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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

内容概要

为考察环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作者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在此过程中作者发现，虽然各国、各人关
于权力平衡的视角和观点不尽相同，但一个共识是中国和印度是该地区新兴的力量。随着中印的崛起
，各自均要保证“原材料通道的安全”。为验证此假说，作者借鉴了历史学和权力平衡理论的若干观
点，并从现实地缘上考察了“阿曼--巴基斯坦--缅甸--印尼” 对原材料运输线的意义，以及可能威胁
海洋航线的要素，诸如海盗、种族冲突、或对马六甲海峡的恶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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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美国知名“鹰派”战略学者，2009年被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任命
为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现为《大西洋》月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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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浅尝辄止，挺无聊的
2、很久没有看不进去一本书了...翻译不流畅，地理不熟悉...哎
3、根本不是国际政治战略类的作品，而是不折不扣的游记+文化随笔，当然卡普兰毕竟是一代名记，
见多识广思路开阔，文笔非常不错，观察视角也很高远，夹叙夹议，阐述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点与观察
心得，信息量相当足，虽然没有到中国亲身考察，但作为著名右翼犹太人，字里行间都是对中国崛起
的担忧与敌视，同时对印度阿三的所谓发展盲目乐观，其心可诛。个别章节明显炫学（例如克莱武侵
印那段），略显枯燥
4、同样对印度洋的写法，我中华上国搞一个班子写估计都难写出这种既有社会辨识度又有历史纵深
感的作品。天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除了绝对忠诚外，丰富专业的知识性真的也很重要了。我得
再回去看看议程设置。 
5、大部分写得浓郁的游记风情，小部分还像点意思；
6、像游记啊！你确定这书出自IR理论家之手么！
7、亚马逊
8、2013.9.29-10.13
9、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解读，伴随周边地区大量宗教、民族、军事冲突。宗教信仰与现代化不可调
和的矛盾似乎挥之不去。对中国、印度、美国的战略考量，企图从贸易与地缘上维持均势。
10、这本书是标题党，其实是印度洋沿岸亚洲国家的政治格局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的回顾，，非洲一
笔带过；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战略最多只能说是蜻蜓点水
11、同学翻译。希望以后能写本有关印度洋和印度洋世界方面的书。
12、还可以。
13、新年70本之51。可能有很多人不习惯此书的写作模式，也有人提出，书中未用档案等材料，而是
广泛取材于采访。不过，这是一本战略分析著作，作者是美国智库著名的右翼犹太人，他的工作性质
，就是为美国当下，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对策。因此，本书重点是知来，而非鉴往。在现代国
际政治关系中，大部分文件属于机密，而解密档案更是不存在太多现实功效，相反，信息收集，情报
分析，才是常用的途径。至于历史过程的叙述，是基于历史主义的路径，提供参考的一环，采用二手
史料足以。多说一句，相比于国内目前的同类著作，并非国人水平太差，而是美国学者资金充沛，出
行方便，例如本书就直接得益于当地调研采访，这种财力物力支持，目前国内远远不具备，本书可推
荐。
14、新鲜的视角
15、20150119。以国别形式写地缘政治的一本书。但是“季风”用得有点牵强了⋯⋯
16、大部分东西都说的挺好 而且偏见不多 
语言文字较优美 可读性较强
顺便吐槽下 这作者对奥观海很是满意 那么到了今年他的感受如何呢233333
17、很好的印度洋地缘政治扫盲书。作者提到中国的海洋势力扩张在西北内陆问题能很好控制的前提
下是战略必须，但是偏偏西北现在被激化，恶性事件不断。瓜达尔港，克拉地峡之类的布局正在逐步
成为现实，这一点作者的嗅觉还是很敏锐的。整个印度洋从美国的一极化过渡到多极化会是平稳的吗
？作者认为有机会，本人认为很渺茫，应考虑的是冲突到何种强度而非和平势力交接。
18、很好奇跟田野调查有什么毛关系
19、游记加国际关系分析的风格很难得，挺不容易的，偶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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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时令我想起另一本经典著作——《忧郁的热带》。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真
诚质朴的学术思想一样，卡普兰没有引用著名的政治、国际关系理论来为自己背书，而是选择了一种
更个人化的视角来解读印度洋的历史与地缘政治。他用自己的双足走遍了书中写到的地方，用自己的
眼睛观察，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17世纪的葡萄牙诗人，孟加拉的NGO志愿者，隐匿在缅甸的
美国“特工”，以及当地的政府官员、学者和美国的军事人员。正是这些丰富的视角，造就了百科全
书式的宽广和专题论文的精深，其中洋溢着的人性情感赋予严肃题材以充沛的道德感。在卡普兰的眼
中，美国的衰落几乎是难以挽回的事实，印度洋的格局必然重组。作为一个美国政治学者，字里行间
的无奈忧郁不难被读出。在他的设想中，理想的未来格局是这样的：由美国充当“平衡”的协调者，
让负责任的中国和印度担当更多作用，联合重商而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共同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商业
化的印度洋。这个设想是客观中肯的现实主义的体现，他接受中国的温和崛起，避免强烈的道德主义
选择，这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福山的意识形态论都相去甚远。事实上在2010年之前，各
方面的迹象都似乎在往这条路线发展，直到Xi的上台和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以下几点形势，使得卡
普兰的预言变得更加不确定，更使得印度洋的未来迷雾重重。一、美国从印度洋一线的内陆——从索
马里到阿拉伯半岛，从伊拉克、叙利亚到阿富汗——全面收缩了军事力量，节约了军事与经济。这已
经不是延缓衰落的问题了，甚至可能为其复兴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二、美国的收缩导致了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复兴。事实上有限的恐怖力量对受到两洋保护的美国来说只是隔靴搔痒，却实
实在在地撼动了中东的政治局势，并且给中国的内陆安全和海外工程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三、内陆收
缩后，美国高调介入海洋，在南海问题上公开干预，打破了东盟平衡和中印平衡。似乎美国将会放弃
其一贯以来的“离岸平衡手”策略，其实留有伏笔。四、日本的新动向。随着几日前安保法案的修改
在众议院通过，日本的干涉主义已经不需要羞答答的掩饰了。在短暂的喧嚣混乱后，美国将正式把日
本推到了前台，使其成为钳制中国的重要工具。五、同时，中国也正在放弃一贯以来的低调发展，转
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且频频展示军力和经济力量。虽然金钱和利润在哪里都受到欢迎，但这并不
会消除他国的疑惧和忧虑。换句话说，中国亲手把自己送进了众目睽睽的竞技场，在刺目的阳光之下
，一些原本不被注意的交易和伎俩，会被揭露、放大、抵制和谴责。
2、罗伯特卡普兰此书的副标题是“印度洋与美国权力（power）的未来”，给人的直观印象，应当是
探讨美国的印度洋战略，以及对未来印度洋政治外交与军事格局的展望。然而并非如此。本书一半的
篇幅，是回顾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宗教渊源；另一半则是逐一评述沿岸亚洲各国的政治格局，内
部民族与宗教冲突，以及邻国间的矛盾。同时也简略点评了美国既往的印度洋外交策略。至于美国未
来的印度洋战略，仅仅是蜻蜓点水，更谈不上智库范式的剖析了。中国的角色，是作为印度等国的利
益冲突方穿插于相关章节中。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框架是基于作者的读书心得与田野拜访，而非官
方解密档案或资料。字里行间，作者时常向读者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出于能源需求与安全的考量，中
国必定试图成为一个两洋（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大国，而这必然导致印度的担忧与对策行动，进而引
发实质性的利益冲突甚至对抗（包括通过代理人）。美国学者与政客，这样思考或企望如此，是很好
理解的。但我想问的是，中国与印度的当权者，无论是现职还是可预见的未来的接班人，是否也视“
冲突论”为必然，并依此制定各自的战略？从现实角度来展望，中国建成并运营一条安全且经济的巴
基斯坦陆上阿拉伯能源通道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建成，流量也不足以取代海运，况且该地区的任何战
争状态（即便不是由中国触发的），也会顷刻间影响该管路的效率与安全。因此，霍尔木兹（或阿曼
湾，或好望角） -- 印度沿岸 -- 安达曼群岛（无论是否有缅甸陆上通道）-- 马六甲 -- 南中国海这条航
路，将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进口线路。这条航路上，撇开美国因素不说（跟美国对抗，就啥也别谈
了），印度是最大的经济体和可能的军力大国。而中国在该地区没有铁杆管用的盟国，并且，在未来
三五十年间，成为真正的南中国海蓝水海军，解决与南海诸邻国的岛礁和领海纠纷前，两洋海军战略
是痴人说梦。因此，与其与印度“对抗”，莫如采取“合作”策略是更为现实的考量。从印度过去几
十年的政治进程看，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强人政治乃至狂人统治的局面，从而穷兵黩武；而中国这边，
再现毛式军国方略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双方都有各自严重的民生问题亟待解决，这在实际上限制了
军备竞赛的尺度。因此，取合作态势是有政治格局基础的。关键在于各自的朝野精英，要真正认识到
，对抗是条不归路，互信，妥协（包括中国是否必须获取印度洋海区的海军前进基地，能否转而使用
印度海军基地进行补给），与合作，才最符合双方的利益。另外，有几个错误：把火控雷达错译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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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达了，呵呵；370页，“2300艘潜艇”，估计是多打了两个零；401页，“伊拉克入侵阿富汗”，
不知道是原文错还是错译；403页，应该是1500“枚”导弹，不是“艘”
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这本书要感谢京东的各种活动，否则估计很难碰上，我比较喜欢社科出版
社的设计风格，没有时事出版社那种傻大粗的气息，重视整体美感及协调性，看得出来每本书都很用
心的（就我手头现有的若干部该出版社出的书看来）。这部书如果光看题目其实会引起你对书的内容
的别扭感。因为卡普兰并没有从传统意义上论述战略来入手，毋宁说他其实是个行万里路，写万卷书
的记者式学者，这一点是很多中国学者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卡普兰本身就是一个对于地缘政治情有独
钟的学者，很多作品都是从地缘战略环境的角度来切入，历史和事实证明，这一因素是国家发展战略
制定中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季风，是一个古老的气象地理话题，也是公认的对于地理有重大影
响的因素。特别在海洋周围的影响更大。卡普兰围着印度洋走了一个圈圈——当然主要是在东、北、
西三个方面，从非洲论述到了中国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美国的全球性战略和其霸主地位。 观点的创新
性何在？我觉得卡普兰更多地表现了西方学者对于同样问题同样看法的不同表示，当然这种不流俗的
写作手法本身可以刺激读者的兴趣。而且他对于热带亚热带气候，沙漠、丛林、城市、乡村那种特别
鲜活的描写，加之两位翻译比较认真负责的笔触给人带来一种清新、活泼、有点身临其境般的感觉。
所以说不是笼统的大而化之也是卡普兰这样比较有声望的学者的优势，甚至更极端地说，西方学术界
的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如此，实为我中国相关学人值得深思之。 推荐这部书，并不是推荐这部书的观点
，很多可能会引发争议，比如那种对于中国的深深担忧和隐约可见的敌视，而且潜移默化中有煽动或
者说强化中国与印度等地缘强国竞争、对抗的意味。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观点也不过是在丰富而成熟的
西方学界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罢了，也不会形成一种必然主导性的看法。这种争鸣也是西方学界能够
不断在激进中求着平稳地总体前进的一个重要手段，良性的写作环境使然吧。 作为一种充满了田野调
查特点以及优势的著作，这本书的文笔很活泼，不是那种纯学术型的写作与分析，甚至可以当做一部
散文随笔思考来读也未尝不可！ 可以说，社科院想做一套海洋战略丛书的雄心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西
风东渐这么多年，拿来主义还是不能放弃的，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不同观点交流互动争鸣中，才能更
好滴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进步。当然我们也是有这个自信的，（看看阎学通和傅莹对中国智库的
评价就能有如此感受）所以说这本书还是很适合国际关系学者和对国际关系学有兴趣，对中国的周边
有兴趣、对海洋有兴趣的诸多朋友们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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