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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研究的深入互动
) ) )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英国学派的启示0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宋  鸥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由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英国学派的启示0 国际
学术研讨会于 2007年 4月 16) 17日在吉林大学召开。英国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英国科学院院

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巴里 #布赞,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政治学系

教授张勇进以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朱瀛泉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当代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刘德斌教授主持, 吉林大学副校长王胜今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 /英国学派对历史的解读 0、 /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学0 和 /英国

学派的理论方法 0, 研讨会采取演讲、评论与现场讨论的形式展开, 与会学者围绕上述三个议题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巴里 #布赞教授和张勇进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演讲并担任集体讨论

的评论人。

巴里#布赞演讲的题目是 5英国学派: 对中国的意义 6, 他首先简要介绍了英国学派的理论
特点以及相关的主要概念, 并将之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比较,

表明英国学派的理论方法更为多元化且更具包容性。随后布赞教授就英国学派对中国的意义进行

了一系列启发式的发问。就区域性国际社会构建中的挑战, 布赞以东亚最为核心的中日关系作为

切入点, 认为中日关系是整合东亚国际社会乃至全球国际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关于中国将在东

亚寻求怎样的发展模式, 布赞认为中国更倾向于一种共存式的发展模式, 在区域性联系中, 如何

构建一种更高层次的联系, /和谐共存0 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张勇进演讲的题目是 5世界政治中的道德选择与全球国际社会的变革6, 他首先表明自己的

意图是在解释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理论 ) ) )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框

架 ) ) ) 之外寻找对当代国际社会变化的一种解释空间, 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实体, 在其国

际行为中除了现实主义基于权力的解释、自由主义基于机制约束的解释和建构主义基于认同、身

份的解释之外, 都存在道德考虑。他的结论是全球道德应该被置于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核

心位置。

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张乃和、许兆昌就英国学派对历史的解读发表了自己的

见解。张乃和演讲的题目是 /英国学派与中世纪模式研究 0, 认为英国学派重视中世纪欧洲模式

研究, 对于深入理解新中世纪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但其对中世纪欧洲模式的研究仍有许多薄弱环

节, 事实上, 中世纪欧洲并不存在国际社会; 英国学派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并不是其理论方法

的适用性, 而是其独特的问题意识。许兆昌的演讲题目为 / 5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6 对于中国

古代史研究的几点启示0, 认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对中国上古史进行再研究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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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从文明起源和 /三代0 分封制度的性质两个具体课题入手, 将国际体系引入中国上古史

研究, 认为布赞有关国际体系的研究同样也将新的经验提供给了历史学研究者。

就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学这一议题, 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杨军教授, 博士候选

人、韩国留学生咸命植, 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候选人崔顺姬分别做了 /华夷边缘与古代东亚国际

体系0、 /探寻非对称世界中的国际社会 0 和 /制衡或是搭车: 中国与形成中的东亚国际社会:

英国学派的视角 0 的演讲。杨军认为从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来看, 从很早的时候起, 中国就

由华夷两部分构成, 并不存在明显的帝国边界。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轨迹的思考中可以看出, 边

缘地区是塑造帝国自身历史的重要力量, 在塑造古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 边缘地区发挥着比帝国

核心地区更为重要的作用, 并进而指出边缘地区才是诞生新体系的地区。咸命植认为应该重新思

考基于欧洲经验之上的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对冷战后的国际事务以及中国的重新崛起做出

有效和实用的理论研究, 主张非对称性与英国学派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 ) ) ) 国际社会 ) ) ) 相结合

可以为理解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崔顺姬关注中国与当代东亚国家社

会之间的关系, 考察了当前其他东亚国家是采用 /制衡策略 0 还是 /搭车 0 来回应中国崛起的

争论, 对于制衡与搭车二分法提出批评。她从英国学派的视角重新分析了中国和东亚国际社会的

关系, 认为不同的地区社会与全球国际社会有区别, 东亚更多停留在多元国际社会。

围绕英国学派的理论方法问题, 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任东波、王秋彬、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郑先武博士分别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任东波作了 /欧洲经验与世界历史: 英国

学派的封闭性与开放性0 的演讲, 尝试对英国学派做出自己的界定, 认为英国学派是一个由经

典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构成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相统一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 封闭性与开放性在此

是一个合理的悖论, 构成英国学派的总体特征。王秋彬的发言题目为 /试析区域国际社会的生

成条件 ) ) ) 以东北亚为例 0, 从英国学派视角以东北亚为例分析了区域国际社会的生成条件, 认

为巴里 #布赞的贡献是将国际社会理论引向区域层次; 国际社会的生成条件是多元的: 地理因

素、共同身份、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郑先武的发言题目为 /安全研究: 一种多元主义的视

角 0, 对布赞的安全研究做了系统梳理, 认为其为当代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综合的分析框

架, 为新兴的区域安全和安全区域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 /出发点 0, 为现实所呼唤的
安全研究理论综合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

此外, 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刘清才教授发表了题为 /当

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化研究0 的演讲, 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目前正处于学术研究、

学术批判和学术反思的过程;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计秋枫教授发表了 /国际关系学的开创性工作: 戴维 # J. 希尔与他的 5欧洲外

交史60 的演讲, 对国际关系学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戴维 # J. 希尔及其三卷本巨著 5欧洲外交

史 6 做了介绍与评价, 认为在国际关系学的创始时期, 希尔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后来国际关系

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围绕上述议题所进行的两组演讲结束后, 巴里 #布赞教授和张勇进教授分别做了中肯、全面

的评论, 认为发表演讲的 10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提出了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 同时两位

教授也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演讲结束后, 演讲人回答了与会人员的自由提问,

台上台下展开讨论, 会议气氛十分热烈。

此次研讨会是继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首次举办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方法论探

索与学科构建0 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 中外学者再次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直接对

话, 以互动的方式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必将促进对英国学派的深入研究和对于其方

法论的借鉴, 从而进一步推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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