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明 与 秩 序
——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倪世雄　潘忠岐

　　亨廷顿在其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 随着

冷战的结束, 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文明的认同和忠诚, 并

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秩序。由于认同方面的这

种变换, 文明间冲突将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因此以文明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通过将文明与世界秩序挂钩, 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世界, 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使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 从而为美国乃至西方的

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制定了一个理论框架。

但是, 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却与世界秩序理论的一般原则背道而驰。它

的核心论点既经不起理论推敲, 也经不起实践检验。本文从世界秩序理论

角度, 从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互动手段、冲突起源、建构目的等方面对文

明范式作了分析和驳证。

1993 年夏, 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

章, 首次阐发了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三年后, 亨廷顿将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专著, 取名《文

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通过将文明与世界秩序挂钩, 亨廷顿对文

明冲突理论作了更加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并为美国乃至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

的世界秩序制定了一个理论框架。亨廷顿的这一创新, 为我们理解和评价他的文明范式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即从世界秩序理论的角度对它进行剖析。

世界秩序理论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本世纪初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以

来, 世界秩序问题一直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冷战结束后, 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 越来

越多的学者, 象基辛格、霍夫曼、奈等, 从事于探索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奈的“世界秩序新

论”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无疑, 亨廷顿在《重建》中提出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文明范式,

也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 它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线索。

然而, 亨廷顿的文明范式与世界秩序理论的一般原则却相去甚远。基辛格在《外交》中曾

经指出:“世界新秩序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相互作用的手段

是什么? 它们相互作用的目的是什么?”① 如果以此来审视亨廷顿的文明范式, 那么不难发

现, 它的核心论点既经不起理论的推敲, 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首先, 亨廷顿对国际秩序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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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界定是模糊的, 究竟是文明, 还是国家, 他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 其次, 亨廷顿对互动

手段的分析是不切实际的, 究竟是文明的冲突, 还是国家对权力与利益的竞争在推动世界秩

序的形成, 他的一些关键性论点与历史和当代的现实是相矛盾的; 再次, 亨廷顿对未来世界

新秩序的描绘难以服人,“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只不过是他标新立异的成果; 最后, 除了

基辛格的三个问题外, 我们还必须对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提出第四个问题, 即世界冲突的根源

究竟是文明还是别的? 这是亨廷顿论题的命脉所在。亨廷顿过分强调了文明, 这使他忽视或

淡化了政治、经济, 以及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作用。结果, 他的文明范式对于正在

显现的世界秩序只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向导, 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则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

预言。

基本单位: 文明还是国家?

亨廷顿认为, 冷战期间的世界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产物, 但在后冷战的新世界

中, 大国已成过去, 全球共同体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上, 建构

秩序的“原子”只能到文明内或文明间去寻找。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以文明为基础, 否则就无秩

序可言。①他说,“冷战结束以来, 受现代化的驱使,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限进行重组, 具有

相似文明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 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

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 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

团, 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②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

世界秩序正在出现。”③显然, 亨廷顿视文明为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单位。

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 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 人区别

于其他物种的根本。”④在汤因比、斯宾格勒、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 亨廷顿确

认了六种现代文明 (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

明) 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 (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⑤他认为, 冷战后的世界就是由这

八种主要文明构成的, 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

在过去 200 年左右时间里, 国家, 特别是大国, 一直是世界事务的核心行为者。人们一般

都承认这些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 但却没有人认为这些差别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至关重要, 更

没有人要求以文明为单位建构世界秩序。亨廷顿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

然而, 亨廷顿的“文明”却不具备国家的功能, 缺乏作为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基本条件。文

明不同于国家,“文明”不做决定, 不能决策。它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范畴, 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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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反国家则具有明确的边界、选定的领袖、确定的决策程序和对政治资源的直接控制权。

国家能够动员其居民、收税、施威、答友和作战。质言之, 国家能够采取行动, 而文明却不能。

亨廷顿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写道:“由于文明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统一体, 因此文明

本身不会维护秩序、建立司法制度、收税、打仗、商定条约, 或做任何其他该由政府做的事

情。”①

于是, 亨廷顿就用文明的“核心国家”对他的观点进行修正。他说:“在当代全球政治中,

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 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

⋯⋯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

序的核心要素。”②文明的核心国作为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单位似乎无可置疑, 但是, 在亨廷顿

列举的八大文明中, 只有五种分别具有重要的核心国家, 它们分别是: 印度教文明的印度、日

本文明的日本、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中华文明的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美国, 而另外三种, 即非

洲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时, 在文明内部建构秩序或在文明之间协调秩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③

文明的核心国与文明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文明的政治成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是不同的, 在

同一文明内部也随时间而变化。一种文明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政治实体, 一个国家也可能分

享一种或多种文明。随着文明的进化, 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政治实体的数量和性质往往要发生

变革。在极端情况下, 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正好重合。例如日本, 它既是一个文明也是一个

国家。但在当代世界, 大多数文明都包含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因此, 文明的核心国

家并不能完全代表文明行事。美国可以代表西方文明, 但决不能代表与它同属西方文明的欧

洲。

互动手段: 文明还是权力?

亨廷顿认为, 人类的历史乃是文明的历史, 以其他任何方式思考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可能

的。④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现在正处在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遭遇,

是指公元 1500 年以前的文明关系; 第二阶段: 冲击, 是指 16—19 世纪, 西方兴起后, 文明之

间间歇、有限、多向度的遭遇, 让位于西方文明对其他所有文明持久、强烈、单向度的冲击; 第

三阶段: 互动, 是指到了 20 世纪, 文明之间的关系已从一种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构成单向度

冲击的阶段, 发展到由全部文明相互之间激烈、持久、多向度互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⑤因

此, 在亨廷顿看来, 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多级、多文明的体系, 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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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则是构筑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机制。

依据亨廷顿, 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以下几种强大的趋势形成。第一, 西方主导的时代正

在终结, 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作为大国凭借它们自己的权力异军突起; 第二, 这些新兴大国

愈来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 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 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也将极

大地瓦解其文化吸引力; 第三, 每种文明内部蕴含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

的源泉将变得愈来愈重要。

然而依据世界秩序理论, 对权力的竞争才是各国相互作用, 从而形成、发展或破坏、瓦解

世界秩序的基本动因。如果世界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能够达到某种平衡, 那么, 国际社会就

会呈现为某种有序状态, 就会出现相应的世界秩序; 否则, 国际社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世

界秩序就会归于消亡。一旦权力分配重新实现新的平衡, 新的世界秩序则会如影随形再度显

现。这种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发展过程, 恰如系统论所揭示的一切事物发展变化共同遵

循的过程规律, 但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 世界作为一个特殊系统, 它的结构乃是世界各国之

间的权力竞争。因此世界的有序或无序状态与大国权力划分的均衡或不均衡状态直接相关。

奈曾经正确地指出:“世界秩序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关系结构变革过程, 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

稳定分配的结果。”①

对于亨廷顿来说, 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

历史分界线。因此, 亨廷顿没有对冷战结束前的国际秩序进行回顾, 他只是把关注的焦点集

中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上。他认为, 冷战后, 建构世界新秩序的手段之所以发

生从权力到文明的转移, 主要就在于人们对国家的忠诚随着冷战的结束开始让位于对文明

的忠诚。他说:“在后冷战世界, 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 而

在于文化。”②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更大的文化实体, 即“文明”的认同和忠诚, 并

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③

但是, 至于为什么冷战的结束会使忠诚以他所描述的方式发生变换, 亨廷顿却从来没有

给予让人信服的解释。他声称, 全球化和不同文化之间日益增加的联系, 使广泛的文明认同

变得更加强而有力, 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来阐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对“文明”的忠诚现

在正在上升为主导力量?为什么文化或种族关系不再关注国家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文明观念?

亨廷顿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不仅缺少答案, 而且他提出的分析和引证也是缺乏说服力

的。

尽管《重建》用了大约 300 多页的篇幅对世界政治作了文化分析, 但亨廷顿从未解释为

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 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认为, 文化价值观难于妥

协,“对于那些异己的能够对自己构成伤害的人,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表示出不信任, 并把他们

看作是一种威胁。”④然而, 这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文明间冲突将会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

亨廷顿通过引证当代政治领袖使用文化、甚至文明辞令的大量例子来支持他的论点。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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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 他对这些言辞信以为真, 并把它们看作是说明文明亲和力日益增长的具有说服力的

证据。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光耀或卡扎菲说了什么, 因为谈话是有折扣的, 政治辞令可

能具有多种功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领袖 (或他们的国家) 实际上将要做什么, 以及为了

“文明”的利益, 他们究竟愿意献出多少鲜血和财宝。

与亨廷顿不同, 基辛格在《外交》中, 对世界新秩序问题也作了极其深入的探讨, 但他得

出的结论却是:“过去的国际秩序从未象今天这样包括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主要力量中心, 在

一个由多半是五个或六个主要大国 (即: 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可能的印度) 和其

他许多较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 世界秩序只能象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

相冲突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①

在文明与权力作为国际社会互动手段的关系问题上, 亨廷顿的立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例如, 他说:“文化受权力的制约。如果非西方社会重新受西方化的影响, 这种情况的发生只

能是西方权力得到扩张和施展的结果。”②“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

发的可能性极小, 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 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

均势的变换。”③亨廷顿对这种文明内部核心国的强调, 同样重新肯定了以传统现实主义术

语界定的“大国”的关键作用。他承认:“核心国冲突中的问题全部是国际政治的经典问

题。”④例如, 相对影响力、经济和军事权力, 以及对地域的控制权力。因此,“休止断裂带战

争, 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 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裂带战争自

下而上, 断裂带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⑤显然, 当亨廷顿开始讨论大国问题时, 文化就成了

无关紧要的因素, 文明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退出了他的分析视野。

冲突根源: 文明还是别的?

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 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

济, 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

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有的话, 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⑥这样, 亨

廷顿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 而

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这是亨廷顿文明范式的核心和命脉所在。

为什么文明差异引起冲突?为什么不同文明的国家比同一文明的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

1993 年,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 曾提供过六点理由。但它们实际上维护的却是一个完

全不同的假说——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 这些原因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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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的; 它们所指向的是统一的全球主义, 而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

1996 年, 在《重建》中, 亨廷顿则把原因归结为与冷战结束相伴随的政治忠诚指向的深

刻变换。在对民族主义思想提出的直接挑战中, 亨廷顿断定: 不论精英还是大众都将越来越

与那些与他们共享独特文化的其他国家认同, 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将极大地减少同一文明

内部的冲突, 同时加剧文明之间的“安全困境”。

然而, 亨廷顿却同时在该书中提供了决定性的反面论据。亨廷顿为了证明当代伊斯兰国

家的冲突本性, 列了一个关于现代种族2政治冲突的图表。但是该图表却另外证明各文明内

部冲突发生的频率比文明之间的冲突大约高出 50% (见下图)。
种族—政治冲突 (1993—1994) ①

文明内部 文明之间 总　　计

伊斯兰国家 11 15 26

其他国家 19 5 24

总　　计 30 20 50

　　这个结果是对亨廷顿核心观点的直接驳斥, 它突出的只是如下事实: 文化差异在解释后

冷战世界全球冲突的起源问题上, 只居次要地位。

关于世界冲突的起源问题, 文明范式与世界秩序理论同样存在着严重分歧。后者认为,

政治、经济权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利益, 才是世界各国合作或冲突的主要源泉与推动力。

恰如奈所指出的,“自修昔底德以来, 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就已注意到, 迅速的权力转移是

全球均势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近百年来, 几次大国战争的一个深层次的结构原因, 就是权

力的迅速转移。”②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以及冷战, 无不如此。

为此, 亨廷顿遭到了大多数国际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奈指出:“亨廷顿认为, 冷战后一个

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此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 但他却只抓住了认同感冲

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

例如, 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而且, 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 但

事实上, 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

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 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

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③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 得出结论:

“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 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定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

突, 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 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起作用, 或许在有

些情况下, 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④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认为, 亨廷顿犯了两个

主要错误:“第一, 他没有认识到种族民族将会象抵制殖民帝国一样, 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

它们的兼并; 第二, 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 他承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的简化论, 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 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⑤

—76—

文明与秩序

①

②
③
④

⑤ R ichard rubenstein and Jarle C rocker,“Challenging H un tington”, f oreig n P olicy (Fall 1994).

M ichael J ·M azarr,“Cultu re and In ternat ional R elat ions: A R eview E ssay”, T he W ash ing ton

Q uarterly (Sp ring 1996).

Graham Fu ller, “T he N ex t Ideo logy”, F oreig n P olicy (Sp ring 1995).
Jo seph S·N ye, J r. , “Conflicts after the Co ld W ar”, T he W ash ing ton Q uarterly (W in ter 1996).

Sam uel P ·H untington, T he C lash of C iv iliz a tions and the R em ak ing of W orld O rd er (N ew
Yo 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 257.



非常明显, 亨廷顿的主要错误还在于, 他认为个人忠诚的对象越来越集中在“文明”上,

而不是集中在民族国家上。但是, 作为某种较大“文明”的一部分,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

克罗地亚、魁北克、塞尔维亚或斯洛伐克, 并没有被说服放弃它们对各自国家的要求。正如作

为西方的一部分, 并没有使德国减缓重新统一的步伐一样。因此, 在后冷战世界茁壮成长起

来的决不是文明, 而是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的忽略, 乃是文明范式的致命弱点之一。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

力量, 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将个人的文化亲近力与实际上能够有所作为的机构——国家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将来, 跟过去一样, 世界上的主要冲突仍将是国家之间的, 而不是文明之间的

冲突。其中有些冲突的发生将要跨越文化的世界——类似亨廷顿强调的“断裂带”地区, 但文

化差异至多只是冲突的次要原因。

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引发战争, 恰如文化相象不能保障和谐一样。亨廷顿把未来世界冲

突称作文明的冲突, 无异于给拥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之间有时相互开战的旧现象贴上了

一个新标签。这一点实际上也得到了亨廷顿本人的赞同, 因为他写道:“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

团之间的冲突根源, 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一直在集团之间引发冲突的因素: 对人口、地域、财

富和资源的控制, 以及相对的权力。”①诚如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所说的, 亨廷顿的文明范

式,“用一个更大的对应物——文明, 代替了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游戏中的基本行为角色——

民族国家。但在关键方面, 游戏本身动作依旧。”

建构目的: 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吗?

亨廷顿在《重建》中, 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后冷战世界,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

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②虽然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 但它们越来越根据文明

界定自身利益。结果, 国家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 而

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此, 亨廷顿认为, 在这个新世界上, 超级大国之间的

竞争正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 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 全球政治则是文明政治。③

亨廷顿将文明互动新纪元的起点确定为冷战的结束。那么, 冷战结束前世界政治的情形

如何呢? 从公元 1500 年到冷战结束, 亨廷顿将全球政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冷战开始前的 400 多年, 全球政治是单极的, 即由西方主导, 世界只分为西方与非西方两部

分; 第二阶段: 冷战期间的 40 多年, 全球政治是两极的, 即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 世界分

为三个部分: 自由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和不结盟国家。④显然, 亨廷顿的这一划分遵循的仍是

世界秩序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

依据同一原则, 基辛格认为,“21 世纪的国际体系将以一个表面上的自相矛盾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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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分化, 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从国家关系的层次看, 新秩序将比冷战时期的僵硬格

局更接近于 18、19 世纪的欧洲。”① 罗斯诺强调, 冷战后的世界正在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

位的无政府体系向这一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世界政治过渡。②奈

认为, 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由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两大势力决定; 相比

“两极世界”、“多极世界”、“单极霸权”或“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日本)”,“单极 (美国)

主导下的相互依存关系”乃是当前最现实、最可取的世界秩序模式。③

但是, 亨廷顿却没有进一步将这一原则用于分析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同样, 他也没有将

文明范式应用于冷战结束前的世界政治。但这并不表明, 在冷战结束前的世界上文明不是多

元的。

根据亨廷顿, 1990 年前的大国冲突如果不是全部, 也是大部分属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

说:“在 400 多年时间里, 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美

国, 在西方文明内部构成了一个多极国家体系, 彼此间互动、竞争和开战。”④然而, 这个定性

却是错误的, 因为它忽略了两个非西方大国, 日本和俄罗斯, 在这 400 多年中, 也在与西方

(及其他地方)“互动、竞争和开战”。

若加进日本和俄罗斯, 那么历史记载能说明什么呢? 1800 年以来, 世界上主要发生了四

次霸权主义冲突 (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和冷战) , 其中每一次都卷入了两种文明以上的国

家。另外, 大多数其他有大国卷入的战争 (包括它们的殖民战争) 也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

的。因此, 亨廷顿声称“在后冷战世界里, 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

显然与历史相背。

另外, 这个谬误还令人对亨廷顿的下面论断产生怀疑, 即: 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

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亨廷顿之所以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

多极和多文明的, 就在于它认为: 11 随着冷战的结束, 人们的政治忠诚指向发生了从国家到

文明的深刻变换; 21 冷战后, 文明之间的冲突大大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说, 冷战后,“最

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 将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之间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 而

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⑤

正因为此, 亨廷顿才主张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多文明的, 并以此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他认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

可靠的保障。”⑥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 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

文明性质。在未来时代, 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 11 弃权规则, 即核

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 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 21 合作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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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规则, 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裂带战争; ①31 求同规则, 即所有文

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②总之, 人类

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

然而, 亨廷顿对冷战后政治忠诚变换的武断说明, 以及他对当代世界冲突根源的片面解

释, 却使他为此开列的医治良方难见奇效, 同时也使他的文明范式对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指

导价值大打折扣。

文明范式: 现实还是神话?

亨廷顿把范式比喻为地图。他认为, 作为地图的范式, 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必须既准确又

简单。冷战结束期间, 人们提出的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1 一

个世界: 既快乐又和谐; 21 两个世界: 我们与他们; 31 大约 184 个国家构成的世界; 41 极端

混乱的无政府世界。亨廷顿认为, 这四种范式分别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简单性, 但又都同时

具有一定的缺陷或不足。比较而言, 范式①和范式②过于简单化, 而现实性不足; 范式③和范

式④则过于接近现实, 而简单性不够。又由于这四种范式彼此之间互不相容, 因此必须用一

种新的范式, 即文明范式取代它们。③

亨廷顿认为, 文明范式不仅吸取了上述四种范式的长处, 而且避免了它们的不足。它为

人们认识世界、区分主次、展望未来和指导决策, 提供了一个既明晰又简单, 既贴近现实又易

于掌握的框架。在亨廷顿看来, 冷战结束以来, 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大发展与文明范式

的预言是完全吻合的。“西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东正教”塞族人在波斯尼亚相互敌对;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东正教”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向穆斯林车

臣人和阿塞拜疆人开战; 伊斯兰国家在对西方制裁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抵制; ⋯⋯粗看起

来, 最近的事件似乎与亨廷顿的论断惊人地一致。正因为此, 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才得到了国

际社会某些学者的赞誉。

然而, 检验一个范式的效用, 最关键的是看由该范式导出的预见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现

实, 亦即该范式的预见精确度。亨廷顿把文明范式看作只与后冷战阶段相关联。但是, 1990

年以来国家行为的历史纪录并没有给亨廷顿的论点多少支持。

1991 年的波斯湾战争就是一个明证。亨廷顿的范式预言, 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比文明内

部的冲突更频繁、更激烈。然而在海湾战争中, 伊拉克攻击的国家与它同属伊斯兰文明, 并且

只有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才能够挫败它。亨廷顿试图通过争辩说大多数伊斯兰人民事

实上是支持伊拉克的, 来拯救他的论点。然而即使这是真的, 他所强调说明的也仅仅是这样

一个事实, 即国家利益比感觉起来模糊和只有政治上才重要的对一种独特文明实体的忠诚

更要紧。简而言之, 在海湾战争中, 文明认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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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的情况亦然。虽然波斯尼亚悲剧的某些方面与亨廷顿的观点一致, 但其全貌却

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1996 年由美国统帅超过 5 万人的部队部署到波斯尼亚, 然而他

们在那里并不是去保护西方文化 (克罗地亚文化) , 相反, 他们的保护对象却是穆斯林。虽然

几个伊斯兰国家的确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过一定数量的援助, 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对它们

的援助比它们的伊斯兰兄弟国家要多得多。而且, 根据文化标准, 甚至西方国家也不能结成

统一阵线, 英国和法国更同情塞尔维亚人, 德国人支持克罗地亚人, 美国则把大部分援助提

供给了穆斯林。

尽管亨廷顿对建构世界秩序的现实主义原则不以为然, 但他却一直无法否定或摆脱现

实主义和国家主义范式的持久相关性。这一点在该书的结尾, 当亨廷顿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

战争设计一种可能的方案时, 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①这场假想战争的几个细节十分引人注

目。第一, 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根据亨廷顿的评判标准, 这是一场发生在一种

独特文明集团内部的冲突。这样,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是由文明之间的冲突, 而是由一种文

明内部的冲突引发的。第二, 文化因素不论在促使战争的爆发方面, 还是在引起战争的升级

方面, 实际上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事实上, 战争导源于对石油的竞争, 并因其他国家对长期

均势的担忧而升级。第三, 随后的战争突出了许多重要的文明间联盟 (因均势原因结成的)的

显要地位。这进一步驳斥了认为文化因素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的主张。简单地说, 当亨廷顿

避开对其范式的详细阐释, 转而描述 21 世纪的冲突实际上最可能表现的情形时, 他很大程

度上忘记了他本人的创作, 所依据的仍旧是现实主义政治的传统原则。

因此, 支持文明范式的论据是相当单薄的。正如鲁斯伯姆所说,“占主导地位的乃是经过

新的高超诠释的均势理论。鼓舞人心的是亨利 (基辛格)不是山姆 (亨廷顿) , 是梅特涅不是韦

伯。”②沃尔特则写道:“在一定意义上, 文明范式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能够自我实现的预

言: 我们越是相信它, 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 它就越可能变为现实。”③

亨廷顿下面的话对于我们科学、全面地评价他的文明范式不无裨益:“任何一种范式都

不可能永远说明问题。文明方法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 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

于理解 20 世纪中叶或 21 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④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美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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