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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著名国际问题专

家、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倪世雄因病医治无效，在

上海逝世，享年84岁。

倪世雄教授是最早将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

之一，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的国

际关系理论做了大量奠基性工

作。

他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国际

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

心主任、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

究会（高教学会国际政治研究

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名

誉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战略

和政策、中美关系等。倪世雄

教授在国际关系领域有深厚学

术造诣，出版包括《当代美国国

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国际关

系理论比较研究》《当代西方战

略理论》等在内的 20 多部著

作，发表160多篇学术论文。

“Life begins at 40”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

展史上，倪世雄的名字熠熠生

辉。1964 年，他从复旦大学外

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72 年，

他转至国际政治系，开始在国

际政治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1980 年，是倪世雄人生中

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40

岁的他作为中国首批被哈佛—

燕京项目录取的中国大陆学者

之一，远赴哈佛大学，师从斯坦

利· 霍夫曼、约瑟夫· 奈、塞缪

尔· 亨廷顿、卡尔· 多伊奇等国

际关系理论泰斗，这些学者的

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他产生

深远的影响。

初到哈佛的那一刻，不仅

是倪世雄学术生涯的新起点，

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发现之

旅。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

浩瀚海洋，倪世雄曾坦言自己

最初了解甚少。正是这种勇于

承认不足的态度，激发了他深

入研究和不断学习的动力。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步入一家电

影院，放映的是当年荣获奥斯

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莫斯科不

相信眼泪》。

影片中，女主角卡茜娅在

四十岁的年纪，面对生活的重

重挑战，展现出不屈不挠的精

神和积极的态度，最终赢得成

功。那句“Life begins at 40”的

电影台词，深深触动了倪世雄

的心灵，让他意识到年龄从来

不是追求学术和生命意义的障

碍。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他

以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虚心

求教于各位大师打下坚实的学

术研究基础。这段经历不仅为

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基石，

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

注入活力。在学术界，能够取

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保持谦逊

自省的态度，是极为难能可贵

的品质。尽管学术成就举世瞩

目，但他从不回避自己在学术

探索中的不足与挑战。2014

年，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倪教授

坦诚地指出自己的学术缺憾：

“我最大的不足就是我的基础

差……构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

需要很深的历史、哲学、经济等

理论功底，但在这方面我一直

就显得比较薄弱。”

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倪世

雄也多次表达了对学术基础重

要性的深刻认识：“我 40 岁才

有机会出国深造，开始慢慢摸

索如何做研究、怎样写论文，条

件和基础比你们差多了。所以

你们要抓住机遇，加倍努力，争

取更大的成就。”

见证中美关系的“民
间外交家”

数十年如一日，倪世雄致

力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将

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对国

际政治风云的深入剖析和理

论探索之中。他的开创性代

表作《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的全面系统论述，也是他数十

年学术探索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以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三

次大论战为主线，详细回顾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

及其发展脉络。该书第二版

修订本则对西方近十个主要

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几十种

有影响的理论观点进行详尽

评述，包括威尔逊的理想主

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华尔

兹的新现实主义和温特的建

构主义，为读者提供一幅国际

关系理论的全景图。

2009年，他倾力撰写的《结

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

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

年》出版，以丰富的历史资料、

生动的个人经历和深刻的思考

分析，不仅是对中美建交三十

年非凡历程的珍贵记录，更是

他作为“民间外交家”的深情回

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学

术界的广泛认可。

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倪世

雄投入长达三十年的时间积累

资料，而后期的资料整理和撰

写又耗费三年心血，亲手撰写

61万字的初稿。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详细

描述1984年4月30日时任美国

总统里根访问复旦，生动再现

了里根在 3108 教室与学生的

即兴互动，以及在大礼堂的演

讲。

“倪老师积极致力于推动

中美交流，一直坚持身体力

行。”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

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说。90

年代期间，在倪世雄的带领下，

美国研究中心连续多年举办国

际安全讲习班，邀请美国专家

学者为青年研究人才讲课，培

养一大批优秀的中美关系研究

人才。尽管多年过去，这一讲

习班依然为人津津乐道，很多

成员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带

头人。

被称“倪爷爷”的“大
先生”

在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

倪世雄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

共培养28位硕士、50位博士以

及2位博士后。

在学生眼中，倪世雄是一

位儒雅睿智、包容谦和的大先

生。“很少看到倪老师生气，从

来不会板着面孔或对别人瞪

眼，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敬

爱的师长，就像父亲一样。”倪

世雄的首位留校博士生、中国

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王义桅说。在倪世雄的推荐

下，他曾以耶鲁大学福克斯学

者身份前往美国深造，这是他

人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

国，从此走向世界学术舞台。

作为学外语出身的学者，

倪世雄特别重视将美国的国际

关系理论原著引入中国。从哈

佛学成归来，他倾其所有，带回

一箱箱对教育和研究至关重要

的书籍。这些原著不仅作为教

材，也作为参考书，提高了中国

学者的专业外语水平和对国际

理论的准确理解。

他认为，理解国际理论只

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能在理

解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和创新。

他主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际关系理论，并以巨大的理论

勇气，投身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的学术

著作不断涌现，为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学科的繁荣添砖加瓦，

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指明方向。

“先生一直有一个夙愿，那

就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

化，发展出中国人自己的国际

关系理论。”倪世雄的学生、清

华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赵可金

9 月 2 日在朋友圈写道：“先生

经常告诫我们说，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多年

以来，他谨记先生的教诲，在他

们合作撰写《中国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后，在这条学术道路上

矢志不移，奋勇前进。

“倪老师对学生亲切，他不

仅指导了众多硕博研究生，还在

很长一段时间坚持给本科生开

课，大家都叫他‘倪爷爷’”。春

风化雨般的上课风格、尊重并支

持学生的多元方向，是倪世雄给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

授陈玉聃留下的深刻印象。

课堂上，倪世雄总是认真

倾听学生的每一次发言，并详

细记录。他不仅善于发现学生

的优点和潜力，更能委婉而精

准地指出学生的不足，引导学

生找到自我提升的方向。这种

既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又注重

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使

得他的课堂成为学生们学术探

索的乐园。

“ 他 的 课 程 深 受 学 生 喜

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

织学院副教授胡勇回忆道。在

复旦完成硕士学业后，胡勇决

定继续深造，主动向倪先生提

交了个人材料，希望倪世雄能

成为他的博士生导师。

倪世雄很快回应了胡勇的

请求，提出在大家都方便的时

间进行一次面谈。“那天雨下得

非常大，我心里想着这么大的

雨，老师专程过来一趟，有些过

意不去。”胡勇说，当时先生已

年近七十，由于担心天气原因，

他尝试打电话改期再约，但电

话无人接听，随后就发现先生

已披着雨披，骑着自行车，冒着

大雨如约而至。

淡泊名利、只争朝夕，是先

生最喜欢的两句话。这两句话

不仅概括了他的人生哲学，也

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态度。他

认为，应该把名利看得淡一些，

将事业看得重一些。即使年岁

已高，他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研

究的热情，不愿意停下追求知

识的脚步，他想得最多的，是如

何保持一种向前的状态，珍惜

每一天，争取再多做一些有意

义的事情。

倪先生的一生，是对学术

研究和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和热

爱的生动写照。他的学术成就

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

献，将铭记在中国学术史上。

本报记者汪蒙琪

▶ 倪世雄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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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致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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