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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教授在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上发表文章 

作者：科研与学术服务中心来源：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发布时间：2011-10-12  中字体

我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在2011年10月最新出版的一期World Politics（《世

界政治》）（vol. 63, no. 4）杂志上发表题目为“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

y（和解和无政府状态的再造）”的“综述长文（review article）”。

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是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的顶级杂志之一。其发表的综

述长文（review article）因常常推动了对某一个话题的研究的发展而广受学界的尊重。唐世平教

授是第一位在该杂志上发表综述长文的中国学者。

唐世平教授的文章关注的是冲突之后的“和解（reconciliation）”。通过对关于“和解”的

三本专著和三本编著的建设性批判的基础上，文章着重讨论了四个大的问题：群体感情和群体政治

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 记忆的制度化，以及研究和解时可能需要注意的方

法论问题。文章对于理解“和解”这一最困难的构建合作过程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Shiping Tang, 2011. “Review Article: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

y,” World Politics 63 (4): 711-49.

 

文章链接（link to the full article）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pdftype=1&fid=8387926&j

id=WPO&volumeId=63&issueId=&aid=8387925

 

文章摘要（Abstract）链接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Abstract?fromPage=online&aid=8387925&fu

lltextType=RV&fileId=S0043887111000219

 

文章摘要

For years,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orists have essentially ignor

ed reconciliation as a special—and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form of cooperation bui

ld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review article seeks to make the study of reconci

liation a more visible field for further inquiry in I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socio

logy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After summarizing important themes eme

rged from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reconciliation, the author addresses four issues fo

r understanding interstate reconciliation: the interplay of group emotions and group po

litics, the interplay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institut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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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ation of memories,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a

lso contributes to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inquiry in I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

e sociology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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