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0年第 2期 Journalof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2010No.2

文明冲突及其化解之道
＊

李　敏
(外交学院 科研处 , 北京 100037)

　　[摘要 ] 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归属不同文明的个体的冲突。个体为获取生存资源而斗争 ,根

本矛盾在于资源的稀缺性 。当自身不足以有效获取资源时 ,个体倾向于依一定方式或标准组合 ,文

明是方式的一种 。然而 ,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如亨廷顿想象得那样易于起冲突 ,存在于文明间的缓冲

区域便是冲突的掣肘因素之一。缓冲区域随着文明边界的出现而出现 ,在宏观和微观断面上均清

晰可见;它是文明间共有知识的具体表现 ,经济贸易 、文化交流 、民族混居和通婚等因素则是其形成

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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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对过去现象的把握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发

展方向的预测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应 ,其中夹杂

着批评 。 “文明的冲突 ”也因此一夜之间成为国际

政治领域的流行词。

一 、从权力的冲突到文明的冲突

1993年 ,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 ·亨廷顿在夏季

号 《外交 》季刊上撰文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际

舞台上的冲突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 ,取而代

之的是文明之间的斗争。亨廷顿对现世文明进行了

分类 ,他认为在西方文明 ,即基督教文明之外 ,还存

在着儒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 、伊斯兰文明 、

印度文明 、斯拉夫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

明以及有可能的非洲文明。同时 ,他也流露出了一

些忧虑 ,认为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会联合起

来 ,不可避免地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 ,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是巧合还是规律 ,个案还是类同 ,这足以吸引一切好

奇的目光 ,文明冲突论也不例外 。亨廷顿的文章发

表之后 ,学术界反应强烈 ,随后的秋季号 《外交 》季

刊上出现了多篇驳斥亨廷顿观点的文章 。在后续争

论中 ,亨廷顿借用波普尔理论说明他提出来的以

“文明”代替民族国家 、意识形态等界限成为讨论今

后一切国家纷争的 “范式 ”,并于 1996年底出版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将先前观点

阐述得淋漓尽致。在该书中 ,亨廷顿强调了这样一

种可能: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由传统的民族国家向文

明的核心国家转变 。他指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 ,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 。文化相似的民族

和国家走到一起 ,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

镳。 ……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 ,文明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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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线 正 在 成 为全 球 政 治 冲 突 的 中 心界

限 。”
[ 1] (P.129)

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 , 与马汉(Alfred

ThayerMarhan)的海权论 、麦金德(HalfordJohnMac-

kinder)的陆权论 、杜黑 (GiulioDouhet)的空权论以

及斯皮克曼(NicholasJohnSpykman)的边缘地带说

等大战略理论均不相同 ,其着眼点更为宏观———空

间上着眼于全球 ,时间上纵贯历史 ,而内容也区别以

往的权力 、制度范畴进入到文化层面。难怪布热津

斯基认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是一本

理性的杰作 ,思想开阔 ,想象丰富 ,发人深省 ,它将使

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
[ 2] (P.3)

二 、从文明的冲突到文化的摩擦

建国之后 ,美国社会以巨大的包容力吸收了世

界上众多民族的加入 ,这为美国赢得了 “大熔炉 ”的

美誉。然而时至今日 ,当我们仔细检查熔炉的出料

时 ,却发现有些原料依旧还是原料 , 仅被熔液包裹

着 ,浅浅地沾上了一层 “盎格鲁—撒克逊 ”的白 ,原

料的质地仍依稀可见 ,熔炉里磕磕碰碰的状况时常

发生。或许美国的大熔炉 “投料太多 ,老汁太少 ,火

力不足 ,锅也太小 ,再也熔化不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成

份了”,
[ 3] (P.5)

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肤色意识强烈的

社会 ,而且正在变成族群和种族问题上越来越殊异

的社会 。
[ 3] (P.6)

亨廷顿对 “文明冲突 ”的思考便缘于此 ,这是他

对美国国内问题认知的一种外化表现和反应:由国

内现象引发的零散思考为理解国际问题提供了灵

感 , “文化摩擦 ”上升到 “文明冲突 ”,一个全新的国

际政治范式浮出水面 。可以说 ,亨廷顿把对美国前

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了 ,
[ 3] (P.6)

其笔下文明的冲

突正是对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摩擦的放大 。存在的

环境给予理论创造者以启发 ,进而 ,由于国际层面文

明冲突的严重性 ,使得美国不得不对其自身内部文

化的摩擦予以关注 。亨廷顿想给美国国内敲警钟 ,

却又深知国内种族问题的敏感性 ,因此不得不使用

国际舞台作背景 。以国内问题为灵感形成的国际政

治范式的深层目的并非在国际 ,而是指回国内 ,最终

停留在引起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上;其起点是国内的

摩擦 ,落脚点也在国内的摩擦 ,国际层面文明的冲突

只是一个 “隐喻 ”和途径 。

既然文明冲突的灵感来自对国内现象的感触 ,

那么从国内现象中为解决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找出

一些借鉴应该是可能的 ,至少对国内现象的继续感

知可以为更好地理解国际问题提供思路 。我们不妨

寻着文明冲突灵感生成的方向行去 ,从国际层面文

明的冲突回落到国内层面文化的摩擦。也就是说 ,

在亨廷顿那里是手段的 ,这里成了目的;而亨廷顿当

作目的的 ,这里成了手段 。

三 、从文化的摩擦到文化

摩擦的缓冲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是具有相似认同的国家的联

合 ,是超越了主权界限而生成的一种新的国际关系

行为体。然而 ,国家之间虽然能够因文明纽带联系

起来 ,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可以

做到铁板一块:国家的性质只是国内占多数群体的

性质 ,以国家为载体的文明也只是主体文明的体现;

即便在同一文明内部 ,也有不同文化 ,其间存在摩

擦。这种摩擦虽程度较之文明的冲突略弱 ,且由于

政府的存在一般可控 ,但也不乏擦伤乃至感染化脓

的可能 ,因此不容轻视 。例如 ,美国族群众多 ,各个

族群在丰富美国文化的同时 ,也为美国社会带来了

不稳定因素。从建国伊始的盎格鲁—撒克逊族裔与

印第安土著的摩擦 ,到建国后与非洲族裔的摩擦 ,及

至当今与拉美族裔 、亚洲族裔 、伊斯兰族裔之间的摩

擦 ,都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美国文化主张 “合众为

一” ,但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 “众口难调 ”的问题。

国内如此 ,与大西洋对岸的争吵也是如此 ,建国时美

国甚至还与英国动起手来。

事实上 ,不同文化 、种族和谐共存 、共同发展 ,并

非只是某一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在中国 ,不同民

族在为构建中华文明添砖加瓦的同时 ,也出现过不

同程度的摩擦 。历史上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

少数民族之间的摩擦不断 ,轻则边防遭受骚扰 、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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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掠 ,重则少数民族直接入主中原 ,改朝换代。甚至

到今天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 ,还偶尔会发生各种规

模的龃龉。民族之间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道

德标准 、价值信仰 、生活方式 、传统习俗的不同 ,一旦

传统底线被突破 ,信仰崇拜被误会或是侮辱 ,摩擦就

免不了发生 。这里讨论的是由于文化原因导致的民

族摩擦 ,政治企图的文化伪装不再此列。但如果分

析只到此为止 ,那对于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丝毫没

有裨益 ,因此还需要深入下去。

与美国国内各族群相对散居的状况不同 ,中国

各民族之间有着相对固定的聚居区域 。较之前者 ,

这与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分布状况更为相似 。若干不

同的民族 ,聚居在特定的区域 ,繁衍了数千年不同的

文化 ,与文明的冲突线(文明的边界)一样 ,也在自

然演变中形成了文化的边界。围绕着这些边界 ,动

荡和变乱开始滋生 ,摩擦线于是形成。中国西部长

期以来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各个民族世代在这里

繁衍生息 ,以文化和亚文化为核心 ,形成了规模不等

的聚居区域 。由于民族传统和习俗的不同以及迫于

西部自然条件的贫瘠 ,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环境 ,各

民族从未停止过扩张自己地域的努力 。在这样一种

力量的碰撞下 ,沿着聚居区域的边缘 ,我们可以勾勒

出多条文化摩擦线 。比如 ,西藏和新疆分别是中国

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主要聚居区 ,它们在中国版图上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缘位置 ,二者彼此以及与汉族之

间就存在着清晰的文化摩擦线。清代以前 ,由于民

族因素以及信息传递不畅 ,中央的一些规定在当地

并未得到充分传递与执行;更有甚者曾出现过反抗

中央政府 、自立政权的举动 。然而 ,从整体上看 ,随

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冲突的频率在减低 ,程度在减

轻 ,趋势在减弱。这是由于文化摩擦缓冲区演进的

原因。缓冲区的存在 ,既是对文化摩擦的缓和 ,本身

也是文化摩擦的结果 ,其形成和作用的发挥都是自

组织过程。从空间上看 ,文化摩擦的缓冲区位于两

种文化的交界处 ,它以文化的边界线为中心 ,向各自

内部方向扩散;从实质上看 ,缓冲区是文化间互动的

结果 ,
[ 4] (P.34)

是文化间共有知识的具体表现形式 ,经

济贸易 、文化交流 、民族混居和通婚等都是影响其效

力的因素 。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村庄 、县市之间以

及省份之间都有缓冲区域的存在 。这也是亨廷顿文

明冲突观点的微观和地区层面的表现。比如 ,青海

省作为地处西部的多民族聚居区 ,不仅内部存在着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缓冲区域 ,其本身也是汉藏 、汉

维文化的缓冲区。在青海省内 ,靠近藏区的玉树 、果

洛等州均为藏族自治 ,西北部靠近新疆和内蒙的部

分有蒙古族自治 ,东部靠近甘肃的地区又有回族 、土

族 、撒拉族自治等等 。各民族在青海省内长期共存 ,

增强了民族共性 ,稳定了中国的西北边疆 ,沟通了内

地和疆藏 ,对整个中国版图意义重大。因此 ,青海省

不仅在文化融合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同时也

在文化地缘上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国家之内情况

如此 ,在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摩擦的缓冲 。国家的边

境处通常居住有跨国界民族 ,中国较为典型 ,如延边

的朝鲜族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 、新疆的哈萨克

族 ,甚至还有云南的傣族等。境内跨国界民族聚居

地区作为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 ,也具有两面性:如果

建构得好 ,它们会成为文化摩擦的缓冲区;如果建构

得不好 ,它们会成为动乱或分裂的滋生区。因此 ,文

化摩擦的缓冲无处不在 ,且在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

表现形式:小到一个省内部的不同民族聚居区之间 、

两个省市之间 ,大到国家甚至文明之间 ,都可看到其

踪影 。这里又回到了文明的层面上。以此视角反观

文明 ,那么在文明的边界(文明冲突线)上也能勾勒

出实际存在的冲突缓冲区。

四 、从文化摩擦的缓冲到文明

冲突的缓冲

　　与不同文化的中间区域一样 ,文明之间的区域

也扮演着缓和冲突的角色。历史的习得使得缓冲区

域中的主体更能妥善地与同一区域中归属不同文化

的个体相处 ,和谐较易自下而上地实现 ,从而自上而

下的战争得以避免。然而 ,缓冲区的作用是有条件

的:只有当冲突力度小于缓冲区的历史习得时 ,冲突

才可能避免;而一旦习得被突破 ,冲突则会发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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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什么在缓冲区域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仍有冲突

发生的原因 。因此 ,文明的冲突客观存在 ,具体表现

是作为文明载体的个体的集合的冲突 ,但是这种冲

突又远非我们预期的那样容易:冲突可能出现的同

时掣肘冲突的因素也已形成;冲突易于爆发的地方

也是冲突易于被消除的地方;冲突是否爆发结果取

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 。于是 ,缓冲区域的建设十分

重要 ,权力 、制度 、文化都是涉及的因素。

作为文明的缓冲区 ,文明间共有知识是其本质 ,

地区和国家则是主要的形式。前者如东欧等;而后

者中 ,有些是地理上位于两种文明之间 ,如中东(伊

斯兰)和欧洲(基督教)之间的土耳其(2009年 4月

6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土耳其时表示:“两国

应共同努力 ,携手弥合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隔

阂 ,以使彼此更加繁荣 、安全 。
[ 5]
),有些则是在文化

上处于两种文明之间 ,如儒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

间的日本 、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间的新加坡等 。

这些缓冲地区的形成既是文明融合的结果 ,又是文

明共存的见证。此外 ,与有形地理缓冲相对的 ,是无

形的心理缓冲 ,它存在于文明域下的个体之中 ,是一

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集体认同 ,其本质也是互动

过程中生成的共有知识。只不过前者强调特定区域

中作为文明载体的个体对文明间共有知识的认同 ,

分布范围的集中(缓冲区域)使得其效果较为明显;

后者则强调不同区域中作为文明载体的个体对文明

间共有知识的认同 , 但由于地域的分散效果相对

微弱。

国际问题中 ,往往宏观的 、国家层面的问题都能

找到相应的微观模型 ,而大多数微观模型得出的结

论经过修正也可以适用于对宏观现象的解释。由文

明的冲突到文化的摩擦 ,进而到文化摩擦的缓冲区 ,

最后再到文明冲突的缓冲区 ,便是这样一个逻辑。

五 、结语

传统现实主义对权力的强调到了一个极端 ,而

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对观念的强调也到了一个极

端。事实上 ,国际关系现实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 ,

文化与权力共存 ,彼此建构和影响 ,共同左右着国际

关系的发展。

文明的冲突 ,到底是表象还是根本? 其原因是

什么 ?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文明之间会有冲突的可

能是否已事先孕育在文明的形成之中? 这些都是值

得思考的问题 。文明之间存在冲突 ,表面来看是由

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和主权国家使用武力的合法

性。然而 ,文明的冲突根本上还是利益的冲突 ,最深

层次的原因是资源的稀缺性与生存的矛盾。当个体

的力量不足以有效获取资源时 ,个体的组合便是最

佳选择。而文明只不过是个体组合的方式或规则而

已 ,即:个体按照什么方式或规则集合在一起 。文明

本身不具备能动意识 ,其能动作用通过文明的载

体———个体的集合 ———实现 。似乎文明和谐共处的

前提是资源的丰富 ,非如此不同文明域下的个体便

不能够彼此以 “康德文化”善待 。既然文明的冲突

说到底是资源稀缺环境下人的冲突 ,那么解决文明

的冲突就可以通过消除资源稀缺性和制止人的冲突

来实现(科技和制度分别是其实现的形式)。只不

过后者是治标 ,前者是治本 。而进入 21世纪以来 ,

科技发展带来的节能技术的进步和资源利用率的提

高以及新型能源和替代能源的不断发现使得资源无

论在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都丰富起来 ,因此治

本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还应指出的是 ,从世界历史来看 ,文明之间冲突

不断 ,而从世界文明史来看 ,不同的文明总是倾向于

融合的。
[ 6] (P.21)

之所以冲突是由于资源的稀缺 ,这使

得对资源的争夺成为必要;之所以融合也是由于资

源的稀缺 ,这使得学习先进文明 、采用更为有效的手

段使用资源成为必要 ,因为先进文明往往代表先进

的生产力和更高的效率 ,是文明借鉴和融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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