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

13位ISBN编号：9787308059381

10位ISBN编号：7308059383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PavlosHatzopoulos著

页数：348

译者：张新樟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

前言

我一直觉得诺斯替主义、治疗术和政治哲学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在翻译校对这本《国际关系中的宗
教》的时候感觉更明显。个体层面的身心问题和社会层面的精神物质问题是相对应的，国际关系是大
尺度上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跟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直接相关，因而也与个人的宗教直接相关，而个
人的宗教又与社会传统有关系，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又是构成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个人人生观和社
会传统的核心是精神修养（灵修），因此可以说不同的灵修从总体上决定了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态
度。于是，追求迄今为止一切宗教修养中的共同性的诺斯替主义就成了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最近温习了《管子·内业》中的这样一段话：全心在中，不可蔽慝，和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
人，亲与兄弟，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
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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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宗教》

内容概要

本书为“当代世界前沿问题译丛”之一，探讨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与宗教的复杂关系， 阐述宗教与
战争、安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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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张新樟，1970年生，浙江浦江人，外国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留学加拿大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访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目前受浙大“新星”计划派遣在德国齐
根大学（S1egen Unlverslty）学习，师从著名政治哲学家Erlc Voegelln的弟子K1aus Vondung教授，并与
其合作研究两年，主题为古今诺斯替主义研究，具体从事以古代诺斯替主义为核心的沃格林政治哲学
、政治与宗教之关系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宗教研究。主持的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诺斯替典籍
的翻译及其当代诠释”，省教育厅课题“认识疗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教育部创新基地浙江
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古地中海文化圈心身疾患治疗学研究”。主要著作和译著有
：《“诺斯”与拯救：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哲学与精神修炼研究》、《诺斯替宗教》、《神圣的
罪业——安提戈涅解读》、《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论灵魂与复活》、《科学、信仰与政治
》、《没有约束的现代性》、《政治与信仰：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等专著一部，译著七部。其中
专著《“诺斯”与拯救：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哲学与精神修炼研究》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二等
奖，浙江省教育厅社科一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与诺斯替主义相关研究论文共二十六篇
，关于诺斯替主义的研究性专著《诺斯、政治与治疗：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当代诠释》正在出版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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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与理论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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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宗教》

章节摘录

假如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严肃对待宗教和文化多元主义就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不同的共同体和国家之
间发展一种深刻的多元主义。现有的多元主义道路尝试通过国际社会中的程序型（或薄弱的）惯例来
承认文化多样性，从而促进一种有限的宗教和文化多元主义。与之相比，本文提倡的途径（基于麦金
太尔社会理论）将走得更远，它将以促进秩序和正义的方式参与他者、参与厚重的世界主要宗教的社
会惯例，而不是采纳威斯特伐利亚预设，忽视、边缘化甚至力图用一种宇宙城邦主义的伦理消灭它们
。这种进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个前进的方向。它想通过“社群主义”的途径达到“宁宙城邦主义
”的目标。深刻的多元主义采纳了所谓的“德性伦理学”的进路，它是作为麦金太尔社会理论的结果
而发展起来的。①它聚焦于德性、惯例和共同体，而不是聚焦于个体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性的人
类共同体。它或许可以提供一条途径，既能像布尔那样致力于把非西方的元素吸收到国际社会之中，
也能像社会连带主义者那样既关心对文化的厚重理解也关心对全球社会的厚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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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是当代世界前沿问题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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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长期求英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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