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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文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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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其源头，或许是文化的陷阱。文化引导社会的趋势，尺度十分重

要。当贪婪的疯狂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以后，再来扑灭它，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社会为金融危机支付

的高昂代价，经济层面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了。精神方面的代价其实更加难以衡量！ 

  “文化的陷阱”是怎么生成的？ 

  开宗明义，本文提出如下见解：“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其源头，或许是文化的陷阱。” 

  为了说清楚观点，有必要简略回顾相关的历史。当前的状况，令我们不断想起1929年的大萧条。

彼时全球大衰退，世界经济处于一片狼藉的困境，那应该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那次灾

难，迫使资本主义的精英们紧急寻求对策。于是，在思想层面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在政治层面则是实

行罗斯福新政。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就是资本主义实施了改革，而且是隐晦地向社会主义学习后的改

革。一手学了点计划经济的国家干预，另一手是学了点安定民生的社会福利。由那时至二战结束，世

界的格局，是社会主义的攻势与资本主义的守势。 

  “福兮祸所伏。”飞速变化的形势，让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阵营，产生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盲目感。

其主要的表现，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将取得全球性的胜利，甚至认为共产主义也指日可待。由于自

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无可置疑，自身改革发展的动力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故

步自封的僵化。此时，轮到社会主义急迫地想实行改革了，包括借鉴西方的经验。可惜，很多国家没

有熬过转型的阵痛，其结果我们早已看见，就是上世纪最后十几年出现的苏东剧变。 

  历史常常是惊人地相像。苏东剧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阵营，同样引发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盲目

感。最明显的表露，应该算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论断。福山公开发表此观点是在1988

年，前苏联已经风雨飘摇，但还没有瓦解。因此，当一年后的突变把世界打晕的时刻，西方人未免把

福山看成了现代预言家。福山的思想占据了西方社会意识的制高点。几年之后，福山曾经写过一篇文

字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声称他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并不专指美国制度，学理上更推崇欧盟的实验。

福山自我辩护的背景，是美国四处点火的战争，引发了西方知识界的批判。但是，福山的观点已经不

是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所谓“历史的终结”的想法，在美国上层获得了广泛的赞赏，似乎美国式资本主

义的无往不胜已经成为定论。以今天的眼光看，福山的偏激显而易见。只要地球人存在，历史便无法

终结，多元的思想、制度的竞争，也将继续时而激烈时而宽松地延续。不过，在20世纪末的十来个年

头，福山们自信的态度，确实代表了美利坚顶尖学者的战略判断。 

 



  当大学者提出的错误的战略思想，渐渐在社会上扩散，并且获得政治家们的欣赏时，它就演变为

文化上的陷阱。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首先是社会思想以及国家行为的变形。美国的主流意识，一般是比较保守

的，倾向于尽量少介入外部世界的纠纷。美军在越南战场的失败，加强了这样的保守意识。上世纪80

年代，我以作家身份访问美国时所见到的知识分子，谈起战争与和平的话题，无一不是反对去别国打

仗的。近一二十年，感觉那里的情况变化很多。所谓“新保守主义”，大体是“以攻为守”的主义。大概

是相信了历史即将终结，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不可阻挡地向全世界推进，美国当权者开始强化

世界警察的意识。他们在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行动，是那样的意识的具体实践。我

想，事情闹到今天，美国的主流意识应该渐渐回归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对从伊拉克脱

身有了明确的时间表，这就是转变开始的明显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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