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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系统展示了经典地理政治思想蕴涵的权力政治逻辑(即地理政治逻辑)
，二是从理论与历史双重角度探讨了地理政治逻辑与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密切联系。
本书认为，主要以马汉、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思想为代表的经典地理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
就在于系统展示了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国家(即英国和美国)的安全乃至霸权与欧亚大陆主要强国间均势
的内在联系。
本书指出，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实际上并不受体系结构的主导，而是受经典地理政治思想
中蕴涵的权力政治逻辑的支配，正是这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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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宇，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历史学(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
自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现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战略研究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曾先后在英国杜伦大学政治学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
关系学系从事访学和博士后研究工作。
个人科研成果包括学术专著两部、译著两部(合译)以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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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沃尔兹原本力图创立一种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人们理解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一种系统
的分析框架。
对沃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体系都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任何体系都包括两个层次，即
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
元的属性及单元间的互动”。
沃尔兹据此将国际政治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完全是
集中于单元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时也处于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
。
①对沃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只是一种通过了解整体各部分的性质及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
这种理论的根本前提是假设在国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因果关系。
但国家的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结果相一致的事实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属性及互动的影响，
而且受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此简化理论无法对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的解释，只有系统理论才能
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
沃尔兹认为，要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首先必须将两个层次的变量区分开，然后再考察这两种
变量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但沃尔兹将精力全部集中在定义国际政治结构和考察这种结构产生的效应上，就构建国际政治的系统
理论而言，他仅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即他真正构建的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该理论解释的只
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
沃尔兹理论的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其理论的核心要素“均势自动生成论”中。
沃尔兹从他的理论构架中推导出的核心命题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地和自动地生成
。
他认为，这个命题的成立只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即“秩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在这种秩序中生
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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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我在美国访学期间，曾有幸两次飞越美国中西部大平原。
当时，我坐在飞机上，望着机翼下方在眼前逐次展开的一望无垠的土地，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
出1919年麦金德曾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描绘的场景：“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每天感
谢上帝，赐予了我们英吉利海峡。
但在1918这关键性的年头，我远望英格兰平原上的一片丰硕的庄稼，我以为，作为以航海为业的人民
，对于我们物产丰饶的土地的感恩，应当不下于对海峡的感恩”。
飞机上看到的景象给我的触动，并不亚于1918年英格兰平原上的庄稼对麦金德的触动：谁能够想象，
我眼前这片一望无垠的土地实际上却是一个远离大陆且具有洲际规模的岛屿！
自美国归来后，我又前往伦敦经济学院跟随巴里·布赞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正是在位于朴茨茅斯街
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产生了写作本书的初步想法。
在此后约两年的时间里，我一面在大学执教，一面从事相关的独立研究，其间虽不乏坎坷，但所幸此
书最终能够得以完成。
本书的主题是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展示的那种权力政治逻辑（地理政治逻辑）及其与战后美国大战略
间的内在联系，我之所以要选择这个主题，一是由于地理政治逻辑对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主导作用，二
是出于我对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固有缺陷的严重不满。
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由于“地理政治”一词被人们普遍认为与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及某些赤裸
裸的“现实政治”或“权力政治”间存在密切联系，因而这个词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很少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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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霸权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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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