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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基于关系实在论的探索》将关系实在论引入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
议题，旨在与建构论和原生论的民族、民族主义观展开辩论。
在此基础上，结合民族主义的类型学(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主体的类型学(官方
、知识界和大众)，作为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框架。
为应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和国内的变迁与压力，中国官方的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显得颇为务实、理性与
具有防守性，而中国知识界和大众的政治、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则具有多元性。
整体上，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革命”与“救亡”主题消退的背景下展开的，它更多地体
现了中国的再建构的特征，即从“拯救性”焦虑转变为“创造性”焦虑。
“创造性”焦虑将是后冷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长期的核心特点。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基于关系实在论的探索》由王军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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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军，1975年生，湖南望城人，副教授。
　　199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获
史学硕士学位；2000～2005年任教于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2002-2005年就学于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专业为国际关系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5-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主要研究社会理论与民族主义理论；2007年9月调入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管理、网络政治与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著有《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等书，
译著有《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在《民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社会
理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40余篇。
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部委课题三项，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福特基金课题、部委
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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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后设原则论的民族观否认民族是内生的、给定的客观实体，认为民族是被民族主义建
构的、主观性的实体，后设原则论者的民族观由是显示了鲜明的建构主义特点，不过要注意的是，他
们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建构民族，而不是其他观念或意识形态建构民族。
在后设原则的民族观这一知识谱系中，最为强调民族主观性的论点将走向唯意志论（volun-tarism）民
族观。
　　在历史观上，后设原则论者认为民族是现代现象，而非远古就有的。
在民族成员与民族的关系上，后设原则论者多持个体主义论，他们认为，界定民族应该从个体的主观
意志角度着手，个体的同意（意愿）是民族形成的前提条件（民族是遵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性
实体），①这样的研究进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民族研究的集体主义视角，为近年来勃发的自由主义
的民族主义在逻辑上做好了铺垫工作，而且也为工具主义的民族论打开方便之门（后文将详细讨论）
。
这是因为，建构民族感知与民族图式的力量不仅包括具有浓厚集体特性的政府、官方媒体力量，也包
括个体力量，因为个体具有自我选择和认知的能力，而不是局限于被动地接受集体的塑造，被动地民
族化。
　　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后设原则论也潜含了民族自我相对于他者的特性，只不过它不是从客观
标准上来寻找和辨识出这样的自我，而是以主观形态为基础来辨识自我与他者，是想象的自我与想象
的他者的区别。
当然，在霍布斯鲍姆的思想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确、很稳定的；在安德森的理论框架中
，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差别的本体论色彩弱化了，因为其逻辑中暗含的是对民族的想象方式的差别。
　　后设原则论强调民族的主观属性以及民族主义对民族的塑造作用，这是其分析特长，但它同原生
论一样走向极端（即放大了民族的主观属性），且落入从民族主义与民族两者的关系中界定民族的窠
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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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军所著的《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基于关系实在论的探索》梳理和探讨了民族和民族主
义研究的主要范式，并引入了关系实在论的分析视角，将关系实在论视角引入民族和民族主义分析，
旨在弥补流行的民族原生论和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人倡导的民族建构论的不足。
书中主要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大陆上的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并阐释了官方、知识界和大众
在上述两个领域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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