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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澳洲的兴趣最早来源于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根室（Gunther）的《澳洲内幕》一书。
这本趣味无穷的书最早是由美国的哈珀出版社在1972年出版的，其时该作家已经去世。
他的《内幕》系列已经有很多被翻译成中文，而他的最后一本书也很快由英文翻译成中文供中国人阅
读，象我就是在七十年代的初中时期读到了此书。
在据说天下大乱、无规可循的文革期间，一个美国作家的游记类书札居然得以顺利翻译出版，此事不
免显得有些怪异。
原因大概就在于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其生活和政治领域都已大为安定下来，或多或少地返回到正常状
态。
这本书毕竟不是在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只可以在内部图书馆里找到和借到。
我其实也是在父亲工作的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的图书馆里借来阅读的，也翻阅了其它《内
幕》系列的书，根室对世界各大洲各地区的精彩描述实在是令人着迷。
中文所称“内幕”，实际上是指黑幕和不可告人的私密，只存在于圈子内部，外人无从得知。
七十年代中期以降，这个词一度极为流行，大批的内部书在无明确禁止的情况下暗地流动。
那些揭露政治圈子和社会情况的书，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内幕，都是十分吸引人的阅读物。
但是，根室的《内幕》系列书却与此不同，并非揭露黑幕或内情的噱头之书。
《澳洲内幕》中所展示的是一片尚未受到污染、具有一定理想化的土地，那里的人们追求一个和平安
详的环境，也克服了垦拓中无数大自然的艰难险阻。
由此而产生的澳洲印象与我当时大学里边初次接触到政治和历史知识合并在一起，冒生了一些虚幻的
感性认识，从中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追求，巧合地在澳洲印象里找到了某些实际的体验。
澳洲看起来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地，很符合欧洲早期思想家的标准和要求，却真实地建立在一个
现代实体之上。
澳洲在地理上的遥远特性更加丰富了那种远离尘世的感觉，使人有“蓦然回首”的感觉，似乎是在寻
访了整个世界之后，才发现了这么一个竟然符合最初理想的地方。
同时，澳洲在当时中国人的印象中，显然要优于军国主义复活的日本和全球强势的美国霸权主义。
改革初期的中国甚为关注模式之辩，连南斯拉夫都曾经被当作某种有示范意义的参照物，而美日之外
的欧洲以至北欧更是关注的重点。
寻匿之际，澳洲骤然出现在视野之中，作为一种美国欧洲的替代方式，甚为合格，在意识形态和体制
上的无休止争论当中，这似乎是一种能够满足多方要求的合理的未来方式。
可惜的是，梦想恒常破灭，现实经常差过初步印象。
在澳洲生活十数年的经历，直接面对现实，令我足以对这个原本陌生而吸引人的国家作出自己的客观
分析和结论。
澳洲政商学界的精英对这个社会进行了长期多方面的观察，研究广泛深入，汗牛充栋，但趋于繁琐而
西方立场倾向必备，对外人来说仅具参考价值。
澳洲过去确实经历过残酷无情的开发过程，过去的行为和制度充满争议之处，留下不少历史遗憾。
澳洲的政治运作也并非总是看起来美好和有理性的，政治人物大多平凡无奇，缺乏魅力感召力。
澳洲生活时常让人感到乏味无趣，而在经济上，澳洲也很少在发达国家的阵营中被视为典范和赢得赞
誉。
当时任联邦财长保罗.基廷 (Paul Keating) 在1984年被“国际银行家组织”授予“世界最佳财长”称号时
，那确实是个殊荣，是对一个澳洲政客所获成就的高度认可。
澳洲经济也是直至近年来因缘附会、攀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才露出亮点。
概括而言，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西方国家，一个存在着固有国内局限性和长期渴望国际认可的西方国
家。
这些多方面的综合性质恰恰证明澳洲是一个“正常”国家。
我这里指的是该国家经历了发展自己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各个阶段，无法逃脱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
从而并不是一个纯洁完美的典范或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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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澳洲视为正常国家实际上有助于摈除某些不现实的期望和个人偏好。
人们没有必要将澳洲作为某个模式的体现而加以美化，也不必强调它遭受的一些挫败就会导致这个国
家无法配得上典范的称号。
去除掉意识形态上的装饰和对某些体制或模式的强烈崇拜，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内涵
，那就是如何有效应对现存的矛盾和防止社会内部的重大分裂分化状况。
澳洲已经较为顺利地跨过这些反复出现的障碍和磨难，成为一个他们自己常说的“安静的成功者”(a
quiet achiever)。
在世纪之交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大肆盛行之时，澳洲社会具有的一些优良品质使它近乎成为“第三条道
路”的理想地点，而在至关重要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澳洲无疑具有令人嫉妒的优势和长远期潜力。
我对澳洲的观感由此经历而达到一个完整的圆形回归，从好奇而来的理想化印象，到生活经历下的现
实考察，再到最近综合两者而来的未来澳洲“绿洲”的想法。
象《澳洲内幕》和《幸运国家》（The Lucky Country）这样的书引导了人们对澳洲一个多世纪历程的
研究，而在二十一世纪新的现实之下，澳洲人除了注意那些重要的标志点和循环往复的事件之外，更
需要关注的是未曾预想的历史大变局和未来的趋向。
改变观念和舒服现状确实很难，但那是一个必然合理的过程，理想化的模式和在一个幸运国家中的良
好感受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挑战，出现更多的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挑战。
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对抗的世界中，澳洲原本具有难能可贵的特点，包括它在环境、政治、市场经济和
资源方面的优势。
因此它仍然有望成为一个新世纪中的典范，不是又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避免极端主义和维持高水平
发展的特例，一个争端中的“绿洲”，适合人类生存的希望之地。
至于澳洲人和他们的政治人物能否胜任这一责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澳洲与中国的关系既疏远又紧密，紧密到不断发生纠结，疏远到时常不屑一顾，奥妙十足。
而在新世纪初叶，趋势已然明显，澳洲的守成、发展以至生存，都在相当深远的程度上与中国有关。
历史的大变局不仅影响到中国与美欧日的关系转换，也波及到澳洲这样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一个惯
性地跟随西方世界首领的国家，一个位于西方边缘地区而又邻近东亚大国的国家。
中澳关系的理顺大有利于两国，用双方各自的官方语言来说，是互补性太强，澳洲未来的希望又大半
在于中国，只是若要澳洲跳出中西方界域之上，则切实需要他们在主流思维和社会文化中发生重大飞
跃，才可以完成。
在双边关系上，中国的选择比较简单，而澳洲的选择则绝对不简单，直接涉及到它数个世纪以来的传
统、遗产、文化和利益，冲击其国本，必须小心谨慎。
而回避作出选择本身就不是一个选项，因为澳洲无法无力躲开这个临门矛盾。
中澳关系的纠结核心，在于澳洲的适应性明显落后于时局，面对巨大的转换难题勉力而行，受到不少
因素的拖累，包括固有的传统、心态和意识形态。
实际上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要强于西方新教，更强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扩张时的俯视心态，因此
澳洲所面临的这一难题基本上是内生性的，作茧自缚，尚待破解。
澳洲乌托邦的梦想已破，中国梦正热，环顾宸宇，“第三条道路”茫茫，中国历史复兴正炽，有望走
出西方之外的另一条道路，果然是黑格尔的历史“绝对精神”在循环找位，或是老子的“道”在自然
而行，两相比较，均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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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澳洲幻象》主要研究澳洲社会的多个方面，包括地理人文环境、政治政党、经济贸易、社会问题，
重要政治人物评价等。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长达二十余年对澳洲的关注和研究，向读者详细介绍澳洲这一具有东西方
特色的国家，并将其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特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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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力农，1957年生于北京，为澳大利亚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
史学硕士，澳洲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澳洲拉特罗布大学、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香港大学持续进修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任教职，现居住于中国香港。
著有《世纪之交的中国》（中故宫香港出版）、《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China Business（
《中国商务》，Pearson Prentice Hall，新加坡出版）等书，并在中国大陆《请示论丛》、《平准学刊》
、《读书》、《社会科学辑刊》，中国香港《明报周刊》、《镜报月刊》，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季刊
》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和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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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联邦自由党在休森惨败之后遍寻杰出领袖，肯内特在维州的执政又是如此顺当，不免令一
些自由党人滋生出让肯内特到堪培拉施展的想法。
但是肯内特深知联邦自由党内的水深，霍华德和同样来自墨尔本的考斯泰洛都不好对付，因此守在维
州不动，却经常远距离地指点和教训堪培拉的同事。
肯内特在维州的业绩也获得墨尔本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的激赏，特地出书一本，讲述他的路向如何
能够成为联邦自由党的重要参考，甚至是政府施政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正面典范，被吹捧为“肯内特
革命”，是连霍克基廷都没有资格享受的殊荣。
可惜的是，该书出版之后没有多久，肯内特政府就被扫地出门了。
 维州工党在1999年选出了新的领袖布莱克斯（Bracks），肯内特出于他特有的自大心态而对这一新的
对手不以为意，而且民意测验也认为他在1999年大选时将握有六成的支持率而再度连任。
他完全不了解政党和政府之外的人们对他抱有何种的负面印象甚至痛恨，包括那些本来受到盟友国家
党影响的乡村居民。
大选的结果拉近了两党的距离，居然都没有获得绝对清楚的多数，要依靠三个独立议员的选择来决定
结局，很象2010年联邦大选的胶着情况。
肯内特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他辖下的大党现在要去乞求几个不知名人士的支持，他才有可能继续就任
州长。
在讨价还价中，独立议员们自然考虑到肯内特的过去和他那些令人反感的表现，决定与工党合作，结
果就是工党意外翻身上台，肯内特被迫放弃政府权力，走到在野的位置上，自由党七年的铁腕统治轰
然完结，早在他们的远大计划完全付诸实施之前就黯然退出了。
如同基廷一样，肯内特不耐烦继续在议会反对党的位子上多坐，随之退出政界，一度无事可做，之后
依靠商界关系在霍松澳式足球俱乐部任总裁，仍然是一个时常招人不快的社会人物。
 肯内特的离去令自由党一度手足无措，很长一段时间都推不出足以威胁工党政府的领袖，直到2010年
工党执政又超过十年之后，自由党才勉强夺回政权，只拥有极小的议会多数，几乎重复肯内特败选的
一幕，让政权再次从手中流走。
维州工党最近这一次的失败，不足为奇，很大程度上是选民厌倦了这个执政时间超过一个年代的政党
，尽显无能和惰气，长期重复一些许诺而未能兑现，所以他们宁愿给另一方一个机会。
在联邦政治中，选民已经用类似手段对付过霍克—基廷政府和霍华德政府，在维州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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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澳洲幻象》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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