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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V

◇夕－

月I」﹦

在過去十幾年間,祉會學以及各種廣義的祉會科學上發生了

-些重大的變化。然而,這些新的發展,大部份只在比較複雜的

文獻資料中曾經被討論;因此,不很熟悉此-題材的人,就難以

清楚了解這些變化。我寫這本書,就是烏了提供-個導論,以反

省晚近的祉會學發展,俾便初學的讀者也能得到入門。我之所以

稱此害烏「批判的導論」’乃是基舷兩個原因。所謂批判,這是針

對-些長期以來被硯烏社會學的既定智慧之觀念而發的。除此,

我還要指出’就此害的立論態度而言,祉會學和社會批評之間存

在著-種必然而直接的關係。祉會學不是-種中立的知識活動’

它不能不關心它的分析對其研究對象所可能產生的賣際影響。

這本書,在許多方面,不同胎其他的祉會學導論。它同時還

要檢討社會理論的基本問題,亦即,檢討社會學和-切祉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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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關∣襄的共同核心。我不認馬這些問題對那些只想對祉會學有

個粗淺了解的讀者是不重要的。我也不接受╴些類似的想法,以
烏在讀者能夠掌握社會學問題的經驗內容之前,這些問題過胎複

雜,不易理解。因此,在分析經驗內容的同時,我特別強調-些

迴異船其他導論性著作的重點。許多祉會學著作都是針對某╴特
定社會而寫的,不但作者生活於此-祉會,而且該書讀者也生活

騰此-社會。而我寫此書,則想儘量避免這種地域限制,因烏我

認烏,社會學思想的主要任務之-,就是突破自己熟識的環境之

限制。或許此書最明顯的特色,就在於它那強烈的歷史取向。一

般以篇,「祉會學」和「歷史」是兩個截然分明的研究領域,但是

我認馬,這種看法完全錯誤。

我儘量做到精確,但這也表示’我必須在寬度上有所犧牲。

我無意寫出-本百科全書式的作品,範圍遍及符合社會學意義的

一切課題,倘若讀者有此需要’則只好另找高明d

安東尼.紀登斯

感謝詞

作者與出版者在此感謝以下各個擁有版權並同意我們使用相關材

料的機構:皇室出版管理處（HerMajesty’sStationeryOffice）

的主事者,關於從《社會趨勢》（SocialTrends）中引用的圖表;

聯合國,關齡《聯合國統計年鑑:－九八-年》﹙U》z肘ed／W／／0〃S

S加妳／icα∕Y它αγb00片,1981）,－九八三年出版。我們願意向每-

位版權持有人負責,但倘若有任何無意間的遣漏,出版者必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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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會予以補正。



第一章社會學:基調與問題l

第－章

社會學:基調與問題

祉會學是-門評價不-的學問。-方面,許多人把它聯想成

╴種有助舷反抗運動成長的知識,－種可以弓∣發革命行動的刺激

力量。即使他們並不清楚到底祉會學研究的是些什麼東西,他們

總是把社會學和破壞力聯想在－起,把它想像成行動派激進學生

的尖銳主張。另-方面,那些從學院或大學的課堂上接觸祉會學

的人,則持著另-種迴異的看法;這是－種比前者更普遍存在的

看法。他們認篇,事責上它只不過是－種既無聊又僵化的課程,

根本無法鼓勵學生超越現存體制,反而只會使學生安於陳腐的現

狀。在這種學院格局下,雖然祉會學標榜的是-種科學的冷靜外

貌,然而它去Ⅱ始終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樣的啟蒙效果,不可能

達到那些抱持此-科學信念從事社會學工作的人所追求的目標。

我認馬’那些對祉會學探取第二種看法的人,他們具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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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理由抱持此一觀點。因馬,社會學界有許多人喜歡玩弄╴

些假的科學語言’以包裝陳腔爛調。事貫上,這種勉強把社會學

歸入自然科學的做法,這種主張祉會學應該一成不變套用自然科

學的程序與目的之態度是不正確的。職是,-般人對目前肚會學

展現出來的面貌與成果所抱持的懷疑態度乃至於批判態度,至少

在某個程度上是相當正確的。

然而在這本害上,我的觀點比較接近第－種看法而不是第二

種看法。但這並不表示,社會學必須對大多數人的見解與行烏準

則採取近乎不理性的攻擊。只是就此後我要說明的態度而言,我

還是必須主張,祉會學必須具備破壞性。不過我要說明,所謂破

壞性或批判性’並不意味著在知識上它是-種不足取法的東西。

相反的,它之所以具備這種特性’正因烏它處理的是-些跟我們

每－個人切身有關的問題,也就是說,這是-些從祉會衝突與爭

論中衍生出來的問題。無論激進學生或任何激進份子是否可憎,

在那些促使他們行動的催化力量和他們的社會學認識之間,確實

存在著相當普遍的關係。這並不是說祉會學家們直接在倡導革

命,我想’這是罕見的∣∣青形;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祉會學的研究

必然揭露當今世界所必須面對的-切社會問題的癥結。事責上,

每-個人多少都能察覺這些問題,只不過祉會學的研究能夠將他

們帶進更烏深入的核心。因此,設若「學院」意指的是-種漠不

關心、冷眼旁觀的學術態度,或者是-種大學象牙塔的封閉心態,

那麼,祉會學就不能再只是－種純學院的研究了。

祉會學並不是-種像禮物-樣包裝得整整齊齊的東西,我們

只消拆開就能看清它的內容。正如所有的社會科學-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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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其他領域,諸如人類學、經濟學與歷史學--般,社會學

是-種內在充滿爭議的活動。也就是說,各種關於它的性質之持

績爭議,已經成篇它的-大特色。這並不是它的弱點,雖然對許

多自稱烏祉會學家的人而言,或者對那些曾被各種杜會學問題的

研究途徑所困惑的門外漢而言,這似乎是它的弱點。那些被從不

休止的社會學爭論所惑並無法找出共同意見解決這些爭論的人,

總以烏這就是祉會學尚末成熟的表徵。他們指望社會學也能像自

然科學╴樣,產生-組可以予以證明的普通規則。根據我在此害

所要提出的觀點而言,這種期待祉會學應該-成不變模仿自然科

學並以烏自然科學確實亳無缺點的態度是不正確的。不過,我仍

要強調,這並不是說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目的完全不適齡用來研究

人類的祉會行烏。祉會學研究的是-種實際可以觀察的題材,它

必須依靠經驗性的研究,進而提出理論與-般架構,以解釋這些

事責。只不過人類不同船自然界的物質對象;在-個極馬重要的

層面上看,研究我們自己的行馬,-定完全有別於研究自然的現

象。

l祉會學的發展脈絡

要想掌握祉會學的發展及其晚近關懷的主題,我們必須了解

那些創造現代世界的各項變遷之脈絡。我們處於-個巨大的祉會

轉型時代。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這個世界發生了全面的社會變遷,

迄今這些變遷的腳步非但未見稍緩,反而還在加遽。最初,這些

改變發生在西歐,而今它們的影嚮去Ⅱ已遍佈了全世界。它們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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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全面瓦解丁人類歷史上持績存在數千年的各種形態的社會組

織。我們可以從-般所說的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兩個大革命」

之中找出他們的基本軸線。

第-個革命,指的是-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這個革命,

既是-組特定的事件,亦是我們近代人政治轉型的-個象徵o因

篇,-七八九年的革命迴異於它之前的各種革命。譬如,在這之

前,農民雖然偶爾曾經起來反抗封建領主,但是往往他們只是烏

了推翻某－個特定人物,或者只是馬了在物價與稅賦的調整上維

護他們的權盆。在法國大革命-就某種意義而言,它還包括－

七七六年北美洲的反殖民革命-之中,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了

由純粹的人間理想〔全民的自由與ZF等﹞所指導的運動。它造成

了既有的社會秩序之全面瓦解。雖然當時革命份子所標舉的理想

至今仍然未能完全責現,但至少它們已經創造了-個政治變革的

氛圍,成烏當代歷史的-股推動力量。如今,世界上幾乎沒有-

個統治者不宣稱他所責行的是「民主政治」,無論他們責際的政治

制度是否如此。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個全新的局面。雖然歷史上

雷經出現其他類似的政體,最具有代表〃∣生的例子是古希臘和古羅

馬,然而,這也都只是極烏罕見的例外;更何況在這些祉會中,

所謂的「公民」只是全民之中的少數人’至於其他多數人仍然還

是奴隸或者其他階級,根本無法享有少數公民所享有的特權。

第二個「大革命」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這個革命通常可

以溯源到十八世紀未期的英國,-直延伸到十九世紀的整個西歐

和美國。工業革命往往被用來指稱-組的科技發明:特別指的是

-些利用蒸氣動力從事的生產工作,以及╴些由這種能源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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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器。但是,這些科技發明,也只是-個更篇龐大的祉會變遷

與經濟變遷中的-小部份。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勞動力從土地移

轉到不斷擴張的工業地帶,而這個移轉過程也導致了農業生產的

普遍機械化。同樣的,這個移轉過程也導致了歷史上前所未見的

大規模城市的出現。據估計,在十九世紀以前,即使是在最高度

都市化的祉會中,也只有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居住在城鎮或城市

裡;在大部份的農業國家與農業帚國,比例通常比這還要低。以

現代的標準來看,在工業時代以前的社會裡,所有的城市甚至最

著名的大都會,規模通常並不大;譬如’十三世紀倫敦的人口,

據估計只有三萬人,而同時期的弗羅倫斯則是九萬人。到十九世

紀末,倫敦的人口已經遠超過它以前歷史上的任何城市,高達九

十萬人。然而,在-八○○年,即使包括這種大都市在內,居住

在城市的人口仍然只是英國與威爾斯半島總人口數的－小部份。

可是-個世紀以後,有些地方,居住在十萬人以上城市的居民已

經接近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四十,而居住在二萬人以上城市的居民

總數則已接近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六十。

表1﹣1 全世界城市人口百分比

兩萬人口以上城市十萬人口以上城市

1800

1850

1900

1950

1970

1982

2

4

9

20

31

34

川
吐
m
O
n
乙
0
J
n
乙
R
U

1

2

5

13

16

18

7
3

5
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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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釆源:戴維斯（KingsleyDavis）著〈全世界都市化的起源與成長〉

（T〃eoγ呶〃α腳㎡gγo叨t〃q／〃γbα〃fSαt／0〃／〃／〃oα﹚oγ∕α）發表在《芙國社會學雜

誌》（A加eγ﹜cα〃／b〃γ〃α／q／S0c／o／αgy）第六十一期,一九五五年（最新資料）。

這個表格顯示,都市化已經演變成╴種世界規模的趨勢,而

且還在繼績發展。所有的工業化國家都已高度都市化’即使我們

使用「城鎮」或「城市」這類的名詞,將它們跟人口較少的集合

區分開來。不僅如此,即使在大部份的第三世界國家,也已急速

擴張都市地區。衡諸十九世紀以前的城市,當前世界上最大的都

市地區可以說是相當龐大的。

設若工業主義和都市狀態就是導致大多數傳統社會日趨瓦解

的轉型力量的核心,那麼,我們必須指出第三個隨之而來的現象。

這個現象就是當前全世界人口正在-年比-年增加得令人害怕。

據估計,在耶穌誕生的年代,全世界的人口可能還不到三億。在

十八世紀以前,世界總人口數雖然-直在成長,但仍顯緩∣曼;此

-期間,世界人口只是多出原來的-倍。可是自十八世紀起,這

個世界發生了蹶人耳熟能詳的「人口爆炸」,雖然大家並不清楚這

是怎麼-回事。而今,全世界的人口已經高達四十八億之譜,並

且,如果它繼績以這種比例增加下去,世界人口將會每四十年增

加－倍,雖然人口成長對人類未來所造成的影響是合人擔心的,

也曾引起許多的爭論,但是談到導致近代人□成長的起源及其背

後的因素,則比工業主義和都市狀態來得較無爭論。在人類的大

部份歷史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維持著大致的ZF衡。雖然就某



第一章社會學:基調與問題7

些方面而言,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但是在這個問題中員正影響

其他層面的主要有兩個因素。其-,在過去兩個世紀之前,人類

的ZF均壽命很少高過三十五歲,甚至往往比這更少。其二,就是

兒童的死亡率;在中世紀的歐洲與其他地方,通常會有將近半數

的兒童在他們成年之前就已逐年夭折。然而,ZF均壽命的提高以

及兒童死亡率的迅速降低〔因烏,進步的衛生觀念、普遍的保健

條件,以及醫療的功能,已能克服某些重大的傳染疾病〕,已經造

成了驚人的人口成長。

2.祉會學的定義及其初步省察

就在歐洲的「兩個大革命」造成許多變遷,而當時深受這些

變遷的初期發展所震撼的人們正想瞭解它們出現的條件及其可能

的影響之時,社會學誕生了。固然沒有任何－個研究領域可以經

由其起源,進行精確的剖析;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十八世紀中

葉的文獻作者,延伸到晚近的社會思想,輕易掌握社會學的直接

傳承軌跡。事賣上,就某些方面而言,許多促使祉會學得以誕生

的思想氛圍,亦曾烏這兩個並肩而行的革命做好鋪路的工作。

「祉會學」應該如何定義呢?我擬以比較淺顯的說明做開頭。

社會學的重點在於研究人類的社會。但是,我們只能用－種非常

廣義的方式解釋祉會學這個概念。因烏,在「社會」這個普通範

疇之下,我們涵蓋的不只是工業化的祉會,還包括大型的農業帚

國〔諸如羅馬帚國或古代中國﹞;甚至,從其他規模的角度來看,

它還可以包括一些小型的部落社群’這些部落社群有的可能只是

■

﹄



8枇判的社會學導論

-些由烏數極少的個人所組成的群體。

社會,就是組織化的行馬模式的-個總和或體系。至於「組

織化的」（institutionalized）社會行烏模式,指的是在漫長的時間

距離和空間距離中出現而且-再重覆出現的各種信念模式與行馬

模式;用現代祉會理論的術語來說,指的就是社會的「再製延績」

﹙reproduced）。語言,便是這種組織化活動或組織最顯著的例子,

因馬它是社會生活中極烏基本的要素。我們每-個人都在使用語

言,但是就我們做烏一個個體而言,語言並非我們之中任何-個

人所創造,即使我們全都創造地在使用語言。除此,還有許多層

面的祉會也是組織化的;也就是說,它們在代代相傳的互能識別

的方式下成馬共同沿用的責踐。也因此,我們才會有所謂的經濟

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在此我必須指出,這種意義下的「組織」

這個概念,有別齡日常語言上的用法,它並非「團體」或「集體」

的同意詞,否則我們很容易就會把－所監獄或醫院也視篇一個「組

織」。

這些討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但是問題並非這樣就可

以交待。「祉會」做馬-個研究對象,它是肚會學與其他祉會科學

共同的研究對象。祉會學的明顯特徵,在於它長期注意那些緊跟

著「兩個大革命」出現的各種社會。這種類型的祉會,包括那些

已經工業化的先進社會,諸如西歐、日本與東歐等等在經濟上已

開發的國家,而且,在二十世紀,還包括遍佈在世界各地的其他

社會。因篇,在現代世界中,沒有任何社會秩序不曾受到「兩個

大革命」產生出來的力量所觸及。我要非常明白地強調,我們不

能把「先進祉會」當成-種跟這個世界其他地區完全隔絕的東西;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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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把它跟它以前時代中的祉會完全隔絕開來,雖然許多社

會學的著作都是從這個態度寫出來的。

基於上述的論點,我們可以對祉會學提出如下的定義。祉霤

學這門祉曹科學的重點,在於研究過去兩三個世紀以來由工業轉

型所帶來的社會組織。我必須強調,在祉會學與其他各項領域的

知識活動之間,並不存在著明確的分際,而這類的分際也並非非

得存在不可。祉會理論的部份問題,諸如我們如何將人類的行烏

與組織予以概念化,乃是社會科學整體的共同課題。至於各種不

同層面的人類行烏應由不同類型的祉會科學來研究,進而形成-

種知識分工的局面,這也只是篇了方便而做的-個區分罷了。髻

如,顧名思義,人類學研究的是「原始-點的」祉會。:部落社會、

族長社會,以及農業國家。然而,這類的祉會幾乎也已經被整個

強勢的祉會變遷所瓦解,或者,也都已經被捲進現代工業國家的

發展軌道裡面去了。此外,我再舉另一個例子,經濟學研究的主

題是物品的生產與分配,然而很明顯的,經濟組織通常必須跟社

會體系中其他各種組織發生密切的關連,它不是影響它們,就是

被它們所影響。至齡史學,做篇﹣門研究過去與現在的連績過程

之知識,它去Ⅱ是所有祉會科學的研究題材之來源。

許多關心祉會學發展的卓越思想家,都曾因他們目睹科技對

時代變遷所產生的巨大衝擊而感到震驚。因此,篇了提高祉會學

的目標,在研究人類的祉會現象時,他們特別喜歡效法自然科學

在解釋物質世界時的成功事蹟。當時他們認篇,祉會學應該是-

種「研究祉會的自然科學」。孔德﹙AugusteComte）生活在-七九

六年和-八五七年之間,他是「祉會學」這個詞彙的鑄造者,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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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烏這種祉會學觀點提出最明白而詳細的說明。他說,所有的

科學,包括社會學,共同享有-個普遍的邏輯與方法之架構。它

們全都致力於找尋此-支配其研究的個別現象之普遍法則。孔德

相信,只要我們想要找出此-支配人類社會的法則,我們就得遵

循科學烏我們開拓出來的道路,唯其科學才能使我們控制自然世

界中的事件。他的著名公式:「預測就是烏了能夠享握」﹙P沱U0／γ

p0〃γp0冽U0／γ）正好表達了這個觀點。

自孔德的時代以來,此種認馬應該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塑造

社會學的看法,-直居於主導地位,即使它多少也曾澶到挑戰,

並且也曾表現出各種不一的面貌。淙爾幹（EmileDurkheim’

18581917）則是二十世紀祉會學發展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

他認烏,社會學研究的是「社會事責」（socialfacts）,而我們以自

然科學研究自然事實的客觀方法照樣可以研究祉會事責。在《社

會學方法的規則》﹙ZyjgR〃∕csq／S0c／0／0g／cα／Me仇0α’1895）這本

簡短但去Ⅱ深具影響力的著作中,淙爾幹主張,社會現象應該被硯

烏自然事物（things）;我們應該把自己也看成是自然世界中的客

體（objects）。他並藉此強調社會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近似性。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雖然像這樣的論點在社會學上非常流

行,但它去Ⅱ是我所反對的-種論點。把祉會學以及其他領域諸如

人類學或經濟學稱做「祉會科學」,只是馬了說明它們的研究重點

在於對經驗題材進行系統性的研究。職是,我們唯有從兩個基本

方向將社會學以及其他祉會科學跟自然科學予以區分,這個語詞

才不會產生混淆。

﹙1）我們無法像研究自然世界的客觀事物-般研究祉會或「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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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事責」,因烏,只有在我們以人類的身份使祉會被創造出來並且

-再被創造出來時,社會才能存在。在祉會理論上,我們無法把

人類的活動硯馬可以受到因果關係所決定的自然事件。我們必須

掌握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雙重介入」（thed0ubleinvolvement）;

在我們創造祉會的同時,肚會也創造了我們。我曾說過,組織是

跨越時空－再被創造的祉會活動的類型（patternsofsocialactiv﹣

ity）。這是-個值得我們反覆思索的觀念。所謂祉會行馬或祉會體

系的「再製延績」,指的就是－些相同的活動類型在每－個不同的

時空中被不同的動作主體重覆表達出來。我們必須把這個觀念說

得很清楚,因篇,許多祉會理論-包括淙爾幹的理論-都普

遍抱持-個想法,認烏我們應該透過物理的意象（physical imag﹣

ery）做思考;其責這是－個容易造成負面影響的想法。肚會體系

包含著各種存在於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關係的類型,然而,許多祉

會學家去Ⅱ喜歡把這些類型描寫得像是建築物的牆垣或者是身體的

骨骼。這很容易產生誤導,因烏,這會把祉會原本該有的意象說

得過於靜態或僵化。這樣的意象並沒有說明,只有在個人主動從

-個時空到另-個時空-再重覆特定的行烏模式的情形下,祉會

體系的類型化過程才會存在。我們如果要使用這種意象,我們就

必須說明:祉會體系就像是╴種時時亥II亥∣I被那些用來建築它們的

磚頭╴再重新建造的建築物。

（2）職此,社會學的實踐意涵不能被拿來跟科學的技術用途做

直接而ZF行的對照。原子無法知道科學家對它們所做的解釋,而

且,它們也無法據其對科學家的認識改變自己的行馬’然而,人

類去Ⅱ可以做到這-點。因此,祉會學及其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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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不同於自然科學及其對象的關係o設若我們把祉會活動硯烏

-些事件的機械式組合,靦馬－種可以被自然法則決定的東西,

那麼,我們不但將會誤解過去,而且將會無法確知社會學分析如

何能夠影響我們可能的未來。做篇人類,我們不但生活在歷史之

中,而且,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亦是歷史的當前面貌及其未來可

能展現的面貌的-個基本構成部份o這就是烏何我們不能同意孔

德所說的「預測就是篇了能夠掌握」這種肚會科技學﹙socialtech

n0logy）的原因。在祉會科學上,我們面對的是自己周遭的人類,

而不是-個僵化的客觀事物的世界。因此,當祉會學的分析指出,

那些過去被靦馬不可改變的或不可∣∣襄疑的事物其實也都是歷史的

產物時,這項分析已經使祉會學在人類肚會中扮演了-個解放的

角色。在這同時,祉會學的分析也能提供約束的力量,因烏’知

識雖然可能成篇權力的一個重要附屬品,但它並不等同於權力。

而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往往也都只是隨時改變而殘缺不全的。

3.祉會學的想像:祉曹學做篇╴種批羋Il

在此書中我要指出,社會學的責踐在船喚起米爾斯（CWrigh

tMills）所說的「社會學的想像」﹙T）﹫2S0c／0∕αg／cα∕I刎唧〃α／『0〃）

〔米爾斯《肚會學的想像》,-九七○年,企鵝圖書〕。這個語詞

由齡經常被弓∣用’以致船有支離破碎的危險,而且事責上米爾斯

本人也是在-種比較籠統的意義下使用它。在我的意義下,它指

的是社會學分析不可或缺的幾種感受力。要想了解由當代工業化

祉會-指最初在西方形成的當前祉會-所引導出來的這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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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世界,我們就必須透過三種想像力才能做到。這些社會學的想

像,包括歷史的感受力、人類學的感受力,以及批判的感受力。

從起源的追溯來看,人類的存在已經有五十萬年之久。但是,

根據考古學的資料顯示,在安定的農業祉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文

明」,迄今至多只有-萬年的時間。然而,倘若把這-萬年拿來跟

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短暫的近代史相比,它去Ⅱ是浩瀚驚人的時

間長河。西方資本主義,做烏一個廣烏流行的經濟生活方式,歷

史家對其起源的解釋常常眾說紛紜,然而,無論如何爭論,似乎

很少有人會把它溯源到十五或十六世紀以前的歐》I∣。至於工業的

資本主義,它是╴種結合著工廠的機器生產而出現的資本主義,

其起源不早齡十八世紀的後半葉,而且似乎最初也只出現在英國

的部份地區。在過去這個世紀的-百年之間,工業資本主義已經

成烏世界性的趨勢,而且,它所造成的社會變遷及其影響,也遠

比過去整個人類歷史的任何時期還要激烈。而我們這些西方人,

下是牛活在這個首當其衝的肚會之中。我們眼前的這一代,所熟

悉的就是這種追求快速科技創新的肚會;在這樣的祉會中,大多

數人生活在城鍾或城市中,工作在工業勞動中,而且,也都是民

族國家（nation﹣states）的公民。但是,這個目前我們已經不覺得新

鮮的祉會世界,由於它是在極篇短小的時間中快速而刻意地被創

造出來的祉會世界,它確責是人類歷史上相當獨特的現象。

當前’工業化社會的研究者必須進行的第╴種祉會學想像,

就是重新發現我們自己剛剛經歷的過去-「我們剛剛流逝的世

界」。唯有透過這種對歷史有所理解的想像力,我們才能分辨,當

前工業化祉會中的生活和在此之前的祉會中人們的生活之間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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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大的不同。許多粗淺的事責,諸如我在討論都市狀態時曾經指

出的╴些例證,都能幫助我們產生這種想像力。但是,我們員正

必須著手去做的是,對於那些目前幾乎大部份已經被滅絕的各種

社會生活的構造,進行-種具有想像力的重建工作。就這╴點而

言,祉會學家的手藝和歷史學家的技能是沒有明顯分別的。十八

世紀的英國,這個首先體會到工業革命的壓力之社會,當時仍是

╴個深受地方民俗支配而宗教影響依然十分普遍的社會。我們雖

然可以從二十世紀的英國看到-些從當時的社會延績下來的線

索,但是兩個時代之間的差距確實還是相當明顯。各種如今看來

已經不足烏奇的機構,當時都還停留在草創的階段;不僅工廠、

政府機關,甚至學校、學院、醫院和監獄,都在十九世紀才逐漸

健全起來。

這些社會生活構造的變遷,在某-角度而言,當然是－種物

質條件的變遷。誠如-位歷史家在描寫工業革命時所說:

現代科技不但生產得更多更快,而且’它還能製造

出許多過去的技術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不曾製造出來的

東西。即使最出色的印度子工紡織者’也絕對無法像紡

織機那樣’編織出女口此精緻而規則的細紗;十八世紀基

督教國家的所有鐵匠’也無法像瑰代機械車床那樣’生

產出那麼巨大,光滑而質地均勻的銅板。最重妥的是,

瑰代科技己經創造了許多在工業時代以前幾乎難以想像

的東西:照相機﹑摩托車﹑飛機’以及各種類型的電子

設備從收音機到高效能電腦’以及核能裝置等等’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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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有……。結果造成物品與器具的產量與項目之大幅增

加,單就這一點對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就遠遠大過人

類懂得使用火以來的任何事物;一七五○年的英國人’

在物質條件方面,比較接近凱撒的單隊’反而跟他們自

己的孫子一代還有距離。〔蘭德斯（DavidS.Landes）著

《被釋枚的普羅米修斯》（T〃eU〃b0〃〃dPγ0加e∕〃〃s）’一

九六九年,劍橋大學出版’頁五﹞

不可否認,大規模而全面性的科技發展乃是當今工業化祉會

最顯著的特徵。隨之而來的是傳統的沒落,而傳統是地方性村莊

日常生活的基礎,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裡也是都市生活的

重心。傳統’把現代包藏在過去之中,而且容納著-種有別於當

前洋溢在西方祉會的時代經驗。以往,╴個人不必像現在這樣,

把-天的時間劃分烏「工作時間」和「休閒時間」,而且,不論在

時間上或空間上,也不必把「工作」跟其他的活動截然區分開來。

前面我曾指出,兩個大革命的交會點正好是西歐祉會轉型的

起源。法國大革命是政治性的革命,它關係著民族國家的興起;

就好像工業主義的興起創造了現代世界－般,它是個意義深遠的

現象。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從不懷疑自己是某-特定國家的「公

民」,而且也無人不察覺到國家〔集中化的政府與地方的行政部

門﹞在其生活中扮演的多樣∣∣生角色。但是,各項公民權力的發展,

特別是全民參政權,去Ⅱ是晚近的趨勢。民族主義也是-樣,它是

對某一性質分明的民族群體的-種歸屬感。這些都已成馬民族國

家的「內在」結構的基本特徵。然而,如今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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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也已成烏現代世界的基本特徵,這是-個同樣值得我們注意

的重要現象。

今天,我們生活在－個空前的世界體系之中。「兩個大革命」

也以-種世界性的規模各自擴張,以致於支流四溢。工業資本主

義呈現出-種極其複雜細緻的生產與分工的局面,而交易關係也

已遍佈在整個世界。就以您所穿的衣服,所住的房屋,或者下－

餐您所要吃的食物來說’您似乎已經不可能親自編織、親自建造、

親自種植。在工業化的國家中,我們已經非常習慣於這樣的處境,

但是,在工業資本主義來臨以前,分工並沒有這麼複雜。當時,

大部份人只要能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就行,倘若他們不滿足時’

他們可以從當地其他人手中換取自己所需的物品。但如今,產品

的製造與交易是世界性的,已經進入-個全球分工的局面。不但

西方人使用的許多物品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生產的,而且就某個

程度而言,世界上許多物品也是在西方生產的;甚至,整個生產

過程中各個不同部份是在世界上不同地方分別進行的,因此,更

使得這個過程顯得錯綜複雜。譬如-部電視機,某-個機件由這

個國家製造,而另-個機件去Ⅱ又是由別的國家製造;而且,這些

不同的機件很可能都必須會合在-個地方以組成完整的電硯機,

然後再賣到世界各地。

然而,這個前所未見的世界體系之造成,並非只是因篇經濟

關係的擴張。在資本主義四處蔓延的同時,民族國家的發展也成

篇－個普遍的趨勢。前面我曾談到民族國家的某些「內在」特徵

〔我將在本書第七章進行更詳盡的討論﹞。然而,就某-個重要意

義而言,在「民族國家」這個名詞前面加上-個具有單稱意味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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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冠詞‘‘the”是會造成誤導的,因烏,從它們在歐洲的初期起源來

看,當時存在著許多民族國家,它們之間維持著既有和諧亦有衝

突的關係。如今,整個世界已經像個大拚盤-樣分成許多的民族

國家。在歐﹟l∣,特別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民族國家的出現在歷

史上還是比較晚近的現象。因烏,在大部份的歷史中,人類仍然

稀疏散佈在世界各地,生活在範圍很少的祉會裡,靠著獵捕動物

與覓集可食的植物維生-這就是所謂的「獵集社會」（hunting

andgatheringsocieties）。較諸今日,過去-萬年間,這個世界

的住民仍然非常稀少,無論他們是住在獵集祉會、小型農業社會、

城邦,或者帚國。有的帚國,最典型的就是中國,雖然幅員很遼

闊’但是在形態上,它仍然迴異於當代的民族國家。譬如,傅統

中國的中央政府,從來不曾積極直接控制散佈各地的省份,尤其

是那些較烏偏遠的省份。當時,處在中國統治範圍的人’過的是

-種明顯有別於統治者的生活,而在文化或語言上,他們也很少

跟統治者採取相同的步調。

而且,即使在前面提到的這些不同類型的祉會之間維繫著許

多不同的關係,但是,它們的關係顯然也不同於今天這種遍佈全

球的關係。二十世紀以前的人類認烏:「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

方,兩邊從不碰頭。」這幾句話確責道出當時員正的∣青況。十-

世紀以來,中國和歐洲之間,曾經有過零星的接觸,以及－些短

暫的貿易活動,但是而後的幾個世紀中,基於許多原因,中國和

西方又成烏彼此不太往來的兩個世界。如今,雖然文化的差異仍

然存在肚東西方之間,但是局面已經改變了。中國不再是╴個帚

國,而是一個民族國家,只不過在幅員和人口上它是-個大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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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當然,它也自稱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固然民族國家目前

已經遍佈全世界,但是它們並非絕對採行西歐國家責施已久的「自

由主義的民主政治」的模式。

設若第-種的肚會學想像促成的是－種歷史感受力的發展,

那麼,第二種想像所要拓深的就是人類學的洞識。在此我要再次

指出各種存在於社會科學之間約定俗成的分際有多麼的薄弱庸

淺。固然想要啟發－種歷史感以體會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各種祉

會轉型有多麼近代,多麼激烈是-件很難的差事’但是,想要打

破有意無意地認烏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比世界其他地區的生活方

式還要優越的信念去Ⅱ是充滿著更多的困境。這個信念是由西方資

本主義的擴張所催生的,它曾經發動許多事件’侵犯或摧毀大部

份它曾接觸的其他文化。甚至,還有許多肚會思想家曾經舉出具

體的構想支持這個觀念,而且,想把人類的歷史納進祉會進化的

架構中來解釋;而在這個架構中,所謂「進化」是就各個社會控

制其物質環境與主宰其物質環境的能力而言的。西方資本主義當

然位居這個架構的頂點,因馬,不可否認的,它所發揮的物質生

產力已經遠勝於歷史上在它之前的任何其他肚會。

然而’這個進化架構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中心主義﹙eth﹣

nocentrism）正是祉會學想像要破除的－種觀點。民族中心主義,

就是-種以自己的祉會或文化烏標準衡量其他地區的態度。無疑

的’這種態度已經深植齡西方文化之中。同樣的,在許多其他的

祉會中,也存在著這種態度。然而,特別在西方,這種優越感多

少已經成馬工業資本主義貪婪吞噬其他各種生活方式的－個表現

及其合理化的理由。可是,我們絕對不能把西方祉會之所以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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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獲得優勢地位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當員靦烏進化架構的

最高點,因馬,我們對現代西方祉會具有斐然成就的物質生產力

所持的評價態度本身就是-種反常的態度,特別當我們拿這種態

度來對待其他文化時更是反常。

人類學層面的祉會學想像之所以重要,在舷它使我們能夠欣

賞呈現在這個世界上被各種不同人類遵循的多采多姿的存在方

式。正值工業資本主義過度膨漲而西方的軍事力量大肆進行破壞

之際,開始有人對各種不同類型的人類文化進行系統性的研究〔諸

如田野調查的人類學』這是-個相當諷刺而耐人尋味的現象。但

是,早在社會科學誕生的初期,人類學層面的社會學想像就已成

烏它的重要特徵,對抗著那種具有民族中心主義色彩的進化思

想。在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的《論不zF等的起源與基礎》

（D內c0〃沁c0〃／〃cO咚／〃α〃αFbαmtJ∕／0〃㎡加eq叨α∕叻l’1755）

-書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已經揭示了一個具有啟蒙意味的主張,

認烏我們藉著對形形色色的人類社會之認識,可以對自己產生更

深刻的瞭解。盧梭曾說,「整個世界到處都有我們只知其名的祉

會,而我們對人類的認識也還只停留在嘗試的階段!」接著他又

說,如果我們能把-群對各個人類社會具有敏銳觀察力而且勇敢

豪邁的觀察家送到那些我們－無所知的祉會,讓他們把所見所聞

記錄下來,那麼,他認篇,「當這些╴如希臘砷話中的海克力斯
（Hercules）-般的勇士結束他們回味無窮的探險,並利用時間把

他們所看到的自然史、道德史和政治史記載下來時,我們便可以

從他們的筆端看到－個全新的世界,從而認識我們自己。」

在盧梭這本名著出版之後的－個半世紀中,確責有許多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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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傳教士、商人和其他各種性質的人,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他們所發表的紀錄,去Ⅱ往往流於片面而不可靠,甚至有的

還標榜盧梭所要攻擊的民族中心主義。至於那種比較有系統而且

詳責的人類學田野工作,則是從二十世紀初期才開始;自彼時

起,在╴個遽然收縮的研究領域裡,人類學家去』已經收集了非常
豐碩的關於各種不同文化的資料。-方面,這些資料肯定了人類

的統-性;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烏,在起源上,那些生活在

小型「原始」肚會的人類比那些生活在所謂較馬先進「文明」社

會的人類還要低等,或者他們之間有等級或起源的差異。在我們

想得出來的各種人類祉會中,無－不見發達的語言結構,而且,

在社會類型和語言結構之間似乎也不存在必然成正比的關係。另

-方面,現代人類學的研究,也發現了許多可以用來規範人類生

活之各種不同形態的組織。

當代的人類學家,往往是災難的記錄者。他們面對的,或許

是被軍事侵略所破壞的文化,或許是被西方接觸之後才發生的弊

端所腐蝕的文化,也或許是各種因烏傳統習俗的淡薄而日趨式微

的文化。誠如目前世界上或許最傑出的人類學工作者李維史陀

（ClaudeL色vi﹣Strauss）所說,人類學家乃是這些日漸消失的人類

祉會之「研究者與見證人」。因此’阻止各種正在剝奪這些種族的

權利之趨勢,或者幫助那些生活方式已被瓦解的族類重新適應新

的生活方式,便成烏當前極烏迫切而責際的-個課題。然而,即

使存在著這種種的困境,我們仍然不能忽略人類學研究過去半個

世紀間所做的努力;透過人類學的作品,我們才能在自己的思想

中永遠記得那些瀕於消失的各種祉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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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第二種和第-種的感受力,社會學的想像使我們能夠突

破那些從我們自己的時代與社會中產生出來的思想限制。這兩種

感受力個別都跟我即將提出的第三種祉會學的想像有著直接對應

的關係。第三種想像關心的是未來的各種可能性o在我批評那種

把祉會學視篇自然科學的觀點時,我曾指出,社會演變的過程並

非由任何無法改變的法則所支配。做烏人類,並非任何具備自然

法則的必然性之力量所能命合;它無法命令我們非得朝著不由自

主的方向行走。但是,這表示,我們必須意識到各種可能的未來,

這些未來的可能性,無形中展現在我們前行的路上。在第三種感

受力中,社會學想像把批判現存社會的工作視篇社會學的任務。

批判必須以分析馬基礎。往後各章,我將首先把各種關於工

業化社會的!I生質之解釋提出來檢討。但是,－如我在前面曾經強

調的,除非我們能夠認清這些社會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關係,否

則我們無法掌握那些起源於西方祉會的各項變遷。因此,我接著

還要詳細討論當前世界體系的形成與影響;這個課題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未來人類可能面對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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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釋觀點的抗衡:

工業祉曹或資本主義祉書

我們該如何解釋「兩個大革命」日後對世界上工業化地區的

發展所造成的影響?迄今祉會學上已經發展出許多關於工業化祉

會起源與特徵之解釋,而且,在這些不同的觀點之間,我們也可

以找到－道主要的界線。在這一章,我要討論的就是這個界線。

在前面我曾用「工業化祉會」或「工業資本主義」這類的語詞指

稱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出現在歐洲的社會形態,而在此書的

其餘地方,我也還會繼績使用這些語詞,但是此刻,我必須指出

這些語詞在專門用法上的－些差別,這對於我所要討論的問題以

及我即將提出的觀點是相當重要的。

關於工業化祉會的理論可以分烏兩大類,其-是「工業社會理

論」（thetheoryofindustrialsociety）其二是「資本主義枇會理

論」（thetheoryofcapitalistsociety）。雖然這二者並不是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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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語詞,但是,它們能夠幫助我們分辨不同的祉會思想家在

研究現代世界的變遷時所採取的兩種分庭抗禮的途徑。「工業祉

會」這個語詞在十九世紀初期由聖西蒙（ComteHenrideSaint﹣

Simon）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他也曾經建立-些被後來的研究者

探行的基本理論軸線。這些後來的研究者包括徐爾幹;徐爾幹在

祉會學上的影響,並非僅限於方法論的層面。雖然淙爾幹不曾責

際標榜「工業祉會」這個語彙,但是他提出的許多論述去Ⅱ很能代

表我說到的這種立場。至於工業社會理論的新發展,則是在-九

五○年代與六○年代在許多著名的歐洲學者與美國學者手中獲得

新的動力。事責上,在這時期,它某種程度已經成烏社會理論的

正統。

資本主義祉會這個觀念,總會合人聯想到馬克思﹙Karl

Marx）,雖然馬克思自己的許多主要觀念也是取自他之前社會理

論、哲學與經濟學上各種不同的思想流派。馬克思大部份的重要

著作完成舷一八四○年和-八七○年之間。當他在世時（－八-八

年到-八八三年）,只有為數極少的朋友和追隨者知道他的這些著

作。但是,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十年之間,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運

動以及更廣義的勞工運動聲勢大增以後,馬克思的觀念開始成馬

許多論戰與爭議的主題,甚至迄今未曾歇止。然而,自馬克思的

時代以來,這個潮流不斷在發展,而今馬克思主義已經成馬-個

內在自有許多派系的思想體系,故而在這本小言的有限篇幅中,

我只想從這些汗牛充棟的文獻中挑出少數有關的重要論點加以討

論。或許在此我已經必須提出╴個「先入馬主」的觀念;我認馬,

馬克思的著作對祉會學具有持績性的影響,而且,這些作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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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批判工業祉會理論的某些預設時所憑藉的主要依據。當然’

同時我們不能忽略,馬克思作品中亦有其值得商榷的弱點。

l .工業祉會理論

在介紹工業肚會理論並比較它與源自馬克思或由馬克思提出

的觀點之間的差異以前,我必須聲明,以下我所做的比較和我將

遵循的討論線索並不代表祉會學所能涵蓋的全部範疇。當我們指

出馬克思主義包含著派系林立的研究觀點時,我們也要指出,在

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祉會思想之中亦存在著相當可觀的不同類

別。因此,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把那些通常比較複雜的問題予

以某種程度的簡單化,而且,我必須割捨-些在篇幅較大的書籍

中值得多做討論的問題與觀念。

職此,以下我對這兩種理論的比較,採取的是－種提綱挈領

的方式。此書並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雖然此書宣稱贊同馬克

思的某些觀念,但這並不表示它完全接受他的觀點。或者接受任

何自稱是他的繼承人的觀點。可是這也不表示我傾向工業祉會理

論,並反對馬克思。因篇,在這兩種理論立場中,我們都可以學

到－些東西。它們各有其明顯的限制,我們不但必須加以辨識,

也必須加以突破。或許您經常看到－些作者堅稱「馬克思主義」

與所謂的「布爾喬亞祉會學」水火不容,以致於您被迫必須在二

者之中選擇-者’然而,這並非我的觀點。

前面我曾說過,「工業社會」這個觀念可以追溯到聖西蒙。而

且,我認烏,在聖西蒙的思想與這些晚近的思想家之間,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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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承先啟後的脈絡。但是,所謂「工業祉會理論」,我並沒有用

它指稱任何－個特定學派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共同主張,我指稱的

只是-些大體上能夠類聚起來的觀念與解釋。每－位作者各有自

己的重點,而在陳述自己的思想時也各有自己獨特的論證與觀

察。〔庫瑪（KrishanKumar）所寫的《預言與進步》（RUMcO／α〃d

月bg沱ss’London,AllenLane’1978）－害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

觀念了﹞。

那些我認烏可以歸類篇工業社會理論的思想家,至少曾經提

出以下的音∣〈份觀點:

（1）當代世界最顯著的改變,就是從過去以農業生活馬基礎的

「傳統祉會」,過渡到以機械化生產和商品交易馬基礎的「工業肚

會」。許多作者曾齡各種不同的名稱指稱這兩種祉會,而且曾經從

不同的途徑呈顯這兩種祉會的特徵。他們並認烏,在不同的國家,

「傳統」與「現代」能以不同的方式結合。

（2）從傳統社會過渡到工業祉會的轉變,代表著歷史上的-個

進步運動。固然無人否認工業祉會中會有各種衝突和緊張關係,

但是,他們認烏,工業秩序的良性特徵能夠消瀰這些衝突;這些

良性特徵,不但創造了富裕的物質生活,而且也跟傳統約束之解

除過程有著-定程序的關係。在工業祉會中,層級分明的分際,

諸如貴族或上流社會與ZF民大眾之間的分際,已經被瓦解。它是

-個機會日趨均等的社會。

（3）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發生在西歐的階級衝突,被解釋

成-個農業秩序轉變到-個工業祉會的過程中因激烈摩擦而造成

的結果。關齡這個問題,最常被提起也最具影響力的觀念就是「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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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衝突的制度化」（theinstitutionalisationofclassconflict）。

在工業祉會甫告出現的初期,階級區隔是尖銳的,而階級關係亦

是各種主要的緊張關係的焦點。但是’由舷彼此能夠接受的工業

談判方式逐－建立,而各種尊重多數人的「政治公民權」,諸如選

舉與組黨的權利’業已普及,故而這些緊張關係大體皆能因此化

解。〔李普塞﹙SeymourMartinLipset）的《政治人》（A∕／／／cα∕

MJ〃,NewY0rk’Doubleday’1960）－害,乃是這方面最有影響

力而且迄今仍具深刻啟發意義的－部分析性作品﹞。

（4）自由主義民主國家﹙theliberal﹣democraticstate）的興

起,乃是隨著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變過程而來的-個基本環

節。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是西歐與美國最常見的－種政治制度;

責行議會政治,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經由選舉的途徑爭取議

會席次。許多作者曾經指出,這種國家是工業祉會擴張下之自然

產物;但是’也有另外的作者更敏銳掌握它特殊的意涵,批評前

面作者的觀點,進而指出,現代國家在社會變遷中能夠自主扮演

基本的角色。〔參閱班迪思（ReinhardBendix）《國家的建立與公

民的權利》﹙MJ／／0〃-B〃／〃!嶇α〃αα旎2〃s〃叻’ NewYork’
Wiley’ 1964）〕。

﹙5）工業祉會理論的支持者假設或認烏,無論出現在何地,工

業秩序在本質上有其-定的統-性。凱爾（ClarkKerr）及其同好

曾以最明白的說法表達出這種觀點〔參閱凱爾等人合著《工業主

義與工業人》（加咖s／γ／tJ∕由Ⅷα〃d加血s／γ』α∕MJ〃’Harmond﹣

sworth》Penguin’1973）〕。依照凱爾的「趨同論」（convergence

theory）,他所說的「工業主義的邏輯」能使各個工業祉會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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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日趨-致,無論在起源上它們是何等的不同。愈是高度工

業化的祉會,愈是相似’而各自的傳統痕跡也將逐漸消失殆盡。

凱爾的研究重點是美國和蘇聯,他指出,這兩個祉會雖然有著截

然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但是它們已經不約而同走進相同的發展

道路。此-看法確責得到-些支持者’但是去Ⅱ也引起-些強烈的

反對意見,譬如班迪思就認烏,傳統和現代的融合,在各種不同

的當代祉會中各有不同的方式。

然而這些批評者仍然認馬’即使各種工業化祉會或「現代化」

祉會之間多少有所差異,但它們之間確貫存在著-些幾乎相同之

處。而且,他們指出,各個工業祉會之間的共同特徵乃是它們不

可或缺的質素,這些質素能防止它們發生過於激烈的轉型。這些

觀點,不像凱爾等人帶有-種科技決定論的色彩。譬如,許多作

者已經開始著手從韋伯（MaxWeber’1864﹣1920）的著作中找尋依

據認篇,「大型機構」﹙large﹣scaleorganisation）是當代社會必備

的-種質素,它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特色。-如韋伯,他們不但

經常直接批評馬克思主義,而且也批判更廣義的祉會主義所標舉

之理想。在此章的後半部,我會解釋他們之所以採取這種觀點的

原因,因烏這對於社會思想具有不容忽硯的重要性〔亦請參閱此

書第四章第三節﹞。

（6）就世界上未工業化祉會的l青形而言,工業祉會這個觀念和

所謂的「現代化理論」經常密切被聯想在╴起;而現代化這個觀

念也確責極易就能配合前面我所列舉的這些論點。現代化理論的

主要觀點認篇,「未開發社會」仍舊侷限在傅統制度中,因而唯有

解除這些束縛,它們才可能全力追求西方世界已經獲致的經濟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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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目前,此－看法,已經在各種不同程度的繁複論證下被重新

予以鋪陳。有時,「現代化」被峴烏「西化」的同義詞,任何人只

要認定所有的工業社會本質上相同,便很容易劃上這個等號。然

而,固然大多數的作者承認「工業祉會」確實結合了-些最初在

西方文化中形成的制度,但是他們也認烏,在邁向工業化的路途

上,非西方祉會和西方社會將有某些不同的途徑。同時,他們指

出,唯有探行-些在現存的工業化祉會中建立起來的行烏模式,

方能克服「未開發狀態」。至舷從此－立場呈現出來的論點,我將

在本害第七章進-步檢討。

截至目前,我的解析-直停留在比較抽象的層次,而事責上

這麼做有助我在進－步討論時把問題說得更具體。我想,把工業

祉會理論的個例勾勒出來從而拿它跟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做比較’

將是-個有助肚看清問題的辦法。而最具影響力又能符合此-條

件的就是達倫多夫﹙RalfDahrendorf）在,《工業祉會的階級與階

級衝突》（C／tJssα咒αC加ssC0紉／c／／〃I〃α〃s∕γjtJ∕S0c／cⅣ’Stan﹣

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9）-害中所提出的看法〔此

害在-九五七年就已出版德文本〕。雖然這本書出現的年代稍早,

而且該害作者日後曾經修改部份觀點,但它仍然保留了許多廣馬

流行的觀念。而且,由於該書顯然是篇了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

性的檢討而寫,故而它本身巳經具備了許多可以跟明顯傾向馬克

思主義的論點做比較的特質。

達倫多夫-開始就直接比較「工業祉會」和「資本主義祉會」

這兩個概念。馬克思討論的是後者,而達倫多夫則認烏’要了解

西方社會,前者才是比較周延的觀念。達倫多夫確認,「工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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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歷史中的過客,它可能將以各種不同的面貌永遠跟我們長相

左右。」〔達倫多夫,頁四○﹞依照他的用法,「工業化」這個觀

念指的是工廠或其他企業所採行的機械化商品生產;而所謂工

業社會’就是工業主義成烏經濟機構的主導思想的－個祉會。

達倫多夫亳不遲疑地告訴我們,工業化是影響當代社會發展

最主要的因素。他說,「資本主義」只是構成工業祉會的諸種模式

中的-個-－種僅限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西歐社會的過

渡模式。依他的觀點,資本主義肚會乃是工業生產掌握在私人手

中的-種耐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工業的資本家-方面是－個或

多個工廠的擁有者’另-方面同時是直接管理工人的主要權威。

但是,這種擁有權與控制權重聲的現象,只是-個短暫的現象。

自馬克思的時代以來,由於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張,資本的擁有權

已經不再賦予對整個企業的權威體系之控制權〔貝勒（AABerle）

與閔斯﹙GCMeans）合著《現代企業與私有財產》（Tγ﹫e』〃0αe刎

C0叻0?㎡／0〃 α〃↙Pγ／uα／cPmPcγⅣ’NewYork’ Collier﹣

Macmillan’1968）-書乃是此種觀點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早在-

九三二年就已出版﹞。而今,員正控制工業生產的是管理部門的主

管,在那些正在逐漸成篇工業主流的大型企業中特別如此,馬克

思認烏資本的私有制乃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但是達倫多夫去!

認馬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他說,「比起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只不過

是歷史中的-個過客」。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工業肚會之下的－個

次級體系,只不過是工業祉會發展過程中的-個階段而已。

就某-特定的意義而言,達倫多夫和馬克思在此-問題上有

其共同點;他們二人都認馬,資本主義社會註定要被另-種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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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但是,他們去Ⅱ用彼此迴異的觀點解釋這個取代過程。依照

達倫多夫的說法,資本主義只是初期工業祉會的-種類型,而工

業社會才是巨正主導我們這個時代的-種社會。資本主義祉會的

消失必須經過－個比較和諧的社會發展過程,至胎影響此－發展

過程的主要因素則是那些在工業化趨勢中出現的各種經濟變遷。

但是,另-方面,對馬克思而言,我們要想跨越資本主義,必須

經過一個革命的變遷過程,創造-個截然不同形態的祉會:社會

主義。而且,馬克思相信,階級衝突將在此-轉變過程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至於達倫多夫則跟其他工業祉會理論家－樣認篇,階

級之間的鬥爭乃是近代史－個意義特殊的現象。由於他對此-現

象的看法至烏複雜,我不擬在此妄做片面的解釋,因烏,這個看

法中包含著某種想要重新界定「階級」這-概念的企圖,而那些

立場跟他相近的論者似乎並不盡然贊同他的新界定。然而’-旦

衡諸馬克思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達倫多夫把馬克思所說的階

級衝突-就私有財產而言的衝突-化約馬只是十九世紀這個

時期的－個短暫現象。達倫多夫認烏,階級衝突表現的是工業肚

會初期的緊張關係,因烏彼時此-社會中各個新創的制度都尚未

完全就緒。所以,他特別強調前述的第﹙3）點與第（4）點的主張:他

認烏,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形成,以及各種工業仲裁途徑的設置,

包括罷工權的合法行使,能使工業社會中的各種衝突獲致適當的

調解與控制。前者提供條件促進政黨的產生,在政治層面維護各

自所代表的階級之利盆;後者能使工業地區的利盆差異得以互相

調適。準此,終能「解除」階級衝突這顆定時炸彈,而十九世紀

那種具有暴力傾向的階級鬥爭,也將由和zF的政治競爭和工業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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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所取代。

在達倫多夫的分析之下,工業社會就是-個多元分化的祉

會。在這樣的祉會中,存在著多重交織的衝突與結盟關係。此中

的衝突在前述的政治與經濟的制度秩序中都能獲致極烏完善的處

置。而祉會流動率的成長所造成的普遍機會均等,亦是此種社會

的－個重要屬性。依照達倫多夫的描繪,工業肚會並非zF等主義

的祉會,因篇,在財富與權力的層面上,工業社會的各個不同團

體之間依然存在著基本差異。但是,這些差異所可能造成的負面

影響,去Ⅱ因祉會中每－個人都能享有日漸增加的可能機會而獲致

ZF衡。在此一方面,教育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依照達倫多夫

的說法,在一個工業祉會中,個人在教育體系中能否成功影響著

他在社會中的地位。教育使祉會流動更趨自由,而此一趨勢又成

烏工業肚會穩定成長的推動力。用達倫多夫的話來說,「肚會流動

是工業社會結構中－個根本的要素,-旦流動的趨勢受到嚴重阻

礙時,我們便可預料它的『解體」。」〔達倫多夫,頁五十七﹞

達倫多夫此－說法,極烏接近半個世紀以前的淙爾幹。淙爾

幹區分了所謂的「內在不zF等」與「外在不zF等」。內在的不zF等,

指的是因著生理遣傳的差異在個人能力與才質上表現出來的各種

不ZF等;而外在的不zF等,指的則是從祉會中產生出來的各種不

zF等。他認烏,當代祉會發展的主要趨勢,就是在進步過程中不

斷消除外在的不zF等。這並不是說祉會本身將能達到-種全面性

的zF等狀態,而是說-種經由祉會流動所帶來的機會均等將會日

漸普遍。此-過程可以被解釋烏是在逐漸肯定-個僅依內在的不

zF等以分配個人財富與權力的祉會秩序。個人將會發現,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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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而他們必須依賴於-個善意的國家

所施與的弓∣導。

2馬克思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前面我曾提出,馬克思的著作曾經激發各種形態的思想流

派,而其中有的還是當代祉會科學上許多論戰的問題焦點。烏了

簡明起見,我要例舉-本跟達倫多夫的著作╴樣曾在肚會學上造

成重大影響的作品,做烏跟工業社會理論相互比較的依據。此書

的觀點跟達倫多夫相去甚遠,因馬它是-本明白標榜馬克思主義

的著作;我指的是密立班﹙RalphMiliband）的《資本主義祉會中

的國家》（Z乃eSm陀∕〃CtZP／加∕／s㎡S0αeU／’London’Weidenfeld

＆Nicolson’1969）。密立班的目標跟達倫多夫非常類似╴他們

都想分析-個半世紀以來發生在工業化國家中的各種變遷,並且

檢討馬克思的著作對於解析這些變遷所見的意義。然而,當達倫

多夫認烏馬克思最基本的觀念中有╴部份有待商榷時,密立班去Ⅱ

認馬,這些觀念非但正確,而且不因時間的流逝而喪失其解釋效

力。當然, ,密立班承認,自馬克思去世以來,人類歷史在經濟、

祉會與政治等方面已經又發生了許多重大的改變;但是,他認

烏’這些改變可以幫助我們更烏深入認識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

使我們徹底改變或遣棄他的思想。

密立班的用語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是「工業祉會」。此

－用語說明了他所認同的是馬克思的立場。因此,我想先談這個

立場的基本論點。馬克思認篇,資本主義既是-種經濟活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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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種祉會形態,因篇,他相信,這種經濟結構能夠密切影響祉

會中其他層面的制度。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假定,資本主義做烏－

種經濟活動,它的起源早在工業革命以前就已形成,而且事責上,

它還是工業化趨勢之所以發生的一個刺激因素。依照馬克思的說

法,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包含了兩個主要的結構化因素。其-當

然就是資本。「資本」指的不外是那種能夠用來投資,進而獲取更

多有價物品的任何有﹛賈物品;因此,它包括金錢這項最具流動∣生

的資本,以及生產所需的各項工具,諸如工作場所和工作器材等

等,而到了工業化之後,還包括工廠與機器。

初期的資本累積發生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歐洲,並且造

成相當巨大的祉會政治轉型。依照馬克思的看法,要想掌握這些

轉型的意義,就得涉及資本活動的構成過程中之第二個要素。資

本累積預設著「薪水勞工」的形成,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薪水勞

工指的是那些「生產工具被剝奪的勞工」。在封建祉會中,大多數

人是農民,靠著耕耘寸土之地維生。但是,自資本主義漸次發展

以後,大多數農民在威脅利誘之下,離開自己的土地,湧進都市

地區,形成-群依靠資本擁有者的雇用維生的勞工。因此,對馬

克思而言,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預設了－個從資本與薪水勞工之

間的關係上建立起來的階級體系。機器生產的成長與工廠的擴張

-換言之,工業化的過程-使農村勞工變質,成烏-種以都

市烏基礎的工業勞動階級。

因此,依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就其內在而言乃是-個

階級社會;而且,形成這個社會的各種階級關係,就其內在而言

乃是-種衝突或鬥爭的關係。雇主和工人之間在-個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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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互相依賴的。因馬,前者需要勞動力從事經濟生產的工作,

而後者由於無產的故而必須賺取雇主支付的工資。但是,馬克思

認篇,這種依賴關係是極不zF衡的。工人只有極微甚至亳無機會

控制他們的工作,而雇主去Ⅱ能按照自己的目的獲取利盆。資本主

義的階級關係是剝削性的,而且能夠導致各種長期的衝突。馬克

思相信,階級衝突並非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而且將會

因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日盆尖銳。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階級關係使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跟構成

社會的其他制度產生直接的關聯。能夠提供基礎使我們掌握兩個

創造現代世界的大革命的深遠意義,並指出這個世界未來發展的

可能的趨勢,並非對工業化本身所做的考察,而是對階級結構所

做的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這個對馬克思而言乃是-個永無休止、

不斷擴張的體系,日盆取得優勢,推動了隨著工業革命而產生的

科技發明。-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與其他的「布爾喬亞」革命,

在馬克思看來,都象徵著資本階級政治權力的興起。對馬克思而

言,包括議會政體在內的民主政治之出現,跟各種因著資本主義

活動的擴張而產生的經濟變遷有著密切的關連。在封建祉會中,

奴隸或家臣乃是階級體系的主要基礎,大多數人明顯地剝奪了參

與政治事務的機會。烏了獲致政治權力,資本階級開始致力消滅

封建特權’從此,參與政治事務才成烏每-個人原則上都可以享

有的權利,因烏,這時開始,每-個人都已被硯馬國家之中地位

ZF等的「公民」。

然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國家跟它們原本所標榜的民

主理想之間仍有很遠的距離。新興責業階級及其盟友所追求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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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責已經成烏其支配勞工階級的基礎。國家並不像工業祉會

理論所形容的員正是╴個烏大眾謀幅利的自由主義機構,而去Ⅱ是

階級權力的╴個表現。從兩個層次來看確是如此,而且-個比－

個明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每-個人都應該被硯篇地位ZF等的

公民,人人都該享有相同的政治參與的權利。然而,在二十世紀

以前,在大部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投票權,

因篇他們在財產上的條件尚未達到規定的標準,而且,基齡法律

上的限制,各種勞工政黨的組成也迭遭挫折,甚至根本烏法律明

令禁止。但是這些現象並沒有形成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特徵的主要

基礎0因烏,當時「政治的」領域只涉及一個人生活活動中極烏

有限的－部份,而未遍及日常生活的大部份:工作。在封建祉會

中’地主與農奴或者雇主與雇工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利與義務的

相互關係,即使這種關係極烏不平衡,以致胎只偏袒－方,相反

的,資本主義的勞動契約之明顯特色,在於它是-種純粹建立在

金錢基礎上的經濟關係。勞工並未被賦予任何參與勞工政策的權

利,以過問勞動工作的性質或工作環境的其他問題。工會的形成

乃是階級衝突的-個主要面向,對馬克思而言,它代表了工人某

種程度想要控制自己的工作條件的－個嘗試。

這些觀念成烏密立班對當前西方社會所做的分析之理論背

景,亦使他探取了-個系統性的途徑向達倫多夫的論點提出挑

戰。依照密立班的說法,資本的私有仍然是這些西方祉會的主要

明顯特徵,縱然我們不能忽靦,大型企業的成長與國家勢力正在

逐漸染指經濟領域,也都是它們的特徵。用密力班的話來說。:



第二章解釋觀點的抗衡37

「資本主義社會」具有兩個關鍵性的特徵。第一’

它們都是高度工業化的社會; 第二’它們的經濟活動的

工具絕大多數鳥私人擁有與控制。這兩個已然結今的特

徵,一方面使它們成馬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也

使它們完全不同於那些尚未工業化的國家’諸如印度﹑

巳閩或奈及利亞;即使這些尚未工業化的國家之經濟活

動的工具絕大多數也鳥私人擁有和控制’並因而完全有

別於那些己經實施全面國有制的國家’雖然這些己經實

施國有制的國家之中有的也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諸女回

蘇聯﹑捷克和柬德。換言之,經濟活動的程度與經濟組

織的模式之互相結今’才是員正的區別標準。「密立班’

頁九」

大型企業日盆重要的趨勢,非但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解體,

反而更加鞏固資本家的勢力,雖然其形式不同於十九世紀的責業

家資本主義。密立班不認烏擁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將會導致任何

像達倫多夫所指的徹底改變。因烏,事責上,權力分離這個現象

並不像-般所說具有進步性的意義;少數的股票持有者仍然能夠

控制╴個企業,只要這個企業的其他股份四處分散。更重要的是,

資本擁有者與經理階層抱持的是相同的經濟態度,他們都想維繫

資本主義的生產架構;基於相同的特權背景,使他們也構成了-

個具有某種程度統－性的支配階級。

無論就其程度或就其對整個肚會的影響力而言,社會流動並

不像達倫多夫所說的那麼明顯。密立班認馬,大部份的祉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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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幅度的」。也就是說,它只是-個階級體系中互相毗鄰的社

會位格之間的移動;至於那種從勞工階級的背景往精英團體移動

的「大幅度的」社會流動根本微乎其微,極烏罕見。達倫多夫至

馬重硯的機會均等也只不過是個假象罷了。密立班進-步指出,

即使事責員的像達倫多夫所說,祉會流動依然無法改變原本階級

區隔的局面。因烏,即使祉會流動的幅度遠大於責際的情形,整

個階級體系仍然維持其原來的基本構造: 「即使把╴種比較具有

『學而優則仕」的意味之昇遷過程,移植到現存的經濟體系中,

這也只能證明,將有許多從勞工階級出身的人會在『現存的』體

系中爬上高級的位置。-般而言,這是可以想像的,但是,這並

不能使現存的體系變成另－個『不同的』體系。」〔密立班,頁四

十一﹞

全民參政權的獲得與工業談判程序的建立及其產生的影響,

在密立班的分析之下,呈現出截然不同齡達倫多夫的論點。達倫

多夫認烏,這些發展乃是工業化的進步過程中的直接結果,在－

個能夠馬民謀幅的國家的苦心經營之下得以發展得更篇健全。但

是,對密立班而言,去Ⅱ只有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而也只有透過

階級鬥爭的過程,這些權盆才能獲得成立,而這些權盆也將是今

後階級鬥爭的重點。佔有支配性地位的階級很少願意輕易讓出參

政權,對於工業談判的權利,態度也是如此。而今這顆炸彈已經

lI頂利被拔除了嗎?雖然他們二人各有不同的出發點,但是在密立

班和達倫多夫之間仍有某種程度的共同看法。因烏,密立班承認,

馬克思預期的藍圖至少迄今尚未責現。在束歐,某些社會的官方

正統主張,聲稱要使馬克思的理論在現責中落責下來。職此,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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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束歐國家和中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也都自稱以馬

克思主義的教義治國。

誠如前述密立班的論點所示,他承認,這些社會在結構上不

同於西方社會,因馬它們的經濟活動基本上操縱在國家之手,而

非資本家之手,但是,他並不認烏這已經貢現了馬克思期盼的祉

會主義,至多只是它的╴種殘缺的或扭曲的變貌。

依照密立班的看法,在西方,當早期資本主義惡劣的經濟條

件被輝煌的進步成果克服之後,勞工階級提出的挑戰在某些方面

已經變得不像以前那麼尖銳。在經濟層面,階級衝突明顯澶受來

自商賈與國家方面的強勁壓力,而所謂「工業關係」亦已巧妙迴

避了政治性的對抗。工會的成就在肚它動員了勞工,使之成烏「組

織化的勞工」,但這項成就也使它必須在現存的秩序中進行委員

的遴選。在工會發展烏大型的官僚制度化的組織之後,它便需要

聘雇專職行政人員,而這將使它跟它所代表的那些在工廠從事基

層勞動的成員之間關係愈來愈疏遠。

密立班進－步指出,許多不同的因素曾經在政治上造成相應

的發展。自馬克思的時代以來,幾乎在大部份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中,社會主義政黨或勞工政黨都曾某種程度進入權力結構之中;

但是,美國去Ⅱ是－個最顯著也最常受到討論的例外;當然,也有

人認馬,就某種意義而言,民主黨代表的就是勞工的利盆。然而,

總的來說,這些政黨之中從沒有任何-個曾經完成-次成功的社

會主義革命。烏什麼無法成功呢?大體上’這要歸咎船它們所處

的環境。在這些環境中,社會主義政黨必須設法在政府之中爭取

-個比較具有影響力的據點’而往往的,馬了達到這個目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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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跟那些保守傾向的對手建立聯合關係;可是在這個關係

中,又往往是對方在數目上佔得優勢。結果,它們只能維護而非

瓦解現存秩序。至於那些由祉會主義政黨佔得多數優勢的國家’

又會有其他因素限制它們的影響力。烏了在選舉中獲得更大的勝

利,它們往往必須淡化傾向於社會變革的政綱。-旦當權,它們

的責際政策也不會像競選時所標榜的那麼激進,因烏既得利盆階

層將會提出強烈抗議,以維護其既有的地位與特權。就此-課題,

馬克思主義者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密立班傾向於認篇,「議會路

線的祉會主義」責際上並無影響力,唯有借助議會之外的運動,

徹底的祉會改革才可能貫現。

馬克思曾經相信’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肚

會主義革命是-觸即發的。但是,不可諱言,事責並非如此。然

而密立班仍然想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答案。他認馬’西方的祉

會主義政黨之所以出現修正主義的傾向,乃是受到流行的意識形

態之影響所致。依照馬克思的說法,控制生產工具與政治權柄的

階級,同時也控制-個祉會之主導性信仰及其符號。在資本主義

祉會中,存在著-種密立班稱之篇「共識操縱學」﹙engineeringof

c0nsent）的東西’它可以使多數人產生肯定現狀的共同態度。在這

樣的社會中’部份的制度已被用來製造意識形態的氣候,以維繫

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中特別是教育制度。雖然在達倫多夫看來教

育是平等化趨勢的主要基礎,它能提供-種彈性的「學而優則仕」

的祉會秩序’但是,在密立班心目中,教育是阻礙社會變遷的主

要現象,因馬,在每個不同的時代中,教育都會被用來重新製造

一套能夠迎合支配階級的利盆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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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曾提到,對馬克思有關徹底改造「先進社會」的可能

性之觀點,工業祉會理論探取了明白的反對態度。在它們的立場

上,工業主義在本質上的統-性乃是╴個相當重要的觀念。它們

認烏,設若工業社會確責有其共同特質,那麼,任何可能出現的

未來,顯然都極烏容易掌握;換言之’未來和現在之間並不會有

過鉅的差別。我希望,本書第－章提出的論證已經提醒讀者必須

對任何宣稱具有必然性的理論採取存疑態度;此╴態度,亦可用
來面對-些標榜這種必然性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某些馬克思主義

者認烏,資本主義必然崩潰,而且必然將由祉會主義所取代;除

此,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曾說過類似的觀點。然而,在邏輯上,

無論工業社會理論或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是有待商榷的,而在經驗

上,這兩種理論也都是似是而非。我們面對的是－個具有無限可

能性的世界,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又將烏我們塑造更多的

可能性。然而,我們似乎不能不適切評估前述兩種理論何者較烏

正確,因馬,這將影響我們對最可能出現的世界發展趨勢以及最

可能責際決定社會變遷方向的因素之認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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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階級區隔與社會轉型

雖然上-章提出的許多議題中有的可能會引起讀者的興趣,

但是,我去Ⅱ無法在此害有限的篇幅中詳加討論。唯此中有三個題

目,我必須進-步深入討論。其－,階級的分析對於研究目前的

工業先進祉會到底具有什麼意義。事責的演變並未循著馬克思所

預期的軌道發展’然而,我們能夠因而就像工業社會理論家-般

斷言馬克思的觀念對於分析當代祉會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嗎?

此-問題乃是本章我要討論的主題。其二,關舷國家所扮演的角

色。依照工業社會理論的說法,或者依照更廣義的自由主義政治

理論的說法,國家是整個祉會各種利盆的仲裁者。但是,相對的,

誠如密立班的詮譯,馬克思認馬’國家就是「資本家的國家」;也

就是說,就某種意義「稍後我會進╴步說明這種意義」而言,國

家是階級統治的-種表現,它反映了階級利盆之間不zF衡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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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將在下－章討論此-問題。至於其三,遠比前面兩個問題

深刻,而且也跟前面兩章的理論探討有著密切關係。這就是當今

世界上祉會轉型的潛在可能性的問題。就某個層面而言,這涉及

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之生存能力。我們是否能夠斷定,在未來,這

個世界上還有可能出現那種截然不同於現存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之

祉會主義社會?從-個更馬抽象但並不因此顯得更不重要的層面

來看,第三個問題涉及社會學做篇－個批判活動的問題。我曾說

過,社會科學對它的「研究對象」-亦即人類的社會生活-應

該抱持－種責無旁貸的批判態度。然而,這項批判活動應該以什

麼方式展開呢?就某個意義而言,此-問題應該是此害整體所要

面對的重點;但是,我想把它留到此書進行總結時才詳細討論。

I ‧十九世紀以來的變遷:企業體的力量

設若我們把達倫多夫和密立班-各自代表相同類型的其他

論者-所提出的部份解析拿來加以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他們

之間對十九世紀歐洲的看法並無甚多分歧。坦白而言,他們都承

認馬克思對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所做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

達倫多夫同意,當時私有財產和階級區隔確責同時存在,而公開

的階級鬥爭更是常見的現象。他們二人最明顯的差別’在於他們

對過去╴百年來西方祉會發生的變遷採取不同的觀點。對達倫多

夫而言,這些變遷是顯而可見的,唯這些變遷乃是以-種進化的

方式而非以-種馬克思所說的革命方式消除資本主義的階級特

徵。密立班反對這個解釋;他認篇,西方社會仍然是資本主義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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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階級分析依然是了解其制度形式不可或缺的最重要途徑。

對-個充滿變化的世紀進行全面檢討,確然遠超過此章的篇

幅,事責上也遠非任何－本害所能涵蓋。但是,透過經驗性的描

繪,我們可以對那些已經發生而且影嚮深遠的改變提出-個概括

性的評價。在過去-百多年間,西方社會的╴個顯著特徵就是國

家勢力已經日盆積極染指經濟生活以及其他的社會活動領域。唯

此乃是下一章才要更直接討論的現象。目前,更重要的課題乃是

日盆茁壯的「經濟集中」（c0ncentrationoftheeconomy）:指的是

超級大公司對經濟生活的支配。無庸置疑,在所有西方祉會的經

濟活動中,大型企業已經佔據╴個不斷擴張的主導地位,它們之

間只有程度上而無性質上的差別。但是,我們去Ⅱ很難取得精確的

數據和資料以衡量這些國家之間程度的差別。在美國,自本世紀

初以來,兩百家最大的製造業每年可以在該業全國營業額之中增

加0.5個百分點。如今,這兩百家公司已經控制全國營業額的百分

之三十五左右。同樣的’兩百家金融機構也已掌握了金融交易總

額的半數「參閱吳山姆（MichaelUseem）《內在循環》（Zy!e伽〃cγ

α沌／c’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害第二

章」。這類位居顛峰的少數公司確責規模龐大,而且,在全球各地

都設立分公司。

根據大部份的資料顯示,英國工業集中的程度甚至高船美

國。雖然其他西歐國家和日本在集中化的程度上差異頗大,但是,

在擂些國家,大企業都在它們的經濟活動中扮演了-個舉足輕重

的角色。這些大型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所謂民營企業;也就是說,

它們都發行既能買進亦能賣出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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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呢?達倫多夫的觀點類似－般所謂

的「經理家理論的立場」（managerialistposition）。他認烏,大

企業的興起造成資本家階級-諸如十九世紀以來的資本家階級

-的分裂。依照此-觀點,超級大型企業的股份之分散將會導

致-些重大的影響。我們可以拿「巨型企業體」（mega﹣

corporations）這種機構篇例。他們認篇,較諸責業家資本主義顛

峰時期的公司,巨型企業體比較不那麼具有資本主義色彩。十九

世紀的資本主義具有強烈的競爭性,也因此每-個公司的主要目

標都在於增加利潤,但是,現在的巨型企業體在經濟生活的某些

部門之中扮演的去Ⅱ是-個發號命合的角色,它們不再直接介入彼

此間激烈競爭的戰場;進╴步,循著這個論證看下來,它們關心
的是穩分╴尾栓『 悄長,而不是立竿見影的利潤激增。因此,IBM

這個企業,在追求高利潤的銷售之同時,至少亦相當強調維持它

的整體全面發展。以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它們的目標在舷成

馬「滿足者」（satisficers）。他們所追求的是每-個層面的獲利可

能性’而不僅是單-方面利潤的最大限度。

這種說法頗能吻合-種論點,認烏巨型企業體在形式上的擁

有者-即股票的持有者-已經不再對企業的事務產生任何強

而有力的控制權。權力已經移轉到經理家之手。由胎經理家並非

「資本家」,他們並不擁有他們所控制的企業,所以,他們比較關

心公司內部行政系統的穩定,而不是它所追求的利潤。部份經理

家理論的論者極烏強調此－論點。他們認馬,巨型企業體已經成

烏－個懷有社會責任感的機構;它是一個「有生命的企業體」,而

不是十九世紀那種自私自利你爭我奪的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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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經理家理論論者諸如貝勒的說法,當代西方經濟生活中

呈現出來的明顯的企業集中化之趨勢,並不意謂著－種新興的上

層階級將會更馬鞏固。企業越是集中化,過去的階級內部的團結

愈是趨胎瓦解。達倫多夫提這個論點說明「統治階級的解體」。在

十九世紀,由資本家形成的支配階級是圄結－致的,但是,自巨

型企業體出現以來,資本家只具擁有權而無控制權,以致於日漸

崩解。資本的「擁有者」如今已經變成-個四分五裂的範疇,因

篇,股票已經分散,持有股權的人烏數甚眾,資本的擁有者和管

理企業責際事務的經理家乃是不同的兩批人,而這些經理家才是

企業中握有責權的人。唯這些經理家本身內部也是分散的,因烏

他們只效忠於自己所屬的企業。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舉出充分理由反駁上述的解釋。巨型企

業體對現代經濟活動的支配力固然曾對當前的經濟生活造成深遠

的影響,但是,這些影響似乎仍然不足以肯定經理家理論論者所

提出的解釋模式。首先,經理家理論論者過分強調,經由不擇手

段的競爭以增加利潤乃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獨有的特性。事責

上,早期的責業家也非常重靦公司的長遠發展,而不是只圖╴時
之暴利。更值得指出的是,當今的巨型企業體仍然必須以-種具

有競爭性格的資本主義架構從事經營,雖然不可否認的,它們可

以透過廣告和其他手段製造時尚,影響需求。嚴格說來,巨型企

業體很少形成「壟斷」的局面;也就是說,只有在-個公司成篇

經濟體系下某-特定部門的各項物品的唯-生產者時,才稱得上

是壟斷。因馬,這些企業體之間往往是彼此競爭的,非但在自己

國家的經濟體系下如此,甚至在國際上的相互競爭尤烏激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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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競爭造成的壓力及其馬了獲得更高的利潤上限而激發出來的力

量,確責前所未見。除此,我們必須注意,經理家理論大行其道

的一九五○年代與六○年代初期,正是西方工業發展極篇穩定因

而得以不斷擴張的-個時期。但是’往後幾年,由於經濟危機再

度出現,而－些工業化國家靠著低價的勞力成本使自己的廠商日

居優勢’遂合巨型企業體在某些地區的營利活動受到重挫。雖然

昔日它們曾經獲致-時的滿足,而今去!已好景不常。

在我們檢討擁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所造成的影嚮及其意義

時,上述說明是不可或缺的。晚進的研究重點都在於探討經理家

理論論者認馬巨型企業體的股份擁有權已然分散的說法是否正

確,以及,到底股權的分散是否會使資本家明顯喪失原有的控制

權。事責上,只要小額的股票持有者四處分散’那麼資本擁有者

即使不像過去擁有全部的資本,他們仍然足以對企業的方針發生

貫際的控制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經理家和資本家的利盆遠

比經理家理論論者所想像的還要接近。因烏,大多數的高級經理

家都擁有極烏可觀的股權,即使比起大企業的全部資產尚有-段

差距,但數量仍然相當龐大。所以,實際上,在－個雙重意義下,

他們追求的還是「資本家」的利盆。他們跟其他資本擁有者－樣,

關心股票市場的盈虧;而且,他們在巨型企業體的活動範圍之中

的－切活動也都依賴著一種資本主義的經營架構在進行〔關於此

－問題的最新討論,可以參閱賀曼﹙EdwardS.Herman）《企業控

制與企業權力》﹙C0叻0m／eC0〃／加呀C0叻0m花几加cγ’Cambrid﹣

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

經理家理論論者的分析還不足以認定’十九世紀那種權勢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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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資本家階級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種不適合再用「支配

階級」這個字眼指稱的零星小圄體。當然,無論從支配階級或從

屬階級的角度來看,往往有人過度誇張各個階級的鞏固性與統-

性。譬如,我們應該不會忘記,在西方肚會中,直到十九世紀,

傅統地主在經濟力量上仍然居於領導性的地位;但是,我們還是

不能因此就否認彼時的上層階級已經出現了分裂的跡象,就好像

當今的「經理家」和「資本家」之間已有差別。在此有兩個因素

有待我們進-步思考。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迄今確貢存在

著非常明顯的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雖然各個國家之間互有程度

上的差別,但是,在大多數地區,總有極少數人在國家財富總額

中佔得驚人的比例。只要我們調查股票數量以及各種股權的分

佈,而不僅只看-般的財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極少數的富豪地

位責在非常突出。其二,就是祉會流動的問題-甚至,就精英

團體的構造來看,根本也沒有祉會流動可言。關於此-課題,密

立班的結論比達倫多夫更烏接近問題的核心。事責上,即使階級

體系的各種偏低的階級之中可能發生任何流動,從卑微的出身躍

昇到最高層級的機會仍然微乎其微。

2‧「階級衝突的制度化」

曾經被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這個著名頭銜稱呼過

的勞工階級而今如何呢?-個世紀下來,墓並沒有挖好,而且,

雖然資本主義未來的受盆人巳不像初期那麼充滿活力,但是’他

們並未被死期將至的恐∣瞿嚴重威脅。烏何理論上所說的資本主義



5﹙） 批判的社會學導綸

改造革命未發生?就我們所知,曾有許多論者,基於極馬不同的

理由,認馬馬克思的觀念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時代背景中具有貫質

的有效性。上述問題的答案-或者烏尋找答案而出現的觀點

-必須以我們對「階級衝突的制度化」之解釋篇基礎。我所以

把此╴觀念放進弓∣號中,乃是馬了表示我對它尚持保留態度,但
是,此-觀念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勞工階級跟資本主義體系明顯結

台的過程,而不是他們對資本主義體系進行了革命。

「階級衝突的制度化」這-說法,乃是工業祉會理論家最熱

衷的論點之-,而且也可以明白涵蓋他們最具代表性的-個理論

重點。依照這類理論家的看法,那種公開的或惡性的階級鬥爭只

存在於工業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自工業談判與仲裁的辦法被接

收或被遵循之後,階級衝突的稜角已經不像往昔那麼尖銳,而被

轉化馬「工業衝突」（industrialconflict）。此後,勞工可以在工

業成果中獲盆,因烏他們已經得到開放的管道追求自己的經濟利

盆。此外,政治權利之獲致也使他們更易於掌握工業談判的權利。

抱持此-看法的論者,往往好以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

勞工運動史馬例;因烏,這個運動雖然跟馬克思主義學說關係極

烏密切,但是它最後去!放棄了革命路線而轉向了改革路線o其中

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德國與瑞典的勞工運動。十九世紀後期’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第-個特別標榜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大型政

黨。但是,自第-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社民黨黨內表決結果’

多數黨員支持德國參戰並執掌政權,從此黨內開始肅清主張革命

路線的左翼成員,也就是說,肅清那些不願接受多數派路線的成

員。最後,還動用武力進行血腥事件,方才完成這項整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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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此,這段期間德國社民黨乃是-個從事祉會改革的政黨,並未

轉向革命。此外’在工業國家中,德國工人是最具服從性格的-

個類型,而且德國亦是罷工率最低的－個國家。

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就把德國勞工運動的發展硯篇整個西

方肚會的普遍趨勢,而且,更廣義來說,也不能將之峴篇一般革

命政黨轉變馬改革政黨的必然模式。因篇,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之

間存在著極大幅度的差別。-方面,有些國家〔諸如美國和英國﹞

根本不能容許勞工運動帶有任何革命色彩,而馬克思主義做馬－

個思想體系與政治綱頜,它所能產生的影響也簡直微乎其微。但

是,另-方面,也有些國家的勞工運動－直具有強烈的革命主義

傅統,迄今亦然,法國和義大利便是最顯著的例子。這些差別顯

示,勞工階級的「同化」並不是-個普遍現象。即使資本主義老

化並未造成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但這並不表示,每個地方的勞

工階級都將溫∣∣偵被轉化篇「體制的-部份」。

唯我們似乎亦無理由∣∣襄疑達倫多夫和其他論者所說的,勞工

運動的轉化跟西方祉會之所以並未發生革命性的社會改造確責有

著密切的關係。對於此-問題所做的最精闢之分析,要數早在三

十年前馬夏爾（TH.Marshall）就已提出的分析;達倫多夫和抱

持此-觀點的論者大體也沿用他的看法〔參閱馬夏爾〈公民權與

社會階級〉（Citizenshipandsocialclass）-文,收於《階級、公

民權與祉會發展》（αtzss’α旎8〃s〃叻α〃αS0c／α／Dc〃e∕叻加c〃／’

Wesport’Greenwood’1973）-害;該害最初出版舷-九五○

年〕。依照馬夏爾的看法,十九世紀明顯的階級衝突已經因烏三種

「公民權」的成立而趨胎軟化。他所說的三種公民權,指的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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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民法權、政治權與祉會權。第-,民法權包括法律之前的

zF等以及各種參與法律體制的權利。第二,指的是全民參政權以

及組織政黨的權利。第三,指的是工業談判權與社會幅利權,其

中包括失業救濟與醫療服務等項目。在馬夏爾的想法中,這些公

民權彼此可以做篇發展的基礎,早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肯定

法律之前人人享有「自由與zF等」的公民權就已成立。設若沒有

這些權利〔這些權利有別於封建主義中貴族的各項權利與義務﹞ ,
政治公民權的成立與延伸將是不可能的。政治權的普及使工人可

以組織政治團體,在議會中維護自己的利盆,因此,在制衡資本

家階級的權力方面,政治權的普及確責具有不容忽靦的功能,勞

工階級政治力量的增加,繼而又輔以民法權,遂更能保障已經出

現的各種集體的工業談判之途徑。在馬夏爾的心目中,勞工階級

的政治權對現代「幅利國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整體而言’

這些發展明顯改變了階級區隔與階級衝突的性質。馬夏爾曾說,

過去－百年來,「公民權與資本主義的階級體系-直處於對峙狀

態。」〔馬夏爾,頁八十四〕。而且,勝利者是前者,即使它並未

獲得完全的勝利;因馬,階級鬥爭已經不再嚴重到足以瓦解資本

主義的秩序。

我想,馬夏爾的說法有相當程度的可靠性,只是我們也不能

亳無保留接受這些論點。我們必須澄清幾個重要的問題。第－個

問題關齡-般法律上的權利的意義。馬夏爾並未充分指出「布爾

喬亞的法律關係」和薪水勞工的立場之間各種不ZF衡的糾葛。馬

克思就曾特別指出,大多數人雖已從封建義務中解放出來,獲得

新的權利,但是,他們的大部份權利仍然受制於資本家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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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資本主義的責業家側重於製造-批-批可以任意雇用或解雇

的「自由」勞工。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分析中,「資本

主義的勞動契約」是掌握問題的╴個焦點,而且跟他的國家理論

有著直接的關係。資本主義的勞動契約預設了形式上的「自由的」

個體,人與人之間不因封建時期的效忠關係彼此約束;這種新的

關係,純粹是-種經濟關係’而且是因著一種可以自由參與的契

約而產生。然而,事責上,這種「自由」去Ⅱ增加了雇主支配工人

的權力,因馬,無產的受雇者只有依賴雇主的給付才能生存。而

契約上的自由所依以成立的那些法律權利,並未篇勞工在形式上

提供任何程度的控制權以影響他們所處的勞動程序。上╴章即曾

指出,對馬克思而言,這是議會民主政體的-個基本限制。雖然

政治權使每-個人成馬公民,但是並未影響工業領域,而這個領

域去!是大多數人日常活動中極篇切身的-個領域。

這便導出了第二個問題。公民權的普及-如密立班所說並非

國家德政的結果,而〔亦如密立班指出的﹞是屢經蕾戰才爭取到

的。關於此-問題,我必須再次強調此害前面幾章提出的論點。

事責上,我們與其說「公民權與階級體系」本身員正處舶對峙狀

態,不如說它們各自都表現了人類主體參與早期資本主義發展,

從事制度建立的積極行動。馬克思的論點適當運用的話,仍然能

夠做烏分析此-發展過程及其結果的-種理論基礎。法律、政治

與幅利制度的權利之間的交會,烏持績的階級衝突提供了╴個焦

點;在改善階級之間的不zF等關係的過程中,這些衝突並不是往

後階段才要面對的問題,而責際上目前已經是持績衝突的核心。

公民權之擴張,在責質的程度上,乃是勞工運動不斷跟雇主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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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生衝突才能得到的成果。我們可以用以下的方式重新解釋馬

夏爾的論點,勞工的工會主義之成長,可以說是勞工階級發現自

己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契約中缺乏責權之下的-種「防衛性的」反

應。工人由於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的權利可以過問生產政策的制

定,所以’他們必須-以集體罷工的手段篇基礎-採取各種

不合作措施,爭取他們對自己的工作環境之某種程度的控制權。

誠如密立班所說,許多國家都是在勞工運動探取積極的手段

-往往是激烈暴力的手段-之後才建立工業談判的台法程

序。而政治權之獲致也是這個道理。大部份國家直到二十世紀才

開始貫徹全民的參政權,而且這些國家往往是在面臨戰爭的壓

力,馬了激起人民的同仇敵愾時,政府才勉烏其難表示讓步。

馬夏爾所說的「幅利國家」〔下-章我會詳加討論這個觀念﹞ ,

達倫多夫稱之烏「後資本主義的」工業秩序。而我要提出的觀點

則迥然不同。自馬克思的時代以來,西方祉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而且這些變化往往是階級衝突的必然結果,然而,這些祉會基本

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是後資本主義祉會。我之所以認

馬西方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乃是基於以下幾個標準:（1）在私有

資本的支配下,以追求更多利潤烏目的之生產活動,仍然是經濟

體系的主要動力;（2）私人財富,特別是私有資本的分佈情況,仍

然極烏不zF均;﹙3）階級衝突在經濟與政治層面仍然具有決定性

的意義與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階級祉會」。

這表示,馬克思的著作對齡分析這些社會,仍然具有不容抹

煞的價值。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亳無批判地接納馬克思

本人或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我對工業祉會理論與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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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所做的比較,可以做烏-種捷徑,掌握當代社會學的幾個重

要問題。但是,我必須指出,在某些方面,我們必須擺脫這兩種

類型的分析方式,方能更篇自由掌握問題的全貌。

3新的階級,新的技術

相對於「手工」或「藍領」勞動而言,「非手工」或「白領」

工作的增加,可以說是過去-個世紀以來西方祉會的階級體系中

所發生的最顯著亦最常引起討論的變化。根據戶口調查,在美國

目前的勞動力中,白領工人的比例高齡藍領工人。在其他國家,

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白領工人的比例雖然不像美國,但也朝著相

同趨勢發展。

這些統計資料,跟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發展的描寫

似乎完全背道而馳。因篇,馬克思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將變成從

事單調工作的手工勞動者;小資本家將會大量消失,而員正跟廣

大無產階級對抗的便是少數的大資本家。雖然在馬克思自己的著

作中,也有-些段落並不贊同此種簡化的論斷;最有名的例子

是,馬克思曾說,「中產階級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介於勞工與資

本家及地主之間」〔馬克思《剩餘價值論》﹙Ty﹫C0〃cS㎡S〃／p／〃S

i∕h／αc’London,Lawrence＆Wishart’1969）卷二,頁五七三﹞。

然而,此－說法是在一個充滿爭議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且員正的

涵義也沒說清楚。事責上,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都以白領工作不

斷增加的趨勢烏主要理由,反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分

析。在各個不同國家進行的調查研究大部份顯示,白領工人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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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新中產階級」的團結程度往往低於手工勞動者,而且其價值

觀和人生觀也頗篇分散。對某些作者而言,白領工作的相對增加,

象徵著-個「中產階級社會」的來臨。馬克思曾經預料,╴個由

齡兩個階級彼此對抗而日盆分裂的肚會即將出現。然而,事責上,

新中產階級的擴張去Ⅱ已成烏-種促進穩定的力量,逐漸瓦解了勞

工階級;隨著時日的更迭,結果是無產階級逐漸被中產階級同

化,而不是前者同化後者。

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激烈抨擊此－看法。他們提出兩個論點,

反駁前述的統計資料,並指其乃是官方資料。第-,他們認烏,

許多白領工作都是刻板單調的例行事務,甚至有機械化的特徵,

而非手工的工作亦是隨著「辦公室機械化」的趨勢而增加。因此,

在這些被歸類馬白領工作的職業中,許多根本無法跟手工工作區

分開來,而且,這些工作,除了需要具備少許的文字能力之外,

有的根本不需具備任何特殊的專業技能。十九世紀,「事務員」等

齡-個專技工作,具有行政的權威性。而今,在各個行業中,「事

務員」之類的工作比比皆是,而這類工作往往刻板單調,根本不

再具有權威性以及因篇職務需要而具備的特殊權力。第二,他們

認烏,事務性工作的擴張和婦女逐漸淪入低層次的非手工工作這

兩個趨勢是-起出現的。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婦女乃是這類事務

性工作〔特別例如商店銷售員之類「服務業」﹞的主體。這類由婦

女擔任的非手工職業截然不同於那些以男性烏主要成員的工作;

這類工作非但單調乏味,職業保障較低,而且沒有良好的升遷管

道。諸如此類的女性勞工並未成烏日漸富裕的新中產階級的－部

份,相反的,正如我在另-本害上所說的’她們只是-種附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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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領階級的「低等階級」（underclass）〔紀登斯《先進祉會的階級

結構》（7yjcC∕αssS／刎c／〃形㎡／〃cA↙uα〃cedS0α8Ⅳ’London’

Hutchinson’1979）,頁二八八〕。女性面對了雙重的剝削〔參閱本

害第六章﹞:首先,在整個職業的階層體系中,她們受到岐靦的差

別待遇,而後,在家庭中,她們還得承擔照顧小孩和整理家事的

各項工作。

部份論者進-步肯定馬克思認烏勞動力將會日趨「無產階級

化」的推斷是正確的。但是,如今探取此-看法的人烏數極少。

大部份人認烏,即使新中產階級的數量並不像那些採信戶口調查

統計資料的論者所說的那麼多,但是,這個階級的興起,在資本

主義的階級關係中,確責構成了-個複雜的因素。無論在專業技

術、經理部門或行政機構中,白領員工的地位已經顯示,他們擁

有充分的能力在當前社會中建立不容忽峴的政治力量。廣義-點

來說,馬克思是對的,他預見了小資本擁有者諸如小商人、小店

經營者等「舊中產階級」的沒落。但是,只要我們更加肯定那些

並無自己資產的新中產階級所造成的影嚮,在某種程度上,我們

便無法繼績接受馬克思的說法。總的來說,這就是我的觀點。然

而,公zF起見,我必須指出,近年部份馬克思主義者試圖證明,

關肚新中產階級的分析乃是源自馬克思的理論,但是在我看來,

此舉稍有困難〔諸如萊特（EOWright）《階級、危機與國家》（C／tzss’

O7MSα〃α仇cS加∕c’London’NewLeftBooks’1978）-害第三

章便持此-看法﹞。

新階級的產生和新技術的發明乃是-體的兩面。不少知名

學者強調,科技的變化對資本主義肚會的發展軌跡具有非比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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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嚮;而這些學者之中,有的傾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是大

部份跟馬克思主義毫無關係。最普遍的－種看法認篇,我們正在

邁向-個嶄新的時代,而在這個時代中,支配我們的不再是往昔

那些以製造物品烏主要目的之工業活動,而是「資訊科技」。這些

人又說,這樣的肚會不僅僅是-個「後資本主義祉會」,而且是－

個「後工業社會」〔關齡此-觀念目前存在兩種看法,其-是貝爾

﹙DanielBell）的《後工業祉會的來臨》（Zy／eC0加／吧㎡几s／﹣

加↙〃s／惚∕S0c／cⅣ’NewYork﹚BasicBooks’1973）,其二是淙漢

（AlainTollraine）的《後工業社會》（Ⅷ8几s／﹣加α〃s／〃α／S0c／c卹,

NewYork’RandomHouse’1971）﹞。他們宣稱,科學在現代生產

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電腦的普及,特別是微晶片科技的使用,將對

未來的肚會秩序造成極烏強烈的衝擊。

雖然微晶片科技的引進只是晚近的事情,但是,它的衝擊確

責極烏顯著,而且,日後它將造成何種程度的影嚮,我們如今也

無法預知。當然,目前要把此-趨勢稱馬「第二次工業革命」尚

嫌過早。更何況,目前也有不少人持著相反意見,他們不認馬工

業主義已被－種新的社會形態取代,換言之,他們不認篇「後工

業祉會」這種迴異於當前祉會的新秩序已經來臨。他們提出以下

三個最主要的批評:（1）他們認烏,後工業肚會這個概念仍然保留

了潛藏在工業社會理論背後的科技決定論。我曾說過,當我們要

以任何-種決定論處理有關人類的題材時,我們必須首先通盤瞭

解決定論。我們如果把任何科技從跟它有關的祉會架構抽離出

來,我們－定無法正確認識它。在許多西方肚會中,這些祉會架

構基本上仍維繫資本主義的特徵。（2）他們認烏,雖然部份論者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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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後工業祉會的來臨象徵著一種新統治階級的來臨’而此╴階級

憑藉的並非他們對財富的控制,而是他們對資訊的控制;但是,

他們強調’此－說法本質上並不是新觀念,事貢上,它可以溯源

到十九世紀初期。譬如,聖西蒙的「工業社會」之構想,就是由

科學家和專技人員聯合統治。彼時這種構想並末責現,而且迄今

雖然資訊科技突飛猛進,但是,此-構想依然不見可能責現的跡

象。（3）他們認馬’唯有在-個世界性的時空脈絡中’我們才能理

解各種新技術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切社會變遷與經濟變遷

-正如我在往後各章所要說明的論點。目前,大部份供應物品

給西方祉會的各種製造業都在這些祉會以外的地區設廠。

日本可以說是此－方面的前導。在三十年間,它從-個經濟

地位偏低的國家,躍昇馬全世界國民生產總額第三位的國家〔僅

次胎美國與蘇聯﹞。目前,日本的貨物出口遠高於進口,而且,在

投資比例和成長比例兩個方面都兩倍於美國。在過去由西方國家

支配的工業遞擅中’如今已由日本取得領導的地位。

日本已經成功攻陷了美國在「基礎」工業諸如煉綱和造船方

面的優勢。此外,在汽車生產方面,日本已經取代了美國和西德

的領導地位;在消費性電子產品方面’它已經取代了英國和荷

蘭;在照相、鐘錶和興學產品方面,它已經取代了西德和瑞士〔參

閱傅高義﹙EzraF.Vogel）《日本第-》﹙／tJPα〃αsM《肌bcγO〃e:

Lessonsfor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9）〕。但是目前,由於其他東方國家特別是香港、台灣和

南韓的急速經濟發展,日本的地位也已經開始受到挑戰。

正如我在此害第七章第二節所要指出的,目前這些變動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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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個世界上存在舷優勢地區和劣勢地區之間的基本不zF衡獲致

多少的調整。唯這些變動已經使西方國家進入-個愈來愈複雜的

國際分工之中,或許把部份論者所說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峴馬世

界經濟體系的重新編組更篇妥當。而在這個重新編組的過程中,

資本主義國家正是世界經濟體系的行政「中心」〔即使這是－個也

曾發生重要轉變過程的體系﹞。

4勞工階級的終結?

就目前的趨勢而言,我們勢必要正靦西方祉會中在階級結構與

勞動性質上所發生的主要變化。或許,資訊科技的普及將會逐漸

改變許多人的工作性質,並且對正在擴張的失業問題有所幫助。

然而,事責上,目前世界經濟大體上正處於－個長期蕭條的劇痛

狀態中,而且,在許多國家,近年的失業率也在急速昇高。基於

這些現象,許多人認烏,工業化國家已經不可能重新獲得六○年

代「充分就業」的經濟景象。圖3-1可以說明-部份西方社會近

年的失業率的演變情況。

針對西方國家高失業率的持績現象,目前已經出現各種關於

這些祉會的階層結構的發展趨勢之反思與解釋。其中比較引人嫣

目而且見解獨特的是當代法國學者郭茲（Andr色Gorz）提出的看

法〔郭茲《向勞工階級說再見》（Fu沱加e∕∕加／〃e「i∕b戒／吧C／tJSS’

London’Pluto’1982）﹞。雖然郭茲是以激進份子而非保守份子的

姿態在寫作,但是,他認烏,像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的時代背景中

針對資本主義提出的革命改造之構想業已壽終正寢。目前的∣青勢



第三章階級區隔與社會轉型 61

並非無產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體系,而是資本主義的成熟已經日

漸矮化了勞工階級的角色。郭茲同意藍領工作跟白領工作的對比

正在逐漸縮小的說法;但是,針對此-現象,他另外提出資訊科

技的影響。他相信,資訊科技將會取代現有大多數的手工業,甚

至也將使比較刻板單調的白領工作日漸消失。

圖3﹣1 一九七三年至八三年之間部份國家失業率〔實際勞動力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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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郭茲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跟達倫多夫提出的觀點極

烏不同。依照郭茲的描繪,在馬克思的心目中,勞工階級實現-

個公平而人道的祉會之潛力,乃是以工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剩餘

生產烏基礎。現代工業所帶來的生產能力創造了遠超過人類基本

需求的財富。在剩餘生產中,我們預見了-個擺脫強制性勞動的

限制之自由領域;工作本身將會成烏目的,而它只受它提供給生

產者的自我滿足所決定。然而,郭茲指出,資本主義的後績演化

完全違反了這些預期。管理制度採取的嚴格勞動控制措施已經有

效壓抑了塋工對勞動的創造性潛力所可能產生的任何意識。目

前,許多工廠的生產程序跨越各大洲〔參閱本書第七章第二節〕,

而且,它們早已不是方針制定與決策作業的主要中心。在-個技

術複雜而生產程序遍佈全球的時代裡,勞工在當地的生產部門中

所能擁有的唯－力量就只有消極的力量╴只是－些在某種程度

上能夠阻礙管理作業的能力。

但是,在郭茲看來,這些不利於馬克思觀點的趨勢,去Ⅱ會創

造其他新的可能性以責現某些跟它-致的價值。他認烏,「當前的

重點在於藉著反對勞動的性質、內容、必然性與各種模式,以使

自己從擺脫勞動中獲取自由。」〔郭茲,頁六十七﹞問題不再像馬

克思所說的,讓勞工階級獲得權力,而是獲得自由以完全拒絕「勞

工」這個角色。上述的發展已經使勞工階級被郭茲所謂的「非勞

工之非階級」﹙non﹣classofnon﹣workers）或「新無產階級」所取

代。郭茲所說的這個階級,是由許多各種類型的人所組成的;它

們或許是長期失業者,或許是從事那種組織脆弱、缺乏階級認同

而且職業保障較低的工作之人群。長期來看’對於資訊科技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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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日盆增大的－個結果,失業的幅度將會日盆加劇。

由於新無產階級並不是-個階級,並且缺乏組織的齊－性,

在現階段,它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勞工階級的-個替代;它

並不具備改變祉會秩序的歷史任務。但是,郭茲指出’這個明顯

的弱點正是它強勁力量的-個來源。因烏,那些「非階級」中的

份子,他們沒有理由接受「生產主義的」﹙Productionist）的風氣,

無論它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或是馬克思預期的社會主義的生產

主義。他們日漸傾向於找尋各種跟工作與工作場所無關的自我滿

足線索。各種不同類型的 外在於工作頜域的-生活方式,

將會成烏未來的基調。郭茲宣稱,我們正在走向-個「雙重的祉

會」。-方面,生產與政治管理將會被組織起來,達到 高的效率。

另-方面,將會出現-個領域,在此－領域中’個人將會致力於

多元的追求,而這些追求將以享受和自我滿足烏目標。

關肚末來的工作形態,郭茲認篇,我們可以預期ZF均工時獲

得大幅縮短,並且普遍引進各種類型的分享股份制度。以往,大

部份的雇主和勞工都把失業峴篇-個負面現象,但是,這個看法

已經過時。生產主義的工作倫理已經使我們從-個新的視角理解

「休閒時間」的運用;休閒時間不再只是日常活動的外圍。在許

多歐洲國家,已有相當比例的受雇者不僅選擇他們上班和下班的

時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選擇他們每個月的工作時數。除

此,還有其他各種可能的措施:諸如,以不計年齡的「提前退休

辦法」,取代拖延勞動力的記齡退休制度;責施員工工作多年休

假-年的長假制度,目前這種制度只見胎少數的機構,其中以大

學 烏顯著;此外,還有「節省時間辦法」,基於此辦法,凡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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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在特定期間「累積」某種工作總量的員工,得以縮短日後的工

時,並不減損應得的報剛∣∣。

馬了進-步理解此一問題,我們可以把郭茲的觀點拿來跟其

他的作者諸如辛美史特蘭（UlfHimmelstrand） 及其同僚的觀

點做比較〔參閱辛美史特蘭等人合著的《跨越幅利資本主義》

（BCy0〃dWb﹛／tJ沱CnP／m∕由加’London’Heinemann,1981）﹞。辛

美史特蘭是以瑞典馬背景撰寫此書-巧合的是,瑞典目前可能

是比其他地區更大量使用資訊科技的-個祉會。辛美史特蘭維護

的正好是那些被郭茲斥烏陳蕾的現象;對胎-個由勞工運動主導

的祉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他提出-個自稱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

的解釋。辛美史特蘭非但不願對勞工階級說再見,而且,在否認

勞工階級的規模已經縮小之同時,他也否認目前勞工已經被動的

被納進生產的技術機制之中。瑞典是當今世界上物資最富裕、制

度最zF等而技術最先進的祉會之--它享有侵於美國的稅賦收

入。而且,它也是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由勞工政黨－社會民主黨

-執政的－個祉會。依照辛美史特蘭的看法’正是這些事責因

素,使瑞典能夠「跨越幅利資本主義」,邁向社會主義。在辛美史

特蘭的心目中’「社會主義」指的並不是任何像東歐模式的東西

-這個模式,跟當今絕大部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樣,都被他

嗤之以鼻。他希望看到的並不是工業國有化或生產計劃集中化的

日盆擴張,相對的,他已經看到勞工某種程度責際控制自己的生

產程序的可能性-這正是郭茲認烏在現代工業中不可能獲得的

東西。而且,在辛美史特蘭的心目中,這個可能性並非對未來懷

有此-期望的人才看得到的遠景;事責上,它已經進入當前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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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表。

比起其他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瑞典的失業率算是偏低。在辛

美史特蘭的害中,他並沒有談到由失業者或兼職者形成的新無產

階級日盆眾多的現象。相對的,他認烏,他所說的「擴張的勞工

階級」-勞動力的多數人-已經對社會主義改革產生了全面

!∣生的共同意識。這個擴張的勞工階級,涵蓋了所有從事刻板單調

職業的人群,其中除了包括藍領勞工階級,還包括低層白領勞工

和服務業勞工。他試圖指出,基於各種不同類別的階級意識,以

這種擴張的勞工階級的面額出現的無產階級,不但依然存在,而

且活力旺盛。在瑞典以及其他工業先進的社會中,存在著各種足

以使它們的發展綱領跨越-般的工會談判,邁向-個更遠程的祉

會改造的條件。更馬特別的是,辛美史特蘭注意到-些想在工業

體系中引進「薪水階級」公基金制度的構想-這些構想目前已

被祉會民主黨正式認可。雖然這些構想各有不同類型,但是,基

本上,它們都主張員工分享利潤的制度。它們認篇,每-年公司

的利潤應該某種比例由受雇者分享,其餘－部份則轉烏國家與祉

區發展基金。依此線索’這個發展-方面既能在雇主與勞工的權

力關係中產生進步性的移動效果,另-方面亦能跟工業民主制度

的架構之間獲得整合。

烏什麼在兩位學者之間,對於當前西方祉會的階級結構之發

展,竟會出現如此懸殊的觀點?顯然,我們可以回答,因篇辛美

史特蘭的討論是以瑞典馬中心,即使它的涵意並不僅限胎這個祉

會,而郭茲的基本指涉對象則是法國。但是,對於工業機構與階

級結構目前發生的變化將會產生的影響,這兩位作者的信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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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本質上的分歧。這個課題,必然涉及在西方祉會的就業

體系中勞工階級到底日漸消失〔郭茲的說法﹞或者日漸增大〔辛

美史特蘭的主張﹞之爭論。

本章上－節的討論,可以相應於此-課題。或許,這兩位

作者的看法都不正確。-方面,幾個主要的西方祉會,包括美國

英國、法國和西德’目前在「傅統」工業諸如探煤或煉鐵與煉鋼

方面,都已面臨萎縮的景象。正如前面所說的,諸如此類的生產

已經被遠東地區的其他國家拔得頭籌。另-方面,因烏這些工業

的規模日漸縮小而讓出的位置,已經被服務性事業諸如旅館、飯

店和觀光的成長所填補。在這些新興事業中,絕大多數的職業是

無專業技能或半專業技能的工作,也因此,-如我曾指出的,它

們仍然無法使其就業者擠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但是,這-類

的人群並不因此而淪烏藍領勞工,從而形成辛美史特蘭所稱的「擴

張的勞工階級」。無論在各個不同祉會的階級結構之中,或者在各

個祉會的階級結構之間,這個景象都具有更烏繁複而分歧的意

涵。

郭茲的觀點,不僅立基於藍頒勞工階級重要性的日漸萎縮,

而月↑lj’赤基肚他在資訊科技和失業問題之間所認定的關連,以及

他認篇目前的高失業率將持績舷未來的這項設定。然而,這些主

張都是有待商榷的。顯而易見的是,微體電子科技的弓∣進,特別

當它參與了生產程序的自動化作業,取代了以往的人力勞動之

後,它確責在可見的-段期間造成人力多餘的現象。但是,至胎

在整個經濟活動中它將產生多少影響,以及影響是否持績下去,

仍然是╴個高度爭議的課題。部分的人諸如郭茲認烏,自動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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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就業機會的縮減。然而,另外－種論證則認馬,資訊科技的

普及在短期間或長期間將會創造新的職業,只要需求的類型發生

了改變。後者同樣可以輕易指出’微體科技的運用將能產生新的

就業機會。譬如,現有產品的廉價大量牛產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新的產品將可以－再開發,而好的服務亦可以更上層樓;乃至於

財務困難的工業部門,也將可能重新得到獲利可能性。

因此’這－切必然比許多作者所能同意的程度還要具有爭議

性和不可預測性。現階段的高失業率,必須從-九七三年到七四

年的「石油危機」的背景中,以及其他導致經濟蕭條的因素中來

理解。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在大部份的西方祉會中,失業率勢必

會比可能的範圍還要高’甚至繼績增加。但是,這也不像目前許

多觀察家所說的那麼無法避免。在-九六○年代,正值所有西方

國家處於欣欣向榮的時期,幾乎每-個人都認定某種接近充分就

業的景象將會永駐人間。而今,我們應該謹﹟I道使用諸如此類以偏

概全的思維方式。

這些討論,可以使我們對郭茲和辛美史特蘭提出的觀點之經

驗基礎做個檢證。他們並沒有解決-個世紀以前馬克思預見的世

界圖象到底對今天這個尚有缺點的政治綱領還具有什麼相應意義

的問題。這個問題,遠遠超出本害截至目前已經分析的課題,我

將在結論中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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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代國家

前面我曾約略提及,在過去這個世紀中,這個世界曾經發生

－系列極烏重要的變化:國家在祉會生活中扮演了日漸膨漲的角

色。我們可以從許多不同的途徑解釋國家活動日盆增大的現象。

在經濟層面上,資本主義祉會中的國家已經扮演了日漸積極的角

色,直接指導生產活動。在絕大多數這類祉會中,國家雇用的工

作人員便佔去全國責際從事經濟活動的勞動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

上,其中部份受雇於國家行政機構,部份則受雇於國營工業部門。

許多國家經常藉著對物品供求的操蹤,或者藉著對經濟計劃、物

價與稅收政策的參與,亟欲「干預」經濟活動。除此,國家還會

介入其他層面的祉會生活:它非但參與監獄、孤兒院、醫院的籌

備與設置,甚至干涉「祉會幅利」此-名目下各項服務政策的制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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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事責,我們感到驚訝的是,至少截至最近烏止,國

家這個課題在祉會學上竟然受到嚴重忽峴,非但各種流派的社會

學家如此,即使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祉會學家亦有此弊。此-

l∣青形的產生,部份是因烏長期以來兙會科學╴直標榜著極馬扭曲

的分工觀念。在此-觀念下,祉會學的目的只在於研究「社會」,

也就是說,只在於研究十九世紀思想家所說的「市民祉會」（ciVil

soc﹜ety）:指國家以外的經濟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其他制度。因

此,國家這個課題便成烏「政治學」或「政治科學」各項學說的

專屬範圍。但是,在某個程度上,這種忽硯國家問題的研究態度

早在十九世紀就有其思想淵源。無論馬克思主義或非馬克思主義

的祉會學,在它們對古典經濟理論所做的批判中,繼承的是共同

的學術系譜。在古典經濟理論中,國家只扮演微乎其微的角色。

依照早期經濟學家的說法,造成祉會變遷的最重要推動力量,乃

是以生產烏中心,也就是說,乃是以「市民祉會」的頜域烏中心。

至淞國家,只負責提供法律架構,保障各項經濟契約,監督整個

群體生活中各種不同的利盆。

晚近的思想家已經不再滿意此－觀點。對那些居於祉會學主

流地位的人-我們可以再舉淙爾幹篇例-而言,國家扮演的

角色遠比早期經濟學家所說的還要積極而意義深遠。在肚會朝著

建設性改革的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活動的擴張是-個不容或

缺亦不容抗拒的要素。從此－觀點來看,國家乃是-個善意的組

織,直接從事消彌階級區隔以及各種不zF等關係的工作。相反的,

馬克思則認烏,早期經濟學家未曾正峴國家的階級特徵。國家非

但未能做篇消彌階級區隔的中介,而且,本質上甚至在強化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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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它只是在欺騙祉會上的其他階級,以維護支配階級的利

盆。但是,在這兩個思想傳統中,沒有-個曾經對國家做過系統

性的研究。因篇,無論非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都只是

把研究重點置船國家活動所造成的結果,而非國家本身。事責上,

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只有馬數極少的片段曾經處理國家,而他

-生的大半心力幾乎都在於透過他自己的觀點批判早期的經濟理

論:也就是說,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進行批判。

l國家與諸階級:晚近的觀點

在過去十幾年來’現代國家是-個極烏熱門的課題,特別在

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馬克思主義者明確察覺馬克思作品中關於國

家的討論尚未成熟,並開始試圖賦予這些論述更豐富的意涵。事

責上,密立班的著作便是第-批重新檢討國家問題的馬克思主義

文獻之-。在此-領域,另外兩位具有影響力的論者是普蘭札斯

（NicosPoulantzas）和歐菲（ClausOffe）【參閱普蘭札斯《政

治權力與祉會階級》（几／㎡Cα∕肋加cγα〃αS0cjtJ∕C／tJsscs’Lon﹣

don’NewLeftBooks’1973）,該害首次出版於－九六八年;歐

菲《解組的資本主義》（D內0／gtJ〃由8dCtZP／如∕內泖, Cambridge’

PolityPress’1985）】。對於我們應該如何解析國家,密立斑和歐菲

曾經進行-系列直接的討論;稍後我會對這些討論加以簡要說

明。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國家所做的各種不同的解釋,大致可以歸

納烏兩種方式。某些時候,馬克思認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直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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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直接由資本家階級所控制。譬如,在-段文字中馬克思曾經

說過,國家乃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執行委員會」。但是,在另外的

作品中,馬克思似乎又認篇,國家的階級特徵其責在於國家的公

職人員都是在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全面持績發展。乍看下,

我們雖然無法分辨這兩種看法之間的差別,但是,事責上,其間

潛存著-個非常基本的差異。第-個看法,不但意謂著’支配階

級乃是-個單-性質的祉會層級,而且這個層級還可以任意控制

國家。也因此,這個看法經常受到批評,特別是來自所謂「多元

論者」的批評。依照多元論者的解釋,西方祉會根本不存在單-

性質的「統治階級」;此種解釋,頗烏類似達倫多夫和其他工業社

會理論論者的觀點。相對的,他們認烏,西方祉會存在著各種性

質不同或成分不同的精英組合,而這些組合個別對政府的政策的

影響力極烏有限。

馬克思作品中的第二個看法承認,在－個依然是階級社會的

社會中,在統治圈子中’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派系和成分。在討論

國家問題時,普蘭札斯持的就是此-觀點;雖然他的文體艱澀難

∣董,而他的論述亦常招致批評。在馬克思的第-個看法中,國家

是由統治階級操縱的。但是,依照普蘭札斯的看法,在面對資本

家階級時’國家仍然擁有－種他所說的「相對的自主性」’更何況,

在資本家階級自身的內部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成分和派系。換言

之,國家有其某種程度的獨立權力,唯也僅止齡某種程度而已;

而且,這種權力往往被用來維繫整個資本主義活動的總體制度架

構。固然國家也可能制定-種對某些資本家團體的短期利盆會有

負面影響的政策,但是,通常此舉基本上還是烏了維護整個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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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的長期利盆。譬如,當政府進行反托辣斯的立法時,就得面

對那些正想在某－營利活動中進行公司台併的商界人士的對抗。

不可否認’這種關舶國家問題的解析比第－種看法或「工具

論」的看法更烏複雜。事責上,普蘭札斯就認烏密立班所持的是

工具論的看法,也因此基礎極烏薄弱,易被攻擊。他認篇,密立

班過分急切想要證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精英分子都具備共同的教

育背景、家庭關係和人際關係。在面對工業祉會理論以及政治多

元論的挑戰時,密立班過分受到對手的影響-試圖證明,執掌

政府的終究是－個成分劃-的階級。但是,普蘭札斯認烏,即使

在位居上風的階級之中存在著派系的對峙,這亦不表示,資本家

階級對國家的支配力將會因而瓦解。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資本主

義的制度構造依然存在。

雖然普蘭札斯和密立班的論辯不能算是特別具有啟發性,而

他們也經常各說各話,但是,對齡本書所要討論的幾個問題,確

定能夠產生旁敲側擊的效果。因烏,普蘭札斯的整個立足點,雖

然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是去Ⅱ跟那些我曾批評的祉會學思維

模型的某些成分相互呼應。普蘭札斯的思維架構,深受當代法國

哲學家阿圖色（LouisAlthusser）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之影響;在他的架構中,社會行烏者明顯被硯篇「生產模式的執

行者」。換句話說,人類的動作可以被解釋烏肚會原因的結果。在

此’人類並非－種可知的行篇者:他們對祉會的「雙重介入」

（doub】einvolvement）是不能被概念化的,因此,密立班批評

普蘭札斯陷入－種他所說的「結構的超決定論」（structural

super﹣determinism）,可謂-針見血’無論此-論辯的其他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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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是孰非【密立班〈資本主義國家:答普蘭札斯〉（Thecapitalist

state : areplytoNic0sPoulantzas）,《新左派評論》（∕W加

L吮ReU／e加）第五十九期,－九七○年出版】。

請讓我對這-點稍做進-步的說明,並再次強調我在第-章

所做的理論檢討之重要性,因篇,這些檢討和國家問題之間存在

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國家如何達到普蘭札斯所說的這種「相對

的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又是由甚麼所形成?關舶這些問題,普

蘭札斯的回答非但籠統而且有迥避問題的嫌疑。到底國家的相對

自主性的基礎何在?如何相對?或相對舷甚麼?他都沒有交代清

楚。我想,我們有辦法澄清這些問題,但是唯其擺脫普蘭札斯所

探用的決定論立場。我們想要澄清資本主義國家到底具有哪些特

徵,最佳的途徑就是拿它跟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各種類型的國家相

比,譬如,跟農業國家或帚國相比。在絕大多數的帚國,統治階

級的職員也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也就是說,國家和支配階級合而

烏-o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I青形則有不同。支配階級的成員

【諸如商業界或工業界的領袖】固然經常直接參加政府某-部門

的工作,但是,大體而言,在制度的結構上,工業領袖和國家公

職人員是截然有別的。以考茨基（KarlKautsky）這位二十世紀

初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常被利用的－句話來說,在資本主義中,

「統治階級並未統治」。前面提到的馬克思對國家問題的兩種解

釋,就某-意義而言,應該都能同意此－說法,而且,就某－角

度而言’此一說法也可以澄清相對自主性這個觀念。

資本主義的國家依賴於工商活動的蓬勃發達,以獲得它的稅

收;雖然工商活動並不直接控制在國家之手,而是由資本家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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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但是,工商活動的榮枯仍會影響國家的生存。因此’國家

公職人員的行動自主性強烈受制船它對資本主義事業的依賴。這

便是國家自主性的制度背景’同時亦是此一自主性之有限特徵或

「相對」特徵的基本根源。然而,我們既無法也不該從-種機械

式的思維方式解釋這些現象中的任何－個。大體而言,國家日盆

積極介入經濟生活乃是國家公職人員亟欲影響經濟活動的整體運

作的部份表現。發現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將會陷入各種失調與危

機的,並非只有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國家的行政人員也已經

發現此一趨勢,並逐漸企圖「管理」經濟事務。

截至目前,這個說法跟普蘭札斯的觀點大體相近,唯此-說

法所使用的觀念並不烏他所喜歡。但是,我認烏,還有-個極烏

重要的因素跟國家的自主性有關。這個因素,指的是組織化的勞

工階級本身表現出來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以工會的力量表現

出來,而有時則是以勞工政黨或社會黨的形態影響政府的措施。

普蘭札斯以資本家階級內部的派系分化解釋國家和資本家階級勢

必處於相互牽制狀態的原因:國家的施政可能偏袒某一部門的資

本家而忽略其他部門的資本家。但是,責際上,國家也勢必企圖

結合組織化勞工階級的影響力。雖然在工業資本主義方纔出現之

時,此-階級的影響尚未如此重要,然而,目前的∣∣青形已經改變

了。雖然在上一章我曾說到,勞工階級的努力與成果並未使他們

「融入」尚未改變以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中,但是’各項公民灌

的擭得已經移動了權力的分配,即使他們並未導致馬克思預示的

革命性翻轉。

關於此-課題,歐菲的著作可以做烏對普蘭札斯的論點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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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妙修正。依照歐菲的說法,只憑著馬克思的理論,無論是前

述二者之中的任何-個,都無法正確解釋國家的角色。事實上,

國家就像-塊夾心餅干,處在兩個本質上彼此對立甚或「相互矛

盾」的勢力之間。現代國家的任務在於站在社會整體的立場,篇

祉會提供zF衡的準繩,包括祉會幅利政策,以及其他各項服務制

度。但是,無論國家如何試圖「管理」經濟的成長,它仍然只有

依靠私有資本與企業製造出來的財富才能得到收入:換句話說,

它必須依賴於那些無法馬其直接控制的管道。烏了建立各項服務

制度,國家必須透過稅收,間接取得所需之經費。但是,那些員

正掌管經濟事務的人【諸如工商領袖或資本家階級】往往抱持反

對的態度。因烏,雖然部份服務項目【諸如道路系統的規劃與維

修】烏支配階級和－般民眾共同分享,但是,其他尚有許多項目

【諸如幅利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烏祉會上的低階層而設立。

依照歐菲的說法,他所說的「商品化」與「反商品化」這兩

個趨勢之間的長期衝突就是此-對峙狀態的結果。所謂商品,指

的是任何可以買賣的物品或服務項目;因而,所謂商品化的關

係,也就是指那種可以標訂價格以進行市場買賣的關係。至於反

商品化,就是將社會關係從市場中抽離,從而在╴種非經濟的標
準上予以重建。大體而言勞工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目標,就在

於追求或制定可以促進非商品化關係的政策。它們提倡的教育機

會均等,以及全民免費醫療服務等制度,皆是最佳的例子。相反

的,保守政黨則傾向於支持侵勢階級或中產階級,並力圖維護商

品化關係,甚至亟欲使巳經非商品化的關係變回商品化。譬如’

他們希望’政府制定政策使人民透過貸款的管道負擔教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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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希望將諸如此類的政策推廣到私人醫院的收費項目之中。

歐菲以上提出的論點,跟我在上-章討論公民權的意義與「幅

利國家」的性質時提出的看法大體相去不遠。-般而言,工業肚

會理論論者傾向船把這些項目硯烏「已經完成的」現象,足以維

繫╴個穩定的自由民主的工業秩序。而且,他們認篇,他們已經

有效解決馬克思提出的階級衝突的問題o但是,倘若我的觀察正

確,我敢說,他們正－步步陷入階級衝突的陷阱之中,而非已經

解決了它。而且,所謂「幅利國家」也只是過渡的臨時產物。在

當今保守主義的政治氛圍中,我們比在二十年前更容易看出此一

趨勢’因烏,目前有的保守的政府長期以來-直處心積慮想把幅

利政策的服務項目重新予以商品化。

2.國家與官僚制度

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的作者對現代國家的解析具有許多責

質的貢獻,但是,在他們的論點之中仍有兩個明顯的缺點。第－

點,他們經常混淆國家和官僚制度,特別是經常混淆國家和行政

權力。第二點,他們經常把國家和「民族」（thenation）連而篇

-,並把「民族國家」跟軍事力量以及「暴力」聯想在一起。但

是,另╴方面,我們也不能指望,工業祉會理論對這些課題能夠

產牛甚麼比較合理的解釋,因烏,它同樣無法擺脫使馬克思主義

產生的那些思想傳統。

然而,在祉會理論上,曾有-個重要人物曾經提出－種可以

探討這些課題的途徑。這個人物就是韋伯（MaxWeber）。在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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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以前,「官僚制度」這個觀念往往被峴馬「國家官僚制度」的同

義詞,也就是說,指的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事實上,雖然韋伯論

及官僚制度的著作確責特別重峴國家層面的問題’但是,他的用

法很廣,也可以用來指稱任何-種大規模的組織。依照韋伯的說

法,官僚制度的誕生跟資本主義的擴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

韋伯所謂的「合理的法律規範」中,我們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關

連。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特徵之－,依照韋伯的說法,就是其日

漸公式化的性格:-種按照所需的材料和勞力以及所生產的物品

計算成本和利潤的生產方式。唯其探用-些能夠達成詳細記載和

精確計算的效果,並能擺脫個人差異之工作規範,方能賁現這種

公式化的形式。對韋伯而言,在歐﹟∣l ,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複式

簿記管理方法之同時出現並非巧合。因烏,這正是公式化經濟活

動不可或缺的經濟計算之具體方法。

合理的法律規範確責可以指導資本主義的企業經營,但是,

依照韋伯的說法,它們尚有更多用途,可以運用舷-般具備官僚

制度的組織之內部行政管理。在國家中,法律條文便是這種規範

的－種表現;在其他組織中,則以各種類型的行動準則烏代表。

藉著-些特別突出的表徵,我們可以分辨-個官僚制度化的組

織。在《經濟與祉會》（EC0〃0〃?yα／㎡S0αery）-害中,韋伯以

「理想類型」（idealtype）的觀念說明這些表徵。此-觀念,在

他的祉會科學研究中,也是－個基本的觀念。所謂理想類型,指

的是將事賣的某些面向進行「單方面的突顯」,使之得以跟事賣互

相對照。因此,依照韋伯對官僚制度的理想類型所做的描述來看,

我們實在難以從任何責際存在的組織中找出發展健全的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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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韋伯《經濟與社會》,柏克萊加州大學,╴九七八年出版,
卷二,頁九五六至九九四;此書德文原著在－九二二年出版】。-

個健全的官僚制度,必須在一個金字塔形的權威階層中逐漸建立

監督的權責關係;在此-制度中,公職人員必須支領薪水,全天

執勤,並且必須具備應有的資格才能被雇用。在韋伯關於資本主

義與官僚制度的關係之討論中,有兩個層面值得我們在此加以探

討。其中╴個,關於資本主義的企業經營如何鞏固壯大。韋伯遠
比馬克思更篇強調官僚化國家機器做烏資本主義擴張的∣∣茱件之初

期發展。在國家的行政體下,一個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個金融體

系的確立,都是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日趨鞏固不可或缺的基礎。

然而,就此章我所關心的主題而言,韋伯的討論中更值得我

們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祉會與成熟的官僚制度結合之後將會產生

甚麼結果和影響。關齡此-問題,韋伯的論點給馬克思主義者造

成甚大的打擊;它甚至∣襄疑祉會主義祉會能夠創造一個比資本主

義自由民主制度更烏民主的秩序。韋伯認篇,官僚制度與民主制

度處於－種相當微妙的關係。就官僚制度的基本特質而言,它將

使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這些少數人指的就是那些在機構中｛占

據高階位置的人。馬克思認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將多數人對

生產工具的控制權予以剝奪,便是剝削∣生階級支配和布爾喬亞民

主制度的有限性之根源。但是,這－切都將由於私有財產制和階

級區隔之取消,以及祉會主義之來臨而獲致改造。從此,非但勞

工將會因而I灰復其對生產工具的控制權,而且,「無定職的薪水勞

工」之假自由也將轉變烏民主化工業制度的員自由。

韋伯的分析指出,此╴論點極烏危險。他認烏,並非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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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祉會中,勞工對生產工具的控制權才被剝奪;因此,超

越資本主義不見得就能使此╴現象從而消失。依照韋伯的說法,
工人失去對勞動程序的控制,陷入單調刻板的公式化運作中成篇

「－部機器中地位渺小的齒輪」,乃是-般官僚制度的特徵。固然

在資本主義祉會中,勞工確責未能擁有生產工具,並且未能享有

任何明文規定的控制權;但是,此╴現象並非僅僅存在胎工業體
系中。幾乎在所有實施官僚制度的組織諸如大型醫院和大學中,

位居低階職務者都有此-相同的處境。在政府機構中,也是如此。

韋伯強調,民主制度的理想源自小型祉會;而在此種肚會中,所

謂的「公民」也只是總人□中篇數極少得以經常惡集行使政治權

力的-部份人。但是,在當代的大型杜會中,由於每個人都能享

有公民權,因而這種模式的民主制度就顯得不敷使用。-個現代

的民主制度,必須在政治層面預設－個高水zF的官僚制度。烏了

舉辦全民選舉,必須建立-套可靠的「理性合法的」體系,配合

官僚制度的執行,以確保選舉合乎程序與效率。因此,目前絕大

多數的政黨,無論其目標如何開放或民主,總都朝著官僚制度化

的方向發展。現代是「政黨機器政治」的時代,在此－時代中,

-般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的程度是極篇有限的。韋伯是最早提出所

謂「民主的精英主義」理論的思想家之中的-位。現代的民主制

度讓每－個人都能夠透過參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統治他們的精

英,但是,去!也使全民能夠運用更多自由主宰自己命運的「直接

參與的民主制度」-去不回【參閱貝坦（DavidBeetham）《韋伯

與現代政治理論》wmW它beγα〃α／〃cT）》g0Ⅳq／〃0叱Ⅷ

几∕／∕／cs’Cambridge’Polity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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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韋伯的觀點中,社會主義將使事∣青變得更壞。因烏,它將

使官僚制度更篇擴張:祉會主義政綱內在的集中化﹛頃向,將會導

致-個比在資本主義祉會中更烏官僚制度化的國家。整體而言,

韋伯對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評價是悲觀的。但是,他相信,自

由的民主制度至少能夠維繫某種程度的開放,使之免船受到官僚

制度日盆封閉的傾向所約束。「民主的精英主義」或許是-種有限

的政治參與的方式,但是,在╴個多黨政治的體系中,有還是勝
於無。而且,雖然資本主義l頃向船壟斷或寡頭,但是,它還能維

持-個競爭的局面,使消費者還有選擇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在

那些將生產置於集中化控制之下的社會中早已蕩然無存。

3.幾點評議

我們必須非常謹慎面對韋伯的觀點。他的觀點,對任何傾向

於認馬透過改革或革命便可逐漸改造資本主義國家以爭取更高層

次的公義與自由的人,勢必會造成極大的衝擊。但是,至齡烏甚

麼他對官僚制度的支配性格隱含的威脅所做的解釋未能被接受,

也有幾點原因。

首先,任何像韋伯-樣,認篇官僚制度的演進將會造成╴種
單向的權力移轉,使位居組織低階者的權力日漸縮小的說法,似

乎都是錯誤的。韋伯的門生密契爾（RobertMichels）就曾用他

所稱的「寡頭制度的鐵律」（theironlawofoligarchy）,概括韋

伯的觀點【密契爾《政黨》（几／〃／cα／RJγ／／cs,London’Collier﹣

Macmillan’ 1968）,此害德文本出版於-九一-年】。用密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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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來說,「誰主張組織化,誰就主張寡頭制度」;這話的意思是

說,在大規模機構中,權力必然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但是,寡頭

制度的鐵律並非像他所說-般確責成烏-種鐵律或者－種可以明

確指稱的事物。不僅在規模日盆增大的祉會或機構中【如密契爾

所說】,而且在這些祉會或機構日盆增加的官僚制度化的趨勢中

【如韋伯所強調】,都不必然會導致他們所說的結果。事實上,這

是很容易證明的。讓我們看看以下兩個例子,這兩個例子各自都

跟前面我對階級和國家的討論有著密切的關係。現代的經濟生活

遠比五十幾年前更篇高度集中化-這要歸因船我曾提到的各種

因素的結台,諸如巨型企業體的成長,以及國家日盆積極介入經

濟層面。但是,也有部份勞工因此得到遠比過去更多的權力,因

馬,他們在經濟體系的特殊策略部門工作。譬如,那些負責公共

設施或負責能源的生產與分配等工作的勞工都是最好的例子o第

二個例子是,一般總以烏,在-個高度整合的生產線上,勞工將

會完全失去對勞動程序的控制權。部份論者,甚至包括那些探取

馬克思主義論點的人【諸如布雷佛曼（HarryBraverman）《勞

動與壟斷資本》（Lαb0γα〃α〃0〃0P0【yCUP∕∕α∕’NewYork’

MonthlyReviewPress﹜1974）-害】,都傾向-個結論認馬,諸

如此類的工作機構能夠「剝除」勞工對其勞動程序的控制。因此,

他們得到跟韋伯與密契爾-樣悲觀的結論。然而,事責上,就某

些方面而言’在高度整合的勞動環境中,勞工能夠掌握比以前更

多的權力。因篇,這種探取分工制度的整合生產線,特別容易因

烏勞工小團體的有計劃行動而受到影響。

在此我們可以再次發現,在祉會學上,確認所有的祉會行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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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能認知也能被認知的主體而非只是-昧受制齡外在影響的

被動項’乃是非常重要的。在此-觀點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各

種探行官僚制度的組織包恬國家之中,偶爾會出現權力霎碼「互

易」的過程。權力往往是激烈鬥爭的焦點,而在此一鬥爭中’位

居低階者末必就是輸家。這並不是說韋伯或密契爾的論點亳無可

取,因烏,亳無疑問的,他們也指出了-些確實而普遍趨勢;唯

這些趨勢並非都跟官僚制度或規模日盆增大的祉會機構有關。

韋伯對官僚制度的問題之側重,我認馬,使他未能充分掌握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國家所做之批判的精髓。將人人都是公民的「政

治生活」跟「經濟生活」予以分開,仍然是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

-個明顯特微。我曾指出,在此種祉會中,參政權已經成烏促進

變革的-項極馬重要的中介。然而,事責上,工業體系的受雇者

可以用來影響工業領域的仍然只是消極的力量:它乃是以集體罷

工或其他可以受到重硯的途徑【諸如,控制、阻礙或破壞生產線

的流程】烏基礎。對於由上而下的政策,無論藍領勞工或低階職

位的白領雇員,都不具有任何明文規定的參與權。

設若位居低職者藉著消極的手段已經能夠獲得某種程度的權

力’我們就有理由推論’將公民權的範圍推廣肚工業領域或經濟

生活或許能使此-力量增大。換言之,我們不能像韋伯一樣咬定,

在當代社會中建立「直接參與的民主制度」已經不可能。∣∣偵著馬

克思的分析來看,這個制度在工業領域中特別具有力量。但是,

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和許多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過分樂觀認

馬,未來的祉會主義能夠將直接參與的民主制度成功落責下來。

事宣上,目前東歐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除了部份例外,諸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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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的勞工自治責驗和波蘭的團結工聯活動】,幾乎都使這個

樂觀的看法顯得難以立足。

4國家、社會運動、革命

至少從＋八世紀以來,現代國家的歷史就已跟祉會運動的影

響並肩而行。-般認馬,社會運動乃是烏了使-個社會現存秩序

的某些面向產生基本變革而發的各種形態的集體行動。-如國家

與官僚制度的研究,社會運動的社會學也是從韋伯的先驅性研究

中得到主要的觀念。韋伯強調,在穩定而有規律的官僚制度化的

機構與具有不易捉摸的善變性格而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的群眾運

動之間,存在著意義獨特的差異。在他的觀點中,社會運動乃是

-種動態的影響力,它的瀕繁發生足以徹底動搖或瓦解既定的行

烏模式,激發極烏快速的變動。

各種類型的重要社會運動,在前現代的歷史中就已存在。譬

如,柯漢（N0rmanCohn）就曾討論中古時代「基督顯靈運動」

（millenarianmovements）的影響【柯漢《基督顯靈運動的目

標》（Ⅷe恥淹〃／／q／∕〃e〃／∕／e〃加加,MercuryBooks’1962）】。

這類的運動基本上具有宗教的目的、源自它們想在人間世界責現

上帚之國的信仰。至於前現代的其他祉會運動,則有其更篇現世

的目的。在中古時代的後期,歐洲曾經發生許多農民暴動,往往

都是因烏食物短缺和稅賦過重而引起。在傳統社會的宗教性運動

和現世性運動,以及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對現代國家的發展造成戲

劇」∣生影響的祉會運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這些差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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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部份研究者在造反運動（movementsofrebellion）與祉會

革命運動（movementsofsocialrev0lution）之間所做的區分,

獲得進-步的澄清。前面提到的農民暴動就是造反運動;雖然它

們往往也企圖推翻－個現存的貴族圍體或-個君主,但是,它們

並未意識到-個徹底的制度改革的過程。甚至,在基督重臨人間

的信仰中,它們的觀念全都來自聖經’絲亳不曾談及是否應該或

者是否可能對現存的權力體制進行改革。相對的,革命運動就具

有徹底社會改造的現世性目的,而且,絕大部份特別發生在歷史

邁進現代以後。這類的運動,唯有在普遍公民權的自覺已經興起

的背景中發生,並且結合了ZF等與民主的理念。這類的理念雖然

在古代社會就有其根源,而且在十七世紀就已出現現代的面貌,

但是,事實上,唯有從十八世紀末期以來,它們才以-種系統性

的方式結合烏帶有激進祉會意涵與政治意涵的運動。

在第-章我就已經指出,美國和法國革命對十九世紀和二十

世紀的變革過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這個基本意義上來看,當

今世界的每-個人都還生活在「革命社會」中。沒有任何肚會能

夠免舷「兩個大革命」的衝擊,而且,在過去的兩百年間,或許

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曾經歷至少一個政治革命的階段。當然,從

二十世紀初以來,馬克思主義已經以－種全面性的方式跟這些革

命現象結合。二十世紀的祉會革命,絕大多數曾經受到某-類型

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所影響或所啟發。馬克思主義不像祉會科學上

其他關肚革命的理論-它提供基礎,透過對抗性的社會運動的

方式,以達成大規模的祉會變動。

關於祉會革命的本質與影響,目前已有各種見仁見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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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可以說明這個主題具有多麼高的爭議性。在這些關

齡社會革命與革命運動的解釋中,以提利（CharlesTilly）和史

考克波爾（ThedaSkocpo】）提出的看法最具影響力【提利《從

流動到革命》（Fγ0加〃0M／Sα／／0〃 ∕0RcU0／叨〃0〃’ Reading’
Mass.’Addison﹣Wesley’1978）;史考克波爾《國家與社會革命》

（S加花sα〃αS0cm／Rcu0／α〃0〃s’Cambridge﹜CambridgeUni﹣

versityPress, 1979）】。提利試圖以他對現代祉會運動的流動l∣生

所做的檢省篇架構,分析革命性變動的過程。一個因政治介入與

政治參與的觀念而舞動起來的世界,最主要的特徵就是,積極動

員圄體以追求其利盆和實現其理想的趨勢。在圉體的力量因處於

特殊的政治秩序中而顯得支離破碎的地方,或者被國家權威當局

刻意壓制的地方,肚會運動乃是動員圍體力量的手段。

在提利的觀點中,祉會運動乃是他所指的「多重主權」（multi﹣

es（）vereignty）的環境中的-種次級的集體行動。所謂「多重pl

主權」,指的是-個國家基於-個或其他可能的原因而無法全面

控制它的統治地域所造成的-種局面。多重主權既可能是對外戰

爭的結果,亦可能是內部政治衝突的結果,當然也可能是內外因

素聯合造成的結果。因此,－九-七年,當俄國革命發生時,正

好是俄國投入第-次世界大戰,造成領土淪陷並引起內部政治分

裂之際。在多重主權出現時,倘若在位的政府冀圖採取強制的手

段以維繫其權力時,革命運動就能獲得有利的動勢。往往的,這

跟政府突然缺乏意願或能力,滿足大部份人民因認烏國家以往可

以做到而提出的要求有關。譬如’第－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義大

利,由於兩百多萬人的迅速復員,以及戰時食物供應與價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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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然解除,遂烏右翼和左翼的激進運動提供了日漸茁壯的溫

床。

史考克波爾的觀點所側重的面向則極烏不同。提利傾向於認

烏,革命運動是受到針對利盆而發的有意識的、有目的的追求所

引導,而「成功的」革命變革往往在它企圖實現這些利盆時出現。

史考克波爾去Ⅱ認烏,諸如此類的運動對於它們自己的目標依然感

到模糊而徬徨,而且,大規模的革命變動往往是這些團體或運動

所想爭取的－些比較片面的目標之意外結果。史考克波爾的研究

重點是法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在她看來,現代世界史上的祉

會革命,乃是導因舶在此之前的政權內部某些變革的結構性條件

之出現。她還特別強調國際因素在造成足以導致祉會革命的環境

時的重要性。就她所研究的幾個主要個例而言,她認烏,革命性

危機的出現都是在它們既有的政府╴三個例子都是君主政體
-無法因應變動中的國際∣青勢時,而此時它們內部的階級區隔

也加速了它們的衰敗。國家的權威當局對內既不能推動改革的步

驟,亦不能加速經濟發展,以致船對外無法對抗來自其他已經l∣頂

利完成改革的國家的軍事威脅。隨之而來的掙扎,使正在形成的

內部緊張關係更加惡化,終胎導致現存國家結構的崩解-進而

創造了茁壯中的祉會運動可以l∣偵勢成長的持績政治危機。依照史

考克波爾的說法,革命情勢的出現-

〔不可能】因為刻意追求此一目的之活動而形成,無論

是在革命陣營方面’或是在舊政權內部的政治得勢圍體

方面。相反的’最終足以導致行政與政治解體之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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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危機的出現,乃是因鳥帝制國家已經陷入雙重的壓

力;這個雙重壓力’一方面來自夕卜國船堅鮫利的單事競

爭或侵咯,二方面來自現存農業階級結構與政治制度加

諸君主政體的反應能力之各種束縛【史考克波爾’頁二八

五】。

當史考克波爾強調,幾個重要的祉會革命並不是那種目的明

確而組織嚴密以推翻現存秩序篇前提的運動之結果時,她的觀點

是正確的。但是,她或許過份強調有目的的社會變動和那種源自

「結構性」失調的變動之間的對立。她和提利的立場之間的差距,

並非如她想像的那麼大。因馬,廣義的現代祉會運動以及狹義的

革命運動,「確責」都結合了-種通常強勁但去Ⅱ極烏隱而不彰,以

追求集體目的與利盆烏前提的人類規劃活動。歷史雖然不-定會

服從於這些目的,但是,當今世界的許多特徵,便是在諸如此類

的祉會流動及其原本無法預期的結果之間的互動中逐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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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都市狀態與日常生活

l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城市與現代的城市

在此我們再次要檢討-個曾經改變當代世界的變遷趨勢。大

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活動,最早只可以溯源到＋六世紀左右,而

工業資本主義也只始齡十八世紀末期-而且,最初只零零星星

分佈在世界上的各個小角落。然而,自-七八○年以來的兩百年

之間,人類在祉會生活上的改變去Ⅱ已遠比在此以前的漫長人類歷

史中的改變更烏明顯且更具深遠的影響。在此害第-章我就已指

出,在這-切的改變之中,以當代都市狀態的性質及其影響最能

證明此一事責。在我們探討現代都市狀態時,社會學想像的歷史

層面更是具有特殊意義。就稍後我將指出的-個重要意義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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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狀態已經成馬我們這些生活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每-個人

朝夕面對的生活環境。因此,我們似乎難以理解在兩個世紀以前

人類祉會生活的狀態,雖然目前世界上仍有許多地方還保留著傳

統的生活方式。

在前現代的文明中,城市通常跟鄉村顯然不同。此一說法固

然可能誇大了前資本主義時期城市的共同特徵【參見史佐柏格

（GideonSjoberg）《前工業時期的城市》（I﹚／8P／它加d〃s／洫／

C／Ⅳ’G】enc0e’TheFreePress’1960）;雖然曾受到廣泛批評,

但它仍不失烏此-領域少數難得的經典作品,而且保存了許多具

有價值的資料】。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的大多數社會中’城

市確實存在－些明顯的特徵。城市通常由城牆包圍,而城牆除了

說明它們的閉鎖∣生格及其與鄉村的分界,亦提供軍事防禦的功

能。大體上,傳統城市的中心地帶都是寺廟、宮殿與市場,而在

這個舉行儀式與商業交易的中心地帶之外圍,往往設有第二道城

牆,以便防衛。當時的城市是知識、技藝以及對外文化交流的樞

紐。但是,諸如此類的活動通常是少數精英分子的特權。雖然城

市之間可以經由複雜的道路系統相互聯繫,但是,旅遊僅限於少

數人,大致上,這些道路乃是篇軍事與貿易活動而設。在前資本

主義時期的城市中,生活步調顯得緩!∣曼,而-般的城市居民往往

跟鄉村居民遵循著相同的傳統。而且,我在前面曾經指出,以當

代的標準來看,以前的城市員的是很小。

過去兩個世紀,世界人口不斷急速增加,而且未來仍會繼績

增加,而這些新增加的人□絕大多數湧向城市【參閱第-章第-

節】。這些數據確賣值得注意。目前,在世界上,約有-千七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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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擁有超過十萬以上的人口。而其中,約有二百五十個城市,

人口遠高於近代以前最大的城市,也就是說,人口超過五十萬以

上。當今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約有-千四百萬的居民。然而,

現代城市巳經沒有城牆,而且,在那些由許多都市聚集而成的都

會地帶,各個都市之間的行政界線往往跟責際的地理分界並不一

致,不像零星分佈的都市之間那麼明確。設若當代人的經濟生活

是由巨型企業體所支配,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天羅地網－般的

「巨型都會」（megalopolis）或「眾城城市」（thecityofcities）

已經籠罩了當代人的都市生活。貢際上,megalopolis這個字出自

古希臘時期,當時,在斐洛波尼西安（Pelop0nnesian）半島的一

群政治哲學家,最早使用這個字象徵他們構想的-種新城市,做

篇-切人類文明的發展歸趨。但是,在目前的用法中’這個字的

意義跟原始的構想幾乎已無任何關係o在現代,這個觀念最初是

用來指稱美國東北海岸從波士頓到華盛頓特區之間長達四百五十

公里縣延不斷的都市化地帶。此－地帶約有四千萬人口,ZF均每

zF方公里有七百個人居住。此外,在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五大湖

區亦聚集了幾乎相同數目與密度的都市人□。

此-趨勢並非只有數據的意義,雖然在都市祉會學的部份文

獻中有-種進路明顯持著這種看法。也就是說’許多論者把都市

化跟工業資本主義聯想在-起,認烏它只是鄉村人口移向城市的

過程。固然此-看法亦有其部份道理,但是,這個移動的過程,

也是-個具有更烏深遠意義並對都市狀態本身的性質造成影響之

變遷的-部份-城牆的消失可以說是此-變遷最好的象徵。我

們只要約略回顧祉會學上關於都市問題最具代表性的各種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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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清楚這個論點。

Z「芝加哥學派」的觀點

直到最近,早在本世紀初期二十年間就已成就斐然的「芝加

哥學派」祉會學,仍然影響著都市研究方面的各種爭論。芝加哥

學派的兩個彼此相關的看法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其-,研究都市

鄰里關係（neighbourhoods）時所謂的「生態學進路」。此-研究

路徑,最初以生物學上的生態學理論做馬類比的依據:依照這個

理論,動物和植物乃是因著它們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方式,而在－

種秩序井然的過程下被分配舷各自所屬的位置。芝加哥學派肚會

學家派克（R.E.Park）對於如何運用此-觀點研究城市,曾做

如下的描述。他認馬,城市「就好比－部可以從事分類與篩檢工

作的大機器;經由-些尚未被人完全理解的方式,此-機器亳無

失誤地從全部人口中挑出各種類型,將之安置於最適合其各自生

存的特定區域與特定環境」【派克《人類社群》（Hj‘加α〃C0加加α﹣

〃／／／es’Glencoe’TheFreePress,1952）,頁七九】。城市就如「自

然界」,經由-種類似生態學的過程,在競爭、侵略與遞檀等因素

下,被劃分馬層次分明的各個區域。此-過程決定了鄰里關係各

種∣生質不同的領域之間的「區域分配」（zoning）。在城市的中心

地帶,通常盤據著大量從事商業交易和娛樂活動的人口。而在城

市中心的四周,則是那些社會地位日漸沒落的居民,其中絕大多

數住在廉價的公寓或宿舍中。向外分佈的是穩定的勞工階級區

域,至胎最外圍的地帶,則是居住在市郊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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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認烏,生態學的研究路徑只適合於研究當代社會的都市

狀態。但是,芝加哥學派的第﹦種具有影響力的看法去Ⅱ有不同主

張;魏爾特（LouisWirth）所提出的「都市狀態乃是-種生活方

式」,就是想要指出各種城市的普遍特徵。魏爾特的觀點經常被他

的批評者扭曲,因而在說明其觀點時,我們必須描述得更烏精確。

－九三八年他所發表的-篇論文可以做烏他的理論的-個縮寫

【魏爾特〈都市狀態做烏－種生活方式〉（Urbanismasawayof

life）’《美國社會學雜誌》（A沉eγ∕cα〃／M刎α∕q／S0c／0∕0gy）,卷

四四’－九三八年;也請參閱雷斯（AJReiss）《魏爾特論城市

與社會生活》（LM／s li∕﹜㎡〃0〃C∕〃csα〃dS0c／α∕L旋》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964）】。魏爾特從-般的城市中

分辨出三個特徵:尺寸（size）、密度（density）與人口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ofpopulation）。在城市中,人們擦肩而過,但

去Ⅱ互不相識。他承認’這些標準大體上只是形式的特徵,它們的

意義唯有在其他各種不同因素的配合下才能表現,然而’他仍然

認馬,這些特徵及其意義確貢能夠涵蓋城市居民特有的-種生活

形態。在城市中’人們的許多接觸是短暫即逝的,而人際關係也

被硯篇-種工具性的關係,-種只是烏了達成目的所需之手段,

而不是巨正烏了增進彼此了解而建立的人際關係。魏爾恃說’每

個個體已經被剝奪了「從-個敦親睦鄰的祉會中建立起來的主動

自我表現’道德觀念和參與感」【魏爾特,頁-三】。-如生態學

的觀點’魏爾特也認烏,龐大而稠密的人口必然導致區域分配的

差異化與多樣化;就好比植物和動物的生命’基於各職所司的分

工需要,遂使更多個體必須共同生活在-個比例窄小的位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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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睦鄰的社會」解體之後,城市中開始出現各種由逐漸形成的行

烏準則所約束之井然有序的工作程序;而在此我們也可以發現一

個跟韋伯對官僚制度的描繪頗烏近似的論點。

魏爾特從許多角度閨述他的觀點。他認烏,都市的「生活方

式」並不必然僅限胎實際住在任何規模的城市中的人們’因烏,

城市的影響可以及胎範圍更廣的人口。反之亦然,並非所有住在

城市的人都必然會被其周遭人云亦云的生活節拍所吞噬。來自鄉

村的移民或許對他們昔日已經習以烏常的生活方式,還∣∣襄抱強烈

的感∣∣青;甚至,-些特殊習俗仍然不絕如縷。當然,魏爾特並不

認篇他指出的這些線索可以代表城市生活的全部特徵,充其量也

只能做篇最低限度的特徵。然而,他之所以會堅持此－觀點’部

份原因是他想提出-個可以放諸四海、行諸古今的城市理論,而

不僅僅只能適用於現代的都市狀態。

魏爾特的觀點和生態學的進路曾在許多方面受到批評。在

此,我想依照本害更烏寬廣的主題提出個人的評價,而且,我想

從這兩組觀念中指出幾個目前重新提出依然有效的論點。我的批

評,可以分烏四個範疇,而且也將以魏爾特的理論烏主要重點。

第-,魏爾特的理論確賣未能達到它所標榜的普遍效用。由

胎它是以其對－九二○年代與三○年代美國城市的觀察篇基礎,

故其效用有限,甚至無法用來說明工業資本主義中的都市狀態。

特別當它應用於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城市時,更是薄弱。在考古學

和人類學上,曾有許多關於前資本主義時期社會的都市狀態之研

究。雖然這些研究成果不是三兩句話可以解釋清楚,但是,我認

馬,這些研究幾乎絕大部份可以支持史佐柏格在前面我曾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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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論著中所提出的「基本設定」: 「無論就結構或形式而言,工

業化以前的城市-姑不論是在中古歐﹟ll、傳統中國、印度或其

他任何地區-彼此都極烏近似,而且跟現代的工業化都市顯然

不同」【史佐柏格,頁五】。至胎前現代的城市之不同特徵,在前

面三或四頁就曾說到。較諸大型的現代都市地帶,傳統的城市極

篇細密,築有城牆,在公認的儀式和交易地區的周圍具有穩定的

鄰里關係。

第二,-切自認能以城市本身的特徵烏基礎對都市狀態提出

-套具有普遍性的解釋之說法,就如魏爾特-般都是有待商榷

的。城市表現的和包涵的是－個更廣闊的祉會之某些面向,而它

本身只是這個祉會的－個部份。此╴批評跟前一批評是息息相關

的。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城市生活的某些方面跟鄉村生活是

並行不l孛的。當時這兩個地區都深受傳統的影響,甚至在╴些世

界性的城市也是如此;大部份的人際關係仍然建立在比較親近的

基礎上’並未變成魏爾特所說的那種互不相識的地步。但是,從

其他角度來看,當時的城鄉差距去Ⅱ比資本主義祉會大得多;而

且’事責上’我稍後就會指出,在當代祉會中,城鄉差距已經失

去任何意義。城市並非僅僅存在於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祉會之

「中」。從城市和鄉村之間各種複雜的關係來看,城市對當時祉會

的整個組織是相當重要的。「城市／文明／國家」-這組概念在

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文獻中幾乎不假思索被靦烏同義詞。而-般對

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狀態,往往也持著這種不假思索的印象。也

就是說,唯有把城市放進它跟整個這類肚會的廣義特性的關係

中,才能正確分析城市的特徵。在此,城市既是整個祉會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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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同時也對此-組織構成最主要的影響。但是,資本主義

祉會的都市狀態非常不同於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社會,而這也反映

了資本主義的來臨所造成之各種祉會轉型的明顯性格。

第三,魏爾特的論點結合了工業社會理論的某些更篇詭異的

成分-雖然他I固人的獨特目標是發展－個可以用來探討每-類

型社會中的城市之研究途徑。前面我曾指出,許多方面顯示,工

業社會理論乃是以-種具有二分法意味的觀點理解肚會變遷,進

而分辨「傳統的」與「工業的」祉會。無論此種二分的觀點是否

-直都沿用「工業祉會」這個名詞,它確責巳經在祉會科學上產

生了極烏強烈的影響。最廣烏人知的-個例子’就是德國思想家

湯尼斯（FerdinandT0nnies）在本世紀初提出的類似觀點。湯足

斯要說明的是-般祉會從「祉群」（G8加c／〃sc〃㎡;community）

轉變烏「結社」（Gesc／Ac〃叻;ass0ciation）的移動過程。「肚群

相當於魏爾特所說的那種受「主動的自我表現」支配的小型社會

或「敦親睦鄰的社會」。「結祉」則出現了-些非個人力量所能影

響的工具性社會關係,並逐漸以現代大型祉會的發展取代了「社

群」。魏爾特引用了湯尼斯和齊梅爾（GeorgSimmeI）等人的－

些觀念,以肯定他對都市狀態所做的分析。在他手中’都市狀態

呈現了某種具有發展脈動的東西,因馬,在當代祉會中,都市狀

態變得愈來愈佔優勢;但是,他更重硯的是,把它解釋成╴種在

鄉村與都市之間所做的對比。然而’這去Ⅱ會導致-個雙重的限制,

其－是我稍前已經談到的:在「結祉」和－般的都市狀態之間劃

等號是不切賣際的,因烏,前資本主義祉會大部份都明顯不同胎

當代的都市狀態。此外,在魏爾特對都市狀態的看法和那些從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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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義的各種立場產生出來的觀點之間做個比較,他的看法也

有不少地方將會飽受批評。事責上’我們可以發現,近年關於當

代都市狀態的著作中,-些最精闢的分析都曾受到馬克思主義的

影響。稍後我會指出,這些事責有助於我們釐清馬何魏爾特識別

出來的都市狀態的某些成分只是當代祉會特有的現象。

最後,魏爾特的研究途徑,尤其是他採取的生態學觀點,暴

露了「自然主義的」祉會學模式之基本限制。誠如派克明白表示

的,城市鄰里關係的生態系統乃是經由-系列的「自然程序」而

形成的。就此-角度而言,這種程序似乎具有-種固定不變的特

徵,就像自然法則-般。然而,倘若我們透過前面幾章我曾揭示

的立場分析都市狀態,去Ⅱ又會展現另-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3.都市狀態與資本≠義

我們應該如何對前資本主義的城市與資本主義的都市狀態之

間的差異提出周全的解釋?我曾強調,想要回答此-問題,我們

就必須從各個祉會更普遍的特徵以及-些由齡資本主義的形成與

發展而造成的全面的祉會轉型,來理解都市狀態。在前資本主義

祉會中,城市既是國家權力的中心’亦是-個範圍有限的生產與

商業活動地區的中心;而在這種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都從事農業

活動。資本主義的出現乃至於茁壯而成烏工業資本主義,遂使大

量人口從鄉村流向都市地帶。但是,這個趨勢不但因「都市」性

質的顯著改變而形成’同時也刺激都市進-步發生改善。從十八

世紀未期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中,我們可以發現,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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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絕大多數的工業製造中心並非設置在已經成形的大城市中。關

舵都市膨脹的問題,曼徹斯特可以做烏最突出的例子。-七-七

年,它還只是╴個擁有-萬人口的城鎮;但是,到了一八五-年,

它已經變成整個蘭卡夏地區的工商業中樞,並且擁有二十萬左右

的人口。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它的涵蓋範圍更是擴及周圍許多城

鎮,而整個曼徹斯特地帶的人口甚至高達二百四十萬。這些資料

顯示,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的都市狀態之主要推動力量,截

然不同於在此之前都市狀態的基礎因素。但是,這些資料仍然不

曾揭示新的都市狀態之獨有的特徵。

透過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這個概念,

我們或許就能釐清當代都市狀態的特質及其跟資本主義發展的關

係。在論及歐菲對資本主義國家所做的解釋時,我就曾提出此-

觀念。依照馬克思的說法,商品化這個觀念乃是分析資本主義秩

序的-個基礎:因篇,把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切物品經由買賣交

易的過程製造利潤乃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基本精砷。是故,當我們

發現商品化的現象已經伸進人類生活的每－個角落時,我們應該

不要感到驚訝。我們可以藉著對資本主義祉會中「空間商品化」

的過程之透硯,認識現代都市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祉會生活

形態所代表的意義。在前資本主義祉會中’雖然當時各個社會之

間差異極大,但是,幾乎任何地區,土地和房屋都是不能出讓的,

即使可以出讓,亦得受到許多限制【「可以出讓」（alienable）一

詞在此指的是,藉著某種支付方式,將財產從一個所有權持有者

手中轉渡給另一個人】。然而,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以後,土地與房

屋變成可以出讓,就像市場上那些可以買賣的商品╴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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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商品化（thecommodificati0nofspace）連帶影響了資

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整個物理環境。這個現象具有以下幾個意義:

（1）資本主義的都市狀態變成-種「被創造的環境」（acreated

environment）,它消除了城鄉差距。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城鄉之問

維持著-種依賴的關係,但也存在著-種明顯的界線。但是,在

資本主義祉會中,工業已經跨越了城鄉差距。農業已經資本化與

機械化,並且跟其他牛產部門受到相同的肚會經濟因素之支配。

由於此-發展,在社會生活上’城鄉差距也變得日慚模糊。-且

空間變成-種祉會現象,而不僅僅是-種物理現象,「城市」和「鄉

村」這類事物本身就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物環境」（built

envlronment）和「空白環境」（openenvironment）之間的差別

【關於此-問題,哈維（DavidHarvey）的《祉會公義與城市》

（S0c加∕几s〃c2α〃α／〃cαiy’London,Arnold’1973）-害曾

有精彩的討論】。

（2）在每-個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緊鄰大自然而居;而

且,在許多文化中,人類選擇了西方世界完全無法想像的方式走

進大自然,跟大自然共同作息。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物環

境」去!在人類生活和大自然之間切開了-道深邃的裂痕。特別在

資本主義的工作場所,我們可以看到最顯著的例證;無論是勞動

∣生的工作特徵,或者是工廠與辦公室的物理設施,都已使人類遠

離了泥土、節令或四季的循環。把工作場所設置在商品化的都市

空間之中,更是有力說明了此╴事貫。如今,我們絕大多數人的

大多數時間都耗費在那種幾乎完全人篇的設施之中。

（3）影響鄰里關係的分佈之現象,跟資本主義祉會的－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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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同時也給這種社會的特徵拓增了更多的層面。此－說法或

許是老生常談’但是’從最近－些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之關於城

市問題的討論來看,去Ⅱ顯得有點重要。部份論者堅決表示,「都市

社會學」這個東西根本不存在;而他們抱持的理由都跟前面我提

到的兩點有關。設若此-被創造的環境乃是資本主義祉會之基本

特徵,那麼,我們只要了解這種祉會的整體,便能對此-環境進

行分析並獲致直接的認識。對舷這個觀點,我頗有同感’因馬,

就我所知,前面幾章我曾論及的各種現象-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階級衝突與國家-全都跟「都市」變成「建物環境」的轉

型有著直接的關係。

雖然承認以上幾點’但是,我們仍然必須-在-種能夠說

明都市狀態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產生關係的方式之途徑下-指

出－些可以分析資本主義的都市狀態的觀念。雷克思（JohnRex）

提出的所謂「有屋階級論」（theoryofhousingclasses）,正是基

齡此－企圖而做的努力【參閱雷克思與莫爾（RobertMoore）《種

族、祉群與衝突》（Rαc6’ C0冽泖〃〃iU／ α〃αC0紉／c／》Oxford’

0xfordUniversityPress’ 1967）;以及雷克思的其他著作】。雷

克思的觀念主要是想對鄰里關係的組織與城市的成長,提出－個

比芝加哥學派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雷克思強調,那種認烏生態架

構可以決定城市鄰里關係的特徵之觀點過於機械化。他想以-個

可以使城市居民對其生活環境產生更大影響力的積極主張,取代

生態學觀點。由於他的論述是以英國的材料烏基礎,因此,對於

「芝加哥學派」過分依賴美國的研究趨勢以及隨之而起的各種關

舵都市狀態的分析,他的主張可以形成-種寓意深遠的ZF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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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起點是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區的急速發展;他特別以

伯明罕-帶的成長烏例。在此-類型工業區的初期發展階段中,

雇主的刻意需求非常直接影響了居住分佈的形態。工業鉅子以及

其他的地方顯要的住家,通常座落於靠近重要行政設施去Ⅱ又能夠

免於工廠污咽瘴氣的的地方。雖然小型工業仍然在生產活動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至少在十九世紀還是如此】,而部份的雇主也推卸

烏勞工提供住處的責任;但是,他們確貫日漸普遍烏勞工興建住

屋;有的只烏勞工搭建-些簡陋的宿舍’但大部份都在工廠四周

或鐵道兩側搭建-排排可供家庭居住的勞工宿舍。然而’在這類

工業區中,仍然未能形成傳統農村的祉區生活的基本風格,即使

這裡已經急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社區文化。

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住屋方面的「直接階級區

隔」已然消失。工業、人口與都市地帶的急速膨漲,可以烏此-

現象提供背景。但是,此外尚有-些更烏特殊的因素。雇主可以

藉著馬員工提供住處,以穩定資本,進而從事其他利潤更高的投

資;而提供住處也能限制員工的流動。然而,同樣重要的是,－

個更烏細緻的階級體系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具有專業技能的勞

工和白領勞工對肚比蕾式勞工宿舍更高級的居住環境之需求。因

此,工作提供和住屋及其他公共設施的提供變成兩回事;後者已

經是各種規模不-的專業建築公司的任務。此-類型的住屋,大

多數經由貸款購買的方式烏居住者自己所擁有。

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方面跟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有關,

另-方面跟勞動力市場有關,「房屋市場」勃然興起。透過這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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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我們可以進-步了解芝加哥學者們對人口流動和鄰里關係的

形成所提出的各種「生態」類型。依照雷克思的說法,這些都是

住民爭奪少量熱門住屋,從而聚集成各種類型「有屋階級」的結

果。在較大的城市中,我們可以分辨出幾種有屋階級。其中包括

那些在熱門地段以現金購買並實際居住的人;那些向私人租屋居

住的人;以及那些住在由國家出租的房屋中的人等等。在許多城

市中,最富的有屋階級通常遠離市中心,住在市中心外圍的高級

地區’甚至有的住得更遠,完全遠離市區。-些比較不那麼富裕

的貸款購屋者也想遠離市中心,從而形成了－股往市郊不斷擴張

的發展動線。因此’除了部份具有特殊技能的勞工之外,絕大部

份的勞工階級都居住在國有的出租住宅,而這類住宅區往往非常

靠近市中心。

全面普及國家提供之住屋,目前巳經成烏前面各章提及的勞

工運動的－個抗爭面向。在大部份國家,通常是社會主義政黨或

勞工政黨主張實施這種全民有屋的觀念,雖然這些房屋－般是由

私人承建。雷克思認烏,國民住宅的資格限制和購屋貸款的審核

程序,乃是爭取住屋的階級鬥爭中兩個主要的項目。大多數人都

想擁有自己的房子,而且可能的話也都想得到購匡貸款。除此,

那些工作受到保障而薪水侵渥的人,特別是白領階級,同樣也想

把收入的-大部份用船購屋’以擁有自己的房子。然而,國民住

宅的取得往往必須經過-番爭奪,因篇供不應求。職此,已經具

備資格取得國民住宅的各類人,傾向於維護或強化現存保障他們

的居住機會之配給制度。

-般而言,國民住宅的住民並非都市階級鬥爭中最卑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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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形之下,最卑微的是那些既沒有資格貸款,亦沒有資格租

賃國民住宅的人們;這些人被迫向私人租屋,而他們必須接受各

種有利於惡劣屋主的條件,任其擺佈,只因篇他們不受任何租賃

制度保障以享有相等於國民住宅的待遇。這些人被迫置身胎芝加

哥學派祉會學家所說的「游移地帶」（zonesoftransition）:這是

﹣種往往緊鄰市中心的商業區與娛樂區的邊緣,龍蛇雜居而藏污

納垢的地帶。在這些游移地帶’大多數人住在窄小而擁擠的公寓

或宿舍中,而且,這種往往也是新到的移民走投無路時梟惡之處。

然而,對移民而言’由於種族歸類的因素,這裡並不像其他類型

的人所感覺的那麼游移不定。最明顯的就是美國,移民幾乎都已

永久定居,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此-相同的現象則規模顯得

較小,而且種族上的少數人也明顯跟絕大多數的居民有別。在美

國,從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幾年,黑人定居社區隨著由南向北的

移民趨勢發展起來【參閱梅以耶（A’Meier）和拉瑞克（EM

Rudwick）《從拓荒到定居》（Fγ0加P／α〃加〃0〃／0G〃α∕0》New

York’Hill＆Wang》1966）】。在都市地區,白種人和黑種人的流

動類型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往往的,白種人移動距離比較遠:

從-個城市的一個鄰里位置移向另一個相去甚遠的位置,或者在

地理位置相去甚遠的城市之間遷徒。黑種人zF均的移動距離則較

此烏近。誠如「-九五○年代和六○年代白種人逃向郊區的趨勢」

所顥示的,此-移動距離的差異可以說是城中地帶不斷惡化的背

後因素。由於移民社區在某種意義上傾向於固定不變,而文化特

徵亦有別肚其他鄰里,致使種族區隔和空間區隔遂日漸吻合【參

閱沙托勤（GeraldSuttles）的經典之作《貧民區的社會秩序》（?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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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c／α／O㎡eγq／／〃cS／α加》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0

Press’ 1968）】。都市的移民地帶-雖然其內部亦存在著高比例

的個體移動-之日趨固定的趨勢,給那些盼望逃離此地的人們

造成極馬嚴重的難題。然而,這些地帶遂也因而成篇新興都市抗

爭運動的根據地,它或許亦能重新創造那種在比較富裕的都市地

帶巳經式微的社區群體互動關係。

在我看來,從雷克思的論爭基礎上可以發展出來的這套看法

基本上是正確的。把都市鄰里關係的分佈放進房屋市場中各圍體

的激烈鬥爭之中,能夠強調資本主義社會中-些具有普遍意義的

重要因素。然而,我們仍然必須進－步提出幾點說明。我不認烏

我們應該像雷克思那樣特別強調「有屋階級」。固然強調都市衝突

跟工業地區的各項衝突-樣都是那麼的瀕繁而激烈,而房屋市場

有其不能直接化約烏後者的獨有特徵,乃是正確的做法。但是,

與其將都市鬥爭視烏在「有屋階級」和階級體系的其他部份之間

劃清界線,不如把這種衝突看做是-個現有社會的階級結構的全

面特徵。從而,我們可以把鄰里關係的各種組成模式和各種生活

方式峴篇是在強化階級區隔的某些面向,而同時亦割除了其他面

向。譬如,-旦具有職業保障的白領階級在購屋貸款的資格上取

得優勢’那麼,貸款資格的劃分便會強化勞力從業員和非勞力從

業員之間的區隔。而且,當居住分佈的各種類型逐漸傾向於種族

歸類而脫離原本勞工階級的格式時,這也將成烏整個勞工階級內

部出現裂痕的-個重要根源。

雷克思的討論以英國的材料烏基礎,因此’誠如他自己也同

意,我們必須將它們跟美國方面的研究謹∣∣廈予以區分。在美國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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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大型都市地帶,城市中心的掠奪和毀壞遠比歐洲嚴重得

多。無疑的,這部份歸功肚在大多數歐﹟ll國家中都市計劃曾經產

生比較大的影響,而且,它們都曾責施更烏普及的國宅政策。設

若詳細檢討這些變數,我們應該會發現,國家、工業資本和金融

資本’以及住民活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彼此互動。我們也不難

看出,歐菲關於國家的討論在此-課題上的相應意義。因烏,各

種在現代都市狀態中使空間商品化的因素已經逐漸受到各種去商

品化（decommodificati0n）措施的制衡。國民住宅的興建、都

市計劃、租賃與投資的管制’以及各種公共設施諸如公園和休閒

場所的規劃’都能產生此-制衡的功能。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前面幾頁所描述的都市狀態的特

徵到底以何等程度烏資本主義祉會所獨有,而且,到底以何等程

度涵蓋任何已經達到某種工業化水ZF的現代社會秩序。這個問題

無疑乃是本害最初提出的一個更烏廣泛的論題的-個面向:工業

化社會是否傾向舷具有共同的特徵,無論它們的起源和發展軌道

是多麼的不同。

在最近幾年’曾有-些關於東歐的都市組成的研究成果出

現,它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相應舷此-課題。在東歐,我們

根本看不到任何像雷克思所分析的特徵,甚至還出現-些跟他的

論點背道而馳的現象。都市士地絕大部份馬國家所控制’而房屋

市場比起西方世界亦顯得極烏有限。住屋的承建,乃是由屬齡政

府機構的一部份或者密切接受政府督導的公司負責。決定個人居

住問題的’並不是他們到底有能力支付多少費用;而且,他們也

沒有完全的自由,從-個城市移到另－個城市,或從-個區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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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區域。史節里尼（IvanSzelinyi）曾經談到-則他在匈牙

利研究住屋問題時-位同事的故事。史節里尼經常跟這位同事交

換研究心得和報告’有-回,在他讀完史節里尼對他的研究及其

意見所提出的檢討之後,他以-種充滿疑惑的方式反問,「你是在

建議人們應該居住在他們自己想要居住的地方?」這個觀念既使

這個人驚訝,亦使他惶恐,因篇,如果每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

想法選擇住屋,並且選擇他們落腳的地方,那麼,政府負責規劃

的人員還有甚麼事可幹呢? 〔史節里尼《國家祉會主義下的都市

不zF等》（U〉bα〃加cq冽α／／／／csU》zαcγS加／eS0citJ∕／s加’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1983）,頁十四】。

當然,在所有的西方祉會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負責住

屋發展和鄰里組成某些方面的調節工作,而且’也有某種程度的

都市計劃。但是,-般而言,這些調節工作和規劃工作的範圍和

性質,允許房屋市場在維持個人遷徙自由的∣青況下蓬勃發展。在

西方,人們的遷移乃是受到房∣賈和他們支付的能力所決定,而在

東歐則是受到都市管理制度所控制。

以他在匈牙利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對其他東歐國家所做的比較

烏基礎,史節里尼在西方和東歐的城市之間找出-些系統性的差

異。在匈牙利,戰後的住屋重建政策乃是以房屋並非商品的觀念

馬前提,因此,房租的高低並不等於住屋的品質。他們認烏,房

租只是家庭開銷的一個極小的部份;家庭【而非個人】有權利申

請住房而不必考慮他們支付房租的能力。

結果遂造成了-種在本質上不同齡西方城市的房屋配給制度

與都市鄰里關係。私人承建的住屋以及市場上買賣的住屋【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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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總數的-小部份】,大多數落在低收入圄體之手。那些收入和

地位較高的人們,諸如政府官員或技術人員,則是住在國家所有

或供應的公寓中。因此,愈富有的人愈不願意烏住房而支付任何

費用,而那些社會和經濟地位較高的團體亦可以在極少支付的∣∣青

形下得到條件優厚的住房。此一局面的產生,乃是因篇信用政策

與交易政策有利於政府官員,此外,事責上,收入較高的團體往

往也都極不均衡地接收了從戰∣了il遣留下來的高級住屋。

在資本主義祉會中,鄰里關係的形成主要是經由房屋和土地

的市場價值而發展。在東歐,城市規格的形成則是更烏強烈受到

行政決策的影響。這並不表示雷克思所說的有屋階級之間的尖銳

差異不存在,而是說這是－套完全不同舷絕大多數西方城市的住

房分配機制。雖然在后些國家也存在著日漸敗壞的區域,但是這

類區域並不像西方祉會,特別是美國社會,惡集在城市中心。絕

大部份的城市中心的土地馬國家所有,而且,在城市中心的四周,

住往是高級住房地帶,至於游移地帶則處在更遠的外圍。基齡所

有制的性質和分配制的類型,這些國家的鄰里關係遠比西方城市

的鄰里關係更具同質性。

這些發現再次肯定前面提出的論點,城市地帶和住房類型的

劃分並不是-個「自然的過程」,而跟祉會組成的更廣面向有關。

同時’那種認烏在所有現代城市中沒有任何過程可以影響都市生

活的發展之說法很少可以言之成理。東歐的都市狀態-如西方社

會都跟傅統城市有著明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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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市狀態與日常生活

雖然魏爾特的「都市狀態就是-種生活方式」的論點,在討

論-般的城市時或許顯得較烏偏狹,但是,我們不能斷然否認的

是,此╴論點能夠釐清資本主義都市狀態的某些重要的面向。我

們或許可以這麼說:資本主義的來臨造成了-種截然不同於前資

本主義時期盛行的日常生活的章法。在前資本主義的祉會中,傳

統的影響往往很明顯,甚至在各個城市中,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

仍然具有「道德的」特徵;髻如,日常生活仍然跟個人存在的危

機和變遷-疾病、死亡和代間循環-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

寄身於宗教之中的道德架構,提供了-些既定的模式,使人們能

夠在符合傳統規定的行篇方式下面對或克服這些生命現象。

這些行馬方式的瓦解過程複雜而變化多端。但是,我們可以

確定,由工業資本主義培育出來的日常生活的獨特形式迥然不同

肚在這之前的社會。勒富布浮（HenriLefebvre）在說到這種特

殊的「日常生活」的出現時曾經指出,此種生活形態具有強烈的

公式性格,缺乏道德意義,而某種他稱烏「生活詩意」（thepoetry

oflife）的層面也已蕩然無存。在現代祉會中,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所做的大多數事l青,在性質上都極具功效性。髻如,我們所穿的

衣服,我們所遵循的日常作息l∣偵序,以及我們居住並工作於其中

的建築物的大部份特徵,都是如此。相反的,用勒富布浮的話來

說:「對印加民族和阿茲特克民族而言,或者在希臘時代和羅馬

時代,人類的舉手投足【諸如手勢、文字、器物、容具、衣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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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承載著「風格」的印記;尚無任何事物被轉換篇散文般單

調的公式。……生活的散文性和詩歌性尚末分家。」然而’資本

主義的擴張去Ⅱ造成「世俗散文」﹣-諸如經濟事物、工具事物和

技術事物-的侵勢,從而使「文學、藝術、客體以及-切存在

的詩意消失得無影無綜」【勒富布浮《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

（E﹛／cUj﹙∕tZyL旋／〃仇8〃0α8刎Wbγ∕α’London’A】lenLane’

1971）,頁二九】

我們如果以篇他這些看法是-種對前資本主義祉會所做的不

切責際的浪漫描繪,那我們就錯了。勒富布浮的目的在於說明,

從道德基礎建立起來的傅統以及與之並行的更烏寬闊的人類存在

的面貌是如何被狹隘的公式所取代的。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之所

以出現空洞而陳腐的特徵,乃是基胎兩組特別重要的因素。其-,

跟資本主義都市狀態的「建物環境」中獨有的商品化空間有關:

建物環境已經被剝奪了美感形式。其二,指的是某些社會分析家

所說的人類活動與經驗之「隱退」;這些活動和經驗,在以前的祉

會中都能充分展現,而且是整個群體的祉會生活的構造中不可分

割的部份。

譬如,把罪犯關到監獄中以懲罰其過錯,乃是過去兩個世紀

以來的發展。雖然在中古時代的歐洲就有囚牢存在,但是,它們

主要是用來拘禁判決以前的嫌犯或債務人。至於嚴重的罪犯往往

必須接受驅逐,絞刑或體罰等懲罰,而非關進監獄【伊格納提耶

夫（Michael Ignatieff）《適當程度的刑罰》（A几sM〃它αs冽沱Q／

RJ／〃’London》Macmillan﹚1978）。不僅僅是監獄,甚至是精而申療

養院和醫院的廣泛出現,以及它們之間的明確區分,都是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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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發生。所謂隱退,指的是從日常生活中將那些對日常生活的

連績性構成威脅的各種現象,諸如犯罪、瘋狂、疾病和死亡予以

壓制。這些現象以及各種深受其影響的個人已經從多數人的日常

生活的洪流中被隔離了出來。「生活散文」以及追求工具性目的之

日常活動公式,也因此獲致╴個可以繼績擴張的方向。

以上的觀察’可以說明祉會的整體組織乃是經由甚麼方式跟

我們日常生活的切身特徵產生關連的。祉會學最重要的貢獻之

－,就在於它使我們能夠認識這些關連。因烏,那些被我們硯烏

經驗中最具個人色彩的面向,既可以塑造那些乍看下似乎亳無關

連的影響力,亦受到這些影響力的塑造。家庭問題與兩∣生關係的

研究很可以澄清此－課題,我將在下-章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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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家庭與兩性關係

在工業社會理論成篇最強勢的祉會分析架構的那╴段時期,
亦即,在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祉會學文獻中關船家庭發展

的討論,也盛行一種特殊的解釋方式。詳細而言,我們可以對此

-解釋方式做如下的說明。在工業化以前,家庭緊密地處在－組

龐大的血緣關係-「宗族家庭」（theextendedfamily）-之

中,而且是經濟生產的中樞。然而,過渡到工業祉會以後,家庭

不再是-個生產單位,而且也已經使宗族家庭解體、血緣關係縮

小烏「親子家庭」（thenuclearfamily）:-種由雙親及其直系子

女組成的家庭。誠如-位學者所說,「家庭已經成馬-個比以前分

得更細的組織,可能比以前任何已知的祉會中的家庭分得還要細」

〔派森思（TaIcottParsons）〈美國社會〉（TheAmericanfam﹣

i】v） ,收船派森思和巴爾斯（RFBales）合編《家庭、社會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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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過程》（肋∕〃／b／’ S0αα／／Sα〃0〃α〃α加／cmC〃0〃Pγ0CeSs’

London》Routledge＆KeganPaulI 1956）’參閱頁十】。但是,

絕大部份贊成此-觀點的學者,包括派森思,都明顯肯定家庭〔以

及婚姻】在當代祉會仍然有其-貢的意義。親子家庭依然是生兒

育女的主要單位,而且,更甚於以往的是,它也是其成員獲得∣∣青

感支持和滿足的來源。

近年來,此╴觀點已經遭到強烈的批評;事實上,由於各種

批評’它在某些層面已經完全不被接受。在過去十多年間,由於

受到-系列時代發展趨勢的影響’家庭研究這個領域的肚會分析

也發生了變化。前述的這-觀點,由於在這之前關舷家庭關係的

史料不夠充分’絕大部份顯得粗陋。晚近的家庭史研究者的著作

已經證明,以前的學者提出的部份論點是有待商榷的。此外,還

有另-種思想,也曾對現有的關舷家庭的解釋造成重要的影響;

這指的是女∣∣生主義學者的著作,而且,其中有的還是以馬克思主

義思想烏立論點。

l .家庭結構的變遷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發生以

前的西歐地區,╴般而言,家庭確責是-個生產單位。也就是說,

生產活動乃是在家庭或其附近地點進行的,而且,當時每-個家

庭成員,包括兒童’都必須從事生產活動。然而,資本主義的經

營方式,甚至遠在大型工業出現以前,就已經因烏把家庭成員個

別地納進勞力市場中而改變丁此-局面。至於以後家庭和工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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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日漸遠離’乃是此-發展趨勢的-個高奉。

可是,另一種說法指出,-味強調這些社會變遷瓦解了過去

曾經存在的宗族家庭體系,也不盡然正確。歷史研究已經證明,

在初期的資本主義形成以前,好幾個世紀間,在絕大多數的西歐

社會中,家庭的形態比較近似親子家庭’而非宗族家庭;雖然在

某些方面,涵蓋面較烏寬廣的血緣關係比在目前還要重要。當時,

有的家庭組成之所以比較龐大,乃是因篇它們雇用了僕役。至此,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家庭生活的特徵之間,存

在著遠比前面已經介紹的論點所描述的還要複雜的關係。譬如,

早期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往往雇用整個家庭,而不僅限於雇用其中

的個人;此-做法,正好符合以往認烏大人小孩都應參與生產勞

動的觀念。雖然這將造成殘酷的兒童剝削,使之必須在礦坑和工

廠最不人道的設施中辛苦工作,但是,如果完全將此-現象歸咎

於雇主的圖利心理,也不盡合乎事責。事責上,整個家庭-起被

雇用,很受那些來自農村的人們之歡迎,因烏,在農村,他們就

是整個家庭都投入生產活動。至齡家庭的經濟連帶之所以解體,

絕大部份是因篇雇主已經不願再以家庭烏單位雇用勞工,此外,

也因烏在自由主義的立法制度下,雇用童工已被禁止。而最後特

別重要的是,演變至今日盆普遍並可能成馬最主要的家庭形態,

似乎比較受布爾喬亞家庭在某些方面日盆「向下擴散」的生活形

態影響,而較少受到資本主義對勞工的衝擊影響。

雖然史東（LawrenceStone）的著作曾經受到不少批評,並

且不乏有待修正之處,但是’他對英國的家庭生活的發展所做的

分析,去!篇家庭形態的變遷提供了-個有用的分類〔史東《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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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l∣生與婚姻:自-五○○年到-八○○年》（T1／j2RJ泖毗

Sαα〃dMJγγ∕吧e／〃a﹫g／tJ〃d1500﹣1800,London,Weiden﹣

feld＆Nicolson’1977）】。他把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之間

三百多年的家庭發展區分篇三個主要的階段。在十六世紀以及在

此之前的許多年間,最主要的家庭形態乃是史東所說的「無血緣

限定的家庭」（openlineagefamily）。此種家庭雖然以親子家庭

馬核心’但是家庭這個單位仍然被涵蓋在更龐大的群體組織中,

其中還包括了不同血緣的成員。-如群體組織中的各種關係,家

庭關係也截然不同於往後的時代,當時,無論在階級體系的任何

層次中,婚姻都不是∣青感寄託或依靠的重心。史東就曾指出:

就傳統的知識而言,幸福只能在釆世獲得,而非在

今生今世;而性生活也不是一種樂趣,只是一種基於傳

宗接代的需妥而來的必然之惡。個人的選擇自由,無論

何時何地’都必須從屬於他人的利益之下,無論此一他

人指的是家族﹑父母、鄰居﹑教會或國家。至是生命本

身亦是廉償的,死亡隨時隨地可能發生。對於生活的期

待’就是如此卑微’也因此極鳥容易就會在情緒上產生

對他人的依賴〔史東,頁五】。

或許史東過分誇張他的看法;譬如他認馬婚姻關係以及親子

關係並不具濃厚!∣青感聯繫,迄今仍是史家迭有爭論的課題。但是,

毫無疑問的,浪漫的愛∣青觀念只有在上流社會的肚交禮節中才能

表現出來,而未必跟婚姻與家庭會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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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既非最親密亦非最深厚,似乎已經成馬

一個普遍存在的責際狀況〔對於親子關係長期以來的變遷,愛瑞

斯（PhilippeAribs）的《兒童的世紀》（Cc〃卹γ／esq／C〃／／d〃00α》

Harmondsworth’Penguin’1973）乃是最前驅II生的研究】。當時’

婚姻關係－開始也不是以個人的選擇馬基礎。在位居祉會高階的

人士中,婚姻被硯烏維護財產繼承權的-項工具,或是獲取其他

經濟或政治利盆的－項工具。對農人和技工而言,婚姻往往只是

經濟上得到生存﹛∣茉件的-個必要手段;-如地位較高的階級,地

位較低的階級的婚姻也是烏了選擇工作夥伴’而不僅僅是烏了選

擇婚姻對象。然而,家庭生活中∣∣青感親密性的日漸淡薄,並不表

現在人與人之間肢體的疏遠。相反的,在社會上每個階級中,絕

大多數人都置身於只有極少的個人隱私的環境,無論在家庭的內

部或外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們習以篇常的隔間居住,乃

是在十八世紀以後才日漸普遍。在這之前,有錢人的居住環境雖

然可能有許多房間’但是,房間之間仍然彼此相通,並無另設走

廊;而佣人往往跟主人住在同-個房間或毗鄰的房間。至齡鄉下

小農和都市貧民,通常只能住在那種只有-個或兩個房間的小屋

子;甚至-些略有點錢的人,房間也是大家一起使用,並不像日

後的時代按照各自的用途明確隔間。誠如愛瑞斯所說,唯有到了

十八世紀,家庭才開始「跟祉會保持距離,將之跟－個逐漸增大

的隱私生活地帶隔離起來」〔愛瑞斯,頁三八六】。-開始,那些

略有點錢的人按照現代的形式設計房屋,他們不但增設走廊,使

房間彼此獨立以維護隱私,並在臥室之外設置起居室。

在這些趨勢出現之前,依照史東的描寫’還有第二種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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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形態’雖然這種生活形態只存在於某些特定的肚會團體之

中。他用-種比較彆扭的說法’稱之烏「有限的家長式親子家庭」

（therestrictedpatriarchalnuclearfamily）;它起自十六世

紀初期,流傳到十八世紀初期。它是一種介船蕾式家庭與某種類

似現代的家庭之間的過渡性生活形態,它大部份存在於肚會上較

高階層之中。以往使親子家庭跟地方祉群中的其他血緣和其他團

體之間維持關係的那種忠誠性日漸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國家

的∣∣偵從。在家庭中,家庭男性領袖的權力日盆擴大,而后↑lJ∣T好

反映了在國家體制中他亦享有╴種世俗化的權力;而從此,親子
家庭也變成-個日漸明顯獨立發展的統-體。

「封閉固定的親子家庭」（thecloseddomesticatednuclear

family）是二十世紀繼績維持下來的家庭組織之基礎。它的興起

具有幾個獨有的特徵,史東把這些特徵總括起來稱之烏「感!l生的

個人主義」（affectiveindividualism）。婚姻關係的形成日盆明顯

只是當事人的個人選擇,雖然不同的階級仍有不同的獨特祉交方

式。而婚姻伴侶的選擇,由胎當事人冀求建立-個能夠增進彼此

情誼和「愛慕」的關係,也受到此-感性因素的影響。除此’使

兩性關係得以在婚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那些規範,也引導著當事

人的選擇。從而,親子關係發展出-種更烏濃厚的感∣生內涵,而

子女的「教育」也開始受到重硯。然而,在整個社會中’此－家

庭形態的出現和普及,並不是－個單純而不曾受挫的演進過程。

在它的演進過程中,亦曾出現各種不同的逆流以及脫序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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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兩性關係、父系社會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晚近的女∣生主義論著乃是家庭祉會學所受到的最重要影響之

－;當然,它對其他的祉會分析也極具意義。女性主義者側重舷

分析父系祉會的起源╴探討在家庭以及其他祉會制度中男性對

女性的支配關係之形成。人類學的探討顥示’-切已經被普遍研

究的祉會都是父系社會,即使在這些祉會中男l∣生支配的程度和性

質彼此不盡相同。然而,在我想討論的並不是父系祉會的普遍性

之問題〔相應船此－問題而且具有影響力的討論,請參閱蕭多樂

（NancyChodorow）《母化的延犢》（r﹚／eR劬叩血c〃0〃q／

M0／〃cγ／〃g’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l978） ;

至於相應的人類學省察,請參閱羅傑斯（BarbaraRogers）,《女

人的家庭化》（Iγj它D0Ⅷes∕／cα／／0〃㎡Wb泖c〃’London’Kogan

Page’ 1980）,此害對第三世界亦有大幅的討論】。

上-節描寫的家庭形態的變遷,形成了－些影響女性地位的

相反趨勢。－方面,十九世紀後期,家庭和工作地點的分離日盆

普遍,而此－趨勢使女人和家居性（domesticity）聯結在－起。

此時,-種意識形態隨之而來,最初只誕生於階級體系的較高階

級之中,其後又蔓延於其他階級。對祉會中不同階級的女人而言,

「女人的位置在家庭之中」這個觀念各有不同的意義。較馬富裕

的階層,家裡雇用侍女,護士和僕役料理各項家務。對那些中等

階層的家庭而言,料理家事和照顧小孩等大小家務乃是女人的任

務;這些家務不再被靦烏「工作」,至少不能跟支領薪水的生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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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提並論。然而,對-部份勞工階級家庭而言,女人的負擔去Ⅱ

異常的沈重,因篇,除了必須參與工業勞動之外,她們還必須照

料大部份的瑣碎家務。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從事「工作」

-指支薪工作-的婦女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和勞工階級〔提利

（LouiseA.Tilly）和史考特（JoanWScott）《婦女、工作與

家庭》（Ⅱb加2〃’Ii／b／彿α〃αRJ加／b／’New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78）】。提利和史考特以英國和法國的材料烏基礎

得出的結論認烏’除了織品生產之外,婦女在製造業中的就業率

極低。甚至遲至-九--年的英國,大多數的工作婦女都是受雇

烏家庭或其他個人擔任服侍性的工作。超過百分之三十三的支薪

就業婦女是擔任他人的佣僕;百分之六十六從事製衣工作,而其

中大部份是帶回家做,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是在紡織工廠做事。

在法國,女性就業的l∣青況也頗烏近似。

這些統計數字更清楚證明,在工業資本主義擴張的時期,女

性的就業機會被集中在-些跟女性過去所從事的傳統事務比較接

近的部門。事貫上,這些部門的工作絕大部份由女性包辦’而其

薪資水ZF也都相當程度低舷男∣∣生勞工。然而,這些就業女性絕大

多數是未婚單身女性。－九－﹣年的英國,未婚單身女性有百分

之七十的就業率,而已婚女性去Ⅱ只有百分之十的就業率。此後,

隨著全職家庭僱佣的消失,以及紡織工業的日漸萎縮,女性的就

業類型開始發生極鉅的變化。最顯著的變化跟前-章提到的-個

現象有關:亦即,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白領職業之增加。這類職

業的成長趨勢,跟女∣生逐漸加入辦公室業務和服務業的趨勢是同

步發展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生產體系中的兩!∣生關係已朝著愈



第六章家庭與兩j性關係 l19

來愈zF等的方向移動。因烏,絕大多數的女性工作者只能在辦公

室或商店的權威階層的最低位置’從事-些千篇-律的單調工

作,而且,較諸男性,她們的昇遷機會少之又少。「事務員」這項

職業的命運,可以適當說明此一現象的產生過程【參閱本害頁七

十至七十-】。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女性在事務員中佔不到百

分之-。我曾說過,-個人成烏「事務員」表示他獲得-個受人

倚重的地位,亦表示他必定具有專業會計以及其他方面的技能。

自十九世紀末期開始使用打字機,而「事務性工作的從業人員」

的職業被轉變成╴系列半技術性的作業程序以後,二十世紀的辦

公室工作已經普遍出現機械化的趨勢。如今,大多數的事務員是

婦女,而且大部份是商店助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所有西方國家中,女性在勞動力

中所佔的比例已經大幅成長。而其中尤以已婚女性工作的比例增

加最多。然而,即使以往幾乎只篇男人保留的職業中已經開放了

-些新的工作機會給女人,但這也不是每-個地方都如此。我們

只要將勞動力中女性的zF均所得跟男l∣生相比,便能發現女性的命

運是多麼的不如男’∣生。表6-1是-九六-年和-九七二年之間部份

時期美國的統計數字。

表61 芙國兩性全職勞工干均沂得比較表:

平均收入
女性對男性百分比

女性 男』∣生

lg6l
lg65
lg69
】g72

lg82

﹩3,35l

3,82〕

4977
5,g（）J

lZ,00l

﹩5,6￠4
6,375
8﹑Z27

l0’2（）2

20﹃260

5g.4
6（）.﹙﹚

6（〕‧5
57.g

5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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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釆源:魏塞梅悶（BarbaraMWertheimer）〈今作角色的尋求〉﹙Search

forapartnershiprole）,收於查普曼（JaneRobertsChapman）編《女性

的經濟獨立.》（Ec0〃0加【c〃㎡CPe〃de〃c2q／Wb〃’e〃’London’Sage’1976）‧頁

一八八《美國統言﹢摘妥:一九八四年出版》（Sm／／s／／cα／Abs”αq／的2U〉﹟岫d

S∕αtes1984。）

此-表格顯示,男女兩性之間的所得差距仍然難以改善。在

大多數的資本主義祉會中,這種∣青形並非罕見。甚至在那些官方

政策比美國更積極鼓勵女!∣生加入勞動的社會,諸如斯堪地那維亞

半島的國家,相對於男性的水zF,女性的所得仍然不見得有明顯

的提高。當然’女性加入勞動力其賣只是當代資本主義祉會普遍

存在的父系關係的-個面向。幾乎在每-個地方,在政治以及其

他領域的權力位階上,女性都處船-個被壓抑的位置。而且,她

們必須面對「雙重的差別待遇」,因馬,許多工作婦女也依然必須

負起照料家務和養兒育女的任務。

女權運動曾經透過各種不同途徑對抗諸如此類的不ZF等,即

使大部份的女性主義學者曾經承認他們面對極大的困境。人類社

會中父系制度的蔓延可以證明此-事責;父系制度之所以出現在

這個世界,並非由舷資本主義社會的來臨。然而,極馬明顯的是,

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跟前面所說的家庭形態的變遷相伴而來之

外,也跟-種特殊的性支配有關。兩∣生分際和階級體系之間,確

責存在著明顯的關係。工作婦女之所以被分配在待遇較差而比較

缺乏安全保障的職位,乃是受到雇主和男』∣生勞工的態度之影響,

而且,也受到婦女本身必須因生育而中斷工作的因素之影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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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婦女往往必須繼績接受這種工作條件,認命地默許自己接受

「家庭生活的意識形態」（theideologyofdomesticity）-將

公zF參與工業勞動所能獲得的經濟報唧l∣置胎婚姻和家庭之下。此

-課題極烏複雜,女性主義學者也經常烏此產生不同的見解。在

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兩性就業機會的均等並不必然是－個值得

爭取的目標。相對的,只要性剝削仍然來自家庭,那麼,資本主

義工業勞動的改造或人道化,仍然不能保證能夠消除∣生剝削。

3。家庭、婚姻與兩性問題

許多論及家庭問題的社會學家認烏,資本主義的發展跟家庭

的規模之急劇滑落是有關的。他們以目前成篇世界人口爆炸的主

要根源之第三世界國家所出現的大家庭烏依據,錯誤地提出-般

性的看法,得出-個跟歐﹟∣l在前資本主義時期類似的子孫滿堂的

家庭圖象。雖然極大規模的家庭並非罕見’但是,事責上,這樣

的家庭並不能做烏正常的標準。專門研究十七世紀英國和法國的

歷史家曾經指出,女性的ZF均結婚年齡大抵介於二十三歲和二十

七歲之間。妻子可以生育兒女的時間受限胎此,亦受限於提早到

來的更年期;除此,也受限於婚姻伴侶中-人的早逝,以及受限

於極高的嬰兒夭折率和兒童死亡率。正常的∣∣青況,富有的人總比

農民或技工擁有較大的家庭:妻子的結婚年齡較低,而男人在妻

子亡故後也將迅速再娶。

普遍而易見的死亡乃是－個可以明顯將前現代家庭及其-般

日常社會生活跟當代分辨開來的現象。當時的死亡率遠比今天高



l22 枇判的社會學導論

出數倍,而且死亡主要並非由於年事已高。那些居住在小鋇上的

人們特別容易死亡,因烏他們欠缺衛生設施而用水亦不乾淨,以

至於容易染上慢l生的傳染疾病。事貫上,這樣的小鋇並未代代相

傳,它們的延績主要是靠來自鄉村地區的周期∣生移民之填補。誠

如我在此害第一章指出的,當時的生命前景是極烏低調的。有三

分之-的幼嬰在-歲以前就已夭折;而且,十七世紀法國的農民

階級之中有-半的人在十歲以前就已死去。年紀較輕的成人亦不

能倖免’跟今天相同年齡層相比,亦有極高的死亡率。結果,在

較低階級中,家庭的規模在任何-個時期都只有兩個或三個小

孩,雖然小孩的出生數目遠比這還多。總人□中約有半數低肚二

十歲,而只有極少數人超過六十歲。

所謂的「人口統計的移動」（demographictransition）這個

出現在十／﹨世紀和十九世紀的現象,並不像家庭在代際組成方面

所表現出來的變化那樣明顯地呈現出從大家庭向小家庭移動的跡

象。「人□統計的移動」表現出－個從前述環境因素中產生出來的

變化’這個變化主要是因著低年齡層的死亡率之快速滑落而發

生。zF均結婚年齡降低,而本世紀以來仍在繼績降低。十九世紀

所發生的人口膨脹並非更多小孩出生的結果,而是更多小孩存活

下來,並且存活更久的結果。前面所描寫的這些既影響家庭的性

質亦影響男人與女人在勞動力中的相對地位之變化,造成了-些

將使大家庭成烏勞工階級的障礙之環境。在傳統的生產方式中’

小孩參與經濟活動,而大家庭往往極烏討好,然而,許多我們已

經指出的因素去!可能在現實上限制了家庭的規模。而且,在小孩

不從事工作的地方,以及在許多女人並不支領薪資的地方,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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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去』會成烏-項經濟負擔。進步的避孕方法已經使婚姻得以在「感

性的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持績更久,並且跟小家庭取得協調-而

小家庭正是目前持績存在的基本家庭形態。當然,對女人而言’

這具有極篇重要的意義,因烏,目前絕大多數的女人在她們的兒

女長大成人或獨立生活之後都能得到屬胎自己的二十年或三十年

的歲月。

目前,無論是祉會學家之間或者是害報雜誌之中,各種關於

婚姻與家庭的現狀之爭論,特別是關肚婚姻與性行篇的解體的爭

論’往住都缺乏正確的歷史面向。在上╴世紀的歐﹟ll ,婚姻的解

體非常普遍,雖然這比較是死亡的結果,而非離婚的結果。某些

論者曾經指出,過去受到「破裂的婚姻」所影響的小孩的相對比

例跟當今╴樣高。在某些國家’在某些時期’在比較晚近的歐洲

歷史上,婚前性行篇對兩l∣生而言都極篇ZF常,而且並不對其日後

的婚姻造成障礙;當時私生子的比例跟目前-樣高,甚至更高。

誠如我在此害所要證明的,當今的婚姻、家庭與性生活的趨勢固

然發生在－個極烏不同的時空脈絡中,但是,我們顯然不能不了

解到’在某些方面,它們並不像表面上看來的那般獨特。

在絕大部份西方國家,過去二、三十年間’離婚率陡峭上升,

誠如表6﹣2各個抽樣國家所顯示的。在-九五○年到-九七五年的

四分之－世紀中,最低限是法國,有百分之四十,最高的是英國,

巳經高達百分之四百。所有這些統計數字都必須有所保留地被對

待。髻如’它們並不包含那些未婚而同居的人們,或者那些未辦

離婚手績的巳婚人們。然而,我們依然難以否認,它們可以說明

在西方世界的家庭與婚姻之中已經出現意義重大的變動。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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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烏,它們顯示了親子家庭這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內部發生的解

體。-些持著保守立場的人,以-種悲觀的態度將此-現象硯馬

一個具備道德責任感的祉會正在衰頹的徵兆。但是,另外去Ⅱ有-

些人持著相反的看法,稱許此－現象,認烏它是其他祉會形態得

以發展的可能性,因烏,在他們的心目中,家庭基本上乃是-個

壓制的組織。

表62一九五○午至／＼○年間結婚、離婚與每一百個婚姻中的離婚比例

lg5﹙〕 Ig﹙〉（﹜ lw﹙） lg75 ∣gH﹙）

法國

結婚
離婚

結婚的離婚率之百分比

英國

結婚

離婚

結婚的離婚率之百分比

美國

結婚

離婚

結婚的離婚率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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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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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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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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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l2g
〕﹙】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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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2〕

0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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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8

30
7

l,52J2,l5g2, l272,w﹙）
3gJ 7﹙﹜8l,﹙）Z6I ,l8g
2﹙﹜ 〕〕 ￠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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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釆源:邁可。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家庭變遷的數量指數》

（Quantltativeindicatorsoffamilychange〉‧收於安德森著

《家庭社會學》﹙S0c／o／嗯y ﹙yT〃‘RzMy! Harrnondsworth’

Penguin, l980） ;《聯今國統言﹢年鑑:一九八四年出版》（U,㎡㎡

Ⅳα〃0〃sS『α〃s／／cα／Y﹫αγb00A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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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來,似乎在既有的家庭制度之外仍有可能繼績出現

各種責驗性質的社會關係。但是,比起對家庭的解體所做的解釋,

還有另-種解釋似乎更有道理。這個解釋指的是:當代的發展使

得「感性的個人主義」獲得充分的抬頭,成烏家庭生活的-個指

導原理。我們不需多費力氣就可看出,離婚率的提高並不表示對

婚姻狀態或家庭本身持著深度的不滿’而是表示人們已經增加了

對於這些施受關係的要求。雖然離婚率已經到了前所未聞的地

步,但是’在這同時,隨之而來的是極高的再婚率。馬數頗眾的

離婚者再婚。然而,誠如此章開頭指出的那些現象-般,我不認

烏我們能把此-現象僅僅解釋篇家庭能馬當代祉會的絕大多數人

提供-個獨-無二的!l青感滿足的根源。實際的∣∣青況較此複雜。家

庭處在各種社會變遷的洪流之中,它既反映這些洪流,亦影響著

這些洪流。在此,我們很有必要將關於家庭的討論跟前面各章的

課題予以對照。在那種大多數人都是在無聊而壓抑的條件下工作

而社會關係的商品化已經在日常生活中製造出－系列空洞的公式

之環境下’家庭層面中的人際關係或許確責可以成烏逃避「冷酷

世界」的-個避難所。但是,只要在更大的社會中缺乏充分深刻

的改造’家庭仍然可能被各種對立的緊張狀態切割烏二-解放

與壓迫、希望與絕望。

「感性的個人主義」之興起,跟婚姻的形式連繫之內部與外

部所出現的那種將性生活和個人幸幅予以結合的看法,有著密切

的關係。部份祉會分析家曾經認烏’資本主義的發生與延績在心

理層面跟性壓抑緊密結合。在他們看來’工業勞動所需要的嚴格

控制方式,乃是經由對個人欲望的剝奪而確立;這可以在十九世



l26 批判的社會學導論

紀資本主義如日中天的維多利亞習俗中得到最好的縮影。根據這

個在某些方面經常被一九六○年代後期學生運動參與者探用的立

場’」∣生解放乃是保障吾人從資本主義的公式化勞動與日常生活中

獲得全面解放的－個必經之路。此章我所討論的材料顯示,我們

必須對此-立場採取l∣襄疑的態度。「感性的個人主義」看來似乎是

當代資本主義比較有深刻基礎的－項特徵,而不是－種能夠對維

多利亞時期的偽善所呈現的性觀念產生侵蝕效果的過渡作用。晚

近,傅柯（MicheIFoucault）曾經以一種饒富趣味的方式大幅討

論此-課顯【傅柯《性史》（ⅧCH】S／0Ⅳ㎡S“αα／／ry’vol. 1’

London》AIIenLane﹜l978）﹞。他指出,我們應該設法了解的,不

在於性壓抑是如何產生的,而在於我們今天烏何如此被性所困,

使之成烏追求自己的幸幅的焦點。我們該做的是,從性解放出來’

而不是經由i∣生獲得解放。

4家庭生活與新的祉會類型

證據顯示,絕大多數的人-即使是在離婚率最高的國家

-在他們第－次結婚時都相信彼此將會白頭偕老。然而,事賣

並非如此。如今,正式結婚的人□中,有相當比例的婚姻烏時甚

短。許多原先相信自己將會有個「-勞永逸的婚姻」的人發現,

他們比那些因烏婚姻伴侶的辭世而面對著「破裂的婚姻」的人還

早就開始過著獨居的生活。設若離婚的人們傾向於再婚,那麼,

任何時候,許多獨居的人或身篇單親家庭中的父母的人們,也將

進出肚「不同的婚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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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美國獨居人口統汁表:

I∣生別與年齡 人數（千人篇單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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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國統言﹢摘妥》（S㎡α〃s／／cα／Abs才γααq／ ／／te 【加／『edS／α／es’
1984）。

從表6-3,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二十年間美國獨居者的年齡分佈

!∣青形。無論就數目本身或者就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晚近獨居者

確責比二十年前還要多。在-九六○年,獨居者之中最高比例分

佈在歲數較大的年齡層,但是,到了晚近’這個∣I青形已經不再那

麼明顯。在二十四歲到四十四歲這個年齡層之中,獨居者的比例

反而明顯而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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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單親撫養的小孩相對於正式結婚夫妻的小孩之比例-

般,單身家庭相對於結婚家庭的比例也逐漸趨於昇高,乃致於成

烏－種彼此平行的形態。目前美國的戶口調查巳經將「未經婚姻

形式組成的家庭」做烏分類中的一項。由舷這是-種倉∣l新,因此

並不容易拿來跟過去的時期做比較。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比

較年輕的年齡層之中,未婚同居而過著正常家庭生活的比例已經

大量昇高-雖然在數目上比起經由結婚形式的人們仍羼少數。

即使數目可觀的個人過著獨居生活,並且存在著篇數可觀的

單親家庭,再加上其他類型的家庭形態之出現,事責上,絕大多

數的人仍然是在「正統的」家庭背景中度過他們人生的大部份旅

程。也就是說,他們都是那種由異∣生通婚並且跟小孩住在-起的

家庭單位中的成員。

然而’對許多人而言,這仍然包含了兩種跟他們的父母親所

熟悉的家庭生活形態有所不同的重要改變。其-,在他們的-生

之中,無論在他們篇人子女期間,或者在他們後來烏人父母期間,

他們都可能在某些時期必須長短不-地脫離「正統的」家庭形態。

也就是說,在他們的童年時期與吉少年時期,他們可能首先生活

在一個由他們的父親和兄弟姊妹組成的家庭之中。較此不那麼普

遍的是,他們可能出生在-個結婚夫妻中只有-位烏其親生父母

的家庭;他們可能出生在-個未婚同居的夫妻組成的家庭中,可

能其中只有╴位篇其親生父母,亦可能二人皆烏其親生父母;他
們也可能生活在結婚夫妻中沒有╴位篇其親生父母的家庭中〔譬
如領養】;或者,他們可能生活在-個單親家庭中。

第二個改變是,繼親家庭（step﹣family）無論在兒童或成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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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中都日趨重要。早在前面提到的「人口統計的移動」發生

以前,繼親家庭就已普遍存在’但這是高死亡率的結果。然而,

目前許多小孩生活在父母之中有-位是繼父或繼母的家庭,而且

他們跟分居或已經離婚的生父或生母之間去Ⅱ仍然保持正常而有規

律的聯繫。現代家庭關係中最困難但也最重要的課題就是以此-

現象烏中心。如此發展下來,今天的小孩在他們日後的人生之中,

不但可能烏人親生父母’亦有可能烏人繼父繼母。美國當前的〃∣青

況,跟那種繼親家庭將會成烏家庭形態的主流之社會相去不遠。

家庭在成烏重大社會變遷的焦點之同時,去!-直未曾擺脫從

既有的家庭組織建立以前延績下來的l賈值觀念。「繼父繼母」這個

詞彙,正如「破裂的婚姻」或「破裂的家庭」這類容易合人發生

聯想的字眼-般,仍然有待從它們以前所隱含的負面意義中解放

出來。但是’在這同時,繼親的形成亦可供我們以-種特別深入

的方式正視現代家庭生活的困境與緊張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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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資本主義與世界體系

經由前面我所提出的這些觀念來看,我們直接從切身的家庭

生活轉移到遍佈在全球各地的發展狀態,應該不會顯得唐突’在

我們的時代中,再沒有任何事∣青像我們在特定時空脈絡中發生的

日常生活言仔與距離遙遠的各個地區發生的事件之間的關係那麼

能夠成篇-項特徵。我們這些生活在－個透過電話、收音機和電

硯便能瞬間進行電子交流,而且能夠經由公路、鐵路和航空進行

快捷旅行的世界中的-代人,難以理解過去各個世紀中資訊傳遞

與旅行的速度是多麼的緩慢。跟此害所分析的許多現象-樣,人

類是在十八世紀中葉才克服時空的差距C在十八世紀初期的歐

洲?交通-同時也是資訊傳遞的唯-工具-幾乎跟世界史上

的過去任何時期的情形-樣,即使是在那些巳經發展道路體系的

帚國,亦是如此。拿破崙從羅馬到巴黎所需耗費的時間跟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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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多。直到-∕﹨四四年,摩爾斯（SMorse）首次經由磁石電報

成功地將－段電文從巴爾迪摩傅到華盛頓特區,資訊傳遞才跟交

通有了分別。摩爾斯電傳了「上帚寫過甚麼?」這段文字,從而

在訊息的傳遞上開創了-個新的紀元。

在這之前,異地之間的交流,往往必須依藉於人類在空間上

的移動,以現代的標準來看,這是極烏緩慢的。曾經有人做過比

較,將近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是在甘迺迪被刺的半個小時之內就已

得知此╴消息。但是,在-個半世紀以前,當華盛頓在喬治亞的

亞歷桑大去世時,這個消息直到七天後才刊登在紐約的報章上〔參

閱普瑞德（AllanR. Pred）《都市成長與資訊流通》（Uγbα〃

G／D加／∕／ α〃α ／〃cC／冗〃／tJ／／0〃q／I〃／bγ加α／／0〃’ Cambridgel

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3）】。當然,從那個時候

開始,空間移動亦有了大幅的增長。地理學家曾經引進「時空交

會」（timespaceconvergence）這個概念,做烏分析此﹣課題的

－個簡單的模式。兩個城市之間在時空交會方面的比例,可以經

由對-七八○年藉著驛馬車在愛丁堡和倫敦之間的旅行ZF均日

數,以及-九八○年藉著飛機所進行的相同旅行時數之比較’得

到適當的衡估。藉著這份衡估,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城市已經以

百分之二千的比例彼此交會。也可以這麼說,東京和倫敦之間的

時空交會的比例將會更高。

無論就其賣質或者就其所顯示的意義,這些現象都是重要

的:我們生活在-個絕大多數人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彼此依賴的

世界上。如今’我們面對著-個「世界體系」,而它正是這-章我

所要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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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現代化理論及其批半II

在第二章,我曾說到,工業祉會理論跟-種針對「已開發的」

〔工業化】社會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所提出的特殊觀點密切有

關-這是-種關船當代世界體系的變動狀態之特殊觀點。這個

進路往往被稱篇「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以-種更篇直接的方

式跟工業祉會理論發生關係,因烏,它的支持者認烏達倫多夫等

人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他們認篇,工業主義本質

上是-股自由化而且進步的力量;也因此,西方社會提供了一種

能夠讓「低開發」社會跟隨的模式。從這個立場上產生了兩個看

法。其-,第三世界的傅統祉會非但不是低開發祉會’它們根本

是未開發肚會;它們有待工業轉型的衝孽。其二,這些祉會因而

必須重新步上那些已工業化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延績「工業祉

會」的成果。

現代化理論在學院圈子仍然持績有其影響,雖然它已不再獲

得昔日-般的廣泛認同,並備受徹底的批評。但是,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承認,自-九六○年代至今,這套理論已經成篇世界體

系本身的-個重要的成份。這是因烏它所憑藉的-些命題’普遍

已經成篇各個西方政府跟第三世界進行互動時所認定的前提,亦

巳成烏聯台國、世界銀行等負責發展的機構所認定的主張。這些

被靦烏富裕的工業秩序的必要∣∣茱件的特徵’既被當做發展的「指

令」,亦被用來引導非工業化國家的政經政策〔參閱所謂的（布蘭

德報告〉（BrandtReport）;布蘭德（WillyBrandt）等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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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份生存綱領》（／﹨／bγ／〃﹣S0〃／〃.. αPmgm泖加C／b／／ Sαγ﹣

u／0α∕’London》PanBooks》1980）】。然而,其結果去!製造了各種

難題,使發展趨勢更形惡化,誠如我在稍後將會討論的’這些趨

勢日漸嚴重地搞亂了世界經濟。因烏’現代化理論乃是以錯誤的

前提烏基礎,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烏西方資本主義對世界其他

地區的支配提供了-套意識形態的防衛武器。

正如我在前面各章曾經指出的,工業社會理論有其非常明確

的限制’而這些限制使它巳經跟現代化理論妥協。但是,同樣重

要的-個觀念是,工業資本主義乃是在世界其他地區彼此分別地

發展出來的;那些受到馬克思主義觀點影響的論者強烈攻擊的便

是此-第二個前提。關於世界體系的形成及其當代特徵,在馬克

思主義論者之間早有各種爭論,而且爭論仍在持績。但是,在某

些論點上’他們是彼此同意的。其-,他們認烏,現代史底層的

動力乃是資本主義生產中被馬克思形容馬「永不休止的擴張」這

項特徵。第二個〔並非馬克思本人經營出來的】論點是’從資本

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低開發祉會」已經跟資本主義祉會發生了

系統’∣生的剝削關係,而這種關係是後者在有禾∣」於自己的方式下形

成的。華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曾經處理過此-課題,

他在現代世界體系【溯自十六和十七世紀】和在此以前的世界史

之間理出了-個基本的差異。他認烏,在以往的時代中,統攝最

廣的祉會體系乃是農業帚國【諸如傳統中國,延績了兩千多年】。

這樣的帚國,無論如何成功,總是只能支配這個世界的－∕∣﹨部份。

這些帚國的「中心」-政府的行政機器-及其「邊陲」地帶

之間的主要關連,乃是靠政治軍事力量維繫的,但是,從十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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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以來,特別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趨胎鞏固,-個世界性的資

本主義體系已然形成。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個早在十九世

紀就已遍佈全球的體系╴中,橫跨各個地區之間的主要聯繫因

素乃是經濟的因素;政治軍事力量掌握在各個單-民族國家之

手,而這些國家各自只能立足在有限的法定地帶。用華勒斯坦的

話來說,「資本主義做烏－個經濟模式,乃是以如下的事賣烏基

礎:經濟力量能夠在-個比任何政治性的社會所能全面控制的範

圍還大的地區中發生作用」【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Ⅷc

』〃Mcγ〃li／bγ／dSys∕c帆’NewYork’AcademicPress,1974） ,

頁三四八】。

依照此╴立足點,雖然推動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乃是以西方

馬中心〔隨後,又加入其他經濟已開發國家,主要是指日本】,但

是,「低開發狀態」-詞指的並不是那種尚未被資本主義碰觸的社

會。資本主義的擴張已經帶來丁「低開發狀態」。雖然在此-論點

的形成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論者諸如佛朗克（AndrEGunder

Frank）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參閱本節結尾部份的說明】,但是,

如今它已經能夠被其他具備不同色彩的論者所接受。目前,現代

化理論已經很少再像二十多年前那樣受到天員的膜拜,而且,至

少在某些方面,人們已經對當代世界體系的主要特徵取得了基本

的相同認識。

絕大部份的分析家同意,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形成過程中

存在著三個大的階段。第╴個階段,大約開始於十六世紀初期,

持績到十九世紀末葉’它指的是由「重商的資本主義」所支配的

階段。在它發生的最初這段期間,乃是歐洲開始免於外敵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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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得以安定,從而才能把貿易網絡擴張到世界各地的第-個時

期。自從「它的」帚國-羅馬帚國-沒落以來的百年之間,

歐﹟ll不時受到外來勢力的威脅。例如,在-二四－年,蒙古人就

曾在-次關鍵性戰役上取得勝利,歐洲從而便落入隨時可能任其

擺佈的陰影之中。雖然後來蒙古人並未繼績進攻,事責上這是因

烏他們的頜袖窩闊台淬然去世,另-方面也是因烏他們對舷佔領

東方的興趣要高淞對西方的興趣。可是,此後歐洲-它的各國

之間亦長期爭戰不休 的自立性去Ⅱ又受到奧圖曼帚國的脅迫。

-六八三年,歐﹟∣∣∣人在維也納擊退來霎的土耳其人,可以說是世

界史的-個決定性事件。因篇,從此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乃至於

軍事發展,使它們達到-個足以對抗外來威脅的水ZF;這個局勢

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幾年間,直到美國和蘇聯這種「超

級強權」的出現。本國內部的安定乃是向外擴張貿易勢力的跳板。

在這個由重商的資本主義所主導的漫長階段中,來自歐》ll的

貿易者,必要時依∣寺著武力,「開拓」了非﹟l∣的沿海各地、亞洲與

南北美洲。他們在所有這些地區建立了前哨屯墾區,並且開始大

量從歐洲移民到美洲,以便進而全面地改造這幾個新大陸。在十

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在非洲和亞洲,歐﹟∣∣∣人的貿易經營通常是由

那些被授與壟斷性特權的商人合作祉-諸如東印度公司-所

把持。然而’唯有從表面上看它們是商業組織,事責上它們都有

軍事力量撐腰。也因此,這些組織才能獲致各項形同掠奪的交易

條件;這是-種受到國家主事者所保障的掠奪。結果,大量的財

富從世界各地流入歐﹟l∣;這些財富－部份馬國家運用,另外的部

份則被用來當做在歐洲本地投資製造業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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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班牙從墨西哥和秘魯運回了大量的銀礦;葡萄牙從

巴西拿回了金礦。而英國則以海盜－般的方式,在對抗西班牙人

和葡萄牙人的過程中取得了好處;從而得以在印度和其他地方鞏

固它的貿易管道,以便繼績從被殖民地區輸出大量可觀的財富。

當然,這些努力的結果也取決胎歐洲內部的變化,也因此,各國

之間還有差別。雖然在英國,各種原料、金礦和銀礦的輸入,烏

它正在興起的本土工業提供了補給,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財

富的流入反而造成它們內部經濟生產的鬆I解。

在重商資本主義階段出現的「低開發狀態之開發」（thedevel

opmentofunderdevelopment）,隨著時空背景的改變,發生在

三個相關的層面:這些被放進西方商業軌道中的社會,分別在文

化、經濟和政治唇面發生腐化。這些破壞性的接觸方式之中沒有

-個是西方資本主義擴張或者是現代階段所獨有的現象。整個人

類史’特別自從「文明」發生了以後,在每-個地方都伴隨著軍

事力量的日盆壯大’我們可以讀到－部關胎滅種、併吞或者某個

祉會被其他社會集體屠殺的恐怖記錄,而西方勢力的現代階段之

不同於往昔的,在舷這個過程的持績與龐大。這些低開發社會的

文化特性的毀壞’一方面肇因於西方生活模式的直接強制l∣生植

入,但另－方面也源自於大規模的肢體殘害。據知,曾有-千五

百萬的非﹟ll奴隸被運往美﹟∣l ;然而,在這些被運走的非﹟l∣人之中

有相當高的比例在運送過程中就已死亡,因此,實際被迫離鄉背

井的人數遠高於這個數目。因著跟歐洲人接觸而造成的疾病與營

責失調,進-步加速了人數的增加。在北美﹟ll ,到了十九世紀結

束時,幾乎所有的土著人口全數消失;而根據統計,在十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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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和十九世紀中葉之間,南美洲的土著人口亦減少了百分之四

十。至於這些被迫地進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祉會之經濟沒

落,則有相當清楚的資料紀錄。它們的傳統生產方式,在歐洲人

要求迅速轉換成現金的經濟觀念下’也--瓦解;因烏’唯有現

金的回收才能使正在建立的貿易形態不致於崩潰。最後’政治層

面的解體,它既是伴隨著文化與經濟的變遷,亦是現存行政機器

直接干涉的結果。

「低開發狀態之開發」這個觀念,首次由佛朗克（AGFrank）

在《拉丁美﹟∣∣∣的資本主義與低開發狀態》（Cnp／加∕／S﹚〃α〃囫【仇﹣

αc㎡cuc∕叻加8〃／／〃Lα㎡／〃A加c〃cα’Harmondsworth,Penguin》

197l）－害中提出;他的描述曾經受到相當多的批評。佛朗克認

馬,「低開發狀態」乃是衍生自西方商業資本家透過他們對上述祉

會的支配以阻礙這些社會的本土工業時所造成的影響。然而,其

他論者在同意「低開發狀態」乃是－個被製造出來的現象之同時,

去Ⅱ更烏強調各種不同方式的政治控制’以及強調那種刻意將工業

生產局限於西方的做法。當然’很重要的是,他們也強調重商資

本主義並不全然是-種對世界其他地區所做的掠奪。正如在它之

前的其他「文明」-般,西方資本主義將它的降級與員正的利盆

混淆在-起:當往昔彼此交戰的鄰國之間偶而建立了和ZF共存的

關係時,佔有剝削地位的地主勢力也隨之瓦解了。這個說法,在

第二個階段,即殖民主義階段中,倒是有些合乎事責。殖民主義

這個階段直到過去二十年間才告一個段落,它耐人尋味地再次將

早期歐﹟ll人接觸其他民族時所夾帶產生的╴個重要成分予以恢

復:將那些民族幾乎亳無抵抗力的疾病帶了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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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六世紀持績到十九世紀末期歐﹟∣∣殖民勢力的擴張,正好

成烏那些發生胎這些相關地區的傳染疾病繼績遠播的溫床。在西

班牙戰士和貿易商到來之前,中南美洲幾乎尚不認識天花、麻疹

和傷寒。這些疾病,經由那些對它們幾乎亳無自然免疫能力的人

們,擴散開來。同樣的∣∣青形也波及了許多北美洲的部落肚群,在

他們跟英國人和法國人有了接觸之後。最能將致命疾病囂張地散

播出去的管道,乃是奴隸買賣;它能將這種疾病從西非帶到美

洲,同理的,也能將它們再從美﹟ll帶回非洲;它能將之帶給那些

亳無預防能力的人們。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在現代醫學特別是在預防種痘與衛生

改善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健康管理制度,造成被殖民國家的死

亡率的降低,乃至於可以比擬歐﹟∣∣早先曾經獲致的成果。某些原

本被靦烏無可救藥的疾病,諸如天花、結核病、白喉等等,都已

得到控制,乃至舵完全撲滅。在缺乏歐﹟∣l行之已久的出生率控制

措施的∣∣青形下,這個趨勢最主要的結果之-,便是世界人□的大

幅膨脹。

雖然殖民主義似乎是西方各國政府應該∣既然承擔下來的-項

「責任」,但是它們好像-直承擔得極烏勉強。上述的文化、經濟

與政治層面的解體過程,已經使這些曾被殖民的社會必須依靠西

方強權的政治制度之直接管理,才能維繫它們現有的經濟利盆。

殖民主義已經在各個被殖民社會中衍生了-種「雙軌的」制度。

這是-種迄今在後殖民主義背景中仍然持績存在的祉會形態。雖

然關胎雙軌主義（dualism）的細節之解釋容或有異,但是有關它

的本質去Ⅱ已得到-個普遍的共識。雙軌主義存在於我所提到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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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在每-個層面’它指的都是被殖民祉會內部存在著兩組

制度;這兩組制度雖然各自分離,去Ⅱ又彼此相關。經濟的雙軌主

義或許可以有不同的面貌,但是基本上它指的是,在-個「已開

發的」或「已工業化的」地帶之外,這個國家的其他領域或地區

還存在著更篇傳統性的經濟活動。這個現象往往伴隨著這兩種地

帶之間財富與收入的嚴重不均,而且,在許多國家,它曾造成被

剝削的鄉村地區的人口大量湧向城市,而這些城市去!又尚無充分

的經濟與行政措施足以應付這股人潮。都市發展並不必然會像歐

洲那樣跟工業化相互zF行;第三世界的城市往往只具有「現代的」

-西化的-市中心,以及－些特定的商業與工業建設,而在

它的外圍則林立著破落的小鎮,這些小鎮絕大部份的居民都過著

不知道下-餐飯在哪裡的日子。至於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的雙軌

主義,往往跟經濟層面的雙軌主義息息相關。前者指的是,在西

化的市中心外圍總是會有各種傳統的生活模式在那兒苟延殘喘;

後者指的則是,-部由西方殖民官員組成的政府機器,以及-群

由殖民強權所供應的高級行政主管。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其結

果往往變成-種「頭重腳輕」的社會,它們往往用已開發形態的

政府規模來統治-個已被殖民主義的經濟掠奪所折磨的國家〔參

閱瓦思禮（PeterWorsIey）《三個世界:文化與世界發展》（?Wc

刀!γec il∕bγ／（／s‧α／∕／』〃℃α〃α ﹜l∕bγ／dDα／c∕叻加6〃／’ London,

WeidenfeId’ l984）】。

亳無疑問,殖民階段推動並且加速了「低開發狀態之開發」。

殖民主義剝削,在造成其他結果的同時’在西方國家與被殖民地

區之間形成了不ZF衡的經濟模式。西方強權直接在殖民地建立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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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生產與行銷的體系,以推動它們自己本國的工業成長,往往

將殖民地的絕大部份可耕地用於種植-種或兩種特別容易獲得利

潤的作物。因此,當地居民反而再也沒有可耕地可以應付他們自

己的需求。甚且,就算透過這些高利潤作物可以給被殖民國家帶

來甚麼可以增值的利盆,這些利盆往往也受到作物在世界市場上

價格的變動所打孽;更何況事責上這些作物絕大部份都已被殖民

強國吞噬殆盡。每當橡膠、可可、咖啡和糖大發利市時’利潤就

會流到被殖民國之外的地方;而每當∣賈格滑落時,這個被殖民國

就再也沒有路可退,因烏它的產品總是那幾種,它別無選擇。

世界經濟發展的晚近階段,指的就是後殖民主義（pOSt﹣

col0nialism）,幾乎所有曾被直接殖民的地區都已獲得獨立,成

烏「新的國家」。然而,這些國家去!仍然感受到過去被剝削的生存

條件中所遣留下來的包袱。在「已開發國家」和目前通常被稱烏

「較少開發的（lessdeveloped）」〔而不是「低開發的」】國家之

間,存在著相當差距的經濟不ZF等。這種不ZF等,我們已經可以

從-種具有世界規模的比較中,看到-個富裕的「北方」與另-

個相對顯得貧瘠的「南方」。絕大多數巳工業化的國家都位居赤道

以北,而較少開發的國家則地處赤道,或者赤道以南。諸如非﹟ll、

拉丁美洲和南印度,這幾個絕大部份地區顯得貧窮的大陸,全都

座落在世界主要陸塊的南部地區。至於美國、歐洲和日本則偏向

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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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代世界的不平等

到目前篇止,我討論到「第-」和「第三世界」,並未談到「第

二世界」-指的是蘇聯、東歐、中國、古巴以及其他社會主義

國家。「第二世界」這個範圍某種程度跨越了南北區隔。祉會主義

國家-明顯認同馬克思主義╴在某些方面自外舷世界資本主

義經濟的範圍。換言之’當他們在禁止乃至於嚴格限制私有資本

的基礎上建立計劃經濟制度之同時’這些國家某種程度將它們自

己從存在於西方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剝削關係中抽離出來。但

是,我們必須指出’由於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事實上「某種程度」

跟西方世界有著相當多的經濟連帶,所以’它們絕對不可能完全

擺脫各種影響著西方經濟發展的因素。資本主義「中心」的經濟

衰退,對社會主義國家也會造成直接的衝孽。

我們很容易就能馬世界體系的三個主要地帶之間的相對經濟

立場繪出－幅整體的圖像。「資本主義的中心」約佔世界版圖的四

分之-,人□約佔全世界的五分之-,但是輸出量去Ⅱ佔世界的五

分之三。至於祉會主義國家的全部輸出量去Ⅱ不到西方和日本這些

已開發的資本主義社會輸出量的-半;然而,它們仍然遠比第三

世界國家多出兩倍以上〔參閱薩吾（RanjitSau）《不平等交易、

帚國主義與低開發狀態》（﹝∕〃cqαα∕E】:C〃α〃gc’I〃￠pcγiα∕由加α〃d

U〉zde㎡c〃c／0P加g〃∕, Calcutta,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78）】。

從表7-1’我們可以看出全球不zF等關係的概況。這個表格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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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是世界上非祉會主義地區的本國生產總額（GrossDomestic

Production簡寫GDP）。

表7﹣1 全球生產水干比較表;一九七五年（世界總量之百分比）

GDP農業工業活動 運輸與傳播

3
7

5
6

已開發的市場經濟地區

開發中的市場經濟地區

非洲,南非除外

美國與加拿大

84

15

2

34

81

19

2

3﹙）

51

48

10

15

2
8

7
q

0
0

5
6

81.5

18‧5

3‧0

33‧9

資料釆源: 《聯今國統言﹢年鑑:一九八一年》

在這個表格中,GDP（本國生產總額,又稱經濟輸出總量）

及其主要的附屬項目,諸如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和運輸與傳播,

都可以說明全世界生產總量的比例分配。「已開發的市場經濟地

區」指的便是我前面所說的「資本主義中心」或者第╴世界國家,
至於「開發中的市場經濟地區」則大部份是第三世界國家。這個

表格可以顯示’在全球生產總量方面,第-世界所佔的百分之八

十－點五,對第三世界僅有的百分之十八點五,是居於何等懸殊

的支配地位。

整個非洲大陸,如果不把南非考慮在內,僅僅在全球GDP的

總額中佔有百分之三。相對的,美國和加拿大去Ⅱ幾乎佔了總額的

三分之-。同樣的懸殊對比也出現在各個附屬的生產項目中。在

第-世界,雖然相對於其他生產項目,只有極烏微小的農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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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國家仍然控制了全世界農業生產總量的-半以上,而在

製造性工業和運輸傳播方面,亦超過了百分之∕﹨十。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去殖民化時期,伴隨著亦在國

際資本主義的本質上發生了－個非常重要的發展:「跨國企業」

扮演了愈來愈顥著的角色。在論及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趨勢時,

我曾提到經濟生活日漸集中舷大企業的控制下之現象。這些大企

業本身的成長,乃是以它們在世界各地活動範圍的擴張烏基礎。

隨著西方國家直接殖民統治作風的退出,跨國企業已經在世界經

濟中成烏-股主導的影響力量,特別在它們對第三世界的介入方

面格外明顯。當然,就某-層面的意義而言,這並不是-個全新

的現象: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更早階段中那些居

胎壟斷地位的大貿易公司可以說是它們的先驅。然而,戰後跨國

企業的成長去Ⅱ有其相當獨特的性格。跨國企業橫越世界的經濟活

動範圍,遠遠大於它們的先驅。它們的收入總額甚至可以跟某些

工業化國家的GDP匹敵,乃至胎超越之。在「經濟合作暨開發組

織」（OECD）的二十四個國家之中,有十一個國家的GDP小於

Exxon這家石油公司。

-個跨國企業可以定義烏座落在不同國家的公司所組成的－

個結合體,這些公司烏共同的擁有者所領導,並執行-套共同的

策略。所有的跨國企業都會在某些特定的國家設立「母」公司。

在這方面,美國居於支配地位,其次是英國和西德〔參閱紀爾zF

（RobertGilpin）《美國勢力與跨國企業》（αS.几況﹚cγα〃㎡／〃c

〃α／〃〃α／／0〃α∕C0叻0m／／0〃’London.Macmillan’1976）﹞。由於

這些跨國企業都是全球性的組織’所以它們能夠以各種途徑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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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所存在的不同限制,從而得到特殊的管道運送它們的資源。

髻如,有幾家巨大的汽車公司便是結台了國際性的生產,因而得

以在全世界的勞力l賈格和原料∣賈格上得到各種不同的好處。像幅

特公司的雅士（Escort）轎車就是-種「世界車」’它在其全球性

的生產模式中建立其標準規格,它幾乎可以在不考慮國界的∣青況

下相當l∣偵暢地調整它的生產作業。然而,跨國企業母公司所在地

的國家是不能小看的,因烏, 高方針的決定往往在這個國家擬

定,而且利盆主要也是流向它。也因此,母公司的國籍分佈,明

顥影響了整個世界的資本累積的形態。

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的介入所造成的各種可能的結果,往往

有所爭論;譬如,這種介入到底加寬了或者縮短了富國與窮國之

間的距離。某些論者認烏,它們的活動只不過是對較不開發國家

的剝削過程的－種延長,得到的還是「資本主義中心」。不乏各種

例子可以說明,跨國企業執行的是極其有害齡窮國的策略。譬如,

在過去二十年間,許多西方公司便曾在這些國家發動促銷宣傳,

目的在於鼓勵育有幼兒的母親採用脫脂奶粉以及其他嬰兒用品。

一旦以牛奶代替母乳成烏普遍的趨勢,直接的結果便是兒童死亡

率的增高。母乳不但帶菌量低於人造乳,而且能夠促進短期的反

傳染病能力’從而能夠提供長期的免疫保護作用,抵抗許多的疾

病。

但是,責際的∣∣青況遠比這些例子所說的還要複雜。跨國企業

往往在它們分公司所在國投資大量的資本’並且愈來愈普遍在這

些國家設立工廠,以便就近運用廉價的原料和勞工。其結果之╴,

便是所謂的「骨節脫落」（disarticu】ation）-這是-種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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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主義」形成的因素。用阿敏（SamirAmin）的術語來說’

「骨節脫落」指的是某些地方它的經濟「是由各個彼此並列但彼

此之間去Ⅱ無整合關係的許多部門或公司所構成’然而,這些公司

去Ⅱ又各自被那些以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地區馬發展重點的大體系

所強烈整台在-起〔取自阿敏《世界規模的累積》（ACc〃加〃／tJ〃0〃

0〃αWbγ∕dScα／8﹚ 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
1971.）,頁二八九】」。

-份關於墨西哥所有最大的製造業公司的研究指出,外資設

立的公司佔了其中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比例。同樣的研究在巴西

也得到非常相似的結果,甚至同時還發現,這些大型外資公司也

在相當龐大的範圍之內控制了更小的公司。然而’在這同時,將

直接的生產能力放進這些世界上較窮的國家,去Ⅱ也至少提供了潛

在的可能性,使它們能夠發展經濟基礎,從而在這個基礎上追求

愈來愈多物質層面的繁榮。這主要仍然必須取決於「受助國」本

身的特殊i∣青況;也就是說,這要看它對舷資本的內流和外流能夠

控制到甚麼程度,並且在那種受到國際資本所支配的經濟項目之

外’-個可以有變化的經濟項目有多大的生存空間。

在未來＋年左右’最可能出現的景象似乎是,絕大多數的第

三世界國家將仍然處胎偏窮的處境’而在其他方面,西方經濟勢

力去β在責質上日漸腐蝕。在形成-個經濟的企業聯合〔諸如「石

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的過程中,產油國確責曾在主要資本

主義核心之外建立丁-個強勢的權力中心。然而,以其他礦產品

而言,這並不是-個如法泡製亦能得到相同效果的策略,因烏石

油畢竟集中在某些特定地區,並且對西方的經濟而言,它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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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原料有著更基本的重要∣生。因此,更烏重要的是,在「資本

主義中心」之外建立工業生產的據點,以有效地跟西方產品競爭。

這個趨勢’似乎將繼櫝推動西方的「去殖民地化」;而且在這過程

中,西方的製造性工業將會遭遇衰落的命運,乃至於完全被挈潰。

此-結果,部份是導因於跨國企業的活動;另-部份則是由於本

土責業的擴張,像拉丁美洲的巴西與委內瑞拉,以及南韓、香港

和台灣,這些國家都已能夠在它們自己的立足點上成功地對「資

本主義中心」構成挑戰。如果製造性工業從核心移往邊陲的趨勢

持績下去’這對西方世界將構成更烏長遠的衝擊。「不景氣下的物

∣賈上漲」（stagflation）-低成長率又夾帶著高度通貨膨脹

-可能會在西方成烏－個普遍的正常現象,除此,以往被硯篇

第三世界獨有的失業率亦將伴隨而來。

3單╴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與軍事強權

在探討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主義,以及軍事

強權這些課題時,我們必須停止繼績比較工業社會理論和各種馬

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差異。因烏,這兩個思想傳統都不曾對這些

現象提出任何看來正確的解釋。從它的表面上看,事∣青變成這個

樣子非比尋常。因烏,在過去三個世紀左右,當「世界資本主義

經濟」興起的這個時期,也正是單－民族國家在全世界成馬政治

統－的普遍形態的-個時期。從十六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擴張

就-直緊密結合著西方的軍事強權,特別是制海權。在當代世界,

隨著包括法西斯主義和左翼激進主義在內的各種運動的發展,民



148批判的社會學導論

族主義巳經成烏-種最具影響力的主義。戰爭與暴力在二十世紀

已經達到-個空前的高奎,兩次的世界大戰以及在其他戰爭中曾

經發生的百萬人命集體大屠殺都可以證明這個事實。然而,這些

可怖的事責,在祉會學上往往被靦而不見地予以忽略’即使這些

祉會學作者在其他方面各自都曾有過服人高見。

這樣-個局面是如何產生的呢?╴個可能的原因是由肚學術
分工將「祉會學」跟「政治科學」予以分開,正如我在第四章所

說的,從而把對國家的分析硯馬是後者的專利。然而事責上,即

使是在這個範疇中,國家的分析亦是極不充分,它們所關心的不

外是民主制度的內部構造’或者是國家的經濟角色。關於「低開

發狀態之開發」-我在前－節曾經論及-的文獻←,對於了解

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但是,這些文獻絕

大部份幾乎都停留在經濟層面,就好像在世界體系中唯╴具有深
遠影響力的因素只有商品的生產和交易-般。－個可以解釋烏甚

麼這些層面會居於主導位置的理由,必須溯源到祉會學從十八世

紀末葉與十九世紀繼承下來的知識傳統。工業肚會理論與馬克思

主義都嚴重受限舷-個想法;這個想法認烏,現代工業的發展將

以和ZF的經濟交易關係取代封建主義的軍國秩序。它們都以烏,

衝突的主要形態是經濟性的,並且各自都認烏這種衝突將會被克

服-前者認馬’將會被工業主義的日趨成熟所克服;後者則認

篇’將會經由肚會主義革命的過程而克服,在這兩種思想傳統中,

現代國家都不曾在-個基礎的層面上被靦烏跟軍事暴力的繁衍有

關,或者跟行政機器對於-個特定管轄地帶的控制有關。簡而言

之,國家不曾被峴烏-個單-民族國家,它跟其他單-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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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齡潛在的或貢際的敵對關係之中。馬克思也明顯忽略了民族主

義所標榜的理想在整個當代祉會中所造成的巨大影響;耐人尋味

的是,在-些烏了責現馬克思主義而發起的二十世紀重要革命

中’民族主義的∣青緒當然扮演了-個重要的刺激作用。

烏了理解現代單-民族國家的興起,我們必須將資本主義的

起源關連到中古世紀以後歐洲既有的祉會﹛∣茶件。十六世紀的歐洲

是-個由許多小國交織而成的網狀體-一個處船共存、結盟與

衝突的不定狀態下的國家體系。無論它是否曾經是資本主義興起

的-個必然∣l茶件,這個國家體系去Ⅱ曾經是資本主義擴張的發生背

景。它們當時尚非單－民族國家。所謂單-民族國家,可以做如

下的定義:它包含著可以鞏固政治支配的各項制度,在這些制度

下,這個祉會的統治者可以有效地壟斷控制各項暴力工具（諸如

軍隊和警察）,從而這項控制可以提供主要的保障,使統治者能夠

在-個明確畫∣定的疆界範圍中施行其行政管理。十六世紀歐洲的

國家都還不是這種意義下的單-民族國家;它們絕大多數疆界仍

在移動,並且仍然欠缺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這是後來才逐漸形

成的。在這-章的開頭我曾說到的運輸與傳播方面的轉型,在國

家機器的形成過程中,曾經扮演了-個重要的角色,而且,它們

同時也跟稍早論及的各種形態的都市發展息息相關。經由這些因

素,以往所無法達到的政府行政效力,才能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

在這同時,當涉及戰爭技術時,工業生產的擴張篇軍事強權提供

了－個空前的憑藉。也因此,早期歐﹟ll的國家體系乃是後來單一

民族國家得以鞏固的基礎。戰爭和外交促成了這些變化。在十六

世紀的歐﹟∣∣l ,當時存在著五百個以上自立門戶的國家和公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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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入二十世紀時,已經縮減篇二十五個國家〔參閱提利（Char﹣

lesTilly）《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ⅧcFbγ刃￠α∕i0〃（W﹨／tJ∕／0〃α／

S加／es !〃E〃∕DPc﹚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75）】。

現代單-民族國家的形成跟民族主義∣青緒是息息相關的。民

族主義可以定義馬,對於某些符號的共同歸屬感,這些符號可以

使-個特定人群的成員認同他們共同屬舷-個相同的社群。在歐

洲,民族主義的發展多多少少跟單－民族國家的形成步調-致。

因此’它是-個相當晚近的現象。它明顯有別於在早期歐﹟ll的國

家體系發展中所出現的零散的群體感。我們似乎可以隱然發現,

在歐﹟ll ,民族主義』∣青感的強化乃是跟地域社群連帶、結盟關係與

方言文化在隨著單-民族國家的來臨而出現的集中化過程中逐漸

瓦解的趨勢有關。然而,同樣不可忽硯的是,單-民族國家和民

族主義並不必然是-體的兩面。譬如,當代非洲的許多後殖民時

期的國家固然是單-民族國家,但是,它們有些乃是因烏領土劃

分而形成,而不是基舷對民族群體的歸屬感而結合。

設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是現代世界體系的-個獨有特徵,

那麼單-民族國家亦是如此。華勒斯坦曾經指出這-點,但是他

並沒有繼績充分探討這個觀察所隱含的意義。因烏,隨著單－民

族國家的全球散佈而來的是,製造戰爭的工具日漸累積在某些特

定的單-民族國家手中。阿敏（S.Amin）所說的「世界規模的累

積」,不但可以用來說明物質財富的成長,亦可用舷軍備發展

這個發展’在核子武力倡狂的現階段,已經達到丁顛睪;在

這個時代裡,我們都已處胎-個旦夕可存可亡的刀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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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肚會學做篇批半Il的理論

在這本害中,我想介紹譆者認識-種社會學的理念’它有別

於曾經長期在這個領域佔有的支配地位的各種思維模式。那些想

以自然科學的模式建造祉會學,進而發掘社會行烏的普遍規則的

人們,曾經試圖嚴格區分祉會學和歷史。我的想法有別舷這種觀

點,我甚至認篇,我們不僅僅必須強調社會學和歷史-更正確

地說,我指的是祉會科學和歷史-是不可分割的,還要走得更

遠-些;雖然這樣的一個主張顯得有點聳動。我們必須掌握歷史

是如何經由人類的積極介入和奮鬥而形成的’而同時它又是如何

形塑著人類’並創造了各種人類不曾想要或者無法預見的結果。

做篇祉會科學的－個理論背景,再也沒有任何事∣∣青會比-個搖擺

在-方面過分受機會決定和另╴方面災難遍佈全球這兩個生存∣l茶

件之間的時代還要來得活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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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正統的觀點也意味著拒絕接受那種認烏祉會學可以僅止

於描寫與解釋的看法。正如所有的祉會科學-般,祉會學乃是它

想要理解的「研究題材」內在的-個不可割除的部份。做烏-個

批判的活動,祉會學思想必須在我曾提到的三個層面的祉會學想

像之中構成。在了解那些已經成烏過去的各種祉會形態,以及各

種其生活方式遠遠不同於那些受當前社會變遷的過程所影響的生

活方式之社會形態的同時,我們能夠賣現祉會學做烏批判理論這

項任務。做烏批判理論,祉會學不把社會世界硯馬-個定形的事

物,而是提出質詢:到底哪－種的社會變遷才是適當可行並且值

得追求的,而我們又該如何達到這些目標?

或許有－些人會說,馬克思主義早已對這些課題提出了解

答,也或許他們認烏,我們只要以「馬克思主義」取代「社會學」

就行了。這不是我的觀點’原因有兩點。第╴點,因篇馬克思主

義與社會學之間並不存在著這個觀點所設定的二元對立關係。祉

會學思想應該在不被馬克思主義融烏-體的∣∣青形下盡其可能吸收

這個傳統具有貢獻的精闢見解。我的第二個原因,可以做篇我這

項觀點的邏輯基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中存在著許多漏洞和謬

誤,它並不足以烏祉會學的分析提供一個全面∣∣生的根基。

在我論及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工業祉會理論之間的差異時曾指

出的某些層面,馬克思的著作有其不容抹煞的重要∣生。資本主義

活動的擴張確曾成烏往後西方世界工業生產發展的推動力。在基

本lI生格上,西方祉會仍舊是資本主義社會,儘管從馬克思從事寫

作以來這些社會曾有許多的變化。階級鬥爭不但曾經直接介入這

些變化,而且仍蕾是工業關係與國家本質的核」D。資本主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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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l∣生格,提高了技術發明的效率’這種效率遠遠大過肚在這

之前已知的任何形態的生產體系。所以,馬克思的簡單描述並無

錯誤,當他寫道:「它〔指資本主義活動】曾經造就的奇蹟遠超

過埃及人的金字塔、羅馬人的運河,以及哥德式教堂;它所經歷

的冒險,已經使在這之前所有民族與聖徒類似聖經出埃及記-般

的遷移故事顯得暗然失色……生產活動的持績革命,-切祉會條

件的不斷動搖,從未停止的不穩定狀態與騷動,使得布爾喬亞的

時代有別胎先前的時代。」甚至,正如馬克思-再強調的,這個

動態l生格已經在全球各地遍佈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資本主義

工業「不再發展自己本地的原料,而是使用遠在他地的原料;工

業產品的消費也不再僅限於原地’而且還散佈到世界的每一個角

落。」〔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取自﹤選集﹥ （SC∕gc／ed

Wb∕佝s／〃O〃e「∕t﹚∕〃加aLondon’Lawrence＆Wishart,1968）

頁三十八與三十九】。

自從馬克思提筆以來,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在各種不同的方

式中獲得極烏豐富的發展。而且,在各種面貌下,馬克思主義也

已經成烏支配世界許多重要地區的各國政府所奉行的官方思想體

系。然而’當它在政治層面取得勝利的同時,它做篇-個理論與

賣踐的體系所遭遇到的限制去Ⅱ也變得愈來愈明顯。示所周知,社

會主義革命都是發生在處於資本主義邊緣地帶的國家,而不是在

西方工業先進的核心地帶。這個現象對胎我們評估整個祉會主義

綱領到底具有甚麼意義,目前仍是-個極具爭議的課題。因烏,

難以否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容或它們之間互有相當程

度的差別,它們似乎都跟人道與自由的祉會秩序這個祉會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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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有著遙遠的距離。做烏一個在敵對資本主義勢力包圍下從事

快速工業化的社會,蘇聯的特殊發展﹛∣茱件。無疑有助胎形成它已

經呈現出來的某些權威主義的性格。蘇聯對其後形成的祉會主義

社會的影響’也促進了這種相同質素的蔓延。這個現象可能會招

致-些尖銳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各種蘇聯式社會的批判,事賣上近

年來已經出現了許多諸如此類的批判-而且絕大多數,雖然不

是全部’都是出自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文筆。然而,

當前存在的祉會主義祉會的某些極權主義性格,到底跟馬克思的

觀念本身的限制有多少的淵源,仍舊是一個根本的問題。設若事

實果員如此,正如我所想的,那麼當代政治理論有待進行的重建

工作,可能將比那些害怕偏離馬克思本人的理論範圍太遠的人們

所想像的還要更馬深入o

馬克思的批評者絕大多數是站在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政治

立場。但是,我認烏,對－個批判的社會理論而言,重要的是’

在反省這類作者的論述時,它應該從左派的立場去批判馬克思。

除了有關極權主義政治控制的起源的課題之外,對我而言,進-

步還有四組關肚人類解放的問題非但在馬克斯的著作中而且在往

後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中末曾得到正確的分析〔我沒有

足夠的篇幅在這本言中論及所有這些作品】

第-:關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自然烏維持人類的生命

所提供的資源的問題。雖然馬克斯確實曾經偶而提出-些關舵自

然的值得注意的見解’然而他的著作的主要態度仍在於把自然峴

篇只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項中介物。換言之,社會的前進仍被靦

同船工業的發展,硯同船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的發展。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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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認篇資本主義乃是-種進步的生產模式,即使它造成的是多麼

不相-致的結果;只因烏它擊潰了其他-在經濟層面比較停滯

不前的-社會形態。

但是,把其他跟自然發生關係的模式依附在人類對肚物質榮

華的追求之下,可能將會破壞各種仍然有待西方人好好學習的生

活方式。因篇可以這麼說’對於其他在西方資本主義出現以前就

已存在的文化而言’自然遠遠不是物質進步的中介物而已。人類

原本跟自然並沒有那種他們在現代都市環境中感受到的距離。對

我們而言,「郊外」【它尚未受到工業的破壞,或者尚未被商業性

的耕作納入規格】乃是-個遐思的對象,它是周末逃避時的－個

去處。然而’在絕大多數的文化中,而且幾乎在整個人類史上,

人類都生活舷自然之「中」’覺得他們自己是它的－部份,其中揉

和著美感和宗教的經驗。我們只是偶而在-種片片斷斷的餘ll青中

掌握到這些經驗深度的瞬間光彩。在﹤燒毀了的諾頓﹥（B〃柳／

／Vb㎡0〃）-詩中,艾略特（T.SEliot）曾經約略提到這種感受’

當他寫到那種難以捉摸的輓歌氣氛時,這種氣氛源自:「片刻在

玫瑰園中;片刻在雨水落下的涼亭中;片刻在煙幕下涼風息息的

教堂中…..…。」

我們是否可以假定這些片刻乃是-切能夠或者應該在現代世

界中存活下來的感受?如果是,那麼過去數千年的人類歷史以及

人類祉會多彩多姿的生活方式,都將被我們－筆勾銷,變成只是

-種擬古的奇想而已,甚至,假設我們有的探取這樣-個在今日

看來-由齡-種奇怪的顛倒-反而顯得非常野蠻的觀點,那

麼,人類工業對自然的利用所面臨的生態限制,在二十世紀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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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顯而易見。當代人對經濟發展的重靦,不論在資本主義祉會

或祉會主義祉會,都已使得這個世界步入了生態的災難。雖然在

第三世界國家方面生產資源的重新分配乃是-項刻不容緩的工

作’然而,最重要的是抗拒那種認烏只要透過更多的技術發明便

能解決今日世界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的看法。因此,-個可以彌補

馬克思主義的傅統關lI襄的激進主義,乃是-種生態的激進主義,

它試圖跟那種純粹從工具!∣生角度看待自然的態度抗爭到底。

第二:關於種族或人種壓迫的問題。馬克思以及其後的馬克

思主義者的作品,確責曾經對這些現象提出精闢的剖析,－如它

們在探討資本主義的擴張方面所曾有的貢獻的-般。自從奴隸買

賣的初期以來,來自第三世界的人們多多少少是被迫「進口」,或

者因烏受到可以獲得較高生活水準的承諾所誘惑’而來到繁榮的

資本主義國家。這個發展最晚進的-個現象,便是西歐富裕祉會

大量從較窮的國家引進外籍勞工。譬如,在一九五○年代和六○

年代,西德曾經從土耳其引進「受邀勞工」（guestworkers）,便

是最好的例子。這類勞工,一旦沒有回到他們的砠國,便棲身於

各種低薪、沒有昇遷機會而且缺乏安全保障的職業。

唯其以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以及各種藏匿在這個主義底層的

態度烏背景,我們才能了解先進資本主義祉會中的人種壓迫。這

些態度具有-種頑固的特性;美國的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的少

數民族的命運,可以證責這種特性。在這些族群和那些在十九世

紀和二十世紀初葉就已隨著潮流離開歐洲白種移民之間,存在著

明顯而層次分明的差異,後者之中許多人是篇了遠離他們在原來

的土地上所遭遇的卑賤處境,從而才來到自己選擇的國家,繼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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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窮苦的日子。但是,對他們的後代絕大多數人-並不是全

部-而言,美國去!是-個「大融爐」,因而他們能夠跟這個原篇

異邦的肚會結篇-體。然而,另－方面,「非白人」的少數民族去Ⅱ

顯然不能像這些歐洲移民-般受到相同程度的融合。卑賤的就業

﹛∣茶件和聚居在都市∣∣參不忍睹的陰暗街巷,便成烏他們生活處境明

顯可見的固定特徵〔參閱布勞納（RobertBlauner）﹤美國的種

族壓迫﹥（Rααα∕0PP池ss／0〃／〃A泖cγ／cα’NewYork’Harper

＆Row,1972）】。

但是,人種壓迫絕非烏資本主義所獨有,而且,資本主義的

改造本身並不能使它從此消聲匿跡。事實上,現有的社會主義祉

會亦無法免於人種的歧硯。我們對此不必感到驚訝,因烏,無論

它可能以任何面貌出現,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都未曾把種族歧視看

成-個關胎剝削關係的獨立原因-所謂獨立,指的是獨立於階

級支配的機制之外。雖然在當代的資本主義中人種壓迫跟階級區

分密切相關’但是’將其中-者硯烏另-者的原因,這是錯誤的。

也因此,-個具有批判性的祉會理論的目標之-,在於針對人種

壓迫與剝削提出-些能夠擺脫馬克思主義思想受限於階級支配的

暨定思維之分析態度。

第三:關於性別壓迫的課題。這些問題,跟人種區分的問題

有些類似的地方。馬克思主義的作者曾經以資本主義的興起馬背

景對女∣生壓迫做過許多的研究。我稍早巳經討論過這些著作。在

把住家與工作地點予以分隔的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結合了家庭

生活的特殊∣生格,孕育出了家庭生活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去l】嚴重

影響了女性在祉會中的地位。正如人種上的少數民族,女性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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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極高比例來自少數民族-往往處於卑賤的工作環境。

然而,儘管這個說法可以成立,但是,除非寅質上予以重建,否

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無法正確掌握性別壓迫的起源與基本性質。

馬克思本人很少論及此╴課題。不過,他的朋友兼工作夥伴
恩格斯在﹤論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八八四）-書

中倒是曾經對肚女性所受到的壓制做過有系統的討論。我們無法

了解,到底馬克思對恩格斯的分析細節同意到何種程度,但是,

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可以認烏他在基本論點上跟恩格斯的看法有所

出入。恩格斯依據十九世紀某些人類學家的著作指出,人類最早

的兙會形態都是母權制-女性才是支配者。男l∣生支配’以及父

權制家庭制度;都是歷史的產物。父權制的發展乃是隨著階級與

國家的興起而來的。父權制最初是因應著男人馬了保護新近獲得

的財產利盆的需要而建立〔我們必須注意,恩格斯並沒有詳細說

明這個形勢是如何產生的】。也因此,在恩格斯的理論中,男性支

配可以直接透過階級來解釋。因馬,父權制是階級支配的╴個結
果,在恩恪斯的推論下,只要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超克,或者,

只要無階級的祉會－旦來臨,父權制就會消失。

自從恩格斯的時代以來,祉會科學的各種發現可以說明,他

的論點很少能夠站得住腳。人類學的證據顯示,在祉會的發展過

程中,從來不曾存在母權制的階段。誠如我在第六章曾經提及的,

－切已知的文化在它們的基本層面都是父權制的,容或各種不同

的肚會系統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我們必須特別指出,

其中包括目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父權制不能「以偏概全」被

視馬是階級支配的-個表現;正如人種壓迫的問題-般,我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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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它本身進行分析,而且,除非我們體認到這-點,否則有關

女性解放的社會變革的實踐綱頜,將不可能有多少的成果。就其

對祉會生活的意義而言’女性主義或許會比馬克思主義來得激

進。

第四:國家權力及其跟暴力蔓延結合的問題。誠如我稍早曾

經試著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階級支配的偏重,在這個課題

上也導致了-個雙重的敗筆。因烏,無論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或資

本主義時期的祉會中,國家都被解釋烏只是維繫階級支配的統治

關係而存在的-項中介物,而不曾把國家本身視烏權力的-個獨

立根源。-部份乃是因烏這種偏重態度,馬克思主義欠缺從軍事

力量的層面對現代單-民族國家以及世界國家體系所做的探討。

這些觀點的枝節有點繁複,但是吾人不能輕忽它們的意義。

-且涉及現代化國家的內在構成,-個有關極權主義的理論便顯

得直接而且迫切。馬克思預期,在祉會主義祉會中國家將會被超

克,但是就我在前-章嘗試澄清的論證而言,國家這個現象將比

馬克思主義思想所理解的還要來得可怕許多。不需要任何複雜的

社會學解析我們就能輕易看出,在祉會主義社會中,國家不但不

曾消失’而且它對人民個體的支配力量遠超過它在資本主義的自

由民主制度中的範圍:它們都是「國家祉會主義的祉會」（sm／C

s0c／α∕／s／societies）。各種約束蘇聯發展的特殊∣∣茶件’及其對往後

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確責都可以解釋這個形勢是如何產生

的。但是,如果我們單憑這-點就做出論斷,或許有點短硯。

即使這些「內在的」政治問題也很重要’但是比起那些涉及

單-民族國家和暴力的問題,就會顯得無足輕重。馬克思對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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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所做的批判主要的論點之－,就是針對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生

產的「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活動的驅動力量,乃是經由商品在

市場上的買賣,以獲得利潤。市場機制建立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

關係;然而去Ⅱ沒有任何直接的仲裁可以聯接生產與人的需求。這

個情形在現代經濟關係中依然存在,只不過這些「無政府的」現

象存在於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而不是存在肚個別國家的經濟活動

之中。但是,目前已經出現了另-個「無政府狀態」,它威脅著這

個星球上的每-個人的生存:那就是各個單-民族國家之間的關

係。在這個世界的單-民族國家的體系中,目前已經到處遍佈著

前所未見的摧毀∣生潛在武力,然而去Ⅱ沒有-個足以控制全局的政

治機器可以約束它們。有些人聲稱,單-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經結

束,因篇諸如「歐洲經濟共同體」之類的國際組織即將來臨’因

烏諸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金融組織之類的仲裁機構已然存

在。然而,這些說法都是天員的無稽之論。兩個握有充分力量足

以毀滅這個世界的「超級霸權」,都是單－民族國家;至胎其他握

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亦是如此,而且這種國家的數目年復-年不

斷增加。祉會主義並無法導致-個和ZF的共同體,至少就它目前

所展現出來的面貌而言可以這麼說。在蘇聯的框框之下,社會主

義被局限在敵對狀態的核心,並足以威脅世界的末來;而且,正

如蘇聯與中國、越南及其祉會主義鄰邦之間-觸即發的緊張關係

所顯示,當代社會主義國家乃是單-民族國家,它們無異於其他

單-民族國家’它們隨時猜疑國界的不安,隨時準備動用軍事暴

力,只要當它們的領導者覺得他們的利盆可能受到威脅時。

-個激進的祉會理論,必須比那些不願從尚未重建的馬克思



結論社會學做鳥批判的理論 l6l

主義傅統中走出來的人們所能想像’試圖更準確理解世界的單-

民族國家的體系。而且,它的主要關∣霎,必須在齡支持或參與那

些視「制止」馬唯-手段以約束單－民族國家體系中的「無政府

狀態」之各種社會運動。在目前這個世界史的時刻中,我們似乎

距離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所描繪的場景已經非常遙遠。馬克思

當時深信人類的進步發展,正如他在其名言中所說:「人類只會

從事他們能夠解決的任務」。當然,我們不再能夠如此深信;然

而,我們去0也不必因而就陷入自暴自棄的絕望之中。因篇,人類

「確責」創造著他們自己的歷史,而且,我們仍然能夠把持-線

希望:只要我們理解這個歷史,我們就會被允許去改變它╴或

者,最少最少,這份理解將會使我們得以保障它繼績走得下去

口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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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說明

這樣的-本小害原本並沒有譯者多做說明的必要,但是,由

於此害英文原著出版至今已經十年,而在這十年之間,人類社會

在各個唇次上都巳發生丁許多的變化’因此,譯者有必要針對此

害在這些變化中的意義提出-些說明。

此害英文原著的第-版’出版胎-九八二年。大約在一九八

六年年初,唐山出版祉的陳隆昊先生便已將之交由譯者從事漢譯

工作,然而,未待完成該-翻譯,英文原著又在一九∕﹨六年出版

了修訂的第二版,其中增添丁許多內容,譯者很快從陳先生處又

取得該-新版,打算進行修訂’並繼績未譯的部份。唯自此以後,

初則由於譯者工作繁!∣亡,後來又由於譯者在╴九八九年初負簑法

蘭西,所以只好任由這項翻譯工作拖延了下去。

從－九∕﹨九年拖延至今,╴拖已經過丁三年。在這三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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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人類社會發生了多項意義深遠的變化。諸如,中國的流產民

運﹑東歐國家的脫祉會主義運動、波斯灣戰爭〔或者也可以說是

「以波斯灣烏話題的媒體戰爭」﹞,-直到最近蘇聯的解體,以及

因之而明朗的民族獨立運動。這些變化,似乎每-個細節都對過

去的祉會學思維構成了尖銳的挑戰。面對著這種種挑戰,反省之

餘,譯者愈是覺得這本小害有許多見解頗篇發人深省;它既能提

出問題,瓦解我們既定的思維城府,以激發我們更具彈性的反省

力,亦能提出觀點,使我們在重建人類尊嚴的善意期待中’尋找

樂觀主義的種子。正是在這種反省的心∣青之下,譯者終於在-九

九-年冬天找出舊稿,做完此-翻譯最後-次的修訂工作。

關於此害,譯者有下列說明:

第-,此害原本的吉名應該是﹤社會學:-個簡要但去Ⅱ具有

批判性的導論﹥（S0α0∕﹙猩y :Abγ／㎡伽／C〃〃Cα∕∕〃／γUα〃α／0〃》

London’MacmillanEducationLTD）,而全害內容也大致符合

此-言名。然而,譯者之所以將之譯烏﹤批判的肚會學導論﹥’

原因有二。其－,由舷貫穿全言,作者－再使用「批判的祉會學」

或「社會學做烏批判理論」等觀念,來強調他這本導論性作品的

基本精胛;其二,由船原名的漢譯過於冗長而繞舌。唯譯者必須

特別指出,作者所說的批判的社會學或批判理論,可以說截然不

同於做烏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支的法蘭克幅學派的批判理論;

甚至,作者的發言往往有意跟傳統意義或當代意義的馬克思主義

者劃清界線,雖然他對該-主義有同∣青的了解。

第二,雖然此害涉及的-些肚會學課題’諸如美蘇兩大軍事

霸權的對立,目前已有成烏歷史的可能性,但是,這並不會有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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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此害在反省當代人類社會的問題時的有效性。這本書提供的是

-種思維態度’用意在齡掌握問題,而不在齡提出問題的答案。

事實上,蘇聯的解體並沒有使軍事霸權對人類命運的威脅因之而

消失。同樣的道理,東歐國家的脫祉會主義運動,並沒有證明工

業生產的問題,以及關於這個問題的-切批判性論點就會變得亳

無意義,也沒有因此證明資本主義就是人類唯－的出路。雖然譯

者未必盡然同意作者對馬克思本人思想所做的批評,但是’譯者

去Ⅱ願意指出,作者的思維態度並不烏任何意識形態或官方教∣∣茉服

務。

第三,關肚「單－民族國家」（nation﹣state）-詞,譯者承

認此-漢譯過於籠統,因烏在此言中,有時作者以該詞指涉近代

歐》∣∣l以行政制度的建立做馬指導原理而逐－出現的現代國家,有

時指涉以民族」∣生烏整台基礎的現代獨立國家’而有時去Ⅱ又指涉像

美國這種從多種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移民社會。也就是說,「單

-」-語容易合人以烏是「只含一個」民族的國家。唯在譯者尚

末找到更好的譯法之前,只好遵循字典的通常解釋。譯者秉持－

向的翻譯態度,願意承認此-譯本絕非百分之百無誤,所以,敬

請讀者發現有誤時不吝賜知,以便日後修訂。

最後,對於此害拖延至今才能付梓出版,譯者必須向唐山的

陳先生致歉,並感謝他的寬容,以及他在我生活拮掘時∣∣康∣∣既預付

稿酊∣∣。藉此,我也要感謝目前負瘦德國的好友唐光華先生和李雅

卿女士在異邦求學歲月中不時給與的鞭策和勉勵。

廖仁義僅識於法國已黎

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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