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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格雷厄姆˙阿利森： 

美国应接纳中国的崛起 

 

内容摘要：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

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为英国《金

融时报》撰稿《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应接纳中国的崛起》。

他指出中国的崛起是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面临的关键问题：中

国和美国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

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反思美国崛起的历史，阿利

森教授呼吁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就潜在的对抗和爆发点展开坦诚

磋商，用包容的态度做出实质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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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接纳中国的崛起 

格雷厄姆˙阿利森1
 

中国对南中国海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

日益强硬的姿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姿态所预示的未来。在

二战后的 60 多年里，美国的“太平洋和平”为亚洲国家有史以来最快

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安全和经济框架。但是，中国已经崛起为超级大国，

并将在未来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中国提出修

订其他国家设立的规则的要求就毫不奇怪了。 

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开“修昔

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吗？这位历史学家的隐喻提醒我们，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何等危险——

正如公元前 5 世纪希腊人和 19 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

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维系和平要求双方政府和社会大力调整各自的

态度和行动。 

公元前 5 世纪，雅典成为文明中心。哲学、历史、戏剧、建筑、

民主等各方面的成就之高前所未有。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伯罗奔尼

撒半岛既有的陆地霸主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的领导人采取回应举

动。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接着升级为对抗，最终爆发

冲突。长达 30 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修昔底德这样评论这些事件：“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发的斯

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注意这里的两个关键变数：崛起和

恐惧。 

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都会打破现状。哈佛大学美国国家

利益委员会（Harvard University’s Commission on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观察中国后得出结论：在 21 世纪，“这样的一个大国走上世

界舞台必然产生影响”。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方方面面的国际排名像中国一样攀升得如

                                                        
1格雷厄姆˙阿利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本文原载于伦敦《金

融时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2012 年 8 月 22 日 。 

http://www.ftchinese.com/search/%E6%A0%BC%E9%9B%B7%E5%8E%84%E5%A7%86%E2%80%A2%E9%98%BF%E5%88%A9%E6%A3%AE/relative_by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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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高，如此之快。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GDP）

曾经不及西班牙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若按照历史经验判断，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

的。自 1500 年以来，在大国崛起挑战统治霸主的 15 起案例中，有 11

起爆发了战争。在 1914 年和 1939 年，德国的侵略和英国的回应引发

了两次世界大战。统一后的德国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崛起令美国不舒服，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更多话语

权、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要求很正常。美国

人——尤其是那些教导中国人“更像我们”的美国人，应该反思自己的

历史。 

1890 年左右，随着美国崛起为西半球的主宰力量，它做出了什么

行为？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美国，高度自信地表示，未来 100 年是

美国的世纪。在一战之前，美国解放了古巴；以战争威胁英国和德国，

迫使它们接受美国在委内瑞拉和加拿大争端中的立场；支持哥伦比亚

叛乱，使其分裂，建立了新的国家巴拿马，巴拿马则立刻授予美国建

造巴拿马运河的特许权；试图推翻英国政府支持、由伦敦银行家提供

资金的墨西哥政府。在随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军事力量在“我们的半

球”出手展开了 30 余次不同的干预，谋求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解决经

济或领土争端，或者驱逐其认为不可接受的领导者。 

承认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并非主张领导者是历史铁律的囚徒。相

反，这能帮助我们领会挑战之艰巨。如果中美领导人的表现无法超越

他们的古希腊、或者 20 世纪初欧洲的前辈，21 世纪的历史学家将援

引修昔底德的观点解释随之而来的灾难。战争对于两个国家均具有毁

灭性，这一事实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回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有参战者都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鉴于发生这种后果的风险，中美两国领导人务必开始就潜在的对

抗和爆发点展开坦诚磋商。而更为困难和痛苦的是，双方必须开始做

出实质性调整，包容对方无法退让的要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雷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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