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王日华

[内容提要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石,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思

想。孔子以道义、礼制和信誉为起点,论述了道义、礼制和信誉与国家权力、国际合作和国际和平之

间的关系,形成了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内外联系、道义至上以及和

平主义的基本特征。孔子主义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催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准则、持久和平的奋斗目标、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

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研究孔子主义有助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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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其中

也包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思想。詹姆斯 # 多尔蒂

( Jam es Dougherty)等人认为, 墨子、孟子、孔子和商

鞅的著述都在尝试从理论上阐述国家间关系的本

质, ¹并认为 /从和平主义到和平理论, 到好战学说

或战争理论, 古代中国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学说 0º。

费正清 ( John Fa irbank) 等人则认为, 中国古代甚至

还出现了 /国际政治学的初级学科 0»。诚然, 孔子

的国际关系思想是松散而零碎的, 主要夹杂在 5论

语6、5左传 6和 5礼记 6等记录孔子言论的典籍中, 孔

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的是经过系统化和理论化整

理之后的孔子思想,是孔子思想中属于国家间关系

和国际政治层面的理论。

一、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内外学术界都注意到了孔子主义中包含着丰

富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

专门研究,并将其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比。¼

然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建立起孔子主义国家关系

理论的基本框架。不少学者简单地将孔子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概括为中国传统的王道或霸道思想。傅斯

年就表示: /孔子的国际政治思想, 只是一个霸道,

全不是孟子所谓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齐桓、管仲。0½

根据当代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结构, 我们可以整理出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 主要包括国际

道义论、国际礼制论和国际信誉论。

孔子的国际道义论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

出发点和基石,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变

量。孔子的国际道义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

容:第一,道义因素是决定国家军事实力的主要因

素。从个人层面看, /仁人志士0比普通民众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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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勇气和决心,即便是面对生死选择也毫不退缩,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0¹; 从军

队层次看,具有高尚道义品德的军队会形成更高的

战斗力, /仁义之师0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从国

家层次看, /仁义之邦0能够在国际社会赢得巨大的

国际影响力, 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 /仁者无敌 0。

然而,孔子也认为国家的仁义属性需要长时间的积

累, 绝非一朝一日或者一两项政策就能够造就一个

仁义国家,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0º。

第二, 君主或者说国家领导人的道德素养是国

家道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孔子认为, 个人道德素养

会依次影响到家庭和睦、国家治乱兴衰以及世界秩

序的稳定与战争, 这就是孔子主义国家关系理论中

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0思想。 /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0»孔子通过历史案例论证了

这一观点,尧、舜、禹、商汤、泰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

君王都因为个人道德修养达到了 /仁 0的层次而使

国家强大并称王于世界或为后代称王奠定了基础。

政府领导群体的道德素养同样影响到国家的兴

衰成败。孔子指出,在历史实践中,舜统治时期正是

由于得到皋陶等五位贤德大臣的辅佐, 舜也因此

/无为而治 0¼。周武王时期有十位贤德的大臣, 因

而武王伐纣成功并取得殷商而建立了周王权。½ 商

汤由于伊尹的辅佐而使得商王国的政权稳固与国力

强大。¾ 齐桓公由于任用了具有仁义品德的管仲而

称霸诸侯。¿ 相反, 商纣王无道却又失去了三位仁

义的大臣而导致了殷商的灭亡。À 孔子还认为, 君

王的道德修养和主要大臣的道德修养均可独立影响

国家的兴衰存亡。甚至在君主道德素养败坏的情况

下, 主要大臣的道德素养也足可以支撑整个国家的

兴盛。卫灵公荒淫无道, 但是因为有三位贤德大臣

的辅佐而使得卫国并没有亡国。

第三, 国际道义因素能够直接增强国家的软实

力和硬实力。一方面,国际道义能够在国际社会产

生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其他国家及其民众都会

出于对国际道义的向往而追随道义国家,拥有国际

道义制高点的国家也会因此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中心, /则四方之民, 襁负其子而至矣 0Á;

另一方面, 国家道义能够赢得更多的盟友, /德不

孤,必有邻 0�lu。建立同盟是增强国家硬实力最直

接、最快捷的途径,西方国家普遍将国家同盟建立在

共同利益或威胁的基础上, 而孔子则认为道义因素

是建立和维持同盟的主要因素。

第四, 国际道义因素决定了国家对外行为的和

平取向,从而带来了世界秩序的普遍和平。孔子表

示,道义使得国家本性不具有进攻性,即便是对现有

国际体系不满意,也不会发动战争来修改现有体系

规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 /权力转移论 0代表

人物奥根斯基 (A. F. K. O rganski)认为, 只要国家

对现有体系存在不满就有可能引发战争, 不满意程

度的大小决定了国际战争风险的高低。�lv 孔子认为

没有道义的勇敢是国际动乱的根源, 而道义可以从

根本上对国家的战争行为起到自我约束作用。他还

认为,道义因素能够通过国家行为的自我约束来实

现国际社会的普遍和平, 道义国家之间不会产生战

争,我们可以称之为道义和平论。从理论建构的方

法上来说,道义和平论与康德 ( Imm anuelK ant)的民

主和平论�lw、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论 �lx都是从国家层

次到国际层次的推理, 都认为国家的属性决定了国

际社会的和平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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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国际礼制论包含了当代国际机制论的部

分内容,同时又融合了国际法和外交礼节等方面的

内容。孔子思想中 /礼0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

礼意或礼仪,即各种仪式的程序和规则;二是礼制或

礼法,即各种制度和法规。¹ 礼仪在国际社会中主

要体现在外交理论中;而礼制和礼法则分别属于国

际机制和国际法的范畴。孔子主张遵循国际习惯,

以 /周礼0作为国际机制、国际法和外交共同遵守的

文本。º 有学者将孔子主义的这种国际礼制思想及

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国际秩序称之为 /礼治主义 0、

/礼治体系 0或 /礼治世界 0。»

孔子的国际礼制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

容: 第一, 礼制是强国之本。孔子指出, 对于一个处

于不利地缘环境且内忧外患的国家来说,国家治理

的当务之急就是确立礼制。¼ 孔子认为国际机制固

然能够对国家行为产生一种制度约束或者说软约

束, 国内制度也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 /软

权力 0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 # 奈 ( Joseph S. Nye,

Jr. )也认为: /政府所推行的价值观通过其在国内的

行为 (如民主 )、国际机构中的行为 (如与他国共事 )

和外交政策 (促进和平与人权 )能对其他政府的喜

好施加强烈影响。0½孔子同时还进一步提出, 礼制

作为一种软权力, 能够对硬权力的效应产生影响。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0¾

第二,礼制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孔子认为,礼制

规范了外交,通过礼制能够形成国际社会共同的价

值观和行为规范, 从而奠定了国家之间友好往来和

相互合作的基础。孔子特别强调大国遵守礼制对国

际合作的影响,认为国际合作首先依赖于大国对礼

制的遵守,大国遵守礼制能够影响小国的行为。孔

子反复强调,大国率先垂范, 小国自然会谨慎遵守国

际规范,从而形成国际合作的良好形势;如果大国违

背国际规范,即便是在权力的威慑下,小国也会对规

范阳奉阴违,从而破坏国际合作。 /其身正, 不令而

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0¿

第三,礼制是国际秩序稳定的支柱。孔子认为,

国际秩序的维持并不必然依赖于王权国家的存在,

王权国家固然能够起到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但是,

王权存在不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原国家

数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依靠礼制的存在,社会秩

序仍旧优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孔子的这一观点

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基本一致。新自由制度主

义者表示,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制度可以起到维持

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

起作用的机理在与国家对利益的追求和妥协; 而孔

子则认为礼制起作用主要在于形成了国际社会共同

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第四,礼制是国际和平的保障。孔子称, /礼之

用,和为贵。0À后世大多将 /和0理解为和平之意,由

此确立孔子主义的礼制和平论。孔子认为礼制通过

约束和限制国家行为而保障国际和平, 礼制缺失是

国际动乱的根源之一。孔子反复强调, 春秋战国时

期长期战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礼崩乐坏 0。

在国际经济学领域, 国家信用已经发展成为一

种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操作标准。然而, 在国际政治

学中,国家政治信用和国际信誉的研究还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新自由主义者对信用和信誉给予了较

为积极的评价, 他们 /从可信度中获得名声价值和

向其他国家提供优质信息而获得收益的观点向传统

现实主义思想提出了质疑。0Á罗伯特 # 基欧汉

( Robert O. Keohane)表示: /声誉因素与我设想相

比,似乎对政策产生着更少的影响。由于我一直没

能发展一种理论,来充分地解释在国际承诺的遵守

问题上所存在的多样性, 所以这项研究的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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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至今都不能出版。0¹然而,在孔子的国际关系

理论中,国际信誉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

子思想中的 /信 0包括信用和信誉,信誉是信用的积

累与认同。孔子的国际信誉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的内容:其一,信用和信誉是约定国家硬实力的首

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孔

子指出,国家权力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 /足食, 足

兵, 民信之矣0, º即经济力、军事力和信用度或者说

信誉力。在这三者中,孔子认为信誉力位于第一位,

是最重要的,而经济力位于第二位,军事力则处于最

后。孔子始终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高于硬权力, 信

誉力无疑是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不讲

信用自然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

其二,信用和信誉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孔子认为,信用是评价国家道义素养的基本标准,是

影响其他国家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孔子表示, 守

信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外交准则, /言必

信, 行必果 0»。守信国家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尊

重, 可以避免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从而避免因为战

略误判而引发的国家间战争。在孔子看来, 人若无

信将无法立足于社会,国家无信则无法立足于国际

社会。然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传统现实主义

公开否定国际关系中的信用。摩根索表示, 国家之

间的尔虞我诈是外交活动中的常态, /有许多耐人

寻味的异常现象甚至超过了嘘声恫吓、狂呼怒吼、讨

价还价和坑蒙拐骗 0¼。新现实主义将理论大厦建

立在国际政治 /零信任假设 0的基础上,肯尼思#华

尔兹 ( Kenneth N. W a ltz)坦言: /由于相互关系总是

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

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

疑和敌对。0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

斯海默 ( John J. M earshe im er)甚至进一步指出: /大

国彼此畏惧。它们彼此以怀疑相待, 它们担心战争

可能就在眼前。它们预防战争, 国家之间几乎没有

一丁点儿信任的余地。0¾

其三,信用和信誉是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孔

子认为国家信用和信誉能够赢得其他国家的信赖,

从而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合作,降低了国

家间交易的成本。孔子尤其强调大国和强国的信用

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小国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0¿孔子还认为,信用是国

家道义修养的基本要求, 守信应该成为国家行为的

基本准则,成为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0À孔子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普及 /恭、宽、

信、敏、惠0等五个最基本的道义准则, 从而形成一

个具有普世价值观念的道义世界, /能行五者于天

下,为仁矣0。Á

综合看来,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围绕着

国际道义、国际礼制和国际信誉三个要素展开,三者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国际道义、国际礼制与国际信

誉共同对国家权力、国际秩序与国际合作产生影响,

其综合作用机理就是: /义以为质 0, /礼以行之 0,

/信以成之0。�lu

二、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特点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一系列鲜明的中国

特色,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任何一个单一的理

论流派都无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些特点形成了中国

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第一, 国际道义是孔子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中, /我们日常关注的道德问题在该学科中并没有

得到反映 0�lv。西方社会将个人道德准则与国际社

会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宣扬国内社会中的个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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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断然否认国际社会中存在基

本的道义规则。现实主义公开否认国际社会中存在

道义, 也公开反对国家在对外政策中讲道义。汉

斯#摩根索 ( H ans M o rgenthau)明确提出: /现实主

义坚持认为普世道德原则不能以理论上的一般形式

适用于国家行为。0¹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

的国际道德观恰恰相反。孔子将道德视为贯穿于个

人、家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将个人的道

德准则延伸到家庭、国家和国际社会之中。孔子认

为个人道德准则是家庭、国家和国际社会道义的基

础和源泉。个人道德和国际道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 二者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不

可否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也对国际道义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然而,西方社会一般将国际关系理论

划分为因果理论和规范理论, 因果理论研究的是国

际社会中的 /为什么 0问题; 而规范理论则是研究国

际社会 /应该怎么样0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学严

格将国际道义研究限定在规范理论的框架内, 否认

国际道德对国际社会存在解释作用。孔子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则不同,孔子将国际道德视为自变量,并以

此来解释国家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的变化, 建立起

了国际道德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

第二, 普世和平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

本追求和最终目标。首先,严格来说,和平是所有国

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诉求和人文内涵。但是, 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大多强调一国和平, 将理论建立在为单

一国家或国家之间和平与安全的范围内。孔子国际

关系理论以国家层次作为出发点, 而立足点和最终

归宿却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永久的和平, 即 /大同

世界 0。其次,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将和平建立

在国家实力和均势的保障之上, 而孔子国际关系理

论则将和平建立在国家自律自省的基础上。孔子希

望通过国家自身尤其是大国和强国的自我约束与限

制来实现国际和平。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

权力、军事实力和战争是核心变量。相反,孔子对战

争和权力避而不谈,孔子也表示自己不关心军事和

战争。孔子反对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

主张通过国家软实力来吸引对手, /故远人不服, 则

修文德以来之 0º。再次, 孔子明确提出, 国际社会

中应该存在普遍的契约关系,即绝大部分国家都将

战争权力让渡或移交出来,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0。» 倪

乐雄表示,在儒家的王道思想中, 人类最完美的社

会也需要武力作后盾, /最理想的社会并非不存在

暴力, 而是解决了暴力与伦理的关系、把暴力作为

道德工具来使用的社会0。¼ 但是, 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却普遍将武力和战争视为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

最终解决方案。最后,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将国

家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标准,利益矛盾也因此成为

国际冲突的基本来源。在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中,孔子明确表示, /放于利而行, 多怨。0½因此, 孔

子主张国家之间要谦让、分利和互利,要将国家利益

限制在国家道义的范围之内, /见利思义0¾。

第三, 内外联系法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

独特视角。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用的是层次分

析法,即依据个人、家族、国家和世界四个分析层次。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推理方

法,即否认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界限和区别。华

尔兹将国内层次的理论称之为外交政策理论, 而将

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称之为国际政治理论, 认为这

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如果有谁

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含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

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迄今为止没

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0¿然而, 孔子主义

认为国内层次适用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了个人 (单个领导

人或领导群体 )和国际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是一种领导人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对当代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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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际政治现象有着更加宽泛的解释力。在当代国

际社会中,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的形象与一国在国际

社会的形象正相关。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或领导集

体会极大地提高本国的国际威望; 相反,一个素质低

下如贪污腐败、荒淫暴戾的领导人当政的国家在国

际社会中的权力也会相应受到削弱。然而, 孔子主

义并没有停留在国内层次上, 而是将国内层次和国

际层次联系起来,关注天下层次,即世界体系层次的

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社会。因此, 孔子主义也同时是

一种世界主义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

区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内推行民主、自由和

法制,对外却堂而皇之地实行扩张、殖民和霸权主义

政策。然而,孔子认为道德没有国际与国内的区分,

道义原则是世界通行的基本准则, /虽之夷狄, 不可

弃也 0¹。

三、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

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传统国际关系

文化的核心内容, 对中国国际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

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恩来曾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人

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 /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不

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0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

导人在对外交往中就反复引用孔子思想来阐释中国

当代的外交政策。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外交场合或是介绍

中国对外政策的讲话中曾多次直接引用 5论语 6, 主

要涉及到 5学而 6、5颜渊6、5子路6、5雍也 6、5为政 6

和5微子6等篇。其中被反复引用的就是 /和为贵 0、

/和而不同 0、/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0、/言必信,行必

果0等。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外交最深远的影

响就是和平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内

容: 第一,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孔子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以

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和冲

突, 也不具有相互排他性或者说零和关系,它们完全

可以共存共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

相悖。0»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共存共处思想

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来源之一。 1953年 12

月 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中首

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6年 11月 1日, 中

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

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 社会主义国

家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¼

第二,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孔子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为理想国际社会设定了统一的目标和行为规

范,希望这些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人人遵

守和追求的同一标准, 这就是 /求同 0。然而, 孔子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存在, 即便是

/君子0之间也会存在 /和而不同 0。½ 孔子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尊重异己的存在, 即 /存异0。1955年 4

月 19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首

次提出了 /求同存异 0外交方针。他表示: /我们的

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

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

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 因为这是实际存

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

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

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0 ¾

第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准则。孔子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反对暴力和战争, 主张以和平方式

解决国际矛盾和冲突。孔子表示, 世界上所有的国

家政策必须包括 /九经 0, 其中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就是 /柔远人也, 怀诸侯也 0¿。孔子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认为,一旦出现国家间的敌对和纷争,每个国家

首先应该反省自身的国内国际政策, 通过推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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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内政来解决国际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

国始终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矛盾, 反

对用制裁和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邓小平表

示: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 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

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

段而用和平方式, 来解决这种问题。0¹为了实现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目标, 邓小平设计了两个具体的

对外政策:其一是针对领土争端提出了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0的政策; 其二是针对不同社会制度之间

的对峙提出了 /一国两制 0的政策。 /一国两制 0已

经成功应用于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的实

践之中,避免了中国为主权和领土完整与英国、葡萄

牙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爆发国际冲突,实现了国际

争端的和平解决。

第四,持久和平的奋斗目标。孔子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将和平视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追求和最高目

标,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0º。孔子主义的和平思

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和平价值观在这里交汇。毛泽东

认为: /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 便到达永久和平

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0»邓小平把和

平与发展视为世界上最突出的问题, 对世界和平充

满了信心。他认为: /世界形势有两个带全局性的

而且带长期性的问题,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

是南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看来可以找到出路,

赢得和平。但南北问题目前还没有可行的建议, 不

知道怎么办好。0 ¼2007年, /持久和平 0作为中国外

交的心愿和奋斗目标正式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

第五,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孔子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反对对外扩张,反对对外掠夺与侵略,主张尊

重和保障其他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孔子倡导国家间

的友好往来, /礼尚往来 0½, 甚至要求 /厚往而薄

来0¾。孔子的这种思想催生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

交战略。 2003年 12月 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

学的演说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随后,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周年座谈

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005年 12月, 国务

院发表5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6白皮书, 全面阐述了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历史背景、主要内涵和奋斗目

标。

第六,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孔子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将 /世界大同0视为最理想的社会秩序。 /大

同 0就是和谐 ( g reat harm ony)。胡锦涛主席指出:中

华民族的先哲,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

提出了 /和谐 0的思想, /这一主张至今仍闪烁着灿

烂的思想光芒,为我们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提供着

重要启迪0。¿ 2005年 4月 22日, 胡锦涛在亚非峰

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 /和谐世界 0的理念。随后,胡

锦涛在各种国际场合继续丰富和充实 /和谐世界 0

的基本内容,逐步形成了系统的 /和谐世界 0理论。

总的来说, 孔子主义的和平思想是建立在对自

我的克制和对他者的友好认知的基础上。西方现实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其他国家视为敌人或对手,认

为国家之间只有暂时的盟友, 而没有永久的朋友。

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之间存在敌人、对手和朋友三

种不同的关系。然而,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完全

不同,而是将其他国家预设为朋友关系。 /四海之

内皆兄弟也。0À中国和平外交同样重视国际社会中

的朋友关系而不是盟友关系,并以此作为发展国家

间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余论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历史上不仅形成了国际体

系,还生成了成熟的国际社会Á。先秦时期频繁的

外交活动也给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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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 /每当提到我国的国际关

系传统理论时,人们言必称春秋战国,这是有一定道

理的 0。¹毛泽东曾说过: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

历史, 有它的特点, 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

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

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

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0º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 甚至被说

成是 /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0。»中国传统的国际关

系文化还没有被纳入到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之中

去。尽管孔子思想大多是直接针对国内政治而言,

但是其内涵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故而历史上流

传着 /半部 5论语 6治天下0一说。孔子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理应属于国际关系普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 /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

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

国学问界,或者又补于-世界的 .科学。中国是个很

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 -世界的 .人

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

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 -世

界的 .学问界上, 生一小部分新彩色。0¼

当前, 诸多全球性议题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

出了新的挑战。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革命首先就是

对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进行改造。但是, 现存

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的事实增加了

理论创新的困难。为此,詹姆斯 #多尔蒂等人表示,

源自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理论就是一种重要的突破

口。
½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许会给人们提供许

多的理论启示和借鉴。o

(责任编辑:蒋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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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33页 )了传统的海运贸易、海洋捕捞和海盐

生产等,而是转向对海洋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

印度洋地区资源丰富,富含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渔

业资源。中东地区、澳大利亚附近的大陆架、孟加拉

湾、红海、阿拉伯海、非洲东部海域,都发现大量油气

资源,西澳大利亚海盆和中印度洋海盆蕴藏大量金

属矿,加上大多数沿岸国家不具备大规模开采海洋

资源的能力,拥有海洋资源开采技术的中美印自然

将目光转向印度洋,并有望就共同开发事宜达成合

作。 2003年 6月,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度海洋开发

部签署5两国海洋科技谅解备忘录 6, 宣布在海岸综

合管理、海底资源勘探与开发技术、海洋资源评估、

卫星海洋学等领域开展合作,即是例子。

恐怖主义与海盗日益成为各国在印度洋利益的

共同威胁。以 /基地 0为首的国际伊斯兰恐怖势力

主要分布在北印度洋地区, /海上恐怖主义 0 ( m ari2

t im e terrorism )严重;海盗活跃于亚丁湾和马六甲海

峡,近年来更是活跃于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附近 ,

/西印度洋地区既拥有国际贸易网络, 更是国际恐

怖主义、海盗和毒品走私的网络 0。¹ 中美印三国商

船都曾被海盗劫持, 美国军舰甚至曾在也门海域遭

受恐怖袭击。鉴于海盗与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非常

急迫,且有可能持续下去, 该领域有可能成为中美印

中近期的合作重点。 o

(责任编辑:马燕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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