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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纵议国际天下大事，关注社会民生热点，解读文化娱乐现象。

“纵议院”邀请社会名人、知名学者作客凤凰网，针对时事热点，围绕事件展开深层次的讨论交锋，以挖掘事件中的冲突效果或

深层含义，找出事件根源与本质；或邀请事件当事人，还原事件真相，解读背后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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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议院之中国格局 

 

 

内容简介

2013年，凤凰网博报为拥有家国情怀，关心时事热点的主流人群，开设全新视频访谈节
目“纵议院”。它以凤凰网博报为平台、凤凰网视频为依托，纵议国际天下大事，关注
社会民生热点，解读文化娱乐现象。“纵议院”邀请社会名人、知名学者作客凤凰网，
针对时事热点，围绕事件展开深层次的讨论交锋，以挖掘事件中的冲突效果或深层含义
，找出事件根源与本质；或邀请事件当事人，还原事件真相，解读背后的深层逻辑。“
纵议院”突破了同类博客平台中没有独家视频类节目的局限，以唯一性、独家性抢占领
地；同时打破以名博论时事、写博文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局限，首次以博主直接对话形式
，增进与网友距离，激发网友关注时事热情。
《纵议院之世界趋势》所选文章涵盖琉球群岛、钓鱼岛、朝鲜问题、中欧关系、中美外
交⋯⋯多方专家畅谈国际问题，给出改革建议。其实，在不知不觉中，中国已经在国际
上崛起，中国影响着世界，也改变着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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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学者、东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副研究员、两岸三地多家报章杂志特约专栏作家、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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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这套“纵议院”系列丛书，就是选取精华节目，精心编撰而成。它是名家智慧的结晶，
也是凤凰网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的产物，我相信读者朋友们会喜欢这套书，也会从中受
益。
——凤凰网总编辑邹明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马晓霖：中国拼国际形象为何拼不过日本
周鑫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做大国，这个大国首先是实力，但有的时候，我们富了
，强了，但是由于心态不对，最后就像生活中的暴发户，他有很多自卑的心理。我们国
家不敢说是不是暴发户，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大国的心态还差一些。比如在日本这个问题
上确实有一种典型，就是我们在国内越来越缺乏一种开放的态度。比如在国内日本成为
一种政治正确性的判断，说日本好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总之，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有的
人喜欢，还有的人不喜欢。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喜欢的人还不敢说。
不过我们看看实践的情况。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就在2013年5月份的时候BBC做了一
个全球的调查，他们联合了世界上的一些调查机构，大概在全世界2。5万人中做了一个
看起来还不错的调查，把一些重要国家的形象做了一个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德国，第
二个是加拿大、第三个是英国，第四个就是日本，美国排在第八，中国还不错，只距美
国一位，再次证明我们仅次于美国的地位。我不想谈美国，也不想谈第一名德国，我们
就谈日本。
日本全世界形象指数排名第四，比我们中国高。美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没有日本高，就是
刚刚大使说的，美国形象是有问题的。德国其实也是一个战争国，现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但是这都不说，就说日本。请两位谈一谈为什么日本在全世界这么多人心目中国家形
象还蛮好的呢？
李开盛：我觉得这应该有很多原因，一个方面是日本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东南亚
，比如说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很多东南亚国家看日本跟中国、韩国看日本不一样
，我觉得其中有很多原因，当然，历史上这些国家受日本侵略的程度可能跟中国还会有
区别。另外，日本当时到这些国家的时候，是打着解放的旗号去的。当时确实有一些人
是信的，当时很多东南亚国家是受欧洲国家的殖民，当然后来发现日本人做了烧杀抢掠
的事。但日本在推进跟这些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也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做了一些补
偿的。



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日本形象确实很好。我觉得日本之所以它的国际形象甚至还在中国
、美国之前，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它占了一个便宜。我觉得应该看到，它在国际事务中
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很高调的，它作为一个世界警察有些要管或者想管。比如说伊拉
克，比如说阿富汗，那么一管下去以后很多问题就来了。有些人说美国做了一件好事情
，把独裁者、殖民者推翻了，但是很多人也会说你在这里造成了一个大的烂摊子。所以
，这就肯定会对美国造成很多差评。而日本没有这样的问题，它不会像美国在世界上这
里捅一个漏子，那里捅一个漏子，所以除了中国、韩国这些国家，就是说除了对日本有
一个比较惨重的这种战争、这种伤痛、这种侵略的记忆的国家之外，可能世界上其他很
多国家在跟日本的交往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留了比较和平的印象。
而且坦白讲，日本国民的素质跟中国比，我们跟他们可能是有差距的。这点我觉得也是
一个国家得到认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外交中要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人的
形象、人的素质，当然包括人的利益，我们这个主题就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总的来讲
我觉得在人的层面，现
在国家对外政策考虑中确实考虑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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