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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斯·摩根索所著、肯尼思·汤普森修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简明版)》被很多人奉为国
际政治的奠基之作。
它已是教师、研究生和成千上万的本科生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增加名师点评和插图，致力于为我国读者打造易读宜藏的经典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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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以上的讨论导向了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摆在负责实施外交政策的政府官员和试图对国
际问题形成明智看法的公民面前。
这个问题涉及别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性质，以及本国针对该项外交政策所应采取的对策。
另一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是帝国主义的呢？
换言之，它是寻求推翻现存的权力分配，还是仅仅期望在既有现状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调整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错误的答案常常意味着致命的危险或实际的毁灭，因为只有在
答案正确的前提下，由这一答案所推导出的外交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用针对现状政策的措施对付帝国主义企图是致命的错误，而把一项寻求在现状内进行调整的政策当做
帝国主义政策来对付，风险也少不了多少。
前一种错误的典型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末对德国的绥靖，而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十年
中的外交政策，则是受了后一种错误的决定性影响。
 政策问题：遏制、绥靖、恐惧 正如帝国主义政策和现状政策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一样，用来对付它们
的政策也是根本不同的。
一项适于对付现状政策的政策不足以对付帝国主义政策。
一项寻求在现有全部权力分配内部进行调整的现状政策，可以用一种互让政策、平衡政策、妥协政策
来对付；简言之，所采取的政策应利用在现存全部权力分配内部进行调整的技巧，来达到获取最大限
度好处和蒙受最小限度损失的目的。
而对于寻求推翻现有权力分配的帝国主义，则必须至少以遏制政策来对付。
这种政策为捍卫现有的权力分配，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停止进一步的侵略、扩张，或其他破坏现状的行
为。
遏制政策竖起一道壁垒，这道壁垒或者像中国的长城或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那样是有形的，或者像1945
年在苏联势力范围与西方世界之间所划的军事分界线那样是想象的。
壁垒实际上告诉帝国主义国家：“到此为止，不得逾越”，以此警告帝国主义国家，逾越一步便必然
引发战争。
 绥靖是一种企图用适宜于现状政策的方式来对付帝国主义威胁的外交政策，它试图把帝国主义当做现
状政策来对付。
其错误在于，把妥协政策从与之相宜的有利于维护现状的政治环境，挪用到了不相宜的暴露在帝国主
义进攻之下的环境。
人们或许可以说绥靖是一种讹用的妥协政策，其错误在于把帝国主义政策误认为现状政策。
 鉴于当代将“绥靖”一词不加区别地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的倾向，注意绥靖与帝国主义在逻辑上的相
互关联性是重要的。
换言之，一方的绥靖政策是以另一方的帝国主义政策为先决条件的。
如果我们说，A国针对B国奉行一项绥靖政策，那么我们同时应该说，B国对A国奉行了一项帝国主义
政策。
如果后一说法不成立，则前一说法也毫无意义。
 绥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接连不断提出的要求中，看到的是合理的有限目标，这些目标本身与维持现状
是一致的，因而必须按照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或以妥协的方法来处理。
绥靖者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清那些连续不断的要求远不是自我节制的，也不是出于具体的不满，它
们不过是一串链条的一个个环节，这串链条的末端是推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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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简明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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