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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
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已经深入到我们大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摘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西方世界的
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亚洲的崛起同样也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书所描写的就是亚洲正在崛起的原因，这种崛起正以怎样的力度改变着世界以及西方将如何艰难地
适应这些变化，尽管西方应该为亚洲的崛起而喝彩。
本书同时也为如何处理那些正在逼近的挑战开出了良方。
亚洲的崛起将有益于整个世界。
首先，数亿人将摆脱贫困的厄运。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使其绝对贫困人口从原来的6亿下降为目前的2亿。
印度也同样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绩。
实际上，联合国之所以能够完成它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一——到2015年使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
一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和印度都大大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
按照西方任何一个伦理学家的标准——从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到康德的道德律——亚洲的崛起
都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从纯粹的道德标准出发，西方世界也应该欢迎亚洲局势的这种转变。
其次，亚洲的崛起所带来的利益并非仅限于道德方面。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会变得越来越和平与稳定。
2005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呼吁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从那以后，中国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实际上，绝大部分亚洲人都想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亚洲人民已经成为1945年美国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开创的开放性
的多边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
今天，很少有亚洲国家想破坏对它们有益的这一体系。
本书将频繁使用“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并在第一章中给出充分定义。
每一个西方读者应该都能直观地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它所描绘的西方社会不仅包括物质领域还包括道德范畴。
对全球而言，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就是亚洲的现代化正在向亚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蔓延。
半个世纪以前，亚洲只出现过两个现代化国家——日本和以色列，它们分别位于亚洲的东西两端。
在它们之间横亘着一片漠视现代化和发展的人海。
但是日本的成功示范引发了整个亚洲一系列的成功故事。
首先，日本被“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所效仿。
然后，当中国开始意识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做得比自己好的时候，便决心通过实施自己的“四个
现代化”计划来加人到它们的行列。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中国的成功又刺激了印度的崛起。
现在，数十亿亚洲人正在向现代化进军。
对全球而言，一个更好的消息是西亚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稳步向现代化进军。
从巴基斯坦到伊朗，现代化的全面铺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以色列将不再是西亚唯一的现代化前哨。
最终，它将有同样现代化的邻国。
这看上去像个荒诞不经的梦想，但是，亚洲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成功已远远超过大多数亚洲人最不
着边际的梦想。
懂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本书出自现实主义作家之手，立足于乐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亚洲将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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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主角。
通常情况下，今天的亚洲人不需劝说就相信这种乐观主义。
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悖论：直到现在，全球最乐观的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然而，当它们应该为全
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欢欣鼓舞时，它们似乎正在丧失这种乐观。
当众多西方人的目光投向21世纪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漆黑的景象，而不是人类文明史上新的黎明
。
这是一种奇特的发展轨迹。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西方世界拥有到目前为止最开放和最具活力的文明，在那期间，它将整个世界的
大部分重担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正是西方世界扣响了亚洲奔向现代化的发令枪，因此它应该为世界历史的这个积极的新趋势而欢呼喝
彩。
但正相反，西方世界的首脑们却对此充满了恐惧和不祥的预感。
我希望能够对这种状况加以阐释。
显然，亚洲和西方在新世界的本质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
发展并达成这一共识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
我们正进入世界历史上最具可塑性的时刻，我们今天所作的决策将主宰21世纪的进程。
今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来为地球上65亿居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潜能，尤其是科学和技术方
面的知识爆炸，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机会。
但很明显，世界首脑们——特别是西方首脑们——的心理依然受困于过去，不愿或者不能确信他们也
许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然而，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甚至也许是灾难性的错误。
2003年3月，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决定就是其中的一个错误。
或许我们可以相信，美英只是打算把伊拉克人民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并使世界摆脱一个危险人物
——萨达姆·侯赛因。
小布什和布莱尔都没有恶意，但他们的心理被一种有局限性的文化背景——西方心态——所束缚。
美国许多重要人物都确信，入侵的美国军队会受到夹道欢迎，快乐的伊拉克人民会把玫瑰花瓣撒满街
头。
然而，历史的发展轨迹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今天，没有任何国家会欢迎外国入侵者！
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都会欢迎西方军队踏入其国土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
入侵，尤其是占领伊拉克，将被作为一次无比巨大的拙劣行径被铭记。
即便这次行动得以很好地执行，它也注定要失败。
即使英国在20世纪早期(准确地说是在1921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但没有哪支西方军队能够
在21世纪初成功地复制这一行为。
1920年，温斯顿·丘吉尔作为陆军和空军大臣负责在英占伊拉克镇压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反抗。
他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获得了可以使用毒气的授权。
当时丘吉尔说：“我强烈赞成用毒气来对付那些不文明的部落。
”然而，如果布莱尔在2003年也使用同样的手段，他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21世纪之前3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客体。
驾驭历史的决定往往是在少数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的首都作出的，大多数时候是在伦敦、巴黎、柏林
和华盛顿特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没有征求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意见的情况下就爆发了。
今天，西方世界之外的56亿人民不再接受由代表西方利益的西方国家单方面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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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两个世纪以来，亚洲沦为世界历史的旁观者，手足无措地面对西方商业、思想和力量的冲击。
但是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亚洲回到了在西方崛起之前它一度占据达18个世纪之久的舞台的中心。
　　那么，亚洲是如何崛起的呢?面临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力量，做好成为未来全
球领袖的准备了吗？
历史告诉我们，新的力量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西方又将如何应对亚洲文明的复兴呢？
马凯硕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精彩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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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被认为是新加坡内阁
资政李光耀的第一智囊，任职新加坡外交部长达30余年，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理
会轮值主席。
《时代》杂志称他是“21世纪领袖的代表人物”、《经济学人》称他是“亚洲的‘汤因比’”、《华
盛顿邮报》称他是“推动儒教伦理的‘马克斯&#8226;韦伯’”。
他被视为亚洲价值观在国际上的宣扬者和整个亚洲的发言人，也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
子之一。
2005年，他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及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全球百大杰出知识分子”。
其著作有《亚洲人会思考吗》、《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新亚洲半球》是他的
第三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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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理解他们为之奋斗的“现代性”目标，首先要理解他们想抛弃的那个“前现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的。
我在前现代世界中长大，深深地了解那里的生活。
我童年的生长环境非常简朴(有人说那是贫穷)。
10岁之前，我和家里另外4个人只有一间卧室，我们没有冰箱，没有电话，没有电视。
但是生活中最不方便的是我们没有抽水马桶(尽管我们有干净的自来水和供电)。
每天早上会有人来取走厕所里的马桶内胆并换上一个干净的，这个新内胆要跟我们一起待24个小时。
(我十几岁的时候发现，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我去雅加达的亲戚家时，发现他们的马桶内胆一次要用三四天。
那些马桶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记忆。
)我记不清马桶换成抽水马桶的确切时间，可能是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吧。
但如果问我，我的生活什么时候进入现代世界，我会说，是我用上抽水马桶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觉得人生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突然觉得自己过上了一种更体面的生活，特别是当有人来
家里做客时，少了很多尴尬。
和我同代的西方人很少能体会这种转变，因为他们不曾有过这种经历，虽然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都经
历过。
也许美国有一部分黑人能体会这种亚洲情结。
弗农·乔丹讲述他的祖父在行将就木时，有人问他最想要什么，老人没有说要凯迪拉克或是去威尼斯
旅行，竟然说：“我想在家里有一间浴室。
”罗伯特·卡根在他的书《危险的国度》(DangerousNation)中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是1860年日本明治
天皇时期年轻的革新者们参观美国时迷恋的东西，那可是距今150多年前的事呀！
他写道：“他们带着对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印象回到国内，对每一件东西赞叹不已，从铁路、武
器到煤气灯和抽水马桶。
”在我们这个有着65亿人口的地球上，每天能用上抽水马桶的人数最能代表我们有多少人生活于前现
代世界，多少人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
有一个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全球大约只有15％～20％的人能用上抽水马桶。
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关于人类发展的统计数字表明，将近42％的人(或26亿人)还没能用上抽水
马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亚洲和非洲。
超过一半的亚洲人至今仍没用上抽水马桶。
一个叫杰克·西姆的新加坡年轻人成立了世界马桶组织(WTO)，现今已有47个全球成员。
这一与世界贸易组织(岍o)具有同样英文字首缩写的组织传达的正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对高标
准马桶的需求。
同时该组织也为所有的马桶协会及相关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个服务平台，目的在于促进思想、健康及
文化方面的交流。
人们很容易对这个WTO大加嘲讽或是嗤之以鼻，但200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却对杰克·西姆的努
力予以肯定，认为他是全球社会企业家。
有了抽水马桶之后，我们在新加坡的小家里便有了更多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其他现代用品了，如电
视、冰箱、燃气灶(取代了我妈妈以前使用的煤炭炉)和电话。
每一种新家电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童年时期看过的电视剧《我爱露西》和《我的三个儿子》。
它们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当时的确不是在看故事情节，而是惊奇地看着电视画面中位于郊外的一排排屋舍。
每一家门前都有一片绿地和车道，每一家都有冰箱、电视、电话和洗衣机(对于洗衣机，那时我都没听
说过)。
更令人惊奇的是，每一家都有一辆或是两辆小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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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郊区居民的生活情景与我当时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告诉了我将来理想的生活是
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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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新亚洲半球》中，马凯硕从亚洲人的视角出发，有力地为我们描述了这个世界，而且他那敏锐的
洞察力也显示出全球的相关性。
本书既有远见卓识，又有令人兴奋的争鸣，读来趣味盎然。
　　——阿马蒂亚·森 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亚洲半球》深刻分析了全球重心持续
转移的长远含义。
如果美国想继续在全球扮演领导角色，那它就需要接受本书提出的告诫和教训，而这一忠告出自一位
对美国友好、并熟谙亚洲现实的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顾问、理事、副主席马凯
硕具有全球性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带有独特的新加坡视角。
他这本立论极具说服力的书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他在信奉印度教的家庭长大，结交穆斯林和华人朋友，而且接受英式殖民教育——这些正是成为原住
新加坡人的主要因素。
他研习西方哲学，为经历过热战和冷战、具有务实精神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做外交官。
通过这些，他也怀有“世界一家”的精神，认同联合国的理念。
就是这样，才有了这位老练而世故的新加坡人，决心去剖析复兴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将如何迫使古
老的西方改弦易辙。
此外，在西方发生变革的时候，他还激励新兴的亚洲积极作出回应。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都对亚洲的崛起耿耿于怀，
进而恶化为保护主义和慌恐不安。
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打击日本，在随后的90年代打击印度的外购业务，21世纪伊始又打击中国。
作为当今最有洞察力、最有影响的亚洲知识分子，马凯硕表示，这些行为愚不可及，认同并面对亚洲
非凡成就的现实则是明智之举。
这本精彩绝伦的书是西方每一位决策者所必读的力作。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与法学教授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对西方和亚
洲的研究精湛。
毫无疑问，他的声音在全亚洲最为响亮清晰；他向西方坦言直陈，亚洲人对西方并非一无所知。
潮流在变换，虽然马凯硕的预言可能逆耳，但是如果西方领导人对此置若罔闻，他们必将面临危险。
　　——傅高义 哈佛大学教授思考亚洲、美国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没有哪个评论家能望马凯硕之项
背。
在以后十年之内，本书是任何希望或将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所必读之书。
此外，所有希望理解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亚洲人也该读这本书。
　　——劳伦斯·H.萨默斯，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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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编辑推荐：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第一智囊、前新加坡驻联
合国代表、外交部长、全球百大杰出知识分子马凯硕，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客观视角纵论亚洲崛起
，一部描绘新世界全球地缘政治的杰作！
美国前国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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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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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