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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巴里� 布赞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学派或其他什么学派, 但却成了公认的英国学派新一

代的领军人物。挑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经历和建树使他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对多元方

法论的遵从又使他能与英国学派的学统交融。他的视野和成就使他无论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

还是在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中都能独树一帜, 同时也使他成为 �重聚� 英国学派的理想人选。他属
于英国学派, 但也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实际上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学派的限

制, 并一直以这样一种方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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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巴里 �布赞 ( Barry Buzan) 在中

国国际关系学界和世界历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把他视为英国学派的新一代领军人

物, 并把他与怀特、布尔和文森特等人并列起来。但是, 布赞本人却不把自己归属于英国学派,

尽管他公开号召 �重聚� 英国学派, 为英国学派的复兴提出了具体的议程, 并在最近几年把自

己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向英国学派。对英国学派和巴里�布赞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 布赞与英国

学派的前几代领军人物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有很大区别, 突出标志或许是布赞在学术方法上更加

�社会科学化 � 乃至 �美国化�。当然, 布赞的治学之道和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也不尽

相同。笔者认为, 布赞与英国学派的关系和布赞头上被人置放的 �英国学派领军人物 � 的光环,

可能恰恰是英国学派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时代缩影; 英国学派所能提供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启发

和借鉴, 也恰恰能从布赞的学术之路和他与英国学派的关系中展示出来。

一

巴里�布赞 1940年代生于英国伦敦, 在加拿大北方长大, 成人后又返回英国求学, 以后一

直在英国居住和工作, 具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布赞 1968年毕业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 获

学士学位; 197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获博士学位。他曾经在英国考文垂郊外的沃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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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严重低估了国际行为体的权威作用和组织作用。除了权力, 规则、机制以及国际组织也应

该包括在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之中。他们提出了 �深层结构 � ( deep structure) 概念。布赞等人

认为, 政治结构既包括无政府状态, 也包括等级结构。 �深层结构� 不仅包括权力和国际组织,

而且包括规则和规范。体系的结构既包含国际政治体系, 也包括国际社会体系。他们拓展了沃尔

兹关于体系结构的概念, 认为结构层次的分析和单位层次的分析是相互关联的。结构现实主义理

论必须发展这种关联。沃尔兹在很大程度上把单位层次的分析排除在外, 而布赞等人则认为, 国

际关系理论在单位层次上的分析应该和在体系层次上的分析一样严格。

�无政府的逻辑� 不仅奠定了布赞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一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地位, 而且也使

一直在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居领导地位的美国学术界对他刮目相看。但是, 如果说 �无政府的

逻辑� 是对沃尔兹理论的成功超越和挑战的话, 那么布赞与利特尔在 2000年出版的 �世界历史
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 则通过对世界史中国际体系形成与演变的立体考察,

对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 在布赞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首

先, 这本书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尽

管在国际关系学科内部也有范式之争, 也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 (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 和

一系列比较成型的观点, 但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同的: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在国际关系学者 (包括中国学者 ) 看来,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浓缩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特

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 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解读已

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然而,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还是没

有摆脱 �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 [ 2]中文版序言, �
的束缚。因此, 布赞的研究框架对于美国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体系的挑战具有根本性质。从这个角度看, 布赞的观点不太容易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所

接受。但是, 如果不作出相应的修正, 布赞所揭示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就会永远在

那里摆着, 明示着它们的 �虚幻�。第二, 布赞教授的研究框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熟和成型

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产生于 20世纪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和

美国, 成型于二战后的美国, 同时也在其他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但是, 这一学科的身份一直没有

明确起来。在许多大学里, 它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也把它作为政

治学的一个分支来解释。但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很早就采用了

体系方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就承认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 3]
按照布赞的观点,

一国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一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是能够对国际体系的互

动、结构和过程产生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 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而非传统意义

上的政治学范畴所能包含得了的。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

国际关系学成型的时间晚, 交叉的学科多, 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或许是国际关系

学身份一直未能明确下来的原因之一。尽管在这本书里布赞和利特尔对英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多

有批判, 英国学者依然认为他们与怀特、布尔和沃森一样, 对英国学派在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演

进和比较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的著作构成了正在兴起的世界政治的历史社会学文献的

重要组成部分。
[ 4 ]

�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 英国学派理论与全球化的社会结构 � 是布赞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研

究 30多年来第一本专门讨论和研究英国学派的专著, 尽管他在以前的著作特别是论文中也曾多

次提到英国学派。这本书一出版就在国际关系学界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国

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是英国学派经典著作中三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概念 (尽管对这

三个概念在英国学派学者内部也有不同的解释 ), 但多少年来, 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概念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和阐释, 而对世界社会概念的讨论则明显不足。布赞以重新梳理和修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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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基本概念为主轴, 力图对英国学派的理论体系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和重塑。他认为现在

到了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们远离英国学派思想根源的时候, 并用更为系统的结构方式来表达, 否则

英国学派就难以成为国际关系元理论的基础。他认为, 世界社会概念, 尤其是世界社会与国际社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既是现存英国学派的最大障碍, 也是最有可能发现最大收获的地方。布赞对

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一直情有独钟, 虽然也有批判, 但却一直试图把英国学派中的社会思想与温

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结合起来, 为英国学派注入更多 �社会科学 � 的活力。布赞对英国学派

的重塑或许将成为英国学派历史性变化的一个标志。

三

从巴里 �布赞的学术经历和代表性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虽然在英国接受国际关系学的教

育, 并从 1970年代开始从事国际关系学的教学和研究, 但英国学派对他早期的学术研究和作品

的影响似乎并不特别大。尽管视角独特, 但早期的布赞教授更像是一个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者。

他关注的热点似乎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点, 他的论战锋芒也一直指向以沃尔兹为代表的

美国主流理论家。换言之, 我们很难发现他与当时的一个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有什么重要的区

别。在他早期的著作中, 如 �人民、国家与恐惧 � 和 �无政府的逻辑 � 中, 很少讨论英国学派

问题。只是到了 1990年代, 他才越来越多地谈到英国学派, 并且承担起 �重聚 � 英国学派召集

人的角色。当然, 由于早在担任这一角色之前就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影响, 所

以他对英国学派理论研究的投入和推进, 壮大了新一代英国学派的声势。

从布赞身上, 我们可以发现英国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的一些突出特点。首先, 他们是在美国

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国际学术界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 他们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了如指掌, 并且参

加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 但他们是在英国接受的学术训练, 或者是在英国从事国际关

系的理论研究。这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英国学派的奠基者们有所不同, 与

所谓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也不一样。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可以形成一种新一代英国学派的

优势。第二, 冷战结束的时间和方式使 �科学化� 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失语 �, 暂时削弱
了其 �主流 � 地位; 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 却为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土壤

和发展空间; 同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兴起的建构主义思潮似乎在英国学派那里汲取了智慧和营

养。这一切, 都为布赞成为国际关系学术大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使多年来穿梭

于大西洋两岸, 既有英国学派的学术熏陶, 又一直向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发起挑战, 并对结构

主义情有独钟的布赞 �左右逢源 �, 成为当之无愧的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如果说是 1950� 1960

年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方法论革命 �催生 � 了英国学派 [ 5]
, 那么, 也正是 1950� 1960年代

以来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 �独尊 � 地位, �催生� 了像布赞这样一个理论家和英国学派的领
军人物。

不过, 布赞教授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学派 (或其他什么学派 )。他指出: �关于学派, 我

认为我难以被塞进任何一个学派��我不认为理论流派之间有不可通约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
派对我富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我采用多种学派的方法 (新现实主义、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

派 ) , 但难以肯定我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 [ 2]译者序, �
但布赞和利特尔又强调: �我们发现自己更接

近英国学派, 它的基本参考框架看起来非常适合我们希望建构的更为宽阔、更具历史根基的国际

关系学研究方法。� [ 2]中文版序言, �
为了解除中国读者对英国学派的困惑, 他们还特意作出了这样的解

释: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 两个在英国工作的学者表示他们被英国学派所吸引看起来可能令人困

惑, 甚至有为自己谋利的明显色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说清楚, 英国人至于英国学派并没有独特

之处。英国学派只是一个相当不适宜的标识, 一个恰巧坚持采用历史的、社会的和理论的多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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