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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仍须选择其他系科作为 !主
专业 "# 项目的要求也简单明
了$ 在完成原有常规系科的课
程之外% 学生必须选修有关东
南亚知识的研讨课以及东南亚
语言课& 而他所撰写的论文主
题% 也必须和东南亚区域主题
相关#

很多人都会认为卡欣的举
措过于保守'妥协#但是如果对
比其他某些研究中心的状况 %

我们就能认识到卡欣方式的务
实和合理# 与康奈尔同时设立
东南亚研究中心的还有耶鲁大
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他
们起初建成独立的院系% 坚持
单独培养学生% 颁发自己的学
位证书% 结果遭到了很多院系
的抵制和反对%发展艰难%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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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欣的妥协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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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 随着东南亚
项目的壮大' 成熟% 项目也从
!远东研究学系" 中分离出来%

取得了更独立的地位#

!跨学科协作" 是地区研
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地区
研究当然具有很强的 !政策相
关性 "% 但是它远非仅仅面向
!现实" 和服务于政策的学问#

它强调对于地区状况的深度学
术和文化理解# 卡欣虽然主要
研究政治学% 但是他并不夸大
政治学的地位和作用# 他将政
治' 经济' 文化' 宗教等看做
相互关联的方面% 强调无论是
研究政治还是经济% 都不能脱
离开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 比
如% 想要研究印尼的伊斯兰政
党% 就不仅要了解政党的组织
架构 % 还要涉及印尼的宗教 '

穆斯林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等多
个方面# 在卡欣看来% 地区研
究要综合调动和运用政治学 '

历史学' 人类学' 语言学' 文
学% 甚至地理学' 农学等多种
学科资源# 二战时% 美国的情
报机构对此种组织形式已经有
所 尝 试 # 美 国 战 略 情 报 局
(

%&&

) 征召不同学科的学者 %

共同从事某一区域或国家的研
究% 跨越了学科界限# 但是这
种学术组织形式在大学中还完
全是一个新鲜事物% 没有多少
经验可循#

卡欣将东南亚项目打造成
了 !跨学科" 的研究和教学中
心# 东南亚项目创立的宗旨之
一就是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 %

!增进学生对于某一特定地区
的了解% 进而培养优秀的地区
研究者 "# 项目中教师来自各
个院系% 负责讲授东南亚的政
治' 经济' 文学' 法律等各领

域的知识# 项目对学生的院系
背景没有限制% 鼓励来自社会
科学' 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
的学生加入# 在研讨中% 除了
'

位教师主持人外% 项目还会
邀请客座教师讲授特定主题 %

兼及国家历史 ' 政治 ' 社会 '

宗教 ' 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 #

学生被给予了较大的自主性 %

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需要挑选

(

位老师组成 !专
门委员会 "# 在完成少量的必
修课程之外% 他们可以根据委
员会的建议% 自由选择项目的
课程' 确定论文选题# 论文经
委员会

(

位成员的审核% 即可
通过# 这样% 每个学生的兴趣
和专长都可以得到充分施展#

跨学科的组织形式% 不仅
有助于构建关于海外世界的知
识体系% 而且也会影响传统社
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 美国的
社会科学长期以来都是以西方
世界的经验和历史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 经常不言自明地认为
依据西方的经验就可以总结出
通则性' 普世性的理论# 在对
非西方世界的调查研究中% 很
多学者发现所谓 !普世性" 的
理论对某些特定地区并不适
用 # 地区研究的成果不仅修
正' 补充了旧有理论% 而且还
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认
识视角# 随着地区研究运动的
推进和深入 % !文化相对性 "

的理念被加以申述阐扬#

文化相对主义主张 !对外
国地区建立充分认知% 以至于
达成这样一种自觉% 即每一种
文化都有其自我延续的和独特
的形构% 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其
独特的历史当中开发出解决其
生活问题的办法& 没有一种文
化能够绝对地或者天然地优越
于其他文化" !牛可$ 美国地

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 &国

际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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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通过对域外地区' 异
质文明的了解% 地区研究学者
经常发现每种文化都有着对当
地人和社会的独特意义与存在
价值% 所以更倾向于认为不同
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
分 % 反对等级制的文化观念 #

在地区研究和文化相对主义的
引领下% 一些美国人开始重新
理解 !他者 "% 并进而重审自
身文化# 我们虽然不应过于夸
大地区研究的影响% 但是地区
研究对于破除 !西方中心主
义 "' !美国中心主义 " 的确
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往往
为人们所忽视的是 % 美国在
)"*+

年代以后出现的多元文
化主义思潮以及平权运动% 乃
与地区研究大有关系#

跨学科是地区研究的优
势% 但是跨学科经常是复杂和
微妙的% 要面临各种制度和观
念上的不适和障碍# 很多学校

的地区研究中心因为师生分散
在各个院系' 组织架构过于松
散而缺乏认同感# 为了加强项
目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凝聚力 %

卡欣向校长申请了一栋废弃的
房子作为 !现代印尼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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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办公场所 % 亲自带领学生修
缮' 装修房屋# 项目的老师和
高年级学生都可以自由申请办
公室 # !西街

!$:

号 " (

)$:

;/39 <=/1>/

) 拉近了师生之
间的距离% 为学生之间的交流
提供了平台# 著名的 !棕色袋
子午餐会" 就于此举行% 学生
和老师在用餐时交流讨论% 其
乐融融# 师生间的关系非常紧
密 % 以致于东南亚项目得来
!康奈尔黑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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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称 # 就是在这栋房子里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师长的
呵护下% 从众人口中的 !安德
森宝宝" 逐渐成长为一代学术
领袖# 如若没有这幢房子% 东
南亚项目的老师和学生可能就
会分散在校园各处% 缺乏交流
与思想的碰撞% 流于分散# 专
属的活动场所% 也间接加强了
东南亚项目的独立地位#

在美国地区研究特别是东
南亚研究的发展过程中% 也出
现了现代社会科学常见的 !碎
片化"倾向# 东南亚是中国'印
度 '西方文化交汇 '碰撞之地 %

在东南亚国家之间' 半岛和群
岛之间' 古代和近现代之间的
差异性极大# 就连!东南亚"这
一区域概念本身% 也不断受到
质疑# 在东南亚研究发展的过
程中% 很多学者过于专注国别
研究% 而忽略东南亚整体的联
系# 他们的视野也因此过于狭
隘%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卡欣特别强调整体性视野
和比较研究# 他要求学生在选
修国别史课程外% 还必须选修
具有比较特性和 !泛东南亚 "

的课程% 比如 !非殖民化的比
较"'!东南亚的山地部落"'!东
南亚的农村发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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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培养学生对东南亚的整体
意识和比较研究的自觉性# 为
此% 卡欣寻求对东南亚的 !全
方位覆盖 "% 尽力达成每一国
家地区' 各个历史时代的教学
和研究均衡布局'全面发展#比
如%到了

)"*+

年代随着越南战
争的进行% 卡欣发觉无论是康
奈尔还是美国 %对于印度支那
地区的研究都过于薄弱# 在美
国国内学者匮乏的情况下 %卡
欣竭力从海外延聘老师和访
问学者 %甚至利用很多特殊渠
道 %邀请诸如英国前首相安东
尼*艾登 (

<19B-1C D./1

)' 南
越的 !国防部长" 陈文敦到康
奈尔讲学#

卡欣的教学'研究理念%使
得东南亚项目培养出大批诸如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样的优
秀学者# 在整体视野和比较研
究的框架下% 学者更容易超越
相对简单的经验研究积累 %得
到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认识#安
德森日后回忆 % +想象的共同
体 ,的完成 %在某种程度上 %应
该归功于卡欣的培养#

在学术研究之外% 卡欣对
学生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 卡欣认为学者应该肩负
!启蒙公众"的职责# 卡欣并不
是 !无政府主义者 "%他激烈的
言辞也不意味着对国家和政治

放弃希望#相反%他不排斥与国
务院和国防部合作% 悉心培养
其中的年轻官员% 将对明智的
政府的期望寄予他们身上# 他
将这份道德关怀和积极介入政
治的态度传递给了学生# 有很
多外国学生% 特别是东南亚的
留学生%毕业后回到祖国%成为
重要的学术'政治领袖#

在卡欣的领导下 %康奈尔
东南亚项目成为地区研究的
重镇 %!康奈尔模式 "也被学生
带到了全世界的大学中# 赫伯
特*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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