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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美关系，构建21世纪新亚太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国会议员 

尊敬的朱教授、尊敬的北大的教授朋友们，尊敬的外来的朋友们，同学们，早上好！ 

你们可能记得，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怕陆克文说中国话。我的计划就是一部分说中文，一部分说英文，好不

好？ 

首先，多谢北京论坛的盛情邀请，让我回到北京、我的老家，讲一下关于我们所有国家面临的几大挑战。在过去30年，我



经常来到北京，作为外交官、作为州政府秘书长、作为商人，作为澳大利亚国家总理、作为外交部部长、作为国会议员，来到

这里。我总会探访朋友和家人——包括我的澳华混血的外孙女谢雨尔，他们都住在北京。我每天登陆微博同城与千百万中国老

百姓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相同的——都对家人和个人的未来报之以同样的希

望和忧虑。我想自己在未来的角色就是努力为全亚洲开拓一个和平、繁荣的未来。 

战争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贫穷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我相信，亚洲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战争打败贫穷。但是这样的使命

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与深思。 

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16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传记，书中讲述了他几次试图与中国当时朝廷接触（的失败经

历）。这让我想起了在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往往处于互相不了解的状态。利玛窦可以说是西方汉学家的守护神，他是一位

优秀的学者，通读汉语、文学、哲学、科学和宗教。在没有任何字典和语法书的情况下，他掌握了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还自己

编纂了字典和中文语法书。他将“四书五经”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许多论文，内容包括阐述中国和西方经典的“友谊”概

念，虚构的中国儒家和希腊哲学家各学派之间的25段对话，以及其它几何、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著作。（另外，为了证明自己

真的是文艺复兴之子，他还写了“献给天子的大键琴八首歌”。） 

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25年，向明朝朝廷上奏求见万历皇帝。让我感兴趣的是当时明朝朝廷给利玛窦的回复。朝廷表示：利

玛窦宣称自己来自遥远的西方，但是大明史书里从未提到此地，因此无法得知所言是否属实，他敬献给皇帝的礼物毫无价值。

朝廷将赏他丝绸若干、帽子一顶、腰带一条，送他打道回府；为避免其与朝廷太监勾结，煽动叛乱，他不得在京城逗留。对于

利玛窦20多年的努力，朝廷的这个反应确实很令人失望，同时，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利玛窦与他罗马的上司之间的通信，就会发

现利玛窦对中国的描述并非完全客观。 

四百年之后，虽然中西方在相互理解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利玛窦的经验还是值得一看。他提醒我们，相互理解仍然是

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事业。正如本次北京论坛的主题，我们需要用新的思维来面对今天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来考虑在21

世纪如何最大程度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所以今天我想讲一种基于传统概念和西方的安全概念的想法，我称其为“太平洋和

平主导模式”。 

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是，中国这个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即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和世界大国之一。 西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

者在当今世界突然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当代的政界，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在广泛引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塑造当代中国的一

些重要概念。例如，最近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课题——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就是如此。阎教授目前的另一个研究

项目是如何以经典儒学的基本道德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我在本次论坛提出这些，是因为西方如何分析中国以及中

国如何分析西方，对于我们与中国在今后十年塑造共同的未来非常关键。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我作为澳大利亚总理在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讲演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汉学概念——“后汉学”。未来西方汉学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分

析，而不仅仅只从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战略学等进行单方面的研究。因为中国的

治国之道也是由所有这些方面形成的。我们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

主张与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友好关系，我提出的这一概念借鉴了中国传统经典的“诤友”概念，这种友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

和真挚的感情，在必要的情况下坦诚相待。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以前的发言中，包括2010年在北京的财新峰会，我也阐述了我

的思想和想法：不冲突，也不客套，与中国接触的第三条道路。同样，中国一些研究者常常使用“反华”与“亲华”将西方划

为两个政营。这种划分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学术分析上都没有用。这种表述在冷战时期或文革时期可能还有些用处，但作为当

代中国政界、官员和学术领域的分析术语，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北京论坛也许已经讨论了新汉学思维的必要，中国也日益了

解，考虑到21世纪西方集体的文化和民主特征，相比起西方对当代中国的单面假设，中国对于西方或对美国的单面假设更加无

用。 

北京论坛的主题——文明的和谐呼应了中国“和谐世界”这一外交政策远见，也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国内政策有直接关

系，“和谐”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有很丰富的内容，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深刻概念，包含着平衡、大同等概念。也有人认

为，和谐的概念还包含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如仁、义、智、信等。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哲学很重要，思想很重要

的，概念也很重要。由于历史延续性，也出于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政策方向不仅需要得到中国政治领袖的理解，而且需要向

8300万共产党党员解释。其中，创造性的挑战在于如何翻译这些概念和术语，以便将其纳入一个非中国的概念框架并让西方国

家理解，这个挑战很重要。例如，西方国际关系学中所谓的范式辩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想

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社权主义等等），对中国国内来讲几乎都是陌生的概念。其实，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愿意承

认，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并没有明确定义的中国学派，虽然两者有明显的共性（如《孙子兵法》）。仔细分析就能揭示出中国

传统的治国之道，包括外交，与西方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是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和谐世界”在概念上与基于多边规则的秩序

有很明显的的重叠。多边主义主张协调冲突的立场，试图寻找一条中间妥协的道路，寻求一种平衡。 

尽管在不同文化中普适价值有不同的名字，多边主义则有可能把这些价值观合并起来。因此，从概念的角度来讲，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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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际的建议：不同学术机构之间共同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以共同规则秩序为基础，创造东亚多边性概念。这并不是放弃已

植根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核心原则，相反，能避免这些核心原则在文化上，甚至在翻译过程中失真的风险。这个项目应该吸

纳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智囊团和知识分子。 

我认为，在学术领域，我们可以展开有意义的工作。例如，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成立的一所中国与全球研究中

心。该中心是在澳大利亚政府直接自助下成立的，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我刚才提到的“后汉学”概念。我相信这个中心可以在澳

大利亚形成一项新的研究传统、学者传统，即对中国的看法不再通过欧洲或者美国的眼光，而是以澳大利亚在亚洲半球的位置

来定夺的观点。 

现在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选举和换届，11月6日美国的总统大选，11月8日中国领导人换届。这次选举结束之后，我认

为，中美两国元首需要制定下一个五年的中美战略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应该包括每年固定数次的首脑峰会，设立全球和地区合

作议程，双方政府授权的关键人员开展谈判。这个路线图也应该包括如何为东亚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规则的秩序。 

今年上半年，作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我在纽约对亚洲协会发表演讲，9月下旬在新加坡参加全球对话，我都提到了这一

秩序可能包含的原则。特别是在新加坡的全球对话中，我详细阐述了构建新的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太平洋

和平主导模式不是另一个名字的美式和平，也不是中式和平，这一模式将有意识地从头开始建立安全和战略合作的习惯、惯例

和规范。这一概念不会忽略该地区的底层战略现实，包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美国未来在该地区持续的军事和外

交介入。相反，这个概念会接受这些现实，但是它同时寻求创新，创立新的思维，形成新的格局。我们可以回想当年冷战时期

那些最黑暗的日子，美国、苏联和欧洲成功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在欧洲形成了安全合作会议机制并建立了信任和安全建

设的基本措施，以减少意外或偶发冲突带来的风险。事实上，亚洲没有任何信任和安全建设的措施，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的安全政策环境如此脆弱的原因之一。 

那么，新的太平洋主导模式是什么样的？首先，要明确制定一些基本原则：第一，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应当接受中国

的和平崛起，也应该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并接受中国的安全利益。第二，接受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联盟和持续的战略存在。第

三，接受亚太地区其他成员国参与本地区治理。第四，东亚各国和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规划实际行动程序，建立信任措施，以加

强地区安全合作，包括联合搜救、救灾、反恐、反犯罪组织等方面的联合演习。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与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以

及中国传统的中庸、大同等概念是一致的，也与西方的多边主义概念兼容。 

如果我们认同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的概念，接受既不专门针对美国也不专门针对中国，而是以亚洲半球为整体的观念，那

么我们就应该加强具体工作，将这个概念变成现实。 

最后，东亚峰会是实现这一概念的最好方式，因为它每年召集18个东亚国家的领导人，还具备开放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议

程。我们应该以此塑造共同的区域愿景。否则，我担心本地区的思维模式与竞争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导致分歧和分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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