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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亨利∙基辛格是美國著名外交家和國際問題專家，曾擔任哈佛大學教師和美國國務卿。他

在20世紀對中美關係的歷史性貢獻，尤其是1971年作為尼克森總統的特使秘密訪華，為中美

建交鋪平了道路。基辛格與中國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進行了深入交流，並於

1973年在巴黎完成越南戰爭談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論中國》和《大

外交》等。 

  
      

二、內容摘錄： 

1.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歷史上都對它們現在成

為中流砥柱的國際體系既支援又抗拒，一方面宣佈遵守這一體系，另一方面卻又對它的某些

方面有所保留（第263頁） 

2.秩序不應高於自由，但是對自由的肯定不應僅僅是一種情感訴求，更應上升為一種戰略。

（第462頁） 

3.外交政策不再是塑造未來的實踐，有成為國內政治一部分的危險。如果大國都在本國內以

這種方式推行政策，國際舞臺上的大國關係將遭到相應的扭曲。交換看法很可能變成固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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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政治家風範變成裝腔作勢。隨著外交變成迎合激情的姿態，尋求均衡有可能變成試探極

限。（第462頁） 

三、我的觀點： 

       戰後12位美國總統都熱情地肯定了美國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每位總統都認為成功的最

終標準是實現世界和平以及維持世界秩序和諧，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他們以此為目

標，無私地解決衝突以及實現各國平等，因此所有總統都宣稱美國的原則適用於全世界，其

中最雄辯的闡述來自甘迺迪總統于1961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講——人們更是將其奉為圭臬，

甘迺迪呼籲國民「不惜一切代價，頂住一切壓力，克服一切艱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對一切

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與實現。」演講內容表明了甘迺迪對所有的威脅不加區分，對美國

的外交不分輕重緩急，尤其排斥傳統均勢中的狡詐算計，堅定地以美國原則作為價值判斷標

準。這種對世界秩序的責任感，以及對美國實力不可或缺的信念，得到了國內共識的支撐。 

  
       從羅斯福開啟美國世界員警之路的外交政策，到威爾遜的神聖天命，再到佛蘭克林羅斯

福 遇到巨大威脅之後對神聖天命外交政策的猶豫。之所以甘迺迪時期有如此自信滿滿的口

號，是奠基於美國克服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衰退以及在二戰中取得之勝利而獲得的自信。

美國在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中，獲得並尋找到了明確的解決方案以及經驗：在經濟領域，回

復增長並推出新的社會福利計畫；在戰事方面，則是追求敵人的無條件投降。這種向內用福

利籠絡民意獲得選票，向外用武力戰勝一切以掠奪財富的做法形成了美國人的舒適圈。然

而，實際上這種用財富或軍事上的強大自信來推高的民意情緒，是很難接受回落的。而每一

次推高的與民眾情緒，都將在未來反噬統治者，並不斷地給競選帶來巨大壓力。 

  
        美國以其普世價值原則形成對外之國家戰略，便是將其經濟及軍事的霸權發揮到極致—

—藉由自身的資本及國際政治影響力，在軍火、石油及海外增量市場資產的掠奪中形成的，

且由美國主導的商業模式。為了達成此一戰略美國很少區分外交和戰爭，美國「剛柔並濟」

——無論是強硬的戰爭介入，抑或是懷柔的外交手段，都是美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兼用的手

法。舉例而言，上個世紀美國推翻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選政府，隨即替之以親美的傀儡政

權。放眼現今國際政治，從烏克蘭、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道巴基斯坦、道葉

門，美國一如既往地本性難移，在各地開展代理人、低強度和無人機戰爭。介入範圍之廣，

在聯合國承認的190多個國家中，只有3個國家沒與美國打過仗或受其軍事干預，而他們能夠

「倖免於難」？是因為，美國沒有在地圖上發現它們。經濟方面則是美元霸權，他是世界經

濟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的主要根源‐——美國濫用全球金融霸權，向全球市場注入數萬億美

元，而買單的卻是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2022年，美聯儲結束寬鬆貨幣政策，轉向激

進加息政策，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盪，歐元等多種貨幣大幅貶值，創下20年來新低，許多發

展中國家因此遭遇嚴重通貨膨脹、本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尼克森時期的財政部長康納利曾得

意洋洋但又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麻煩」 

  
        雖然很難界定美國的普世價值原則是在何時與資本形成的合謀。然而，世界的天平不可

能永遠傾向一邊。政策理論上可以與時俱進，但是在面對時時刻刻變化不息的國際社會，即

便美國嘗試調整政策以因應時代，但在舒適圈中成長的一代人早已形塑出現有的美國文化，

而多年來透過霸權所享盡的紅利，造成的路徑依賴很快就會成為美帝轉型的巨大成本。 

  
       民主反對民主，美國反對美國。這需要幾代人的消解。 

  
       美國透過貫徹美國原則，得以維繫其霸權地位。然幾代以來，美國所堅持的價值，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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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是正確的。 

  
       在經歷了多次變革以後，西方國家逐漸發現「民主選舉」容易淪為強烈依賴又或是操縱

民眾情緒及思想的制度，最終造成以下結果：激進派政治人物不斷地挑動人民的情緒，讓不

同陣營的民眾之間產生強烈的對抗；多次選舉後，長期的情緒調動，導致不同陣營的均勢比

例趨同，這表示中間派將成為選舉成敗的關鍵性決定因素。這也是美國文化的形成過程；情

緒是有慣性的而並非理性的。政治家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政策時，將面臨巨大的情緒慣

性壓力；在網路時代，科技已成為新型態的滲透武器，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使得有心人士

得以通過數位媒體，向民眾灌輸觀點，更有利於挑動情緒。未來全球對網路的控制一定是從

緊的。線上的數位戰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資訊將成為滲透武器不斷地湧動且具化為情緒去

執行任務。由此觀之「西方民主」在長期的進化以及運作之下，終將無可避免地同東方大國

的政治體制學習融合。反之亦然。 

  
       民主的另一個缺陷是：戰略決心不穩，很容易在失敗和挫折面前動搖。這一點可由韓戰

的挫敗經驗觀察到。關於抗美援朝各方都遭受到重大的挫折。一些中國歷史學家認為，中國

為了支持一個不可靠的盟國，失去了統一祖國的機會。而美國，則失去了二戰後一直享有的

不可戰勝的光環，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亞洲國家的革命者，由此學習到了前

輩的經驗：即把美國拖入不確定成敗的戰爭會削弱美國民眾對戰爭的支持。如同上文所述：

在韓戰之後，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國際秩序的掌控。所以顯示強大和預示不確定是

有效之攻心。自此以後，美國從直接戰，轉向以顏色革命為維護國際秩序的主要手段。 

  
      經典案例為：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後所打造的聯合政府。明面上，它是一個在聯合國介入

之下，保有透明、民主以及得以在安全環境中運轉的阿富汗中央政府；實際上，它卻是藉由

抬高一個政權，並要求它通過武力或者控管外國援助的物資，剛柔並濟地號令全國，以此壓

制其他勢力，這無異於徹底改變阿富汗的歷史。 

這種外部的強制手段，無疑是蠻橫且高傲的，美國忽略了阿富汗社會和文化的複雜性，更忽

略了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內生力量。文化的改變必然是人的改變，就如同大部分美國人的祖

先盎格魯‐薩克遜人，當他們發現屠殺印第安人的做法行不通的時候，要對抗文化，他們只

能依靠文化滲透以實現人的更迭。 

  
       為了加強文化滲透，美西方還分別建立起專門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媒體和文化傳媒

機構。投注巨額經費，以先進設備、數十種語言，晝夜不停地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煽動宣

傳。 

 
       以美蘇冷戰為例。20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無保留、毫無限度的開放媒體，促使西方許

多電視臺開始進入蘇聯境內。美西方圍繞蘇聯經濟衰退及內部存在的矛盾，盯住蘇聯對於意

識形態薄弱的管理能力，通過各種媒體和資訊管道，將美國的繁榮、強盛及其背後的自由經

濟體制、美化放大。透過物質誘惑、價值觀顛覆、輿論倒逼及非政府組織行動等方式，向蘇

聯開展轟炸式宣傳，使得蘇聯掀起了一股「崇美」狂潮。最終，蘇聯大批黨政官員，甚至一

些主管蘇共宣傳工作的負責人，在美西方的文化滲透和宣傳下，嚴重受到「西化」思想影

響，喪失了共產主義信仰。美西方以文化為方式對蘇聯開展的一系列「和平演變」政策，成

為加速蘇聯解體的重要一環。 

  
        縱觀歷史，聚焦當下，世界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世界秩序。雖說有聯合國公約，有國際

法庭，但各個地區實質上仍是各自為家，互不接納，從而導致了各方衝突不斷，局勢動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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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如何解決這種因不同制度，不同秩序觀所造成的衝突，是目前全人類面臨的最大問

題。   

四、討論議題： 

美國國內目前面臨這幾個問題： 

1.兩黨制導致的極端分化，使得妥協變得困難，影響政策制定和社會和諧。 

2.財富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選舉制度的公平性，包括選區重劃、選民登記和選舉資金的透

明度。 

3.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健政策的可持續性，及其對低收入民眾的影響。 

4.面對全球氣候危機，美國在國際合作及國內政策方面的角色和責任。 

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當前的政治經濟現狀，也將深刻影響未來的發展方向。 

以及美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要如何去解決這些明面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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