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个个世世纪纪的的中中国国角角色色

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从封建王朝统治中走出来的中国，对德宣战，首次主动尝试融入国
际社会。然而，虽然身为一战战胜国，却没能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尴尬境地。

100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二战的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
国之一，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倍增。

当前，中国正主动谋划外交布局，服务于改革和发展两大主题。在一战百年之际，回顾历史，借鉴经验
教训，以利我们更好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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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此刻，世界大战的阴
霾笼罩在欧亚大陆上空。始于1914年
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历时4年零3

个月，波及15亿人口，导致近千万人
丧生，一战用冰冷的数字，警醒着百
年后的世界。因为一战，中国历史因
此改写，世界格局发生巨变。

100多年前，中国的有识之士就
开始苦苦找寻中国向现代社会转
型、向强大国家转变的路径。无论是
西洋体制，还是东瀛经验，中国成了
各种模式的试验场。

然而，一次次大胆探索总是被
内外夹击，屡次碰壁。直到一战结
束，中国才间接地看到希望。曾称霸
欧亚的沙俄帝国在一战中崩塌。十
月革命的胜利，给迷茫中的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
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进入到
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火种，
从星星之火逐渐呈现出燎原之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强国
的新征程。可以说，一战改变了中国
人的中国观：简单地引进外来制度
还不够，更要将之与中国革命的实
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首一战，十几万中国劳工以

“以工代兵”的方式奔赴欧洲战场。
然而，中国虽为战胜国，却没能赢得
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巴黎和会上，
中国再次成为列强之间做交易的筹
码。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一战还促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
彻底改变：作为国际关系中心的欧
洲衰落，远离主战场的美国崛起，确
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然而，这
一格局并不稳固，一战为20年后的
二战埋下伏笔。

一战后的不公正待遇，促使中
国的世界观也发生改变。经过二战
的洗礼，在冷战大幕开启后，新中国
成为美苏两极格局体系中的重要变
量。同时，“三个世界”理论将中国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紧密联系起来。

如今，中国不但是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被列强当筹码，到在超级大国间
夹缝求生，如今的中国已是满怀自
信、自主谋划发展之路的大国强国。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
的影响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显
著提升，参与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
政治经济体系的同时，更在谋求使
之做出变革，并借助金砖国家等平
台尝试构建新的治理架构。

当前，有一种声音将崛起中的
中国，比作当年在欧洲大陆崛起的

德国，把2014比作1914。
凭借在工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崛

起，德国成为100年前欧洲的新晋大
国。然而，受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影
响，德国一改均势策略，错误的战略
判断和自我认识，将英法俄等欧陆
大国推到了对立面上。大国间在僵
化的战略安全观作用下，被小国突
发事件和同盟关系裹挟，难免一战。

相反，如今的中国对自身有清
晰的定位：虽然经济体量巨大，但人
均值仍然不高，中国仍是发展中国
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有明确的利益
观和安全观：发展经济、推进改革仍
是当下中国的主要任务，对邻国秉
持“亲诚惠容”，对美国等大国则努
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4与1914这两个年份以及中
国与当年德国之间存在本质差异。
今天的中美关系，其复杂程度远超
当年的英德关系。冲突不是新兴大
国与守成大国的必然结局，更非你
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当年的德国试图挑战甚至推翻
原有秩序，而今的中国始终在融入
现有秩序。中国的领导人有明确和
清晰的外交思路，并为此谋划布局，
服务于发展和改革。中国一直并将
继续向世界证明，中国是和平因素，
是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参与者。饱经
沧桑的中国坚守着一个信条：国强
不必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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