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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成不了“学”的,观点很鲜明。另一种看法是,既然现在新的学科目录中使用了“区域国别

学”这个名称,我们用用也无妨。那么,如何看待“区域国别学”这个名称呢? 我认为有非学术

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或者说有政府部门这个因素在里面起作用。为了使政府部门能够认可

它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中新的一级学科,于是有关单位想出了“区域国别学”这个名字,以便听起

来更像一门学科。因此,可以说是有一种非学术的因素存在的。

第三个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形塑。社会科学理论的形塑与区域国别研

究的开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对象国语言的基础、田野调查和对于

一手材料的运用,这种研究要开展得好,不能没有学术意识而变成简单纯粹的描述。理论研究

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传统意义上具有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

究强调对机制、理论的概括和提炼,但理论的概括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不

仅能够为理论建构提供鲜活素材,还能为理论的修正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对照。由地域性的区

域国别研究得来的知识在比较、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样如此。对国际事务进行规律性总结,强调共性。区域国别研究对

某一国别或者区域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强调个性。我们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过去

的经验表明,有益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往往是从微观的案例研究入手。研究者在对

特定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探索规律和机制,然后通过扩大

研究范围不断对既有规律加以补充和修正,最终提炼出宏观深邃的社会科学理论。区域国别

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探究不是两相孤立、相互排斥的研究领域。恰恰相反,二者天然之间存在

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提供鲜活的素材和来源;

另一方面,理论能够激发和启迪研究者提出问题。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修正社会科学理论的重

要参照。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观照实践,它可能高屋建瓴,但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同样在国际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研究不能空对空,而应该放到区

域国别研究的现实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只有这样,理论研究才是具

有生机和活力的。

作者单位:任晓,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上海市,200433)

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与华侨华人研究

吴小安

  我简单讲六点。

第一,南京大学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把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结合起来讨论,我觉

得很有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而言,应该回答为什么国际关系学对于区域国别学

非常重要这一根本性问题。前面裘援平主任以亲身实践的经历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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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从学科、学理和学术史等层面,继续深入阐明论证两者的关联度以

及重要性,特别是对如何关联,如何进行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这些实际操作层面继续进行论

证,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区域国别学是跨学科、交叉学科属性的。问题是,在中国跨学科的意识或者共识,还

远远不够。我们在讨论跨学科的时候,经常是自话自说的,总是把学术的、学科的、专业的讨

论,不幸地异化为个人的、朴素的和宣传式的;加之部门利益的板块化,这种明显的差距、割裂

与分离让我们今天讨论跨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富有挑战性。对此,我们需要

保持清醒的意识与高度的警觉。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跨学科,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相结合

的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学科,是这样的一个大跨度的交叉融合的学

科。这个学科在中国目前兴起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是毕竟才几十年的历史。与国际学界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可以说仍然是

很落后的。讨论区域国别学时,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学界学科发展的历史、学科交叉融合的现

实,需要保持清醒。
第三,中国的学科设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回避、也无法回避;另

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的学科设置与学理意义上理论或者范式的专业学术搅和在一起。
在此意义上,中国学界如果没有立足于严肃认真地回应国家区域国别学的战略需求与殷切期

望,我们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这是因为国家需要我们学界从学理上阐明、从专业上回答、以
成果上回应这些国家关切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区域国别学讨论需要认真警示的一个重要

问题。
第四,在上述重要前提下,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研究出台的大背景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

目前所有对外的认识或者知识储备远远回答不了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需求。这是什么意思

呢? 中国现代化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进行了近200年的历程,为什么当下需要提出中国式

现代化呢? 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调高质量、创新

的、内涵式的发展,特别是明确指出了我们将走的是什么发展道路的方向问题,即中国式现代

化的根本问题。这个大判断与下面我将要讨论的区域国别学几个重要结合点,应该是密切关

联、不可分离的。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区域国别学,核心在哪里呢? 我认为,在于创新性。长期以来,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对外界的认识大部分是基于对海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翻译介绍与引进,很
多认识不具有自己的学术原创性。对于这个基本认知前提,我们需要把握好。但是现在不一

样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我们是走出去的,中国走出去、中国人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

去;外国要认识中国,不只是了解中国;是和世界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不只是自己或者自己这个

国家和中国双向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这个背景下看待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对外学术话语权,
以及中国的话语体系应该怎样与国际学界交流对话、怎样引领着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

大的、根本性问题。
第五,关于全球中国或者全球华人。先看全球中国。无论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一个大框

架是,区域国别学之所以在中国变得迫切、变得重要,是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全球中国的发展、全球南方的发展;是全球中国的叙事、全球南方的

叙事;是全球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叙事,如何在当下的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中国学术话语体

系建构中,得到学理性的与比较性的深层研究、审视和启迪,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文明与世

界历史的发展。无论怎么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全球中国的发展是变强的,全球南方的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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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强的,“一带一路”是变强的,亚太是变强的,全球华人更是全世界遍布的。比较而言,还有一

个重要关联点是,不只是变强的问题,还有变弱的问题;上述一些地区变强的背后是有些国家

和地区变弱了,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学界应该怎样冷静地、深入

地、系统性地、严谨地来研判它,而不是口语化的、新闻报道式的以及政策对策式的那样碎片化

的东西,这对于中国区域国别学非常关键。
裘援平主任前面指出了一个很重要问题。我们很早就有外国语人才,问题是,靠外国语人

才支撑中国外交体系的、安全体系的、国际问题的研究队伍,长期以来一直都存在,为什么直至

最近我们国家才提出区域国别学? 这是因为,这些队伍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需要

在学科设置方面大力加强,需要在学科训练方面大幅提升。加强与提升的层面至少有二:其一

是要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其二是要有学科的训练与基础。以前,我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的训练

首先主要是技术性或技能性的训练,然后是实践性的学习提升,或者是强调国际通用语和地区

大国研究,忽视非通用语和中小国家地区研究。
再看全球华人。全球中国或者全球华人的关系,在当下已经远远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从华

侨华人与辛亥革命,从华侨华人与救亡图存,从华侨华人与社会主义新中国,从华侨华人与改

革开放,然后到今天讲的全球华人与全球中国,是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这个

结合是质的结合,是在新的世纪交汇点的历史性结合。我们看待全球华人或者全球中国,以及

区域国别学,不仅要把握时代的战略交汇点,而且要上升到创新的、内涵式发展高度来认识。
中国长足发展了,但中国如何引领世界,如何内涵式发展与内涵式引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发展不只是物质的、技术的进步,要能够有可持续性,是吸引力与引领性,是让人家信服你,心
里佩服你,接受你。这是很关键的。

第六,我想谈谈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RIGCAS)的学术定位。RIGCAS
是华侨大学面向未来、重点建设的科研实体机构;学术定位是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强调

一个结合、两个关联的辩证统一。什么是一个结合? 顾名思义,就是华侨华人研究与区域国别

研究相结合。什么叫两个关联? 其一,如果是做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关联区域国别的大框

架、大背景。其二,如果是做区域国别研究,一定要关联华侨华人这个专门主题。所以,

RIGCAS不是临时招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视之后设立的实体研究院。我们研究院的中文名

字为“华人华侨区域国别研究院”,英文名字则为“theResearchInstituteofGlobalChineseand
AreaStudies”(RIGCAS),我们之所以选择“GlobalChinese”(全球华侨)替代中文“华侨华人”
一词,其特别用心正在于此。我们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依托华侨华人资料中心、《华侨华人文

献学刊》、四端文物馆以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等专业平台版块,

RIGCAS拥有六个研究方向群的学术支撑。第一是全球中国与华侨华人,第二是中华文明与

华侨华人,第三是亚太区域与华侨华人,第四是印度洋区域与华侨华人,第五是比较移民与华

侨华人,第六是侨乡文化与华侨华人。所以,RIGCAS旨在突破目前华侨华人的研究瓶颈,旨
在突破区域国别空泛的、缺乏专门主题的东西。我们重点发展前三个研究方向群,培育涵养后

三个研究方向群,实现错位发展。RIGCAS是一个以华侨华人为专门切入点的、着眼于中长

期研究同时兼具智库功能的、富有特色的区域国别实体研究院。

作者单位:吴小安,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福建省厦门市,3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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