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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来，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算是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的“小兄
弟”。
这个“小兄弟”今天所以能在科研院所的大雅之堂占据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它承袭了以往各种思想和
学问的传统，在此之上建立了有特色的研究领域，解释了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现象，提供了不同的思
路与对策。
拿中国人熟悉的事例来讲，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流派，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思想
家的革命思想和理论，如英国人霍布斯鲍姆对二十世纪的反思，美国人沃勒斯坦的大历史观，拉美一
些学者的“中心／边缘”学说，埃及人阿明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批判，以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和
游击战理论，等等。
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权力政治学派，则继承了哲学、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追求实利
的方向，典型如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各式国际战略思想、“囚徒困境”假设或非零和学说等等
。
20世纪后半叶特别兴盛的科学主义浪潮，无一例外地洗刷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角落，形成了诸如博
弈论、系统论、行为主义、模拟仿真过程、计量统计学派等研究趣味。
近十余年快速兴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则受到语言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多年前已开始的解构方法和语义
分析及后现代批判等理论派别的启迪，发展出国际关系学自身的一个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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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治来博士专攻的方向之一，是重视研究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学传统。
众所周知，历史学是一种极具容量又极其繁杂的智慧之学。
它通过对既往事件、人物、文献的归纳／梳理／考察，揭示特定历史过程的规律和特性，发现重复性
现象的内在联系。
对历史的阅读，加上历史学者的概括与引导，有助于人们减小自大与无知，缩短学习和改善的时间。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专业研究者所说的“历史学的态度与方法”(包括相关的分析工具和视角)承袭了
这一优点。
那些国际关系史家，如外国的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中国的李慎之、陈乐民，大多具备一般人
不具有的宽广视野和洞察力，熟悉各种重要典故与大事件；他们既能看到日常生活不易察觉的历史性
线索，又能在大的危机发生时保持历史学家的淡定。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它能弥补研究者的很多缺失。
比如，它有助于平衡数理方法(或者说广义上的“科学主义”)的某些滥用带来的不良倾向，保留我们
对于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想象空间。
不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学传统不像其它学科传统那样容易识别，它缺乏现成的归纳与划分(更不
用说“成体系的东西”)，很多国际关系史学家拒绝把自己与特定的学派门类挂钩，研究者只能从零散
的、大量的、随机的、个性化的著述中，抽取提炼可以称作“历史学”的精神与逻辑。
恰似硬币有两面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也有它的独特魅力和特殊困难，真正领会这种传统
绝非易事。
现在，治来的《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一书为我们增进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底蕴的理
解，提供了一种设计有效的探究路径。
作者的一大优势，据我的了解，是他喜爱这种研究传统，也熟悉其他思想流派，因而笔端下看似不经
意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平衡感与公允的批判性，同时展示了国际关系研究之历史学传统的长处与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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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治来，山东日照人，法学博士。
现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旨趣为国际政治理论的比较性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译著），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欧洲
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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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国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在三十年战争以后的近四个世纪里没有出现实质性进步：国际政治的主体
还是民族国家，国家体系的性质还是无政府性。
从托马斯·莫尔写作《乌托邦》起，多国体系及其成员行为的基本特征依然如故，国际舞台上演的仍
然是同样古老的情节剧。
国际关系理论家所阐释的都是同一事件模式，所致力解决的都是同样一批问题。
在阿诺德·沃尔弗斯（Amoldwolfers）看来，由于国际舞台没有发生渐进的变化，所以有些国际关系
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以往的国际政治观，尽管研究国内政治使用历史方法是习以
为常的事情。
这样一来，理论不是和多国体系的某一时期相联系，而是和一种绵延四个世纪的、单一固定的历史状
况相联系。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不受人类力量左右的自然事实，那么解释国家间关系的理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说国际关系有什么“理论”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是政治哲学家做过的工作，即描述国际无政府状
态中存在某种基本的法律秩序。
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根本不需要研究历史。
4.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部变化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该学科的一些明显变化促进了历史与国际关系
理论的分离。
例如，年鉴学派不赞同书写纯粹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外交史的做法，而是主张把民族国家的历史
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分开。
再加上，年鉴学派认为应该把历史分成各种专门史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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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间过得真快，光阴稍纵即逝。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完成的。
博士论文完成后，自己曾考虑做些修订后尽快出版，但是后来又改变了原先的打算。
工作期间，自己愈发重视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希望能够对国际关系学中的历史学传统的探索更
为扎实和深入一些。
虽然书稿历经反复修改，但是自己依然充满快乐和期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以下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王逸舟研究员给予
的指导和帮助。
无论是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书稿的修订，王老师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使我倍受鼓舞。
感谢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秦亚青教授。
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秦老师就博士论文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建议。
在博士论文的撰写期间，也得到若干老师的帮助，他们是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庞中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少军研究员、
李东燕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牛军教授、张小明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楚树龙教
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

编辑推荐

《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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