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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区域国别学语境下的考察

汪诗明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ꎬ给区域与国别研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术环境ꎮ
为适应新学科发展的质性要求ꎬ区域与国别研究一定要确立自己的基础学科或研究基础ꎻ建构由基础学科、支撑

学科、关联性学科相结合的学科体系以及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ꎻ在研究范式方面做到学

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统合ꎻ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须立足于学科特点和议题属性ꎬ提倡多学科参与ꎮ 惟有如

此ꎬ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才有可能行稳致远ꎬ并在其发展中日益彰显自身特色ꎮ
〔关键词〕区域与国别研究ꎻ基础研究ꎻ研究体系ꎻ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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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９ 月ꎬ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

业目录(２０２２ 年)»ꎬ正式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 １４
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ꎬ可授予经济学、法学、
文学、历史学学位ꎮ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ꎬ这
是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体

现ꎬ必将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注入活力ꎮ
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是一个新事物ꎬ但区域国

别学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无疑是一个新事物ꎮ
这自然引起学界广泛且高密度的关注ꎬ相关论坛

应接不暇ꎬ相关成果不断涌现ꎮ 稍加梳理便发

现ꎬ目前学界探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

区域国别学科如何建设ꎻ二是区域国别研究如何

展开ꎮ 这两个问题实乃连理同枝ꎬ难以分开ꎮ 在

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成果中ꎬ谈机遇、唱高调

的较多ꎬ指出挑战或困难的较少ꎻ大而化之、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宏论较多ꎬ具体而微、可操作性的

建议或方案较少ꎮ 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

上ꎬ从基础研究的界定、研究体系的建构等方面

去做一些旨在易于实践的研讨ꎬ并结合某些案例

分析ꎬ来诠释区域国别学以及该学科背景下区域

国别研究的某些属性或特征ꎮ

一、基础研究的界定

区域国别学是一个交叉学科ꎬ是在一些相关

学科基础上交叉出来的ꎮ 既然是一个在多学科

基础上生成的学科ꎬ它就一定存在一个基础学科

或基础研究的问题ꎮ 通过比较发现ꎬ历史学或历

史研究是这一角色的不二之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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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础研究ꎬ是指对一个学科、一个专业

门类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的系统梳理与

认知ꎬ对其基本原理的全面和深刻的揭示与阐

释ꎮ〔１〕基础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ꎬ没有基础研

究ꎬ学科建设如同无源之水ꎮ 在区域与国别成为

学界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而未成为一门

学科前ꎬ学界已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进行过

一定的讨论ꎮ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是区域国别

研究的基础ꎬ如陈晓律教授指出ꎬ区域国别研究

涉及一个庞大的研究对象群ꎬ“不是任何一个学

科可以单独应对的ꎬ它必然要求多学科的合作ꎮ
但多学科的合作ꎬ依然有一个谁来主导ꎬ或者说

在什么基础上合作的问题ꎮ 区域国别研究是涉

外研究ꎬ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ꎬ所以ꎬ研究

者的外语能力显然是最基本的要求ꎬ但也仅限于

此:语言本身并不是区域研究的重点ꎬ而是必需

的工具ꎬ外语不可能成为这项研究的核心和主导

的学科ꎮ 而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学科

本来就有这一块ꎮ 在这些学科看来ꎬ要加强区域

国别研究ꎬ无非是在自己原有的领地多占一块而

已ꎮ 因此ꎬ要以某一学科为主导ꎬ似乎也很难服

众ꎮ 这样一来ꎬ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肯定会与他

国不同: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特点考察ꎬ只能

以现有的世界史学科为主导ꎮ” 〔２〕 也有学者认为

是包括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地理学、环
境学等学科在内的多学科ꎮ〔３〕 如果仅从本位出

发ꎬ任何一个相关学科都可以找到使自己成为区

域与国别研究基础的充分缘由ꎮ 因为无论是人

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ꎬ它们之间总是存在这样或

那样的关联:有的是理论或学理上的相通性ꎬ有的

是知识上的互补性ꎬ有的是研究问题的相关性ꎮ
如何界定一个交叉学科的基础学科或一个

学科的研究基础? 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参数就是

考察该基础学科或研究基础与其他学科或其他

问题研究之间的相关性ꎮ 如果拟要确认的基础

学科或研究基础与其他学科或其他问题研究之

间的关联程度要甚于与之比较的对象ꎬ那么就可

以确认它为基础学科或研究基础ꎮ 基于这种认

识ꎬ历史学或历史研究就可以被视为区域与国别

研究的基础ꎮ 这是因为ꎬ“一门科学与另一门之

不同ꎬ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ꎮ 历

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 我的答案是

ｒｅｓ ｇｅｓｔａｅ(活动事迹):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

为ꎮ” 〔４〕由此可以推导:每一门科学ꎬ无论是古典

科学ꎬ还是近现代科学或未来科学ꎬ都存在一个

对有关过去“活动事迹”的叩问、当下“活动事

迹”的把握以及对未来“活动事迹”的畅想ꎮ 如

果缺少对过去“活动事迹”的追寻ꎬ那么何以建

立或推动一门科学的发展? 法国年鉴学派创始

人之一、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 (１８７８—
１９５６)说:“我们决不要忘记ꎬ历史学是关于人的

科学ꎮ 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变化的科学ꎬ是要

按照物质、政治、道德、宗教、知识存在的一些新

条件ꎬ进行持续和必要的调整的科学ꎮ 是在所有

时代ꎬ在人类的不同但同时存在的生存条件之间

进行协调ꎬ使和谐持续地和自发地确立起来的科

学: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精神条

件ꎮ 历史学就是从这里获得生命ꎮ” 〔５〕

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

进的ꎮ 在这一演进过程中ꎬ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宗教、科技等等方面的因素ꎬ都在其中发挥着

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ꎮ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

史既是人的不断进步的历史和物的不断演化的

历史ꎬ又是各种科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ꎮ 科学的

发展和繁荣得益于人类社会的进步ꎬ反过来又在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研究历史就是在研究人类自身ꎬ研究自然界的万

事万物ꎬ研究科学的前世今生ꎮ 这也就诠释了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ꎬ即历史科学”
的真谛和缘由ꎮ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诞生前ꎬ唯心

史观虽触及到了人和人类史ꎬ但是从抽象的层面

去认识和分析的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次把

现实生活中的人置于一个中心位置ꎬ以人的存在

及其活动去理解和把握历史ꎮ 这是唯物史观不

同于以往唯心史观的根本所在ꎮ 因此ꎬ历史研究

并不是从一个外在于历史的理论或概念出发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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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历史本身出发ꎬ即研究哪个时代的历史ꎬ就
可去具体地解析那个时代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ꎮ
只要描述出这个现实的社会生活过程ꎬ也就能够

把握那个时代的历史了ꎮ〔６〕人类文明演进的特点

及其规律表明: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ꎬ这些普

遍真理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ꎬ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ꎬ是人类社会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阶段

的不竭动力ꎮ 而这些真理只能通过研究历史才

能得以演绎和揭示ꎮ〔７〕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每个学科或每

个研究领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ꎬ也即学科史或学

术史ꎬ还有必要把历史学作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

学科吗? 或把历史研究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

基础吗?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困难ꎬ因为一般意

义上的历史与学科史或领域史是完全不同的概

念ꎮ 区域国别研究中所提及的历史显然不是指

学科史或学术史ꎬ也非指某个领域演进的历史ꎬ
比如经济发展史ꎬ而是指一个区域或国家的通史

或总体史ꎮ 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总体史涵盖各个

领域的历史ꎬ但并不是各个领域历史的拼盘或加

总ꎬ而是在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下ꎬ一个区域或国

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演进的历史ꎮ 历史研究考察

的对象就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总体史或通史ꎬ而
其他学科则对应于相关的领域ꎮ 从这个意义上

说ꎬ历史研究可以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总

体认识基础、认识背景和认识框架ꎮ 这就是历史

学或历史研究被界定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

或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的主要原因ꎮ
确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础或研究基础不

能基于一些人的学科本位主义或受制于传统学

科思维ꎬ而是要立足本学科的建构原理及其特

点ꎬ立足于该学科当下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的发

展前景ꎮ

二、研究体系的建构

研究体系的建构是所有学科或研究领域的

一个规范要求ꎬ是一个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对话

的过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客体呈现与主观需求务

必实现有机的统一ꎮ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个区域或国别的方

方面面的研究ꎬ需要多学科参与ꎮ 这显然有别于

传统学科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ꎮ 然而ꎬ一个不容

回避的问题是ꎬ多学科参与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宽

泛的概念ꎮ 比如ꎬ哪些学科理应参与其中ꎬ多学

科参与是不是意味着参与的学科拥有同等重要

的地位? 就具体区域与国别研究来说ꎬ虽然区域

国别学强调对区域与国别的全方位研究ꎬ但一个

区域或国家的研究内涵十分丰富ꎬ大到民族或国

家的文明变迁、小到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ꎬ想对

此进行穷尽一切的认知或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ꎮ
就研究力量来说ꎬ由于区域与国别众多ꎬ而研究

者人数相对有限ꎬ分散到某个区域或国别的研究

力量就更加薄弱ꎬ很难做到对被研究对象的全方

位研究ꎮ 这些主客观因素是不是意味着新学科

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又要退回到过去“各自为

政”的老路? 答案是否定的ꎮ 为避免重蹈覆辙ꎬ
建构新学科语境下的研究体系就是一条不得不

为之举ꎮ
(一)学科体系建构

区域国别学科体系的建构层次是较为独特

的ꎬ它包括基础学科、支撑学科和关联性学科或

辅助性学科ꎮ
首先ꎬ确立支撑学科ꎮ
历史学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ꎬ这里就不

再赘述了ꎮ 所谓的支撑学科是指那些对区域国

别学科的建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相关学科ꎮ
这些相关学科有着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研究体

系和评价体系ꎬ并从各自不同的领域能够对区域

国别学科的建构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ꎮ 基于

这样的认识ꎬ历史学也可以视为区域国别学的支

撑学科之一ꎬ准确地说ꎬ历史学是一个具有基础

意义的支撑学科ꎮ 为了把支撑学科视为一个有

别于基础学科的学科ꎬ这里所言的支撑学科是指

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ꎮ 根据有关部门的文件

精神以及学界已形成的基本共识ꎬ文学、经济学

和法学被认为是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学科ꎮ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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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是指外国语言文学ꎮ 文学之所以成为区

域国别学的支撑学科之一ꎬ首先是它的外国语言

优势ꎮ 语言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沟通的工具ꎬ
也是学术研究中获取有益文献的重要路径ꎬ更是

人们认识本土以外世界的一扇窗ꎮ 此外ꎬ语言本

身就是一种文化ꎬ是一个民族在其生产和其他社

会活动中的一种体验与感悟ꎬ是人与人之间、人
与自然之间产生某种情结与共鸣的产物ꎮ 就此

而言ꎬ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对象ꎬ它是

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文学是人们表

达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看法的一种方式或载

体ꎮ 因此ꎬ研究对象国的文学ꎬ透过文学作品来

管窥该国的民族心理活动、生活态度、精神风貌

以及社会制度变迁ꎬ这是区域国别研究舍弃不得

的一条独特路径ꎮ 经济学是探讨人类社会处在

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相应的经济关

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科学ꎮ 在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看来ꎬ“经济学一方面是

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ꎬ而另一方面ꎬ经济学构成了

社会学的一部分ꎬ是关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ꎬ研
究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ꎮ” 〔８〕如

果一门学科既涉及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物质

财富ꎬ又关联到创造生产方式和物质财富的人ꎬ
那么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就自不待言ꎮ 当各国都

把发展民生、提升综合实力当作优先事项时ꎬ发
展经济就成为各国政府一个聚精会神的目标ꎮ
发展经济需要统筹规划ꎬ需要协调人财物的关

系ꎬ需要疏通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ꎬ需要考

虑眼前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ꎬ如此等等ꎮ 这

些不都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中非常现实的议题吗?
法学是以法律及其文本、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

为研究内容的科学ꎮ 这里提及的法学是指一个

大的学科门类ꎬ与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门类一

样ꎮ 与区域国别学有关的一级学科主要包括政

治学、社会学等ꎮ 其中政治学下的国际政治、国
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二

级学科以及社会学下的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
民俗学等二级学科都可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

重要学科平台ꎮ
其次ꎬ确立辅助性学科ꎮ
做到对区域或国别的全方位研究ꎬ如果仅仅

依赖于基础学科和支撑学科ꎬ那显然是不够的ꎮ
一个区域或国别的方方面面ꎬ都有其相应的学科

为其提供认识视角和知识系统ꎮ 在现代科学注

重融合发展的背景下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都可以在区域与国别研

究中找到一席之地ꎮ 比如说ꎬ研究一个区域或国

别的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环境ꎬ通常的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只能提供一些宏观的认识背景和认识

原理ꎬ而对于与环境、生态有关的科学知识ꎬ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无能为力的ꎬ只能求之于环境

科学ꎮ 环境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ꎬ包括生态学、
生物学、动物学、海洋学、大气科学、土壤学、地质

学、化学、地理学、物理学等ꎬ它是一门研究人类

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ꎬ以及研究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执行以科学

为基础的应对方案的科学ꎮ 在宏观上ꎬ环境科学

要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关

系ꎬ力图发现人类社会活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之间协调的规律ꎻ在微观上要研究环境中的物

质在有机体内迁移、转化、蓄积的过程以及其运

动规律ꎬ对生命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等ꎮ〔９〕 不难看

出ꎬ一些辅助性学科所提供的所属领域的专业

性、科学性知识及其原理ꎬ恰恰是人文社会科学

所无法给予的ꎮ 借助于其他学科提供的知识及

其原理ꎬ不仅可以拓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视阈ꎬ
丰富其研究内涵ꎬ也可使其经世致用价值得到充

分的诠释ꎮ
(二)确立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

传统学科背景下ꎬ区域国别研究大都处在一

个自发的状态ꎮ 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ꎬ这是研

究者个人的事情ꎮ 这就出现了一些可以预料的

现象:有些领域或议题受到了很多人关注ꎬ有些

领域或议题则不太受关注ꎬ甚至出现无人问津的

局面ꎬ久而久之就成了所谓的“冷门” “偏门”甚

至“绝学”ꎮ 因此ꎬ传统学科背景下对某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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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别的认知或研究是不完整的ꎬ甚至很片面ꎮ
区域国别学科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强调研究的

整体性和全面性ꎮ 如何实现这一构想? 建构研

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就是应然之举ꎻ若要建构

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ꎬ对一些概念的模糊认

识就有必要得到澄清ꎮ
首先ꎬ明确区域或国别研究的内涵或要求ꎮ
现在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ꎬ区域或国别研

究就是对某一区域或国别的方方面面的研

究ꎮ〔１０〕这一界定可谓切中肯綮ꎮ 不过ꎬ这一界定

给人的感觉是ꎬ区域与国别研究就像一个大篮

子ꎬ什么都可以装进去ꎮ 但现在的问题是ꎬ要装

的东西着实太多ꎬ这个篮子有可能装不下ꎻ或者

有些东西没有必要装进去ꎬ或者有些东西没有必

要装进这个篮子里ꎬ可以放进其他篮子里ꎻ或者

有些东西早已放进其他篮子里ꎬ而且那些篮子的

空间还很大ꎬ没有必要再把它们倒腾出来ꎮ 这正

是目前区域与国别研究较为令人困惑的地方ꎮ
从字面意义来理解ꎬ区域与国别研究是注重

区域或国别的“内部”而非“外部”研究ꎮ 所谓

“内部”是指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宗教、
环境等ꎬ而“外部”主要是指对外关系ꎬ也就是外

交或国际关系ꎮ 注重“内部”而非“外部”研究是

由区域或国别研究这一概念本身的属性所决定

的ꎮ 众所周知ꎬ一个国家的特质或属性主要是由

“内部”而非“外部”因素决定的ꎬ内部的很多因

素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族性或国民

性等有关ꎮ 从研究的范式上说ꎬ“内部”研究与

“外部”研究有很大的差异ꎮ “外部”研究习惯性

地从概念、理论或模式出发ꎬ然后寻找一些案例ꎬ
最后进行某种前瞻性的预测ꎮ 因此ꎬ“外部”研

究通常是务虚的ꎬ而“内部”研究恰恰相反ꎮ “内
部”研究是以资料或事实来说话ꎬ以求真为旨归ꎬ
不信口开河ꎬ也不需要预测ꎬ因而“内部”研究是

“实实在在的”ꎮ 从实际需求来看ꎬ由于我国对

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ꎬ与我国进行友好交往

与合作的国家将越来越多ꎬ但我们对对方的了解

却非常有限ꎬ有的是“绝对缺乏”ꎮ〔１１〕 因此ꎬ了解

和研究这些对象国“内部”的真情实况是时势所

需ꎬ容不得虚妄之言ꎮ
其次ꎬ全方位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什么

都要研究”ꎮ
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的“全方位”研究ꎬ是一

个目标ꎬ是一个大概率事件ꎬ是指对研究对象所

有重要方面的研究ꎬ在此基础上对其他方面做力

所能及的探讨ꎮ 这是因为ꎬ姑且不说对他国进行

所有方面的研究ꎬ即便是对本国的研究ꎬ这一目

标也显得过于理想化ꎮ 鉴于此ꎬ“全方位”研究

可以作如下理解:一是不排斥任何一个方面的研

究ꎬ只要实际需要ꎬ都要认真对待ꎬ不能持有偏

见ꎻ二是不能忽视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的研究ꎬ只
要被认为是重要的ꎬ就不能有任何遗漏ꎬ要“全单

照收”ꎻ三是全方位研究也有主次之分ꎬ不可能平

均用力ꎮ 若要做到上述几点ꎬ研究领域和研究议

题体系的建构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ꎮ
(１)确立主要研究领域

何谓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是指具

有重要意义或具有本质性影响的领域ꎮ 如果这

些研究领域缺失ꎬ那么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就是不

完整的ꎬ甚至会出现错误ꎮ
就国别研究来说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司

法、教育、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学)、宗教、艺术等

是认识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域ꎮ 当然ꎬ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具体情况ꎮ 比如ꎬ有的领域对一些国家

很重要ꎬ但对另外一些国家也许就不那么重要ꎬ
宗教就属于这一情形ꎮ 因此ꎬ确立国别研究的主

要领域ꎬ一定要根据对象国的具体情况ꎬ不能一

概而论ꎮ 区域研究也是如此ꎮ 世界上存在很多

自然区域、经济区域、政治区域和文化区域ꎬ还存

在一些跨区域(如亚太、印太)和次区域(如东非

共同体、大湄公河次区域)等ꎮ 对这些不同类型

或不同属性的区域研究就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模

式ꎮ 比如欧盟研究与东盟研究就存在很大的差

异ꎮ 如果按照欧盟研究的模式来研究东盟ꎬ那么

东盟研究就失去其方向和目标ꎮ 由此可见ꎬ确立

区域或国别的主要研究领域不仅是研究对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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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客观要求ꎬ也是研究者对区域或国别研究整

体性认识的一种反映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确立主要研究领域并不意味

着将非主要研究领域排斥在外ꎬ事实上也无法做

到ꎬ因为很多研究领域之间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

关联ꎻ没有对相关领域的了解或研究ꎬ所谓的主

要领域的研究恐怕也难以取得预期目标ꎮ
(２)确立主要研究议题

在确立主要研究领域后ꎬ每个领域要研究什

么ꎬ就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ꎮ 每个领域涉及

的议题是非常多的ꎬ而研究力量又相对不敷ꎬ是
不是每个议题都要研究? 另一方面ꎬ并不是每个

议题都有研究的显著价值ꎮ 传统学科背景下就

出现过这样的问题ꎮ 有些议题看似有研究价值

或意义ꎬ其实研究价值或意义并不大ꎬ甚至没有

研究价值或意义ꎮ
确立每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议题ꎬ首先要立足

于该领域的主题内涵ꎬ即这个领域涉及哪些内

容ꎻ其次ꎬ要立足于主观研究需求ꎬ即为什么要去

研究ꎬ研究的目的或目标又是什么ꎮ 只要弄清楚

上述问题ꎬ盲目研究或任性研究就可以得到最大

限度的避免或克制ꎮ 以澳大利亚政治研究(史)
为例ꎬ除了需要了解澳大利亚联邦国家政治制度

的起源和历史演进外ꎬ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了解

并且要予以重点关注的? 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

政党制国家ꎬ这是其政治基础ꎬ也是其政治特色ꎮ
与很多西方国家不同的是ꎬ虽然该国存在多党

制ꎬ但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工党和自由党ꎬ每次联

邦大选主要是在这两个党派之间展开角逐ꎮ 然

而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ꎬ工党是单独组

阁ꎬ而自由党通常是以执政联盟的方式来行使权

力的ꎮ 自由党为何要组建执政联盟? 是不是在

联邦众议院的席位达不到组阁的最低要求? 作

为执政联盟的另一方ꎬ国家党〔１２〕 为何甘当自由

党的“助手”? 执政联盟很少发生分道扬镳的现

象ꎬ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ꎮ
除了解政党政治外ꎬ联邦与州的关系、“联邦主

义”以及“新联邦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全民公

决在澳大利亚政治体制变迁中的重要作用、〔１３〕

澳大利亚政治文化中的移民因素和原住民因素

等ꎬ都是澳大利亚政治(史)研究中的主要议题ꎮ
在确立主要研究议题时ꎬ很多人倾向于运用

宏观视角来审视ꎮ 宏观研究的优势在于对研究

对象的整体把握ꎬ它建立在全面和扎实的中观和

微观研究基础之上ꎮ 就国别研究来说ꎬ民族的源

起与成长、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地缘政

治的变迁及其影响等ꎬ都可以纳入宏观研究范

畴ꎮ 但是ꎬ微观研究也不能忽视ꎮ 微观研究的优

长在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ꎬ在于对一些细节的

考察与把握ꎬ而这些常常被忽视或轻视的细节可

能就是问题之源和真理之门ꎮ 因此ꎬ微观研究是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块重要拼图ꎮ
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来说ꎬ由于国情和区域情

况不同ꎬ有些比较复杂ꎬ有些则相对简单ꎻ人们的

认知需求也存在差异ꎬ这使得研究体系的建构不

可能是一种模式ꎮ 此外ꎬ研究体系的建构只存在

现在进行时ꎬ而没有完成时ꎬ因为无论是区域还

是国别ꎬ它们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ꎮ 这就出现

了如下的可能性:某些领域或某些议题在过去是

不太重要的ꎬ因而不会受到学界的关注ꎻ但时过

境迁ꎬ它们的重要性开始变得显著起来ꎮ 当然也

存在相反的情况ꎮ 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原理ꎬ并基于辩证法的视角对区域国别研究

体系的建构进行动态的考察ꎬ切不可有一劳永逸

的怠惰思维ꎮ

三、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统合

传统学科背景下ꎬ区域与国别研究是有其功

能方面要求的ꎬ但过于笼统与含混ꎬ不仅学术功

能不突出ꎬ其社会应用功能也较隐晦ꎮ 区域国别

学背景下ꎬ区域与国别研究要注重其多功能性的

释放ꎬ要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ꎬ要
确立合理的研究范式ꎮ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ꎬ有些人不无这

样的担心:区域国别学背景下ꎬ区域国别研究的

学术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ꎮ 其实ꎬ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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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的误区ꎬ是对区域国别研究属性的浅读ꎮ
首先ꎬ学术研究是一切学科立足和发展的基础和

动力ꎮ 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ꎬ任何一门学科

都是立不住脚的ꎬ也是走不远的ꎮ 区域国别学概

莫能外ꎮ 比如ꎬ１９５７ 年在美国成立的“非洲研究

会”(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是“一个对非洲

事务有兴趣的所有个人和机构开放的非营利性

组织ꎮ 其使命就是把对非洲持有学术和专业兴

趣的人团结在一起”ꎮ〔１４〕学术研究在美国的非洲

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ꎬ这是一个较受启发的案

例ꎻ而美国的非洲研究的新范式源于对非洲哲学

的讨论ꎬ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ꎮ ２００２ 年ꎬ波林
豪恩唐迪吉(Ｐａｕｌｉｎ Ｈｏｕｎｔｏｎｄｊｉ)的«非洲哲学:神
话与现实»(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再版ꎮ〔１５〕 阿比奥拉伊瑞勒(Ａｂｉｏｌａ Ｉｒｅｌｅ)为该

书出版撰写了新的导言ꎬ并抛出了非洲人的哲学

是否一定是“非洲哲学”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的命题ꎮ〔１６〕显而易见ꎬ这不是一个较易回答的常

识性或知识性问题ꎬ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术话

题ꎬ需要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对此进行溯源、考辩、论证和推理ꎮ
学术研究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认知和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ꎬ旨在追求真理和理论创新ꎻ
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在宽度和深度方面推动

学科发展的过程ꎮ 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并

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ꎬ而是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的关系ꎻ没有系统和深入的学术研究ꎬ
应用研究的问题意识缘何而来? 问题意识不是

凭空想象来的ꎬ而是源于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对

真理生成细节的叩问和思考ꎮ 当然ꎬ应用研究对

学术研究有反作用ꎮ 应用研究可以为学术研究

提供案例ꎻ没有应用研究ꎬ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

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ꎮ 因此ꎬ区域与国别研究应

该将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地统合起来ꎮ
首先ꎬ学术研究的时代意识ꎮ
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很早就有ꎮ 杨共乐

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区域研究不仅是我国

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ꎬ更是我国史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中国至少有 ２０００ 多年区域研究的历史ꎮ
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区域研究方

面的杰作ꎮ «大宛列传»列在«史记»中ꎬ是«史
记»整体中的一部分ꎬ但如果把它抽出来ꎬ也是一

部完整的区域研究作品:其内容涵盖区域内的国

家ꎬ涉及区域内的民俗风情、区域内各国的物产ꎬ
区域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ꎬ区域内国家

的人口结构与兵力状况ꎮ” 〔１７〕类似的证据不胜枚

举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区域与国别研究渐受重视ꎮ
“上个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中央决定在高校布局一

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ꎬ为高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

奠定了基础ꎮ” 〔１８〕 改革开放后ꎬ我国的区域与国

别研究迎来了一波发展高潮ꎬ一些高校或科研院

所纷纷建立了国别或区域研究中心ꎮ 上述事实

验明ꎬ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

史ꎬ并且在传统学科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ꎮ 尽管

如此ꎬ区域国别研究还是满足不了新时期学科发

展以及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ꎬ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区域与国别研

究存在一些弊端ꎬ如过分偏重学术ꎬ甚至出现“为
学术而学术”的现象ꎮ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学术研

究中时代意识的缺乏有关ꎮ 也许有人会对学术

研究中的时代意识提出质疑ꎬ甚至不屑一顾ꎮ 但

从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ꎬ任何一门

学科都不应与时代脱节ꎮ 对于学者个人而言ꎬ关
起门来搞所谓的纯学术研究无异于作茧自缚ꎮ
学术研究中的时代意识并不是“短视”或“浅薄”
的表现ꎬ而是由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

标所决定的ꎮ〔１９〕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ꎬ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

要工具ꎬ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ꎬ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
神品格、文明素质ꎬ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和国际竞争力ꎮ” 〔２０〕

学术研究仍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价值

取向之一ꎮ 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ꎬ其他层面或维

度的研究就会流于表层ꎬ也很难持续下去ꎬ即便

是应用研究ꎬ也需要学术研究思维的加持ꎮ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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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ꎬ如果没有时代意识的牵引和渗透ꎬ学术研究

就会变得封闭逼仄ꎬ甚至枯燥乏味ꎬ其价值就难

以得到自证ꎬ更不消说他证了ꎮ
其次ꎬ现状研究的历史思维ꎮ
当下兴起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把现状研究置

于一个显著位置ꎬ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ꎮ 这也是

这门新学科问世的一个重要背景ꎮ 传统学科背

景下ꎬ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分属不同的学科或不

同的专业ꎮ 比如国别史被纳入世界史范畴ꎬ现状

研究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ꎬ划归政治学ꎬ列在

法学门类中ꎮ 这样的学科分类是传统人文社会

科学和传统思维下的产物ꎬ有其合理性的一面ꎻ
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ꎬ比如学科界限泾渭分明ꎬ
很少发生交叉ꎮ 久而久之ꎬ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

就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ꎮ 更令人不安的是ꎬ
传统学科背景下ꎬ从事现状研究的要远远多于历

史研究的ꎮ 对于其中的原因ꎬ学界的认识较为一

致:一是现状问题更受关注ꎬ现状研究性价比高ꎻ
二是现状研究门槛较低ꎬ甚至没有门槛ꎮ 我们注

意到ꎬ从事现状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研究的ꎬ什么专业方向的都有ꎬ什么层次的人都

不乏见ꎮ 第一个原因是与公众的社会价值取向

有关ꎻ第二个原因也的确是事实ꎮ 比如在本硕两

个阶段或任一阶段ꎬ如果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

练的ꎬ那么博士阶段就很少有从事历史研究的ꎻ
但在本硕两个阶段或任一阶段ꎬ没有接受过国际

关系方向训练而攻读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博士

学位的却大有人在ꎮ 这种学科认识和人才培养

模式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从事国际关系或国际政

治研究的人越来越多ꎬ同质化研究的现象越来越

严重ꎬ炒作概念或对某一理论或原理进行建构、
解构、再建构、再解构ꎬ几乎成为一种学术研

究范式ꎬ甚至衍变成一种学术生态ꎮ
鉴于此ꎬ区域国别学背景下的区域与国别现

状研究就要形成自己的特色ꎮ 第一ꎬ要对现状研

究的功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ꎮ 在一些人看来ꎬ现
状研究就是为现实服务的ꎬ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

息与决策依据ꎬ这种认识显然是狭隘和不全面

的ꎮ 现状研究并不只是服务于现实需求ꎬ或者说

现状研究与现实需求之间并不机械地建立一一

对应的关系ꎮ 第二ꎬ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不可

分割的ꎮ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是建立

在其历史演进当中ꎬ过往的成功得失就是其前进

的基础ꎬ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ꎮ 第三ꎬ现状研究

也是有其门槛要求的ꎮ 所谓门槛低或没有门槛ꎬ
那是一些人的认识问题ꎬ当然也是学术评价缺乏

一个公信标准的问题ꎮ 第四ꎬ也是最重要的一

点ꎬ现状研究须有历史思维ꎮ 所谓历史思维ꎬ就
是把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置于一个历史维度下去

思考、观察和分析ꎬ不能从现状到现状ꎮ 就这一

点来说ꎬ区域国别学背景下的区域或国别现状研

究需要有意识地注入历史思维ꎬ要“发挥历史学

科从长时段把握时代特征的优势ꎬ把现实问题纳

入历史纵向发展的进程中进行整体考察ꎬ揭示现

实问题的本质及其所蕴涵的时代特点ꎬ研判问题

的走向ꎬ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ꎬ避免

研究碎片化ꎮ 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预测ꎬ需要见

微知著的洞察力ꎬ更需要宏观的历史见识和阅

历ꎮ 史学研究的积累可以为透视现实问题提供

长时段的历史洞见”ꎮ〔２１〕

再次ꎬ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智库导向ꎮ
传统学科背景下ꎬ区域与国别研究更多地属

于个人层面的事情ꎮ 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ꎬ多
半是出于个人的偏好ꎬ以致“为何研究”就不是

一个导向性的问题ꎮ 在区域国别学背景下ꎬ“为
何研究”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ꎮ 今后的学科设

置、研究方向的确立甚至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等

都要围绕“为何研究”这一主线来铺展ꎬ避免“无
用之学”的出现ꎮ 侯赛因库斯罗贾(Ｈｏｓｓｅｉｎ
Ｋｈｏｓｒｏｗｊａｈ)在谈到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兴

起时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不久的

区域研究的源头已有确凿的文献记载ꎮ 区域研

究的开启与美国政府的情报和军事动机深深地

纠缠在一起ꎬ这已不是秘密ꎮ 现在ꎬ这段历史得

到了参与创造区域研究的那些人的公开承认ꎬ并
且时而引以为傲ꎮ” 〔２２〕曾经担任林登约翰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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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乔治邦迪(Ｍｃ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ｎｄｙ)于 １９６４ 年写道:“这是学术史上一个不寻

常的事实ꎬ区域研究的首个重要的中心在战

略情报局(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今天ꎬ
这仍然是正确的ꎬ而且我希望这将一贯是正确

的ꎬ即拥有区域研究项目的大学与政府的情报收

集机构之间存在高度的依存关系ꎮ” 〔２３〕

诚然ꎬ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的背景和

动因与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大不相同ꎬ在研究

理念和目的方面也存在根本差异ꎬ但是ꎬ美国的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中的一些做法

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ꎬ比如区域与国别研

究要搞开放式研究ꎬ不能封闭在校园里ꎻ要与社

会需求结合起来ꎬ不排除某些“订单” 式研究ꎮ
这是区域国别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和优势所在ꎮ
正如刘鸿武教授所指出的ꎬ“区域国别学的学科

特征使其天然具有特色智库的功能ꎮ 可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ꎬ是实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全

球治理专业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路径之

一ꎮ” 〔２４〕为此ꎬ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关注对象国的

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重大或重要问题

的研究ꎬ因为这些领域的重大或重要问题引领着

所在国的政策决策导向ꎮ

四、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

研究方法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ꎬ它包括研究思路、研究线索、研究手段或研

究工具等内容ꎮ 由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知识

体系和认知路径ꎬ所以ꎬ不同的学科很可能就会

有不同的研究方法ꎮ〔２５〕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包容

性特点使得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机组合有其必

然性和合理性ꎮ
传统学科背景下ꎬ由于学科之间有着较为严

格的界限ꎬ因此ꎬ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方法通常

被打上了学科的印记ꎬ比如历史学方法、政治学

方法、社会学方法ꎮ 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后ꎬ其
研究方法自然受到学界的关注ꎮ 多学科或跨学

科研究、〔２６〕田野考查(在地研究)、母语研究(包

括当地方言)、定性与定量分析等ꎬ是当下学界提

及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时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ꎮ
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并不新鲜ꎬ在 ２０ 世纪八

九十年代就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ꎮ 但是必须承

认的是ꎬ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跨学科研究方法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ꎬ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ꎬ鲜
有落实在具体研究中ꎮ 既然这是一个科学研究

方法ꎬ也是学术创新的一种进路ꎬ为何没有付诸

实践? 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１)学科知识储备

不足ꎮ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ꎬ也是一个较为

普遍的现象ꎬ且与传统学科分类和传统教育模式

有关ꎮ (２)主观能动性不足ꎮ 一些人固守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ꎬ不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ꎬ对跨

学科研究方法不感兴趣ꎬ更不愿为此去作出新的

尝试和努力ꎮ 以文史交叉为例ꎬ常言道:文史不

分家或文史是一家ꎮ 蒋济永在«文学、历史、记忆

的话语基础与阐释路径»一文中写道:“新历史

主义让我们谈论历史时出现了两种历史观:一是

作为事实的历史和作为叙述的历史ꎮ 根据海

登怀特的观点ꎬ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历史ꎬ实
际上是叙述的历史ꎬ或历史话语的历史ꎬ事实的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是不可能重演的ꎬ但是ꎬ能
留存的历史就是被历史文献记载或叙述的历史ꎬ
作为过去历史事件的本事已经不存在了ꎮ 西方

模仿或再现文学理论认为ꎬ文学就是对社会生活

的模仿或再现ꎬ而社会生活是由社会众多个体及

其相互关联的历史事实构成的ꎬ文学是用语言去

模仿和再现它的ꎬ因此ꎬ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

的是它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和叙述ꎬ也即ꎬ文学描

绘和叙述的社会生活和事件已经不同于社会生

活的本身ꎮ 于是ꎬ历史与文学的共同话语基础ꎬ
就是描绘和叙述的生活(历史)ꎬ简言之ꎬ就是叙

述ꎮ” 〔２７〕这就是说ꎬ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文学ꎬ叙述

是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共同方式ꎮ 就此而论ꎬ它
们在描绘或再现过去的历史时是有某些共同语

言和共同进路的ꎮ 但在传统学科语境下ꎬ文史学

科的交叉是很少发生的ꎮ 这是因为ꎬ我们当中的

很多人往往有意无意地给自己贴一个身份标签:
—７０２—

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研究历史的ꎬ或是研究文学的ꎮ 于是乎ꎬ研究历

史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与研究文学的那些

人区隔开来ꎻ反之亦然ꎮ 这样一来ꎬ研究历史的

那些人ꎬ如果自己的文学功底不好ꎬ反倒成了一

种看似合理的解释ꎻ研究文学的那些人也会找到

类似的托辞———自己的历史知识的贫瘠并不是

一种缺陷ꎬ而是狭隘意义上的专业分工或广泛意

义上社会分工的一种必然ꎮ
多学科或跨学科并不是一句空话ꎬ也非学术

作秀ꎮ 首先ꎬ要具备相应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

研究规范ꎮ 有些人在行文中提及了一个政治学

概念或政治学原理ꎬ就自以为运用了政治学研究

方法ꎬ这显然是自欺欺人ꎮ 使用某学科的一些研

究方法或研究路径ꎬ并非借用或解析一个名词、
概念或原理那么简单ꎮ 其次ꎬ并不是所有的议题

都适合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ꎮ 有的议题可能只

有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ꎬ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或研究路径根本无用武之地ꎮ 再次ꎬ多学科参

与并不表明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地

位是平等的ꎬ而是有重点和辅助之分ꎮ 一般而

言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会舍近求远去捡拾其他

学科的研究方法ꎻ从事国际关系现状研究的人也

不会把历史研究方法置于首位ꎮ 最后ꎬ多学科或

跨学科研究方法并不一定就能得出确论ꎮ 如果

运用失当ꎬ反而会弄巧成拙、多走弯路ꎬ离研究的

本意就会越来越远ꎬ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似是而

非或不知所云的结论ꎮ 正确的做法是ꎬ既要立足

课题研究本身的实际需求ꎬ对症下药ꎻ又要根据

研究主体的条件ꎬ量力而行ꎬ不慕虚荣ꎬ力争做到

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机统合ꎮ〔２８〕

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或跨学科性不仅是由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多学科性或跨学科性所决定

的ꎬ也与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ꎬ更与时代进

步对学科发展的新要求不可分割ꎮ 因为“跨学科

涉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点ꎬ而这些元素往往

就是新的科学生长点和新的科学前沿ꎬ很有可能

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ꎬ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

化ꎬ有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科学问题、

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ꎮ〔２９〕

五、结束语

区域国别学诞生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以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

语境之下ꎬ这使得这一学科的学科价值、学科使

命、学科特色有别于传统相关学科ꎮ 何以体现该

学科的上述特色ꎬ这就需要学界从其研究基础、
研究体系、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有意

义的探讨ꎮ 这是本文立意的初衷ꎮ 确立基础学

科是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以及开展区域与国别研

究的首要一步ꎬ模糊不得ꎻ建构由学科、研究领域

和研究议题所组成的研究体系ꎬ是确保区域与国

别研究的全面性且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有效

之举ꎻ在研究范式上做到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

有机统合ꎬ是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

彰显区域与国别研究功能的必要前提ꎻ而多学科

研究方法的有机组合ꎬ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应有

之义和特色所在ꎮ 眼下学界以及更加广泛的社

会对这一学科抱有很高的期待ꎬ这是一个可以理

解的现象ꎮ 但是ꎬ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现

实是ꎬ国内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还十分薄

弱ꎬ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尚处在一个自发甚至被忽

视的状态ꎮ 所以ꎬ区域与国别研究一定要脚踏实

地ꎬ要“耐得住寂寞ꎬ坐得住冷板凳”ꎬ不急功近

利ꎬ不盲目追逐热点ꎬ少谈“主义”和理论ꎬ多作

一些具体而微的研究ꎮ〔３０〕 只有这样ꎬ区域与国别

研究才有可能行稳致远ꎬ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才有

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ꎬ并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体系的构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ꎮ

注释:
〔１〕汪诗明:«大洋洲研究的新进展、不足及未来展望»ꎬ«学

术界»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２〕陈晓律:«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几点浅见»ꎬ«苏州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３〕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ꎬ参见北京

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编委会编:«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 １ 辑ꎬ
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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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ꎬ何兆武、张文杰译ꎬ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５〕〔法〕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ꎬ高煜译ꎬ南京:译

林出版社ꎬ２０２２ 年ꎬ第 ３３ － ３４ 页ꎮ
〔６〕隽鸿飞:«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从‹德意志意识

形态›的一个注释谈起»ꎬ«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ꎮ
〔７〕杨共乐:«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ꎬ«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８〕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上)ꎬ廉运杰译ꎬ

北京:华夏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４５ 页ꎮ
〔９〕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ꎬ２０１９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ｅ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ｒｇ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９ꎻ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 / ｔｏｐｉｃｓ / ｅａｒｔｈ － ａｎｄ －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９.

〔１０〕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 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ꎬ
«大学与学科»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１１〕罗林:«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担当———从“大国之学”
到“大学之学”»ꎬ«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１２〕澳大利亚国家党成立于 １９１８ 年ꎬ原名乡村党ꎮ １９７２
年ꎬ该党在昆士兰州改称国家党ꎮ １９７５ 年在全国范围内更名国

家乡村党ꎮ １９８２ 年改称国家党ꎮ
〔１３〕汪诗明:«试析 １９９９ 年澳大利亚共和表决失败之原

因»ꎬ«世界历史»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ꎻ«对澳大利亚全民公决意义的

几点认识»ꎬ«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１４〕 〔１６〕 Ｅｄｗａｒｄ Ａ. Ａｌ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ｎ Ｆ.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０２ꎬ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ｐｐ. １１ꎬ１２.

〔１５〕Ｐａｕｌｉｎ Ｈｏｕｎｔｏｎｄｊ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２.

〔１７〕杨共乐:«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新体系»ꎬ
«史学集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１８〕罗林:«着力构建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区域国别研

究»ꎬ中国社会科学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ｇｊｇｘｘ / ｇｊ＿ｂｗｓｆ / ２０２２１
１ / ｔ２０２２１１０９＿５５６２７７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ꎮ

〔１９〕汪诗明:«国别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识谱系、区域视角

与时代意识»ꎬ«史学集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２０〕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新华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８ / ｃ ＿ １１１８８９１１２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２ －１０ －１９ꎮ

〔２１〕梁占军:«构建区域国别学ꎬ世界现代史大有可为»ꎬ
«史学集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２２〕Ｈｏｓｓｅｉｎ Ｋｈｏｓｒｏｗｊａｈꎬ“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Ａｒａｂ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Ｓｕｍｍｅｒ /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１ꎬ
Ｖｏｌ. ３３ꎬＮｏ. ３ / ４ꎬｐ. １３４.

〔２３〕Ｂ. Ｃｕｍｉｎｇｓꎬ Ｐａｒａｌｌａｘ Ｖｉｓｉｏｎｓ: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Ｄｕｒｈａｍꎬ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７３.

〔２４〕刘鸿武:«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与推进路

径»ꎬ«大学与学科»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２５〕这里使用了“很可能”而非“一定”的表述ꎮ 这是因为ꎬ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ꎬ并没有专属于某个学科的研究方法ꎮ 所

谓的某某学科研究方法ꎬ无非是下面两种情况:一是某某学科最

早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ꎬ久而久之就被赋予了某某学科的属性ꎻ
二是某某学科比较多地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ꎬ而且使用的效果

比较好ꎬ给人的感觉就是某某学科的研究方法ꎮ
〔２６〕有学者认为:“如果把单一学科比作苹果(一种水果)ꎬ

那么多学科就是水果沙拉(多种水果)ꎬ仅仅是不同种类水果的

‘大杂烩’ꎬ但不同种类水果间并未融合或交叉ꎻ跨学科将不同种

类的水果相互融合加工成为冰沙ꎻ超学科则更进一步ꎬ将多个学

科融合得更为彻底ꎬ制作成由多种水果混合而成的冰淇淋ꎮ”参

见步一、陈洪侃、许家伟、王延飞:«跨学科研究的范式解析:理解

情报学术中的“范式”»ꎬ«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２７〕蒋济永、蒋必成:«文学、历史、记忆的话语基础与阐释

路径»ꎬ«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２８〕冯绍雷等:«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

创新»ꎬ«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２９〕步一、陈洪侃、许家伟、王延飞:«跨学科研究的范式解析:

理解情报学术中的“范式”»ꎬ«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２ 年第３ 期ꎮ
〔３０〕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

旦教授访谈»ꎬ«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ꎻ任晓:«今天我们如

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ꎬ«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责任编辑:陶婷婷〕

—９０２—

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