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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听讲座（第六辑）：思想》

前言

　　每一次写前言都是一次冒险。　　有些一直埋在心里的话，一旦说出来或用文字表达出来或许就
遮蔽、消解了原有的意义。但虽深谙其中的危险．却还要一而再地去涉险，因为确有一些内心的感情
想表达。　　一位青年农民来信说：“《在北大听讲座》是我田间劳作的精神食粮。”一位著名经济
学家来信说：“《在北大听讲座》记录了北大乃至思想界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有朋友指出：
“《在北大听讲座》在形式上已显得陈旧、单调，缺少了生气。”　　作为编者，每一种声音都是我
们所关切的，我们无时不在提醒自己，还有哪些工作可做改进，也期望得到更多的批评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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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北大听讲座(第6辑):思想的境界》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六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
、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
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由于“汇集了各领域最前尚的思想和观点”，本丛书被喻为最具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且“由于
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通俗的阅读形式”而深得各界读者钟爱，并被评为“九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思
想读物”。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
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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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北大国际关系协会在这样一个时候，组织这样一个活动，创意非常好。我觉得作为国际关系
学的一员，我责无旁贷要来做一点贡献。题目有点大，在座的有很多国际关系协会的会员，我常说国
际政治真的能讲的很少，国际政治很多东西是不能讲的，但是又要讲，这就很难了，这是个困境，但
我们一起努力吧！我想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9·11”事件和国际恐怖主义　　一个多月以
前，全世界的人，通过媒体、Intemet和广播在同一时间看到和听到了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事件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幕惨剧。我个人当时是9：20开始打开电视，一直跟到早上3
：00，因为我第二天还要给00级同学上课。我实在不想离开电视屏幕。当时我脑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
是：历史无法预测！“9·11”事件让我们看到，被漂浮在表面的东西掩盖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问题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平时看到的什么概念、理念、定义等都是水面漂浮的
一些东西，突然一下，这个水底下的东西冒出来了，而且视觉上是这么一个景象，我想这应该是出乎
绝大多数人的意料的，除了精心策划这一恐怖事件的人以外。“9·11”事件在美国历史上创下了几个
“第一”：美国第一次在本土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自1929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宣布股市关停；美国全部
的最现代化的传播媒体第一次同步报导这样一幕惨剧；美国第一次宣布关闭领空。我记得当时有三架
中国的国际航班，一架是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还有两架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正在飞往美国，结
果只能转飞加拿大，因为美国领空关闭了。这本身就说明这个事件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由此我想到
“9·11”已经给大家（我指的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点明了当前也就是冷战后时期一个非常重大而且是
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恐怖主义”。这个恐怖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生
的这种现代恐怖主义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它的力量、它的危害以及它的性质。我们还要沿着这
个事件发展继续思考。我举几个例子。我想同学们不会忘记，1995年，在我们东边的国家日本发生的
由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有5000多人中毒，12人死亡。当时作为一个个案是很震惊
国际社会的，但是当时并没有把国际恐怖主义很好的剖析透。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是1953年生的，
他有一次去莫斯科访问，有上万人听他的讲道。等到奥姆真理教制造了毒气惨案之后，13本警方在挖
奥姆真理教老巢时发现，仅在一个地方就查出拥有足以使420万人死亡的沙林毒气原料。这很惊人，这
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在菲律宾，就在上个礼拜，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访华，宣布一个中国
人质获救。大家还记得吗？绑匪，阿布沙耶夫，1963年生人，菲律宾恐怖组织的头目，父亲是一个穆
斯林，母亲信基督教，他小时候被一个从中东来到菲律宾的伊斯兰教传教士看中，发现他有领导才能
，让他接受了专业正统的伊斯兰教育。后来，他回到了菲律宾，就搞了这么一个从事绑架、贩毒、专
门制造骇人听闻事件的组织。他们绑架的对象不分国别，中国人也不例外。我今年6月份在香港一个
会上，亲眼目睹一个场景，就是现任美国总统的父亲、前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问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
你们有没有办法把岛上那群土匪消灭掉？菲律宾前总统两手一摊，表示太难太难。连政府都觉得对付
他们是那么难，可见阿布沙耶夫的组织之严密、凶险、不可测。当然，背后还有他的国际背景，他是
在中东受的训练，再回到菲律宾。第三个例子，离我们也不远，是我们北方邻国俄罗斯。从1996年以
来，俄罗斯的许多大城市，尤其是莫斯科，不断受到车臣极端分子的骚扰。他们爆炸居民大楼，在居
民大楼里放威力很大的炸药，炸掉大楼。1996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很恐怖的。那么像这些事情，到“9
·11”事件发生在美国，大家都高度关注了。但是从这个事情的性质来说，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
现代恐怖主义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现在必须要很好地思考。因为它用的手段，及那种理念，不是我们
常人能够想像的。　　有几个特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第一，它是有组织的，具有严密性和不可知
性。这些组织的情况我们现在不甚清楚，各国的情报机构掌握一些资料，但显然还很不够。原俄罗斯
总理普里马科夫最近写过一个东西，他说如果俄罗斯知道“9·11”这个事情，是会事先通知美国的，
但俄罗斯不知道。俄罗斯在对付车臣、中亚的行动中掌握的情况很多很多。还有欧洲，欧洲在对付这
一类非传统的安全危胁方面，还是有点办法的，英国、法国情报机构相当厉害，因为他们本身也受到
这种危胁，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这可以看出恐怖组织本身的严密性和不可知性。第二，它往往
和政治连在一起，在政治、地理、文化交汇的边缘地带活动，这是它的生存空间。在冷战结束以后，
这种地方在全世界为数不少。冷战时，世界的很多势力都被两大势力狠狠地绑住了，一些其它力量突
显不出来，现在不是这样，整个欧亚大陆从高加索往南。中国的帕米尔高原往西，阿富汗往北，包括
阿富汗，还可以再往南延伸，中亚这个地方成了恐怖分子聚集的地方，不是整个一大片地区，但是是
高发地区。另外凭借现代高科技，恐怖活动的示范效应是很强的。据说拉登这个人极富想像力，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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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9·11”这种恐怖活动，可说是把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至，而且残忍到了极至。现代恐怖主义还有一
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要搞世界末日，这种东西是很阴暗的。人类不能生活在这样的恐怖和阴影中
．人类要生活在希望当中，人是需要看到希望的，人类的文明无论是哪个民族创造的，都是生活在希
望里，如果把人类推向一个阴暗的、恐怖的、世界末日的状态中，那真正是人类文明的悲剧。所以我
想，“9·11”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更好地关注国际恐怖主义。我们过去长期没有很好地关注
这一问题。如果说一点没有关注也不对。有一个例子，就是今年6月份，在上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背后有很多故事。我今天就不展开讲，我只想说上海六国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
，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的7月份我到美国，去华盛顿，我碰
到的几乎所有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恐怖主义是个大问题。相反，大多数的搞美国战略和
外交政策的人还说你们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么一种思维差距，我觉得（那时）要形
成一种共识不太可能。但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时候，的确是明确地表示要联手反对中亚三股恶势力
，这些恶势力对中国、俄罗斯和中亚诸国都构成很大威胁。　　接下来谈谈“9·11”事件的舆论反应
。我接触的中国人，包括很多北大的学生，在“9·11”事件后，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反映，觉得美国你
现在也尝到这种滋味了。但是顺着这个我再问下去，没有一个同学，我碰到的同学，没有一个认同这
种恐怖分子的手段，从人的本性和良知来说，没有一个同学认同。人们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恐怖主义使
很多无辜的生命受到伤害，更不要说他们的家人。我觉得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和恐怖分子在思维方式
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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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每一次写前言都是一次冒险。　　有些一直埋在心里的话，一旦说出来或用文字表达出来或
许就遮蔽、消解了原有的意义。但虽深谙其中的危险，却还要一而再地去涉险，因为确有一些内心的
感情想表达。　　一位青年农民来信说：“《在北大听讲座》是我田间劳作的精神食粮。”一位著名
经济学家来信说：“《在北大听讲座》记录了北大乃至思想界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有朋友指
出：“《在北大听讲座》在形式上已显得陈旧、单调，缺少了生气。”　　作为编者，每一种声音都
是我们所关切的，我们无时不在提醒自己，还有哪些工作可做改进，也期望得到更多的批评和提醒。
　　本书是伴随北京的恶劣的沙尘暴天气编辑完的。有一次送二校稿去一位老师家，刚下车，手中的
牛皮纸信封就被疾风吹走了，追着稿子跑，最后在路旁的积水滩里拾起湿淋淋的稿子，赶紧跑到老师
家里用毛巾一页页擦干来修改，不知道老师是不是第一次改这种一下笔就渗墨水的稿子。我们想，若
是每片天空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纯净的该多好。　　另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每次必把我们送到电梯口
，有一次实在过意不去，坚持让他留步，可一转身，他又打开门，坚持目送至电梯关上门为止。这种
对后辈的谦让、尊重态度实在让我们愧疚不已。　　每一位老师的鼓励和支持都让我们心怀敬意和感
动，每一种表情都会带给我们前行的力量。如惠特曼所说：不论你望得多远，仍然有无限的空间在外
边；无论你能数多久，仍然有无限的时间数不清。我们内心的虔诚和敬意同样要送给您——在某个时
刻看到这本书的人们!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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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
，《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
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所收
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
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六辑。

Page 8



《在北大听讲座（第六辑）：思想》

精彩短评

1、刘震云秦晖董强那几篇不错，将马克思那篇水平极差。
2、内容翔实，尤其是纪连海老师的讲座，读其文，听其声，生动形象
3、不说
4、有思想。
5、很有思想的一本书，和我高中时代接受的教育思想一致。可能主要是和崔新萍老师思想一致。。
。她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言之成理。
6、内容很好，价格很实惠，很喜欢，邮购比想象中的快
7、初中，第一次知道米兰昆德拉
8、同事买的，他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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