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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国际政治始于西欧，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园家主导了世界政治秩序的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的衰落，国际政治的重心渐渐跃出了欧洲的范围，在地理上成为真
正的“世界政治”。
　　世界秩序这些变化的源头要到主要国家自身的传统．变迁中去寻找，而不能仅用力量变化的逻辑
来解释。
　　要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国际政治，需要深入研究欧洲国家近三百年的发展。
　　要理解2D世纪的世界政治，则需要探究美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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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沂暄，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
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近现代中国政治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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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欧洲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危机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主题——欧洲之没落和美国之兴起，都可
以从第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谈起。
无论是象征性意义，还是实质性影响，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对外政策都意味着欧洲时
代的落幕和美国未来的开启。
1919年1月，当美国总统威尔逊率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会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自从一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演说后，在除苏俄以外的几乎整个欧洲，他不仅成为
欧洲腐朽帝国秩序的摧毁者和民族解放的代言人，而且更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威尔逊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只要看一下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描述
，就可以想见威尔逊当时的荣光。
凯恩斯说：“欧洲各国首都的人民是如何地拥挤在总统的马车周围啊。
”然而，在这种无与伦比的热切希望背后，恰恰是欧洲各界对欧洲的极端失望。
被威尔逊光芒四射的新外交踩在脚下的，正是也曾辉煌、而今却成明日黄花的欧洲旧外交。
当威尔逊把战争频仍、殖民扩张、帝国专制归咎于欧洲旧外交和旧秩序的权术、阴谋和诡计时，不仅
代表了他自己或美国独有的道德义愤，而且深深打动了刚经历过空前战争浩劫的欧洲人心。
如果欧洲没有首先否定自己的过去，威尔逊也不可能为其规划未来。
同样，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欧洲国家确实再也无法继续它们的传统做法之时，威尔逊才会真正
成为未来的先知。
因此，如果威尔逊的声望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那么一定是建立在旧欧洲国际政治大厦的残垣断
壁之上。
这座大厦不是由于外力而倒塌的，而是由于内部的变化而逐渐销蚀的。
近四百年来，欧洲政治体的发展样式成为现代政治组织的摹本，欧洲列国合纵连横的经验成为现代国
家交往的规范；近四百年来，欧洲人扩张的后果之一，就是把他们的政治样式和政治经验扩展到整个
地球，而恰恰是这一后果，最终成为对欧洲自身反抗的一个重要源泉。
无论是作为欧洲人后裔的美国人，还是作为欧洲人征服与奴役对象的东方人，都在自身立国实践中借
用了欧洲扩张的悖论性后果，形成对欧洲秩序的修正与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尔逊主义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威尔逊总统的世界声誉虽然不算长久，但是足以标志着与欧洲现代立国经验相联系的国际秩序的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大西洋西岸那个年轻的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不过，只有在理解了它所取代的旧时代之后，我们才能领会这个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欧洲国际政治是欧洲现代政治体形成与变迁的结果，也是欧洲现代政治体形成与变迁的推动力之一。
欧洲现代政治体就是主权国家。
因此，在欧洲范围内，国际政治与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变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换言之，理解欧洲主权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对这些国家生存的多国环境的把握，否则便无从解释固定领
土、垄断暴力这些关键性的主权国家特征；而理解欧洲国际政治的变迁也离不开对不同时期国家的不
同特征进行解释，否则国际政治研究永远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无根浮萍。
根据导论中对于国家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国家，或者说基本政治单位的特征对于理解国
际关系有着重大意义，这里强调的是国家变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现代国际政治自然是国家和社会变革的一个解释因素，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从
根本上说，政治与社会变迁不能归结为国际政治，相反，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倒是需要从主要国家的
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寻找线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才成为解释欧洲国际秩序演化的关键。
现代欧洲不同阶段国家的不同特征，勾勒出相应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轮廓；而所谓现代国际政治的基
本规范，不过是欧洲国家地域性经验的总结，本来就不具备中立、普遍的性质。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国家再次经历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时，当欧洲以外的世界开始反思
性看待历史，日益成为对抗欧洲的力量时，欧洲国际秩序的危机便出现了，同时，世界秩序变革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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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也奠定了。
这一部分将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变化：一方面，从欧洲主权国家出发，阐明主权国家间秩序的形成及
其特征，从而描摹出近代欧洲国际政治的基本轮廓；另一方面，将描述主权国家自身的发展，以及受
到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制约的国家间关系特征。
通过上述概括性描述和分析，力图在近现代欧洲国家特性与欧洲国际秩序之间建立联系，并尝试性地
指出欧洲国际秩序没落的基本原因。
第一章 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间秩序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滕尼斯写过一本名为《新时代的精神
》的著作，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必须把新时代理解为中世纪的继续，亦即作为一种流动的、内在上
相互关联的、哪怕是越来越远离中世纪的‘继续’，越来越多地出现大的区别和革新。
”滕尼斯所谓的“新时代”指的是从公元1450年左右开始的现代历史，与之相对的是作为古典古代的
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
自然，现代是从古代走出来的，历史的连续性是我们理解现代的基本坐标。
在欧洲历史的坐标下，主权国家的形成是中世纪后期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是由集中走
向分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两者的路径最终统一为欧洲政治生活的权威重组
，即主权民族国家。
第一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的涵义1648年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于该年，从而使这一年成为国际关系史的开端。
实际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对于国际关系史有重大意义，而且就整个世界历史而言，也是一
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国际关系史的范围。
基佐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欧洲划时代的事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结束，他说：“宗教
革命的首要效果是将欧洲国家集结为两类，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互相对峙抗衡。
这一抗争从16世纪开始，经过不少起伏，延续至17世纪中叶，终于在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
签订而结束。
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相互承认，议定和平共存，不计宗教分歧。
从1648年起，宗教分歧不再是国家分类、国家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结盟的主要依据原则。
而在此之前，欧洲基本上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国家联盟，当然也有例外。
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这一区分消失，国家的结盟与否出于宗教信仰以外的考虑了。
”英国历史学家布赖斯在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近代史上起了如此重
大作用的外交重建欧洲国家体系的那些企图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最早的，也可能是除1815年的维
也纳和约之外最重要的一个。
但是它的重要，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引进新原则的标志，不如说是自路德造反以来使德意志天翻地覆的
斗争的结束，对其结果的肯定和宗教改革时代的明确终结。
”由马丁·路德脱离罗马教会而正式开启的宗教改革之所以成为主权国家形成的关节点，是因为欧洲
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
罗马基督教会是精神领域的权威，这一权威在尘世有一个对应物，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也不是一个国家，正如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也非罗马
，更非帝国”。
它只不过是一个传统、一个产生并体现了一种奇特思想体系的制度。
这一制度来自于8、9世纪关于世界帝国和普世教会的理论，据此，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在根本上
是一体的，“是同样东西的两个方面”。
“作为神的和永存的，它的首脑是教皇，灵魂委托给他；作为人的和暂时的，它的首脑是皇帝，他受
委托管理人们的身体和行动。
”“在性质和范围方面，这两个统治者的政府是相同的，所不同者仅在于工作范围方面；我们把教皇
叫作宗教上的皇帝或是把皇帝叫作世俗的教皇，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据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理论上便成为基督教的捍卫者，所有教徒的保护者。
甚至在962年帝国与德意志王国联合、所谓的罗马帝国至多变成德意志帝国后，皇帝的教徒保护者身份
依旧存在着意义：因为封建制度也需要一个世界最高领主，从而可以假定从他那里获得一切对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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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这样，尽管罗马已经德意志化了，帝国已经封建化了，神圣罗马帝国仍然作为名义上的基督教世界帝
国存续了下来，其依据便是：真理只有一个；凡是一个信仰的地方，就应当只有一个政府。
尽管在理论上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体的，但是，“神的永存的”和“人的暂时的”区分还是
把教会置于帝国之上。
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也限制了帝国管理人的事务的权力。
因此，即便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也难以把基督教世界各自为政的权力中心统一和集中
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真正的基督教帝国。
事实上，皇帝的称号如此尊贵，然而又如此空虚，按照伏尔泰的说法，他“并不比威尼斯执政官更有
权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

后记

五年前，我完成了一篇题为《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起源、政策和影响》的论文，在复
旦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当时也想趁热打铁修改完善，但是总觉得很难再就历史叙述和分析部分进行扩充，自己的一些想法也
不知道该如何归纳提炼。
这件事就拖了下来，有一段时间甚至还想放弃。
近一两年来，我形成了一些新的粗浅想法，可以用来丰富五年前关于国际秩序转变的观点。
然而，关于威尔逊政府政策的历史叙述部分，由于我后来一直没有再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无法有什么
突破。
因此，今天这本书与五年前的论文相比，侧重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超过一半的部分是新写或者经
过重大修改的，而差不多另一半的历史叙述则只能保留当年的内容，但已经不是重点。
新写的部分有匆匆急就之感，与原有部分之间也没能做到完全协调，这根本上还是我的思考不到位、
功夫下得不够所致。
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与同行交流，接受同行的
批评指正。
缺点和问题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得到克服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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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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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外交美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美国一战后的新秩序构想美国特性与20世纪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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