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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随着冷战的结束刚刚离去，各种暴力形式：内战、种族清洗、大屠杀、超恐怖
主义活动等便纷纷涌现出来。
    该不该以暴对暴？
什么时候？
怎样？
以什么名义？
在各自领域享有国际盛名的不同国籍、不同职业的作者——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哲
学家，试图在本书中对这些关键性问题做出回答。
    本书通过正义战争理论以及该理论在人道主义干预和和平建没中的具体运用，分析了诉诸武力的道
义性概念。
随后，本书从历史与运作层次研究了反恐战争以及反恐战争与一般战争的关系问题，最后探讨了国际
合法性问题以及规范合法性的相关规则。
    在一个到处可以看到没有权威的权力或者没有权力的权威的时代，作者们建议任危机时代，暂时性
地采用某种伦理、某种政治和机构。
本书面向所有关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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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伦理的回归伦理与国际政治从来难以匹配。
在国际范围内，国家这个“冷血魔鬼中最冷酷的魔鬼”似乎只看重利益和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种种理
由。
极端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伦理的想法从词义上讲是矛盾的。
这种思想必须以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为前提，这一幻想在克里斯蒂安娜社
会(civitas christiana)④理想之后就破灭了。
国际上对伦理的讨论并不是没有：前苏联及其盟友们就揭露过核武器的非道德性；罗纳德·理根出于
自己的考虑也引用同一理由来支持反导弹防御事业。
在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谁都批评对手不道德和虚伪，苏联被称为是“邪恶帝国”，美国的中子弹被
称为是“残忍的”武器。
然而，行为的现实主义胜过了道义上的不妥协，有时甚至胜过演讲时发出的咒语：因为人们毕竟还是
要和苏联谈，竞争不排除利益的结合和寻求妥协。
在核时代，对伦理的批判并没有中断，但是最首要的美德是谨慎。
冷战结束以来，道德在国际生活中占据了完全不同的位置。
我们可以通过众多的迹象来观测：国际司法地位得到提高，在国际干预行为中人们越来越注意遵守国
际法，国家之间对过去所犯错误进行忏悔，经常性地引用伦理，但已经不再是同对手论战时才引用，
而是作为自己政策和盟国政策的基准器：克林顿称万斯一欧文的波黑方案不道德，布什以纯洁道德的
名义发动反恐战争，反对对伊发动战争的人则引用国际法和道德伦理。
其实各国的表现都好不了多少，不过，我们可以把孟德斯鸠形容人的说法用于国家，“在具体细节上
有些淘气，但总体上他们都是非常诚实的人：人人都钟情于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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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战争辩护:从人道主义到反恐怖主义》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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