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一个知识分子

群体就世界体系给

出理解框架

任晓! 我想请您谈谈您对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况的

看法! 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国际

关系理论界缺乏大理论" 缺乏

大胆的观点和勇敢的思考#$$

他们觉得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

讨论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

题% 不知您的感觉&펡象如何'

믹欧汉! 맽去 !" 年来"我

们确实没有产生大理论# 떫要

说全都在讨论细节"也有例外#

쏗夏埃尔$웫恩%#$%&'() *!+,"

릩职于柏林社会科学中心 &对

国 际 制 度 %$,-(+,'-$.,')

$,/-$-0-$.,/&的观察 "就是建立

在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他

认为" 当前的国际制度遭遇了

合法性的困扰"떫一直以来"它

们 承 担 了 很 多 治 理

%1.2(+,',%(&的工作#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判断" 这也是一个

十分偏向以制度为中心的观

点" 짵至比我自己还要更偏向

制度# 他给予了这些国际制度

以更大的重要性" 也给它们更

大的自主性" 很大程度上受到

了欧盟'''作为既有的存在的

欧盟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以欧

洲为中心的制度主义) 的一个

发展#

펢国学派也讨论大问题 "

他们以国际社会为研究主题 "

떫对我来说" 펢国学派更大程

度上是一种历史体系" 我并没

有看到他们有什么重大的理论

进展#欧洲的大政治理论家"쫴

于一个不同的世代了" 像卡尔

这一辈#

任晓! 一般都认为卡尔是

现实主义理论家" 떫他的思想

是丰富的"其代表作(뛾十年危

机)中有一章是写*现实主义的

局限性+%当今的现实主义则不

断固化自己的立场" 自我封闭

起来"有的甚至推向极端"比如

米尔夏默 ,!"#$ %&'()*+,-+(-

的所谓 *进攻性现实主义+"볲

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컖尔

兹的 *结构现实主义+ 极其静

态"这种理论会束缚人的思想"

看不到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您

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何

看法'

믹欧汉! 我想现实主义现

在还是生机勃勃的" 쯤然他们

很长时间都没说出什么新东西

来了# 他们现在显得非常地雄

辩" 짵至还有一些决定论的感

觉"说一个国家应该做这个*做

那个"或者什么事件不可避免#

这些观点非常有市场" 尤其是

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往

(美国第一 )的方向发展 "更是

给现实主义添砖加瓦#쇭外"中

国的崛起也是一种助推# 所以

你会听到有很多人说" 现在有

个 (탞昔底德陷阱 )"떫我不觉

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理解方式#

实际上" 现实主义现在是

被复兴了"要知道近在 344" 年

代" 它还处于守势" 需要自卫

呢# 因为那时候"也就是 !" 世

纪的最后十年" 是国际合作正

在不断增长的十年"那时候"国

际和平似乎是一个主导趋势 "

쯤然也有南斯拉夫解体* 冲突

这样当时认为是例外的情况 #

떫现在" 我们似乎重又在大国

冲突中感受到了真正的威胁 #

当前这个时代"(죭实力) 这个

概念也不像 !" 年前那么重要

了# 所以我说现实主义里似乎

没有什么新东西" 还是在沿着

老路走#

我倒是很想知道" 在中国

这边"是否有新的理论进展+

任晓! 关于国际关系的中

国学派建设" 现在我们这边确

实有一些进展% 有一本包含了

不同观点的英文文集 (建构中

国 学 派 国 际 关 系 学 )

,."/01+23+"4567-"就是讨论这

个问题的" 其中包含了不同观

点的论辩% ퟮ新的重要进展是

秦亚青教授的新著 (世界政治

的 关 系 理 论 ) ,8 .&1'0,"$'1

9*&"(: "; <"(12 ="1,0,>)" 붣桥

大学出版社"45?@-" 以及阎学

通教授的 *道义现实主义 +理

论%这个词听起来似乎矛盾"떫

他的确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中

汲取营养" 新书明年将由普林

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뗚三是

我们上海的一些社会学& 哲学

和国际关系学者试着提出和发

展的 *共生理论 + ,):-A,"0,>

0*&"(:-" 包括我本人在内% 这

是在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

论努力方面三个具有代表性

的进展%

믹欧汉! 我很高兴听到有

这样的进展#因为"显然中国现

在已经崛起为一个大国" 我们

需要一个中国学派# 죎何一个

大国都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就世界体系给出一个结构 *一

个框架" 쪹得本国的人们能够

理解世界体系#

从某种程度来说" 现实主

义 是 乔 治,뾭 南 %5(.+1( 67

8(,,',"94":'!"";&在冷战时

期提供给美国的一种理解世界

的框架"뛸制度主义是给 94<"

年代的政府提供了一种理解世

界的框架" 떫是它尤其为后来

的克林顿政府所吸收# 这届政

府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

一种大体为制度主义的看法 #

所以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会需要

一个"或许不止一个"理解世界

的宏观视角#

我想知道您提到的这三种

中国的研究进路中" 有什么共

通的地方+ 又各自从中国的历

史和文化中汲取了哪些特别的

元素+

我这么问是因为" 像制度

主义的理论" 实际上是深深根

植于美国的文化" 根植于自由

主义的# 制度主义是非常美国

化的一种理论# 웫恩的作品则

是非常欧洲化的" 因为他对于

欧盟采取了一种非常看重的立

场" 뛸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

中" 欧盟很可能并不会具有这

么大的重要性#

任晓! 我想我们的一条共

同线索都是在主张一种由中国

人建立起来的理论 % *中国学

派+ 这么一个词通常会被误解

为是民族主义的" 人们会很怀

疑说这些人是不是民族主义

者' 떫实际上我们想要说的只

是" 这些理论是由中国本土的

国际关系学者创造性地建立起

来的"具有中国的视角&关怀和

思想底色"믲者是在中国哲学&

샺史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

发展而来"而非舶来的% *中国

学派+的涵义不过如此"떫确立

的标杆还是比较高的" 탨要作

出自主的&뷅踏实地的努力%对

*中国学派 +一语的误解 "쾣望

能够逐渐消除%

秦亚青的核心概念是 *关

系性+,(&1B0,"$B1,0:-" 也就是用

这个概念来看待和处理不同行

为体之间的关系% 他还有一个

概念"*过程+%这是他的两个核

心概念%

阎学通发现道义在中国思

想里是如此重要"同时"他又自

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试

图结合两者"于是称之为*道义

现实主义+%对于有的人来说这

也许是矛盾的" 틲为 *现实主

义+是强调权力&샻益的%

我则编辑了一本文集 (共

生###上 海 学 派 的 兴 起 )

,45?7-% 我们也是基于中国的

思想传统" 쿠信自然界与社会

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 믲可

以是"共生的%쯼们不仅仅是共

存" 而是超越于其上" 쿠互激

发&쿠互补益"탎成为一种生生

不息的状态"谓之共生%

믹欧汉 !我理解 "在中国 "

(맘系) 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没

有人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原子式

的个体"뛸都是社会的一部分"

你会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地方或

某个家族的一分子" 这和美国

的个人主义大不相同#뛸这对于

一战之后! 国际关系学

开始逐步脱离历史学和法

学!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 웤

中的政治现实主义成型于英

国名家 !"#"뾨尔#!"#" $%&&!

'()*$')(*% 对威尔逊理想

主义的批判!솽方对于如何消

除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

类灾难! 有截然不同的主张&

在德裔美国学者汉斯'쒦根索

(#%+, -.&/%+01%2!')34$

')(3%之后!现实主义成为国

际关系学的主导理论& 行为

主义运动则使这一领域在美

国变得高度科学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

教 授 的 罗 伯 特)基 欧 汉

(5.67&0 87.1%+7!')4'$ %

以*냔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

中的合作与纷争 ,(')(4%等

著作闻名于国际关系学界 -

쯻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正

是基于对肯尼思)沃尔兹.结

构现实主义/的批判!죏为沃

尔兹 .캴能充分关注跨国关

系0 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

度/!导致对世界政治的理解

有所缺失& 基欧汉相信!国际

制度一旦获得建立! 会自主

自在!펰响国家行为& 쯻注重

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内因素的

互动联系! 由此发展出 .合

作/.复合相互依赖/等概念!

进入.좫球治理/等议题&

9 퓂下旬 ! 基欧汉教授

受邀来到复旦大学世界社

会科学高级讲坛 !发表 .냔

权之后 +制度化合作与世界

政治权力转移 /的讲演 & 뷥

此!*컄汇学人, 特邀复旦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

与基欧汉教授就当前的国际

关系理论0 实证主义以及国

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等议题进

行对谈&

,쿂转 7 版- !

럃谈录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学人!

웕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믹欧汉"뢴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任晓#

쿖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太过美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