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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您认为最重要的领
导力是什么？

人们首先要问的是，领导
者应该做什么？任何领导者
都面临一系列因时势的发展
而出现的实际问题，我称之为
战术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把他
的社会从原来所处的局面带
到未曾有过的局面。这是对
领导力的挑战，将不断出现的
特定情况变成对未来的憧憬。

就第一项任务而言，它部
分取决于社会的内部结构，部
分取决于某种战术技巧。

在领导力方面，最需要的
素质是品格和勇气。需要品
格，是因为真正棘手的决策是
51：49。平淡无奇的决策是在
官僚主义的考虑过程中做出
来的。但是，当处于危急关
头，这意味着你决定要走的是
某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
因此，你需要依赖道义的力量
来做出决策，就本身而言，在
做这个决策时，你几乎不可能
拥有多数支持，因为你面对的
是不熟悉的领域。你需要单
打独斗的勇气走完这段路。

———《一 政治家风范》p5

尼克松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您是怎么看世界的？您看到
了什么机会？

尼克松对外交政策的理
解是极为概念性的。这是他
最感兴趣的活动领域。在这
个领域里，他没有遭遇过反对
因素，而在和他有关的各种竞
选活动中，他一直备受异议。
他走遍了世界各地，每当出现
某个问题时，他可以把出现的
问题与他所见过的许多人中
的某个人的个性联系起来。
因此，对于任何问题，尼克松
都从我们想要的最终解决方
案的角度来考虑。他对讨论
战术极不耐烦，尽管他也对这
种讨论表现出兴趣。他认为
总统的作用就是要实现最终
目标。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会着
手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
是要做什么？他有一句我经
常引用的格言：半途而废和一
意做到底的代价是一样的，不
如决心干到底。所以，你最好
是一路干到底。这是他的许

多决策的特点。在关键时刻
人们会说：“噢，看看这些疯
子。他们面对某一种局面时
一直思维敏捷。”当尼克松采
取这些行动时，其目的是精心
谋算，让另一方意识到事态正
在变得非常危险，不会想采取
某种临界的步骤而陷入危机。

我思考的素材更多是历
史性的和哲学性的。也就是
说，我把我所研究过的历史情
况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
教训进行类比，以此来观察世
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尼
克松和我相辅相成。我们在
应该关注的问题上彼此看法
一致。但是，对我们两人来
说，思考的素材各不相同。

———《二 准备》p21

我认为您的记者招待会对媒
体很重要。您真的花了很多
时间做这事。而且，它们更多
是概念性的，而非战术性的。

嗯，如果你看看我们花在
演讲上的时间……

还有您写的外交政策报告。
看看我们花在演讲上的

时间和我们花在记者招待会
上的时间，必须得有这些时
间。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星
期五我都会召开一次记者招
待会谈越南问题和其他问题。
从来没有被泄密过。这就像
哈佛大学的研讨会。我会给
他们很好的解释。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乘坐“空军一号”，飞
机后面有一个新闻小组。我
走到后面和他们聊天。我们
要去萨尔茨堡与萨达特会谈。
我们降落后，《华盛顿邮报》的
资深人士默里·马德打电话给
我说：“你应该知道，记者团完
全搞砸了。他们引用在旅途
中听到的你说过的话，你不会
相信的，他们会造成混乱。”于
是我说：“我能做些什么？”他
说：“你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你
不应该知道记者团的报告说
了什么。”“你能做的最好的
事，”他说，“就是召开一次公
开的新闻发布会，我会问你一
个与那一主题有关的问题，然
后你就可以说出我所知道的
你所要说的真正的意思。如
此他们就得引用你的话。”你

能想象今天会发生这种事吗？
不，今天绝没有机会这么

做。他们会急着把它印出来，
让你看上去像个傻瓜！

———《十 外交政策的过
程》p159

我们已经用了四十年来反思
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政策。回
头看看，您今天怎么看待这份
遗产？

尼克松的基本贡献是建
立一种外交政策的思维模式，
这是开创性的。美国外交政
策的传统思想是，重大的问题
可以分割为个别的问题，逐个
解决——— 事实上，如何解决问
题就是问题。因此，我们会卷
入一种似乎威胁到我们的生
存或其他重大利益的局势，但
很少涉及世界秩序的概念。

除了那些美国国父，以及
“泰迪”·罗斯福外，尼克松是
把外交视为一项大战略的美
国总统。在他看来，外交政策
通过平衡各国的自身利益，从
结构上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而促进全球和平与美国的
安全。而且他从相对长远的
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中
国。如果你看看尼克松对中
国的看法，看看在尼克松主持
下撰写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所
说的话，就会知道，他会从世
界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
题，既不是从任何特定危机的
角度，也不是从越南的角度，
尽管他看到了对越南的影响。

他认为，通过使中国参与
国际制度，国际政治的整个格
局将会发生转变，因为所有其
他国家都必须考虑中国在新
格局中的影响。他推测，只要
中美关系使双方都对对方的
地位产生信心，我们就有可能
制造出一种局面，即美国与中
国和苏联的关系会比中苏之
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
们就会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
力。他还认为，随着美国公众
对和平前景的看法发生变化，
我们的国内使命感将得到
加强。

— —— 《十 一 战 略》
p164—165

《基辛格谈基辛格》：

你需要单打独斗的勇气走完这段路
据美国媒体11月29日报道，美

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
100岁。

今年10月，基辛格首部且唯一
的口述史著作《基辛格谈基辛格：关
于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省思》与
中国读者见面。面对资深外交官和
亲密助手温斯顿·洛德的辛辣提问，
对话精妙而富有深意。展现了基辛
格对自己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期间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的思考，他
对领导力和国际关系的一般性建
议，以及那个时代传奇般的世界领
导人的惊人肖像等。

■ 书摘

《水边的修辞》
陆春祥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陆春祥
历时多年倾心写就的长篇文化散文，
也是其全方位、新角度书写家乡的力
作。全书分为“你”“我”“他（她）”三
卷，以富春江为核心视角，深入系统
地梳理了大江流淌不息的精神血脉，
生动展现了丰厚的历史人文，并串联
古今，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细
腻地描摹了今日家乡人、家乡貌，提
炼和呈现出富春江延绵数千年的文
化特质。

《“画”中有话：
敦煌石窟百讲》
敦煌研究院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该书以敦煌的“画”为载体，
以北凉至元代15个历史时期为
章节，以100节妙趣横生的敦煌
石窟艺术课为主题，系统讲述敦
煌莫高窟1600余年的建筑、雕
塑、壁画，带领读者感受敦煌文化
艺术跨越千年的生命力。

《中国好故事第二部》
梅琳达·莉莉·汤普森、楼夷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对传统中国的成语俗语
故事、寓言故事、浪漫传奇或道德
传奇，如“守株待兔”“孔融让梨”
等做了现代化的改写或扩写，依
托爱乐奇英语的资深团队以及国
际化的文本和插图创作队伍，同
时参考被广泛应用的蓝思阅读评
级指标，以纸质书加音频书的形
式，为小读者提供一套语言地道、
内容扎实、审美新颖的英语读本。

《医生的淬炼》
毕淑敏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该书收录了毕淑敏医学文学作
品《白杨木鼻子》《冰雪篱笆》等代表
作。整部作品包含了医者、患者的
10多个关于人生、关于生死的故
事，令人思考，给人启迪，是将医学
与文学融合的作品。毕淑敏的作品
风格独特，故事情节设置合理又出
乎意料。本书旨在帮助读者通过阅
读医学文学作品，体会医学的人文
性，思考生命的意义。

《一平米博物馆：
搭建我的恐龙展》
刘哲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恐龙”为主题，通过“挖掘
和复原一只恐龙”“搭建一场恐龙
展览”两个任务引导读者完成知识
输入与场景构建，读者通过动手操
作，将学到的主题知识展示出来，
并与家人、朋友分享，从信息输入
到输出巩固，掌握自主学习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