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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述，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暴力行为方式和
政治逻辑，本质上起源于个体、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
因此，需要利用能够超越特定利益关切的人类智慧来限制和削弱恐怖主义的影响与破坏能力。
但是，月前国际社会所从事的诸多活动，不仅难以达此目标，反而易使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使得人与
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当然，存在恐怖主义现象，并不必然出现恐怖主义问题。
当代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社会排斥他者、迷信理性思维及国家垄断暴
力使用权的结果。
　　恐怖主义虽然是人类生活中的邪恶现象，但战争和其他暴力(包括制度性和结构性暴力)形式也必
须同时受到批判，本书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不是问题本身；恐怖主义问题是各种社会
力量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先验邪恶的概念；社会中的各行为体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虽然与道德
与规范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其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要求；现代社会一方面生产着反恐手段，同时
也在强化着恐怖主义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各行为体参与当代国际反恐怖运动，主要目标是追求或
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非消除、减轻恐怖主义的威胁；减弱恐怖主义威胁、消除恐怖主义根源，
不仅要利用现代文明成果，更要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思维模式，从东方哲学、特别是从中国古典哲学
中寻找思想武器，而非简单地发明一些技术性的反恐手段。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引言、正文七章和结语，共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引言部分首先对前人研究
成果进行综述，再对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的学术方法与宣传方法进行界定，最后认为要用真正科学的
态度与方法去研究恐怖主义。
这里所谓的科学不仅仅是指使用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反恐怖活动，更重要的是对恐怖主义要有客观、
真实的了解与认识。
　　第一章“恐怖主义概念分析”，主要论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恐怖主义成为一个安全问题的话
语环境及其恐怖暴力的历史沿革。
恐怖主义的产生不仅有社会和历史传统方面的因素，而且与权力分配状态也有密切的关系，并受不同
行为体地位和需求的影响与制约。
　　第二章“现代性背景下的恐怖主义”，主要分析现代性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现代性不一定是
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但也不一定是解决恐怖主义的办法，反而有可能在很多方面使得世界暴力系统
化、组织化，使分散的、间断的暴力活动转变成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常状态。
　　第三章主要以巴以冲突为例，分析行为体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与其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的关系，犹太
人/以色列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由于力量与可选择手段的局限，恐怖主义也成为其有效的斗争
工具。
这种状况再现于后来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追求和暴力活动中，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清晰地发现恐怖主
义与权力分配、力量强弱对比之间的联系。
　　第四章分析美国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美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但这与其说是反美的，还不如说是反对权力中心的，是
反抗权力中心的压制行为的。
并且，作为世界权力的枢纽，美国也不断地把自己建构成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一然后可以通过反恐
怖行动来进一步使自身地位合法化、合理化。
并且，在美国的反恐政策与恐怖活动的分布与特征方面存在着互动关系。
　　第五章对国际反恐合作的特征和本质进行分析。
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问题，这是数量上的增减不能根本解决的。
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还伴随着一些诱因和条件，而当代国际反恐行动只是在和这些诱因和条件作战。
这样，国际反恐行动在本质上就不一定是追求人类幸福和公正的努力，而主要体现为对世界权力格局
调整的努力，反恐怖经常只是国际斗争的新形式。
　　第六章“恐怖主义问题的后现代转折”，主要是质疑一些元概念，继续分析恐怖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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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问题存在，是现代性对规范不懈追求的结果，但国家与非国家的概念对垒则使传统
的合法化模式受到冲击。
目前，存在着国家对非国家的话语压制、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话语压制，而国际反恐怖公约、一
些宣言和国际社会中据优势地位的恐怖主义定义，则是这些压制的外现。
知识界只有获得了真正独立的地位，只有超越现代性所造成的局限，才能正确认识恐怖主义问题。
　　第七章试图重建恐怖主义概念。
定义恐怖主义有两种动机和方法：一是作为政治的一部分，从属于宣传目的；二是文本的方法，恐怖
主义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并且研究者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认识永远是不充分、不完整的，追求相似
性而非同一性是解决话语霸权的一个方法。
这样，以追求同一性解释为主要目标的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就与恐怖主义的认识需要不吻合。
　　最后，在结语中，本书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人类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应对方式，并
尝试性地建立了一个恐怖主义产生模式和伦理标准。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思想准则，也是以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方式
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时非常重要的思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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