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视西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平视西方>>

13位ISBN编号：9787550701724

10位ISBN编号：7550701725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海天出版社

作者：袁宝成，任国明，于明山　著

页数：2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视西方>>

前言

本周收到袁宝成、任国明和于明山三位同志写来的书稿《平视西方》。
我应他们的邀请为此书作序。
此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字里行间可读出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对外战略的
认真思考，许多观点反映出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认识。
作者们对于中国崛起的认识是非常符合结构性矛盾原理的。
结构性矛盾是指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与霸主国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崛起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将使霸主国失去其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为了保住其霸主地
位，霸主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止崛起国取代其世界主导地位。
主导和被主导地位改变是国际政治中最大的权力结构矛盾，这种矛盾是零和性的，因此无法调和。
作者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而且还看到了经济实力在中国崛起中作用的局限性
。
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决定论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下，作者们能看清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本质是综合实力较量的过程，只靠经济发展是无法实现这一民族目标的。
作者们提醒读者，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实力远远落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曾通过合理的
对外战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指出了对外战略正确性对于提高国际地位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
意义。
事实上，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主导国都是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力主要构成的国家
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在现代，人们看到的是保持了20多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未能成为世界强国；在古代，中国宋朝
拥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结果是连国家生存都保不住。
日本化和宋朝化都将对中国的崛起构成历史性的威胁。
更为可取的是，作者们能理性地认识西方阻止中国崛起的必然性。
为了维护西方的世界中心地位，为了维护西方国家自己的国家利益，阻止中国崛起是西方国家的理性
选择。
在国际政治中，利益是推动国家行为的首要动力，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不仅有物质利益方面的
原因也有精神利益方面的原因。
以往两个多世纪，西方的文明成为世界公认最为先进的文明。
然而，如果中国实现了民族复兴，这将意味着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先进文明，西方文明将不再
具有今天的优越地位，西方人将丧失其文明优越感。
目前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热潮可能与此相关。
本书的核心是提出中国人要以平等的心态应对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可取的观点。
中国的民族复兴就是一个改变中国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实现与强国地位平等，以实现受到最多世界尊
重的过程。
有人误以为现实主义是不重视道义的，其实并非如此。
现实主义认为，道义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国际政治领导力的重
要基础。
中国要崛起，要超越美国，仅靠提升物质力量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增强道义力量，需要有比美国多的
盟友或比美国多的国际支持者。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对外战略要以尊严为目标，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要建立国际
战略信誉。
平等心态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对于比自己弱的国家要采取恩威并重的战略。
《左传》中邰缺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怀？
非威非怀，何以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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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德，何以盟？
”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减少以致富光荣为核心的拜金主义的社会影响。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不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句话是有一点道理，但在严格意义上这句话也是经济决定论。
由于没有“仓廪实”和“衣食足”的定量标准，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现在和将来都是“仓廪不实”
和“衣食不足”，于是中国对外政策不应追求尊严，而应以尊严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
本书作者们倡导中国人要追求平等的国际尊严，这一观念有助于读者思考，人用自己的一生换取什么
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2011年4月1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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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宝成、任国明和于明山所著的《平视西方》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字里行间可读出对中国面临的国
际形势、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认真思考，许多观点反映出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认识。

《平视西方》作者们对于中国崛起的认识是非常符合结构性矛盾原理的。
结构性矛盾是指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与霸主国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崛起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将使霸主国失去其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为了保住其霸主地
位，霸主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止崛起国取代其世界主导地位。
主导和被主导地位改变是国际政治中最大的权力结构矛盾，这种矛盾是零和性的，因此无法调和。

作者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而且还看到了经济实力在中国崛起中作用的局限性
。
更为可取的是，作者们能理性地认识西方阻止中国崛起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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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宝成，出生于浙江诸暨，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助理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中国机遇》(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等。
还曾参与编著《企业民主管理概论》、《行政诉讼导论》、《地县党政后备干部培养规律研究》等著
作。

任国明，出生于浙江宁波，法学硕士，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研究。
主要著作有《十字路口的日本》(合著，时事出皈社)、《坚持与妥协：近距离看中日关系》(合著，广
东人民出版社)、《中国你警惕了吗》(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于明山，出生于山东青岛，经济学硕士，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研究。
主要著作有《坚持与妥协：近距离看中日关系》(合蕾，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你警惕了吗》(合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驻日记者四十年》(合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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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从仇外到媚外的慈禧说起中国把西方当神的历史，不得不提慈禧。
慈禧的一生相当坎坷，经历了从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5次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她还是一个5岁的孩子。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已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
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她成了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
慈禧很恨洋人。
慈禧的女官德龄回忆说，慈禧曾私下指责，“他们有什么权力对我如此无礼！
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
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
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
他们不喜欢，可以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
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对于西方舶来观念，慈禧自有她的一番见解。
关于西方文明，她说，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
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
！
关于传教，她说，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
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
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关于孝道，她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
根本没有！
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
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们的父母了。
慈禧早年干预政事，凡关于外国之事，进言于帝，多主强硬。
英法联军入京时，成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
慈禧下谕旨：“夷酋反复无信，狡诈已极，不但要索赔偿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万难允从
。
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
两；击毁夷船一般者，赏银五千两。
”可见慈禧手段很强硬。
辛酉政变后，清王朝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
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尤其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
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
1898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给了慈禧报复西方列强的机会，但最终酿成拳民残杀“教民”、
攻击外人、杀死德日外交人员等事件，引来八国联军干涉之祸。
慈禧皇太后误信各国欲迫其退位的假消息，残杀主张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大臣，下决心同各国一
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奔往太原、西安，西方意识到大清面临的局面，远比意料的复
杂、危险，于是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慈禧从仇外变成媚外，一边施展“夫人外交”，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一边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
国之欢心”，令李鸿章等人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除了参加侵略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
、西班牙和荷兰，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12条，与11个国家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
德龄从国外带来了许多洋玩意儿，启迪了慈禧对“新生活”的向往，慈禧开始着迷起洋玩意儿。
刚接触照相机时，满朝廷一片反对之声，并视照相机为不祥之物，但慈禧力排众议，为了拍照，传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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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颐和园乐寿堂前搭了席棚，以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式样布置豪华的陈设。
慈禧曾和侍从们坐在湖中平底船上，由她本人扮成“普陀山观音大士”，大太监李莲英扮成观音身旁
的护法神韦陀，公主们扮成龙女，营造西方极乐世界情境。
这恐怕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的第一张艺术摄影照片。
慈禧在照相前，先要选定良辰吉日。
拍的时候，往往要连拍几张，以便挑选。
刚拍完，就催着冲洗放大，有时照片泡在药水里还没显影，她就要先睹为快。
慈禧拍了许多娱乐生活照和肖像照，在70大寿（1904年）前，令人悬挂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等处，作为
收藏和赏赐大臣们之用。
这些照片后来流向民间，让老百姓看到了慈禧的面孔和皇家的生活。
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门户，慈禧被迫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也知道了清王朝的赢弱与落后。
在使用了不少洋人赠送的先进玩意儿后，慈禧下决心要变法图强，多次表态支持皇帝新政。
二、西方是造出来的神从原来帝国俯视全球、漠视一切，到受了一百多年殖民、半殖民后的对西方一
切崇拜。
在近代屡遭侵略，中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在上海外滩公园内挂的提示牌，在中国领土内，中国人不允许进。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名叫“崇洋媚外”的东西，一是言必称西洋、东洋，二是西方的月亮
比中国圆，三是中国的事情要由洋人评断正误。
崇洋媚外，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天生的毛病，外国人的精心谋划，起了很大作用。
欲征服一国之民，必先征服（或者搅乱）该国人之心。
想当年，西方人大举侵略中国之前，先是派出一拨拨传教士，用宗教征服中国人的心。
不少中国人或死心塌地，或有所企图地崇洋媚外，把西方当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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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发现，21世纪的头十年，现代历史正在发生一场大的改变。
过去200年曾经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正缓慢地失去吸引力。
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似乎攀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顶峰，随着苏联的解体，象征着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
制度，战胜了社会主义。
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主义”之争已告终结。
资本主义似乎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
但历史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
中国有句老话是“物极必反”，资本主义攀到顶峰后开始往下走。
过去十年源卣美国的两次经济泡沫、两次战争，成为历史转折的象征性事件。
东西方实力对比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20国集团的建立，标志着以发达国家为主组成的“G7”、“G8”集团，已无力单独处理全球经济事务
。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成立的“G7”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功能，已被“G20”所取代的事实表明，
美国、欧洲支配和控制世界的思想和主张，已遭到严重削弱。
从“G8”扩大到“G20”，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一批新兴国家参与到决定全球经济政
策的现实本身，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改变。
中国跟西方是时候相互平视了。
中华文明作为四大文明之一，中国曾经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西方
人对东方大国充满好奇，仰视中国。
工业革命后，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技术上明显落后，又不思进取，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从大的时间跨度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被世界边缘化了
。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西方反过来俯视中国，这当然是被殖民、半殖民的一种必然。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实力上来了，对西方有了更加客观、深入、全面的了解，从好奇、崇拜
，到不再仰视西方。
2007年～2008年西方世界，或者说是华尔街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人更加认清资本主义的贪婪
本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100多年以后来看，是如此的精确。
我们说的西方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上的概念，基本上是指处于北半球、经济发达的国家，主
要是G7成员国；二是政治上的概念，在冷战时期的东西两大阵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现在俄罗斯虽为G8成员，但处境尴尬。
苏联解体后，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但经济起不来，政治上也遭西方排斥，两边都不是，成了一个无
所适从的国家。
西方国家都是现存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规则制定者不可能定出对自己不利的规定。
西方国家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但仔细分析，大都外强中干。
现在我们可以说，其实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争取适合本国、本民族发展的道路。
中国大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然，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
但我们看西方的时候，不再仰视，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比我们少，西方社会的丑恶面也不少。
所以我们有理由、有自信平视西方。
进入新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和争执呈上升趋势。
围绕地缘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外交等众多领域，中西方对立趋于激化。
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在中国与非洲合作问题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在朝核、伊核问题
上，以及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国家统一）等方面，引发一系列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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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西方的斗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就没断过。
只是过去，我们闭关自守，除了同美国两场发生在朝鲜和越南的直接或问接的战争冲突之外，几乎与
西方没有来往。
改革开放以来，埋头于经济建设，西方大量投资中国，捞取经济实利；中国也需要外资，双方各取所
需。
大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
80年代末的西方政策，是西方围剿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利益仍然处于首位。
尽管西方时不时地拿中国说事，但合作居主流地位。
进入新世纪，中国实力迅速上升，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既存的霸权国家全力维护其地位，新兴大国争取相应
的国际地位，争取国际事务话语权。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触角延伸，在非洲、拉美、亚洲等地与西方利益发生冲突。
在中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软实力也得到扩展。
中国的影响上升，西方权威不如过往。
一升一降，必然产生对立。
究其原因，一是文明之争，二是利益冲突，三是制度竞争。
随着中国与西方接触、交流面的扩大与深入，彼此之间不同的观念、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在处理、对
待具体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争端。
观念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
要让西方人改变观念不可能，同样，让中国人改变观念也非易亭。
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文明的差异。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西方的观念之争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另一方面，中西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升级。
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全球的市场和资源。
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生活模式，以我国现有的国土面积以及自然资源，支撑13亿人口恐怕十分困难
。
更何况，中国入口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呈增长态势，经济还将保持较快增长。
西方早于我们在全球布局，市场、资源基本定局。
中国要维持发展，不走出去肯定不行，走出去就面临与西方传统势力面对面的争夺。
这是中国面对的严峻的国际大局。
西方把自己定位为上帝的使者，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理想的制度。
在冷战结束后，这种意识达到了顶峰。
但时间不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并引起国际社会的热议、模仿，让西方社会
感到不舒服。
中国经济实力：2005年以后连超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
昔日的东亚病夫，在短短30年时间迅速赶了上来，西方自然不适应。
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在战略上仍将处于守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所作为。
从西方国家对付我们的手段来看，加强外交与舆论的对外攻势，应该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西方势力总是不停地设置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议程，如拿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苏丹达尔富
尔问题、朝核问题等，在舆论上攻击中国，让中国始终处于不利的境地。
中国难道缺少智慧，当然不是。
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说已经意识到了，但还没来得及去做。
在经济实力不济时，中国仍能在战略上，争取主动。
美国、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主动与我们改善关系，就证明这一点。
如今，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国际地位也今非昔比，完全有能力在国际上设置对我有利的议程，让西方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视西方>>

跟着我们的步调走，而不是我们跟着西方的调子走。
再一个必须要改变的是对西方迁就的态度。
中国入并不矮人一等，我们与西方人应该平起平坐。
过去由于我们闭关锁国，落后了，挨了打，那是过去的事。
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是由于封建体制造成的。
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由于对西方不了解，盲目崇拜，造成不自信。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西方好的、坏的，我们都了解了，对西方应该平视，以平常心相处。
中国落后也就是近200年不到的时间。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还是领先于世界各国的。
中国曾经是经济大国、文明古国。
只是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我们没赶上，落后了。
向西方学习，但不能神化西方。
中国认认真真搞建设也就这几十年，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
当然，我们的领导人谦虚，强调中国模式只适合中国，说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这话没有错，问题是，对西方的那一套，也应该有这种批判的勇气。
2008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好的坏的、悲的喜的。
从年初的“3·14”西藏暴乱、“5·12”汶川地震、到奥运火炬传递，以及奥运顺利举办。
在这些事件中，西方政府、媒体、民众的反应及所作所为，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社会是如何看待
中国的。
事实证明，过去中国看待西方明显缺乏理性。
当然，这不是中国的错。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过善良，总是把别人想得太好。
我们强大时，不侵略别人；我们挨打后，还是“以德报怨”。
但对于西方的“狼性”，用中国这一套根本不管用。
当西方有求于我们时，可以装出一副狼的可怜相；一旦反过来，则狼性不改。
平心而论，西方也没什么错，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何错之有？
只是有时缺乏道义，但不妨碍国家的发展。
2008年，也是中国的转折点。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顺利举办了奥运会，发生了“3·14”西藏暴乱、神州合力克服“5·12”汶川地
震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一喜一悲，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与智慧。
首先，西方讲人道主义，当然，东方也讲。
在“5·12”之后，世界各国主要以西方为主对中国伸出援手，尽管他们的支持微不足道，但毕竟体现
人类四海一家。
就像中国支援震后的海地和智利一样。
第二，西方看不得一个强大的蒸蒸日上的中国。
“3·14”藏“独”暴乱，反映出西方亡我之心依旧。
如果没有西方长期的支持和庇护，达赖集团肯定撑不到今天。
在英美唆使之下，印度收留了达赖集团，一呆就是50年，且英美给达赖集团物质和舆论上的支持。
西方分裂中国的企图不会放弃，在台湾和新疆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在《中国机遇》一书中专门做过
分析。
奥运火炬在英、美、法、澳、日等西方国家传递过程中发生的、令国人提心吊胆的场面，让我们记忆
犹新。
第三，西方对中国的固有看法和偏见，不会因为中国有进步而从根本上改变。
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总是带着教师爷式的、有色眼镜来居高临下地“指点”和排斥。
西方的媒体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然，他们可以强辩，这是西方媒体的职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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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你们可以找中国的毛病，但别忘了新闻的基本要求——客观与公正。
不能无中生有，恶意捏造。
但可惜的是，标榜自由、公平、客观的西方媒体，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在2008年的表现，让其
名誉扫地，失去了公信力。
第四，西方对中国充满矛盾心理。
一方面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捞取经济上的实利；另一方面，又防范中国，压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
用，力图维持既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2008年，中国最大收获在于让人民，特别是年青一代受了教育，这恐怕是西方最大的失算。
过去中国的一些所谓精英和部分年轻人，过于理想化西方，以及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非经过不知是与非。
与奥运会体现中国真实形象、提高国际影响力相比较，我们认为，能让国人认清西方对中国所持的真
实想法，认清西方的真面目，更显得意义深远。
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别把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
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让中国等新兴国家分一杯羹。
今后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应该牢记几个原则：一是不要以为你想“西化”，西方就能接纳你，只
有坚持“中国特色”，才能赢得别人尊重。
二是“强身健体”，让别人惧怕，不敢碰你，触犯你的底线。
三是敢于碰硬，才能提高地位。
坚持本国利益，对于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敢于大声说“不”。
四是善于分化“西方”，各个击破。
西方社会不是铁板一块，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利益之争。
西方不是上帝，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中重要的一极，世界的财富与权力逐步向东方转移，理应自信
从容地与世界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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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字里行间可读出作者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认真思考，许多观
点反映出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认识。
作者能理性地认识西方阻止中国崛起的必然性。
如果中国实现了民族复兴，这将意味着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先进文明，西方文明将不再具有今
天的优越地位，西方人将丧失其文明优越感。
中国人要以平等的心态应对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可取的观点。
中国的民族复兴就是一个改变中国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实现与强国地位平等，以实现受到最多世界尊
重的过程。
中国要崛起，要超越美国，仅靠提升物质力量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增强道义力量，需要有比美国多的
盟友或比美国多的国际支持者。
平等心态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对于比自己弱的国家要采取恩威并重的战略。
本书倡导中国人要追求平等的国际尊严，这一观念有助于读者思考，人用自己的一生换取什么东西是
最有意义的。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阎学通对视的双方，视线都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实力，彼此
的视角也会影响对方，过去西方人已经习惯于俯视我们，我们也习惯了，当我们终于有机会不再仰视
西方人，不习惯这种场景的西方人会很不适应。
智慧而理性，以泰然处之的心态，对于已迅速接近甚至行将超越的西方，目光既不仰视，也不俯视。
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观念的主动改变上，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平视西方》以平和对等的心态，启示国人应对世界的诸多观点，发人深省。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韦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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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平视西方》有助于减少以致富光荣为核心的拜金主义的社会影响。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不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句话是有一点道理，但在严格意义上这句话也是经济决定论。
由于没有“仓廪实”和“衣食足”的定量标准，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现在和将来都是“仓廪不实”
和“衣食不足”，于是中国对外政策不应追求尊严，而应以尊严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
《平视西方》作者们倡导中国人要追求平等的国际尊严，这一观念有助于读者思考，人用自己的一生
换取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西方不是上帝，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中重要的一极，世界的财富与权力逐步向东方转移，理应自信
从容地与世界打交道。
打造“中国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把中国的做成世界的，才有可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获胜。
“强身健体”，让别人惧怕，不敢碰你，不敢触犯你的底线。
坚持本国利益，对于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敢于大声说“不”。
西方不是上帝，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中重要的一极，世界的财富与权力逐步向东方转移，理应自信
从容地与世界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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