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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作为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个大国隔海相望。30 年前，中美正式建交，

此后两国间开展了各方面的交流联系。30 年后的今天作为这一产物的延续，我也很荣幸地

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之中。 

 

     2007 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研究基金会的华盛顿暑期实习计划，作为中国大陆地区

的六名代表之一赴华盛顿实习，同时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选修了政

治学等课程。能在乔治城学习让我非常激动，因为我一直酷爱美国电视剧《白宫风云》

（The West Wing），其中总统的女儿左伊正是在此就读。坐落于华盛顿西北部的乔治城

大学，培养出了全美最多的白宫和国会山实习生。 

 

     我在华盛顿学习和工作的三个月当中，乔治城大学对我们进行了大大小小很多次考

试，主观题、客观题、答题蓝本、复习资料等忙得人仰马翻。我一直都在琢磨怎样把一个

问题说清楚，客观题的复习怎么抓住重点，主观题的回答怎么组织地更准确、全面。但答

案真的比问题本身更重要吗？正如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我们提出的问题就

是我们生活的边界。”有些时候事情并非那样显而易见。 

 

     美国同学喜欢炫耀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开国元勋建立了第一个完

全以宪法为依据的国家，也就是一个建立在理想信条上的国家。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些理

想又被现实鞭策和磨砺着。作为这种国家模式的第一个先例虽然问题重重，但总的来说还

是成功的，这些能让我的美国同学滔滔不绝地说上一气。 

 

     我们选修的政治课上，教授谈到美国的政治体制总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谈到其他国

家总是哀叹民主的缺乏。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呢？全民选举就是民主吗？民众享有多大

的自由才是民主呢？总统候选人在电视辩论节目中争得面红耳赤就是真的民主吗？美国的

教授和同学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时，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的室友萨拉来自布什总统的老家德克萨斯州。生在传统的共和党重镇，她自己作为

民主党人算是个“异类”，她也为此而骄傲。所以从德克萨斯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华盛

顿国会山当了参议员的助理。她总是骄傲地谈起她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选择自己信奉的

政治观点，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选择自己的朋友、工作和生活。似乎对于萨拉来说，民

主的含义就是选择的能力。 

 

     谈到选择，这个话题不应局限在个人角度之上，一个国家因为历史、文化的差异，也

存在选择政治体制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截然不同，但在新闻媒体的描述中，这

种不同多被歪曲，丑化，使美国民众产生种种误解，从而得出了中国不民主的结论。我想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种种难题，何况是社会结构复杂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怎么能用一

个僵化统一的模子套用在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呢？ 

           

许多中美两国的芥蒂并非始于恶意而是误解。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都应考虑我们评价的标

准是否符合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状况。我一直觉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罗

伯特·吉弗先生对中国的理解深刻又准确：“当你在空中俯瞰中国，你才能意识到摆在中

国政府面前的是个何等巨大的工程。整个欧洲、北美和南美洲有十五亿人口，分别居住在

五十个主权国家之内。而在亚洲几乎同样多的人口全部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这便是中

国。与其说他们在建设一个国家，不如说他们在建设一个大洲。” 

 

    有人说，认识你的国家始于离开她的那一刻，此话不假。我在登上去往华盛顿的飞机

时，意在了解美国，坐上回北京的飞机时，才发现所有原来对中国的理解和误解都有了新

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