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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斯·摩根索的经典论著将现实主义确立为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
尽管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不乏其人，《国家间政治》一书在国际关系课程中持续得到使用的事实足以证
明自身的不朽价值。
曾有人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研修不外是摩根索和信服其见解的人与转而求助于其他学派的
人之间的一场对话。
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焦点之时，摩根索的观点与世界各地学
者之间的对话依然在进行，其成效之卓著，前所未有。
    第七版保留了摩根索著作的原貌，增加了一篇四十页篇幅的编者导论，探讨《国家间政治》在一个
新时代的适用价值，视野开阔．在附录中，数位政治家、学者和观察家循着摩根索开创性的思路，就
摩根索的理念和主张能否应对当今的危机和全球挑战，提供了各自有洞察力的重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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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斯·摩根索（Hans J．M0rgenthau），1904年生于德国，1923-1927年间先后在柏林大学、法兰克福大
学和慕尼黑大学主攻法律。
后在法兰克福从事法律实践和教学。
1937年移居美国，曾任教于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堪萨斯城市大学，1943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成为政治
学系副教授、教授，也曾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纽约新所的政治科学教授等，并且曾是哥伦比亚大
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访问教授。
1950-1968年期间担任芝加哥大学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还兼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
除奉书外，摩根索的主要著作还有：《国际政治的原則和问题》(]951年)、《捍卫国家利益》(1951年)
、《美国政治的目标》(1962年)、《政治的困境》(1958年)、《真理与权力》(1970年)等.
    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威尔逊政府管理和外交事务学院教授
，创立并领导了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他曾是汉斯·摩根索的学生和研究助理，主要著作有：《国际思想大师》(]980年)、《国际思想之父
》(1994年)、《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1996年)以及《政治与外交中的传统和价值观》(1992年)、《
政治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危机》(1960年)。

    戴维·克林顿(W．David Clinton)，美国杜兰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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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The pages of history are full of instances of nations that, secure in their possession of great power and
recognized as such by their peers, have suffered defeat or retreated from exposed positions without suffering a loss
in prestige.When was the prestige of France higher: when it fought wars in Indochina and Algeria that it could
neither win nor thought it could afford to lose, or after it had liquidated these losing enterprises? And how much, in
the long run, did American prestige suffer from the debacle of the Bay of Pigs in 1962? When France demonstrated
the wisdom and courage to liquidate two losing enterprises on which it had staked its "honor, its prestige rose to
heights it had not attain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Bay of Pigs has weighed little in
the scales of American prestige, heavy as they are with power and successes. Nations must take care not to
confound ephemeral fluctuations of public opinion with the lasting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power and prestige.
Prestige in a particular instance, then, like the power it mirrors, must be seen in the context of a nation's overall
power and prestige. The greatness of the latter is reflected in the former, and the deficiences of the former are
compensated for by the latter. A nation also does too much when it paints an exaggerated picture of its power and
thus attempts to gain a reputation for power that exceeds the power it actually possesses. In that case it builds its
prestige upon the appearances of power rather than upon its substance. Here the policy of prestige transforms itself
into a policy of bluff. Its outstanding example in recent history in the policy of Italy from the Ethiopian War of 1935
to the African campaign of 1942. Embarking upon a policy ofimperialistic expansion with the purpose of maHng
the Mediterranean an Italian lake, Italy during the Ethiopian War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of 1936-39 dared defy
Great Britain, then the foremost naval power on earth and the predominant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It did so
by creating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a military power ofthe first order. Italy was successful in this policy so long as
no other nation dared to put its pretense of power to the actual test. When this test came, it revealed the contrast
between Italy's reputation for power, deliberately created by a number of propagandistic devices, and its actual
power. It unmasked its policy of prestige as a policy of bl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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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7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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