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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

前言

以欧洲八个强小国为学习标杆    为何我们变成了西绪福斯？    初次踏上欧陆，是在1989年。当时由于
中国和俄罗斯尚未开放领空，我们乘坐的前往欧洲的班机，必须先绕道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机场
，停留约一个小时后，才能横跨北极，抵达欧洲。    距离上次的欧洲之行已过了20个年头，20年之后
的今天，欧洲根本看不出有太大变化。除了汽车款式更新换代，街道、建筑物等依旧如昔。当然，城
市近郊粉墨登场的各种新型购物中心，也算得上是一点变化吧。    反观韩国，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
外在变化惊讶了全世界。高楼大厦丛林密布，耸入天际。而街上则是车水马龙，各种汽车奔波来往。
不少人都惊讶于变化之快，只是出国几个月而已，回来就差点不认识路了。    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但人们却还是抱怨生活越来越困难。虽然得以成功加入具有“先进国家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暨发
展组织——OECD，韩国却未能避免严重的外汇危机。勒紧腰带过日子也已将近10个年头，家庭负债
却始终未见减少，反而较以往增加4倍左右；20年来，韩国政治几乎没有变化，教育环境也并没有得到
改善，反而愈发地恶劣。    因此，有人将这种情况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Sisyphus）魔咒，不
断将巨石用力推上陡峭的山坡，放到山顶的瞬间巨石又立刻滚回原来的山脚。西绪福斯不得不重新流
着血汗将巨石推上山顶，不断重复、轮回。永远原地踏步地循环，这就是西绪福斯的命运。    过去的
几十年来，所有韩国人都努力将巨石推向先进国之列，却在到达山顶之际，巨石又再度向山脚滑落，
永远如此反复着。反观欧洲，外表似乎看不出丝毫变化，却总能化危机为转机，向前发展，而追求变
化的我们，却仍旧裹足不前，想到这些，不禁有些怅然若失。现在，欧洲与韩国的差距，似乎比20年
前还要大。不确定的年代，寻找出路    知识分子或者时代先驱者的角色，应该在于能明确其所在时代
的问题，并加以分析整理、提出解决方案。第一个提出当今时代表征为“不确定性”这一概念的人是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Galbraith，1908—2006），他关注如何减少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并
在1975年出版的《不确定的年代》中，深刻讨论了这一问题。    时至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急速膨胀，早已不能与20年前同日而语。信息科技（IT）等先进技术迅速发展、环境急剧变化以及经
济指标的上下浮动总是超出我们的预期，未来世界将更加难以预测。如今正是我们应该探讨何去何从
，探讨如何才能逃离西绪福斯般的恶性循环，寻找出路，跃居先进国家之列的最佳时机。    当年，加
尔布雷斯为了创作而旅居瑞士，结果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条出路。像瑞士这样小的国家，却显示出惊
人的内部问题解决能力，他对此感到相当诧异。    “瑞士对于民主主义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环境
保护；使用德、法、意语居民间的族群融合；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宽容态度；提供优良的住宅与公共服
务；对农业与工业的深层援助；培养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等，皆做出全盘考量，并找到了很好的解决
方法。”’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欧洲各小国几经沉浮，既有数次风雨中的凋落，也曾因战争而
沦为废墟。但他们凭着隐忍与刻苦，培养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也有像冰岛一样盲目追求金融繁华
，结果沦为破产边缘的例外情况。不过其他在列强林立的欧洲中生存下来的各小国，其繁荣程度反较
其他强国更受人瞩目。    所以，我们必须挖掘他们的智慧宝库，仔细探索这些国家是如何在战争与和
平的时代，克服万难。即使被各列强玩弄于股掌之间，也能极具智慧地解决内部问题，建立世界最高
水平的先进国。这些国家早已具备解决灾难与危机的秘法，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欧洲八个强小国，倾
全力迎战    在欧洲，“小而强”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当然，有像瑞士一样，对内拥有成熟
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对外又不曾受到外力入侵的国家。不过，最值得我们借鉴的国家，反而是那些
在强国的影响下，仍然能够坚韧地固守撑持的国家。    挖掘这些国家智慧宝库的方法，就是直接与当
地居民一同体验日常生活。尽管我停留的时间不长，不过也花了85天直接接触、认识这8个小国。在这
期间，与当地居民一同漫步街道、搭乘电车，试图以他们的角度去端详他们生活的世界。本书是一本
探访各个角落，用双脚书写成的“欧洲强小国的秘密”。这个秘诀，最终在于他们的经验、文化及传
统。    在这些国家当中，有像摩纳哥那样仅步行一天就可横越国境的小国；也有像瑞典那样必须开上
一整天的车，才可以将整个国家绕完的国家；有坐落于陡峭峡湾上的挪威；也有整个国家几乎比海平
面低，不管白天黑夜都要“与水抗争”的荷兰。    曾经大举侵吞亚洲与非洲的强大国家——法国，就
在这法国一角，坐落着一个仅拥有3万多人口，却仍旧表现出强烈存在感的超迷你国家——强小国的
先驱摩纳哥。虽然过去大部分的领土被法国占领，也曾面临过国家破产的局面，不过透过富有创意的
政策与有力的结构调整，如今摩纳哥国民所得已经是法国的两倍多了。    处于传统强国法国与西班牙
的夹缝间，如履薄冰，谨慎前进的安道尔，分明是一处“秘密桃花源”。虽然安道尔坐落于比利牛斯
山的险峻山谷中，人口仅有8万，不过就连曾经称霸世界的两大强国，也无法侵吞。如今安道尔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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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

成了法国人与西班牙人争相排队，等着移居进入的“理想之境”。    作为欧盟（EU）起源的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被称为“荷比卢三国”，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为何小而强”。卢森堡是人口不过48
万，却到处充满奇迹般的惊喜的国家。不到50万的少数人口，却仍坚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的民族
语言。街道上的标示全是法文，不过人民常常阅读德语报纸，在英文的使用率上几乎与伦敦无异。国
民所得经常高居世界第一位，如此不可思议的国家，正是卢森堡。    位处欧洲北方边境的瑞典、丹麦
、挪威，将自身营造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这些原是北方蛮族，以抢夺致富的海盗后裔，如今却站
在了世界历史的浪尖，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要拿韩国与这8个强小国相比，实属难事，因为不论在人
口还是环境方面，双方都具有很大的差异。不过，我们仍然要仔细窥探他们用智慧之砖砌成的智慧宝
库。要从过去只追求量的成长与只以结果论成败的恶习中脱离出来，才能更明确地立下未来生活的蓝
图。    我们必须跨越这个“真实的不确定年代”，欧洲强小国所拥有的经验才能成为我们成长的里程
碑。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天里，我怀着搭上时光机一探未来的积极心态体验他们的生活，追溯其历史
发展，更怀着搭上时光机跨越时空的强烈心境，穿梭于各国的小径间，体会这个历史现场的往来兴替
。回顾我们的过去，期望本书可以成为我们回顾过去，深自检讨，张开全新的双翼翱翔未来的参考资
料。    感谢生活出版社的沈万寿（音译）社长，致以诚挚的感谢，使本书得以付梓出版。感谢责任编
辑郑怀业（音译）先生，他就像是陪伴我完成旅程的可靠伙伴，给予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感谢
我的家人，在探访欧洲各个强小国的旅程中，如果没有家人的鼓励打气，可能也无法顺利完成这趟旅
程。    愿将此书敬献给所有致力于将我们的弱小国——大韩民国建设成强国而奋斗的人们。    2009年2
月金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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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

内容概要

《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由金成进编著。《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讲述了强国路上，我们不能忽
视的小国崛起！摩纳哥、安道尔、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瑞典、丹麦、挪威⋯⋯曾几何时，这些欧
洲小国都饱受战乱之苦，或被嗤之以鼻，或被强权玩弄于鼓掌之中。而今，小国崛起，它们是时代发
展的弄潮儿，展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他们拥有令人艳羡的财富，享受超一流的福利生活，开创了新
一轮的文艺复兴⋯⋯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他们究竟是如何在危机中发现了成功的转机，创造出了
这惊人的奇迹？而作为亚洲大国的我们，又该以何种态度审视强小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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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韩国）金成进 译者：林侑毅  金成进，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教授。曾任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韩
国文化部部长等，辅佐韩国总统朴正熙长达9年时间。高丽大学英文学士、外交硕士，匈牙利国家科
学院东欧政治理论研究博士。曾任韩国《中央日报》政治外交部门记者、《东洋通讯》政治部长兼副
总编。著有《独裁者的领导术》《野蛮时代——电影中的战争史》以及知识系列图书《朴正熙》《李
光耀》《乔治·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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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碎石之卵，超迷你强小国 摩纳哥政治领袖创造的奇迹 安道尔制衡强国的外交鬼才 第二章小而
强的荷比卢三国 卢森堡世界化的教科书 比利时技术达人，号令天下 荷兰国家就是超一流企业 第三章
维京，以超一流强小国之姿重生 瑞典北风创造的世界第一福利大国 丹麦荒地上开垦出来的先进国家 
挪威不屈不挠的改革精神，征服世界 结语“亚孟森精神”，强小国的精神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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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危机时代的安道尔外交 就像法国大革命将摩纳哥推向悬崖一样，安道尔也曾遭受
强烈风暴。安道尔是西班牙与法国势力均衡的产物，但法国的政权主体经常更迭。大革命时期的法国
根据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精神，废除所有殖民地，安道尔也不例外。因为“曾束缚安道尔”的法
国共同君主的角色，与自由、平等、博爱之革命精神背道而驰，革命政府甚至试图废除支配安道尔的
法国主权国角色。 这正意味着安道尔将专属于西班牙所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15年来作为共同君
主的法国一方消失，这段时期西班牙王室虽然未获得乌赫尔主教的任何授权，却开始以主人自居。 对
此，安道尔国家议事会达成共识：不管用什么方法，维持双侯国型态才是最佳选择。若他们对国家利
益没有深刻认识，“趁机独立”的意识就会抬头，虽然独立是名义上的最高目标，但宣布独立的同时
，必然会沦为西班牙的附属国。 安道尔卑躬屈膝地纠缠法国，恳求法国“再次回来掌理主权”。安道
尔人明白自身国力强弱，深刻了解自己必须做的事以及不能做的事：在强权林立的丛林间，用毫不成
熟的自尊心或独立名义，不可能生存下去。 安道尔国家议事会瞒着乌赫尔主教，派遣密使至法国，进
行外交交涉等各种努力，可是法国的情况非常危急，掌握安道尔主权的势力一夕之内就可能易主。幸
好革命后，拿破仑登基为法国皇帝，安道尔能更轻易达到目标。以拿破仑的立场，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送上门的权力，这也是牵制宿敌西班牙的绝佳机会。 1806年3月26日，拿破仑颁布诏令，向国内外宣
布法国为安道尔共同主权国。1870年法国废除王室，成立共和政体，共同主权自然归于法国总统。 对
安道尔的政治状况来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位于权力核心的既得利益者在国家临难时，都没有忘
记初衷，虽然各大家族间觊觎既得权力的气氛浓厚，但深知法国与西班牙正虎视眈眈，使安道尔的势
力得以维持平衡。 安道尔人此种智慧，也曾在极端时代中消失，当世界性经济大恐慌风暴吹进偏僻的
比利牛斯山脉时，安道尔经济问题愈显严重，人民的不满也逐渐升高，这种不满促使国粹主义者出现
，这与德国希特勒崛起的原因相同。 国民舆论开始倾向国粹主义，议会也受到影响。1933年后，安道
尔国内的气氛变得愈来愈好战，主张完全独立的声浪像涟漪般扩散，政治人物也顺着人民的不满，议
会公然使用象征独立的“共和国”名称；在安道尔护照上标明“共和国”字样；汽车车牌及明信片等
，皆印上“安道尔共和国”的字样。 这分明是对长期支配权的挑战，法国与西班牙当然不可能就此不
管。共同君主认为安道尔议会滥用表决权，专事越权行为，安道尔国内代表共同君主发言的官员立刻
出面，最后在6月10日通过安道尔最高审判庭（Tribunaldecorts），命令议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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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怀着搭上时光机一探未来的积极心态体验他们的生活，追溯其历史发展，
更怀着搭上时光机跨越时空的强烈心境，穿梭于各国的小径间，体会这个历史现场的往来兴替。回顾
我们的过去，期望《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回顾过去，深自检讨，张开全新的双翼翱
翔未来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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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2、凑合吧 
3、130301
4、作者是韩国人，整本书也在试图为韩国开药方。作者将强小国的成功之道总结为“阿蒙森精神”
，即政治不全面干涉，但必须肩负调整与整合重任；政治、经济、社会完全透明，社会的效率性极大
化；活性教育，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不安于现状，处在危机中人要继续新的挑战；最好的国民福利
促成更健全的经济；以弹性的策略性实用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严谨谨慎地推动所有国家政策。
5、果不其然，一家之言。本来对欧洲小国尤其是北欧的小国很感兴趣，读过之后发现除了安道尔其
他都是君主立宪制，王室贵族虽然没有了实力统治权，但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团结有着重要意义。另
外就是知道了丹麦的哥本哈根和乐高，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以及闻名世界的福利待遇和诺贝尔
，荷比卢各自的优势。比利时的巧克力和技术，被丹麦和瑞典轮流统治下挪威的发展，不能忘记它的
首都是奥斯陆。安道尔是我最爱的，利用法国和西班牙对自己进行庇护，哈哈，谈判高手！
6、从内容与选题上，这部书不失为针砭时弊的应景之作；从文章风格上，还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入门
之作。作者金成进是位知识广博、见解独到的人，这在本书中都有体现，虽然是一名韩国人，但他能
够站在韩国国民的立场上看待这些国家的发展、成长、壮大，并极力为韩国搜寻成功的秘方。在阐述
这八个欧洲袖珍强小国之时，力图以散文的笔触、百科全书式的手法来记述，每个国家都配有几幅黑
白照片，更增加了时光感与沧桑感。本书值得一读。
7、了解些基本信息还是不错的
8、《建立欧洲强小国的人们》与《欧洲八国崛起秘事》其实就是同一本书啊，就是换了个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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