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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或者称威廉德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值得研究。
不像后来纳粹德国那样经过极端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的整肃，威廉德国在社会生活领
域比较包容，政治体制方面又充满矛盾。
它是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但安全环境十分复杂而脆弱。
物质上在高歌猛进，精神方面却日趋急躁和浅薄，即使是它的知识界也在国家发展带来的亢奋中走向
非理性，从而使得群众性的非理性也带上了一层科学合理的色彩。
如果说人性的弱点也是国家的弱点，那么威廉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大国崛起的各个案例中，威廉德国作为一个失败的经典案例，更是值得后人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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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弃郁，1974年生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中校军衔。
先后毕业于国防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获军事学硕士、国际政治学博士学
位。
曾赴瑞典“安全与发展研究所”客座研究。
2000年进入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从事安全政策研究与咨询工作，公开发表论著40余万字。
被选、聘为“中美杰出青年论坛”（YLF）成员、国防部“军队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第十
一届全国青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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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体那样反对它。
”当然，德国这样做的目的也不是真的想和英国对抗，而是想通过施压的办法使英国重新支持三国同
盟。
特别是当意大利在非洲阿比西尼亚陷入困境后，德国这方面的动机明显加强。
法国出于与意大利争夺非洲的目的，对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抗意斗争进行支援，加速了意大利的失败。
1895年12月7日，意军在阿姆巴·阿拉吉战役中被3万阿比西尼亚军队击败，形势十分不妙，而英国的
援助却迟迟不来。
对此，意大利在11月上旬就表示了对英国的严重不满，并威胁要转到法俄同盟一边去。
为保住三国同盟，德国有两种办法可选择：一是拉意大利一起与法俄同盟进行和解，这样一个“大陆
联盟”就隐约成型了；二是再度和英国接近，使英国能够加大对意大利的支持。
德国最后的方案是这两种办法（或者说两个目标）都要，即先与法俄和解以稳住意大利，再用“大陆
同盟”的前景来吓唬英国，迫使其向三国同盟靠拢。
本着这种思路，荷尔斯坦因在他的备忘录中设计了一个“大陆联盟”的框架：法国得到刚果自由邦，
俄国得到朝鲜；作为交换，法国将向意大利作出让步，放弃对阿比西尼亚的支持，而俄国则向奥匈保
证维持巴尔干的现状。
德国自身将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加煤站（可能在舟山）。
但印度、波斯和埃及这些涉及英国核心战略利益的地区将避免受到任何触动，英国为了保住这些地区
将最终与三国同盟接近。
表面上看，德国这种设计还是比较巧妙的，但实际上存在三个严重问题：一是形势判断失误。
在此时，法国与英国没有突出的殖民地纠纷（严重的摩擦要等到1898年），而俄国对于近东的兴趣也
已经减弱。
特别是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俄国的注意力越来越移向东亚，无意在欧洲与英国搞摩擦。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搞“大陆联盟”的努力非但难以奏效，而且很可能变成单枪匹马地挑战英国。
二是给予的利益杠杆太小。
荷尔斯坦因的设计根本没有俾斯麦那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远见和气魄，德国给法俄的支持是
微不足道的，因此法俄自然不会为了满足德国而卷入与英国的冲突。
三是可操作性很差。
德国为了实现与法俄的“和解”和“联合”，期望先与英国爆发一次摩擦来显示自己的诚意，但这种
方式很容易使自己陷入“两头不着”的尴尬境地。
随着事情的发展，这些错误很快就暴露出来，并使德国的外交遭受了一次惨败。
“克茸格电报”事件德国所期望的与英国的争吵很快就不期而至。
1895年12月29日，罗得斯的下属、英国南非公司经理詹姆森博士率领一支小规模的武装部队侵入南非
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之一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并与德兰士瓦部队交火，著名的“詹姆森袭击事件”发生
了。
12月31日，消息传到柏林，德国马上援引1884年的条约，敦促英国尊重德兰士瓦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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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深刻剖析德国1871-1914年兴衰史的新作。
它生动而详实地论述了德国统一后，俾斯麦通过正确的战略策略，使德国避免成为大国矛盾的中心，
得以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快速崛起，而后来的领导人却一再误判形势，同既成大国的冲突急剧激
化。
导致一战爆发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灭亡。
全书不仅对研究德国和欧洲历史颇有价值。
更重要的是，对当今世界新兴大国如何妥善处理大国关系，在崛起过程中整合内部并统一协调对外，
也富有重要启示。
作者依据可靠的史实，勇于挑战历史上政治家们出于现实需要做出的结论或散布的观点，这种治学态
度值得称赞。
　　——原中国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长 梅兆荣国际政治观察家纷纷将崛起的中国比拟为
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
因此，弃郁先生这部力作恰逢其时。
俾斯麦审时度势的大战略，曾引领德国在列强中纵横捭阖，享受了20多年的和平崛起。
此后的德国却日益骄躁，将其大战略置于同英国“必有一战”的错误判断上，最终走向了失败。
本书不仅对德国大战略的形成和转变的刻画入木三分，而且剖析了其国内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
态背景，处处发人深省。
这是一部折射出现实的上佳历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充满引人入胜的战术细节的优秀战略学著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但相似的历史经常重现。
因此，历史总是和当代相关的，人类总是能够从历史上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中国正在崛起，已经向世界昭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决心。
但要达到此目标，并非易事。
中国因此不仅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经验，也要从世界历史中寻找。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历史，以揭示其和当代的相关性。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种重新解读。
徐弃郁讨论的是德国崛起的历史。
也是欧洲走向战争的历史。
作者放弃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简单化的理论分析，深入到德国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
尽管是国际关系史，但读者很容易感觉到，如果要避免德国的老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要走和平崛起
的道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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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当未来令人难以看清时，回头看历史也许是个好选择，
哪怕是别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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