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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自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后，外交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引起各国
学者的关注，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
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文化是国家智慧的象征、民族心理的载体和民族品格的真实写照。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深深扎根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传递着一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信息。
文化作为国家外交决策的根基，对外交决策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决策都离不开国内政治的考虑，而国内政治又深受本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
民族特性、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浸染。
可以说，文化因素正在超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成为影响国家外交的核心因素。
因此，研究国家外交决策就必须对国家的文化进行深度剖析，分析国内政治产生的文化原因，从而深
刻认识国家外交政策的特征和实质。
　　在我国提出“文化兴国”战略的新形势下，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国家外交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
“文化兴国”强调“以文化助经济，以文化协政治，以文化促外交”，是对胡锦涛总书记“建立21世
纪中国新国格”的战略解读。
从文化的视角解析各国外交战略决策，深刻认识世界各主要大国关系的文化本质，准确把握中国与世
界各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是我国对外决策的需要，也是践行“构建和谐世界”，实现“文化兴国
”战略目标的需要。
　　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董秀丽教授率领的国际政治学术团队撰写的《外交的文化阐释》系列专著
是全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第一套从文化视角解读大国外交的系列专著。
该套专著分为美国卷、法国卷、德国卷、俄罗斯卷、中国卷、日本卷和阿拉伯卷，共七卷，从民族特
性、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世界大国外交的文化基础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各国外交
决策中的文化因素进行细致解读，对文化在外交政策、外交思想、外交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入分
析。
《外交的文化阐释》是一套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不仅对我们系统了解各国的外交特点、文化根
源和外交趋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堪称是国际
政治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相信该系列专著会受到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
　　董秀丽教授率领的学术团队是北京的外国语学院的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这支团队因团结协作、充
满活力和硕果累累而备受赞誉。
近几年，这支团队凭借敏锐的专业触觉、深厚的凝聚力和超凡的创新力，共同承担、完成了大量国际
政治前沿课题的集体项目，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近60篇。
团队成员赵剑、申险峰、郭依峰、陈会颖、柳思思、肖洋都是热爱教学、潜心钻研的国际政治专业的
优秀教师和中坚力量。
他们在2010年10月成功撰写了《世界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系列专著之后，又圆满完成了每人一卷的
《外交的文化阐释》系列专著的撰写工作，再一次展示了他们非凡的学术才华和扎实的专业功底。
　　我很高兴能与这个团队合作共事，并衷心希望董秀丽教授率领的优秀团队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出
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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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剑编著的《外交的文化阐释·中国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与精神特质进行较系统的剖析，在此
影响下的中国外交呈现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本书分16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外交、16～19世纪中期的中国外交、艰难转型的晚清外交、中华民国外
交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五个阶段论述文化在外交政策、外交思想、外交行为中的重要影响。
《外交的文化阐释·中国卷》适合对国际关系感兴趣者及相关的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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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对外关系、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传统文
化，主要著作有《世界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
中国卷》（专著）、《中美外交的文化解读》（合著）、《美国外交的文化阐释》（合著）等；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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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中国为核心宗主国的传统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既不以军事征服为手段，也不以占领、奴役为
目的，它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温良恭让”、“仁义礼信”、“内圣外王”、“推己及人”等代表性思
想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和外化，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和平主义主流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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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剑编著的《外交的文化阐释·中国卷》是一本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不仅对我们系统了解中国
的外交特点、文化根源和外交趋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堪称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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