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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 /敌人0, 将它 /邪恶化 0和 /罪孽化0, 使美国政府在采取 /更迭0

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 /合法性0和 /正当性0。

【关键词】 话语政治; 国际关系;美国总统;战争动员

【作者简介】 刘永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 (上海  邮编: 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9550( 2005) 06- 0028- 07

  在国际关系方面,语言通常被认为与外交或谈判

有关,战争则被看做与暴力或行动有关。在以物质视

角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 暴力或行动处

于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而语言的作用问题则被纳入

非物质的范畴而不受重视。① 然而, 2003年当美国政

府在 /反恐战争0的名义下派兵大举入侵伊拉克并 /征
服 0这个国家时, 人们看到, 美国政府在操纵政治话语

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并不亚于它在对这个国家采取战争

行动时所投入的精力。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 美国政

府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有系统的 /战
争动员 0宣传, 利用政治话语建构起一个迫在眉睫的

/伊拉克威胁 0,并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推翻了由萨达姆
所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话语和战

争行为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事实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忽视和回避语言的作

用是一种严重的失误。尽管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

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 国际政治则是与唇枪舌

剑有关的。本文指出,语言在国际关系中是至关重要

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

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一定的影响。九一一事件后, 美

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为人们考察语言和国际关系

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案例。本文避免叙述美国政府

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抱的战争动机或采取的实际军事行

动,而是关注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

动这场战争而进行的 /战争动员 0。本文仅选择美国

总统乔治# W. 布什的政治话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分

析。

那么,布什是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进行 /战
争动员 0,为发动实际的伊拉克战争寻找合法性和正

)28)

 国际关系理论

①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强调

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物质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

所构成的影响,语言 /话语的作用则不被纳入它的理论框架视野里。新

现实主义的代表著作有: [美 ]肯尼思# 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

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美 ]约翰 # 米尔斯海默著,王

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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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 乃是寻求揭示美国

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以及它们在当代美国对外政策

尤其危机和战争政策中如何起着重要作用的过程。本

文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美国总统布什把 /战争动员 0

话语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

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 /敌人 0,将它 /邪恶化 0
和 /罪孽化0,使美国政府在采取行动 /更迭0一个主权

国家政权、在动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有关资源方

面具有 /合法性0和 /正当性 0。本文首先试图从理念

上探讨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所存在着的联系, 然后考

察美国总统布什有关伊拉克 /战争动员 0话语所处的

一定历史背景或者说语境, 因为这对理解布什 /战争

动员0话语的含义是有必要的,随后选择布什的 /战争
动员0话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 /文化分析。

语言和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以物质观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

论框架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国际关系学科日益突破

传统上单一狭窄研究视角的藩篱, 鼓励倡导使用不同

视角和多层面的分析工具, 使研究者所描绘和试图揭

示的国际关系 /画面0更加贴近真实。近些年来, 由于

受到社会 /文化理论的启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非

物质因素 (如观念、信仰、规范及身份等 )在国际关系

中的作用和影响,关注国家内部各种社会及文化力量

与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之间如何具有相互构成的关

系。

语言属于非物质因素范畴。尽管近些年来一些中

外研究者开始关注并试图揭示语言 /话语在国际关系

和对外政策方面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①但是, 从总体上

讲,语言作为一种政治分析变量,仍然处于国际关系研

究领域的边缘地位。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一方面, 长期以来, 由于受物质视角理论框架

的影响,决定国际关系政治过程及结果的力量一直被

认为主要是与实际的行动而不是与语言有关, 行动和

语言被看做是彼此相互分离的两码事情。语言通常被

认为是靠不住的东西, 就像一般俗话里所讲的 /言不

由衷0、/事实胜于雄辩 0、/说的比唱的还好听0等。另
一方面,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往往难以从经验上

给予充分的说明, ②因此, 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

语言通常作为一种辅助因素而被低估和不予重视。

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忽视和回避语言的作用

乃是一种严重的失误。事实上, 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

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密切联系。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

样,在国际关系学科方面, 人们主要是通过语言从事研

究活动。国际关系或者被书写、或者被口头表述出来。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它对国际关系事件进行记录。

当人们通过文字把国际关系事件表述出来时, 这些文

字不仅将这些事件作为 /知识 0固定下来, 而且这些文

字本身成为国际关系事件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国家

之间的战争、贸易争端或文化冲突就是语言上的事情,

而是说语言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一个没有

语言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正是通过 (文字或口

头上的 )语言讨论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部署国家资

源和发出军事命令。语言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中。

如果说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 那

么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语言的研究。在国

际关系中,语言和行动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具有相互

关联、相互构成的关系。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不仅

仅用于人际间的社会沟通,或用于描述和反映 /客观 0

真实,而且还具有建构事物的功能。如果说国际关系

从一定的程度上讲是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那么不同

的语言则往往表达着不同的 /世界0,并建构或重建着
不同的 /历史0和 /真相 0。语言可以成为决策者制造

和想像 /外来威胁 0或 /敌人 0、操纵和控制 /危机 0的

基本工具。换句话说, /安全威胁 0、/敌人 0等这些靶

)29)

①

②

从一定程度上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分析视角借鉴了批

评理论、后现代主义 /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所提出的见解和知识。

可参阅任晓:《试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载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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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ge, 1997。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非物质因素 (包括语言因素 )的不可实

证性是物质论倡导者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

这类非物质因素研究 /没有提供经验上的分析 0去支撑自己的见解。见

JohnM earsheim er, / The False P rom ise of Internation al In stitu t ions, 0 In ter-

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 inter 1994 /1995, p. 44。



子可以通过语言叙述而被 /竖立 0起来。在这里, 语言

本身成为一种行动。语言使用不仅建构着国际关系

/现实0,而且还意味着对这种 /现实0做出行动。

反过来,一定的政治行动支撑着一定的政治话语。

前者可以用来帮助证明后者所 /描述 0的内容具有 /正

确性0及 /客观性 0。如果说发动战争需要理由, 那么

战争决策者正是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建构起实施暴力

行为的 /理由 0) ) ) 无论这种政治话语是劝说性的, 还

是煽动性或威吓性的。反过来, 一定的战争行动将证

实 /战争理由 0的 /正确性0和 /正当性 0。
事实上,国家之间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非常在意

对方做出的语言表述。当一个行为体对另一个行为体

发出语言上的信息时,接受语言信息的行为体往往会

对其语言信息的含义进行解读并做出反应,而不一定

是对直接的 /事实 0做出反应, 因为这类语言还会被理

解为是发出该语言信息的行为体采取行动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应该处于政治分析的主要地位。

不过,尽管语言无处不在, 但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可

以用来建构国际关系 /现实0。根据后现代主义理论,

只有当语言使用与权力相结合时, 语言才具有了上述

建构事物的功能。一定的语言本身还应该被看做是某

种社会权力的象征。政治话语不仅来源于社会权力,

这种话语本身乃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表现并且服务于权

力。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 语言使用不是客观的,

也不是天真无邪的, 而是与语言使用者的一定政治议

题、权力意志以及社会身份有关。

因此,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政治话语不同于一般

的大众话语。就其内容上讲, 政治话语可以确定为是

一组关于国家的政治 /政策观点及价值选择的陈述;就

使用而言,政治话语可以是劝说性的、煽动性或威吓性

的。于是,讲话者是谁? 讲话者讲话时处于何种环境?

讲话的内容是什么? 讲给谁听? 使用语言的方式是怎

样的? 所有这些都是帮助理解特定的政治话语含义的

关键要素,并且构成了国际关系或国家对外政策的一

部分。

布什伊拉克 /战争动员 0的语境

  2003年 3月,美国政府在 /反恐怖主义0的名义下

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通往发动战争的道路上, 美国

政府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 /战争动员 0, 谋求使这

场战争行动合法化和正当化。本文选择美国总统布什

的 /战争动员 0话语进行分析, 因为在美国的政治文化

里,总统不仅代表着联邦政府的一种权力机构,而且总

统的言论本身构成美国政府言论的一部分。①

任何语言离不开它所处的语境, 这种语境反过来

赋予语言一定的社会含义。因此, 要想理解布什有关

伊拉克 /战争动员 0话语的含义, 首先需要理解布什陈

述这类政治话语时所处的广阔背景。应该说, 布什政

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安排设计的一系列 /战争动

员 0话语,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经历剧烈动荡的环境

下进行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国际环境,另

一个是国内环境。

在国际环境方面,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全球

化 0概念开始逐渐进入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话语系

统。以自由市场作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活动正在打破旧

的国家经济运行模式。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价值在全

球更大范围内获得传播和扩散。随着苏联的解体, 美

国相应地失去它在冷战时期的明确 /敌人 0, 继而出现

自我身份感面临危机。冷战时期, 美国的 /反共产主

义 0身份是在它与 /苏联共产主义 0之间的社会关系中

所确定的。此外,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

事力量,但是在一个失去东西方军事对抗的环境中,美

国开始认为自己面临着来自欧洲和日本 (以及潜在的

中国 )在全球经济和影响能力等方面的竞争。

很显然,在 /领导 0西方世界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

后,美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指挥角色。冷战后,美

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重新确定自我在世界政治中的

/领导0身份: 一是通过确定自身安全威胁的新来源。

在老布什政府时期, 美国设计了一项旨在使美国继续

有必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对外政策战略,即谋求在全

球范围内建立一种和平 /新秩序 0,它强调了美国军事

和政治在反对世界经济倒退和维护全球自由民主等方

面的领导地位。那么,冷战结束后谁对美国构成了最

大 /威胁 0呢? 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它来自伊拉克的萨

达姆政权;在克林顿政府时期, 它来自以本 #拉登为代

表的恐怖主义势力;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 小布什政

)30)

 伊拉克 /战争动员0: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

① 本文仅涉及美国总统的政治话语,但也意识到来自美国国会、

新闻媒体、民众舆论、利益集团等的政治话语,同样起着非常显著的作

用。它们在这场 /战争动员 0的过程中与总统的政治话语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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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开始把萨达姆和本 #拉登这两个人捆绑在一起作为

构成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源。

重新确立自我 /领导0身份的另一种途径,是美国

政府通过在海外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告诉世界美国是

谁。在克林顿政府时期, 美国政府通过向索马里、海

地、波黑、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派遣军事力量, 告诉世

界美国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

/捍卫者 0和 /领导者0。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强调

世界进入一个国际反恐怖主义时代。为了进一步确定

美国作为 /惟一超级大国0在世界的 /领导0地位,布什

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领导一个反恐怖主义联

盟,并在这一广阔的国际反恐背景下,重新调整和确定

与其盟友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 重新设计和构

想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安排。布什政府通

过军事武力推翻了被认为与恐怖主义 /基地 0组织有

关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开始填补冷战后在中亚地

区出现的军事政治权力真空。在这些过程中, 战略和

军事上的单边主义在美国再度泛起, 美国政府开始更

多地关注自身在世界政治及安全环境中的利益和保

障。

从国内环境方面看, 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对整

个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美国宪

法基础的三个核心价值 ) ) ) 权力分立、公民自由以及

联邦主义 ) ) ) 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冲击。美国被宣
布处于 /战争时期 0, 这无疑增强了总统的权力: 总统

和国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 美国政治的通常规则被中

断,行政部门滥用职权的危险达到自 /水门事件 0以来
的高峰。体现在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中的公民自由

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开始出现危机。一方面, 这时

的法院部门往往对行政部门的权力范围给予更为宽松

的诠释, 在和平时期被认为属于违宪的行为可能在

/反恐战争 0时期获得默认和批准;另一方面, 公民自

由尤其是一些少数族群的公民自由面临着发生转变的

挑战。体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权力微妙平衡的联

邦主义在 /反恐战争0时期也开始发生变化。
此外, 在布什政府执政初期, 一系列美国的巨头

企业如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等出现金融丑闻。作

为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标志性物体, 这些企业的倒闭不

但挫伤了许多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商业诚信的信心,

而且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督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不过,在九一一事件之前, 布什本人还面临着一个

更为棘手的个人难题,那就是在他的总统权力和这一

权力合法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布什的总统

职务在国内政治中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来

源于 200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有疑问的选举结果。许

多美国人认为, 布什在 2000年的政治大选中赢得不光

彩,并被广泛地看做是一位 /不合法0的总统。
总之, 美国的基本核心价值危机、不景气的经济、

公司 /企业丑闻、有关的政治腐败及滥用职权现象以及

美国总统声誉自 /水门事件 0以来的日益下降,所有这

些使美国一般民众对国家的政治权威日益冷淡, 政治

上的玩世不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对布什伊拉克 /战争动员 0话语的分析

  这场伊拉克战争不仅是美国政府在 21世纪初所

发动的一场重要战争,而且是在美国一些政治领导人

权力意志下发动的一场战争。为了说服广大民众理解

美国政府为了某种 /崇高事业0而派遣青年男女奔赴

中东前线并献身战场,美国政府精心设计和安排了一

系列在逻辑上似乎相互关联的 /战争动员 0话语,并通

过布什总统的声音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表达出来。

总统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推动制定、形成和实施战争

政策的战略工具。从 /战争动员 0话语的内容上看, 它

包括把萨达姆政权建构为 /敌人 0,并把该政权描述为
具有 /邪恶性 0和 /罪孽性0。布什的一系列 /战争动

员 0话语试图劝说人们相信, 萨达姆政权对美国 /国家

安全0和 /世界和平0构成了迫在眉睫的 /威胁 0, 而消
除这一 /威胁 0的惟一途径是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通过

军事暴力手段对这个政权实施 /更迭0, /解除 0它的

/武装0。

建构敌人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方面。建构敌人的一种常见方法乃是通过一系列政治

话语叙述,把作为 /其他者 0的敌人与作为爱好和平的

/文明世界 0以及作为 /我们 0的美国区别开来。在美

国决策者和一般民众看来, 敌人的定义是那些反对或

挑战美国或 /我们的 0价值的人。长期以来, /美国治

下 0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核心价值是 /自由 0。 /自由 0

是布什在叙述九一一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政

权过程中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汇: / 9月 11日, 自由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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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采取了战争行动反对我们的国家。0① /自由本身遭

到袭击。0②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美国, 而美国是 /自由
的家园和捍卫者 0。③ 萨达姆和 /我们0不一样, 他不赞

成 /我们 0所赞成的东西, /与 -基地 .组织一样, 他憎恨

我们热爱自由这一事实0。④

如果说 /自由 0观念在布什的政治话语中占主导
地位, 那么 /自由 0的含义是什么呢? 一般地讲, 在通

常的用法里, /自由0可以定义为人具有从事决定和进

行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 /敌人0对自

由也抱有渴望。因此,布什需要在自己的政治话语里

对 /自由 0这一概念赋予更加具体而特定的含义:美国

自由的信条包括 /人的尊严和权利、平等公正、有限的

政府、法治0⑤以及 /个人职责、对他人的宽容 0。⑥ /他
们仇恨我们的诸自由 ) ) ) 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

论自由、我们的投票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看法不同的自

由。0⑦这里的 /自由 0含义显然指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

主及价值。也就是说, /自由0的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具
有非常特殊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含义。袭击美国乃是

袭击美国赖以生存和追求的理想。在这里, /我们0是

热爱和平的, /他们 0是不热爱和平的。于是, 美国政

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件具有 /崇高目的 0的事情, 即

推翻萨达姆政权, 把上述具有特定含义的 /民主和自

由 0带给伊拉克人民。

此外,伊拉克政权对美国和世界文明构成迫在眉

睫的 /威胁0。该政权 /不仅在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方面拒绝和欺骗了世界0, ⑧而且使用了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 /对付邻国以及本国的人民0。⑨ 在联合国大
会上, 布什指控萨达姆政权自 1991年以来多次违反联

合国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 lu这个政权成为 /世界和

平的威胁0。九一一事件后, 根据 /布什主义 0原则,

区别敌友是以 /站在他们一边或者站在我们一边 0作
为标准的。lv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 /长期以

来,萨达姆#侯赛因与恐怖主义网络有着直接和不断

的联系 0, lw/伊拉克已经把制弹专家和制造伪件专家

派往-基地 .组织。伊拉克还向 -基地 .组织提供生化
武器培训。,,伊拉克正在窝藏一个由 -基地 .组织

恐怖事件策划者所领导的恐怖主义网络0。lx 于是, 布

什做出判断, /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对美国
构成真实而险恶的威胁 0。通过这类政治话语, 布什

政府在国内外民众中间营造起一种对伊拉克 /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 0产生恐惧的气氛。

在布什的 /战争动员0话语中,萨达姆政权还被描

述为 /邪恶者 0。九一一事件后不久, /邪恶 0一词开
始在美国公众的政治话语里经常出现。ly 当然, /邪

恶 0这一词汇不仅具有宗教色彩,而且还是一种 /新世

界 0的话语。布什的 /战争动员 0话语把当今世界明确

地划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部分: /文明世界0和 /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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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发生后,震惊中的美国人一时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

如何表达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主义袭击。不久,人们找到 /邪恶 ( ev il)0这

个词来形容 /恐怖主义力量 0,国家决策者将它纳入美国政治及对外政

策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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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世界 0。① /这些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和平, 他们代

表邪恶和战争。0②

在西方文化里, 善恶是建立在宗教 /精神对比的

基础之上的。相比之下,美国则是站在善的一边,并代

表着善良。布什本人并没有把 /美国善良 0经常挂在

嘴上, 而是通过不断叙述美国是如何与上帝取得联系

并与上帝在一起去说明它。在政治生活中求助于宗教

力量, 这是美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也是今日美国政

府反恐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布什的政治话

语里, 美国与上帝之间取得联系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

出来的。首先, /美国治下 0的世界新秩序所表达的价

值如道德、自由、平等、对生命的重视等,是与上帝所倡

导的价值相一致的。 /我们所崇尚的自由不是美国给
予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0③其次, 通

过祈祷上帝给予美国人 ( /我们0 )力量来说明上帝与

美国在一起。布什讲话结束语的通常特征是愿上帝为

美国祝福。 /我们祈祷上帝保佑美国。0④ /上帝与我们
在一起。0⑤ /在我们所有人的前面,愿上帝给予我们智

慧,愿上帝关照美利坚合众国。0⑥布什试图利用一系

列这类话语表明美国如何与上帝保持着联系。在西方

文化里,上帝是普遍道德和全能力量的象征。倘若上

帝站在美国的一边,那么从逻辑上讲,美国在伊拉克采

取军事行动就有了道德支持及其合法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布什的政治话语还试图通过

两个战略性的步骤,把 /敌人0恐怖主义的非法性和一

般的伊斯兰教区别开来。一种步骤是使用一种明确、

积极的语言去描述 /其他者0的宗教:穆斯林的确是好

的、和平的、宽容的和进步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

久,布什本人曾引用《可兰经》, 对伊斯兰教表示尊

重, ⑦ /伊斯兰国家的人民想要并应该得到与其他国家

人民一样的自由和机会0。⑧ 这种宗教政治上的表态,

在于试图避免激怒美国的穆斯林盟友们。对穆斯林的

积极描述还表明美国是慈善的、尊重其他宗教的、心

胸开阔的。另一个步骤是把恐怖主义行为与宗教行为

区别开来: /敌人 0的行动是与穆斯林的美德相对立
的; /恐怖的面孔不是伊斯兰的真正信仰。那不是伊

斯兰所倡导的 0。⑨ 恐怖主义分子是 /伊斯兰的极端

者,一直受到穆斯林学者和大多数穆斯林教士们的拒

绝 0。lu 在当代美国社会里, 种族中心论和宗教偏见被

指责为是不道德的、非法的行为,因此, 作为一个政治

家,布什对 /其他者 0宗教 /文化给予一定的积极描述

是明智的、必要的。

于是,美国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是 /善与恶之间
的冲突 0。lv 当布什政府在把伊拉克确立为 /邪恶轴心

国 0之一,而且把它与恐怖分子 /基地 0组织挂钩时, 便

意味着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政府正式确立为 /邪恶者 0。

在一次国内 /战争动员 0民众集会上, 布什呼吁道: /我
号召美国,如果你们加入与邪恶的战斗, 那么, 你们是

在行善事。0lw布什的 /善恶论 0不仅在美国 /宗教原教

旨主义者和美国 -例外论者 .中间 0引起积极的反响,

而且在非基督徒中间唤起 /爱国主义 0的热忱。lx

建构 /伊拉克威胁 0的另一个方面是将萨达姆政

权的政治行为 /罪孽化 0。在布什的 /战争动员 0话语

里,把萨达姆政权的政治行为 /罪孽化 0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把 /敌人 0直接称为犯罪者,譬如萨达姆是 /谋

杀者0、/独裁者0。另一种方法是罗列 /敌人0所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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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状:萨达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反对他的邻

国 0、/反对他自己的人民 0; /他不能容忍美国 0, 他
/与-基地 .组织有关联 0, 并 /一再无视国际组织 0; ①

萨达姆政权 /对邻国人民和本国人民使用生化武器 0,

等等。② 通过反复叙述萨达姆政权对人民的残暴, 布

什的政治话语试图揭示这个政权的非人道性和罪恶

性,并唤起一般民众对这个政权的仇视和憎恨。

通过揭露萨达姆政权的 /威胁性0、/邪恶性 0和

/罪孽性 0,布什的 /战争动员 0话语背后强烈地表达了

一种 /美国理想 0, 即美国有一种义务: 作为冷战后全

球秩序的 /捍卫者 0和 /领导者0,美国不能坐视不管,

而应该作为 /解放者 0把伊拉克人民从 /独裁 0政权统

治下拯救出来,把 /民主 0和 /自由0带入伊拉克。 2003

年春季,当美国开始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实施轰炸时,

这一军事行动的代号是 /伊拉克解放行动 0。

结  语

  本文把语言作为一种政治分析变量,通过将美国

总统布什的 /战争动员 0话语放置在一定的社会 /文化

语境里进行分析,揭示了语言和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

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布什的 /战争动

员 0话语作为一种战略工具, 被利用来为美国政府的

/反恐怖主义 0政治议程 /目的服务。通过对一系列有

关政治话语的反复叙述,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政府描绘

成为 /文明世界 0的 /邪恶 0敌人。通过揭露 /敌人 0所

具有的 /邪恶性0和 /罪孽性 0以及展示美国作为 /文明
世界0的代表者并拥有来自上帝给予的道德力量, 美

国政府为发动一场 /先发制人0战争寻找 /正当性 0及

/合法性 0。美国后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主要的、公

开的理由是因为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并且与恐怖主义 /基地 0组织有关联。然而, 后来美国

的一些有关调查报告说明,萨达姆政权自 1991年以后

没有继续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该政权与恐怖分子

/基地 0组织之间也没有直接关系。③ 2005年 1月 12

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证实, 美国在伊拉克的武器搜寻小

组经过近两年的搜索后一无所获,已于 2004年底悄然

结束使命。也就是说,伊拉克在美国发动战争前没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政府使用了 /错误的情报 0,

并在一定程度上 /误导 0了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建构

了一个 /邪恶 0的敌人。

值得指出的是, 本文只是考察了美国政府在通往

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路途中美国总统的 /战争动员 0话
语,但这并非说在这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过程中只存在

着总统的政治话语。事实上, 在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

的问题上,存在着各种繁杂、空前激烈的政治话语 (譬

如来自国会的话语、总统安全班子成员的话语、知识界

的话语、新闻媒体的话语、普通民众的话语以及来自美

国以外的全球舆论 ), 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

抵制。所有这些都对布什的伊拉克 /战争动员 0话语

构成了影响。

显然,在国际关系领域,语言使用并不是天真无邪

的,一定的政治话语支撑着一定的政治行动 (包括战

争行动 )。政治话语不仅可以建构 /国家安全威胁0和
/危机时刻0,而且可以成为对 /其他者0施加精神 /心

理暴力的一种工具。政治话语的具体含义存在于该话

语所处的广阔语境中。因此, 在国际关系研究 /对外

政策分析方面,对语言尤其对政治语言给予一定的重

视并进行研读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在当今全球信息化

时代更是如此。

当然,研究国际关系不等于研究语言 /话语或文

本,而是说, 语言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认为,理解并揭示语言和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关联

性,是国际关系研究者的一个主要任务。国际关系研

究者不必像语言学家或哲学家那样去研究语言, 而是

可以通过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更多地关注在

一定的语境里语言与权力之间的社会关系,关注语言

使用本身所具有的权力特征以及关注语言本身所具有

的建构事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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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 /战争动员0: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

①

②

③

George W. Bu sh, / Rem arks at N ew M exico W elcom e, 0

h ttp: / /www. wh itehouse. gov /new s / releases/2002 /10 /20021028- 4. h tm .l

这是布什在一系列 /战争动员 0话语中反复提及的事情。

可参阅: / The 9 /11 Comm iss ion Report, 0 Ju ly 22, 2004,

h ttp: / /www. gpoaccess. gov/911 / ; / C omp rehen sive Report of the S pecial

Advisor to the DC I on Iraq . s WMD, 0 Sep tember 30, 2004,

h ttp: / /www. cia. gov/cia/ reports / iraq_wm d_2004 /。



/ Call to Arms0 Against Iraq: An Analysis of the Rhetor ic ofU. S. PresidentBush. s

L iu Yongtao (28)

Internat iona l po lit ics o ften is man ifested in the form o fw ar. Y e,t on more occasions, it is man ifested as ta lk and

rhetoric. In fac,t language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re lations, and it is centra l to po lit ical analysis, affecting the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 l pract ice. Th is art ic le, through an analysis o fU. S. PresidentGeo rgeW. Bush. s d iscourse
of a / call to arm s0 in a socia l/cu ltural contex,t attempts to understand how theU. S. governmen t la 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 ar in Iraq after / 9. 110 by man ipu la ting a sequence of politica l discourses. It advance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Bush adm in istration used po litical discourse as a strateg ic instrument in American po licy tow ard Iraq, and, by describing

Saddam . s reg ime as an imm inen t / enemy, 0 / ev il doer, 0 and / crim ina,l 0 the Un ited S tates w as able to make its ac-

t ions in chang ing the reg ime of a sovereign state seem / leg itimate0 and / just ifiab le. 0

CrisisM anagement: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 of China.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se of Darfur

W ang M eng (35)

A fter the Darfur crisis erupted in Ch ina. s ex tended strateg ic arena, the adjustm ent of China. s fore ign po licy has

shown g reat sign if icance in various fields: China. s cr isis management once again has a qualitative content and act ive

character istics; Ch ina has undertaken prim ary ad justm ents in its past po licy driven by the dilemma and potential crisis

that occurred in the big-power game; the positive changes China has shown in dea ling w ith the Darfur issue w as a pre-

lude to safeguarding its territor ia l interests in the period o f strateg ic opportunit ies. Recently, China has signed a long-

term energy cooperation agreem entw ith Iran, wh ich is a sign ificant sign that Chinaw illmake fore ign policy adjustments.

Strategic Explorations of the G lobal Developm ent ofChina. s Political Culture

) ) ) A Research Fram 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G lobal StrategicM arketing

L in Zhe Xue Q iuzhi ( 41)

A s globalization is in tensify ing today, the strateg ic cho ice for China. s po litical cu lture is to re-create and deve lop i-t

self from the basic to system ic cultural leve,l to develop globa lly v ia various routes,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cu lture,

and to realize the integ rity o f the sovere ignty o fCh ina. s politica l cu lture and to take active par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 f

the new internat iona l order. W e be lieve that g loba l strateg icm arketing is a strateg ic w ay for Ch ina to rea lize the g loba l

deve lopment strategy of its po lit ical cu lture. In th is art icle, w e attempt to provide a new research framew ork for Ch ina.
s g lobal strategy deve lopm ent of its po litical cu 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 loba l strateg ic marketing.

TheNew Geo-Strategy ofEurope

[Germany] U lrike GuÜrot [G ermany] AndreaW itt(47)

Geo-strategy w as once a very sensitive issue in Europe. How ever, afterW o rldW ar II, especially after the Co ld

W ar, geo-strategy has new imp lications in Europe. The EU has been constantly enlarged w ith increasing strength. Pre-

dictab ly, there w ill bemore andmore countries jo in ing the EU, and its streng th w ill be further enhanced. No one know s

for sure tow hat extent the EU should expand itse l.f But it is ev ident that the Europe-dom inating EU is no longer sat isfied

w ith its present ro le on thew orld stage. Instead, itw an ts to be mo re significant in w orld affairs and to fu lly show its im-

portance to the ou tsidew orld. The EU wan ts to establish a rea-l sense partnership w ith theUn ited States that is character-

ized by equity. To realize its new geo-strategy, the EU has faced many diff iculties, in add ition to themany interna l is-

sues that need to be urgent ly so lved. Neverthe less, th is w ill not stop its practice of a new geo-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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