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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克斯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探索

李　滨

　　 【内容提要】　罗伯特·Ｗ考克斯是西方近几十年最著名的马克
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 （尽管他本人不愿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历

史唯物主义角度建构的历史结构分析框架是近三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国

际政治经济学最具创新的理论框架，影响了一批国际关系的年轻学者。

他的理论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先河，在其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他

始终在探索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因，倡导文明互鉴共存，相互促进，追求

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本文悼念考克斯逝世，回顾了他一生的成长经

历，以及他的学术思想与他的经历的相关性。

【关键词】　罗伯特·Ｗ考克斯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批判理论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国际关系学界著名的学者罗伯特·Ｗ考克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Ｃｏｘ，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８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逝世。虽然这位近几十
年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去世没有在学界引起关注，但是，他那最

具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将是永远留在学界的一份宝贵思想

财富。作为一个多年研究和关注他思想的中国学者，笔者特以此文来纪念这位国

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巨擘。

罗伯特·Ｗ考克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他被列入西方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５０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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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思想家之一①，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所谓 “七贤人”之一，是国际政治

经济学 “英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②，也被视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首要开

创者之一③。考克斯多年来一直处于批判理论的前沿，并且在学术上影响了越来

越多的学者，这些学者形成了 “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学派；而且由于考

克斯在批判理论上的开创性研究④，使得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了一个不同

于占主流地位的，尤其是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替代理论。⑤

由于考克斯的理论与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太重，作为国际关系主流的美

国学界一些人对他评价不高，也不熟悉。可以说，他整体上在美国影响不大。尽

管如此，考克斯的影响依旧不容低估，他的学术思想 “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科上

留下了印记，而且在产业关系、社会与政治思想、政治经济学以及文明研究上都

留下了印记”。他的历史主义方法给 “许多学者以启示，特别是年轻学者，并且

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 （国际研究学者）的研究议题”⑥。即使考克斯在美国受到

主流学者一定的排斥，但在美国近三十年来出现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还是可以看

到考克斯理论的影子。比如，亚历山大·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的建构理论
中可以见到考克斯一些思想的影响，如 “解决问题的理论”与 “批判理论”的

划分，“理论总是为某些人服务和服务于某些目的”的思想。⑦ 但在欧洲以及加

拿大，考克斯拥有大量的拥趸，影响了一大批批判学者。可以说，在国际关系学

界谈到批判理论，必然要谈到考克斯，把他视为开拓了国际关系研究视野，开创

不同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致力于改造与解放旨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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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ＭＳｃｏｔｔＳｏｌｏｍｏｎ，ＦｉｆｔｙＫｅｙＴｈｉｎｋｅｒ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

在本杰明·Ｊ科恩 （ＢｅｎｊｕｎｔｉｎＪＬｏｈｅｎ）所著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中，考克斯被

认为是英国学派中仅次于苏珊·斯特兰奇的二号代表人物，见本杰明·Ｊ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
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１３、９２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ｙｎｎｅＲｉｅｎｎ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１，
ｐ２

主要是指他在 《千禧年》发表的两篇论文：１９８１年的 《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和１９８３年 《葛

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

Ｍａｒｔｉｎ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ＭＳｃｏｔｔＳｏｌｏｍｏｎ，ＦｉｆｔｙＫｅｙＴｈｉｎｋｅｒ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１６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ｉｌｌ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Ｍｉｔｔｅｌｍａｎ，ｅ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ｘｖｉｉ－ｘｖｉｉｉ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１０在温特早期的作品中，如在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一文中，温
特就引用了考克斯的生产国际化和国家的国际化的思想，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８，ｎｏ２，１９９４，ｐ３９３。



驱。随着全球化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不断出现，特别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考克斯的思想和理论在欧洲和加拿大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重视。２０１４年，国际研究学会 （ＩＳＡ）授予考克斯理论领域杰出贡献奖。

一　考克斯的早期成长阶段

每一个学者的世界观与其个人经历、学习有着密切的关联。考察考克斯的理

论与思想形成必须要了解其个人的成长环境与学习历程。

考克斯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８日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一个保守而相
对富裕的英国后裔家庭。其父亲家庭是来自英国的移民，母亲家庭是来自北爱尔

兰的移民。但父母都是新教徒。在考克斯青少年时代，他的家庭与他生活的蒙特

利尔都经历着重大的变故。

作为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在１９２６年获得外交独立权，１９３１年获得议会主
权 （但没有修宪权）。在这一过程中，加拿大也在逐步脱离对英国的依赖，向着

与美国加强政治经济依赖的方向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加拿大内部存在着亲英的

保守势力与倾向美国的自由势力的矛盾。另外，加拿大在这一走向独立的进程

中，内部的英裔人口与法裔人口为其在独立政治实体中种族的独特性和地位产生

着冲突。

魁北克省是一个多元移民聚集地，宗教信仰与政治倾向多元，而且在此时处

于经济与政治的变革期，更是加拿大社会矛盾的集中地。魁北克是法裔族群占人

口最多省份，大部分说法语的加拿大人都居住此地，使之成为美洲最大的法语族

裔人口聚集地。英裔人口在魁北克处于主导地位，法裔人口在争取自治 （甚至

是独立）的运动，而且由于种族的问题，这里的宗教也呈现着复杂性。新教人

口与天主教人口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另外，此时的加拿大正处于经济格局的转化

期，从过去的东西贸易格局 （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向南北贸易格局 （与美国

加强贸易联系）过渡。作为过去东西贸易金融中心的蒙特利尔，此时正处于被

渥太华取代的过程中。因此，种族、宗教与经济矛盾，使得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

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

在考克斯的青少年时代整个世界处于大萧条、大动荡与大转型期。从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短暂繁荣到大萧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转

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世界影响……这一切都影响着加拿

大及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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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世界、国家和城市变故的复杂环境中，考克斯成长起来。在考克

斯成长中首先产生影响的是他的家庭。考克斯的父亲是一个保守党人士，是蒙特

利尔金融街———圣·詹母斯街上一家金融公司的会计。在考克斯 １３岁 （１９３９
年）之前，他父亲的事业比较顺利，这使考克斯家庭从蒙特利尔中下层居住区

搬到了上层居住区，也使考克斯在私立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甚至在周末校外

艺术教育中，考克斯还上过一个由中国人民熟悉的白求恩大夫资助的艺术班。但

１９３９年他父亲由于工作不当，造成公司损失，虽然试图借债弥补，但无济于事。
这不仅导致其父亲失业，而且使其再不能获得有以前收入水平的职位，整个家庭

的经济状况由此急剧变化。恶化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仅使考克斯家庭不能再像过去

那样住在上层居住区，也使考克斯不能像过去那样享受私立学校的良好教育和各

种校外的艺术教育。而且，由于父亲的失业与负债，父母关系也由此变坏，父亲

为了工作远走渥太华，在加拿大战时价格与贸易委员会工作。虽然父母没有离

婚，但两人处于考克斯所说的家庭 “种族隔离”状态。考克斯父亲虽然在经济

上给考克斯少年生活带来了变故，但在知识层面却给考克斯带来不少教益。

考克斯从父亲家庭系列继承的是知识带来的社会尊重以及后来家道没落的经

济窘困。因为考克斯的祖父家庭与他父亲都有这样的经历。考克斯的祖父曾是一

位大学老师，后来进入法律界，成为一个较为成功的律师。由于疾病中年去世，

去世时给家庭留下了一笔让家人可以体面生活的财产。但由于遗嘱执行者的错误

决定，使家庭财产不久 “挥发”了。只是由于祖母家庭显赫以及遗嘱执行者的

帮助，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考克斯的父亲后来上了费用较少的皇家军事学院，

毕业经过辗转到了蒙特利尔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他父亲颇具文学才能，发表过诗

作，家中藏书颇多。祖父与父亲在知识方面让考克斯受益良多，少年时他就接触

到许多重要的书籍，培养了考克斯的知识兴趣。

考克斯母亲虽然来自一个北爱尔兰移民家庭，但也是一位保守的新教徒，而

且是一位对家庭颇具进取心的女性：希望家庭进一步富足，子女受到良好的教

育。正是在他母亲的倡议下，考克斯进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考克斯

母亲的家境优越，他的外祖父是蒙特利尔银行的部门经理。母亲有１１个兄弟姐
妹，这个家庭成员之间有较强的凝聚力与忠诚感。家里的亲戚之间走动与联系比

较频繁。这种凝聚与忠诚在面对文化上的他者时也表现出一种团结性。所以，这

个保守家庭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考克斯母亲的两个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

于法国战场。因此，考克斯曾说，他从母亲家族继承的是适度的物质性追求和爱

国主义 （他母亲家族对英帝国事业忠诚，而考克斯是追求加拿大成为一个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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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美国的独立国家）。正是母亲家族的这种价值观，在其父亲失业之后，考克斯

父母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次，考克斯听到其母亲与她妹妹谈话中对其父亲的暗

讽，再加上后来母亲对父亲态度，使考克斯对父亲带有一种同情，使他不愿参与

“对一个从社会流行的标准来看是不成功的人的排斥”①。可能正是如此，考克斯

后来对自由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

家道中落后的考克斯感到了家庭社会地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宗教的

教区活动中，也反映在职业生活中。考克斯个人也由于家庭经济问题只能转到公

立学校接受中学教育，并且在课余时间和假期还要做零工，补贴家用。中学毕业

后，考克斯１９４１年进入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著名高等学府———麦吉尔大学
（ＭｃＧ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但上大学的决定因素是他获得了奖学金，否则，他的家庭
是无法承担他的大学学费的。最初考克斯希望大学毕业后从政，但是他的家庭经

济状况不容许他学习法律。他入学时学的商科，后来可能是由于学习兴趣，他转

向了历史。

在大学期间，考克斯广泛接触社会。一是由于经济原因需要他假期打工，使

得其接触到农村、工厂。二是由于他参与政治活动接触到加拿大政治。

接触农村是在１９３９年，当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青年人应征入
武，秋收缺乏人手，政府征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帮助秋收。考克斯在这一过程中被

安排到萨斯喀彻温省参加秋收。按要求一个农场配备一个卡车司机，但是由于司

机不够，他与两个同学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却一同被指定做卡车司机。考克

斯从中开始了解了计划过程的官僚思维。②

接触工厂是在暑假到工厂打工。考克斯到蒙特利尔北部一个工厂做装配工。

几个假期的工作使他了解了不同于他熟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人，

而且了解了工厂中阶级斗争一些情况。如工厂在按工人工作进度设定工作量时，

考克斯所在的工组领导通过把所有工人安排到不熟悉的工序中来降低产量，从而

保证大家不需要以最大限度工作但却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在工厂工作中，考克斯

通过一个比他稍大的女工还接触到蒙特利尔的共产党人。通过这个女工，考克斯

可能当时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还参加过当地共产党人的私下学习。大概

是考克斯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自由倾向，不久他被告知不要参加这些会议了。

蒙特利尔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考克斯的政治启蒙很早。他１０岁时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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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识。因为当年保守党人莫莱斯·杜普莱西斯 （ＭａｕｒｉｃｅＤｕｐｌｅｓｓｉｓ）联合自

由党中一个派别组成的政党——— “民族联盟”在魁北克省级选举中击败了长期

执政的自由党。这一选举结果使得只有１０岁的考克斯感受到了周围成年人对不

确定的未来的焦虑不安。

作为法裔人口的大省，魁北克自加拿大独立以后就开始了法裔人口的自治运

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保守的英裔人口对法裔人口 （和天主教徒）都具有一个

自以为是的、颇为自得的优越感。英裔人口与法裔人口很少交往。而且法裔人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征兵问题与英裔人口存在着矛盾。这使得少年考克斯出于

好奇希望了解这些法裔人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蒙特利尔的法裔加拿大人在

政治动员上比英裔加拿大人搞得有声有色，经常在广场进行演讲。少年考克斯经

常混在人群中听一些法裔加拿大政治人物的广场讲演。这是当地英裔人口中很少

出现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考克斯逐步地增加了对法裔人口为什么要保持民族

身份的了解，对法裔加拿大人被压制的地位开始抱有同情。在爱德蒙·伯克的思

想影响下，他逐步认为，法裔人口是一个具有务实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保守主

义，即他们的政治意识专注于社会连带关系和在一个敌对环境下民族的生存。①

上大学后，魁北克的民族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征兵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法裔人口的民族主义也由此高涨。考克斯在阅读当地著名法文报纸 《责任报》

（ＬｅＤｅｖｏｉｒ）时，发现了一个支持魁北克民族主义运动的英裔历史学教授戈登·

罗思尼 （ＧｏｌｄｅｎＲｏｔｈｎｅｙ），两人由于政治倾向相同在后来成了长期朋友。在当

时，罗思尼是法裔民族主义政党 “民众集团”（Ｂｌｏｃ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支持者。在他的

引见下，考克斯结识当时魁北克 “民众集团”的领导安德烈·洛朗多 （Ａｎｄｒｅ

Ｌａｕｒｅｎｄｅａｕ）。由此，考克斯介入了当地的政治。他为罗思尼和洛朗多竞选助力，

为两人准备英文演讲稿，向当地的英裔人口介绍 “民众集团”的政治主张。洛

朗多反对英美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观以及法裔人口在保持文化独立性基础

上与英裔人口共处多元文化观，都给后来考克斯的思想留下了重大印记。可以

说，考克斯后来的一些思想最初都受到当时魁北克法裔民族主义中左翼派别———

“民众集团”的影响，如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秩序、反对政治文化上的帝国主

义、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 ［他称为极端自由主义 （Ｈｙｐ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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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加拿大魁北克以外地区还有一支英裔人口的社会民主力量——— “合

作共同体联盟”（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但英裔人口中这支社会
民主力量与法裔魁北克的社会民主一直没有团结起来。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但是两者都受到不同的文化改造。“民众集团”受到了欧洲和天

主教文化的改造，“合作共同体联盟”受到英国劳工运动、美国进步运动、新教

社会信条的改造。因此，双方互不理解，没有交集。这也对考克斯后来强调多种

文明相互尊重与理解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考克斯青少年时代，对他的世界观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阅读。从

中学到大学时代，考克斯阅读不少重要的政治、历史、文学作品，其中一些对他的

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有上面提到的伯克作品，其他还有ＥＨ卡尔（Ｅ
ＨＣａｒｒ）、乔治·索列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Ｓｏｒｅｌ）、ＲＧ柯林伍德 （ＲＧ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
Ｎ马基雅维里 （Ｎ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Ｏ斯宾格勒 （ＯＳｐｅｎｇｌｅｒ）、陀思妥耶夫斯基
（Ｄｏｓｔｏｙｅｖｓｋｙ）的作品。

从伯克那里，如上所言，考克斯接受了一种社会连带主义。但这种社会连带

主义已经没有了保守主义的等级成分，考克斯把它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认为社会

连带是由个人之间相互的义务而形成的社会纽带，而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由个人

利益形成的社会契约。

青年考克斯几乎读过卡尔的所有作品。卡尔的思想是他最大的思想启蒙。从

卡尔那里，考克斯接受了反对自由主义绝对理想化的政治现实主义 （《２０年危
机：１９１９—１９３９》），形成了一种与历史相互结合的现实主义观。从卡尔的 《民

族主义以及以后》中，他知悉了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之间经济、文化、意识形态、
社会因素与政治结合对结构变化的影响；认识到个人、国家和世界是联系的，研

究世界不能把各个分析层次孤立起来，具体事件或运动的产生有着更深刻的社会

背景。正是这种多层次的结构分析观，使考克斯工作后阅读了费尔南·布罗代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Ｂｒａｕｄｅｌ）和一些法国年鉴学派 （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ｅｓｓｃｈｏｏｌ）作品。布罗代尔的
不同结构时长的思想，如事件时间 （ｅｖｅｎｔｔｉｍｅ）、变革时间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ｔｉｍｅ）
和最基础结构长时段等观点，对他后来认识世界、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结构的变化

影响很大。而且，由于卡尔这个 “红色教授” （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色

彩，考克斯从他那里，接触到俄国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以及卡尔·

马克思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尼古拉·布哈林 （ＮｉｋｏｌａｉＢｕｋｈａｒｉｎ）等人的思想、布尔什
维克革命、历史发展的多元因素论。

考克斯的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另一个源头大概是马基雅维里。在大学时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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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读过一本 《马基雅维里主义者》（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ｓ）。从这本书中，考克斯
从作者那里知道了权力的内在机理和国家之谜，“以简单的 ‘民治’意义的民主

在社会学上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了解所有大的组织，包括国家在内，都是由精

英统治的。为了使臣民和被压迫者要保持一定的首创性，重要的是人民要知道这

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考克斯认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是 “自由

的保卫者”①。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马克思对马基雅维里的评价：“已经用人

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

自然规律。”②

索列尔作品也是青年考克斯阅读最多的作品。从索列尔那里，考克斯了解社

会心理与社会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接受了

索列尔关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发展是不可预测的，意识具有重大的反作

用的观点。用考克斯的话说，“没有激情什么都无法实现”③。这是考克斯在接触

安东尼奥·葛兰西 （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著作之前，最早阅读到关于主观能动性在
社会和历史发展中可以发挥促进作用的作品。可以说，正是索列尔的铺垫，才导

致后来考克斯接受了葛兰西许多思想，也是考克斯后来批判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

经济决定主义的观点。但在当时，索列尔的作品唤起了他对人类事务研究上的实

证主义和伪科学的怀疑。由于索列尔的社会民主党渊源，考克斯也接触到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主义。索列尔的结构主义后来无疑也对考克斯的 “历史结构”有着

重要影响。

从阅读柯林伍德的作品中，考克斯学会了如何学习历史。学习历史就是理解

历史，不是从过去收集数据，也不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线性式的、通往某种终结目

标的机械过程，而是要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特征以及它的产生环境，理

解这种社会心理是如何引导人们行为的。用考克斯的话说，“思想是一种理解各

种物质、文化和意识形态共同影响塑造历史的切入点”④。这种观点与索列尔的

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很相似，但这种对思想的强调并不是一种唯心主

义的把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是思想的产物，有点类似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谈的由社会

环境产生的主观思想。柯林伍德与索列尔这种强调社会结构中的主观因素都对考

克斯后来接受葛兰西的主观革命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柯林伍德的著作也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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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考克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后去读 ＧＢ维科 （ＧＢＶｉｃｏ）的重要原因。从维
科那里，考克斯确认了存在着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历史主义方法。

另一本对青年考克斯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是斯宾格勒的 《西方的衰落》

（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在这一本书中，吸引考克斯的不是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进
入最后阶段的悲观主义，而是斯宾格勒在书中展示出来的 “文化的所有方面的

相互联系、数学与建筑的联系性、政治与性的联系性”①。这种普遍联系的观点

与上述卡尔、索列尔、柯林伍德谈到的整体的社会观都有一定的联系。

虽然考克斯从没有提到他在青年时代专门阅读过马克思的书，但其从卡尔、

索列尔那里无疑是接触到某种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这种注重主观能动作用的历史

唯物主义与 “机械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一定的区别。这对考克斯后来从

有机的而非机械的观点认识世界秩序并谋求改造是最早的启示。

可以说，考克斯青少年时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有关历史变革及其背后的

原因，什么是结构变革的施动者，施动者的思想状态及其产生的结构背景之类的

著述对他影响很大。这也是时代在他心里的反映。另外，作为家庭背景和民族社

区的 “异类”，他也特别爱读一些描写孤独者的作品，比如考克斯认为，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 《白痴》中 “梅什金王子”是孤独者的偶像。

二　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

１９４７年考克斯从麦吉尔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当低级公

务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国际劳工组织逃避战乱而迁到加拿大，正好 “借

宿”在麦吉尔大学。由于考克斯具有英法双语优势，成绩优异，在大学期间是

政治活跃分子，并且曾经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打工，加之其他一些社会关系，这

是他被国际劳工组织招募的优势条件。

战后随着这一组织迁回日内瓦，考克斯１９４８年也到了日内瓦，并在这一组
织中总共工作了大约２５年。考克斯当时之所以愿意到欧洲工作，主要出于两个
原因：一是想从被边缘化的环境中找到一个解脱的机会。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已经

与当时加拿大英裔社会环境所接受的一切格格不入，因为他同情魁北克法裔人口

的民族主义运动；二是因为他具有两种文化背景和了解两种不同文化是怎样看待

世界的经历，他认为这对在联合国体系 （ＩＬＯ战后属于联合国体系）内工作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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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在国际劳工组织中考克斯先是在行政办公室做低级公务员，处理与其他国际

组织的关系。他的直接上司是克拉伦斯·詹克斯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ＷＪｅｎｋｓ）。他当时是
国际劳工组织的法律顾问，在行政办公室负责国际交流，后来成为国际劳工组织

的总干事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年）。此人在战后国际劳工组织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詹克斯把他的世界观带入了国际劳工组织，这是一种全球主义观，即通过一个扩

大的国际法网络把各国的独特性融入不断发展的全球治理体制中。① 在詹克斯手

下工作，考克斯感到詹克斯对其追求的事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认为他的政

策是正确的，是为了改进人类社会，但他不知道理解其他人的思想 （尊重他

人）。詹克斯这种绝对理想主义的世界观 （ＥＨ卡尔所描述的 “乌托邦主义

者”），很快就使起先崇拜他的考克斯不适应，因为他要求他的手下绝对忠诚于

他的事业，而考克斯持一种来自卡尔的务实与相对主义的世界观。虽然詹克斯在

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有许多崇拜者，无疑也是一个魅力性的政治人

物，但考克斯与他相处并不轻松。正是在詹克斯手下工作，也使考克斯最初看到

了一些国际组织官员所具有的普遍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思维。
在日内瓦生活过程中，考克斯也见证了日内瓦 （甚至整个瑞士）对外国人

的等级式对待。日内瓦有两类外国人，一类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国

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雇员；另一类是处于弱势的外国人，他们是在工作许可中有

许多限制的外来者。但两者都处在瑞士的控制监视之下。后者从事一些有钱人不

愿从事的工作，如果必要时，这些人不能待在瑞士。在日内瓦生活，考克斯还发

现一种现象：一些民族喜欢与本民族的人聚集在一起。美国人一般是通过正式的

社交场合聚集，法国人通过非正式的网络联系，而加拿大人则不喜欢聚集起来。

考克斯曾经想把当地居住的加拿大组织起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失败了。考克斯猜

测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加拿大人之间存在着领导权竞争，也可能是人们不感兴趣，

也恐怕是加拿大人在文化上是向外看而非向内看的。当地的加拿大人往往习惯同

外国人交朋友。从这一经历中，考克斯比他在魁北克发现了更大的民族差异性。

这与他后来提出的世界秩序以多元民族相互尊重为基础相关。

１９４８年国际劳工组织选举美国人戴维·莫尔斯 （ＤａｖｉｄＭｏｒｓｅ）为总干事。
这改变了过去欧洲人主导国际劳工组织的局面，这也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

体现。但是，莫尔斯作为罗斯福新政时代的美国官员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就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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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而夭折。莫尔斯上任积极配合美国把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转向具体的战后重建

工作。莫尔斯第一个工作是移民工作。他打算在移民问题上配合马歇尔的帮助欧

洲重建计划。这一计划设想是从 “劳动力过剩”的欧洲移民几百万人到北美、

南美和澳洲，这其中包括１５０万难民和无家可归者。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就是为
移民的遴选、运输、培训和安置制订计划并组织实施。但这一工作随着冷战的发

展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反对，美国担心移民过程中的共产主义渗透，而苏联要求难

民回到母国而不是移民他国。最后美国联合欧洲一些国家成立 “欧洲移民跨政

府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以便于美国的直接控制。这一工作的失败对一心与

美国对国际组织思维保持一致的莫尔斯是一个打击。莫尔斯原来希望按照美国对

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国际劳工组织以一种独立的面貌进行工作，体现一种普遍主

义。但这种设想在冷战中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后来类似的事件在莫尔斯任上发

生过多次，以致他主要与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斗争。在这一项计划中，考克斯作

为低级官员虽然没有参与多少，但此事和以后经常出现的国际劳工组织与美国的

矛盾使考克斯对国际劳工组织运作内在困境有了深入了解。

１９５２年正在考克斯对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工作感到无聊，准备回加拿大重
找工作时，莫尔斯决定把他纳入他个人的 “内阁”成为他的主要行政助理，使

他继续留在国际劳工组织。

成为莫尔斯个人 “亲信”后，考克斯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国际组织的首

脑，体会莫尔斯强烈的普遍性思维，体验国际劳工组织的运行。莫尔斯从没有把

其作用置于具体的政策领域，而是希望作为一个国际组织首脑以一个普遍性的角

色介入世界的所有冲突。在阿以冲突中，他的这种愿望表现最为突出。莫尔斯是

犹太人，虽然他对以色列抱有个人情感，但从不公开流露，并与埃及纳赛尔政府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希望作为国际组织首脑以一个普适性的立场来调解阿以冲

突。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考克斯跟随莫尔斯到访中东各国，也使他接触到中东

各国的国情和复杂的政治社会状况，了解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文明冲突，这使他观

察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明。

后来，考克斯跟随莫尔斯访问南亚各国，也使他认识到南亚各国不同的社会

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再后来考克斯担任国际劳工组织项目和规划处领导，以及

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内部的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这使他有机会访问更多的国家，

如拉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深入地了解一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与变化状况，工

会组织与发展状况，生产组织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使得考克斯后来在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上比只有书斋经历的学者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不仅看到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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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工人运动与政治发展状态，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原因，而

且体会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了一种多元的世界印象；同时，通过这

种世界性游历，考克斯也感到，国际劳工组织一些源于西方国家的 “一刀切”

普适主义的做法并不适应一些国家的国情。这使得从过去青年时代获得的相对主

义思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巩固。这对他后来思考世界秩序中普适主义与相对主

义的相互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劳工组织２５年的工作经历，使考克斯亲身体验了冷战中国际劳工
组织生存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以及这种政治斗争对国际组织所要体现的 “普遍

性原则”产生的破坏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１）美国对普遍性原
则的破坏。莫尔斯来自美国，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但他的国际组织普遍性思

维 （接纳苏联与东欧国家参与国际劳工组织活动）以及新政时代官员的特征，

使他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劳工运动中冷战强硬派的攻击，指责他 “对共产主义软

弱”，还受到美国国内商界的反动势力攻击，指责他是 “渐进的社会主义”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这使得在莫尔斯领导的国际劳工组织所要体现的普遍原
则经常受到掣肘。（２）西方国家集体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抵制形成的破坏作用。
作为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必须容纳苏联与东欧集团，但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由于

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能形成投票的多数，他们经常以排他性的、反共的

“三边主义” （国家、工会和资方共同参与）口号来排斥苏联与东欧国家。

（３）国际劳工组织内部的 “封建式”分封制官僚模式的冲击。在国际劳工组

织中各构成部门属于一个 “男爵式官僚领导”，形成了各个部门自己的独特

性，这对国际劳工组织要实现与维护计划的协调性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

一些主管领导来自不同的国家 （国际劳工组织主要在四大国———美英法苏），

更是造成工作的协调困难。①

但是，考克斯在国际劳工组织随着他 “不合规矩”的思维逐步地变成了

“另类”，又一次成为他生活环境中的 “异类”。１９６４年考克斯利用休假在日内
瓦大学研究生院教了一年书，其间写了一篇 “行政首脑：论国际政治组织的领

导权”的论文 （它后来发表在 《国际组织》１９６９年春季号上）。这一论文对国
际组织首脑在一个分裂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如何创新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步把国

际组织变成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治理机构，推动国际体系的整合进行了政治分析。

在论文中，考克斯提出了行政首脑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具备怎样的个性和政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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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如何在国际组织内部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公务员打交道，如何与各国打交

道……①这一论文可以说是考克斯作为高级国际公务员依据其在国际劳工组织经

历比照一些国际组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进行的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因为这一论

文的题目据考克斯说都来自马基雅维里 《君主论》。这篇论文立即在国际劳工组

织内闹得沸沸扬扬。因为在国际组织中存在着表面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篇论文也

触动了 “国际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原始神经”。国际劳工组织中的批评者 （主要是

来自西方国家阵营中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道德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民

粹主义者，批判他 “亵渎了圣地”，对他的人品表示出怀疑。由于他是总干事莫

尔斯的亲信，与莫尔斯有着大体相同的世界观，在 “老板”的庇护下，这一论

文并没有影响他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地位。此后，考克斯调入了由他创建的国际劳

工研究所，不久担任所长 （相当于助理总干事的职位）。并且莫尔斯给予这一研

究机构在研究上独立权，不受国际劳工组织已有的陈规观念束缚。

１９７１年考克斯发表了第二篇在国际劳工组织中 “得罪人”的文章。考克斯

以化名ＮＭ（以马基雅维里 Ｎｉｃｏｌａｓ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名字首字母开头）在美国 《外

交》期刊当年春季号上发表了 《危机中国际劳工》。在这篇文章中，考克斯提

出由于整个世界变化，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劳工组织面临着巨大危机。因为

它不能适应苏联与东欧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力量，不能适应发达国家内部

的非工会工人的需求以及社会对公共产品质量的要求，不能适应新独立的发展

中国家参与权以及发展的要求和它们国内工人、政治和雇主关系状况的要求，

也不能应对正在兴起的生产全球化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国际劳工组织面临

着生存的危机，要摆脱这种危机，国际劳工组织就必须在目的上、运作模式

上、工作重点上和人员上进行结构改革，增加其自主性、普遍性和深入介入上

述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能短视，沉溺于反共，应当积极主动，支持国

际劳工组织的改革。② 考克斯这篇论文的发表再一次引起了国际劳工组织内部的

争议。但这次没有得到劳工组织的首脑的支持，当时的总干事詹克斯对此非常不

满。虽然这篇文章是以匿名发表的，但考克斯作为头号怀疑对象被认为是作者。

詹克斯要求今后所有劳工组织的官员发表与工作相关的著述必须得到他的批准。

但考克斯认为这是詹克斯对研究所独立工作的干预。这样他与詹克斯个人矛盾开

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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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詹克斯曾作为考克斯的直接上司，两人存在哲学观和个性上的差异，考

克斯就对他就敬而远之。后来考克斯成为莫尔斯的 “亲信”，由于莫尔斯与詹克

斯的关系不佳考克斯也与其关系不密。更重要的是，１９７０年莫尔斯辞职，但竞
选总干事过程中，考克斯在加拿大政府和一些劳工组织高级官员的鼓动下被动地

成为竞争对手。虽然考克斯最终没有参加正式的竞选，但他与詹克斯结下了个人

恩怨。这种个人恩怨随着詹克斯的当选不断恶化。最后发展到考克斯不得不辞

职。具体原因是考克斯利用休假与密歇根大学的哈罗德·雅可布森 （ＨａｒｏｌｄＪａ
ｃｏｂｓｏｎ）合作编著了由一些著名学者共同撰写的 《影响的解剖：国际组织的决

策》 （Ｔｈｅ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此书
１９７５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在出版前，考克斯把有关内容向詹克斯
作了汇报，但声称这只是为了让詹克斯知道信息，而不是为了寻求他的批准。结

果，詹克斯不允许考克斯出版此书。这导致他愤而辞职，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政

治学教授。多年来考克斯对詹克斯的做法耿耿于怀，认为他 “不是一个可以用

文明方式就他们之间差异进行对话的人”①。

三　大学任教后的学术研究生涯

考克斯虽然在国际劳工组织任职时一直就有回到学术界进行学术研究的想

法，但每一次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他得到洛克
菲勒基金资助到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也由于工作的需要没有成行。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到他从国际劳工组织辞职前，有许多美国和加拿大著名大学给他
优厚的待遇聘请他，也是由于种种原因与工作前景的吸引没有入职。甚至在他

辞职前，曾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聘请后又毁聘。１９７２年辞职进入哥伦比亚正
式全职进行学术研究可以说是考克斯长期以来的心愿，虽然在一开始也有一个

适应的过程。

考克斯全职进行学术研究是有基础的。在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研究所

所长的那些年，考克斯在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他和许多政治学家成了

“兄弟”，这其中主要是美国学者，也有一些英国、德国与法国学者。因为考克

斯利用职务之便邀请这些学者来日内瓦国际劳工研究所进行交流与研究。同时，

由于考克斯的这一身份，他也经常受邀参加许多学术会议，到英国、美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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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拿大许多大学进行讲学与访学交流。在他辞职前，由于这种外出交流的频次

太多，以致当时担任总干事的詹克斯发牢骚，认为考克斯不能成为 “缺席的地

主”（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ｌａｎｄｌｏｒｄ）。正是在国际劳工组织担任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积累的
经历以及由此积下的人脉，使他在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后很快地就融入了美国相关

的学术网络中，并经常组织和参加一些学术活动。

今天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熟悉的美英老一代学术 “大咖”都与考克斯有着或

多或少的学术交往，如美国新功能主义的创建者、著名的 《超越民族国家》的

作者厄内斯特·哈斯 （ＥｒｎｓｔＨａａｓ），美国最著名的国际组织研究者、 《化剑为
犁》的作者英尼斯·克劳迪 （ＩｎｎｉｓＣｌａｕｄｅ）；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建者苏珊·
斯特兰奇 （Ｓｕ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考克斯与她后来成为终生的最好的朋友）。包括后来
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
ｈａｎｅ）等人都曾与考克斯有过一定的学术交往。如约瑟夫·奈参加过上述 “影

响的解剖：国际组织的决策”项目，基欧汉曾在著名的 《国际组织》期刊编委

员会担任编委并做具体的编辑工作，而考克斯此时是 《国际组织》编委会主任

（考克斯曾两度担任 《国际组织》的编委，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在
后一个时期他接替厄内斯特·哈斯担任编委会主任）。

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考克斯的学术思想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实

证功能主义者转变到历史哲学的批判主义者。考克斯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这一

段早期，他是后来被本杰明·科恩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ｏｈｎ）称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美
国学派的 “同路人”。因为当时美国的学者都转向了 “科学主义”的方向，考克

斯也开始 “入乡随俗”。并且他早期的学术著述如上述提到的 《行政首脑》 《影

响的解剖》都带有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是他后来

称为 “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这与他青年时代的历史哲学的学术训练不太相

契合。更重要的是，它与考克斯对世界的认知有着较大的差异。考克斯自己认

为，１９６８年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法国的 “五月风暴”、美国的民权运动、苏

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预示着整个世界开始了一场结构性变革，后来世界发生

的重大事件在不断地促进这种变革，冷战后建立的霸权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都在经历着挑战。这一切以及他个人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经历促使他逐步脱离功能

主义方法，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转向他学生时代就接受的历史模式的思维以及维科
和马克思的批判思想。这一转变整整经历了１０年，到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３年他那两
篇著名的论文 （《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葛兰西、

霸权和国际关系》）在 《千禧年》（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发表时才彻底完成这种转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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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完整的思想体系。① 在这一过程中，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

的约克大学 （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在他回加拿大工作的过程中，约翰·霍尔姆斯 （ＪｏｈｎＨｏｌｍｅｓ）———这位曾

经的加拿大著名外交官，后来担任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的加拿大国际研究

学界的著名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１９７７年致电考克斯，请他考虑回加

拿大任教。考克斯感到这一次如果再不接受邀请将不可能再有回加拿大工作的机

会。这使得考克斯在离开加拿大３０年后彻底回归加拿大。促使他 “落叶归根”

加拿大的其他原因，除他在美国的移民身份与工作任期不契合，以及他不喜欢所

居住的环境 （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商业公司高管居住区，这与他以前习惯居住的

日内瓦国际社区区别很大）外，很可能主要还是美国大学的研究氛围与考克斯

的研究取向与学术趣味不同。因为他认为，回加拿大任教的约克大学政治系是一

个活跃而年轻的系，是一个兴趣相投的学术之家。最后一个吸引他回加拿大工作

的原因是魁北克的自治政党 “魁北克党”在１９７６年省级选举的胜利。这一胜利

重新燃起考克斯青少年时代对魁北克政治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使他在１９８１年

魁北克主权公投时到魁北克市的拉瓦勒大学 （Ｌａｖ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了一个冬季学

期的书②，以便近距离地参与这一选举。

考克斯的这种转变，除与他在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和经历有关外，也与他在任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时组织所内的一个课题研究有关。这一项目调

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世界各地的生产关系 （当时称为产业关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去发现整个 “劳动”世界中社会生产关系格局的多元性，以及社会生

产关系的特征，目的是由此发展一种 “概念框架，以此能理解社会结构的变

革”，去发现社会变革的刺激因素，并以此来发现国际劳工组织在这种多元而变

化的 “劳动世界”中怎样面对挑战，使其在促进世界变革中重新在整个世界发

挥重要作用。这一课题的基本设想在上述提到的考克斯以化名 ＮＭ在 《外交》

上发表。

这一课题随着考克斯辞职中止了。考克斯任教后又把这一课题重新拾了起来

了。这一课题原准备出版四本著作：第一本由考克斯撰写，主要是尽可能结合具

体历史形势设计出理论框架；第二本是涉及不发达国家和处于发达国家边缘的未

受保护的工人状况，由考克斯在研究所的同事杰里·哈多德 （ＪｅｆｆｅｒｙＨａｒｒｏ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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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第三本是涉及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关系；第四本是涉及发达国家常

规的劳动生产关系。后两本没有分配给具体人写。正是在组织这一课题的研究过

程中，考克斯越来越感到美国主流的学术研究氛围与这一课题的研究不相适应。

因为美国主流的学术氛围是一种维护现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历史唯物主义作

为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更适用于设计这一课题的理论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与考克

斯在青少年时代获得的知识结构更易衔接，更适用于促进社会变革的研究。

正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考克斯在１９８１年发表了 《社会力量、国家

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整个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中的思

想是考克斯２０年思考的结晶。这一文章在他的终身好朋友苏珊·斯特兰奇 （Ｓｕ
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的鼓励和建议下得以发表。最初这一论文是在美国的国际研究学会
（ＩＳＡ）年会上宣读。斯特兰奇听后建议把文稿寄到伦敦经济学院 《千禧年》编

辑部，但编辑们并不看好这一论文，对论文做了彻底的批判。在斯特兰奇的支持

下，考克斯对批判做了一一回应后才得以发表。可以说，该文中提出的分析国际

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是考克斯学术研究的最大理论创新。他创立了一

种全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他后来做的研

究大体上都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这一论文后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经典，翻译

成多种文字①，得到广泛传播。直到２００６年文章发表２５年后，《千禧年》编辑
还告诉考克斯，许多人还在索求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使得考克斯被归入 “英国

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奠定了他国际关系学界重要思想家的地位。

１９８３年在 《千禧年》发表的 《葛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一定程度上是考

克斯研究这一课题的方法论。他把葛兰西的一些重要思想与概念引入了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虽然考克斯后来不太赞成有人把他归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葛

兰西学派代表人物，认为重视思想观念作用的学者在葛兰西之前就存在，是欧洲

的思想传统的一支。但是，他后来的研究，特别是对世界秩序变革的研究许多是

与葛兰西一致的，如他强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国际层面的公民社会是促进变革

的重要力量，观念变革是促进人们行动去变革世界的先决条件。所以，把考克斯

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葛兰西这种

强调主观先行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被考克斯应用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如

何改造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中，形成了他的理论框架的独特性。

考克斯领导与参与这一课题研究的最终作品是１９８７年出版的 《生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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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塑造历史中的作用》一书。这是用上述的理论框架与

方法结合１９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析生产、生产关系的变化对塑造世界秩序上的
作用的专著。这是考克斯第一本个人专著。在这本书出版过程中，斯特兰奇作为

书的审阅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能标志着对国际事务感悟起转折点作用，

并能成功地向全新方向重新引导思想与观点的书，是凤毛麟角的。公正地说，这

本书算是一本，尽管这本书不太容易读”①。这本书出版时，由于西方处在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期，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作用开始有所感受，因此此书也

非常畅销，并译成多国文字②。可以说，这本书更全面地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方法与观点阐述了世界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因。只要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写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再读一下这本书开头的

“主题”，就会感受到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生产创造了社会存在所有形

式的物质基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努力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政

体。生产产生了发挥权力作用的能力，但权力也决定着生产发生的方式。”③ 这

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谈到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换

了一种表达方式吗？书中坚持的生产过程中的阶级 （斗争）分析与一些所谓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谈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了生产，否定阶级 （斗争）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所以，尽管考克斯不愿被人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可能是出于生活

在西方社会的考虑），但他思想中的这些因素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相剥离。

考克斯大学任教期间第二个研究的方向是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在２０世
纪末，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终结论”和 “文明

冲突论”，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世界受到广泛关注。关注世界秩序发展与

变革的考克斯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文明成为历史的最

终文明形态，或新自由主义世界性发展必然导致美式文明与其他文明 （主要是

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冲突，都是以未来的世界秩序以美式文明统一天下为

基础的，既违背了历史辩证法，也与世界的现实和西方自身的文明观念史相违

背，而且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世界秩序前景。因此，在结合一个联合国的多元文

明研究项目，他开始进行 “文明与世界秩序”的研究。这一研究更多地带有一

种规范性特征。虽然，考克斯对文明的研究没有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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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社会文化基础上，更多的是把文明看成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其中的物质条

件仍然是与社会生产相联系的。这从他对文明的定义可以体现出来，“文明的一

个可行定义可能是存在的物质条件与主观共识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意义的契合或

对应”①。考克斯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作为一种比国家更大的文化

载体，具有比过去的阶级与民族更大的身份认同。国际关系研究在当今更主要是

一种文明之间相处之道的研究。考克斯在这一研究方向产生的最大研究成果就是

２００２年出版的 《多元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对权力、道义和文明的批判性反思》。

考克斯在这一研究提出的最大思想是，文明的共存与对话是决定未来世界秩序是

一个多元文明和平共处相互借鉴还是灾难性冲突的关键。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

着共同的生存危机与挑战，文明共存与对话存在着物质与社会基础。在阅读了考

克斯关于文明与世界秩序的研究作品后，中国学者会感到其中的许多思想与中国

提出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有着相当大的契合性。同时，

中国学者还感到其中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学者近年来提出的 “关系理论”和 “共

生理论”有着相当大的近似性。

在西方，关于考克斯的思想与理论系统性评述最重要的专著是安东尼·莱森

（ＡｎｔｈｏｎｙＬｅｙｓｅｎｓ）所写的 《罗伯特·考克斯的批判理论》（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ＷＣｏｘ）。这是唯一一本专门研究考克斯理论与思想的专著。② ２０１６年考克

斯９０岁时，《全球化》期刊当年第５期专门出版了一期关于考克斯学术的研究

专集。③ 虽然，没有使用专集这一词，这一期收录的１２篇文章中有１０篇对考克

斯的理论与思想做了重要的分析 （另２篇是应用考克斯的理论对世界政治经济

的分析）。这些论文对考克斯的理论与思想从学术上有褒有贬，以褒为主。除此

之外，在考克斯７０岁从约克大学退休时，为纪念他的学术成就，由剑桥大学出

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集 《世界秩序研究》（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在这本论

文集开始部分，他的学生提摩太·辛克莱 （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写了一个概览，对

考克斯的学术成就做了重要的评述。另外，在考克斯２００２年出版的 《多元世界

的政治经济学》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ａＰｌｕｒａｌＷｏｒｌｄ）中，他的学生迈克

尔·谢克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ｃｈｅｃｈｔｅｒ）所写的第一章 “考克斯理论的批判：从背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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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把各种对考克斯理论的正面／负面性评价、赞扬／批判的观点集中地
展示出来，并让考克斯对负面的观点进行回应，从中也可以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考

克斯思想与理论的研究状况。

西方学者对考克斯理论与思想的研究以及所做出的评价，由于研究者意识形

态的倾向，可谓是泾渭分明。右翼学者可以说对考克斯的思想嗤之以鼻，不屑一

顾。最典型的如约翰·亚当斯 （ＪｏｈｎＡｄａｍｓ），他认为，考克斯的代表作 《生

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作品，他对辩证法的应用没有实质意

义，与 “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区别，其中融入的 “剩余价值”、 “阶

级”和 “霸权”的概念，我们过去都见过。① 这种观点显然是受意识形态影响太

大，已经不能起到真正客观地评价考克斯思想与理论的作用。

相反，一些左翼学者对考克斯的理论与思想推崇备至，把它视之为葛兰西主

义在国际研究中的开创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的创新者和改造者。如在斯蒂

芬·基尔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ｉｌｌ）所编的 《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这是一

本葛兰西主义学派主要人物代表性论文的合集）一书中，基尔在其所写的 “葛

兰西和全球政治：通往后霸权的研究议程”和 “认识论、本体论和 ‘意大利学

派’”两篇论文中，对考克斯在这一学派中的学术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

考克斯的作品 （１９８１年的 “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１９８３年 “葛兰西、霸权

和国际关系”）是把葛兰西思想引入国际关系中的开创性作品，并指出考克斯在

１９８３年所写的 “葛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和１９８７年所写的 《生产、权力和世

界秩序》中把葛兰西所创立的一些概念引入国际层面并发展出自己的概念工具

和本体论。② 基尔这两篇论文，对考克斯理论以及方法论有着深入的诠释，对理

解考克斯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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