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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每章都以思想分析方法或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为开头，目的是使读者能迅速理解理论认识背后的
思想逻辑是什么。
笔者认为，对于想创造国际关系新理论的学者来讲，了解创造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方法比了解现有的
国际关系理论更重要。
了解一种理论背后的思想方法如同了解织网的方法，这比了解不同渔网的区别更有助于知道如何织网
。
本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是以启示的方式结束，目的是借鉴先秦思想来理解现代国际政治现象，或丰富现
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这种尝试也是我们研究先秦国家间思想的终极目的。
    本书所介绍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有两类，一类是某一思想家的系统性思想，如管子、老子、孔子
、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一类则是系统性不强的思想，如《左传》、《战国策》、《礼记》、
《吕氏春秋》。
故此，我们在编排上将系统性较强的思想置于前，将系统性差的置于后，并且按思想家和典籍的时间
先后排序。
希望这种编排有助于读者观察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传承和争论。
另外，我们在前面放了一篇《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概述》，后面放了一篇《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
的异同》。
前一篇是为了使读者能迅速了解先秦思想家们关于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精粹，后一篇是帮助读者对先秦
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有一个整体性的和比较性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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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老子思想的评价，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的评语较为精准，他说：“其为术也，因阴
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
”①如果我们将老子思想用于指导中国当代外交的实践，想来也可以起到“事少而功多”的效果。
　　一、慎战　　战争是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发动战争？
发动多大规模的战争？
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国家的覆亡。
那么，当今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战争问题？
　　首先，在与国家核心利益无涉的情况下，不要轻易进行对外武力干涉。
因此，在中国的边缘利益地带，如伊朗、伊拉克这些中东地区，中国没有必要武力介入。
但是在关系全世界的和平和长远利益的事务中，中国有时可以干涉。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适时介入战争，击败德、意、日法西斯，这一举措获得世
界人民的广泛支持，成为美国霸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从目前国际社会看，尚未出现类似“二战”这样的重大事变，因此中国暂时还没有为“利泽施乎万世
”而战的必要。
在美苏冷战中，意识形态冲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当前国际社会，美国过度强调民主这些价值观，甚至以此为口号进行伊拉克战争，我国需要谨防与
之陷入价值观战争。
　　其次，如果涉及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等核心利益，则有必要进行战争。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②由于领土和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安全，因此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时，针对德国的屡次挑衅，法国屡屡采取绥靖政策，结果导致亡国，这印
证了《司马法》所说的“忘战必危”的道理。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尚没有他国入侵的危机，但是如果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受到分裂主
义势力的破坏，在不得已时可能需要用强硬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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