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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控与大混乱》

内容概要

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ISBN：9787500415466，作者：（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
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潘嘉玢，刘瑞祥译；东方编译所组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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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控与大混乱》

作者简介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布热津斯基也许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在卡特执政时代，总统安全顾问布热
津斯基的名字，几乎天天上报，上电视新闻，尤其在1978年中美谈判建交的过程中，布热津斯基受卡
特之命与中国谈判，功盖当时的国务卿范斯。因此，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他还曾经在家里接待过
邓小平。他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寓言苏联解体的西方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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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控与大混乱》

精彩短评

1、真神作
2、除去反共产主义其它超级棒！
3、了解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的好书。过了这么久看很多一一印证了，有些则正在发生。但是作者把美
国危机归咎于个人的享乐，有点不同意。
4、民众政治觉醒，两种控制方法之一的极权主义崩溃了，但民主代表中的美国当前又承担不起这个
义务，所以。。

5、激情读书！
6、很薄的小册子，没有一句废话。居然能够在1995年中国出版，真是神奇了，当时的当局是那么开放
的？
7、里面的很多观点是以前的延续，没啥新东西。布列出中国未来可能得三条路：联合俄、伊朗同盟
，做挑战不平等世界的棋手；在东亚讲求实际利益的多方冲突；融入西方制定的秩序。个人认同书的
是共产主义的失败是自身的问题，不代表西方民主的胜利。影响美国霸权的是自身的问题。还有，布
太保守啊低估了太多
8、内容在当时真的很不错，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是有点老了～
最奇葩的是他对苏联及文革的批评，真是敢说～
9、当年阅读此书时惊叹的是这本书的尺度，而如今再看，却是其部分观点的前瞻性，恐怖主义和政
治正确，文明将陷入大混乱
10、我读的是1994年第1版。布热津斯基在书中的很多观点很有预见性。
11、我读过哦～我真有读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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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控与大混乱》

精彩书评

1、[管理员]这篇文章大部分都是照抄原书。另外删我的评论也就算了，但居然连豆油和邮箱邮件都没
有，我要是没有备份呢？时间不多快熄灯了，不跟大家弯弯绕，平铺直叙了。第一章，反共。基本是
老套路，先说一共有多少人被“共。产。主。义”残害，得出结论：这个东西是强制性的乌托邦，人
类臆想出来的超凡神话造成的是大死亡。这个东西在西方那里不新鲜，基本上是我们以前美。帝。走
狗蒋。匪。的宣传套路。第二章，危机。作者很敏锐，观察到苏联的失败大多来自于自身，而不是所
谓历史的终结。反而”先进“的西方自身却面临着重大的问题——尤其是精神的空虚。译者前言讲他
基本表达的是民。主。党。人士的看法，应该不假。第三章，美国。冷战的终结对于美国来说似乎并
非是一个最优的结局。米尔斯海默早就讲过，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的。作者发现，美国的力量虽然
举世无双，但是美国的全球权威——使别的国家自动顺从的能力——却并没有伸向全世界。不仅如此
，美国自身还一堆问题，作者一口气列出了二十大问题。最后作者分析了日本和欧洲，倾向性应该说
比较明显：日本威胁论（犹如今日的中国威胁论）和对欧洲联合的悲观态度。第四章，地缘。作者观
察到，冷战后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的新。疆。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椭圆形权力真空带，冷战的纷乱与争
斗均形成于此。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这里明显继承了拉采尔的泛区理论，将世界划分成了六大组群
，指出北美组群、欧洲组群和亚洲组群可以统领余下的三大组群。最后，作者分别分析了俄国和中国
，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的复兴任重而道远，中国模式极有可能成为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典范，
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取平等运动的领袖。第五章，结语。作者认为，失去了共。产。主。义。的威
胁，西方的固有弊端会增速发酵，很可能会陷入自我沉沦的境地，因此，他提出了各种主张来“警示
”西方人。以上是剧透，还有一点时间，我开始吐槽：1、这本书的译者前言很不错，属于极少见的
较为中立的内部出版物前言。2、我之前查过一些论文，有些人的硕士论文做的居然是驳斥布热津斯
基对于共。产。主。义。的污蔑。这个硕士也太好念了吧。。。3、布热津斯基对于邓的印象极好，
邓当年似乎还去过他家见了他的女儿，不知道是否是这样，所以布热津斯基对于中国有着格外的重视
，亦或者是因为中国实在过于贫穷，而在布热津斯基的视野中作为一个补充变量列在书后待考。总之
，他的某些看法确实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了。4、搞研究的话，还是不要从这个调调出发比较好，现
在其中的内容很多都陈旧了。记得一位老师讲过，我们这边做研究的思路是，什么问题——中国现在
的情况如何——西方怎么做的——我们的对策如何？这样的文章不出十年就会全部过时。真正的学问
，是应该一点一滴地在前人的基础上就一些基本问题和概念进行积累式的提高和改进。5、作者认为
，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诉诸人的非理性，而后者则强制人理性。作者认为
，斯。大。林和列。宁。才是苏联制度的设计者。因此他的批判也仅仅对苏联适用。
2、直到和除非有效地建立法律体制，政党制度和稳定的议会程序，否则，同时追求民主的目标和自
由市场的目标只能证明是相互拆台。
3、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精神危机。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社会
生活都太错综复杂，不能周期性地按照乌托邦的蓝图重新设汁。认为所谓客观真理确定无疑的现代教
条主义必须让位于这种认识：不确定性是人类状况的内在属性。在一个无确定性的世界里，履行道德
义务则是使人们生活得踏实而充满信心的最重要的一甚至是唯一的支柱。
4、天朝会成为一个折衷主义的大杂烩：在社会问题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国家决定社会问题先后次
序的作用问题上是准法西斯主义的，在促进政治团结问题上鼓吹民族主义，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实行资
本主义。
5、追求财富的不会成为目的本身，最终还是回归所谓的幸福感问题。生活要过得好并没有错，错的
是有一种生活样式，它设想过得好就要想方设法占有而不是改善生存。它要更多的占有，不是为了富
足，而是为了以享受为目的并在享受中消磨生命。正当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为生存的需要苦苦挣扎
时，西方却过着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的生活。以上原文103页，说明了当下我们同时存在的困境。
6、到1993年底，也就是苏联正式解体后的整整两个年头，只有受困扰的乌克兰、能源丰富的土库曼斯
坦，或许还有极权主义的乌兹别克斯坦仍可以看成是真正的主权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成其
为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收买而后臣服，俄罗斯就必然成为帝国
7、民主可能是西方的重大贡献，但是民主是一个需要注入内容的容器，民主的程序、宪法制度、法
律的至高无上都是维护和加强个人权利和个性的无与伦比的保证。但是民主本身并没有为解决社会生
存的难题，特别是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提供答案，这方面的任务要由文化和哲学来承担。它们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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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控与大混乱》

产生激起和构成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
8、归根结蒂，控制人类共同命运之努力的成败取决之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规模，正是
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入世的佛教也有类似的表述。文化和哲学变革是一次次历
史浪潮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互不相干的政治决策所致。伦理道德意识的加强可以影响这种变革，但这
种变革不可用政治手段来左右。变革只能来自对指导社会行为的核心信仰从根本上进行重新估价，来
自人们意识到对幸福生活的含义需要全球有共同的认识，同时后者必须建立在社会自我满足方面的自
我抑制基础上。人必须用自我克制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否则幸福永远是水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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