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

义呢!我自己在写作"互惠#这个

主 题 $%!"#$%&'($)* $+

$+)"&+,)$'+-. &".-)$'+/&'0123'45'

6'.78" 9: 4//7" ;(的时候'我们

美国大部分人都觉得权力是关

系性的 $&".-)$'+-.('也就是说 '

在行为体之间总是有一个关系

的特征) 我想了解秦亚青的理

论和这个%关系&有何不同)

我对%道义现实主义&这个

概念也有一些想法) 我刚开始

发展我的理论时' 写过一篇

文章)其核心内容是%탞正结构

现实主义&'这成为后来我主编

的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

$;<23(中的一章即 %结构现实

主义及其超越#)我并没有否定

现实主义'认为它完全是错的'

而是说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

东西)

我的论点是' 我们之所以

有这些国际制度' 是因为它们

能够提供信息' 并且也为行为

体提供合法性' 能够让不同的

主体在此谈判, 쎳易, 相互合

作) 떫是我想有些人士并没有

仔细阅读我的作品' 实际上我

每本书的核心都是基于一种深

层的现实主义)我在*权力与相

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

治 +$与约瑟夫!奈合著 ';<==(

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国家间

的关系非常受到大国间关系的

影响) 我对这些现实主义的基

本要素从来都不排斥)

컖尔兹发展的现实主义

里'一点道德维度都不包括'因

而是不完整的)实际上'쒦根索

的现实主义, 뾨尔的现实主义

乃至凯南的现实主义' 都不是

这样的) 美国学界的那个结构

现实主义版本' 去除了所有的

道德内容)

我觉得阎学通的理论听上

去和阿诺德/컖尔弗斯 $>&+'.?

@'.A"&/';2<B-;<32(很像) 컖

尔弗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떫

他的研究里包含了对道德的思

考)实际上'大部分的人以及大

部分表达' 都相信他们自己的

行为活动中或多或少包含了道

德的目的' 뺡管他们确实是在

追求利益---使用权力来追求

利益)像基辛格就是一个例子'

他受到许多大领导人的仰慕 '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基辛格一直

也有自己的道德诉求)

릲生理论与实证主义

基欧汉. 演化论有否影响

你们的理论! 我来讲讲为什么

我会提到这个)

我 =3 쯪了'很可能不会再

发展什么新理论了) 不过如果

我真要发展一个的话' 那么很

可能就是一个关于演化论的理

论) 냑演化论直接运用到社会

生活当中'可能轻而易举'좴异

常危险---过去已有许多人这

么干过了) 实际上他们错误地

运用了演化论' 所以我对此是

十分谨慎的)

떫我感觉这和您刚才说的

%共生&有关) 我想您强调的应

该 是 % 共 同 演 化 & $(' C

"D'.7)$'+('而不单单只是演化)

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

去年夏天我读到一本关于帝王

蝶$8'+-&(E F7))"&A.*(的书) 帝

王 蝶 的 幼 虫 只 吃 乳 草

$8$.GH""?('떫乳草是有毒的 )

吃了乳草的帝王蝶' 有半数都

死了' 떫是另外的一半活了下

来'而这些活下来的帝王蝶'带

着从乳草中获得的毒性' 쇮吃

它们的鸟类中毒)实际上'为了

杀死那些吃它们的帝王蝶幼

虫'乳草一直在不停地演化'发

展出新的毒素) 而帝王蝶也在

一直不停地演化' 发展出新的

抗毒性)这就像军备竞赛一样)

我想这大概可以作为共同演化

的一个例子)

我认为你们正在发展的是

一个很有前途的理论' 和中国

延续了多年的文化有关' 同时

和演化论的思想也有关)

죎晓.我们没有用演化论"

我们有自己的理论来源# 떫谢

谢您提及演化论" 믲许我们可

以给予其更多关注#

我还想和您探讨的是 "在

我们这里有一个批评" 认为实

证主义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影

响太大了# 批评者以 $国际组

织%&!"' 这本重要学术杂志为

例"说看看这上面发表的文章"

都是实证主义的# 这里隐含的

一个意思就是" 这是一种看待

问题的美国方式" 以及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的美国方式#我想"

在美国方式( 펢国学派方式和

中国方式之间" 可能确实有这

么一个差别存在#

基欧汉. 我的看法是这样

的'我也做过规范性的研究'如

我的*냔权之后+$;<29(的最后

一章) 我也曾和哲学家一起写

作关于%퓰任&等问题) 所以说

我也是跨界的)

实证主义这个词肩负很多

重含义) 我们在讨论实证主义

的时候' 就是取一个简单的意

思---它本质上是一种逻辑的

过程) 也就是'从理论上讲'我

在理解世界的时候' 不是那么

有意地自带一些规范性的假

设)쯤然任何人都能意识到'你

的任何企图,行为'都天然地带

有一种规范性的目的) 做实证

研究的动力总归还是规范性

的)有了一个规范性的理由'你

才能够更好地进入这个世界)

떫当我们试图具体地去理

解国际制度如何运转, 合作是

怎样生成的, 冲突又是由什么

导致的时候---一旦你跨过这

条线'问了这样的问题'接下来

的探索就必须是纯粹的实证研

究了)我们写书的时候'开头和

结尾都是规范分析' 中间是实

证研究) 即便大部分人不认同

我所作的规范分析' 떫他们还

是能够理解并且批评我的作

品'就是因为中间的实证部分'

是基于逻辑的基础)

对我来说' 实证分析并不

是一个脏词儿' 떫它也不意味

着整个领域) 如果你只做实证

分析' 就没法提出更宏大的问

题)刚才提到的齐恩那本书'他

的实证分析背后就有一种道德

信念上的驱动---他相信所有

的国际制度都应该是合法化

的'캨有具备这个特性'才足以

引导行为体的活动0 而在国际

制度治下的那些行为体' 也就

更能够接受它)

任何想要研究世界政治

中的道德目的的人 '都应该对

世界政治的实证研究有一个

非常完备的理解) 我不知道你

们是不是对实证分析采取批判

的态度!

죎晓. 我多少还是持怀疑

态度的# 实证主义成为美国社

会科学的主流已有四十年 "쯼

认为那些没有办法验证的东西

都不是科学" 죎何理论要具有

科学性"뇘须是可验证的#我对

这种科学主义"是不以为然的"

튲写了文章多次加以质疑#

基欧汉. 我还是认同实证

主义的基本看法的) 떫我想美

国的社会科学现在确实可以说

是步入了歧途'至少错了 ;I 到

B: 年) 就像您一开始说的'越

来越多的研究都集中在细琐的

小问题上 '我们对 %可验证 #持

一种过于狭窄的理念' 并且认

为对所有问题的研究和处理都

应该得出具有因果关系的结

论)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比二

三十年前更加懂得' 要做出一

个因果关系的判断有多难)

我在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

设计+$与加里!金( 쾤尼!캬巴

合著 ";<<9(中也说到 '一开始

他们是将科学等同于量化研

究'接下来他们说'量化研究我

们已经做得够多' 我们得保证

里面出现一些因果关系) 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所谓的实证研

究'都是非常随意的'几乎就等

同于在设计事实)

这样的研究是会走向死胡

同的' 떫我并不觉得实证主义

会走向死胡同) 如果我持续在

我的研究当中注入道德观点 '

那么那些不接受我这个道德视

角的人' 就不可能认可我的工

作) 因此'还是要给研究设限'

以某个局部的论证来说服别

人)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同时面

对有冲突情绪的两国的民族主

义者' 试图用我自己关于 %合

作#的观点来说服他们'那么他

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拒绝我将

观点强加其上' 떫如果我给出

的论证方式是一个实证的分

析'当中有合乎逻辑的内容'那

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接受了---

为了他们长期的利益' 而遵守

一定的国际法规) 如果这样去

交流'쪤算会更大一些)

죎晓.틲此您认为"컞论是

什么理论"用你们的术语来说"

쿖实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还是

社会建构理论" 都可以是实证

化的#

基欧汉. 是的) 现实主义

里'쒦根索不是那么实证化'他

一直在给几乎所有内容注入他

的道德观点)相比之下'컖尔兹

就是一个严格的实证主义者)

붨构主义也可以是实证

化的 '쯤然他们整个地摒弃了

真相或真实这个概念) 像凯瑟

琳/西金克$J-)E&*+ K$GG$+G'릩

职于哈佛大学政府学院( 就是

一位实证主义者' 也是我的一

位朋友' 쯽在人类权利和规范

方面都有非常强的道德原则 '

쯽在研究当中也使用一些证据

来检验我的观点)

죎晓. 펢国好像不太有类

似这样的研究" 뛸是有自己的

特点和追求#

基欧汉.您说得对'我不觉

得英国学派是一个非常大的理

论派别'因为他们还不够实证)

他们作品中的历史讨论很有价

值'떫对我来说并不怎么新鲜)

他们在历史和他们所宣称的理

论之间 '来来回回 '랴复摇摆 )

我看不出来' 他们的这些研究

中哪一个部分是谈历史' 又是

从什么地方开始谈理论!

斯坦利/믴夫曼 $K)-+."*

L'AA8-++';<B2-B:;I(算是美

国学者中最接近我们现在所说

的英国学派的人了) 他是一个

很好的老师' 我从他那里学到

了很多'也很爱戴他'떫我也有

不满意的地方. 他没有区分规

范分析和实证分析) 믴夫曼的

道德理论深深根植于他逃离纳

粹魔爪的个人经历' 这样的经

历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对

世界的感知) 他有很强的道德

观点' 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

的人 '对于国际关系有十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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