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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世界》

前言

我生不逢时，高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业被迫中断，人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荒废了人生中最宝贵的8年青春，这8年本来是可以为造就一个科学家奠定基础的,不过比起那么多
早我10年倒霉、一生都被运动所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只被耽误了10年，
一代人的疯狂（反右、大跃进、“文革”）结束时我还不到30岁，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对于太多的不
幸者而言，一生的悲剧已经铸成，变革来得太晚了。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知识不仅毫
无用处——知识的社会价值非但被人为地贬低到零点以下，而且还可能给人带来麻烦——“知识越多
越反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当然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断无端遭受迫害有切肤之痛。然而，
一方面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一方面出于一种期盼中国不会永远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几个志
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坚持自学，义无反顾地往“臭老九”的队伍里挤。那时自
学最大的困难在于书籍的缺乏，图书馆的书烧的烧、封的封，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文社科类书
籍都是禁书。我们想方设法，跟当时庞大而又复杂的“内部发行”、“内部阅览”系统玩起危险而又
刺激的捉迷藏游戏，或买、或借，千方百计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书搞到手，饥不择食地读完一切可
以搞到手的书籍。就这样，当我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在被迫虚度时光时，我不甘听凭命运的安排，顽
强抗争，精读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著作，并坚持自学外语，决不放弃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
机会。

Page 2



《不和谐的世界》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相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汇集，共29篇。作者由于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看待国际政
治，其出发点和理论深度均高于国内大部分学者，论文反映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最新理论动
态和研究方向。

Page 3



《不和谐的世界》

作者简介

张睿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硕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
系教授、博导，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
、天津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暨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多米尼肯大学、韩国天主教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
级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与中美关
系、社会科学方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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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逆水行舟三十载（代序）
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
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
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关于中国“入世”的政治思考
思想教育工作的他山之石
扑朔迷离看世界
丢掉幻想、自尊自强是对待中美关系的关键
关于我国政治学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和划分的几点看法
鹰派崛起——美国翘起尾巴
“9·11”如何改变了美国
“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
“蓝军”阴影下的布什对华政策
“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的渊源及其在美国的演进
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现实主义的持久生命力
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
美国大选与竞选辩论
伊拉克的国际玩笑
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中美关系“历史最好”的说法？
中国究竟值不值得美国焦虑？
警惕西方列强以“人道干预”为名颠覆现行国际秩序
“美国世纪”真的玩儿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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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则往往是现实主义者。越战期间，包括汉斯。摩根索、莱因霍德.尼布尔、乔治.凯南、阿瑟·施莱辛
格、沃尔特·李普曼以及肯尼思.沃尔兹在内的一批当代现实主义大师都是反战的积极分子，其原因不
是他们不爱美国，也不是他们不反共产主义，而是他们认为越南的得失不关系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
不值得为之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新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沃尔兹在评论朝鲜战争时指出，当麦克阿瑟把
战线推到鸭绿江边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会像中国一样作出同样的反应，而不会坐视在自己的边
境出现一个敌对国家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国参战是维护本国正当利益的理性行为，而美国
则犯了扩张过度的错误。美国要在自己的周边建立安全缓冲区，就得承认别的大国也有同样的权利，
否则就不能自圆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逻辑。与此相反，战后时期美国历次海外军事行动最坚决最
强硬的支持者，都是那些信奉美国至上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外交政策圈
内更出现了一股自诩为“以实力为后盾的理想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狂热鼓吹要用美国的实力去
实现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征服全世界的目标，竭力支持美国从入侵格林纳达到出兵海地的一系列军事行
动，同时也力主用高压手段在人权、贸易、台湾、西藏、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逼迫中国就范。对
于世界各国来说，现实主义的美国更好对付一些，因为尽管它相信实力外交，但对别国的要求总还有
个限度，同它打交道也总还有章可循；不像标榜理想主义的美国，只要哪个国家不合它的意识形态，
甚或只要它看不惯哪个国家，就动辄打起主持正义的旗号，对别国实行孤立、封锁等压制措施，甚至
不惜进行军事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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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和谐的世界:国际问题研究文萃》：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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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2、率真有入木三分的思想！
3、张老师文章前言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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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坚定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也是Kenneth Waltz唯一的中国学生，当年还
曾有好事的学生专门上网查他在伯克利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果然是K W。你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
但不得不佩服他逻辑论证的缜密。看他写文章驳人或者当场质问人是一种很让人激动的过程。他以美
国大学培养研究生的标准带研究生，对自己的研究生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严厉，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是常
事，毕业论文被他卡而进入不了答辩的事不止一次发生。我上学时很崇拜他。这些年过去了，自己有
些观点渐渐和结构现实主义有所偏离，对他的观点也不完全赞同了，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他带我进入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门，包括本体论和方法论。PS 他的两篇代表作《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
（《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和《中国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
刊2007年2月号）都没收入文集，可能是因为过于非主流了吧，前者是对和平发展主题论提出异议，后
者是对和谐世界论提出异议。
2、昨天在有为论坛听了张教授的演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对张教授的演讲内容深感
赞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政府出了问题，张教授可能还是在体制内的，有所顾忌，没有直言坦陈政府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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