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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6月14日讯(记者 龚
海) 14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朱锋做客齐鲁大讲坛，以
多年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心得，阐
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回答如今的中
国如何重新看待世界和定位自己。本
期齐鲁大讲坛特邀山东大学政管
学院院长葛荃教授主持。

上午9时，山东大学邵馆报告
厅内坐满了冒雨前来参加朱锋讲
座的听众，既有年轻学子，也不乏
关心时局的老者，许多长期参加齐
鲁大讲坛的热心坛友也早早赶到
了现场。中菲黄岩岛对峙、南海问
题、钓鱼岛及中日问题、中美关系、

中缅关系等等，在近两个小时的讲
座中，朱锋对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
做了精彩的分析，并立足于中国大
发展的背景和当下复杂的世界政
治格局，探讨在当前中国对外关系
遇到的诸多矛盾和困境中，如何正
确理性地认识和把握自己与世界
及两者间的关系。

朱锋认为，今天中国虽然开始
强大，但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如
何重新定位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还
没有解决。对中国人来讲，世界到
底是一个依然充满敌意的西方世
界，还是我们可以融入其中实现共
赢的世界，这种观念的纠结和碰撞
一直延伸到中国对外关系的现实
层面上。

朱锋说，“从南海、东海，到我
们现在的东北亚，从与大国关系到
我们和传统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
家的关系，我们的外交可以说在很
多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冲突。”
其根源在于两方面，其一，中国的
发展是一个国际关系中利益、权力
和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势必引发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弹；其二，中
国对于如何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
系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外交上的烦心事在朱锋

看来在所难免，他说，当中国做大
做强了，别的国家并不必然给予中
国鲜花和掌声，而更多的是批评、
指责，这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
基本表现。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
下，中国需要对世界有正确的、科
学的、细致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融入世界。世界不只是中国
的资源和市场来源，而且在中国的

发展进入到当前新的艰难“爬坡
期”时，世界对中国更加重要。

通过多年的研究，朱锋发现，
有些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并不够理
性，觉得应该跟西方正面对抗。朱锋
对此并不赞同，他说当前中国处在转
型期，同时也是个战略机遇期，中国
要抓住各种条件，促进中国向更好更
成熟的政治社会制度转型。

本报济南6月14日讯(记者 王
慧) 孔子形容自己“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苏格拉底自称无知，然而
孔子是中国伦理学的奠基人，苏格
拉底创建了西方伦理学传统。6月16
日(周六)上午9：30，由山东省图书馆
和齐鲁晚报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
请到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
系终身教授、山东大学教育部长江
学者讲座教授余纪元，在山东省图
书馆一楼报告厅为听众带来题为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讲座。
孔子的伦理学探究被视为一

种来自上天的使命，与孔子惊人相
似的是，苏格拉底同样声称他是受
神的指令研究伦理学问题的。

苏格拉底和孔子都相信实践
他们各自的使命是虔敬的德性所要
求的，对苏格拉底而言，虔敬通过考
察人的道德信念体现，而在孔子那
里，虔敬与挖掘传统智慧相关。

对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而言，两者的中心问题皆关于好生
活是什么样，或一个人应该成为
什么样的人。对孔子而言，他的任
务是去找到人类的“道”，即一个人

的生活应该如何过的正确路径。苏
格拉底声称其哲学的目的是让
雅典人幸福，或让他们过一种正
确的生活。

虽然苏格拉底对“幸福”的探
究和孔子对“道”的探究都关注德
性，可他们在德性是什么以及如何
追求德性方面产生区别。本次讲
座，余纪元教授将列出并分析如下
四个相异的重要方面：(1)理智主义
与品格培养；(2)传统与社会价值；
(3)政治与德性；(4)伦理学的功能。

余纪元，1964年生，1979年考

入山东大学就读本科；1983年入中
国人民人学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土
学位；1986年至1989年任教于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后留学意、加、英
等国。现为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
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古典系兼职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
授，山东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2002年获布法罗纽约州立大
学教育优秀奖、杰出学者奖，2010
获纽约州优秀教师奖。主要研究领
域为古希腊哲学、比较哲学、德性
伦理学、儒学。

本期大众讲坛周六上午9：30在省图举办

哲学教授解读孔子与苏格拉底

国际关系专家朱锋谈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认识世界才能更好融入世界
格朱锋观点

中美最大争议

是规则之争

中美两国，今天最大的
争议是规则之争，而不是制
度之争，因为谁拥有规则的
制定权，谁就拥有利益的首
要分配权。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军
事力量也日益现代化，美国
担心美国势力会相对下降，
而美国一直担心世界上会
出现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
家能够像美国一样强大，就
会出现权力的再分配，所以
美国想方设法在战略上要
牵制中国。

今天的世界，在相当程
度上是一个全球化的利益
相互融合的世界，中美合作
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两国社
会。从这个角度来，中美关
系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既要
竞争又要合作。

主办：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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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做客齐鲁大讲坛。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南海问题到底怎么办？
南海问题的核心说到底是
利益之争，其争议不在于这
里的岛屿有多重要，而是这
里的油气资源。为什么越
南、菲律宾跟中国闹得最厉
害，因为对越南、菲律宾来
说，整个南海的油气对他们
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

不论从南海的石油利
益，还是今天中国的政治利
益，中国都不会在南海问题
上让步。现在看来，南海问
题打也打不了 ,除非是越
南、菲律宾挑起了军事摩
擦，否则中国不可能主动采
取军事解决的方式。

南海问题

根本是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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