


2 0世纪 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战祸最为惨烈 的一个世纪
。

这句话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中

青年人来说
,

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应有 的份量和含义
。

因为战争似乎已经远离我们而去
: 两

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 20 世纪的前半期 ; 二战之后人类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总体和平 的环境

里 ; 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
。

人们普遍相信
,

二战之后科学

技术的迅速发展
,

物质生活 的极大改善
, 几

已使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中摆脱出来 ; 而

苏联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
,

不但最后消除了世界大战的危险
,

而且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

的主流扫清了道路
。

这是一种乐观的预想
,

也是一种善 良的希冀
。

但 19 99 年春天的科索

沃战争
,

使人们对这种预想和希冀产生了怀疑
。

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开始对北约以外

的南斯拉夫联盟大打出手时
,

人们发现
,

战火随时都会在我们周围燃起
。
过去那种人们只

有在战争片的画面中才能
“

欣赏
”
到的炮火纷飞的场面

,

现在通过 自家电视的荧光屏就可

以看得到了
。

电视上的画面 比电影中的画面更真实
,

但不如电影画面那样精彩
,

更没有战

争故事片中的那种浪漫和离奇
。

在贝尔格莱德的熊熊大火和断壁残垣中
、

在阿族人和塞族

人流离失所的道路上
、

在中国驻南记者生死瞬间的遭遇里
,

人们在一个被称为和平的年代

再一次领略到了什么是战争
,

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

实际上
,

如果我们正视 90 年代 以 来的世 界现实
,

就会发现
,

尽管 随着冷 战的结束
,

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
,

但地 区冲突
、

局部战争的危险却增加了
。

由于其发生在欧洲
,

又

与美俄等欧美大 国的战略利益直接牵扯在一起
,

所 以科索沃战争才显得格外引人注 目
,

成

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

环顾世界
,

在欧洲以外
,

在非洲
,

在 中东
、

在南亚
,

在俄罗斯
,

冷

战结束之后所燃起的战火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息下来
。

从 卢旺达和布隆迪 的大规模种族仇

杀
,

到伊拉克的地区霸权主义
,

从车 臣持续不断的武装 叛乱
,

到 印巴在克什米尔再度交

手
,

90 年代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冲突就有 20 多起
。

战争
,

这个给 20 世纪的人类带

来无穷灾难的怪物
,

无疑将伴 随我们进人 21 世纪
。

那么
,

是什么因素在世纪之交非要让战争与我们同行呢 ? 首先
,

我们不难发现
,

西方

国家
,

特别是美国
,

仍把军事力量作为巩 固其世界霸权
,

推行其
“

领导
”

意志的手段和工

具
。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

美国在苏联垮台之后仍然致力于军事上的绝对领先地位
,

为此

不惜违反 19 72 年与苏联 签署 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 A B M )
,

投 巨资开发 国家导 弹防御系统

( NM D ) 和地区导弹防御系统 ( T M D )
,

实际上是在变相恢复里根总统的
“
星球大 战计划

” ,

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

美 国的 目标 是要在 21 世纪对所有其他 国家
,

包括其盟国
,

构成

一种新的战略优势
。

很 明显
,

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同时都能与美国对垒
。

但美 国的挑战无疑正在把人类的战争手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把大国之间潜在的军备竞

赛带入一个新 的领域
。

大国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

第二
,

海湾战争和科索

沃战争被认为是 21 世纪新式战争 的预演
。

美国在这两场战争 中动用 的高技术武器令全世

界
“

大开眼界
” ,

同时也让其他 国家
,

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
,

看到 了自己在军事 上的巨大差

距以及 由此可能面临的威胁
。

更新军备成为多数国家的当务之急
。

因此
,

冷战结束并没有

导致全球性裁军
,

相反在许多地区 出现了一轮新的
、

心照不宣的军备竞赛
。

军火市场异常

活跃
。

按照伦敦 国际战略研究所 ( 1155) 的最新统计
,

19 98 年的军火交易仍在 560 亿美元

以上
。

美 国
、

法国
、

英国
、

俄罗斯和 以色列的武器都是军火市场上的抢手货
。

人们似乎都

在为未来准备着
。

与此同时
,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还使人们对未来战争的
“

真谛
”
有了

一点了解 : 即凭借高技术武器
,

特别是 占有优势 的一方
,

可以在人员伤亡极小甚至无伤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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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达到战争的 目的
。

西方国家在 2 1世 纪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因而大大增加了
。

科索

沃式战争
,

即联合起来的北约国家利用军事手段干预北约以外国家的内部事务
,

很可能成

为 21 世纪战争的一种主要模式
。

北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

实 际上正在向世界警

察部队的方向发展
。

第三
,

冷战后所发生 的局部战争和冲突几乎都与民族的矛盾和冲突有

关
。

在东西方两极对抗的全球性矛盾消除之后
,

局部的
、

区域性的
、

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

矛盾似乎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爆发出来
,

成 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的焦点和 21 世纪

局部战争的主要根源
。

二
、

民族冲突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民族运 动蓬勃高涨 的世 纪
。

其 突出标志是一 战
、

二战和 冷战后

的民族运动高潮
。

一战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帝国
、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

芬

兰
、

波兰
、

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
、

拉托维亚和立陶宛获得了独立
,

捷克斯 洛伐克
、

罗

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实现了民族夙愿
,

成了新兴民族国家
。

在主张民族平等和 自决方面
,

列

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有相同的一面
。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
,

列宁就公开提出社会 主义革命的

胜利
“

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
,

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 的自决权
,

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

分离权
” 。

( 《列宁全集》 第 27 卷
,

人 民出版社 19 86 年第二版
,

第 123 页
。

) 十月革命后
,

苏维埃政府迅速发布了 《俄国各民族权 利宣言》
,

颁 布法令承认芬兰独立
,

废 除俄
、

德
、

奥瓜分波兰的所有条约
,

并率先承认波兰有 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

十月革命的胜利
,

列宁民

族 自决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实践
,

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

威尔逊

则把美 国人的理想主义带到了欧洲
。

在他的坚持下
,

国联把诸多社会和人道主义条款与民

族 自决的原则写进 了盟约
,

并在欧
.

洲建立起历史上相对合理 的国际边界
。

二战之后的 50

至 60 年代
,

更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时期
。

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
,

有 60

多个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
,

作为新兴 的民族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
。

由新兴 民族国家组成

的
“
第三世界

”

在联合国
、

在制约美国及苏联的霸权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冷战结

束后第三次民族运动浪潮的到来
,

却出乎许多人 的预料
。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

当西方 正

在为苏东社会主义的政权垮台和冷战终结而庆幸之时
,

一股新的民族主义呼声却从世界的

不同角落响起
。

或许在苏联一分为十五
、

南联盟一分为五 的解体中受到了鼓舞
,

这些 民族

主义分子直接以 民族分治
、

分立
、

分离甚至独立为诉求
,

给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带来 了强烈

的冲击
。

波黑三方旷 日持久的血腥 冲突
,

卢旺达 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你死我活 的种族仇

杀
,

似乎让历史倒退了几个世纪
。

有人为此惊呼
: “

世界很有可能面临一个内战的世纪
” 。

“
民族

”
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

它从 氏族
、

部落
、

城邦国家和帝 国等演化而来
,

是人类

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现代意义上 的
”

民族
“

( N iat on ) 最早产生于西欧
,

它往往和

现代意义上国家 ( Saett ) 的形成 联在一起
,

被称为民族 国家 ( N iat on 一 , at et )
。

民族国家 是

现代化 的主要动力之一
,

同时也是现代 国际关系 的主要行 为体
。

事实上
, “
民族

”
与

“

国

家
”

互为表里的统一
,

只是西欧资本主义 国家的发展模式
。

东欧
、

亚洲和其他地区民族的

产生与国家的形成并不同步
,

因而形成的多为多民族国家
。

在非洲
,

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

则是西方殖民列强根据 自己的实力
、

利益和意志套上去的
。

直到二战之前
,

撒哈拉沙漠 以

南黑非洲的许多族群还生活在氏族和部落阶段
,

但他们世代生息的地方早在 19 世纪就 已

经被西方殖民者分割完毕
,

相 同的氏族
、

部族和 民族被人为地割裂在不同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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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0



年代非洲 民族 国家的独立仍是以这种分割为基础
。

因而在非洲的地图上出现 了以经纬线划

分的几何状
“

奇景
” 。

但是
,

当今流行 的民族理论 和 国家观
,

即
“
一个 民族

、

一个 国家
”

和
“
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 民族 国家 的权力

” ,

却是建立在西 欧
“

民族 国家
”

的模式基础

之上的
。

这就与世界大多数 国家 的现实发生了冲突
。

冷战后全球性 的民族分立 主义既是西

方
“

民族原则
”

(入cn i lP
e of N iat on ial it es ) 误导和激励的结果

,

也是封闭
、

狭隘和排他 的民

族情绪鼓舞的必然
。

耐人寻味的是
,

西方国家往往还以人权为借 口
,

干预非西方国家内部

的民族纠纷
。

这无疑将发展 中的多民族国家置于一个更为困难 的境地
。

民族冲突以及 由此

引起的国际纷争无疑将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 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

三
、

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

20 世纪也是一个人类社会走向
“

全球化
”

的世纪
。

90 年代以来
, “

全球化
”

成了人们

的热门话题
。

人们普遍认为
,

随着市场经 济的全球性拓展和交通与通讯手段的革命性变

革
,

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

全球化即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
,

是超

越地区
、

尤其是 民族 国家主权 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
。

有人断言 : 全球化不但将改变

人类 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

还将改变人类 的思维方式
。

全球化的
“
阶段性实现

”

(因为它和现代化一样
,

可能是永无止境的 ) 无疑将是人类

文明的一场革命性变革
。

但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
,

人类必须面对全球化所带来 的一系列间

题和挑战
。

这些问题和挑战归结为一点
,

可 以概括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
。

关于什

么 是
“

全球化
”
?

“

全球化
”

与
“

现代化
”

是什么关系 ? 学术界多有争议
。

但如果循着历史

的线索去考察
,

我们会发现
,

全球化与现代化实际上是同一个相辅相成
、

互为动力的历史

过程
。

如果说现代化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
、

并延及整个政治
、

社会
、

文化和思想观念等

各领域的历史变革
,

那么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就是 以各国各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

深为特征 的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深化
。

问题是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是不均衡

的
,

因而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不 同的含义
。

现代化的进程启始于西欧
。

它先是打

破了欧亚大陆各古典文明的均衡发展状态
,

在 20 世纪到来之前就把世界划分成发达国家

与不发达 国家两部分
,

并迫使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改变 自己 的传统
,

进人西方主导的现代

化轨道
。

因而
,

整个 20 世纪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觉醒
、

选择和追赶的世纪
。

现

代化的压力是许多国家动荡不宁
、

内乱频仍
、

变革剧烈的主要根源
。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都在现代化 的努力 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

但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 而

且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发展 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而缩小
,

而是在继续扩大
。

全球化时代的

到来则使已经处于现代化压力之下的发展 中国家
,

特别是中小国家面临这样一种形势 : 它

们所拥有的有限的经济实力根本无力左右世 界经济
,

但却难免受到全球性经济波动的冲

击
,

并 由此引发现代化压力之
一

「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
,

导致新的动荡与变革
。

这种变革可

能是成功的
,

也可能是失败的
,

并由此引发新一轮 的动荡
。

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冲击

之下印度尼西亚的骚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因此
,

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

力将是一个更为艰险
、

更难把握的复杂进程
。

如果东亚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
,

如果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骚乱蔓延到所有发展 中国家
,

那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
,

但在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深化的

21 世纪
,

却完全有可能发生
。

全球化 的本质和趋势应该是市场经济和金融资本的无限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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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直至超越所有民族国家而确立起对全世界的支配地位
。

因此
,

在全球化的进程 中
,

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
,

也面临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
。

它们在占有对发展中国

家更大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

发达国家积极的合作与负责任 的政策将是它们化

险为夷 的前提
。

如何把握全球化
,

将 是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 同问题
。

四
、

冷战意识

20 世纪还将以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 制度的对 立
、

竞争和 冲突而载入史册
。

社会 主义在 20 世纪实现了从理想 到现实的历史性突破
,

并且对 20 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了

重大影响
。

首先
,

19 17 年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
,

打破 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
,

改变

了近代 以来的国际战略格局
,

给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带来了新的希

望和活力 ; 第二
,

苏联实力的不断增长
,

为击败德意 日法西斯准备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质条

件
。

人所共知
,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的殊死抵抗
,

美英法等在希特勒所挑起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就要遭受更为惨重的打击
,

战争就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有过这样一段话
: “
这个奇异 的世纪

,

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
,

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 目的的十月革命
,

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效
,

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

一命
。 ”

80 年代末 oo 年代初
,

持续了 四十余年的冷战最后 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 的垮台而告结

束
。

西方许多学者由此得 出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

并 已 由此退 出了历史舞台的结论
。

但

是
,

欧洲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随着苏联的垮 台而倒闭
。

相反
,

他们却通过改革开

放
,

通过与市场经济 的结合
,

保持了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 的稳定
,

走上了一条新 的发展道

路
。

其中尤以中国的成绩最 为突 出
。

中国经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令全世界感叹
、

惊

奇
,

以致于苏联垮台之后一部分人鼓吹的
“

中国崩溃论
”
的尘埃没等散去

, “
中国威胁论

”

的舆论就被鼓吹起来 了
。

中国也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前苏联
,

成为西方国家
,

特别是美

国右翼势力攻击
、

遏制的主要对象
。

美 国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和媒体在人权
、

贸易
、

知识产

权
、

台湾
、

香港和西藏等一系列问题上为难中国
,

同时还制造出
“

政治献金案
” 、 “

李文和

间谍案
”

和
“
贩卖人体器官案

”

等一系列丑闻低毁 中国
。

中国的国际形象遭到了严重的歪

曲
,

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经济
、

政治和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历史进步
,

是全世

界有 目共 睹的事实
。

对 比近三十年前 中美关 系改善之时
,

中国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

最根本的是
,

中国人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

超越了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

走出了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

事实上
,

美 国的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里
,

特别是新技术革命开

始以来
,

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

中美之间
,

或者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
,

早已经超越

了炎力理得的两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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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比
,

美俄之间早已失去 了往 日的战略平衡
。

因此
,

所谓的冷战意识
,

并不完全是意识形

态分歧所造成的结果
,

而实际上是 以意识形态划线为表象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其主要对手

的竞争和对抗意识
。

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 中
,

早 已经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

而不计较意识

形态分歧
。

但 中国的崛起被别国视为潜在而重大 的战略威胁
。

仅此一点就使 围绕中国的冷

战意识和冷战思维在 21 世纪仍将继续下去
,

除非在全球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国

领导人能够认 同中国的国情和选择
,

焕发出一种新的政治智慧
。

五
、

全球文化认同

以上 四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一种全球软环境的建立
: 这就是基于全球化不断加深基础

上的全球文化认同氛围的形成
。

90 年代初
,

伴随着
“
全球化

”

热兴起 的是亨廷 顿
“

文明冲突论
”
的传 播

。

前者强调

的是全球性的同一和融合
,

后者突出的是不同文化
、

文明间的对抗和冲突
。

亨氏理论遭到

了许多人 的抨击
,

甚至有西方学者对他的
“
冲突论

”

嗤之以鼻
,

认为他 的思维方式仍然停

留在冷战时期
,

他本人仍然沉酒在他冷战期 间的光辉岁月里
。

但 是
,

亨廷顿 的
“
冲突论

”

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 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之际从反 的方面提 出了不同文明

、

文化之间沟通的重要意义
。

随着一个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

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已经开始
。

而且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
,

许多产品 已经难以用传统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标准来划分 了
。

如

我们从 电脑网络上购得的书籍或 V C D 片
,

既是文化产品
,

又是精神产品
。

利用因特 网购

物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正在兴起的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

但是全球文化认同指的不仅仅是对网上购物方式的认 同
,

不仅仅是对 目前 网上所传信

息方式的认同
,

因为全世界 目前能够上网并在网上购物的不超过 2 亿 6 千万人
。

绝大多数

人仍然生活在他原来 的氛围里
。

所谓 的
“

全球文化认同
”

指的是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过程

中
,

在对一种不断地被越来越 多的人所接受的全球性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认同的同时
,

对

其他民族所 固有的生活习俗与价值标准的理解和宽容
。

惟有如此
,

最为有别于人类历史上

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的全球化时代特有 的优势
,

即集 中化与分散化统一
,

国际化与本土化统

一 的优势才能够发挥出来
,

全球化的进程才能持续下去
。

现代化曾以分裂世界开始
,

全球化将以整合世界告终
。

我们拥抱全球化的 目的不在于

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
,

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我们 的物质财富
,

而在于它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 提供一次机遇
,

一次让人类消除已有 的狭隘和偏 见
,

愚昧与教

条
,

从战争和民族冲突的怪圈儿 中摆脱 出来
,

从南北分裂和非此即彼的困境 中摆脱出来
,

最终告别 加 世纪的机遇
,

一次迎来一个美好的新世纪的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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