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玠縱橫中美學術界和政界，與不少高層政
治人物有交往，最為人知的是他在1987年，在
北京獲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單獨接見，長談六小
時。他表示，曾和鄧小平相約1997年一起來香

港見證回歸，可惜鄧小平在當年初逝世，
這場約會終究無法實現。
熊玠憶述，他與鄧小平吃飯時，對方忽然

問他「你老太爺多大年紀？」熊玠回答說他
父親94歲了，鄧小平說︰「香港回歸時我就
是94歲，我要去香港，坐輪椅也要去！」熊
玠開玩笑說︰「我到時可否為你推輪椅？」
鄧小平爽快地回答︰「你跟我有約，你推我
去香港。」懷着這份約定，熊玠努力在香港
找教職工作，1996年獲嶺南大學（時為嶺南

學院）聘任。
熊玠說︰「我要看回歸，我還要推他（鄧

小平）輪椅。」可惜鄧小平1997年初逝世，
熊玠微笑着講述這段往事，言談之間隱隱有

一種無奈感。

購物趣事「睇睇」變「太太」
問及香港在回歸前後的改變，熊玠認為以前

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歧視很明顯，他用普通話問
路，每次都被人刻意指錯方向，此後他決定問
路一定要說英文。
他又憶述有次去買衣服，店主問他「你還沒

有太太呀」，熊玠疑惑地說「我有太太呀」；
店主又問「你太太有沒有問題呀」，熊玠說
「我太太沒問題呀」……原來店主粵語和普通
話夾雜，把「睇睇」說成「太太」。他表示現
在香港人的普通話好得多了，不少的士司機都
能說。

專
訪
華
裔
學
者

A11 高端訪談 ■責任編輯：李鍾洲、曾綺珺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5年1月16日（星期五）

今年踏入80歲的熊玠在訪問中指出，傳統「地緣
政治」由意識形態和領土控制兩大元素組成，

當今「地緣經濟」則着眼於經濟安全，而它比軍事安
全更重要，一個大國需擁有充裕資金、龐大勞動力
和本國市場。根據上述條件來判斷，中國、美國、
俄羅斯都是「21世紀大國」。

大國崛起 影響國際財金決策
要成為大國，視乎它在國際經濟和金融決策裡有多大影響

力。熊玠指出，這解釋了為何中國去年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
南非組成「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
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是因為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中國不可能跟美國爭鋒，故透過另
起爐灶，建立兩個新銀行組織，中國可發揮自身影響力。

主導自貿組織 華抗衡美排斥
熊玠續稱，躋身大國的另一條件，在於它能主導多少個自由貿易組

織(FTA)。他以東盟十國為例，加上中國、美國和日本形成「內圈三
國」(inner three)，澳洲、新西蘭和印度則是「外圍三國」(outer three)，
中國要在這十六國裡面取得領導權。他解釋，在去年APEC峰會，中國
在美國反對下，仍成功倡導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方案，抗衡美國「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對中國的排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年和去年皆有前往拉美，訪問阿根廷、古巴、委內瑞拉等地，
當中部分國家與美國關係欠佳。熊玠認為這是中方警告美國，「你到我後院（東南亞）動
手腳，我也到你的後院，你看看是什麽滋味」，而這也是美國急於與古巴建交的主因。

地緣經濟合作可達雙贏
至於北京早前舉行「中國－拉美」共同論壇，熊
玠認為這也是中方向華府發出的訊號。他表示，中
國與拉美加強關係，多少會令華府顧忌，但這種外
交也是值得，只要不做得太過火就可以，中國可讓
華府知道，和拉美友好並非針對美國。
地緣政治是零和關係，即是衝突；地緣經濟則

是雙贏，可以合作。熊玠表示，習近平若能抓住
地緣經濟原則，處理中美關係，可達致兩國雙
贏。當然，地緣政治的影響不可能完全消除，它
將與地緣經濟並存，不過地緣經濟將愈趨重要，
這也是未來國際關係發展的大方向。

熊玠暢談國際時勢，涉及的不只是當今政
治，他還對歷史、文化和哲學娓娓道來，當中
包括中國文化的陰陽觀，以及引申出來的「吃
虧哲學」。他認為這思想在外交上也能加以應
用，肯於吃眼前虧，將換來更長遠利益。

「韜光養晦」方針不應違背
他指出，「吃虧哲學」植根於陰陽哲學，陰

到了極點就是陽，反之亦然，所以「吃虧就是
佔便宜，因為吃虧吃到底，就變成正的了」。
回到現實問題，熊玠認為當今中國外交需要融
入吃虧哲學，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外交方
針，即使在今天也不應違背。
回顧人類歷史，大國崛起都伴隨侵略和戰爭，

但熊玠認為中國領導世界的方式不同。他舉了一
個發人深省的例子，秦朝把古羅馬帝國稱作「大

秦」，那麽「美國會叫別人大美嗎？蘇聯會叫別
人大蘇聯嗎？日本會叫別人大日本嗎？」他指，
這反映中國文化裡一種了不起的胸襟。
熊玠指出，當羅馬帝國衰亡，秦漢版圖還不

斷擴大。羅馬征服得來的臣民，終有一天群起
反抗，但中國則是憑藉「服務意識」，讓鄰邦
自願加入中國。他稱，《三國演義》裡蜀漢丞
相諸葛亮對南蠻領袖孟獲七擒七縱，最終讓他
甘願臣服，這也體現了吃虧哲學、以大侍小的
精神。

熊玠簡介
1935年出生於河南省開封市

1949年隨家人前往台灣，1958年移居美國

1967年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

1979年參與起草美國《與台灣關係法》

1987年在北戴河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單獨交談六小時

曾作為現任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的老師

現為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

美國當代美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政治學會、

國際問題研究協會等多個著名學術組織成員

美國近年推行重返亞太政策，外界認為是要圍堵中國。然而日
本拒絕承認二戰歷史問題，與韓國關係惡化，這會否令美國的如
意算盤打不響？熊玠指出，正因為日中、日韓關係欠佳，日本和
韓國才更需要美國，華府透過「分而治之」手段獲取漁人之利。
熊玠引述另一名學者的研究指出，釣魚島（日中）、南千島群

島（日俄）和獨島（日韓）主權爭議，歸根結底「都是美國製造
出來」。他舉例指在194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
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同意，日本戰敗後，日佔的南千島群島應歸
還俄國。然而1951年《三藩市和約》（又稱《對日和平條約》）
沒再提及，蘇聯也拒絕簽約。
熊玠表示，美國的盤算是要保持日本與鄰國關係惡劣，防止日

本傾向社會主義陣營，這和英國統治殖民地實施的「分而治之」
不謀而合。為了阻止東亞國家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這種分治策
略由美國「繼承」下來，延用至今。

熊玠移居美國逾半世紀，對於愈來愈多華人
躋身美政界高層，他認為這只是開端，反映選
民覺得中國的地位漸趨重要。不過熊玠指，美
國對中國仍有戒心，從以往冷戰意識形態，轉
為對中國經濟實力的擔心，美國華人要向上
游，仍面對「glass ceiling」(玻璃天花板)的歧視
障礙。熊玠坦言︰「不管我在美國五六十年，

我自己感覺，他們始終沒認為我是美國人。」

CIA問情報 電話曾遭竊聽
熊玠憶述，1987年從中國回美國後，美國國

務院中情局(CIA)找過他，請他匯報中國的情
況，他沒理會。後來熊玠家電話遭竊聽，有一
次他太太用分機接電話再轉給熊玠，熊玠太太

掛斷電話後，熊玠聽到一把聲音說「It's ok」(可
以了)，熊玠立刻本能地說「It's not ok」(這不可
以)。熊玠估計是竊聽者聽到掛斷電話的聲音，
沒想到那只是分機。
另一次是熊玠夫婦外出後，熊玠的大兒子在

家看到一名警員進入後院，理由是警鐘響了，
因此來檢查。可是熊玠表示，當時家裡警鐘功
能沒開啓，因此也不會響，猜測對方是「假警
察」，借故來後院的電話線安裝竊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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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告別動盪不安的2014年，但國際政治和經

濟紛爭在2015年仍未有解決跡象。本報記者專訪

近日訪港的美國著名華裔學者、紐約大學政治系終

身教授熊玠，細聽他訴說國際時勢、大國博弈。他

指出，目前全球大勢由「地緣政治」(Geo-politics)

轉向至「地緣經濟」(Geo-economics)，這是了

解冷戰後中美關係、以至整體國際關係走向的關

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孫志賢

曾與鄧公相約九七
憾未共睹香港回歸

華人地位雖升「玻璃天花」仍在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日本與中國等鄰國關係成為
焦點。對於有論調認為「中日難免一戰」，熊玠指兩國正在玩一場遊
戲，盡量讓對方先出手。由於日美安保條約是防衛性質，日本不敢妄
動，「故意逼中國動手」，但中國也看穿日本的意圖，因此雙方僵
持。熊玠估計，中日軍事衝突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意外擦槍走火。

釣島問題 日邏輯奇怪
熊玠還表示，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日本有一種「奇怪的邏輯」，

認為釣魚島屬於日方，無可爭議。熊玠反駁這論調，指出日方的
「our claim is indisputable」（我們的主張無可爭議），並不代表
「there is no dispute」（這事情沒爭議）。
熊玠指出，日方曾稱釣魚島是美國在二戰後「轉移」給日本的，這

說法站不住腳，因為美國只對釣魚島有過
「行政權」，而非主權，何以去到日本
手上就有主權呢？2012年日政府向栗
原家族「購買」釣魚島部分島礁，
這也不合理，若日方堅稱釣魚島屬
於它，就無需上演買島鬧劇，這等
同自打耳光。

美分而治之美分而治之 製東亞矛盾製東亞矛盾

肯吃眼前虧 換長遠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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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玠認為地緣經濟將熊玠認為地緣經濟將
比地緣政治更重要比地緣政治更重要。。

本報記者孫志賢本報記者孫志賢 攝攝

■■中國去年與俄羅斯中國去年與俄羅斯、、印印
度度、、巴西和南非組成巴西和南非組成「「金金
磚國家開發銀行磚國家開發銀行」，」，發揮發揮
自身影響力自身影響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學者指南千島群島（圓圖）和
獨島等主權爭議「都是美國製造出
來」。 資料圖片

■■熊玠熊玠19871987年與鄧小平長談六小時年與鄧小平長談六小時。。
圖為鄧小平當年照片圖為鄧小平當年照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熊玠教授向本報記者深入分析中美關係。
本報記者孫志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