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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
局面。
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
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意于过去的“国际政治”。
18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
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而今200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
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
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
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
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
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
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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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提供一个研究基辛格外交政策与战略的新视角。
本书试图利用已经公布的档案材料和历史学家们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大战略或者说战略学研究的角度
对基辛格所参与构建的外交战略及其战略思想进行系统考察。
正如标题为《有缺陷的设计师》和《盲目的先知》两本著作所揭示的那样，笔者总体上对基辛格的外
交思想与战略持积极的正面评价。
在思想层面，基辛格以历史为规范模型所建构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的原创性，他辉煌的人生
经历赋予了他思想独特的价值，特别是他源自欧洲思想的外交理念与美国文化传统的冲突所体现出的
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思想困境，也是美国外交乃至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在政策与战略层面，在60年代末美国外交面临的困境下，美国的战略调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虽然尼
克松-基辛格外交风格与美国外交传统有着强烈的反差（这是导致对尼克松-基辛格外交巨大争议的重
要原因），但是从战略调整的意义上来说，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并不能忽视
这一成就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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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洪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战略和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
美国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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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亨利·基辛格无论是在思想倾向还是在外交政策上都与美国主流外交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其漫长的著述生涯中，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主题，那就是对美国外交传统及外交政策的批判。
作为一个移民与皈依了欧洲思想传统的学者，基辛格几乎是站在一个他者的立场看待美国外交及其传
统的。
而这一批判视角使得基辛格的评论入木三分。
在50年代初，基辛格刚刚开始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时就以美国外交批评者的面目出现。
在1957年出版的最初两部专著中，《重建的世界》侧重于通过拿破仑战争后重建国际秩序的历史构建
其理论模型，从而批判美国外交传统与之相较所存在的种种误区，这一理论模型以维也纳体系为最典
型的范例，是基辛格批评美国外交的理论出发点。
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则直截了当地对美国当时的核战略、核外交政策进行批判。
这种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持续到基辛格加入尼克松的外交决策班子，在退出公职后他的批判言辞变得缓
和，但是依然以资深政治家的身份不停地就美国外交政策著文立说，试图以其固有的一整套外交理念
影响政府的决策。
同时，基辛格的批判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种批判几乎是理念上的或者说战略上的，很少针对
具体的政策行为或决策者。
但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人生经历不可避免地使得基辛格的思考打上了美国理念与思维方式的烙印
。
一、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性质本文第一章 的研究表明基辛格是欧洲大陆思想的传人，从思想倾向来说
更多地体现了欧洲的保守主义、权力政治信条，而不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由基辛格的人生经
历和学术渊源共同造就的。
基辛格这种思想文化传统的烙印也体现在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他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批判就是建立在
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从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出发，基辛格站在他者的立场对美国外交进行批判。
克利瓦认为：“基辛格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描述美国精神及其外交政策的岛国性质（insularity），而
这种态度是欧洲的美国研究者德·托克维尔、洛德·布赖斯和D．w．布罗根的标志。
”①基辛格的旁观者立场使他在观察美国外交时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欧洲视角，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
提出了外交政策的“岛屿一大陆类型学”划分，这种划分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类型的外交传统：岛屿
国家的外交和大陆国家的外交。
地缘政治一词是基辛格经常使用的概念，但是外交政策“岛屿一大陆类型学”的二元划分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地缘政治分析。
外交政策“岛屿一大陆类型学”的二元分野成为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这一理论预设
构成了从《重建的世界》到《大外交》等一系列学术研究著作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北美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巨大岛屿而已，美国之于欧亚大陆犹如英国之
于欧洲。
这种岛屿的地缘政治环境培育出了与大陆国家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
在《重建的世界》中，基辛格将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分别称作“大陆政治家”和“岛屿政治家”，他们
所代表的国家虽然都曾经为击败拿破仑的帝国野心而战，但他们却是从不同的外交理念出发。
“英国曾经反对过法国革命的对外计划，其目的是为欧洲有一个阻止征服的结构而战。
奥地利及其他大陆国家曾经被法国革命带到解体的边缘，从地理和心理来说，它们不可能孤立，它们
是为欧洲有一个“合法性”体系以挫败普遍性的征服而战。
⋯⋯英国的梦魇是大陆和平排斥英国。
⋯⋯欧洲的梦魇是持久的革命。
”②对于岛屿国家而言，它们的安全概念与大陆国家是不同的，他写道：“因此英国的目标容易以否
定性而不是肯定性的言辞表述。
它们反映了岛屿国家的政策，即如果大陆统一在单个国家的统治之下，那就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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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因此，虽然英国外交也是奉行一种均势政策，但这是一种不同于俾斯麦模式的另一种均势模式，
这一模式是在均势已遭破坏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
基辛格认为：“英国模式是以帕麦斯顿一迪斯累里的政策为典范。
⋯⋯英国的政策是等到均势已受直接威胁时才采取行动，并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①岛屿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就是这种被动反应式的，对大陆的纷争往往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只要
这种纷争不影响总体的均势。
自立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岛国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方面超然于欧洲列强的纷争之外，另一方面对这种纷争加以巧妙利用，增
进其国家利益，或者如基辛格所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边享受均势带来的好处而不用卷入
其中，一边又随意对均势大加挞伐。
”②这种超然的态度与英国的外交风格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他写道：“英国对安全的看法与美国的
孤立主义者差不多，除非发生大的动乱，否则英国都会无动于衷。
”④美国的岛国外交传统是美国的历史造就的，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以简短的篇幅概述了美国
岛国外交传统的历史渊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开国先辈都是一些成熟的政治家，他们了解
欧洲的权力均衡并且很出色地利用这种均势，首先实现美国的独立，继而维护美国的独立。
⋯⋯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以及欧洲的竞争集中于欧洲、非洲、亚洲，美国逐渐认为，两个大洋所造
成的孤立是正常的对外关系形式。
我们相当骄傲地把我们的安全完全归之于我们的信念的优越性，而不是归之于我们的权力，也不归之
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巧合。
”④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基辛格又写道：“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足够强大也足够遥远与世界
的其他部分隔开来，从而形成了一种观点，即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中独一无二的一员，我们可以选择是
否承担国际角色，并且如果我们选择承担国际角色，我们就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战胜使我们卷
入的任何挑战。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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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雏形是2001年春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的书稿与之相比，篇幅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博士论文完稿之后；尼克松一福特总统任内的外交档案才逐步解密，研究者开始对
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更为可靠的历史研究，从而平息那些道听途说的怀疑、猜测以及先人为
主的评判，对基辛格外交政策的评价也趋于客观、公正。
这些最新的研究进展使得本书论证更为充分，结论更加可靠。
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亨利·基辛格博士虽然已经年届耄耋，但依然是一位活跃的民间
外交活动家和战略观察家，依然是权威媒体邀约的对象，同时作为美国总统的政策顾问，发挥着重要
的政策影响力。
自20叭年以来他不仅出版了3部新著，还有大量的政策分析评论见诸报端。
作为一部以基辛格的思想研究为主的著作，显然不能无视这些发展与变化。
基辛格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他既是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又是叱咤风云的外交家，对基辛格的系统综合
研究不同时涉及这两个方面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部以其思想研究为主的著作中如何将二者有机结
合起来，组织叙述体例却颇令人困扰。
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权衡之后，我决定从战略研究的角度考察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和政策主张，并作为
第二部分研究叙述的主线以与第一部分的理论研究衔接。
其中对线索相对单一的越南战争进程作了较为翔实的战略史个案研究，以期更为完整地揭示基辛格的
战略思想。
这也许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选择。
当然，这样的选择也难免挂一漏万，毕竟很难想象在一本小书中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深
人的研究。
因此，本书愿作为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能为基辛格研究、美国外交的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
的研究有所贡献。
书中的缺陷与错误都是由于我学力有限所致，希望得到学界同仁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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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们希望演化出与梅特涅体系相类似的东西，在其中权力均衡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得到加强。
”——这是基辛格对后冷战国际格局的认识与期许。
但同时他依然相信稳定的国际秩序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他说道：“当新世纪开始时，中国与美国
之间的关系完全能够决定我们的后代是生活在一个比20世纪更糟的混乱状态，还是见证一个与普世的
和平、进步渴望相一致的新的世界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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