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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科学理性的哲学探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及其实质；对西方外交思想中
的理性概念的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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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晓红博士，外交学院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系副教授。
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英语系。
199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获英语语言学硕士学位。
2011年1月毕业于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外交理论。
    曾参与多项国家级、市级与院级科研项目，参与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外交
学》的编写工作；参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市对外宣传材料的语言现状调查与规
范”，并参与完成论著《北京市对外宣传材料的语言现状调查与规范》。
    主要科研成果包括译著《国际经济学》、《国际谈判》等，发表论文《试析(东盟宪章)中的‘不干
涉原则’》等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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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科学理性的哲学探源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治和文化理念是决定性的精神架构，如果
没有政治和文化理念的引导和约束，社会就会失去伦理道德价值观的精神支柱，就会导致社会的迷惘
和不平衡。
新的政治和文化理念总是要代替旧的理念，以适应新的社会和生活的变化。
如果囿于固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要求冲破旧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观念。
如果没有新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理念的支撑，世界停留在“失效”无政府状态，就会出现社会的混乱。
治“乱世”之根本，即是从理性危机出发，探究社会之弊端，转变世界观，形成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理念。
明确对理性的科学认识，使之成为思维的方向，行动的指南，有利于对外交决策理性的深人剖析。
　　第一节 西方对理性与合理性的哲学思辨　　理性主义概念　冷战结束，西方以理性主义著称的国
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出现了偏差，使得人们对这些理论的效用产生了质疑。
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理论流派之间亦产生了激烈辩论，使得这个学科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
在杰里·辛普森看来，“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被称为‘理论家’的人，他们的工作使复杂的理论简单
化，并且在表面上使对世界的简单认识复杂化”。
这里需要阐明的关键概念就是理性，需要辨明理性的真正意蕴，厘清理性、合理性概念，分析自然理
性到实践理性的演绎过程，辨明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
　　哲学家劳丹说：“20世纪哲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合理性问题。
”合理性已成为不同学术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
对合理性的理解始于理性。
近代以来，理性，即rationality，指人有条理地进行思维并基于此的认识和行动能力。
理性可以是一种人本的理性主义，即广义的理性主义；也可以是唯理论，即狭义的理性主义。
　　理性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1)理性是属人的理智思维能力，它使得人能够也必须按照一定的逻
辑程序来清晰、明确地思考；(2)凭借人自己的这种理智能力，人类可以了解世界（包括人本身）的奥
秘；(3)人类理性能力的进步会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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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探析》由陆晓红著，作者尝试从西方文明最引以为荣的“理性”开始，努力探
析理性的哲学本意，追问西方外交思想中的理性实质；同时，竭力厘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的理性
及理性主义元素和思维特质；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最擅长、最发达、最新的外交政策分析方法和视角
，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结合全球化时代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在对冷战后中国外交
决策的演进和发展进行审慎思考和深人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指导下的、有
中国特色的外交决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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