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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国际关系研究中哲学方法的本体论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少军先生在新著 《国际政治学概论 》中认为 ,在国际关系研

究中 ,存在着运用各种不同方法的情况。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总结 ,这些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

一个是哲学层次 ,第二个是学科层次 ,第三个是具体方法的层次。他指出 ,哲学层次的方法涉及的是研究者

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本体论”(ontology)是源于古希腊的一种说法 ,指研究 “存在 ”的学问。这里的 “存在 ”

(being),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是一个意思 ,它是指事物的看不见的本原。在哲学史上 ,有关世界的本原究竟

是物质还是观念的对立 ,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争论 。在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 ,有关本体论的争论大体上表

现为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理念主义(idealism)两种倾向。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本体论都具有物

质主义的倾向。现实主义理论是以 “权力 ”为核心 ,它所强调的无政府 、国家利益 、国际冲突等概念 ,都是以

国家间的物质互动特别是军事力量的竞争为基础。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虽然是以非物质的 “制度 ”为中心 ,但

这种制度的本原也是物质主义 ,因为它的产生是行为体在物质层面的相互依赖与合作的结果。与这种物质

主义的倾向相对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则表现出了理念主义的倾向 。建构主义特别强调 “主体间性 ”

(intersubjectiveness),认为物质层面的国际关系乃是行为体观念互动的结果 。此外 ,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

等学派也都具有理念主义的倾向。

(方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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