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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 

唐小松 

【内容提要】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既具包容性又具独特视角的一个学派。它以反思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

命主义3个传统为研究基点，取格劳秀斯的理性主义为思想本源．确立了以“国际社会”为中心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理

论体系把阐述国际体系的霍布斯现实主义与强调国际秩序的格劳秀斯主义结合了起来，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提供

了可能性。它所阐述的国际社会的构成特征，事实上与建构主义也有共鸣。英国学派的多元化思想、传统主义研究方法以

及注重民族话语的研究思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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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英国学派逐渐进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作为颇具国别特色的一个研究群体，英国学派被视为冲破美

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的一个样板。尽管这个学派还没有取得与美国主流理论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其理论体系和研

究方法在国际关系学界已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是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 

    英国学派所指涉的国际关系研究群体，滥觞于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0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简称‘英国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后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人们通常认为，

英国学派是指20世纪后半期一群主要为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贡献的集合。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亚当·沃森(Adam Watson)和巴里·布赞

(Barry Buzan)等。这些学者的理论尽管有差异．但拥有一些共同或相近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概念。在核心思想上，他们都

接受格劳秀斯的理性主义，侧重对“国际社会”概念进行探讨。在研究途径上，他们都崇尚历史、法律、哲学等传统主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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