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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世界秩序 许通美》

前言

　　许通美教授是新加坡的著名外交家、多边外交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家。本书是许教授多年实践和
理论探讨的结集，涵盖了作者关注的广泛领域和主题：从联合国外交到世界环境问题，从东盟到世界
新秩序等等，书中不乏重要国际会议和国际谈判的一手资料，深具参考价值。许教授独特的世界秩序
哲学和丰富的多边外交实践使本书成为研究多边外交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　　本书是由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翻译。各章节的翻译人员如下：门洪华：序言、编者谢辞、引言、
第二编、图片、作者小传；毛春华、白桂芬：第一、第十、第十一编；姜绍第：第三、第四编；穆朝
晖：第五编；杨威：第六编；胡九龙：第七编；王勇：第八、第九编。附录文章由王勇从因特网下载
。全书由门洪华统稿校译。　　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王杰教
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精心的指导与无微不至的关怀，让莘莘学子在严冬中沐浴春风。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锡镇教授请教了许多问题，孟世敏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由于译校者水平有限，加上翻译时间紧迫，书中定会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　　门洪华　　1993年3月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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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加坡资深外交官许通美先生的部分演讲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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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原则的务实主义许的外交生涯证实，将国际关系概括为务实的和与有原则的舞台而不是盲目的
现实政治和生硬的地缘政治是可能的。这对国土面积的限制和严酷的地理规律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它表明，勤奋、活跃、有国际谈判才能的个人能够在使世界变得不再那么危险和更为公正方面贡献良
多。　　许最重要的贡献是，证明了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不是国际关系中不可调和的因素。领导人，
尤其是参与增进国际合作的领导人并非只能择其一而居之。他在全球海洋法和环境谈判上承担的广泛
角色证明，理想主义的诚实、开放、愿意承认对方基本利益的品质在达成结果方面，比与现实政治相
关的诸如自私自利、保密、欺骗和强权倾向的品质更为奏效。　　这又把我们带会了那个问题：务实
的理想主义是否自相矛盾？从本书各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许的答案是明确的。对任何国家而言，不论
其大小强弱，理想主义的追求--如建立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保证尊重国际规则等--是确保生存与进
步的有效途径。确实，国际社会&ldquo;残酷的现实&rdquo;，如国家间力量的不平等、国土面积和地
理位置的限制，也应该是外交筹划的考虑因素。在某些情形下，他们对外交政策和外交本身的影响是
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并不能阻碍或限制国家及其领导人通过合作和妥协追求和平与发展。　　许
的外交生涯献身于增进新加坡在海外的国家利益，他参与全球谈判是对新加坡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贡
献，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娴熟的外交技巧与经验增进全球的和平与正义事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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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也是久仰了，终于在孔网上买到，发现盛名之下不太好讲，因为毕竟是部演讲集，所以并不
那么系统，同样的也就比较好读。比较有意思的是，许大使将外交官技巧、谈判等的艺术的亲身感受
；另外作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主席，相关的发言，确实也有历史感。总体来说，对于东亚合作
的判断等等放到现在已经不算新意了，有些也是过分乐观了。Ps：阿恰良应该就是阿查亚，果然行走
江湖靠关系呀！

Page 7



《探究世界秩序 许通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