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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美貿然戰升溫，為此，洛杉磯【城市雜誌】採訪了著名金融家兼跨文化研究

學者嚴緯博士，嚴博士在中國大陸出生，後來到香港和美國接受教育與工作，基於豐富的

跨文化經驗，在去年他出版了一本書，題目是【從長城到華爾街：從跨文化角度看中美不

同的領導方式和管理方式】。嚴博士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方法，沒有一種方法是

最好的，兩者都有優點和缺點。要實現雙贏，就要「騎上牆頭看問題」，甚至和對方易地

而處，從而更了解對方，達致求同存異。 

我知道嚴博士用心良苦，不過，在許多時候，即使雙方願意騎上牆頭看問題，甚至

了解對方為何有某種觀點，但在現實中有些鴻溝是不容易跨越的。在那次採訪中，嚴博士

指出：所謂中國威脅論無非源自歷史的恐懼，他說：「可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我們還

找不到中國曾經侵略過哪個國家的證據。」  

我完全理解為什麼嚴博士會這樣說，因為中國人對「侵略」和「國家」有不同的定

義。中華民族的版圖由黃河流域擴展至四海之內，大唐天子是亞洲的「天河汗」，大唐帝

國曾經發動了無數次開邊戰爭，例如，在唐代朝鮮半島有三個王國：高句麗、新羅、百

濟，唐太宗李世民認為高句麗佔據了本來是中國一部分的遼東，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

隅」，於是對高句麗發動戰爭，但唐太宗始終無法殲滅高句麗。後來唐高宗與新羅聯軍夾

攻高句麗，唐軍先進攻百濟，再通過百濟領土攻擊高句麗，最後滅了高句麗。即使高句麗

真的非法佔領遼東，但百濟卻是無緣無故地受到攻擊和佔領，這情況有點像二次大戰時德

國軍隊先佔領了比利時，然後再取道比利時攻擊法國。 

直到今天，不少韓國人仍然覺得，自古以來中國對朝鮮的態度是以大欺小，韓國電

影【神戰機】正是表達了這種反華情緒， 一位韓國朋友對我說：「在韓國人眼中，中國

人和日本人都是一樣的侵略者。」 

新疆在公元前一世紀被漢朝納入中國的版圖，但只維持了三年。唐太宗貞觀十四

年，唐軍佔領了位於今天新疆吐鲁番市的高昌，於該地設置西州。年少時，每當筆者讀到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些詩句時，

我總會熱血沸騰。這些詩歌頌讚大唐軍隊，典型的註釋是：大唐軍隊士氣高昂，他們若不

打敗侵擾邊疆的敵人，便誓不返回家鄉。樓蘭是西域諸國的統稱，可是，大唐軍隊和人民

有什麼理據進駐西域呢？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彭波指出：「中國在明清兩朝並未對外侵略。」這要視

乎「外」的定義是什麼。1720 年清帝國進軍西藏，佔領了拉薩，跟著對西藏干政，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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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實施清朝的法律；1755 年，清軍平定準噶爾，三年後西北全面平定，乾隆皇把這片土

地命名為「新疆」，意思是新開闢的疆土。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南海主權上發生衝突，中國和越南同時宣

稱對南沙群島、西沙群島擁有主權，在中國人眼中，南海島嶼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但筆者在越南旅行時，當地人卻認為中國是霸凌強權。 

人性是普遍的，在歷史長河中，幾乎任何民族都曾經是受害者和加害者，幾乎每個

民族 都會懷抱著不容挑戰的尊嚴和自豪感。也許，要達到雙贏，首先要放下的是天命所

歸的神話和民族主義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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