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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尤其缺乏全面、系统并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曹
泳鑫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当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许多新问题及其巨大挑战，都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冲击。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着眼于现实，服务于现实。
在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全球性危机空前尖锐的今天，实践对理论的需求更加迫切。
近来，《资本论》在西方的热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回归，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立足于世界
历史实践和人类社会现实的学说，具有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中国外交实践和思想的升华、国
际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和历史
机遇。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使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
全书分为上、中、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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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终
成果，全书分为上、中、下篇。
上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部生气勃勃的理论思想史的历史审视，深刻揭示了它的理
论体系的开放性与变革性，以及它与其他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理论之间丰富复杂的历史性关系。
中篇梳理、提炼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五大基本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国家理论、战争
与革命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理论、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等。
下篇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括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具有的高度能动的现当代
中国形态和本土化的理论成果。
　　作为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和具有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著作，《马克思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立意高，阐述精当。
书中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脉络，还原其深刻内涵和基本精神，在总体考虑其理论体系全貌
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它的特点、发展创新和现实指导意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人类文
化思想基础，在比较中展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性、创新性、变革性和开放性，以及发展
的可持续性，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
解，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综合研究和学术提炼，既强
调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与理论基础，又强调了中国的发展与创新，从而进一
步拓宽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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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泳鑫，研究员，法学博士。
2000年7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5年12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晋升研究
员职称，2005—2009年担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职务，主持办刊工作，并兼任
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总支副书记。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
出版专著、编著多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
政治》、《欧洲》、《世界民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现代哲学》、《开放时代》、《
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理论文章近80篇。
独立完成国家课题、省市级课题多项，荣获第二届张仲礼学术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优秀成
果著作奖等多种奖励。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书籍目录

序上篇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价值基础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现实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后
”时代的问题与主义（二）世界历史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肯定和西方学者的认同（三）正确解读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类世界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四）马克思主义的时空化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
族化发展（五）违背马克思主义给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危害二、马克思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的开放性体系（一）本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历时性划分（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的特点和研究重点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思想史比照——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和
理论流派的历史审视一、西欧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一）宗教文化基础_（二）世
俗政治和人文基础（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等物质基础（四）国际体制基础二、近代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的基本逻辑（一）主权理论（二）殖民主义和战争理论（三）重商主义和均势理论（四）西方国际
关系理论的理性主义发展三、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分野和理论流派（一）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特
点（二）激进主义理论的主要特点（三）保守主义理论思潮（四）普世主义、精神进化论与文化民族
主义（五）帝国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思潮四、西方理论影响的扩展和理论批判（一）世界战争、民族革
命与西方理论影响的扩展（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与西方理论批判（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体系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章 国际体系衍变与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思想基础的深刻变革一、国际
体系的全球化与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一）传统区域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性变动（二）全球主权
国家体系的形成（三）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二、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思想基础的深刻变革（
一）认识中外思想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历
史性变革（三）列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特点中篇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几个基本理论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国际关系研究的唯物史观一、与旧国际史观的截然不同二、世界历史的
现代性和全球化特征三、世界历史发展观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一、唯心主义旧国家
观批判与国家研究之方法二、国家的基本性质（一）国家的管理和政权性质（二）国家的意识形态性
质（三）国家具有相对的政治独立性三、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对立关系（一）现代国家
实现的变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二）宗教意识形态的继续存在——国际神圣同盟与世侄
国家关系的对立（三）人权关系——政治自由与利己主义的对立⋯⋯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战争与革命理
论第七章 国际主义与民族理论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下篇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第九章 旧中国思想危机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第十章 新中
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理论特点第十一章 和平、发展、合作——改革开放与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发展
第十二章 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世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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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价值基础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现实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后”
时代的问题与主义人类的全球视野是随着国际关系和全球联系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也是先从国家内部和区域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着手研究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从一
系列现实问题出发来思考和研究人类发展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从20世纪开始，人类更多地面对全球层面上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人口、贫富差距、性别、环境、
能源等，使得人们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不断增强，尤其是20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
涉及全球性的价值观、全球治理、社会发展模式、国际合作机制等“共性”问题的思潮不断呈现，于
是，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与经济全球化类似的概念和主张也开始显露，尽管出现的观念不同，
但人们往往逃不脱自己社会和文化的背景，比如，一些西方人很容易把以前的欧洲国家政治和国际关
系模式作全球性泛化，其全球治理和全球伦理说多立足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性质的所谓“人类普遍
价值”之上，所要建构的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使昔日西方主宰下的国际秩序和规范体系在全
球放大。
与此相对，也出现反对西化的后殖民主义思潮。
也有人认为政治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似乎全球化已经开启了全球社会主义新秩序创建的进程
，其中不免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还有一些人试图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
，强调过去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种依然从分析种族、阶级出发，对新殖民话语权所作的政治揭露：处于全球
化浪潮中经济落后民族沦为臣属阶级，但其精英分子或学者打人第一世界学术圈以后，容易成为西化
了的非西方人，他们能相当完备地运用“西学”武库中的最新理论去反映自己处身的尴尬，即身处于
高层学术圈中，必然要求自己所“应具有”的“特权地位”，于是，他们被整合进统治阶级的营垒，
消隐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
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边缘化的“从属臣民”时没有话语权，当挤进中心话语圈分享其话语权时，却
只能说第一世界的“话语”，似乎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自我民族精神之“大音”。
这些人是非西方国家存在着的迷失的人群。
不管怎样，以上观念都已具有全球性思维的特征，都在突破传统国家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范围，也突破
了区域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范围。
然而，如果要对全球性的问题和全球性国际秩序构建作出思考，无论如何也依然需要立足于现实问题
的研究，去作深入的反思、批判和思想建构，单纯作抽象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假设或简单意识形态式的
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有了自由而不求真，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思想者，同样，在思想着而又不履行思想
者的公正，那就丧失了思想者的良知。
其实，求真、秉公不只是出于良知.或者不能停留于良知，至少还需着眼于现实，而真正立足社会现实
和世界历史实践的学说，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它立足于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和真正的正义论
，从而形成以社会实践为根基的唯物史观，因此，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人
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的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
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
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
在矛话依然层出不穷的所谓“后殖民主义”、“后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当今世界，马克
思主义也的确在不断被各种观念所试图消解，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世界进入“后冷战”的格局里，
与历史终结论一样叫嚣的是文明冲突论，他们叫嚣的是什么呢？
就是制度差别已被取缔，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
文明并存，人类重新回到“我是谁？
”这一基本问题上，人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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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和普遍的冲突，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冲突
，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文明冲突。
其实，即便世界历史归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否真的被消解？
对此，美国著名左派汉学家阿里夫。
德里克（Arif Dirlik，1940-）在其《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最令人发笑的
没有条理的表述就是，同时声称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
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盾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那么，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
与多元价值观和文明冲突论不同的思潮是新的普世价值说和一体化论。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策和国内外形势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均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效率、自由、民
主、社会福利等等日益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策的主旋律，对西方左翼力量来说，这有他们努力的
结果，也成了他们努力的方向。
哈贝马斯等就认为，社会福利国家实行的政策尽管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但可以说
是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所导致的全球主权国家林立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市场机制开始全
球确立并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强国虽具有资本等优势，但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那么随心所欲，其国内经
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于是有人开始认为经济全球化破坏了社会福利国家方案，破坏了自由的政治文化
，背离了民主制等；担忧国际上能否达成效仿西方制度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如何把以前在一个民族
国家内的经济效率和自由、社会保障等问题放在全球的范围内考虑，如何把民族国家的国家职能转让
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实现一种全球福利体制。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下各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把市场的配置和调节功能与资本主
义的民主制结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新霸权主义思潮等，都在各自逻辑内论证实现普世价
值、国际合作或全球一体化的可能性途径，从他们各自的意愿和意识出发去考察社会规范和体系。
这让人容易产生一种幻想，好像他们所要确立的规范、体系完全取决于人的意愿，好像有了全球意识
，就只需专注于推动意识交流，不需考察产生这种意识的现实基础的变革。
所以他们容易忘记马克思并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只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批判理论。
“后现代”人对现代性的解构仿佛唯一集中地就是文化领域。
理论似乎都在围绕文化这一中心去展开、去发挥了，并进入“后现代”的文化场中，其中最明显的地
方恐怕就是去意识形态化、去价值化、反理性倾向、反人本和去主体性，充满着文化宿命论。
当今的文化批判，以对现代性批判开始，自然也不能排除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也多转以文化批判为其中心内容。
然而，那地在文化批判领域有所建树者，必然跳出单一的文化视域，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场
景里，其很多方面也是在延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批判方法。
比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就是影响较大的一位后现代主义批评者，他洞察到后
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劣根性的极端发展，看到现代阶段文化转变的一些表征，指出资本统治和消费主义
扩张下的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丧失：后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后体力消耗得千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这
是一种非我的耗尽状态，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主体零散成
碎片，主观感性被消弭，世界已经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人
没有情感，也没有热情，正如后现代画家沃霍尔的名言道白：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
像机器一样作画。
也就是说，艺术家追求的是他们所谓的达到了无情、无思、无识、无语的纯客观程度，艺术在丧失了
革命性和风格性等艺术本身应有功能之后，一步步走向反艺术。
跨国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则更加重了这种危机，它使文化扩张且不断消弭文化的精神特性，迫使艺术放
弃批判功能而顺应消费和科技型生产关系，使文艺和美学丧失深度模式、丧失历史意识、丧失主体性
、丧失价值承载，后现代社会里新的判定标准则是“怎么都行”，世界被普遍“物化”。
杰姆逊也意识到，文化领域的问题不可能单纯通过文化来解决，在关于如何消除跨国公司对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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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问题上，他指出：“我们不能单纯期望信息垄断的局面会通过一群有善良愿望的科技精英分子
的自觉而得到改善。
恰恰相反，我们只有以政治上的行动本身，才能对那信息垄断的局面提出真正的挑战。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