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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空间下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正在发生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现象，涉及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政治学、
民族学等学科，目前国内外学界正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但相关理论解释框架很不成熟。
王军编著的《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力图将经验分析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从国际关系学和社会学
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及其与中国外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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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获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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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管理、网络政治与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出版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一作者)、《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第一作者)等书，译著有
《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第一译者)，在《民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
社会理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40余篇。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国家民委课题两项，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福特基金课题
、部委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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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笔者：抵制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被访谈大学生A：我觉得解决问题主要依赖政府，民间要有所行动的话，只能采取这样的形式。
政府要求理智爱国，民间保持适度，但是必须有所行动。
 有同学私下告诉笔者，A同学的思想比较激进，经常发表民族主义言论，但从访谈过程看，A同学是
温和且十分注重自己安全的民族主义“愤青”，而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A同学在网络上看到西方反华势力阻碍、破坏奥运圣火的传递、新闻界涉华歪曲报道后很气愤，他收
到过抵制家乐福超市的短信动员，但他的行动选择是比较谨慎的，即赞同抵制家乐超市，但不会去游
行示威，因为他考虑到了国内政治的可能影响（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想象）、考虑了自己的安全、考
虑了行动的效果，考虑了社会力量与政府的功能分配。
在他看来，政府和政府之间（中法政府关于北京奥运会的交锋）的事情，民间不应该插手，但是民间
应该有所反映，告诉外界我们很关注这个事情：即一方面告诉中国政府这件事情要好好处理，另一方
面也给别的国家一些压力。
民间所做的事情不能成为政府的包袱，但政府反应比较迟钝的时候，国民要是起来的话就能提醒政府
。
就是说，政府不能太软弱，太迟钝。
民间主要是配合的角色。
从A同学的谈话可知，我们对民族主义“愤青”的理解，绝不能只是在民族主义者——外部他者的框
架下加以理解和分析，而必须包含民族主义者、外部他者、本国政府等多个行为体复合互动的视角。
而且，A同学的叙述也表明，中国社会力量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一方面，他们基于爱国主义情感而注
意与中国政府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力量是政府的工具，社会力量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判断选
择进一步行动，如果政府太迟钝与太软弱，民间力量必须提醒并给政府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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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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