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学 家 ： 傅高义 ( Ezra Vogel，美国，1930- )

研究领域 ： 当代中国、日本

人物介绍 ：   傅高义，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30年7月出
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
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
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曾撰有《日
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
70年代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
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
是傅高义先生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还拟在若
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90年代广东的续集，后者作者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
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 

学术研究 
  中国研究 
  傅高义教授，对中国问题的主要代表作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 - 
1968)》和《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 
  傅高义教授是研究社会学出身的，其本行就是研究中国与东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研究广东，是
因为中国非常大，情况也非常复杂。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开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想
要取得一些研究资料非常困难，即使能够得到，资料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全部
情况，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先从一部分开始。而广东毗邻香港，可以看到广东的报纸如《南方日报》、《羊
城晚报》等，还可以通过采访一些从广东到香港的人来了解广东的情况。所以，研究广东就成为一件自然的选
择。刚开始傅教授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 - 1968)》。到了80年代中
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成为国际上新的研究热点。1987年傅高义深入广东各地进行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
和研究，1988年又到广东做了一个月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的事情。先走一步是当时广东的任务，广东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实际情况证明
了广东改革开放和全中国改革开放的都是成功的。傅高义说，广东的经济，可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因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广东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属于广东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我觉得
自己有责任把这种变化，介绍给更多的美国普通民众知道。”博高义以一种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语言，
完成了可以称作当时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扫描。 
  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的状态，傅高义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的老
百姓太穷了，所以西部大开发计划非常有意义。首先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帮助那些穷人，让孩子接受教育。教
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经济收入之余，还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内地和沿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现在电
子技术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很快，也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还有，中国的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很严重。另外，改革
以来，已经有一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市，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还会有几亿人成为剩余劳动力，
中国也需要迅速发展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此外，环境污染也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
时，也可以慢慢扩大民主和自由。 
  傅教授目前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时代，他认为邓小平时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邓小平时
代也是一个转换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都肇始于这个时期，中国的很多现代性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
出现的。他觉得对这个特殊时代做一个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准备撰写一本“邓小平时代”
的书。在这本书里，其研究范围将扩大到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时代。 
  傅高义教授还是《邓小平震撼世界》的编者。他编的这本书是中国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
史转折》的英译本，副标题是“对1978年11月至12月中国党的工作会议及三中全会的目击”。  
  在出英译本的时候，于光远除了保留1998年出版《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原序外，对原有的内容做了
一些调整，同时还专门为英译本写了序言。编者对于光远所提供的英译本，做了更适合于美国读者的文字修
饰。傅高义教授为此花了很大功夫，并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了研究，写出了一篇不短的导论。  
  除此以外，这本书的特点还有：第一，有详尽的注释，共199条、29页。这就使得不那么了解中共党史的人
可以看明白这本书的内容；第二，这本书有书目和人名索引，共12页。全文除了目录和傅高义教授的导论以及
作者的两篇序言外，共220页。 
  日本研究 
  1958年，傅高义偕同妻儿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
后，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
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该书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
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
滞和衰退期。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
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
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傅高义在《日本仍是第一》中说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政治
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2．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
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3．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 
  中美、中日关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
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美国政
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而事实证明了他
的远大的目光，在度过了那段困难期后，中美双方以更迅速的步伐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交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
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
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7年中国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他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
傅高义教授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教授退休后，一年一次地带领马萨诸塞州的中学教师到中国各地的学校参观交流，
增加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使他们能对自己的学生介绍一个较为全面的中国。 



  傅教授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 , 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 具有研究中日关系
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 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
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
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说，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的主要力量。 
  傅高义认为，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
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
期。 
  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
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
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
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
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
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
事情。 
  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
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
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
题。 
  他还说，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
的未来举足轻重。 
  傅高义认为，除了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中国、美国
和日本还必须要面对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傅高义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变，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
时应该更加慎重。他认为台湾不会实现独立。

主要学术成果 ： Canton Under Communism（《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49—1968》）；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 Guangdong under reform，1989（《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 凌可丰,
丁安华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日本的新中产阶级》1960年 
  Japan As Number One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年) 
  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2000（《日本仍是第一吗？》） 
  《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 
  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与中国共处：二十一世纪的
美中关系》）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
陈振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 
  《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邓小平震撼世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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