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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张云博士的交往开始于1998年，那一年我刚刚就任马来西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当时还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的张云被学校推荐选派担任我和夫人的业余中文老师，我们的友谊从此
开始。
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发现张云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
为了进一步深造，从北外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走上了学术的道路，之后他又赴日本早
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先后供职于日本具有影响力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国立新潟大学。
我从多方面听说了张云的学术造诣和学术热情，在这些年来的交往中也亲眼看到了他的这些令人敬佩
的学术资质。
本书在张云提交给早稻田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翻译而成，此次出版正是他在学术和事业方面
成功的体现，作为多年的好友对此我非常高兴，并为我们的友谊感到骄傲。
我与张云的友谊也因为我们对于地区事务的共同兴趣，尤其是对于东盟与大国关系的兴趣而得到加强
。
作为马来西亚外交部原东盟司司长，以及我担任了长达7年之久的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的经历使我有
幸在第一线观察东盟的许多成就，特别是它与中国不断深化的关系。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我认为张云的这本著作在学术上为理解东盟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作出了
创新性的贡献。
在东盟地区以外并非有很多人充分理解东盟的智力力量（intellectual power）或者说规范（norm）作为
东盟在处理与大国关系中的战略工具的作用。
张云正确看到了“东盟规范”（ASEAN norms）在追求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地区框架中起到了包容中国
、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不同利益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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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认为东盟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关系发展的过程
也正是东盟向这些国家推广“东盟规范”和社会化这些大国的过程.作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分析，
而对占主导的现实主义“大国平衡”理论提出了挑战。
在此理论框架下，《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以东盟与亚太地区4个大国（
即中国、日本、美国、印度）的关系为案例，认为以“东盟规范”为表征的东盟在认识方面的魅力或
者说是东盟的“软实力”正是其对外关系成功的真正基础。
《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在理论方面的发现有两点：一，揭示了现实主
义的理性计算和建构主义的社会化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这两大国
际关系理论流派是有接点的，二，证明了社会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讨论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未来，认为关键在
于能否建立起能为各国所认同的“地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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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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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向日本早稻田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原文为英文）的基础上翻译、修改而成的。
我幸运地得到了世界各地朋友们的帮助，没有他们，这本书的面世是不可能的，在成书之际，我想在
这里进行一次书面的感恩之旅。
首先要感谢早稻田大学的导师林华生教授在整个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我的教诲、帮助和指点。
我也很感谢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高原明生教授长期以来对我的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学术上的指点自
不待言，高原明生教授还慷慨地在其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将其在日本的住宅借我居住一年，为本
书的构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一员，我要感谢在中国的母校北京大学和始终关心和
爱护我的北大的老师、同学们。
我要感谢在北京大学的导师梁守德教授，作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奠基人，梁教授对我的启发是深远
的。
同时，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任院长，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王缉思教授在北京、东京等地的多次交
谈让我受益匪浅。
在这里，我还要对为我们能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而不遗余力的潘国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也对在早稻田
大学学习的前两年提供过资助的日本财团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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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当代东亚与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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