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系 晚 的 影 响 ：

六大渠道
＊

唐世平

【 内容提要 】 基于对既有 国 际 关 系和 广 义社会科学 中 关 于 系 统 、 结构以 及能动

者一结 构研究的批判性思维 ，作者认为 国 际 系 统通过六大各具特 色且相 互作用 的渠道

影响着 国 家 。 这六个渠道分别是 ：
纯物质力量 的约束与 帮助 、 学 习 、物质和观念双重作

用 下 的 约束与 帮助 、人为选择 、构建或建构 、 反社会化 。 这六大渠道相 互作 用
，
形成一

个影响 国 家的 思想 、 行为 以及认 同 的 系 统 。 由 于既有的讨论要 么依赖 于六大渠道 中 的

一个或两个 ，
要 么 没能足够重视六大渠道之 间 的 互相作用 ， 我们对 国 家的观念和行为

的既有理解并不充分 。 作者构建的新框架 为 国 际关 系 中 有关 国 家及其观念和行为 形

成的讨论提供 了 重要思路 ，
从而让我们对它们 的理解更加清晰和一致 。 通过重新考察

关于现 实主义是否很容 易被证伪 、如何才 能被证伪这
一辩论

，展示 了新框架 的 深刻 效

用 。 这一理论框架也对近期 国 际 关 系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中 系 统视角 研究 的 复兴

有所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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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能动者 （ 个人或集体 ） 与社会 （ 即社会系统 ） 之间的关系
一

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主

要问题 ，

？
国际关系领域 （ 以下简称 ＩＲ ）也不例外 。

？ 然而 ， 尽管学界就能动者 （
ａｇｅｎｔ

）

如何影响社会系统 （ ｓｙｓｔｅｍ ）
？这一问题存在着一个简单 （但却粗略 ） 的共识 （ 即能动者

通过其观念 、行为和互动影响系统 ） ，

？但对于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 （
包括影响能动者

的观念 、身份 、文化以及行为 ）这一 问题却并不存在共识 ，反而存在许多困惑 。
？ 因此

，

我们对社会系统中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的理论分析还远远不够 ，对国际系统中 的国家

的观念和行为的理解也同样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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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不幸 的是 ，作为能动者一系统 （
ａ
ｇ
ｅｎｔ

－

ｓｙ ｓｔｅｍ
）
问题的更为狭义 的版本 ， 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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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已经更多取代 了社会科学领域 （
包括国际关系领域在 内

）
中的能动者

一

系统 问题 。
这 导致我们 的研究长期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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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更为狭义 的能动者一结构 问题取代能动

者一系统问题已经导致我们对能动者和系统复杂关系的认识趋于片 面 ， 而且这种 认识常 常是扭曲的 。 参见 Ｓｈ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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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应该接受一种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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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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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 （

ａｇｅ ｎｃｙ ） 或行动 （
ａｃ ｔｉｏｎ

）经常被挑选 出来与行为 （ 行为可以 由也可以不 由人类意志驱动 ）进行区分 。 通

过使用行为 （
ｂｅ ｈａｖ ｉｏｒ

）

—

词 ， 笔者认为能动者 的行为
——不论是 自愿 、 强制还是本能

——皆促成了社会系 统内 的

动态变化和社会系统的可能变革 。 结构主义在此仅仅是指 （过度 ） 强调结构 约束的理论 ， 而不是指那个 （ 深受索

绪尔 的结构语言学影响 ）
被称为

“

结构主义
”

的特殊社会理论流派 。

③ ｓｙｓｔｅｍ可 以译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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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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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一律采用

“

系统
”

的译法
。
这背后 的一部分原因是在 中文语

境下 ，

“

国际体系
”

似乎有点特指
“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

的贬义词
。 本文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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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中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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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尽管 国际系统影响 了国家的观念 、身份 、文化和行为 ，
从而造就了国家 ，但为 了简 明起见 ，除非另有说明 ，

笔者仍会主要聚焦 于国家的观念和行为 。 换言之 ，广义上的观念可被认为囊括 了身份和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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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基于对国际关系或广义社会科学 中既有的关于系统 、结构以及能动者
一结构 （

ａ－

ｇｅｎ
ｔ
－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研究的批判性思维 ，本文认为国际系统通过六大各具特色且相互作用的

渠道影响着 国家 。
？
由此 ，

为了恰当理解 国际系统内 国家的观念和行为 ，
我们必须将

六大渠道全部考虑在内 ，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聚焦于其中的一两个渠道或厚此薄彼 。

本文的新框架将在三个方面有助 于国际政治 的理论化 。 第一
，
就笔者所知

，
本框

架首次系统展示 了 国际系统如何塑造国家的观念和行为。 第二 ，本文构建的新框架有

助于推进有关国家 、 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形成的讨论 ，从而使我们对它们 的理解更加

清晰和
一

致 。 由此也阐明 了为何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有关国家行为的论战为何毫

无成效 ，
从而为理解国家的观念和行为指 明更为有效的方向 。 第三

，
从更宽泛的视野

看 ，本文的框架也有助于系统方法最近在国 际关系领域中再次勃兴 。

？ 毕竟 ，如果缺

乏关于国 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观念和行为的连贯和系统的论述 ，
任何关于国际关系的

系统性理论是不可能充分的 。

下文将分为五个部分 。 第二部分给出了社会系统的简短定义 ，强调社会系统要比

能动者和结构 （无论以何种方式定义 ）广泛得多 。 第三部分界定并详述了 国际系统影响

国家的六大渠道 。 第四部分通过回顾国际关系 中的
一

个重大论战来展现本文框架的效

用 。 第五部分指出本文的框架对理解国家的观念和行为的意义 。 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 ，需要做以下几点说明 。 第一 ，笔者将不会讨论有关如何界定

系统理论以及如何用系统方法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理论化的棘手问题 ，尽管笔者在下

文简单提及了这些问题。
？ 这些问题太过复杂 ，在此进行任何简短的论述是不可能

① 六个渠道可 以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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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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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术语 ， 是 由于篇 幅所限 ， 笔

者想要回避界定
“

机制
”

的工作 。

② 本文构建的框架能够用 于更为广泛 的社会科学领域 ，
而非仅能用于国际关系领域 。 笔者在另

一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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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第二 ，
通过强调 （ 国际 ） 系统而非结构 ，笔者并不认为在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领

域应该放弃 （ 国际 ）结构 。 笔者只是认为 ， 比起国际结构 （或能动者一结构问题 ） ， 国际

系统是
一个更好的起点 ，

而 国际结构只是国际系统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 。 第三
， 本文不

讨论不直接涉及能动者一系统问题的 国际系统变迁理论 。
？ 第四 ，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

国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 （作为能动者 ） 的问题 ，除非绝对必要 ，笔者通常会避免深人讨

论关于能动者和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大量文献 。 尽管笔者认为本文 阐述的论点也适

用于理解社会如何影响个人和集体 ， 但笔者只能就此话题另做详细讨论 。
？ 第五

， 在

探寻国 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 ，
包括 国家的观念 、身份 、文化及行为过程中 ，

笔者 明确拒

绝接受把国家当作外生给定 （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 ｓｌｙｇ

ｉｖｅｎ
） 的观点 ，尽管为了论述方便 ，本文的确

将国家看作单
一

行为体 （
ｕｎｉ ｔａｒｙａｃｔｏ ｒ ） 。 本文的讨论十分明确 ：与其他社会能动者

一

样 ， 国家是社会产物 。
？ 第六 ，

通过聚焦于系统如何塑造国家的观念和行为 ，笔者实际

上暗示了作为
“

外部
”

环境的国 际系统通过诸如行为 、利益 、能力 、意图 、决心等国家行

为的更直接的驱动力来塑造 国家 。
？ 第七

，尽管笔者 以
一种理论和道德中立的方式来

展示这一新的框架 ，但本文所提出的框架可以被非中立地运用 ，这
一

点在下文有关反

社会化的讨论中体现得很明显 ：笔者强烈赞同 国际关系的理论化应更具批判精神的立

场 。 最后 ，
本文也默认当国 际系统塑造国家时 ，

被塑造的国家也会反过来塑造国际系

统 ：在系统和能动者之间存在
一

个完整 的
“

反馈回路 （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 ）

”

，
而这正是由 于

能动者是系统的一部分 。

二 社会 系统的概念界定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社会系统 ， 因此
“

社会
”

和
“

社会系统
”

是可 以等同 的 。 从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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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的角度看 ，社会是 由能动者或行为体 （ 即个人和集体 ） 、系统层面的
“

突现 （ ｅｍｅ ｒｇｅｎ
ｔ
）

”

属性 （无论怎么定义都包括结构 ） 以及物质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环境 （包括时 间和空 间 ） 所组成

的系统 。
？ 从动态的角度看 ，社会包含了 系统内所有可能的进程和结果 （ 如观念 、行

为 、互动 、关系 、机制化 、社会化以及内化等 ） 。 此外 ，
互动不仅指单元 （包括其行为 ） 之

间 以及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动 ，
单元与物质环境之间的互动也构成了系统内的关键

进程 。 系统内 的互动还进一步产生 了系统内 的突现趋势 （ 如工业化 、殖民化 、去殖 民

化 、现代化、全球化 、全球变暖 、 民族主义潮流以及民主化 ） ，而这些趋势都是至关重要

的系统属性 。

？

总之 ，社会系统所展现出来的系统 （ 包括突现 ）
属性并不能简单地还原成系统 内

个体能动者或其他成分之和 。
？ 在

一

个系统内 ， 由于结构仅仅体现了某
一

具体方面的

系统层面属性 ， 因此 ，

一个社会拥有一个结构这
一事实只是社会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

体能动者或其他成分之和的根本原 因之
一

。 这种情况 同样适用 于国 际系统 ， 如 图 １

所示 。

在此 ，
必须明确指 出 ，虽然我对社会系统或社会的定义在字面上确实是无所不包 ，

但笔者并不认为我们每次都要将所有的东西理论化 。 事实恰好相反 ，正是 由于社会系

统极其复杂 ，我们就只能在排除
一

部分之后对剩余部分进行理论探索 。 然而 ， 只有牢

记系统整体 ，
而不是伪称系统仅包括我们想要理论化的部分 ，我们才能更好地避开理

论盲点 。

同时 ， （ 国际 ）结构仍是
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 ，

？ 由于笔者在其他文章中 已经详细

讨论了结构问题 ，在此不再去给结构下定义 。
？ 笔者只是主张 ，

无论怎么定义 ， （ 国 际 ）

结构都只是 （ 国际 ）系统的
一

个组成部分 （无疑是关键的部分 ） ，
而不是整个（ 国际 ）系统 。

只要我们承认结构只是系统的
一

部分 ，
而不是系统的全部 ，接下来的论证就能成立 。

① 由于英国学派强调 了
“

国际系统
”

和
“

国际社会
”

的区别 ， 因而笔者只会使用
“

国际系统
”
一词 。 细心 的读

者可能会注意到 ，
笔者把社会当成一个系统 的定义 主要参照 了邦奇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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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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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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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〇ｃｉａＺＳｃｏ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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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ｐ

． ２６４
） 。 邦奇认为系统拥有

“

成分 、环境 、结构
”

。 在此
，
没有必要对整个国际 系统与其他次

级系统
（
如地 区系统 ）做出 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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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际系统

资料来源 ：笔者 自制 。

注 ：尽管此处的讨论主要涉及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 （ 例如 国家 ） 的问题
，但为 了

完整起见 ，笔者也呈现出 了另
一个方向 （ 即能动者如何通过其观念和行为影响 系统

的其他成分 ） 。 为 了反映系统在任何给定时 间内一般会 比能动者更强大这一事实 ，

前者 由较粗的箭头表示 ，
而后者 由较细 的箭头表示 。

根据本文给出 的较为全面的社会系统定义 ，其他现行定义显然大多都是不完整

的 。 最值得注意的是 ，继肯尼思 ？ 华尔兹 （
Ｋｅｎｎｅ ｔｈＮ ．

Ｗａｌｔｚ
）
之后 ，除 了对能力在 国

家间的 （ 相对 ）分配有所考虑之外 ，许多 国际系统的定义都遗漏 了物质环境 。

？ 例如 ，

巴里 ？ 布赞 （ ＢａｒｒｙＢｕ ｚａｎ ） 等人给 出 的系统定义就只包含了

“

单元 、互动和结构
”

。
？

亚历山大 ？ 温特 （ Ａ 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 ） 的论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他的国 际系统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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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 的影响 ：
六大渠道

与华尔兹的定义实际上暗含相似性 。
？

此外 ，尽管现行的 国际系统定义大多已 经承认系统 内存在着若干进程 ，但还是太

过局限 。

② 最明显的一点是 ，虽 然一些大趋势 已经成为塑造国家的最强动力 ， 而且国

家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应这些趋势 ，
但大部分的现行定义依然忽略了它们 ，包括工业化 、

现代化 、全球化 、全球变暖以及民主化这些大趋势 。

三 国 际体影响 国 家的六大渠道 ：

一个新框架

自塔尔科特 ？ 帕森斯 （
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 ）和戴维 ？ 伊斯顿 （

ＤａｖｉｄＥａｓｔ ｏｎ ） 的控制论之

后 ，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显然经历了
一

个不光彩的衰落 。
？ 然而 ，系统方法却从未离

开我们 。 这是因为 ，
只有使用系统方法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社会系统 。

？ 因此 ， 系统方

法在包括国 际关系学科在 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 的再次勃兴并不令人吃惊。
？ 这

些既有讨论都免不了涉及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都没有明确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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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社会科学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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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 ｌｉ ｓｓｕｅ ，Ｄｅｃ ｅｍｂｅｒ２００ ７）

。 尽管大卫 ？ 伊斯顿
一贯坚持采用 （

一

般 ） 系统方法研究政治系 统
，
但他主要是对

整个系统的稳定和变迁感兴趣 。 参见ＤａｖｉｄＥａｓｔｏｎ
， ＜４Ｓｙｓｔｅｍ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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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他的讨论与笔者此处 的关切略有背离 。 伊斯顿的系统思想大 多基于控制论

（ ｃｙｂｅｒｎｅ ｔ ｉｃｓ
，
即从输入到输出 ） ，在他看来 ， 系统主要是处理从输入到输出的机制 。 另外 ， 伊斯顿将

“

输人
”

和
“

输

出
”

的概念严格限定为需求和支持 （作为输人 ） 以及国家政策 和 国家行为
（
作为输出

）
。 更何况不夸张地说 ，

甚至

连伊斯顿对 （
政治 ） 系统的定义都面临着 大量争论 。 参见 Ｄａｖ ｉｄＥａｓ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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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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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
一

问题的系统性框架 。

基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系统 、结构以及能动者
一

结

构问题的既有讨论的批判性思维 ，这一部分会对国际系统影响 国家 （ 能动者的关键类

型 ） 的六大渠道进行界定 。
？ 第一个渠道是纯 自然或物质力量的约束和帮助 （

ｃ ｃｍｓｔｒａｉ
－

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ｂｙｐｕｒｅｌ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ｒｍａ ｔｅｒｉａ ｌｆｏ ｒｃｅｓ
） 。 随后四个渠道是学习 （

ｌｅａｒｎ
－

ｉｎｇ ） 、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相互作用下的约束／帮助 （
ｃｏｎｓｔｒａ ｉｎｉｎ

ｇ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ｂｙ

ｔｈｅｉｎ
？

ｔｅｒｐ
ｌａｙｏｆｍ ａｔｅｒｉａ ｌａｎｄ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ｓ ） 、人为选择 （ ａｒｔ ｉｆｉｃ ｉａ 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以及构成／构建

（ ｃ
ｏ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ｉｎｇ

／ 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ｉｎｇ ） ，这四个渠道组成了我们通常所指的广义上的
“

社会化
”

。
②

第六个渠道是
“

反社会化 （ ａｎ ｔ ｉ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ｚａ ｔｉｏｎ ）

”

，这
一

渠道
一

直为大部分的 国际关系理论

家以及社会科学家所忽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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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 ｒ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ｉｎＳｏｃ ｉａｌＴｈｅｏ ｒ

ｙ ｆ１ ９７９
；Ａｎ ｔｈｏｎ

ｙ
Ｇ ｉｄ ｄｅｎｓ

，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 ｉｔ ｕｔ 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 ｉｅ ｔ
ｙ ， １９８４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Ｎ ．Ｗａｌ ｔｚ

，Ｔｈｅｏ ｒｙ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ｓ

，１ ９７９
；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

，Ｓｙｓ ｔｅｍ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Ｃｏｍｐ ｌｅｘｉｔ
ｙ

ｉ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 ，１ ９９７
；
Ａ 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Ｗｅ ｎｄ ｔ

，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
＾１ ９９９

；Ｃ ｏｌｉ ｎＷ ｉ

ｇ
ｈｔ

，

Ａ
ｇ
ｅｎ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 ｕｒｅ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 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ａ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ｆ２００６ ；Ｒｉ ｃｈａｒｄＮｅｄＬｅｂｏｗ

，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ｏｒ
ｙ

ｏｆ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

② 尽管社会化对于更宽泛的描述是有用的 ，但它对准确理解系统如何塑造能动者这
一问题而言过于粗糙 。

参见Ｊｅ
ｆｆｒｅ ｙＴ ．Ｃｈｅｃ ｋｅ ｌ

，

“

Ｗｈ
ｙＣｏｍｐ

ｌ

ｙ ？
Ｓｏ ｃｉａ ｌＬ ｅａｒｎｉ

ｎ
ｇ

ａｎｄ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Ｉｄｅｎｔ

ｉ
ｔ
ｙＣｈａｎｇｅ ，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

－

ｔ ｉｏｎ
ｔＶｏ ｌ． ５５

，Ｎｏ ． ３ ，２００ １
，ｐｐ

． ５５ ３
－

５ ８ ８
；Ｊｅｆ ｆｒｅ

ｙ
Ｔ ．Ｃｈｅｃ ｋｅｌ

，
ｕ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

Ｍ


ｉ
ｎ
Ｊ

ｅｆｆｒｅ
ｙ
Ｔ ．Ｃｈｅｃｋｅｌ

，ｅｄ．
，Ｉｎｔｅ ｒｎａ

？

ｔ 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

． ３
－

２７
；Ａｙ ｓｅ

Ｚａｒａｋｏｌ
， ４／ｉｅｒ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ｏＺｉｗｆ／ｉｅＩＴｅｓ 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ｓ

，
２０ １ １

。

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社会化的早期论述
，
参见 Ｇ ．Ｊｏ ｈｎＩ 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 ｓＡ ．Ｋｕ

ｐ
ｃｈａｎ

，

“

Ｓｏｃ ｉ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 ｅ
ｇ
ｅｍｏｎ ｉｃＰｏｗｅ ｒ

，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ｙ
Ｖｏ ｌ．４４

，Ｎｏ ． ３
，１９ ９０

，ｐｐ
．２８３

－

３ １ ５
；Ｋａ ｉＡｌｄｅ ｒｓｏｎ

，

＾

Ｍａｋ 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 ｆＳｔａｔ ｅＳｏｃ ｉａｌ ｉｚ ａｔｉｏｎ
，

ｎ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
Ｖｏｌ

． ２７
，Ｎｏ ． ３

 ，２００ １
，ｐｐ

．４ １ ５
－

４３ ３
；Ａ ｌａｓｔａ ｉｒＩ ａ ｉｎＪｏｈｎｓｔ ｏｎ


ｔ

＊＊

Ｔｒｅａ ｔｉｎ
ｇ

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ｉｏｎａ ｌ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ｉｏｎｓａ ｓＳｏｃ 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 ｎｍｅｎ ｔ
，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
ｙ ｔ
Ｖｏ ｌ

． ４５
，
Ｎｏ ． ４



，
２００ １

，

ｐｐ
．４８７

－

５ １ ５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Ｉａ ｉ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Ｓｏ 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 ｉｎ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ｓ

，１ ９８０ 

－

２ ０００
，Ｐ ｒ ｉｎｃ ｅｔ ｏｎ

：

Ｐｒｉｎｃ ｅｔ
ｏ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ｓ

，２００８
；Ｊ ｅｆｆｒｅｙＴ ．Ｃｈｅｃ ｋｅｌ

，


“

ＷｈｙＣｏｍｐ ｌｙ ？Ｓｏｃ ｉ
ａ
ｌ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ａｎｄ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ｔ

ｙ

Ｃｈａｎ
ｇ
ｅ

， ｐｐ
． ５５３

－

５８ ８
；
ＪｅｆｆｒｅｙＴ ．Ｃｈｅｃｋｅｌ

，
ｗ

Ｉｎｔ
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
，

ｉ
ｎＪｅｆｆｒｅｙＴ ．Ｃｈｅ ｃｋｅｌ

，
ｅ ｄ ．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ｌ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ｉ
ｎＥｕｒｏ

ｐ
ｅ

， ｐｐ
． ３
－

２７
；
Ａｙ

ｓｅＺａ ｒａｋｏ ｌ
，
Ａｆｔｅ ｒＤｅｆｅａｔ ：Ｈｏｗ ｔ

ｈｅＥａｓｔ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ｏ Ｌｉｖｅｗ ｉｔｈ ｔｈｅＷｅｓ ｔ ，

２０
１ １ 。 参见下文第五部分的详细论述 。

③ 有英文读者认为 ，

“

ｃｏｕｎ
ｔ
ｅｒ －ｓｏｃ ｉ

ａｌ
ｉｚａ ｔｉｏｎ

”

比起
“

ａｎ ｔ
ｉ

－ｓｏｃ
ｉ
ａｌ

ｉ ｚａｔｉｏｎ
”

是
一

个更好的标签 。 笔者认为
，

“


ｃｏｕｎｔｅ ｒ

－

ｓｏｃ ｉａ 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

有
“

ｓｏｃ ｉａｌｉｚ ａｔｉｏ ｎ ｉｎ ｔｈｅｏｐｐｏ ｓ ｉｎｇｄ 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

”

的含义 。 与之相较 ，
笔者想用

“

反社会化 （
ａｎｔ ｉ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ｚａ
－

ｔ
ｉ
ｏｎ

）

”
一词彰显个体对社会化的反抗之义 ， 而不关心这种反抗是否带有影响其他人的意图 。 笔者没有使用

“

反抗

（
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

）

”

这一被使用较多的术语 ，是因为
“

反抗
”

既可意指物质 （ ｐ
ｈ
ｙ
ｓｉｃ ａｌ

）反抗 ，
也可意指观念 （ ｉ

ｄｅａ
ｔｉ
ｏｎａｌ

）反

抗
，但只有对系统中主流观念的观念性反抗 （或抗争 ｓｔｒｕｇｇ ｌｅ

）才能称 为反社会化 （
ａｎｔ ｉ

－

ｓｏｃｉａ ｌｉｚａ
ｔ

ｉｏｎ
） 。 物质反抗可

大致等 同于
“

制衡 （ ｂａｌ ａｎｃｉｎ
ｇ

）

”

这一现实 主义术语 ，
进而可归于

“

物质和观念力量相互作用 的约束／帮助“？心士

ｎ
ｉ
ｎｇ／ｅｎａｂｌｉｎ

ｇ
ｂ
ｙ

ｔｈｅｉｎ
ｔ
ｅｒ
ｐ

ｌａｙ
ｏｆｍａ

ｔ
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ｉ
ｄｅａ

ｔｉ
ｏｎａ ｌｆｏｒｃｅｓ

）

”

范畴 。 因而 ，

“

反社会化 （ ａｎｔｉ
－

ｓｏｃ ｉａｌ ｉｚａｔｉ ｏｎ ）

”

也不

同于现实主义的
“

制衡
”

概念 。 两个例外参见 ＲａｎｄａｌｌＬ ．Ｓｃｈｗｅｌ ｌｅｒａｎｄＸｉａｏｙｕ
Ｐｕ

，


“

Ａｆ
ｔ ｅｒＵｎｉ

ｐ
ｏ ｌａｒｉ ｔ

ｙ
：Ｃｈｉｎａ

’

ｓ

Ｖ ｉｓ ｉｏｎｓ ｏｆ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Ｏｒｄｅ ｒｉｎａｎＥ ｒａｏ ｆＵ ． Ｓ ．Ｄｅｃｌ ｉｎｅ
，

Ｍ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Ｖｏ ｌ． ３６

，Ｎｏ ． ｌ
，２０ １２

，
ｐｐ ．４ １

－

７２
；

Ｃｈａｒｌ ｏｔｔｅＥ
ｐ

ｓｔｅ ｉｎ ，
＊ ＊

Ｓｔｏ
ｐ
Ｔｅｌｌ ｉｎ

ｇ
ＵｓＨ ｏｗｔｏＢ ｅｈａｖ ｅ

：Ｓｏｃ ｉ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 ｒＩｎｆａｎｔｉ ｌ ｉｚａｔｉ 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ｅｒｓ
ｐ
ｅｃ

－

ｒｉｖｅｓ ， Ｖｏｌ
． １ ３

，Ｎｏ ． ２
，２０ １２

，ｐｐ ．

ｌ ３ ５
－

１４５ ０

＊ １ １■



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在此 ，需要做出另一关键说明 。 由于第一个渠道是纯物质性的 ， 因此它能够在没

有任何来 自 能动者的输人的情况下运作 。 相反 ，其余五个渠道都需要观念力量和物质

力量的输人 ， 因此也就需要能动者 以观念 、行为 以及互动的形式进行输人 。 因此 ，在谈

及后五个渠道时
，
尽管我们是在探讨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 的问题 ， 但我们事实上是在

讨论系统如何
“

因为行动者本身
”

而影响行动者的 。
？

（

一

）
约束／帮助 ：纯物质性作用

“

约束／帮助
”

这对概念是 由米歇尔 ？ 福柯 （
Ｍ 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 和安东尼 ？ 吉登斯

（
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ｍ

） 提出 的 ，尽管这两位作者将他们 的讨论只局 限于结构 （ 社会的 ，
因

而大多是观念的 ）如何塑造能动者的 问题上 然而 ， 我们也可以将约束／帮助这
一

渠

道延伸至讨论 （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 ） 物质环境如何塑造能动者的问题上 。 实 际

上
，我们必须把约束／帮助这一渠道延伸到讨论物质环境与能动者的互动以及行为体

之间的互动上 ：
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在许多关于能动者一结构问题的论述中——从帕

森斯到吉登斯再到温特——避免掉入隐式的 （
ｉｍ ｐｌ ｉｃｉ ｔ

） 或显式的 （
ｅｘｐｌ ｉｃ ｉ ｔ

） 唯观念主义

（
ｉｄｅａ ｔｉｏｎａ ｌ ｉｓｍ ） 的陷讲 。

③

仅是物质环境的约束或帮助显然与整个社会系统的约束或帮助之间存在重大区

别 ：前者在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和观念力量输人时依然会起作用 ，
而后者只有在接收

到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双重输人时才可以发生作用 。 因此 ，
不管我们能否发现这些

约束和帮助 ，前者都能发生作用 ，而后者通常只在接收了某些人类精神 活动 的输人后

才会起作用 。
？ 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和之后的漫长岁 月里 ，敢于不借助任何工具

飞行的人类
一

定会撞回地面。 同样 ，氧气被发现之前和之后 的漫长时间里 ，我们一直

① 注意 ， 这种立场也使我们避免落人
“

过度社会化 的人
”

的功能主义陷阱 ： 能动者并不是僵尸 。 也可参见下

文关于反社会化的论述 。
参见 Ｄｅｎｎ ｉｓＨ ．Ｗｒｏ ｎ

ｇ ，
“

ＴｈｅＯｖｅ ｒｓｏｃ ｉａｌ ｉ ｚｅｄＣｏｎｃ ｅｐｔｉ ｏｎｏ ｆＭａｎｉ ｎＭｏｄｅｍＳｏ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

”

ｐｐ
． １ ８３

－

１ ９３
；
Ｈｏ

ｙＢｈａｓ ｋａｒ
，ＴｈｅＰｏｓｓ ｉ ｂｉｌｉ

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ｓｍ

：Ａ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
ｈ ｉｃａｌＣｒ ｉ

ｔ
ｉ
ｑ
ｕｅ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
ｔ
ｅｍ
ｐ
ｏｒａｒ

ｙ
Ｓｏｃ ｉａｌ Ｓｃｉ

－

ｃ ／ｉｃ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 ｔｌｅｄｇｅ ，１ ９７９［ １ ９９８
］

，ｅ ｓｐ
．ｃｈａｐｔｅ ｒ２

－

３ ；Ｎｏｒｂｅ ｒｔ Ｅ ｌ ｉａｓ ，ＴｈｅＣｉｖ ｉｌ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 ９３９
［

１ ９９４
］

；

Ａｎ ｔｈｏｎｙＧｉ ｄｄｅ ｎ ｓ
，
Ｃｅ／Ｕｒａ ＺｈＳｏｃｉａＺ７７ｉｅ〇Ｔｊ ，

１９７９
；Ａｎｔ

ｈｏｎｙ
Ｇ ｉｄ ｄｅｎｓ

，
７７ｉｃｑ ／

＊

 ■Ｓｏｃ ｉｅｔ
ｙ ，

１９８４
。

②Ｍ ｉｃ ｈｅｌＦ ｏｕｃ ａｕ ｌｔ
，
Ｐｏｗｅｒ

，
ｉｎＪａｍｅ ｓＤ ．Ｆａｕｂ ｉｏ ｎ

，

ｅｄ ．

，

７７ｉｅｑ／

＊

ｆｏｕｃａ ｕ＂（
７９５４

）
，
Ｖｏｌ ．

３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ｈｅＮｅｗＰ ｒｅ ｓｓ
，２０００

；
Ａｎ ｔｈｏｎｙＧｉ

ｄｄｅ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 ｒｏ ｂｌｅｍｓｉｎＳｏｃ ｉ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

，
１ ９７９

；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
ｄ－

ｄｅｎｓ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

ｉ
ｔ ｕ ｔ

ｉ
ｏｎｏｆ Ｓｏｃ ｉｅ ｔ

ｙｙ１９８４ ．

③Ｔａｌ ｃｏ ｔｔＰ ａｒｓｏｎ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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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纯物质 的
“

约束和帮助
”

要 比需要观念 （ 和物质 ） 输人的
“

约束和帮助
”

更具本体论的优先性 。 更详细 的

论述可参见Ｓｈ ｉｐ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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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氧气生存 ，而且依然无法离开氧气 。 丹尼尔 ？ 杜德尼 （
Ｄａｎｉｅ ｌＨ ．Ｄｅｕｄｎｅｙ ） 很好

地把握了这
一

普遍动态 ：

“

大 自 然的物质环境现实要么阻碍了要么帮助了 （
ｅｎａｂｌｅ

） 至

关重要和反复出现的人类 目标…… 因为人类是在不 同的物质环境下构思和执行计划

的 ，这些物质环境会以多种方式呈现在人类面前 ，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各种人类计划

的可行性 。

”
？

最根本的是 ，物质环境约束了人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做的事情 。

一群居住在沙

漠的人不可能想象出来一艘船
，也不可能生产 出

一艘船
，更不用说去航海 ，

而一群居住

在河边和海边的人终会习得游泳 ，之后学会航行 。 同样地 ，前者不可能去学习钓鱼 ，
后

者却很有可能学会钓鱼 。 即使是今天 ，
人类仍不能像鸟一样飞翔

，

我们依然 困于地球

而不是生活在外太空 。 最引人注 目的是 ，在公元 １ ５００年之前
，
地球上最发达的文明 中

心全都位于欧亚大陆 ，
因为只有欧亚大陆才拥有发展广阔的定居农业的生物学和地理

学基础 。
？

同时 ，物质环境也使得人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做到
一

些事情 。 不言而喻
，空

气 、水和其他东西使人类能够生存 。 物质环境还能激发人类智力去克服
一

些物质障

碍 。

一旦人类凭借智力发明 了
一些能够利用蕴藏在物质环境中的能量的手段 ， 物质环

境起到的帮助作用就会更大 。 正 因如此 ，在实现远洋航行之后 ， 环绕着人类的海洋才

使远程贸易 、殖民扩张以及最终的全球化成为可能 。 同理
，在人类研制 出更有效地利

用太阳能的专门技术之后 ，
阳光才使太阳能产业成为可能 。

另外 ，物质环境对人 口迁移 、观念传播 （包括技术 ） 以及疾病传播起到 了约束和帮

助双重作用 。 长期以来 ，海洋 以及其他地理和气候因素
一直阻碍了重要家畜和主要作

物以及相关的农业科技从欧亚大陆向澳洲和美洲扩散 。 因此 ，澳洲和美洲这些大陆始

终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 ，直到公元 １ ５００ 年的人类航海活动才开始改变这一局面 。
？

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 ，地理首先对人类群体 （ 如 国家 ）
之间 能否彼此互动 以及互

动的频率和方式起到约束和帮助双重作用 。 在实现跨洋航行之前 ， 相隔遥远的群体之

间的互动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 是非常罕见 的 。 因此 ，那些隔着海洋 的群体之间不

① 遗憾的是
，
尽管杜德尼强调物质环境 的

“

约束 和允许 （
ｒｅｓｔｒａｉ ｎｉ ｎｇａｎｄｅｍｐｏｗｅｒｉ ｎｇ ）

”

，但他所认为的物质
“

约束和允许
”

实际上包含了 物质输人和观念输人 ，因为他也强调 了受地理和技术影响 的
“

暴力相互依赖 （
ｖｉｏ ｌｅｎｃ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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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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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会发生战争 ，
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这种能力 。 在实现跨洋航行之前 ， 即使是相距不太远

的群体之间也大都必须在陆地上展开互动 ，就此而言 ， 如同骆驼是使远程贸易更为便

利 的决定性因素一样 （ 如丝绸之路 ） ，马也常常是使远距离作战更为便利 的决定性因

素 （ 如蒙古人征服了 中国 ，
之后又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片中心地带 ） 。

最后 ，
需要重点注意的是 ，

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 自然选择可归于物质的约束和帮

助范畴 。

（
二

） 学 习

由于学习对能动者而言是理解系统的关键 ，
也是能动者在理解系统之后相应地修

改其观念和行为的关键 ， 因此 ， 学习是国际系统塑造能动者的第二个最基本的渠道 。

只有能动者对系统 （如系统的属性 ） 多少有些认识 ，才不会没有思想地存在下去 ，其行

为才不会仅受本能驱使 。 此外 ，倘若丧失 了人类独有的学习能力 ，我们就只 能像其他

物种一样受制于物质环境的残酷制约 。 倘若丧失了人类独有 的学习能力 ，我们也无法

创造出如此之多的 （好的或坏的 ） 观念 ，更无法运用这些观念重塑人类环境和人类 自

身 。 因此
，
毫无疑义 ，继物质性的约束和帮助渠道之后 ，学习是国际系统影响国家的第

二个最基本渠道。

从广义上说 ，学习既是能动者产生和选择新观点的过程 ，
也是能动者保留或加强

老观念的过程 。
？ 学习 因而体现 出了

一

种 （社会 ）演化的过程 。
？ 学习并不必然导致观

念的变迁 ：它可能只是加强 了现有观念 。 学 习也并不必然导致行为的变迁 ， 尽管行为

变迁常常在学习之后出现 ，从而会体现出某种形式的学习 。

？ 最后 ， 由 于人类学到的

知识可能并不是客观正确的 ， 因此 ，至少在短期 内 ，学习也不会必然提高人类福利 。

依照不 同的维度 ，我们可以将学习划为不 同的类别 ，
而且这些不同的学习 进程是

互相重叠的 。
？ 首先

，
我们可 以将学习划分为负面学 习和正面学习 。 负面学习是指从

自 己或他人的负面经历 中学习 ，而这些负面经历是从能动者与其他单元和系统中其他

成分之间 （ 如结构和物质环境 ） 的互动 中产生的 。 正面学习 （又称效法或模仿 ） 是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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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或其他人
“

成功
”

的观念 、行为 、文化和机制 中学习 。 由于我们
一

般从负面经历中

学到更多
，
因此 ，负面学习 （ 即使没 比正面学习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很可能与正面学习

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
恰如民谙所云 ：

“

失败是成功之母 。

”？

我们也可 以将学习划分为个体学习 和集体学习 。 但是 ，严格来说 ，集体是不会学

习 的 ： 只有组成集体的个体才会学习 。 因此 ，集体学习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学习 。 当

所有的个体接受了某
一

个体创造或输入的观念或 （且 ） 将这种观念加 以 内化时 （ 或至

少遵从这个观念而不去公开挑战它 ） ，集体学习才是完整的 。 当然 ， 由于
一

个集体中

总有一些个体会质疑他人观点 ，并拒绝接受这些观点 ，或 （且 ） 不愿将这些观点加以 内

化 ， 因此 ，集体学习几乎总是不完整的 。

集体背景下的正面学 习概念与建构主义的
“

社会学习
”

和
“

社会化
”

概念有些重

叠 。

？ 但我们需要避免使用社会学习 和社会化这样的模糊概念 。 社会学习这
一

概念

即使不存在矛盾含混之处 ，
也属于用词不当 ，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类学习都具有社会性 。

同时 ，
建构主义的社会化概念不仅是

一个过于粗糖 （
ｂｌｕｎｔ ） 的术语 ，

而且还 同时代指 了

两大进程 ：

一是指在没有把他人观点 （包括社会规范 ） 加 以 内化的情况下遵从这些观

点 （

“

软／浅
”

社会化 ） ；
二是在将他人观点加以 内化之后遵从这些观点 （

“

硬／深
”

社会

化 ） 。 正面学习很显然能更好地把握前一种社会化的意思 ， 而构成／建构很显然能够

更好地把握后
一

种社会化的意思 ， 即 当能动者将某一观念加 以 内化时 ，能动者就会被

这个观念构成或建构 。

每个人都可以从 自 己或他人的经历 中学习 （ 即替代学习 ） 。 虽然与从他人的经历

（尤其是负面经历 ） 中学习相 比 ，我们从 自身经历中学习 的成本常常会更高 ，但后者的效

果往往比前者更显著 ，这是由于人类思维具有启发性 （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 和 自我性 （ ｅｇ
ｏ ｉｓｔｉｃ ） 。

最后 ，我们应该摒弃将学习划分为
“

战术 （
ｔａｃｔｉｃ

） 学习
”

（有时也称为模仿或效法 ）

和
“

适应性／策略性 （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ｒａ ｔｅｇ ｉｃ

） 学 习
”

的做法 。
？ 这

一

划分方法是具有误导性

的 ，因为任何种类的学习都潜在地具有策略性和适应性 。 此外 ， 这种划分方法只能在

事后 （
ｅｘｐｏｓ ｔ ）使用 ，

因此 ，
当我们将这种方法用于解释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变迁时 ，

① 显然 ，负面学习明确地包含了负面选择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ｅ ｌｅ ｃｔｉｏｎ ） 的因素
。 参见下文有关人为选择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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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很容易造成循环论证 。

＇

在 国际政治 （包括国际政治经济 ） 领域 中 ，最引人注 目 的正面学习形式或许当 属

效法他国 （地区 ）成功 的军事技术和组织规则 。
？ 正面学习也会以其他的形式发生 ，

例如学习

成功国家 （地区 ） 在管理市场方面的产权协定 。 因此 ， 在 日本开创
“

发展型国家
”

模式之后 ，
亚

洲 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 （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韩 国 、 中 国台 湾等 ） 又成功效仿了 这
一模

式 ，

一些其他的后发国家 （如 中 国 和越南 ） 随后也把这些 国 家 （地区 ） 当作模板 。
？ 不幸的是 ，

在第
一

次海湾战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 ，美国在武力使用上变得更加大胆 ，

“

彻底摆

脱了越南综合征 （
Ｖｉｅ ｔｎａｍＳ ｙｎｄｒｏｍ ｅ

） ％？

在国际政治中 ，负面学习 与正面学习 同样普遍而有力 。 杰弗里 ？ 勒格罗 （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Ｌｅ
ｇ
ｒｏ

）有力地论证过 ，
在存在许多问题的情况下 ， 国家更有可能进行政策调整和转

型 。

？ 所 以 ， 当苏联经济 日益陷入停滞并变得越来越脆弱时 ，苏联政府才开始认真考

虑改革的必要性 。
？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国家总能从 自 身不愉快的经历中吸取正确 的

教训 。 建立在民族优越感 、 自豪感和信念基础上的认知失调常会阻碍国家从负面经历

中学习甚或促使国家吸取错误的教训 。

？

（
三

）
约束／帮助 ：物质与观念双重作用

如前所述 ，
在提及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能动者的问题时 ，

福柯和吉登斯都强调了社

会结构兼具约束和帮助的作用。
？ 社会结构之所以有约束作用 ，是因为结构包含了许

多正式的规则 （机制 ） 和非正式的规则 （如规范 、禁忌等 ） ，而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

之所以有约束作用 ，是因为它们有惩罚性的权力作为后盾 。 同时 ，社会系统的观念性

结构也具有帮助作用 ， 因为这种观念性结构使我们在做决定时不需要审视完所有的
“

可能
”

选项 。

？

能动者会通过建立在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基础上的观念和行动彼此牵制 ，相互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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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莫琳 ＊ 多德引用老布什总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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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国民认识了
一

更强硬的布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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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盟友会促使能动者按照某些方式行事 （例如坚决反对敌对 国 ） 。 同时 ，盟友也会

约束能动者 ：盟友可能会阻止能动者不去做
一

些事情 （例如过分挑衅 ） 。 同样地 ，
正如

主张均势或威胁平衡的理论家始终坚持主张的那样 ，敌手自 然也会阻止能动者不去做

一些事情 。
？
同时 ，

敌手也能帮助能动者操控盟友 。
？

约束和帮助更为微妙的层面体现在
一

国可 以拥有选择权 （而不是只能选择与交

恶双方中的
一

方结盟 ） 或
一

国能够使其他国家变成潜在的盟友或潜在的敌人 。 如果

一国能够在交恶双方中选择适宜中立或等距离的立场 ，那么该国会因此拥有更多讨价

还价的筹码 。 同样 ，倘若
一

国能使其他国家变成潜在的盟友 ，那么该国也会因此拥有

更多制约他国
——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

——

的筹码 。
？

国际系统中 的其他成分也能对国家起到约束和帮助 的双重作用 。 正如新 自 由 主

义和建构主义者准确叙述的那样 ，在
一

个 （ 地区 ） 国际系统 内 ，成立的 （地区性 ）组织以

及普遍性的规范确实约束和帮助了 国家的选择 。

？ 为了约束和帮助成员 国 的选择 ， 欧

盟制定 了许多规则 ，还成立了
一

些专门机构 ，其他地区也开始模仿这
一

做法 。 在全球

层面 ，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和

“

华盛顿共识
”

至少在数十年 内会主要决定一国要获

得 国际货币基金的救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
“

重建
”

措施 。 这
一事实无疑是系统的约束

和帮助作用的最明显证据 。

（
四

） 人为选择

在人类系统 中 ，我们不仅面临着专门依靠物质力量运行的 自然选择 ，但更重要的

是 ，我们也面临同时依靠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运行的人为选择 。

？ 我们可以将社会系

统中的人为选择划分为两类 （ 或两层 ） 。
？ 第一种是我们通过思想训练来淘汰和保留

一些具体观念 （ 以及受观念驱动的行为 ）
。 很显然 ，这种人为选择几乎总是存在 ，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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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尽管温特准确地意识到社会 系统中存在着两个层级的人为选择 ， 但他 的
“

文化选择 （
ｃ ｕｌ

ｔ ｕｍｌｓｅ ｌｅｃ
ｔｉ
ｏｎ

）

”

概念实则是指通过模仿和 （社会 ）学习进行的继承或传播 ， 而不是选择本身 。 温特还错误地将
“

模仿
”

和
“

社会学

习
”
一

同归于
“

文化选择
”

的标签下 ， 而这两者实际上都应归 于学习范畴 。 参见 Ａ ｌｅ ｘａｎｄｅ ｒＷｅｎｄ ｔ
，ＳｏｃＷ〇／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ｐｐ ． １００
－

１ ０ １
，ｐｐ ． ３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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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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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常常能够瞬间发生 ，这类选择可以归于上文提到的负面学习范畴 。 因而
， 下文所述

的人为选择则是指第二种类型的选择 。

第二种人为选择有两种形式 ：较强形式的选择和较弱形式的选择 。 较强形式的人

为选择是指依据能动者的表型 （ ｐｈｅｎｏ ｔｙｐｅ ｓ ） 或特征进行筛选 ，从而淘汰或保留系统中

的某些能动者 （ 例如
一国因战争而消亡 ） 。 这种进程通常

一

并消除了那些被淘汰国家

所持有的观念和行为 。

？ 较弱形式的人为选择是指能动者若做了 以 下三件事就会遭

到惩罚 ： （
１
） 误读物质环境

；
（ ２ ） 在系统内 ，不按照从 自 身或他人经历中学到 的好的经

验行事
； （

３
） 违背系统中的规则 （无论规范与否 ） 。 第二种人为选择正是华尔兹所谓的

“

选择
”

，尽管他很可能会否认在国际关系 中违背国际规则和规范的行为会带来很高

的成本 。
？
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大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 在任何生物和社会系统中 ，

人为选择的压力主要来源之
一是能动者对 自 身所处的物质环境的误读 。

？

纵观定居农业 （ 也称新石器革命 ） 出现以来丰富的人类历史 ，在群体层面上 ， 较强

形式的人为选择一直是施加在不同人类群体上的最强选择力量 。 公元前 ４５００ 年至公

元前 １ ５００ 年间 ，
战争首先在几个古代次级系统 （例如两河流域 、埃及 、中 国 、古秘鲁 、墨

西哥中部以及古安纳托利亚 ） 中源起 ， 之后 ，战事又拓展到 了其他次级系统 （ 如欧洲 、

印度 、迦南 ） 。 在大约 １ ９４５ 年之前 ，征服战 争
一

直席卷和掠夺着世界各地 。
？ 在这

一

过程中 ，绝大部分的人类群体要么灭亡 了 ，要么被征服并被纳人了其他幸存的群体 。

据估计 ，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 ，世界上存在着 ６０ 万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
？ 如今 ，世界上却 只

存在着 ２００ 个左右的政治实体 。 不论从哪种标准来看 ，这种征服战争 （作为
一种人为

① 温特将这种人为选择进程错误地贴上了
“

自 然选择 （
ｎａｔｕ ｒａ ｌｓｅ ｌｅｃ ｔｉｏｎ

）

”

的标签 。 如 江忆恩所言 ，在华尔

兹的框架下 ，

“

社会化
”

与通过竞争的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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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力量 ） 是塑造人类历史最为关键的力量之一 。

令人欣慰的是 ， 至少 自 １９４５ 年 以来 ，作为一种残酷的人为选择力量 ，
征服战争 已

经大大减少 。
① 就这一点而论 ， 当今国 际系统 中 的能动者犯得起更多的错误 ， 它们不

会因此遭到淘汰的命运 。 然而 ，即使这种选择力量没有淘汰一些能动者 ，
也对政治单

元的构成 、模式和组织形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 以被研究最多的公元 ９００ 年后的欧洲

系统为例 ， 由于欧洲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考虑到战争中 的实际情况 ，欧洲系统中的

政治单元必须选择具有某种特征的组织形式 ，例如建立
一

支 由 臣民 （ 之后是公民 ） 组

成的常备军 ，建立强大的资源攫取机器和官僚机构 ，通过国 民教育或者其他手段向 臣

民灌输民族主义 。 最终 ，
只有一类政治单元 （ 即现代民族国家 ）得以幸存 。

？ 随着欧洲

殖民扩张时代的到来 ，
现代民族国家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又扩散到 了世界其他地区 。

③

第二种形式的人为选择则 以
一些不那么残酷的形式发挥作用 。 二战后 ， 国际组

织 、国际机制 （ 正规的规则或机制 ） 和 国际规范如今成为国际系统 中
一股强大的选择

力量 。 随着国际组织越来越多 ，
无法加人这些组织 （ 特别是强大的组织 ） 的 国家处于

严重劣势 。 同时 ，随着创建的 国际规则 （或机制 ） 越来越多 ，
不愿遵守这些规则和规范

的国家也常常会遭到惩罚 。 例如 ，萨达姆确 因人侵科威特遭到了打击
；
在 １９９７ 年东亚

金融危机后 ，
不管多么痛苦和不情愿 ， 印尼也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 的处方 。

另
一种形式的人为选择力量可以是

一些突现趋势 ， 它们有时 以技术突破的形式出

现 ，
有时以依靠新科技的人类互动的新形式出现 （ 如远距离贸易 、 即时通信 ） 。 通信技

术与当今互联网 （先是有线现在是无线 ） 的出现成为
一

股塑造国家行为的强大选择力

量 。 在当今即时通信的时代 ， 国家已经无法佯装不知其他国家的反应 。 同样
，
全球生

产 网络的形成意味着进 口 替代战略已不再可行 。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与第一种人为选择 （对观念的选择 ）相 比
，
第二种人为选择更不

规律 ，也更为缓慢 。 除此之外 ，第二种人为选择并非
一

定要彻底淘汰某
一

特定的行为 （特

质 ）或能动者 ：在特定的系统内 ，
不同类型的行为和能动者在给定时间 内是可以共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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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构成／建构

我们可以把 （ 对能动者的 ）构成或建构分为两大类或两大层 ：
以系统为 中心 （ ｓｙｓ

？

ｔｅｍ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的构成或建构和 以能动者的互动为 中心（

ａｇｅｎ 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的

构成或建构 。 依照福柯式 （ Ｆｏｕ ｃａｕｌｄｉａｎ ） 的理解 ，
以系统为中心对能动者的建构是指能

动者有意识地将观念 （规范 、机制 、记忆 、行为准则 、 自我认 同等 ） 加 以 内化的过程 ，也

是指能动者无意识地被国 际系统内观念逐渐渗透的过程 。
？ 如社会心理学的群际关

系理论所
一直强调的那样 ，

以能动者为中心对能动者 的建构是指能动者在彼此互动 中

有意无意地持续建构 自 己 （或彼此 ） 的过程 。
？

在这里 ，
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系统建构 能动者的进程和系统被建构 的进程区分开

来 。 后者是指能动者的行为 以及能动者与 系统的互动共同建构或重 塑系统的进程 。

而前者则是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被系统塑造的进程 。 毫无疑问 ，这两项进程会持续地

互相作用 ，进而
“

互构
”

彼此 ：能动者不断地通过 自 身行为和 自 己与系统的互动建构系

统
，
同时

，
被不断构建的系统又会反过来重塑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 。 但是 ，叠加这两种

进程会有陷人逻辑循环 （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ｉｒｃｕ ｌａｒｉｔｙ ） 的风险 。

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过程是用来说明能动者通过与系统互动建构 自身和

其他能动者的最好例子。 通过考察中 国 、 日 本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以及土耳其等

国家 ，铃木胜吾 （
ＳｈｏｇｏＳｕｚｕｋ

ｉ

） 和艾斯
？ 扎拉科尔 （

ＡｙｓｅＺａｒａｋｏ ｌ
） 巧妙地展示 了这些

非西方国家开始面对西方所主导的系统时是如何重建 自 身和西方 国家形象 （
ｉｍａｇｅ ） ，

又是如何把这些形象加以 内化的 。
？ 同时 ， 当 西方开始统治世界其他地区时 ，它们也

同样重建了 自 身和其他国家的形象 ，并将这些形象加 以 内化 。
？ 非西方国家倾向于将

自身形象建构或内化为受害者／模仿者／耻辱者／劣等国 ，
而将西方国 家的形象建构或内

化成人侵者／老师／强者／优等国 。 与之相对 ，西方国家倾向于将 自 身形象建构和内化成

① 当然 ，有意识的 内化和无意识的渗透常常在社会系统内彼此互相强化 ， 因而将两项进程清晰地区分开来

并不容易 。
参见 Ｎ ｏｒｂ ｅｒｔＥｌ

ｉａｓ
，

７Ｖ ｉｅＰｒｏｃｅｓ ｓ
，

１ ９３９
［

１ ９９４
］

；Ｍｉｃ ｈｅｌＦｏｕｃ ａｕ ｌｔ ，Ｐｏｗｅｒ
； ＊／ｏ ／ｍ斯． Ｍｅｙｅｒ ，

ｔｌ

Ｗｏ ｒｌｄＳｏｃｉｅｔ
ｙ ｔＩｎｓｔ

ｉｔ
ｕｔ 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 ｉｅｓ ，ａｎｄｔ

ｈｅＡｃｔｏ ｒ ，

＂

ｐｐ
． ｌ
－

２０
〇

② 如下文第五部分所述 构成
”

传统上属于建构主义的领域 。 参见 Ｈ ｅｎｒ ｉＴａ
ｊ
ｆｅｌ

，

“

Ｓｏ ｃｉａ ｌＰ ｓ
ｙｃ

ｈｏ ｌｏ
ｇｙ ｏｆＩ ｎ

？

ｔ ｅｒ
ｇ
ｒｏｕｐ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

”

ｚｌｍｍａ／ ｔ
ｊ／

＇

Ｐ
ｆｙ

ｃＡｏ Ｚｏ
ｇｙ ，Ｖｏ ｌ ． ３ ３

，１ ９８ ２
，ｐｐ ． １

－

３ ９
；Ｎｏ ｒｂｅ ｒ

ｌ
Ｅｌ ｉａｓ ，ＴＴ

ｉｅ／Ｖ ｏｃｅｊｓ ，

１９３９
［ １ ９９４

］
；Ａ 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

ｔ
，Ｓｏｃ 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ｓ ＾ｃｈａｐｔ ｅｒ７ ；Ｍａｒｔ

ｈａ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

ｔｅｒｅｓｔｓｉ
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Ｓｏｃ ｉ

ｅｔｙ
，Ｉｔｈａｃａ ：Ｃ ｏｒｎｅｌｌＵｎ ｉ

ｖ ｅ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ｓ ｓ ， １９ ９６
；Ａｍｉｔ

ａｖＡｃ ｈａｒｙａ ，ＷｈｏｓｅＩｄｅａｓＭａｔｔ
ｅｒ ＾Ａｇｅｎ

？

ｃｙ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Ａｓ 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 ｌｉｓｍ

ｔＩ ｔｈａｃ ａ ：Ｃｏ ｒｎｅ ｌ ｌ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Ｐ ｒｅ ｓｓ
，
２００９

０

③ＳｈｏｇｏＳｕｚｕｋ ｉ
，Ｃ ｉｖｉ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ｅ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
ａｎｓＥｎｃ ｏｕｎｔ ｅｒｗｉ 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 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

ｔｙ ，

２００９
；Ａｙ

ｓｅＺａｒａｋｏ ｌ
，Ａｆｔｅ ｒＤ ｅｆｅａｔ

：Ｈｏｗ ｔｈｅＥａｓｔＬｅａ ｒｎｅｄｔｏＬｉｖｅｗ ｉｔｈ ｔｈｅＷｅｓｔ
，２０ １ １ ．

④ＥｄｗａｒｄＫｅｅｎｅ
，Ｚ加 ｒｅＡｉｃａ／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 ：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 ｅｒｓｉ ｔｙＰ 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ＪｏｈｎＭ，Ｈｏｂ－

ｓｏｎａｎｄＪａｓｏｎＣ ．Ｓｈａｒｍａｎ ，
ｕ

ＴｈｅＥｎｄｕｒ 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ｏｆＨｉｅ ｒａｒｃｈ ｙｉｎＷｏｒｌｄＰ ｏｌ ｉ ｔｉｃｓ
：Ｔｒａｃｉ ｎｇ

ｔｈｅＳｏｃ ｉ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ｓ ｏｆＨｉ

？

ｅｒａｒｃｈｙａｎｄ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ａ ｌＣ ｈａｎｇ 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Ｖｏ ｌ

．

ｌ ｌ ，Ｎｏ ．

 １ ，２００５ ，ｐｐ
． ６３

－

９８ ．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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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 ，
而将非西方国家的形象建构或内化成顽固和未开化的国家 。 在这

一

过程中 ，

交会的双方都从根本上被建构 。 通常来说 ，非西方国家在获得全新的 自我形象 （
ｓｅ ｌｆ

－

ｉｍ？

ａｇｅｓ ）和他人形象
 （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 后 ，会酝酿出不安 、焦虑 、耻辱 、愤怒 、沮丧等情绪 ，

还会在它们与西方国家之间和它们内部酝酿出冲突 （例如 １８９５年后的中 国和 日本 ） ^

当能动者与其他能动者开展互动时 ，
通常需要建构 自 己与他人的新形象和新身

份 ，这种建构有时候符合他人喜好 ，有时候符合 自 己的喜好 ，但更多的时候是两者的混

合 。
？ 在这一过程中 ， 能动者需要通过不停的正面学习或负面学 习来调整 自 己 的形

象 、修辞 、行为和他人的形象 。

这种通过与其他能动者的互动建构 自 己 （或他人 ） 的过程在暴力冲突后的国际和解

（
ｒｅｃｏｎｃ ｉ ｌｉａ ｔｉｏｎ

）上体现得最明显。 倘若两位昔 日 的敌人想要彼此达成和解 ，那么它们中

的每
一方都必须要建构出 自 己和对方的新形象 。 因此 ，之前否认 自 己犯过错的国家需要

通过真诚的道歉为 自 己建构 出 （或承认 ）过错方的崭新形象 。 在这
一

过程中 ，过错方还

需要为昔 日的受害者构建出親新的正义者形象 。 如同镜像 （
ｍｉ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 ）

—样 ，昔 曰 的

受害者需要为 自 己建构出位于道义高点的形象 。 倘若过错方已经对受害者的损失做出

了真诚的道歉 ，
也进行了相应的赔偿 ，那么昔 日 的受害者也需要为过错方建构出更加仁慈

的薪新形象。 可以说
，重塑 自身和昔 日敌手的身份是国际 （或群体之间 ）和解的关键 。

②

（
六

）
反社会化

反社会化是指能动者有意识地反抗来 自 系统的社会化压力的进程 。 反社会化几

乎存在于任何具有最低程度社会化的社会系统 中 。
？ 因此 ，反社会化是社会化名 副其

实的辩证产物 ：
没有社会化 ，就没有反社会化 。

？

①Ｈｅ ｎｒｉＴａ
ｊ
ｆｅｌ

，


“

Ｓｏ ｃｉａ ｌＰ ｓ
ｙ
ｃｈ ｏｌｏ

ｇ ｙｏｆＩｎ ｔｅｒ
ｇ
ｒｏｕｐ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

”

ｐｐ ． １
－

３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

，
Ｓｏｄａ／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Ｐｏｌ ｉｔｉｃ ｓ ，

，１９９９
；Ａｍ 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

ｙ
ａ

，
Ｗｈｏｓ ｅＩｄｅａｓＭａｔ ｔｅｒ＾Ａｇｅ ｎｃｙａｎ

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Ａｓ ｉａｎ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
２００９ ．

② Ｓｈｉ

ｐ
ｉｎ
ｇ
Ｔ肪

ｇ ，

“

Ｒｅｖ ｉｅｗＡｒｔｉ ｃｌｅ
：Ｒｅｃ ｏｎ ｃ ｉ

ｌ
ｉａｔ ｉｏｎ肪ｄ

ｔ
ｈｅＲ ｅｍａｋ ｉｎ

ｇｏｆＡｎ咖 ｈ
ｙ

，

”

ｔＴｏ ｒＷＰｏ／
ｉ

’

ｈ ｃｓ ，
Ｖｏｌ ． ６３

，

Ｎｏ ．４
，
２０ １ １

，ｐｐ
．７ １ ３

－

７５ １
．

③ 康德首先把握住 了反社会化的动力 （ 即
“

非社会的社交性
”

） ，而弗洛伊德提醒我们生物本能可能是反社

会化动力 的一部分 （
参见 Ｎｏ ｒｂｅｒｔＥｌ

ｉ ａｓ
，
７７？以叹 作〇？？

，
１ ９３９

［
１ ９９４

］
） 。 即使如涂尔 千 、帕森斯以及默顿这

样 的结构功 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反社会化 （ 的结果 ， 即社会的异常 、失范 和反常 ） 的存在 ：他们 的问题在于他们
一直不愿承认反社会化是一种

“

常态
”

。
关于社会失范 （

ａｎｏｍ
ｉｅ ） 的经典论述

ｒｙａｍ
／ＳｏｃｉａＺ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６ ８

， ｐｐ
． １ ３ １

－

１９４
。
当然

， 马克 思／批判理论的政治理论家 （ 如葛

兰西 ） 以及有福柯式传统的理论家 （
如福柯 ）也都一直坚持倡 导身体和 观念的双重

“

反抗
”

，但这与记录 了真实的

反抗或反社会化 的文献有所不 同 ，参见Ｊ ａｍｅｓＣ ．Ｓｃｏ ｔｔ
，ＰＴｅａＡ ：

：Ｆｏ ｒｍｓ ｏ／ Ｐｅａ ｓａｒａｉ

ａｎｃｅ
７ＮｅｗＨａｖ ｅｎ

：Ｙ ａｌｅ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 ｓｓ
， １ ９８５

； ＪａｍｅｓＣ ． Ｓｃｏｔ ｔ
，Ｄｏｍｉ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ｅ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

：
Ｈｉｄｄｅｎ

Ｔ Ｖｗｗｃｒｉｐｔｓ ，ＮｅｗＨａ ｖｅｎ
：Ｙａ ｌｅ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Ｐ ｒｅｓ ｓ ，１ ９９０ 。 反社会化和

“

失 范
”

理应区分开来 ：作 为渠道的反社会化是

作为结果的社会失范 的前提 ，但社会失范通常是多个渠道共 同造成的 。

④Ｓｈ
ｉ

ｐ
ｉｎ
ｇ
Ｔａｎ

ｇ ，
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ｈｅｏ ｒ

ｙ
〇／

／
／ｗ汾ｕｉ ｉｏｎａＺＣ／

ｉａｎｇｅ ，２０１ １ ．

？

２ １？



国 际 系统的 影响 ：

六大渠道

在这里 ，重要的是承认反社会化并不必然受到能动者想要重塑系统 （更不用说推

翻现有系统并建立新系统 ）或想要将其他能动者
“

社会化
”

的欲望驱动 。 即使是成功

的反社会化行动也不必然导致系统的转化 。 转变或推翻
一

个系统 （无论是否建立一

个新的系统 ） 的反社会化行动需要更多的投人 ，
也需要更大的力度 。

在人类刚刚开始群体生活时 ，制度结构是很稀疏的 。 社会化也因此相对较弱 ，
反

社会化甚至可能更弱 。 然而 ， 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严格时 ，社会化

就变得更为普遍 ，
也更加令人窒息 。 通过对能动者的教导和渗透——向来以权力为后

盾
——

社会的机制化程度与 日俱增 ，这必然会迫使一些单元走 向反社会化 。 恰如福柯

所言 ，

“

只要存在权力关系 ，就存在反抗的可能性
”

。
？

在国际关系理论化的过程中 ，
呼吁非西方视角甚至是

“

非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
”

都

标志着对盎格鲁
一

撒克逊 （ Ａｎｇｌｏ
－

Ｓａｘｏｎ
）在国 际关系理论中霸权地位的反抗 。

？ 最近
，

一

些中 国学者基于 中国古代哲学和中 国实力 的上升对世界秩序进行 （ 重新 ） 概念化 ，

也反映了一些 中国学者对与西方价值观密不可分的现行国 际秩序的有意识的反抗 。
？

“

依附论
”

和爱德华 ？ 萨义德 （
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ｉｄ

） 提出 的东方主义 （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ｌｉｓｍ

） 大辩论都属

于抵抗 （标榜是价值中立的 ） 西方观念和偏见长期主导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尝试 。

？

在 国际政治现实中 ，尽管多数非西方的发展中 国家都学习 了西方的大部分技术 ，

也将西方的许多观念和实践加以 内化 ，
但它们都反抗过当今 （ 以西方为中心 的 ） 世界

秩序指导下的部分社会化进程 。
？ 南南合作和新近成立的金砖 国家组织都反映 出发

展中 国家想要反抗超出传统均势并以西方为中 心的现行秩序的要求和尝试。 讽刺的

是 ，尽管一些相对较为强大的发展 中国家 （如 中国 、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 的反抗可能较

①Ｍ ｉｃ ｈｅ ｌＦｏｕｃａｕｌ
ｔ

，
Ｐｏ设ｉｃｓ

，ＰＷ ｏｓｏｐ
／ｉ
ｙ ，
Ｃｕｈｕｒｅ ：／ｎｆ ｅｒｙ￡ｅｕ ；ｓａｍｉＣＷ

ｉｃｒ 『ｒ ｉ
ｉ
ｉｎｇｓ■／９７７

＿

＿／９５４ ， ｅｄ ｉ ｔ ｅｄｗｉ
ｔ
ｈａ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ｂ
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Ｄ ．Ｋｉｒｔｚｍａｎ

，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

ｌ ｅｄ
ｇ
ｅ

，
１ ９８ ８

，ｐ
．

１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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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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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Ｗ ｉ ｌｌｉａｍＡ ．Ｃ ａ ｌｌ ａｈ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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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Ｖ ｉｓ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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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ｏ ｓｔ
＿Ｈｅｇｅｍ ｏｎｉｃｏｒａＮｅｗ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

？

”

／ｈｔｅｍａ
－

ｔ
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 ｌ ． １０
，Ｎｏ ． ４

，２００ ８
，
ｐｐ

． ７４９
－

７６ １
；
ＦｌｏｒｉａｎＳｃｈ ｎｅ ｉｄｅｒ

，


ｌ ＜

Ｒｅ ｃｏｎｃ ｅｐｔ ｕａｌｉｓｉｎ
ｇＷｏｒ ｌｄＯｒｄｅ ｒ

：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Ｐｏ ｌ ｉｔｉｃ ａｌＴｈｏ ｕｇｈ ｔａｎｄＩ ｔｓＣｈａｌｌ ｅｎｇｅｔｏ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ｈｅ 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Ｖｏ ｌ ．

４０
，
Ｎ ｏ．４

，２０ １４
，ｐｐ

． ６８ ３
－

７０ ３ ．

④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ｉｄ ， Ｏ ｉｃｎｉａＺｉｓｍ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Ｖ 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 ｋ ｓ
，
 １９７８

；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 ｉｄ

，ＣｗＺ如 ｒｅａｍ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Ｋｎｏｐｆ

，１ ９９３ ．

⑤ 扎拉科尔没能指出 ，对那些 （ 身为外来者 ） 被
“

污名化 （ ｓｔｉ
ｇ
ｍａｔｉ

ｚｅｄ ）

”

的非西方国家来说 ，反社会化也是一

种可行策略 。 参见ＡｙｓｅＺａｒａｋｏ ｌ
，Ｚ）如似 ：

／／ｏｍ； 认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ｔｏＬｉｖｅ认£ Ｗｅｓｔ ，２０１ １
。

？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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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烈 ，
但那些封闭的国家 （ 如朝鲜 、古 巴 ）对社会化的反抗却更加彻底 。

反社会化可以是反抗社会系统 内的
一些突现属性 ，尤其是突现趋势 。 这些反抗突

现趋势的反社会化行为通常以社会运动和社会辩论的形式出现。 因此 ，如同两个世纪

前卢德派 （
Ｌｕｄｄｉ ｔｅ ｓ

）抵制机械化
一样 ， 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人也开始抵制 （ 作为全球化

一部分的 ） 向发展中 国家的生产 （如今是服务 ）转移 。 到 目前为止 ，在欧洲 内部的地区

一

体化进程中 ，英国和挪威仍拒绝追随这
一

趋势 。 有几分相似的是 ， 古巴 和朝鲜仍维

持着严格的计划经济 ；
而在 民主化的浪潮下 ，

许多或多或少带有威权色彩的国家都保

留了非民主的特性 。
①

四 新框架的效用 ： 举例说明

尽管各类
“

主义 （
ｉ ｓｍｓ

）

”

之间 的大辩论 已经对于 国 际关系的理论化无太多裨益 ，

但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在 国关理论的入门课程 中最先学到的一类知识仍是各种
“

主

义
”

。
？ 因此 ，

通过论证所有的
“

主义
”

都忽略了一个或多个渠道 ，并证明掌握全部六个

渠道会对我们理解国际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这
一

问题大有助益 ，笔者便能证明本文的

新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教学价值 。 通过探讨依然持续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论战 ，

本节 旨在展现新框架的效用 。

？
由 于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没有掌握前文提

到的六大渠道 ，
也没能认识到这六大渠道对理解 国家行为 的意义 ， 因 而关于现实主义

的争论
一直没能增进这场争论本可 以增进的知识 。

一

方面 ，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认为 ， 只要 国家的行为与现实主义基于学习和选

择 （ ｓｅ ｌｅｃ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所做预测或给出 的处方 （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

） 与结果不符 ， 现实主义就是

无效的 。
？ 这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惩罚 （有时是死亡 ） 这样的 （ 负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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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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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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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ｒｅｓ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ｔ
ｕｄ

ｉ
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ｔ
Ｖｏｌ ． ５５

，
Ｎｏ ． ３

，
 ２０

１ １ ，ｐｐ ．４６５
－

４ ８０ ．

③ 以针对现实主义的论战为例来说明新框架的效用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现实 主义本身 。 实际上 ， 笔者为

现实主义做了切实的贡献 。 笔者当然也可以轻易地以针对建构主义或新 自 由 制度主义的论战为例进行说明 ，但

这 么做也不会增添更多价值 。

④Ｒｏｂｅｒｔ０．Ｋｅｏｈａｎｅ
，

ｅ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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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ｉｃ ｓ ，ｐｐ

．
１ ８２

－

１ ８ ３
；ＲｉｃｈａｎｌＮｅｄＬｅｂｏｗ

，
“

ＴｈｅＬｏｎ
ｇ

Ｐ ｅａｃ ｅ
，ｔ

ｈｅＥｎｄ ｏｆｔｈｅＣ ｏｌｄＷａ ｒ ，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ｌｕ ｒｅ ｏｆＲｅａｌｉ ｓｍ ／

１

ｐ
． ２７４

；Ｐ ａｕ ｌ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
＂

Ｈｉｓｔｏ ｒｉｃ ａｌＲｅ ａｌｉｔ ｙｖｓ ．

Ｎｅｏ
－Ｒｅａ ｌｉｓｔＴｈｅｏ ｒ

ｙ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
ｔ
ｙ ＾
Ｖｏ ｌ ．

１
９

，Ｎｏ ． ｌ
， １

９９４
，ｐｐ

． １
１
６
－

１２３
；Ｊ ｏｈｎＡ ．Ｖａｓｑ

ｕｅｚ ，
ｗ

ＴｈｅＲｅａ ｌ
ｉｓｔ

Ｐ ａｒａｄ ｉ

ｇ
ｍａｎｄＤｅ

ｇ
ｅｎｅｒａｔ ｉｖ ｅＶｅｒｓｕｓＰ ｒｏ

ｇ
ｒｅ ｓｓ ｉｖ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

ｇ
ｒａｍｓ

 ：Ａｎ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Ｎｅｏｔ 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Ｗａｌｔｚ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ｐ
ｏｓ ｉ ｔ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１

，
Ｎｏ ．４

，
１９９７

，ｐｐ
． ８９９

－

９ １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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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 统的影响 ：
六 大渠道

选择方式在现实主义理论中 占据的 中心地位 。

自华尔兹以来 ，现实主义者都明确强调了学 习和惩罚 （ 负面 ）选择方式在塑造国

家行为方面的作用 。
？
因此 ，

现实主义
“

不仅关注行为的后果 （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 ｃｅｓ

） ，
也关注

行为的决定 因素 （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ｎ ｔｓ

）

”

。
？ 基于此 ， 国家没有 按照现实 主义 的处方行事 （ 即

现实主义没能预测国家的行为 ）这
一

事实并不能 自 动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 。 这不

仅是因为现实主义允许发生 国家行为可能会违背现实主义处方的情况 （ 由于认知偏

见或误差 ，政治家的知识可 能是错误的 ） ，
而更重要的是 因为现实主义理论还主张 国

家会因违背现实主义处方付出代价
——有 时是很高的代价 ， 如华尔兹所言 ：

“

我们 当

然可以违反规律 ，但违反它们就会面临被惩罚的危险 。

”
？换言之 ， 现实主义不仅规定

（或宣扬 ）某些行为 ，也主张那些没注意这些规定的国家 即使不会招致 自我毁灭 ，也会

产生损失 。 因此 ，倘若一个国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处方 ，但随后遭到了惩罚 ，那么现实

主义实际上依然有效 。

所以 ， 即使英法 （ 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 ） 当时没有坚定地制衡纳粹德国迫近 的威

胁 ，
也不能 （ 如同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 ）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 ，

？这

实则强有力地证明 了现实主义是正确的 ， 因 为英法两 国因
“

背叛
”

现实主义遭到 了严

惩 。 同样 ，与 现实 主义的批评者 的 观点 相 反 ， 只是依据米 哈伊尔
？

戈 尔 巴 乔夫

（ Ｍ ｉｋｈａ ｉｌ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 ） 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 劝导行事这一点也不能证 明现实主义是无

效的 。 现实主义者可以简单地驳斥 ：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国家因
一些非现实主义甚至是

反现实主义的政策受到了严惩 。
？
同理 ，尽管过度扩张 的行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的处

① 华尔兹曾经否认他的理论需要
“

学习
’’

，但他之后又 承认了这
一渠道 ， 尽管他使用 的标签是

“

模仿
”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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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ｒＷａ ｓＡｎｙｂｏｄｙＥ ｖｅ ｒ ａＲｅ ａｌ

ｉｓｔ ？ ）

”

ｐｐ
．

 １６６
－

１ ６７ ．

＠Ｒｉｃｈａ ｒｄＮ ｅｄＬｅｂｏｗ
，

“

ＴｈｅＬｏｎｇＰ ｅａ ｃｅ
， ｔ

ｈｅＥｎｄｏ ｆ
ｔ
ｈｅＣｏ ｌｄＷａ ｒ

，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 ｌ ｕｒｅｏ ｆＲｅａｌ ｉ
ｓｍ

，

”

ｐ ． ２７４ ；

ＰａｕｌＳｃｈｒ ｏｅｄｅ ｒ
，

＂

Ｈ ｉ ｓｔｏｒ ｉ ｃａ ｌＲｅ ａｌｉ ｔｙｖｓ ．Ｎｅｏ
－Ｒｅａｌ ｉ ｓｔ Ｔｈ ｅｏ ｒｙ ／

１

ｐｐ ． １０ ８
－

１４８
；
Ｊｏｈｎ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 ，

＊ ＊

Ｔ ｈｅＲｅａ ｌ ｉｓｔＰ ａｒａ
？

ｄ ｉ

ｇ
ｍａｎｄＤｅ ｇｅｎｅ

ｒａ ｔ
ｉｖｅＶｅ ｒｓｕ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ｖ ｅＲｅｓｅａ ｒｃ ｈＰｒｏｇ

ｒａｍ ｓ
：ＡｎＡ ｐｐｒａ ｉｓａｌｏｆＮｅｏ ｔｒａｄ ｉｔｉｏ ｎａｌ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ｏｎＷａｌ

ｔｚ

’

Ｂａ ｌａｎｃ ｉｎ
ｇ
Ｐ ｒｏ

ｐ
ｏｓ ｉ ｔｉｏｎ ，

＂

ｐｐ
． ８９９

－

９ １ ２ ．

⑤ Ｒｉｃ ｈａ ｒｄＮｅｄＬｅｂｏｗ ，
“

ＴｈｅＬｏｉ

＾Ｐｅａｃｅ ， 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 ｏｌｄＷａｒ ，ａｎｄｔ ｈｅＦａｉ ｌｕｒｅｏｆＲｅ ａｌ ｉｓｍ ，

”

ｐｐ
． ２５９

－

２６８ ．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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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一致 ，但 １９ 世纪之后
一些过度扩张的主要尝试都失败了 ，

而且侵略者 （ 如拿破仑

时期的法国 、纳粹德国 、 日本帝国 ）都遭到了严惩 ， 这样的事实无疑有力地支持了 防御

现实主义的观点 。

？ 最后 ， 即使一国尝试制衡另一 国 ， 却没有成功地实现事实上的均

势
，也不能证明现实主义是无效的 ， 因为制衡的努力会因各种理由而失败 。

？

因此 ，现实主义实际上比许多批评者和赞成者所认为的更难被证伪 。 想要证明现

实主义有误 ，仅仅指出一些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规则行事是不够的 ： 现实主义的

批评者们还必须要证明这些国家事实上因违背现实主义的处方而获益或至少没有因

此而受到损伤 。

但现实主义者也同样有错误 。 因 为许多现实主义者没有准确地意识到现实主义

应该主要依靠选择压力来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 ，

？当面对
一

些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

的劝导行事的证据时 ，他们通常会修改 自 己的理论 ，进而面临着拉卡托斯 （
Ｌａｋａ ｔｏ ｓ ｉａｎ

）

意义上的
“

退化 （
ｄ ｅ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 ｖｅ

）

”

风险 。
④

许多现实主义者要么通过引进国家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变量 ，
要么通过坚持主张所

有 国家行为都与现实主义相
一

致来忙着为偏离现实主义处方的行为提供解释 ，

？因

而 ，从本质上讲 ，科林
． 艾尔曼 （

ＣｏｌｉｎＥｌｍａｎ ） 和米里亚姆 ＊ 艾尔曼 （ Ｍ ｉｒｉａｍＦｅｎｄｉｕ ｓ

①Ｒｏｂｅ ｒｔ Ｊｅｒｖ ｉｓ
， 办你肌＾＾ｅｃ ｉｓ

：ｈＰｏＺｉ ｔｉｃａＺａＭＳｏｃｉ ａＺＬ
ｉ／

＇

ｅ
， ｐ

．
１ ０６

；Ｃｈａｒｌ ｅｓ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
７７ ｉ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Ｅｍｐ ｉ

ｒｅ
，
 Ｉｔｈａ ｃａ

：Ｃｏｒｎ ｅｌ ｌ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
Ｐ ｒｅ ｓｓ

，１ ９８４
；
Ｊ ａｃｋＳ ｎｙｄｅｒ ，Ｍｙｔｈｓ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ｍｂ ｉｔ ｉｏｎ
ｔ
Ｉ 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 ｅｌｌ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ｓ
，
 １９９１


；
 Ｓｈ ｉ

ｐ
ｉｎ
ｇ 
Ｔａｎ

ｇ ，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 ｕ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ｓ
，２０ １ ３

；
ＪｏｈｎＪ．Ｍｅ 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 ７ｉｅＴｒａｇｅｄ
ｙ

ｏｆ
Ｇ 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０１ ．

② 这与解释并预测行为以及社会结果的问题相关 。 更为详尽的论述 ，参见 Ｓｈｉ
ｐ
ｉ ｎ
ｇ
Ｔａｎｇ

，

“

Ｉｄｅａ
，Ａｃ ｔｉｏｎ

，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ＴｈｅＯｂｊ ｅｃ 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ａ ｓｋ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

，

”

ｈ ｔｔ
ｐ ：

／／
ｐ
ａ
ｐ
ｅ ｒｓ ． ｓｓｍ． ｃ ｏｍ／ｓｏｌ３／ ｐａｐｅｒｓ

．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 ｃｔ
＿

ｉｄ 
＝

２７９０６ １５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２ １ 日 。

③ 因此
， 有时即使是华尔兹也并未意识到选择机制对现实主 义 而言有 多重要 。 参见 ＫｅｎｎｅｔｈＮ ．Ｗａｌ ｔｚ

，

＊＇

Ｒｅ ｆｌ ｅ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 ｅｏｒ
ｙ

ｏｆＩ 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Ｐ ｏｌ ｉ ｔｉｃ ｓ
：ＡＲｅ ｓ

ｐ
ｏｎ ｓｅｔｏＭｙ

Ｃｒｉ ｔｉ ｃｓ
，

”

 ｉｎＲｏｂｅ ｒｔ０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ｅｄ ．

，
Ｎｅｏｒｅａｌ

？

ｉｓｍａｎｄＩ
ｔ
ｓＣｒ ｉｔ ｉｃｓ

ｔｐ ｐ ． ３３０
－

３ ３２
；
Ｃｏ ｌ ｉｎＥｌｍａｎａｎｄＭ ｉ ｒｉ ａｍＦｅｎｄ ｉｕｓＥ ｌｍａｎ

，
“

Ｃｏｒｒｅｓ
ｐ
ｏｎｄｅ 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ｓ ．Ｎｅｏ－Ｒｅ ？

ａｌ
ｉ
ｓｍ

：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ｏｏｋ
，

＂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Ｓｅｃ ｕｒ ｉｔｙ ｔ

Ｖ〇１ ． ２０
，Ｎｏ ．

ｌ ，１
９９５

，ｐｐ ． １ ８２
－

１９３
；
Ｊｏｈｎ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 ，

＂

ＴｈｅＲｅａｌ
？

ｉ ｓ
ｔ
Ｐａ ｒａｄ ｉ

ｇｍａｎ
ｄＤｅｇｅ

ｎｅｒａｔｉ ｖｅＶｅｒｓｕｓＰ ｒｏ ｇｒｅ ｓｓ ｉ
ｖ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

ｇ
ｒａｍｓ ：ＡｎＡｐｐｒａｉ ｓａｌｏｆＮｅｏ

ｔｒａｄ ｉ ｔｉｏ ｎ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ｏｎ

Ｗａｌ
ｔｚ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
ｇ

Ｐ ｒｏ
ｐ
ｏｓ ｉｔ ｉｏｎ

，

”

ｐｐ ． ８９９
－

９ １ ２
。

④ 笔者还要指出 ，国 际关系学界 的大量学者仍 陷 于社会科学 的 波普尔／库恩／拉 卡托斯 （
Ｐｏ

ｐｐ
ｅｒ／ Ｋｕｈｎ／

Ｌａｋａ ｔｏｓｉａｎ
） 的实证主义哲学 ，

却忽视 了更为深 刻而且更 为合理的
“

科学实在论
”

学说
。
参见 ｊ

ｆｏｈｎＡ ．Ｖａｓｑｕｅ ｚ
，

“

ＴｈｅＲｅａｌｉ ｓｔＰａ ｒａｄｉ
ｇ
ｍａｎｄＤ 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ｅ ｒｓｕ ｓＰｒｏｇ ｒｅ ｓｓ 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 ｒｏｇｒａｍ ｓ

：ＡｎＡｐｐｒａ ｉｓａｌｏｆＮｅｏ ｔｒａｄ ｉｔｉｏｎａ ｌ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ａ ｌ
ｔｚ

＊

Ｂａｌａｎｃ ｉ
ｎｇ Ｐ

ｒｏ
ｐ
ｏｓ

ｉ ｔｉｏｎ
，

Ｍ

ｐｐ ． ８９９
－

９
１
２

；
Ｃ ｏｌ

ｉ
ｎＥｌｍａｎａｎｄＭ ｉ

ｒ
ｉ
ａｍＦｅｎｄ ｉ

ｕ ｓＥ ｌａｍ
，
ｅｄｓ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 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Ｒｅｌａ

ｔｉ
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 ｔＣａｍｂｒ ｉ

ｄｇｅ ：Ｍ ＩＴＰ 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〇

⑤ 在此 ，笔者 明确声明 自 己完全赞成通过 引人国家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因素来解释 国家观念和行为 的做法 ，

笔者不赞成的是某些现实主义者在对现实主义进行大量修改之后 ，
又宣称现实主义可以解释

一切 的做法 。 参见

Ｓｈ ｉｐ ｉｎｇＴａｎｇ ，


＊ ＊

Ｒｅｖ ｉｅｗ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Ｒ ｅｃ ｏｎｃｉｌｉ 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ｍａｋ ｉｎ

ｇ
ｏｆＡｎａ ｒｃ ｈｙ ，

，ｆ

ｐｐ ．７ １ ３
－

７５ １
；
Ｓｈｉ ｐｉｎｇＴａｎｇ ，

ｕ

Ｏｕ ｔ
？

ｌ ｉｎｅｏｆ ａＮｅｗＴｈｅ ｏｒ
ｙ

ｏｆＡｔｔｒｉｂｕ ｔ ｉｏｎ ｉｎＩＲ
：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ｏ ｆＵｎｃ 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ｉ ｒ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ｖｅＣ ｈａｌｌｅｎ

ｇ
ｅ ｓ

，

”

ｐｐ
． ２９９

－

＇

３ ３ ８ 。

？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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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渠道

Ｅｌｍａｎ
） 坚持的是 ， 由于所有 的国家行为都是

“

自 助 （ ｓｅｌｆ
－

ｈｅ ｌｐ ）

”

或
“

制衡
”

的 ， 因此 ， 所

有的 国家行为都符合现实主义 。
？ 斯蒂芬 ？ 布鲁克斯 （

Ｓ ｔｅｐｈ ｅｎＢｒｏｏｋｓ
） 和威廉 ？ 沃尔

福斯 （
Ｗｉ ｌｌｉａｍ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

） 同样也声称戈尔 巴乔夫的所有行为恰好都在现实主义的预

料之中 。
②

然而 ，这种看似 明智 的举动并不能促使现实主义成为
一

种
“

进步的
”

研究纲领 ， 因

为这种举动实际上使现实主义变得
“

水都泼不进 （
ｗａｔｅｒ

－

ｐｒｏｏｆ ）

”

。 从本质上来说 ，柯

林 ？ 艾尔曼和米亚姆 ？ 艾尔曼坚持的是 ，
只要 国家对外部威胁做出反应 ，就是符合现

实主义的 。
？ 但是 ，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将现实主义简化成研究最低水平的
“

战

略 （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

”

工具 。 这无疑会使所有的人成为现实主义者 ，
也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人

是现实主义者 。
④ 科林 ？ 艾尔曼和米里亚姆 ？ 艾尔曼还以拒不承认 （ ｓｔｏｎｅ

－

ｗａｌｌｉｎｇ ） 的

态度为新现实主义提出另
一则辩护 ：

一

种理论只能被另
一

种更好的理论代替 ，但没有

理论会 比新现实主义更好 。

⑤

实际上 ，科林 ？ 艾尔曼和米里亚姆 ？ 艾尔曼只要坚持主张违背现实主义处方的国

家 （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
，包括错误学习 ） 大都 已受到严厉的惩罚 ，就能为现实主义提

供更强有力和更为有效的辩护 。 同理
，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斯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同道

只要坚持主张 ，尽管为了把苏联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的困境 中挽救出来 ，戈尔 巴乔

夫所采取的某些具体措施不符合现实主义的处方 ，但苏联解体这
一

后果却有力地证明

了现实主义的有效性 。
？ 此外 ，美国和其盟友最终获得胜利这一冷战结果完全符合现

实主义的关键假设 （ 即物质力量决定冲突对抗的结果 ） 。 然而 ，却鲜有现实主义者指

明这一点 ，这些现实主义者反而尽力将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政策都贴上符合现实主义的

标签 ，或坚持认为施加在戈尔 巴乔夫及其同僚身上的物质压力过于 巨大 ，导致他们只

①Ｃｏｌ
ｉｎＥ ｌｍａ ｎａｎｄＭ ｉ ｒ ｉａｍＦｅｎｄｉ ｕｓＥｌｍａｎ

，
ｕ

Ｃ 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 ｎｃｅ ：Ｈ ｉｓ ｔｏｒｙｖｓ ．Ｎｅｏ
－Ｒｅａｌ ｉｓｍ ：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ｏｏｋ ／

＊

ｐｐ
． １ ８２

－

１ ９３ ．

②ＳｔｅｐｈｅｎＧ ．Ｂｒｏｏｋ ｓａｎｄＷ ｉ ｌｌ ｉａｍＧ ．Ｗ ｏｈｌｆｏ ｒ ｔｈ
’

“

Ｐｏｗｅｒ ，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 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ｔ

ｈｅＥｎｄｏｆｔ ｈｅＣ ｏｌｄＷａｒ ：Ｈｅ
－

ｅ ｖａｌｕ ａｔｉｎｇ
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ａｓｅｆｏ ｒＩ

ｄｅａｓ
，

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ｙＶｏｌ ．２５
，
Ｎｏ． ３


，
２００６

，ｐｐ ．５
—

５３ ．

③Ｃ ｏｌ ｉ ｎＥｌ ｍａｎ ａｎｄＭ ｉｒｉ ａｍＦｅｎｄｉｕ ｓＥｌｍａｎ
，

＇ ＊

Ｃｏ ｒｒｅ ｓｐｏｎ
ｄｅｎｃ ｅ ：Ｈ ｉｓ ｔ

ｏ ｒ
ｙｖｓ ．Ｎｅｏ

－Ｒｅａｌ
ｉｓｍ ：ＡＳｅ ｃｏｎｄＬｏｏｋ

，

＊１

ｐｐ
． １ ８４

－

１ ８６ ．

④Ｊｅｆｆｒｅ ｙ
Ｗ ．Ｌｅ

ｇ
ｒｏ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Ｍｏ ｒａｖｃｓ ｉｋ

，
“

Ｉ ｓＡ ｎｙｂｏｄｙＳｔｉｌｌａＲｅ ａｌｉ ｓｔ ？
”

／ｒｔｆｅｍｏｉｉｏｒａａ ＺＶｏ ｌ
． ２４

，

Ｎｏ ．２
，
１９９９

，ｐｐ
． ５
￣

５５
；
Ｐａｕｌ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
＜４

Ｒｅ
ｐ

ｌｙ ：Ｈ ｉｓｔｏ ｒｙｖ ｓ ．Ｎｅｏ ｒｅ ａｌｉ ｓｍ
：Ａ ｎｏ ｔｈｅｒＬｏｏ ｋ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Ｖ〇 １
．２０

，Ｎｏ． ｌ
，
１ ９９５

， ｐｐ
．

１９３
－

１９５ ．

⑤Ｃｏｌ ｉｎＥ ｌｍａｎ ａｎｄＭ ｉ ｒ ｉａｍＦｅｎｄｉ ｕｓＥｌｍａｎ ，
＊＊

Ｃ 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 ｎｃｅ ：Ｈ ｉｓ ｔｏｒｙｖｓ ．Ｎｅｏ
－Ｒｅａｌ ｉｓｍ

：ＡＳｅｃｏ ｎｄＬｏｏｋ ，

＊＇

ｐ
．

１
９２

；ＰａｕｌＳｃｈ ｒｏｅｄｅ ｒ ，
Ｍ

Ｒｅｐｌ
ｙ ：Ｈｉｓｔｏ ｒｙｖ

ｓ ．Ｎｅｏｒｅａ ｌ
ｉｓｍ

：
Ａｎｏｔ

ｈｅｒＬｏ ｏｋ ／
＊

ｐｐ ． １ ９４
—

１ ９６ ．

⑥Ｓ
ｔｅｐ

ｈｅｎＧ ．Ｂｒｏｏｋ ｓａｎｄＷｉｌ ｌｉａｍＧ ．

＇

Ｗｏｈｌ ｆｏｒ ｔｈ
，

“

Ｐ ｏｗｅｒ
，

Ｇｌ ｏｂａｌ ｉ ｚａｔｉｏｎ
，
ａｎ ｄ ｔｈｅＳｉｎｄｏｆｔｈｅＣ ｏｌ ｄＷａｒ

：Ｈｅ
－

ｅｖａｌ ｕａ ｔｉｎｇ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ａｓｅｆｏｒＩｄｅａｓ
，


”

ｐｐ
． ５
－

５３ ．

？

２６ 
？



合 ２０ １６ 年第８期

拥有极其有限的选择。
① 可惜的是 ，如理査德 ？ 勒博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ｅｄＬｅｂｏｗ ） 指 出的那

样 ，至少戈尔 巴乔夫的部分行为是很难进人现实主义的紧身衣 （
ｓ ｔｍｉ ｔ

ｊ
ａｃｋ ｅｔ

） 的 。
？ 戈

尔 巴乔夫完全可以选择若干条不一样的道路 （ 如朝鲜 、古巴 ）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

因而 ， 现实主义者没有意识到 ，

一个能够驳斥现实主义批评者的更为有力 和更有

成效的方法便是证明那些没有按照现实主义处方行事的国家随后确实受到了 （ 严厉 ）

惩罚 。 然而 ，现实主义者仍然没有严格定义
“

惩罚
”

这一概念 ，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现实

主义 。
？ 因此 ，想要维护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者不仅需要言明 哪些行为是符合现实主

义处方的 、哪些是不符合的 ，而且需要说明那些背离现实主义处方的国家已经受到了

惩罚 （有时属于严惩 ） 。
？ 同样

，想要挑战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的反对者需要证明 ， 国

家不仅常会出于
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原因 （如被 国际规则和规范所约束／帮助 、被国 际

规范所建构 、形成新的 自我认同或形象等 ） 违背现实 主义的处方 ，
而且 因此得到了 奖

励或至少逃脱了惩罚 。

五 新框架的理论意义与操作规则

在界定了六大渠道 ，又通过厘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一

次关键论战展示 了新框架的

效用之后 ，本部分指出新框架对理解 国家观念和行为的意义 。 本部分第
一

小节强调所

有主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 （那些
“

主义
”

）都犯 了
一个错误 ： 只筛选出一两个渠道而忽略

了其余渠道 ，或是承认这六大渠道但认为它们是彼此孤立的 ，而这是主流国际关系大理

论之间关于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论战
一直没能更有成效的主要原因 。

？ 第二小节为

采用六大渠道来理解 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实证研究提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 。

（

一

）
不 同

＂

主义
”

是怎么错误对待六大渠道的

在六大渠道中 ，物质约束／帮助渠道显然是最为根本的 ，我们肯定不能脱离物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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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 渠道

境 。 接下来是学习渠道 ， 因为观念不会凭空出现 ，它们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学 习产生。

人工选择渠道仅靠 自 身不可能产生观念或行为 ，它只能选择存在的事物 。 社会系统中

对单元的选择是作用 于那些被
“

学 习
”

塑造 的单元 ， 而不是作用于一块
“

白板 （
ｂ ｌａｎｋ

ｓ ｌａｔｅ
）

”

。 建构渠道同样依赖于学习 ，尽管学习并不必然导致建构 。 反社会化渠道也依

赖于学习 ，能动者只有学到关于主流观念 （ 的本质 ） 的知识 ，才能反抗这些观念 。 然

而
，
除了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习渠道之外 ，很难 （也没有必要 ） 再将其余 的四个渠

道依照相对权重进行排序 ， 但反社会化渠道
一

定要排在社会化渠道之后 。
①

然而 ，此处最重要的
一

点是 ，这六大渠道构成的是
一

个系统——它们共同塑造了

国家的观念 、身份 、行为 ，从而塑造了 国际系统的性质 （ 如图 ２ 所示 ） 。 因此 ，尽管在分

析一个具体的观念或行为时 ， 由研究者来决定采用多少渠道 ，但极具误导性的做法是

只选出
一两个渠道而忽略其余渠道 ，或是仅仅承认这六大渠道但把它们当成是彼此孤

立的 。 遗憾的是 ，所有主流国际关系大理论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犯了这样

的错误 ：每种理论都指责其他理论忽略了 自 己所支持的渠道 ，却无视 自 己 的过失 （ 总

结可参见表 １
） 。
？ 而这正是主流国际关系大理论之间关于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论

战
一直没能更有成效的主要原因 。

？

表 １ 关键的理论家如何处理六大渠道


华尔兹基欧汉

￣￣

ｉ＃

（ 结构现实主义 ） （ 结构新 自 由主义 ） （结构建构主义 ）

约束／帮助 ：纯物质的


＋
（但仅是暗示 ）

＋
（但仅是暗示 ）

：


学习


＋
？＋ （ 大部分是正面学习 ）

＋
（大部分是正面学习 ）

约束和帮助 ：物质的和观念的


＋
？


＋


＋


人为选择


＋


＋？



＋？


构成／建构


－



－



＋

反社会化


－



－



－



资料来源 ：笔者 自 制 。

注 ：

“

代表支持该渠道 ；

“

代表忽略 了该渠道 ；
问号是指理论家论述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

① 用更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 ，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 习渠道 比其余四个渠道更具本体论的优先性 。

② 当然 ，国际关系学 （ 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
）
并不是唯一犯 了这个错误的社会科学学科 。 在经济

学领域 ，
经济学家也大都完全忽略了选择渠道而只依赖于学习 （ 如最优化 ）渠道 。 有关这方面 的经济学早期评论

文章 ，参见 Ｒ ．Ｃ ．０ ．Ｍａ
ｔ
ｔｈｅｗ 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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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ｐ ．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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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物质环境

（ 包括突现属性 ）

＼—纯物质性的约束和帮助

行为和互动 Ａ＼

能动者

Ｖ
包括其观念 、 身份和行为

ｙ

——

／Ｔ７—行为和互动 —？／／ 学习
；

—

／／ 约束＾帮助 （ 物质的和观念的 ）
；

丄＜
—— 人为选择

；

 ／ 构成／建构 ；

其余能动者 ；
整体的观念环境^

＾
（ 如结构 ） 和其他突现属性

ｙ

图 ２ 六大渠道如何共同发挥作用

资料来源 ： 笔者 自 制 。

注 ： 尽管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 （ 如 国家 ） 的 问题 ， 但为 了完

整起见 ， 笔者也展示了 另
一个方向 （ 即能动者如何通过其观念和互动影响系统中 的其

他成分 ） 。 为 了反映出系统在任何给定时间总比单独的能动者更强大这一事实 ，前者

用粗箭头表示 ，
后者用细箭头表示 。

因此
，新 自 由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者忽视国际组织和机制的约束和帮助作用的批评

是准确的 ，
建构主义者对现实主义和新 自 由 主义忽 略

“

建构
”

的指责也是正确的 ，
而现

实主义者对新 自 由 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遗忘
“

选择
”

的责备同样是恰当 的 。
①

（ 防御

性 ）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也会指责新 自 由主义者关于 国 际组织和 国际机制 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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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渠道

念性约束和帮助的论述 ，尽管两者是出 于截然不同 的原 因 。 （ 防御性 ） 现实主义者认

为国际机制不具有约束 （或帮助 ） 作用 ， 国 际机制因 而仅仅维持着
“

虚假的承诺 （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ｍｉ ｓｅｓ
）

”

。
？ 与之相对 ，

建构主义者则指责新 自 由主义者主要支持正式的规则 ，
不恰

当地忽略了规范 （作为非正式规则 ） 和身份 。
？

华尔兹强调了通过淘汰单元或通过用其他方式惩罚单元的
“

人为选择
”

渠道 ，却

否定了学习渠道 、规则和规范的约束和帮助渠道以及构成／建构渠道在塑造国 家行为

方面的重要作用 。 最引人注 目 的是 ，
华尔兹坚持认为 （制衡行为 的 ）人为选择渠道可

以在没有学习 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
？ 然而 ，如

一些学者正确指 出 的那样 ，权力制衡从

根本上说是取决于学习 的 ： 国家只有了解他国实力 ，才能知道要制衡谁 。
？ 之后

，华尔

兹不可避免地承认某种形式的学习对其均势理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他使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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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如现实主

义者和新 自 由主义者 ） 的学 者一般强调学 习渠道和选择渠道 ，却不重视建构渠道 。
？

建构主义者还指 出 ，新 自 由主义者只依赖于外部 （ 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 ） 规则 的约束和帮助 。 然而 ，

建构的确会发生 ， 或许比建构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意识到的还要更加频繁和普遍。

毕竟 ，华尔兹 自 己就是被他所关注的冷战期间两级系统的稳定和和平所建构 ，而罗伯

特 ？ 基欧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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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其关注的二战后 以美国为中 心的 国际系统的稳

定性建构 了 。
？ 诸如主权和民族主义这些观念经 由 国际关系理论家得到传播和内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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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无疑对现代国际关系成为
一

门科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 回到关于国

家的讨论 ， 当今所有的国家都被 自 己 的历史经历所建构 ，也被主权 、民族主义 、现代性

和全球化所建构 。
？

因此 ，现实主义者 、新 自 由主义者和其他理性选择理论家否定构成或建构渠道在

塑造 国家行为 （转而塑造国际系统 ）方面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 套用福柯的话 ，

观念确会传播 ，而且有些观念确会深人渗透进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 当我们将一些观念

加以 内化时 ，这些观念确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我们的行为 。

？ 尽管我们通常很难去评

估构成／建构这
一

渠道与学习 、选择 、约束／帮助 、反社会化这些渠道相 比在塑造特定行

为上的准确权重 ，但否认我们能够被建构的看法肯定是不成立的 。

同时 ，建构主义者大多重视正面学 习渠道和建构渠道 ， 却忽略负面学习 渠道和

（特别是 ） 人为选择渠道 。
④ 实际上 ，许多建构主义者都错误地把

“

社会化
”

狭隘地定义

为正面学习 （ 即从他者的教导和说服中学习 ） 和有意识的内化 。
？

但是 ，负面学习对正面学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
没有前者 ，后者就丧失 了基础 。 许

多因正面学习产生 的观念通过负面学 习被优先放在更稳固 的地位 ：
没有某种负面学

习
，能动者根本无从知道哪些观念是好的 ，哪些观念是不好的 。 建构过程同样需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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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种施加于能动者的选择压力 （ 即存在某种针对违反规范 的行为 的制裁 ）来实现 ，尽管

不一定要通过淘汰来实现。 除非能动者在背离系统 （ 规范性 ） 文化时 ，会时常遭遇惩

罚 ，否则这种理论就很难站住脚 ，或最多只能拥有得以延续的薄弱基础 。

？

此外 ，
与建构主义的功能主义 （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 ｌｉ ｓｍ
） 以及乌托邦 （

ｕｔｏｐｉａｎ
）传统相

一

致 ，建

构主义者倾向 于强调能动者将西方的主流观念加以 内化基本上是
“

好的
”

。

？ 换言之 ，

建构主义者常常高估了能动者想要被 （西方 ） 系统规范
“

（正 面 ） 社会化
”

的愿望 ，却低

估了这样
一种可能性 ， 即单元会将不好的观念加以 内化 （例如接受具有误导性的系统

理念 、遵守具有误导性的行为准则或是学习错误的观念 ） ， 这样的 内化又会导致不 良

的行为和后果 。

？ 英国学派也犯了这样的错误 ，它坚持认为欧洲系统 （ 或 国际社会 ） 的

拓展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多半是幸事 。

？ 然而 ，欧洲列强对地缘政治学和社会达尔文

主义等观念的 内化以及近代 日 本帝 国对
“

文明 国家
”

这
一主导观念的 内化确实给其他

国家 ， （最终 ） 也给它们 自 己带来 了灾难 。 此外 ，对特定规范的 内化可能会招致
“

污名

（
ｓ ｔ ｉｇｍａ

）

”

，从而扼杀能动者 的能动性 。
？

除此之外 ，作为系统影响国家的关键 ，人为选择渠道也被建构主义者所忽略 ，他们

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实际上是将建构主义置于危险之中 。 没有人为选择 ，
建构主义

将难以预测 国家行为 ， 只能宣扬某些行为 ，并希望国家能遵从其所有处方 。 在这种情

况下
，建构主义是极易受到攻击的 ：所有建构主义 的反对者只需要证明 国家没有被完

全
“

社会化
”

。 而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完全可 以证明 出来的 ，
因为反社会化是社会系

统所固有的 ，任何社会系统都不能将 内部存在的所有单元彻底社会化。

相 比之下 ，如前文所述 ，尽管现实主义也为 国家行为开处方 ，
但它有

一

条退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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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终会驱使国家采取某些行为 。 因此 ，倘若建构主义想更能站住脚 ， 它 （要像现

实主义那样 ） 不仅要详细说明它期待国家何时须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 ，也要详细说明

没听从的国家是不是会受到惩罚 。 选择必须成为所有 国际政治主流理论 （ 包括建构

主义在内 ）逻辑的一部分 。 如果建构主义可 以将选择 （ 和反社会化 ） 渠道纳入它的分

析框架中 ，建构主义将会成为 国际关系领域里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路径 。

作为国际系统塑造单元的关键渠道之一 ，反社会化为绝大部分的 国际关系理论家

所忽略 。 因此 ，这些理论家极易犯有
“

过度社会化 （
ｏｖｅｒ

－

ｓｏｃ ｉａｌ ｉ ｚｅｄ ） 的人 （ 或能动者 ）

”

这种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错误 ，他们会用
“

过度社会化
”

的能动者来解释一个社会系

统的稳定性和吸引力 。
？ 譬如 ，扎拉科尔没能指出 ，对那些 （身为外来者 ） 被

“

污名化

（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ｅｄ

）

”

的非西方国家 （ 即革命后的土耳其 、 １ ９４５ 年后的 日本和后冷战时代的俄

罗斯 ）来说 ， 反社会化也是一种可行策略 。
？ 否则他的著作会更为出色 。 在扎拉科尔

看来 ，这些非西方国家只有两种可行策略来处理
“

污名 化 （
ｓ ｔｉｇ

ｉｍａ ｔ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

问题 ：

一种

是尝试正常状态 （学习 ） ， 另一种是接受污名或对污名加以 内 化 。

？ 不仅如此 ，扎拉科

尔还进一步断言
“

能动者一旦对污名加 以 内化 ，便无法从中摆脱 ：所有的后续行动都

是这种初始状况的结果
”

。
④ 只有承认反社会化是关键渠道之

一

，我们才能避开这种

典型的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谬误 。

⑤

最后 ， 当今国 际关系理论家的论述大都没能重视六大渠道中最基本的渠道 ： 物质

环境的约束和帮助 ， 只有约翰
？ 米尔斯海默 （ Ｊｏｈｎ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 ｉｍｅｒ ）所强调 的

“

水域的

阻遏力量 （ ｓ ｔｏｐｐ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ｏｆｗａｔｅｒ ）

”

以及丹尼 尔
． 杜德尼 （ 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ｕｄｎｅｙ ） 的

“

语境

下的物质主义 （ ｃｏｎｔｅｘ ｔｕａ ｌ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ｉ ｓｍ ）

”

是少数例外 。
？ 因此 ，

几乎所有主流的国际关

系大理论都或多或少面临着
“

飞离地球 （
ｆｌｉ

ｇｈｔａｗａ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

”

的危险 ， 而在这

些理论家的理论化工作中 ，时间和空间只起着微小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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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总而言之 ，在任何社会系统 中 ，能动者的行为是 由
一

个基于人类社会的各种力量

和各种维度的系统的六大渠道塑造的 。 因此 ，极具误导性的做法是只选出
一两个渠

道
，
或承认这六大渠道却认为它们在塑造单元行为上是独立发挥作用的 。 反之 ， 我们

必须要把六大渠道当成
一

个系统 ，
还要承认每个渠道都塑造了 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 。

所以 ，尽管在解释具体的观念或行为时 由研究者来决定采用多少渠道 ，
但是牢记全部

的六个渠道能够防止我们落人重视一些渠道却全然忽略其他渠道 （ 仿佛其他渠道不

存在 ） 的陷阱 。 国际关系大理论之间关于 国家观念和行为的最主要争论没能得出更

加富有成效的结论的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

（
二

）
将六大渠道用作分析工具的操作规则

基于前文的讨论
，
笔者这里为采用六大渠道作为分析工具的实证研究提出

一

些基

本的操作规则 。

第一 ，作为
一

项一般性的操作规则 ，采用
一个以上渠道的研究 比只采用一个渠道

的研究更具解释力 。 例如
，
阿米塔夫 ． 阿查亚 （

Ａｍ 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 ） 批判早期建构主义文

献在讨论规范的传播与构建时只依赖于 （ 被当作社会化的 ） 正面学 习 和建构渠道 （ 即

国际规范的提供者将规范教给或强加给局部的行为体 ，局部的行为体随后接受这些规

范 ，并把这些规范加以 内化 ） 。
？ 阿查亚随后引人了局部行为体的反社会化因素 ，进而

更好地理解了东南亚地区的规范构建问题 。 夏洛特
？ 爱泼斯坦 （ Ｃｈａｒｌｏ ｔｔｅＥｐｓｔｅ ｉ

ｎ
） 、

兰德尔 ？ 施韦勒 （ ＲａｎｄａｌｌＬ ．Ｓｃｈｗｅ ｌ ｌｅｒ ） 和蒲晓宇同样批判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只关注

西方国家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
“

社会化
”

，
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面临着将其他国家

“

幼

儿化 （
ｉｎｆａｎｔｉ ｌ ｉｚｉｎｇ）

”

的危险 ，
而且使西方学者看不到其他非西方或欠发达国家活跃的

反社会化现象 。
？ 当爱泼斯坦等学者结合了社会化渠道和反社会化渠道时 ，

他们也为

崛起国 的行为 以及崛起国与原有强国和规范的互动提供了更清晰的图景 。 唐世平和

龙世瑞批判 了
２００３ 年美国人侵伊拉克后 ，许多文献在讨论军事干预主义时主要谈及

学习渠道 ，却很少涉及人为选择渠道的现象 ，并通过结合 （ 正面的和负面的 ） 学习渠道

和人为选择渠道 ，为二战后美国 的军事干涉主义提出了更完整的解释 。
？

第二 ， 由于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习 渠道是六大渠道中最基本 的两个渠道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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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这两个渠道
一

般都应该被用于分析国家观念和行为 。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华尔兹

犯了
一

个关键性错误 ，
他坚持认为选择渠道可以脱离学习渠道发挥作用 ， 进而暗中将

人为选择渠道 （ 即使不是对 国家进行淘汰 ，也是对 国家进行惩罚 ） 置于学习 渠道

之前 。
①

第三
，由于学习渠道和人为选择渠道都拥有若干子模式 （

Ｓｕｂ－

ｆ〇ｒｍＳ ） ，除了要避免使

用
“

社会化
”

这一太过粗糖的术语外 ，我们在谈论学习渠道和人为选择渠道如何塑造国

家观念和行为时也要更精确 。

第四 ，为 了避免陷人
“

过度社会化
”

的国家的功能主义陷 阱 ，在探讨国家的社会化

时 ，我们必须要牢记反社会化渠道 。

第五 ，
也是要求最高的一点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 ，不同渠道的权重也许会发生

变化 。 因此 ，时间对六大渠道的运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

具体来说
，
人类社会伊始 ， 由于人类只产生了极少 （ 好） 的观念 ，

因而只能更多地受

制于 自然界的变幻莫测 。 那时 ，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习渠道是国际系统 （ 实际上是局

部的次级区域系统 ，
如古埃及 、两河流域 、古代中国 ）影响以部落 、首领、古王国等形式出

现的国家的主要力量 。 当人类的祖先产生了更多观念 ，
并且从大 自然那里征服了更多领

土时 ，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的约束和帮助作用就变得更为普遍和深刻 。

此外 ，战争也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中 ，约公元前 ６０００年到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之间的古

安纳托利亚 、埃及和两河流域首先燃起了战火 ，随后在约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到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之间的古代中 国也发生了战争 。 随着战争的出现 ，对国家的人为选择在这些古老的地

区系统中成为一股塑造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残酷而强大的力量 。 在战争出现之后 ，随

着我们的祖先从对方那里征服了更多的领土 ，人类开始拥有更为完整的地区系统 。 在这

些系统中 ，

一

些系统层面的观念开始兴起 。 这些观念具体包括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 （约公

元前 ３０００ 年 ） 的
“

神圣的勇士之王 （ ｄｉｖｉｎｅｗａ ｒｒｉ
ｏｒｋｉ

ｎｇｓ ）

”

、古代中国 （ 约公元前 １５００年 ）

的
“

天下 （
Ｋａｒｅｃ ｉａ

；ａ ｌｌｕｎｄ ｅｒｈｅａｖｅｎ
）

， ’

、古印度的贵族王子所必学的治国之术以及古希

腊系统的
“

荣誉文化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ｈｏｎｏｒ

）

”

。

？ 只有在系统层面的观念出现之后 ，我们才能

谈论地区性国际系统对国家的
“

构成和建构
”

以及国家反抗这些古代国际系统观念的
“

反社会化
”

。 而且 ，
只有在 （航海活动造成的 ）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 ，我们才能谈论全球

国际系统对国家的
“

构成和建构
”

以及国家反抗某些全球规则和规范的
“

反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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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系统的影响 ：

六大渠道

第六 （ 与第五点相关 ） ， 由于不同渠道的相对权重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过变化 ，
而且由

于作为一个系统的六个渠道是彼此相互作用 的 ，
因而分配不同渠道的权重并不容易 ，有

时甚至是毫无助益的 。

①

第七 ， 由于六大渠道构成了一个系统 ，
而且不同渠道的权重在时空上发生过变迁并

仍在变迁 ，
因此 ，对于六大渠道在塑造一个特别国家的具体观念和行为时如何相互作用 ，

我们不可能事先 （ ｅｘａｎｔｅ ）做出确切论述 。 在具体的实证工作中 ， 最终是由研究者来决

定共有多少渠道在塑造一个特别国家的具体观念和行为上彼此作用 。 本文的框架旨在

为研究者提供选项单 ，从而防止研究者进入
一些关键盲区 。

六 结论

基于对既有国际关系甚或广义社会科学中关于系统 、结构以及能动者
一

结构研究的

批判性思维 ，笔者认为国际系统通过六大彼此相互作用的渠道塑造国家的观念和行动 。

在大量的国际关系文献中 ，
对国际系统影响的既有讨论既不充分也不具建设性 ，这是因

为国际关系学者
一

般只筛选出
一两个渠道或是对六大渠道厚此薄彼 。 因此 ，有关国家观

念和行为的大量讨论没有建设性 （ 即使不具有妨碍性 ） 。 为了充分理解国际系统中能动

者的行为 ，我们必须将六大渠道全都考虑在 内 。 通过强调 国 际系统塑造国家的六大渠

道
，本文构建的框架为更充分地理解国家行为补上了关键的缺失部分 。

当然 ，对于理解国家行为而言 ，掌握国际系统塑造国家的六大渠道虽是必要的 ，但也

是不够的 。 为了充分地理解国家行为 ，我们必须将系统的影响与国家行为背后更加直接

的内部驱动相联系 ，这些驱动包括 ：利益 （很显然被国家的精神特质 、身份、文化和历史塑

造 ） 、能力 、意图和决心 。
？ 本文和其他相关文献所构建的框架为在这个具有挑战性领域

进一步探索的学者指出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研究方向 。

（截稿 ：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责任编辑 ：

王鸣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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