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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黎巴嫩衝突加深，美國雖
然表態支持以色列，但卻不插

手戰事，這當然是因為美國被伊拉克拖住
手腳，無力過多參與區域衝突，但也從另
外角度說明，美國覺得還是打代理人戰爭
最為合算便宜。

同樣道理，北韓拒絕執行聯合國決
議案，美國也不會出兵挑起戰端，相反，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則放言，將會
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摧毀北韓飛彈基
地。由此可見，日本已經開始積極要求扮
演“東亞以色列“的角色，代美國來打棘手

的區域局部戰爭，在這過程中，使日本完
成核子化的軍事大國美夢。這就對北京的
亞洲尤其是東亞戰略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
峻挑戰。

由於北京總是將美日視為一體，再加
上經濟崛起和人民幣問題的突出，還有臺
灣問題的糾葛，中國總是不由自主把自己
放在與美國對峙的地位上，而中國人對漢
唐盛世再現的歷史憧憬，以及海內外那種
不滿美國而希望中國與之抗衡的心態，也
促使中國在表面上持續對美國“韜光養晦”
的鄧小平政策，但從實際操作上卻是與美

國針鋒相對，而日本似乎成了第二位的對
手。舉例而言，上海五國合作會議，就故
意邀請被西方和美國冷落的哈馬斯政權外
長列席。

但是，這種與美國抗衡的思路，正在
扼殺中國成為亞洲區域大國的最佳時機。
此時的中國，應該首先完成亞洲第一大國
的戰略目標，把日本擠出競爭的行列，而
這需要美國的認同與合作。在完成成為區
域大國
的目標
之後，

就自然
可以與
美國
“ 爭領風騷”了。在這段時間裏，中國的
體制也會更加完善，大國的責任也會承擔
更多，得到世界認同的基礎也建立了，可
謂水到渠成。

根據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的理論，美
國維持世界第一超強的戰略架構，是與區
域第一或者第二強國合作，形成區域的安
全體系，來遏制對美國全球戰略地位的挑
戰。冷戰以後，全球化掀起，美國也不擔

心在區域安全的問題上，與不同意識形態
或者有某些戰略利益衝突的次級大國或者
區域大國合作，來解決地區爭端和應付突
發危機。在歐洲，雖然德法乃至義大利，
獨立聲音日大，北約組織的功能也因為布
希的單邊主義外交而在歐洲以外的事務上
被邊緣化，但是，因為歐盟的成立以及俄
羅斯力量的消退，北約東擴已成現實，對
俄羅斯的軟性包圍已經形成，歐洲的地區

性危機可
以隨時被
克服，美

國的戰略
利益不可
能遭受根

本性的挑戰。問題在於亞洲。美國的戰略
重點已經從歐洲移到亞洲，反恐的重點也
在中東和印尼等回教地區，但是亞洲沒有
北約組織，雖然在中東反恐上可以與巴基
斯坦沙烏地阿拉伯等合作，並充分利用被
美國“ 解放”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東亞
共同防禦上可以依賴日澳南韓菲律賓等盟
國的雙邊關係，但是，不容否認，美國在
這些地區依然空前孤立，除了自己出面打

仗之外，很難有北約這樣的多變機制來協
調配合，幫助美國解困。日本看准了機
會，希望出面替美國打仗，從而換取美國
對她重新武裝尤其是核武裝開放綠燈。

因此，在目前這樣的時刻，北京應
該及時調整戰略目標，在胡錦濤智囊鄭必
堅所說的不挑戰美國現有戰略利益的前提
下，實現超越日本的目標。

中國的優勢在於，與周邊國家的關
係好過日本，日本在亞洲只是“ 孤兒”；
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高過日本；中國
在伊朗北韓核危機處理上比日本佔據有利

位置；中美的歷史情仇沒有日美的深；中
國已經是核大國，但日本核武裝的話，對
美國是威脅；因為在高科技等領域的落
後，中國的經濟對美國的威脅遠遠遜於日
本對美國的威脅。

亞洲總要有集體安全體制，與其日本
為首來組織所謂的亞洲北約對付中國，不
如北京與美國戰略合作，取得美國信任，
由北京牽頭來帶動亞洲安全機制的重主。

遠交近攻，對北京來講，得到的是區
域戰略的實際利益，放掉的只是與美國抗
爭的虛榮

從以色列到日本
丁果

誰在創造新時代的文明?答案是: 廣大群眾.中國有
句古話: “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諸葛亮何許人也,
乃千古奇才,街邊三個臭皮匠湊在一起, 就比他聰明?這
不大可能,因此人們視這句古話為誇張說法.

但國際網路的誕生和發展,卻證實中國這句話的真實
性,成立只有十年的網上百科叢書維琪百科,其收錄的條
文數已超過歷史悠久的大英百科全書,而據專家評估,維
琪百科的學術水準, 與大英百科的學術水準不相上下.
大英百科有數千專家,耗資巨大而編寫更新,但維琪百科
只有幾名專職編輯,所有條目的編寫和更新都是由全世
界的廣大群眾來執行.他們花時間不斷更新條目,且不取
分文.使用維琪百科和更新維琪百科的線民人數不斷上

升,六月份的上網人數高達 2700 萬人,它已名列全球上
網人數最多的網站的前十五位.

作為一個社會文明標誌的百科全書,竟是由全球無數

不知名的人共同創造和發展,這當中不乏學者,專家亦有

許多凡夫走卒,這足以說明,群眾的智慧在推動著文明的
發展.

三個臭皮匠或許抵不上一個諸葛亮,但成千上萬個
臭皮匠的集體智慧,就會大大超越一個天才.而能將成千
上萬的群眾智慧聯結在一起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開放源”.

開放源並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它的起始是來自電
腦軟體的原始碼,原始碼是一個軟體的基礎,電腦公司將
其視為機密,並只有專人才能改寫,但有人偏偏反其道而
行之,將原始碼公開,讓廣大用戶去完善和補充,甚至改
寫,使軟體更為完善,這一開放的做法, 被後來者稱之為
開放源.

當 “ 開放源”的概念被社會廣泛使用時,社會文明
的發展速度似乎加快了,而新的文明也不斷產生. 如今

開放源所涉及的領域,從高科技,延伸到文字, 教育領
域,甚至出現了開放源式的宗教.

例如,有人使用開放源泉的概念在網上寫小說,由讀

者上網修改,並續寫, 歷時幾個月後,小說仍在繼續. 又

比如1994 年時,有人成立了 “ 雅教”,聲稱要與廣大線
民共同創造一個新的宗教,來解決現代人面臨的難題.這
些文學作品和宗教教義,由廣大線民們編寫和修改,且一
直處於草案狀態,且有更多的人加入修改,編寫的工作,
如果讀這些集群眾智慧而成的作品,真的不得不承認千
萬個臭皮匠, 的確頂個諸葛亮.

不過也有人認為群眾運動的後果並不一定是好的.
例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狂熱,因此有人懷疑, 開
放源不但有可能促進新的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也可能會
破壞優良的文明,因此主張對開放源概念的運用必須有
所限制. 例如投身於維琪百科的編輯之一,雖然對開放
源概念的成功應用讚歎不止,但仍感到其中的不足,他最
後離開維琪百科,自創 “ 數碼宇宙”網站,這個網站的條
目由廣大線民編寫,修改,但卻需經由專家們最後審定.

開放源為文明發展開創了一條新的方向,它可以彙
集廣大群眾智慧,為更美好的社會作出貢獻,但這當中難
免有泥沙俱下的情形,不過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這其實也是開放源概念的一個延伸.

當人們打開電腦,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資訊,而上可
以上傳自己的智慧和知識時,世界的文明的內容就更為
充實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 開放源概念的確稱得上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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