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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旅》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对20世纪大国外交进行回顾并对21世纪国际关系进行展望的精彩著作。在过去的一百年间，
主导世界格局的是法国、德国、苏联（俄罗斯）、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这七大国。7 位著名的外
交政策学者分别考察了七大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演变历程，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百年外交风云图。在本
书中，除了历史表述和现实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核心和实质在百年里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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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旅》

作者简介

罗伯特·A.帕斯特，埃默里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1985-1998年间，他是卡特中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方案的研究和第一期主任。他也主持了该中心的民主和中国方案，组织了国际访问团，监督了20个国
家的选举。他写了11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其他问题的书，包括《漩涡：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
》。1977年至1981年，他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担任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顾问。他是哈
佛大学的博士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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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读
前言
第一章20世纪的世界七大国：世纪始末
第二章 英国：衰落与复兴
第三章 法国：一个世纪，两大忧患
第四章 德国：从腓特烈大帝到联邦共和国
第五章 三个俄罗斯：衰落、革命与复兴
第六章 美国：达不成共识的远大理想
第七章 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
第八章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曲折道路
第九章 回顾与展望：七大国百年轨迹
编著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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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旅》

精彩短评

1、最好当故事看
2、就俄国那章写得还行。
3、很简洁的书，可以做外交史的教材，或者比较战略分析的教材
4、德国和法国部分写的相当好
5、怎么说呢，读起来不是很畅快的一本书，但是看看别人的观点毕竟是必须的
6、日本的机会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变，尽管有美国的监管，中日之间免不了还有局部战争。
7、这书出版于《大国崛起》播出之前，而不是跟风的，很不错。
8、日本写的真不错，中国那部分蛮客观的。蒋委员长是有身份的人！哈哈
9、如果只是看外交的话，一个国家确实也可以理出一条主线啊
10、不太喜欢这种大杂烩，内容太多，而且是作品集，连贯性不够呀
11、见长评
12、这是一本综述七大国百年外交的小集，作者们丰厚出彩的学识自然令人眼界大开
13、20世纪的七大国外交史，由七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分写合著而成，简略但精悍，也颇有作者的独
特观点——如“俄罗斯特殊论”等。不过成也简略——通读一遍即能把握上世纪大国发展及其间关系
的概貌；败也简略——少了对决策背后的角力的详细描绘，让人不好学习战略高手们的智慧所在，在
这点上，《大外交》要好得多。不过，还是有收获的。
14、大学少有的政治史书写的不枯燥有意思的。
15、王楫思的前言概括的很好
16、理解国际风云变幻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17、可参考。对法德日的分析相当老辣。中国这章不知道原文的情况，但脉络是准确的。
18、很多事学者们并没有预测到嘛。。不过有几个观点很有意思，比如对马列主义的看法：这是俄国
一贯的特殊性的产物。以及，21世纪世界的和平寄托于中俄的市场化改革。唔，换个说法就是，看中
俄能不能顺利变成资本主义嘛。
19、日本：机会主义外交传统
法国的两大威胁：对德国的恐惧与自身实力的衰弱
20、一帮美国二流学者写的入门级外交史小册子，水平一般，也不深刻，但信息量还不错，值得翻翻
。其中关于日本和中国的章节最好看，有不少新见解值得玩味。看来西方人对日本人的印象不是一般
的恶劣啊
21、简明扼要，文笔酣畅。编者有一定的理想主义与入世情怀。粗粗扫过，不时有妙语警句。法国篇
写得不好。中日德俄都很长知识。不知有啥机会尽情旅游一番。
22、论文集，简明的七国近现代史，法德写的很不错。。。
23、写的一般般吧，分析还算中肯，译者的前言部分可以忽略，算是入门级的参考
24、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之童话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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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读书笔记　　　　　　出处：罗伯特·A·帕斯特
：《世纪之旅》，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世纪之旅》的研究综述　　本书出自世纪之交，正值国
际社会风云变幻，各国在各种领域相互较量，格局变幻，此消彼长，当时已经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
，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纵观历史，这是仅见的。历史学家一改往日探讨过去具体问题的习性，认真
地审视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世界通史，冀希望从中发现一种潮流或者趋势
，或者说，看到某种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浩如烟海论述20世纪大国政治的
书籍中，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刚拿到书便觉厚重，随意看了几
个体例，又觉此书论点新颖，鞭辟入里，遂兴致极高地读起来，之后5天的时间便沉浸其中。　　让
我惊讶的是，此书前后连贯，一气呵成，观点可以贯穿始终，丝毫不像是由七名来自不同中心分别写
出的。此书灵魂，也是第一、第六、第九章作者的罗伯特 A 帕斯特有一个显赫的来头：美国卡特中心
研究员。为什么要突出这一点呢？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他所处的环境可以反映他的思想渊源，而卡特
中心是关注人权、民主、自由，注重解决国际冲突，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个工作经历奠定了作
者对和平与发展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成为他中庸稳健文风的基石。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
么作者可以论述国家发展而避免我们一直声称的“国家实力决定国际关系”，同时巧妙地避免将美国
称之为帝国主义或者霸权国家。因为他和其他作者的学术经历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既具有学院派缜
密的思考和国家顾问实践，还可以学贯东西，融通南北。虽然他们从不同的领域阐述了国际关系，但
是归结到一起的答案是一致的。　　前人对于大国政治的研究，似乎多注重于霸权之下如何实现稳定
，此间有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而关于多极化情况下的大国合作和国际制度也有论述，也即霸
权之后，罗伯特基欧汉。他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关注的却相同，那就是和平和发展。　　现在西方存
在着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他们相信文明的优越性可以使得世界性的战争得以避免，而制度的广泛性
也让发动小规模战争得不偿失，即便有恐怖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反对，他们也认为这些可以通过分
化其内部解决。归根究底，这是一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信，而这份自信，也多有体现在这本书里。
分析与评价（一）现当代国际关系的六种理论　　第一种“全球化论”，作者表明，全球化是不争的
事实，但是主权国家的力量也得到了不断加强，而且全球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谛。　　我的
观点：是的，全球化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不可能完全取代旧有的国际关系，这两种体系的并
存将保持我们不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种 “文明冲突论”，作者明确说明文明的重突不如
文明内冲突来的暴力。　　我的观点：固然文明内有冲突，但文明的冲突也不容忽视，它有时是温柔
的，有时也很暴力，比如本拉登对美国，美国对中东。但是，由于人类大体利益是一致的，而其内部
也有倾向不同的派别，这种冲突不会导致极端行为，也不会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分野。　　第三种“
世界新秩序论”，对于一个新型的，以国际机构和国际法制度组成的世界秩序，作者表示主权国家未
曾放下尊贵的身躯，这样的情况不容实现。　　我的观点：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是必然的，因为这对各
国都有好处，作者的担忧在于现状，而现状是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而改变的。　　第四种“民主和平
论”，作者认为民主国家内部不会发生战争，只有非民主国家（专制国家）会滋生动乱，各国需要“
和平演变”，非民主国家也要履行承诺。　　我的观点：专制和民主不是反义词，中国就是“人民民
主专政”，你不可说他不民主，也无法找出他的任何一个决策是不明智的，是妨碍和平的。这也就是
说，民主固然可以改变政治生态环境，却不能决定国际关系的走向。　　第五种“泛区域论”，北美
、欧洲、东亚三个区域各雄踞一方。帕斯特说，任何区域性集团都离不开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　　
我的观点和作者一样，两者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　　第六种“主权国家论”，帕斯特认为这六
种观点如果相互交叉，是可以对当今多为世界做出更深刻的解释的。我也如是。　　对于这六种理论
，作者有更具体更深刻的论述。（二）七大国的群像　　之前觉得，德国和日本再是民族不过，整个
国家有着极高的民族主义氛围，而英法美这些国家有着制宪和殖民的传统，用的是萝卜大棒政策，而
中俄在近代以来落于人后，只得另辟蹊径。通过关注大国之间不同的发展过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强
国之鉴。　　看毕此书，做以归总：　　　英国　　从历史上看，英国微不足道，但自16世纪英国成
为世界的海上霸主开始，英国的利益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拓展，由于地缘和文化因素，它自然变成一
个欧洲国家。不过自始至终英国也没有在欧洲大陆获得一分土地，他实行的是均势政策，也就是“防
止任何一国主宰欧洲大陆”，它曾经有辉煌的历史，但他太过于自负自身的能力，而轻视与外围国家
的合作。后来国家实力的消长使得英国失去了大量的资本，它只能不断的调整以适应自己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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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旅》

　即便昔日日不落帝国一去不复返，依然在凡尔赛和雅尔塔体系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并在战后利用
和美国非同一般的同盟关系获取了稳定的国际地位。但美国的阴影依然逃脱不掉，英国也再也无法制
衡一个强大的德国崛起。　　英国的各任领导人，从看不清时势的张伯伦，到弘扬民族主义的丘吉尔
，挽救不了英联邦的艾德礼和艾登，难以看出其政策有哪点连续性，战略的短视使其忽视了一个共同
的欧洲对于英国的好处，于是英国痛定思痛，在撒切尔夫人之后，外交的改革姗姗来迟，她所进行的
经济改革和一系列海外举措让英国重新回到了发展的轨道，之后梅杰与布莱尔接棒，一次比一次更加
接近复兴。　　内政问题也时常困扰着英国，例如党派对立、工人罢工、殖民地独立、苏格兰独立运
动，这些使得英国应接不暇。　　对于新世纪的英国，实力的相对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英国有英国
的优势，它只要结合自身独特的政治制度与语言、文化的优势，再利用大西洋和欧洲国家的双重身份
，不再做出类似占领苏伊士运河的单边行为，以合作的姿态融入新的国际秩序之中，就可以立于不败
之地。　　法国　　与英国不同，作为欧陆大国，法国的历史纠结盘错，它从拿破仑时代建立起了帝
国，并希望回到往日的荣光，这也导致它无法同意英国的均势政策，转而寻求欧陆霸权。在追求霸权
的过程中，任何强大的国家都是不能容许的，于是他与普鲁士、德国恩怨不断，也引起了几次世界大
战。但战后法国的衰落不可避免，它换而推出了一套行而有效的欧共体政策，从中赢得振兴。　　在
我看来，法国漫漫百年历史的过程中，与德国重归于好是最重大的事件。这说明法国放弃了称霸欧洲
的企图，从而寻求稳定秩序下的欧洲。同时法国人也不必担忧，因为舒曼的原因，他们毫无疑问地成
为了欧共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而不必屈从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意志行事。　　但是法国的发展也受多
种因素的制约，比如萨科齐时代法国开始扩张，几乎变成了欧洲警察，而其经济地位却下降明显；又
比如最大的东家美国，和他的关系到底是手下小弟还是拜把兄弟？再如面对欧盟，什么政策才能最大
化它在中间的作用。这些问题的处理，将决定法国以后的发展走向。　　德国　　德国自身的不安全
感来源于地理，传统的意见是欧洲列强环伺，想要撕裂德国。为此他应该避免任何有害于他的同盟，
但对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因此，德国不断地挑战与之相邻的国家
，想要逃出生天。但结果却是几次大战让欧洲化为焦土。　　此后德国终于被生生割裂成两块，从而
丧失了东山再起的资本，但俾斯麦、霍尔斯坦因的外交遗产令德国外交家受益良多。前者同时与两个
有矛盾的国家结盟，利用自己的中间人关系调停，借此成为最重要的第三方。后来魏玛共和国的斯特
莱斯曼与联邦德国的阿登纳、勃兰特、施密特不同程度继承了他的遗产，尤其后者还使德国走向统一
。在二战后的过程中，德国使用平衡东西的伎俩，不仅避免了被战胜国瓜分，还不费一兵一卒地得到
大量的援助与安全保障，从而安心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强。　　必须指出，德国之所以有了今天的一
切，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反思战争，反思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了利爪，也放弃了对霸权的追求。也就
因此，他才可以和其他欧洲国家达成和解，进一步发展自己。　　诚如作者所言，德国的地理劣势如
果运用得当就会变成安全的优势。在新的世界体系下，德国不再存在安全隐患，不管东西方，四海之
内皆兄弟，外围的国家都承诺了德国的安全。这也就是说，德国梦寐以求的安全重于得以实现，而且
很可能是永远。　　  俄国　　说起俄国，往往想到的是沙文主义和落后的封建愚昧，却常常忽略他
们异常精湛的外交技巧，同时也忽略了其文化因素。俄国的外交同时由于其地理因素充满着变数，多
边的关系时刻影响着它的定位。　　作者对于俄国有其独特的看法，首先，俄国人认为自己是特殊的
，具有政府欧洲的使命；而同时，欧洲又是那么的乱，俄国再也看不下去，决定干涉。　　进入苏联
以后，这样的干涉造成了多次大国分割小国的悲剧，也让它背上了法西斯的恶名。因为意识形态的差
别苏联不顾国家利益与西方进行对抗，终于形成了冷战局面。冷战中的俄国穷兵黩武，国民经济垮台
，再加上它被中国和西方联合制裁，即使有缓和也无法阻止最后的覆亡。　　如今俄国衰弱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除去专制制度的弊端，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太贪婪地使用了很多秘密外交，从而失去了国际
的信誉，缺少朋友的情况下又对邻国实行高压政策，丧失了最后一片信任，这一切都属于聪明反被聪
明误。　　在新的世纪，俄罗斯可能好战，可能沉寂，也可以融入国际体系变得很强大。想要回到以
前强盛的可以影响世界的俄国，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日本　　日本的情况很复杂，作为一个
和英国一样岛国，它天生就资源匮乏，想要发展就不能固守岛屿。必须要扩张实力，拥有强大的海外
利益。　　它的民族与俄国一样自认特殊，觉得自己具有向外界传播天皇恩德以及独有的文化传统。
以这个国民性推行的国家政策，无往不利。　　而它的安全观则类似德国，它常常以邻为壑，不寻求
合作而是希望打破现状，自己称霸。　　于是当他从封建中惊醒的时候，就忘乎一切地去追寻富国强
兵之路，实行全面的西化，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日本不止于此，
他一直希望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从而继续挑起争端，这也最后酿成了悲剧。　　战后，日本利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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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矛盾迅速脱离了战争的惩罚，同时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障，因此，他们没有发展军事，而是倾全国
之力提高经济实力，从而迅速提高了自身的实力。一个投机主义的日本虽然让人讨厌，但却是必要的
。　　日本还做着强盛的美梦，而其它国家势必不再允许，所以我日本是下一个不安定因素。　　美
国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很喜欢这一篇的。作者的阐述来自于共同的美国梦，从威尔逊开始作者
致力于把美国政策的连续性围绕着自由主义阐述，看着从国联到联合国，再到世界三大经济组织，再
到各大区域合作组织，从它的观点出发，美国的目标是不断实现的。　　美国的国际关系史从美西战
争的胜利开始，接着两次大战他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论及美苏对抗，作者承认冷战，但关注点是美国的
全球部署，比如在第三世界的对抗，打朝战，越战，改善中美关系等等。但作者似乎更加喜欢冷战后
的美国外交，海湾战争等等一系列成功让人看到民主国家的曙光。　　当然，美国是单边的国家，它
行事有行事的逻辑，那就是作者一再提到的“天定命运论”，美国想要创造的世界：民主，自由，开
放。这就是几乎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普世价值。而私心呢，更加倾向于平等的秩序，美国是否可以创造
平等？我保持疑问。难点　1.怎样理解作者推崇的民主政治，人权政治？战争是否与此有关？　2.如何
解决日本不灭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战略何时可以让步于国际秩序？链接1．罗伯特·A·帕斯特：《
世纪之旅》，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2．唐晋 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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