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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讨了时下的热门话题之
一(全球秩序的未来)他在书中
的最终判断是( 无论美国是否
衰落%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终
结*但是%崛起大国无论是作为
单个行为体还是作为集体%都不
会有提供另一个全球秩序的能
力) 阿查亚预期%未来全球将出
现区域性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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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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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
的政治秩序) 具体说来%未来世
界将呈现多元性和复杂性%世界
秩序的管理也将出现权力分散
的局面%美国将和崛起中其他国
家共享权力和权威*崛起中大国
将在各自的区域内建构并维持
区域秩序)

阿查亚对以上观点的论述
基于对现存世界政治结构的分
析) 在阿查亚看来%美国的单极
时刻确实出现过%但是它比美国
衰落主义及其批判所描述的要
更加脆弱和不稳定)他批判了伊
肯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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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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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对-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的论
述%他认为伊肯伯里巧妙地回避
了这个秩序在地理涵盖范围维
度的有限影响) 基于此%他认为
#自由主义的利维坦, 一书对所
谓-自由世界.的阐述%会让读者
因其适用范围&意识形态的偏见
而对其信誉产生疑虑)在此基础
上%阿查亚指出%我们应当对美
国领导之下的世界秩序存有四
个疑问( 其适用范围是否全球
性% 其存在基础是否基于共识%

秩序本身是否充满善意以及美
国是不是真正的和平缔造者)阿
查亚对这些疑问一一展开并解
释道%美国领导之下的世界秩序
只是一个国际秩序%而并非唯一
的全球秩序*而这个秩序的真正
原则是威吓和纷争*这个秩序和
美国本身的-善意.兼被夸大)事
实上%即使是多边主义的国际组
织%其结构也以美国为中心) 美
国霸权之下的多边主义有浓重
的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
义色彩%而非西方国家和区域性
多边主义的发展) 事实上%发展
中国家一直在国际规范的确立

和发展中做着自己的贡献%阿查
亚举例-不结盟运动.%在全球气
候治理中的 -共同而有别的责
任.等%皆为发展中国家之作)

阿查亚对美国中心主义&西
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提出了
挑战) 从学术角度而言%反对西
方中心主义是他的一贯立场)确
实%西方中心的视角很容易让学
者将非西方性和西方性对立起
来) 当学者提出-其他地方的崛
起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

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就已经隐含
了对立性的视角) 鲜有例外%西
方学者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观察
通常可归纳为对类似这样的问
题的回答(-崛起的中国会是现
存规则的破坏者还是顺从者/ .

就国际关系学界的领军人物而
言%阿查亚是屈指可数坚持反对
西方中心主义或者美国中心主
义的学者%这对国际关系作为一
个学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对美国学者一致以-美国
主导是世界稳定的必要因素.为
出发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美国
重振开出的种种药方%阿查亚一
并拒绝接受)他指出这一出发点
既不符合基本逻辑%也不符合基
本事实) 在他看来%美国主导并
非必然%而美国主导的全球世界
秩序的结束对美国和世界也许
都是好事) 遗憾的是%无论从学
理思辨的角度%还是从研究方法
而言%阿查亚很少或者说并没有
引进过非西方视角)尽管阿查亚
极为赞赏赵汀阳&阎学通等学者
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自己并
未做过类似的尝试)这也约束了
阿查亚对改变国际关系学界美
国&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现状
可能做出的贡献) 简言之%尽管
阿查亚秉持反对美国&西方中心
论%但是不管是从学理上%还是
从研究方法上%他未提出过其他
替代方案)

对
未来秩序的分析和预
期% 阿查亚坚持一贯的

研究立场(区域化) 但是他指出
区域化的目的和相关性都在发
生重大变化)在区域间互动更加
频繁和深化的背景下%区域性组
织的定位发生了变化)这些组织
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在承担新
的功能和社会责任) 基于此%阿
查亚认为%区域性世界!新区域
主义"的出现在所难免) 在他看

来%区域性世界和自上而下的地
理分割区块不同%而其中最重要
的新变量是各地区对该地区大
国行为的回应) 在他看来%地区
性冲突和复杂性使得区域性大
国成为世界霸权的道路困难重
重%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
当今世界%武力征服邻邦已无可
能%而大国也意识到他们在世界
范围内的地位和诉求首先需要
得到自己所处地区的认可)在美
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衰落的背景
下%在社会化美国的同时%崛起
大国将在各自的区域内占据主
导地位) 区域性世界在形成中%

但是欧盟模式不是唯一的区域
性秩序建构模式)

他同时指出%区域并非全球
秩序的唯一平台)我们将会面对
一个集体掌管权力的全球时代)

尽管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充
斥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前
所述%阿查亚认为崛起中大国无
法取而代之建构新的世界秩序)

美国仍旧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是它将面对更多的约束)金砖
国家并不拥有利用全球秩序变
化的契机建构自己秩序的能力)

每个崛起中国家都有棘手的问
题%如中等收入陷阱&内部混乱&

区域认同赤字&权威缺失等) 群
体层面而言%崛起国家间严重分
化%而且没有什么因素可以使他
们团结在一起)例如中国崛起受
到印度和日本的密切关注)值得
一提的是%在本书中%阿查亚明
显偏重对中国的分析和论述)他
特别指出中国学者试图从中国
古典文明中提炼思想精髓解释
中国的国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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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提出
建议000例如赵汀阳的 -天下.

论述和阎学通的-王道.等)这预
示着%中国不会是一个现存世界

体系的顺从者)阿查亚特别指出
中国运用权力的能力亟待提高%

比方说公共产品的提供%意识形
态和价值的传播等方面都有严
重欠缺)基于此%他总结到%美国
仍将是世界的中心%尽管美国必
须要通过更民主的方式%并通过
接纳多边国际组织的参与实行
分权) 简言之%在后美国霸权时
代%世界秩序将进入一个区域性
世界和全球协作为特征的时代)

阿
查亚批评约瑟夫1奈早
先的-象棋.比喻太过专

注于-权力.和其相关机制)作为
跟进%阿查亚提出了-复合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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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喻%并指
出在英国秀结束后%美国秀一直
在上演%而这场秀中%美国独自
兼制片人&导演&演员于一身)然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目前世
界已经在进入一种 -复合影院.

的模式%而其他制片人&导演和
演员已经带着各自的大戏悉数
入场) 在他看来%电影院进口处
的安检系统可以理解为世界政
治中的一种联合性&常识性安全
机制) 在-复合影院.的模式下%

多种选择意味着观众对美国秀
可能失去兴趣% 并作出其他选
择) 对国际政治现状的-复合影
院.比喻非常有趣%但是笔者看
来%这个比喻却是本书最大的弱
点)我们撇开进影院之前的种种
约束不谈!例如经济条件等个人
因素"% 阿查亚仍旧忽略了国际
政治里非常重要的权力因素)没
错%在电影院观影%通常情况观
众有几乎不受限制的选择权%他
们可以观赏美国片& 欧洲片&印
度片%甚至泰国片&非洲片等等)

而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作为行
为体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受到

极大的结构性约束) 通常情况%

他们的战略选择非常有限)身处
怎样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秩序%国
家%特别是小国几乎都没有选择
的余地)而全球秩序是不是美国
的独角戏%事实上%几乎连所有
的大国都无法控制)国际体系是
一个演化的过程%其状态要取决
于国家实力的消长%也取决于国
家之间的互动) 遗憾的是%作为
典型建构主义学者的阿查亚%在
这一点上忽略了权力的重要性%

也忽略了建构主义的核心之一(

互动)

很显然%阿查亚的建构主义
视角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运用-社
会化.的工具%并非常有效地将
崛起中国家和美国结合在一起%

也将崛起中国家和他们所在的
地区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而
言%阿查亚在+美国世界秩序的
终结$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比现实
主义视角的霸权稳定论&权力转
移理论以及均势理论等更为全
面和有说服力的画面)现实主义
者的焦点为美国和崛起中大国
的权力角逐%更多的是美国和中
国的关系) 事实上%这是对全球
秩序未来论述的极度简化)阿查
亚的区域视角成功捕捉到了在
后美国霸权时期对未来全球秩
序产生影响的诸多其他因素和
行为体)对于时下学界对世界秩
序这一热点的讨论%+美国世界
秩序的终结$ 做出了明显的贡
献%它为未来全球体系的研究提
供了一面多棱镜)对后美国霸权
时代的全球秩序%+美国世界秩
序的终结$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视
角%并鼓励读者从更全面和多元
的角度去看待全球秩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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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查亚的!复合影院"比喻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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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美国是否衰落!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终结"但是!崛起大国无论是作为单个行为体还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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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在各自的区域内建构并维持区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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