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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派的方法论立场及其意义

章前明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 ] 英国学派是一个不同于美国主流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它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视

野 ,其本体论的多元主义是与他们主张的方法论多元主义紧密相关的 ,因此 ,把握英国学派的方法论立

场是理解其本体论多元主义的关键所在。英国学派采取多元主义方法论立场的结果 ,使他们能将国际

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理论主张结合起来 ,对国际关系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考察。英国学派的

多元主义方法论不仅为综合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观点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框架 ,而且为它们之

间的对话架设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不过 ,英国学派方法论的多元主义也造成了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和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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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派是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外学界重视的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

会理论中 ,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是三个关键概念 ,其中国际社会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和

关注的中心问题 ,它被看作是正确理解人类国际政治和外交活动的主要框架。而英国学派本体

论 (ontology)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与他们主张的方法论①(methodology) 的多元主义 (pluralism) 密切相

关的。英国学派的观点以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者间方法论上的差异为基础 ,这三者有

时大致对应于马丁·怀特关于国际关系思想的三个传统 ,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 ,这些思

想和概念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经常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三个重要因素[1 ] 。因此 ,要理解英

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 ,把握其方法论是问题的关键。本文拟就英国学派所持的方法论立场及其

与本体论的关系、意义作一些必要的探讨。

一、英国学派的方法论立场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定的方法论为指导。在过去四十年中 ,国际关系学科一直受到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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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影响。实证主义认为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统一的 ,客观事实独立于人们的主观价值存

在 ,社会界和自然界一样存在客观规律 ,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解释社会世界。但是 ,作为

研究人类以及他们关系的一种哲学和方法论 ,实证主义存在致命的缺陷 :它无法提供、甚至不可能

回答国际关系中的规范性问题[2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国际关系中的实证主义主流理论开始受

到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后实证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这些后实证主义流派之间尽管

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 ,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否认实证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统一

的假定的合理性 ,认为对社会世界的研究无法区分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 ,无法分离研究主体和研究

客体 ,强调理论的诠释性、行为体和结构的相互建构以及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实证主义和后实证

主义的争论涉及到国际关系的方法论问题。

霍利斯 (Martin Hollis)和史密斯 (Steve Smith) 认为 ,国际关系研究有两种基本的思想方法 :一种

是“科学的”(scientific)方法 ,源于力图解释研究现象的自然科学 ,它以科学方法作为解释的基础 ,寻

求把若干主题统一起来 ,探求理解人类行为的原因 ,以及发现在特定环境下支配人们或集体行为的

规律 ;另一种是“诠释的”(hermeneutic)方法 ,源于历史研究和人们寻求理解现象的意义的努力 ,它通

过关注内部发生的事情 ,寻求理解事件的意义和当事人对当时情况的看法。这两种分别基于因果

解释和诠释理解的思想方法 ,改变了社会科学的发展 ,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

展[3 ] 。解释的方法通常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主义方法相一致 ,而理解的方法与后现代主义相

一致[4 ]159 - 160。

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 ,虽然有关方法论的本质和涵义的清晰阐述不多 ,但事实上他们是有明确

的方法论指导的。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赫德利·布尔在一篇抨击行为主义的著名论文中 ,就清楚

地表达了英国学派对方法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张。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

经典的方法 ,另一种是科学的方法。经典的方法是“从哲学、历史和法学中派生出来的理论方法 ,这

种方法的特点是明确依赖判断”;而科学的方法则主张理论必须“建立在逻辑或数学证实和可核实

的、严格的、经验的程序基础上”。布尔强调英国学派始终坚持使用经典的方法即人文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国际关系 ,并认为“如果我们严格按照核查和证实的标准行事 ,国际关系就没有什么意义可

言了”[5 ]20 - 21。他批评科学的方法脱离了人类历史的复杂性 ,无视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 ,缺乏对

研究者自身的怀疑态度 ,几乎不可能对国际关系有任何贡献。在这派学者看来 ,国际关系作为人类

社会关系的一个特殊领域 ,是在历史发展的时空中存在的 ,它具有特殊的语言、规范和价值 ,如权力

与法律、秩序和正义、主权和人权等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来自于人们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念。

因此 ,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阐明规律或靠法则预测人类行为而得到推进 ,使

用科学方法无法解读这个涉及诸多人类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规范性领域 ,而只有采取人文科学的方

法即诠释的方法 ,才能贴近具体时空中国际关系的社会世界 ,理解行为体在采取外交方略时经常面

临的相互矛盾的政治价值与目标等难题 ,解释国际关系实践者的思想和行为[6 ]16。在方法论问题

上 ,英国学派拒绝行为主义的方法而坚持传统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但认为绝对反对实证主义的方法

论也是错误的[7 ]398。事实上 ,英国学派并不反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 ,也不反对寻求历史的模式

和规律 ,而是反对国际关系中的科学主义研究倾向。在他们看来 :“如果人们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

限定在严格的科学范围内 ,那么从它需要逻辑或数学的论证或者严格的经验程序的检验这个意义

来看 ,这种努力是有害的。”[8 ]205布尔认为 ,从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逻辑上连贯的、精确的和系统

化的知识 ,以及需要符合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意义上来说 ,它无疑应该是科学的。布尔承认行为

主义的有些理论家对国际关系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认为科学方法的价值可以弥补经典方法的某

些不足 ,但他同时提醒人们 ,国际关系理论除了科学方法和经典方法以外 ,肯定还存在着其他许多

方法 ,采取科学和经典的两分法划分 ,实际上掩盖了必须考虑的其他许多特点[5 ]36 - 38。马丁·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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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 ,国际政治是一个事件不断出现和重复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政治行为大多具有规律[9 ]27。

可见 ,尽管英国学派主张采用经典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 ,但他们并不反对科学方法或其他方法 ,对

英国学派著作的综合研究表明 ,他们实际上依靠了实证主义、诠释学 (hermeneutics) 和批判理论的假

设 ,也就是说 ,他们采取了一种方法论的多元主义立场。

在英国学派看来 ,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是十分复杂和不确定的 ,国家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既有

国家的活动 ,也有个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这些不同的要素在国际社会中都同时存在 ,

它们不可能简化和抽象为仅仅强调一个解释变量的单一理论 ,否则就会造成对世界政治的简单化

认识 ,甚至歪曲现实。要获得对国际关系的全面了解 ,就必须对这些复杂情况中出现的问题和困境

进行整体的和综合的研究[10 ]56。这种方法论立场在英国学派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怀

特在《国际理论 :三个传统》中就明确主张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应该是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

义三个传统之间的对话 ,强调这三个传统的要素在国际关系中都同时存在 ,对国际关系的真理性认

识只有通过寻求这些思想传统之间的争论才能获得理解。他认为虽然这些传统在思想上是独特的

和内在连贯的 ,但它们在实践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而是有时相互交织在一起 ,“三个传统并不像三

条通往没有目的地的平行铁轨 ,而是伴随着漩涡和逆流的溪流 ,有时相互交织和从不长期固定在它

们自己的河床上 , 它们好像西方文明挂毯上的线绳 , 总是不断变化而又相互交织在一起

的”[11 ]259 - 260。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对这种方法论立场作了更为清晰的阐述。

布尔认为 ,国际社会只是现代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除

了国际社会这个要素之外 ,还同时存在着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要素 ,即战争的要素以及跨国团结或

冲突的要素 ,因此 ,“把国际社会看作是国际政治中惟一的或支配性的要素 ,从这样的视角来解释国

际事件 ,肯定是错误的做法”。“国际社会的要素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但战争状态和跨国团结与冲突

也是客观的事实 ,过于强调第一个要素 ,或者否定第二和第三个要素 ,都是错误的”[12 ]49。这种方法

论立场抓住了在国际舞台上同时起作用的不同要素的特点 ,特别是无政府的国际体系、有规则管理

的国际社会和跨国的世界社会。从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 ,布尔认为 ,没有必要使国际体系、国际社

会和世界社会这三种要素具体化 ,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更大和更为复杂的现实的一部分 ,当突出与

国际社会相关的特征时 ,它不能以牺牲与国际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无政府特征和在世界社会中起作

用的跨国力量的重要性的承认为代价 ,尽管它们在强度上会有所不同 ,但这三种要素都是同时存在

的 ,只是出于方法论的便利才对描述国际关系的重要要素进行了人为划分[1 ]46。可见 ,英国学派是

把方法论的考虑置于这些要素的划分之上的。出于这种考虑 ,他们把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

会置于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进行考察。

在英国学派学者看来 ,研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在国际

体系中 ,各国在互动时并不一定需要认识到自己是这一体系的成员 ,国家间的互动能够通过外部观

察得到描述 ,因此 ,国际体系可以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进行分析。但在国际社会中 ,各国必须意识到

它们有某种共同身份 ,也就是说 ,国际社会假定各国领导人之间存在一个主体间的协定 ,而形成对

国际社会的理解则需要研究者跨越时空差异、深入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才能实现 ,因此 ,国际社会

只能采取诠释学的方法进行分析[7 ]408。在世界社会中 ,人们必须意识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

或共同价值 ,即世界共同善的观念 ,而这需要人们超越传统方法论的限制 ,从现在受限制、受支配的

关系以及被扭曲了的沟通和理解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 ,对世界社会只能采取批判理论进行分析。

总之 ,英国学派的方法一直具有多元主义的特点。这种方法论立场 ,为他们在本体论上探讨范

围广泛的研究议题奠定了基础 ,使他们能将不同的理论主张结合起来 ,向人们展示国际体系、国际

社会和世界社会三幅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完整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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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

国际体系概念一直处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地位。美国主流理论① 都强调从国际体系

层次出发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能称为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他们的内容以及

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13 ]5 ,但他们都采取方法论的一元论立场 ,从一维的视角来观察体

系。而英国学派采取方法论的多元主义立场 ,这使他们能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个不

同视角来考察体系。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是国际关系中同时存在的三个要素和概念 ,在

英国学派看来 ,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在于区分这三个概念 ,因为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

理解国际关系是怎样发展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布尔和沃森认为 ,当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联系 ,并且对彼此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

响 ,以至于使一方的行为成为另一方考虑的因素时 ,一个国际体系就形成了[12 ]9 ;而国际社会是指

“一群国家不仅在一国的行为是其他国家必须考虑的因素的意义上构成了一个体系 ,而且通过对

话 ,同意在彼此关系中按共同规则和制度行事 ,以及承认它们在维持这些安排上有共同利益而建立

起来”[14 ]1。国际体系通常与国家间的权力政治有关 ,现实主义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互动及其

作用过程作为其理论阐述的中心 ;而国际社会经常与国家间共享的共同规范和制度有关 ,理性主义

把共享规范及制度的创立和维护作为其理论阐述的核心。从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定义中可以

看出 ,他们并没有把这两种因素看成是相互排斥的 ,而是认为形成国际体系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构成

国际社会的理性主义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 ,只不过理性主义的因素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常常显得比

现实主义因素要强大。因为国际秩序不只是涉及物质力量的领域 ,更主要的是一个有共有规范和

制度管理的社会 ,国际社会的核心是原则性的规则、制度和价值 ,它们决定了谁是国际社会的成员

以及这些成员的行为方式[15 ]18。国际社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坚持诸如限制使用武力、相互

尊重主权以及协定必须得到遵守等规则以保证国际秩序。

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生活的中心事实和英国学派理论思考的出发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

结构出发 ,布尔和沃森提出了类似于沃尔兹的结构解释模式。他们认为 ,结构的压力会迫使一个国

家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估算时 ,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战略行为 ,这种体系的压力是在共同体

关心的意愿之外机械地发挥作用的[16 ]311。但与沃尔兹不同的是 ,他们同时认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通过形成国际社会制度的办法来改善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 ,这些制度大大减缓了体系力量对

国家间关系产生的巨大压力 ,“国家领导人为国际社会设计的一套规则和制度是一种上层建筑 ,它

有意识地被用来减缓体系的机械运作 ,这些规则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和领导人面对体系的压力而

发展起来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16 ]311。沃尔兹认为 ,国际体系中均势的出现有一种自动的趋

势 ,因为所有国家都追求它们相对权力地位的最大化 ,如果一个国家对均势构成挑战 ,那么其他国

家必然会极力阻止该国的行动 ,从而产生了均势[17 ]143 ;而布尔认为 ,在国际体系中并不一定存在自

动产生均势的趋势 ,因为国家并不总是追求它们相对权力地位的最大化 ,而是经常更愿意把资源和

能力用于别的目标 ,国家只有在需要维持国际秩序的时候 ,才会去维持均势 ,这是一种偶然均势的

观点。偶然均势并不是有关国家有意促成的均势 ,而是两个主要大国都致力于在国际体系中获得

霸权 ,结果就出现了均势[12 ]100 - 107。可见 ,沃尔兹和布尔采取的体系方法虽然类似 ,但并不一样。

沃尔兹把均势视为体系的确定性特征 ,而布尔把机械的均势看作是国际体系的一个暂时的和偶然

的特征 ,认为如果不使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发挥作用 ,就不可能理解国际关系。因此 ,他在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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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 ,把均势视为维持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制度 ,而为了使均势成为一种国际制度 ,他提出人为

均势的概念 ,以区别于偶然均势的概念。

由于布尔在他的体系视角中不仅引进了国际社会的要素 ,而且引入了第三个要素 ———一个由

个人、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世界社会 ,这样英国学派的体系观点显得更加复杂了。革命主

义经常把这种个人层次上的、但又超越国家体系的共享规则和价值作为其理论阐述的中心 ,而这一

观念具有比较强烈的世界主义道德感和使命色彩。布尔认为 ,国际社会是由国家间关系组成的社

会 ,一个国际社会总是意味着国家间存在着共同利益观念和共同价值 ,它是共同规则和制度得以建

立的基础 ;而世界社会是由个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人类普遍共同体 ,“它所关注的并

不是国家社会的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 ,而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 ,即

世界共同善的观念”[12 ]81。因此 ,世界社会不只是指所有人类共同体之间的互动程度 ,而且还包括

共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起来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12 ]269。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区别在

于 ,前者建立在国家间共同规范、规则和共同认同的基础之上 ,而后者则建立在超越国界的个人之

间的共同规范、规则和认同基础上 ,“它的范围较之国际社会更大 ,它的规则可扩展到全球所有个人

和集体的机构”[18 ]144。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如何相互联系的问题上 ,尽管英国学派认识到两者

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 ,国际社会的存在需要某种世界社会的发展 ,但对于国际社会形成过程中世界

社会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这一派学者并没有作出清楚的阐述。

在国际社会的范围究竟应有多大这个问题上 ,英国学派内部存在着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

的争论。多元主义认为 ,国家主权本身意味着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 ,国家之间只能在国际社会共存

这个有限的目标上达成一致 ,因而国际社会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这样的国际社会对制约无政府状

态下出现的极度无序起着平衡作用。如果让国际社会脆弱的结构承担过多的负担 ,就可能威胁到

它的生存。而社会连带主义则认为 ,国际社会除了维持共存这个秩序目标外应该具有更大的范围 ,

可能需要在诸如人权、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核武器问题等方面有更大程度的共识和一致[19 ]11。

目前 ,英国学派关于这两种主张是否相互排斥的争论仍在进行 ,这一争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个人

等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世界社会和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国际社会相比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不

过 ,英国学派在这方面并未建立起清晰的准入价值以使它成为独树一帜的分析框架。

三、英国学派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意义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 ,英国学派本体论的多元主义是与其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密切相关的 ,把握

英国学派方法论的多元主义立场 ,是理解其理论中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幅相互联系的

图画的关键。英国学派采取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立场 ,使他们能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

理论主张结合起来 ,对国际关系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考察。一方面 ,采取多元主义方法论立场 ,英

国学派可以把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置于不同的分析层次上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研究国

际关系。怀特和沃森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体系的比较分析 ,着重考察了不同国家体系行为模式

存在的差异 ,力图探索国家体系与非国家体系的不确定界限[20 ] [21 ] ;而布尔重点考察了主权国家产

生以后国际社会的特点、运行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 ,尽管英国学派承认理性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

但他们并没有排斥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思想的价值。在他们看来 ,国际社会中现实主义、理性主义

和革命主义的这些要素都同时存在 ,忽视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导致对国际关系的片面性认识 ,对国际

关系的综合理解必须吸收这三种传统[7 ]398。为此 ,他们主张把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者

有机地统一起来。英国学派既承认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冲突的现实 ,同时也认为国家

间仍有理性的交往和共同规范 ;他们既强调权力、均势、大国管理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又认识到共

58第 1 期 章前明 : 英国学派的方法论立场及其意义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同利益、共同规范和制度的重要性 ;他们既承认主权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主要作用 ,主权平等、

不干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同时又认识到人权的普遍价值和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这些看

似矛盾的思想和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使英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 ,这对于解

释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无疑拥有更大的整合性和包容力。

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不仅为综合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框

架 ,而且为它们之间的对话架设了一个理想的平台。英国学派的研究议程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世界

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加强了国际关系与历史社会学、世界历史、国际法、哲学或伦理和国际政治

经济的联系。英国学派始终坚持用哲学、历史、法学的综合性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 ,注重各个学科

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 ,把多个学科的研究融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去。布尔和沃森主编的《国际社

会的扩张》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社会如何从欧洲逐渐扩展到全球 ,以及欧洲国际社会怎样转变

为全球国际社会 ;布赞和利特尔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把各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历

史相结合 ,在宏观的世界历史中考察了国际体系的起源和发展。在阐述国际社会概念时 ,他们侧重

于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影响国际关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认为欧洲在扩张过程中虽然把源于

西方的国际关系规则和制度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并最终实现了欧洲国际社会的全球化 ,但并未使

世界其他地区完全欧洲化或西方化 ,许多国家仍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民族文化 ;

但另一方面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和制度 ,它们在确保国际社会正常运作上拥有

共同利益 ,国际法、外交惯例和国际制度不只适用于西方国家 ,而是所有国际社会成员都应该共同

遵守的。可见 ,国际关系的整体主义和跨学科性质在英国学派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它的核心

概念和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为综合各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而对国际关系进行整体研究 ,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工具[22 ]480。

但是 ,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也造成了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紧张。这种紧张不仅体现在

他们对主权与人权、不干涉与人道主义干涉原则和规则的摇摆不定的认识上 ,而且体现在他们对国

际社会概念的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争论中。英国学派理论的内在紧张源自他们对理性主义

中间道路的选择。理性主义是欧洲思想中一条宽广的中间道路 ,但正因为此 ,它的范围有时变得不

确定 :边界难以辨别 ,道路有时显得狭窄[11 ]14 - 15。理性主义强调世界政治的文化维度 ,特别是把社

会编织进国家大社会中的民族与国际的信念和思想 ,这种集中于规范和制度的维度有其内在的逻

辑性 ,它会把理性主义与别的观点区分开来[23 ]9。在当今世界文化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 ,要建立一

种促进个人和社会群体福利的世界共同体 ,需要保持理性主义力量 ,特别是建立在比较激进的形式

基础上的分析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际社会朝世界社会方向发展。但坚持这种观点客观上又

影响了理性主义的中间道路主张 ,因为革命主义赞成将暴力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作为实现单一的

普遍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因此 ,主张国际社会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可能与通过强调一种革命主

义形式的趋势相协调[23 ] 。可见 ,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仍然是不够完备的 ,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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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ological Standpoint and Its Signif icance

of the English School

ZHANG Qian2ming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studie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Abstract : The English School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on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has its

spe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vision. For a long time ,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English School holds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ology of humanities

while opposing ″scientific″methodology of natural science , which is actually sheer misunderstand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works by the English School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English School insists on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humanities to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y do not reject any other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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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stead , they employ positivism ,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In other words , they actually

adopt pluralism in methodology.

The reasons that the English School adopts the pluralistic stand in methodology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y believe that the activitie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rena are both complicated and uncertain. Apart 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 , there exist other two

conflicting elements : war and transnational unity or conflict . These different elements all exi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 it is wrong to put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first element while denying

the other two. Out of such a methodological stand , they hold that it is unnecessary to concretiz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society. They have made such a division just for

methodological convenience. It is obvious , therefore , that the English School gives priority to methodology

instead of the division. Out of such a consideration , they surve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society from different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The pluralistic methodological stands the English School has taken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a ontological

research into issues of wide scope , which enables them to surv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pluralistic levels

and pluralistic dimensions by combin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society.

The pluralism of the English School has not only offers a consistent framework for summing up variou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but set up an ideal bridge for their dialogue. Nevertheless , the pluralism has

also brought about inner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among their theories. For this reason ,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English School is still imperfect , and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 The English School ; pluralism of methodology ; international system ; international society ; world

society ; significance

　　本刊讯 　以“接轨休博盛会 做大休闲产业”为主题的 2006 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与休闲产业发展圆桌会

议于 2005 年 11 月 10 日在浙江大学举行 ,同时 ,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 ”(APCL)理事会宣告成立。

浙江大学校长、APCL 理事长潘云鹤 ,杭州市副市长、2006 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组委会主任项勤 ,2006 世界休

闲博览会执行官 Mr. Gerald Kenyon 出席会议并为 APCL 学术委员、APCL 理事会常务理事、理事单位和个人授

牌。本刊常务副主编楼含松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外 ,本刊常务副主编楼含松、执行总编徐枫还参加了此前

举行的 2005 年“文化多样性与休闲发展国际研讨会”。

休博会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平台 ,也是推广休闲产业的绝佳时机。圆桌会上 ,与会人士就如何分享休博

会商机和客源、如何设立休博会分会场、如何推出休闲之旅线路、APCL 怎样更好地沟通产业、政府和研究机

构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同时 ,APCL 理事大会的成立也表明 ,休闲的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旅游意义上 ,更

广泛的休闲应该是和体育、医学等诸多学科相交叉的领域。因此 ,此次 APCL 除了邀请一批相关学科领域的

权威人士担任学术委员外 ,还邀请了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旅游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业界代表单位担任常任理事或理事。会后出版了大会的论文集 ,收录了教育部

田敬诚《休闲文化的个案研究 :以北京香山为例》等一批研究休闲产业的高质量学术论文 ,对本次会议作了

一个很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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