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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的著作 
评《中国外交六十年：1 94 9 2 0 0 9》 

雷建锋 

进入新世纪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 

给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更 多的亟待研究和应对 的新问题，这些 问题 

也引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由王逸舟教授和 

谭秀英女士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④(以下简称《六十年》)是这些 

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在写作体例、研究视角和史论 

结合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是我国学者探讨 中国外交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六十年》一书在写作体例上有所创新，兼具外交史、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三 

方面的优长。目前 ，国内出版的与中国外交有关的著作大体有三类 ：一是外交实践 

者的回忆与感想。②虽然这类著作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是外交问题研究和外交学 

研究 的重要文献 ，但是这些回忆录性质 的著作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 的学术成 

果；二是外交研究中的主体，即外交史、外交思想史和外交学的研究。⑧这类研究中 

又以外交史研究为主；三是外交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这类研究在我国尚处起步 

阶段，但却体现了当前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方向。 

+ 雷建锋：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邮编：100037)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②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吕聪敏：《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③ 相关外交专著可参见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 224页。 

④ 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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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透视 当代 中国外交的著作 

《六十年》以当代中国外交 60年的历史发展为主线，从不同角度和领域透视 

和分析了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既包 

括对中国外交 60年宏观概览和考察，也包括对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背 

景、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外交的发展轨迹和特征、中国外交制度发展演变、 

新中国军事外交的研究、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对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影响等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最后 ，本书还对 中国外交学研究 

和外交学学科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历史性地探索。 

《六十年》共八章，分别对中国60年外交实践总体性、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外交 

的国际背景、作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形式的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史轨迹、中国 

外交制度的演变和创新、中国的军事外交、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国际角色 

的变化引起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演变，以及中国外交学研究60年的发 

展演进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与探讨。总体而言，全书以中国外交 60年发展的时间顺 

序为“经线”，又以七个不同问题领域为“纬线”，“经纬”分明、宏观分析与微观考 

察结合。全书每章不求完整记录中国外交史的全貌，而是将中国外交分成不同侧 

面进行深度考察。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主要以外交实践的历史发展为线索，记录当代 

中国外交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和史实，其主要 目的是最大限度、尽最 

大可能地为读者提供外交实践中各方面最准确的历史记录，为外交学研究提供有 

案可稽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外交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六十年》对具体外交领 

域，如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外交实践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察，也 

对诸如当代中国外交制度演变、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多边外交进行了分析。该 

书体现出主编及各章作者们对以国别为研究中心等的原有方法的反思与超越，以 

及对当下中国外交实践中问题领域不断扩大的认识。 

《六十年》一书的研究视角独到，以第四章“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考察”和第六 

章“民族主义的起落与中国外交”最具特色。 

考察与中国外交相伴的外交制度的发展变迁是研究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 

面。本书第四章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考察了中国外交机构发展演变 

的原因。① 作者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对社会控制由严密到宽松，必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 28—38页；王 

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l一185页；郝雨凡、林苏：《中国外交决 

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l96—2l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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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外交机构、外交决策程序和外交决策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外交及其制度的 

变化更多的是受到其所代表的政治体系变化的影响，受到国家与社会关系间变动 

的宏观社会政治环境的塑造。”① 

传统的外交史往往只记述外交事件和事件发生前后的国际背景，较少论及当 

时国内形势，特别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 ·伊斯顿提出的 

政治系统与系统环境的分析范式，来自系统环境的社会民众将其需求和愿望通过 
一 定的渠道输入政治系统 ，系统将这些要求和信息进行处理后形成政策作用于社 

会，由此形成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果这个渠道顺利通畅 ，则 国家与社会的 

关系将和谐有序。②外交政策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不 

断发展壮大，公众对外交的关注度日益增强，现代通讯技术也加强了国内外、国内 

地区之间的联系，中国公民对外交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理论上讲，在今日中国，任 

何一项具体的外交政策，既可能包容着来自民间的深厚根源和多种需求，同时潜含 

着受到日益增大的民众制约和社会心理否决的可能。”③如何将民众对外交的希望 

和要求反映到外交决策者的视野之内，又如何对民众对外交的要求进行正确引导， 

将相关信息处理形成科学务实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当代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外 

交部的发言人制度、领事保护制度、外交部领导与网民的不定期对话制度就是很好 

的举措。新世纪，“外交制度的设计和创新理应进一步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切实 

需要以及社会公众的外交参与 ，既需要体现作为国际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制 

度 的政治权威 ，也要反映社会阶层的知情权，为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公 民利益的保护 

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传统上习惯孤立于公众责任之外的外交系统，现在被 

迫去学习公众的交往技巧。”⑤如何使外交制度和机制建设更加适应构建和谐社会 

和和谐世界的需要，是政治精英不断实践和学者们持续研究的新课题。本书第四 

章对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引起的中国外交制度的变化进行的探索，体现了作者 

较强的学术洞察力。 

本书第六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和立场及其 

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并以中苏关系为个案分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 

主义的竞争共生关系，进而对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民族主义与大众民族主义之间的 

关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在如下方面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 

1．关于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完全用从建立在国家利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85页。 

② [美]戴维 ·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 

③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第 l57一l58页。 

④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 107页。 

⑤ [印度]基尚 ·拉纳：《双边外交》，罗松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5页，转引自王逸舟、 

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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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的著作 

益之上的现实主义理念解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 

以自己的理念取代历史的逻辑”。① 国际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是一种共生竞 

争关系。作者认为 ，“在对外层 面上 ，爱 国主义与国家 民族主义大体上是重合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实质上是国际主义与国家 

民族主义的结合，是阶级范式与国家(民族)范式的妥协与平衡” ‘周恩来曾经论 

述过，爱国主义需要以国际主义为指导，⋯⋯但在毛泽东时代，两者的权重并不好 

测量。”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曾经历长期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境遇，建国初期正 

值两极格局逐渐形成，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时期，新中国又奉行“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外交政策必须和经典作家褒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贬斥民 

族主义的立场一致，同时要坚持爱国主义，维护国家利益(民族主义的内容)，这种 

主导思想必然会反映到中国外交实践中去。 

2．政府话语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和中国的反霸外交。既然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同中国国家利益(即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是一对共生竞争关系，那么二者 

之间必然存在一致与冲突。事实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日益成为苏联干涉中国内 

政的理论依据，对中国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提出了挑战。如何化解这一对矛盾就 

成为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后，“特别是中国准备与 

美国接近以后，反对霸权主义才成为中国外交中的核心词汇，而且其矛头首先对准 

了苏联，后来又用该词形容美国的某些行为。”④反对霸权主义解决了中国外交既 

要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又要兼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两难困境，是毛泽 

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 

中国将苏、美等国的某些行为贴上霸权主义的标签，这是 以国家利益为基础 的，主 

要是国家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它是弱小国家常用的工具。”⑤作者认为，“反对霸 

权主义”是中国在保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兼顾国家民族主义以维护 自身 

利益的政府话语。20世纪 6O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的威胁，“反对霸权主义”是中 

国处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发生严重冲突时的理论话语和外交实践 

方式。当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中国国家民族主义“找到了 

暂时的共同点或结合点”时，爱国主义就成了联系二者的另一外交话语，当二者处 

于严重冲突之时，“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化解二者矛盾的外交话语。 

3．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外交的继承关系。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外交 

必然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或继承性。作者认为，联系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外交的纽带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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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不 同的是，国际主义色彩淡化，国际主义上升为对中 

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的关注，国际主义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邓小平时期，中国明 

确强调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处理对外关系”，“民族主义与新型国际主义的竞争 

关系逐步形成，与毛泽东时代不一样的是，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虽然存在于中 

国外交中，但并没有获得主导地位。”① 

综观《六十年》各章，作者运用国际背景的体系层次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来透视中国外交的历史变迁，分析严密、概念清晰。与此同时，作者具有明确的中 

国问题意识，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研究方法。 

对任何研究而言，能否获得研究所需的充分的相关文献 ，是研究能否进行的前 

提条件 ；同时 ，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质量和研究 的科学结论之获得的保证 。《六 

十年》一书无论是在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还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都做出 

了不懈地努力。 

就研究所需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而论，《六十年》虽然研究的是当代中国外交问 

题 ，但有很多外交档案尚未解密，加之外交的特殊性 ，外交决策程序和外交决策过 

程很难为亲历者以外的人所知。因此 ，相关研究往往难 以获得研究所需要 的文献 

资料。《六十年》以使用第二手文献为主，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关于当代 

中国外交文献，包括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第二类是学者们对中国外交的不同层面研 

究的相关成果，包括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第三类是关于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各种报 

道；第四类则是数据库文献；第五类是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和政府文件。 

就学科性质而言，外交学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根据阿普特的归纳，政治学 

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规范方法 、结构方法和行为方法 。② 除了传统 的历史 

文献研究方法③之外，《六十年》一书中某些研究——第六章采用 了行为研究方法 ， 

将个案研究和变量研究相结合。该研究方法的前提是人类社会说到底是个人构成 

的，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决定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第六章采用行为研究方法 ，在说 

明中国外交中的“国际主义 ”和“爱 国主义”(国家民族 主义 )的“共生竞争”关 系 

时，作者对“人民日报数据库”(1949--2006年)这两个词汇在不同时期使用频率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 180页。 

② 关于三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内容与不同，请参见 D．E．Apter＆C．Andrain，“Comparative Government： 

Developing New Nations，”in M．D．Irish，ed．，Political Science：Advance ofthe Discipline，Englewood Cliffs：Pret· 

ice—Hall，PP．82．102，转引自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85 

页。 

③ 《六十年》一书的第一、二、四、五和七章采用的是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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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考察，以说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共生竞争”关系。①作 

者认为，为了缓解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矛盾，保持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性质，2O 

世纪 60年代 ，中国采用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政府外交话语 ，以适应新的形势。为 

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同样采用了人民日报数据库中的数字，用《人民日报》中该 

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证明自己的观点。② 

除第六章将个案研究法和变量研究法结合之外，全书各章都采用了历史比较 

的研究方法，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外交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论；有些章节又将两个 

30年的不同阶段的 中国外交进行 了比较 ，以透视 出中国不 同时期外交 的继承和 

发展 。 

四 

如上所述，《六十年》一书具有研究视角独到、资料翔实和科学地运用实证、历 

史文献等研究方法的显著特点。当然 ，本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分析者需要将中国外交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考察。各章 

以改革开放前后分界，“薄古厚今”的色彩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固然 

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反思，同时也需要将其放置于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 

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因而当时 中国外交具有鲜明反帝斗争 的时代特征。 

关键是，当代中国外交者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视野具体地审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历 

史变迁，避免陷入当下主义(presentism)的思维或逻辑之中。 

其次，研究者需要有机地将理论意识与外交史整合起来。当代中国外交实践 

需要对以往外交实践中的成功与不足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和研究 ，更需要有对 中 

国外交前瞻性的思考和谋划。外交史研究的潜在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可以作为借鉴 

的历史材料，知史以明未来。《六十年》一书是一部夹叙夹议的著作，既有对中国 

外交六十年的历史叙述，也有对 60年外交实践的评论，从研究者使用的文献考察， 

各章基本上采用了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对外交事件 

的准确把握和了解。④ 

第三，研究者要关注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与变革性。当代中国外交不仅带有传 

统中国外交的行为特点 ，而且 当代中国外交的不 同历史 阶段间的变革性与连续性 

同时并存。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是邓小平等领导人的 

观念发生了变化，即中国决策者对时代主题、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道路、中国的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 163、164—165页。 

② 同上书 ，第 167页。 

③ 此问题并非全书各章都存在的问题 ，只是在个别章节上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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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选择的认识出现了巨大调整。”①不仅 如此 ，此次中国外交的调整也是 由毛泽 

东等开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及对外开放的继承和延续。 

《六十年》反映出当前国内中国外交研究的最新研究状况。作者所付出的努 

力，既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这对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深切悼念方连庆教授 

我刊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 

长方连庆先生，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09年 8月 16 日在北 京逝世 ，享年 

73岁。 

方连庆教授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63年起在北京大 

学国际政治系和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2004年退休。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副院 

长、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恪尽职守、治学严谨、甘 

于奉献，曾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第 12卷)等著作，并 

一 贯关心支持我刊的工作。方连庆教授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设 

与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方连庆教授千古!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 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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