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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放眼世界 ，我们
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是 “百
年大变局”？为什么要提“百年大变局”？怎
么变，变到哪里去？

“百年大变局”是一个大命题，需要认
真研究与思考。应该看到，“百年”不是一
个严格的时间界定，而是强调着眼于长远
看问题。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 “变 ”，涉及
本质、结构、影响的转变。百年大变局既指
世界 ，也指中国 。就世界而言 ，变的是格
局、秩序、体系；就中国而言，变的是实力、

地位、影响力。

谈到百年大变局，还有其他几个关键
词：

———大国崛起， 即新的大国崛起，改
变大国力量对比，往往会引起大国之间的
竞争甚至对抗。

———国际体系 ，即国际关系 、国际秩
序 、国际组织 ，有经济的 ，也有政治安全
的。体系的变化会影响诸多因素 ，是变局
的重要内容。

———全球治理，即基于应对全球问题
发展起来的合作性机制 。其中 ，安全的治
理主要是联合国安理会 ， 经济的治理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是 G20。

———发展范式，背景是传统的发展范
式需向新发展范式转变。

———文明冲突，指的是不同文明之间
发生矛盾，导致国家之间 、族群之间甚至
集团之间以不同文明为背景的争斗。文明
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来的，原意
是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冲突终结，

未来冲突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基督
教和穆斯林文明之间产生。

———财富分配，背景是社会财富的积
累和分配走向两极化，需要进行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提出
的重要倡议，是推动构建和平安全 、合作
发展新秩序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百年大变局”下，要有超前认识
———张蕴岭研究员在上海研究院“智库大讲堂”的演讲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社科院—上
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
级教授。

思想者小传 原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方式、治理体系出现“危机综合征”

国际秩序转变中会有矛盾、斗争，但有可能走出丛林法则

勇当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

认识和分析大变局需要有具体的时间定
位，我们可以把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两个百
年作为时间坐标，把世界与中国放在这个时间
序列里进行分析。

从世界格局来看， 上个百年是世界发生
巨变的百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惊心动魄的
百年。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局是发生了
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掌握霸权， 西方集团确
立；再一个大变局就是十月革命爆发，共产主
义运动兴起 ，苏联成为大国 ，东方集团出现 。

二战后 ，联合国体系建立 ，但美苏发生对立 ，

形成冷战 。冷战对峙了几十年 ，以苏联解体 、

东方集团崩塌以及美国成为一家独大的霸权
而告终。

就世界发展而言，上个百年是一个大发展
时期，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加。从有统计的
经济总量来看，上个百年的增长超过以前所有
时间增量的总和。 推动增长的主动力是组织、

管理、制度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特
征是生产管理更为科学、生产自动化程度不断
提高、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还有就是全球化得到大发展，绝大多数国
家实行开放发展战略，加入世界发展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国际生产网
络发展，生产、交换、资本的跨国化成为常态。

不过 ，到上个百年后期 ，原来的国际关系 、发
展方式、治理体系显露出老化迹象，有的问题
“积重难返”，甚至出现“危机综合征”，到了非
改不可的关头。

就社会变局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西方走过
发达阶段，进入后发达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基本完成。在人口社会结构中，中产规模增
大，逐步建立起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同时，社会
保障制度向更多国家扩散，几乎成为一种被普
遍接受的模式。不过，财富的集中化或者说两
极化加速， 导致企业乃至个人的资产富可敌

国，需要社会改革。

从地区层面来看， 欧洲经历长期的战乱，最
后走向区域稳定， 创建区域联合与治理制度。亚
洲的变化也引人注目， 日本崛起后奉行侵略扩
张，二战战败后被纳入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 1978 年实施改革开
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继而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 。同时 ，东南亚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区
域特点的治理方式 ，取得积极成效 。不过 ，亚洲
的政治与安全还处于分割状态， 冷战结束并未
完全终结分割。特别是，朝鲜半岛没有结束战争
状态。

从发展角度来看，经济区域化凸显，形成了
三大经济中心，即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很长一
段时间里，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资本与
技术扩散的中心； 欧洲在二战后实现经济复兴，

建成了基于全面开放与区域治理的统一大市场；

东亚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并

形成了链接“北美—东亚”的亚太大区域框架。

伴随经济变革，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与发达国
家总量相当的经济板块。下一步，以智能化和物
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将会进一步改变全世界，有
望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和动能。

在上一个百年中， 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国
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
行。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也让各国人
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
的全球治理框架。 这个框架是人类社会迈出的
重要一步， 为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 ，民族独立运动兴起 ，西方
主导的殖民主义制度消亡， 发展中国家实现民
族独立。

把这些变化串起来就会发现， 变局是巨大
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而不是一挥而就的，

变局自身也在不断进行调整。

进入 21 世纪，从新的百年角度开始观察，

依然是从“乱”开始的。2001年，美国发生“9·11”

袭击，恐怖主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警惕。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
远影响。

本世纪前 50 年的最大变化是世界力量对
比发生重大转变。从历史来说，力量对比的变化
一般总与战争相联系。由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
避免发生战争悲剧。就现在的军事技术而言，一
旦大力量之间发生大战，那将是毁灭性的。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是最大
的力量变局。自欧洲开启工业化以来，世界力
量重心逐步向西方转移，由此人类社会分为发
达国家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 长期以来，发
达国家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曾占世界经济总量
的 80%以上。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
幅度提升。到本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总量可占到全球的 65%以上。

理性来看，当下世界各国都处于一个国际
体系之中， 后起者并不必然推翻现存的体系、

制度，而是会推动其调整、改革。这将是一个开
放与渐进的过程，也是需要共同参与的。因此，

它在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合作共赢成为大多
数国家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则。

过去，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往往是大国之间
打一仗， 现在一些人仍持有这种 “战争决定
论”。 但是， 世界的发展不会完全遵循旧有逻
辑。未来，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主导、霸占全
世界， 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会有矛
盾、斗争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对立，但很有可能
走出传统的丛林法则，转而走向一种包容共处
的新文明。

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未来国际关系的秩序重构
是肯定的，但推动力在哪儿？过去的历史是一
家胜利后，就由其组织重构秩序。现在我们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能不能成为大多数国
家的共识？

第二个问题：未来的秩序会终结大国主导的
历史模式吗？ 人类能走出传统的大国争斗吗？世
界在变化，一体化、互联互通、相互依赖是事实，

也是大趋势，这对国际秩序的转变将产生越来越
重要的影响。

新世纪， 发展范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客
观来说， 现行的工业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

让更多的国家步入现代化行列。但这种追赶型模
式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

生态危机等。

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
越多的物品为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
进程， 物品的生产和对物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
多。事实表明，这种以物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难
以为继，因此又出现了发展范式的危机。

传统发展范式需要改变， 需要新发展观。但

由于传统范式已经延续数百年， 几乎所有的进
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取向都以其
为基础 ，并受到其引导 。因此 ，变局是会有阻力
的，改变会是痛苦的、艰难的。特别是范式之变不
会马到成功，而是渐进的、长时间的，是一个百年
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或设
计好的新范式。新发展范式的建立是一个不断蜕
变的创新过程，是“创造性破坏”。

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
不断提高，社会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催生基于新范
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
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
而催生基于人本为核心价值的新理念。

展望未来 ，“未知数很多 ”。因此 ，又可称为
“没有答案的世界”。 但是，“没有答案” 不等于
“无解 ”。研究百年大变局 ，需要有预案 ，有超前
性认识。

大变局是大趋势，也是大挑战 。最大课题
是如何保证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上个百年， 两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实
在太大。在武器现代化、大量新技术用于提高
军力、大规模杀伤武器普遍化的情况下，发生
大规模战争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 因此 ，要
千方百计地阻止大规模战争爆发 。大国要改
变思维和战略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
会应把重点放在共同推动和平规则与机制
构建上 。

发展的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具体体现在不
同的层次上：

一是“后发展”问题，也称后工业化问题，

即人口老龄化、传统社会保障体制危机、政府
债务升高、族群和地区发展差别增大、财富分
配两极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民粹主义、极
端主义、保守主义势力涌起，需要改革，需要凝

聚社会新共识。

二是发展中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 即如何跟上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不
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对此，传统的赶超模
式难以行得通，需要新方式。

三是发展范式转变，即由传统的工业化范
式向可持续的新发展范式转变。特别是，人类
面临气候变化、生态变化的威胁，需要让新发
展理念生根，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动力。

百年大变局 ，中国既是主体 ，也是客体 。

对中国来说，百年大变局具有特殊的含义，即
在结束百年衰落后，走向民族复兴，实现中华
复兴梦。按照设定的目标，到 2050 年，中国将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新世纪的前
50 年， 将是确保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

中国是世界大国， 也是变局中的大变量。

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在百年变局中起引领
作用。

目前， 很多现象都与如何跟中国打交道有
关。美国最为紧张，担心中国超越、中国排挤、中
国替代等。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相继提出“重
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等战略；到特朗普当政，进
一步增强对付中国的力度，发起贸易摩擦、技术
封锁，力图遏制中国发展。

党的十九大给出的定位是，中国要当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这个定位是非常高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就意味着中国和传统的大国崛起不一样，不会通
过战争来实现崛起；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不光指
传统发展的贡献， 而且要有新发展范式的贡献；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就是不破坏现行秩序的基
础，维护其基本稳定，但也有一个维护怎样的国
际秩序、如何推动改革的考虑。

面对大变局，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中国还是
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
转变，不能因为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而关闭
大门，要维护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伙伴关系的原
则。要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改革，但不
是另起炉灶；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但不会是唱
独角戏。事实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
的原则就是大家共同参与，是共商、共建、共享，

是构建开放合作的大平台。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坚持和深化开放。这不
仅是经济开放，而且要思想文化开放；不仅要自
己走出去，而且要让人家能进来，进行双向、多向
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往中提升影响力。

总而言之，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以及中国与百
年变局 ，是两个大课题 ，需要良性互动 。只有这
样，才可以有别于过去，才能开创新局面。

（整理人：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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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坐夜车到上海去

汉口方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一下子
来了两封徐恩曾亲译的加急电报？钱壮飞
细细想了一下， 还是将电报放了下来，埋
首在账册里，准备继续算账。谁想到门口
又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的还是报务员。就
这么在短短的两小时里，钱壮飞一连收到
了6封从汉口方面发来的加急电报。

这一下钱壮飞再也坐不住了，他明
白如果汉口方面不是发生特别紧急的事
情，决不会接连发来6封请徐恩曾亲译的
加急电报。他将电报一字儿在桌上排开，

细细考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锁上了
房门，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了密电码文本，

小心地拆开了第一封电报翻译起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负责特务活动的顾
顺章（化名黎明）在汉口被捕（时人都以
为顾顺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实
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笔者注）……”

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钱壮飞大吃一
惊，他怎么会跑到汉口去的？像他这么
精明强干的人又怎么可能被捕？

钱壮飞来不及多加思索，小心翼翼
地又拆开了第二封电报：“顾顺章已归
顺中央， 说有消灭共党中央的重大计
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顾顺章他……他叛变了？钱壮飞搁
下电文，脑门上沁出了汗来。记得也是
他在同李克农接上关系之后，由陈赓带
领到修德坊和顾顺章见过一面，印象中
这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颇有点神
经质，一刻不停地在屋内走动，一口浓
重的上海口音，双目炯炯有神……钱壮
飞已经记不得他曾经说过点什么，但是
他……他怎么会叛变呢？

他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水，一不做二

不休将余下的几份电报统统译了出来：“何
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
艘即赴汉口，以便押顾顺章赴宁……”“考
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
客货轮一艘， 即刻解押顾顺章赴京……”

“调查科驻汉口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
（也就是26日———笔者注）飞抵南京，向钧
座禀报……”

钱壮飞再也坐不住了，他清楚地明白
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党中央在上海
所有机关的地址，第三国际在上海的机关
地址，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

王明、瞿秋白等的地址，这些机密中的机
密将统统暴露，而周恩来等人的身份同样
也将在敌人面前暴露无遗。

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时间正指着9点
51分，离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沪宁特快列车
发车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对，一分钟也
不能耽搁了， 他小心翼翼地将这6封密电依
原样一一封好，锁在抽屉里，又将密电码本
藏入贴身口袋，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

夜色凝重， 钱壮飞急步跑到女儿家
里，钱椒和刘杞夫正准备睡觉，钱壮飞一
下子将刘杞夫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刘杞夫，又名刘正风，湖南人，此时才

不过20出头，还不是党员，他也是由钱壮
飞安排在正元实业社担任办事员的，钱壮
飞不便轻易离开南京，平时就由他负责钱
壮飞和李克农之间的联络。

“杞夫，”钱壮飞一把将刘杞夫按倒在
椅子上， 焦急地说：“你马上去准备一下，

立刻坐夜车到上海去，爸爸有一封信要你
交给李叔叔。”

“爸爸，现在就动身？这么急？”

“是的，你快去准备。”

刘杞夫急匆匆地跑到自己的房间里
着装打扮，与妻子话别，等他再走到钱壮
飞屋子里，钱壮飞已经把信写好了，并细
细地封住了口。

“杞夫，这件事难为你了，一路上要多
加小心。” 钱壮飞亲自将信塞到刘杞夫的
内衣口袋里，又从抽屉里拿了10块光洋塞
到刘杞夫的手里：“你速去速回，这封信极
其重要， 一定要尽早送到李叔叔的手中。

他的地址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刘杞夫将钱放入了口袋。

“千万要小心， 一定要尽早把信交给
李叔叔。”钱壮飞又叮嘱了刘杞夫一番，将
他送出了屋外，看着他消失在浓浓的夜雾
之中……

这一刻正是1931年4月25日晚上，星
期六。

一夜未眠。送走了刘杞夫以后，钱壮
飞依然忧心忡忡，他明白，现在上海地下
党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刘杞夫和他的手
中。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刘杞夫能不能
找到李克农？他没有把握；就是自己赶到
上海，能否找到李克农、陈赓以及他所敬
仰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他心中同样
没有把握。中央各个机关在敌人眼皮底下
大搬迁需要时间，他只能孤注一掷，无论
如何一定要在顾顺章被押送到南京以前
找到党中央……

突然，他又想到：这会不会是徐恩曾
设下的圈套， 再一次考验他对徐的 “忠
诚”？这样的考验已经太多了，就在前一阵
子中央调查科新编了套密码，徐恩曾在外
出与情人幽会时故意将密码本交给了钱
壮飞，钱壮飞不露声色地将密码本锁进自
己的保险箱，连碰都不去碰它，等徐恩曾
归来时“完璧归赵”。其实他早已通过其他
途径将密码本搞到了。

但是这一回实在是太不像徐恩曾设
下的圈套了。他了解蔡孟坚，这个人精明
强干，为人孤傲得很，从骨子里看不起徐
恩曾。徐恩曾就是想考验他，也不会去挑
选蔡孟坚这么一个搭档。

自己是走还是留？他犹豫彷徨，几年
的工作使他深深感到：党中央将自己安插
在这么一个岗位上是多么正确！现在要将
自己辛苦了几年才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统
统毁了，他实在有点难下决心！但是顾顺
章？他既然已经叛变了，难道就不会将他
给一起出卖？这6份急电中，已经有一份写
明了：此事千万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
道。这徐恩曾身边的人指的不就是我钱壮
飞吗？ 他苦笑了一声， 终于下定了决心：

走！

（八）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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