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国家与战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国家与战争>>

13位ISBN编号：9787532707584

10位ISBN编号：753270758X

出版时间：1991-04-01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肯尼思·N·华尔兹

译者：倪世雄,林至敏,王建伟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国家与战争>>

内容概要

简介：
书名原文:Man,the state and war: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出版前言：
肯尼思·华尔兹这部《人、国家与战争》串版于1959年，当时正处于乔治·利斯卡称之为“英雄年代
”的1955—1957年间。
自1957年莫顿·卡普兰发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
实主义”开始受到系统论和行为主义的冲击和挑战。
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从此获得了新的动力，进入了一个方法各异、学派林立的新阶
段。
华尔兹正是处在这新阶段中，并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虽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显得依然紧张，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似乎
更加分明，颇有囊括全球之势，但就在美国地面部队战后大规模干涉亚洲之时，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
股中立于冲突双方的势头。
这股势头最初表现为要求美国停止干涉朝鲜，然后发展成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有别于传统的中立
主义的倾向。
此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以及亚洲万隆会议的召开，使一批原先不怎么起眼的角色以新的姿
态登上国际舞台。
他们要和久占舞台的主角们分庭抗礼。
这些，都是人们感觉得到的。
还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触摸的因素却是更起作用的，其中之一，便是世界经济在这时正酝酿巨大的变化
。
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此刻大体已经恢复，开始真正的复兴。
风起于青萍之末，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自然感到这股微风的潜在能量，从而萌发起理论的冲动。
一部分人觉得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说己很难解释新的现象，更不用说这个学说的
“终极理论”了。
于是，在美国开始了一场辩论，被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即以澄清理论
概念和将学科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上为己任的“行为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系统论和行为主义指摘“现实主义”在概念上如何含糊不清，分析上如何因循守
旧，缺乏科学依据，却无法否认或回避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以及主权国家间并不存在支
配和从属关系这个现实。
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辩论相比，这场辩论实是方法论之争。
用斯坦利·霍夫曼的话来说，“科学行为主义只提出问题”，其倡导者企图冲破诸如历史分析等传统
方法的局限，把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的新经验综合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赋予严密的科学性。
这场方法论之争激起了千层涟漪，它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纷起为“变革”国际关系理论而著书立说
。

在新见解、新方法层出不穷的十年“英雄年代”，以社会学的宏观分析和心理学的微观剖视相结合为
特征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大有技压群芳，独占鳌头之势。
无奈过分强调计量分析和一味依靠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倾向，并不能说服原先的反对派和对这类倾向持
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者。
按传统范例研究国际关系的人，不仅没有退避三舍，反而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启迪。
在坚持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开始注意对国际关系总体进行分层次、分系统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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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家与战争》就是一部从探讨战争起源这个国际政治的传统范畴入手，概括国际关系一般原理
的代表作。
它从人、战争和国家系统三个层次的性质和行为，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关于战争起源和性质的
看法，认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对研究国际关系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

序言——为中译本所作
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学的学者，我的主要兴趣一直在于了解发生战争的根源和实现和平的条件。
当然，战争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问题，然而却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如果集中注意力于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政治结构以及最后转化成战争或者和平的过
程，我们就可以对国际政治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这本在论文基础上写就的书将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关于国际政治的第一批名著译丛中的一本。
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我是怎么会写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兴趣。

在我准备国际政治学毕业考试的过程中，我试图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有造诣的学者考察
同样的一个世界却得出如此不同的解释。
我试图弄懂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国际政治的含义，找出其中的一致性。
然而，直至我认识到不同的学者对什么原因产生什么结果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才得以做到这一点。
有些学者认为，人性是战争的根源。
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人性。
我把这叫做第一种基本概念。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的内部结构决定它们的外部行为。
好的国家，无论怎么界定，都会和平相处；坏的国家常常处于战争状态。
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对国家进行改造。
我称这是第二种基本概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共存的环境。
由于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政府，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在缺乏能够裁定纠纷并实施解决方案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必然竭尽全力保护自己。
因此。
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无政府状态下，冲突有时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
我把这称之为第三种基本概念。

这三个层次的每一个层次所分析的根源都是重要的。
我试图表明，要充分地阐述国际政治就需要把第二种基本概念视为一种结构，其他两个层次上的根源
正是在这一结构之内起作用的。
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世界最终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加以描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
，仍然可能发生战争；只有建立世界政府，无政府状态才能结束，但建立世界政府是既不合人们心愿
又无可能的。
然而不解决战争问题，我们又怎么能够维持永久的和平呢？
如今一些国家已经拥有核武器，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这本一书能帮助中国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提出有价值的解决答案的话，我将会感到非常欣慰
。

肯尼思·华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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