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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 , 这件事本身就使我

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 , 究竟最终对中国

文化是福是祸 ?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 , 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

鳞半爪 , 那么今番再来作序 , 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

了。换句话说 , 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 , 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

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 , 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

向 , 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

种成绩 , 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 , 反倒带来

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 , 我

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

学术话语 , 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

乱 , 古代的佛学是这样 , 近代的西学是这样 , 当代的汉学也肯定

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 , 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 , 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

和批判说 , 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 , 往往会产生

某种“先验幻象”, 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 , 会

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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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 , 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

陷 , 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必须毫

不犹豫地挑明 : 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 就足

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 ; 恰恰相反 , 为了防范心智

的僵化和老化 , 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 ( 包括

汉学 ) 尽量洞开 , 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 , 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

支 , 更是西学的一支 , 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 ,

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 , 尽

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 , 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

为完整系统的汉学 , 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 ; 我们甚

至可以说 , 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 , 因为它有

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 , 使国人在一系

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

的分化与毒化 ,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

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 : 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

性 , 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 , 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

题意识所覆盖 , 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 , 暴露出文化

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 , 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 , 还把这种对话

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 , 国学与汉学

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 , 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 , 就

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 , 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

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 , 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

双重危险 , 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

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 , 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

不断漂移 , 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 , 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

不断漂移 , 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 , 又能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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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 , “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 , 中国研究

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 , 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

领略了 ! 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 , 也同样需要

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 , 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

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 , 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

了宋学高峰一样 , 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 , 也有可能表

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 ; 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

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 , 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

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 , 因为所有这一切 ,

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

刘  东

2001 年 12 月 18 日于北大草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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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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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

�

黄宗智

这个论文集的最初想法是围绕“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主题

(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来组织讨论 , 或许以两位与会

者之间的争论为开端。随着会议议程的进展 , 我们中的一些人开

始认识到 , 如果彼此之间的交流不是以针锋相对的互相批驳为指

向 , 而是作为通过在更为广阔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

论适用”的主题下由每个讨论者作自我反思 , 这样的交流也许会

更富有成果。其后 , 有的人在撰写论文时 , 强调自己的历史研究

实践更多于理论的探讨。展现在此的这本论文集是最终的产物 ,

文章事实上包括三个层面 : 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 , 普遍意义上理

论的运用与误用 , 以及历史研究实践。

3

� �1 997 年 5 月 10 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 洛杉矶 ) 召开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中的理论适用”研讨会 , 本论集就是以该讨论会为基础。我要感谢所有与

会者的共同努力 , 特别是佩里·安德森 ( Per ry Ander son ) , 他本未参加会 议 ,

却为这些论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这部论集形成了“中国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系列专号的第 5 部分。最近的两期是“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第 19 卷第 2 期 , 1993 年 4 月 ) 和“再思中国革命” ( 第 21 卷第 1 期 , 1995

年 2 月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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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 : 赞同与反对

杜赞奇 ( Prasenjit Duara) 的文章论说需要对现代民族国家

在史学领域传播的民族主义主题进行“反思”。杜赞奇特别指出

了将历史等同于民族史 , 将历史归于线性发展 , 和将历史归纳于

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这三点。他最后总结道 : 作为史学家 , 如

果我们不愿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充当“被动参与者”的角色 , 那么

就需要对自我进行反思。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同意杜赞奇所认为的有关民族国家主义

对历史著作所具有的强有力的组织性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

时代 , 不论我们的背景或内心倾向 , 要求置身其间的每个人都归

属于某个国家 , 并且是单一个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影响如

此巨大 , 以至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在国家边界之内用“想像

的共同体”①来划分历史才是理所当然的 , 并将之划分为古代、

中世纪、现代阶段。对于这些现代主义假设的批判性检讨的确是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贡献。

与杜赞奇相比 , 本次讨论会的其他与会者虽然对后现代主义

的态度更多保留 , 不过大家都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其他

方面的贡献。亚历山大·伍德塞 ( Alexander Woodside ) 肯定了它

对推翻美国大学中社会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之间旧的区分 , 以及

提高我们对实证主义科学的用语与假设的敏感所做出的贡献。我

自己则提到后现代主义对纠正旧社会史中“隐含的唯物主义”和

诸多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主义所做出的贡献。

4

① �当然 , 这一短语源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Benedict Anderson) 的 《想像的共

同体 : 对民族国家主义的起源和传播的反思》 (修订本 ) , ( 伦敦 ) 维所出版

社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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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历山大·伍德塞和我的论文的重点是对后现代主义的

批判。伍德塞特别指出后现代主义由于其“欧洲中心感”, 而导

致无视非西方国家人民对现代化的渴求。后现代主义把西方所关

注的问题普世化了 , 这一点特别反映在他们在认识论问题上的

“着迷”和“焦虑” ( 伍德塞认为这种特殊的西方式倾向可以追溯

到教权衰落时期 ) , 这样的倾向与“东方主义”很相似 , 虽然这

正是他们历来所批判的。我在论文中特别强调了萨义德 ( Ed-

ward Said) 和吉尔兹 ( Clifford Geertz ) 的主观主义认识论。当

把事实化约为单纯的主观再现时 , 他们抛弃了对历史研究实践来

说至关重要的真理理念。

周锡瑞 ( Joseph Eshrick) 通过何伟亚 ( James Hevia ) 新近

有关 1793 年马嘎尔尼使团的著作而提出了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

观点。这本书被一些人肯定为后现代主义方法指导的新学术研究

样板。周锡瑞给出许多例证 , 指出何伟亚书中众多对文本的误读

和他认为的对论据的误用。他否定了何伟亚对清廷处理此事件的

态度的重新建构。周锡瑞认为在该研究中的众多失误也许就是因

为何伟亚深陷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之中。

理论和实践

以上简略提到的论题能够而且应该被放在更大的、有关理论

和实践之间的、具有普遍意义关系的情境中。虽然杜赞奇将“理

论”的定义清楚地限定在 ( 后现代主义 ) 认识论理论 , 但我们中

的绝大多数人所使用的含义比他广阔。魏斐德 ( Frederic Wake-

man) 的贡献在于 , 他以自己的经验 , 从史学的历史和理论观点

来重新审视叙事史中出现的问题。他审视了许多永恒性的问题 ,

如叙述史家如何划定历史与小说的区分 , 如何发现适用技巧来结

合叙述与分析 ( 亦即事实的描述与评论 ) , 怎样在讲好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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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又保持其历史原貌。由此魏斐德让我们注意到了后现代主

义之外的其他理论 , 并有助于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论题放在一个

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

我的论文通过我自己的经验 , 回顾了在过去 30 年中我们研

究领域中的主要理论热潮。这篇论文也可视为是反对绝对化了的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备忘录 : 它们的理论并不是惟一的理论 , 也不

是第一个提出有关理论和研究之间关系的论题的理论。

在谈到我们自己的历史实践时 , 魏斐德和我的论文将这些论

题从纯理论讨论领域中抽出 , 放入实际的历史写作中。虽然历史

写作文风迥然不同 , 但我们的共同主题是如何协调事实和概念。

我的论文讨论了如何通过与理论对话 , 从新的证据中提炼新的概

念。魏斐德的文章 , 至少在我看来 , 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

共同基础 ?

这部论文集的撰著者在各自文章中表达了不同的理论旨趣 ,

如果读者只注意这些分歧 , 也许会认为我们 5 个人之间少有共同

之处 ; 确实 , 有的读者之所以被这部论文集吸引是因为希望看到

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战。但在我看来 , 事实上 , 我们之

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共同基础 , 这比我们之间的分歧更为重要。

我们所有人都是以实践者而非理论家的身份从事写作。尽管

我们的理论立场有明显差异 , 但是我们在有关历史学的实践上却

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 , 也许比我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承认的还要

多。无论在这些有关主观性和客观性、自我和历史、概念和事实

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各自的理论立场如何 , 大家在实践中都遵

循专业的加脚注的习惯做法。这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中都奉行一个

准则 , 即要通过举证他人可以去核实的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何伟亚 , 虽然遭受周锡瑞的极力批评 , 写作的理念也是最严格的

6

中国研究的 范式问题讨论



文本学术。

尽管有这样成为共识的对论据诚实性的承认 , 但我相信这本

论文集的所有撰著者都同意后现代主义反对庸俗的社会科学中对

“假设”和“论据”之间所做的僵化的区分。历史学家总是把著

作建立在论点与论据之间结果开放、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基础之

上 , 凭此叙述 , 分析特殊的历史情境或特定的历史事件。在很多

时候我们著作的结尾不同于起初对它们的假定。我们中很少有

人 , 应该说在与会者中没有人 , 自以为是利用普世化理论中推导

的既定假设而进行纯科学性研究 , 从而搜集它的所谓“证据”。

虽然这是“提供研究基金”的社会科学机构的要求 , 但这并不是

我们中的多数对待我们工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后现代主

义并无分歧。

我们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分歧不在于它对科学主义和客观

主义的批评 , 而在于它的偏激的主观主义。正如我在论文中表明

的那样 , 如萨义德和吉尔兹那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会抹去 (客观 )

事实和 ( 主观 ) 解释之间的所有区别 , 并坚持所有事实最终只不

过是再现而已。这种立场在我们看来导致了一种结果 , 它与后现

代主义欲使主观和客观之间关系变得问题化的最初意向相对立。

虽然对无视研究者主体性的客观主义进行批判是正确的 , 但这却

走到了否定存在任何与研究者主观性相分离的外在事实的另一个

极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 事实上是抹煞了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

的问题 , 通过用一个主观主义/ 唯心主义的化约主义取代了它反

对的客观主义/ 唯物主义的化约主义。

读者会看到 , 事实上这些与会者在这一核心论题上并无分

歧。即使是我们中最赞同后现代主义的杜赞奇 , 也清楚地区别自

己与被他称为福柯式的认识论“封闭圈子”。即使是周锡瑞 , 我

们中最为激烈的反对后现代主义者 , 也会同意这一点。

我在上文反复论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观点。在这样一个时

7

 导   论



期 , 即受理性选择理论影响下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 , 与在后

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人文科学的极端主观主义倾向之间的分化不断

增长的时期 , 我认为指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事实上在实践中所持

的共同基础是重要的。我们中极少有人将自己视为理论家。而那

些视自己为理论家的人当然可以不受经验论据和历史实践的束缚

而自由地将其观点推至极至。结果招致极不协调的关注。但我们

余下人中的大多数却是继续埋身于论据和档案之中 , 尽管有时也

有自己的理论倾向。无论有多曲折 , 我们继续潜心于在论点与论

据中构筑合理的关联 ; 无论有多困惑 , 我们继续以追求真理为理

念而工作。事实上 ,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 不论职业中的新潮

理论如何冲击 , 正是这些不断的尝试构成了“学术”一词的核心

含义。这部论文集 , 就其结果而言 , 是反映我们共有的学术理念

而不是彼此间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歧。

(姚昱、马钊译 , 译文已经作者审校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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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 ?*

�

杜赞奇

历史学家和历史系讲授的课程通常不反映该领域内达成共识

的知识。史学理论偶尔会模棱两可地体现出普遍性 , 但其实它是

植根于欧洲这个特定的地域。历史学可能是惟一一个不反思自身

假设的学科 , 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作为

一个对史学范式如何形塑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这一问题特别有兴趣

的人 , 我相信强调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这一问题相当重要。只

有审视理论的作用 , 才能阐明为何在撰写历史时采取反理论的态

度是必要和值得的①。

我在德里著名的教会学校圣·斯蒂芬学院完成本科学业 , 该

校为文科学生提供了三个专业方向 : 英语、经济和历史。精通高

等数学的人学经济 , 浪漫的人学英语 , 其余的都学历史。简而言

之 , 学历史实际上就是希望把我们培养成为日后的公务员。这也

许是我首次置身于历史学与“国家建构”这一关联之中。不久 ,

我就认识到 , 学院中近代意义上的历史专业建立之日正是在近代

9

�

① �所谓理论 , 我是指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反思 , 包括历史概念的预设、历史学

家的作用、再现历史的手段等。 �

著者注 : 感谢 Perry Anderson , Dipesh Chakravarty , James Hevia , Bruce Lincoln

和 Sarah Maza 在本文撰写时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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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阐明其民族使命之时。例如 , 在普法战争后的法国 , 在

内战之后的美国 , 那时美国国家被赋予了“救治民族创伤”的使

命 ( Keylor , 1975 : 3 ; Novick , 1988: 71～81 ) 。再后来 , 我写

了一部书 , 在其中讨论了“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工具从根

本上构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有关范畴 ( Duara , 1995a) 。

历史的写作是反理论的 , 首先是因为它自身是将民族 - 国家

自然化为作为包容过去经验的载体或者外壳的主要手段。以这种

方式 , 民族国家获得了对其地理实体上的人民和土地所具有的权

利。批评家也许会指出像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这样的例外。与

之对照 , 我认为这些例外并没有充分地揭露“民族 - 国家”和线

性历史之间的根本联系 (Duara , 1995a: 第一章 ) , 并因此在许

多方面 , 正如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的那样 , 继续陷入民族主义陷

阱 ( 详后 )。我还想指出另外两个因素 , 它们也导致了在史学研

究中缺乏理论 , 并由此导致历史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紧密

关联。

首先 , 历史没有理论是因为没有令人满意的能将时间、波动

与变化———这是历史知识的客体———进行理论化的模式。这一点

听起来有点像陈词滥调 , 但奇怪的是我们很少关注或面对这一现

象。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共时性的 , 即使

是发展模式 , 如心理学中的 , 也被包括在狭义且受控的时间框架

之中。而历史事件与实践随时间而流动 , 与我们要使它们遵从的

来自社会科学的种种模式毫不相容。这个因素也可解释为何社会

科学对任何事物都可预测估计 , 惟直觉除外。叙事模式之所以引

人入胜 , 就在其能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特性。从其他地方借

用来的理论反而加剧了历史之疏离于理论 , 因为这些理论并不是

从内在于历史变化的问题中产生。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是一个

例外 ( White , 1987) , 但即使是在怀特那里 , 问题的解决也是来

自于文学理论。当然 , 所有理论都需超越学科界限 , 但是在历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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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缺乏理论的传统和空间———特别是制度内的安身立命之所 , 这

使得历史难以自我剖析。

面对历史知识客体的理论真空 , 于是 , 既部分地产自“民族 -

国家”的意识形态诉求 , 同时也导致该种诉求。在我们教育的早

期阶段 , “民族 - 国家”的历史教学法并不涉及历史的基本规则

(grammar) 和方法论 , 而是对历史内容的学习 , 而且是死记硬

背的学习。它的首要目标之一不是理解可以对其种种范畴提出疑

问的基本规则 , 而是灌输对民族的热爱、自豪、耻辱、怨恨 , 甚

至是仇视。换言之 , 历史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教育手

段。1995 年 , 我在一个旨在对“国家史学教育标准”提出修订

意见的委员会工作近一年时间 , 该委员会由国家史学教育中心极

力促成。其间的工作经验使我确信 , 需要构建“民族认同”, 也

要对这一“构建”加以批判性理解 ( 即思考历史教育如何也是关

于它的自我制造物的教育 ) , 平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可能

的 , 也是必须的。

旧的获取知识的科学模式主导着历史学的方法论 , 这是导致

对自我剖析反感的又一因素。这一模式最原始的表现是 , 对史实

的确证不仅是历史学最主要的任务 ( 在每个学科中都同样是最重

要的 ) , 而且人们认为对这些确证史实的积累最终可以孕育出一

个相对于过去而言是真实的故事。因此这个模式假设了一个极为

强烈的主客体二分法 ( 超验性主体与物质本体的对立 )。许多从

事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当然会毫无疑问地否认他们同意这种有强

烈科学主义色彩的模式 , 但这种假设仍被不停地祈助 , 即要求理

论来阐明材料。在这样的祈助中蕴含着以下观念 : 理论犹如科学

的法则或假设 , 它有助于分析事物 , 得出令人确信的事实。通过

强调上述理论性知识的概念 , 历史学试图不去理会一种疑问 , 即

历史是否是一种建构、重组知识的手段。没有这样的追问 , 我们

将很难看到国族史 ( national history) 如何生产出对历史分期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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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非真实性的叙事和更为重要的———我们认同的边界的时空

向量。因此 , 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分立使我们很难意识到 , 被我们

当做客体的东西同时也作为主体构成了我们。

正是在科学性的语境中 , 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

为何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作为历史理论而被接受。关于历史著作生

产的阶级定位和历史知识的定义与组成的关系方面 , 马克思主义

观点是精到的。然而 ,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获得认同 , 在于它也分

享了处于支配地位 ( 霸权 ) 的科学范式 , 依此 , 理论 , 即正确

的、科学的理论 , 能够反映真正的史实。作为这一正确无误理论

的表达 , 它自己不从根本上反思自身知识结构 , 历史理论本身也

无法解释由其界定的历史认知主体。我在此特别考虑了马克思主

义对民族主义相当贫乏的理解 , 或者是对产生了民族主体的———

在中国个案中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主体的———民族政治术

语之权力的贫乏理解。

民族主义 , 或者是民族 - 国家的全球体系 , 建立了个人至少

在重要方面得以在其中确认自身的民族时空向量。向量 , 根据

《韦氏大学辞典》 ( Merriam Webster ’s College Dictionary , 1995 ) ,

是指“一个有大小、方向和意义的量 , 它通常被表述为一个有方

向的线段 , 线段长度代表其重要程度 , 空间指向代表其发展方

向”。国族的空间是在时间中不断向前移动的受边域束缚的地理

实体。与传统的历史学不同 , 现代的国族历史学并不通过回溯到

一个理想的真实性来得出其道德意义 ; 它们的取向是线性朝向未

来。这种线性是以一个物种的进化论为基础而被模式化的 , 而这

个物种就是民族性 , 它具有任何可能被定义的原则 : 种族、语

言、共同史 , 等等。即使是民国最有经验的中国历史学家 , 如顾

颉刚、傅斯年或陈寅恪 , 因为他们注重人民是如何被历史这般或

那般形构 , 他们也像其他在民族 - 国家体系时期的任何地方的历

史学家一样相信 , 历史都只是再现了一定疆域中特定人群的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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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这一方面 , 他们———他们的主观性———与那些写王朝史或

超地域文明发展评价史的学者迥然不同。

线性进化论是指历史著作建构其追问客体的方式 : 这一客体

(如同一个物种 ) 是一个受束缚的、发展或应当发展以达到某一

水平上的实体 , 而该水平与成功标准紧密相连 ( 无论是与其他物

种或民族性相对抗的竞争能力 , 还是简单的自我意识 )。正如在

进化论中可以有复杂化和逆转化现象 , 在现代史中国族也可以退

化、丧失其同一性或从其他地方吸收“新鲜血液”。正如一个物

种可以发现潜在的器官 ( 或者是尚未发现的能力 ) , 历史学家也

可以通过发现被遗忘的传统或受压制的历史去展现重获新生的民

族的同一性与自身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确定了民族性的概念 ,

以表明该民族的同一性或类属。确实 , 正是因为这些历史学家精

细、诚实 , 所以当他们要表明有个中华民族共同体 , 在历史的长

河中延绵存在 , 这时就会遇到一些断裂点。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了

这些断点 , 特别是在东晋等时期。但是在提出这些断点之时 , 人

们努力的方向恰恰是要建立一种连续性 , 去表现发展线索是如何

重新被连接上的 ( Duara , 1995a : 第一章 )。由于追问的客体在

前民族国家史中并不是以这种特殊的线性、进化方式被建构出来

的 , 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为何“进化中的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历史

著作的导向性假设。

就此而言 , 有多个原因 , 且性质趋同。最核心的是 , “民族 -

国家”为自己预设前提 , 即它的统治要取决于人民的整合的自我

意识和作为统一国家的观念。正如黑格尔 ( 1956 ) 所极力展现

的 , 在那些历史中记录和认可自身进步的社会中 , 自我意识才会

出现。确实 ,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 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于世

界 , 那时只有有历史自我意识的疆域化国家 ( territorial na-

tions) , 才在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体系中享有权利。而这些民族 -

国家可以享有破坏诸如部落和帝国这样的非民族实体的自由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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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黑格尔的观点 : 英国打败中国

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同时这一观察也提醒我们注意另

一个因素 , 它也同样导致民族国家的历史模式成为必然 : 这种线

性指向使得该模式变成了未来取向并具有可操作性。只有通过自

我意识的进化 , 民族才能置身于为迈向现代性而彼此竞争的运动

中。换言之 , 这种历史模式对于民族 - 国家来说是必须的 , 因为

它具有可操作性 : 该模式关于过去的概念使得它能够将民族推进

到一个被热切期望的未来的方向之中。

民族 - 国家成功控制了历史写作的术语 , 如果这是一个事

实 , 那么该如何从这些术语中创造出我们自身 ? 就我来看 , 米歇

尔·福柯 (1978 , 1990) 的著作———虽然没有涉及民族主义———

却是对我们思考如何找到出路的最为有用的著作之一。与可以被

权力理论所能渗透的隐蔽的真理不同 , 福柯通过分析话语和纪律

的实践活动 , 反复论及了知识的“生产”。因此 , 是性的、监狱

规训机制的或心理学的话语自身 , 生产了现代犯罪或精神病———

这种知识的客体。而且就权力/ 知识的制度支撑了“自我术语”

而言 , 它们也造就了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 , 我认为线性进化史

的新知识自身在一个被现存权力所专用的模式中生产了过去———

它的知识的客体。就此而言 , 这种知识———一个关于充满意义的

并有所指向的过去的知识———被卷入与其他时间和知识模式争夺

统治权的残酷斗争之中 , 这种知识在思考现实的同时又对之进行

了生产①。

41

① �但在福柯那里 , 知识的生产和建构可以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 , 因为认知和生

产的主体同时也被同样的知识建构。虽然最为重要的是承认造就主体的相应

的生产方式 , 但这并不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就没有其他源泉可以造就主体。我

的观点是在任何社会中 , 都有多种多样的知识、话语和实践的源泉。他们的

冲突与交汇产生了一个狭小的空间 , 与主导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可寄身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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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 , 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

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

成为主体。历史研究领域能够在消逝的陈迹中获得生命 , 是因为

我们要提出新问题 , 要对历史表述提问和重新构思 , 还要看到新

的关联。这也就是说 , 知晓和承认自己一直在建构历史的客体

(为了民族或其他权力 ) , 将允许我们能够肩负重任地对之进行重

建。值得注意的是 , 这是撰著历史的规则。而证明史事的真实、

评估数据的价值、建构论据与论点间的恰当关联 , 这些都属于严

谨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步骤 , 它们的存在不受是否有或多或少的历

史事件来支撑而决定 , 它们与上述撰著历史的规则迥然不同。

新问题开创了新的追问角度 , 并延扩和转变了历史的轮廓。

在早先的理论框架中是处在研究边缘的材料拥有新的意义 , 并推

动我们寻找新的回应材料。在旧的科学框架中我们称这些变化为

“修正主义”。这一提法有希图一劳永逸地改变既成真理的意味。

现在此词已经过时 , 而且在实践上“修正主义”是现行研究中事

物的正常状态。它较少有否证其他研究的意义 ( 虽然现在存在、

将来也会存在 ) , 相反历史所要表述的故事还很多 , 这些新的故

事相互关联 , 但并不统一在某个单个故事之中。故事有新有旧 ,

其间的关系又会讲述其他的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跨过国族和暂

存的边界互相渗透。一些故事与处于支配地位的故事同质 , 而另

一些故事则与之矛盾 , 而且还有后继故事出现 , 它们把上述两种

故事构铸在一起。个人故事在另一些故事中对外公开 , 也总是有

一些故事力图将其他故事纳入其中。而且还有不同的讲述故事的

方式。电影、小说以及博物馆展览造就了新的生产历史的方式 ,

而且还使历史理解与其他知识网络连接起来 , 更广泛地扩充了历

史客体的范围。

现在正在发生的是新的历史实践在转变主导性理论范式自

身。新的研究是一个结论开放的过程 , 它对研究领域进行描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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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描述。正在形成的研究不再是一个对于过去的构件不全的拼图

板 , 相反它的外部边界不断变化且重新排列 ( 因此缺少的部分也

不断变化 )。真正的挑战是要对某些正在形成的原则加以精炼 ,

这些原则可能是说教性的 (如有关教科书的写作 ) 。就我的思想

而言 , 在这种研究中蕴含的新的哲学原则是 : 限制和统一 ( u-

nicity) 不仅作为统治和主体的形成而被社会性地建构 , 同时更

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互相彼此形塑。如果我们学会了既简洁又有

力地讲述如此复杂的故事 , 我们将确定无疑地超越现有的、复制

了民族主义历史进化论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历史的诸多趋向。但

是为了能够获取这样的能力 , 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

关于历史理论的一个初步议程

正如保罗·利科 (1984 , 1988 ) 告诉我们的那样 , 历史———

不一定是线性的———是人类对那些稍纵即逝事物的意义化回应。

对于注定成为历史理论议程不可或缺部分的时间而言 , 至少有三

个系列前设 : 分期问题 , 因果问题和像年鉴学派提出的不同种类

的 ( 非同质性的 ) 时间问题。这三个问题又进一步引发了关于空

间因素的问题 : 分期的方法怎样才能使一个疆域界构有效 , ( 例

如 , 为什么 《剑桥中国史》 要从帝国统一开始叙起 ?) 因果性概

念如何能将历史事件在一个现存的空间内还原 ? 时间的不同概念

和估价如何在历史中等级化 ( Fabian , 1983 ) ? 那些没有历史纪

录的人们如何被认为是没有自我意识的 , 并因此推断他们是无历

史的 ( 一个附属问题 ) ? 由此而论 , 历史只存在于精英和国家的

空间中。

分  期

如果追问的客体被当做一个线性的实体而建构出来 , 那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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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期的方法必然会决定这个客体的建构。每一个分期都是时间

分成阶段 , 其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历史哲学。能够揭示某一历史时

期的真理 , 或能“最有效地”解释历史材料 , 并可相应赋之以名

的分期原则可被称为强势原则 , 我们可以将其置于造就世界及价

值观的知识系谱中理解它所起的作用。因此 , 黑格尔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框架强化了其具有明显的哲学基础的原理。我

在其他地方曾经力图指出 , 为何将 20 世纪的国族历史三分为 :

古代 , 中世纪 , 现代的方式非常适合民族主义的宇宙观 ( cos-

mology) , 这种宇宙观既需要人类群体具有连续性和同一性 , 也

要有能与过去割裂开来的现代性前途。这种分期使得现代与古代

相连 (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文艺复兴运动都可以 ) , 史学家是

否摒弃那些作为中世纪的积淀而与现代性不相容的东西无关紧要

(Duara , 1995a: 34 )。较后的历史学家将“自由”或“发展”作

为组织原则 (如十分有趣的“早期现代化”的出现 ) , 这些原则

可被视为和“民主与发展同步”或“民族与发展分立”的主导价

值是同一的。而研究性别认同、女权运动和同性恋的新史学家 ,

又以获取自由或在社会立足的发展潜力为参照系进行分期。在这

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熟悉的与主体建构相联系的纽带。

分期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对

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 , 历史分期方法并不是总能适应他们的研

究。对此我们可以在一个大家耳熟能详 , 但至今又毫无结果的争

论中进行观察 , 这一争论刺激了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以及

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问题是这样的 , 社会科学

家因为总是热切希望在时间上以体系性理解为界 , 所以在研究例

如私人 - 公共领域的区别或国家建设的独特之处时将史学研究当

做全然不同的视域。而另一方面 , 历史学家总能发现 ( 社会科学

家 ) 对现象的某种表述不过是旧样翻新而已。诚然 , 变化被普遍

承认 , 但是一旦历史学家进行微观研究或发现了细节 , 这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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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界限则被迫后延。这样一来就无法预断变革产生的时间。而

当事件象征着一个时期的除旧布新时 , 其后果更富有戏剧性 , 如

法国大革命或中国 1949 年的解放———它们严厉批评主观性———

其自身就消解在复杂而又彼此对立的诸多过程之中。

出路何在 ? 我们是否需要将时间过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类 ?

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流动的时间分层 ? 确实 ,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依

赖于我们要如何构想历史的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地认识到历史塑

造个人认同和排除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认真思考

一下 , 怎样才能用历史———它不仅仅是人类用来对照自身的一面

镜子———扩展人类对自我的了解。历史作为过去的时间 , 不同于

人的死亡或物种的绝迹 , 正如谚语所说“你就是历史”。这是对

一个时代孕育的多种可能的探寻 , 寻找其中的发生、压制、紧张

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时代的主导趋势是如何建构 , 这

种建构不一定是通过强迫手段 , 也可以通过对其他发展可能的道

德化和标准化来完成 , 这样我们就将获得一个承认其自生权力模

式的分期图式。在这篇文章的剩余部分 , 我将举例说明一些有关

时间性的问题 , 这些都是我在最近的研究工作中所遇到的 , 包括

因果性问题和在国族的时空概念之外确切表达时空概念的问题。

因果性

自从历史学家为建构历史而展开叙事这一概念被确立 , 线性

历史的因果性的铁律———比如说原因 A , 因为发生在前 , 故而对

B 产生了影响———就被复杂化了。因为历史的叙事在相当程度上

被现代国族的需要所塑造 , 因此 , 历史中造就国族的“原因”,

在相同逻辑的推导下 , 也同时影响该国族。下面例子讲述了有关

原因和结果由于本源相同而相互混淆 , 这有助于我们进行思考。

通过对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者在海外华人中做组织动员工作

的研究 , 我曾看到民族主义革命人士胡汉民讲的一段话。因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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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南洋的华侨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对汉民族的认同 , 而仍保持认

同的很多人却深受满人习俗的影响 , 胡汉民对此深感失望。的

确 , 将华侨与其他人相区分 , 将其界定为中国人的惟一方法就是

华侨所赖以夸耀的辫子———当然 , 这在中国也是汉人屈服于满族

人的标记。虽然胡一方面谴责华侨缺乏对现代共和主义的敏感 ,

但是使他欣慰的是辫子至少继续使华侨表明其为中国人。因此胡

汉民继续谈道 , 当华侨被充分中国化了以后 , 需让他们剪掉辫子

( Hu Hanmen , 1964: 475～477; Duara , 1997a) 。这一段话象征

了处理历史过程中的符号和实践时候的棘手性 , 因为正是辫子

(原因 ) 使得革命者能够达到建立“中国人”的目的 (结果 ) ; 然

而一旦达到目的 , 他们就会抹去这一原因 , 而将之替换 ( 更确切

地说是剪掉辫子 ) 成结果。如果胡汉民不是如此直白地表达 , 我

们就有可能被他所迷惑。

同时 , 在理解因果关系发展运作之时 , 这种正当的合乎逻辑

的添乱直接导致了“被发明”“被想像”“被建构”的历史的观念

的大量繁殖。在这些观念中存在一种倾向 , 即无论过去的事物是

何等模样 , 因果性观念都对其置之不理。我相信这是一种过度简

单化 , 它忽略了细微而又复杂的连续性和变化性过程。过去的事

物有三种重现的方式 : (1 ) 作为被完全重组或虚构的事物 ; ( 2)

作为在习俗 ( institutional ) 的连续或重述中被符码化而产生的效

果 , 如通过土地登记的连续性 , 或通过诸如妇女衣着的连续性

(相对于男人 ) 这样的身体习惯 ; (3 ) 作为对源自过去的事物的

现在的重构 ( 这等于过去与现在的互换 )。就其自身而言 , 第

(1 ) 种和第 ( 2) 种太过简单。绝大多数历史变化往往作为 ( 2)

和 ( 3) 之间的一种互动而发生。

一种社会实践得以在现在出现 , 不仅仅是通过身体的、物质

的或是习俗的形式 , 而且也通过其在一种符码中的再现 ( repre-

sentation)。而简单的历史撰著往往认为在符码和实践之间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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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或透明性。解构主义对普通历史写作的批评来自符码与实

践、能指和所指之间互相分裂的概念 ( Spivak , 1988 ) ; 后者被

认为不能看到被符码的连续性所遮蔽了的、已变化了的实践 ( 或

者是相反 , 一个新的符码遮蔽了旧的实践 ) , 它对此表示反对。

在连续性的概念中的确存在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 其合法性在过

去的某一时刻被建立。这些政治力量不仅寻求保持其名称 , 而且

还想方设法要使某些实践遵从于名称。的确 , 人们可以说儒家学

者的“正名”的概念便是深谙了此道并决意通过变通现实来适应

名称。

但是 , 虽然这种来自理论的批评是有用的 , 但它并没有充分

地注意到连续性的符码 ( 或实践 ) 自身如何使变化及其轨迹成为

可能并构筑两者。不妨以我最近研究的“救世性现代社团”中妇

女的作用为例。如 20 世纪初的“道德会”, 像其他同类社团一

样 , 它强调东方精神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景观中所具有的重要

性。对于许多属于这一社团的家庭来说 , 他们的女眷 , 无论在身

体还是心灵上 , 都代表了东方传统和精神的本质。因此她们都将

是自我牺牲的 , 并且被理想化地局限在家庭之中。在此我们看到

了穿越帝制/ 共和分野的身体性和习俗性实践的连续性。

但是这些实践的意义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被生活在一个不同于

帝国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的新需要所形塑。因此 , 例如 , 能指

“慎”———在较早时期主要指的是在妇女语境中的身体和身体性

的行为举止———在悄悄地与被引入的自我性观念的交换中 , 很明

显地逐渐呈现出与个体性和自立的现代观念相近的意义。因此 ,

例如对陈太太而言 , 慎的概念作为自我/ 个体性的概念开始重新

塑造她 , 并在更加自立的意义上造就了她自我牺牲的概念。民族

主义者汪精卫最先借助于家庭父权制散布了妇女为民族原因而自

我牺牲的华丽辞藻。反过来这些被改变了的意义也影响了自我牺

牲的实践 , 使之最终与支撑父权制家庭的修身治国观念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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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ra , 1995a )。但是我们在此所见的仍是某种依稀可辨的、一

直附着在妇女身上的牺牲的意义。正是这一能跨越社会的观念的

重力 , 使得变化的这一特殊轨迹成为可能 , 甚至能达致某一点 ,

在这一点上 , 这一观念自身会变得不可辨认。

最后介绍我正在写作的新书 , 在其中我寻求超越国族历史的

向量。我在中国东北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花费了一年时间研究日

本傀儡政权“满洲国”。但是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满洲国”与

其说是研究的主体 , 不如说是变成了检验一种永远保持开放的历

史运作方式的地方 , 这种历史不会被中国或日本民族史的时空向

量最后构筑。

人们习惯上认为 ,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在 1900 年左

右。我想说明的是 , 民族主义的出生是怎样伴随着跨国族的意识

形态和运动出现的 ,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

它往往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 如康有为 , 对其而言 , 民族主义只

是朝向一个超国族的乌托邦———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发展的

一个阶段 ( 康有为的思想之所以相关是因为他力图重新使不同的

时间性相一致。这一点表现在中国有关时间的哲学概念顺应了新

的全球性的线性历史概念 )。对民族性的各种制度和主体性进行

建构的过程不仅遮蔽了这些超国族的意识形态和潮流 ( Duara ,

1997a) , 而且也遮蔽了中国得以被建构为一个独一无二国族的超

国族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包括与现代性相关的词汇 , 这些词汇有

成千上万之多 , 包括专门词、普通词、复合词和古汉语成语 , 它

们在被日本构筑的现代话语中被赋予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意义。

当它们返回至中国 , 这些词汇在中国的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了一

种极易辨认的关系。实际上 , 这种“字典效应”将汉语置入一个

地区性的东亚现代话语中。这非常可能已经使得现代汉语、朝鲜

语和日语在话语层面上彼此亲近 , 甚至强于它们与处在本国基层

社会中的农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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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书致力于研究这种中日碰撞 , 是有关真实性的超国族

话语的社会史研究。我从四个方面审视了这一主题 : 泛亚洲主义

的文明化话语 ; 对妇女 , 特别是传统妇女的陈述 ; 与边界的现代

疆域控制紧密相联的关于“原始”的民族志学话语 ; 复杂纷繁的

学术、文学和政治实践中“地区性”或乡土的话语。在每个方

面 , 着力点都是要分离出一个关于更为中心的、民族的或帝国的

叙事的地区性或特殊性的具体例证———一个阐述 , 以检验其作为

曾经存在的体验和运作的影响。这一体验是如何被其他争夺对其

意义的霸权的中心———包括民族、帝国、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和

超国族资本和地区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随着时间而构筑和再构

筑的 ? 这样一种地方性阐述的空间上的特殊性又是怎样的 ? 因

此 , 例如在我所关注的日本人对在满洲通古斯族群中的一个小群

体鄂伦春人的民族志研究中 , 我发现民族志是如何变成了一种可

用来宣布对某一地区获得领土所有权的手段之一。作为对这种实

践的回应 ,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发生了名副其实的、不仅限

于满洲的大众与学术的民族志话语大爆炸 (Duara , 1996 )。鄂伦

春人———其在 1945 年前后被客观化为一个范畴 , 并受到各种实

际政策的攻击———当然不再是地区性的 , 但他们的故事也最终不

再被讲述了。如果历史学家能负责任地将这些作为真实的、开放

的和有意义的故事来写 , 那么当代鄂伦春人也许多少会有自由通

过过去的历史塑造自己。

结  论

能指“历史” ( signifier history ) 有着数量极大的多种含义。

历史不仅仅遮蔽了史学与史实之间的差异 , 而且还能够既指涉到

变化 , 又指涉着连续性。“你是历史”这一观念既指涉死去的 ,

也涉及过去了的东西 , 而当我们寻找连续性、在现在寻找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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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我们也在一个社会的特性中寻找历史性的东西。但是还存在

着另一个有更深含义的历史概念 , 它指涉到创造性原则和将来新

东西的出现。这是线性历史的贡献 ( Pocock , 1975 : 551 )。把有

关将来的概念混同为将来史 , 把有关过去的概念混同为新东西的

显现 , 这也许是最抽象的历史概念。历史哲学已使这一概念与进

步观念 ( 借助这种进步观念 , 现在可以控制将来事物的出现 ) 相

接近 , 但我们也可以不为其所限。

如果没有批判的反思 , 这些历史观念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被用

做权力的工具。如果不透彻地思考时空是如何在历史中被想像和

生产 , 我们将被动地受到权力的控制 , 就像“民族 - 国家”对相

关范畴的诸种意义的控制。最后 , 这些范畴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感

觉 , 因此 , 在某种程度上 , 我的反思自我的呼吁既是对学科的要

求 , 也是对研究者个人的企盼。

但是历史学家和现实的、个别的事物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关

联。作为新事物的本原 ( the principle of the new ) , 历史是一种

带有创造性的过量 , 一种依靠系统化知识来逃脱控制的残余物。

正如德赛图 ( de Certeau , 1988 ) 在另一个讨论残余物的文本中

所说的 , 它仍然是一个激进的他者 , 而且 , 其本身总是对知识起

激励作用。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 历史学家必须熟知真实———特殊

性的真实事物 , 因为正是在这种真实事物的有特色的展开过程

中 , 理论获得存在的理由。只要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仍能意识

到 , 每个诠释都是试图关闭一个有无穷无尽生产能力的源泉时 ,

他们就面临着理论思考的双重挑战。

(姚昱、马钊译 , 杨念群、罗琳校 , 译文已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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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展乏力时代中国和

西方理论世界的调和

亚历山大·伍思德

不久前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 《上海证券报》 联合举办了一

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会议 , 来自北京的著名经济思想家如于光

远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从根本

上来说能否运用于中国。所有西方经济理论 ,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理论 , 看起来都首先注重于对市场经济的研究 , 但在这一范

畴和中国的经济类型之间并无清晰的亲缘相似性。一些与会者强

调中国人应该发展自己的经济理论。其他人却对之不以为然 , 他

们更倾向于把西方经济理论视做人类发展的共同财富 , 这并不排

除持此观点的许多人不断抨击马克思主义理论 , 可其实对它知之

甚少。对他们来说 , 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去学习如何将西方理论最

为恰当地运用于中国的环境之中。

还要举行另一个相似的研讨会 , 其结果不无裨益 , 这个研讨

会要探讨的是 , 立足于西方的史学家所持有的构建理论的习惯是

否具有普世化的吸引力 , 正如其所期望的那样 , 或曰是否适用于

对浩瀚的中国历史经验的研究。认为西方的中国史专家和中国的

中国史专家各自栖身于彼此对立的理论和实践阵营中 , 相互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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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共同性 ,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可以确切地辨识出

他们共有的倾向。正如一个著名的研究义和团的中国历史学家最

近指出的那样 , 西方和中国的中国史专家都已经碰到了被阿里

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最先恰当地描述为所谓从 20 世纪 60 年

代中国现代史的“革命范式”向 80 年代“现代化范式”的转向 ,

在第一个范式中 20 世纪革命的成功或失败是研究的标尺 , 而在

后一范式中革命被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野蛮的失常状态而边缘化

了 ( Li Wenhai , 1997 )。

但在两个群体之间仍存在着一个较大的脱节 , 这远比北美的

法国史专家和法国的法国史专家之间的脱节要大。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及 70 年代中 , 大多数西方的中国史专家都是非马

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 他们模糊地相信所谓和谐现代化目的论

(conflict - free modernization) 。而大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

却是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 ,

这些脱节虽然得到了重新组合 , 但仍然很难彼此沟通。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学者已经开始学着阅读亚里克斯·英克尔斯和瓦尔特·罗

斯托的中译本 , 更不消说丹尼尔·贝尔的著作和马克斯·韦伯的只

言片语 , 而且他们还十分高兴地就经济崛起的能力 , 将明清时期

徽商的企业家伦理和欧洲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教徒商人的伦理相比

较。但是 , 越来越多的西方历史学家由于已经厌倦了旧现代化理

论的教条主义和伪科学的自吹自擂 , 而且或许是由于生活在一个

被戏称为遭受着“经济发展乏力”的成熟工业社会中 , 他们正在

放弃对海登·怀特所说的“一个不可能的综合客观性”的追求

( White , 1978: 47) 。他们用语言游戏代替了大叙事 , 甚至是用

对戏剧和博物馆的精细研究代替了对迪斯尼公司结构的精细研

究。但发生在分析的敏感性中的这种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宣言”,

正如史迪芬·赛德曼 ( Steven Seidman ) 所言 , “几乎完全”是一

个西方的事件。 “如果我们谈论到非西方时 , 这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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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dman, 1994b : 2 )。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 , 赛德

曼却对为何出现上述情况毫无兴趣。仅用“西方”二字就足够解

释了。

这种脱节重要吗 ? 对这一问题的确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讨论。

这也许不过是思想多元主义很受欢迎的一种表现形式 , 但如果德

里达是正确的 , 即在现代化理论和其他类似理论中那些“基本”

的确定性里隐藏了一种权力意志 , 那么我们可以再次追问 , 是否

新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以上理论的批判也隐藏了他们潜意识中

对曾被西方统治的非西方人民的权力意志的憎恶 ? 启蒙运动及那

时代的传统思想家仍然在今天中国的历史著作中占据主要位置 ,

即使是研究焦点不再是对中国历史中精英权力的解释 , 而是转变

为研究精英统治的对象的历史 , 上述说法依然正确。最近一位研

究清代基层社会史的资深专家 , 持中国式的治学态度 , 他抛弃了

西方 ( 和西方化的印度 ) 史学研究中采用的“底层研究 ( subal-

tern studies)”程式 , 即将文学理论与历史相结合 , 去分析“文

本”中反映出的底层社会的“再现” ( represen tation ) , 他主张选

取类似卢梭式的人物为导向 , 将 18 世纪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进行理论总结 ( Jing Junjian , 1993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

方史学家中是很难想像有人会这样做的。

此外 , 就历史研究而言 , 谁也无法声言“西方”或“东方”

的影响已经彼此交融、无法分离 , 亦或相互浸淫 , 好似埃兹拉·

庞德的诗歌或陈小眉对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饶有趣味的描写

(Xiaomei Chen , 1995 )。东方历史学家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一点东

方主义 ( 参阅德里克的精彩描述 , Dirlik , 1996 ) , 但西方史学家

却强烈地拒绝采用西方主义 , 即使是那些被非西方人视为最富思

想和引人入胜的西方历史著作。

毫无疑问 ,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和西方理论界之间一直存在的

差异并不担心 ,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以新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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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所得的收获是不可否认的。有关收获不胜枚举 , 其中两

点尤为突出。一是推翻了西方大学中的学术二元论 , 这种二元论

常常被用来区分对社会经济变迁史的研究和对文学、哲学的研

究。这种二元论会促使我们认为观念有其自身独立的生命 , 而政

治、社会变迁相对说来无思想可言 ; 另一个收获是来自于后现代

主义对科学和社会科学语言客观性的追问 , 以及后现代主义所关

注的这种语言 , 以被其边缘化了的千百万人为代价 , 错误地、主

观地使特定文化规范和权力分配机制普遍化。由此 , 女权主义史

学家、少数民族史学家 , 当然还包括同性恋史学家 , 从那种在过

去看是被建构起来以使他们无所作为的西方思想中的“双重反

对”框架中发现了自由。

但显而易见的是 , 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潜力来自于翻新较早时

期的西方思想中衍生出来的一些传统 , 这导致与那些追随西方传

统理论的人的种种伪装相比 , 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与西方早期现

代和现代的关注与焦虑要更为相似、同质。上述的传统在名为自

由主义、实为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驱动下 , 关注革除束缚性的等级

结构 , 后来又如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理论 , 关注革除一切控

制性模式。但是 , 虽然这一革新性主题是包含西方特质的 , 体现

了被延迟的去封建主义化和早熟的早期工业化在西方独一无二的

历史结合 , 可是它却能而且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1989 年上海

出版的米歇尔·福柯的 《性史》 中译本在中国军事院校的理论部

门广为传播就是例证 ( Dong Runming , 1997) 。

但正如许多人所注意到的 , 这些收获是有代价的。对于西方

的中国史学者来说 , 中国理论界和西方理论界之间的隔阂提供了

有关这些代价的颇具迷惑性的例证。哈贝马斯对于中国史的兴趣

并不比黑格尔大。福柯对于中国史的兴趣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不

比孟德斯鸠大。已被觉察到的大叙事的衰落看来鼓励了呼吸着后

现代主义空气的西方学者通过“过度关注”北美和西欧最发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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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而“使自己避免了最严重的挑战” ( Calhoun , 1996:

315)。齐格蒙特·鲍曼 ( Zygmunt Bauman , 1994 ) 已经对一种

“思想 (知识 ) 视域的内陷” ( implosion of intellectual vision ) 提

出警告 , 在这种现象中 , 后现代主义所需要的批评性检审———对

我们的分析技巧和前提的纯洁性的批评性检审———被毫无困难地

转变为西方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自我专注甚至是自恋。

鲍曼对比了上述的自我专注和先前的西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

更显著的倾向 , 即 , 为殖民时代非西方的他者设计“适当生活方

式”。他将学院式的后现代主义的自我专注归因于西方知识分子

意识到西方的“全球控制结构”所具有的侵蚀性 , 而这种全球控

制结构以前曾为西方学者提供了他们的“现实的证据”。但不幸

的是 , 我认为这些证据现在恰恰说明了与鲍曼所言截然相反的东

西。据说 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方学者 , 当然也有历史学家 , 坚信

使西方知识分子的经验发生危机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 , 而使中

国知识分子发生危机的却是纯粹的地方性的和中国性的。我们姑

且假设 , 仅仅是假设而已 , 至少在知识分子著作中 , 西方的“全

球控制结构”在意义的生产中———相对于生产汽车和计算机而

言———仍然未受触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热切地阅读着诸如埃

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等西方未来学家的著作 ; 而西方人却

又曾读过什么中国未来学家 ( 这样的人有很多 ) 的书 ( Wood-

side , 1993 ) ? 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定期讨论要从事比较史

和世界史的研究 , 可他们是否有兴趣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学家是怎

样“建构”哥伦布的 , 或是如何比较 16 世纪中英政治制度差别

的 ( 仅举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 , 人们已经可以发现中国学者著作

中的显见的和有趣的特点 )。这种状况是否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

对其“控制”的侵蚀性的意识呢 ? 或许一个世纪之后 , 我们的后

代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很奇怪 , 正如我们现在对待鲁德亚德·吉普

林 ( Rudyard Kipling) 关于缅甸的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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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这依然是共同体的地域观念 , 虽是残余 , 但很真实。

西方的中国史专家仍然以这种观念从事着亟须检审的工作。这种

观念部分源自现代西方社会早期宗教权威瓦解之时 , 因为在西方

之外很少存在与之类似的事物。这导致了西方关于知识问题的困

惑 , 这种困惑也依然困扰着我们。知识不再是像教会失去权威之

前那样是世界中的某个组成部分 , 而是世界成了知识中的某个组

成部分 , 而且任何西方人所讨论的东西 , 即使是上帝 , 都变成了

一种知识的宣称。当然除此之外 , 西方对认识论的不稳定性的关

注还有其他来源。其中一些的确是普遍性的 ( 物理学革命、电脑

化过程中客观性理念的琐碎化、艾滋病危机展现出的传统科学弱

点 ) , 尽管另一些不是普遍性的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纳粹种族

灭绝的恐惧、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 )。但是它仍然比我们

所假设的更多一些西方危机的色彩。西方的中国研究也是这场危

机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史学家 , 马克思主义者和 1978 年以后的

现代化理论家也许并不希望像对其他西方知识遗产那样毫无顾忌

地引入疯狂的西方认识论焦虑。

乍看之下 , 后现代主义思想和与之相连的“新文化史”好像

与旧的认识论相决裂 , 后者与笛卡儿及其众多的后继者相连 , 将

科学特权化为真理和人类进步的“根本性”基础。但是这也许只

是西方认识论成见的新伪装。正如查尔斯·泰勒 ( Charles Taylor)

所言 , “笛卡儿的多数敌人都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笛卡儿的立足

点 , 但仍然给予认识论以首要的位置。他们关于知识的理念是不

同的⋯⋯但仍然实践着认识论时代的结构性唯心主义” ( Taylor ,

1955 : viii )。其含义是 , 只有在西方思想自身停止运作或“认识

论”自身 , 用泰勒的话讲 , 已被“超越”, 才能通过世界其他地

区的标准来使西方思想正常化。

对之更为粗略的表述就是 , 大多数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的中

国知识分子 , 可能仍然普遍相信梁启超在 1902 年所说的 : 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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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和弗兰西斯·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 是使西方的文明化得以

通行于全球的两个伟大的创造性人物 , 然而这种文明化的通行是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 ( Yu Lichang , 1987: 453 )。在西方知识分

子批判控制模式 , 并将这种批判全球化的过程中 , 排除笛卡儿主

义也许是一个巨大障碍。因为 , 它渗透在从英国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平均派、卢梭、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到福柯等作者的学说之

中。如果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的确像科奈尔·维斯特 ( Cornel

West ) 这样的倡议者宣称的那样 , 是对霸权性的欧洲中心主义

文化的挑战 ,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将之远播到西方之外时遭遇到如

此之失败 ?

“尽管有些人读福柯的作品 , 用其说明在社会变迁的斗争中

人类行为体毫无能动性”, 乔恩·斯科特不满意地承认 : “但我认

为福柯的作品实际上是对用简单方法解决难题做法的警告 , 这样

理解才比较妥当” ( Scott , 1994: 285 )。也许的确如此 , 但在西

方之外 , 对于整个后殖民时期亚洲民族的所有国家而言 , 西方社

会科学家对“基础性”的现代化理论的危险所做的迟来的发现看

起来也同样否定了他们的“行动 ( agency )”或他们对权力的获

取。正像西方环境主义者在其社会已成功地工业化后才迟迟地发

现早期工业污染的危险一样。新近的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 , 当然

此类研究尚不多见 , 将上述现象视为典型的救治知识分子之无能

的药方 ( Wang Yuechuan , 1992 ; Jiang Xiaolan , 1996 )。

更为特别的是这一说法特别适用于利奥塔 , 他在论述有关大

叙事的衰落的同时 , 又提出了一个有关如民族国家等现代结合方

式的吸引力日益消失的大叙事 ( Lyotard , 1984: 14～15 ) 。让我

们暂且不管利奥塔所忽略的、不会很快消失的当代科学和民族国

家的军事自我扩张之间的联系 : 例如在计算机和五角大楼之间的

联系。利奥塔生活在这样一个西方国家 , 自从 1791 年以来这个

国家只有过 15 部宪法 , 因而在这个国家里 , 对“基础”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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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某种自满是情有可原的。可亚洲的社会科学家 , 例如生活

在泰国 ( 自从 1932 年以来就有了 15 部宪法 , 而且还会有更多 )

这样的国家 , 将不会对对其还在努力完全实现的经典的“基础

性”性结构进行反思感到满意。对他们来说 , 历史行动 ( agen-

cy) 和民族国家两者仍是不可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

义对多元认同和地方性知识的兴趣并没有为亚洲学者提供不断增

长的对历史中的地方性的 ( subnational ) 形式的兴趣。例如 , 一

个由于忽视后现代主义 , 导致中国学者在上述类似研究中引起尴

尬的例子是 , 广东的社会科学家最近力图在一个全球性的“海岸

地区”经济优先性范式中颂扬广东地区史 , 但并未发现比 19 世

纪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更为适合的理论 ( Pan Yiyong ,

1993 : 370～372 )。

那种当代西方的中国史专家在其中发现自我的共同体地方主

义至少不是旧的东方主义。但即使是这样也有危险。海登·怀特

建议 , 历史学家要想逃避笛卡儿有关最后解决方法的欺骗 , 就应

使自己与现代诗人共进退 , 特别是那些加强我们对普遍事物奇特

之处的知觉的诗人 , 而不是与科学家结盟。因此我们将从事一种

福柯式的“对人、社会、文化诸现象的去熟悉化 , 而这些现象因

为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解释和概念性的过度决定 , 已变得显而

易见” ( White , 1978: 256 , 257～258 )。由于 1900 年以前的多

数中国史尚不能说在过多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其他的研究过程中

已变得显而易见 , 所以当人们用怀特的“去熟悉化”模式进行去

熟悉化时 , 人们的视域就只限于西方史 ,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对于西方的中国史专家来说 , 前现代的中国史是从陌生化开

始的。因此 , 一些新派文化史家所钟情的对权力踪迹的文本分析

和以他们假设的语言游戏和语言对抗来进行的文本阅读 , 不能阻

碍我们将顾炎武和汪辉祖等精英作家的文本作为对他们生活于其

中的、而我们必须慎重加以对待的社会之假设而阅读。如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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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化”将成为我们的一个建构性原则 , 那么这必须要与熟悉化

相结合。在这种意义上 , 西方的中国史专家立刻要接受一个颇为

豪壮的使命 , 要能够同时生活在两个方法论时代 , 而不能依从海

登·怀特为改造西方史学家而制定的方法。这种方法上 ( 也许也

是一种心理上的 ) 的双位论 , 可以使西方中国史学家既消除后现

代主义的区域限制 , 又不会犯笼统排斥的错误。

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 我们将不得不审视如琳达·赫奇逊

(Linda Hutcheon ) 这样的后现代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 , 即后现

代主义对“差异”的兴趣不同于东方主义对“他者”的兴趣 ; 差

异 , 并不像他 者一样 , 它并无 恰当的 可定 义自身 的对立 面

( Hutcheon , 1993: 246 )。毫无疑问 , 此说法在普遍意义上是对

的 , 但问题是东方主义怪兽并不总是生活在爱德华·萨义德为之

安排的地方。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多样性和不同质性给与充分重

视 , 就其自身而言是有价值的 , 但当其失去对经济和物质史重要

性的兴趣而赋予语言、象征主义和其他的文化表现行为和形式以

特权性解释权利———即当后现代主义成为对其自身来说是致命的

后社会性的时候 , 有时会意外地结出类似于东方主义的果实。

在此起作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克利福德·吉尔兹是二战

以后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 , 而生活在亚洲社会 (包括中国 )

的非西方历史学家可以非常容易地避开他的杰作的影响。在后现

代主义完全继承了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认识论成见很久以前 , 吉

尔兹就提出文化应该主要被当成一种符号学概念来研究 , 提出即

便是意识形态也不能有效地被理解 , 除非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自立

的、有序的文化象征体系 , 而解释历史变化的关键在于将文化从

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 , 然后寻找两者之间“最为极端的断裂性

(Geertz , 1973: 5 , 196 , 144～145 )。在他一系列对古代印尼国

家的研究中 , 其中最著名的是 1980 年的有关 19 世纪巴厘的

书——— 《尼加拉》 ( Negara ) , 吉尔兹继续展开了这些观点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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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他谈到在巴厘 , 宫廷—首都就是国家 , 而不仅仅是其

核心或轴心 , 他认为这个国家的目的不是权力的积累或者日常的

行政 , 而是公众庆典和表演 ( Geer tz , 1980)。

一位著名的爪哇研究专家对吉尔兹的文章提出批评———吉尔

兹认为爪哇和巴厘的国王更是一位精神领袖 , 而非军事上的领

导 , 这位学者不无讽刺地指出 , “对于国王与王宫大臣而言 , 那

些认为国家只是掌握权力、发家致富的手段的人 , 那些立志要当

将军的人未免有些奇怪” ( Ricklefs , 1992 )。但我在此并不关心

巴厘政治图景的正确性 , 而是另一个事实 : 即使是在一个伟大的

学者那里 , 对仪式话语和异国 ( 对于西方读者而言 ) 象征主义 ,

或“文本”的强调 , 也可使巴厘人似乎与我们迥然不同 , 而实际

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此之大。由于忽略了人类认知的某些方

面具有普遍性这一明显事实 , 从而导致写出一种“普遍性”的历

史大叙事比它们的实际存在更难 , 而它们已经存在了———带着共

享一种全球历史意识的严重后果。无论人们怎样囫囵吞枣似地接

受粗糙的唯物主义 , 它都能使我们反对某种形式的东方主义 , 并

可以不断提醒我们 , 无论新文化史家同意与否 , 任何一个人类社

会都须完成养育人民、创造经济盈余的任务。当稻米的收获直接

关涉到巴厘人的日常生活时、当多数文化都拒绝与社会隔绝时 ,

可以发现前现代巴厘人的 ( 比如说 ) “时间”概念并非鲜明区别

于其他文化。新文化史的“差异”如同旧的现代化理论的“深层

结构”一样在其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是一种虚幻。

吉尔兹之后出现了许多后现代主义分析家 , 他们将文化凌驾

于社会之上 , 其做法已超过了吉尔兹 , 在德里达的文本生产和

“文本化”适用范围扩大化影响下 , 这些人觉得获得了解放 , 他

们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对立与我们无

关。我认为他们却不得不来证明这一点。当利奥塔告诉我们成功

地达到正义的观念和实践的第一步是认识“语言游戏的异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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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财富分配的性质 ( 不论其是否异形 ) 时 , 他是在冒将自身

禁锢在分析的唯心主义诸形式之中的风险 , 而这种形式只有在任

期内或即将上任的教授才会喜欢 ( Lyotard , 1984: 66 )。

但这样如何能协调中西理论界———协调 , 而非将二者同

一———呢 ? 很明显 , 在此只是让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知识分子危机

不是如假设的那样具有普遍的可交流性是不够的 ; 只认识到当中国

的学者参考西方历史 (同时西方的学者也作反向参考 ) 时 , 可以丰

富全球性的知识也是不够的。二者理论上的协调还需要更多的方法

论或其他方面的说明 , 说明乔恩·斯科特 ( Joan Scott) 在捍卫福柯之

时未能成功解决的问题 , 即人类行动 (agency) 的问题 , 或者我们在

多大的程度上能积极地影响我们自身的进化的问题。

如果西方史学家将世界视为是后现代的 , 中国 ( 和其他国

家 ) 的学者则可将之视为是后殖民的。在后殖民情境中 , 我们亚

洲的同行痴迷于重新发现创造历史的行动 ( agency )。最近西方

对于经济现代性的价值 , 甚或其“客观性”的否定 , 也许是一种

假装的否定 , 企图以此掩饰西方对于非西方人民———他们热望建

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歧视 , 尽管他们这么做时不得不使用一

些 ( 用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行话来说 ) “精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叙事”来作为参照点。

当然 , 更大的歧视 , 与最近西方对于人类行动 ( agency ) 之

可能性的哲学解剖的更高的批判敏感性 , 这二者并不一定是相互

对立的 : 西方的中国史学者 ( 于是 ) 转变成二流的东亚经济繁荣

的捧场者。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 , 尽管他们都是西方人 , 对科

学作为真理的特权 , 以及对科学与修辞学无关的假设所进行的质

疑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建议我们要警惕科学与社会统治形式之

间的联系。人们猜想如果后现代主义将来在中国流行起来 , 那就

是因为人们不断认识到科学主义既可奴役人又可解放人 , 即使它

(科学主义 ) 蕴含在现代化的计划中。当这些发生时 , 一个对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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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后现代时刻到来的早期预感 , 也许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

国经济未来学家雷斯特·布郎 ( Lester Brown) 为之滥觞的有关

“谁来养育中国”的讨论 ( Brown , 1996)。

整个亚洲范围内以布朗 (1996 ) 有关 30 年后中国食物供给

的末世预言反响强烈 , 可以写成一本书。即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

农民命运不是主要话题的国家中 , 兴趣也很浑厚。正如中国农业

部曹力群所指出 , 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由一个美国的未来学家

所写的短文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全球性关注 ? 在最新的分析中 , 亚

洲方面的争论并不是真正针对农业 , 而是针对 20 世纪末亚洲与

西方的关系 , 这些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亚洲的

傲视 : 认为亚洲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

众所周知 , 布朗 ( 1996 ) 用科学的语言预测 , 由于中国经济

和个人收入的高速增长率 , 以及由其导致的在饮食方面的改变 ,

再加上土地和水资源移做他用等原因 , 中国人的谷物供给需求将

会在 2030 年大大超出自身供给力 , 从而导致全球性的食物供给

灾难。后现代主义者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寓言性的未来主义文本

表面上并不刻意体现政治 , 实际上却是采用了一种谈论政治的手

段。具我所知 (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 ) , 中国学者中尚没有

类似做法 , 回应布朗的中国经济思想家 ( 胡鞍钢 , 蔡窻等 ) 以乐

观科学主义来对抗布朗的悲观科学主义。但他们在总结布朗之错

误所在时 , 全体一致 , 认为布朗在脱离社会现实的预言中 , 忽略

了人的创造力和原创性 , 特别忽略了像中国的农民、商人、消费

者和政策制定者这样的行动者 ( agents ) 将如何创造性地回应生

态和其他压力 ( Renkou yu fazhan luntan [ 人口与发展论坛 ] ,

1996 )。考虑到这些加强了对人类行动 ( agency ) 的自信而不是

相反 , 这一事件实际上对一些中国的后现代视点暗示了一个正在

生长的机会之窗。

从根本上讲 , 中国和西方的理论制造界需要彼此沟通 , 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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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对科学和“科学文本”的怀疑主义是不够的 , 还要借助后现

代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怀疑态度 , 在此方面 , 比起西方后现代主义

者目前所倾向实现的 , 他们应该做的更多。这再次包含了西方的

去地区主义。对于西方学者来说 , 对所谓的西方哲学中心灵与肉

体、说与写、中央与地方、认同与差异的对立提出疑问是非常时

髦的。但到目前为止 , 他们对解构同样突出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对

立却没有一点兴趣。但对历史学家 , 特别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来

说 , 这是个大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正当中国在世界上重

新获得地位时 , 日本汉学家———他们在二战以前便提出宋朝就某

些基本特点而言是“现代的”———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将受到新的

关注。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去地区化的、真正的全球后现代主义的

死后英雄 ( posthumous heroes) 。非常可能的是 , 我们如此武断

地称为“传统”和“现代”的东西之间的彼此交融要远远超出我

们现在理论语言所允许的范围 , 这使得现代亚洲经济力的再生看

起来比其真实所是更为夸张。在此意义上 , 尽管沉寂的方式不

同 , 但中国在过去也有相同遭遇 , 在有关人类事业的当代想像

中 , 被忽视、被除名 , 并缺乏表现 , 这都与其他非西方少数民族

如出一辙。

(姚昱、马钊译 , 杨念群、罗琳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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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式研究 : 望文生义 , 方为妥善 *

�

周锡瑞

1997 年美国亚洲学会将列文森最佳著作奖 (美国关于 20 世

纪以前的中国研究 ) 授予何伟亚 ( James L . Hevia ) , 其著作为

《怀柔远人 : 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 Hevia , 1995 )。由

艾尔 曼 ( Benjamin Elman )、莱 恩 ( Ellen Laing ) 和 魏 斐 德

( F rederic Wakeman) 组成的评选委员会 , 大为赞赏何氏熟练地

将“后现代式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 , 从而使马戛尔尼

使团访华事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诠释”。罗威廉 ( William

Rowe) 也以类似的论调在该书的护封上写道 : “ 《怀柔远人》 一

书在掌握第一手的清代资料方面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 其成就

可谓卓尔不群 ;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的产物 , 它也必将令汉

学领域里最传统的学者感到满意。”

近年来 , 有关历史与理论的讨论常常集中在后现代 ( 或后结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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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后殖民 ) 理论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上。随着该委员会明确标示

作者后现代解释的立场而把列文森奖授予该书 , 何伟亚的研究被

树为这样一个模式 , 即具体理论内容的转换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

中国历史。然而我想在这篇评论中进行评价的正是这种贡献。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西关系中最受广泛研究的事件之一。

作为英国全权大臣的马戛尔尼在为拓展对华贸易及在北京建立永

久性使馆所做的努力失败后 , 留下了大量颇有价值的英文日记和

回忆录。1936 年 , 普瑞查德的专著 《早期英中关系史上的关键

时期 : 1750～1800》 开创了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现代学术研究。该

书利 用了上述史料、西方档案 以及新出版的清廷档案 资料

( Pritchard , 1979 [1936] )。随后 , 他又在 1943 年发表了一篇论

文 , 专门讨论马戛尔尼参见乾隆皇帝期间至关重要的叩头问题

( P ritchard , 1943) 。与此同时 , 费正清 ( John K . Fairbank ) 和

邓嗣禹撰写了一篇颇富创意的文章 《论清代的朝贡制度》, 文章

指出 : 清朝也曾竭力将马戛尔尼使团纳入这种朝贡体制的范畴之

内 ( Fairbank and Teng , 1941 )。1962 年克阑默 - 宾出版了马戛

尔尼日记的校注 ( Cranmer - Byng, 1962 )。最后也是最能和何

伟亚一书相比较的著作是法国外交家佩雷菲特的 《停滞的帝国》

( Peyrefittle , 1992 [ 1989 ] ) 。佩雷菲特获准查阅了一些以前从未

向外国学者开放的朱批奏折 , 该书法文版出版于 1989 年 , 英文

译本也在 1992 年面世。该书还参考了一部由中国年轻学者朱雍

先生所写的题为 《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 的著作。

考虑到所有这些已有的学术成果 , 评论界对何氏著作的喝彩

便是出人意料的颂辞。该书并未提出任何新的史料。说句实在

话 , 大量曾被佩雷菲特征引过的原始材料何伟亚都不曾问津 ( 或

者至少未曾征引过 ) ———这些材料包括康奈尔大学华生藏书中的

21 册马戛尔尼通信和杜克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由马戛尔尼秘书

之子撰写的日记 , 更不用说那些不易看到的耶稣会档案了。连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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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早已出版的书也没有参考。何著的“新颖”其实并不在史料的

发现上 , 而是在作者“新”的分析与解释上。何著封底上著有该

出版社所做的广告 : “这一 ( 中西 ) 遭遇的历史与大多数殖民主

义和帝国主义遭遇事件一样 , 一向都是从欧洲人的观点来讲述

的。而在本书中 , 为了更广泛地了解满清官员对于事物的理解 ,

何伟亚查阅了大量的中文资料 , 其中包括很多从未翻译过的史

料” ( Hevia , 1995: 封底 ) 。

何伟亚本人则是据“后殖民”经典、萨义德 ( Edward Said)

的 《东方主义》 来描绘他本人的学术立场的。他说 : 萨义德揭示

出“在东方主义者 ( 亦译东方学者———译者注 ) 及其研究后继人

中 ,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 , 即把西方客观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

学的模式运用于非西方材料的研究中” ( Said , 1978: 7 )。何氏

力图挑战的社会科学模式便是结构—功能的体系理论、“对礼仪

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以及那种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 ( Said ,

1978 : xi～xii)。在处理明清对外关系史时 , 这些模式都以“朝

贡制度”为分析框架 , 而何氏则倡导以“清朝的宾礼”取而代之。

简而言之 , 从费正清和邓嗣禹以来的学术研究都力图辩明 :

朝贡制度的“功能在于确立皇室的正统性” ( Hevia , 1995: 10 )。

尽管此后的研究表明清朝在运用此种朝贡制度时有相当的灵活

性 , 但一些学者如威尔斯 ( John E . Wills , 1984) 仍然注意到清

廷在朝贡仪礼上坚持天朝至上的顽固立场 , 并因此导致未能与新

的商业时代作出合理的调适。对何伟亚来说 , 这反映了一种西方

式的“对礼仪作用的功能—工具性解释”。在这种解释中 , 礼仪

乃是“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 并且 ) 表明它缺乏充

分自觉的理性” ( Hevia , 1995: 9 )。尤其令何伟亚感到不满的是

这样一种看法 : 即认为清廷把礼仪看做一成不变的定制 , 完全为

礼仪传统所束缚并且工具性地用礼仪维持其政治的至上地位。依

据一些新近的人类学理论 , 何氏辩称 : “礼仪实践本身就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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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 ( Hevia , 1995 : 21 ) , 然而礼仪究竟如何产生权力 ,

以及为什么一些人 ( 如帝王 ) 在运用此种谋略方面要比其他人更

为成功 , 对此何著却语焉不详。

更具体地说 , 何伟亚就清朝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政策为我们提

供的新解释包括以下几点 : 第一 , “清朝对帝国的想像” ( imag-

ining of empire) ( Hevia , 1995: 30) 并不是朝贡制度模式所提出

的华夏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 , 而是“以满族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

主制” ( multitude of lords) 。清廷对外政策并不包含“简单的文

明与蛮夷之分”, 而是一个“通过确定中心 , 将一切纳入满清帝

国的统治之内”的过程 ( Hevia , 1995: 128 )。第二 , 管理进贡

使团的“宾礼”被认为是“关于主动行为的话语⋯⋯而不是一套

固定规则的生搬硬套的演习” ( Hevia , 1995: 131) 。故此 , 清廷

对马戛尔使团并未坚持其定制 , 而是灵活地“沿着中轴线移动”

(第六章 ) , 并努力合宜地劝使马戛尔尼一方举止恭顺。在该书的

末了 , 何伟亚确实努力使中方成为灵活的一方 , 并使力图建立外

交关系且相互承认主权的英方变成僵硬地信奉欧洲至上的等级制

度的一方 : “对清朝的统治者来说 : 高下之分乃是通过复杂的对

话来实现的 , 这些对话可以持续不断地促使对方的权力被纳入皇

室统治之中。而在英国的那种被自然化了的而且正在自然化的话

语中 , 高与下乃是内在的力量 , 是其本性的外在表现。” ( Hevia:

1995 : 212) 在这种大胆的解释中 , 何伟亚对清朝对外关系的再

思考委实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 , 其论述“众多之主 : 清朝帝国、

满族君主和疆际关系”的一章出色地吸收了费来彻 ( Joseph

Fletcher , 1978a; 1978b)、法夸尔 (David M . Farquhar , 1978) 、

克罗 斯 勒 ( Pamela Crowley , 1992 )、欧 立 德 ( Mark Elliot t ,

1993 )、贾宁 ( Ning Chia , 1993) 等人的优秀学术成果 , 从而为

清朝统治者与其亚洲邻国的复杂而又多维的关系勾勒出一幅精细

的画面。满族的认同感和黄教在处理这种关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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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描述。他还提出 : 在“满清帝国”决非只有

一种纯粹的华夏中心主义秩序。至于英国方面 , 他对马戛尔尼作

为使臣在中国游历时的那种独特的 18 世纪晚期“博物学家的凝

视”的分析和批评是对马戛尔尼使团所做的一种有趣的新尝试。

总体而言 , 他努力把此种相遇重塑为“具有竞争力而又对主权的

意义持有水火不容的看法”的“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的相遇 ,

他的这种努力极具价值并弥足称道。

不过 , 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何氏对马戛尔尼事件中中方行为

所做的新解释。当何伟亚批评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对礼仪的功

能—工具性解释”时 , 他批评持有此种解释的人具有一种“东方

主义者的观念”, 而在此种看法中 ,“清代史料对本题的叙述无足

轻重 ; 所有的史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译解成观察者话语的规

则 , 这些规则可以产生非常明显地自称优于中国历史当事人的知

识 , 因为这些历史人物是受表象与幻象的影响的” ( Hevia ,

1995 : 19～20 )。简而言之 , 以前的学者一直是把他们的解释

(话语 ) 强加于清代史料。何氏倡议“依据其自身的话语重建

(清帝国疆际关系形式的 ) 特殊性”, 并以此种做法提供“一种理

解帝国礼仪的变通之道” ( Hevia , 1995: 28) 。

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 , 何氏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新的史

料根据。何伟亚看到的史料与佩雷菲特曾利用过的史料完全一

样 , 这些史料多数都是唾手可得的 , 而且很久以前就曾为普瑞查

德所使用过。但是 , 何氏是以新的后现代理论而回到这些史料

的 , 这种后现代理论避免读解文本的任何定意。用何伟亚自己的

话来说 : “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颠覆史料 (事实 ) 与解释之

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 ( Hevia , 1995: 225) 这当

然会为各种想像提供相当大的自由度。可是 , 他真的成功地把中

文史料从东方主义者建构的偏见拯救出来 , 从而达到“依据其自

身的话语”来理解这些史料的目的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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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解读想像

不幸的是 , 像我这样接受过东方主义训练的人 , 在读书时经

常持有某些怀疑态度。我惯常的做法是从正文后所附的词汇表及

其他附加材料开始读起 , 何著所附词汇表中的错误令我吃惊。这

里“ huangdi” ( 皇帝 ) 被写成“黄帝”; “gongcha” (实为“gong

- chai”即贡差之误拼 ) 被写成“页差”, “gongdan” ( 贡单 ) 也

随之被写成“页单”; “恳求无厌”成了“恳求无压”; “冒渎无

厌”成了“冒卖无厌”; 或许最令人惊异的是 ,“一视同仁”竟被

写成“一视同人”。此类词汇错误 , 很难使人相信作者能够训练

有素地使我们更加接近清代文献的原意。

不过 , 还是让我们转向文本本身。在多个地方 , 何伟亚遇到

他认为相当重要因而理应得到清晰注解的词汇或短语。让我们先

看看“ centering”或“ch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 (沿着中

轴线移动 ) 这个概念。何著论述接待马戛尔尼使团直到觐见乾隆

皇帝的第六章即是以此为标题的。被何氏注解为 centering 的短

语是“丰俭适中”。佩雷菲特 (及其著作的英译者们 ) 都毫无困

难地将这个短词翻译为“处于丰盛与过度节俭的中间” ( Peyre-

fitte , 1992 [ 1989 ] : 68) 。可是 , 何伟亚却以其对物体定位的典

型的后现代的感受力而将其与一种文本符码联系起来 , 这个符码

“使行动避免走向极端并导向一个灵活多变的空间中心” ( Hevia ,

1995 : 123) 。然后 , 他的论证便将此与帝国的礼仪联系起来 , 而

这种礼仪对参与者的安排非常注重“枢纽性的中心和多数人的主

动性” ( Hevia , 1995: 124 )。

这里有 两个 问题。首先 , 文 本中 没有 一点 指涉“移 动

(channeling)”或“路线 ( path )”的意思 , 而且这个短词中的

“中”与物理意义的中心没有任何关系。它只不过表示适中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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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已 , 把它与物理意义上的中心扯在一起完全是何伟亚后现

代想像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丰俭适中”体现的适中的灵活

性并非清代礼仪的组成成分 ( 即它没有出现在礼仪文本中 ) , 而

是来自乾隆帝的告诫 , 乾隆帝不断插手其事 , 调整对马戛尔尼

的对待方式以确保仪式能符合当下的政治需求。通过把这个

“中心” (centering) 视为清代宾礼的一个实质部分 , 何伟亚模糊

了官员和专制的皇帝之间关键性张力 , 官员依照礼节寻求正确

对待使团的办法 , 而一旦他们不能运用“丰俭适中”的灵活变

通而把事情搞糟 , 皇帝就会严厉地惩戒他们 ( 见 Chow , forth-

coming) 。

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是文档中的常用语“方为妥善”。这里

的“方”字与现代白话文中的介词“才”是一样的意思 , 翻译成

白话就是“这样才是合适的”。可是何伟亚执着于空间的概念 ,

因而把“方”字译成“squaring”, 这样一来 , “方为妥善”被翻

译成“与适当环境协调一致”。他甚至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语法

解释 : “这种特殊的语法形式经常出现在宫廷记录中 , 它似乎是

指某些与一种现存的分类范畴相一致的活动。换言之‘方为’结

构将最近的或正在进行的活动置于早就存在的分类格局中 , 而我

在前面已经提及的运用‘属’这种分类结构则使在拟议中的活动

被置于其同时构成的分类范畴。” ( Hevia , 1995: 145n) 这完全

是一派胡言 , 或者像中文所说的那样 , 是望文生义。

这方面最后的一个例子与“体制”这个词有关。何伟亚是通

过分析一道告诫地方官员要“符体制”以处理与洋人的关系的谕

旨来讨论体制的。他的论证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表达了这样一种看

法 : 清朝的宾礼并不与一套固定的体制相符合。他摒弃了对“体

制”这个词约定俗成的理解 , 并渴望把“主动性”引入他的诠释

之中。何伟亚把体制一词翻译成“our imperial order” ( 皇上的秩

序或皇上的命令 ) , 并且辩称这个词“包含了皇帝的意志 ,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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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特定的文本中包含了皇帝的意旨这样一个概念在内”

(Hevia , 1995 : 143n)。这当然带有任意想像的味道。在清廷档

案中 , 体制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 而且几乎每处都是在一套不

得变更的、早已确定的制度这样的语境中使用。一提到体制就毫

无例外地标示一种对坚持既定制度形式的保守性的诉求。只是到

19 世纪晚期 (或者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力于体制改革的 20 世

纪 80 年代 ) , 我们才看到各种试图变革那种一成不变的制度的诉

求。

回到原始材料

这些反复出现的、对清代文献的误读 , 足以否定罗威廉的断

言 , 即何氏的这种研究必将“令汉学领域里最传统的学者感到满

意” ( 非常明显 , 我并不感到满意。而且我肯定还不是“最传统

的”汉学家 )。不过 ,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错误已足以推翻

何伟亚的主要论据吗 ? 如果我们回到清代原始材料 , 并与何伟亚

的概述和翻译加以比较 , 我们会不会对马戛尔尼使团得出一幅非

常不同的画面呢 ? 作为对这个提议的第一个检验 , 我们可以肯定

地说 , 朱雍与佩雷菲特依照英国、耶稣会和中国已经出版的以及

尚存于档案馆的史料而对 ( 清廷 ) 接待马戛尔尼使团所做的逐日

概述就已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叙述。不错 , 何伟亚要挑战的正是这

样一种叙述 : 受贸易驱动的英帝国的扩张与一个骄傲自大并且以

为中国即世界之中心的清政府发生冲突 , 后者顽固地坚持马戛尔

尼必须按照朝贡使臣的方式行事。佩雷菲特的著作因其对中国文

化所持的本质主义观点以及他那难以令人接受的“停滞的帝国”

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非议 , 但就他对使团叙述本身的准确性

而言 , 则几乎没有微词。确实 , 魏斐德称赞佩雷菲特“对远赴中

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做了卓越的再创造”, 并且注意到佩雷菲特所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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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重的乃是“以杰出的清史学家戴廷杰 ( Pierre-Henri Durand)

为首的、一个由 5 位中国专家组成的小组 , 由他们将清代文献翻

译成法文” ( Wakeman , 1993 )。这两种叙述的差异仅只是翻译上

的问题吗 ? 还是由于何伟亚对清代文本曲解式的阅读已经影响到

他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 ?

幸运的是 , 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中文档案史料现都已问世。

北京 (当时称北平 ) 故宫在 1928 年至 1930 年出版的 《掌故丛

编》 中收入了大量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档案材料。1996 年北京

第一历史档案馆又编辑出版了含有 783 件档案资料的 《英使马戛

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一书。实际上 , 何伟亚和佩雷菲特所利

用的中国文献如今都已开放以供详阅①。

看来从何伟亚的书名开始讨论是适当的。“Cherishing Men

From Afar”由中文的“怀柔远人”翻译而来② , 何伟亚在全书之

始这样解释这个短词 :

本书的书名取自于清廷记录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短语。怀

柔远人 (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 既是一种描述又是一

个指令⋯⋯贤明的统治者向那些在他直接统治之外的人们展

示怜悯与仁慈 , 他爱护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这

些观念是那些调整清帝与外部强有力的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礼

仪的核心所在。 ( Hevia , 1995: xi)

很明显 , 何伟亚意在反对这种观念 , 即清廷在鸦片战争时的“开

15

①

② �Benjamin Elman , Philip Huang 和张隆溪帮助我弄清了这段话的含义及其经典

源头 , 特此鸣谢。 �

Per ry Ander son 引起了我对这一出版物的注意 , 朱雍则帮助我在北京找到了

该书的一个副本。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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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前排斥外国人 , 而要代之以清廷是以仁慈的、怜悯的态度

接纳外国人进入清帝国。

但是“怀柔”意味着“爱护 ( cherish )”吗 ? 绝大多数中文

辞典给出的定义是“安抚”或“使臣服” ( Ciyuan [ 辞源 ] ,

1988 : 636 ; Morohashi Tetsuji , 1950: 4/ 4622 )。主要的经典指

涉的含义也是清楚的 : 《礼记》 的 《中庸》 篇有这样一句话 :“柔

远人 , 则 四 方 归 之 ; 怀 诸 侯 , 则 天 下 畏 之。” 尽 管 理 雅 各

(Legge , n . d .: 1/ 409 ～ 410 ) 翻 译此 章时 把“怀”误 译 为

“cherish”, 但自唐代以来的注释者和辞典都把“怀”、“柔”或

“怀柔”注释为“安抚”, 并把这一处与正确对待朝贡使团联系起

来。既然此处清楚地表明“怀”、“柔”的意图是使其他领主归顺

中央统治者 , 并且“敬畏之”, 这就很难想像这两个字或它们的

合成词意味着“爱护 (cherish)”———尤其是在帝国晚期理解这

句话时。

这就是说 , 必须承认“怀柔”的确指的是安抚外来者的

“软”的一面。怀柔政策是一种仁慈地对待外宾的政策 , 只要他

们足够顺从。事实上 , 一个过时的莎士比亚似的 Cherish 的用法

(意思是“友好地招待 [客人 ]”) ( Compact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1971 : 1/ 391 ) , 距 此 并 不 遥 远 , 然 而 ,

“cherish”中所没有的含义是“怀柔”中所包含的操纵、驾驭、

控制的意含。更重要的是 , 怀柔只是清廷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

正如乾隆帝明确指出的 , 体现在怀柔政策中的灵活变通性必须由

大清法律和规则的坚定性来加以平衡 :

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 , 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 ,

若稍涉骄 , 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 , 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

体制 , 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 (Zhanggu congbian [掌故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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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 1928～1930 : 7/ 54a) ①

何伟亚的译法在其他若干地方也有问题 , 这些问题大都较为

细碎 , 这里就不须多说了。但是这些小错误累积起来的效果足以

严重地扭曲档案记录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叙述。让我们来考虑一份

特别重要的文件———即 1793 年 9 月 23 日的谕书———签署于马戛

尔尼使团即将离开北京之时 , 总结了清廷对这一不愉快插曲的看法。

何伟亚承认这是一份重要“令人着迷”的文件 , 并且花了三

页的篇幅来分析它。该函评论了乔治三世要求在北京建立永久性

使馆的信函 , 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必须拒绝这一要求。以下是何伟

亚对乾隆 ( 弘历 ) 的推理的概述 :

在说明了那些要求来帝国当差的西洋人 ( 天主教神父 )

必须遵用天朝服饰 , 安置堂内 , 并且永远不准回国之后 , 弘

历推论道 : 英国使臣也许不愿意像这样行事。他异言异服 ,

而且可能只是在北京遛�。更有甚者 , 由于他们对合宜的礼

仪关系一窍不通 , 他们的要求便可以被归入荒唐 ( wuyan)

之类。 ( Hevia , 1995: 185 )

原文为 :

向来西洋人惟有情愿来京当差者 , 方准留京 , 遵用天朝

服饰 , 安置堂内 , 永远不准回国。今伊等既不能如此办理 ,

异言异服逼遛京城既非天朝体制 , 于该国亦殊属无谓。 ( 掌

故丛编 , 1928～1930 : 8/ 64b)

35

① �何伟亚试图消减清廷的支配感 , 为了与这一愿望保持一致 , 何氏在碰到这段

话后 , 将“驾驭” ( 本意为制 服、驯服和控 制马群 ) 翻译为“适 当指导”

( Hevia , 1995 :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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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原文 , 我们即可看出何伟亚的解释是如何出格。这里

“逼遛京城”被解释成“在京城中遛�” ( wandering) ; 而“既非

天朝体制 , 于该国亦殊属无谓”被翻译成“更有甚者 , 由于他们

对合宜的礼仪关系一窍不通 , 他们的要求便被归入荒唐一类”。

显然 , 何氏将“遛”字作为惯用的“遛”字解释 , 而没有认识到

“遛”同“留”, “逼遛京城”即为“被迫滞留京城”之意 , 与在

京城“遛�”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层意思。至于下面一句的

翻译 , 更是令人不解 : 这里“无谓”被念成“无 yan” ( 大约是

将 )“谓”字读做“言”, 而在该书词汇表中的“wuyan”之下又

出现了“无压”这个不知出自何方的词汇。几经作者后现代式的

想像与诠释 , 乾隆皇帝谕旨中坚持认为英方建议与中国体制不相

符合的意思已无影无踪①。

何伟亚接着写道 :

此外 , 很明显的是 , 英王信函中的看法不同于他的使臣

的要求。虽然后者的错误在明确的指示中已经被指出了 , 但

是在英王表达的感情与他的使臣提出的令人心烦恼怒的请求

之间仍然存在着不连贯性。职是之故 , 这些洋人早已被归入

无知之类。眼下 , 皇帝拒绝允准他们的要求 , 而英方对此会

做出何种反应则不得而知 , 他们或许会在广州惹事生非。

( Hevia , 1995: 185 )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因为何伟亚就清朝宾礼所做论证

45

① �在解释为什么要拒绝英国在北京派驻大使时 , 乾隆至少两次重复了非常相似

的语言。这两次他都没有使用可以翻译为无意义 ( 即“空洞乏味”, 但不是

“荒唐”) 的“无谓”一词 , 而是用的“无益” ( 没有益处 ) 一词 ( Zhu Yong ,

1989 : 238 , 257 ) 。因此 , 我将“无谓”翻译为“无用” ( useless ) , Ma th ew

的 《汉英辞典》 也建议这样翻译 (1960 : 10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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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是这样一个命题 , 即乾隆认为他和英王之间不存在根本性

的冲突。传统史学都把这次相遇视为执著于朝贡制度的顽固清廷

与要求以相互承认主权为基础建立外交关系的扩张的西方之间注

定要发生的冲突。然而 , 何伟亚却坚持认为清朝的宾礼是一种

“灵活应变的” ( open-ended )、 “关于主动者的话语 ( Hevia ,

1995 : 131～132 )。因此 , 马戛尔尼谈判的失败与中英双方外交

礼节的水火不容并无关联 , 而是由于乾隆的官员没能通过“沿着

中轴线移动”而恰到好处地对待马戛尔尼。所以 , 派驻使臣一事

的失败“并非跨文化间相互误解的问题 , 而是由于宫廷官员没能

适当组织 ( 礼仪程序 ) 而导致的失败” ( Hevia , 1995: 186 )。

在先前的上谕中 , 我们看到乾隆皇帝认为派遣朝贡使团来华

的乔治国王的所作所为是有诚意的 , 惟一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他的

使臣 ( 掌故丛编 , 1928～1930: 4/ 32b , 7/ 41a ) 。在乾隆读到了

马戛尔尼转交的乔治三世的信件之后 , 何伟亚所认为的英王与其

使臣之间的“不连贯性”就已经消失了 , 而乾隆现在认识到英王

本人会对太平盛世带来威胁。下面是乾隆上谕的原文 :

该国王具表陈恳 , 非若使臣等自行禀请之事 , 可以面加

驳斥。已颁给敕书明白谕驳。此次该国航海远来 , 念其尚为

恭顺 , 是以诸加体恤。今该贡使到后 , 多有陈乞 , 屡为烦

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今又不准其留人在京 , 该国王

奉到敕谕后 , 或因不遂所欲 , 心怀绝望 , 恃其险还 , 藉词生

事 , 亦未可定。 (掌故丛编 , 1928～1930: 8/ 64b)

很清楚 , 乾隆认为的英王与马戛尔尼之间的惟一的“不连贯

性”即是不可能对英王本人面加驳斥 , 而必须颁给敕书。乾隆根

本不是担心使臣会在广东惹是生非 , 而是担心遥远的英王惹起事

端。他现在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 这次使团来访所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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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的问题不只源于官员不适当地对待马戛尔尼 , 还来源于英王

本人不符合体制的要求。

如果我们是在讨论一位对文言文掌握欠佳的青年学者 , 我们

也许会对类似的错误宽容一些。但是 , 何伟亚教授是学术刊物

Positions 的副主编 , 而且 , 如上所述 , 他决心努力“颠覆史料

(事实 ) 与解释之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这样一套

派生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否认文本具有任何固定的意义 , 同时也反

对在文本、阅读与理解上存在着准确与谬误之分。这套理论正是

何伟亚上述态度的根源 , 这种理论也为那些具有丰富想像力的人

提供了极大的自由。但是 , 一旦将其运用于官方文档史料时 , 它

便显得极不合适①。

这些有问题的文本乃是清朝的上谕和奏折。与任何大型组织

一样 , 清朝官僚也需要它的内部信函尽量清楚和准确 , 皇帝和大

臣对文件的理解必须是一致的。正是这种程序产生了一些我们正

在讨论的、具有固定意义的约定俗成的用语。对当时所有读者来

说 , 这些用语都是清楚和毫不含糊的。而对当今的现代学者来

说 , 也应该是同样清楚的。如果我们想恰当地理解清朝的统治 ,

我们就必须坚持这些约定俗成的意义 , 并且在发挥我们的想像力

时要更加克制自己。如果认为文化理论和想像力方面的长处可以

代替对汉语的基本掌握 , 那将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危害。

65

① �何伟亚对清廷拒绝马戛尔尼在贸易方面的请求的探讨 , 表明了他自觉可以随

意取用史料的自由度。他报告道 , 清廷的大臣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 即

他 ( 马戛尔尼 ) 对宫廷礼节仍属无知”。而何氏的一个脚注却解释道 : “档案

确实说明 , 乾隆皇帝的大臣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即使臣马戛尔尼‘尚

知体制’ (掌故丛编 , 1928～1930 , 8 : 60a ) , 根据这一评论的上下文⋯⋯我

认定此为我们正在分析的文献中的一个印刷错误” ( Hevia, 1995 : 182 ) 。但

备忘录的原文保存在上谕档之中 , 并且曾在 Y S SL 中重 印 ( 1996: 153～

154) 。如果何伟亚不辞辛劳 , 在档案馆查阅一下 , 他会发现 , 《掌故丛编》

这一文献中并没有这样的印刷错误。他的读解纯粹是他自己想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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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国的宾礼

现在 , 我想转向礼仪问题。不言而喻 , 何伟亚在其论述“宾

礼和疆际关系”的一章中所分析的礼仪文献亦类似于官府信函书

尽可能地清楚明白。确实 , 《大清通礼》 中的译文关于宾礼那一

章包括对贡使礼节的细致描述。在那些文献中 , 的确难以找到机

会读出何伟亚希望在礼仪程序中发现的那种主动性。因此 , 他只

翻译了这部分的序言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不幸的是 , 即使在这

里他也有问题。我不得不请读者耐心一点 , 快速查看一下这段史

料及其翻译。原文为 :

周礼大行人 ( Hucker , 1985 : 466 ) ①掌宾客之礼仪。九

州以外谓之蕃国 , 各以其贵宝为挚。国家声教② 既讫四夷 ,

来宾徼外山海诸国 , 典之礼部。百余年来 , 敕封燕�2诸典 ,

仪文详洽 , 爰辑为宾礼。 ( Da - Qing tongli [ 大清通礼 ] ,

1756 : 43/ 1a)

何伟亚将此短序划为三部分 , 下文中的省略句可作为划分标志:

在 《周礼》 中 , 大行人 ( Grand Conductors of Affairs)

掌管宾客之礼。九州之外的王国被称作蕃国 ( Foreing King-

doms)。每个国家都拿来瑰宝做为献礼 (挚 ) ⋯⋯我朝国家

75

①

② �参考一下 《辞源》 (1988 : 1377 ) , 就可以使何伟亚不至于将“声教”读解为

“公布的教令”, 还可以提供一条关于经典的考证性的说明 : 该词源于 《尚书

·禹贡》。 �

Huck er 注意到 , 周朝时 , 该官 (大行人 ) 负责在皇宫接待诸侯。该词在清

朝继续被使用 , 是对清朝鸿颅寺主官的非正式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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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教令 ( 国家声教 ) 使四方之人都来为宾 , 山海之外的

各国都对此做了记录。数百年来 , 礼部受敕令而以盛宴款待

他们 , 并赐给赏礼⋯⋯各种典仪的仪文经过检核和综合 , 并

由此被编辑成为宾礼。 ( Hevia , 1995: 118 )

这里的问题主要有两点 :

(一 ) 由于何伟亚不承认清廷外交政策有“文明” (华夏 ) 与

蛮夷之分 , 所以在翻译此段时 , 他将“蕃国”译成“foreign king-

doms” (外国 ) , 而将“四夷”译成“peoples of the four directions”

(四方之人)。如此 , 蛮夷的概念就完全被掩盖了。 (二 ) 对于 《大

清通礼》“宾礼”这一段 , 何伟亚把“典之礼部” (由礼部记录在

册 ) 的“典之”二字移到了前面一句 , 结果成了“山海之外的各

国都对此做了记录”。对于“宾礼”一段理解的重要之处在于“典

之礼部”, 事实上清廷自立国以来 , 礼部一直在收集贡使及涉外事

件的材料。《大清通礼》 的制定则是将其记录编辑成御定正统的文

献。如果翻译准确的话 , 便很容易在该序中看到 : 一种探寻礼仪

之源、研究过去的实践并将其成果编纂成权威性的礼仪文献的程

序被运用于外交关系 , 这种程序就是礼仪成典的程序 , 它影响了

18 世纪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 ( Chow , 1994; Zito, 1989: Chap .

4)。在研究 18 世纪人们对于礼仪关注的问题上 , 我们完全可以避

免那种将礼仪与理性看成是传统与近代两极社会的极端而又含有

贬意的看法。在这一点上 , 何伟亚恰当地做了抵触。近来 , 人类

学把礼仪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实践方式” ( Hevia , 1995: 21, 引自

Catherine Bell) , 这是既有益又恰当的。类似的 , 把礼仪理解为程

序———一种常常表现出竞争性的程序———并且把它解释成绝不只

是“对一套定制的生搬硬套的演习” (Hevia , 1995: 131) , 有助于

我们理解任何礼仪。在所有这些方面 , 何伟亚都为加深我们对清

廷礼仪的理解介绍了非常有益的概念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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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 我们也不应该让这种从人类学角度出发研究礼仪

的方法模糊了我们的视线 , 而看轻了 18 世纪中国信奉并实行礼

仪的重要意义。像 《大清通礼》 这类文典的编纂本身就是试图确

定和推行礼仪的过程 , 以便“统一四海 , 整齐万民 , 而防其淫

侈 , 救其 ( 凋 ) 敝也” (大清通礼 , 1756: 御制序言 ) 。这些礼仪

通常都被认为是天命所定的 , 用 18 世纪的伟大学者戴震的话来

说 :“礼为天地之律则 , 其为至则 , 惟知天者能知之。” ( 转引自

Chow , 1994 : 189) ① 而这正是清帝国与英国这样的“蛮夷”之

国的区别所在 , 后者因其无知而不懂中国的礼节。因此 , 上引 9

月 23 日的谕旨在“天朝礼法”与迥然相异的英国“风俗”之间

做了鲜明的对照 ( 掌故丛编 , 1928～1930 : 8/ 64b ; cf . 5/ 31b)。

任何文化都认为自己的礼仪是根据自然力、诸神和传统而规

定不变的 , 而清廷御定的 《大清通礼》 则增强了礼节仪文的僵硬

性。这当然并不妨碍对礼仪策略性的运用 , 也不妨碍在实行礼仪

时可能出现的某些争议。但同时 , 这些规定在事实上也增强了象

征性活动的规格化与合法化作用。认识到这一点 , 也就可以同时

认识到特殊礼仪对于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合法化所起的特殊作

用。 (如此 , 朝贡仪式对于华夏中心———起着象征与合法的作用 )

当然 , 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下 , 坚持这种朝贡制度便会显出保留

行将衰亡的制度形式的非现实努力。何伟亚反对这种对历史进行

“功能主义”的解释 , 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自视高于中国历史知

识的知识”的优越感 ( Hevia , 1995: 20 )。我倒认为清政府对自

己的礼仪的合法化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 , 因而在讨论礼仪的功能

问题上我们并不需要有优越感。对于清朝礼仪僵硬性的非现实主

义本质 , 我可以断言 : 历史的事后认识加上来自近代历史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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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艾尔曼的建议 ( 他 慷慨地提 供了原 文 ) 和对 Morohashi Te tsu ji 的 Dai

Ka n - Wa jit en 一书的参考 , 我对 Chow 的译文略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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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累积性知识 , 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 我们拥有优于 18

世纪清廷的知识。

因此 , 我想修正一下何伟亚的叙述 , 以便对礼仪在马戛尔尼

使团到达清廷时所发挥的作用做出如下的解释。首先 , 我们必须

认识到 : 中英双方都认为礼仪是极其重要的。正是由于马戛尔尼

本人也重视礼仪的象征作用 , 他才拒绝叩头。他曾提出一个折衷

方案 : 如果乾隆皇帝的一个品级与其相当的官员向乔治国王画像

叩头 , 他也向乾隆皇帝叩头。这是一个明确标示双方君主平等的

方案。这个提议十有八九代表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至关重要的观

点。对此 , 乾隆皇帝的反应是果断而狂怒的 :

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 , 此间不

复颁给⋯⋯朕于外夷入觐 , 如果诚心恭顺 , 必加以恩待 , 用

示怀柔。若稍涉骄 , 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

礼 , 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 ( 掌故丛编 , 1928～

1930 )

至于乾隆皇帝 , 他最初对马戛尔尼使臣颇具好感。徵瑞也曾

上奏乾隆 , 说该“贡使等十分恭敬” ( 掌故丛编 , 1928～1930:

1/ 2b , 6/ 32b) 。在获悉使团即将到来之后 , 乾隆很快便提议循

1753 年 的 葡萄 牙 使 团之 先 例 ( QSL, 日 期 不 明 : 1421/ 6a;

Y SSL [ 英使史料 ] , 1996: 92) , 这一点很重要 , 因为对于宫廷

觐见来说 , 葡萄牙使团涉及一些偏离在 《大清通礼》 中得到详细

描述的礼仪的情况 ( 最重要的是 , 葡萄牙大使单膝下跪 , 并且获

准直接向中国皇帝递交葡萄牙国王的书信 )。乾隆甚至愿意调整

礼仪方式以便使事情进展顺利 , 他还严厉地斥责了使臣的满族陪

同 , 因为他“自居尊大 , 与远人斤斤计量” ( 掌故丛编 , 1928～

1930 : 5/ 25 ; Hevia , 1995 : 156～167 )。另一方面 , 乾隆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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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觐见礼能按照既定的礼节举行。而他的官员则关切乾隆是否

能受到应有的尊重 , 同时也特别关切其自身不会因礼仪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差错而受到斥责。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 , 宫廷礼仪只好

死板地演习。没有人敢提出其他建议 , 当然不是对马戛尔尼 , 甚

至不是对其他清朝官员 ( 掌故丛编 , 1928～1930: 3/ 18b , 20b ;

Hevia , 1995: 187 )。当使团带来的问题还在继续时 , 清廷的态

度变得强硬起来。在马戛尔尼抵达热河的那一天 , 一份严格按照

《大清通礼》 中的“宾礼”礼节制定的觐见草案被提了出来

( Y S SL , 1996 : 146～147 )。

当马戛尔尼抵达热河并提出乾隆帝和英王乔治礼节平等的建

议时 , 危机隐约出现了 , 而这个危机只是由于持续数天的微妙的

谈判才得以解除。佩雷菲特的汉学家助手戴廷杰 , 已经对这些谈

判及其对礼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杰出的分析 ( Ourand, 1996:

114～129 )。他仔细对照了中英双方的记录 , 而这个工作正是何

伟亚通过竭力强调“中英双方的谈判人员在这场遭遇中所持有的

不同概念性框架” ( Hevia , 1995: xii) 来有意避免的。在这里 ,

何伟亚显然反映出许多后现代研究所具有的一个倾向 , 即集中于

事件的表述上而不是事件本身。而问题是 , 在此案例中 , 两者是

不可分割的 , 即使对何伟亚来说也是这样。他的使命的关键在于

论证清廷在礼仪问题上的灵活性 , 为了证明这种灵活性 , 就必须

了解马戛尔尼与乾隆帝会见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 这在对使团的历

史研究中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 , 正如普瑞查德很早就指出 , 而后

又为戴廷杰所重申的 , 中文史料否认任何与中国礼节的背离之

处 , 而英文史料坚持说马戛尔尼遵行了西方仪式 , 只单膝跪在皇

帝面前 ( Pritchard , 1943 ; Durand, 1996: 114 )。何伟亚对这个

困境的解决既简单又出乎意料 : 他接受了马戛尔尼和斯当东

( Staunton) 的说法 (Hevia , 1995 : 168～169 )。用清廷自己的术

语来理解这次礼仪遭遇到此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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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廷杰对文献记录的分析极为彻底、谨慎、细微 , 并且富于

启发性。他认为在接见礼节的谈判中 , 双方都需做出让步 , 但也

都要既保住面子 , 又要给历史留下自己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叙版

本。他还指出中英双方当时的记录都一致同意 , 在马戛尔尼的建

议甫一提出之时出现了一段紧张的僵持状态 , 这激起乾隆帝在 9

月 9 日下达了两份怒气冲冲的上谕。直至 11 日问题才得以解决 ,

当时乾隆帝下诏说 , 在大学士和皇帝的宠臣和坤严厉的告诫之

后 , 英国人表现出“悔惧”, 变得“极为恭顺”, 并表示他们“尊

重天朝的法律和规则” ( Y SSL , 1996: 51 , 149 ) 。正如佩雷菲

特早先表明 , 后来戴廷杰又以更令人信服的详细资料提出的说

法 , 妥协几乎是肯定的 , 英人要遵从葡萄牙人的先例 , 并执行一

种变通了的磕头方式即单膝跪拜三次 , 每次鞠三个躬。马戛尔尼

据此可以声称他只是下跪了 , 中方也可说三跪九叩礼得到了执行

( Peyrefitte , 1992 [ 1989 ] : 224 ～ 225; Durand, 1996: 117 ～

129) 。

当然 , 乾隆最终决定放宽对马戛尔尼叩头的要求 , 只有皇上

才能做出这样的让步。佩雷菲特和戴廷杰很清楚地分析了这次觐

见礼仪的妥协 ( Peyrefitte , 1992 [ 1989 ] : 223～225;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编 , 1996 : 114～129 )。根据中英双方的史料 , 他们

判断英使是行了九次单膝跪地、俯身向地之礼。经过这么一个妥

协的办法 , 觐见之礼举行了。不过 , 乾隆对英使的具体要求如扩

大贸易及在北京设驻使节一事一点都不让步。马戛尔尼获得了一

次短暂的觐见和几次更加礼节性的访问 , 然后收拾行李 , 被遣送

远去。中国所有的官方记载都对使团不符礼仪之事隐瞒不录。下

次英国再派遣使团 ( 1816 年的阿美士德使团 ) 时 , 清廷一开始

就明确表示必须行叩头礼 , 而当阿美士德拒绝时 , 他就被拒绝觐

见 , 并立即被逐出京师 ( Peyrefitte , 1992 [ 1989 ] : 504～511)。

此外 , 还有一些补充性的要点需要明确指出。乾隆皇帝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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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廷对使臣访华进展极有兴趣 , 但那种兴趣似乎只是集中在使

团成员的礼仪举止及其显露于外的态度 ( 恭敬顺服或者任性傲

慢 ) , 还有使团贡品的大小和轻便与否。马戛尔尼想炫耀西方科

学之先进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 不论是皇帝还是他的大臣对天文仪

器或实验演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马戛尔尼想在北京建立外

交代表的尝试立即被驳回 , 而且没有人对增进贸易表示兴趣。乾

隆给乔治王的谕书中的决定性意旨是无可回避的 : “ [天朝 ] 从不

贵奇巧 , 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 ( Peyrefitte , 1992 [1989] : 291)①。

考虑到这一切 , 很难接受何伟亚的下述论点 : 这次相遇“不

是跨文化间的误解”。那恰恰是一个文化的误解 , 也是两个有冲

突的帝国之间的撞击。导致误解的一个因素是 : 较之于西方技术

和对外贸易的尚未被理解的益处而言 , 坚持既定的朝贡制度对清

廷来说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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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将一 个 明 显的 打 印 错 字“ manufacturers” 纠 正 为“ manufactures ( 制 办

物 )”。原文见 Y S SL ( 1996: 165～ 166 )。尽管中国学者异口同声地批评乾

隆对西方科学的冷淡 ( Dai Yi, 1992; Zhu Yong , 1989 ) , 有些美国学者却

对人们所说的乾隆缺乏这种关注提出质疑。 Joann a Waley - Cohen 在其 《18

世纪的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 一文中 , 开篇即引用了乾隆的这封谕书。但

是 , 她将其读解为一位“不喜欢公开承认其对外国技术之潜力的兴趣和意

识”的皇帝的“宣传伎俩”。考虑到 1759 年和 1761 年的两道谕令在否认中

国对外国商品的 需要时 , 使 用了几乎 完全相同的 语言 ( Zhu Yong , 1989 :

78 , 80 ) , 将这一陈述解读为由马戛尔尼试图使中国向贸易开放的努力引起

的宣传 , 是有点问题的。为了证明清室对西方技术是有兴趣的 , Waley - Co-

hen 集中分析了火炮这个事例 , 但是 , 她的论证很难令人信服。她注意到耶

稣会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在清初传授火铳技术方面所做的贡献 , 然后注意到汤

若望写于 1643 年的教材在鸦片战争处于高潮的 1841 年被重印 , 而南怀仁的

已有 200 年历史的陈旧的大炮设计那时还在被使用。她花了很长的篇幅详细

分析了耶稣会士罗对清朝 1777 年的西南战役的贡献 , 但是 , 他的贡献似乎

只是指出了汤若望 150 年之前关于计算火器角度的重要性的手册的教训。拿

这一点与日本兰学家 ( Rang aku Sc holar ) 对西洋技术的研究相比 , 清廷继续

使用几个世纪之前的军事技术不能不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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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学术的方法论和政治

最后 , 让我们来看看该书中所持的方法论和政治立场。何伟

亚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后现代立场 :

重构历史并不只是关乎揭示新证据、选用新方法 , 或揭

露前人的偏见。撰写历史也牵涉到知识的创造与传播 , 这个

政治活动是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因此 , 争论的焦点并

不是如何使叙述更少带有偏见或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 而

是如何在日常的多重诠释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 , 确定我们自

己的编史立场。 ( Hevia , 1995: 226 )

我毫无困难地同意上文的前两句话 : 所有正当的学术研究都

有政治上的意含。当我们从事学术讨论和争论时 , 政治立场便会

显露并得到检验。但是我不能接受的观念是 , 问题只在于我们如

何“⋯⋯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确定我们的编史立场”, 或者我们

没有义务“更少带有偏见或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如果综合

考虑何伟亚先前表述的要“颠覆史料 ( 事实 ) 与解释之间的那种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的意图 , 这里的方法论立场便非常清

楚了。史学家并不承担任何保证其解释与史料相符的义务 , 他

(或她 ) 不需要在读解史料时尽量减少个人的偏见或意识形态 ,

以求得到一种对历史的准确重构。这使我觉得方法论上是站不住

脚的 , 政治上是自杀性的 , 假如把更大的价值赋予正确的政治立

场上而非对过去的准确表述上 , 我们怎能指望我们的学术研究在

坚定的、真正的信仰群体之外更具说服力 ? 政治上有效的学术研

究必须建立在一些对真理价值的可靠主张上 , 这种价值甚至能为

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所认同。相反 , 何伟亚认为 , 所有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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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政治性的 , 在两种解释间作出判断的主要标准是看它是否在

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适当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倒委实是对

“政治挂帅是历史研究指针”的直截了当的维护。

何伟亚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解释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来这种逻

辑。马戛尔尼与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吉本 ( Edward Gib-

bon )、波斯威尔 ( James Boswell) 等人都是伦敦的文学俱乐部成

员。他们的参与争论和“男人式的交谈” (吉本语 ) 是 18 世纪英

国更加扩大的“公共领域”的缩影。到达中国后 , 马戛尔尼和他

的同事们运用“公共领域文化的价值观”来建构他们对中国的描

述 ( Hevia , 1995 : 64～65 )。他们忙于“观察、测量、计算和比

较”, 并且从“无偏见的观察者的立场”来写作 ( Hevia , 1995:

95 )。在觐见礼仪展开的复杂的谈判中 , 马戛尔尼发现中国人诉

诸“不变的法则⋯⋯作为抵御理性和推论的总盾牌” ( Cranmer-

Byng , 1962: 153; 引自 Hevia , 1995: 102 )。在使团失败之后 ,

英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 只有面临强力和武力时———这正是鸦片

战争和随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中国人才会放弃他们

那种不理智的做法 ( Hevia , 1995 : 230) 。

从费正清到普瑞查德再到威尔斯等的现代学者 , 他们在研究

马戛尔尼使团时都认为 : 清廷之所以坚持朝贡制度的形式 , 是因

为这种制度发挥了使清廷的统治合法化的作用 (费正清 ) , 或者

是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过分关注礼仪外貌 ( 威尔斯 ) 。不论在哪种

情况下 , 何伟亚认为“他们都深深地陷入了萨义德等人称之为东

方主义的泛滥于欧美的思想惯例 , 他们也成为一些更宏大的文化

工程的组成部分 , 而这些文化工程至少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一直

都效力于把‘西方’建立为在思想、政治和经济活动各个方面都

享有特权的地区” ( Hevia , 1995 : 17～18 )。那些“把客观主义

的西方理论 , 尤其是社会科学模式适用于非西方材料”的各种解

释不仅致力于使西方享有特权 ( Hevia , 1995: 7 ) , 而且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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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政府既要为它自己的崩溃负责 , 也要为西方的炮舰外交负

责” ( Hevia , 1995: 19 )。因此 , 所有这类学术研究都是用来为

帝国主义辩护的。既然我们必须用政治正确的标准来衡量学术 ,

所有这一切就都必须予以驳斥。

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 , 而他要立的则没那么清楚。像大多数

后现代学术一样 , 他回避讨论要用何种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所批评

的启蒙运动的公共领域。然而 , 当何伟亚简短地回顾中国人对马

戛尔尼使团的研究时 , 他的立场中的问题和政治天真便都暴露无

遗了 , 看到“那些好像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复制欧美对中西冲突的

解释” ( Hevia , 1995: 243 ) 的中国学者 , 他觉得很是失望。他

的惟一解释是 : 中国学者简直是在“盗用殖民者的思想架构”

( Hevia , 1995: 246 )。看来 , 他们是自动的东方主义的受骗者。

然而 , 何伟亚似乎没有看到 , 他对中国学者有关马戛尔尼和

清廷的研究不予理会恰巧充分再生了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立

场 : 这些可怜的、落后的中国人不能理解西方理论的最新发

展———在这里 , 便是后现代和后殖民话语①。

稍加反思便可以使人想到 : 我们的中国同事并不一定像何伟

亚所暗示的那样毫无头脑、容易受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 “公

共领域”的公开辩论 , 新生的“观察、测量、计算和比较”的科

学精神 , 以及马戛尔尼所代表的启蒙价值观的整个情结并不显得

那么特别危险。美国学者可以在批判的同时 , 享受现代生活所带

来的一切物质上的舒适 ; 中国学者则认识到 , 只有科学技术的进

步才能够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 , 他们毫无困难地批判乾隆

的自负及其自给自足的幻想 , 斥责他对西方的技术成就缺乏兴趣

(Dai Yi , 1992 : 425～432 ; Zhu Yong , 1989: 282～308 )。对于

这些仍在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学者来说 , 对现代性做一种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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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批判就更加困难了。

作为一个对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批判者和倡导反

帝国主义学术研究的倡导者 ( Esherick , 1972 ) , 我要说的是 , 这

是以何伟亚和他在 Positions 的同事们为代表的新式后殖民研究

最令人费解的方面。后殖民研究扩展了前辈反帝国主义者对西方

和日本从军事、政治、经济上剥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批判 ,

将对现代性、理性、科学、技术等“殖民地”文化的批判也包括

进来。任何亚洲人 , 只要提倡这些事情 , 就是在“盗用殖民者的

智识构架”。他们批判中国学者是“彻底的现代主义者 , 对清代

统治者的关怀和信仰抱有敌意或表示蔑视” ( Hevia , 1995: 246)

时 , 则表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傲慢。后殖民批评者看来是在建议

中国人应把他们的头脑和愿望退回到清代 ( 或安全的异国情调之

中 ) 而非对西方现代性的渴望。我认为这种批判的效果便是禁止

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民众以必要的智识和政治工具进行现代化 ,

并使他们的国家强大到足以反对帝国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 , 中国学者痛苦地认识到了以政治立场评判学

术的后果。他们生活在一个类似于何伟亚所倡导的世界里 , 在这

个世界里 , 没有义务要维持史料与解释之间的联系 , 或使学术研

究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 在这个世界里 , 批评的标准是某人政

治立场的正确性。在这样的体制中 , 政治的正确性不可避免地要

由掌权者来决定。中国的史学家对“实事求是”的口号比对像何

伟亚这类学者的后现代立场更感认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当代的中国学者都过于实证主义化 , 过

于相信可知的客观真理。尽管历史学不存在绝对真理 , 也不等于

说我们就有权认为史料的含义是可以随意解释的。我们必须像我

们的中国同行们那样认识到阿普勒伯、亨特和亚科比所说的 :

“对客观知识共担承诺的益处”。阿普勒伯等人已经把历史的客观

性重新定义为一种“研究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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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对这种“社会” ( 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 ) 和“过程化”客

观的承诺 , 也会“迫使人们严肃地考察他们所带给其研究主题的

主观因素与他们所发现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 它会加强那种有利

于展开辩论的方法论原则 : 它会鼓励人们完成寻求知识的艰巨任

务” ( Joyce Appleby , Lynn Hunt , and Margaret Jacob , 1994:

269 , 261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我们的中国同行免受政

治支配学术的惟一保障 , 也是我们保护中国研究和汉学研究不受

类似何伟亚等学者这样过度想像危害的保障。

(尚扬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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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 ( Joseph W . Esherick)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 圣

地亚哥 ) 的历史学教授。他的著作有 《改良与革命 : 1911 年湖

南与湖北的革命》、《义和拳的源起》 以及 《中国档案导读》 ( 与

叶娃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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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中国史

魏斐德

  历史从不描述凝滞的往事 , 相反它总是处理运动中的事

物。 (李凯尔特 , 1929: 427 )

深度期望创造历史。 (德里奥 , 1997a : 11 )

12 卷本的 《随时光之乐起舞》 是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

(Anthony Powell) 的经典之作 , 作者以对伦敦冬日景色的描写

展开该书的第一章 :

在街角干活的人们为自己搭了个工棚 , 有个三角架支起

的防风红灯做标记 , 工棚下面就是四通八达的地下污水排放

管线。几个人围拥在这个窝棚前的一桶炭火周围 , 不断晃着

胳臂拍打着身体 , 搓着双手 , 还不停地像哑剧演员一样比划

着 , 恰似戏子在煞有介事地表演“严寒”的情境。其中一个

穿着深蓝色外套的瘦子 , 比别人都高 , 举止滑稽 , 长着个莎

翁笔下小丑一般的长鼻子 , 还满是雀斑。他朝前迈了一步 ,

郑重其事地把个东西扔在火堆中烧得通红的煤上 , 显然那是

个用报纸简单一包的两块吃剩的鲱鱼。一股火苗“呼”地窜

起 , 一阵浓烟随着东北风盘旋而上。就在这股浓烟飘上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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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雪花开始从阴暗的天空中轻轻飘落下来。好像是曲终人

散时的通行做法 , 人们都转身离开了火堆 , 或吃力地下到坑

里 , 或委身于用防水布支起的窝棚下面。灰色的、摇曳不定

的火焰继续暗淡下去 , 一阵虽不很浓 , 但很刺鼻、辛辣的气

息弥漫在空气中。白天过去了。

不知为什么 , 雪花缓缓飘落在火焰之上的情景不禁使我

想起了遥远的古代世界———穿着羊皮的军团士兵们围在炭盆

周围取暖 ; 山中的祭坛在冰冷的梁柱间熊熊燃烧 ; 半人半马

的怪物擎着火把在已冰封的海边飞驰———这都是些杂乱无

章、毫不协调的形象 , 来自于神话般的过去 , 总是从现实中

悄然流逝 , 可又能给人带来亦真亦幻的思忆。这些古代的形

象 , 还有那些人们离开火堆时在他们身体姿态中所具有的一

些东西 , 令人忽然想起普桑
�
所描绘的情景 : 四季女神们手

挽手面对我们 , 随着长着翅膀、赤裸身体的花白胡子老头拨

弄的七弦琴的节奏而翩翩起舞。而“时间”的影像则带来了

对死亡的思索 ; 人类 , 就像四季女神一样 , 脸朝着外面 , 以

复杂的方式手牵着手 , 慢慢地 , 有条不紊地 , 虽然有时不免

有些踌躇地走进对清晰可认形体进行创造的进化中 ; 或者是

贸然地闯进看似无意义的历史回旋之中。在这种回旋中 , 同

伴的消失只是为了再现 , 并再次给与这一景象以模式 ; 这一

节奏不可控制 , 也许 , 这舞步也同样不可控制。 ( Powell ,

1995 [ 1951 ] : 2～3)

鲍威尔的语言十分抒情 , 恰似那个花白胡子老头手中的七弦

琴。此外 , 我们还知道 , 这语气标志着即将展开的对公立学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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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虚构的叙事 (作者语气确定 , 欣喜与悲伤的情感兼而有之 )。

通过作者把记忆中的小工围着炭桶烤火的场景转化为罗马军团士

兵围着炭盆烤手的场景 , 历史与神话在此处产生了共鸣 , 这使得

含义更加宏大。对尼古拉斯·詹金 (Nicholas Jenkins) (即作者 ) 的

窗外真实情景的想像性叙事和与神话临界的想像中的历史之间存

在一种紧张关系 , 确切地讲 , 这段文章的感染力正是来源于此①。

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张力

当我读史景迁 ( Jonathan Spence ) 的杰作 《上帝的中国儿

子》 (我认为是他众多出色的历史著作中最好的 ) 的结尾时 , 想

起了鲍威尔 ( 1995 ) 小说的上述开篇。史景迁在书中这样结尾 :

1864 年岁末 , 不仅天王死了 , 就连他一手建立、用来

巩卫自己的最亲信的诸王也相继死去 : 北王、东王、南王、

西王、翼王、英王、忠王 , 还有洪秀全的儿子小皇帝天贵

福。无论如何 , 天父上帝应为洪秀全的死感到悲伤 , 可他却

毫无表示。而洪秀全的哥哥 , 耶酥 , 也沉默不语。即使是他

的天母 , 曾经在他降生时痛苦地呼号 , 并为在九头怪龙口下

保存自己的孩子而奋力拼斗的人 , 现在也在神域中缄默

不语。

在他们制造的筏堰浮城上 , 桅樯云集的商船都停在水

边 , 西方人正在前进 , 什么姿势都有。有些人踩在绷索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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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Kellner , 198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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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走 ; 有些人紧紧靠在同伴身上沿道路蹒跚而行 ; 还有些人

紧抓着运输车的把手———睫毛被不习惯的绷带紧紧地压着

———穿过喧杂的人群寻找着他们自己看不见的终线。在围墙

下搭建了许多帐篷 , 那是为了遮蔽太阳的暴晒。围墙外另一

些人正用白垩做着各种各样的记号并计算着角度 , 等待着敌

人的行动。而他们的同伴对现在四处弥漫的死亡气味儿已浑

然不觉 , 离开营地走向诱人的 Maboul 泉。在那儿 , 他们手

抓着清凉的水杯 , 看着天军营地里生起的堆堆篝火 , 随着耳

边阵阵的军情锣鼓 , 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 茫茫然在其中湮灭

了自己。

也许除了被绷带压着的睫毛之外 , 这以法国营地为结尾的最

后场景中的每一细节都早已被人描绘过。史景迁用以描述这些事

件的源泉就只剩下 Maboul 的泉水。可以这样讲 , 这些具体的事物

都符合“历史”, 但是效果却不一样。这一方面因为 , 作者将视野

集中在通商口岸和战场这一宽广的背景中 , 同时 , 没有考虑那些

我们平时用来诠释历史事件为何发生和怎样发生的各种信息。另

一方面 , 为了给书找到一个结尾 , 作者使我们跳回到 1864 年的春

夏之交 , 就在 11 月 18 日 14 (15 ) 岁的洪天贵福被处死的数月之

前。我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恰似幻觉的重现 , 好比我们会接受

一本小说中类似的“幻术”一样 , 因为它体现了同样的虚构与事

实之间的复杂的紧张关系。换言之 , 这就是巴赫金把语言的对话

方式描述成意指两个声音互动 , 或他所说的“两个声音的词”时

所意味的东西 (Groden and Kreiswirth, 1994: 66)。

当然 , 问题其实就是两种作者 , 小说家和历史学家 , 从各自

的方向出发 , 在想像和事实、虚构和历史之间的中间地带相遇 ,

在那里 , 用利科 ( Paul Ricoeur) 的话来说就是 , “一本历史著作

可以当做小说来读” ( Ricoeur , 1988 : 186) 。这一中间地带是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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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领域 , 而不是叙事学 , 叙事学“以结构主义倾向为典型 , 将

文本视为受规则控制的诸种方式 , 在这些方式之中人类重铸自己

的宇宙” ( 524 页 )。与之相反 , 叙事意味着“以时间的先后顺序

将材料串联起来 , 把内容集中化约为一个内部统一的故事 , 尽管

其中有潜藏的情节。叙事史不同于结构史的两个主要之处是它的

安排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 , 以及其核心点是人而不是环境”

( Stone , 1979: 3 )。以上两个虚构和历史在叙事领域中结合的事

例 , 使一种观点成为可能 , 即现实可以以一种包含了人类行为的

首尾一致的方式来再现①。即使历史学家都希望与处在叙事领域

边缘的想像领域保持距离 , 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意识到“实际上 ,

所有的历史学都建立在叙事上 , 这保证了他们所表现的东西‘包

含’着意义” ( Kellner , 1987: 29 )。正如海登·怀特所说的 , 我

们必须区别“叙事的历史话语”和“叙事化的话语”: 一个观察

世界并对之进行报告的观点和“一个假装使世界自己言说并将世

界自己言说为一个故事”的话语。对叙事的史家来说 , 海登·怀

特继续说道 : “一个真正的叙事对所表现的内容并不添枝加叶 ;

相反它只是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的一个幻影” ( White , 1987:

2 , 27) 。

历史叙事的声音

分配给这次学术会议参加者的任务是写一下理论是如何指导

77

① �“历史学家对于一个既定历史领域的所有的观点都有一种对人类的行动的主

题性兴趣 , 尽管他们对有关在历史的叙事中应包含什么东西这一点上有着也

许不可消解的差别” ( Olafson , 1970 : 285 )。或者 , 也许对这一点来说更恰

当的是 , “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被一个理论知识所指导着的 , 尽管他

刻意回避、佯装不知。这种暗中的知识一贯正确地指引着他 , 而这种知识可

与一个人在他的行动中使用的暗中的知识相比” ( Veyne , 1982: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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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方式的。这引起了一种反思 , 它强迫人们

进行个人的考古学 , 考索那些对自己有影响的各种知识。以我为

例 , 我是相当快地被吸引到历史叙事中去的———历史叙事是一种

话语 , 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总是受着这样或那样的抨击 ( Klein ,

1995 )。这里无法把我年轻时代读过的历史做一个详尽的系谱学

考察。不过简而言之 ,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 我的父亲———他曾接

受教育 , 是一个古典主义者 , 一个文气十足的历史学家———为我

安排了常规的史学训练课程。先读希腊和罗马史学家的作品 ( 如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等 ) , 继而指导我读吉本、卡莱尔、

麦考里 , 最后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至于 19 世纪早期法国史学

家 , 如米什莱①和梯也尔②等 , 是我自己了解到的 , 当时我不过

是个在法国上学的年轻学生。而大学老师则向我引介了马克·布

洛赫和其他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 , 特别是梅涅克和狄

尔泰。我认识到 , 叙事要具有历史意义 , 就必须处在情境之中。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 , 困难的是要学会区分

历史和文学。当我从希罗多德转向修昔底德时 , 并没有问为什么

后者让历史行动者自己说话。毕竟 , 希罗多德是作为雅典精英中

的一员而写作的历史学家 , 他知道他所写的一切 , 这一点无可争

议③。可是 , 罗伯特·格雷夫斯 ( Robert Graves ) ④ 却让我迷惑。

87

①

②

③

④ �罗伯特·格雷夫斯 (1895～1985 ) , 英国诗人 , 小说家 , 评论家 , 著有历史小

说 《克劳狄乌斯一世》 等。———译者注 �

“凭空臆造对话 , 并置之于主人公的口中 , 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常干的事情 ,

这样的史料虽然看起来合情合理 , 但实际上无凭无据。现代历史学家却从来

不允许自己有这些幻想性的僭越 , 这是在严格术语意义上的幻想。” ( Rick-

ert , 1988 : 186) �

梯也尔 ( 1794～1877 ) ,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 , 历史学家 , 著有 《法国革

命史》 等。———译者注 �

米什莱 ( 1798～1874 ) , 法国历史学家 , 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

自由的斗争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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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写“我 , 克劳狄乌斯”或“贝利撒留”时 , 他是怎样知道书

中的主人公所说的东西 ( Graves , 1938 , 1948 ) 的 ? 这使我费了

相当的时日才认识到乌姆贝·艾柯 ( Umberto Eco ) 在 《纽约书

评》 中的一篇文章中所强调的区别 : 即一旦您插入对话 , 无论墩

于其中的角色和情境来说是多么的真实 , 这都由历史转为文学

( Eco , 1997 : 4) 。这在思考中国历史的真实性时是一个特别令人

困扰的问题 , 因为中国史的“野史”传统———这一传统曾经十分

流行 , 当时史学被认为是享有特权的叙事方式①。当我研究明清

变迁的历史时 , 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显 , 因为在那一时期涌现了

大量的野史 , 也因为在一些野史中 , 作者小心地遵守了史家的惯

例 , 并没有借主人公的嘴说出自己的观点 , 但在有些野史中 , 事

实与假想 ( 所见非所闻 ) 间的界限在作者的想像中消失了②。其

结果是 , 现代历史学家不得不自己决定众多材料中哪些更为可

信 , 哪些文本相对于特定的历史的过去———如满洲人入主中原

时 , 那时 , 各方的举措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更加真实③。在

某种程度上 , 这是我在写作 《顺治空位时期》 和 《洪业》 的部分

章节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 Wakeman , 1979 , 1985 ) 。第二大困难

则是 , 我试图将多种叙事的声音 ( 它们保有各自特有的方式 ) 与

分析的声音 ( 这些都必然是外在和分离的 ) 糅杂在一起 , 最终 ,

97

①

②

③ �“因此 ,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 那些坚持价值因素已经渗入历史档案之真实构

成中的人 , 相信只有通过某种不可确认的价值判断 , 历史学家才可以归整和

安排他的事实。但是 , 如果我们审视他们引以为据的历史著作 , 我们可以发

现这种争辩是虚假的。因为每一个历史事实都是处在导向其他事实的特定的

情境中。” ( Mandelba um , 1967: 200 ) �

见 Struve 的自传 (1984 ) 。具体的例子可见 Struve ( 1993) 。 �

“在传统中国中享有特权并占主流的叙事方式是历史撰著、虚构性的叙事 ,

或者在中国术语中被称为小说的东西 , 是一种边缘性的 , 名声不佳的写作体

裁。在清末文艺评 论繁 荣之 前 , 中 国叙 事理 论主 要集 中在 史学 模式 上。”

( Lu , 1994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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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中分析。直到那时我才认识到狄尔泰说的用“感觉去分

离”是一回事儿 , 真正用巴赫金的对话的“两个声音的词”去写

作又是另一回事。比如 , 我发现 《大门口的陌生人》 比我早几年

出版的小说要难写得多 , 这正是因为需要将两种向度的声音编织

在一起。

作为解释的叙事

许多年以前 , 我几乎无法设想我会阅读吉本或麦考里的书。

吉本的 《辩护》 简单地、理所当然地认为叙事和解释可以互相融

合 ( Gibbon , 1779; Wooton , 1994: 79 )。而 麦 考里 则 宣 称 :

“历史以小说开始而以论文结尾”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其 1828

年著名的对“历史学”的反思中 , 他也说到文学领域有两个支配

者 : 理性和想像。“有时候是虚构 , 有时候是理论” ( Macauley ,

1828 )。各自功能不同 , 而且麦考里也确切地认识到从这一部分

转换到另一部分的困难。

历史 , 曾被认为是通过事例来教授的哲学。但令人不快

的是无论哲学在其中获得了怎样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 事例却

普遍失去了生动性⋯⋯ [ 历史学家 ] 必须是一个深刻而智慧

的推理者。但他也必须拥有充分的自制力以避免用事实去填

充他的假设。人们如能正确地估量这些几乎不可能被克服的

困难 , 他们就会认为每一个作者都将会在历史的叙事或论理

上失足是不足为奇的。 ( Macauley , 1828 , 72～73)

作为一个相关的表达 , 一个对此略有不同的赞赏也困扰了托

克维尔 20 多年 , 当时他一直思考要写作一部帝国史。1850 年 12

月 15 日 , 他在从索伦托 ( Sorren to) 给他的终身好友德科尔格里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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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 de Kergorlay) 的信中写道① :

历史学家的优点就是知道如何处理交错复杂的事实 , 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企及这种艺术。迄今为止 , 我最为成

功的是在于判断事实而不是叙述事实 , 是在于所谓的精确的

历史 [ 上 ] ; 我所知道的全部的技能只是不时地、以一种间

接的方式被运用 , 除非我抛弃了现在这种样式而承担起叙事

的样式②。困扰我的一个 [ 巨大困难 ] 来自于对所谓的历史

和历史哲学的混合。我仍不知道如何结合这两者⋯⋯我害怕

其中一个会对另一个造成损害 , 而我又缺乏那种不受限制

的、必要的技艺 , 凭此技艺 , 我可以正确挑选必须用以支持

观念———姑且这么说———的事实 ; 我可以充分地描述这些事

实 , 使读者在对于叙述———而不用作者做过多的讲解———的

兴趣中进行思考 , 这样 , 著作的特点仍清晰可见。 ( de Toc-

queville , 1985: 255～257)

托克维尔认为历史著作的典范是孟德斯鸠的 《罗马盛衰原

因论》 (1734) 。“可以这样讲 , 人们不受阻滞地徜徉于罗马历史

中 , 但人们又在这个历史中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的说明并能对之

理解” ( 第 257 页 )。对我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 只是我从文学

18

①

② �“除了托克维尔 , 所有历史学家 ( 如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 )

没有一个将正式的说明讨论置于叙事的前台。一个人不得不通过从历史学家

所写的历史故事中得出内涵 , 从而抽象出其所诉求的原理。但是 , 这也意味

着解释的 效果 很受 故 事情 节 化模 式 ( the mode of emplot me nt ) 的影 响。”

( Whi te , 1973 : 143) �

Kerlogy 是托克维尔孩提时代的朋友 , 两人生活在巴黎同一条街上 , 他们在

La M anche 的别墅并不远 , 又在梅斯的同一所中学念书。 Kerlogy 后来成为

一名军官 , 但却使 自己在阿尔及利亚人中扬名 : 他终生都是 立宪主义 者。

( Boesche , in de Tocqu eville , 1985 :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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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历史而不是从其他路向接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 , 我的专

攻领域是历史和文学 , 但我的主要工作是后者 , 直到我学了威

廉·朗格 ( William Langer ) 的课程并发现自己被历史学叙事的

解释力量所吸引 : 一个人如何从此到彼 , 从阿卡德到萨拉热窝。

然而 , 即使当我开始逐渐进入到历史学科的阵营中时 , 英国 -

欧陆历史哲学家的基本信条看起来也并不与我作为一个文学系

学生 , 或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者具有的个

人偏好相矛盾①。

柯林伍德问道 , 例如 , 如果历史学家没有关于过去的直接

知识 , 他如何能“了解”过去 ? 他的答案是“历史学家必须在

他的思想中重新激活过去” ( Collingwood , 1956: 282 )。我将之

视为一个双向过程 : 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中重新激活和将充满感

情的想像投射到外部。后者对于我来说已经从狄尔泰的“再产

生或再体验”的概念中被蒸馏出来了 , 这就是一个人将自己转

化为被表达的另一个人或被表达的一个复合体。“每一个生动的

对一个情境或外部环境的想像性呈现都激发了一个内在于我们

之中的再生过程⋯⋯在这种再生中蕴藏着一个获取心灵财富的

重要部分 , 对此我们要感谢历史学家和诗人” ( 转引自 Nash ,

1969: 34 ) ②。

28

①

② �“当历史学家渴望重新激发或重新思索对手段和目的的某种评价时 , 他们在

一些细微之处仍被小说样式所吸引。” ( R ick ert , 1988: 186 ) �

当然 , 在那时我几乎不能意识到故事情节化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讨论形式。

“建议历史学家将他的故事情节化 ( em plot) 就意味着要反对大多数 19 世纪

的历史学家⋯⋯这一观念是‘讲述已经发生的故事’而没有特别的概念残留

或材料的意识形态预设。如果故事被正确地讲述 , 对已经发生事情的解释将

会从叙事中将自身勾画而出 , 就如同风景的结构被一个恰到好处的画图所描

绘。” ( W hite , 1973: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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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再体验和理想范型

Nacherleben① ,“再体验”, 在保持对历史现实 (柯林伍德向

我确证了它的存在 , 而我又在休谟决非毫无意义的有关人类持久

本质观念的精神中接受了它 ) 的忠实性的同时又满足了审美冲动

( Berry , 1982: 237 )。但是我的看法中的两个决定性转变动摇了

这一直觉性的自满。

第一个是我研究中国史的决定。一个人如何能激活或再体验

一个过去的异质的文化 ? 这对于西方的中国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永

远存在的问题 , 而这一问题对于由欧洲和北美历史学家写成的有

关帝国晚期和现代时期的历史著作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一个在与

费正清及其拥护者相关的史学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解决方法 , 是

将自身放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改变中国”的西方人的位置上

( Spence , 1969) 。但就我而言 , 仍然徘徊于文学和历史之间 , 我

发现我不得不在两个论文题目中做出选择 , 是研究鸦片战争和太

平天国运动起源问题 , 还是研究“创造社”。我问论文导师列文

森 ( Joseph Leveson) 哪一个题目比较好 , 他非常善意地答道 :

“研究你最喜欢的那个。”最后我选择了这样一篇论文 , 不是研究

中国作家如何从浪漫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 而是研究在广州的“大

门口的陌生人”———他们除了诉诸武力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进入

“中央王国”, 与珠江三角洲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他们决意将这

些陌生人驱逐出去 , 二者之间的冲突 ( Wakeman , 1966 )。第二

个决定性的转变是美国社会学功能主义的巨大影响 ( 如帕森斯的

著作 ) , 并由帕森斯 , 进而追溯到他之前的韦伯的思想理论。到

我开始研究中国史时 , 韦伯的社会学已经对有关中国的研究产生

38

① �原文为德语 , 可译为 : 再生存、再体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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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影响 , 这主要是通过他的著作 《中国的宗教》 的英文选

译产生的 ( Weber , 1951 )。列文森将自己的许多观点 , 包括

“业余理想” ( amateur ideal) 和“官僚—王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都归功于韦伯的著作 ( Wakeman , 1976 )。而我自己对中国知识

分子的研究论文———“自治的代价”, 也是在韦伯的传统之中进

行的 ( Wakeman , 1972 )。即使韦伯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是片面、

零散的 , 但在他的手里 , 对理想类型的追求采用了动态的和具有

细致差别的结构。但是他的大多数作为学院社会学者的追随者们

在我看来从那时起都误入于内容干瘪的分析中。他们的理想类型

经常是双维物化 ( two - dimensional reifications) 的 , 而不是像韦

伯的“道岔工”一样是三维的 , 他隐喻性地挥动铁路信号旗以引

导社会发展的自我推动的火车头沿这一条而不是那一条轨道向前

行进。

确定无疑的是 , 在韦伯的同时代人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例外。

齐美尔相信“破碎的图景”是达致社会现实的关键。在 1896 年

他写道 :

对我们来说审美性观察和解释的本质存在于这一事实 ,

即在独一无二的事物中发现典型 , 在偶然中发现规律 , 在外

表和转变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对任何现象来说 , 都不

能逃过这种向重要的和永久的东西的化约。 ( Simmel , 1896 ,

转引自 Frisby, 1986: 57 )

在这一点上 , 齐美尔与我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 我力图通过近

乎随意的和无规律的 17 世纪文人的生活 , 来为那些在满族统治

接替明朝的时期 , 沿审美和政治光谱 , 并按浪漫主义者、禁欲主

义者和殉道者顺序排列着的一个完整的其他知识分子群体 , 绘出

“传记性的轨道” ( Wakeman , 1984) 。虽然我继续坚信只有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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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叙事形式 ( 特殊主义的现象 ) 和直接的分析性 ( 能普遍化的

理论 ) 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描述这些轨迹 , 但我也逐渐认识到韦

伯的理想类型也能使我们进入到这个方向———特别是因为韦伯的

理想类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李凯尔特的“个体概念”理论

( Sprinzak , 1072: 299～300) 。

李凯尔特的个体概念理论

李凯尔特并不相信历史可以形成普遍概念①。

历史并不形成普遍概念 , 和自然科学一样 , 它不能解说

具体存在的客体⋯⋯由于这些思想从来不能完美地涵盖无穷

无尽不断展开的真实过程 , 因此它们———虽然它们的内容并

不是普遍的———只能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 , 即对于历史来说

具有根本性的那些现实的方面是在它们中被挑选和组合的。

当然 , 这些历史概念只有当它们被消解在对存在的判断中 ,

讲述概念正在再现的事物和过程时 , 才能被真正地思考。

( Ricker t , 1929: 328～329 )

伯格 ( Thomas Burger) 这样解释李凯尔特 :

描述现象的具体的个别的特征 , 这是历史科学家在写

作历史时的目标。当然在这种努力中 , 历史学家受制于人

58

① �Paul Veyn e 认为我们不需要一味地遵从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我们无需采

取极端的方式反对一般或特殊 , 或者用极端的方式坚持科学法则、或曰法则

制定规则与个体性知识、或曰表意文字之间的二元对立。” ( Veyn e, 1982 :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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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知识的界限。这意味着他从不能描述一个现象独特性的

所有具体方面。但他仍必须力图尽可能地与之接近。出于

此原因 , 李凯尔特将历史称为“关于具体现实的科学”

(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通过艺术性的呈现 , 历史学家

不得不力图唤起一种真实具体性的印象 , 力图再造曾经真

实存在过的现象。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接近镜像。 ( Burger ,

1976: 42 )

李凯尔特为历史描述而使用的“概念”这一术语不同寻常。

伯格 ( 1976 ) 注意到“在李凯尔特的术语中 , ‘概念’指称的是

任意一种思想结构 , 任何一种方法论形构的智识内容 , 它被设计

成对经验现实的可信的再现 , 无论其语词的表达多么复杂” ( 第

22 页 )。

就“个体概念”而言 ( 这是相对“普遍概念”而说的 , 后者

包括了许多经过选择的经验因素 , 这些因素普遍存在于各种具体

事物之中 ) , 伯格也意指“历史概念”。如伯格 ( 1976 ) 对它的解

释 ,“另一个标准要求对组成一个个体现象的诸多因素进行选择 ,

在这种选择把事件连接起来的过程中 , 构成了这一现象的独特表

征 , 并从而与其他事物相区分。所有其他的事物都被视为不相关

的因素而遭忽视⋯⋯ [ 这一 ] 程序导致了‘历史’或‘个体’的

概念” (第 22 页 )。

我们力图从自然科学中抛弃的东西是因为它不属于那

里⋯⋯即因为历史是一门具体现实的科学 , 所以对概念性了解

之界限的逾越和对具体多样性的表述就成为一个必须的任务。

为了目的论的基本因素与那些为了尽可能使叙说 (account) 接

近现实而只作为对想像的刺激的组成部分相结合 , 为了在历史

概念中两者⋯⋯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具体整体 , 必须力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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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客体的个体具体性。因此 , 历史也力图提供一个清晰的叙说 ,

不是通过定义 , 而是通过尽可能勾勒准确而清晰的图像。

(Rickert , 1976: 42 , 转引自 Burger, 1976: 42)

李凯尔特承认这些概念性因素———即“只作为对想像的刺

激”———的添加“是出于逻辑之外的考虑”。但是他仍坚持这是

一个“必要的任务”, 因为它被“暗含在作为具体现实科学的历

史的概念中” ( 第 382 页 )。也就是说 , 为了使现实“具体化”,

你不得不添加并不是必要的但至少是逻辑上真实、并不妨碍具体

现实不断展开的概念的因素。

历史学家的技艺

对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而言 , 这些逻辑之外的思考构成了一

种对历史细节和情境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得历史学艺术家与

诸如怀特 ( Morton White ) 这样的英美分析哲学家的思索性自负

相对抗 , 怀特曾在哈佛大学试图教我如何将叙事性的认识层面建

构成一个切合于历史事件的阐述模式 ; 像年鉴学派那样有社会科

学取向的历史学家试图将叙事性视为值得被根除的东西 , 如果历

史研究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话 ; 对于像罗兰·巴特和朱丽叶·

克里斯托娃这样的符号学家来说 , 历史叙事不过是诸多论争模式

中的一种 ; 对于如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这样的解释学家来说 ,

叙事是对于一种特殊时间意识的论说。当然 , 这些差别是被海

登·怀特例举的几种。海登·怀特还举出了没有哲学背景的第五

种 , 这些人捍卫“历史研究所具有的技巧性内涵”并“将叙事看

做是一个相当值得尊重的‘做历史’的方式———即对职业的赞

颂” ( White , 1987: 31 )。不用说 , 我将自己认同为第五种 , 马

克·布洛赫曾谦逊地回绝“哲学家”的头衔 , 我也曾受他这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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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激励。布洛赫认为自己的著作“是一个一直喜欢对其日常任

务进行沉思的手工匠人的纪念品 , 是一个长久以来与木工活中的

直尺和水线打交道但从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数学家的匠人的手

册” ( Bloch , 1993: 46～47 )。研究历史的匠人在体会细节时需

要有思想上的平衡与自信 , “凭着对具体 [ 叙述 ] 的兴趣 , 一个

人可以在多大范围内超过达到目的所必需的组成部分的限制 , 同

时可以给予和主导价值无关的细节多大的运作空间 , 这是个关乎

写作技巧与个人品味的问题” ( Rickert , 1929: 392 , 转引自

Burger , 1976 : 43 )。对情景的感觉使得历史叙事者必须避免将

事实消解在孤立的个别的现象———用李凯尔特的概念就是非历史

的抽象———之中。“其实 , 有关具体现象的科学性检验只有当它

所处理的每一个客体也被放在它发生的情境中时才能完成”

( Rickert , 1929: 392 , 转引自 Burger , 1976: 44 )。在这两者之

间的地带 , 至少对我来说 , 是叙事的基础———特别就其对叙事者

或文学创造者的吸引而言①。尽管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在

二者的中间地带找到立足之地 , 但 《洪业》 的写作———这是一个

我有时对之感到绝望而又值得对之进行归纳总结的工程———最后

为我提供了一些使我自信的、使“双声词”互相交融的方法。

《洪业》 的核心概念是“忠”的问题。这个悲剧性的道德命题将

其他所有问题都置之面前。但是 , 究竟何为“忠”? 它如何将自

己显示为融入实践中的规范 ? 使用这个词汇又造成了什么样不可

88

① �“一个虚构作家感觉到大事件的明显诱惑 , 这导致他想进入叙事之中。充满

激情的掌握文档资料可以富有生气地治疗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作者所造成的自

我回旋和无休止地内在化的伤害。而重新发现近乎失传了的战后的语言、谚

语、口语 , 作者自己模糊不清而又大部分遥不可及的一生———这将能激起多

么大的、可预见的快乐的狂喜呀。一个使理性恢复生气的语言。一个强有力

而又充满吸引力的主体。这种感情迟早要来。而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 , 此刻

是令人麻木的寂静。一种历史感。” ( DeLilio , 1997 a: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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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后果 ? 这其中既包括新生的清朝当朝忠臣洪承畴 , 也包括

在扬州围城屠戮中捐躯的故明忠臣史可法。以一种干巴巴的、超

然的方式探讨带有特殊民族文化内涵的“忠”的晦涩含义 , 或是

探讨个人利益与自我认同间的对立冲突 , 好似哲学教授对宋代新

儒家哲学本体论的讨论 , 这是我不想做的。我决意以史学家的角

色来书写满汉双方男女各色人物用何种方式以“忠”为荣。我努

力将这些“具体现象”放置在其各自适当的情境中 , 这就要求这

样一种叙事 , 它在不同的章节中对中央帝国和遥远的东北进行交

替叙述 , 最后 , 这出戏集中到了北方国都 , 而在南方则展开了另

一种忠诚者的史诗①。

毋庸置疑 , 这种交替的目的是含蓄的 , 这意味着要冒着被懒

散的或不适应的读者忽略的危险。此外 , 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学术习惯。我发现 , 关于叙事的中间地带 , “严苛的”社会科

学大家总对之抱以无言的轻蔑 , 他们总以历史是简单地讲故事而

贬低历史著作 , 认为那都不过是“史话” (如果他们知道这个词

的话 ) 作品②。由于忽略了为专业历史学家如此热切地感到的这

一必要性 , 追求连托克维尔也感到或许是在他能力之外的“艺

术”, 避免使历史成为仅仅是逸闻趣事 , 许多社会科学家坚持概

念归纳的重要性③。这也就是说 , 他们所喜欢的方法论是先回顾

有关特定问题的“文献”, 然后开始引进两三个假设 , 并根据此

假设来检验“素材”, 来评论“史料”。但另一方面 , 对于许多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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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看起来对于政治科学家来说特别真实 , 因为政治科学与叙事的相对近似性

( 通常通过为杂志写作 ) , 也许使得他们对他们的近邻特别易怒。 �

“在两个观念之上盘桓的是一特殊的认识论。第一个概念是认为科学是一规

律性实体或者一倾向于这样的实体 , 第二个概念认为历史事实是与普遍相对

的独特的东西。” ( Veyn e, 1982: 195 ) �

很偶然 , 一个立刻认识到这一来回摇摆和最终是错置的批判的恰恰是叙事大

师史景迁自己 , 这出现在 《伦敦书评》 的一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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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历史学家来说 , 如果全部资料都不得不为首先被问的问题而

保持充分的清晰和简单的话 , 那么这种寻求意义的方式将是如此

外露以致于它看起来是如此贫乏。

除此之外 , 讲故事又有什么错呢 ? 现象学家和解释学家向我

们证实 , 正是由于讲述与评论的互相融合才产生了引人注意的和

可信的历史———历史远远不仅仅是叙述一个故事。

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为了本学科的目的 , 或在试图与读

者进行交流之时会怀有一种批判的警惕。毫无疑问 , 虚构和

语词 ( 即幻象 ) 的这一特定效用会与这种警惕发生矛盾。但

是有时一种奇怪的共谋会在这种警惕和心甘情愿的怀疑的悬

念 ( the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 中产生 , 由此 , 幻象

得以在审美的律则中产生。短语“被控制的幻象”让人想起

这种令人快乐的联盟的特点 , 这使得米什莱有关法国大革命

的描绘———那是本可以与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 相媲美

的文学著作———中的运动反向发生 , 即从虚构到历史而不再

是从历史到虚构。 ( Ricker t , 1988: 186)

尽管被斥责为具有“虚幻的同一性”, 作为叙事的历史也许

会显得武断和多变①。在不同场合词义来回变化的一个单词可以

09

① �“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叙事话语远非再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中立性中介 ,

而是一种神话性视点的材料 , 是一种概念性的或者伪概念性的‘内容’, 当

它被用于再现真实事件时 , 即赋予这些事件以一种虚幻的内在统一性 , 并以

一种更为梦幻性的而非清醒的思想对这些事件进行管理。这种由新近的科学

性历史写作的倡导者所进行的对叙事话语的批判是摒弃文学现代主义的一部

分 , 而且也是在现在十分普遍地觉察到真实生活不能被真正地再现———像在

传统的、被精心制造的或神奇的故事中满足形式的内在统一性那样———的观

点的一部分。” ( Whi te , 1987 :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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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改变一个判断或概念的意义。实际上 , 历史写作“技巧”的

一部分就是对词语使用的控制 , 这反过来意味着历史学家十分注

重文献来源与实际行文是否契合①。这就是李凯尔特所称道的

“老练”: 知道何时为恰到好处。

从技巧上讲 , 在历史叙事中 , 最为困难的部分是对诸过渡性

叙事的建构 , 它们可以“使历史事件彼此勾连 , 并具有连续性”

( Rickert , 1988: 186)。将一系列刻于石头之上的历史片段连接起

来并不困难 , 特别是当基本素材———例如在 《沪西歹徒》 中暗杀

者的供述———本身已非常富有内涵和吸引力时。但是 , 你如何能

将一种叙事移进另一种 , 以便于以更为复杂的方式表现一个事例 ,

同时又不以牺牲虚构的直观性为代价呢 ( Wakeman, 1996) ? 有时

候这仅仅是一个时态的问题。史景迁的 《上帝的中国儿子》

(1996) 是大胆地以历史的现在时态撰写的 , 这种时态强调了叙述

和评论之间的差异。“控制叙事的时态并不具有相应的时间功能 ;

恰恰相反 , 它们的作用是提醒读者 : 这是一个叙事。回应这种叙

事的态度应该是放松、超脱的 , 与进入评论时的压力和困扰正相

反” ( Rickert , 1988: 189 )。像这样子的“技巧”将现在的读者放

在过去与将来的交接点上 , 并在我们从事件到历史时提供了历史

学家的能动性 (agency)。而且 , 为了折射过去 , 还得需要一个思

想、一个主体的在场。需要一种起推动作用的分析的好奇心。

犹豫与能指

对于文献资料也需要一种审慎的和认真的关注———而且因为

19

① �另一个“文法技巧”是跃过稍后要重述的章节来描述一个事件 , “这种描述

所用的词语暗示着随后事件的发生 , 这些事件目前尚未露出与眼前的事有关

的线索。” ( Olafson , 1970: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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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扭曲或转换能轻易使叙事远离基本素材 , 因此这一点更为

重要。在此 , 主导性的修辞方式必须是法律性的而非文学的。如

果我们希望严肃对待研究 , 有关历史的判断就必须有充足的理

由。我在阅读明清鼎革之际有关“遗民”和“贰臣”的传记时 ,

经常发现中国的史学家总是纠缠于儒家学者的“褒贬”判断之

争。但我们自己的历史撰写的能指却不是武断的 , 当历史学家已

经让我们确信其已清理了众多文献 , 并由此构成了一个令人信服

的结论时 , 我们就听信了他们的话。当与其他史学家相比 , 有一

批史学家更能充分利用文献时 , 这种信任就更加强了。

我并不想过分强调这种责任感 , 但是有时生死问题至关重

要 , 而且我们不得不以最大限度的严肃态度来对待历史行动者的

选择 , 当叙事是围绕他们来建构时 ( 他们的生命也许是“文本”,

但不仅仅是文本 , 而是更重要的东西 )。例如 , 我在研究 1645 年

清军在江阴的屠城时 , 我起初将守城者的自杀行为视为徒劳的追

求至善至美的行动 , 而没有对之加以考虑。只有在写作过程中 ,

当我开始用笔在纸上写 , 并自己进行判断时 , 我才意识到对他们

的自我牺牲做如此理解太过残酷了———故事本身并不是这么说的。

叙事史的另一个特征是 , 它既是诸复杂模式的发现 : 这些模

式揭示出它们本身是处于事件表面之下的系统的涡旋 ; 同时也是

对解释的选择 ( 序列 \ 关联 \ 因果 \ 特点等 ) 的强制力 : 这种选

择突然间把某些因素再结合进一种新的出乎意料的结构———一个

新的整体———中去①。

29

① �“叙事得以保留 , 就此而言 , 历史著作还保存着‘恢弘华丽的因素’, 这些因

素曾一度为宗教所特有。从后果上讲 , 叙事意味着不可能完备化。它负责管

理‘科学’与被科学所压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一个‘理性’ ( 具有前后一

致性的形式 , 一种研究领域的划界 ) 与它由于被造成这个样子而生产的‘垃

圾’永远连在一起。一个和另一个———占有者与魔鬼———被置于同一文本之

中 ; 现在的理论遭遇到了不可被其吸收的因素。它是从过去返回并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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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个更为机械的过程 :

①

由于叙事被建构———通常是依据

有关解释的语境的最初概念 , 组成叙事的各个部分会突然归并于

新的位置 , 这个过程几乎是清晰可辨。我在撰写 《上海的管制》

一书时多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 一种新的叙事组合突然令我看到被

忽略的另一种解释 , 后者毫无疑问看起来似乎更有说服力、更正

确、更真实 ( Wakeman , 1995 )。在此暗藏的陷阱就是散文这种

文体自身 , 因为形式和内容特别容易互相重叠。是否这种新的解

释序列读起来颇为完美 ? 或者它真的更合理些呢 ?

时间之谜

在此情形下 , 描述就是观察 , 而且 , 在描绘时 , 模式得以创

生和展现。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解和建构最后通过被记忆的时间这

个媒介而实现。

时间的奥秘并不等同于对语言的直接限制。相反 , 它产

生了对更深刻的思考和以不同方式言说的需要。如果是这

39

① �( 上接第 92 页注① ) 外在物被置于一个文本中。由于这一事实 , 后者只能是

一个叙事———一个人们讲述的历 史⋯⋯科学 - 虚构就是历史的 法则” ( de

Certeau , 1988: 364 )。孔飞力在其最新杰作 《叫魂》 中描述了第一个过程 : |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 : 一个讲的是流传于普

通百姓中的妖术恐惧 , 一个说到了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

的烟幕 , 还有一个述及到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

他们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 , 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这些

故事互相重叠 , 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在这些故事背后 , 还

有着另一个最难解读的故事 , 那就是 : 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

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 [ 孔飞力 , 1990 :

187] ( 译文引自 [ 美 ] 孔飞力 , 《叫魂 :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陈

兼、刘昶译 , 第 244 页 , 上海三联书店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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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我们就必须穷极其终点来追寻返回的运动 , 而且必须相

信 , 在其有效的范围内对历史意识的再肯定反过来也要求个

人和个人所属的共同体对他们各自的叙事身份的探索。这就

是我们全部研究的核心 , 因为只有在这种探索中 , 对时间的

困惑和叙事的诗性才以一种充分的方式两相回应。 ( Ri-

coeur , 1988 : 274)

于是 , 时间之谜要求叙事以概要说明的方式 ( 这与伟大的历

史所创造的方式相同 ) ———即通过产生穿越时间性的幻象———做

幻想性的回述①。

史景迁给我们展示了洪秀全 1837 年产生心灵顿悟认定自己

是上帝之子的文献材料 , 他试图激发这种幻象 :

科举考试是过眼的名利 , 毫无价值 , 它散布虚幻的企

望 , 奉行虚假的程式。洋人 , 如果不去考虑鸦片问题 , 或

某些人的劣迹诡行 , 或许动机善良 , 会将这片土地从死亡

中拯救出来。偶像都是罪恶的 , 农历年节与中国人日常劳

作紧密联系 , 而这与侍奉上帝毫无关系。世上充满罪恶 ,

行为不检的神父、贪得无厌之人、写下流艳情小说的人还

推波助澜。洪秀全在天国进行的道德净化仪式是他拯救世

49

① �正如海登·怀特解释的那样 , 保罗·利科的 《时间与叙事》 一书主题是这样

的 : 时间性是“在叙事性中触到了语言的存在结构”, 叙事性是“将时间性

作为其基本指称的语言结构”。历史话语赋予对时间的体验以意义 , 因为话

语当下和基本的指称是真实事件 , 而不是幻想的事件。历史和文学因此共享

了“时间性的结构” (例如人类体验 )。叙事史的力量在于 , 就后果而言 , 它

以叙事的形式模仿了“虚构的”话语。因为历史叙事是“时间性的讽喻”,

历史的意义仍残留在其作为“人类努力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戏剧”中 ( White ,

1973 : 17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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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先声。因为罪恶侵袭了所有人 , 所以魔鬼的军队仍然

在大地上横行。由于耶稣既是上帝之子 , 又是洪秀全的胞

兄 , 所以洪秀全本人就是上帝的中国儿子。 ( Spence , 1996:

65 )

以这种概要说明的方式 , 虚构和历史都相互带有了对方的性

质。利科把虚构的这种“准历史的特点”说成是一种环形 (cir-

cular) 关系。“ 我们也许可以说 , 由于准历史 ( 的性质 ) , 虚构

将过去生动地唤起 , 而这又使得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成为一部文

学杰作” ( Ricker t , 1988: 190)。

我们可以从鲍威尔的 《随时光之乐起舞》 第 12 卷本的最后

几行令人难忘的文字中瞥见这种被唤醒了的过去。这个结尾距我

在本文开头所引述的该书的开篇长达 25 年之久。鲍威尔是否已

预见到这一概要说明的结尾部分 ?

气味从我的营火中散发出来 , 这气息或许和透过矿场上

银灰色白雾笼罩的金属气味相混合 , 现在带回了在工人栖身

之处外面微微燃烧的焦煤桶中的气味⋯⋯从矿场中传来的重

击声已经渐渐减弱 , 只剩下微弱的回音 , 似乎遥不可及。这

一切都在汽笛悠长的尖啸声中停止———而遥远的半人半兽的

蹄声也渐渐消逝 , 当最后的螺号呜呜吹起穿过大海时 , 即使

是四季女神的型貌也似凝固在冬天的沉默之中。 ( Powell ,

1975 : 272)

作为历史学家———保罗·利科使我们想起了他的杰作 《时间

与叙事》 中的结尾———我们应该牢记圣经 《申命记》 中的警句 :

“记着吧 !” ( Ricker t , 1988: 187) 当然 , 记忆是补偿 , 是重新形

59

 讲述中国史



塑 ,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真实的虚构①。“它是这一刻分享的喜

悦⋯⋯地铁旁柳条凳上映照出的柔和的光泽 , 用一枚硬币轻敲窗

户叫孩子们回来吃饭的母亲 , 在夏夜中向打开的消防栓腾起的水

花冲去的骑车人 , 朋友们的声音和依稀可见的所有陌生人的身

影———这些 , 在被感觉所浸透的记忆的游戏中被令人惊奇地一一

找回。正是这些被丢失的历史重新编织了小说的细节。虚构就是

使事物重生。而这正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 ( DeLilo , 1997b :

63 )。

(姚昱、马钊译 , 杨念群、罗琳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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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

�

———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

黄宗智

首先 ,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经验的历史学家。我自己研究的

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还没有发掘的或发掘不够的材

料 , 然后从中找出新的经验信息。我转向学术理论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我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

念。从认识方法上讲 , 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 ,

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 , 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我并没有把

我自己看做是理论家 , 我也没有资格以理论的方式来谈理论。我

在这里所能写的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 , 我所汲取的教训 , 以及我

依然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疑难。

我自己的经验是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 , 但它也

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 , 也可以使我们机械

201

� �我要 感 谢 P erry Anderson , Lucie n Bianco 和 Alexander Woodside, 尤 其 是

Kathryn Berndard t , 对本文的所做的评论 , 同时也要感谢所有参加“学术理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运用” ( 1977 年 5 月 10 日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举行 )

会议的同事。———作者原注

本文原载 M odern China , Vol . 24 No . 2 , April 1998 , 183～208。黄宗智先生

对译文进行了仔细校订 , 当然翻译中的可能错误仍由译者负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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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 , 也

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

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 , 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

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中国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进

行对话 , 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

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 , 也可以使我们的眼界

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国中心的观点。对理论的运用将像

一次艰难的旅行 , 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报偿 , 也同

样布满了陷阱和危险。

让我先来讲一讲我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回忆起的理论运用中最

诱人的陷阱。为了表述的方便 , 我将它们分为 4 个主要的陷阱 :

不加批判地运用 , 意识形态的运用 , 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

(包括中国中心主义 ) 。

一  不加批判地运用

我自己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完全是强调经验研究的训

练 , 即强调在选定的题目中寻找新的信息 , 阅读文本和文件 , 使

用文献检索手段 , 细致的脚注等等。在这样的训练中是不接触理

论的。我相信这不是华盛顿大学在教学安排中有意设计的产物 ,

毋宁说 , 这是我的在校导师们的史学风格所带来的后果。

我依然能回忆起我“在田野中” (为准备毕业论文而在日本

和台湾做研究 ) 首次与那些来自其他学院的研究生 ( 尤其是那些

系统地接触到理论文献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生 ) 的接触。他们对我

的评价类似于“聪明有余 , 而训练不足”这样的说法 , 而我出于

自卫 , 则称他们为“脱离实际的空谈者” ( facile lightweights )。

此后的一些年我仍然还在抵制理论 , 自认为我所受到的训练是正

确的并加以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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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第一本关于梁启超的著作 ( Huang , 1972 ) 之后的一

些年中 , 我最终开始阅读理论 , 这时我发现理论使我兴奋起来 ,

与我所读到的经验史学的学术著作以及 1960 年代我们中国学领

域学术概念极其贫乏的状况相对照 , 社会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繁纷

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变化多端的和强大有力的。它完全不同于

那时我们中国学这个狭窄领域中的专著。

一旦接触到了理论 , 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几乎所有的东西。

就像一个人已经旅游了风景胜地 , 而其他人只能听说而已 , 我迫

切地想讲述甚至炫耀我新发现的那些“理论洞见”。想显示我是

如何变得在理论上“具备了洞见”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正是

这种诱惑促使我把一些已经成型的模式运用到我的研究中。

我尤其记得这样一些概念很有吸引力 : “无产化”、“阶级联

合”、“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和“道德经济”。将这些概念全盘运

用到我的研究中的诱惑是相当大的 , 因为这些概念确实有助于理

解我所收集的关于中国乡村的大部分材料。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

华北这部著作 ( Huang , 1985 ) 的人们 , 很容易发现上述每一个

概念对我产生的影响。

事后来看 , 如果说我在使用那些概念时还保留一些批判性辨

识的话 , 那应当归功于我所使用的材料的丰富性。满铁调查的巨

大力量在于这些材料中丰富的细节①。无论摩尔、蒂利和斯科特

这样的人已经就这些问题做出了多么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的重新解

释 , 但是要将其中所有的信息都强迫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

质主义”理论的简洁模型中 , 确实很困难。比如说 , 我们可以用

形式主义的证券组合管理 ( portfolio management ) ( 涉及多种经

401

① �当然 , “满铁”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简称。在这个机关的资助下 ,

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了许多乡村调查和考察 , 由此形成了关于乡村社会可资利

用的、差不多是最丰富的文档材料。详细讨论参见 Hua ng ( 1985 )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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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与长期和短期投资 ) 概念来有效地理解小农农场 , 而不仅仅是

使用家庭作为生产—消费单位的恰亚诺夫模式或被剥削的小农这

幅马克思主义的图景。我在结束时写了小农的“三幅面孔”。事

实在于满铁材料捕获了大量的乡村生活的真实片断 , 而且乡村生

活极其复杂而多维 , 以致于无法轻易地完全符合一个现成的模

式。最后 , 我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的书采取了一个折衷的路径 , 汲

取了许多理论传统中只要有助于理解材料证据的那些看似零碎的

东西。

二  意识形态的运用

除了学理上的诱惑 , 理论还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的吸引

力。在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 , 我们中许多人开始对美国

社会的前提假定 , 推而广之 , 对我们中国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

范式 , 尤其是“现代化”范式和“西方冲击”范式 , 进行了前提

性质疑。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们吸引到另一套理论概念上来 , 大

多数人尤其被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上来 , 吸引到社会

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这些相反的范式上来。

但是 , 我们中几乎没有人“庸俗”到全盘采用了被赤裸裸地

官方化了的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 , 我们被吸引

到一些学术思想繁纷复杂的理论家这边来 , 诸如蒂利和 Jeffrey

Paige , 他们更加灵活、精致地使用阶级理论 , 他们教导我们把

阶级看做是过程而不是固定数量 , 把阶级行动看做是处于不断变

化中的“联合”, 并把阶级关系看做是各种生产关系处于不断变

化中的种种组合。我们把国家机器进一步看做是一个半独立自存

的机构 , 而不是把国家仅仅看做是“统治阶级”的机构 , 它既不

是归于任何单一的阶级 , 也不仅是几个阶级的联合 ( 这种观点远

远早于斯考克波尔的著作 [ 1979 ] 表达的观点 , 它隐含在蒂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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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 )。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的重新解释和重新提

炼 , 极大地增加了它在知识上的吸引力。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进步的”“实质主义的”理论家的

贡献。他们说明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小农经济的另一套逻

辑 , 说明了不同于城市社会和市场伦理的村庄社区和道德的另一

套逻辑。其中 , 有恰亚诺夫 ( 1986 [ 1925 ] ) 关于小农家庭农场

的洞见 , 有斯科特 ( 1976 ) 关于社区与经济的道德维度的洞见 ,

还有汤普逊 ( 1966 ) 关于阶级和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及其非物质维

度的洞见。这些洞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概念选择。

事后来看 , 可以公平地说 , 蒂利对我们中国学领域的影响

(始于密西根大学的整整一代研究生 ) 首先就体现在他同时既使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使用实质主义的理论。他对当时流行的形式

主义/ 资本主义/ 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是相当有力的 , 因为这些批评

扎根于两个而不是一个不同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实

质主义的观点在蒂利 ( 1975a , 1975b , 1979 ) 著作中的这种结合

肯定增加了它对我们的吸引力。

但是 , 如果我仅仅指出这些观点在知识上的吸引力 , 而对其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避而不谈的话 , 那么我就是不诚实

的。无论在情感层面上还是在知识面上 , 我们都对美国在越南明

显的滥用武力感到惊恐不安 ; (十分美国式地 ) 我们认同于民族

的解放战争。几乎是以此类推 , 我们开始质疑用于中国研究中的

那些似乎不证自明的现代化理论的前提假定。我们开始相信 , 中

国革命也是一个受害者反抗国内外压迫的斗争。我们之所以被马

克思主义—实质主义的学术理论家所吸引 , 部分是由于知识的原

因 , 部分就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

在此 , 我再说一遍 , 我的两本关于小农的著作 ( Huang ,

1985 , 1990 ) 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避免意识形态对学术的过分影

响 , 可能首先应当归功于我所受的经验训练 : 仔细阅读满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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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绝不会像官方化了的毛主义那样 , 将中国的村庄描写为一幅简

单的阶级斗争的图景①。当然 , 我的书也受到了纯粹出于意识形

态驱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学术研究”这些负面例子的影

响。最后一点当然不是不重要的一点 , 就是我的两本书受益于写

作时间 , 它们主要完成于 1970 年代后期和 1980 年代 , 那时候的

政治气氛比起 1960 年代末期和 1970 年代初期要平静得多。

但是对我而言 , 学术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依然有很大

的教训。我们当年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世界 ( 即使在

“后共产主义”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 。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仅渗透

在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官方宣传中 , 而且渗透在它们的新闻媒体

中 , 更为有力的是渗透在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所使用的语言本身

中。毫无疑问 , 毛主义时代的中国与当代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不同。在中国 , 学术理论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区分 , 因此一

个肯定会渗透到另一个之中。学术理论不可能、也没有宣称自己

是一个自主的领域。理论公认是由统治思想左右的。在美国 , 学

术理论享受相当大的、不受官方统治思想影响的自由和自主性。

我们处在极其多元化的知识环境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理论

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实际上 , 有时恰恰是由于意识形

态披上了学术的外衣 , 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意识形态影响

学术而言 , 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主要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在美

国 , 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 , 尽管如此 , 可以

肯定的是 , 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

我很快就知道 , 无论我的著作是多么的经验 , 但是在提出理

论问题的时候 , 它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大家只

要浏览一下我关于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 ( Huang, 1990) 的著

作所激起的种种争论和研讨 , 尤其是那些与马若孟在 《亚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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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上的争论 ( Huang , 1991a ) 以及其他人在 《中华民国》

杂志举办的研讨会上的讨论 ( Huang , 1992 ) , 就会明白这一点。

一个人怎么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如此多的有效解释 ? 一

个人怎么胆敢挑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 一个人怎么能在集体农

业中发现价值 ? 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 我的著作有幸在两次会议

和一些研讨会上得到讨论 , 但是也受到了同样的批评 , 尤其是

“资本主义萌芽”范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批评①。在台湾 , 我

的著作在出版了繁体字版之后 , 也重演了早些年出现在美国的意

识形态批评 , 尽管这些批评来的迟了一点②。

就我个人的教训而言 , 运用理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识形态

的意涵。理论使我们思考一些更大的、更为一般的问题。但是这

801

①

② �在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第 20 期 ( 1995 年 11 月 ) 上 , 以概要的形式发

表了就我的著作进行的一个貌似学术的讨论。我的著作的第一本中文版是在

大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黄宗智 , 1986 , 1992b ) , 后来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繁体字版本。关于范式危机的论文最初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文

出版 ( 黄宗 智 , 1992a ) , 后来 又 由香 港 牛津 大学 出 版社 再 版 ( 黄 宗 智 ,

1994 a )。 �

《史学理论研 究》 最 先 发表 了我 关 于中 国 研究 范 式危 机的 论 文 ( Huang ,

1991 ) , 但删去了该文对 1949 年以来研究的讨论 , 因为编辑认为这一部分在

政治上太敏感 ( 1993 年第 1 期 , 第 42～64 页 ) , 在接下来的 5 期中 , 都有

关于这篇文章以及华北农村和长江三角洲农村这两本书的讨论。讨论的一开

始是由 4 位学者对我的著作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1993 年第 2 期 , 第 93～102

页 ) , 接着是一长篇评论文章 ( 1993 年第 3 期 , 第 151～155 页 ) , 再接着是

关于针对我的著作召开的两次会议的报告 , 其中一次会议是由 《中国经济史

研究》 杂志发起的 , 主题为“黄宗智经济史研究之评议” ( 1993 年第 4 期 ,

第 95～105 页 ) ; 另一次会议是由 《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 和 《中国经

济史研究》 三个杂志联合发起的 , 主题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 ( 1994

年第 1 期 , 第 124～134 页 ) 。这一系列讨论最终形成了“黄宗智学术研究讨

论”的主题 , 共发表了 6 篇评 论文章 ( 1994 年 第 2 期 , 第 86～ 110 页 ) 。

《中国经济史研究》 也报道过这两次会议的会议议程 ( 1993 年 第 4 期 , 第

140～142 页 ; 1994 年第 1 期 , 第 157～16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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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也不可避免地使我们进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领域。我们也不

能避免由此激起的批评。这正是我们运用理论的代价。

尽管如此 , 我们依然能够避免掉入受意识形态驱使来进行学

术研究的陷阱。在此 , 使我自己免入陷阱的最好保护可能又一次

是我所使用的满铁调查材料以及我自己对经验材料的偏重。材料

中所显示的丰富现实和我对经验学术这一理想的笃信 , 使我无法

接受用意识形态的观察和推断来取代调查所发现的东西。举例来

说 ,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 , 我在材料中没有看到“经营式

农场”的生产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 尽管它使用了雇佣劳动这种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 Huang , 1985: 尤其第 8 章 )。但是 ,

无论我的研究是多么地遵从经验 , 一涉及理论问题依然不可避免

地导致意识形态的论辩。

三  西方中心主义

当然 , 近代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欧和

英美世界所支配的。无论是正统的概念还是反正统的概念都来源

于这个世界。现代化理论源于将西方的历史经验理想化地抽象为

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 , 而作为这种理论的主要批判者 , 马克思主

义理论仍然来自西方。20 世纪出现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

所依赖的理论指导 , 并不是来源于本土文化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和

理论 , 而是来源于异己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在西方的大多数理论文献中 , 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

是革命的理论 , 中国从来都不是主题 , 而仅仅是“他者”, 它们

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 , 不如说是把中国当做一个陪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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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 这使我们想起萨义德目前的经典之作 《东方主义》 ( Said , 1978 ) 。在

这里的分析中 , 我强调的东西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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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马克思那里 , 在韦伯那里 , 还是在新近的一些理论家那

里 , 中国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理论阐述的策略 , 通过以中国的例

子作为反面对照 , 来得出对这些理论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论题。因

此 , 对于马克思而言 , 中国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支配 , 它处

在西方世界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发展之外 ( Marx ,

1968 )。对于韦伯而言 , 中国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中心而非商业

—生产中心 , 中国的法律是实质性的和工具主义的而非形式主义

的 , 中国法的组织逻辑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 中国不同

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方。

通过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的例子来使用 , 像马克思和韦

伯这样的理论家对我们的影响是 , 要么遵从他们的思路主张中国

不同于西方 , 要么与此相反坚持主张中国与西方一模一样。无论

是同意还是反对 , 我们都受到了他们所建立的这种原创性的非此

即彼的话语结构的影响。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选择了其中的

一种思路。我们中国研究领域中也不例外。

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第一种反应就是有一代人的学术遵从西方

思想家的思路将中国看做是“他者”。这一代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就是将上述思路简单地转化为 : 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

现代化 ? 这个问题将中国与西方对立并置看做是天经地义的。它

把这种对立当做是已经给定的东西需要予以解释。而为这个问题

提供的答案既有“中国文化中心论”, 又有“儒教抵制现代化的

要求”, 还有“官督商办”等等①。

那一代人的学术反过来又激起相反的主张 , 这种主张不过是

在上述原创性的二元框架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

011

① �当然 , 我指的是这些人的著作 , John Fairbank ( 如 Fairbank and R eisc hauer ,

1960 : 尤其第 290 ～ 294 页 ; Fairbank , Reisc hauer and Craig , 1965 ) , Mary

W right (1957 ) 和 Alb ert Feuerwerk er ( 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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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中国区别于西方 , 相反主张中国与西方一样。一个很好的

例子就是对韦伯把中国城市概括为行政管理中心这种观点进行批

评的方式 , 这种批评方式就是努力证明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

已经如何如何形成了大的商业城市。这种努力的用意就是为了显

示中国与西方没有什么差别 , 也有其自己的“近代早期”时期

( Rowe , 1984 , 1989 )。最近 , 又有一种努力试图在中华帝国晚

期找到“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 等同于可以称之为“民主

萌芽”的东西①。

这种善意的努力也许首先是受到主张中国与西方平等这样一

种欲求的驱使。我本人无论在寻找无产化、资本主义萌芽 , 还是

最近在前近代中国中寻找西方式的民法 , 也都受到了这种趋向的

强有力的吸引。一旦给定了支配理论话语的结构 , 抵制将中国贬

斥为“他者”的惟一出路似乎就是坚持中国与西方一样。

对于中国大陆持民族主义的学者而言 , 寻求中国与西方的平

等远远早于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反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

式”很早就受到了“资本主义萌芽”模式的直接挑战 , 即中国如

同近代欧洲早期一样向着相同的方向发展 , 直到西方帝国主义的

入侵才使得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这里的关键除了明显的

反对帝国主义 , 就是主张“我们自己也有”②。

无论是对于国外的中国学家而言 , 还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

而言 , 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情感驱动在许多方面比马克思主义

这种反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有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显而易

见 , 因为我们从冷战中获得高度的敏感性。但这种对我们研究主

题的感情上的骄傲和认同却并不是这么清晰可见 , 尤其是由于这

些情感总是隐藏在表面上价值中立的学术术语之中而没有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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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在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讨论 ( Huang , 1991b )。 �

参见 《近代中国》 中 《中国有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吗 ?》 ( Huang ,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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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

然而 , 无论把中国放在与西方“相等同”的位置上 , 还是说

它是西方的“他者”, 同样地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 这一点应当

是毋庸置疑的。两种说法理所当然地把西方作为价值标准 : 理论

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源于西方 ; 所宣称的主张也都基于以

西方为中心的假定。

当然 , 仅仅指出这些主张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还不够。首先 ,

这些主张可能虽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 但仍然是真实的。抛开规

范的意蕴 , 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 中华帝国晚期

很少显示出它有资本主义 ( 马克思所发现的那种出现在近代早期

的英格兰和欧洲的资本主义 ) 发展的实质性动力。与此相似 , 韦

伯在这一点上也可能是正确的 ; 中国并没有遵循他对西方近代早

期所辨识出的“理性化”模式。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试图

将中国等同于西方的相反主张。

对我自己而言 , 马克思和韦伯的问题最终是一个经验实证问

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必定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而出现 , 但是在帝国晚期的乡村中国则根本没有发生这种情

况①。马克思 ( 或者至少是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 ) 进一步认为

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化而出现 , 但是在中华帝

国晚期 , 情况也与此完全不同。与此相似 , 韦伯认为法治将是形

式主义理性的产物 , 否则就只能是专断的卡地司法。但是 , 中国

具有发达的法治传统却没有形式主义的理性化②。

对于那些通过坚持主张中国与西方完全相同来反驳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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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点在我关于清代民事审判和民间调解的新著中有详尽的阐述 ( Huang ,

1996 : 尤其第 9 章 ) 。 �

这些正是 我在 华 北农 村 和长 江三 角 洲农 村 这两 本 书 中 的两 个 主 要观 点

( Huang , 1996 : 尤其第 9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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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西方中心意识的人 , 我的疑问也是一种源于经验实证的疑

问。从西方的理论观点出发 , 我们看到在中华帝国晚期许多相互

矛盾的经验现象结合在一起 , 这一事实意味着把中国化约为“与

西方相同”, 与化约为西方的“他者”同样不符合史实。在中华

帝国晚期 , 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商业化和法治 , 这些与

近代西方早期一样。但是 , 不同于西方 , 这些东西并没有带来生

产力的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形式主义理性化。如同认为中国

是西方的“他者”一样 , 坚持认为中国与西方一模一样也是错误

的。

四  文化主义

另外一个陷阱是文化主义 , 既包括老一代汉学研究中的中国

中心论 , 也包括最近激进的“文化主义研究”。目前 , 比起西方

中心主义 , 这种倾向对中国研究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一 ) 中国中心论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老师们与其说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是汉学

家。他们这些人穷几十年之功来掌握中国“大传统”的文本 , 他

们彻底认同一个古老的中国 , 有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和文明。他们

沉迷于这样一些假定 : 中国有发达的文化 , 这些文化既是独特的

也是优越的。他们不仅在智识上而且在情感上献身于他们所研究

的主题①。如果他们读西方人的著作的话 , 那一般也是经典之

作 , 因为他们同样用了解中国的方式来了解西方。他们对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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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熟悉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的读者将会注意到 , 我在强调萨义德所忽略

的东方主义的另一面 : 许多汉学家 (就像伊斯兰文化主义研究者 ) 也许更多

的是喜爱和认同于他们所研究的主题 , 而不是诋毁他们所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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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化了的社会科学的反应 , 主要是将它们看做是一些无关的东西

而不予理会。在他们看来 , 根本就不需要理会那些不了解中国的

理论家们所做的关于中西方的比较。

实际上 , 在台湾做毕业论文的调查期间 , 对于我所遇到的那

些更具有理论倾向的来自社会科学的同行的批评 , 我正是诉诸这

样的世界观来为我自己辩护的。我自己也过分满足于我跟随爱新

觉罗毓钧所读的儒家经典著作 , 满足于我对儒家精英在智识上的

认同 , 满足于我所选择的知识分子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 , 满足于

我偶尔读到的西方经典著作①。我的感觉及反应和我的老师们都

是一样的 : 其他的那些学生汉语水平太低 , 更毋庸说古文 ; 它们

根本不尊重证据和文本 ; 他们倾向于不费力气地提出概念。我正

是在这种思维框架中写作关于梁启超的博士论文②。

今天 , 我不赞成老一套汉学中关于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的理

由 , 和我 25 年前脱离它而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理由是一样的。在

我看来 , 这种研究的问题在于完全将自己的关注点限定在上层文

化 ( high culture ) , 而忽略了普通人民。这种研究很少或者根本

就不关心物质生活。它反对社会史 , 现在和以前一样 , 通常都是

由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驱使的。最后 , 这种研究在强调中

国独特论的同时 , 实际上反对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这将使我们

的研究领域限定在汉学的狭隘领域中③。

但事实就在于 , 我们/ 美国的中国学家是在西方的语境中给

那些带有西方理论前提的读者来写作的 , 而且也是给那些带有西

方理论前提的学生来讲课的。为了使我们大家弄明白我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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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这里指的是一种狭隘的汉学思想史 , 并不包括汉学领域中伟大的汉学家。

他们多有非常广阔的视野和见地 ( Olympian vision) 。 �

后来出版的书名是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 Huang , 1972 )。 �

爱新觉罗毓钧 ( 他也常用汉姓“刘”) 被他的一些学生赐封为“满族皇子”,

他是康有为关门一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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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我们必须比较西方与中国。无论我们是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

这么做 , 如果仅就遣词造句而言 , 我们事实上也一直在比较中国

与西方。在我看来 , 明确地对应于西方的理论文献是与我们的听

众进行沟通的最好方式 , 因为这种文献有助于搞清楚那些在我们

读者和学生的头脑中经常隐含着的理论前提。

(二 ) 文化主义研究

80 年代开始 , 用“文化主义研究”这个新的时髦术语所包

装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开始影响到了中国研究领域 , 尽管

比起其他领域这种影响有点迟缓。这种影响的一个主要的灵感

就是萨义德 ( 1978 ) 对“东方主义”的反思批判 ( reflexive cri-

tiques) , 萨义德表明 , 西方人关于东方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与帝

国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将东方建构为落后的“他者”预示

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支配 , 并且将这种支配合理化了。现代社会

理论 , 尤其是现代化理论 , 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 , 它保留了

努力服务于西方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主导叙述 ( master narrative )。

当代的学术正如大众表达 ( popular representations ) 和 20 世纪

前的学术一样 , 深深受到与政治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型

构 ( discursive formation) 的塑造 ( Said , 1978 )。这些批评深深

打动了我们 , 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帝国主义的社会史

学家。

此外 , 新的文化主义研究有力地批评了我们社会史研究中由

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不经意地带有的唯物主义。无疑 , 我们

中的一些社会史学家受到汤普逊和斯科特这些人所持的非唯物主

义倾向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 , 我们在“反叛”现代化理论的

理论家将“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构架 ( a construct ) 来解释中国

“现代化的失败”时 , 我们中许多人实际在强调的倾向上变成了

唯物主义者。与此相反 , 我们的文化主义研究的同行提倡重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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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非物质的主题①。这种提倡使得文化主义研究的同行们在研究

汉学的思想史学家中找到了现成的听众 , 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

感到被社会史排挤在外。

进一步讲 , 当诉诸“批判理论”, 将所有西方社会科学作为

有文化边界的构造物 , 从根本上加以抵制时 , 我们的那些研究文

化的同行又在其他方面打动了汉学的史学家。他们的这种批评为

汉学家所长期相信并实践的那一套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文化

主义研究者主张本土的文化应当用它们自己固有的价值概念而不

是西方的价值概念来研究 , 这自然吸引着那些一直坚持中国独特

性的汉学家。

但与此同时 , 这些激进的文化主义研究的同行也激起了我们

这些循规蹈矩的史学家的强烈反对。尽管文化主义理论在强调事

实随着建构的表达而显现这一点是正确的 , 但是 , 他们由此得出

事实只不过是表达这种结论 , 我相信这肯定是错误的。尽管我可

以同意这样的观点 : 我们需要对强加在事实之上的种种不同的

“杜撰”保持敏感并加以批判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主张不可

能有无法化约为表达的事实。而这正是萨义德受到福柯理论的启

发而得出的结论 :

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是否真的能有对某物的真实再现 (a

t rue representation) , 或者是否所有的表达仅仅因为它们是

表达而首先体现在语言中 , 并因此而体现在表达者 ( repres-

nter) 所处的文化、制度和政治氛围中。如果后者是正确的

(正如我坚信的那样 ) , 那么我们必须准备接受这样一个事

611

① �在我们的领域中 , 这种批评的最好例子可能就是 Barlow ( 1993 )。这篇文章

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观点 : 批评帝国主义的前几代人把帝国主义主

要看做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 而不是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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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 除了“真理” (真理本身就是一种表达 ) 之外 , 表达还

暗含于、体现于其他许多东西之中 , 并与这些东西纠缠在一

起、交织在一起。这在方法论上必然导致认为表达 ( 或者与

其仅仅有程度之别的假象 ) 栖息在一个共同的游戏场域中 ,

这一场域并不是由某种内在的共同内容所单独决定的 , 而是

由某些共同的话语历史、话语传统和话语世界所决定的。

( Ssaid , 1978 : 272～273 )

依照这种逻辑 , 也就真的无所谓是否仔细地搜集证据 , 是否准

确地解读文本 , 因为除了它所体现的话语外 , 就没有什么客观

的东西了。最后 , 真实的证据和编造的证据就没有什么差别 ,

差别仅仅在于二者的假象 ( misrepresentation ) 程度不同 , 二者

反映的仅仅是史学家的文化趋向 , 最终不过是话语体系的一

部分。

推而广之 , 社会科学理论几乎要遭到彻底的摒弃。几乎所有

的社会科学都源于西方 , 几乎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必然具有文化上

的边界 , 并且必然与更大的、和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话语型构

结合在一起 , 因此 , 对此除了“批判性”的摒弃之外 , 任何汲取

都会受到怀疑。所以 , 不可能严肃地讨论与我们的课题密切相联

的现代化问题、发展问题和民主问题。任何这样的讨论都有可能

成为与帝国主义支配计划的合谋。最后 , 萨义德根本就不再采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西方学术 , 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他作为“东方

主义”话语的一部分而加以斥责。

无疑 , 萨义德 ( 1978 ) 的著作提出许多有效的和有说服力

的观点 , 尤其是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 讨论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如日中天时所做的那些拙劣的一般化假定。但

是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强了。所做

的种种联系也越来越没有那么明确了。而事实在于 , 当西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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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 19 世纪之后成熟起来时 , 它变得更加严格了 , 更具有经

验基础了 , 更加多元化了 , 因此很难如此简单地加以套用。无

疑 , 如萨义德所做的那样 , 人们依然能够发现帝国主义的和西

方中心或现代中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影响。但是人们也可以

发现一大把与此相反的例证 : 严格的学术、可供选择的概念、

甚至对研究主题在情感和知识上的极度认同。在我们中国研究

领域 , 大多数汉学家都是中国爱好者 , 有时他们对中国的迷恋

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文化 , 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像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者”那样成为对他们的研究主题的

诋毁者。

在此 , 我们有必要指出与萨义德 ( 1978 ) 这种片面主张相对

立的另一面。以前的 ( 还有现在的 ) 比较优秀的西方“东方主义

者”的“地区研究专家”大多十分热心于他们所研究的主题。这

种努力 , 包括花很长的时间学习语言 , 使得他们中许多人深深地

浸淫于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尽管这种浸淫并不一定能使他们彻

底摆脱对他们自己文化的自我中心的意识 , 但是 , 比起其他人 ,

他们肯定更有可能摆脱这种自我中心的文化主义。萨义德自己的

双重文化背景使得他能够从巴勒斯坦人的眼光来看问题 , 从而使

他具有了一个他所需要的批判西方学术的视角。他的 《东方主

义》 没有考虑许多“东方主义者”和他一样同时具备的这种双重

文化修养 ( biculturality) , 是如何成为超越他如此强烈批评的那

种单一文化视角的基础。“东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双重文化修

养 , 它使我们能够从两方面来看待问题 , 并为我们提供了可供选

择的视角和概念。

萨义德 ( 1978 ) 的 《东方主义》 最终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对

西方学术的反思批判 , 但是吉尔兹关于“解释人类学”和“地方

性知识”的著作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替代方案。对于吉尔兹 , 真

正的人类学研究就是要摒弃所有的社会科学架构和假定客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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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厚描”来为我们“翻译”本土的概念结

构 , 这种“厚描”旨在探寻这种结构的特征 ( 这种“厚描”相对

于“薄描”, 后者仅仅努力重述“事实”)。“厚描”和“薄描”的

不同涉及的是“解释”路径或“符号学”路径与实证主义路径的

不同 , 而不是这两个词在表面上所暗示的那样对事实进行繁厚的

描述和简薄描述。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 : 惟一有价值

的知识就是将这种本土概念结构翻译或解释给本土之外的读者的

“地方性知识”。类似于“厚”,“地方”在此也不是指我们社会史

和地方史学家对这个术语的理解 , 而是指对本土话语的符号学研

究 ( Geer tz , 1973a , 1973b [1972] , 1978 )。

如同萨义德那样 , 对吉尔兹而言 , 并不存在独立于表达的事

实。其实 , 吉尔兹认为坚持事实与 ( 解释性的 ) 法律的分离应当

被看做是现代西方法中某种类似于怪癖 ( quirk ) 的东西。按照

他的观点 , 在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马来西亚文化中就没有坚

持这样的区分。相反 , 这些文化认为事实与表达的不可分离是天

经地义的。对吉尔兹而言 , 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事实”的话 ,

它最终仅仅是倡导者的表达 ( represen tation ) , 就像在对抗制这

种法律制度中双方律师所展现的“证据”一样。在这一情境中 ,

组织“事实”并给“事实”赋予意义的话语和概念结构成为惟一

值得研究的主题 ( Geer tz , 1978 )。

尽管吉尔兹用法庭做类比强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观点 , 但在我

看来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 所有的事实只不过是表达。无疑 ,

一般说来法庭上的律师仅仅是受雇的“枪手”, 他们与其说关注

于真相不如说关心如何打赢官司。我们这些学者大多数肯定不是

完全不受这种驱动的影响。但是 , 我们要记住 , 法庭中不仅仅有

两种对立的表达 ( represen tations ) , 而且也有法官和陪审团 , 他

们具有查明真相的理想。在我看来 , 查明真相的理想 ( truth -

ideal) 无论多么不可能完美地得到实现 , 但它对于司法制度的运

911

 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作来说绝对是最根本性的。放弃这种理想的真相意味着放弃实现

公正的任何可能性。

同样 , 放弃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来寻求真理的理想 , 也就意

味着放弃做真学问的任何可能性。这涉及在历史研究中 , 我们的

证据究竟是经过仔细、精确地收集还是粗心、错误地收集或者完

全地加以虚构。这涉及我们是否已经研究了档案和记载 , 是否以

某种纪律和诚实来进行我们的研究。这涉及在人类学调查中我们

是否花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并细心地从事田野工作而不是像一个

旅游者一样浮光掠影地走一圈。仔细收集档案和田野证据 ( 尽管

这些东西大半是建构的 ) , 依然是我们接近我们研究主题的真实

性 ( reality) 的最佳途径。如果我们抛弃这些证据材料 , 就意味

着抛弃了我们研究的主题本身 , 其结果要么像萨义德的 《东方主

义》 那样 , 仅仅用反思批判来取代历史 ; 要么像吉尔兹的“解释

人类学”和“地方性知识”所主张的那样 , 仅仅来研究“地方性

的”话语和表达。

吉尔兹认为唯物主义的化约论使我们丧失了对符号意义和深

层意义的洞察力 , 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 但是 , 他所提出的替代

性方案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化约论 , 这种化约论将会使我们

在企图仲裁不同表达之争时 , 完全不考虑经验证据。如果我们这

么做的话 , 我们的法庭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枪手之间的相互争夺

的场地 , 我们的学问也就会变成仅仅是倡导性的表达。如果是这

样的话 , 我们可能不如干脆抛弃法庭的所有证据规则 , 在学术中

抛掉证实证据的所有常规 , 并抛掉所有追求真理的借口。这样 ,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法律或学术花如此大的精力。我们可能仅仅

剩下表达的政治斗争 , 或者借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口号来

说 , 仅仅剩下了“政治挂帅”。

我对文化主义研究的另外一个质疑就是其极端的相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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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①。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不管其字面上的含义 , 是一种非

常独特的知识 , 是一种对本土概念结构的符号学解释。但是 , 我

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看法是 , 正如外来的建构一样 , 本土所建

构的也可能同样与实际上所实践的完全相反。清代中国的官方记

载可能坚持认为它的法律并不关心民事方面的事务 , 但是档案证

据表明 , 官方的衙门经常是依照正式的律令来解决这种民事纠

纷。换句话说 , 清代的表达与现代主义的表达一样 , 可以给予人

们对事实的错误印象。当然 , 清代的法律实践本身也带有一些虚

假的表达 , 但是 , 并不能因此将实践仅仅化约为建构出来的表

达。我们可以把二者分开。如同西方的“主导叙述”一样 , 本土

的建构也同样要服从于经验证据的检验。表达与实践之间的离异

( disjunction) 和相互依赖能够为我们揭示出法律制度的关键性特

征 ( Huang , 1996) 。

进一步讲 , 我们决不能否定中国自己的现代性 , 极端的文化

相对论就有这样的趋势。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融合的世界 , 与

此相伴随的是工业化、现代的通讯和国际贸易 ( 有人会说“世界

资本主义”) 的共同 , 尽管这个世界中人们根据自己不同的传统

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 文化。我们决不能认为现代性仅仅是一个

西方的建构而与中国毫不相干。中国一直在迫切地努力使自己在

这些意义上变得现代起来 : 提高婴儿的成活率 , 延长寿命 , 提高

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 , 摆脱生存压力等等。

对于我们这些近现代史学家而言 ,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

无法容纳我们所要做的。前现代本土的概念体系充其量构成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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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人攻击吉尔兹为相对主义者 , 吉尔兹对这一点的批评和反击 , 参见其“反

击反相对主义” ( Geertz, 1989 ) 和“差异性的运用” ( 吉尔兹 , 1986 )。关

于这一点的批评性评论 , 参见 Rorty ( 1986 )。我在这里的讨论更多地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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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开头部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 , 官方建构

与民间建构的不同是如何形成的 , 并且是如何与实践相互联系的

(例如 , 清代法的官方和民间表达与清代法的实践 ) 。然后 , 我们

的研究需要转向中国法律的建构在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中是如何做

出反应并发生改变的 ( 例如 , 在起草近代法典中 , 既模仿西方的

模式又对其加以修改以适应中国的习惯 ) , 以及法律实践是如何

改变和不变的。我们必须要关注中国是如何在寻找一个具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性 ( 例如 , 体现在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法典中所阐明

的理想 )。这种寻求自己的特色本身已经构成了我们必须理解的

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吉尔兹狭隘的后现代主义的地方性知识根

本就不能包括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复杂的问题。

(三 )“新文化史”

我们 ( 旧 ) 汉学传统的一些思想史家和新的一些激进的文化

主义研究的同行已经联合起来试图认领一种“新文化史”。这二

者的结盟是相当令人惊奇的 , 因为搞文化主义研究的这些同行通

常自认为是一些激进左派分子 , 而长期以来 , 对我们这些社会史

学家中许多人来说 , 旧汉学传统的思想家一般都是一些保守分

子 , 甚至是反动分子。二者结盟的一个首要的基础就是他们认为

自己面对的是共同敌人 : 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和唯物主义倾向的

社会史。这种结盟还基于在研究问题中有一些共同的重点 : 用本

土的价值标准来说明本土传统。二者坚信他们研究的主题是独一

无二的 , 至少不能化约为以西方为基础的理论。但是 , 这种独特

性对于前者是基于中国中心主义 , 对于后者是基于后现代的文化

相对主义。目前 , 这个分歧似乎无关紧要。此外 , 前者几乎完全

在关注上层精英 , 后者的同情则集中在下层的沉默。至少就目前

而言 , 这些不同由于二者联合起来主张一种“新文化史”而被掩

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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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 我想从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激进的文化主义论 ( 包括中

国中心论 ) 倾向中离析出我认为新文化史中一些有价值的方面。

新文化史对旧社会史中隐含的唯物主义的批评是恰当的。它创造

性地使用了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这些重要的工具。同时 , 最优秀

的新文化史的主要内容不仅考虑精英文化而且考虑民间文化 , 不

仅考虑文化的非物质方面 , 而且考虑文化的物质维度。它并不反

对经验调查 , 而强调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在理论方面 , 新文化史

汲取了批判理论的洞见 , 但又没有走向极端的反经验主义和极端

的文化相对论。它并不像萨义德或吉尔兹所坚持的那样 , 认为话

语是惟一的现实因而是惟一值得研究的主题。事实上 , 如果我们

将亨特 ( Lynn Hunt ) 作为新文化史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发言

人 , 我们就会发现最近她批评的靶子已从社会史研究中的唯物主

义转向激进的文化主义研究中的极端反经验主义 ( Appleby ,

Hunt , and Jacob , 1994: 尤其第六章 , 参见 Hunt , 1989 )。

我相信新文化史已经对我自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的一些

从事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我最近关于法律的著

作 , 这本书与其说属于老式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 不如说更类似于

“新文化史”。这部著作对表达和实践给予了同样的关注。我关注

于二者的离异是基于假定二者是相对自主的。这直接针对粗糙简

单的唯物主义 , 正如我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 中国的司法制度首

先应当被看做是道德性的表达与实用性的行动的一个矛盾的结

合。任何一种单维度的进入都不足以把握清代的司法制度。对于

我们理解清代的司法制度而言 , 意识形态和话语与实践和物质文

化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法律史之所以对我有如此特殊的吸引力正是由于它促使我们

不仅对待行动还要对待表达 , 不仅要对待现实还要对待理想。比

起其他的材料 , 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

者的逻辑 , 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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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原则和逻辑。最终 , 我反对的并不是新文化史 , 而是激进的

文化主义的某些倾向。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达的重要性 ,

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

的关键性差异 , 这些正是激进的文化主义努力消弥的差异。

五  几对矛盾与新概念

近些年来 , 我自己的思路集中在几对矛盾上①。经验证据表

明中国的现实与大多数西方理论家的期望是相矛盾的。比如 , 马

克思假定在某种生产关系和某种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有一种必然

的联系。但矛盾的是 , 我的经验研究告诉我 , 中国华北的经营式

农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是资本主义的 , 但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

则是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和亚当·斯密 , 至少在其意识形态化

了的理论中 , 都假定商业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但矛盾的是 , 我所做的经验研究使我看到长江三角洲的乡村具有

生机勃勃的商业化和 ( 总产出的 ) 增长 , 但是却没有 ( 单位劳动

时间中劳动力的 ) 发展。最后 , 韦伯假定法治与形式主义的合理

性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只能见

到法治却没有形式主义的理性化。

我相信 , 指出上述这些矛盾既利用了对理论文献的研究 , 又

没有掉入机械模仿的陷阱或者无视经验证据的不加批判地运用的

陷阱。我在研究中试图与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形成对话 , 而不是

陷入在 (“西方”与“他者”) 两个极端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同

时 , 我也寻求将这种理论既在经验层面又在概念层面上进行评

判。经验上表明 , 矛盾的是 , 中国既类似于这些理论所建构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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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的 《中国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 : 社会与经济史中的悖论》 一文中第一

次明确陈述并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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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又不同于这种西方。中国的现实能够帮助我们提出这些理论的

隐含前提中所存在的问题。

如果从西方的观点来看 , 中国的现实确实充满了矛盾 , 那么

我们必须建构出更符合中国现实的新概念。我认为以现有理论作

为刺激 , 有利于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概念。例

如 , 我提出的“内卷的商业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经验证据为

我们显示出 ,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商业化程度相当

高 , 但是每个劳动日的产出是停滞不前的或者还有所减少。正是

在这个地方 , 涉及了恰亚诺夫 ( 1986 [1925 ] ) 关于家庭农场的

独特性的分析 , 尽管他自己没有进一步分析家庭农场组织和商业

化之间的关系。家庭农场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 , 也是一个消费

单位 , 它是按照生存的要求来行事的。而且劳动力是给定的 , 不

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是雇佣的。面对土地不足的压力 , 家庭农场

经营将更密集的家庭劳动投入到农业和 ( 或 ) 手工业中 , 即便此

时劳动的边际回报低于雇佣劳动的边际成本 ( 在这一点上雇佣劳

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将停止增加劳动 , 因为再投入劳动将意味着负

回报 )。我发现 , 长江三角洲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商业化正是对

这一境况的反映 , 由此导致了“内卷的商业化”。长江三角洲家

庭农场的这一典型模式正是用机会成本很低的家庭劳动 ( 如妇

女、儿童和老人的劳动 ) 容纳了劳动的低回报。这就是我所说的

“生产的家庭化”, 它是“没有发展的商业化”的基础 ( Huang ,

1990 )。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我所提出的清代县官“实用的道德主

义”。经验证据表明 , 清代的县官 ( 以及清代一般的官方话语 )

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通过言传身教进行统治、通过教谕调解 ( di-

dactic mediation) 平息纠纷的高度道德主义的地方官 , 但他们在

实践中更像严格适用制定法并遵循常规化程序的官僚来行事。在

我看来 , 清代的法律制度是韦伯的两种理想型的混合 : 和世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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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制联系在一起的绝对权威的实质主义的统治与官僚化政府联系

在一起的法律的常规化统治混合在了一起。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维

度之间的紧张和相互依赖恰恰构成了清代法律制度 的结构

( Huang , 1996 : 第九章 )。

我上面对“矛盾”一词的使用主要是指将一个经验现象与我

们通常理论预期相反的另一个经验现象放在一起 ( 因此看起来是

冲突的或矛盾的 )。比如 ,“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没有发展的商业化”、“没有发展的增长”和“没有形式理

性化的法治”。

在最近的著作中 ( Huang , 1996 ) , 我用“矛盾”来指示与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期待的相反的现象 : 我称之为表达与实践

之间的“离异” ( disjuncfion )。唯物主义理论坚持实践对表达的

决定作用 , 唯心主义理论则与此相反。通常二者都假定表达与实

践之间基本上是一致性的。我的研究的目的就是指出二者的离异

(或“离异点” [ disjunctures] , 我用这个词是指分离出现的具体

地方 ) , 从而强调二者的相对自主性。

我的目的就是在目前学术时尚的两分法中 , 即在社会科学中

理性选择理论的唯物主义趋向与人文学科中后现代主义的唯心主

义趋向之间 , 寻找中间地带。清代法律的表达和法律的实践之间

的离异使我们看到仅仅关注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是不够的。反

过来它强调“实用的道德主义”和“实质合理性”的法律系统 ,

乃是同时包含两个既矛盾又相互依赖维度的系统①。

对这些概念以及我所提出的其他一些概念 , 只是一些零散的

尝试性阐述。其实 , 我还远远没有能够就晚清帝国和近现代中国

的组织模式和历史变迁逻辑勾画出一幅内部连贯一致的图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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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本人在阐述“实质合理性” 时就暗示了这一点。有 关讨论参见 Huang

( 1996 : 第九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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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上 , 我不敢肯定自己将来所做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和概念

建构将是什么样子。

但是 , 就本文目的而言 , 我希望已经讲清楚了我自己对待理

论问题时所偏爱的路径。历史探究要求在经验和概念之间不断地

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 , 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

和观点之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

指南 , 它从来都不应当成为现成的答案。

六  一个萦怀于心的问题

不过 , 依然有一个问题萦怀于心。大多数理论都带有一个关

于未来的理想图景 , 比如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 , 马

克思的无阶级的社会 , 以及韦伯的理性统治和社会。他们的理论

甚至可能从属于他们对未来图景的设想 , 并且是对这些未来图景

的理性化的辩护。无论如何 , 他们的理论与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

不可分割的。换一种针对中国的理论就要求我们换一种对中国未

来图景的设想。

换句话说 , 当我们在为中国寻求理论的自主性时 , 我们所面

临的问题部分地是寻求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如果中国过去的

变化形式和推动力确实不同于西方的过去 , 这种过去又是如何可

能转译 ( translate ) 到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 ? 如果没有发展的商

业化最后只不过是让位于简单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 , 没有形式主

义合理性的法治最后只不过让位于简单地全盘移植现代西方法

律 , 那么我们就不如简单地使用标准的西方理论范畴 , 诸如资本

主义和“理性化”这样的范畴 , 或者资本主义萌芽甚至“民主萌

芽”这样的范畴。如果事物的结局最终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 我

们没有必要花如此大的精力为不同模式进行经验证明和理论的概

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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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其可能未来的迹象 , 那么关

于中国的另一种图景将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事实上 , 中国今

天仍然在努力寻找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近现代中国占支配地

位的意识形态根本就没有为此提供答案。清王朝在其改革还没有

充分发挥效果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国民党败于中国共产党。毛

泽东以一种独特的、崭新的文化构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图景 , 但

这种图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失败了。毛泽东的后继者奉

行的是实用主义 , 他们不愿也无法提出一种远没有实现的未来图

景。今天 , 距中国被迫与西方发生接触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 , 但

是依然有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 在现代性中 , “中国”对我们

意味着什么 ? 在现代世界中 , 中国文明的内容将是什么 ?

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大多数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 但是 , 我想一

种凭据历史的方式能够有助于通向这一问题。我们有可能找到关

于一幅中国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形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图画 , 这幅

图画既是经验的又是理论的 , 同时又没有陷入上面所勾画出的种

种陷阱。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 在这些历史演变形式中 , 哪

一种可能与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相关联 ? 我们也可以转向中国

的思想家来寻找指南。在 20 世纪的中国并不缺少关于中国未来

的各种不同的图景。甚至统治者也曾提供了一些没有实施过的关

于未来的富有洞见的阐述。在这些不同的图景中 , 哪一种图景符

合可验证的历史模型 ? 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要回答下列的问题 :

一个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既现代而又独特的 , 并从西方的角度看来

是矛盾的中国 , 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 对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

者 , 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现代主义式的老掉牙的问题 ,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 它一直是一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

(强世功译 , 译文已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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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二院中国的野公共领域冶与
野市民社会冶芽

http://www.fineprint.cn


编者前言

黄宗智

这本专题论集是我们为围绕 “中国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所

进行的系列讨论所编辑的第三个集子①。这一集中的文章最初全

部是为 1992 年 5 月 9 日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的一整天

的研讨会而写的。会后 , 作者又在讨论的基础上重新修改了他们

的论文。

本专集以魏斐德 ( F rederic Wakeman ) 的论文为开篇 , 这篇

文章概述了以往和当下有关的学术成果 , 因此为全部讨论起到了

导论的作用。魏斐德的文章进而对罗威廉 ( William Rowe ) 和玛

丽·兰金 ( Mary Rankin) 已经出版的著作进行了批评 , 他们的著

作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用了“公共领域”这个模式。罗威廉和

玛丽·兰金的文章可以部分地看做是他们对魏斐德及其他人的批

评的一个回应 , 也可以部分地看做是他们新观念的发展。

赵文词 ( Richard Madsen) 的文章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问

题带入了当代中国的问题和事件之中 ; 而希塞·张伯伦 ( H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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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讨论发端于我自己的 《中国研究中的范式危机 : 社会与经济史中的悖论

现象》 ( Modern China 17 , 3 [ July 1991 ] ) , 第二个专题是 《中国近现代文学

研究中的理论与意识形态》 ( M oder n China 19 , 1 [ January 19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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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lain) 的文章则分析了“市民社会”这个范畴 , 作为应

用于当代中国的概念。他们的文章显示出这两个范畴———当它们

被应用于历史和当代中国时———之间在内容上的基本同一性。

我自己的文章试图准确界定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含

义 , 概论并评述一些其他的论稿 , 并提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

三领域”的概念 , 作为解决由这次专题讨论所引发的某些问题的

一个可能途径。

(罗琳 译 , 译文已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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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

———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魏斐德

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的市民社会

和公共领域问题倾注了如此之多的关注呢 ? 例如 , 1991 年 4 月

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期间 , 曾组织了一次题为“市民

社会在人民中国”的专题研讨会①。一个月之后在巴黎召开的

“东亚传统中的国家与社会”欧美联合研讨会又有若干篇论述同

一主题的论文 ( Kuhn , 1991; Strand, 1991 )。同年 11 月 , 在华

盛顿的威尔逊中心又有一次小规模会议专门讨论“中国是否有过

市民社会 ?”② 接着 , 这一问题又成为 1992 年 5～6 月间伯克利

加州大学与中国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研讨会

上热烈讨论的主题③。最后 , 由“欧美合作研究东亚问题联席委

931

①

②

③ �与本文略有 不同的文本 , 将作为一 章刊 登在有 关中国 现代化 讨论会 后由

F rederic Wakeman , J r . 和 Wang Xi 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 1993

年出版的题为 《中国现代化的探索 : 一种历史的方法》 的会议论文集中。 �

我是这次会议的演讲者 , William Rowe 是评论者 , 参加会议的还有 M ary B .

Rankin 和 David Strand。 �

在此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 , 有一篇由 David Wank ( 1991 ) 提交的论文极为

引人注目 , 该文对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颇精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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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持的于 1992 年 10 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 ,

更是以全部精力用于讨论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 , 特别是与市

民社会有关的集会和讨论的场所问题、有利于思想交流的媒体问

题和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等等。

中国市民社会的历史渊源

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希望能够辨别出毛以后中国市民社会的

因素 , 他们或是不得不将中国市民社会的因素置于运动之中而非

制度之中① , 或是论证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缝隙中再现了列宁

主义国家崛起前很久即已存在的市民社会因素 ( Tsou , 1990: 7 ,

13 ; St rand , 1990a : 25 )。

某种具有明显特征的前现代市民社会往往表现为法人社

团和自愿结社的形式 : 行会、同乡会、家族和门第、同姓社

团、邻里社团和诸如庙宇社、拜神社、寺院和秘密团体等宗

教团体。也许 , 所有这些组织所共有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

它们都是在国家领域之外或独立于国家领域而建立的。

( Yang , 1989 : 3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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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vaid Strand 特别强调是中国人自己而非西方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诉诸运动

而非制度。“当中国人寻求民主传统的复兴时 , 他们所要的并不是一种制度

的传统而是一种运动的传统。” Perry 和 Fuller 也强调中国情境 : “如果我们

想要在中国的情境下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 , 我们必须强调其行为的 ( 而非纯

组织的 ) 涵义”。尽管“新文化主义者” 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与 Gramsci 相

似 , 但他们由于强调为长期存在的各种符号性抗议活动所支撑的相对自治的

社会 运动 , 所以 更应 将他 们的 观点 归属 于 Natalie Davis , Charles Tilly 和

L ynn Hunt 的传统意识的社会史学 , 而非“老”的新左派的 Sorelian momen-

t ism ( 见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 1990; Perry , 1992 a: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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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将中国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法人社团和自

愿结社等同于前现代的市民社会 , 这种做法同那些发现“长时段

的结构性进程比短期的外来冲击影响在知识方面更加有意思”

(Kuhn , 1991: 2 ) 的新生代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工作相互呼应并

由此得到巩固。这些史学家从根本上挑战了马克斯·韦伯关于中

国的断言 : 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于其城市政治自治的匮乏

和对祖籍亲友的特殊依恋的主宰 ( Rowe , 1984: 4～5) ①。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致力于这一重新评价晚清和现代

中国社会的工作 , 但本文还是愿意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罗威廉

( William T . Rowe ) 的工作 , 他那两部关于 18 和 19 世纪汉口的

优秀研究专著自问世后一直被恰当地视为中国城市社会史新式研

究中的里程碑之作。

汉口的个案研究

在所有修正韦伯观点的论者中 , 罗威廉最为明确地摒弃了韦

伯有关中国 的描述 , 他 将此举称 为对一种“神话”的放 弃

( Rowe , 1984: 10)。在他于 1984 年发表的第一本著作 《汉口 :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社会 ( 1796～1889)》 中 , 罗威廉特别强调

了这个城市中行会的管理自治与社区认同 :

尽管它有许多官员 , 但汉口还是能够避免韦伯所认定的

那种严厉的官僚支配。行会以及其他一些自愿团体 ( 例如善

堂 ) 逐渐变得日益强大 , 但它们如此行事时却未必以牺牲城

市的其他人为代价。相反 , 这类团体越来越多地谋求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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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问题 , 最具权威性的论断见韦伯 ( 1985 ) 。还可参阅韦伯 《儒教与

道教》 一 文 的 译 文 ( 1951 ) , 此 文 原 载 Vo1 . 1 of Web er’s Gesam melte

A ufs�t ze z ur Religionssoziologie in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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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认同于更广泛的城市共同体的利益 , 并且利用各种各

样的、官僚协调之外的方法去实 现社会共同体的目标。

( Rowe , 1984 : 10 )

汉口 , 这个被罗威廉刻画为“在中国第一次吸收欧洲文化规

范之前即实现了最高程度的本土城市主义 ( indigenous urbanism)

的城市 , 则被清政府划为较低级别的行政单位 ( 镇 ) ( Rowe ,

1984 : 1 )。“这种分离式行政管理的传统似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

一种将自身看做是一个分离的政治实体的感觉 , 并因此培育了一

种早期‘城市自治’的发展” ( Rowe , 1984: 38 )。尽管汉口的

居民大多是来自其他省份的移居者 , 但其城市居民与来自其他城

市的伙伴共同拥有一种强烈的“地方性认同感” ( Rowe , 1984:

338) 。而且尽管汉口没有一个出自政府的正式的大宪章或市政章

程 , 但罗威廉认为它的行会和行会联合组织最终发挥着那些具有

大宪章的组织的功能。

看来 , 在 19 世纪的汉口 , 在政治权威的事实体系与法

律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个异乎寻常的明显差距 , 因此一种程度

极高的事实自治相应地出现了 , 并且在官吏和地方社会的领

袖之间还存有着实际上的权力平衡 ; 在为期一个世纪的发展

过程中 , 权力平衡越来越倾向于后者。 ( Rowe , 1984 : 339)

按照罗威廉的说法 , 在汉口的市政管理事务中几乎或根本没

有政府干预 :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地方长官对城市事务进行了

干预 ,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地方工程或某些重大危机的处

理” ( Rowe , 1984 : 31 )。而且 , “比中央任命的官吏的工作更低

一层的大量市政管理工作乃由绅士管理者 ( 绅董 ) 和绅士代表

(委员 ) 执掌” ( Rowe , 1984: 36 )。在太平天国造反以后商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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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接管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时候 , 这种情形就更加突出了①。

在太平天国造反以前 , 汉口最重要的商人团体是属于盐业

的。来自徽州 ( 安徽 ) 而非汉口本地的大约 200 多位运输商在港

法制度下世袭把持着各个食盐分发路线的特许状。汉口盐业名义

上由湖北省布政司任命的盐务道台管理 , 众盐号的“头商”应向

其报告。按照罗的说法 , 这种头商是“由运输商在其群体中选

出”, 以仲裁争端并在官府面前代表众商。“尽管他表面上处在盐

务道台的监管之下 , 但头商因控制着金融资源而往往行使着极高

程度的独立权力” ( Rowe , 1984 : 99～100) 。

这些资源包括一笔“保险基金” (匣费 ) , 这是商人的公有财

产 , 来自于对每一笔盐业交易所征收的附加费 ; 这笔钱财名义上

应用于慈善捐款、饥荒赈济、商团民兵开支 , 但实际上往往滥用

于贿赂、交际、雇用亲友为盐务管理人员以建立庞大的庇护网 ,

等等 ( Rowe , 1984: 95～96) 。汉口盐业作为一个整体 , 无论其

合法或非法 , “在财务上主要支撑了社会福利机制 , 而依靠这个

机制许多 城市 贫民 ( 有时 还有 农 村贫 民 ) 得 以 维持 生 存”

( Rowe , 1984 : 97 )。

在太平天国造反以前的那个世纪 , 盐商在当地社会构成

了一个在金融上、文化上均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些商

人作为一个群体 , 行使着巨大的影响力 , 其途径就是利用他

们的集体资产 , 提供饥馑救济、支付地方防卫开支和赞助地

方经常性的慈善活动。这一集体财富给盐商带来的那种隐含

的政治权力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又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

因为这时的白莲教造反使中央政府急剧衰落 , 商人被迫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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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方政府及其开支更大的份额。回顾过去 , 在这个商业繁

荣与政府财政危机并存的时期 ,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城市公

共事务管理中一种新型的私人 ( 即非官僚的 ) 主动性正在显

现出来。直到太平天国造反之前的整个时期 , 两淮总督府中

汉口盐商的正式监督者一直为使商人的独立权力重新置于官

府控制之 下而 费尽力 气 , 但却 始终 未能 成功。 ( Rowe ,

1984 : 119)

1849 年 ,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夜 , 两淮盐务道台在包括汉口

在内的淮南盐区变革了因袭 200 年之久的港法制度 , 代之以一种

新的“票法”制度或票据制度 , 试图用以吸引更多的小规模投资

者。在 1860～1863 年期间 , 汉口重新回到了清政府手中 , 当时

的总督在汉口设立了一个“销售管理局”( 督销局 ) ; 1863 年 , 曾

国藩又将这个设在汉口的衙门变为“督销总局”, 负责订立价格、

征收赋税和制止走私 ; 票法再次得到采用 ; “新票”的价格更为

适中 , 使得大约有 600 个商人能够在扬州买盐并在当地付税换取

一纸可以顺利通过关税口卡的证明 ; 然后 , 他们将盐用船运回汉

口并在汉口独家出售。此外 , 曾国藩还授权从四川和广东输进非

淮盐 , 但同时在进入淮南盐区的各个交通路口设卡征收高于淮盐

的关税。

所有报告均显示 , 在中兴年代初期进入盐业贸易的新的

盐船主阶层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逐渐成了地位稳固、享有

特权的精英阶层 , 但较之于太平天国造反前的精英阶层 , 他

们是一个内部分化更多的群体。 ( Rowe , 1984 : 119)

总之 ,“太平天国前后的 20 年 , 突出地表现出官僚对盐业贸

易的急剧的失控” ( Rowe , 1984: 119 )。而当湖北行署行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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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它又对商务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和支持 , 因为官府认为商业

是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 ( Rowe , 1984 : 181 ) 。由于“社会和经

济走向多元化的普遍趋势”, 太平天国之后的汉口商界“逐步接

近于西方概念的那种前工业化、城市、商业的资本主义社会”

( Rowe , 1984 : 120～121 )。

作为一个市政单位 , 汉口似乎还有许多“与早期现代的欧洲

城市的共同之处”, 包括“有组织的、社团式市民行动的稳定发

展以及范围广泛的慈善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的持续增加 , 它们都

旨在解决早期现代化的城市所面临的史无前例而又异常特殊的城

市问题” ( Rowe , 1989: 3 , 5 ) 。当然 , 汉口之类的“早期现代

化的”中国城市与其欧洲同类者之间仍有一些基本差别 , 其中主

要是指由于“中国城市共同体的强迫力”, 因而中国城市中的社

会抗议始终处在低水平 ( Rowe , 1989: 6 )。这种“高度制度化

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主要源于“当地社会本身的主动性 , 特别

是 ( 但并非仅仅是 ) 城市精英的主动性” ( Rowe , 1989 : 546) 。

上述种种就是罗威廉在其两本重要著作中立论的主要内容。

这些由罗本人发现的证据所佐证的观点又用以支撑一幅早期现代

化城市的图景 , 而这些观点是否能用公共领域、甚至近似的市民

社会来加以完善呢 ?

汉口个案的验证

让我们从汉口作为一个“城市”的简单定义开始分析。按照

罗威廉本人告诉我们的 , 汉口在 1900 年以前从未划分为城。它

没有城隍庙 , 没有钟楼 , 没有鼓楼 , 直到 1860 年以前甚至没有

城墙 , 只有一些用于本地防务一时之需的临时性建筑 ( Rowe ,

1984 : 30 )。它只是一个贸易中心或货物集散地 , 一个混杂着本

地土生居民与外来移民和旅居者的市镇。

罗威廉特别强调了商业行会那种用以“越来越多地谋求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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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利益认同于更广泛的城市共同体的利益”的方式 ( Rowe ,

1984 : 10 )。然而 , 汉口两个最大的商人团体却都是由旅居者组

成的。太平天国以前的盐商来自徽州 , 太平天国以后的盐业经营

者更是来自全国各地 ; 1861 年以后汉口的茶商也是“祖籍外地

的商人 , 或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广东人和宁波人 , 或是贸易交往远

达俄罗斯的山西人” ( Rowe , 1984: 133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

为外国商号服务的买办。这些祖籍外地的茶商中的一些人把家搬

到了汉口 , “但大部分人在非贸易季节仍继续住在广州或上海”。

那些真正的茶叶大出口商“大都一成不变地是一些祖籍外地的

人”, 他们“只是在外国买主到汉口的那几个月中在此地设立商

店” ( Rowe , 1984: 134) 。此外 , “汉口的掮客和买主都可能是

设在上海的商号的分号经理” ( Rowe , 1984 : 135) 。他们在 1861

年开放茶叶贸易后在汉口所组成的行会都是同乡会式的社团。19

世纪 60 年代 , 汉口有 6 个茶叶行会 (茶帮 ) , “其构成都是按省

籍划分的” ( Rowe , 1984 : 137 )。在它们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茶叶

公所时 , 这个中央行会也往往被人形象地称做“六省行会” ( 六

帮 )。而且 , 这个新的公所本身也是 1868 年在上海建立的另一个

茶叶公所的某种附属组织。美商邓特公司的买办曾报告说 :

本年 ( 即 1868 年 ) , 茶叶行会在上海创立⋯⋯汉口也建

立了一个茶叶行会 , 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各省茶商公推

盛恒山、张寅宾以及其他一些人负责与上海行会的官员合作

以管理茶叶贸易。 ( Rowe , 1984 : 137～138 )

汉口的两个主要行会之一实际上是由外地旅居者在上海买办

的监督下建立的组织 , 这一事实严重动摇了所谓这些商人的地方

性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内生型城市自治和社区认同的断言。罗威

廉教授坚持认为汉口行会“似乎不可能”是“由某个沿江下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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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组织操纵控制的”, 但事实仍旧是这个城市最强大的 (按照

1886 年 《华北论坛报》 所言 , “几乎是无限全能的”) 行会是由

那些甚至连汉口永久居民都不是的外来者所管理的 ( Rowe ,

1984 : 138) 。

同样 , 1871 年创立的汉口金融行会 (汉口钱业公所 ) 也是

湖北、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银行业集团合作的产物 , 而各省的

银行业又都有他们自己的分省行会 (帮 ) ①。直到民国时期 , 这

个公所仍以“四帮”而知名 , 这强烈地显示出在这些金融业外来

旅居商人中 , 省籍观念是第一位的 ( Rowe , 1984: 171 )。

在极有意思的、题为“一个移民城市的本地根源”的一章

中 , 罗威廉试图修正韦伯及其一派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观点 : 中国

城市往往是由外来旅居者构成、而其最高忠诚亦往往指向外地某

处的祖籍所在地。罗威廉认为 ,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 :

一个中国城市的居民认同于他的祖籍所在地———所谓

“祖籍认同” ( native identity) ———这无论如何预先排除了他

本人作为其移居或旅居所在地方共同体之完全成员的概念

———我把这种概念称之为“本地认同” ( locational identity)

的发展。 ( Rowe , 1984 : 250)

通过使用创新的词汇“本地认同”, 罗威廉希望说明一个人

作为广州人或宁波人的身份决不会阻碍其作为一个“汉口人”的

情感。他在论述汉口“社区与冲突”的第二本著作中甚至认为 ,

这个城市的多重族姓的特性产生了异常高度发达的文化宽容的氛

围 , 尽管他随即又补充说“这当然并未杜绝族姓之间的冲突

⋯⋯” ( Rowe , 1989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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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 1888 年安徽行帮与湖南行帮为使用后

者的码头一事打了一场官司 , 当时的地方官吏偏袒安徽人 , 于是

一伙湖南人纠众把这个官吏的座轿砸得稀烂。徽州行会试图将小

商小贩从其会堂附近赶走 , 而山西—陕西行会的会堂主持者却在

其会堂后门的流民草棚群中硬是烧出了一条防火道。个人之间的

争斗经常酿成好斗者之间的群殴。广州人在每年的龙舟赛上总是

与因好弄诡计而臭名昭著的湖北人打得不可开交 , 以致于龙舟赛

也不得不禁止了 ( Rowe , 1989: 198～204) 。罗威廉认为 , 这种

十分激烈而又到处弥漫的族性冲突并非是社区诉求弱化或消逝的

象征。他引证格奥尔格·西梅尔和刘易斯·科索尔 ( Georg Simmel

and Lewis Coser) 的观点 , 坚持认为 , “冲突是对合作的必要完

善 , 因为冲突提供了一条施放日常紧张的安全渠道 , 同时又建立

和维持了有 关体 系参 与者 行为 的非 人格 化的 规范 与规 则”

( Rowe , 1989 : 216) 。然而他继续描述着一幅不断被血腥的族姓

间帮众仇杀斗殴所撕裂的城市图景 , 而这类争斗大多因保护劳工

权利而起 , 进而使得这个问题成为“引起暴力的一个常见原因”

( Rowe , 1989: 237)。其结果 , 至少对于罗威廉的读者来说 , 这

是某种程度的认识矛盾。

附带说一句 , 斯特朗 ( David St rand ) 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和

谐之处 , 他曾试图将 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行帮之间的街头斗殴描

述成“国家建构” ( state building) 的一种形式。他说 :

这一争斗过程类似于小型的国家建构。如果一个人认为

充分发展的行会能行使一系列准政府职能 , 那么这些相似之

处也就变成了一种广泛的对于城市居民的代表、管理和控制

的地方义务的发展。甚至在那些工人和居民拒绝融入城市范

围的团体 , 拒绝接受不稳定和不健全的发展结果的时候 , 斗

争的条件仍驱使那些被卷入斗争的人们意识到权力是超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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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和立场限制之外而建立的。 ( Strand , 1989 : 154)

通过讲述实例的方式 , 斯特朗展示了有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首都所在地好斗帮派的一幅丰富多彩而又栩栩如生的图景。盲人

说书者行会分为内城和外城帮派 , 相互之间争斗不息 ; 卖水业行

会分为山东帮、保定帮和本地帮 , 而警察也不得不去制止他们之

间为控制联盟、把持饮用水贸易而发生的哄吵。1925 年时 , 磨

坊工也分裂为一个以京城东郊及南郊工人为主和另一个代表西郊

及北郊为主的两个帮派。他们在冲突中过于频繁地向对方使用暴

力 , “主要集中在以个人追随、地盘和小族姓为基础的敌对帮派

之间的领导权问题上” ( Strand , 1989: 151) 。我们能够合理地

把这种“争斗过程”比附成“小规模的国家建构”吗 ?

那么依据同样的推理 , 是否有可能接受罗威廉所谓 19 世纪

的汉口作为一个“高度制度化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能够缓解社

区共同体冲突的见解吗 ? 我们怎样才能将他所说的“汉口是一个

暴力和争吵之地”和他同时所断言的这个城市享有一种“相对的

社会平静” ( Rowe , 1989: 280 , 346 ) 相互一致起来呢 ? 一方

面 , 我们已经知道汉口是各种异端组织的“领导中心”: 1880

年 , 当地官府曾在汉口城内发现了一支宗派军队所用的训练营和

武器库 ; 1883 年 , 还是在汉口 , 一批佛教千年盛世的狂热信徒

差一点发动一次起义 , 试图推翻清王朝 , 引来新的社会纪元 ;

1891 年 , 哥老会也曾帮助领导了一次范围广泛的长江流域暴动 ;

当然 , 1911 年的民国革命就是首先在武昌、汉口和汉阳发起的

( Rowe , 1989 : 158 , 160 , 263～267 ) 。但在另一方面 , 我们却

又被告知 , 这些活动绝大多数是外来煽动者所造的罪孽 , 而真正

的汉口居民 (“市民”) 是反对那些外来者和“带有预谋的意识形

态类型的暴力” ( Rowe , 1989 : 280) 。

不用说 , 这样一种强烈的社区感会引发同样强烈的市政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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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罗威廉认为汉口确实看来享有一种“早期的‘城市自治’”,

但他接着就马上限制了他的断言 :

阻碍这种自治成为现实的一个主要因素 , 在 19 世纪而

言 , 就是官僚行政机构为使汉口始终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保持

的谨慎小心。这个城市有着异常之多的官吏⋯⋯只要清朝官

吏决定垄断汉口的政治权威 , 那么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 Rowe , 1984 : 38 )

换句话说 , 汉口是一个高度警察化的、行政控制的城市———一个

完全处在政府官方手心里的主要交通关口。

按照罗威廉的导论性文字 , 汉阳知府对城市事务的干预远远

超过了危机之需 ; 在他自己的脚注中 , 罗威廉举出了汉阳知府曾

参与港口救生艇服务的建立、城墙的修筑和考试制度的管理等工

作。他还提到 , 在 1862 年以后 , 汉阳知府还充当了设在汉口的

水上税卡的助理总监。其辅佐官 ( 府同知 ) 的管辖权限就是以镇

为分界的。府同知及其辅佐官 ( 府通判 ) 负责全城的法律执行和

公共安全事务。与此同时 , 汉阳地方官总是卷入“汉口所有的城

市问题”, 他的三个下属官 , 包括一个专事维持港口设施和水道

控制的副手 , 都驻扎在这个城市之中 ( Rowe , 1984: 32 , 354 )。

他们所指挥的那些“绅士管理者” ( 绅董 ) 通常都是一些

“候补吏员”, 这些人在 19 世纪末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 , 由于捐

纳入仕风盛行而引发了对官职的迷恋。候补吏员无疑也属于官场

的组成部分 , 特别是在太平天国以后 , 更是如此 :

在太平国之后的十年中 , 一种“署 ( 局 )”为名的、特

定职能的管理单位在城市管理的许多领域中开始出现。这似

乎是那些得到自平定太平天国战事中崛起的中兴之臣所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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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官进入民事领域的结果。 ( Rowe , 1984 : 35 )

在汉口 , 这一结果就包括厘金局、官渡局、保甲局和电

报局。

逐渐地 , 每个地方的不同的局、署都合并为一个单一

的、多职能的局署 , 既负责收集所有商业来源的税收 , 也负

责为本地的贸易和商业利益提供保护。每个地方性的局署均

由一位“绅士代表” ( 绅员、委绅 ) 负责 , 其成员均是出自

本地的“正直的绅士” (公正士绅 ) 。然而 , 所有的这些人员

均由省一级挑选出来并定期接受省级的考绩 , 实际上 , 整个

结构都是趋向于省级规则而非本地规则。 ( Rowe , 1984:

201)

在这个结构的顶端 , 就是负责盐务、茶业、经纪业和厘金事

务的湖北省署 ; 这个省署的大量官吏是名誉官职和候补官职的拥

有者 , 他们又受一个董事会的领导 , 其中包括省市政使、按察

使、粮储道台、武昌道台和汉口道台。省署的主要目的就是监督

税收和照看商人 ( Rowe , 1984: 199～203)

盐业市场的利润“支撑着这个城镇 ( 汉口 ) 的文化生活”

( Rowe , 1984: 97 ) , 但汉口的这笔收入并非出于自治商人控制

的商业 , 而是国家垄断权的产物 , 而这种垄断权的行使者是正式

的国家代理人或那些严密控制着用以使自身成为国家经纪人之国

家垄断权的商人。在太平天国以前的年代里 , 最重要的商人集

团 , 即受港法制度所制约的盐业“运输商”,“实际上是比照着国

家官员的地位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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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清朝的习惯 , 两淮的盐商被称之为亦商亦官者。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



两淮商人之政治影响的基础是⋯⋯他们作为准政府官员

的地位 (亦商亦官 ) 。尽管这些商人在扬州当地买盐、在汉

口售盐以获取利润 , 但这些交易往往被正式看做是清朝官府

机构之间的内部转财程序 , 而且直到盐离开汉口囤积处转到

“水贩” ( 水上交易商 ) 手中以前 , 这些盐始终被看做是政府

财产 ( 官盐 )。与此相似 , 汉口盐业市场的仓库和其他一些

设施 , 事实上是那些运输商的集体财产 , 在正式的意义上讲

是属 于 公 共 场 所 , 其 收 入 用 来 支 付 仓 库 的运 转 费 用。

( Rowe , 1984 : 99 )

那些据说由众商推选出来以代表自己、拥有“极高程度独立

权力”的头商实际上至多像一个唐朝由官吏指定且向官吏汇报业

务的 官商经纪 人 ( Fujii , 1954: 87 ～ 88 , 引自 Rowe , 1984:

364～365 )。而罗威廉为说明其“独立权力”程度的证据只是一

个有关腐败的案例 , 在这个案例中 , 头商赶赴北京为预先防止一

场严厉的控诉而去贿赂京官 ( Rowe , 1984: 100 )。不用说 , 很

久以前的何秉棣在其关于扬州盐商的经典研究中 , 已经全面揭示

了这些安徽商人是如何地经不起官吏的“压榨”和敲诈的 ( I to,

1954 )。实际上 , 这些商人的“特许状”都是由那些需要不断地

加以贿赂和哄骗的官吏所授予商人的个人特权。把这转述成“影

响”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是一种“纳租者” ( rent payers) 对

“把关者” ( gate - keepers) 的影响而已 , 肯定不是什么自治市镇

居民的“独立权力”。

例如 ,“匣费” ( 保险基金 ) 实际上是一种官方报单项目 , 它

不仅用于汉口的盐务税 , 而且还涉及清朝官府预算中一些五花八

门的项目 ( Rowe , 1984 : 365 )。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由盐商掌

握的基金 , 而是在特定意义上由官方任命的头商所控制 , 且与负

责任命那些“冗员” (他们据说属于先前所描述过的庇护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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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 的盐务道台共谋使用的财富。实际上 , 在 1764、1789、

1803、1831 和 1848 年 , 清政府曾多次采取措施控制这笔“保险

基金”, 以杜绝个别商人私自滥用其去败坏官吏的清廉 ( Rowe ,

1984 : 103～105 )。

1849 年的“票法”改革意味着“通过取缔大‘港’商人的

独立权力来加强对整个盐业销售网的控制” ( Rowe , 1984: 92 )。

在 1860～1863 年的“盐务管理局”体制下 , 有两位本地商人被

捏合在一起并授给了总督私人印章 , 允许他们在两淮大批购盐 ,

然后运回湖北省官府售给军队后勤 ; 他们成了候补官吏 , 因此无

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他们都是总督府的官方采购代理人

( Rowe , 1984: 93 )。在曾国藩的“总监管”之下 , 盐商的活动

受到了更加严格的制约。当时的官府还建立了“一种极其精巧复

杂的盐船注册和报告程序”, 以制止那些特许商人私下偷运淮米 ,

这又提高了“保甲”官员的作用 , 并且建立了“由本地盐务管理

官员组成的港口巡逻船队” ( Rowe , 1984 : 97 )①。

至于盐的分销 , 那些既非出自汉口且“与这个城市相对缺少

普遍联系”的本地销售商 ( 水贩 ) 不得不与两淮盐务道员订立契

约 , 以便通过官方称之为“盐行”的盐库购买他们经过检查、称

重和重新包装的囤盐 ; 后者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商人”, 而是

经过布政司特许的“盐业经纪人”②。这些经纪人必须向湖北总

督、两淮道员和布政司定期提交报告。因此 , 在曾国藩的管理

下 ,“经纪人—商人自我管理的概念退居其次 , 让位于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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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过这一办法 , 私票商人被各级政府任命的头商所控制 , 这些政府任命的

头商拥有比其过去更大的实质性地位和权力” ( Rowe, 1984 : 111～112 )。 �

Rowe 以一种学者所特有的正直方式指出 : “尽管汉口的淮盐商在太平天国以

后的几十年里又恢复了相当程度的兴隆 , 但他们活动的规模却在继续缩小

⋯⋯这些后来的运输商所具有的政治甚或是经济的力量从未达到其前辈在康

熙体制下所达到的程度” ( Rowe , 1984: 96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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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控制的愿望”, 这种官府控制由新的“汉口盐务销售总局”

承担 , 它负责保管所有经纪人交易的详细记录以防止他们操纵市

场价格、索取不正当收费或拖延交纳他们所收到的税款 ( Rowe ,

1984 : 112) ①。

尽管罗威廉警告他的读者有关“过高强调这种官僚化的危

险”, 但他本人十分谨慎地收集的有关太平天国之后汉口盐业垄

断权的证据却证实了一种运作十分有效的政府盐务税 , 而在这期

间运输商群体的数量增加了 3 倍 , 但影响力却大大地降低了

( Rowe , 1984 : 113) 。老式的经纪人—商人已经让位于新的国家

特许经纪人制度 , 这些特许经纪人在由可以随意作出决定的省府

官吏所完全主宰的垄断贸易中占据着一种半公共的职位②。这难

道看上去像“接近于西方概念的那种前工业化、城市、商业的资

本主义社会”吗 ( Rowe , 1984: 121 ) ?

那么 , 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在汉口繁荣发展的行会实际上真的

从当地清朝官府那里接管了许多市政管理职能吗 ? 在这个城市中

真的有“一种以行会为中心的、隐形的市政管理机构的崛起”吗

( Rowe , 1984 : 344) ? 支撑这种说法的证据微乎其微。除了一些

照看自身的事务 ( 包括在其会堂附近维持街道秩序、开通防火道

和修建桥梁等等 ) 以外 , 行会帮众的作为只包括设法维持了早在

1800 年即开设的私人消防队、在白莲教武装夺取了 30 里远的一

座小县城之际组织了一支小规模的民团、半心半意地支持本地防

御太平天国军队的一些措施 ( 太平天国曾两度攻占这个城市而从

未遇到过当地多少抵抗 )、以及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夜组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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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 Ma nn ( 1987 ) 所认为的既是国家权力扩大又是社会利益体现的“仪式性

管理”情形相比 , 政府在此情形中对商人的直接控制似乎要大得多 ( 还可参

阅 Strand , 1989: 100 , and , 1990a : 7) 。 �

制裁是严厉的。1865 年以后 , 如果一个钱庄主不能交回盐的仓储金 , 地方

官吏会将他打死 ( Rowe , 1984: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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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非正式的本地守夜警卫队。而这些行动中的大部分还是官府压

力的结果 ( Rowe , 1984: 318～321) 。

尽管广泛搜集寻找了有关行会之间联系和行会联合会的证

据 , 但罗威廉也只能举出太平天国结束后不久一个此类组织的名

称。这就是以“八大行会” (“八大行会”或“八大帮”) 而知名

的“半正式”团体 , 它“定期”在沈家氏堂 (“沈家庙”) 开会。

会议本身并未留下任何记载 , 而所谓会议的召集者承担了“城市

内日益广泛的准政府职能”的证据无非是 19 世纪 90 年代商人

(有时是通过社会 , 亦有时是个人出面 ) 在每年的“冬季防御”

(冬防 ) 期间对散发食物的慈善粥棚 (“善堂”) 的赞助。此外 ,

就只有对各个消防队的某种协调 , 以及 1910 年以后发展了全市

范围的商人武装 (“商团”) 而已。罗威廉告诉我们说 : “最终 ,

行会之间的联系成为完全正式的并得到官方承认”( Rowe , 1984:

333～334 ) , 那么 , 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 其途径却是 1898 年

那次流产的改良运动期间总督张之洞应清朝中央政府的一项圣旨

而下令建立的“汉口商务局”。换句话说 , 那种“以行会为中心

的、隐形的市政管理机构的崛起”却是一个由清朝官府建立并由

两个候补道台自上而下管理的“商务局”构成的 !①

最后 , 罗威廉认为 , 1876～1883 年“法律与秩序运动”期

间对汉口居民地方治安控制的加强 , 也许形式上最初是由地方官

吏发起的 ,“但一切情况均显示正是本地的市民自己负责完成的”

( Rowe , 1989 : 306) ,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次

运动的内容是什么 ? 1878 年秋季 , 汉阳知府和府同知拨发了一

笔基金 , 用于修建汉口各街巷的栅门 , 并下令各保甲长保证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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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一个“官治”同化“自治”的例子。“商务局” 与“商务总会” 之间的

区别在于 , 前者是一个附属性机构 , 而后者是一个中介性机构 ( 参见 Few-

smith , 1983: 634～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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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守夜人看守这些新建的栅门。如果民团巡夜队发现栅门仍旧

敞开着 , 那负责此门的保甲长和守夜人就会受到审讯和严厉的处

罚 ( Rowe , 1989: 308～309) 。

从迄今为止的描述来看 , 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地方官吏

创议的例证 , 甚至是行政当局压制当地社会的例证。但这远

非事实。毫无疑问 , 知府柴某和林某以及辅佐官张某因其官

职所司、甚而也许因其个人气质使然而要求强化社会秩序 ,

而如果仅仅是为了鼓励下属臣民的服从 , 那么这三个人就会

把这些强化治安的计划当做他们自己的项目。但正如地方精

英的喉舌 《申报》 对于这些计划给予了罕见的欢迎所显示的

那样 , 地方官吏实际上是对主张在这个城市中维持更强大的

公共治安的公共舆论 ( 至少是精英舆论 ) 所做出的反应。此

外 , 实际上这些计划的所有执行工作和绝大部分资金均得力

于当地社区、特别是城市街邻之间。 ( Rowe , 1989 : 309)

按照罗威廉在后面几个段落给出的详细描述 , “当地社区”所承

担的“执行工作”和“资金”包括 : (1 ) 私人商店业主在每个月

的第一天支付给守夜人提交给业主的账单 ; (2 ) 单独的街区支付

额外的一笔费用以便在街道中心修建一个小警亭。其他一些措施

还包括地方官吏所要求的张贴传统的本地保甲告示、以北京治安

计划为模式的“冬季防御”计划期间民团进行巡逻 , 以及每一保

甲单 位 向 守 夜 人 支 付 的 油 灯 或 煤 气 费 用 ( Rowe , 1989:

309～310 )。

罗威廉认为可以从 1883 年危机期间发生的府通判张某“强

加于汉口的”城市民团一事中发现有关新兴公共领域的进一步证

据。民团团长是府通判张某 , 并由设在沈家庙里的民团局发号施

令 ; 但却要求各商号提供民团成员 , 而活动经费也是出自每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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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修建栅门和雇用守夜人以防止暴乱分子扰乱城市而付出的费

用 ( Rowe , 1989: 335～340)。但由于这早在明代和清初就已成

为惯例 , 因而我以为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某种早期现代社区主义的

类似物在清末中国的出现。

最后我还要就罗威廉的著作中公共领域问题谈一谈公共舆论

的问题 ( Rowe , 1990)。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界定为“我们社会

生活当 中一 个领 域 , 其 间能 够形 成公 众 舆论 一 类的 事 物”

( Habermas ; 1991: 398 ) , 他指出 :

在原则上讲 , 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都是开放的。公共领

域的一部分就建构在私人的每一次谈话之中 , 这些私人集合

在一起也就构成为公众。此时他们既非像商人或专业人员处

理其私人事务那样行事 , 也不像屈从于国家官僚的法律规则

和负有服从之义务的合法组合那样行动。当人们在不必屈从

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 , 也就是说

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地表述和发表其

观点时 , 公民也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当公众集体较大时 ,

这种沟通就要求有某些散布和影响的手段 : 在今天 , 报纸和

期刊、电台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 Habermas ,

1991 : 398)

那么 , 在 19 世纪末的汉口公共舆论的媒介是什么呢 ?

1873 年 , 汉口出现了一家类似报纸的出版物 , 其名称是

《朝闻新报》, 除了一些摘自 《京报》 (即“首都公告”, 经常转录

一些官吏的奏折和官方的法令 ) 的节录文字以外 , 也刊载一些本

地的消息和市场行情 , 但这份报纸存续不足一年。在 1874 年和

1880 年 , 汉口的外国人曾两度尝试发行报纸 , 但均告失败 ; 汉

口茶业行会从 1893 年到 1900 年也曾出版过 《汉报》。但自 19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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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70 年代以来 , 在汉口的公众当中任何一家报纸都未能有 《申

报》 那样的发行量 , 因此 , 罗将 《申报》 与城市改良派精英的崛

起联系在一起 , 认为这家报纸构成了中国新的公共领域 ( Rowe ,

1989 : 24～27 )。

这一观点的碍涩之处在于 , 《申报》 是一份由一位名叫恩斯

特·梅杰的英国人创办并且始终在上海而非汉口出版的报纸。尽

管它也刊载有关汉口的新闻消息 , 但“根本没有办法确定汉口居

民中有多大比例的人能经常性地阅读这份报纸⋯⋯” ( Rowe ,

1989 : 26 ) 与之相应 , 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 , 特别是在 19

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

证据 , 也是非常可疑的。同样的难题也困扰着玛丽·兰金 (冉玫

�1, Mary Rankin ) 关于太平天国之后浙江崛起了公共领域的见

解①。

精英能动主义 (Elite Activism)

我用如此之长的篇幅批评了罗威廉对 19 世纪汉口的精彩分

析 , 这既是因为他的两部著作被西方的中国史学界理所当然地视

为里程碑之作 , 也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被那些搜寻晚清和民国初

年中国市民社会的学者频繁引证之故 ( 比如 , Strand , 1900a:

5)。而有关市民社会出现的另一个先驱研究之作是玛丽·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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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被 Rankin 著作的第三章描述为绅士能动主义构成“公共领域崛起”的浙

江北部地区 , 并没有当地自己的报纸。由于一个报纸读者群是现代“公共领

域” 至为关键的因素 , Rankin 不得不假设 , 她研究的绅士“能动 主义者”

只阅读他们所能得到的报纸 , 而这即是上海的 《申报》。“北部地区 5 个县和

沿海地区的精英领袖一定能够读到———至少偶然也可以读到———这份报纸。”

在一条表达她这种期望的脚注里 , R ankin 指出 , 从一部浙江的地方志中收

入有 《申报》 一篇社论的 情形来看 , “管理 精英很 可能阅 读申报” ( 见

Rankin , 1986 : 141 , 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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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玫�1) 女士所写的 《中国的精英能动主义与政治转型》。兰金

的命题是众所周知的 : 太平天国起义标志着中国国家精英与地方

精英之间权力平衡的重大改变 , 这又导致了有关地方福利、教

育、较低程度上还有治安等等的主要创议从官僚那里转到了社会

方面。与此同时 , 商品化也促进了乡绅与商人不完全地融合在一

起 , 共同开始作为能动主义者而在急剧扩大的公共领域 ( 公 ) 中

扮演一种新的管理角色。

按照我在此处对这一术语的用法 , “公”还保留了明显

的公社因素但更为具体地涉及对国家和社区共同体均为重要

之事的制度化的、超越官僚的管理。因此 , 精英的公共管理

就与官方的行政管理 ( 官 ) 、与那些同整个社区并无共通之

处的个人、家庭、宗教、商务和组织的私人 ( 私 ) 活动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 ( Rankin , 1986: 15 )

因此 , 在兰金看来 , 太平天国之后的年代里“最重要的出发

点”就是能动主义管理者的出现。在 18 世纪 , 慈善事业和水利

工程的管理者通常都是从最低的乡绅序列据有者中间雇用而来

的。而 19 世纪末期新的绅士能动主义则据说卷入了更高威望的

群体 , 而在她的研究中 , 兰金认为“这一时期的管理工作是一种

受人尊重的甚至是受人崇敬的职业”。然而她也承认 ,“大多数管

理者的姓名从未记录下来” ( Rankin , 1986: 107 , 109～110) ①。

在查看兰金所积累的晚清时期值得注意的管理工程项目时 ,

很难将绅士行善事的传统习惯与新的绅士能动主义所从事的事务

分辨开来。例如 , 她注意到 , 浙江最著名的管理者是一位出自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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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ankin 使用来自渠州的数据以证明有多少贡生充当管理者。然而 , 她著作

的脚注也只是表明 , 在 45 个管理者中只有 3 人居于较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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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会杭州的绅士丁某 , 其父是一位家道殷实的学者 , 他曾以明

末清初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十分熟悉的方式维护孔庙和佛寺。丁某

继承了这种乐行善事的家庭偏好和由来久远的地方传统 , 早在太

平天国起义尚未爆发的 1838 年即已开始操办粥棚和修建寺庙 ;

在通常情况下 , 他还负责监督由他父亲赞助的工程。在太平天国

军队夺取杭州后 , 他继续像一位地方慈善家那样办事 , 例如为福

利机构筹集资金、改建书院、修复桥梁和寺庙等等。那么 , 在那

些热衷于搜集书籍的传统儒家—佛教慈善家与兰金所描述的丁某

这位典型的“新型能动主义管理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 这

位晚年全力关注于其私人藏书楼搜集珍稀版本图书的丁某又是以

什么样的特殊方式集中体现出新的“公域”时代那种“精力充沛

且范围宽泛的管理工作” ( Rankin , 1986: 108) 的呢 ?

“新的管理者”又是怎样为其活动筹集资金的呢 ? 在太平天

国起事期间 , 清朝官府提出对商业货物征收新的“厘金”税 , 由

被委以守城卫士之责的巡抚和总督下辖的厘金局来征收。兰金坚

持认为 , 厘金税支撑了“高度自治的精英管理” ( Rankin , 1986:

104) 。尽管地方绅士必须向官吏提出有关厘金资金的要求 , 尽管

他们对于厘金的征收办法和厘金税卡的设立地点难有置喙余地 ,

但兰金仍然认为有无数的“戏剧性例证 , 说明这笔税款是怎样培

育了管理自治而非官僚控制” ( Rankin , 1986: 102)。

但如果仔细考察厘金的管理工作 , 我们就会发现 , 这种新税

往往被官府用来为商人支付当地书院建设提供资金 , 而这在过去

也是由商人私人捐款所维持的。这就是说 , 此时的官方税收机构

反而在向商人或绅士提供资金 , 而商人和绅士同公共财力的关系

日益密切 , 其独立的收入来源却日益减少以免作为私人财产而被

太平天国掳走。其结果 , 在兰金最为经常引述的新型精英能动主

义所在地———湖州府南浔镇 , 太平天国之后 , 出自厘金的支付用

于实际支持所有精英开办的企业竟至少长达 10 年之久 ( Rank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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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 104) 。

兰金用南浔个案试图说明厘金提供了用于自治管理的资金。

但她提出的例证是值得商酌的。1864 年 , 南浔的丝绸商人请求

建立一个丝业公所以便于收集丝业的税款。在兰金看来 , 这个公

所为当地自治的精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公域的活动提供

了经费。然而我们可以从她自己的文字中得知 , 丝业公所建立之

后只有 10 年 , 就被知府封闭了。

在这种制度中 , 管理精英的成员通过他们自己收集的丝

业税来支撑自己的活动 ; 而这样一来 , 这一制度甚至引起了

湖州知府的怀疑。丝业办公处在 1874 年被解散 , 但制度也

许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 , 因为对于发展中的机构没有暗示任

何其他的资金。 ( Rankin , 1986: 104)

换句话说 , 兰金有关新的精英管理的关键性例证之一———南

浔绅士的所谓自治活动的主要资源 , 在长达 10 年之久的时期内

竟是来自公共税收。而一旦当地知府怀疑地方绅士和商人侵吞了

这笔税收就会立即加以制止。

兰金的研究不仅提出了一个有关浙江本地管理者中某些人

起源何处的严肃的问题 ( 他们似乎是在上海度过其绝大部分时

间 , 只是偶尔寄钱回家资助本地的建筑项目 ) , 而且还引发了有

关官府卷入饥荒赈济等活动的程度高低的争论 , 兰金把这类活

动当做地方绅士“宏观地区动员” ( macroregional mobilization)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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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 Etienne Will 认为 , 饥荒赈济的组织方式和方 法完全是由 政府控制

的 , 而且这种由正式行政权力来控制基本慈善活动的情况也一直沿续至 19

世纪。他说 , 在 18 世纪 ,“管理”性公共领域完全被掩盖了 , 而且在 19 世

纪的大多数时间里 , 就这一方面而言 , 地方精英的作用仅仅是支持而不是取

代政府 ( Will ,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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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例。但据我的观察 , 1878 年饥荒救济运动似乎是李鸿章的衙

门经由中国商务汽船运输公司而楔入上海 ( 最终是浙北的 ) 绅士

圈子而已。但是 , 兰金只对这一全国运动中“分散的”私人救济

尝试抱有兴趣。但当她谋求提出“不同城市层次上和跨越省界的

永久管理者和慈善家的动员”时 , 事情却表明这类动员几乎是

“在官僚制中被运作的”, 而且“得到官府敦促捐款的法令动员

( Rankin , 1986: 145 )。再换句话说 , 兰金对公域活动的自治地

区管理的描述在我看来却正好是对于福利问题的自上而下的官方

赞助①。

对于菲立浦·库恩来说 , 这种赞助就是那些地方精英完全缺

少自主性的证据。他认为 :

另一点应当考虑的是晚清时期绅士和商业管理者的依附

性地位。官方对商人行会和同乡会的庇护被认为是对其活动

通常的、必要的保护。它决非什么装饰品。乡绅管理者总是

通过精英网络或是正式的特权而与普通官僚联结在一起。20

世纪最初 10 年的“新政”使得过去习惯上是非正式的角色

正规化了 , 使得地方管理者成为国家部门一个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 , 从其过去的“超然于政治”中删除了“超然”。

( Kuhn , 1991 : 7)

此外库恩还认为 , 这些省内的改革派精英对于建构一个强大

的中央国家所持有的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信念 , “使得发展一个

可行的市民社会的前景几乎损害为乌有 , 更不用说公共领域的问

题了” ( Kuhn , 1991 : 8 , 并参见 Whyte , 1992: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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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真正的公共领域与这种形式的由官方管理的地方“自治”之间的区别的

缜密分析 , 请参阅唐振常 ( 1992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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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也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所谓晚清中国经历了公共领域的

发展扩大的观点 , 但这是“有助于向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和资源的

地方层次上非国家活动的领域” ( Brook , 1990: 43 ) 意义上的公

共领域 , 很难说是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 , 将其应用于中国会

带来“始料未及的目的论和化约论含义 ( Huang , 1991: 320 )。

但是“公”的不同方面综合起来成为一种概念 , 它与变法时期

“纯粹谈话” ( 清议 ) 的爱国主义观念形成了日益密切的联系 , 又

以非系统化的方式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国家管理运动的所谓“有用

资源”中得到表述 ( Rankin , 1986: 15 ～ 26; Rankin , 1990:

36 )。可以肯定 , 如果仅仅是由于“官方” ( 官 )、“公众” ( 公 )

和“私人” (私 ) 三者间的界限不够明显的话 , 那么公域活动的

个别表现就会不知不觉地陷于私人的、自利的独占———一种政治

上的包税现象 ( Political Taxfarming) ( Strand, 1990a: 4 )。但在

1911 辛亥革命之前的各种收回权利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首先肯定

了改良派绅士 的主张爱国 主义义务 的权利 ( Rankin , 1982:

472～473 )。

市镇政治参与

那么我们能够说民国时期有市民社会吗 ? 戴维·斯特朗就是

这样认为的 ( Strand , 1990b : 225 )。但他对于公共领域的出现

给予了更多的强调———如他对作为政治参与的新领域的“非国家

活动”的强调。他列举了前工业城市中公共活动的各种形式 , 其

中包括市场营销、看戏、烧香拜庙、以及茶馆和酒楼的社交应

酬。他还引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新闻报刊的发行、电话的出

现、城市公园 里的讨 论和妓 院、澡堂 及餐 馆里的 聚会等 等

( St rand , 1989: 167～ 169 )。天安门不只是一个正式建筑的广

场 , 它是“天安门门楼外的一个空旷的空间”。但斯特朗用最动

听的语言把它说成是一个公共场所 , 亦即“为市民 ( towns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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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 和公民 (citizen) 定期聚会于此的一个空间 , 它体现着一种

市镇 和 民 族 团结 统 一 之 象 征 ( 尽 管 这种 象 征 或 强 或 弱 )”

( Strand , 1989 : 172) 。

尽管斯特朗在北京的行会、同乡会、以及庙宇亭台中找到了

哈贝马斯所言之公共领域的类似物 , 但他马上就发现其中仍有一

个根本的差别 : “欧洲公共领域的存在首先采取了出自公共领域

和私人领域的国家与社会的剧烈的两极化发展形式”。他还注意

到西方人认为作为自由人组合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 , 而

这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缺少的。但他也确实在 1903 以后诸如

商会、律师行会和银行业主协会之类的自我管理性质的专业社团

(法团 ) 的出现中找到了一种国家控制与地方活动结合现象的证

据 , 而这又支持了民国时期存在着某种有限的、“软性的”公共

领域的观点 ( St rand , 1990a : 9 , 3 , 6～8 )。

那么市民社会的这些虚构面又是怎样独立的呢 ? 斯特朗在描

述这些组织的活动中为我们提供了暗示 :

北京的商人也倾向于同官方权力的结合 , 甚而是依附于

官方权力。 ( Strand , 1989 : 100)

整个 10 多年来北京商会同政治权威维持了一种消极的、

依附性的关系。 ( Strand , 1989 : 102)

商会和其他“法团”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向新老权贵们

讨价还价。 ( Strand , 1989 : 102)

斯特朗评论说 :“‘市民社会’并未明确划出界限 , 也不敢将

国家或国家类型的实体踢在一边。那种做法是愚蠢之极的。这也

许是为 20 世纪 20 年代风行一时但却很难发现根基的自治理想取

得实质性进展的一种手段” ( St rand , 1989: 13～ 14 ; 并参见

Perry, 1992b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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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黄宗智一样 , 我发现了将哈贝马斯的概念应用于中国之尝

试的不恰当性 , 因为尽管自 1900 年以来公共空间一直在不断扩

大 , 但这仍不足以使人们毫不踌躇地肯定对抗国家的公民权力

(Huang , 1991: 321 )。相反 , 国家的强制权力也在持续地扩大 ,

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看来主要是按照义务和依附而非权利和责任

来理解社会存在的 ( Wakeman , 1991) 。

与此同时 , 我亦必须承认我自己的缺乏远见。丹尼尔·歇洛

特 ( Daniel Chirot ) 告诉我们 :“有时候 , 为似乎是一小部分人写

下的成文文献却能比民意调查、经济统计或明显的政治行为更好

地反映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心理状况。” ( Chirot , 1992 : 234 ) 歇

洛特还同样提醒我们注意 , 尽管只有极少数西方的东欧问题观察

家在当时就理解了市民社会的意义 , 但像瓦茨拉夫·哈维尔、米

克洛斯·哈拉茨蒂和亚当·米奇尼克这样一些知识分子早在 1989

年以前就已着手创建一个替代性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人民能够自由地、没有政府干预地互相交往 , 能够不去理会党—

国家的腐败堕落” ( Chirot , 1992: 234 )。

(张小劲、常欣欣译 , 邓正来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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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罗威廉

此次学术研讨会以及时下所举行的许多学术讨论会 , 都关注

着一个问题 ,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市民社会吗 ?”

即使从表面上看 , 我也承认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自己。从一开始

我就想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有必要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

是否有理由期望中国 ( 或任何其他非西方历史上的社会 ) 曾经拥

有或曾经获致那些我们根据“市民社会”概念而综合推演出来的

态度、价值和制度呢 ?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 , 我们难道于事实上不

是在假设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发展的 , 超越地方文化特殊性的

“常规” ( normal) 道路吗 ? 我们所希望发现的是否就是我们自己

的那种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发展道路的一个投影 ? 或者甚而言

之 , 我们所期望发现的是否就是那种被我们理想化了的自身道路

的投影呢 ? 我们的此一探究是否是在就一无可争辩的主张做同义

反复 ? 这即是说 , 我们是否能设想出中国一系列的发展在本质上

不同于我们称许的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 ?

我担心这样的探究包含着潜在的对历史的歪曲。让我们以阿

尔蒙德和伏巴在 1963 年出版的极有影响的著作 《市民文化》

( The Civic Culture) 为例 , 这两位作者当然是战后最受尊敬的

社会科学家 ; 在该书中 , 他们对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民族文化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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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的模式变量按比赛记分卡的方式进行计算 , 并根据那些被

理想化了的适合于民主的美国价值标准和制度的标准 , 用得分对

其进行等级分类。不用说 , 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中 , 比分

并不算高 ( Almond and Verba , 1963 )。

另一方面 , 我们又可以发现狄百瑞 ( de Bary) 的意见 ; 他

是一位极少受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的诱惑 , 并且比阿尔蒙德和伏

巴具有更多中国知识的学者 ; 作为一个热衷于自由—民主的学

者 , 也同样作为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 , 狄百瑞争辩说 , 晚清帝

国确实存在一个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颇为类似于早期现代西方的

“自由传统” ( de Bary , 1983)。然而无论怎样宣称狄百瑞的观点

要远优于阿尔蒙德和伏巴的理论 , 他的看法也许 (而且确实已

经 ) 因同样地误用比较方法而受到了责备。

关于这一点 , 我是深有体会的 : 我自己一直力图根据欧洲历

史地理结构中的“早期现代”概念来描述晚清帝国社会 , 然而这

一尝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 我在早

些时候撰写的一篇论文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 (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 Rowe, 1990 ) , 最近受到了法库豪尔 ( Judith Far-

quhar) 和何伟亚 (James Hevia) 的批评 , 他们评论说:

该文的观点似乎表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已经

把我们带回到对现代化单一轨迹的“发现”之中 , 这种现代

化单一轨迹被奇迹般地断定为是历史经验的展现 ; 而且极为

巧合的是 , 它也是以那种对于持“中国回应西方”观点的学

者来说极为重要的欧洲历史为基础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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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所做的批判相当的漫无目标 ( 他们的批评似乎在

说 , 由于自 1964 年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史所做的一切研究

都具霸权性质 , 所以不应当考虑它 ) , 但他们二人仍提供了一个

有益的警示性观点 , 即运用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去

检视中国的历史 , 无可否认要冒这样一个风险 : 接受东方论者的

逻辑———纵使我们的结论最终强调 ( 一如我的结论 ) 的是中国与

西方社会变化的共通性 , 而不是西方变动与中国停滞 , 或西方的

冲击与中国的回应。

除了此一研究中所固有的知识问题以外 , 还存在着颇令人感

到棘手的道德问题与政策性的问题。我担心 , 正当我们根据上述

背景构设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时 , 我们已经迫

使自己进入了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两难处境之中 , 亦即一种前有岩

礁妖魔、后有漩涡 ( Scylla and Charybdis ) 的两难处境。如果我

们断定中国应当早就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 , 则我们会为自己的种

族中心主义式的态度而感到负疚 ,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

的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路径 ( local path) 确立为其他社会必须遵循

的普世模式。我承认 , 试图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强加于诸

如北京那种并不想接受它们的政权之上 , 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

但是另一方面 , 如果我们基于历史文化的相异性而把中国排斥在

要求更“像我们”的政治制度的行列之外 , 那么我们自然会被怀

疑为是东方主义者 , 这即是说 , 我们不能期望“文明”程度较低

的社会能履行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标准。这后一种逻辑显然是布什

政府对 1989 年中国事件采取令人费解的默许立场的深层依据。

据此 , 我们是否最好完全放弃在中国寻求发现其发展类似于

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 ? 这可能是最好的做法。然而 , 这又似乎是

颇有争议的 : 尽管颇有风险 , 但用域外产生的范畴去分析一种给

定的文化 , 也许不仅仅便利而且会使之得到清晰的呈现 , 因为这

样一个分析过程能够昭示“那些为本土化解释所不愿论及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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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Rudolph , 1987: 736 )。我希望 , 通过合理而谨慎的探究 ,

我们或许可以标示出某种为人们接受的居间性的立场。

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市民社会”

基于上述思路 , 我拟指出的是在所有上述问题当中最成问题

的乃是“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即使在欧洲的语境中 , 这个

概念也是颇有争议的 : 它的含义极为不明确 , 以致于很难被有效

地适用。我们承认 , 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在至少自霍布斯以来的欧

洲政治哲学的传统中就一直具有着显著的地位 , 但是正如基恩最

近所指出的 , 该术语的用法却不尽相同 , 五花八门 ( Keane ,

1988 )。在市民社会这个术语最早的体现形式 ( 直至并包含洛克

的思想 ) 中 , 它实际上指的是被统治的状况 , 因此“市民社会”

或“政治社会”所相对的乃是未受统治的“自然状态”。只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 , 这个概念才逐渐演化成与国家相对并自主于国家

的市民社会概念 , 但是即使如此 , 当人们关注中央集权下的统制

经济 (或称国家主义 ) 时 , 他们也并不是常常诉诸“市民社会”

这一观点与之相对的 , 这可以黑格尔的观点为例。纵观这个问题

争论的历史 , 依我所见 , 市民社会所涉的内容及其所指的准确对

象并未得到严格界定。这个任务只是经由尤根·哈贝马斯以及其

他 20 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所做出的重建性努力才得以完成。人

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 这些论者所重构的市民社会 , 无异于一种对

早期现代欧洲的那些松散且共时的现象的拼合 ; 但是无论如何 ,

至少在欧洲 , 这个概念有着自身的一段历史。

然而 , 它在中国却没有相似的历史。玛丽·兰金 ( 冉玫�1)

( Mary Rankin , 1986) , 大卫·斯特朗 ( David Strand , 1990 ) 和

我自己 ( 1989 ) 都已提出 , 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存在某种与我们称

之为“公共领域”相关 ( 相关而非同一 ) 的事物。应当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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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我们之所以斗胆提出这样的观点 , 并不仅仅是基于我们对事

件和制度的研究 , 而且更准确地说 , 是因为中国政治语汇中确实

包含着一个术语 , 即“公” ( gong ) , 其含义与它的西方对应词

“公共” ( public ) 的含义十分相似 , 同样存有诸多不明确之处 ,

而且在此话语的共同体中也易于引起相似的争论。正如兰金和我

所指出的 , 这个饱含高度价值观念色彩的古代术语在晚清被注入

了空前的活力 , 它一开始是指日益出现的各种不受国家直接控制

的各种“公用事业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 (也许可以称之为

一种“管理上的”公共领域 , managerial public sphere ) , 而此后

则进一步意指那种外在于官僚政治论争的“批判意义上的”公共

领域 ( critical public sphere) 具有合法地位。

与“公共领域”不同 , 晚清中国并没有一个对应于西方“市

民社会”的话语或概念 , 也没有任何像欧洲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

而表达出来的那种争论对象 ( 尽管很模糊 )。即使在清末民初引

进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的术语的浪潮中 , 相当于“市民社会”含

义的新词似乎并没有被介绍过。正是由于这一空白 , 以致于今天

的一些港台学者 ( 因为新近受到西方对欧洲历史上的市民社会以

及它在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之中前景的关注的影响 ) , 开始探索和

创造一种对该词的合适的翻译方法 , 如“公民社会”、“民间社

会”、“市民社会”以及“文明社会”等 ; 但是这些译法在高度意

识形态 化的 激烈 争论 中均 发现 了它 们各 自 的拥 护 者 ( Shi

Yuankang , 1996 , Wang Shaoguang , 1991) ①。

我相信 , 这种话语的阙失本身恰恰告诉了我们欲在晚清帝国

中构设出任何类似市民社会的形态是极不可能的。如果市民社会

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 , 也不是一种已然确立的政治制度 ( 像王

权或官僚制 ) , 更不是一种当代话语的表述 , 那么它只能是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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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学者基于自己的分析目的而在事后构造出的一种语言修辞

框架而已。准确地说 , 正是这种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令我感到相当

的可疑。

晚清帝国的一些社会经济特征

在本文的下述部分 , 我所准备做的乃是将这个含义纷繁难定

的概念予以分解 , 使之变成一系列较易于把握的成分 , 进而考查

被其他学者作为型构市民社会的构成要素而提出来的一系列制度

和概念 , 并且在下文的各项考查中追问它们是否能够被认为以本

土的方式在清帝国范围内得到了呈现。在进行这样的研讨时 , 我

将力求尽可能地避免通常会参与进来的普世主义的规范性假设 ,

尽管非常明显 , 没有任何比较分析框架能完全避开类似的假设。

首先 , 我拟对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做出描述。

资本主义

在一项 经 典 研 究中 , 加 拿 大 已 故 学 者 麦佛 森 ( C . B .

Macpherson) 曾经指出 , 从霍布斯到洛克的英国政治思想中 ,

“市民社会”这一词汇的出现 , 其基本目的是为那个时代所特有

的资本积累新技术提供一个意识形态基础 ( Macpherson , 1962 )。

哈贝马斯也把市民社会 ( 他比 Macpherson 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更

多的客观真实性 ) 的出现 , 视做是以银行、股票交换和大规模资

本主义形式的企业的崛起为基础的。

清帝国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吗 ?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关

于“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以及怎样在 16～18 世纪的中国出现这

个问题的研究文献 , 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 但观点却不尽一致 , 而

且关于“资本主义”本身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这个更为基本的问

题 , 也未达成共识。就我自己来说 , 我比较倾向于同意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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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第二次商业革命” ( seco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 的确

牵发了下述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新发展 : 远距离市场的产品生产的

专门化、向大规模商业企业的发展趋向、采取追逐利润并建立评

估利润所必需的会计制度的明确取向、诸如复杂而灵活的合伙制

以及股票的发行与透支银行信贷制等等资本动员的新形式、更为

精巧地运用契约保证人、以及工资雇工的更为大量的雇用。作为

一个拥有规模很大且具自我意识的城市商业阶级的高度商业化社

会 , 清朝也具有一些早期现代欧洲的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 , 这些

方面的发展比中国此前任何时期都要大。

制度化了的公共资金 , 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

就公共资金的情形而言 , 由于一个单独设想和计算的国家预

算独立于世袭财政控制系统 , 所以中国无可否认地比西欧有一个

更为长期和不曾间断的传统 ; 曾小平 ( Madeleine Zelin) 所研究

的清中叶财政改革导致的部分结果 , 至少可以证明这种独立性 ,

而且比以往更加明确 (Zelin , 1984 )。晚清帝国同时也保留有一

个关于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古老传统 , 而且为有关地方基

础项目的“公共”预算所确立的规定 (在 1720 年代的财政改革

中被再次采用 ) , 肯定代表了朝此一方向发展的更进一步的运动。

或多或少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共机构 ( 如社仓、普济堂、育婴

堂、敬节堂 ) 和多功能的地方自育组织 ( 如善堂等 ) 的构建浪

潮 , 首先兴起于晚明 , 并在整个 19 世纪晚期的中国各城市中更

为密集地建构起来。玛丽·兰金曾清楚地描绘了帝国统治的最后

半个世纪中这些公共机构的发展进程。在此一进程中 , 这些机构

在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内变得越来越强有力 , 对它们外在于官僚制

的品格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 , 并最终形成了作为批判政府政

策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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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和法律保障的“坚实的”财产权

1991 年夏天 ,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作坊 ( workshop)

召开了一次讨论会 , 会上争论这样一个问题 , 即清帝国是否具有

一种可以被我们视为“民法” (civil law ) 的与众不同的传统。我

所得出的结论是 , 在一个很大的范围来讲 , 它确实有这样一种传

统。然而 , 似乎同样很清楚的是 , 清帝国并没有承认它是区别于

其他司法问题的一个概念性范畴 , 而只是通过日常活动对其相对

的重要性表示怀疑的方式来区分民法问题与刑法问题的。换言

之 , 财产法绝不是自觉建立于法律理论基础之上的。

同样的 , 如果这种趋向于欧洲那种“坚实的” ( hard) 财产

权利和无条件继承的所有权 ( fee simple ownership) 的运动 , 被

认为是存在着一个较为发达的“私人领域”, 也意味着其从封建

的或专制的国家侵害中较彻底地解放出来 , 那么清帝国的记录就

相当不同了。诸如田面权与田底权 ( surface versus subsurface

ownership)、以及永佃制度 ( permanent leasehold arrangements )

等等极度混乱的财产权制度是大部分农业中国的规范。至少有一

位参加芝加哥大学民法研究作坊的学者 ( Macauley , 1991) 发现

了一些证据 , 表明在一些时期和地方 , 国家自身通过设定一些坚

实的财产权原则以供审判民事案件的官吏遵循 , 进而力图使有关

所有权的习惯法得到统一 , 但是 , 同时仍存在相当多的反证 , 因

此可以说这个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文字、出版和印刷文化

哈贝马斯声称他的有关欧洲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出现的最初

观点 , 主要依据的是诸如小说等新的文学流派以及诸加 《观众》

( The Spectator ) 等颇具流行品味的杂志的发展 , 以及由新的商

业出版印刷业所表现的“新闻和信息的商品化。”近些时候 ,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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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学家 (特别是法国的史家 ) , 像戴维斯

( Natalie Zemon Davis )、丹 东 ( Robert Darnton ) 和 凯 迪 尔

( Roger Chartier ) , 用一种相当精细的方法探索了文字和日益扩

展的出版业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重新塑造大众意识 ( popular

consciousness) 的方式 , 这种研究方法远远超越了这样一个简单

等式“政治出版 = 政治化的公共舆论”所拥有的含义。尽管明末

清初出版业及其消费市场的扩大的历史亟需进一步挖掘 , 但关于

早期近代中国在这些相同方面的发展 , 则存在着大量的证据。那

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最不可能刺激大众政治化的印刷品 , 在我看

来 , 则恰恰是特别重要的文本。这些文本包括庸俗浪漫杂志、色

情作品、流行化的道德说教小册子、礼仪程式的简便指南 , 等等

(见 Brokaw , 1991; Carlitz , 1991 ; 以及 Johnson , Nathan , and

Rawski , 1985 )。

在欧洲和中国的情况之间存在着诸多无法解释的歧异 , 其中

的一个便是 , 在晚明流行印刷媒体暴增与 1870 年代商业性报刊

业的首次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然而 , 正像兰金

和我分别试图揭示的那样 , 当这种流行印刷品最终出现的时候 ,

它便开始以多种方式对城市精英活动分子产生间接的政治影响 ;

当然 , 在 20 世纪初期 , 出版印刷品开始明确带有论战的性质并

对精英分子产生了直接影响 , 但是前者要比后者的时间早数十年。

都市化和“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场所

本文无从详尽讨论早期现代都市化的问题以及一种特定的城

市/ 市民文化的出现或扩展的问题。尽管其他人也许会有不同意

见 , 我个人却完全确信这种现象确实构成了晚清帝国时代的一个

特征。与此同时 , 我还相信晚清都市中各种风格的茶馆和酒楼也

具有着同早期现代欧洲的咖啡屋一样的催化功能 , 孕育了大众对

公共问题的批评和争论。由于有关明清这些制度的详细研究尚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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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如 , 我只能指出 , 20 世纪早期对这些制度的一些文学描写对

我们也不乏启发意义 , 如老舍的 《茶馆》 和鲁迅的 《在酒楼》,

等等。

自治组织

结社自由被认为是我们英美市民社会传统意识形态化观点中

的一项关键权利。然而 , 一如研究早期现代欧洲的文化史家业已

越来越意识到的那样 , 新出现的相对独立于国家控制 ( 像共济

会 ) 之外的自愿组织 , 在改变大众流行思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其功能远远超过了那些影响公共政策的拥有自我意识的利益团

体。例如 , 它们往往是通过确立本组织内部成员遵守的标准、权

威在组织内部的运作模式以及与传统社会政治统治集团决策程序

不尽相同的群体决策程序 , 来实现其改变和型构大众流行思想的

功能的。正像凯迪尔所指出的那样 , 在一个明显是非民主的更大

的社会范围内 , 自愿组织创造并提供了“民主社交”式的活动场

所 ( Chartier , 1991: 163～164)。

我自己对 19 世纪汉口的商业行会和慈善组织的研究 , 至少

已经提示了自治组织在晚清帝国的相应的重要性。最近 , 这种思

考问题的思路受到了来自于像魏斐德这样的清代社会史权威的严

厉批评 , 魏斐德当然不是对这种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提出质疑 ,

他所辩驳的是他认为我赋予自治组织的那种所谓独立于国家的自

治性。然而 , 组织是否自治的问题 , 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

题 , 正如分析当下中国政治形势的论者已经发现的那样 , 只有将

它视做一个连续统一体方能得到最佳的理解。那些制度 , 正像我

所描述的那样 , 很少于操作层面直接与官僚管理的期望相对立。

如果它们在那些被国家视为并不重要的行动领域中活动 , 那么它

们也许能逃避国家的注意或者因国家的忽视而得以存在。如果它

们具有更重大的作用 ( 例如运作某种在地方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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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慈善事业 ) , 那么国家就会要求它们提出申请以求获得明确

的认可 , 这样 , 它们的存在就会被“记录在案”。无论如何 , 我

会坚持我的观点 , 即认为它们在培育参与精神方面所具有的作

用 , 本身就是晚明以降社会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发展的结果。当

然 , 在这种组织开始获得强制手段 (如武装的民兵组织 ) 支持

时 , 正像清末数十年许多组织的发展一样 , 它们所具有的潜在的

自治力就会迅速表现出来。

我这里要提出的基本观点是 , 晚清帝国在总体上既没有能力

也不想直接控制中国社会的日常运作过程 ( 尽管它在特殊情况下

集中全力予以关注的时候 , 能获得惊人的有效结果 )。相反 , 鉴

于实施一系列俗世统治的需要 , 国家反而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外在

于官僚体制的社团组织。因此 , 这些社团组织的力量得到了有效

的加强 , 它们的较为狭隘的利益也得到了实现。自治与国家控制

之间的平衡虽说从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 , 但是在实践中 , 自治与

国家控制间的平衡却通过那种不断讨价还价或谈判协调的过程而

得到了实现①。

然而 , 按我的看法 , 在这种平衡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可观察到

的阶段性的广泛的转变过程。尽管国家和社会的 ( 即地方精英 )

动议权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于这种公共服务组织的形成与运作之

中 , 但是社会动议权在 17 和 19 世纪要比在清帝国 18 世纪全盛

期表现得更为显著。与此同时 , 我在这种平衡之中还注意到社会

动议权的扩大 , 相对来讲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 因为公共部门

(官僚制的和非官僚制的组织 ) 为服务于民众的利益承担起日益

281

① �显而易见的是 , 对国家直接控制所存在的物质上的限制与意识形态上的限

制 , 于上海治安组织发展的全盛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 , 魏斐

德已有详细的研究 , 而且我怀疑可能正是这一点使他在看前此时期的历史时

带上了有色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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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职责。在帝国统治的最后数十年中 ( 最有意义的是在晚清

“新政”改革期间 ) , 国家可以说是相当突然地开始声称要为广大

社会福利活动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是至少是到民国时期 , 国家

始终未能拥有足够的物质能力去履行其职责。结果在短时间里 ,

反而为精英或地方政治权威的势力拓展了范围。

像诗社这样的文人团体则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但却相关的范

畴。这些团体往往聚集于茶馆或其他地点公开地讨论人们普遍关

注的审美问题或学术问题。波拉切克 ( Polachek , 1992 ) 对 19

世纪早期北京的宣南诗社和顾炎武神龛组织的研究 , 清楚地昭示

出这些团体所具有的成为政策批评工具的潜力①。

文化和政治思想

我现在把研究的视野从与早期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产生相同

的制度性因素转移至那些更具智识及文化性质的因素上来 , 这些

因素有如下述。

社会契约

尽管广见于漫长的清帝国的文告记录都声称国家的主要责任

是服务于较广泛的公众利益 , 但是有一个是被统治者乐于接受的

观念 , 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认为就是所谓的“民本”政治思想 ,

仅据我的知识 , 没有其他观念能比它更接近我们的社会契约观。

早在西方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之前 , 皇帝便是根据对宇宙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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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帝国的 “市民社会”问题



原则———“天”的明确构设来实施其统治的①。

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

我认为 , 自然权利如果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传统中绝对重要的

观念 , 那也是其间的核心观念 ; 而且 , 只有通过将此一观念中的

原本意义抽离掉并进而对其重做界定 , 我们所谓的自然权利概念

才可以在清代的话语中被发现。在“权利”概念从西方引入中国

之前 , 中国几乎根本没有有关“权利”的修辞语汇 , 即使在有关

财政责任的讨论或财产纠纷的审判的语境中也是如此②。在我看

来 , 一些我所知道的有关人性的清代用法 ( 如人情 ) 和王阳明的

道心 ( 良心 ) 的一些清代用法 , 有些趋近于那种对人的境况的内

在认同的明确承认 , 亦即不为他人或国家所侵损。但是 , 将这种

观念等同于西方那种不证自明且不可分割的权利观念 , 无疑是走

得太远了。

所有权理论

麦佛森曾精辟地揭示出了构成早期现代英国市民社会观念基

础的所有权理论与“占有式的个人主义” ( possessive individual-

ism) 理论 , 这在洛克的思想中得到了特别明显的反映。在这种

理论中 , 正是个人作为财产主的角色 ( 最基本的是对他或她的身

体的所有 , 但是通过扩张而对土地和资本的支配 ) , 赋予了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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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 民权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汉语之中乃是 1878 年

的事。这里以及本节的其他部分 , 我受到 John E . Judge 撰写的尚未发表的

论文 Public Opin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ont estat ion 的影响 , 该文研究了

20 世纪早期上海 《时报》 中政治思想范畴的沿用的情况。 �

狄百瑞注意到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中缺乏任何类似于神 ( 首要原则 ) 与作为

整体的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 的希伯来概念 ; 相反 , 中国的“天”的观念

授权统治者作为它的代理人 , 并授权精英“贵族”作为公众利益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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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同以及作为国民享有权利和获致利益的资格。麦佛森指

出 , 从逻辑的角度看 , 这种论点仍存有矛盾之处 , 因为洛克及其

追随者试图将那些拥有极少不动产并且因工资雇用而甚至丧失了

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的劳动大众排除在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

以外 ( Macpherson , 1962: Chap .5 ) 。

在晚清帝国很难发现一个阐释比较明确的作为市民社会概念

之基础而起作用的财产权或财产所有权理论 , 但也不能说完全付

之阙如。在关于清中叶向西南非汉族地区扩张的计划的研究中 ,

我注意到了中国的有关家庭制度和财产制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 ,

这个过程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 : 即把家族对土地和房屋的占有视

做成为政治组织中有责任的成员的前提条件 , 尽管这不包括诸如

政治代表权利那样一类的权利。最近 , 林满红 ( Lin Man -

houng) 对龚自珍的 《农宗论》 ( 1823 ) 和其他一些当代著作提供

了一种解释 , 这种解释认为这些著作提出了一些非常接近于洛克

财产理论的观点 ( Lin , 1991)。我认为这种论证颇能引起人们的

兴趣 , 但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 ,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是

到目前为止 , 我还只能将财产所有权思想视做是西方建构其政治

秩序的一种独特的手段。

个人主义

有关个人主义观念形成于晚清帝国时期这个涉及范围更为广

泛的问题 , 则更为复杂。可以肯定地说 , 相对于西方的观念 , 中

国并没有产生那种“朴素个人主义”的本土的自觉思想 , 而且 ,

一如以上所论 , 中国本土也没有有关个人权利的词汇。同样 , 尽

管一些艺术史家发现了晚清帝国朝这一方向的发展 ( Vinograd ,

1991 ) , 但显而易见的是 , 个人的“原创力”在中国并不如在中

世纪以后的西方那样受到广泛尊重。但是早在明末 , 就已经有了

一系列自觉变迁的迹象 ; 这些迹象表明 , 人们开始赋予那种相对

581

 晚清帝国的 “市民社会”问题



于社会组织或网络的个人以某种显著的地位 , 而在儒家的价值体

系中人们于习惯上却受制于这些组织或网络。正如狄百瑞在一篇

20 多年前发表的具有突破性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 晚期的王

阳明传统在这方面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努力 , 它开始强调个人的自

我实现以及相互平等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等级隶属性的社会关系

( de Bary , 1970) 。最近 , 墨德特 ( McDermott , 1991 ) 又注意到

明末清初的论者也强调相互平等的友谊关系具有特别显著的地

位 , 当然 , 他们的观点无疑受到了利玛窦 1595 年广泛流传的小

册子 《交友论》 的影响。

与之相应的是 , 在早期现代 , 无论是在上层知识传统还是在

较为普世的大众话语中 , 都展开了具有广泛基础的对传统观念的

重新评估 , 这些观念包括“人欲”、 “私”和“利”等 ( Mi-

zoguchi Yūzō, 1980 ; Yu Yingshi , 1987) 。在经济领域里 , 这在

清中叶时导向了人们以逻辑方法来接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

手”的观点———这种观念认为 , 个人对财富的渴望之和 , 无异于

对整个公益的物质改善。在文化领域 , 一系列可归入中国式“浪

漫主义”这一范畴的各种新发展 , 也同样能被视为对个人问题做

重新评估的另一些努力 ; 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各种“情”的强烈诉

求 , 这包括但不限于新型的性的直率表露、浪漫爱情和同居试婚

的理想以及男女各自之间的同性恋 , 甚至还包括 ( 按陈子龙的解

释 ) 英雄式的对王朝的效忠情感 ( Chang , 1991 )。

清早期以及清中叶提出的各种男女平权主义的主张 , 也可以

被认为是上述重新评估的某些方面 : 知识界纷纷撰文对缠足、童

子婚和本家人或已故丈夫家人实利地对待寡妇等现象进行抨击和

嘲讽。我认为 , 把这些发展中新型女性的出现视做一种较为一般

的个人象征的确立 , 并不为过 ; 同时 , 这些与宗法家族利益正相

反的妇女权益则日益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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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仪

欧洲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注意到 , “礼仪” (civility) 这个文

化观念的出现对任何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具有着本质的贡献。

“礼仪”有许多表现形式。首先 , 它所指的乃是一种日益增长的

文化倾向 ( 至少是一种可以被察觉的倾向 ) , 即对社会冲突采取

理性的和协商的———而非冲突与暴力的———方式的倾向。其次 ,

正如卡斯迪哥隆 ( Castiglione) 的著作 《廷臣之书》 ( Book of the

Courtier) 中所概括的那样 , 它所指的乃是有关服饰、礼仪和显

示贵族内在优越性的口音等适合于朝廷的技艺。再次 , 以阿拉斯

莫斯 ( Erasmus ) 的有 巨大影 响的 著作 De Civilitate Moru m

Puerilium Libellus ( 1530 ) 所反映的那样 , 它意味着那些言谈、

修饰和行为举止等习惯 , 而这些习惯必须在孩提时代进行培养 ,

但它们之所以得到赞许 , 乃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展示出了人的内

在的善和智识。因此 , “礼仪”体现出了对社会等级的尊重 , 但

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意味着对文明社会 ( civilized society ) 参与

者所具有的共通的人性的承认。“礼仪”观念所提供的最为重要

的乃是一种适合于特定“公共”行为的言谈举止和社交形式的共

通准则 ( a common code ) , 而这使个人意见能够在集体讨论中得

到“诚实” ( 因为这种通则提出了强烈的价值要求 ) 的表述

( Chartier, 1987; Revel , 1989) ①。

尽管有关这个论题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 , 但在我看来 , 认为

早期现代中国发生了一些类似于西方的情况 , 并不是很牵强的。

没有任何中国的术语能够准确地涵括西欧语言中像“礼仪”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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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辞汇所具有的广泛内涵 , 但是一些有很高价值含义的观念 , 如

“文” (“文化”或“文雅”, 与粗俗和较为尚武的品格相对 ) 的观

念和“化” (文明化或社会化的过程 ) 的观念 , 至少部分是交叉

重叠的。与此种观念最为类似的观念当然是“礼” ( 典礼或礼

仪 ) ; 在它的各种适用方法中 ,“礼”在有些情境中乃明确地意指

一种人为建构的 ( 尽管在理论上是“自然的”和“人道的”) 言

谈举止的准则 , 它一方面能使真实自我 ( the t rue self) 得到社会

层面的展示 , 另一方面便利于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交往。

本文特别关注于这样一个事实 , 即正如晚近的一些研究所显

示的 , “礼”在清代早期和中叶业已重新成为一种人们强烈关注

的对象 ( 见 Chow , 1988 ; Brook , 1989; Kwang - Ching Liu ,

1990 )。此种时尚的一个方面是商业性出版礼仪书籍所依赖的消

费市场的增长 , 这些书籍告知更多的热切参与公共活动的人如何

在公共场合中言行。我认为 , 一个与此相关的趋势乃是本文上述

的对儒家式社交原则兴趣的复兴 , 这种复兴对男性 ( 在一个更少

传统解释的情况下 , 也可以说对女性 ) 提出了一种类似命令的要

求 , 在家庭范围以外建立各种关系以讨论有关价值、行为以及

(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 社会政策的问题。

公共意见

有关清代“公共意见” ( public opinion) 概念的问题 , 对于

我目前的研究极为关键 , 但是它太过复杂 , 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对

它给出一个简单的讨论。显而易见 , 这种观念在清代的政治话语

中是普遍存在的 , 其表达方式各种各样 , 其中包括 : 公论、公

评、公议、舆论、民论、民情、民心等概念。但是我们应当怎样

解释这些概念的用法呢 ? 人们对它们所涉及的相应观念给出了什

么样的适用限度呢 ?

明确地说 , 官僚体制外的地方领袖被认为是在只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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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标准下被严格挑选出来的 , 而且官僚体系政策的制定本身

也应当适合于公论的要求。18 世纪早期的一些官吏认为公论乃

是官方政策的真正“判准” ( test ) , 而且我也在一些情况中发现

了至少有这样一种意识 , 即官方政策被公论所认可乃是其获致合

法性的必要条件。但是至少需要做出两点说明以防误解 : 第一 ,

所有这类的公共意见 , 在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地方性的 ; 一如兰金

的著作所显示的 , 只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以后 , 随着商务出版的出

现 , 公论才开始被认为超越了那些直接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 ; 第

二 , 公论经常被认为是抽象理性或公正的道德知识 ( 良心 ) 的体

现。颇为奇怪的是 , 这看上去有些像哈贝马斯对早期现代欧洲的

一个观念 ( 即普世真理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必将呈现出来 ) 的解

读 , 但是把它作为民主进程的智识基础 , 它又有着严格的限度。

在晚清帝国的资料文献中 , 我也看到了这样一种说法 , 它声称群

体中的一个人看事物即使是正确的 , 但也只是表达了其个人的声

音 , 而不是大 众的声 音 , 而后 者则是 公共 意见的 真正表 达

( Lukun , 1736: 2/ 64 )。

结束语

如果对上文有些零散的讨论做一总结 , 我便要重申我的一个

观点 , 即把那些被认为等同于西方话语传统中的市民社会的现象

加之于晚清帝国的比较一般化的诉求 , 乃是极为困难的 , 因为市

民社会这个概念不仅太有富价值含义而且也太缺乏明确界定 , 所

以不能有效运用 ; 这样 , 寻求在中国发现 ( 或发明 ) 这个概念的

结果则无异于用一系列价值判断来审视中国的历史 , 而这些价值

判断所根据的则是源出于我们自身地方性经验的期望 , 甚至这些

期望的产生也未经正当性证明。

如上所述 , 如果我们转而选择适用一些限定性更强的中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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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 尽管这很难使我们完全摆脱种族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困

境 ) , 那么我相信 , 这将是建构对中国历史之研究的一个潜在的

有效途径。当然 , 运用那些根据中国经验而产生的具有比较分析

意义的范畴并依据这些范畴去衡量西方的经验 , 从方法论的观点

看 , 这种方法也同样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式。例如君主制的西

方 , 是否像帝制中国那样早或那样完善地发展出了一套“谏官”

的思想观念或政府负责保障大众民生的原则 ? 尽管本文并没有在

这些方面做任何具体的尝试 , 但这样一种尝试的结果或许得到了

显示。

正是由于我在上述所表述的种种疑虑 , 所以我强烈地反对任

何试图把上文所做的比较分析简单地归结为帝制中国拥有趋向民

主的“潜在的”资源的做法 ; 实际上 , 我对这种做法的否定乃是

本文的主要观点。在一些个案中 , 中国与西方的经验显示出了惊

人的相似之处 , 而在另一些个案中 , 更为凸显的则是二者的不同

之处。无论如何 , 我以为 , 本文所提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任何认

为西方政治文化具有优越性的观点为正当。

(邓正来、杨念群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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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领域观察

玛丽·兰金

关于中国是否曾经存在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问题 , 引起了

我们的注意 , 同时也已成为一个难题 , 因为它牵涉到当代如何

(或是否 ) 能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入民主改革的问题。另外 ,

问题还在于是否应该把这些术语与现代欧 ( 特别是西欧 ) 美的历

史简单地相联系。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 , 市民社会也不是沿着同

一条道路发展起来的 , 不能指望把任何西方模式套用到极不相同

的中国历史沿革之中。但这并不是说 , 中国的国家统治是完整的

或必然的。我论证 , 从晚明时期起 , 公共领域就开始不断而缓慢

地在中国发展起来 , 其中涉及国家的力量 , 也有社会的力量 , 但

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开端有所不同。19 世纪末 , 一些带有市民社

会特征的组织和活动出现了 , 并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中获得发

展。之所以没有出现成熟的市民社会 , 部分是由于 30～40 年代

极端不利的历史情境。然而 , 即使市民社会曾成功建立 , 其形态

也将与西方民主社会中的那些形态有所区别。

定义 :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在什么范围内 , “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才能都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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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呢 ? 20 世纪以前 , 在中国和西方是否存在相同的组

织模式 ,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 问题在于这些术语是否灵活到能应

用于两种文化下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中国的社会关系

时 , 它们有用吗 ?

从 17 世纪初开始 , 市民社会就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理论的主

题。它被赋予不同的定义 , 又假定不同的历史形式 , 指像英国这

样的“弱国”或者如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强国”。尽管我们不能

在此回顾这些复杂的档案 , 但这些理论似乎有一个基本核心 : 社

会关系的存在状态不取决于国家或官方政策的影响力①。现在我

们通过引证西方民主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详细说明 : 民间的个人、

团体和财产权 ; 为形成和自由表达公共意见的交流手段和地点 ;

个人和团体政治参与的机构和程序 ; 所有这些权利、组织和活动

的法律保障 ; 以及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自由主义理论对于政

府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 也有一个一般的假定 : 在政府和私人

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它强调这样的信念 : 必须建立限制国家职

权的正式界限 ( Keane , 1988a: 14 ; Cohen , 1983: 255)。这些属

性反映了西方的历史 , 而在晚期帝国时期的中国 , 以上市民社会

的特征只不过是凤毛麟角。所以在 19 世纪后期 , 在西方的组织

和观念在中国出现之前 , 似乎最好不使用这些术语。

另一方面 , 无论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 , 还是在历史文化上 ,

公共领域的概念都不是那么根深蒂固 , 它更多地适用于世界其他

地方。在很大程度上 , 它来自哈贝马斯对历史起源以及后来英

国、法国和德国中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变的解释性分析。就绝大

部分而言 ,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上明确的公共领域是伴随着市民社

会的出现而出现的 , 而且特别强调理性的公共辩论的出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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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他有时使用“公共” ( public) 这一术语时又不够明确 , 表示

很广泛的意思 , 有时该词的各种词意前后出现矛盾。它可能表示

国家 , 国家以外的市民组织和活动 , 一致的或广泛持有的观点或

价值观 , 公开计划状况 , 开放而普遍的有效性 , 或某些普遍利益

的存在或寻求 ( Rowe , 1990 : 309～318) 。然而 , 尽管有文化和

概念上的不同 , 中国语词中的公或公共 , 其独立获得的一系列意

思中 , 还是与西方的用法有部分重叠之处。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

最重要的是 , 这个词是发展着的 :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 , 参与地

方事务的人们在官僚制之外 ( ext rabureaucratic) 实际应用公共一

词时 , 拓展了它的含义 , 把它与包括民众 ( 精英 ) 与官员的团结

和共同努力 , 以及社会自治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了 ( Rankin ,

1990 : 36～54) 。

给予术语“公共”以广泛的意义 , 而且在西方氛围以外的地

方使用它 , 人们可能会以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广大的范畴 , 而把哈

贝马斯模式看成详细而精确的说明。即使中产阶级公共领域

(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的具体含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历史 , 然而

由官方和平民共同承担的、公开的、公众主动的中间舞台的概

念 , 似乎有利于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领域要求国家的在

场、一定程度的自治或主动的社会参与、对政策的社会影响、以

及公共利益的合法化。它们既有别于直接的国家管理或强制性控

制 , 也不同于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特别具有家庭或其他种族集团

的特征 , 也有个体商贩的性质 , 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联谊关系

网 , 以及其他与普遍利益无关的活动。这种区分来自中国对官方

(官 )、公共 ( 公 ) 和个体 ( 私 ) 活动税收上的差异 ( Rankin ,

1986 : 15～16 )。实际上 , 公共领域的舞台往往十分狭窄 , 最好

设想成为国家和社会活动两个圈子相互渗透的巨大交叠 ,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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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个人两极之间的一条界限①。参与者不可避免地追求私人

和公共利益的混合 , 有时是道德的 , 有时则采取了不道德或不被

认可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 , 由于其地位的不明确 , 这些领域成

为可以产生新生力量和新的关系的地方。

中华帝国晚期的公共领域

在这样的一般定义下 , 中国出现公共领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 ( Rankin , 1990; Rankin , for thcoming )。

这种领域所处的中心 , 是地方精英在官僚体制之外自发参与地方

事务管理的许多方面。在晚明时期还有其他公众示威 , 与西方市

民社会 的初 期更 加相 像 , 包 括城 市政 治 辩论 ( Von Glahn ,

1991 )、学者对独裁政治和官僚体制的批评、以及与东林书院和

复社相联系的文人学士圈子中的改良主义议论。但所有这一切都

没有延续到清朝 , 它们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

由于缺乏更好的、更为概括的词汇 , 我使用公共 ( 即官僚体

制之外的 ) 管理来表示一整套地方精英的活动 , 他们讨论并赞助

或建立各种机构 , 以及附属的会 , 进行福利、教育、宗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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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种管理 ( 型 ) 的公共领域中 , 国家—社会的关系正落在由 Ch arles Tay-

lor (1990 : 98 ) 对市民社会所做的最低限度的界定与较高限度的界定的关

系之间。 Taylor 最低限度的界定是 : 只要是脱离了国家权力之外的联合体就

可称为市民社会 ; 他的较高限度的界定是 : 通过其自身的联合体 , 其本身即

可以有效地决定国家政治或社会结构 , 这样的联合体就是市民社会。然而 ,

在这里引入 T aylor 的两个界定的关系做比较 , 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公共领域

带有市民社会的制度或方法的特征。还要注意 , 对于这一概念来说 , 国家是

完完整整地在场的。而在中国的外围或边缘地带 , 国家的势力很弱 , 不应一

般地认为有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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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或护卫 ( 堂、院、庙、校、乡勇等 ) 等活动① , 捐助或恳请

资金 ; 监督或直接管理无论是最初创立还是日常活动的财政 ; 建

设或修补地方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堤坝、码头等 , 完成这些

事情不必建立永久性的机构组织。晚明时期这个领域的出现 - 不

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 而且也反映出国家和经济缺乏

周期性的变化。它的背景在于众所周知的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以及人口的增长。

无论是公共领域的出现还是它在清代的持续发展 , 似乎有三

种影响极为重要。其先决条件是 : 明代早期极端的中央集权有所

放松 ; 执行轮流担当税收义务的里甲体系的崩溃 ; 以及地方的需

求。当参与地方事务不再成为需要躲避的繁重义务 , 不再转嫁到

没有地位或财富的人身上 , 更多有声望的精英就可能向这一舞台

转移———把参与重新定义为与地方福利相关的慈善行为 , 并以此

巩固他们在地方上的名望。第二个条件是 , 识文断字者的增多 ,

扩大了合格学者的数量 , 使其大大超过国家科举考试以及官僚体

002

① �不幸的是 , 表示官僚体制之外和官方机构的术语 , 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社会

精英经常设堂。官员或社会精英都可能建立院 (一种公共机构———经常发挥

所谓学院的部分功能 , 书院 ) 。局则往往是依附于官僚体制的政府机关 , 即

使由地方人员管理也是如此。然而 , 特别是在福利问题上 , 存在着一种叫做

局的组织 , 毫无疑问 , 它是由地方人员建立并管理的。例如 , 晚明时期的祁

彪佳 (1835: 2/ 6b) ;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的 《周庄镇志》 ( 1882 : 2/ 16b～

20 a )。

官僚体制之外的组织的巨大功能包括 : 地方化的水利控制 ; 建设和修理道

路、桥梁以及码头 ; 火灾控制 ; 救生 ; 摆渡服务 ; 教育 ; 维持宗教观礼和节

日 ; 规范贸易并向贫穷的商贩和工人提供慈善帮助 ; 面向穷人的福利服务 ,

如赈济灾民 , 开仓 , 向病人分发药品 , 为老人或弃儿维修房屋或直接为有婴

孩的贫困家庭提供资助 , 供应棺材和慈善墓地 , 关怀乞丐 , 从路边收回尸体

并将其埋葬 , 通过供养穷苦寡妇、纠正任性的孩子、建立神祠、提供教育或

虔诚地焚烧字纸等 , 来加强儒家的社会规范 ; 做佛事并保护小鸟和鱼类 ; 以

及地方防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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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能提供的职位 , 这就迫使受过教育的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界

定受尊重的职业 , 并使得能够显示身份的标记更加多样化。第三

个条件是 ,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 , 在社会和经济的支持下 , 出现了

混血的绅—商精英 ( hybrid gent ry - merchant elite) 。尽管精英和

国家之间的联合保持着比欧洲多数地区还要强大的势头 , 但纽带

却并不普遍。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改变着精英的特征 , 修订着他们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 而且产生了更大量的地方需求。

晚明时期 , 公共管理还不广泛 , 但一些地方的记录 ( 特别是

在长江下游和广东三角洲 ) 表明 , 往往由地位较高的人实行主动

的自治 ( Fuma , 1983; Liang , 1986 ) ①。在清朝巩固了对中国的

控制之后 , 官方加强了监督 , 皇帝的政策可能也直接影响了地方

机构的建立。然而 , 政府的冲击经过地方官员的过滤而缓解了。

地方精英所代表的公共意见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是很重要的 , 在

17～18 世纪的一些史料中可以发现有关社会领袖人物的关系网

控制着地方组织的证据②。大约在 18 世纪中期或晚期 , 精英管

理的联合会和活动的数量增加并多样化了。由于组织越来越多 ,

它们可能发展起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 , 或统一的联合功能。这种

相互联合主要是通过地方社会网稳步形成的 , 而不是通过官方的

协调。增长的势头稳步增强 , 到 18 世纪末 , 足以使公共领域普

及化 , 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中国南海沿岸核心地带的城市和

乡镇。在 19 世纪上半期 , 随着王朝更迭的低靡时期趋势的延长 ,

这样的领域变得更加自治。

102

①

② �一些最出色的信息来自广东佛山 ( Faure , 1990 ; Rankin , 即将出版 )。这些文

章使用了来自 《佛山忠义乡志》 的信息 ( 1752 , 1830 , 1923 ) , 还有 《明清

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1986 )。 �

无论是梁其姿还是夫马进都没有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术语 , 但是他们关于福利

问题的令人难忘的详论文章有强烈的类似倾向 , Fuma ( 1983 )、梁 ( 1986 )

以及他们的许多其他文章 , 都是基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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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国公共领域中的国家—社会关系

本文所述的公共领域的轮廓与哈贝马斯所要求的 , 其不同之处

一目了然。晚期帝国公共领域 (或更为确切地说: 诸领域 ) 是地方

性的 , 而且对国家政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它与商业的兴起及商品

经济有关 , 而不是与资本主义———也不是与混血的绅—商精英的对

立面中产阶级———相联系。其核心的特征是管理 , 而不是开放的公

共讨论。地方事务中官方与精英活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在双方意愿

下建立的 , 而不是相互对抗 , 精英不打算捍卫与国家对立的权利 ,

或给国家权力划定一条正式的界限。在缺乏公开的公共讨论的情况

下 , 中国的公共领域不属于理论上界定的那种形态。尽管如此 , 人

们还是可以通过考察国家和地方的关系 , 以及处在其中的社会精英 ,

开始理解它具有怎样的形态以及如何持续。

国家的作用

国家明确地限制并引导着公共领域 , 这种影响更多是通过组

织和政治手段实现 , 而不是来自特别普遍深入的专制 , 或是一种

奖励为国效忠的依附性的政治文化 ( cf . Birnbaum , 1986 , 关于

国家组织对欧洲四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清政府禁止多种公共活

动。帝王的专制权力、有力的地位、以及不可预见的干涉行为 ,

使精英进行政治表态和对抗过于危险。在中国 , 不存在与英国相

对应的贵族 , 英国贵族有独立的力量 , 足以禁闭君主。即使规模

很小或投资不足 , 中国的官僚制也是卓有成效的 , 因为它已占据

了有利的地位 , 也不存在类似于现代法国早期的那种反抗新近扩

张的专制国家权力的推动力。国家统治的领域 , 如税收、军事、

刑事司法等都对国家的利益至关重要。尤其是在 18 世纪 , 它仍

然在诸如大型水利工程和救荒等要求大规模支出或协调一致的事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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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 , 起了能动的和支配的作用。

所以 , 公共活动只能到地方上开辟途径 , 精英在那里发现了

无数未被国家占有的活动范围 , 他们在那里寻找机会。公共管理

的繁荣部分是由于清政府基本上坚持最低纲领主义和互不干涉政

策 ( minimalist and noninterventionist )。当国家没有充分发展官

僚制和国库收入 , 以便跟上经济和人口膨胀的时候 , 就形成一种

动力 , 使得官僚制度之外的更为正式的组织得以创造出更多的公

共空间。由此又反过来提供了一些公共讨论与公共管理得以结合

的空间 , 从而推动了更高的组织化程度。公众参与以管理形态出

现 , 这比国家政策更为合理也更加安全。

公共管理如此兴旺发达 , 是因为它与国家权力并无矛盾 ; 相

反地 , 地方官员经常积极鼓励公众的主动性 , 或支持社会精英经

营由官方组建的机构。与中央盛行的关系不同的是 , 地方上的官

员和精英共同协调 , 不让任何一方完全支配。官员和地方乡绅之

间的亲和力是建立在双方意愿基础上的 , 它经常受到评论 , 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 , 多数官僚制之外的公共活动其最初的扩张都是在

福利事业上———这是为受到广泛遵从的儒家和佛家伦理价值观所

允许的活动 , 并且在地方范围内被最为适当地实行①。如果没有

经常强调的乡绅作为官员和地方团体之间经纪人的非正式作用 ,

管理也就不存在。然而与以正规机构作基础所不同的是 , 他们往

往有自己的资金 , 为更加开放和更具特色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基

础。通过这些活动 , 精英还要求拥有在组织、资金 , 以及公共事

务的指挥形象的经验 ; 这些经验不仅模拟官僚统治 , 而且与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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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社区福利 , 佛家关于慈善 (善 ) 的概念范围 , 可以被用于几乎所有官僚制

之外的活动中 , 它特别指帮助穷人。儒家的仁 (慈悲 ) 也常常在此种意义上使

用。于是宗教规范加强了向贫困提供帮助的社会需要。半宗教性的价值观也渗

透到活动之中 , 通过向寡妇提供房舍之类的组织增强了儒家社会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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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以及血统问题等有相同的指向。

地方官僚机构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冲突当然存在 , 正如在官员

和精英的个人才干上也存在冲突一样。官员们寻求对官僚制之外

的腐败和过度自治的控制 , 或限制可以部分地接受 , 但却具有潜

在危险的诸如民兵这样的机构 ( 组织 ) ———他们主张使国家和个

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维持一定的张力 , 即使这样会产生某些公共自

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 这些张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 , 通常不会

导致旷日持久的冲突。所以 , 作为一种平衡 , 清政府鼓励官僚体

制之外的活动 , 同时拒绝其政治目的。但比起无论是地方官员还

是衙门 , 公共事务中的精英都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 地方官员不久

就要调任离开 , 衙门缺乏社会声望。如果面对的是一名毫无同情

心的地方官员 , 他们可能退而寻求“软战略”, 在官员离任之后

再重提主张。最终 , 受人尊重的精英统治了地方公共领域 , 不仅

是因为他们可以被当官的接受 , 而且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源。

地方性和公共认同

在缺乏国家政策的情况下 , 地方性的意义决不在于它是公共领

域最后的落脚点。多数精英的地位和权力是建立在地方上的; 但除

了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场所 , 地方也是精英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的

公共关心的对象。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地方的象征性的重要意义。例

如 , 很明显 , 当更高级别的管理者要强调他们的地方性身份时 , 便

自称为乡人或里人 (乡或“村”里人 )。我们知道社区中有一些无形

的东西 (无须从现实中产生 ) , 它能转变为行会和本地协会的黏合

剂 , 以便吸引在此短期逗留的商人、官员和学者。作为乡土的地方 ,

它带有象征性的色彩 , 是外在于国家的效忠对象 , 同时也许是不得

不抗辩国家的地方。在这些意义上 , 地方是国家和家庭的中介 , 它

也许能为精英提供一个进行组织的理由和空间。

中国精英具有相对统一的价值体系 , 人们深信受过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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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利和责任管理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外部的各种事务 , 这也许

把地方性活动带入更大的范围。这些信念与公的而不是自私的、

狭小的、或特殊的观念更为相近。地方为公共领域提供的资金 ,

比个人财产的贡献多得多 ( cf . Bergere , 1989: 7 )。我不相信公

共领域起源于“封建制度” (封建 ) 的理论 , 同时也不相信在中

国思想中包含着如下理论 : 不断崛起的改革者的气质倾向于强调

在本乡的管理中地方精英被赋予了更大的正式作用。另一方面 ,

官僚制之外所分享的地方特征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问题 : 如何使地

方积极性与更广阔的领域相结合。

公共领域的社会构成

在缺乏法律保护、国家政策以及公开的公共辩论的情况下 ,

晚期帝国公共领域的情况与地方社会内部的组织潜力有关。纳入

精英社会结构的公共组织在若干方面没有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

首先 , 高度发达的 ( 或有优良记录的 ) 公共领域看上去像是经政

府批准的凌乱的混合体 , 但它有深入的社会关系 , 其行为错综复

杂 , 不易被轮换的政府所掌握。精英社会组织的规模和复杂性反

映出财产和教育水平、地方风俗、地方领袖的利益以及地方的特

殊需求。就像国家的权威和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一样 ,

公共和私人之间关系的分界线也是犬牙交错的。

各种公共活动也没有经过精心分类。庙宇、神祠、庆典是基

本要素 , 但在其他组织中 , 宗教仪式也有重要的位置 , 而庙宇也

可能为非宗教社区团体提供服务。在商业中心 , 职业行会和同乡

会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部分 , 即使它们是由来自各地的人组成 , 它

们所代表的人群是有限的和流动的。对于公共领域而言 , 当它们

提供普遍有效的基层组织 , 或为更为广泛的社区项目做出贡献

时 , 甚至血统 (私人的 , 排斥血统的组织 ) 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了。通过推动社会进步、佛家善的观念、儒家的仁义、地方的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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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和对家乡的忠诚、以及排斥地方衙门官僚体制的决心 , 所有这

些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混合在一起 , 使活动变得合法化了。

第二 , 精英的公共活动与其他文化和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 ,

使其得以保持自己的地方权势。精英管理和官方管理之间的某些

联系可以用马克斯·韦伯的礼拜仪式 ( liturgy) 概念———代表国家的

社会领袖在履行职责 (Weber, 1978: 1/ 194～199; 2/ 1022～1025;

Mann , 1987: 18～21 , 91～93) ———来刻画。然而 , 总的来看 , 公

共领域的发展仍超出了辅助的、依赖性的关系。官僚制之外的管

理者当然不能取代官员。中央政策是管理中心众多官员的影响力

之所在 , 也对强有力的地方官员很重要 , 使他们得以在地方公共

领域中提高国家的参与。但是我确实认为 , 这种官方要素很难持

久 , 除非地方精英信奉它 , 公共领域增长的重要依据在地方手中。

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词汇 , 以取代我现在把它叫做管理

(management ) 的这个词。我们得改变关于地方管理者地位低

下、层次低的印象 , 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重要。有些在地方上卓

越的分子 , 有时在更广阔的范围也是如此。那些不够卓越的个人

很可能是网络中的一分子 , 或者是家庭成员 , 这使他们在自己的

地方社会中与更高的层次联系在一起。精英的朋友和姻亲关系网

络、他们的非正式经纪人的功能、他们的关系、他们在门第组织

中的作用 , 所有这些 , 都会加强公共领域凭借与地方社会内其他

权力和权势资源的错综复杂的联系而与国家相对的态势①。

第三 , 管理组织 ( managerial institu tions ) 之所以成为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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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mith (1992 : 72～77 ) 指出 , 明末时期 , 在浙江省绍兴的祁彪佳及其富有

的文人和商人联合会 , 是如何通过建造精致的玩赏花园来展示他们的文化和

审美情趣的 ,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建立了公共慈善组织。每种活动都要耗费大

量财富 , 并巩固了他们的地方声誉和社会地位。即使是私人园林也具有多重

效应 , 既可以作为文人联欢会的场所 , 又能成为地方骄傲所在。这种地方权

力的兼有私人和公共性质的构成 , 不是国家精心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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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载体 , 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固定的功能 , 而且因为它们为精

英聚会提供了场所和理由。当精英公共组织增加时 , 公共讨论

(公议 ) 的机会也增加了 , 这是公共事务中经常被提及的方面。

从建“会”的例子中可以发现 , 有时 , 它是为某组织筹款建立

的 , 然后它又监督组织的运作。非常有可能的是 , 建立非政府的

会使公众的目的合法化 , 这些群体通过建立“会堂”或其他公共

建筑 ( 堂、院等 ) 以使功能性的组织得以作为实体存在。

在长江下游地区 , 一些晚明时期就明显具有自治色彩的会延续

到了清朝初期。即便它们的活动确实曾经渐渐消失 , 在 18 世纪中期

前后 , 它们也在自治程度略低一些的情况下复苏了 (Liang, 1986;

Fuma, 1983; 《武进阳湖合志》 [1886] , 卷 5)。在广东省 , 会也许更

为普遍 , 或至少在地方原始资料中被更广泛地提及。很明显 , 学校

和书院中的文会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保证 , 因为它们好像曾经是

士绅的聚集地。广东著名的商业城市佛山的书院和社学为士绅聚会、

供奉“文圣”、论学以及加强联络提供场所。至于这些活动能够走多

远 , 由绵延不绝的士绅网络在佛山社学里设立的会议厅 ( meeting

hall) 做出了说明。名称和外观变了 , 但有许多年 , 它似乎都是影响

城镇事务的中心。行会也有联谊性 , 并且是团结的 , 商业管理、商

业组织也是这样。成员在那里相会、供奉、讨论 , 并处理公共事务

(办公) , 包括为短期逗留的贸易成员提供福利服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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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佛山文化协会、学校及学会的信息引自 《佛山忠义乡志》 ( 1752: 3/ 5a～b,

7b～8a; 10/ 28b～29a, 31a～ 33a, 41a～ 42b, 53b～ 56a; 1830: 12B/ 14a～15b,

29a～30b , 43b～45b)、《明清佛山碑刻》 (广东社会科学院 , 1985: 27 , 482 ) , 以

及 Faure (1990: 15～18 , 22)。《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中的文献 (苏州历史博

物馆 , 1981: 39 , 362) 指出 , 行会和会馆的性质和目的 , 通过聚会、供奉、宴

会、讨论以及管理行为的交织得到了说明 ( Rankin , 1990: 40～43)。那种把

“公”与官僚制之外的管理连为一体的用法在苏州收藏文献 (例如 : 136、164、

362、351～352、355～356) 中经常出现, 它与此类贸易组织相关。这种用法可

以在 18 世纪初找到 , 但在 1800 年以后更加普遍 , 在 1865 年以后则可能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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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有能力影响地方的官方政策。来自管理者的请求源

源流向地方衙门 , 乍一看衙门显示出强大的政府控制 , 但政府仅

仅例行公事地同意由官僚制之外的管理者作出的决定 , 重复诉状

上的措辞。显然 , 官方的正式批文并不总是一定能够得到 , 但大

量文件表明获准的可能性相当普遍 , 在苏州和佛山的匾额碑铭

上 , 记录了大量精英的计划获得官方认可的事件 ( 苏州历史博物

馆 , 198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1986) 。

我们可以假设精英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 , 就像他们成功地保

护私人利益一样 , 常常是联络和商讨的结果。它也可能反映公开

的和惯例化的公共意见 , 甚至包括与政府自发的对抗。1795 年

出现的佛山义仓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 该仓由三名举人 ( 乡试通

过者 ) 和其他士绅及“长者”建成 , 他们本来就对救荒和社仓进

行着有官方色彩的管理。他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更大程度的

独立 , 在以后的 40 年里 , 管理者定时反复供应调剂义仓 , 限制

官方的督导。义仓和北帝庙一起 , 在太平天国时期以前 , 是佛山

最早的公共机构之一。它为地区的其他公众活动提供资金 , 当需

要发放不同寻常的大规模救济时 , 也偶尔向城里的商贩进行普遍

的劝募 , 通过加捐来补充其日常的进项。主要的管理者都是地方

上有势力的人 , 他们可能也与寺庙或其他组织有关。在 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一次暴乱之后 , 政府寻求缩减他们的独立性时 ,

管理者似乎成功地进行了反抗 ( Rankin , 即将出版 )。

我倾向于认为 , 在地方精英影响所及之处公共组织的嵌入 ,

使某种程度的自治从国家独立出来成为可能 , 但是并没有达到以

私人的利害关系破坏公共认同的地步。这部分地是由于官方的干

涉 , 但精英创立和经营地方组织时 , 也有意识地 ( 不一定非常肯

定 ) 将公共事务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公共事务的惯性、合法

性 , 以及正规的组织形式 , 使它们作为独特的领域得以保持下来。

地方公共领域没有戏剧性地变革晚期帝国的政治系统。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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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不完善性和地方性 , 它们又不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中国

与 18 世纪的美国不同 , 回忆托克维尔关于关注于小事的协会的

价值在于其对国家专制构成了障碍的观点 , 也许不是完全不相称

的 ( Keane , 1988a: 51)。在中国 , 公共组织并没有培育出使托

克维尔印象深刻的那种政治上的自由 , 但它们抑制了国家———而

不是仅仅置身于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一切的发生方式与西欧是如

此不同 , 以致于很容易忽视它们。无论如何 , 精英公共参与的一

定模式还是建立起来了 , 它建立在团体和地方性而不是个人和私

有财产的基础上 , 建立在管理而不是公开辩论的基础上。

晚期帝国时期公共领域的变化

我们无法了解这种公共领域从何处发端。它的规模、组织的

复杂程度 , 以及自治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在当时的政体之下

生存 , 但精英的主动性在拓展。从 19 世纪中叶起 , 由于更大背

景有了决定性的变化 , 长期的惯势被打破 , 可以推测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通向市民社会、国家现代化、革命或所有这三种可能的

无人走过的道路 , 从大规模的逐步升级的停滞中横穿过去。无论

如何 , 在清朝末年 , 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 , 与旧的公共领域活

动者同样或一致的人们还是积极响应新的局面 ,参加了国家和地

方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政治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世纪中期的叛乱 , 第一次打破了停滞

(Kuhn , 1970) , 叛乱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军事化 ( militariza-

tion) (它往往持续时间不长 ) , 而是由于当精英突然不得不操纵

引人注目的更大程度的自治 , 并临时承担起某些政府领域的职能

时 , 国家和社会现存平衡被破坏了。叛乱之后精英在重新组织过

程中的巨大作用 , 阻碍了恢复以往的平衡。从那以后不久 , 主要

的催化剂便来自国外。对帝国主义闯入的反抗 , 对西方制度的引

进 , 以及改革的努力 , 引进了新的进程。民族主义以及报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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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出现鼓励了市民社会最初的政治示威运动。公共领域基本保

留了地方和管理的性质 , 但民族问题冲击着地方领域。关于民族

事务的某些公共观念被创造出来 , 高层的官员受到公开批评。接

下来是改革的开始 , 国家政策、清朝新政中对公共领域的大规模

组织变革 , 以及类似于欧洲的 , 中央集权的改良主义国家与政治

化的外部精英之间冲突的出现 ( Rankin , 1986: 4 , 5 , 7 章 ) 。

对旧地方公共领域的影响有正反两个方面。在太平天国反叛

运动之后 , 地方公共领域在数量上大大膨胀起来 , 而且有更大程

度的对外适应性调整。当新的政治和社会动力出现时 ( 也只有在

那个时候 ) , 以前公共组织的经验可以被看成一种潜能 , 一种动

员功能 , 它把组织转变成行动 , 并创建新型市民组织 ( cf . Klan-

dermans & Tarrow , 1988 : 10 )。另一方面 , 变化最终剥夺了旧

领域的适当性和合法地位。它们得自精英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大

部分力量 , 将在 20 世纪受到抵制 , 使得在旧日基础上建立公共

领域变得更加困难。

市民社会

要观察民国时期的全部政治事件 , 市民社会是一面很不完善

的透镜。然而 , 西方所谓市民社会的充分要素确实出现了 , 这就

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这一类问题。无论其在中国的开端是多么脆

弱 , 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最好记住 , 在欧洲历史

上 , 市民社会也没有在几十年之内萌发出盛开的花朵。

民国时期 , 市民社会的一些弱点曾非常引人注意。法律保护不

足; 个人权利不成为主要焦点 ; 政治性的话题虽可公开宣讲 , 但没

有适度的理性辩论; 国会自身难保; 也不存在有效的宪法限制高压

和强制性的共和政府。在中国历史上 , 市民社会的所有这些方面都

没有明显的先例 , 而少了它们就会引起对这一概念的适用性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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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把这些力量当回事 , 更没人对那可能与帝国晚期的公

共领域相似的现象加以注意。然而 , 在潜力已经积累的地方 , 爆

发了最强有力的政治示威运动。组织在增加。由清朝新政建立的

Faduan (专业性协会。该词对应的中文没有查到———校注 ) , 使

旧的公共领域的管理成分合为一体 , 为社会精英 ( 不仅仅是为国

家 ) 提供了新的政治工具。大量市民活动仍集中在地方城镇。对

过去还有重要的突破 ,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报刊出版业现在为国家

辩论提供了一个论坛 , 公开的政治活动快速发展 , 新型的市民活

动日益与大城市联系在一起。

David St rand 对北京城市政治的研究 , 提供了一些 20 世纪

20 年代市民社会出现的证据 , 如茶楼、饭庄和公园等扩大的公

共空间 , 成为政治辩论的场所 ; 各类协会在增加 ; 商会中的地方

精英在与各路军阀周旋方面、在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的领域管理

城市事务方面把握了主动权。St rand 还对中国型政治提出了一些

引起争论的观点 , 认为它具有以下特征 : 对意见一致的诉求、公

众负责的意念、行政和代表选举制的联合。这些特征与晚期帝国

公共领域的特征有某些共性 ( 特别是当以管理 [ management ]

代替行政部门时 ) , 它们与市民社会也并非互不相容———尽管可

能与西欧模式有所不同 ( Strand, 1989: 98～99 , 280 , 291～292)。

共和国初期 , 在中国难以建立市民社会的迹象并不十分明

显。后来的政治反动确实错综复杂 , 当然 , 市民社会终于没有出

现。关于这个问题 , 我在这里仅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民族主义、

国家性质的改变和国家与精英之间关系的改变 , 以及社团内部分

裂所造成的问题。

民族主义对市民社会的促进

人们经常说 , 民族主义诋毁与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

义和多元论 , 因为它说服知识分子 , 使其相信一个强大国家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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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 , 它更强调为对国家的责任辩护 , 而不是为个人的权利辩护

(例如 , Chow , 1960: 360; Schwarcz , 1986: 1 )。然而 , 无论如

何 , 民族主义也曾是一种正面因素。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

纪 30 年代初 , 民族主义多次起到了对民众进行更广泛的政治动

员 , 反对不能抵抗外国侵略的政府的作用。

参与爱国的观念最初的设想是 , 团结在一套新的决心保卫国

家的帝国官员的班子下。而实际上 , 在一个领导下 , 从来也没有

出现过统一的意见 , 民族主义导致了一系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在中法和中日战争时期 , 对政府的批评认为 , 应该由关心国家的

和坚 定的民众 ( 例如精 英 ) 而不 是懒散的官 员来决定 政策

( Rankin , 1982: 473～474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 , 民族主义激发

产生了私人联合会和公共讨论 , 并使之合法化 , 而保路和立宪运

动则把民族主义的政治参与同要求国家实行有法律保障的代表制

联系起来。例如 , 在 1910 年 7 月 25 日 《时报》 的一篇社论指

出 , 那时立宪派以人民的名义 , 要求成立国会 , 是要起来拯救已

被清王朝放弃的中国。类似的人民必须在反政府的过程中救中国

的信念 , 又继续激发了五四运动以及民国时期其他的群众运动 ,

直到日本入侵 , 使得团结成为压倒一切的事情 ( Chow , 1960:

106～109 ; Israel , 1966: Wasserstrom , 1991 )。

大量使用的市民的概念并不承诺个人自由 , 如果从救中国与

个人主义相对 ( 立 ) 的观点表述问题的话 , 那么 , 民族主义显然

是市民社会的障碍。如果不那么强调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性质 ,

就会看到 , 民族主义鼓励联合会 , 激发与国家力量相抗争 ; 鼓励

政治参与 ; 并激励人们提出宪法对政府权力既加以保障又加以限

制的要求。只是在日本武力入侵之后 , 民族主义才导致增强国力

的利益至上 , 政治冲突临时退居次要地位。我认为 , 就其本身来

说 , 民族主义不是很大的障碍。这是由于 , 从它当时的状况看 ,

它在禁止个人主义上所起的作用 , 比不上它在鼓励一种超出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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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范围的反抗政治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

民国时期的国家和社会精英

国家本身明显是个障碍 , 在民国时期 , 它与精英之间的关系

在许多方面使建立市民社会更加困难。这不是因为某些模糊不清

的专制传统和独裁主义价值体系 , 而是由于更为直接的环境。一

个持续的、往往无法抵御的困难在于市民的柔弱性 , 他们面对的

是由更尖端技术支持的军事或军事加官僚政治力量的压迫 , 或至

少是干扰。由 Marie - Claire Bergere ( 1989 : 7～10 ) 提出的另一

类问题是 , 缺乏一个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国家去为市民活动的发展

建立秩序、提供框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

一次经济繁荣 , 有利于中产阶级力量的扩张 , 但是没有强有力的

政府组织支撑 , 衰退就潜藏其中。换句话说 , 一个更为强大的、

依赖理性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更能与市民社会沟通。

从民国时期向前追溯 , 就会很奇怪地发现 , 清朝的最后 10

年 , 似乎提供了更有利于市民社会生长的环境。朝廷和高级官员

认为新政应提高国家权威和中央集权的力量 , 同时加强中国的国

际地位。然而 , 无论如何 , 商会和教育协会、地方自治计划、谘

议会、立宪方案、法律法典 , 以及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 , 还是

提供了大量资源 , 使精英可以利用并进行自己的动员。政府的威

胁和政府提供的机会混合在一起 , 助成了公共领域的政治化和国

家—社会的冲突。

在保路和立宪运动中 , 精英的响应态度与 18 世纪的欧洲中

产阶级相类似。1910 年 , 为保护省级铁路公司的独立 , 浙江的

精英和上海新闻界引证国家的新法典 , 争辩说国家应遵守自己的

法律限制。他们主张公民有权利也有责任反对国家侵占 , 保护私

有财产 , 并谴责专制政府接收铁路 ( Rankin , 1986 : 293～294;

《时报》 [ 1910 : 9/ 2/ 宣统二年 : 3 , 5 ; 10/ 28/ 宣统二年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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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政府努力压制革命 , 并敌视立宪派的批评 , 但对它的

反对者还是相当宽容的。与官员的联系、改革者在政府衙门和官

僚制之外的事业之间的奔走活动 , 以及关于需要做什么事 ( 诸如

对政治权力该如何分配提出异议 ) 的实质性的协议 , 为精英的政

治和公共地位提供了保护。并不是因为清朝已经衰弱得无可救

药 , 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因使得官员不去摧毁他们的大多数精英

反对者———即使政府并不准备与他们分享政治权力。

晚清这种动力的余绪就是地方议会在 1912～ 1913 年期间

( Fincher, 1981) 的繁荣 , 但是随后的镇压 , 表明国家内部的支

持随着王朝的衰落消失了。民国时期 , 不仅现代化的政府反对市

民组织 , 而且在军阀混战时期 , 军事独裁的危险也与一个不可靠

的民族国家联在一起。有人曾争论说 , 现代西欧早期的专制君主

政体不仅寻求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控制 , 而且通过干涉法律秩序促

进经济生产 , 这些相矛盾的目标引起了政府难以抑制的反作用力

( Raeff , 1983: 167～178 , 250)。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 , 经济状

况似乎对中国的市民社会特别有利 , 政治分裂为市民掌握主动权

提供了机会 , 但骚动和混乱割断了制度性地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南京政府看起来当然有志于建立一个现代的、组织优良的政

治国家。它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向着这一目标有所推进 : 在江苏把

精英管理的地方政府铲除掉 , 在上海把地方精英从市政府中清除

出去。然而 , 其直接的政治影响 , 包括地方政府的道德败坏和停

滞不前 , 地方领域的派别活动增加 , 以及在关系及庇护基础上的

政治的复苏 , 还是在国家范围内为神通广大的精英提供了施展的

余地 ( Barkan , 1990: 209～215; Bell , 1990: 134～138; Henriot ,

1991 ; Bush , 1982 )。南京政府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与来自社会力

量的政府自治程度 , 似乎仍在进行更为公开的争论。派别活动削

弱了国家的影响 , 社会抗议持续不断 , 恐怖活动常规化 , 由此将

反抗转为地下革命运动和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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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京政府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时 , 很多情况甚至变得更为

困难。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抗使市民社会之外的革命运动升级。

30 年代初期 , 国际国内的经济状况变得很糟 , 而后来日本的侵

略又完全改变了政治上的各种可能性。在民国时期 , 无论是现代

化的独裁政治 , 还是市民社会 , 都没有机会获得发展。

市民社会和群众政治

St rand (1989: 279～283 ) 还认为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北

京 , 市民政治变得越发分裂 , 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 , 社会本身对

市民社会产生的阻碍可能比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大。社会分裂

当然是一个因素。一方面 , 破裂出现于相对有黏合力的精英之中

(尽管肯定不是没有冲突 ) , 这些精英曾经支配过晚期帝国时期的

公共领域。另一方面 , 工人变得不那么愿意给予作为公认的社会

上层的精英以尊重了 , 这使阶级分化变得更为明显。

紧密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政治参与的高速膨胀。在中国 , 就

如两个世纪以前的欧洲一样 , 市民社会开始成为非统治阶层精英

的驻留地。在欧洲和美国 , 参与内政终于变得广泛起来 , 但那是

在最初的参与者要求到了与国家相对 (立 ) 的政治特许权之后。

然而 , 民国时期 , 早在精英赢得安全保证之前 , 中国的工人就提

出了参与城市政治的要求。不满的知识分子加入了革命党 , 旧有

的对精英政治特许权的支持解体了 , 而新的支持力量还没有到

位。Strand ( 1989 : 9～11 章 ) 指出 , 与此同时 , 北京的商业领

袖试图管理城市事务 , 收买其武装足以毁掉城市的军阀 , 并劝阻

不安分的工人不要追随工会组织者 , 不要要求经济权利。政治意

识形态卷入了阶级政治 , 使斗争更加严酷 , 精英更加惊恐 , 利益

分歧的社会集团间的迁就融合更缺乏可能性了。

在民国时期 , 对市民社会最普遍和严峻的限制也许来自引起

分裂的社会问题 , 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公共辩论而正式提出 , 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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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合法的协会 , 保护个人和财产权利 , 或从宪法上限制政府的权

力。当这些问题带有政治色彩时 , 就不大可能从由有钱人和受过

教育的精英支配的市民社会找到解决办法了。在当前对于民主和

民营企业的热衷中 , 重要的是要记住 , 与市民社会几乎无关的、

完全不同的政治进程的产生曾经有着充足的社会原因 , 这些原因

中既包括革命运动 (的兴起 ) , 也包括军事化强人与军事化的保

护人的双重混合体在农村及其周边地区的蓬勃发展。在中国真的

有许多精英期望站起来 , 在沙盘上划一条线 , 但他们常常在超出

市民社会界限的激进运动中这么做 , 很多人都在这么做的过程中

死掉了。

在民国时期 , 群众示威同时反映出市民社会的希望和它的弱

点。始于清朝末年的规模较小的示威运动 , 从五四运动以后变成

了公共领域的固定活动。面对危险难测的国家力量 , 这些运动把

各种类型的团体聚集在一起 , 宣传理想并向政府施加压力。参加

者既有被授权的感觉 , 也有在人群中隐匿的安全感。运动可以很

快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 , 其中有些迫使政府在个人行为

和政策上有所改变。它们还可能促进市民社会的某些特殊方面 ,

如伴随五四运动而兴起的新的结社浪潮。无论如何 , 群众示威游

行在许多方面成了市民社会的替代者。它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适

当的 , 但它们的优点中包含着弱点。这就是瞬间的高涨 , 但不能

持续 , 有戏剧性。示威游行没有产生持久的政治联盟。它们可能

震动政府 , 却不能对国家权力形成长时间的限制。

结  论

总结起来 , 我认为清朝时期中国的部分地区就有了地方性公

共领域。这些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现代欧洲早期出现的公共领域的

最大区别在于 , 它们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 , 而不是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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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状态。然而 , 注意到国家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表明国家统

治的不可避免。官僚体制之外的精英有能力代表他们的利益及其

所在地方的利益。管理地方事务的制度化的复杂性 , 对于分散

的、非正式的精英力量是一种约束 , 它为公共领域中的精英资源

加进了正规的组织化的维度。

晚期帝国时代的公共领域的进化 , 及其与 20 世纪中国最初

的市民社会的关系 , 需要仔细梳理 , 并分辨出长期趋势、循环和

中断三种状态。管理 ( 型 ) 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受长期的经济和人

口因素的驱使。但它也受经过深思熟虑的政府政策的影响 : 政府

鼓励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有限度的社会能动性 , 并将官僚制保

持在小范围内。这种维持性的统治手法为这个特殊的公共领域提

供了空间。

19 世纪上半叶 , 来自财政的、社会的、军事的和环境的各

种压力与王朝更迭的衰退状态结合在一起 , 增强了长期趋势的影

响。然而 , 正是 19 世纪下半叶 , 国家—社会关系的大混乱 , 把

旧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兴起连接到了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 , 语境和结构变化的积累效应是如此之大 , 以至于正在寻求现

代性的改革者很容易对以前的经验大打折扣 , 找回过去的这一历

史时期的各种要素 , 的确仍是个远未探讨的问题。

与旧的公共领域相比 , 20 世纪的市民社会领域呈现出一系

列不同的问题。环境变化了 , 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自觉运

用 , 现代技术被采用 , 地方精英赖以活动的环境再次陷入混乱。

市民社会并不对政治评头品足 , 但另一方面 , 似乎又没有理由否

定确实存在着一些真实的政治示威活动。而且过于把市民社会与

个人主义和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个错误。在前现代时

期以前 , 历史的语境发生了变化 , 晚期帝国时期的公共领域自然

发展 , 民国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是否有过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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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对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解释 , 而且是由于

在中国的语境中 , 用西方的概念进行反思存在的困难。一系列小

而引起争议的问题似乎与术语有关。对于某些社会行为 , 缺乏适

当的英语单词进行说明。我曾使用过管理一词 , 它在区分官僚制

之外的行为与官方的行政管理行为方面是有用的 , 但要涵盖所有

地方公共活动的所有方面 , 它就过于狭隘了———而只有对这些方

面进行整体考虑 , 才能理解关于公共领域的述说。此外 , “管理

者” ( manager) 一词常常暗示地位低下的人 , 也许还有贪污的意

思。公共领域的活动者不是如此 , 我认为 , 相关人员的特征也不

是这样。“自治” ( autonomy) 在意思上也有相同的问题———它的

词义太强 , 而选择“自发” ( voluntary) 也不那么恰当。

另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是概念的绝对化和对立的两分法。我

们把国家控制和自治当做相互排斥的两端。要么是公共的或国家

的联合体 , 要么是私人的。要么肯定存在一个完全的市民社会 ,

与美国或西欧的某种模式相近 , 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市民社会。一

个公共领域必须包括每个人 , 否则它就不是公众的。这种分类影

响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看法。我们很难清晰地说明这种关系的中间

部分 , 但在清朝 , 很可能正是这些中间部分保持了系统的运行。

有人怀疑它之所以没有保存下来 , 是由于它天生的含糊不清 , 是

由于社会的自发性主动性在实践中比在理论中活动的余地更大。

在地方公共领域的正式组织中 , 国家和社会的目的是交叠的。这

些目标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 , 但是采用联合的而非划清界限的方

式 , 使精英在公共事务中可以更顺利地发挥作用。

重要的是要强调 , 这种对公共领域的认识与以下观点密切相

关 : 在中国晚期帝国时期 , 有实质性的社会自治存在。国家在与

社会相互作用时 , 并不必然地具有优势 , 文化也并非仅由国家塑

造。考试等级对确定精英的地位非常重要 , 但考试等级也总是与

来自田产或贸易的财富、表现为血统关系和个人关系的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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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为培养地方的优越感而举办的文化展示等方面综合联系

在一起 ( Esherick and Rankin , 1990 : 7～12 )。在中国发展起来

的公共领域的类型反映了官僚制的君主政体下国家—社会关系的

诸多组成成分 : 反对开放性政治讨论的独裁力量 ; 与社会精英相

联系的有效的前现代官僚体制 ; 值得重视的地方自治 ; 在不同环

境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的公正团结但灵活的价值体系。管理在地

方范围内为合法的、正式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机会 , 而社区和私人

的利益同样也在这里相互作用 , 国家和社会精英也在分享着这片

领域。

(武英译 , 杨念群、罗琳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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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 , 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

———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议程

赵文词

我们感觉正处在世界历史的根本转折之中 , 不得不放弃许多

过去在社会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标准范式 , 它们已经不合时宜。现

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 , 当然包括美国的中国的 , 都具有也许比

过去许多代人都更强烈的紧迫感 , 他们不仅在摸索有牢固基础的

答案 , 而且在寻求系统化 ( well - formulated ) 的问题 , 寻求一

致的研究议程 , 这些也许能使我们系统地了解眼前令人激动的和

不祥的前景。

正因为我看到了这些 , 这篇文章———如文章所为之而写的大

会那样———是一种尝试 , 尝试着勾勒出后冷战时代中国研究的新

的研究议程。我的文章要对术语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做出某些标

定 , 并且表明经过这样的标定 , 这些术语如何开辟了一条重要的

道路 , 对当前中国社会进程的性质进行探索。

在过去几年里 , 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在表述新的研究问

题时 , 一直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概念。但这些概念的定义

往往很含混 , 使用也不够前后一致 , 结果 , 以此为基础的研究结

果常常出现混乱 , 难以得出结论。更糟的是 , 到目前为止 , 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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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不同学者似乎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 , 对差异缺乏必

要的认识 , 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就像一场令人困惑的谈话 , 谁也

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 , 我将通过聚焦于当代社会转型的道德和文化

向度 , 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进行定义。对于将焦点定位于经济

和政治领域向度的学者 , 只要他们定义该术语时具有清晰性和一

致性 , 我也并不反对。我的关于将焦点会聚于道德和文化向度的

论辩 , 是半系谱 , 半实践性的。

在读过哈贝马斯所著的 《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 一书 ( 英

译本 1989 年出版 ) 之后 , 许多中国问题学者接触到了公共领域

和市民社会这两个词。哈贝马斯毕生的学术研究以理解现代社会

的道德和文化向度为中心 ; 他奠基性地注意到 , 通过“交往理

性”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建立“生活世界” ( life worlds)

的各种途径已经越来越被财富和权力“系统”所侵占①。如果我

们从哈贝马斯那里引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用法 , 并希望我们

的用法与这个起源相一致 , 就应该最显著地突出道德和文化向度。

但是 , 这一系谱性理解最好仅仅是第二位的。关键的原因必

须在于实践性 : 我们怎样定义 , 才能把矛头直接指向时代最紧迫

的问题 ? 那定义可以强有力地论证 , 我们时代的基本变革实际上

源于文化变迁 , 而基本的挑战来自道德。

在过去的几代人中 , 社会科学家已经发展了比“生活⋯⋯人

类精神⋯⋯良心”等更好的方法去研究军事力量 ( 以及经济贸易

活动 )。如果“生活”等比较模糊的事物确实具有生死攸关的重

要性 , 我们就需要启用新的适当方法去研究它们。让我们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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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的理论》 第 1 卷和第 2 卷 ( 1984 , 1987 ) 。1981 年德

国出版 , 该著作代表了以 《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 的出版为开端的智性研

究的极至 (a culmin ation of an in tellectual pro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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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如何可以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概念来对它们进行质疑。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 , “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讲了这样一个故

事 : 现代公民有一种与以前不同的能力 , 他们能在被来自下层的

广泛讨论和理性论争赋予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基础上 , 实行自我管

理。这确实是一个开头充满了希望的故事 , 但是在 20 世纪 , 到

目前为止 , 它有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结尾。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

和欧洲大陆 , 发展了一系列组织 , 这些组织使广泛的关于管理公

共事务的规范的公共讨论———这种讨论把广大的不同社会背景的

人们聚集到一起 , 讨论的结果取决于理性 , 而不是社会地位或具

有权威意义的传统———得以方便进行。这一系列决定着政治秩序

的道德基础并使之合法化的组织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中产阶

级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新型国家的

产生 , 这种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它遵从了由理性建立的公共意见。

这是西欧和北美自由民主的源泉。但是在 20 世纪 , 即使是在西

方 , 这种公共领域的多数内容已经成了空壳。在现代大众传媒、

企业资本主义 ( corporate capitalism ) 以及现代国家强大的科层

制 ( bureaucracies ) 的力量之下 , “公共关系”以及多少有些微妙

的宣传形式 , 已经淹没了逐渐单子化的市民通过开放性的 ( in-

formed) 理性讨论 , 发展出一种对公共利益的明智的 ( informed)

的理解能力。

于是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观点成了现代西方民主起落的

说明。他认为 , 即使现代西方社会保留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发展

起来的立宪的政府形式 , 它们至少也正在面临失去对于民主法则

的道德上的能力的危险 , 因为它们为公共利益进行活跃而理性的

公共讨论的集体能力受到了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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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哈贝马斯是在写现代西方的历史 , 他关于公共领域的著

作也可以与当代中国的研究联系起来———如果是在抽象层面上引

用的话。因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系列普遍的问题 , 它们适合于

20 世纪末的全球社会。全世界人民都在不断地要求“民主”。但

往往 , 他们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奥维尔·谢尔 ( Orville Schell)

在报告中说 ,

当一再要求他们谈谈关于改革的更加准确的看法 , 或他

们认为民主对于中国可能如何起作用的更为准确的认识时 ,

他们一般会变得茫然甚至不知所措⋯⋯正如一名学生半开玩

笑地说的 : “我不是很准确地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 但是我们

对它想多要一些。” ( Schell , 1989: 6)

但是 , 民主运动的成员似乎正寻找一种生活模式 , 在这种模

式中 , 当局对公共规范负有责任 , 这种规范建立在公民之间广

泛、公开和理性讨论的基础之上 ; 支撑着这种生活模式的 , 用哈

贝马斯的术语来说 , 就是“民主的公共领域” (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

哈贝马斯指出了这种公共领域是如何在 18 世纪欧洲的一系

列特殊的历史环境下 , 以及一系列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形成

的。但是他也暗示没有必要把那些条件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 ,

他明确指出那些条件已不复存在。正如汤姆森·麦卡西 ( Thomas

McCarthy) 在为英译本 《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 所写的导言

中所说的 :

在后自由时代 , 公共领域的古典模式已不再在社会政治

中切实可行 , 于是问题变成 : 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

和文化条件下 , 公共领域还能否有效重构 ? 简言之 , 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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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主吗 ? ( McCar thy , 1989: 7 )

对许多学者而言 , 未来的民主当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

在中国和西方世界都是如此。然而有些学者———具有讽刺意义的

是 , 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学者———警告我们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关心

潜伏着种族主义偏见 : 难道这部分傲慢佬不是在要求中国人变得

和我们一样吗 ? 然而 , 如果我们像我上面提到的那样来定义公共

领域———那种我认为与哈贝马斯本人的用法最为一致的定义———

我们就有可能避免种族偏见。在上述抽象层面上进行定义 , 公共

领域的概念就不和西方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它假

定民主有不同的具体形式。而绝对不是假定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必

须变成西方的样子。它认为 , 西方自己也需要寻求新的途径使公

共领域获得新生。在现代 ( 或后现代 ) 条件下 , 探索各种公共领

域组织化的途径 , 将是中国和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们还不太清楚的是 ,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观点 , 是否

必须基于西方文化所假定的个人理性原则以及个人对社会的优先

权。我个人认为 , 可能存在着具有独特亚洲文化模式的公共领

域 , 许多中国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无论如何 , 公共领域的概念

能够提供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跨文化的讨论焦点。

市民社会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以及西方长期的政治理论传统中 , 民主的

公共领域自“市民社会”而生。也就是说 , 民主的公共领域不是

从慈善国家的王国中自上而下地产生的 , 它来自下层 , 来自自动

组织起来的市民。活跃的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必要

条件 , 即便不是充分条件。

922

 公共领域 , 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



但什么是市民社会 ? 这一术语在当今的使用中过于随意①。

这种随意部分地是缺乏学术定义的结果———这是可以理解的 , 因

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 该术语的使用在美国学者中突然变成

一种时尚。但是随意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一概念的传统说明中

固有的模糊不清。

经典的西方社会理论家在使用这一术语时 , 市民社会并不是

指独立于国家的任何社会联合形式。前现代形式———如扩大的家

庭和传统的宗教群体———可能抑制了专制国家的形成 , 但是它们

不会支持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及科层制政府的理性化特征。市

民社会意味着要表明社会联合体的现代或现代化形式。例如 , 黑

格尔认为 , 市民社会是一种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形式 , 这些个人已

经变得独立于传统的忠诚 ; 他们的生活领域与履行传统忠诚无

关 , 但与互惠的一致性需求相关②。具体而言 , 多数其他西方经

典政治理论家认为 , 市民社会存在于以功利、契约关系为特征的

中产阶级社会之中 , 该社会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生的。

然而一些重要的经典理论家认识到 , 纯粹经济自利基础上的

联系天生不够牢固。涂尔干论述说 , 必须有一种“以非契约为基

础的契约”。许多理论家 , 如托克维尔 , 强调前现代宗教和政治

传统对于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传播稳定团结和道德纪律的重要性。

他认为 , 尽管市民社会以现代和市场为基础 , 但如果要在保护民

主自由中起作用 , 它还必须保持前现代和非市场的根基 ( Toc-

queville , 1966: 特别是第 2 章 )。然而 , 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从来

不曾解决如何协调现代市场和前现代道德传统的问题 , 后者曾以

032

①

② �一本关 于黑 格 尔的 政治 哲 学 的 著作 对 我 产生 了 巨 大 影响 , 这 就 是泰 勒

( Ch arles T alor) 所著的 《黑格尔和现代 社会》 ( Hegel and M oder n Society )

( T alor , 1979 , 特别是 68～134 页 ) 。 �

见 Heath B . Cham berlain 的文章 , 他的文章总结了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 ,

目前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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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方式使前者卓有成效。对于最聪明的社会理论家馈赠给我们

的现代市场社会 , 市民社会的术语带有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

尽管西方社会理论界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已经广泛使用市民

社会的术语 , 但在 20 世纪中叶却很少使用它。70 年代末期东欧

知识分子使该词汇重新复苏。于是 , 对于波兰的埃达姆·米奇内

克 ( Adam Michnik ) 而言 , “自发成长的独立的自治的劳动团结

工会”说明了“在波兰⋯⋯‘市民社会’第一次获得重建 , 而且

与国家达成某种折中” ( Michnik , 来自狱中的信件和短文 , 引自

Wolfe , 1989 : 17 )。但是团结工会的活力并不简单地起源于现代

契约的纽带 , 它还来自波兰天主教堂的传统。这样一来 , 对团结

工会这样的团体使用市民社会一词 , 由于它与波兰的宗教有很强

的瓜葛 , 就把 18 世纪和 19 世纪含糊的馈赠带入了 20 世纪后期。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 在许多欧洲社会理论家的发言中 , 市民

社会不仅仅简单表示联合体的现代化和它的经济形式 , 而且指几

乎是任何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活动形式———不仅是工会、独立的经

济企业、政治联合会 , 而且是宗教会众和种族共同体。这种广泛

定义的市民社会的再度出现 , 通常被人们充满希望地说成是民主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获得新生的关键。但是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崩

溃已经导致了恶兆 , 有时是悲剧性的社会分裂和冲突形式。很显

然 , 市民社会 ( 广义的 ) 的出现 , 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严格的权威

政体 , 但尚不清楚的是 , 对市民社会新的授权是否或如何能够在

后社会主义世界中产生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一个建设性的公

众负责的领域。

一个关于中国的研究议程

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 , 我向中国研究学者提出以下研究议程

建议 , 它以重新建立的市民社会和民主的公共领域的发展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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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核心。

很明显 , 由于过去 15 年的改革 , 在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 ,

或者说已经复苏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团体 , 它们对于国家至少

是部分自治的。这些团体包括商业联合会、专业协会、关心老年

人联合会、宗亲联合会、宗教协会 , 甚至像类似三结义那样的罪

犯团伙。这些协会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

但是 , 这些现代的和前现代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大杂烩在多大程度

上 , 将导致民主的公共领域的发展 ? 又在多大程度上将导致社会

走向无序和分裂 ?

一些学者正在把所有这些协会———从民主沙龙到个体户组

织 , 到宗族协会 , 到气功俱乐部———叫做“市民社会”。但是其

中有些组织当然比其他的更加“市民化” (civil )。也就是说 , 其

中一些在与之不同的组织进行理性交往上更加前瞻并更加开放。

那些有“市民性” (civility) 特质的组织最终可能对民主的公共

领域的产生做出贡献 ( 不一定要求建立西方样式的自由主义民

主 )。那些不具备这种资格的组织则仅仅会把中国推向无政府主

义的分裂状态。

但是从外部几乎不可能对这些组织的市民化性质程度进行评

估。在某种程度上 , 它们都有某些既把自己向前推进 , 又将其拉

向倒退的特性 , 使它们既有宗派主义又有广泛团结异己的倾向。

也许 , 评估这些组织重要性的惟一办法只能来自内部———从能够

获得见解的透视中 , 不仅认识到其物质资源的数量 , 而且认识到

给予他们观点和力量的道德承诺的质量。

这个建议同样可以在中国使用 , 我们需要找出各种方法进入

新兴群众团体的“内部”, 以便弄清他们的道德资源的质量。正

是因为哈贝马斯告诉我们 , 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 , 咖啡屋对于中

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我们就不应该假

设茶馆在中国可能也起同样的作用 ! 问题不在于某种饮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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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 而在于对一定质量的联系的培养。我们必须找到评估质量

的方法 , 那种质量能将市民社会导向民主公共领域道路。

方法论的范例

在质量评估中我们要寻找什么 ? 如何寻找 ? 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很清楚。在发展理解这个新时代的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论时 , 我

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然而我认为 , 我们应当充分汲取过去几代

人类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学术耕耘的成果 , 以补充这些最为频繁

地研究当代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使用的框架。

通过阅读 1991 年秋季 , 由人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鲁比尔·

沃森 ( Rubie Wason) 组织的“论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纪念、历史

和敌对”会议的论文 ,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例子 , 说明这些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方法多么有效。这次会议 ( 在新墨西哥州

的圣达菲美国研究学校 [ th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in Santa

Fe , New Mexico] 召开 ) 把专门研究中国和东欧的人类学家和历

史学家召集到了一起①。

有一半的论文是研究中国的⋯⋯会议集中于那些资源中最为

核心的问题———集体的记忆使群体成为一种共同体。由于在某种

程度上 , 市民社会的道德向度至关重要 , 所以市民社会的协会不

仅仅是利益群体 , 而且是共同体。共同体是历史地构成的 , 它们

是“记忆共同体” ( communities of memory) 。正如 《情感的习

性》 ( Habits of the Heart ) 一书所指出的 , 这种记忆共同体是 :

那些不能忘记自己过去的人 , 为了不忘却那些过去的事

情 , 产生了一种共同体 , 不断地重复它的故事、它的构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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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通过这样做 , 它提供了一些男女榜样 , 他们已经将该共

同体的意义具体化并做出了范例。这些集体的历史故事和个

体的榜样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这个传统对于记忆共

同体又是重要的核心。 ( Bellah et al ., 1985: 153 )

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特别是美国的那些理论家 , 把无休

止的社会易动性的国家经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对集体

记忆的现代政治及其培养的道德团结的现实意义打了折扣。当他

们考察市民社会的时候 , 他们仅仅看到利益群体 , 而不是记忆共

同体。他们已经倾向于认为 , 在道德基础上的记忆和团结是人类

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前现代现象和主题 , 而不是对当代事件的

研究。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运动展示出 , 这种被设定为前现

代的道德团结仍然与现实相关。正因为如此 , 美国的民粹派

( populist ) 政治运动和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论的复兴已经开始表

明 ,“记忆共同体”, 而不仅仅是利益性的团体 , 同样也对现代自

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民主至关重要。

在鲁比尔·沃森的会议上 ,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把我们对于

国家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解推进了一步 , 当我们想要评估国家社会

主义政体出现的市民社会的质量时 , 他们从一开始 , 就用事例告

诉我们 , 我们应该找的是记忆共同体。而我们如何去看 ? 沃森会

议的论文再一次提供了很有建设性的事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

所有人的视线都滑动于记忆的客体和主体之间 ( between objec-

tive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memory) ———并且更多地 , 滑动于市

民社会文化所有方面的客体和主体向度之间。

客体的记忆 , 我的意思是指由某个社会团体享有的在象征性

的媒介上的关于过去的碑铭。现代人类学家 ( 以及人类学影响下

的“文化理论家”) 坚持认为 , 历史不仅仅是保存在图书馆和档

案馆里的文件记录。按照这一传统 , 会议代表鉴别了多种记忆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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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例如 , 正如鲁比尔·沃森在论文中指出的那样 , 类似天安门

广场上的革命英雄纪念碑那样的石碑 , 可以成为强有力的记忆承

载象征 ( Watson , 1993b )。公众的各种典礼 , 例如 , 葬礼 , 或者

甚至日常闲谈的惯例化的模式 , 也可以成为记忆的象征性的载

体。与现代学校里的历史考试不同 , 由这种象征性媒介承载的记

忆通常是非常模糊的、暧昧的、多层的。官方认可的表面意义下

的象征可能会引发破坏性的暗示意思。正如卡罗琳·汉弗莱

( Caroline Humphrey , 1993 ) 所指出的 , 这种“引起回忆的抄本”

(evocatory t ranscrip ts) 在压制自由言论的政体下可能会变得特别

重要。

被铭刻在任何象征性媒介上的客体记忆都必须有主体适应

性。个人必须解说并且分享这些意义———一种不仅仅是认识上

的 , 而且是情感、审美、道德上的意义。解说共有的象征含义的

过程———向今天的人们解说它们的意思是什么 , 对它们进行讨

论 , 向它们注入新的词汇 , 在雕刻和表演中描绘它们———建立起

道德共同体。但是在政府蓄意惩罚那些围绕着解释过去而形成道

德共同体的人们———他们的解释与“官方的故事”不同———的地

方 , 解释的过程采取了与我们所熟悉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不同的形

式。因为对于这种违禁的记忆的解说是片断的 , 私下发生在小型

群体之中 , 关闭了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 , 甚至包括那些可

能赞成其违禁的解释的团体。直率的口头对话被取代 , 官方所禁

止的解释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手势、面部表情和声调。一次

违禁的谈话可能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影射、暗示、比喻的混合体。

这种交流方式构成的“受限制的编码” ( rest ricted codes ) (Dou-

glas , 1973: 44～46) , 只能被那些完全熟知某种特定文化和某种

特殊社会圈子习惯的人们所理解。如格尔茨所说的 , ( 由于 ) 被

训练得能“从面部抽动中分辨出眨眼” ( Geertz , 1973: 3～30 ) ,

(所以 ) 人类学家是最能从外部进入这种暗示性解释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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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由鲁比尔·沃森组织的会议论文同时说明了关于市民

社会出现的比较研究的困难性和重要意义。从我已经对市民社会

下的定义来说 , 比较研究的困难在于 , 市民社会是一个道德的社

会生态学领域的事物。正如自然生态学在许多不同的环境因素

中 , 强调在独特的相互关系模式中产生的特殊的结构关系一样 ,

道德的社会生态学也强调支持着一个特殊群体的关系模式和共同

的理解。在一种特殊的生态下繁荣兴旺的 , 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不

一定。能够使一种特殊的道德共同体在一种道德语境中兴旺发达

的 , 不一定能使共同体在另一种语境中兴旺发达。所以 , 在一种

语境中构造的市民社会“市民”的特殊质量 , 也许不能与另一种

语境中所需的质量进行比较。

然而在沃森的会议上 , 关于东欧的论文与关于中国的论文并

列而谈 , 对所有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大量的论证。对一种语境的认

真研究刺激了对在另外的语境中出现可能性的敏感。

内战还是公共领域

对中国问题学者而言 , 研究东欧市民社会发展的最大益处在

于 , 它迫使我们严肃思考本来可能最不会思考的可能性 , 在东欧

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 , 集建立和毁坏能量于一身

的混合体。例如 , 为沃森的会议撰写的关于东欧的论文 , 说明了

在狭窄的交际圈子内为保持秘密而不得不使用受限制的编码时 ,

集体记忆变得有多么危险。在这种环境下 , 记忆常常变成一边倒

的 , 比生命更重要 , 沾满血色 : 一种“民粹主义者的现实主义”。

这是一种往往具有支持毫不妥协特质的记忆。有时它给生活以不

切实际的希望 ; 有时形成复仇的渴望。

如哈贝马斯所预想的 , 理想化的民主的公共领域是在一个政

治共同体内完全不同的成员之间进行水平交流的领域。这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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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必须是广泛理性的 , 可以引发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辩论 , 并

公开接受所有人的批评审查。它尤其是要共享一种记忆 , 这记忆

常常建造跨越东欧的道德团结 , 使弱小的 , 然而从来不曾完全消

失的市民社会注定要挑战国家的力量。但也正是这种记忆———被

不同的人分享 , 并且是用红色装饰的———正在证明在巴尔干半岛

的错误的内战、种族、宗教的等级多样化、席卷整个东欧的使同

族相残的冲突是正义的。

前面的道路

在东欧经验的照耀下 , 任何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现实主义

研究都必须认识到与光明同在的黑暗。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

的发展 , 而且对全世界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 我相信 , 我们还没有

奢侈到让道德一直超然于我们的研究议程的程度。我们不可避免

地必须要至少进行这方面的思考 , 进行所有适当的尝试 , 中国

人、东欧人 , 以及我们自己 , 也许必须向建立民主的公共领域 ,

并避免陷入社会混乱的方向发展。我将这样结束这篇文章 : 当我

们深化对于现代世界公共领域建设的理解的时候 , 要对某些思考

做一些修改。

对于由新型群体———这些群体通过保存对于过去的独特的记

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获得道德力量———引起的特殊的分裂问题的

解决办法 , 似乎不在于压制这样的群体 , 而是让它们公开化 , 建

立某种政治空间 , 使市民在其中 , 在市民化 ( civility ) 的限度

内 , 能够安全地讨论他们的不同记忆。在这样的语境中 , 过分渲

染的记忆通过批评审查可能会被缩小 ; 而重提一些事实———这些

事实可能已经被寻求复仇的人淡忘了 , 可能会使复仇性的记忆维

持在一种平衡状态。于是 , 记忆将不再消失 , 或被否认 , 但它们

可能是平静的。于是 , 平静的记忆可能允许记忆共同体找到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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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同体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的共同基础。为了实现这一

切 , 也许不同共同体的多样化的记忆必须连成一个相互交织的主

导性的叙述 ( overarching master narrative ) ———一个似乎有道理

的 , 能引起普遍共鸣的景象 , 一个复杂的社会曾自那里产生 , 它

还将被带往那里。

(武英译 , 杨念群、罗琳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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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

希斯· B . 张伯伦

市民社会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 充满了理论和道德的内涵。

在中国学者中 , 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西方和非西方政治经验之间

的“一个缺失的链环” ( missing link )。和亚洲政治文化一般来说

与欧洲自由主义民主规范相敌对的观点相反 , 现在听到的论点

是 , 目前在东欧共产主义政体下形成的市民社会 , 正以多少有些

类似的形态在中国出现 , 随之而来的便是“民主” ( 虽然带有

“中国特色”)。而且 , 这一术语所表示的仅仅是“由德性来支配”

( reign of virtue) 的意思。无论怎样的政治秩序———无论国家和

社会如何构造———只要是促进了它的发展就都是好的和有支持价

值的 , 而无论怎样的秩序 , 只要阻碍了它的发展又都将受到责难

并被修改。在当前的中国使用 ( 或误用 ) 该术语 , 将深刻影响我

们认识和对待那个国家的方式。一言以蔽之 , 我们如何定义这个

概念 , 如何使用它都至关重要。

我认为最近的多数研究把这个概念误解或误用了。这个词太

经常用于装饰而不是用于讨论说明 , 它不知不觉地潜入结论性的

评注 , 评注告诉我们 , 刚刚被描述的事物构成了“中国市民社会

的萌芽”。但即使在作者用心定义这个概念的地方 , 他们的方法

也常常使它平庸琐屑或剥夺了它的理论价值和分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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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首先涉及当前有关中国的市民社会的某些研究。然后

更为贴切地考察这个概念 , 提出一个定义———它略微不同于似乎

统治了多数著作的概念。最后 , 文章将再次对目前中国的市民社

会进行评价 , 提出我们可能可以更加有效地考察它的办法。

中国 : 一个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 ?

关于在中国“正在形成市民社会”的代表性观点 , 可以纳入

以下几个范畴之一 : ( 1 ) 把市民社会看成“革命的瞬间”的产

物 , 是在分散的社会元素间突然构铸的一个团结阵线 , 基本上形

成于“街头路障”之前 ; ( 2 ) 把它看成最近产生的“反精英结

构” (counterelite structure) , 主要限于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 , 但

已经牢固建立 , 并具有扩张的潜力 ; (3 ) 把市民社会放在长期的

历史之中考察 , 把它看成一种几十年前 , 即便不是一个世纪以

前 , 就明显存在的现象———而现在 , 在强行压制多年之后 , 它又

在重申自己的主张。

劳伦斯·沙利文 ( Lawrence Sullivan , 1990) 的著作是主张第

一范畴的典型例子。在援引了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观点之后 , 沙利

文认为 , 市民社会———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组织”, 在它内部 ,

“每一个人把自己贡献给所有人 , 而不再是一个个体”———几乎

“完全可以在瞬间产生”。对沙利文来说 , 市民社会的特点在于它

是一种突发的能量 , 一旦社会内部松散的群体克服了各自的分

歧 , 以团结阵线的形式面对不妥协的政府时 , 它便形成了 ( Sul-

livan , 1990: 136)。

市民社会作为“路障前的团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大量

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绝对的主题。

但是 , 即使承认在示威者中有某种程度的“临时的紧密团

结”, 我们又应该怎样解释它呢 ? 路障前生活的变化和不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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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 , 但是它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必然有很大关系吗 ? 如果后一个概念意味着要估量从一种社会存

在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进步的话 , 那么 , 除了在革命运动的热潮

中拍摄的一系列快照以外 , 我们肯定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我们需

要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更加深刻和更加持久的变

化。其他的研究更适当地强调了市民社会的一贯性质。例如 , 维

拉迪默·蒂斯曼尼努 ( Vladimir Tismaneanu, 1990: 17 ) 称它为

“脱离政府控制的反组织结构” ( counterstructure ) , 而马丁·怀特

( Martin Whyte , 1992 : 77) 则强调与国家相对的社会关系的“制

度化自治” ( institu tionalized autonomy ) 观念。从另一方面讲 ,

妥协———也就是让步 , 正如沙利文所说 ( 1990: 130 ) : “长期自

我管理的预期毫无疑问是有限的”———将使市民社会短命 , 同

时 , 还会使这个概念面临庸俗化的危险。

在这个问题上 , 第二种看法更有说服力。在更为近期的文章

中 , 内森 ( Nathan , 1991: 32 ) 明确地清除了沙利文的核心论

题。我们只是被告知 , 初生的市民社会的组成元素在数量上相对

有限 , 大部分以城市为基础 , 主要集中于知识分子—学生共同

体。第一种看法将市民社会看成在路障前的突然绽放 , 而这第二

种看法则认为它是在“温床”上缓慢生长的萌芽 , 这萌芽主要由

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进行护理。

尽管这种见解使其他的模糊现象更加分明可见———对“运

动”给出了“组织结构” ( structure ) 的概念 , 但它却引出了另

外一个麻烦问题。知识分子温床 , 尽管也许它是有明显的组织结

构的 , 但它真是独立的 , 而且是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吗 ? 中国知识

分子是不是普遍意识到了自己与国家的对立 , 寻求政府之外的自

治 ? 我怀疑他们没有。正如戈尔德曼的研究所指出的 , 在中国 ,

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 的关系特别复杂 ( 例如 , 见 Goldman ,

1981 )。毫无疑问 , 有些知识分子为独立于国家而努力 , 但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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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倾向于认为自己实际上 ( 或潜在地 ) 是国家的一部分 , 并从

中寻求力量 ( 或更多的力量 ) 。到目前为止 , 很少有人完成从

“牧师到专家”的飞跃 , 用蒂莫西·切克的话说就是 : “受过教育

的精英成员和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恒久

特征” ( Cheek , 1992: 158 )。换句话说 , 知识分子关于市民社会

的观点 , 与其说是“反组织结构” ( counterstructure ) , 还不如说

是“候补组织” (alternate structure) ———一种组织和参与国家机

器的不同方式 , 而不是总体上的挑战者。

第三种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 它发现 , 一个世

纪以前 , 在现代共和制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夕 , 中国第一次萌生

了市民社会。这种看法认为 , 随着传统国家系统的高速衰落 , 对

西方帝国主义强权的挑战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 , 以社会为基础的

地方精英越来越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 开始张扬自己的力量 , 其行

为渐渐具有“公众权威”的样子。但由于革命的绝对权威———先

是民族主义 , 然后是毛主义———自上而下的嵌入 , 这种发展即使

没有完全终止 , 也缓慢了下来。不过 , 他们认为 , 尽管如此 , 但

为市民社会而努力的力量从来没有完全消散过 , 而是一年又一年

以胚胎的形式生存下来①。

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想像是 , 在被对立的国家系统长期压制

之后 , 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市民社会“重新露面”了。我们被告

知 , 至少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起 , 主要是在由邓小平和他的同

盟者发起的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激励下 , 这一再次出

现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中国的市民社会 , 现在“在自主经济行为

的沃土上欣欣向荣” ( Gold , 1990: 31 ) , 可以把它看成 19 世纪

浙江“核心地带”的“结构性变革” ( structural changes) 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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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的 范式问题讨论



后代 , 当时的变革被萧邦奇 ( R . Keith Schoppa , 1982 ) 所注意

到了。这不是在路障前的一夜结晶 , 也不是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

的世界 , 它实在是在深刻而长期地发展之后的破土而出。

迄今为止 ,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 , 它注意到了恒久性的

组织结构 ( structure ) , 这是被第一种看法所忽视的 ; 而在第二

种看法中 , 其反组织结构 ( counterstructure ) 的概念虽然对此有

所暗示 , 但却远未说透。然而 , 一个世纪以前的“公共领域”和

今天的市民社会之间假定存在的联系确实微乎其微。就我所理解

的词意而言 , 公共领域基本上是指以地方共同体为中心的活动的

领域 , 没有国家官员参加 , 为了有所成就 , 要求个人、团体之间

合作协调 , 其所要成就的是 : “一个科层制之外的共同体利益的

领域” ( areas of ex trabureaucratic community in terest ) ( Rowe ,

1990 : 18 ) ,“在这个领域中 , 由共同体领袖清楚明白地说明双方

同意的决定 , 由地方人员管理服务性的工作” ( Rankin , 1986:

15 )。尽管罗威廉、兰金以及其他人可能是对的 , 即公共领域在

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以及 20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内急剧壮大 , 但还

是很难认为这些发展可以等同于“市民社会的早期兴起”。事实

上 , 情况可能完全相反。如果坚持地方精英的控制加强了狭隘的

地方观念和传统的社会关系 , 那么它可能妨碍而不是加强了任何

真正的有利于市民社会产生的运动。

这种看法的主要问题在于 , 它把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两个词混

为一谈了。它们是不同的。“市民的” (civil ) 这一修饰词意味着

其中包括“关心大众福利” (concern with the commonweal) 的含

义。爱德华·希尔思 ( Edward Shils , 1991: 16 ) 写道 : “市民社

会的长处在于便于协调特殊的个人的或地方的利益 , 并给予公共

福利以优先地位。”很少有人认为社会天然地具备“市民的”所

包含的这一层意义 ; 多数人把关心公共福利看成一种进步的标

志 , 即从更为传统的价值观向更为现代的“公民” (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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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进步。所有这些都是说 , 区分“社会动力” ( social dy-

namics) 和“市民—社会动力” ( civil - social dynamics) 是多么

重要。

确实 , 所有三种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看法都有瑕疵 , 到目前

为止 , 它们都只是把它定义为“反组织结构”———定义为“存在

于国家轨道之外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与国家官员相对峙的

自治”, 等等。潜在的前提似乎是 , 市民社会的存在和生存能力 ,

直接地和它与国家力量之间的距离 (或国家力量的缺席 ) 相关。

但这严重歪曲了该术语的意思。从历史角度考虑 , 正如市民社会

是社会的产物一样 , 它同样也是国家的产物。这三种要素———国

家、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要比现在的文献所能容纳的

复杂得多。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这些术语。

国家、社会和市民社会

在什么范围内 , 市民化 (civility) 是自然出现的社会性质 ?

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指令的介入 ? 简言之 , 这些问题是围

绕着市民社会含义的起源展开的争论的核心。几乎没有理论家像

霍布斯和佩恩 ( Paine ) 那么极端 : 他们其中一人坚信 , 市民社

会只有凭借国家权力的在场才能存在 ; 另一位则认为它只能在这

种力量完全缺席的环境下欣欣向荣。大多数人都同时把国家和社

会要素看成健康市民社会的基本成分。但其中存在着严重的分

歧 : 关于 (1 ) 哪一种要素———国家还是社会———将占优势 , 哪

一种将主要起“约束”另一种的作用 ; 还有 ( 2) 一个可行的市

民社会相对于国家和社会 , 将达到怎样程度的自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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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霍布斯和佩恩关于市民社会起源的许多观点相互对立 ,

然而他们却都同意 , 离开了国家或社会 , 市民社会将没有意义或

不存在。加上洛克和黑格尔以及托克维尔这样完全不同的理论

家 , 市民社会的性质变得不仅更为“混淆”, 而且更加相互独立

并各执己见。

洛克坚定地认为 , 国家权力是保持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 但他

也承认“自然的”社会团结的可能性。因此 , 洛克的市民社会既

不是霍布斯的 《利维坦》, 也不是佩恩的“最小国家” ( minimum

state) 。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约定 , 由社会精英主持 , 推行并遵

守一定的秩序 , 以便保护并促使他们个人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

兹比格纽·雷 (Zbigniew Rau , 1987: 582～583 ) 认为 :

(洛克 ) 把市民社会当成独立的道德存在者的集合 , 这

些道德的存在者的理性选择将他们置于公共福利 (common-

wealth) 之中。简单而言 , 他的市民社会是一种集体努力 ,

以坚持个人所理解的自然的公正的概念。换句话说 , 它是众

多个体的自发组织 , 是作为社会契约的结果而建立的 , 并以

道德目的为中心 , 他们希望在公众生活中 , 能给予这种道德

目的以一种政治维度。这将保证 , 遵循着工艺模型的制作原

则 , 人将在他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中 , 恰如其位地尽其天职。

这一思路把我们带出了无论是市民社会与社会 , 还是市民社

会与国家的简单等式 : 尽管它并没有完全与它们分离 , 但与此同

时 , 它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在 19 世纪 , 黑格尔和托克维尔这样的理论家把这一潮流带

到了甚至更远的地方。黑格尔认为 , 市民社会首先代表着一种在

经济交换中的个人生产者领域 , 在家长制社会的统治下具有相对

的自由。托克维尔的观点是 , 它属于广泛协作行为的领域 , 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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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直接控制下具有相对自由。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做与社会相

对的个人自由的基础 ( Stillman , 1980 ) , 托克维尔把它看做与国

家相对的政治民主的基本条件 ( Keane , 1988: 51) 。

黑格尔 ( 像霍布斯一样 ) 把市民社会描绘成为对有欠缺的自

然的社会秩序的必要平衡 ; 而托克维尔 ( 像佩恩一样 ) 则把它描

述成有欠缺的“不自然的”国家秩序的必要平衡。尽管他们在同

一分析层面上有不同的激进方向 , 但黑格尔和托克维尔具有同一

个思想 ( 并且既与霍布斯又与佩恩相矛盾 ) : 认为市民社会有相

当程度的自治 , 不把它看成不同形态的国家或社会 , 而是看成两

者的产物———某种自然社会秩序的反映 , 某种国家权威的产物 ,

某种自足的存在物 ( somewhat an entity onto itself)。

从黑格尔的观点看 , 国家的作用不在于取代社会 ( 霍布斯 ) ,

而是以复杂的形态与之合并。通过为解决社会冲突提供并强化程

序 , 国家和社会在市民社会领域联合起来。市民组织被设计成放

松社会对个人的约束 , 但它们也意味着保护并加强滋养他们的社

会秩 序的方方面面。彼特·斯蒂尔曼 ( Peter Stillmen , 1980:

637) 指出 , 黑格尔认为“国家承认市民社会的多元化和自由的

合法性 , 同时承认家庭必须作为保持并保护自由和个人发展的基

本前提。”

乍一看来 , 托克维尔的市民社会的样子不符合“混合秩序”

( mixed order) 的模式 , 因为它似乎完全把国家排斥在外。毕竟 ,

19 世纪的美国引起托克维尔注意的是 , 人们为了各种目的联合

起来的广泛意向很少与政府有关 , 甚至没有关系。他把这一维系

着多样化和自治团体活动的宽大纽带 , 看成社会对国家暴政的最

基本防护。然而 , 我们的想像不能飞跃到“市民社会反对国家”

的程度 , 因为托克维尔很快指出 , 国家本身能够———确实 , 必须

———在加强和保持市民社会的力量方面起重要作用。后者若要繁

荣 , 基础就在于国家对于个人作为公民而行动并参与自身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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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一定的约束。

美国居民所拥有的自由组织 , 以及他们如此大量利用的政治

权利 , 以千百种方式提醒每一位市民 , 他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他

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这样的观念 : 使自己对他们的人类朋友有用

是人的一种责任 , 也是一种利益 ( Tocqueville , 1954: 112)。

于是像黑格尔一样 , 托克维尔也直觉到国家和社会在保持市

民社会的健康和活力方面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在这一点上 , 我想提供并探究一个定义 , 它与目前有关中国

研究的文章的主导观念有某种不同。市民社会也许可以理解成一

种共同体 , 由于集体的决定而具有凝聚力并被强化 , 它一方面反

抗社会过度的约束 , 另一方面反抗国家的过分管制。尽管市民社

会是一个相对自治的实体 , 与国家和社会都有区别 , 然而它参与

二者 , 与二者相对并持之以恒地与二者互动。

我使用共同体一词 , 是要着意强调市民社会的黏着力。它不

仅是由自利驱动的个人生产者的集合 , 也不仅是突然离开家庭或

工作岗位的“流动的人群”。尽管这些现象可能从根本上推动市

民社会出现 , 但是后者是通过自觉选择而形成的 , 代表着正在膨

胀的作为市民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①。市民社会通过广泛信仰和

态度———用赵文词 ( Richard Madsen ) 的话来说② , 即“共同的

道德观”———而生机勃勃并得以持续 , 它们关心作为个体的市民

之间的关系 , 以及市民共同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态度和信

仰涉及一些至关紧要的事情 : 解决冲突 , 对于不同意见和越轨行

为界定外部界限 , 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决定适当的模式或类型———

绝大部分是“私人”事务 , 在“公共”论坛中公开处理 , 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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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赵文词在本次研讨会上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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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 ( civil) 的方式。

从一个角度来看 , 这个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共同体既不同于国

家也不同于社会。确实 , 按照上述定义所设定的 , 市民社会存在

的政治理由———能使它产生并长时间持续———就在于它的成员的

决心 , 他们决心在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追求中 , 获得一定程度

的自治和自我组织。但是一个构架优良的市民社会既不能完全自

治于所处的社会 , 也不可能完全自治于所处的国家。尽管与私人

世界纠缠不清 , 和家庭责任、个人联系 , 以及社会偏见缠绕在一

起很可能阻挠许多个人对自我身份和自由的要求 , 但这种纠缠仍

然会导致加强市民社会的整体性 , 在面对国家侵扰的情况下 , 给

予它一定的“自然”弹性。相类似地 , 尽管与国家强加的和管辖

的组织纠缠在一起 , 可能鼓励了专制主义倾向 , 但在一定程度上

被国家的“基础结构力量” ( infrastructural power ) 所渗透 , 是

市民社 会健康发展的基 础①。正如 爱德华·希尔思 ( Edward

Shils , 1991 : 16) 所写的 :

尽管相对于国家的自治是市民社会的性质之一 , 但是自

治远不彻底。市民社会活动于法律的框架之内。这种社会中

的法律最重要的一点是试图通过强制人们忠诚于协议 , 通过

对危及他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制裁 , 而控制冲突。法律要求市

民社会内部的权利受到尊重 , 职责被履行。

于是 , 市民社会是在持续张力中的共同体 , 它的成员同时被

拉向几个方向 : 既彼此相向又彼此分离 ; 既指向他们个别的私人

世界 , 又指向更加公共的国家权威领域。张力是市民社会的一个

明显特性 , 也是它既强且弱的主要原因。到了市民通过把自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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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 , 见 Mich ael M ann (19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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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委托给公共事业 , 对相互矛盾的义务负起责任来的程度 , 市民

社会就兴旺发达———黑格尔和托克维尔共同描述的一个理想 , 尽

管他们的偏好水火不容。另一方面 , 到了张力消散 , 市民向一个

或向另一个方向漂流———向着国家或向着社会漂流———的程度 ,

市民社会的存在便时日无多了。

中国观察

我在这个讨论中希望得出的有关市民社会的概念 , 与当今研

究中国的著作中所普遍使用的概念完全不同。我没有把“社会”

的概念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合并起来 , 而是认为它们截然不

同。我不认为市民社会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从国家分离出来”,

而是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复杂———主要是 ( 1) 一个可行的市民

社会同时也依赖于它与社会的分离 , 还有 ( 2 ) 国家可以成为市

民社会之形成的强有力的同盟和手段。

这很难说是什么新观点。确实 , 直到不太久以前 , 它还主导

着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尽管有一些观点明显夸大了中国社会自然

建立霍布斯的“一切靠着一切” (all against all) 世界的程度 , 人

们还是普遍承认 , 类似于霍布斯的“安全国家” ( security state)

的某种形态是必要的 , 即使不是必然的话。观察家对于国家应该

加入的程度 , 它应该使用的办法 , 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 , 看法可

能截然不同。但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与这一设想 , 即在中国产生

新的市民秩序 , 国家力量的强大作用是必要的 , 联系起来。

40 年过去了 , 观点发生了变化。现在有很多人说中国人民

确实拥有“对于基础原理的基本一致的舆论” ( basic consensus on

fundamentals) , 这是市民社会的维持所需要的。此外 , 人们没有

认为国家在这许多年里做好了自己的工作。相反地 , 我们被告

知 , 中国共产党从很早就展开了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竞争 , 成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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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出现的障碍 ( Gold , 1990 ) 。结果党错失了一次良机 , 那时

只要做一次“助产士”或“推进器”就行 , 但它仅仅成为市民社

会自然诞生进程中的障碍。

这个观点很引人入胜 , 但却是一种误导。几乎没有证据说明

40 年前市民社会在中国就活动起来 , 或者某种形式的温和的政

策疏导就足以使市民社会诞生。过去我们有许多理解和解释都错

了 , 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都错了。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社会距

离市民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基本上处于国家大刀阔斧的干预

之中 , 使人民从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的约束中获得解放 , 这恰恰是

为市民社会未来的成长铺垫了土壤。许多年过去了 , 国家频繁越

过自己适当的界限 , 对人民的生活干预过深 , 毫无疑问已经窒息

了“自然的”联合倾向。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 相互作用 , 结果 ,

到底国家行为是加强还是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出现 , 极难判断。

那么事情的状况到底如何 ? 当代中国社会在怎样市民化 ? 今

天在中国人中间是否广泛普及了这样的行为 , 重复希尔思的话就

是 : “适当节制特殊的、个人的或地方的利益 , 并给予公共利益

以优先”? 是否有多数人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利益都在于使他

们对于他们的伙伴更加有用”? 反对政府是否伴随着“反对社会

过分约束的集体决定”? 回答这些寻求测定市民和社会之间的距

离的问题本来就比回答有关“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裂隙的那

些问题要困难。然而 , 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测度中国市民社会的

出现 , 对这些问题就必须追根寻源。

人们已经做了大量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工作。安德鲁·沃尔

德 ( Andrew Walder)、安妮塔·陈 ( Anita Chan )、杨美惠 ( May-

fair Mei - hui Yang )、吉恩·奥尔 ( Jean Oi ) 、萧凤霞 ( Helen

Sui) 、格兰海姆·约翰逊 ( Granham Johnson )、杰克和萨拉美斯·

海恩斯·波特 ( Sulamith Heins Potter) 、托马斯·格尔德 ( Thomas

Gold)、斯坦利·罗森 ( Stanley Rosen ) 以及许多其他人已经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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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 , 而且在农村考察了普遍态度和行为的不同侧面。可以肯

定的是 , 发现的东西混淆在一起。有些提出了独特模式 , 其他则

强调传统方式的顽强。新的“公民意识” ( civic awareness) 的信

号经常由于含糊其词而变得暗淡无光。确实 ,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

路障和知识分子及学生的世界转移时 , 中国的市民社会似乎就不

那么清晰可见了。个人和地方的局部利益比公共利益占有特别优

先的地位 , 社会力量仍然束缚着作为市民的个人。

于是我们必须下这样的结论 : 市民社会的概念 , 与中国有很

少或者没有关联 , 如此一来 , 那么西方和亚洲政治经验可能的连

接难道再次迷失了方向 ? 不 , 但在这个主题上我们确实需要改变

一下方法。我们不仅必须更加注意社会和市民之间关系的变化 ,

而且———这里将重提前面的一个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在

动力方面起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语境中选出一个熟悉的短语表示

就是 : 我们就要把“国家拉回来” (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更

严格地讲 , 我们需要把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拉到稍微靠近国家的领

域———也就是说 , 在那个领域 , 国家能够 , 而且确实对鼓励市民

从社会中产生出来有所帮助。

工业生产场所是一个有可能获得成果的调查领域。例如 ,

杨美惠 (1989 ) 在对集体出版企业所进行的研究中 , 精确地描

绘了一种共同体 , 它能够———也许是将要———演变成为市民社

会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共同体部分属于社会 , 部分属于国家 ,

在改革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这个团体本身似乎对

于申明自己与国家的相对的利益有更充分的准备 , 而且作为个

体的工人似乎也更能坚持自己与团体相对的权利。于是我们看

到出现了一种张力 , 它是如此地处于市民社会的核心 , 使它产

生并生机勃勃。

安德鲁·沃尔德和安妮塔·陈最近的文章也同样具有启发性。

通过在工业企业中考察工人的态度和行为变化 , 沃尔德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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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道 : 经过多年的改革 , “工人对于自己的集体利益已经有了

很高的自觉⋯⋯ (并且 ) 对于法律程序和企业内部的其他‘民

主’改革兴趣浓厚” ( 第 482 页 ) 。在沃尔德的早期著作中

(1983 , 1986) , 他强调 , 在当代中国工厂中干部和工人之间保留

着那种前革命时期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 ( patron - clien t ) , 把他

的新研究与过去的这些研究相对照 , 可以看出 , 他的这些发现提

示出 , 在工业工人中间出现的新的集体精神 , 不仅与国家相对 ,

也反对更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陈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 , 国家干

预下的组织能够推动这个进程。她写道 : “功能健全的国家的社

团主义者组织 ( 如全国总商会 [ the All -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 ) , 能够缓冲在一些工作场所里形成的社会张力”,

为帮助她所谓的“社会社团主义” ( societal corporatism ) 的出现

扫清道路 ( 第 27 页 ) 。

尽管沃尔德和陈很小心地让自己处在市民社会概念的边缘 ,

然而他们的发现直接指向了它。沃尔德认为 , 今天的工人比以前

更加期望维护他们作为“中国市民”的权利 , 他以这一观察结束

自己的文章 ( Walder , 1991: 4920 ) ; 陈则后退到“社会社团主

义”的概念 , 把它作为问题成堆的市民社会概念的一个替代

(Chan , 1992: 15)。他们二人提供的基本信息就是 , 国家、社

会、市民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复杂。

另一个可能的调查领域是民法领域。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

期以来 , 法律系统的改革就已经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程。

为解决民事纠纷颁布并制定程序 , 曾经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

分。尽管并没有彻底抛弃更为传统的社会基础机制 , 这种机制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前几十年广泛地发挥着作用①。在后毛泽

东政体下 , 开始寻求在国家司法权直接控制下 , 使解决纠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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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更加清晰而固定。用皮特曼·波特 ( Pitman Potter ) 的话来

说 , 就是 : “为了保留经双方同意的非正式性因素 , 同时使解

决纠纷的程序更具确定性和终局性 , 而促进了仲裁机制和制

度。” ( 1991: 39 )

实际中发生了什么 ? 是否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邻居、业务

合伙人、丈夫和妻子送上法庭 ? 是否有更多的人似乎准备好了

并愿意从解决纠纷的非正式社会机制下脱身 , 把他们的信任投

向正式的国家机制 ? 这些方面的证据仍然是混合在一起的。按

照波特 ( 1991 : 42 ) 的观点 , 新的政体规范已经受到经济界人

士的广泛迎合 , 但似乎在非经济性事务中则没那么明显。然而

总体来说 , 确实出现了向着更为愿意诉讼的社会的明晰可辨的

运动①。“更为愿意诉讼”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定有更多的纠纷 ,

而是有更多的把纠纷送上法庭 , 并且接受后者裁决的倾向。从

这个观点来看 , 随着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愿意诉讼”, 它会变

得越来越市民化。

我从而总结出了多少有些乐观的解释。市民社会在当今的中

国正在出现。尽管不是在许多观察家告诉我们的地方 : 不是在路

障那里 , 也不在仅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行为的世界中。还有 , 尽

管斯托德 ( Strand) 以及其他人把中国的市民社会看做仅仅是更

加深远而长期发展的开始 , 这当然是正确的 , 但我们必须小心 ,

别把任何“独立、或潜在的独立、反对国家权利” ( St rand ,

1990 : 12 ) 当成它出现的确实有效的证据。我们应该找出并探索

出那样的领域 , 那些领域揭示出 , 国家、社会和个人处于持续的

张力之下———像在工业生产场所和民法那样的领域一样。到目前

为止 , 这些方面的证据既不充分 , 又很混乱 , 但是它确实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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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民社会的前景并非一片暗淡。

(武英译 , 杨念群、罗琳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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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黄宗智

“资产者公共领域” (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 与“市民社会”

等概念 , 就其被运用于分析中国时的用法而言 , 预设了一种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倘若我们坚持这一预设 , 我们就会冒这

样一种风险 , 即将此次讨论会的论题化约成只不过是争论社会与

国家何者对所讨论的现象影响较大。本文提出 , 哈贝马斯自己实

际上已给出另一种较为复杂的概念构造 , 它可以被发展为解决当

下问题的一种办法。我认为 ,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

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我

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 , 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

个第三空间 , 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再者 , 这一第三领域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会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制度形式 , 对此需要做具

体的分析和理解。我拟对这种第三领域在中华帝国、民国与当代

中国不同时期中的一些实例做一简要讨论 , 而其间的一些观点与

经验材料既采自我早些时候出版的有关华北乡村和长江三角洲的

著作 , 也采自我目前正进行的有关民事审判和乡土社群 ( rural

community) 变迁的两个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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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

两种含义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 一种含义

非常特定 , 另一种含义较为宽泛。首先 , 他是将此词用做资产者

公共领域的简称 , 用以特指 17 世纪后期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

开始出现的现象。他颇为精心地指出 , 那些现象是与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兴起相伴而生的。正如他在 《公共领域的

结构性变化》 一书的前言中所说的 :

我们把资产者公共领域视做某一时代特有的范畴。我们

既不能将它从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那一“市民社会”的

特定发展历史中抽象出来 , 也不能将其概括为理想类型 , 转

用于其他表现出形式上类似特征的历史情势。举例来说 , 正

如我们努力表明公共意见 ( public opinion) 一词只有被用来

指涉 17 世纪晚期的大不列颠和 18 世纪的法国才是用法精当

的一样 , 我们大致亦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历史范畴。

但是 , 哈贝马斯也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 , 以指称

某类现象 , 而资产者公共领域只是这类现象中的一个变数类型

(one variant type )。因而 , 他会讨论资产者公共领域的“自由主

义模式”同另一个与之相对的模式即“平民公共领域” ( the ple-

beian public sphere ) 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 , 这两个模式构成了

“资产阶级社会里公共领域的两个变数”。这两个变数又“必须严

格区别于”另一个变数 , 即“高度发达工业社会中那种公民表决

加万众欢呼式的、以专制为特征的、被宰制的公共领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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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领域”一词的这些用法 ,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在指涉一种

普遍现象 , 即现代社会里日益扩张的公共生活领域 , 它可以呈现

为不同的形式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哈氏

是在暗示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类型学 , “资产者的公共领域”只

是其中的一个变数种类。

哈贝马斯的主要注意力就放在资产者公共领域上面。他详细

阐述了与之相关的特定历史事势。资产者公共领域除了与资本主

义相关联之外 , 还在“ ( 资产者的 ) 私人领域”里有其渊源。在

哈贝马斯看来 , 资产者公共领域首先就是从私域和公共领域的明

确界分中生长起来的。这种界分在中世纪采邑制下并不存在 , 只

是随着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式家庭的兴起才呈现出来。正是这些

“私人化的” ( privatized) 资产者个人聚集起来进行理性的、批判

性的公共讨论 , 构成了“公共意见”的基础。这种“公共意见”,

就其对专制权力构成制约而言 , 成了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本质特

征。从而 ,

资产者公共领域可以首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聚集成为公

众的领域 : 他们随即宣称控制了那一自上而下调整的却与公

共当局本身相对抗的公共领域 , 设法同它们就调整商品交换

和社会劳动这一属于私人但又具某种公共性的领域里的各种

关系的一般规则展开争论。

比起分析资产者公共领域的兴起 , 哈贝马斯对其自 19 世纪

后期开始的衰落要更为关注 , 因此他的著作才定名为 : 《公共领

域的结构性变化 : 对资产阶级社会一个范畴的探究》。自由主义

的资产者公共领域是在与国家的对立中形成的 , 它一直是私人领

域的组成部分。然而 , 随着福利国家、大众社会与广告业的出

现 , 这一公共领域却经历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国家与社会相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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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 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线。从而 ,

资产者公共领域变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

域。但这种变化并未妨碍公共领域本身仍属私人领域的组成

部分⋯⋯与国家干预社会并行的是 , 公共职能转由私法人团

体 ( private corporate bodies ) 承担 ; 同样 , 社会权力取代国

家权威的相反进程却又与公共权威在私人领域的扩张相关

联。正是这种共存并进的国家逐步“社会化”与社会日益

“国家化”的辩证交融 , 逐渐损毁了资产者公共领域的基础

———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可以说 ,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及在两

者之外 , 会浮现出一种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 , 而有关“公

共”与“私人”的区分对其无法有效施用。

换言之 , 公共领域已为齐头并进的“国家化”与“社会化”所腐

蚀瓦解。

两种意图

哈贝马斯所论公共领域的两种含义体现了他的两种意图。首

先 , 作为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哈贝马斯努力想把实际历史经验

归类为若干模式。显然是出于这一意图 , 他才会认为公共领域有

许多种类型 , 而资产者公共领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变数。他对近

代英国和法国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 并从中抽离出资产者公共领域

的抽象模式 , 背后也有这一意图存在。

但是 , 哈贝马斯又是道德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 , 其主要旨趣

在于批判当代政治。由此而言 , 他所提出的资产者公共领域便成

了据以评判当代社会的一种抽象判准 ( abst ract standard )。在他

看来 , 他抽象出的近代英法理想形态所具有的那种理性与道德力

量 , 当代民主也将之丧失了大半。广告操纵与利益集团的花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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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前此时期的理性的公共意见。在论述民主的“结构性变化”

时 , 哈氏实际就是在高攀理想以批判现实。

两种区域概念

从理论上讲 ,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占据着两种不同的区域

( spaces )。他在构建多种类型的公共领域的时候 , 将公共领域明

确定位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就是在这个居间

性区域里 , 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 , 产生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

域 , 其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类型或“平民”类型 ,

或为在“高度发达工业社会里专制”之下“被宰制的”类型。在

将这一居间性区域的概念扩展用来分析结构发生变化的公共领域

时 , 他论述的便是这一区域如何为国家干预社会 ( 国家化 ) 与社

会僭取国家威权 ( 社会化 ) 的双重过程所侵蚀瓦解。

然而 , 与此同时 , 哈氏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却是一种在与国家

对立中漫化出来的区域。在此一概念的构建中 , “众多个人⋯⋯

聚集成为公众”, 控制了“那一自上而下调整的却与公共当局本

身相对抗的公共领域”。在这里 , 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三分

观念又变成了将社会与国家并立的二元观念。公共领域成了仅是

(市民 ) 社会在其反对专制国家的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扩展。

两种动力学

两种不同的区域概念又涉及两种不同的变迁动力学。在论及

资产者公共领域时 , 哈贝马斯主要关注的是整体社会的变迁

( societal change) , 即众多个人聚集起来形成产生理性意见的“公

众”。我们可以称这一过程为近代自由—民主式的全社会整合

( societal integration) 。至于国家方面可能会发生的种种变迁 , 哈

氏几乎置之不论。

然而 , 在论及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时 , 哈贝马斯就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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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整体社会的变迁 , 也讨论国家的变化。一方面 , 进行理性讨

论的个人聚合让位于“大众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 , 另一方面

“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则让位于福利国家。前者屈从于“国家

的‘社会化’”, 后者屈从于“社会的‘国家化’”。这种双重过程

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瓦解 , 而这却曾是“资产者公共领

域的基础”。

与会者的不同用法

在我看来 , 上述内容就是哈贝马斯复杂思想的基本内核。我

们这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如何才能妥当地运用他的观点呢 ?

本次研讨会首席发言者魏斐德的文章 , 针对那种把哈贝马斯

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做法提出了

批评。他指出 , 这类做法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导致某种目的

论暗示 , 以及对含义两可的材料做片面的解释。罗威廉在其两部

著作中展示过若干演化进程 , 并以此证明独立于国家的“近代公

共领域”的浮现 ; 而魏斐德却极其强调国家在这些演化进程中所

具有的持续的重要的作用。就玛丽·兰金与戴维·斯特朗未能仔细

限定其解释而言 , 他们也同样犯有片面解释之过。

为对罗威廉公正起见 , 我们可以回溯一下他构造其论式时所

处身其间的情境。当时 , 曾支配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研究

的有关独特、僵固的“传统”中国的设定 , 在中国研究领域依然

影响巨大。正是囿于这种情境 , 罗氏才会把马克斯·韦伯选为论

辩对手。他的论著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注意到了清代与近代西方

相似的那些现象 , 从而有助于破除中国静止不变的早先设定。就

此而论 , 他的贡献类同于那些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学

者 , 他们通过阐述明清时期活跃的商业化而瓦解了先前中国学界

有关“封建中国”固化不变的看法。我对这些学术走势已做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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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讨论 , 此处不赘。

在罗威廉提交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里 , 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新的

倾向在涌动。他不再是单纯地搜寻清代与近代西方的相似之处 ,

而是也关心起两方的差异。此一取向已足够清楚 : 即原先的指导

模式现在却可能成为理论批判的靶子。

把哈贝马斯资产者公共领域理论从向导变为论敌的一个好处

就是不仅凸显了表象异同的问题 , 而且突出了哈氏分析的深层方

面。正如罗威廉在其著作中不仅要对韦伯视中国城市为行政中心

的描述性概括做论辩 , 而且要对韦伯有关中国城市缺乏引发市场

经济与商人阶级之发展动力的分析性推断做论辩一样 , 我们也要

辨明哈贝马斯有关立基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兴起之上的资产者

公共领域的判断是否充分适用于清代的情况。

玛丽·兰金提交的论文也显示了相似的走向 , 即不再是颇为

机械地搬用哈贝马斯的资产者公共领域模式 , 而是努力采用哈氏

第二种较宽泛的用法 ( 关注多种多样的公共领域 ) 。她试图勾勒

一种中国类型的公共领域。同时 , 我们还可看到 , 兰金力图放弃

那种对公共领域与国家做简单的二分对立的做法 , 转向采用哈贝

马斯有关公共领域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三分概念。这些也都是

我自己在本文前面部分所主张的取向。

但是 , 这种取向的问题在于 , 哈贝马斯本人的概念不是太特

定就是太宽泛 , 难于真正适合中国。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概念的历

史特定性太强 , 无法用以指导对中国的分析。说实话 , 把它作为

论辩对象要比作为指导模式更有助益。另一方面 , 多种公共领域

类型的概念又过于宽泛 , 没有多少价值。如果我们用零碎的、主

要是乡村的地方共同体来取代哈贝马斯整合的城市公共领域 , 一

如兰金试图做的那样 , 那么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究竟还剩下什么以

证明应当保留这一术语呢 ?

再者 , 哈贝马斯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资产者公共领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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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对于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随两者变化而变化的公共领域这

一较为复杂的观念却少有关注。他的资产者公共领域的理论最终

又退回到将国家与社会做简单的二元对立。与此相同 , 兰金分析

的最终归宿也是将公共领域描绘成在国家之外或与之对立的整个

社会的发展。对于国家与社会如何在居间区域里一道起作用 , 或

国家变迁与社会变迁可能怎样地相互结合以影响公共领域的特

质 , 兰金都未能给出详尽说明。

在提交论文的人里 , 惟有理查德·麦迪森 ( Richard Madsen)

明确无疑地站在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哈贝马斯一边 , 致力于倡扬民

主的应有形态 , 而不是像作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哈贝马斯那

样关心对实际经验分类。在麦迪森看来 , 哈贝马斯的道德—文化

理想是一个当代西方与当代中国都未达到的普世标准。他倡导那

种依据哈贝马斯的理想来评判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的研究。

麦迪森研究路径的长处是它毫不隐讳其道德意图。他并未试

图借助表面“价值中立”的理论来遮掩自己的道德主张。依循麦

迪森的思路 , 读者会很清楚自己在走向何方。

但是 , 麦迪森式进路也有问题 , 即它极容易用主观意愿取代

对已然的和实然的事实的精准把握。诚然 , 研究者多少总要受其

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 , 也正是有鉴于此 , 我们弄清楚自己的价值

倾向比懵懵懂懂要强得多。但在我看来 , 这种自觉应当用以帮助

防止对历史材料的曲解。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 , 我们都不应当用

这种自觉来支配我们的研究。尽管我非常赞同麦迪森对道德的、

理性的民主的信奉 , 但却无法同意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久

处方。至于要用这样一种道德视界来左右我们的研究进程 , 就更

难让人苟同了。倘若抱有这样的宣传动机 , 若干重要的变迁与发

展就易于仅仅因为它们似乎与既定旨趣无关而遭到漠视。一旦事

态果真如此 , 那么即便是秉有最良好的意愿的道德视界也会变成

歪曲历史真实的意识形态枷锁。

762

 中国的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最后 , 希斯·张伯伦 ( Heath Chamberlain ) 的文章虽然关注

的不是公共领域概念而是市民社会概念 , 但我觉得其提出的问题

与麦迪森并无二致。张伯伦所界定的市民社会已大致相当于某种

可称为民主萌芽的东西。与麦迪森一样 , 张伯伦对自己的宣传意

图并不遮掩 , 并集中关注于那些与理想的市民社会相契合的中国

现象。

此外 , 张伯伦主张重新厘定市民社会所占据的区位。他拒斥

“市民社会”一词当前的通行用法。这种用法依据东欧新近事态

之发展而形成 , 指谓独立于国家的一切社会组织或社会活动。这

种用法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简单对立起来 , 并将市民社会与社会混

为一谈。与此相反 , 张伯伦要求恢复此一概念在 18 与 19 世纪的

用法 , 即将市民社会定位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域 , 经由现代化

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而生成。这样理解下的市民社会就

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第二种区域概念近似了。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概念

本次专题研讨会的目的以及笔者提交论文的目的 , 首先便是

要指出因公共领域这一术语而产生的极其复杂的一揽子问题 : 这

一术语既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意图还具有道德和哲学的蕴含 ,

既是指高度概括的结构又是指极为具体的结构 , 既是设域于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三分观念又是置国家与社会相对抗的二分观念。哈

贝马斯本人的不同界定以及我们这些论文撰写者对哈贝马斯概念

的不同诠释 , 凸现了此一概念的价值气息和含义的多样 , 因而此

一概念的用法存有如此之多的困扰 , 亦就不足为怪了。正是这个

原因 , 或许会使我们拒绝继续运用这个概念去描述中国现象。

然而 ,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从哈贝马斯的观点里深受教

益。其复杂思想所意欲辨明的那一核心问题———在国家与社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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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转向之时两者之间变动着的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他显

示应当同时依照国家变迁与社会变迁而不是单独参照一方来理解

这种关系变化 ( 尽管他自己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只关注社会方面的

变迁 ) , 我以为也是一个出色的观点。至于他有关这种关系变化

应当从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域来考察的立场 , 似乎更是一个

可以进一步发挥的重要观念。

让我们回到魏斐德与罗威廉争论的例子上以说明这个问题。

魏斐德指出 19 世纪汉口的新型商人组织与国家有密切关联 , 这

点肯定是正确的。它们的自主自立并没有达到如罗威廉著作所显

示的那种程度。但是 , 我们究竟要从这一事实得出什么结论呢 ?

如果那些历史现象不能单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理解 , 我们就得

严格依照国家行动来理解它们吗 ? 我们是否必须照国家与社会二

元对立的预设所限定的那样 , 只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呢 ?

我认为 , 比较妥当的做法是采取哈贝马斯的建议 , 依照在国

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两方都参与其间的区域的模式进行思考。

罗威廉讨论的那些商人组织显然既反映了商人的力量又体现了国

家控制。单纯从社会组织或国家权能出发 , 都无法领会其内涵。

为了确切把握这一居间区域而又避免在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

域概念时出现误用与混淆 , 我想建议使用“第三领域” ( third

realm) 一词。它是价值中立的范畴 , 可帮我们摆脱哈贝马斯资

产者公共领域那种充满价值意义的目的论。比起哈贝马斯的公共

领域概念 , 它也可更为清晰地界分出一种理论上区别于国家与社

会的第三区域。

这样一种概念还可以阻止把第三区域化约到国家或社会范围

的倾向。我们将首先承认国家与社会两者在同时影响着第三区

域。据此 , 我们可以讨论国家或者社会或者两者一起对第三区域

的影响 , 但却不会造成这一区域会消融到国家里或社会里或同时

消融到国家与社会里的错觉。我们将把第三领域看做具有超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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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

这里可以借用父母对幼儿的影响来做一类比。倘若我们只是

从父母影响的角度讨论幼儿 , 我们就容易在双亲谁影响更大的简

单化论断上纠缠。这时 , 我们已忽略了真正重要的问题 : 即那一

孩童自身内部的成长与变化。

用这样一种第三领域的架构来看魏斐德与罗威廉的争论 , 即

便我们不接受罗氏有关一种自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在浮

现的论断 , 我们也能够保留他观点中的真知灼见。可以肯定地

说 , 罗威廉 ( 以及兰金与斯特朗 ) 正确地指出了某种新的长期趋

向 , 尽管这种趋向不能等同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运用第三领

域的概念 , 我们就能依据此一第三领域的扩展与制度化来讨论那

些变化趋向 , 而不再会陷入国家与社会的简单化对立。我们甚至

能论说第三区域诸部分的国家化或社会化 ( 采用哈贝马斯分析公

共领域结构性变化时的启示 ) , 而不会把此一领域消融到国家或

社会里。

倘若扫视一下清代、民国与当代中国 , 就应明了在中国的社

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第三领域。这一领域在清代比较具

体特殊 , 并且是半正式的 , 但在 20 世纪则日趋制度化 , 其公共

职能的范围也在与日俱增 , 稳步扩展。下面我将转而讨论自清代

至今这一第三领域及其变迁的一些实例。

中华帝国晚期的第三领域

司法体系

我是从自己目前有关中国法律的研究里产生第三领域的观念

的。在进行此项研究中 , 我竭力主张用三分的概念考察清代司法

体系 : 即带有成文法典和官家法庭的正式司法体制 , 由通过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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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调解解决争端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性做法构成的非正式司法

体系 , 以及在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人们对前两块相对比较熟

悉 , 第三块却基本上一直被忽视。

我在别处指出过 , 在三个县 ( 直隶的宝坻、四川的巴县与台

湾的淡水—新竹 ) 的自 1760 年代至清末的 628 件民事案件中 ,

只有 221 宗一直闹到正式开庭 , 由地方官吏裁决 , 剩下的几乎全

都在提出诉讼后未闹到正式开庭 , 就在诉讼中途了结了。其中大

多数都是经由正式司法体制与非正式司法体制的交互作用而在中

途获得了解决。

实现此种解决的机制是在地方官吏意见与社区/ 宗族调解之

间的一种半制度化的交流。诉讼一旦提出 , 一般都会促使社区/

宗族加紧调解的工作。同时 , 地方官吏依常规会对当事人提出的

每一诉讼 , 反诉与请求做出某种评断“批词”。这些评断意见被

公布、宣读、或者告知当事人 , 从而在寻求和解的协商中很有影

响。反过来 , 地方官吏也并不愿意事态弄到开庭判案 , 故而对已

达成的和解办法一般都予以接受。

经此途径形成的和解办法既不应当被等同于正式法庭的裁

决 , 也不应当被等同于非正式的社会/ 宗族调解 , 因为他们将正

式与非正式的两种司法体制都包括到一种谈判协商的关系之中。

地方官吏的审案意见一般是遵从成文法典中制定法的指导 , 而民

间调解者则主要关心如何讲和与相互让步。这两方的相互作用甚

至在清代就已实现了部分制度化 , 构成了司法体系中第三领域的

重要部分①。

县级以下的行政

地方行政也存在同样的模式。清廷的正式行政管理只到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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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止 , 对于县级以下的公共行动 , 国家的典型做法是依靠不领

俸禄的准官吏 ( semiofficials )。无论是乡镇一级的“乡保”① 还

是村一级的“牌长”, 这些县级以下行政职位的任命 , 原则上都

是由社区举荐 , 再由政府认可。理所当然 , 这些职位就立足于国

家与社会之间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正是依靠这些第三领域准官吏的帮助 , 正式国家机构才能扩

展其控制范围 , 渗透进社会的基层。这些官吏的一般职能包括收

税、司法执行及维持公共安全。在特定的情形中 , 他们还协调各

种公益事业活动 , 如治水、赈灾和地方保卫等。他们帮助将国家

与社会联接在一起。

处身现代社会 , 我们已对具有强大基础结构控制力 ( infras-

tructure reach ) 的国家习以为常。与国家机构的俸禄官吏直接打

交道 , 也已被视为正常之事。但是清代的情况却并不如此 , 当时

国家的基础结构范围还比较有限。对生活于基层的大多数人来

说 , 与国家的接触主要只发生在第三领域。

士绅的公共功能

治水、赈灾或治安等地方公益事务典型地发生在第三领域 ,

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参与下进行的。从国家这边看 , 它没有独自从

事这类活动所必需的基础结构 , 因而县衙门通常就向社区显要求

助。另一方面 , 从士绅方面讲 , 他们又没有能实施大规模公共活

动的民间组织 , 从而国家的领导与介入就是必不可少的。

在自然灾荒与社会动荡加剧的王朝衰败时期 , 对这类公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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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乡保”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称呼 : 在 18 世纪的四川巴县叫“乡约”, 在 19 世

纪的宝坻叫“乡约地保” (或简称“乡保”) , 在 19 世纪台湾的淡水—新竹叫

“总理”。“乡保” 是 《大清律例》 里使用的概称。在 19 世纪的宝坻 , 他们平

均要负责约 20 个村庄的事务 , 规模接近当代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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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需要随之增加。某些时候 , 国家极其衰弱 , 无力提供领导 ,

士绅便会完全接管有关事务。更为常见的是 , 国家权力衰败主要

限于中央权力而非地方权力 , 此时 , 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就会共

同承担日益繁多的公共活动。因而 , 不能依照公共领域与市民社

会模式的导向 , 以为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都意味着某种独立

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为了使本文运用的区域概念更为清晰 , 可以把中华帝国晚期

的社会—政治体系设想为一个由大小不同的三块构成的垛子。顶

部小块是国家的正式机构 , 底部大块是社会。两者之间的是大小

居中的第三块 , 这就是清代司法第三领域的运作之处 , 便是诸如

乡镇的乡保与村庄牌长等县级以下行政职位的立足之处 , 也是国

家官吏与士绅领袖合作进行公益活动的地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探究这一第三领域的其他各种面相 , 探究其间的种种权力关系、

运作样式和组织形式。

第三领域及其新的变迁

上文勾勒的第三领域在晚清与民国时期经历了重大变化。罗

威廉与兰金以为构成一种新的公共领域的若干现象实际上并不新

奇。它们不过是第三领域公共职能在王朝衰败时期固有的周期性

扩展的组成内容。只有与晚清及 20 世纪特有的新现象结为一体

的那些变化才是真的新事物。

近代的社会整合、国家政权建设与第三领域

清代社会整合方面的新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商业最为活跃

的地区 , 新的城镇开始涌现。与这些城镇一起涌现的还有各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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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群体 , 尤其是商人团体。城镇的社会整合水平也比村落零

散的乡村所可能达到的要更高。在这样的环境里 , 商人团体常常

与国家合作从事各种公共活动 , 诸如公用事业建设、维持救济组

织、调解争端等等。随着清末 10 年新型商会的兴起 , 这种趋势

达到了巅峰。更有甚者 , 正如兰金所强调的 , 由于王朝衰败与列

强环伺的刺激 , 晚清与民国时期的精英动员起来进行公共活动和

关心救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伴同上述社会整合的诸种趋

势 , 许多新制度如地方议会、自治社团等也纷纷浮现。

时至清末 , “近代国家政权建设” ( modern statemaking ) 这

一长期走势亦已有了端倪。早先 , 国家只关心税收、治安与司法

之类事务 , 正式的官僚机构至县衙门一级就到了头。在平定太平

天国之后的重建时期 , 政府开始设立常规官职以从事专属第三领

域的诸种公共活动 , 如土地开恳、水利建设等。随清末 10 年

“新政”的实施 , 政府进而开始承担一系列近代型活动 , 如建立

新式警察 , 开办西式学堂 , 设立近代法庭 , 乃至创办各种专事农

业改良、商业兴办、新式交通和实业发展的机构。与此同时 , 正

式 ( 俸禄 ) 官僚体制在民国时期也开始扩展到县级以下 , 伸展到

了区一级。

晚清与民国时期近代社会整合与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过

程虽然与西方相比可能尚属有限 , 但已导致国家与社会两方面的

相互渗透加剧 , 并使第三领域的活动日渐增多。其中既有治水、

修路、救济、办学堂、调解争端等传统的公共活动 , 也有由绅商

精英尤其是有改革意向的成员所进行的新型活动。

随着这些变化 , 第三领域的制度化也在加强。从半正式的负

责公共工程的“局”到“自治”组织 , 各种新兴制度都成了绅商

精英从事活动的凭借。诚然 , 有些新制度体现了充分官僚化 ( 或

曰国家化 ) 的步骤 , 构成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的一部分。另一

些制度则体现了彻底社会化 ( 或用罗威廉的话说 ,“私人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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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 构成近代社会整合过程的一部分。但是 , 大多数新制度显

示的却是国家与社会在两者之间的第三区域持续的共同作用。

新型商会是国家与社会同时卷入到第三领域新制度里的范

例。这些组织由商人组成 , 但它们是因国家政策的倡导 ( 1904

年 ) 而成立的 , 并且是按政府的方针进行运作的。商会的出现既

反映了国家在如何看待商业问题方面经历了长期变化后对商业做

出的正式肯定 , 也反映了商人群体在规模和实力上的增强 , 这种

现象在大型商业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新型商会与地方政府

机构密切合作 , 在范围广泛的行政、半行政和非行政事务方面确

立起了制度化的权威。这些事务包括维持城市公益事业、创立治

安队伍、调解争端及有组织地代表商人利益。单纯参照国家或社

会是无法把握商会的意义的①。

地方化的第三领域

正如兰金所指出的 , 在清末民初的脉络里 , 所谓绅商公共活

动的第三领域主要是在地方和乡村层面上运作的 , 而不是在国家

与城市层面上运作的。这种使中国的情况与主要属国家性与城市

性现象的哈贝马斯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迥然不同。我们不应仍在公

共领域的名目下将中国与欧洲混为一谈 , 而需要去努力说明两者

之间的差异。

在我看来 , 近现代欧洲的民主是从高度的近代社会整合与高

度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产生的 ( 尽管哈贝马斯在其资产者公共

领域模式里实际只讨论了前者 )。从社会整合为一种全国性公众

(a national public) 和国家经由现代科层机构而扩展的两重过程

里 , 民主才浮现出来。在这种脉络里 , 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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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地方层面相互渗透 , 而且在国家层面上亦相互渗透。为民主

成长确立了根本背景的正是这两方之间的相对平衡甚或是社会发

展的实力超过国家政权建构。

然而 ,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 , 全国性的社会整合与现代国家政

权建设却未能进展到同样的水平。向现代城市工业社会的全面转

型没有实现 , 有的只是一种农业经济和自然村落社会的内卷化延

续。社会整合的进展主要限于局部的县、乡与村 , 而不是在全国

性层面上。中央政权在衰败、军阀武夫在崛起 , 近代西方式专制

与民族国家却未见兴起。在此一脉络里 , 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

重迭与合作就主要限于地方与乡村层面。

但是 , 对于 20 世纪中国地方性和乡村性的第三领域来说 ,

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使之与先前的第三领域有了重大差别。在像长

江三角洲这样的发达地区 , 扩展的现代型的公共活动已成为风

气。这种活动通常由官方与精英共同进行 , 并且常常是依托着新

兴的制度化形式。由此 , 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的合作既在扩

展 , 又获得制度化。

确实 , 诸如商会或自治社团这样的新制度形式为型塑国家与

社会间新的权力关系开拓出了许多可能性。地方商会的商人群体

或自治社团的士绅相对于国家的日益自主 , 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但国家控制的巨大强化却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民国时期成为现实

的一切而言 , 我觉得比起社会自主性的增长或官僚制控制的加

强 , 社会与国家两方在第三区域里的持续合作更加引人注目。

当代中国的第三领域

如果就清代与民国而言 , 用社会自主与国家权力的理想型对

立来描绘中国是一种误导 , 那么对于国家权力比先前任何时候都

更具有渗透性和覆盖性的当代中国 , 这就更会引人误入歧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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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整合与国家政权建构两过程的并行来衡量 , 共产党革命导

致国家政权建构剧烈加速与推展 , 使得两方面的关系更不平衡。

虽然整个社会组织的范围急剧缩小 , 但正式国家机构的规模却成

倍增大 , 其结果若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说 , 便可称为是传统第三领

域大幅度的国家化。

更有甚者 , 除了正式国家机构的控制范围在扩大外 , 党治国

家体制还把第三领域的剩余部分大片地彻底制度化 , 以尽量扩大

其影响力。党治国家体制不再拘从国家与社会在具体事宜上合作

的做法 , 而是创立了这种合作必须在其中进行的若干制度框架。

其目的就是确保国家即使在它承认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那些区

域里也有影响力。

民事审判体系依然是一个好例子。在后革命时期里 , 正式法

庭的职能范围大幅度扩展 , 它们不仅承担审理案件之责 , 而且要

负责纠纷调解。清代法庭很少诉诸调解。地方官吏在正式开庭

时 , 几乎总是依据法律进行有倾向性的裁决 ( Huang , 1996;

1998 )。调解不是在清代正式司法体系里 , 而是在非正式体系和

第三领域里进行的。但是 , 民国法院除了有负责司法审判的部门

外还创设了调解部门 , 开始承担调解之责。在后革命的法院 , 这

种趋势更加增强 , 调解成了法院主要的常规工作。

此外 , 后革命的国家还竭力把社区/ 宗族调解制度化 , 以扩

展自己的影响力。过去的调解者是因事而定 , 此时的政府却要求

专设官员负责调解事务 , 并由社区干部组成的半正式的调解委员

会配合其工作。这种农村调解组织构成了中国司法中一种新型的

第三领域。这种第三领域虽然已经制度化 , 但既不完全属于正式

政府 , 也不完全属于民间社会 , 依其结构 , 它同时包括了两方面

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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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时期

在农村行政与组织方面 , 也存在着国家进入第三领域以及将

该领域制度化的同样模式。国家正式科层机构的扩展已超过民国

最基层的区 , 下到了公社 ( 镇、乡 ) 一级 , 并且还通过党组织进

而达到大队 ( 行政村 ) 一级。与此同时 , 政府又创设出采取农村

集体形式的一种新型第三领域。

从经济上看 , 这些集体当然与国家单位不同。它们在理论上

属于集体所有 , 而非国家所有 ( 称为“全民”所有 ) 。其净产品

在国家税收与征购之后即为集体成员所共同拥有。这样 , 其成员

的收入就直接取决于其所属的个别集体 , 而与国家工资水平无

关 , 也与国营单位的工人情况不同。

在政治方面 , 这些集体被认为既非官僚国家的组成部分 , 亦

非民间的组成部分 ,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事物。它们的行政管理

与国家机关不同。在公社一级 , 它们由通常属上级任命的国家干

部和自集体内部选拔出的集体干部共同实施管理。在大队一级 ,

尽管存在党支部及其党支部书记的领导 , 但它们却完全是由集体

干部自己管理的。最后 , 在最基层的生产队一级 , 则由往往连党

员也不是的集体干部负责管理。

当然 , 在这些集体的实际管理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并不平等。一种极端情况是集体干部常常只能照国家干部传

达下来的指示行事 ; 在另一极端 , 占据着公社中下级职位及

大队和生产队全部职位的集体干部 , 能压服国家干部 , 使之

屈从自己的固有利益和行事方式。实际情形一般是在这两种

极端之间。

国家与集体的实际关系决不是极权主义模式的简单翻版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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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道德经济” ( moral economy) 模式① 那种简单的国家对村

落式的体现。应当将其理解为发生在后革命的第三领域的新制度

内部的一种需要国家与民间同时卷入的过程。

改革时期

如果说集体时期发生的主要是第三领域的国家化 , 那么在自

70 年代末发端的改革时期 , 这一领域经历的是大幅度的社会化

(再次借用哈贝马斯有益的术语 ) 与“去国家化” ( de-state-ifica-

tion) 。第三领域的那些制度形式现在事实上只到生产大队一级

还存在。生产小队的制度已经所剩无几。与此同时 , 由于“指导

性计划”取代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 乡 (公社 ) 与村 (大队 )

管理的自主性远比先前要大。而就乡级管理本身而言 , 居中下层

职位的集体干部对于国家任命的上司也获得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的

余地。最重要的或许还是乡村企业那些新型的颇有实力的经理 ,

他们大多依“责任制”方式行事 , 对乡村领导承诺达到某种产量

与收入定额 , 但却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力。一般而言 , 较大的乡村

企业的经理在其与乡村领导的交道中具有强劲的讨价还价实力。

当然 , 这些新现象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什么“社区民主”

(community democracy )。选举基本上流于形式 , 选出的机构也

大多没有实权 , 所谓政企分开也同样只是说说而已②。然而 , 应

972

①

② �其设想是乡镇领导好比董事会 , 乡镇“公司”的头头好比经理。农村干部毫

不讳言地承认 , “工业公司” ( 或“副业公司”、“农业公司”) 的“经理”事

实上形同乡长的助理。 �

这些集体单位已被 20 世纪的国家政权建构与社区整合彻底改变了。不能以

斯科特式“道德经济”模式的方法去构画某种竭力抗拒国家吞并的先已存在

的“传统村落”。今日的村镇与革命前的村镇已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它们既

涉及国家又涉及社区 , 既有农业又有工业 , 既有农民又有工人 , 并且还有高

度精致与制度化的行政体制。

 中国的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当明确的是 , 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基层实体的行政领导视为国家官

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基层领域层面上 , 上级任命的外来的

国家干部与受强大的乡里关系网约束的集体干部之间的交互作用

是题中必有之义。最好是将其理解为既非纯粹国家的又非纯粹社

会的 , 而是两方在居间的第三领域里生发出的结果。

乡村共同体的经济情况正如其社会政治情况一样 , 不能简单

地依照国家计划经济或非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格局来把握。它们体

现的是两种因素的混合 , 其中既有国家指导性计划的影响 , 又有

半自主的按市场导向谋求利润的作用。它们不是国营的“第一类

经济”, 亦不是私营的“第二类经济” ( 或“非正式经济”) , 而是

属于区别于上述两种经济的第三类经济。乡村企业受到的是国家

控制 ( 如限制其经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以及监督其对社区

福利尽赞助义务 ) 与市场激励的双重影响。

私人社会与第三领域

当然 , 改革时期还有私人社会与私人经济之领域的巨大扩

展。国家控制的放松给公民个人带来了较多的自由。经济的市场

化导致从小型家族公司到较大企业的各种私有产业的兴起。此

外 , 宽松化与市场化还给解放思想创造了必要的空间。不难理

解 , 这一系列现象合在一起 , 会让人联想起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

模式所构造的那种结社团体———这些模式于是便极大地影响了近

年西方的中国研究。

更有甚者 , 那种在苏联东欧已发生过的事情也可能在中国重

演。共产主义党治国家体制的内部崩溃可能会促成私人领域的急

剧扩张。而这样一种事态变化又会引发民主趋势 , 最终产生相似

于西方经验的状态。这种种可能性使得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模式

似乎更为合用 , 对学者也更有吸引力。

然而 , 一旦我们不再忙于推测可能会发生什么 , 转而看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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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生的一切 , 就会发现私人领域与第三领域比起来就大为逊色

了。在改革头一个 10 年的末期即 1989 年 , 私人经济的产量仅占

中国 工业总 产量 的 4 . 8% , 而集 体性 质的 第三 类经 济占 了

35 .69% ①。不受国家控制的民间组织在数量与影响上仍然相当

有限 , 1989 年下半年以后就更是如此。相形之下 , 第三领域却

有巨大进展 , 其部分原因在于国家认为集体性的村镇不会对社会

主义和党的统治构成什么根本威胁。

由于国家对垂直控制的放松 , 政府官员与集体单位的企业家

和干部之间的协商有了更大的余地。与此同时 , 集体单位的经济

实力又因乡村工业化而迅猛增长。随着不同地区的乡村领导和乡

村企业家在市场里形成契约性关系 , 这些单位之间某种程度的横

向整合也在显现。

从一定程度上讲 , 城市工作单位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些

单位也具备乡村集体所有的一些基本特性 : 密切的社区联系 , 相

对稳定的劳动队伍 ( 即便不像乡村共同体那样居住在一起 ) 乃至

共有“财产”。其行政领导一般也是既包括上级任命的外来国家

干部也包括单位本身产生的领导人。这些单位也包含一种国家与

社会间的制度化的交互作用。随着国家控制的放松 , 国家干部与

单位领导之间的协商余地也在扩大。最后 , 单位之间也在日益形

成新的契约性关系。

只要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进行改革 , 那么上文概述的第三领域

的变化在我看来就可能比那些关于针对国家的私人社会自主性的

任何追求或主张更为重要。我们已经由于二元对立概念的诱导而

182

① �如果加上中外合资 , 公私合资及集体与私人合资的各种企业 , “私营”部分

的产量便为 8 . 25 % , 国营部分则占 56 . 06 %。集体部分 ( 主要为依照与乡镇

领导达成的责任制协议而行事的乡镇企业 ) 在 10 年之内产量惊人地增长 5

倍 , 每年的增长率超过 20 %。中国经济总体在这 10 年里令人印象极深地每

年增长 9 . 5 % , 正是集体经济而非其他经济部分对此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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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一种可能性给予了过多的注意。然而 , 在一个为党治国家体

制长期和彻底统治过的社会里 , 指望如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模式

所构画的那种真正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组织会在一夜之间就兴旺发

达 , 是脱离实际的 , 除非国家体制自身从内部突然解体。或许未

来政治变革的希望应当是在第三领域 , 而不是在仍被严厉限制着

的私人领域。

制度化的第三领域

问题应已清楚 , 产生当代中国乡村集体与城市工作单位的那

些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与构成哈贝马斯模式之基础的变迁过程大相

径庭。这里没有趋向一种全国性公众的逐步整合 , 只有国家将社

会强行组织为分散的公社/ 大队和工作单位。但正是这同一过程

又赋予这些实体以强大的物质基础与高度发达的行政机构。农村

户口登记政策 (自 1958 年推行 ) 与城市工作单位实际的终身雇

佣政策也使这些单位的人员组成格外稳定。结果便导致了众多内

部联系高度紧密但彼此联系却松散的实体。

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 , 这些实体的行政领导便成了居

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一种关键地带。正是在这一地

带 , 国家联合社会进行超出正式官僚机构能力的公共活动 , 也是

在这一地带 , 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逐渐衍生。这里是更具

协商性而非命令性的新型权力关系的发源地。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为止 , 这类行政领导的制度化历史几

乎已达 40 年之久。他们拥有物质的基础以及自然的和组织的结

构 , 从而演化出既区别于国家机构也区别于私人社团的权力关系

及其自身的运作逻辑。要想理解这些实体及其历史背景 , 我们需

要破除将国家与社会做简单二元对立的旧思维定式。与公共领域

/ 市民社会模式的图式相反 , 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变迁从未真地

来自对针对国家的社会自主性的持久追求 , 而是来自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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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领域中的关系的作用。此一领域的内容与逻辑并不是从西

方经验中抽取的理想构造所能涵括的 , 它迫切地要求着我们予以

创造性的关注与研究。

(程农译 , 邓正来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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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

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杨念群

一  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 “世界观念”与

国内史学的关系

  如果从源流上考察 , 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传统“汉

学”的境况下诞生的①。概而言之 , 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

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

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 , 如门多萨的 《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

的 《中国札记》 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②。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的

“想像式建构”③ , 甚至影响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舆论导向 , 如伏

982

①

②

③ �Benedict Ander son , Im agined Com muni ties: Ref lect 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 read of Nat ional is m , pp . 1～9 , Verso , New York , 1983 . �

侯且岸 : 《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 第 19～30 页 ,

人民出版社 , 1995。 �

周勤 : 《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 〈世界汉学〉 创刊访杜维明教授》, 《世

界汉学》 创刊号 ,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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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泰在 《风俗论》 中就声称哲学家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

和物质的世界”, 从而借此对抗西方的宗教势力①。按萨义德的

说法 , 中国作为想像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②。只不过这种

想像带有迷幻的赞美色彩。

19 世纪以后 ,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 , 西方现

代化的普世逻辑逐渐支配了西方汉学界 , 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

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③ , 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

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像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所以史景

迁认为 , 对中国的“他性”的塑造 , 与西方的现实境遇有关④。

而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中国研究” ( Chinese

Studies) 却与古典汉学研究 ( The Classical Sinology) 的分析路径

大相径庭。总体而论 , 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

下的“地区研究” ( The Regional Studies )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带

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特点可以从费正

092

①

②

③

④ �史景迁 ( Jonath an Spen ce ) 曾经指出 :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文化矛盾 : 四百

年来 , 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像 , 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 ,

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因此 , 在西方思想世界里 , 对中

国的认识“想像往往比知识更重要”, “想像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

( 史景迁 :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第 16～17 页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7 ) �

黑格尔说得非常明确 :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 , 但是因为

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 , 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 ,

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

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 , 而只是预期着 , 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 , 然后才能

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 黑格尔 : 《历史哲学》, 王造时译 , 第 23 页 , 上

海书店出版社 , 1999 ) �

爱德华·萨 义德 : 《东方学·导 论》, 王宇根 译 , 第 1～ 37 页 , 三 联书 店 ,

1999。 �

关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明态度的转变 , 可参阅许明龙 《十八世纪欧洲“中

国热”退潮原因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 年春季卷 , 第 159～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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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研究框架中体味出来 , 费正清的名著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

交》, 基本上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

通过探讨鸦片战争后 12 年内通商口岸条约制度的演变过程和上

海外国税务司的形成 , 暗示中国朝贡制度在现代国际网络中的衰

落命运。在另一本著作 《美国与中国》 中 , 费正清亦直接使用对

立的两个概念 :“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 通过分析两者的关

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

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 , 甚至人道主义传统

等方面 , 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 , 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

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 , 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

换言之 , 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

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是对传统结

构的冲击①。如后人所论 , 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带有较

为明显的“官方史” (Official History) 的色彩 , 由于其刻意强调

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 , 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

征 , 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 , 从中看

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 , 费正清被麦卡锡主义者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 , 但费

氏的观点仍是美国透视中国历史 , 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依据。

20 世纪 60 年代初 , 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

对策性思维定势的迹象 , 后来崛起的批评者如柯文对费氏的批评

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 一是“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于沿海贸易

的地区 , 而没有把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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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美国与中国》 中 , 费正清把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 划分为受西方影响

前后的两个时期 , 在第一篇中又特意以小标题提示“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

的’社会”。参阅费正清 ( John King Fairb ank ) : 《美国与中国》, 第 28～31

页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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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 从而忽视

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这一批评引发

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 , 其与传统“地区

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 , 而形

成相对独立的对中国历史与传统发展的认识脉络 , 柯文把这种转

向概括为“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 ,

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 , 即强调历史

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 , 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

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 , 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因为美国中国学

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 就是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

自身所关切的问题 : 如鸦片战争、太平军、中外贸易、传教事

业、日本侵略。而晚清以来发生的许多关于改革的言论采取的是

处理内部事物的方法 , 与西方的刺激无关 , 比如“清议”就被看

做是儒学内部的一场争论。这些现象的发生有可能仅仅是中国历

史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近代表现。柯文强调说 , 选择历史事

实的意义时取决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 , 这又取决于我们关注时

代演变的主观角度 , 其言外之意是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聚集的观

点 , 强调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 , 否认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

共性 , 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①。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

导向明显受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殖民地独立时期疏离西方政治

控制的背景影响 , 认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阐释非西方文化历史之

真正意义的前提条件。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刻意观照中

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 , 60 年代以后 , 除个别学者如

施坚雅尚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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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文 :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林同奇译 , 中华书

局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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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学逐步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与美国中国

学界的阐释取向相比较 , 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图景的

解释 , 从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 , 也逐步转向了强调

外力因素作用的轨道。20 世纪初 , 梁启超在 《新史学》 中首次

提出“国民史”的概念 , 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应是激发国民

意识的工具。梁氏观点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国历史首次置入世

界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加以重新定位 , 他首次承认 , 中国历史

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流程的组成部分 , 而不是独立自足的文

化实体 , 同时也承认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文化秩序意义上的

朝代循环和复古式的人类退化过程的分析 , 而是与世界其他文

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一种具体表现 , 然而梁启超心目

中的中国历史一旦从一种“地方时间”被纳入“世界时间”的

流程 , 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 , 就是需要重新认定中国历

史发展是否具有独特性 , 如果有 , 那么又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总

体趋势相协调和衔接。①

到了 30 年代 , 对中国史的解释继续被纳入到“世界时间”

的进程之中 , 而且更加明确地带有线性进化观的取向 , 即历史的

发展过程应有一个终极目标 , 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阐释由于与这

个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 , 因此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必须以此目标为

最终指向。同样 , 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 也不应该具

有自身的例外性 , 不应该做出独立的解释 , 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

间进程的印证 , 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 , 著名的中

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提出 , 就突出表现了中国历史学家对线性

进化史观的执着信仰。

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 , 中国历史学界集中讨论的近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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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梁启超在 《新史学》 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 , 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

朝廷不知有国家”。 (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第 242 页 , 岳麓书社 ,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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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的提出 , 都特别强调

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作用 , 当然 , 另一重

要的历史纬度即国内阶级矛盾的酝酿和激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 ,

也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条主线 , 但这条线索同样是在第一条线

索不断刺激下发生的 , 也就是说仍比较强调外力的作用。所以我

个人以为 ,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与费正清的

“冲击—回应”模式有一体两面的效果 , 即都比较强调西方力量

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 , 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有所不同。费正清基于美国的战略思维 , 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

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 , 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依据何

在 , 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

解 , 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

索 , 似乎比费氏的解释多了一些复杂性 , 也显得具有更多的合理

性 , 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 ,

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 , 讨论也以此为核心

加以展开 , 所以其基本模式与“冲击—回应”说有相似的地方 ,

只不过费氏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利的一面 , 而革命

史框架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结构破坏性的一面 , 但两者都没

有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 , 而是基本上把它视

为负面的因素加以抨击。

80 年代以来 ,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入 , 围绕革

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纬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

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 , 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 , 逐渐

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 , 原来属于外力侵略的一些历史内容 , 由

于现代化国策的调整 , 其部分措施逐步获得了较为正面的肯定 ,

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 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

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 , 又如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随着对现

代化运动评价标准的改变 , 对其基本的评价也有从反帝运动转

492

中国研究的 范式问题讨论



向封建愚昧运动的迹象。在这一阶段中 , 我们看到 , 对现代化

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 , 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

治史的解释 , 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 中国

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

理性关系的论证 , 这表现在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变化

上。80 年代中期 , 受到“文化热”流行趋势的影响 , 文化史、

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勃兴的景象 , 从表面上观察 , 这一转向主要

是针对以往事件史、政治史所奉行的“宏大叙事”原则忽视日

常生活历史细节而发生的纠偏运动 , 其中也表现出向地区史靠

拢的若干倾向 , 但细究其意 , 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

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 , 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

“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 , 强调的是中国传统

和社会因素在西方世界控制之外的独特意义和活力性质 , 特别

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

社会史研究 , 特别是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 主要还是政治史、

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如前所论 , 80 年代对文化的反思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国策的

一个直接结果 , 而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浓缩了近百年对中国内

部变革与西方之关系的基本思路 , 这个思路早在 20 世纪初就由

梁启超提出来了 , 即认为自外力渗透呈不可遏制的趋向以后 ,

中国社会就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递次变化的过程 , 从

此以后 , 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采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

度①。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 , 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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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 世纪 60 年代初 , 一些中国学者仍沿袭着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

必须实施三个步骤的观点 , 如金耀基在 《从传统到现代》 一书中仍指出现代

化仍需经过 : (一 ) 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 ; ( 二 ) 制度层次的现代化 ; ( 三 )

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 (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 第 131～134 页 ,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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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 , 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

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 , 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

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

个地区性注脚 , 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

架。其主要症结在于 , 国内史学界尚缺乏对现代性问题复杂程

度进行深刻认识的理论准备 , 而仅仅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

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扫荡的必然步骤 , 从而看不到传统

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的活力。其实早有学者指

出 :“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现代化主要是

指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发展模式和扩散的实践过程 , 主要

是指功能制度意义上的建构 , 而“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对于

时间进化的态度①。因此 , 对现代化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的论证 ,

和对现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 , 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 不

能混为一谈 , 也不能相互取代。而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 , 仅仅

在政治史的意义上 , 即主要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纯粹政治角

度来理解现代化的负面含义 , 或者像现在那样仅仅对现代化的

过程简单加以认同 , 这都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本土

的处境进行合理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 : “现代

性”就像一把双刃剑 , 因此必须尝试创立一种对现代生活双刃

性的制度分析法②。我想是否我们历史学界也应该想办法寻找到

一种对历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双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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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兰·罗伯森 : 《全球化 :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梁光严译 , 第 200 页 , 上

海人民出版社 , 2000 ; 又参阅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

大纲》, 第 31～59 页 , 三联书店 , 1998。 �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典型阐述 , 可以参阅福柯 《什么是启蒙 ?》, 载汪晖、

陈燕谷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 第 422～442 页 , 三联书店 , 1998 ; 相关的评

论可以参见汪晖 《现代性答问》, 载 《死火重温》, 第 3～40 页 , 人民出版

社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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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

  “概念化”倾向

  如果从历史源流的总体特征上考察 , 美国中国学思潮给人的

感觉是代际转换频繁迅速 , 核心命题新意叠出 , 理论阐释的前沿

特征明显 , 这种潮起潮落的变异性似乎给人以趋新时髦的印象。

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点原因 : 其一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的诞生与发展

始终建立在美国与其他文明不断变化的复杂现实关系基础之上 ,

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的状态 , 历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现实关怀

的投影 , 这与古典汉学有所不同。其二是美国中国学诞生之初就

与各种社会科学的思潮发生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 几乎每一次命题

的转换都与社会理论前沿错综复杂的变化有关 , 这些研究中国史

的学者发觉仅仅使用传统历史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地使历史变成

观照现实的工具 , 也无力使之具备现实的反省能力 , 而必须与其

他社会科学的方法频繁进行追踪式交叉 , 才能不断延伸历史解释

的敏感度。费正清早年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时就请当时的社会

学家如帕森斯等人参与研讨班的授课①。由此奠定了这种开放多

元的风格和基调。

从表面上看 , 美国中国学的演进呈现出过于强烈的“社会科

学化”的色彩 , 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几乎成了代际转换的

明显标志 , 比如“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

“过密化理论” (内卷化 )、“市民社会理论” ( 公共领域 )、“权力

的文化网络”, 等等 , 似乎总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其实我觉

得这种“概念化”的倾向至少表现出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特征 :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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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金保 : 《中国大师费正清》, 《世界汉学》 创刊号 ; 陶文钊 : 《费正清与美国

的中国学》, 《历史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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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 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 , 进

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 , 同时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

了讨论的前提 , 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有大有小。比如柯文

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 , 从

整体意义上开始把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向人类

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实施转换 , 也就是说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

中国历史的方式 , 所以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作用。以后许

多命题的提出 , 如黄宗智对江南经济区域“过密化”现象的概

括 , 其实就是“地区史”研究方法的具体展开和深化 , 只是这种

地区史研究显然已不同于费正清时代的所谓“地区研究” ( the

regional studies) 的冷战思维 , 和近代化的直线演进的乐观态度 ,

而是充满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中国中心论”不仅表现为一种

姿态和口号 , 而且是借助各种中层概念的建构不断通过具体的研

究加以深化和推进 , 比如“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借助美国人类

学家格尔茨对印尼稻作农业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 并尝试移用于

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 , 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

争议① , 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

前提 , 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

90 年代初 , 杜赞奇对格尔茨的“过密化”理论重新进行修

正 , 并把它运用到对华北农村基层组织的转型分析中 , 认为中国

农村基层政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威权支配下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造

设计中 , 由于没有协调好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组织构造的相互

关系 , 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效率状态 , 杜赞奇称之为“内卷

化状态”。同时这套理论又受到福柯知识—权力之关联理论的启

发 , 形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基层社会分析框架 , 以此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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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 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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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超越传统的“乡绅社会”的概念模式 , 他假设“文化类型”如

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 , 或者是统

治机器的组成部分 , 或者是反叛者的工具 , 或者二者兼具 , 对文

化符号的争夺和利用成为能否有效控制社会基层的关键。而中国

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没有注意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 , 使之转化为

有效资源 , 而是通过强行嵌入现代制度 , 同时又强力摧毁旧秩序

的方式建立新式的基层组织 , 结果造成基层政权的内卷和效率低

下的状态。杜赞奇对“内卷化”概念的移植和阐释 , 与黄宗智有

明显不同的理论前提 , 即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取向 , 其对华北

农村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争议的焦点①。但这部著作一出版马上被

反复引用 , 而且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概括分析已经渗透到人类学

等其他学科或领域 , 形成了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其二 , 是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

源。我们知道 , 早期费正清的名著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由

于受到马士等传统殖民官吏思维和处理史料眼界的影响 , 主要注

重的是英国外交档案和英文文献② , 同时其搜寻史料的范围也是

与其“冲击—回应”的基本框架相吻合的 , 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

关注于和西方社会相关的领域和问题 , 而“中国中心论”范式的

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 , 却根本改变了史料选择的范围

和特征 , 即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

类 , 地方史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魏斐德的 《大门口的陌生人》 和孔

飞力的早期著作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在史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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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金保 : 《中国大师费正清》, 《世界汉学》 创刊号 ; 陶文钊 : 《费正清与美国

的中国学》, 《历史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

杜 赞奇 :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

版社 , 1996。相关的评论可参阅李猛 《从“士绅” 到“地方精英”》, 载 《中

国书评》 1995 年 5 月号 ; 罗志田 《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 载 《东风与西

风》, 三联书店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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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初现这方面的端倪。

仍以“过密化”理论的应用为例 , 对格尔茨 involu tion 这个

分析概念的有效引入不仅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剧烈

变革 , 而且深化了对华北长江经济史资料类别的再发掘和再解

释 , 即从注重生产关系资料的开掘转向对生产力资料的搜集 , 从

而在新的意义上把经济增长率与人际组织关系的相关讨论导向了

深入。另一种情况是 , 核心概念的转换有可能使同一类或同一种

史料被忽略的侧面凸显出来 , 进而获得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机

会 , 比如杜赞奇在使用“内卷化”一词时 , 与黄宗智使用的均是

满铁资料 , 甚至都是华北 6 个村子如寺北柴村的材料 , 但两者的

偏重有所不同 , 杜赞奇对华北农村基层政权史料的发掘 , 恰恰是

在 involution 的规范本义上进行的 , 也就是说 ,“内卷化”一词的

规范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对史料价值的认定。由此我想到 , 国内史

学界一直在争论“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这两种取向到底

孰优孰劣的问题 , 初看起来 , 这两种取向似乎都各有道理 , 可这

两种取向又都似乎把理论与史料的发现对立起来 , 或者认为史料

的搜寻与理论洞识能力之间没有关系 , 所以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

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 , 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

之 ; 或者认为只凭某种对简化了的宏观理论的认识和把握 , 就可

替代对史料的艰苦开掘的工作 , 结果造成历史研究或流于琐碎 ,

或流于空洞的状况。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 , 问题是枯坐十年 , 穷

搜史料的苯夫式方法只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 , 而不能作为

充分条件 , 而我们恰恰习惯把两者相混淆 , 现在已无人能够否

认 , 历史研究需要天赋和直觉 , 只不过不可滥用 , 需要自设边界

而已。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还形不成一套规范式的方法 , 既摒弃苯

夫式的毫无灵气的僵化思维 , 又能防止天马行空式的对直觉的滥

用 , 在这方面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

示 , 即通过中层理论的概念化积累 , 来规范对史料的解读。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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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它用中层理论的概念转换不断引导着史料搜寻出现新的惊喜发

现 , 另一方面每个中层概念在知识积累方面形成相互衔接的递增

特性 , 使问题的讨论和史料的搜集必须被限定在概念规定的范围

之内 , 这样就防止了对主观直觉的随意滥用。

我们可以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为例

做些分析 , 按照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 , “市民社会”具有相对于

国家的自主性空间 , 市民社会观念大致包含三个要素 : 一是由一

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 , 有别于

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二是这一部分社会在它

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

度 , 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

系。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抑或市民的风范①。从亚当·斯

密、黑格尔、洛克到马克思都对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有着不同

的解释 , 特别是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派代表

性观点 , 即“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这样

不同的解释架构②。然而两者实际都强调在建构国家与家庭之间

的公共空间时 , 市民阶级形成的“私人性质”。在研究市民社会

起源的各种理论流派中 ,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更加明确地把

“公共领域”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

认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与他们利用城市公共空间如咖啡馆、

报纸、自治社团扩大自己的舆论影响有关 , 同时 , 一部分资产阶

级从封建贵族中脱胎出来 , 也主要是依赖公共领域的支持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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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正来 : 《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 《国家与市民社

会》。 �

爱德华·希尔斯 ( Edward Shils ) : 《市民社会的美德》, 邓正来、J . C . 亚历

山大 : 《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个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 第 33 页 , 中央编

译出版社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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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自身的转化①。

哈贝马斯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后 , 其关于“市民社会”和“公

共领域”的观点迅速为美国中国学界所吸收 , 并转化为认识中国

社会转型的工具。比如罗威廉在他著名的有关汉口的研究中 , 就

移植了“公共领域”的解释框架 , 罗威廉发现 , 汉口是在 19 世

纪崛起的新兴城市 , 很晚才确立自身的城市边界 , 所以并不具备

韦伯所说的行政城市的特性 , 同时在汉口的城市人口中移民比例

甚高这一性质 , 也为公共空间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 他认为

汉口商人市民组织的各种机构如商会、救火队等都具有类似西方

公共领域的特征 , 比如行会组织就具有大宪章式的管理职能 , 很

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罗威廉也曾用“精英能动主义”一词来描述

汉口近代市民精神的形成 , 以印证希尔斯所说的“市民的风范”

在中国亦有类似的表现②。

罗威廉的观点曾在美国中国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 也遭到了

魏斐德、黄宗智等人的批评 , 比如魏斐德就认为罗威廉所惊喜发

现的一些标志中国“公共领域”产生的社会组织 , 可能不过是旧

有社会组织运作的翻版 , 同时他所着意最多的自治商人不过是国

家垄断机构的代言人③。当然也有些学者如兰金等也曾对罗氏的

观点表示支持④。平心而论 , 市民社会理论无疑产生于西方 , 其

对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特征的解释 , 经过哈贝马斯著作流传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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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ary Bac kus Rankin :“Some Observat ions on a Chin ese Public Sph ere .” Modern

China , April 1993 . �

魏斐德 :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的思考》, 载 《国家与社会》, 第 371～400 页。 �

William T . Rowe , Hankow : Conf l ict an d Com m uni ty in a Chinese Ci ty ,

1796～ 1895 , Standford U niver sity Press , 1989 . �

哈贝马斯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 , 第 15～25 页 , 学林出版

社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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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而逐步渗透进对中国历史现象的解释中。值得我们深思的

是 , 在这一渗透过程中 , 美国中国学家并不是全盘照搬移植 , 而

是对原有解释概念的适用性做出了修正。如罗威廉在分析汉口城

市结构时就采用了“公共空间” ( public space ) 这个概念而不是

直接挪用哈贝马斯描写西方社会进程的“公共领域” ( public

sphere ) ① , 虽然其改动仅是一词之差 , 却为中国现代城市的功能

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罗威廉的研究尽管受到广泛的争议 , 但其

利用市民社会理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所做出的细密考察 , 无疑

大大拓展了对晚清城市社会组织的认识 , 而恰恰是有些历史现象

的功能作用 , 如果不借用类似“公共领域”的分析方法 , 就无法

审知其与现代国家控制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

与此相比较 , 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

能分析阶段 , 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政治、宗教等互

不相干的几个部分 , 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

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对西方社会理论进行中国化移植的尝试也表

现在思想史研究的探索上 , 例如艾尔曼在研究清初乾隆时期常州

学派的产生原因时 , 着力分析了学派与地方宗族网络的互动关

系 , 这一研究路径结合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

艾尔曼的研究试图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有关“社会资本”

( social capital) 的概念解释 , 布迪厄认为 , 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着

明显的等级划分 , 而其原有进入教育体系之前拥有的“社会资

本”, 往往决定了其在体制中的位置。艾尔曼用“社会资源”

( social source ) 替代“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 , 相对淡化了其

西方解释的色彩 , 同时又把西方社会理论中重视社会现象与思想

303

① �William T . Rowe, Han kow : Con f l ict and Com m unit y in a Chinese Ci ty ,

1796～ 1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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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程的合理内核转化成了自身的分析资源①。

美国中国学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深受文化人类学派别的影

响 , 对中国社会的地方史研究也逐步从民族志式的社区研究方法

逐步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转进 , 所谓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就是试

图从对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上把握社会的变迁轨迹 , 而不是从

传统功能分析的意义上梳理社会结构的转型 , 这是对受传统社会

学影响的“社会史”研究方向的一种修正乃至反动。这一取向在

中国人类学家之中也有突出的表现②。

地区史研究的如此转向同样引起不少争议 , 如周锡瑞曾经对

“文化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强烈地渗透进社会史研究提出了批评 ,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失宠 , 反映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

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 , 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 , 历史研究

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 , 即使在城市研究中 , 一些早

期作品如韩起澜 ( Emily Honig ) 的 《姊妹与陌生人》 和贺萧

(Gail Hershatter) 的 《天津工人》 聚焦于工人阶级 , 并对阶级意

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保持关注。而 90 年代以后

的作品如杜赞奇的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 和贺萧的最近作品

《危险的愉悦》, 恰恰从各种“话语”的聚集中寻求现代性的表

现 , 寻求文本解读中构设的内在逻辑 , 而忽略形成这种逻辑的政

治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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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阅王铭铭 :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三联书店 , 1997。 �

艾尔曼曾经说过 : “布迪厄透过文化资本的累积而再生产社会层级的基本假

说 , 越是未经检验且不加辨别地运用在不同国家的脉络里 , 越无法适当地说

明这种过程在特定文化里的特殊形式。我们能够说清代的中国社会有‘文化

资本’吗 ? 那时还没有‘智慧财产’这个法律概念 , 甚至没有‘经济资本’

的概念。” (艾尔曼 : 《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 : 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 载 《经

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 社 ,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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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同时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 而是同样看到

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弊端 , 他指出 : “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

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 , 无

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 , 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

最好成果 , 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 , 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 , 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

者的力量 , 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

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 ( 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 ) ,

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 , 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

但是 , “文化研究”所导致的主要问题是从强调现实是由社会构

成的观点 , 到强调现实是由文化与符号构成的观点 , 由于受福柯

等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模式的影响 , 突出导致了把变革的动

因归结为对权威话语自身的争夺、控制与实施 , 或者想像出国家

和资本主义中的精英分子操纵了话语权力的运作 , 至于这一过程

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 , 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 , 而其他

却趋于衰亡 , 却没有人乐意去寻求答案。所以 , 单纯建立在话语

—权力架构分析之上的文化史研究 , 无法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

走一条独特历史道路的重要问题①。

文化研究的兴起当然与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话语的

衰落趋向有关 , 美国中国学研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革命研

究 , 如韩丁的 《翻身》 等 , 基本上是在表达与美国政府官方的对

策性研究相对抗的左派立场 , 同时也与中国国内强调为革命实践

的现实主义主题服务的历史研究取向有关 , 两者存在着潜在的呼

应关系。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 , 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后 ,

对革命起源的探索退居幕后 , 各种地方史、文化史的兴起恰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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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锡瑞 : 《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 载 《中国学术》 第 1

辑 , 商务印书馆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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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中国中心观”倡导的基本题旨 , 针对这种状况 , 一些怀念

50 年代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具有新左派倾向的学者如德里克等开

始纷纷呼吁向革命史的传统解释路径复归①。

尽管如此 , 大家似乎仍达成了一种共识 , 文化史研究已经形

成的基本方法和命题是无可回避的 , 完全向传统社会史复归也已

不可能 , 社会史研究即使有趋于复兴的迹象 , 也必须建立在整合

文化史即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 而不是简单地复旧。美国中国学界

形成的地区研究传统 , 其对某一阶层和地域历史形态的细致分

析 , 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研究提供了相当雄厚的阐释资源 ,

特别是使原来属于宏大叙事的革命史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

础。最近译成中文的研究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沈定一经历的著作

《血路》 一书 , 就反映出社会史研究中对革命过程解释的复兴迹

象 , 但这种复苏显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往地区史研究的人类学导

向 , 而是试图把“区域研究”与在革命年代实施广泛社会动员的

背景下超越地域界定的革命者身份角色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

察。萧邦奇分别考察了沈定一在上海、杭州和衙前三个不同场域

中的活动情况 , 用近乎白描的方式叙述了沈定一的革命身份与不

同场域人群活动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 , 力图把对革命时期社会动

员的跨区域解释与个人遭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 把地区史研究与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巧妙地加以结合 , 既体现了“区域研

究”对基层社会微观场景的关注 , 同时又通过作为沈定一活动背

景的三个场景的交错呈现 , 试图跨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对社会变

革运动解释的限制②。因此 , 在这个意义上 , “地区史”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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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萧邦奇 : 《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 ( 玄庐 ) 传奇》,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99。 �

德里克 : 《革命之后的史学 :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中国社会科

学季刊》 1995 年春季号 , 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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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革命史”阐释导向的一个十分必要的中间环节 , 而不是革

命研究的对立物或舍弃的对象。

三  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

历史如何重新书写 ?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中国学出现的一个重要景观还表现在后

现代主义思潮对其方法论阐释的影响方面。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出

发点就是对以往现代化理论中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和终极目标的解

释传统提出反思性批判 , 认为历史的演进序列并没有终点可寻 ,

追溯其起源也没有任何意义 , 所以应把历史过程碎片化 , 并重新

加以拼贴 , 以便击破强加于历史现象之上的各种“本质性”规

定①。福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质疑 , 和对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的

批判 , 在 90 年代初也开始波及美国中国学界。其实早在提出

“中国中心观”的时候 , 柯文就已经开始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

的普适性发生了怀疑 , 他在 70 年代就已经强调 :“个人直接经验

历史的重要性 , 因为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外在的、客

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 , 它首先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

种种经验体会 , 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 , 转化成了史家心中的经验

体会 , 因此 , 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

重建过去 , 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② 在其近著 《历

史三基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中 , 柯文把“义

和团事件”作为历史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意义分离出三个层面分别

加以讨论 , 柯文认为 ,“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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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柯文 :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

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概要评述 , 可参阅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第 4～17 页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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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为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历 ( 包括旱灾与洋人来华、集体降神

附体、谣传以及引起的恐慌和死亡 ) , 以及作为神话叙述的义和

团 (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 [ 五四前 ]、1920 年代反帝国主义时

期、文化大革命时期 ) , 所面临的解读境况是不一样的 , 所以必

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在柯文的眼里 , “义和团运动”不仅

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 而且是一种群体记忆进行文化建构的结

果 , 还有可能是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同的派别对之进行话语构造的

结果①。这与国内学者一贯强调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社会构成与

源流追踪 , 并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的研究途径大为不同 , 体

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后现代”取向。

在文化史研究中 , 艾尔曼也曾经做出把清代历史“碎片化”

的尝试 , 他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的原因时 , 明确否认其

与 19 世纪末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时使用今文经学方法之间存在

着任何渊源关系。他指出 , 那种把常州今文经学视为晚清变法

之先驱和源流的看法 , 恰恰是堕入了现代化论者设计好的圈套 ,

因为现代化的设计者总是把原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事实有意串接

起来 , 构成为社会发展的普世目标做注解的若干阶段和环节 ,

从而形成了人为的历史神话②。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逻辑在美

国中国学界尽管尚处于边缘状态 , 然而近几年以后现代方法研

究历史的著作却频频获奖 , ( 如杜赞奇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

何伟亚的 《怀柔远人》、贺萧的 《危险的愉悦》、刘禾的 《跨语

际实践》 等分别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项 ) 说明后现代思潮的影

响力在不断扩大 , 如果视其为继“市民社会”研究方法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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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艾尔曼 : 《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 : 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 �

柯文 : 《以人类学观点看义和团》, 《二十一世纪》 1998 年 2 月号 ; 又参见其

Paul A . Cohen , History in T 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 vent , E x perience , and

My th , Columbia U niversity Press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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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出现的又一个争议高峰似不为过。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核

心刊物 《现代中国》 ( Modern China ) 就发表了有关何伟亚 《怀

柔远人》 争论及后现代史学方法讨论的专号 , 专号中所收文章

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 , 极端者甚至认为 , 既然无法判断和衡量

历史事实的客观程度和价值 , 那么 , “史学”和“文学”的界限

都有可能趋于模糊①。

另一派则认为 , 后现代思潮置基本史实于不顾的纯粹主观态

度 , 是对学界严谨风气的一大损害了②。尽管争议的风烟至今尚

未消散 , 我们仍应该承认 , 无论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使应用其方

法的中国史研究著作处于怎样的偏师地位 , 但其切入历史的极富

个性的姿态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 而且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也应极

具启示意义 , 但要合理地吸收和评价这种取向和方法 , 至少需要

澄清两个误解 , 其一是认为后现代方法是一种纯任主观 , 完全不

顾历史事实的任意性写作。事实上 , 后现代方法呈现出的取向虽

然拒斥对规律性问题的探究 , 却并非不重视史料的开掘与使用 ,

而是可能恰恰相反 , 更加注重史料的类别化和多元化的选择 , 只

不过他们使用的材料在主流史学界恰恰被忽略了 , 或者是仅仅被

认为具有边缘化的特征而已。这当然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演进的

独特判断有关 , 如福柯在做监狱史、性史和疯癫史的研究中发

现 , 本来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 , 可能恰恰是洞悉探索资本主义权

力机制运作的最核心的资源③。故而使用后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

史的著作 , 虽在史料文本的阅读上时或引起争议 , 但在史料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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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福柯理论的简要评述 , 可以参看阿兰·谢尔登 《求真意志———密歇尔·福

柯的心路历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7; 莫伟民 《主体的命运———福柯哲

学思想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 1996。 �

Joseph W . Esherick :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 Moder n China , April

1998 . �

F rederic Wakeman JR ,“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 Moder n China , April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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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拓展方面 , 其贡献是无庸置疑的 , 如贺萧在研究上海色情

业的著作 《危险的愉悦》 中 , 已把史料的搜索范围延伸到了一直

不为以往史家所注意的导游手册、街头小报和侦讯记录等传统史

料学无法归类的文本上 , 至于解读史料的方法倒是素来就有所争

议 , 完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 似不应成为否认其重视史料多样性

的理由。

其二 , 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摒弃其基

本反思方法和创新意义的借口。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产生似乎有

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脉络和背景 , 是现代化已经实现之后的一

种反省途径 ,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行过程之中 , 而且这种过

程的合理性认证是历史上经过长期奋斗和阵痛才得以确认的一

种结果 , 在这种认识的笼罩下 , 似乎一旦吸取了后现代的论点 ,

就是对这种奋斗结果的一种否定。事实上 , 在历史研究中 , 我

们似应注意把现代化过程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认识

这两个层面区分开来 , 也就是说 , 对现代性多种复杂面相进行

反思 , 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反现代化论者 , 而更有可能是现代

化弊端的忧虑者。就国内史学工作者而言 , 如果仅仅满足于为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相应的描述和论证 , 以为资治之鉴 ,

而忽略了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各种复杂性进行反思 ,

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宜把后现代取向仅仅看做西方社会内部才

有必要做出的反思姿态 , 而应视为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切身相

关的一种方法论选择。

我们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 , 就是认为我们国家正处在现代化

运行的过程之中 , 似不应考虑所谓后现代问题 , 似乎所有有关

“后”现代的问题都是西方国家的专利 , 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无关。

表面上看 , 这种认识具有相当本土化的处境意识 , 实际上仍是不

自觉地以西方历史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作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

尺 , 因为现代化道路是西方社会经过内发型发展演变而成的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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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标准昭示出的表面化的“必然逻辑”, 实际上并不必然应

成为普遍化的标准 , 而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命题。当西方人已经积

极反省现代性的后果时 , 我们自身却还在笼统地以乐观认同现代

化的基本态度 , 取代对现代性复杂历史面相和扩张过程的反思 ,

而很少考虑到现代化作为一种体制和观念进入中国后内化为一种

带有必然性支配色彩的主观选择时 , 是伴随着传统衰竭与消失的

阵痛而取得其霸权地位的 , 现代化意识是一种通过权力加以训练

的结果 , 对这种霸权机制在中国形成的复杂结构视而不见 , 而仅

仅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简单姿态去赞美性地表达对其发展的认同 ,

恐怕不是历史学反思的惟一使命。

80 年代末以来 , 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方法开始较为广泛地进

入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 , 其各种转型方法的争议也成为部分学

者讨论的话题 , 但总的来说 , 中美学者的研究仍处于相互隔阂

的状态 , 国内史学界也并没有通过对话和讨论使美国中国学的

一些有益方法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在我的印象里 ,

只有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

响 , 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积累性前提。美国中国学是在西方内部

对中国进行观察的产物 , 尽管地方史研究兴起后 , 美国学者极

力仿效和逼近中国人的经验感受 , 同时又力求用现代社会理论

的方法来描述这种感受 , 这本身就体现出了相当矛盾的状态 ,

其对西方社会理论概念的移用引起颇多争论 , 也是这种困境的

某种体现。然而我个人的观点是 , 国内史学界尽管在借鉴其基

本思路时需要持审慎的态度 , 但其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尝试把社

会理论“中国化”的实验仍是值得称道的。国内 80 年代以来在

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方面均有可喜的进展 , 特别是在各个具体

领域中 , 课题设计和史料疏理都呈现出多元繁荣的局面 , 可是

给人的总体感觉是 , 在中层理论的建构方面仍形不成具有规范

意义的认识框架 , 采取的基本方法仍局囿在政治史、事件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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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范围 , 比如一些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项目仍围绕着重大

历史事件展开分析 , 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底层 , 只不

过比原来政治叙述多了一些文化和社会的观照面相而已 , 比如

原来研究戊戌变法只关注康有为的政治观 , 那么文化史开始流

行以后 , 往往大家又都去注意康有为的“文化观”, 仿佛多了一

个纬度 , 文化史研究就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 可是 , 如果我们的

文化社会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对政治史、事件史框架的拓宽式叙

述 , 却形成不了类似美国学研究中中层理论的概括能力和认识

立场 , 那么我们自身知识积累意义上的规范能力 , 以及与国际

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近年来 , 一些学者如余英时先生始终坚持“内部研究”的

立场 , 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沿袭脉络 , 就需要从思想的

内部转变中寻求资源①。90 年代初形成的“学术史”研究热潮 ,

也基本上呼应了这一取向 , “内部研究”虽然并不否认“外缘因

素”如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 , 但由于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本

质性特征 , 而没有凸显学术与思想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权力因素

所塑造和建构的复杂态势 , 因而毕竟难以回应现代性问题所造

成的挑战。中国当代学术史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国学”的

一些基本原则 , 注重学术思想传承脉络的疏理 , 这对中国古文

献的整理与民族精神的诠释当然有极大的贡献 , 但“国学”方

法的阙失也是十分明显的 , 即缺乏对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趋势的

合理性解释框架 , 特别缺乏对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辐射圈之后 ,

其在现代性境遇中所表现出的演变态势的分析工具 , 其原因就

在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有效转化为我们从事社会

历史研究的本土资源。近些年来一些国内学者试图尝试借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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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余英时 《论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自序》 第 1～

10 页 , 三联书店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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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社会理论概念观察中国社会变迁 , 如利用“公共领域”的概

念诠释商会和清代习惯法的作用① , 也有学者开始用“话语分

析”方法描述儒学传统在区域空间中的扩散过程 , 及其对近代

知识群体运动的影响②。这些尝试一方面是一出现就形成广泛的

争议 ; 另一方面由于尝试的人数量稀少 , 讨论的问题无法形成

广泛的“知识共同体”和交叉互动的态势 , 从而使这些概念的

移植远远缺乏规范能力。

应该承认 , 国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注重社会政治

经济结构对人类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影响等仍是极有生命力的一种

方法 , 西方中国学中受人类学影响的地方史研究路向最近受到沃

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 更加注意区域传统在近代所受

外在环境的制约 , 就体现出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复归趋向 , 其复

归也可和学术史脉络中的“内部研究”途径相互构成优势互补 ,

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偏于国学思路的学术史研究似更应向

广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开放 , 特别是向文化研究方法中的“社

会建构论” ( social construction) 开放③。“社会建构论”认为 ,

每一种社会行动者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意识 , 都是论述与话语互动

造成的效果 , 其中都有一个复杂的论述建构过程 , 而个别行动者

的话语不是一种内在本质的简单外现 , 而是一种人际网络关系的

言说与表述。社会建构论强调主体与权力支配的关系 , 如果与政

治经济学的外缘因素的考察和“内部研究”的思想史梳理相结

合 , 同时又避免两者过度强调“外力”和“内生”的极端倾向 ,

当会为社会史研究拓展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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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简家欣 : 《九�年代台湾女同志的认同建构与运动集结 : 在刊物网络上形成

的女同志新社群》, 《台湾社会研究》 (季刊 ) 1998 年 6 月号 , 第 68 页。 �

杨念群 :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三联

书店 , 1997。 �

梁治平 : 《清代习惯法 : 社会与国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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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 , 历史学的资治功能

不仅应该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 , 同时也应

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地反省和

批判 , 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 , 历史研究的这种“双刃剑”功

能也是对传统历史学资治功能的一种发展。美国中国学研究早已

超越了当年费正清时代服务于冷战实践的对策性研究阶段 , 而具

有了相当多元的反思解释能力 , 其中层理论从“冲击—回应”说

到后现代模式的递进式演变 , 表面上是在论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普遍过程 , 实际上已经对这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历史问题

形成了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性解释 , 以致于每一个核心概念的阐

释都标志着中国研究方法的深化。我总是在想 , 如果国内史学界

能更多地在规范性概念上形成富有特色的解释传统的话 , 那么肯

定将会有效地增强我们和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 , 最终形成取

长补短的优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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