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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筆者對合法性問題，特別是一惆

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對該國家中的國家社會關係形態的型

塑有很人的關注。可以說，政權合法性問題是一個筆者長期研究

的政治社會學議題。本書收集的是二十多年來筆者分析政權合法

性基礎與國家社會關係形態之問聯繫的文章。除了第七章外，這

些文章主要分析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

國社會的方方而而，但是文章中所揭示的一些與政權合法性相關

的社會學原理，應該對任何國家都會適用。本書包括四個部分。

在此筆者將扼要介紹各章節的成因和門容，希望能讓讀者了解本

書的全貌。

第表部分的三個章節（第一至第三章）側東於理論探索。

第一章在2016年寫成。它是對政權合法性基礎和國家社會關係

兩者之問的聯繫所進行的理論探討，也是筆者對白己多年來在政

權合法性方而思考的一個總結。它能幫助讀者理解本書其他章

節中的觀點和分析，相當於導言。這一章的一個焦點是筆者對理

想類型和「理想類型集」（ldeal一tyPo set）的建構·筆者認儿，

社會科學中理想類型的建構就好比是白然科學中對於控制實驗環

境的建構。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學控制實驗的目的在於通過實證

來歸納出在控制條件下所能成立的自然法則；社會科學建立理

想類型的目的則在於通過演繹來尋找I-｝各種在理想條件下所能成

立的社會機制。筆者的方法受到f笛卡爾（Ren必Descartes）解

析幾何的數鑿。笛卡爾後的許多折學家，比如斯賓諾莎（Bar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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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plnoza）、約翰·德·威特（John de Wltt）、孔德（Auguste

Comte）都想借用解析幾何方法來分析社會現象，但是都走入f

死胡同。筆者的策略是把一惆理想類型集視為一個n維歐幾甩德

空間（n一d , mens . onal Fucl . dean spac。）（比如，意識形態合法’1生、

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注性構成了個二維歐幾里德空間），然後

通過演繹對每個維度所隱含的社會學機制做出解析，或者說通過

演繹來確定每個維度座標的特殊性質。這時，如果我們能夠找出

一定時空卜某一國家合法性的一個特殊耦合（即勿維空問中的一

個特殊位點），我們就能知道什麼樣的社會機制和什麼樣的國家

社會關係會在這一國家占據著主導地位。

第二章寫成於2007年。它回溯了中國歷史，分析了「天命觀」

作為古代中國國家合法性的形成和發展。「天命」這一概念不僅

型塑了中國歷史，山天命觀衍生的績效合法性對於古代和當代中

國政治都有重要意義。

第二章的形成過程比較複雜。它的初稿寫於上世紀90年代

初，是筆者在麥吉爾人學（McGill Unlverslty）為博士資格專業考

試寫的一篇文章。為f搞清楚「第三次民主浪潮」和中國民主化

的前景，筆者當時讀了很多有關民主理論和民主化的專著，但是

卻得出了如下判斷：在相當部分威權國家中，民眾沒有同的

國家認同，政治山軍人、部落和其他地方強人主導，社會上不存

在西方國家惹義上的公民社會。所謂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並不

是這些國家的內生政治發展，而是前蘇聯垮臺後美國獨霸世界的

結果。這一判斷還導出了因群固相應的、悲觀的，但是現在都已經

成了事實的判斷：其，人量的「第二次民主浪潮」中產生的「民

主國家」會在民主化後發展成各種只有民主形式而沒有多少實質

性意義的政治怪胎。其二，國際政治中各種力量平衡的重要性。

二戰後蘇聯到處「輸出革命，給世界帶來很多麻煩並加速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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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垮臺。蘇聯垮臺後美國重蹈了前蘇聯的覆轍，到處「輸出民

主」，給世界帶來很多麻煩並造成自己力量的衰落和民主思潮在

全世界的衰退。西方民主國家的國際政策也同樣需要其他力量的

制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

在現代社會中自有它的生命力，這也不是任何人能忽視的。第三

章論證的就是後面這個問題。

讀者可能會看到第一章和第三章在概念上有些細微的差別。

在討論國家合法性時，筆者在第一章中用的是程序合法性，而在

第三章用的則是競爭性選舉程序合法性。在當代社會，程序政治

有著向以競爭性選舉為基礎的程序政治這一方向發展的趨勢。但

是從理論上來說，程序政治的關鍵在於某種被廣為認可的國家領

導人產生程序（在古代需要被精英集團認可，而在現代則需要被

人眾認可），而不在於具體採用哪種程序。這一差別體現了筆者

思維走向精確的過程。

第貳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四至第六章）探討了國家合法性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之問的聯繫。文章寫就於三個不同階

段，也出於不同的目的。第四章寫於中國經濟騰飛之前，可以說

有一定的前瞻性。第五章寫於中國經濟發展數度達到高峰之際，

可以說是在第四章的理論指導下，對於中國經濟成功原因的一個

總結。第六章寫於中國經濟遇到嚴重困難·但是中國人的信心卻

日益增長的2016年，筆者試圖以此文忠告中國在當前的形勢下

需要保持清醒。這三篇文章的背後都有著同一個理論視角：中國

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古代中國發達的國家建構傳統給了中國政

府很強的能力和自主性，並且在績效成了中國政權最主要的合法

性基礎之改革開放年代，中國政府又不得不在強大的績效壓力

下，不遺餘力地運用手中的自主性權力來推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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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發表於1994年。是筆者改行社會學之後發表的第一

篇文章，有「處女作」的意味，但是此文呈現f筆者對於非企及

歷史後果的關注和辯證思維特長。此外，文章中提出的績效合法

性（performance leg , t . rnacy）、有限白主性（bounded autonomy)

和防禦性政權（defens]v。，eglm。）等等概念，也奠定了筆者在合

法性和經濟發展方而論述的基礎。此文的原稿完成於199─年底

至1992年初。當時不合時宜的左派話語充斥著中國大陸的報刊，

整惆社會尚處在八九學運被鎮壓後的沉悶氣氛中，而國l緊上大多

數評論家都不看好中國，認為中國80年代的改革已被斷送，有

的甚至認為中共在若干年內必然倒臺。出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

心，筆者在1991年聖誕節前後看f不少有關書籍，並從理論卜

得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會繼續這一結論，於是有了此文的初

稿。初稿是為麥吉爾人學博士資格專業考試而準備的，但是剛寫

完不久就出現了鄧小平南巡和一波新的經濟改革浪潮。既為中國

的前途高興，也是馮自己「預測」的準確而興奮，筆者在原稿基

礎上做了大規模修改，於是就有了此文。

第五章完成於2010年、發表於2012年。從80年代未到

2010年短矩的一十來年，美國到處輸出民主和打仗，犯f幾乎和

強條時期的前蘇聯一樣的錯誤。目前，恐怖主義和戰爭難民成f

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世界主導意識形態大規模地朝

著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威權主義和家教原教旨主義方向嶺展。

但是同時期中國經濟卻發生J’翻天覆地的變化，成f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民眾生活品質大幅提高，治海地區民眾的富有程度甚至

超過了已開發國家。這期問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也發生了很大的

變化。80年代他們把自己的文化和制度看得一文不值，但是現在

有不少人開始信心滿滿地總結f中國經濟成功的各種制度優勢。

於是，「中性政府、「政治管升錦標賽·「中國式聯邦制、「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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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間的競爭」、「非正規經濟實踐」等等概念蜂湧而出。筆

者並不認為這些對於中國經濟成功原因的總結沒有道理。比如，

中性政府這一概念說的是中國經濟成功是因為國家有著超越利益

集團利益的自主性。誰能說國家自主性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不重

要？還比如，政治晉升錦標賽、中國式聯邦制、縣域之間的競爭

等概念，說的都是中國地方政府在各種壓力下釋放出來的推動經

濟發展的積極性。這一點又有誰能否定？但是，中國國家的自主

性權力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中國的國家不再像毛澤東時代一樣

大規模地濫用所掌握的自主性權力？中國地方政府所面對的壓力

從根本上說又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中央政府要給地方政府那麼

大的壓力？可以說，學者們之所以得出這類結論是因為他們在觀

察中國經濟發展時看得太近了，以至於見樹不見林，忽略了筆者

在90年代初寫本書第四章時就強調的中國經濟成功背後一些更

為宏觀和深層的原因。問題是，一旦忽略這些原因，我們就有可

能在慶祝中國經濟成功時，一不小心也慶祝了國家權力。從一定

程度上說，這些試圖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理論與上世紀80年代

流行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有很人的相似性，這也是筆者所擔心的。

如果說筆者在90年代初寫第四章時主要怕的是自由主義思潮肆

虐中國，在寫當下這篇文章時擔心的則是國家主義思潮把中國又

一次引入歧途。中國和世界在這二十年不到的時問中都發生了如

此巨大的變化，不得不令人厭歎。

筆者寫第六章的時候已經是2015年。此時，中國經濟發展

速度已經顯著放慢，但是左傾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卻有明顯

回升。反腐敗搞得轟轟烈烈，並且有很高的民意基礎，但是官員

的工作積極性卻因此受到重人打擊，給中國經濟的恢復增加了不

小難度，而由經濟放緩而引起的不滿情緒卻在某些群體中開始增

長。但是在同時期，世界局勢卻朝著更糟糕的方向發展。恐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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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加劇，歐洲難民問題日趨嚴重，原教旨主義宗教在全世界的影

響大大增強。在美國，傳統的中產階級看不到希望，保守主義復

興，川普（Donald計umP）已然上臺。我們開始品嘗由美國推動

的「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帶來的惡果。筆者想強調，中國在90

年代沒有盲目跟著世界走「民主化」道路，所以現在也並不需要

盲目跟著世界走向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雖然中國經濟發展已經

顯著放慢，但是它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一個引擎，並且中國民眾的

生活水準提高之快有目共睹。鑒於當前國內外局勢，筆者通過這

篇文章再次提出忠告：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家建構和同質性文化建

構的歷程，經濟成功發展因此並不是奇蹟。只是，清朝強大的「自

主性」使得統治精英能長期堅持保守意識形態，結果是延誤了向

西方學習的進程，導致甲午戰敗和革命；毛澤東中國強大的「自

主性」使得中國在極左道路上越走越遠，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災難。

本章想傳遞一個長期被忽視的政治學原理：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

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一致的政治正確話語所綁架。因此，右

派政黨要防右，自由主義政黨要防範自由主義·宗教政黨要防範

原教旨主義，有很強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要防範民族主義。中國

共產黨以左傾意識形態立黨，因此必須要牢記鄧小平的「要警惕

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政治智慧。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

改革開放和實事求是，而中國過去的失敗則是由於封閉、保守和

意識形態主導國家決策。

第參部分的四篇章節（第七至第十章）分析f政權合法性對

於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發展形態的影響。雖然都是從合

法性這一視角出發·這四篇文章有很大的差別，體現了合法性視

角在社會運動動態分析中廣泛的可能性。

第七章背後的社會學原理是克里斯瑪權威（charlsmatlc

authorlty）和科層的例行化傾向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緊張：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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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克里斯瑪領袖幾乎可以說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因此，

當毛澤東發動群眾起來造反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時，整惆科層官僚系統都難以阻檔。但是，毛澤東需要

科層提供些鍛為基本的公共物，他也無法阻止造反民眾和各級

科層幹部在文革中把他轉化為合法性符號並對其進行挪用，更無

法阻擋克里斯瑪權威因為其內在的不穩定性而註定要被日常的例

行制度取代這一規律。文革在這些緊張中發展的日益不可駕馭，

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讓最保守的軍事科層來收拾殘局，並卜令解散

所有在文革中建化起來的群眾組織。毛澤束就是因為不懂得這社

會學的某本原理而遭到隆敗。本章雖然分析的是歷史，但是它所

揭示的原理卻有普適性：蕩f建立權威，威權體制的首腦永遠會

有興趣把白己打造成一個克里斯瑪權威。但是，不成功的打造會

使該首腦變成個歷史小丑（第章），而成功的打造也阻擋不

了該首腦所領導的科層所帶來的例行化趨勢。

第八章分析的是常國家領導和普通民眾對政權合法性基礎的

認知有衝突性差異時，政府和民眾的互動方式。在上世紀80年

代，人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仍然對共產主義信念有著很深的戚情，

但是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和民眾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並且

越來越把政府績效看作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因此，在八九學運

中，如果國家用意識形態語言和法律手段來對付學運時，這種做

法不但沒有效果，還在社會上引起普遍反戚，但是當學生站在道

德制高點卜對國家的績效表現進行抨擊時，中共高層又會把學生

的做法理解為對國家在意識形態和法律層面的挑戰，因此也─分

反戚。這種源於對國家政權合派性認知差異的相互反戚，使中國

的國家和社會關係在學運期問變得越來越具有對抗性，並最終把

運動推向悲劇性的結局。本章源出於筆者所著的《國家·社會關

係與八九北京學運》的第七章。因為該章節的視角不但與本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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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契合，而且它還蕩讀者提供了一個本書其他章節所沒有的分析

國家政權合法性的視角，一個把宏觀的社會結構（國家政權合法

性基礎）和微觀的國家和社會的互動形式加以聯繫的方法，筆者

因此修改後把它編入了本書。

1 999年，筆者就北京高校學生在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貝爾格

萊德大使館後的反美示威遊行進行了研究。第九章是筆者針對這

一議題所發表的多篇文章中的一篇。在外界·這場示威活動通常

被視為中國政府所支持的行動，並且是中國學生反美民族主義情

緒發展的一個體現。筆者的研究揭示在反美示威遊行期問，許多

北京學生事實上對國家的介入非常反厭，迴避參加他們認為是國

家控制的示威遊行，國家控制抗議活動的行動還導致學生與政府

間激烈的衝突。筆者強調，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一是公民的政治參

與權。因此，當一個國家政權擁有程序合法性和（或者）意識形

態合法性時，該國家的政府就能放任甚至操縱民眾去組織和參與

各種民族主義活動，但是當一個國家的執政合法性基礎主要是建

立在績效之上時，該國家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在後面這種情況下，

如果國家不對民眾的民族主義政治活動進行控制·那麼獲得此權

力的民眾就有可能把這一權力「自由」挪用，甚至對獲取其他方

面的政治權利提出訴求。但是，如果國家試圖對民眾的民族主義

活動進行操控，其後果是不但民眾會反厭·而且該國家的民族主

義也得不到發展。因此，只要國際環境沒有劇烈變化，極端的反

美民族主義很難在中國蓬勃發展，中國政府也不可能倚靠民族主

義維繫自身統治，因為常前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沒有

意識形態支撐的威權主義。

進入2011年後，「革命」和「告別革命」在中國成了熱門

話題。2012年，《二十一世紀》雜誌主編顧昕邀請筆者寫f〈當

今中國是否有癸生革命的危險？〉一文，即本書的第十章。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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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反腐敗下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

會時，向與會專家推薦f托克維爾（Alexls de Tocquevlll辭的《舊

制度與大革命》（L壇nc , en Rcg , me。t la Rd、olut , on）。「革命」

議題下了在輿論界被炒得很熱。筆者的文章發表後，人陸網站

和網友們紛紛廣泛轉發，「共識網」中文章的點擊量就超過了

二十六萬次，連遠在美國的季辛古（HenryAI什ed Kisslnger）聽到

f北京方面對文章的討論後也叫他的祕書打電話向筆者索求文章

的英文稿。第卜章沒有從個人好惡出發來論證或者否定任何一惆

政治模式（包括民主政治）的合理性，而是從學理上分析了政權

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程序和績效）的各自特徵，以及

一個缺乏意識形態支持的，主要依靠績效來維持統治的威權政權

在執政時所面臨的困境，這可能是第十章與當時其他參與「革命」

討論的類似文章鼓人的不同。可以說，是第十章的分析奠定了本

書的理論基礎（即第一章）。所不同的是，第一章提出的是一個

更一般意義上的合法性理論，而第十章分析的則是一個具體的議

題。

第肆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十一至第十三章）討論的是一個國

家政權合法性基礎對該國家媒體和輿論的影響。進入21世紀，

自媒體成f公眾輿論表達的一個重要舞臺，因此筆者的討論也包

括了白媒體。與西方主流媒體在報導西方社會運動和社會衝突時

體現出的保守性不同，中國主流媒體不f叫頃向於對社會運動和各

種集體性抗爭事件做正面報導，而且積極介入大量的社會運動和

抗爭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過程中中國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

一場社會運動。本書的第十一章強調·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

的緊密關係和與政府的緊張關係，都源於國家政權沒有能夠建立

在一個能被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之卜。這也就是說當共產主

義意識形態式微後，中國國家政權在意識形態合法性卜出現f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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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虧缺。因此，儘管中國新聞仍不具有獨立性，而且在商業化

背景下尋求與政府進行合作甚至大範圍地妥協，但是，中國新聞

從業人員在價值觀上與體制的格格不入，使得他們中總有不少人

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以下簡稱「揭黑」）懷有熱情·而且比他

們的西方同行，更傾向於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發生

根源，並且會在可能條件下積極推動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制

度改革。在80年代，中國媒體的這些傾向經常導致新聞界與政

府的直接衝突。9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媒體有很大的商業化傾向

並且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手段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以上所描述的媒

體與社會運動之問的緊密關係與政府的緊張關係並沒有根本性的

改變。

本部分的十二和十三兩章都是為報刊撰寫的文章。第十二章

是應《上海書評》之邀所寫的一篇關於倫敦騷亂的文章，主要是

從政權合法性的角度分析了為什麼英國政府能在應對騷亂時表現

得十分強硬，為什麼英國主流媒體關於騷亂的報導與英國政府對

騷亂的處理有緊密配合，以及為什麼英國的推特（Twltter）在一

開始對騷亂有推波助瀾作用，但迅速就轉向主動與政府合作。第

十三章源於筆者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個報告，後發表於《東方早

報》。文章比較了中國的微博和西方的推特，指出與推特相比，

微博平臺一方面缺乏現實社會中的禮儀和權威關係的約束，而另

一方面卻更容易在各種勢力的操縱下迅速形成虛假輿論。加上中

國國家政權缺乏意識形態合法性，反權威、民粹和缺乏常識於是

就成了中國大陸微博輿論的特色。在今天的中國，微博已經幾乎

被微信取代，而微博和微信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質。但是，筆者相

信，只要中國不能確立一個能被廣為接受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政權

的合法性基礎，那麼這兩章中分析的有關國家、媒體和公共輿論

的互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這兩章的目標讀者對象不是



前言011

學者，因此在證據和論證方面沒有按照社會科學的規範提供清楚

的出處。為f保持文章的原貌，筆者在修改文章時沒有在這方面

做出改動。

本書若干章節的原稿在內容上有些重疊，在編輯本書時，筆

者做了很多裁減和整合。但是，為了保持各個章節本身的完整性，

筆者對某些重疊部分仍然做了保留。本書有多處提及網路版的文

章或是網路出處連結。這些連結由於時隔已久·多已失效，並且

也很難確認當初的查詢時間。筆者特此交代。

本書的第一章曾發表在《學術月刊》（2016）、第二章曾發

表在Jmerlcan Behav ; oralsc , entlst(2009）、第三章曾發表在《領

導者》（2007）、第四章曾發表在Journal ofCon納nPOra〞China

(1 994）、第五章曾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12）、

第六章曾發表在《學海》（2016）、第七章曾發表在《二十一世

紀》（2007）、第八章由筆者所著的Powe , of勵nanmen(2001)

中的第七章修改而成、第九章曾發表在Asian PersPectlve(2o03）、

第十章曾嶺表在《二十一世紀》（2012）、第十一章曾發表在

《傳播與社會學刊》（2008）、第十二章曾發表在《上海書評》

(2011）、第十三章曾發表在《東方早報》（201幻。書中的第

五章〈績效合法性、國家自主性與經濟發展〉由筆者與楊宏星共

同完成、第七章〈克里斯瑪權威的困境：寧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

由筆者與武麗麗共同完成、第十一章〈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

聞和社會運動〉由筆者與林芬共同完成。在此對筆者的三位學生

表示戚謝。書中收入的英文文章都譯成了中文。筆者厭謝孫硯菲

在本書成書過程中給予的大量幫助。筆者也咸謝兩位匿名審稿的

專家對本書所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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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合法性和國家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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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民眾在不同的國度中呈現著非常不同的關係。有些國

家的民眾對政府有很高的信任，有些國家民眾則對政府缺乏信任；

有些國家的民眾很守法，有些國家的民眾則對法律缺乏尊重；有

些國家的民眾比較容易滿足，有些國家的民眾則難以滿足；謠言

在有些國家中有很大市場·在另外一些國家中則沒有多少市場；

網路中的公共討論在有些國家中經常被情緒左右，在另外一些國

家中則能以比較理性的方式進行。為什麼不同國家的民眾的政治

認知模式和行為會呈現不同的特徵？這背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

同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有所不同。可以說，在現代國家中，國

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是影響民眾政治認知模式和行為方式最為關

鍵的因素’。

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在西方世界的早期語境中，合法性（l egltlmacy）一般是指國

家權力的法理基礎。但是在今天，合法性則涵蓋了國家權力來源

的各種不同面向，包括法理性的和非按理性的。對於任何一個國

在「2015中國共產常與廿界對話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
書記王吱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合知性」這一議題（httP//w ? govcn/
xlnwe州201509/09/content 2927979h加）。此後，中國徐lg〕路上網路「出現
了一些討論國家合法隨的評論和又章。在我見到的幾篇評論和文章中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政治學家楊光試的〈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
（《北京日報》，2015/11/23。以下籣稱r〈囚徒〉）一文。〈囚徒〉
體現了作者長期的思考和學術功力，並且在分析西方國家「選舉授權合
法陸的問題方面也不乏真知灼見。按中國的學術水準來評價，＜囚徒〉
是一篇難得的好文·但是，＜囚徒〉有兩個弱點：一是把哈伯瑪斯（J併gen
Habermas）和羅爾斯（John Rawls）這樣經驗感並不強的西方哲學冢的
一些近乎天真的觀點和分析太當回事，因此文章讀起來不免有些書生
氣；二是作者的眼睛離現實政治太近，其思維方式是功能王義和處方性
(prescriptlve）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因此文章的概念得不到提煉，對全
域的把握也有失偏頗。不過，本章並不是針對楊光武文章而提出的批評。
筆者在此提出王吱山的報告和場光試的文章，僅僅是想借此指出合法陸
在國家政治中的核。地位，是為本章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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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來說，合法性都是一個根本性的，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政

治問題。這是因馮統治者掌握著被統治者所沒有的、帶有強制性

的權力，但他們在人數上相對於廣大被統治民眾來說卻永遠處於

絕對少數。在這種晴況下，被統治者中勢必有人會提出「為什麼

他們能統治我們？」這樣的疑問，而統治者中也會產生「我們為

什麼能統治他們？」這樣的疑慮。合法性問題在很人程度上來說

就是國家統治的依據問題。

西方主流學者對合法‘─生這一概念的定義人同小異。李普賽

特（seymou , Mart , n Llpset）指出，合法性「包括一套制度〔國

家〕有能力激發和保持民眾的信任，使民眾相信現行的政治制度

是最適合當前社會的」（1981）。林茲（Juan Linz）將合法性定

義為「儘管現行的政治體制存在一些缺點和失敗之處，但它仍然

優於可能建叔的其他制度，因此應當得到民眾的服從」（1988 :

65)O弗雷德里希（Carl Joachlm Frledrlch）則認為，合法性是「共

識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涉及統治的權利或者統治的名義」（1963 :

233)

拉丁語legillou，一詞意為合法的、以法為依據。但是，古代

中國的法律以刑法為主，律法僅僅是「執行朝廷旨意的工具，而

不是政權存在的合法依據」（Scllram 1987）。古代中國國家權力

以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也不是通過成文的契約來建構的。

施拉姆（stuart Reynolds schra . n）因此建議，在討論古代中國政

權的本質時，我們應該使用「基礎」一詞而不是「合法性」。施

拉姆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鑒於以卜勿個原因，筆者決定

仍然採用「合法性」而不是「基礎」詞。首先，由韋伯（Max

〝絀ber）及其後繼者所提出的「合法性」概念，其現代用法有了

更廣泛的外延，遠超出「統治的合法依據」這一最初內涵。其次，

在近期的學術研究中，當源白歐洲的觀念被用來分析其他文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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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社會現象時，幾乎都會被指責為「歐洲中心論」。因此，

一些新的本十化的觀念和新穎的闡述方式不斷湧現。儘管卜述批

評和做法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的洞見，但在更多的晴況卜，這些

新穎做法的負面因素更人。就合法性這概念而言，我認為·我

們應該探用之，而不是捨棄它。第二，雖然合派性是個舶來品，

古代中國有過人量的、從今天來看是有關國家合法陸的論述。

《尚書》中的「天命」觀、孔子的「正名」和「仁」、荀子的「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鐵賈的「馬上能打天卜，卻不能治大卜」

等等這些對統治者正當行為論述，構成了古代中國政治理論的核

心，並且都屬現代意義上政權合法性的範疇。合法性可以說是一

個不分中外的基本政治議題。

在討論政權合法性問題時，幾乎所有的現代學者都難免陷入

以下兩個誤解：其一可稱為精英主義，其二可稱為經驗主義。

西方學者在討論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這一議題時都有著

很強人的診斷處方式的精英主義的衝動，或者說，他們都想按照

自己的價值觀來提出一套自認為最為合理的合法陸來源。對於理

想主義的羅爾斯（John Rawls）來說，合法的政權就是一個能維

護公共理性（publ . c reason）的政權（1993）。對於保守現實主

義的亨廷頓（Samuel Huntlllgon）來說，有效地提供公共物永遠

是政權合法性鼓為重要的來源（Crozler。t al 1975）。對於功能

主義色彩很濃的李普賽特和件諾利（Wllliam Connollv）來說，

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既在於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又在於維護多黨民主

(L , psct 1984 ; Connolly 1984 2008）。對於像哈伯瑪斯（Ju單cn

Habermas）和奧菲（Clauso倫）這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

政權合法性是可以通過一些與人眾戚受幾乎無關的客觀指標來推

定的：並且根據他們的評判，西方國家面臨著一個總體性的「合

法陸危機」（Habcrma、1975 1984 Offc 197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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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學者在當今世界都有很人的影響，他們的分析也不

乏精彩之處。但是，筆者更清楚一個政權合法與否不在於知識精

英的評判，而在於普通民眾的威受。比如，哈伯瑪斯和奧菲在上

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弦調西方國家總體性的合法性危機。雖然

他們的著作中所揭丁的問題在西方國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但顯然西方的一般民眾與哈伯瑪斯和奧菲有著完全不─d的戚受：

進入80年代後，西方國家不但在政治卜很穩固，並且大多數西

方民眾，包括許多生活拮鋸的卜層民眾，也都為他們的政治制度

戚到驕傲，並且支持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在全世界弦力推行西方政

治模式。

也有不少學者試圖通過問卷調查來分析一個國家政權在大眾

心目中的合法性。比如，近年來有學者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

（〝祈ld values survey）或「亞洲指標／民主動態調查」（As . a。

Baromete ,）等調查數據對各國的合法性進行研究，並且從中國民

眾對政府支持度很高這一結果，得忠中國國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

這一結論（Chcn 2004 ; G , llcy 2009 ; rcwsmlth 2007 , Sh , 2001 ; lang

2001）。這類研究其實是陷入了經驗主義的錯誤。西方民眾對政

府的支持度經常會低達百分之十幾，但是西方民眾反戚的主要是

當政者，而不是西方國家的政體。因此，西方的政客很少因儿支

持率低而產生合法性危機厭或懼怕過政治不穩定。他們可以放心

地統治著國家，甚至是坦然地胡作非為（想像一下小布希〔George

〝mker Bush〕一意孤行地盤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以及這戰爭給

全世界帶來的不斷延伸的災害）。相反，中國民眾在這些調查中

對政府有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高支持率並不能打消中國領導人

的焦慮，因為支持率一旦下降，在中國馬上就可能會轉換為政治

不穩定。總之，民調支持率反映的是民眾對時下政府績效的態度，

政權合法性來源指的是民眾對於國家權力來源的認可，這兩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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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等同的。

雖然合法性理論在近半個世紀來有很大的發展（Blau 196取

Connolly 1984二EckstelnandGurrl975二Huntlngtonl991gLlnz1988二

Schaar 1981)，韋伯仍然是一個在合法性研究方面難以逾越的人

物。韋伯的貢獻有三：第一，他秉承了〕7、18世紀在西方興起

的心理學傳統的精髓，把合法性定位在民眾對於國家權力來源的

厭受，而不是知識精英對於國家權力來源的理論論證上，這就為

以經驗為基礎的社會學研究打開了道路；第二，韋伯從社會心理

學的角度對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進行了分類，並且指出了不同的合

法性來源的不同性質。這為我們對政權合法性的不同面向進行更

為細緻的分類和分析提供了可能；第三·韋伯創造了理想型（, deal

tyPe）方法，為經驗歸納和邏輯演繹的有效結合找到了一條途徑。二

關於第三點，我想在以下進一步說明。

人類行為十分駁雜。人有論證自己行動正確性的能力，也有

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的能力；人有虛幻意識，經常會明明錯

了還以為自己是對的；人往往自以為是，並想擴人自己的影響；

針對某一個具體目標，人的動機也並不單純。因此，當具有這些

駁雜性質的人組成社會之後，人的駁雜就會轉化為社會組織行為

的駁雜和人類所創造的各種日常概念的「不純性」。比如，宗教

組織會做生意、建立教權國家和擁有武裝；國家也會做生意、宣

揚某一宗教，並擁有軍隊；當一個商業組織強人到一定程度後，

也可能會組織軍事武裝和大力支持某些宗教和意識形態。還比

如，宗教組織的形態和教義應有盡有，很難用西方形成的一套對

於宗教概念的定義來概括。人類創造的日常概念和組織性質的不

韋伯的演譯能力不強。他由此並沒有發揮出自己提出的理想型方法所蘊
含的瞥力。西方的韋伯研究專家也往往把韋伯誤解為一個旨在解讀，而
不在解釋的社會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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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性，在我們分析社會現象時造成了許多困難。特別是，從日常

性概念而不是從理想型角度來分析社會現象，往往會引導我們將

完全不同的社會機制和邏輯混淆在一起，並將自我偏好大規模地

帶入了分析和結論。

面對這一困境，韋伯創造了理想型方法。理想型的優點就

在於能從不純的日常概念中提煉出一些更具本質意義的東西。比

如，如果採用理想型方法的話，我們可以把宗教或者政黨組織抽

象為意識形態行動者、國家組織抽象為政治行動者、經濟組織抽

象為經濟行動者。我們並且假定理想狀態的意識形態行動者只搞

傳教和宣傳，政治行動者只管政治，經濟行動者只管純粹的商品

生產和交換。這時，我們就能來分析意識形態行為、政治行為和

經濟行為各自的一些特殊規律。韋伯就是一個能在複雜社會現象

中提煉出一些關鍵性的「理想型」，並對理想型進行歸類的人師。

韋伯把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分解為三個理想型：傳統合法性、

魅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傳統合法性是指一種基於古已有之、

並且成為一種傳統的權力。魅力合法性是指一種基於個人魅力或

者某種超儿能力的權力。法理合法性指的是一種基於一系列被廣

泛認可的法律和行政原則基礎上的權力（Bendix 1962 293一296 ;

〝他ber 1978a : 28）。韋伯對於國家合法性的分類對後來學者有很

多敔迪。但是，按筆者的方法論原則，韋伯對國家合法性的分類

方法還存在著不少問題。

筆者認為，一個完美的理想型分類體系必須具有正交性和完

備性兩個特徵：一是該體系中每一概念所構成的「維度」（或者

「軸線」）必須是相互正交的，即相互之問不存在任何關聯；二

是該體系中概念的集合必須是完備的，即這些概念放在一起必須

窮盡此類現象的所有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把一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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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n維的理想型集（ldeal一typo set）類比為一個n維歐幾里德空問

（圖11）。必須指出，社會學的理想型集與歐幾里德空問是完

全不同的：理想型集的每一個「軸線」雖然相互正交，卻各自蘊

含著截然不同的社會機制，因此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

意識形態合法性 價偵理性

(a) (b)

程序合法陸 形式理陸

績效合法性 工具理性

圖11國家政權合法性來源理想型集的三個正交維度（a）及它們所對應的三個
正交的心理學基礎（b)

韋伯的合法性分類體系並不完全符合以上兩個原則。韋伯的

分類體系中沒有包括人們對更廣義的意識形態的信仰和服從。世

俗的和宗教的意識形態都可以成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今天伊朗

政權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伊斯蘭教基礎上，而毛澤東

時代中國的合法性則是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毛澤束的個人

魅力（克里斯瑪）基礎之上。一旦把意識形態合法性加入韋伯的

分類體系，我們就會發現韋伯的傳統合法性與魅力合法性顯得多

餘。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核心是對於某種價值觀或者信仰的遵從，

但傳統和個人魅力不就是特殊形式的價值觀和信仰嗎？它們都是

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特殊表現。韋伯的法理合法性定義忽視了在法

律和行政原則之外的一些被廣泛認可的政治程序，比如民主選舉

和各種在政治過程中被廣為遵循的具有程序意義的潛規則等等。

韋伯的分類體系中還排除了一個最為基本的東西：任何一個國家

都必須為大眾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在現代社會，國家所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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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公共物包括：教育、經濟發展、養老、醫療衛生、交通、治安、

法律、環保、國土安全、道德表率等等。國家提供這些公共物的

能力也應該是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

因為韋伯最初的理論中並沒有包括國家的績效合法性這一層

面，後來者也對此有所忽略。在韋伯的追隨者中，李普賽特獨樹

一幟地強調了績效對於一個國家穩定的重要性（LIPset 198D

然而，他同樣認為，我們不應該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看待績效，因

為「績效主要是工具性的，合法性則應當是評價性的」。但是我

認為，評價也是績效合法性的核心，因為人們自然而然地通過不

同方式對國家績效做出評價，就如同人們評價基於其他標準之上

的國家合法性一樣。唯一的區別在於進行這樣的評價的基礎不

同。簡而言之，一個政權的程序合法性會把人的關注點引向形式

理性和程序正義，意識形態合法性會把人們的關注點引向價值理

性和價值正義，績效合法性會把人的關注點引向工具理性和實用

主義。績效合法性是政權合法性三個方面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

分。

在筆者的體系中，國家能夠，也只能從以下三個最為本質的

面向來建立統治的合法性：某種被廣泛接受的意識形態、為社會

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以及某種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的群體所廣

泛接受的統治者的產生程序。與此相應，我們可以界定三種理想

狀態的政權合法性類型：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法律）

程序合法性（zhao 1994 , 2001 , 2009）。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

當性基於一個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

韋伯對於合妒去陸的分類中沒有包括國家的績效層面。對於韋伯的追隨者
來說，合法性必須是價位評判性的，但是績效激發的僅僅是人的工具理
壯，只有計算沒有評判（IIPsct 1981 : 6469）·其實，評判過程也是績效
合法性的一個必須的組成部分，只是民眾在面對國家合法性的不同面向
時採Jt〕了不同的不干判準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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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治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止當性源自國

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績效合法

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常性源於一套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

的群體所廣泛接受的、有法律或者是非成文的習俗保障的程序，

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程序合法性。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討論的是國家合法性來源的三個理想

型。任何政權都不會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單一類型上，或者說任

何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都是這三個理想型的混合體。但是，在

特定歷史時段中，某一理想型合法性會成為一個國家政權統治最

為重要的來源，並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這一國家的性質，乃至這

一國家民眾的政治認知模式和政治行為特徵。

在具體的歷史中，這三個合法性層面也總會有所關聯。比如，

某種程序之所以能被廣泛接受，往往是因為該程序已經被大家賦

予正面價值，甚至是以法律加以保障了；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多數

民眾心滿意足地認為國家已經很有效地為他們提供各種公共物

了，這反映的既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成功的意識形態灌輸的結

果。但是作為理想型來說，這三個層面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說是

相互正交的。

這三個理想型的合法性不但是正交的，而且是完備的。這就

是說其他形式的合法性都是這三個理想型的某種組合，或者說在

這三個理想型之外，我們再也提不出第四個理想型了。以下我借

用楊光賦（2015）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合法性概念來說明為什麼筆

者提出的三個合法性概念具有完備性的特徵。

楊光試指出，「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選舉民主或者協

商民主）和正義性」是政權合法性的最大公約數。但是，楊光賦

文章中有效性合法性指的就是國家為社會提供公共物的能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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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定義的績效合法性。楊光試認為止義性是國家政權合法

性的一個重要方面，並提出正義的核心是「保護最不利者階層利

益」。正義在這裡不也正是筆者所定義的「績效」的一部分嗎？

當然，對正義的理解有不同的側重（實質正義、形式正義、道德

正義⋯⋯），並且任何一個側重背後都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正義

的這一部分應當屬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範疇。楊光試的合法性定義

中還包括法律性和人民性（選舉民主或者協商民主）。可是它們

都是程序合法性的各種特例。之所以說它們是特例，是因為程序

合法性的可能性遠遠不限於法律性和人民性。比如，前現代國家

中統治者的產生一般都需要遵循一個被精英集團廣泛接受的程

序。如果這些程序遭到破壞，後果會很嚴重。但是這些程序與傳

統社會的「人民」（嚴格意義上應該被稱之為「臣民」）卻沒有

多大關係。即使是在現代社會，在人民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登上

了歷史舞臺後（趙鼎新20]3)，國家的合法性也不局限於法律

性和人民性這兩點。比如，美國總統可以任命大法官，但是在任

命名單提交到參議院前·總統府必須在私底下做許多工作，或者

說得走完該走的「潛規則」程序，這時提交的名單才有可能在參

議院獲得通過。大法官的任命過程就在這個走程序的過程中合法

化了。需要強調的是，那些「潛規則」並沒有明文的法律保障，

並且美國「人民」從頭到尾也沒有加入這一政治過程。懂中國政

治的人也都知道，中國各級官員的選拔與任命也需要經過許多程

序，其中有些是正式的組織程序，有些則是不成文的潛規則。這

些組織程序與潛規則的缺失會給整個任命過程乃至任命官員帶來

合法性危機。組織程序與潛規則因此也是程序合法性的一部分。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組織程序與潛規則完全不同於法律，而

且「人民」並沒有介入國內高級官員任命的程序中。楊光試文章

中還提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這個說法其實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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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韋伯所說的傳統合法性，而傳統合法性則是意識形態合法性

的一部分。

國家政權合法性來源和國家社會關係

任何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都是在國家和社會的衝突和妥協

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合法性來源一口固化後，

就會成為一定時窄中的結構性條件，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

國家民眾的政治認知模式、政治行為特徵，乃至國家和社會的關

係。

馮f更好地闡明政權合法性來源與民眾的政治認知模式、行

為特徵和國家社會關係形態之間的關聯及這關聯背後的邏輯，筆

者需要對韋伯提出的人類理性的三種理想型，即價值理性、工具

理陸和形式／理論理性，做一簡單介紹（詳見Kalberg 1980)

當一惆人從某種價值觀／意識形態川發來看問題時，此人運用的

是價偵理性。我們對這種看問題方法和行為方式的正面評價是

「有原則」，負而評價是「屁股決定腦袋」。當一個人從「會不

會贏？」、「會不會成功？」、「合算不合算？」這樣的角度出

發來看問題時，此人運用的是工具理性。我們對這種看問題和行

為方式的正面評價是「思維簡單清晰」·負面評價是「功利主義」

和「不擇手段」。價值理陸和下具理性是人類分析問題和決策的

兩個某本出發點。但是，在分析和決策時，我們不得不借助一些

邏輯方法，並且我們也離不開一些理論和假設。形式／理論理性

就是這一類能增進我們分析能力的理性形式。價值理性背後是精

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後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理論理性所追求

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個論證有沒有道理，這論證過程必須符

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形式／理論理性因此也可以統稱認形式理

性。



028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以下社會機制的存在，決定了政權合法性來源與該國家民眾

的政治思維模式之問的關聯：

(l）績效合法性在一個國家統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工具理

性在該國家民眾的政治思維和行為模式中也就越占據

重要地位；

(2）程序合法性在一個國家統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形式理

性在該國家民眾的政治思維和行為模式中也就越占據

重要地位；

(3）意識形態合法性在一個國家統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價

值理性在該國家民眾的政治思維和行為模式中也就越

占據重要地位。

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就是通過激發不同形式的社會理性來塑造

大眾的政治認知模式和行為特徵的。

當然，真實的社會總是比理論要複雜得多。任何國家政權都

不會把合法性建立在單一來源的基礎上；不同觀點和不同性格的

人對國家政權合法性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國家能通過手

中的資源來打壓異己、製造輿論。這些都會給現實世界帶來複雜

性，並給分析帶來困難。在後文中，筆者將對政權合法性的三個

理想型的內在機制進行分析。這種運用理想型進行分析的方法有

提綱挈領之妙，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具體國家的合法性來源總會有

所側重，而這側重就會型塑這一國家民眾的政治認知特徵和行為

方式、社會輿論的形態，乃至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筆者先從意識

形態合法性入手，因為意識形態在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中占有

最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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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識形態合法性

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背後都有著一種清晰的計算方式，與

情厭（emotlon）關係不大；而價值理性的基礎則是對某種意識形

態的認同和愛戴。相對於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價值理性更能塑

造和激發民眾的情戚。因此，任何國家在建構核心價值觀（或者

主流意識形態）方面都會下很大努力，雖然這努力的成功與否非

國家所能完全控制。主流意識形態的成功建構既需要人員、組織

和資源的支持，同時也需要符合以下四個政治學原則。

第一，成功的核心價值觀都是一個具有總綱性質的「主義J ,

而不是一些像「八榮八恥」4一樣的道德約定。這並不是說道德約

定不重要，而是道德約定必須是一個具有「主義」性質的哲學的

邏輯延伸，就像「三從四德」是中國古代「帝國儒學」的邏輯延

伸一樣。沒有帝國儒學作為理論基礎，「三從四德」是不可能成

篇主導古代中國婦女行為的價值觀的。第二，核心價值觀內容必

須具有內在的邏輯上的自洽。比如，如果一個國家要推動伊斯蘭

原教旨主義，那麼這國家就很難把言論自由和性別平等作為其核

心價值觀的一部分。還比如，如果一個國家想要提倡把社會等級

和秩序視為合理的儒學，那麼這國家就很難把追求平等和強調社

會衝突的馬克思主義也作為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內在邏輯一致

這一準則決定了成功核心價值觀建構的真諦不在面面俱到，而在

有所側重。意識形態內在的邏輯和諧的關鍵是在「片面」。比如，

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錦濤，在2006年接見中國人民政治協面會議委員

時，提出要引辛廣犬榦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堅持以熱愛祖國為

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

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動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

助為榮、以損人利已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忍義為恥，以遵紀

孑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奪鬥為榮·以驕奢淫速為恥。胡錦

濤的王張，在中國被統稱為社會主義的榮辱觀」，或者‘八榮八取」

並一度在中國被廣為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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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陸提倡的二十四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s幾乎將現代

社會世俗性的正面價值全部網盡。這些價值來自不同的意識形態

傳統，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於同一價值也有不同的、並目是相互衝

突的理解。把它們放在一起看似周全卻毫無邏輯體系可言，就像

是「滿漢全席」

第三，核心價值觀必須有不可證偽性。這有兩層意思。其一，

該意識形態所承諾的東西不能太具體。比如·作為核心價值觀來

說，宗教就要比共產主義更具有穩定性。因為共產主義承諾的東

西太具體太容易被證偽，而宗教承諾的「來世」和「天堂」永遠

不會被證偽。僅就這點來說，伊朗革命政權的可持續性也許會超

過共產主義革命政權的可持續性。其二，核心價值觀和政體形式

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比如，作為一個保守的伊斯蘭教政權，

伊朗是不可能把平等、特別是性別平等作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的。還比如，一個國家不能既高舉「民主」、「自由」、「法制」，

但同時又保留著一個很強的威權傳統。這對核心價值觀的嚴肅性

會有很大的損害。

第四，與人性比較貼近的核心價值觀一般更具有穩定性，因

偽這類價值觀在不用強力推行的條件下就能發展起來。從統治者

角度來說，宗教和自由主義都是比較容易榭立的價值觀；因為宗

教貼近人怕死和喜歡放大自己生命意義的本性，而自由主義則貼

近人自利和工具理性的本性。在民智已開、人員流動很人的現代

社會中，沒有宗教性的儒學對於統治者來說就是一個很難樹立的

核心價值觀：這樣的儒學既要求處於下位的民眾要對上位群體順

從，又不能把處於下位的民眾在死後送入「天堂」，很難在沒有

強力壓制的情況下讓廣人的普通民眾接受這一事實。電視連續劇

這二十四個字為：富強、民王·又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台·

愛國·敬業、誠信、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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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頌》2016年在人陸熱播後，人量網民（特別是女性）對電

視劇中重男輕女的樊勝美父母表達了極大義J噴，網路上投票有超

過90％的網民甚至認為像樊勝美父母這樣的人根本就不配女兒孝

順·“顯然，當代中國女性拒絕重男輕女的儒學成為主流價值觀·

簡單分析了意識形態合法性建構背後的政治學原理後，我們

回到意識形態合法性、國民政治認知和行為模式以及國家社會關

係之問聯繫的討論。

意識形態合法性很強或者是很弱的國家，都是民眾的政治認

知和行為很容易被情厭所支配的國家。當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合

法性高達一定程度後，這個國家的民眾就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這樣的情厭詔言視為正確論證。

但是當一個國家在意識形態合法性方面有嚴重缺失時，這個國家

的民眾連「外國的月亮比本國的圓」這樣的論證都會相信。在旁

觀者看來，在嚴重受到意識形態掣肘的國家裡，人往往是罔顧事

實、不講邏輯、只講政治正確的。

當一個國家政權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或者說這個國

家作為立國之本的價值觀是一個在社會上能被廣泛接受的「主流

價值觀」時，這主流價值觀就會成為大眾看問題的出發點。在具

有很強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國家中，大眾的政治認知和行為模式會

呈現以下一些特色（並且國家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越強，以下

特色就越濃烈）：社會精英會心甘情願並且帶著激情來製造與主

流價值觀一致的輿論（從批判的角度可被稱之為「製造共識」）;

民眾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輿論堅信不疑且為之鼓舞；社會精英和

大眾都會追求與主流價值觀一致的政治正確。他們會主動對自己

的行為設限，主動對他人的政治不正確行為進行抨擊，甚至會主

見http ://dnewsl63com/artlcle/BMD735RD000155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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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要求國家對政治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打壓（第十二章）

在這樣的社會中政治信任極高，但是有的民眾卻不得不在政治正

確的壓力和由之帶來的各種利益下做出偽裝。政治正確的壓力達

到一定高度後，道德高調就會與社會實際嚴重脫節，社會走向專

制。這類現象發生在威權國家中會被稱之為「專政」，發生在民

主國家中則被稱為「多數暴政」。筆者對今天的北韓不夠了解，

不敢下定言，但是以上所述的確非常符合改革前的中國，也在一

定程度上符合任何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國家，包括一些

西方國家。

當一個國家所提倡的意識形態不能成為被廣為接受的主流價

值觀時，這個國家在意識形態合法性方面就有所缺失。在這種晴

況下，國家的行為以及民眾的政治行為就會呈現出以下特色（並

且隨著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缺失加大，這些特色不斷增強）：一旦

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產生嚴重缺失，反體制意識形態就會占據

道德高地。為了不使反體制意識形態坐大，國家就勢必對社會輿

論設限。比如，為了製造社會共識，國家會對媒體從業人員有所

要求，但是媒體從業人員卻會對這些要求產生牴觸（第十一章）。

當然，國家可以通過金錢來收買一部分媒體從業人員，面對伴隨

國家權力的各種利益誘惑，有些媒體從業人員也會主動向國家靠

攏，媒體從業人員中也總會有一些人能認同國家意識形態合法

性。但是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會無濟於事，因為在意識形態合法

性嚴重短缺的情況下，這些向國家靠攏的人會被多數人所不齒。

同樣重要的是，雖然金錢和利益能收買一些人心，但是在意識形

態合法性有嚴重缺失的情況下，社會一流人才就會不屑於製造共

識，而願意參與制造共識的人往往是一些素質不高的機會主義

者。意識形態合法性有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製造出來的新聞往往既

缺乏專業主義，也不會為民眾喜聞樂見。這些新聞與其說是給民



第一章政權合法一生和國家社會關係033

眾看的，還不如說是為了哄統治者玩的。

在意識形態合法性有嚴重缺失的情況下，社會精英和民眾都

不會在乎與主流價值觀一致的政治正確。他們不會主動對白己的

行為設限，不會對他人的政治不正確行為進行抨擊、他們會對那

些主動幫助或要求國家對政治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打擊的行

為表示不齒。由於缺乏政治信任，主流新聞媒體往往不能建構社

會輿論，但是政治謠舀和小道消息卻能盛行。在這樣的國家中，

民眾雖然會戚到處處楚「限制」，但姑他們卻有著在意識形態合

法性很強的國家中的民眾所沒有的、與自由主義精神無關的「自

由」：因馮沒有核心價值觀帶來的政治正確壓力，除f在面對國

家暴力時有人會免不了緘口外，他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第十三

章）。因此，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缺失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政治

不11確的「人砲」在社會上不但很多，而且他們還占有話語權和

道德高地以及獲得與之相應的各種經濟利益。

個人魅力（克里斯瑪）合法性是意識形態合派性的一個特

例。因此，一個寧有魅力合法性國家中人眾的心態和行為也會符

合以卜這些特性。但是，由於魅力合法性賦予領袖以超人的能力

並把領袖看作是正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化身，這就給了這一國

家民眾的政治認知和行為模式個很強的「宗教」性：社會精英

努力造神，人眾熱忱膜拜，對領袖的任何質疑都不會被容忍。在

現代社會，成功的魅力合法性的建構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

大多數民眾都對該領袖身卜體現的意識形態有著強烈的認同；第

二是該領袖有著特殊履歷。「特殊」一詞在這兒有兩層含義：其

是該領袖必須身處個在當時被廣泛認可的「偉人時代」；其

二是該領袖有著一個進行有限的包裝就可以被神化為「偉人時代

締造者」的履歷。魅力型領袖因此往往集中出現在各種特殊時期

（比如，革命中、戰爭和戰亂中、大規模經濟危機中、新政權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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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後），並且在這特殊時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兩個條件缺少

一個造神不但不會成功，還會造出小丑。比如，為f提高執政的

合法性，在華國鋒擔任黨和國家主席時，中國大陸出現了一些塑

造其個人魅力的宣傳。比較有名的有《交城的山，交城的水》這

一首歌曲，試圖通過華國鋒在抗日戰爭時期擔任交城縣游擊大隊

政委的經歷來造神。但是，當時中國老一輩革命家人多數還健在，

用「華政委」這一履歷來塑造領袖魅力因此成f笑話。這些造神

行為不但沒有給華國鋒加分，還使得他落了一個「搞個人崇拜」

的名聲。這是製造個人魅力合注性失敗的一個典型案例。華國鋒

時代造神運動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文革十年大大削弱了中國

國家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中國正在往常規化的後革命時代轉

型，廣大的幹部和民眾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另外一個毛澤東。

魅力型領袖的優勢在於破壞舊制度而不是領導一個政權。面

對舊制度，魅力型領袖往往有一呼百應、摧枯拉朽之力。但魅力

型領袖在領導新政權時必然會碰到如下困境：面對自己領導下的

國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白己領導下的官僚機器的巨大慣習，他

必然會戚到越來越無能為力。但是當他運用自己的魅力型權力來

打破官僚機器的常規以圖改變局面時，這一行動勢必會受到擔負

著處理日常性事務的科層官員的自覺和不自覺的抵制，而由此引

來的鬥爭卻給一批想依附魅力型領袖往上爬的政客提供了舞臺，

從而加劇了權力鬥爭。同時，魅力型領袖決策的個人性和任意性

勢必會影響決策品質。一旦決策有誤，其負面後果必然會有損領

袖魅力。如果魅力型領袖繼續一意孤行，只會進一步加大社會災

害，加劇權力鬥爭和社會衝突，進一步損害領袖魅力。歷史上類

似事情反復發生，但是最為典型的則是當代中國在文革中的經歷

（第七章）

在現代社會，不肯服輸的魅力領袖只會以悲劇收場，而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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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的模仿者演出的只會是鬧劇。

我們有必要討論一下民族主義。二戰後法西斯臭名遠揚；「蘇

東波」7後社會主義走向式微；「第三次民主浪潮」把世界搞得亂

七八糟，導致自山主義在世界意識形態譜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可以說，各種世俗意識形態在當今世界都有很大程度的衰弱，只

有民族主義是個例外。因此，任何國家的執政者都有興趣把民族

主義作為國家合法性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一個國家越缺乏其他

面向的合法性，這國家就越有可能用民族主義來填補這個缺口。

但是我們常說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意思是民族主義發展到一

定程度後就會轉變成一個具有績效意義的公共物。不斷高漲的民

族主義情緒會迫使國家在對外政策上不斷強硬·在領土和其他利

益問題上寸土必爭·任何外交妥協都可能會被指責為「賣國」

如果一個國家不想面對一場不見得能贏或者是後果不堪設想的戰

爭，這國家的政治精英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兩難：他們一方面需要

維持一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輿論，另一方面卻必須防止民族主

義情緒失控。但是，在國家缺乏其他意識形態資源的前提下，在

各種不可控外部條件變化的壓力下，任何國家很難對民族主義情

緒操控自如。在這樣的國家中我們會發覺如下的現象：統治者一

方面很有興趣炒作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卻對各種自發的民族

主義渲洩有著很強的控制，而被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者卻會對國

家控制表示強烈不滿（第九章）

分析至此，筆者需要再次強調：意識形態合法性並不是國家

合法性的唯一面向；即使是在革命前夜，即將倒臺的統治者也不

乏支持者；大眾的政治思維和行馮模式也並不完全由國家合法性

所決定。因此，以上分析的都是理想狀態下的社會現象和可能性，

蘇束波」意指1990年訂後，曆生在束歐和中歐的原共產黨國家，以前

蘇聯解體而告終的一場共產常統治迅速瓦解的政治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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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任何一個具體國家的情況。然而，在當代世界，國家畢竟

是社會大眾的政治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最為重要的型塑者，因而

在不同的國家中，依照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高低，上面分析的

各個不同場景勢必會有不同程度的對應。

（二）績效合怯性

國家為社會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績效合法性的來源。為了討

論的簡便，我們把國家所需提供的公共物局限在經濟發展和福利

保障等具有內政性質的公共物方面。首先一個問題是國家提供公

共物能力的高低應該如何評價。是用一套客觀指標，還是按照民

眾的主觀心理厭受？站在完全超脫的角度，我們當然會認為用客

觀指標更準確。問題是，所謂的「客觀指標」大家不認怎麼辦？

比如，如果有人說中國基尼係數（Gin . coe備cient）在2014年達

到了073（謝宇等20 14)，貧富差距全世界第一，我估計中國大

多數人會選擇相信這一觀點。但是如果有人說印度的基尼係數才

034，可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從不同角度來考察都要小於印度，因

此中國的基尼係數不應該如此之高，人家可能不但不會相信這一

觀點，而且還會罵持這一觀點的人是「五毛」。”通過這個例子我

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任何「客觀指標」首先必須要被信任才能

被廣泛接受，而信任的背後必須有某種共同價值觀的支持。因此

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下，民眾對國家績效的評判與國家的意識形態

合法性很難分割。為簡單起見，我們不妨分析一下三個理想情形

下民眾對國家績效的可能評判方式：(l）國家政權有高度的意

識形態合法性，民眾對國家有高度信任；(2）國家政權完全失

去了意識形態合法性，民眾對國家沒有信任；(3）民眾能超脫

「五毛．或者「五毛常的原意是指一類職業或義職地受雇於政府、鬲

校和網站，在網路上發表有利淤雇主評論的人士。在當叮中國的語境「

「五毛往往會被用來攻擊那些發表對政府有利觀點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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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的約束來評判國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

在第一種情形下，績效對民眾來說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具有

高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國家是一個有著指鹿為馬而不被反厭的能

力的國家，而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中的民眾是只需要「精神食糧」

就能滿足的大眾。讀者可能會覺得我的演繹近乎荒唐。但是，當

你看到中國的民眾如何在天下大亂、生活艱苦的文革中慶祝著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擔心著這老一輩革命家過世後會

「再吃二遍苦，受二荐罪」9的場景時，你也許就不會覺得這一演

繹荒唐了。

在第二種情形下，因為國家政權意識形態合法性很低，績效

就會產生雙向負面有效性：如果國家不能很好地提供公共物，民

眾就會說這就是國家意識形態破產的最好證明；但即使國家能很

好地提供公共物，民眾也會選擇不相信，或者至少會說我要的並

不是物質的東西，而是精神的追求。這就如同中國大陸前幾年出

現的「印度貧民窟的尊嚴」的討論：媒體人對印度孟買人口高達

百萬、面積僅一點七五平方公里，幾乎沒有公共衛生設施和排水

系統的、到處充滿臭味的達哈維（Dharavl）貧民窟做f非常正面

的描述，而大量網民則對印度貧民的「自由」和「權力」表示了

各種神往。

第三種情形假設民眾具有能超越意識形態的束縛來評判國家

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但是這並不能保證民眾對國家績效能做出客

觀評價。一旦失去了意識形態的約束，工具理性和物質欲望就會

主導人的行為。人的以下三個特性因此就會在民眾的行為中被放

大：首先，民眾的欲望會不斷提高，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生活水

在毛澤束時代中國的置傳機器下，中國的一般大眾在1949年以前都過著

水深火熱的生活；而如果舊的制度複辟的話，他們就得吃二遍苦，受

二乾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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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和福利保障方而的提高都是不可能超過民眾欲竿提高速度的。

第二，一口不知足，人的物以稀蕩貴的天性就會強化。民眾因此

就會把已經享有的公共物視為理所當然，把沒有獲得的公共物想

像得無比珍貴。在這種情況下，民眾不可能為已經獲得了的好處

而戚恩。第二，不知足的民眾還有事過就忘的本事。剛拿到好處

也許會咸恩，但是隔天可能就會忘記。我們常說的「忘本」指的

就是對自己過去的遺忘，而「隔代如隔山」則指的是代際造成的

遺忘。「忘本」和「隔代如隔山」這類詞彙在我們的概念庫中占

有重要的位置，顯小了人類對白己事過就忘本性的無奈。

讀者可能已經對我以上的推論很不耐煩。有人會說，我這人

就不忘本。有人又會說，我這人對物質的欲望就不高。我相信你

對自己評價的真誠。的確，民眾永遠是山各式各等的人構成的：

男的／女的、窮的／富的、老的／年輕的、城裡的／鄉下的、忘

本的／不會忘本的·自我中心的／將心比心的·自私的／’慷既的、

欲望大的／欲望小的、追求平等的／追求自由的、追求物質的／

追求精神的、服從的／散漫的、心眼小的／心眼大的、保守的／

敢於冒險的、死板的／靈活的、誠實的／欺詐的等等。不同的人

對國家的要求必然會有不同的和相互衝突的側重，對國家提供公

共物的能力和品質也會有不同評價。但是，人的差異性只會給一

個只具有績效合法陸的國家帶來更大的麻煩。比如，老人可能還

記得過去的婿難，因而比較容易滿足，而青年人就會把今天的「美

好」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容易產生不滿。還比如，欲望很大且自

我中心的人都有一惆共同點，那就是希望社會結構按照自己的欲

望而變，而不是根據社會結構來調節白己的欲望和行為。這類人

在人群中的比tylJ高低不好說，但卻往往是抗爭、反叛和革命的領

頭羊，是世界變化的重要推乎。這類人在亂世中是英雄，而在承

平年代往往是失意者。但是無論在什麼環境下，他們都是很難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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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滿足的一批人。再比如，對於性格保守和追求平等的人來說，

國家福利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公共物；但對於敢於冒險的人來說，

一個寬鬆的、獎勵優勝者的環境才是最為重要的公共物。但是任

何一個國家都會很難有效地同時提供這兩類性質相互衝突的公共

物。我的例子可以不斷增加。但是，我想以在倚重績效合法性的

中國的一個普通民眾的心態，來結束績效合法性下國家社會關係

的討論。

20]4年，筆者從上海松江搭計程車去復旦人學。計程車司機

一路不斷抱怨社會貧富差距太大、腐敗厲害、道路擁堵、像他這

樣的普通人家日子不好過等等。但是在與司機的一路文談中，筆

者得知該司機擁有白己開的計程車（也就是說他每月開計程車的

收入至少可以達到一萬五千元人民幣以上），在松江城裡買了兩

套房子，價值共約六百萬元，出租一套自己住一套。家中地基上

蓋有兩套別墅出租，其中一套馬上要被拆遷，公司出價一千五百

萬元，他認為經過討價還價加到一千八百萬元應該沒問題。這就

是說，即使不算房子出租收入、開計程車收入、家庭其他成員收

入，以及那套沒被拆遷別墅的價值，這戶人家就已經有兩千四百

萬元具有餘財性質的財富，大大超過了一個美國中上層收入家庭

所擁有的財產。必須指出，這可不是一位北京的政治司機，而是

務實的上海郊區司機。這位司機所擁有的財產數額在上海郊區原

屬農村居民的家庭中也相當普遍，但是這位司機的情緒在中國國

內也同樣普遍。顯然，中國政府近幾十年來為發展經濟做出的努

力不能完全打動這位殷實之家戶主的心。

統治者做事當然應該想著民眾。但是如果統治者整天把人

民利益、人民萬歲掛在嘴邊，他要麼是出於天真，要麼是自以為

有操縱民意的本領。但是，這世界上也只有西方民主社會中的政

客和特殊歷史條件下（比如在革命和戰亂中）出現的魅力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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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操縱民意而不被民意所傷（原因筆者在下文中會各有涉

及）

（三）程序合法性

國家政權的程序合法性包含著許多面向，但其核心是統治者

特別是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產生程序。作為理想狀態，程序合法性

關鍵不在實質而在程序。程序合法性對應的是人類的形式理性：

如果統治者的產生程序被認為合法，那麼該政權的統治地位就合

法。統治者的品質和能力在作為理想狀態的程序合法性中並不重

要，就像對於一個形式邏輯命題來說，該命題在實質意義上的對

錯並不重要一樣。楊光試（2015）認為當前西方世界流行的多黨

制民主並不是國家領導獲得程序合法性的唯一來源。的確，國家

的程序合法性可以來自於多個方面。為了方便討論，我暫且把統

治者產生的政治程序分為兩大理想型：第一類只有部分人加入J '

統治者選拔過程；第二類則有全民加入。以下我們來討論這兩類

理想狀態統治者產生程序背後的政治學原理，包括對大眾心態和

行為方式乃至國家社會關係的影響。我且把第一類稱之為精英程

序，第二類稱之為大眾程序。

精英程序古來有之，但是在現代社會仍然有廣泛的運用。精

英程序的核心就是社會中只有一部分人有資格參與統治者的產生

程序，這部分人可能是老人、貴族、有錢人、有某種「能力」的

人、某一主導族群的人等等。精英程序需要有兩個條件才能成功

維持：一是該程序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操作方法，而且是維繫精

英認同戚、價值觀和核心禮儀，是一個具有習俗性的、不能被其

他方式有效替代（the only game In town）的政治過程；二是普通

民眾對精英程序有著廣泛的負面接受，即民眾除了接受精英程序

這一事實之外別無他選。以下三個條件是精英程序能在古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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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維繫的關鍵：(l）國家能用各種神授理論（比如「真命天

子」、「至尊的羅馬皇帝」、「天皇」等等）來強化普通民眾對

統治者的接受程度；（幻普通民眾基本上是文盲，並日在地方

精英的控制之下很少有跨區域的橫〔0J聯繫；(3）國家都是守成

型（ma , , , tenance一or , eoted）的，它既不能有效地深入基層社會也

不需要為基層社會提供各種不─d的公共物。摹層社會因此處於地

方精英控制的自治狀態，民眾面對的政治也主要是地方政治。

在今天的社會，「人眾程序」最主要的體現形式就始在西方

國家興起的多黨制民主政治（以下簡稱為「民主」）。這一在近

代歐洲逐漸興起的選擇統治者的方法，在現代世界取得f非常顯

著的地位。以卜我對民卞在歐洲興起的原因做一簡單交代，隨後

對民主得以維繫的條件以及在民主下的國家社會關係和國民心態

與行為做出分析。筆者首先想強調·西方國家的多黨制民主有著

非常不同的模式，並且筆者並不認為這些模式已經窮盡f在現代

社會中「大眾程序」的可能模式。

民主政治在歐洲的興起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參見

Amlnzade 1993孓Flnner 1975 , Flora 1999二Moore 1966 ; Rueschemeyet

ct。1 1992 sowcrbyZol3T . lly1992)，以卜的總結只能非常粗略

地概要：近代歐洲的國家力量和商人的力量在戰爭和商業的發展

中不斷提升。國家和商人之間的聯盟和衝突削弱了教會和貴族的

勢力，破壞了傳統歐洲的精英結構，促進了世俗意識形態的興起

和政教分離，宗教不再是統治者權力合法化的有效武器。此外，

隨著國家力量的不斷增強，國家管得越來越多，並用國家權力深

入基層社會的能力不斷加人，民眾與統治者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民眾開始直接而對國家政治。資本主義的嶺展、城市化和現代交

通及通訊技術的發展打破f傳統社會的封閉結構，加強f民眾的

橫向聯繫，並日創造出一惆數量很大的城市就業群體。數量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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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力量。近代資產階級為了擠入傳統歐洲精英集團，製造了以

「自由」、「平等」、「民主」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隨著資本主

義的發展和識字群體的急劇擴大，這些意識形態逐漸脫離資產階

級的控制，成了人眾話詔。可以說·精英程序在歐洲的消亡，是

因為精英程序在古代歐洲能得以維繫的二個條件，在現代化過程

中逐漸被瓦解了。

但是，這並不是一惆白然過程，而是鬥爭的結果。鬥爭的雙

方─即歐洲的統治者和民眾（工人巡當時的生力軍）─雖然

都不清楚自己行為的歷史意義，但是卻能看到眼前利補。對於干

人來說，他們面對的最大的困境就是資本主義興起和城市擴展過

程中帶來的種種問題：收入低卜、失業、超長工作時問、惡劣的

工作和生活條件等等。有些問題還會隨著經濟週期和技術的提高

而進一步惡化。工人因此組織起來爭取權益。他們手上有兩個主

要思想武器─民主和階級鬥爭。

這兩個思想武器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了的創造：民主是資產

階級與歐洲國家以及傳統精英進行鬥爭時所提出的口號；階級則

是19世紀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一個誤解─古代歐洲身分區分

嫩格，不同階層之問的流動較小，因此每f圖偕層（特別是精英階

層）都有比較統的、並且是清晰的客觀標誌和主觀認同（比如

誰是貴族、誰是僧侶等等）。古代歐洲政治才是階級政治。現代

社會身分多樣，不─司階層之問的流動比較人，而且人多數人（包

括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都很難有清晰的客觀標誌。主觀的身分

建構在現代社會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現代政治既不

是階級政治也不是分層（、tratlficatlol ,）政治，而是認同戚政治。

當然，19世紀的歐洲知識分子是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他們所

處的是一個從傳統階級政治到現代認同戚政治的過渡階段。他們

所看到的是大量農民湧入城市與小手工業者合流，構成了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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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巨人且生活方式暫時比較相近的群體。他們於是就帶著傳統的

觀念把這個群體認定為「工人階級」。而左派知識分子則進而給

了這個群體一個上帝般的使命：把人類帶入共產主義天堂的使者。

這已經是題外話。

回到題內。19世紀歐洲出現的「工人階級」，在形形色色的

左傾思想影響下，襲動了不同形式的抗爭。除了經濟抗爭外，工

人在政治層面的抗爭有革命和改良的區別。改良的核心就是要求

民主，即通過政黨民主來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面對革命的

威脅，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統治者選擇了妥協，以不同形式接受了

民主訴求（Mann 1 993）。民主就逐漸在西方世界率先成了統治

合法性的一個依據。

意識形態很強的學者往往會給「民主」一個完全正面的標籤，

把它看作是公正和正義的起點。民主的確有許多優點，但是民主

的維繫卻需要一定條件，並貝民主政治也不見得能成為公正和正

義的基礎（第三章）。民主政治的穩定需要有三個相互關聯的條

件：(l）選舉輸的一方必須認帳，並把權力和平移交給贏的一方。

2014年泰國大選時輸掉的一方拒不認帳並不斷抗議，最後泰國國

王和軍方出面干涉，憲法法院裁定大選無效。這就是泰國民主沒

有能走向穩定的體現。（2）競選各方的意識形態必須比較接近。

這次川普在美國的參選過程，讓我們進一步看到了參選雙方意識

形態接近對於民主穩定的重要性。因為川普的競選語言在一定程

度上超出f美國精英所能接受的範圍，共和黨大佬開始探取各種

手段阻─卜川普成為黨內提名人，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聲稱如果川普

當選軍隊可能暴亂，報紙輿論對川普用各種方式口誅筆伐，而川

普競選所到之處各種流血衝突事件時有發生。美國民主當然不會

如此就完結，但是這次選舉卻讓我們看到f被認為是十分成熟的

美國民主的基礎，竟然只是美國在初創和鼎盛時期所建立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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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3）選舉得勝的一方必須承諾在贏了以後不改變原有的

選舉規則。二戰前希特勒（八dolfHitler）通過民主選舉卜臺，但

是上臺後就把國家帶向專制。民主在這樣的國家中是不會持續

的。

穩定的民主的條件雖然比較難以達到，但是民主化卻是現

代化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趨勢。首先常然是因馮精英程序在古

代社會得以維繫的條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被瓦解了。其次，民土

政治對於統治者來說楚非常不錯的選項。之所以這麼說，娃因為

成熟的民主政治會在以下四個方面規範民眾的政治心態、行為模

式，乃至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第一，任何國家的民眾都因為有性別、年齡、教育水準、能

力、行業、工作性質、家教、族裔等等的不─司，而產生巨人的利

益和意識形態分化。歷史卜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往往是國家壓制

的結果（Am . nzade 1993 Katznelson and zolbe驪1986 L . pset 1983 ;

Mann 199數Mark 1989）。一旦國家選擇了妥協，包括給了工人

選票，工人的利補馬上就被分化。可以說民主政治是消解階級鬥

爭的最好武器。

第二，在民主政治卜，不同的人群會組織起來通過選票來爭

取利益。山於現代社會的利益和觀點的高度分化，任何有人支持

的議題自然就有人反對，社會抗爭於是就成了認【J戚政治，看上

去轟轟烈烈，結果是相互消解，對統治者並無大礙。因此，民主

不但能消解階級政治，而艮還消解了社會抗爭對統治者的壓力。

第三，一旦民主政治走向成熟·民主程序就會成為國家意識

形態的一部分而被民眾認可。符合程序的結果因此就獲得f自然

的正常性。績效是中國大陸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因此在中國

當官就必須要「為民作卞」，否則就有「─口─家賣紅薯」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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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是西方民主國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因此西方官員一旦被選

上，任期內幹好幹壞其實是一個樣。在中國，績效是政治的生命；

在西方，績效往往只不過是競選策略。這就是說，程序合法性還

可以大大減低政府的績效壓力。

第四，對於國家來說，提供正當選舉程序的難度要比提供民

眾嚮往的公共物的難度要小得多。況且，一旦選舉程序被視馮最

高的正當性，民眾對形式的追求就會超過內容。聰明的政客於是

就可以在競選中用各種空頭支票來賺取選票。但是空頭支票是不

可能兌現的。這就是民主社會中的民眾對政治家的認可度，在選

舉後一般都會不斷下降的原因。但是，只要民眾繼續認可選舉程

序的正當性，對政治家認可度的下降並不會從根本上損害國家的

合法性，而只會帶來民眾對政治的冷漠，從而進一步減輕政府的

績效壓力。

結語

成功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建構會給人精神依託和道德歸屬戚；

成功的程序合法性建構會給人政治參與厭和公正厭，並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國家的權力；成功的績效合法性建構會給普通民眾帶

來各種具有「實惠」性質的公共物。如果能自由選擇的話，我希

望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能平衡地建立在意識形態、程序和績效

這三個來源的基礎上。但是我很清楚我的希望只是痴人說夢。因

為這三類合法性來源之問有著很大的衝突，以至於國家合法性在

一方面的強化就會導致另一個方面的弱化。

如果一個國家在主流意識形態建構方面非常成功的話，那麼

民眾就有可能會被引導成為全面為政治正確服務的打手、販賣政

治正確的騙子和只懂政治正確的愚民，各種政治程序會因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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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的需要而遭到扭曲和破壞，統治者也很容易把意識形態作為

「精神食糧」來糊弄民眾以彌補其在績效方面的嚴重不足。

如果一惆國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惆被民眾廣為認可的政治

程序的基礎上，統治者就會有興趣誘導民眾把程序公正當作政治

的最高境界，從而替代實質公正。在這樣的社會中，掛在統治者

嘴上的意識形態和績效，都可能只是他們用來獲取合法統治地位

的手段，而民眾則有可能會被程序公正馴化成一批利益分化、失

去有效反抗能力的良民。

就國家政治來說，意識形態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一個比較

良性的結合，是自由主義作馮主流意識形態和程序政治的結合。

白山主義能為各種意識形態的競爭提供一個寬廣的舞臺，能在主

流意識形態下仍然維持一定的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並能減低各種

政治正確對民眾的壓制。但是，自由主義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經

常是不光彩的角色（Pitts 2005)，自由主義也不會在各種意識形

態競爭中白然勝出，它需要國家的推行才能維持，爺且需要有一

個多樣性很高的社會結構和寬容的文化作為慕礎。在根本上，自

由主義也不能解決高意識形態合法性和程序合法陸會損害國家績

效這一難題。

我們需要國家這個怪獸是因為它能提供其他社會組織所不能

提供的，或者說是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績效合法性應當是國家政權合法性最馮重要的來源。問題是，誰

能保證和相信一惆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都有嚴重短缺的國家，

能很好地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呢？更為重要的楚，在意識形態和程

序合法性都有嚴東短缺的情況下，績效合法性的成功建構，只會

把民眾培育成一個工具理性很強目很不知足的群體。同時，國家

績效帶來的各種民生方面的「實惠」，不但不可能替代民眾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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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和政治參與的追求，而且還會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後，

增強民眾尋求意識形態寄託和政治參與的欲望。成功的績效合法

性建構有著一個內在的自我破壞機制：民眾對於國家績效的要求，

會越來越超過國家提供績效的能力，民眾的價值寄託和政治參與

欲望也會不斷提高。民眾只會越來越難滿足，國家維繫政治穩定

的難度也會不斷加人。

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各有特點·很難說有什麼優劣之

分，關鍵是在於這三個基本面向在一個具體國家中的組合，以及

一個具體組合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的改變能力。時代變了、形勢變

了，合法性來源的側重也必須隨之改變。隨著世俗意識形態的興

起，隨著國家管得越來越多、深入基層社會的能力不斷增強，並

且隨著普通民眾的橫向聯繫能力、教育水準、表達能力和組織能

力的人人提升，「人眾程序」的發展就成了必然。在西方社會，

大眾程序發展出一個獨特的形態，即多黨民主。依筆者之見，多

黨民主不應該是在現代社會中唯一可行的大眾程序模式，也不見

得一定就是最好的模式。在當前世界，不少國家的多黨民主體制

並沒有給民眾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在有些國家，多黨民主甚至給

民眾帶來巨大的災難，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同樣難以否認的是，

民眾嚮往參與國家層面政治的欲望作為一個現代潮流也很難被阻

擋，並且在沒有其他能被普遍接受的「大眾程序」作為選項的晴

況下，多黨民主就被等同於「人眾程序」。在現代條件下，若統

治精英能自由選擇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產生方式─他們如果選擇

了某種能被民眾廣泛認可的「大眾程序」，這很可能是出於智慧

的自私；但是，他們如果選擇了只被小部分精英認可的威權政治，

其動機能得到的最好評價也只能是愚蠢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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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論證績效合法性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

用。它不僅決定f中國歷史的發展形態，還影響f當代中國的政

治發展。

韋伯認為，習慣、熱愛與理性選擇是人類服從的三個基礎。

相應地，他提出國家政權基礎的合法性有三個理想型：當人民認

為一個政權的權力是繼承性的或者永恆存在的，該政權便擁有了

傳統的合法性。當人民認為一個國家的元首因某種神祕經歷或人

格魅力而具有非凡特質，該政權便擁有了克里斯瑪（魅力型）合

法性。最後，當一個政權的權力來源於一套對社會所有成員具有

約束力的司法和管理原則時，該政權便擁有了法理合理性。針對

這一非常有敔發性的分類·筆者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章）。首

先，我用意識形態合法性代替傳統合法性，以此來涵蓋任何基於

價值觀之上的國家政權的正當性。其次，將克里斯瑪合法性從合

法性的理想類型中略去。雖然克里斯瑪合法性非常重要，但它只

是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一種極端形式。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將績效合法性列為政權合法性的一個主要方面。總的來說，法

律／程序、意識形態和績效是經我修改後的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

源。

在此想強調的是，任何政權都不會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單一

類型上，或者說任何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都是這三個理想型的

混合體。但是，在特定歷史時段中，某一理想型合法性會成為一

個國家政權統治最為重要的來源，並在很大程度上定義f這一國

家政權的性質，乃至這一國家民眾的政治行為特徵。

天命觀與績效合法性的誕生

在西周之前的商朝，績效合法性對於國家權力而言，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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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周及其之後的朝代那般重要。商朝的人們崇拜人量的自然神

祇、先人、天以及帝（至高的神）。他們將統治者視為擁有偉大

神力的帝。他們在做出幾乎所有的決定前都需要求助於占卜、祈

禱以及其他方式與神力交流（chang 1980）·因此，克里斯瑪和

傳統合法性是商朝的合法性之主導形式。西元前11世紀，商朝

被周朝所滅。

在征服商朝之前，西周只是一個擁有六萬至七萬人口的小國

（李亞農1 962）。周朝的軍事成功主要是因為商朝內部的爭端，

而非周朝自身的軍事實力（shaughnessy 1999）。西周初期，周

朝的統治者面臨著嚴峻的威脅，一方面來自野心勃勃的家族成

員，另一方面來白商朝遺貴（楊寬1999）。為了應對這些威脅，

周朝統治者採取了一些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權宜之舉，但

是這些舉措卻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本章最密切相關

的是作為周朝統治正當性的天命觀的出現。西周的建國者提出，

商朝的統治者曾經擁有上天授予的神聖權力，但是因為商朝最後

一位君主的暴政以及周朝統治者的德政，現在上天將這個神聖權

力從商朝收回並賜予了周朝。

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個政治概念在其提出伊始作為政權合法

性工具的重要性。在《逸周書》（1996）的一個章節中，多次出

現了周朝作為一個小國能征服比它強大的商朝，是因為周朝的統

治者得到了上天的授命這類說法。在同一章節中還有一段文字指

出，商朝的貴族被告知只要他們1頃從周朝的統治，他們將得到優

待，但是如果他們不順從，則會被嚴厲懲處。「天命」這個詞也

在《詩經》（1980）和《尚書》（1980）中頻繁出現，這兩本書

是現存的關於那段歷史最重要的文字史料。其次，當這個概念出

現在這些材料中時，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為f論證西周統治的合法

性，例如「殷革夏命．以及「周革商命」。雖然天命觀在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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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有著明確的宣傳目的，但是面對比其更強人的商朝的滅亡教

訓，周朝的統治者也利用天命觀教育他的子民做一個好的統治者

的重要（晁福林1 996）。例如，在周初發布的一道禁酒告諭中，

周朝統治者宣稱過度飲酒導致了商朝的道德敗壞及其最終的衰

敗，公告中寫道：

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換

於時？（《尚書酒語》1980)

在另一份西周初的文獻中，周公有言：

弗吊天降喪菸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亦不敢

寧朴上帝命，半水遠念天威越我民。同尤違，准人··⋯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席釋於文王受命。（《尚

書君奭》1980)

於此可見，周朝統治者視天命無常·認為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

天命。

天命可以說是周初統治者所創建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理念。

通過構建天命觀，周朝統治者「通過人事和歷史先例，而不是

通過神學或者哲學論述，來得到教訓」（Hsu and Linduff 1988 :

109）。雖然周初統治者宣傳了天命的重要性，但實際強調的是

端正的操行。這種思想在之後的春秋戰國被孔子及其弟子的學說

所吸收，並隨後成為了中華帝國政權合法性的基石（creel 1970

Shaughnessy 1999）·天命觀向中國提供了一種人文主義與歷史

理性主義的傳統，這與其他古代文明傳統是非常不同的（王暉

2000）。這是在現代化興起之前，中國與其他世界文明發展差異

的開端。

天命觀的一個關鍵要素是：雖然統治者不能完全決定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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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但是他可以通過德行來影響上天的做願，當上天對某個統

治者咸到不滿時，會通過自然災害對其發出警告。在中國歷史的

長河中，乾旱、洪水、地震、瘟疫等都被統治者及起義者視為上

天的神敔。這些災害在鞭策統治者勤理朝政的同時，也是被壓迫

者的起義反抗的思想源泉。在現代化興起之前，其他文明的國家

在很人程度上是通過傳統的和神聖的途徑來獲取其合法性，但是

在中國，從西周以來，政績或者說績效就成馮政權合法性的一個

重要內容。

績效合法性和中國歷史的模式

以績效為卞導的政權合法性影響了人民對統治者權力的認識

以及中國政治文化的特性。自西漢初，中國對政權中統治者的角

色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主導性觀點·都娃由儒家學者的學說所型

塑的，尤其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荀子和孟子的學說。他們對

於統治者的角色以及國家和社會關係的理解，在以下兩句摘引中

得到了充分體現：「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

則覆舟」（《荀子·工制》1 980)；「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孟子·需心下》1 980）。卡爾·賓格爾（Karl BdngeT)

非常有見解地指月卜依照這種觀點，「巾國的皇帝沒有統治的『權

力』，僅有『天命』，即一種必須履行的職責。皇帝有職責治理

好國家」（Bunger 1987 : 3-6）。如果統治者沒有很好地履行其職

責，將會失去統治國家的「天命」

上述提到的思想，對巾國皇帝的角色定位產生了很大的約束

作用。各個皇朝的皇帝所需要履行的職責有定的差異，但總體

而言，一位好皇帝應該按照儒家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

治國安邦、抵禦外敵、關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發展灌溉、修

築道路、賑濟災民等等。占代中國國家所承擔的民生職責是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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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其他古代社會所不具備的。

為了成為一個合格統治者，中國的皇帝需要接受數年嚴苛的

教育，在年幼時就師從最優秀的士大夫，學習儒家經典、歷史典

籍、書法以及治國大略。黃仁宇對明末萬曆皇帝（1563至1629

年在位）童年生活的經典重現，可以使讀者一窺明朝皇帝所接受

的教育及其所應承擔的職責（Huang 1981 : 10一12）。因為民有望

於君，所以凡朝廷有錯，甚至天降災禍，都要由皇帝承擔責任。

在古代中國，有許多皇帝下罪己詔，責備自己的各種過失：治國

不當、社會動亂，甚至洪水、乾旱、地震、瘟疫、蟲害。雖然一

些罪己詔在當代人讀起來像是一種宣傳，但是罪己詔也清楚地體

現了皇帝所應承擔的職責，以及績效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在古

代中國的重要性。

績效在政權合法性中的突出作用，給f古代中國白姓從績效

角度來評判統治者的可能。在古代中國，百姓會把天災饑荒視為

治國不當，甚至是改朝換代的預兆。這種思想意識在中國歷史中

激發了多次農民起義。雖然人多數起義被無情鎮壓了，但是起義

反抗暴政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有著合理性。這也是為什麼只要起

義能夠成功，中國的百姓非常容易地就能夠接受起義的首領成為

新的統治者。同樣，這也正是為什麼中國反抗者領袖在像《水潘

傳》這樣的經典名著中會被賦予傳奇英雄的色彩。這種思維方式

如此盛行，以至於遊牧族的入侵者可以通過宣稱被推翻的中國王

朝因治國不當失去f天命，從而使其征服變得合理。古話「成者

為王，敗者為寇．將這種思想表露無遺。

績效合法性和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

績效合法性在近代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退居次要地位，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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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重要性的回歸過程也並不是一帆風順。鴉片戰爭以後，

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下，中國社會經歷J’一系列最後導

致了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成功的、斷頸式的變化。毛澤東時代的

中國雖然提出了「超英趕美」和「四個現代化」這類具有績效性

質的口號，但是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則主要是建立在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和毛澤東的克里斯瑪權威的基礎之上。多數中國人在當

時對共產黨和毛澤東有著近乎盲目的信任。’正因為如此，毛澤東

才能夠領導全體中國人民造就像三年大饑荒和長達十年的文革這

樣的人為災難。數千萬計民眾在這兩個歷史事件中非正常死亡，

但是當時即使是持有一定懷疑的民眾也可能會相信這些災難乃至

於個人的不幸，都是通往天堂的路上所必須付出的代價。2

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已經經歷了十年文革的磨難·中國的經

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民眾也過著極其貧困的生活。鄧小平就

是在這一背景下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策（Melsner 1986）。但

是，改革開放同時也打開了民眾的視野和削弱了政權對信息的控

制能力。雖然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在上世紀80年代有著較快速的

提高，民眾對毛澤東的看法迅速轉向負面，對共產主義信仰也產

生了嚴重懷疑（zhao 2001 : ch2）。中國政權合法性的重心就是

在這「信仰危機．的大背景下，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轉向了

方勵疋是上丑紀80年代著名的異見分子。他的回億見證了上丑紀50·60

年代中國年輕知識分子的心態（Fang 1 990 : 20820的：在剛解放以及隨

後的50年代中，我曾堅足地信仰共產王義。在我1955年入常的時候，我

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指路明燈，相信共產賞絕對地好。1958年我在反

「右」邐動中被F放了。當時我做了真誠的自我批評。我確信是我冤柱

了賞·」這類心態在許多過來人的自傳中都有反映（見Liangl984 , chang
1991)

必須說明，中國政曆在毛澤束時代對信急有高度成功的控制，因此當時

犬多數民眾對於大饑荒和又革所帶來的災害無法全面了解。但是缺乏信

急肯定不是他們對共產賞和毛澤束百目信任最為王要的原因。畢竟，他

們對周圍務生的悲劇肯足是了解的，對別處發生的悲劇也會有所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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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國家合法性重心的這一轉型，在許多方而型塑了改革開放

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形態。

（一）績效合法性的艱難回歸

績效合法性在中國的回歸並不一帆風順。進入80年代，隨

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大量西方書籍被翻譯成中文、海外親友到中

國探親旅遊逐漸增多，去西方訪問的人也日益增加，民眾對外部

世界的了解不斷增長。同時，比較寬鬆的環境促進了思想和日論

的自山。人饑荒的原因和死亡人數、文革時代的種種個人和集體

悲劇，以及其他許多中國政府在毛澤東時代犯下的錯誤和罪行，

在社會上越來越廣九人知。到f80年代巾期，大多數的城市民

眾不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持有信仰。國家在道德（德政）和

經濟績效上的表現則重新成為民眾評判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依據

(Zhao 2001 : ch7）。在80年代，一部粗糙的小說會因為有一個

充滿道德、為績效而奮鬥的官員作為主人公而成為暢銷書（比如

柯雲路的《新星》），一個劇本也會因為有著「當官不為民作主，

不如回家賣紅薯」這樣的臺詞而家喻戶曉。

但是，卜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信仰危機」主要反映在

民問，而不是在中共的高層領導，這一點與前蘇聯有著根本的不

同。前蘇聯有二戰的經歷。二戰後人規模的重建任務給了不講效

補的計劃經濟新的生命，人人推遲了計劃經濟模式負而問題的展

現。當前蘇聯不得不開始進行改革時，他們的領導人絕大多數都

已經是十月革命後出生的一代，因此對革命並沒有切身的咸情。

相比較，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多數仍然結

上世紀20年代參加共產黨的老人。這些老人為革命勝利身經百

戰，他們和他們戰友的鮮血給f他們一個特殊的經歷，給f他們

對共產黨的忠誠。這些老人完全清楚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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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有著很人的差距，但是他們會把這些差距的

來源歸因於執政缺乏經驗加上毛澤東的錯誤，而不是中國體制的

弊病（鄧小平1983 : 291一301）。在這些老人的心目中，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仍然是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國家領導和民眾對於國家合法性基礎的不同認識帶來了很

多負面後果。在整個80年代，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壞

疑馬克思主義，並且對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前的表現持有批判態

度。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人多數在初始也許並沒有真正的反黨意

願，他們甚至對體制仍然有一定的忠誠度。但是當時的國家領

導人卻把這些知識分子的行潟視為是對國家政權意識形態合法性

的挑戰，並對他們進行了彈壓。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最高領導對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忠誠，使得他們在彈壓知識分子時採取了意

識形態的對策：在1 983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和1987年的反資產

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國家控制的媒體把知識分子的「自由化」行

為攻擊為反黨和反馬克思主義。經過文革的大多數城市民眾對馬

克思主義教條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感，這些過時的話語不但沒有效

果，反而製造了人量被廣為所知的反體制「英雄」。80年代中期

後，雖然中國變得越來越開放，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卻一直

在惡化（cherr , ngton 1991 ; zhao20ol)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食物價格飛漲，由生產材料「雙軌制」

而導致的「官倒」腐敗在民眾中引起普遍不滿，4中國經濟遭遇

八九學運期問，陳雲（Chen]99田一段廣為人知的話頗能反映當時中共
最高領辛的普遍。態：「大家都知道，中國革命經歷了數卜年的艱苦今鬥，
犧牙生了兩千多萬人，新中國才得以成立。勝利來徒不易啊。」
為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政府在80年代後期，對原物料的價格實
行了雙軌制」·在這一體制「，國有企業可以用很低的補貼價取得年
度生產所需的原物料，但是集體和個體全業卻必須J月較鬲的下場價購買
原物料。當時一些能獲取低價原物料的官員，便以低價蛛進、高價賣出
的方法，賺取了大量的財富。這一現象在當時被稱為「官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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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嚴東困難。】司時，知識群體在8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地位有所

下降，引起f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不滿。自1986年以來中國學

潮不斷，並最終在1989年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Zhao 2001 :

chs）。在八九學運中，政府和學生都試圖尋求妥協，但是任何

努力都告失敗。學運鼓終被鎮壓，釀就了數百人死亡的悲劇。對

於這場學運的過程和結局，我們可以從許多方而加以理解（Black

and ML ' nro 1993 Calhoun 1994 , Lln 1992）。但是從本書的角度來

看，學運的悲劇性結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來白國家最高領導和北京

民眾對國家合法性基礎的不同理解（第八章）。具體來說，80年

代的北京學生和市民人多數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或者說在他

們的眼裡，中國政權已經不具有意識形態合法性。但是他們認扎，

一惆好的政權至少應該給民眾提供良好的道德表率和經濟績效。

這就是為什麼反腐敗、反物價飛漲、反「官倒」這類口號在八九

學運中備受歡迎的原因。相反，由於當時國家的高層領導仍然對

曾經馮之奮鬥的革命有很強的忠誠度，他們很自然就把學生運動

解讀為對革命政權的非法挑戰（比如四二六《人民口報》社論所

表現出來的態度）。學生和政府首腦之間相互的誤讀和激怒，不

斷把運動推向極端，引向悲劇。

（二）八九後績效合法性的全面回歸

軍事鎮壓穩定了中國的政局，但是同時也給民眾帶來了普遍

的失望。當時中共的高層肯定是清楚這一點的。學運後，與鎖壓

有緊密關係的李鵬和姚依林並沒有得到提拔，而與鎮壓沒有什麼

關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上海市長朱鎔基和天津市長李瑞環

卻被調到中央·成了鼓高領導班子的核心。這二位地方人員都是

80年代中國地方經濟改革的領導者。把他們調到中央顯然是為了

讓在軍事鎮壓後灰心喪氣的民眾戚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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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後，中國政府還試圖重建意識形態合法性。各種左派

的和國家主義的宣傳再一次出現在各大報刊雜誌上。但是在當時

的情況下，各種左派的和國家主義的宣傳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反

戚。投入這些宣傳的領軍任務，比如鄧力群和何新，在知識圈裡

成了大家攻擊和譏笑的對象·’中國政府還在高校展開了軍訓和

愛國主義教育（zhao 200又a , ZooZb zheng 1999)，以提高學生

的愛國意識，並誘導學生把政府看作是國家利益的化身（Zhao

1998）。在這一背景下，學生們走向街頭，發起了反日和反美示

威（第九章）。學生的愛國情緒給予了中國政權在民族主義框架

下一定的意識形態合怯性。問題是，學生的這種情緒不但不好控

制，它還減低了國家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和干擾了經濟發展的重

心。可以說，這種做法的後果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也不理想。自

1992年後，中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在高校中的愛國主義教

育。

1992年初，在前蘇聯突然崩潰和中國民眾對八九後政府左派

的傾向普遍不滿的刺激下·鄧小平發表了一系列的南巡講話。隨

即，中國發起了一場更馮深刻的市場經濟改革並獲得了持續的成

功，中國社會也因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此後，新一代的中國

高層領導人對意識形態刻意淡化，並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從意識

形態轉向道德和經濟績效做出了許多努力。在80年代，國家控

制下的媒體經常會以高調形式發表文章，對各種「反四項基本原

則」和「堅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觀點和人物展開批判。這些

批判不但在社會上受到普遍反厭，而目把一些原本並沒有很大影

響的反體制人物塑造成廣為人知的英雄。中國政府在1992年後

很少再犯同樣的錯誤：他們對嶺表在學術期刊或者是社會影響不

大的媒介裡的文章採取f容忍態度，對網路上反體制言論在不訴

見何新（1991 1992）關於他的國家王義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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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動的情況下也採取了克制態度，對更為極端的異見人士則在

採取行動時探用J’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關係不大的「損害國家利

益」這類話語進行彈壓。異見人士在90年代後的中國社會上失

去了往日的影響。

到了90年代，中國領導人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發

展才是政治穩定的生命線，他們因此也越來越刻意地打造國家在

績效層面的合法性。他們大力推進市場經濟改革，採取種種措施

以防止經濟過熱和高通貨膨脹。他們同時也將反腐措施納入到國

家合法性的範疇之內，提倡「以德治國」（德治）政治理念，“建

立起諸多規章制度並不斷深化監督機制以打擊腐敗行為。

在發動持久的反腐敗運動的同時，現階段的政權實施了一種

更為系統的、以政績為基礎的治國方略。兩個最重要的進展是江

澤民「三個代表」思想和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理念。傳統

的列寧主義思想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然而在江澤

民時代的中國，大多數的國有企業已經破產，大量工人退下工作

崗位（後文簡稱「下崗」）。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理應代表

的階層，其社會地位已顯著下降。相反，外資企業、合資企業以

及私營企業在中國卻蓬勃發展起來。如今，外資、合資企業中拿

高薪的年輕白領，連同私營業主、管理人員和新崛起的私營公司

中的白領，成了中國新興的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對

於執政黨而言，將這些新的精英納入政治體制是一個非常嚴肅的

問題。面對這一挑戰，中共開始允許私營業主加入共產黨，並且

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三個代表」由江澤民於2001年在

江澤民在2000年的一次中共置傳工作會議上首先提出了「以德治

國」這一概念。依據《人民日報》網路版的一個權威注解，德」

包含了工作倫理、社會倫理家庭倫理，這是中國共產常在總結了

歷史經驗後所採取的立場見httP//wwwpeoplecomcn焰B/shlzhe

ng/252/5301/5302/20010613/488149ht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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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週年的會議上止式提出。江澤民指出，

為J’被廣大人民所接受，「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

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這一實用的、甚至可以說是機會主義的

口號，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新一代領導已經拋棄了傳統的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與筆者相同的是，中共高層和黨內的理論家也正是從

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角度來看待「三個代表」這一理論的。江澤民

發表關於「三個代表」的講話後，媒體便將「三個代表」思想譽

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並強調「三個代表」是「中國共

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市場經濟改革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差距，這也是白90年代以

來不斷加劇的騷亂和抗議活動的主要根源。因此，在2004年9

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提出要構建「和諧社

會」。與這一理念相配套的是一系列新的扶助貧困人口的國策。

在農村，中國政府全面取消農業稅，提供農業補貼，並試圖減緩

地方政府出賣農民土地。為了使民眾通過制度化的信訪方式來反

映民意，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以及全國人人加強了對國家信訪的管

理。近年來，中國政府又實施了旨在舒緩日益擴大的地區差距

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該戰略的支持者試圖將「和諧社會」的

理念和傳統儒家文化中基於績效的觀點相聯繫，以此證明這一戰

略的合理性。甘陽（2007)─一位與體制比較靠近的著名學者

─甚至把「和諧社會」理念看作是一個新的改革共識，一個邁

向「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里程碑。建設「和諧社會」成了「三

個代表」理論之後在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政治概念。

見《人民日報》丰同路版：httP ://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5/
20000523/73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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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合法性與中國政治嶺展

績效壓力使得中國的高層領導不得不勤政為民，按社會道

德規範行事，並為人民帶來切實的利益。一個較普遍的看法是：

威權政權下的官員往往不會為他們所統治的民眾辛勤工作，因

為在這種政治制度中缺乏分權與制衡。但是當今的中國似乎是

個例外。儘管大量的官員與各種腐敗行為或多或少會有所牽連，

但大部分的官員同時也工作得非常辛苦，遠甚於他們的美國同

僚。筆者在近年來經常會到基層，特別是些貧困地區做些調

杳。在這些地區，當地的官員總是會與筆者探討各種商業機會

以及各種新的思想和「先進的」（他們實際卜指的就是「西方

的」）管理模式。他們意欲提高政績的急切心情，無論是表面

的還是實質的·都是有目共睹。這也是中國的經濟奇蹟背後的

主要原因之一。1992年後的短短幾年問，中國已由世界上最窮

的國家之一轉變成世界經濟增長中心。自1980年以來，開發中

國家脫貧人口的數量有75％是由中國貢獻的。中國大多數的城

市居民，尤其是沿海地區，如今過的生活是20世紀80年代的

人做夢都想像不到的。

儘管績效壓力能促使官員扎促進經濟發展而努力工作，但它

同時也是潛在政治危機的一個主要根源。績效合法性之所以在古

代中國得以持續，是因為有儒家思想的支撐（趙鼎新2006a)

而今天的中國，政府的績效是合法性的唯一可以可靠依託的來

源。一旦政府不能夠滿足大眾的期望，那麼政府和政權都有可能

─名入危機。

古代國家所需為社會提供的公共物極其有限·統治者的主

要目標是維繫統治而不是促進經濟發展，這一點中國也不例外。

因此，績效合法性在占代巾國比較容易維持。但在今大，巾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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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可能僅僅通過政績來維持其統治，原因很簡單，如果是這樣

的話，政府必須向欲望不斷提高、口味日益多樣的民眾提供讓人

滿意的各種公共物，這是難上加難。從長遠來看，沒有任何一個

經濟體能維持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使中國目前的經濟增

長速度能夠持續幾十年，也無注為政權的穩定提供保障。在沒有

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支撐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不得不以很強的

「父愛」性質來推動其惠民政策。公正地說，在「和諧社會」的

政策下，大量中國民眾從相關的政策和計畫中獲益，中國的貧富

差距也在降低。但是，對於民眾來說，這些收益不是來自艱苦的

討價還價爭鬥，而是來自一個仁慈的國家。這就使得受益者很難

厭受到自身的權益和權益的邊界，更不用說認識到其他社會群體

的權益和邊界。最初很受歡迎的惠民政策因此馬上就會被民眾視

為理所當然，這就會為新的、更加難以滿足的需求和欲望埋下伏

筆。

可以這麼說，在任何一種政權下，只要社會問題變得嚴重時，

人們就會怪罪於政府。然而，如果一個政權具有程序合法性（例

如多黨制民主政權）,“那麼它就可以在更換政府的過程中平息民

眾的不滿。由於這類體制提供了一個可替代的選擇，這便消解了

人們對現有政權的不滿。但當前的中國政府並沒有為民眾提供此

類選擇。此外，因為政府的執政基礎過度地依賴政績，對於高層

領導人的道德和經濟行為·或者是對特定的國家政策的挑戰，都

有可能直接轉化為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民眾與

政府之問的妥協餘地就會很小。

目前，中國政權依然享有高度的績效合法性，因偽大多數

中國人都還對毛澤東時代黑暗的政治和貧困的生活有著深刻的記

我這克假設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接受程仔政治的規則，並比各種政治力量

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的相似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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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因此很珍惜當前的美好生活。再過二十年，大多數直接經歷

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就可能相繼過世，中國人在那時候就會把

富足的物質和穩定的政治視為理所當然。如果中國在那時仍然沒

有將政權合法性建立在一個更可持續的基礎之上的話·所面臨的

將是一個很難克服的挑戰。總之，中國長達近三千年的績效合法

性傳統，對於當前的民眾來說應該是一個福音，但是對於執政者

來說則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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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生命力、局限與中國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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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民主的生命力、局限與中國的田路O的

民主化已經成為當代巴界的一個潮流。聯合國2002年的年

度報告指出，從1980至2002年，已經有八十多個國家從極權政

體或威權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白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一代又一

代精英也為實現民主而付出了巨人的犧牲。民主運動和民主政體

在現代世界顯丁出弦人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會

裡，人們卻普遍戚到民主體制的危機。在北歐一些國家，一個常

見的汽車後檔貼紙卜寫道：「對美國人要好一點⋯⋯否則他們會

把民主送到你的國家來。」雖然這一貼紙的主要用意在於表達歐

洲民眾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不滿，但他們對民主的失望也躍然紙

上。在歐洲一些國家的民調中，人們對民選領導人普遍抱有不滿

情緒，但對非民選產生的政府官員卻展現f很大的信任。在西方

國家中，諸如《拯救民主》（驗ving Dem、ra你」Planfor Real

R印resentat , on , n dmer , ca)(o ' Iea即2006）和《理除選民的迷

思》（7火e崎th ofthe Ralional飾ter仲旬Democracies Choose Ba〞

Pollcley)(caPlan 2007）等學術著作不斷湧現·常然，西方成熟

民卞社會中所出現的這此思潮和實證研究，並不等於民卞體制在

西方社會已經發生根本性危機，但它們卻明確地揭示了西方民主

的弱點和西方相當一部分人對這些弱點的不滿。筆者認為，當代

的民主化浪潮以及中國人量知識分子對民主的長期追求，都反映

f民主體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國家中民眾對於民主的不

滿卻也印證了民卞體制的一此公認的不足之處。如何在民卞國家

轉型過程中避免民主體制的弱點並發揚其優越性，娃一個必須11

視的問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民主體制的生命力

及弱點所在，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制度創新。這是本章將著重探討

的問題。

在進入正題前首先說明以下幾點：第一，民主是中國不少知

識分子所倡導和爭取的目標，本章也將闡述馮什麼競爭性的民主

選舉是現代社會巾產生政府的一恫更為合理的方法：但同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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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也將以人量的篇幅討論這種政府產生方式的不足之處。這似乎

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儘管有些遺J啄，我還是想就這一問題發表一

些見解。競爭性民主本身的弱點給社會的穩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

的形成設置了很大的障礙，也為從威權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轉型帶

來了困難。特別是當我們不能理解民主體制的這些弱點，而帶著

一種對烏托邦式民主的美好理想在中國建立民主體制時，民主體

制的這些弱點就會被放大，從而給人民和社會帶來很大的災難。

第二，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學者的主要對話對象都是學者。

他們厭興趣的是在學者之問的爭論中樹立自己思想的地位，而中

國學者的陳述對象卻往往是國家領導人，並想通過國家領導人對

白己政治主張的採納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作為一個在

西方接受學術訓練的學者·我的行為肯定帶有西方學術的痕跡。

具體而言，我想清楚地說明，雖然我應《領導者》雜誌的邀請來

寫這樣一篇似乎是為領導建言的文章，但我並不汲汲於讓領導集

團採納，特別是大規模地採納本章的觀點及其隱含的政治主張。

我更戚興趣的是在中國思想界樹立一個不同的觀點。與此同時，

我也認為，較為可行的社會方案往往是各種觀點折衝之後的結

果。我進而認為，雖然決策者的政策藝術和貫徹能力能夠在一定

程度上縮小政策意圖和政策結果之問的落差，但重大社會發展往

往都是決策者意料之外的後果；最為可行的社會方案也不會簡單

地等於社會發展的實際方向。

第三，本章所討論的問題主要是筆者在北美長期生活中所產

生的一些直接厭受，以及出於對中國社會、美國社會及世界發展

關懷而做的一些思考。筆者不是研究民主問題的專家，西方民主

理論研究領域人家如林，筆者僅僅是偶有涉及，因此難免片面。

我僅僅希望我的社會學眼光及對現實政治的感悟，能為目前中國

社會中關於民主問題的熱烈討論，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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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定義

對民主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將產生完全不同的討論。中國學

者對民主的理解形形色色，其中，王紹光和陳子明所提出的兩種

迥然不同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王紹光（2007）在《安邦

之道：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一書中為民主概念做了界定。他

強調西方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選主」，真正的民主應當是由「人

民治理的制度，或更準確地說，由所有公民參與決策的制度」；

民主就是使人民能夠參與到國家事務的決策中去。在對民主的這

樣一種理解下，王紹光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在目前中國公共政策

議程的設置過程中，專家、傳媒、利益相關集團和人民大眾所發

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種決策模式的變化既是中國式民主的重

要體現，也是影響中國發展的關鍵因素。筆者同意王紹光對中國

政府決策機制改變的分析，且同樣認為這一決策模式的變化是中

國改革持續成功的一個關鍵。筆者能夠理解王紹光對西方民主現

狀的不滿。這一不滿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一個左派的錯誤。事實上，

對民主政體的不滿是目前西方社會中一個較為普遍的心態。儘管

如此，筆者並不認馮民主社會就是一個社會壓力和政府決策諮詢

對國家政策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的社會，即使是冠之以「中國式

的民主」的稱號。中國歷史上統治者的決策一般都受到不同方面

的社會壓力·並且這些決策也需經過一定的、有時是很煩瑣的程

序和諮詢（秦始皇和毛澤東時代部分除外）。因此，如果僅僅因

為社會壓力和政府決策諮詢對國家政策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就

是說這個社會是民主社會的話，那麼，中華帝國社會就已經接近

於民主社會了。

陳子明（2007）在＜「特色民主」還是「民主特色」〉一文

中指出，選民普選制、國會代議制、法官終身制和公務員考核制

構成了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核心。他還強調，廣義的民主至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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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三組九個概念：(l）共和、憲政、法治；(2）自由、民

主、平等；(3）博愛、善治、自治。陳子明將國會代議制、法

官終身制和公務員考核制納入民主的範圍，實際上勾劃出了西方

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的關鍵建構；與此同時，他提出的廣義民

主的三組九個概念，完成了對一個完美社會的構想。陳子明對民

主定義的優點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選民普選制這一關鍵特徵，缺

點是幾乎將現代社會中所有理想的、正面的價值統統納入民主的

範疇，從而有著很大的烏托邦傾向。比如，筆者看不出為什麼以

選民普選制為核心的民主，必定會帶來作為平等思想一個核心的

經濟分配的平等。俄國在民主轉型後並沒有實現經濟分配平等；

拉美許多國家兩百多年來已經在民主和專制政體之問搖擺多次，

但經濟收入不平等在這些國家中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把俄國

和拉美國家中存在的巨大收入不平等歸咎於民主的不成熟，那麼

印度肯定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成熟民主的典範，但印度社會卻同樣

存在著種姓、性別和經濟地位等多方面的、嚴重的不平等。此外，

被陳子明列入民主範疇的還有國會代議制、法官終身制、公務員

考核制和憲政等制度。筆者認為，雖然許多民主國家都有這樣一

些制度，但它們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質。非但如此，法官終身

制和公務員考核制是民主國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而國會代議

制和憲法安排在許多國家中產生的初衷和至今為止所發揮的作用

非但不是為了發揚民主·而是為了限制民主範圍，從而避免競爭

性民主可能帶來的許多負面後果。這些在美國建國初期的聯邦黨

人文集中有著非常清楚的闡述。國會代議制、法官終身制和公務

員考核制的產生，是西方一些看到民主政治潮流難以阻檔但又對

之心懷恐懼的進步保守主義思想家們（除少數法國敔蒙運動思想

家外，西方主流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是進步保守主義者，但近百年

中國思想界獨缺的就是這一思想傳統）的政治設計，與現實社會

中的各種政治力量互動妥協的結果。它們的存在限制了西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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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予西方民主以現實性和可行性，從而增加了民主政體的

生命力，但其本身不應納入民主的範疇。

在中外有關民主的眾多定義中，本章討論的出發點是以卜

定義：民主就是個由民眾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

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的政治體制。這一定義與所謂的熊彼特

(Joseph Alo . s schumpeter）「最簡略定義」有很大的相似性（與

熊彼特的定義相比，我的定義中僅僅加上了「有程序和規則的」

這一定語）。熊彼特的定義山於沒有給民主加上任何在近代觀念

中屬止面的社會公共物（如平等、自山、法治·博愛、善治、自治、

經濟發展、和平、所有公民參與決策等等）而備受批判，但它卻

抓住了民卞作為競爭性選舉這一最為核心的特徵。熊彼特定義雖

然沒有明確提出自由、法治等等民主社會的共同特徵，但卻隱含

了這些特徵。比如，熊彼特在定義中沒有包括自山，但實行熊彼

特式民主的社會中必須有著相當的自山，否則「競爭」與「選擇」

將毫無可能。熊彼特的定義中也不包括法治，但是熊彼特式的民

卞社會必須是一個法治社會，否則民主選舉的程序和規則，以及

在既定程序和規則下選舉的公11陸等等，都將得不到保護。熊彼

特定義的另一個優點是，它沒有將一些民主社會（其實可能是任

何社會）難以完全實現的一些公認的社會正面特徵納入其巾，從

而避免了民主烏托邦的傾向。必須指出，筆者同樣認為該定義有

很多缺陷，筆者之所以選擇在這一定義框架下來討論民主問題，

主要是因為定期的競爭性選舉是任何民主社會的核心，民主社會

的許多根本性優點和缺點，以及民主體制的合法陸，均繫於這一

根本特徵。因此，討論民主的特徵必須從這一點談起。

現代社會中民主的必然性

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給民主加上了許多它本身難以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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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經濟發展、減低腐敗等等。他們把一

些西方發達民主國家已達到的指標，如較為平等的社會、發達的

經濟，較為廉潔的政府等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帶來的成果，進而

視之為民主本身的特徵。在上文中，筆者已給出一些國家體制民

主卻未能實現經濟收入平等的例子。從理論上講，民主和經濟平

等之問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在民主社會中，只有當一個社會中處

於下層的政治力量能達到較好的整合（比如產生f較強的工會，

甚至是強大到代表社會下層的政黨）時，民主才會對經濟平等產

生巨大的正面作用。民主所伴生的自由及其他因素會帶來一個較

為開放的媒體和輿論，這會對官員的腐敗造成限制。但是，在民

主國家中，媒體的根本興趣並不是揭露社會黑暗面而是收視率和

訂閱量，再加上種種其他原因，如人手的嚴重制度性短缺（市場

下的媒體必須考慮成本）、需要和官員搞好關係（因為政府是主

要新聞來源）、利益攸關方為記者深度探訪製造困難，從而限制

了民主社會中新聞對官員腐敗進行監督的能力。民主造成的政治

精英之問的競爭也會對官員腐敗形成制約·但由於眾多複雜的原

因，這種制約能力也有限。事實上，目前在西方已開發國家，對

官員腐敗的監督主要是通過加強科層體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層內

部的監督機制等非民主手段來完成的─雖然開放媒體和政治精

英制約在其中發揮著補充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官員腐敗現象在許

多政府科層制不夠健全的民主國家（包括大多數非西方的民主國

家）中十分嚴重。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就更複雜。一方面，就如阿瑪蒂亞·

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實行民主體制的開發中國家裡一般

不會發生像中國「三年自然災害」（即1959一1961年的人饑荒）

這樣由領導者決策錯誤造成的大規模災難；另一方面，實行民主

體制的印度其死亡人口數每過八年就要比中國多個幾千萬，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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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人饑荒時代的死亡人數（Dreze and Sen 1989）。此外，亞

洲四小龍都是在威權體制下走向經濟成功的，而至今為止世界上

尚沒有一個實行民主制的第不世界國家走向經濟已開發國家的成

功案例。雖然目前仍有一些中國學者喜歡把民主和經濟發展聯繫

起來，但國際上幾乎所有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均認為經濟發展的

關鍵是一定條件下的政府能力（第四章）

民主和平論也是不少學者為民主所加上的一個正面價值，其

核心論點是兩個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的確，西方民主國

家之問自二戰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軍事衝突。但從另一面看，這

種和平是由西方社會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汲取歷史教訓，特

別是美國在西方霸主地位的確立所帶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所

謂兩個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的論調，就如同說兩個「北約」

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一樣，似乎有些滑稽。從更廣泛的歷史和

事實來看，民主與和平的關係非常複雜。在古希臘民主下，城邦

國家之問的戰爭就從來沒有斷絕過。巴勒斯坦就是因為在通過民

主手段選出哈馬斯政權後，與以色列的軍事衝突加劇。迄今為止，

人多數民主國家中決定外交政策的關鍵是現實主義理念和特殊利

益集團的影響，其次才是兩國之問政治體制的相近程度。在現代

民主國家中，由於國家對社會輿論和政治議題的控制，選民在對

外政策上根本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做出理性的選擇。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政府能夠在兩黨及人多數民眾的人力支持下·輕易地陷入伊

拉克戰爭而難以自拔的原因。不過，必須承認，現代民主國家中

的統治者應該沒有能力主動發動或持續進行一場希特勒式的世界

性戰爭。一個民主國家的軍隊主動侵略他國後如果能迅速取得勝

利，人多數民眾會表示支持；一旦戰事不順而給本國人民和財產

帶來持續而巨大的傷害時，民眾還是有一定能力通過手中的選票

制止這場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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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不能自動實現上述重要社會公共物的話，現代民主

體制的意義和生命力又所從何來呢？筆者認為，現代民主最為重

要的意義在以卜四個方面：第一，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權力

爭奪下達成了權力制衡，從而限制了國家的權力。這點在現代

社會中尤其重要。在傳統國家中，「天高皇帝遠」，國家對普通

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會的秩序主要通過地方精英

主導下的自治管理而達成，國家的政體形式與一般百姓的生活之

問沒有很緊密的關係。在現代化進程中，大多數國家都建立和強

化了科層制度，並且通訊、交通和管理能力也有了很人的提高。

這導致傳統社會中貴族和地方精英權力的衰落，政府對民眾的直

接控制能力大大增強。面對這一日益膨脹的利維坦（Levlathan ,

國家），如何制約其權力就成了一個重要問題。相應地，麥迪遜

(James Mad . so。）所言的「讓野心制約野心」（Arnb . tlon . nust

be made to counteract ambltlon）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國家權力

的一個選擇。

第二，民卞鼓為有效地解決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問題。一個

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可以基於意識形態、績效以及程序三個方而。

國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識形態或宗教的基礎卜，也可以建立

在最高統治者的神祕戚（如真命天子）或個人魅力上。國家統治

的合法性也可以來白績效。一般來說·現代國家的績效合派性主

要有三個來源：統治者在領導經濟發展和提高民眾生活上的表現、

作為社會道德表率的表現，以及維護國內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

能力。最後，如果一惆國家的統治者產生於一個被廣為認可的選

舉程序，程序本身就為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提供了基礎。

雖然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可以─U時源自多個方而，不─U國家的

核心合法性基礎卻是不同的（比如美國是意識形態加卜競爭性選

舉，而日前中國是經濟發展和道德表率）。筆者想說的是，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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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家來說，民主選舉為國家提供了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

非宗教性意識形態所許諾的東西太真實、太具體。一個以非宗教

性意識形態為合法性基礎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眾提供該意識形態

所許諾的束西，社會上就會出現信仰危機，其合法性就會受到動

搖。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大規模信仰危機就是這一原理

的例證。作為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統治者神

祕戚要比非宗教性意識形態更具有穩定性，因為它們所許諾的東

西只可相信不可驗證。但是在這一個已經脫魅了的時代，雖然宗

教和神祕厭在中國仍然大有市場，但把它們作為國家的核心合法

性基礎已沒有可能。以領袖人物的個人魅力為基礎的權威常被稱

為克里斯瑪權威，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領袖人物。作為國家合法

性的基礎，這種建立在個人超常品質及作為其體現的特定使命基

礎之上的權威，因其個人性而具有不穩定性。這種權威註定要被

日常制度權威取代，這就是韋伯所說的例行化或制度化。和意識

形態合法性一樣，績效合法性也難以為國家提供穩定的核心合法

性。當一個政權將其合法性繫於績效時，它必須努力兌現承諾。

這是任何以績效為基礎的政權必然要背負的沉重負擔，因為沒有

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一直保持高增長。以政府官員的道德表

率作為國家合法性基礎，就會將貪汙這樣的法律問題提升為政治

問題，從而從根本上削弱了國家的合法性。最後，防止外族侵略

的能力顯然是國家的一個重要合法性基礎。但是在和平時期，國

家在這方面的合法性就不如其他方面來得重要。如果和平時期的

國家由於其國內危機而想通過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險性來提高其統

治合法性的話，大量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就會應運而生。這些極端

民族主義者所釋放的政治能量，輕則會限制國家在對外政策上的

自主性，重則會推動一個國家向軍國主義方向發展。民族主義是

一柄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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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已經脫魅了的現代國家中，程序就成為國家核心

合法性最為穩定的基礎。與其他合法性基礎相比，程序合法性沒

有把國家的權力基礎建立在可以實實在在測量的政府表現上，而

是建立在程序上。只要領導人選拔程序被認為是公正的，執政者

即使是上臺後表現很差，其政權仍然具有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

2006年秋臺灣陳水扁在「紅衫軍」的激烈示威抗議下，民調支持

率已然跌至僅十幾個百分點時，仍然能輕輕鬆鬆挺下來的原因。

在績效合法性下，當官不為民作主，就有不得不回家賣紅薯的危

險。而在程序合法性下，當官即使不為民作主，也得至少當完一

屆才會回家賣紅薯。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大大減低了民眾對官

員的壓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對黨可以對表現不佳的執政者施加

壓力。這裡有兩種情況。在一些議會制民主國家裡，一旦有多數

議員反對，政府就不得不宣布解散，反對力量對執政者的影響因

而比較大（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議員對政府的反對與否，在很

多情況下是由政治運作而不是政府的執政表現所決定的）。但是

在總統制民主國家中，只要總統沒有明顯違法並被鐵證如山地查

獲，制度框架下的彈劾幾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程序合

法性的民主社會中，即使是執政者被趕下臺也無關緊要。程序合

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體和政府分開了。政府即使垮臺也不會動

搖政體的合法性。在具有程序合法性的民主社會中，民眾的不滿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通過選舉或其他常規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緩

解。山於體制本身能夠包容不同的選擇，所以民眾很難聯合起來

推翻這個體制本身。這也給民主社會帶來了穩定性。

第三，程序合法性給民眾帶來了言論和結社自由·但這種自

由同時也約束了人民的行為，緩解了社會矛盾，從而構成了民主

國家中一個很重要的穩定機制。這是因為：

(l）言論和結社自由給社會中各種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競



第三章民主的生命力、局限與中國的出路079

爭提供了一個平臺。這種交流和競爭使人們對社會其他群體的利

益有更深的理解，從而對社會現狀的理解更有現實感。2011年，

我在北京乘坐計程車時曾有這樣一個經歷：該車司機在行駛途中

大罵政府，並揚言如毛澤束還在的話，他將跟他上山打游擊來推

翻現政權。我以為該司機家中肯定出了大事，幾次詢問後才知道

他剛在四環路外買了一套三居室住房，但對買房要付二十年房貸

這一點厭到極其不滿。那司機說：「先生您想想，二十年的月供

〔房貸〕，二十年啊！二十年中我家中出了事情，銀行就會把我

的房子收走。什麼世道！這世道不造反還咋的？」直到下車時我

才告訴該司機，我在美國一所著名大學任教，但是以我的經濟能

力在美國買房將不得不支付更長時問的房貸。目前在中國，除少

數社會階層的人以外，大多數人均認為自己和自己所在階層的付

出遠遠大於其收益。雖然該司機十分極端，類似的情緒在中國卻

是十分普遍。在我看來，人們由於缺乏交流和競爭，從而對自

己和他人利益的理解缺乏現實厭，是產生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

(2）言論和結社自由促進了認同戚和利益的多元化。在有

言論和結社自由的情況下，現代社會的複雜和多樣性勢必會導致

社會組織、利益和觀點的分化。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絕大多數社

會運動的規模都很小，並且任何社會運動都有與之對立的反運

動。它們互相牽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運動變得不可能，從而

增加f社會的穩定性。在任何國家，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都會

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不足進行批判。在威權國家中，雖然他們的

聲音經常會受到壓制和限制，但他們同時也享受著英雄和社會導

師的榮譽，有著很多的聽眾；而這些國家一旦實現民主化，這些

社會導師及其聲音在社會上馬上就會被弱化。他們的話沒人聽

J '，他們失去f精英厭，他們的自我咸覺就再也沒有像在威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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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那麼好了。

(3）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家為了當政往往會答應選民一些

根本就做不到的諾言；同時，成功的執政總是比成功的選舉要困

難得多。出於多種原因，在民主社會中，一個政府上臺後，隨著

時問的推移，大眾對它的正面印象一般都會顯著地下降。重要的

原因之一是新選上來的執政者在同樣的結構條件下不見得能比上

一屆幹得更好。這一因素·加上民主的其他特徵，長此以往，就

會造成百姓對於政治的一種「成熟的冷漠」。這裡「成熟」指的

是他們知道其他制度也不見得更好，他們的「冷漠」來自他們對

民主選舉局限性的深刻理解。這種成熟的冷漠是西方社會選舉投

票率一直很低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在同時·它進一步增強了民主

制度的穩定性。

第四，主要因為以上兩個原因，民主政體在現代社會中表現

出極強的生命力。由於目前世界上大多數政府，特別是已開發國

家政府，均已是民選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還給一個國家增加

了國際合法性。在目前的國際社會裡，一個被認為是非民主的國

家會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各種壓力。雖然許多壓力的背後其實是

意識形態包裝下的利益爭奪，非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對此卻有難言

之隱。而一旦一個國家被國際上認為是民主國家，因為有著「國

內民意」的支持，國際社會就不得不對該國家在國內的政策和國

際上的立場表示更人的尊重。總之，民主體制將為一個國家的國

內外政策提供合法性，並大大提高該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的地

位。

現代民主的局限

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現代民主有許多局限。為了敘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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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本章把這些局限人致歸納為以下幾個方而進行討論：選舉程

序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民主對於原有社會結構的強

化、民主社會的媚俗性、忠誠反對和穩定民主的困難性。

（一）選舉程序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義倡導者強調民主選舉的結果代表f「人

民的意志」。雖然我對於這一美好理念嚷著很大的敬意，但同時

必須指出，這一理念在現實的民卞實踐中是難以實現的。美國著

名學者阿羅（Kenneth J Arrow）曾經給出過一個極其簡單的例子：

有三個選民（I、11、111）和三個候選人（A、B·C）。選民I對

付惆候選人的偏向是A > B > C⋯⋯選民11對於一個候選人的偏向

是C > A > B，選民111對於二個候選人的偏向是B > C > A。這就導

致這樣一個循環：在候選人A和B之問人多數選民更喜歡A（選

民I和11)，在候選人B和C之問大多數選民更喜歡B（選民I

和111)，在候選人C和A之問大多數選民更喜歡C（選民11和

111）。這樣，不同的選舉規則就會造成不同的候選人勝出（Arrow

1 950）。阿羅選舉循環的例子非常簡單，而與之相類似，但更為

複雜的例子在民主選舉中比比皆是。比如在臺灣2000年的總統

選舉中，陳水扁、宋楚瑜和連戰各得百分之不─幾的票，陳水扁

略高，但在臺灣的選舉規則下陳水扁合法地當選為總統。在俄國

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總統選舉中，俄共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中

取得了最多選票。按照俄國的綰統選舉規則，俄共候選人因為沒

有在第一輪選舉中得到半數以卜的選票便必須與排名第二的候選

人進行複選，而複選的結果是第一輪選舉巾排名第二的候選人勝

出。我這裡所舉的兩個例子並不是兩次般意義上的選舉：陳水

扁的勝出人人加強了臺獨勢力並徹底地改變了臺灣政治，而俄共

的失利則幾乎摧毀f其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容易想像，如果我

們把這兩場選舉的規則互換一卜，其結果將會是如何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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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非理性還來自其他多個方面。民眾

與政治精英之問在信息資源，以及處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嚴重

不對稱，給民主體制下的政治家提供了多種賺取選票的策略和方

法。電視辯論的出現使得電視上的形象比一個可行的施政綱領來

得更為重要，以至於越來越多的電影和體育明星成了美國的政治

明星。目前西方相當一部分的學者認為，即使是在一個成熟的民

主國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資源也足以生產出各種有利於

他們的「人民的意志」

（二）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

民主體制會強化原有的社會結構。這一點可以用下面這個假

想模型加以說明：假設一個社會由一百個有選舉資格的人組成。

這一百人中有五十一個是庸人，四十九個是能人。如果庸人和能

人群體各出一個候選人，並且投票率是百分之百的話，那麼當選

人肯定是一個庸人。並目，如果該庸人想繼續當選的話，他必將

會拿出一些有利於庸人群體的政策來鞏固他的票倉。這種在政策

上對於庸人的傾斜就會導致有更多的人選擇做庸人，於是就鞏固

和加強f一個以庸人為主導的社會結構。需要說明的是，這裡「庸

人」一詞毫無貶意，我只是想說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民主選

舉有著固定甚至是加強現有社會結構的傾向。

民主體制的這一保守特性媽開發中國家的民主轉型帶來了困

境。比如，在許多開發中國家，民眾往往受制於地方強人，一個

強人手中可能控制著一個很大的票倉。候選人為了取得和穩固政

權就不得不採取有利於這些強人的政策，其結果是鞏固了強人政

治。美國宗教勢力在近年來一直比較強盛，為了取得政權，美國

所有總統候選人（包括民主黨候選人）在選舉中都不得不在各種

場合顯示他／她對宗教信仰的堅定，並用宗教話語來論證他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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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綱領的止確性。一個美國公民如果想把票投給一位能夠用敔蒙

運動式的理性語言來論證其施政綱領的候選人，將會發現他這一

票無處可投。美國媳統選舉的這一特徵顯然強化了宗教勢力在美

國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選舉的這一特性稍加推廣，我們就會發現，民主

選舉在一定條件下（即在競選雙方處於如後文中所討論的「非忠

誠反對」的情況下），還有擴大社會矛盾、甚至撕裂社會的作用。

臺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在上世紀50年代時曾經矛盾較人，但到

80年代時這種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基本消除。但是在推行民

主化之後，臺灣的政治形勢使得外省人和本省人之問的裂痕（特

別是在大選的時候）重新擴大。幸虧臺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在文

化、語言和宗教上的差異很小，所以人選過後人多數人還能恢復

平靜，如往常一樣生活，否則，前南斯拉夫各國在走向民主時所

出現的族群清洗慘禍，難保不會在臺灣發生。與此類似，目前中

國鄉村民主選舉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中，惡霸和強人操縱選舉、大

姓之間的矛盾因民主選舉重新出現和增大，占有著很大的比重。

已被共產黨革命人人削弱了的傳統農村社會結構和問題重新浮出

水面。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國家的傳統社會結構越是強大，這一國

家的民主改革就越應該自上而下地進行的原因所在。不過，在另

一方面，白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也會給當政者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帶

來很人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左右為難，這確實是許多傳統國家民

主過程轉型中面臨的一個困境。

（三）民主社會的媚俗性

民主體制的保守特性使得民主制度有著很大的媚俗性，即

政治精英的水準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該國家百姓的水準和特

徵。特別是電視競選時代，各候選人的施政綱領和選民的政治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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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再是選民投票的唯一依據。候選人的長相、風度，甚至候選

人與選民的相似度都成J’獲取選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希能在美

國的2000年和2004年總統選舉中兩度取勝，原因當然很複雜。

但個頗令人玩味的原因是，民主黨候選人論述和辯論的能力都

很強，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常以明怏的邏輯和凌厲的語言令布

希處於守勢；但布希慾態可掬，對於人多數美國人來說，其形象

就像一個值得信賴的鄰居。這樣，不善言辭的表現反而成f他競

選成功的一惆因素。美國學者卡普嵐（Bryan caplan）曾在《理

性選民的迷思》書分析了西方民主社會中選民的偏見，以及具

有這種或那種偏見的選民如何不斷地選擇了與他們有─. J樣偏見

的，或者是裝作與他們有同樣偏見的政治家，從而導致錯誤的政

策和低素質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臺。

民主的媚俗性會導致社會精英的邊緣化。在任何社會中處於

思想前沿的精英總是占少數。在威權社會中，雖然思想精英的行

馮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這種社會中的精英主義文化卻同時

給了這些思想精英很大的舞臺和影響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卞社

會中，思想精英的少數性（加上民主社會中思想的多樣性）勢必

導致各類思想，以至於整個思想精英群體在民主社會中影響力的

邊緣化。這就是為什麼東歐的自由知識分子在經歷民主化所帶來

的短暫喜悅後·馬上就體驗到強烈的失落戚的原因。他們剛剛有

機會在社會中自由地講話，社會就已經不再理會他f門了。在束歐

媒體卜被炒得非常火熱的，不是昔日對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

見者，而是各類在大眾文化巾湧現川來的明星。就像金雁（2012)

在＜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現代、前現代、後現代困惑〉一文中所指

出的，在民主化和市場化的雙軍擠壓下，東歐知識分子在民主體

制下為f生存紛紛下海，心甘情願地成f「權力的同謀」、「寡

頭的小夥計」和「混口飯吃的文字工作者。作為社會良心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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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子在東歐社會不但影響力人人降低，人數人人減少，並且內

部的分化和分歧也日益擴大。思想精英的邊緣化對於社會的穩定

性來說不是一件壞事，但這將使社會變得日益平庸。筆者本人

其實很欣賞西方民主社會的平庸，但是我想這肯定不是那些抱

有重大歷史使命厭的知識分子所想追求的目標，因而特別提請

注意。

（四）忠誠反對與穩定民主的困難性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執政黨議員坐在女皇的一側，反對黨

議員則坐在女皇的另一側。反對黨議員為女皇陛下而對執政黨的

執政進行監督。英國反對黨的這一性質被稱為「為女皇的反對」

(her majesty oppos . t , on)；在現代政治學術語中這又被稱為「忠

誠反對」。一個民主社會要得到政治穩定，執政黨與反對黨必須

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他們之間的不同僅是在一些具體政策或者政

策執行技巧上，甚至是僅僅出於政客之問的爭權奪利。執政黨與

反對黨之問在意識形態上的差別越大，一個社會的民主體制就越

不牢固。如果執政黨與反對黨信奉著截然相反的價值觀，並且反

對黨準備在取得政權後以自己所信奉的價值觀來系統地改造社

會，那麼這個反對黨就成了一個「非忠誠性反對黨」。存在著「非

忠誠性反對黨」的國家很難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一個

最為經典的例子就是二戰前的德國。當時德國存在著三個主要政

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法西斯黨，三黨都在德國民主的框架

內進行競爭。但是法西斯在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後卻拋棄民主，走

向獨裁，進而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二戰後歐洲民主走向

穩定，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歐洲社會在馬歇爾計畫的推

動下，在長期經濟繁榮的支持下，經歷了一個政黨意識形態虛

化的過程，即不管是來自右派還是來自左派的政黨領袖，通過民

主選舉上臺後，並不按照他的政黨所信奉的意識形態來改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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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體、改變國家領導人產生的規則，甚至連由前政府制定人量

法律和政策也基本上一仍其舊。不但如此，因為左派政黨在推行

右傾政策時更有合法性，而右派政黨在推行左傾政策時更有合法

性，所以二戰後歐洲許多政黨取得政權後，在現實政治利益的驅

動下經常推出與之意識形態相反的政策，以促進社會發展和擴大

選民基礎。

民主只有在「忠誠反對」的情況下才能獲得穩固這一原理

告訴我們以下幾點：第一，要建立一個穩固的民主社會，我們必

須給予民主制度一種不可談判的或霸權性的地位，即不管是誰上

臺，他既不會，也沒有能力去改變這一體制運作的基本規則。第

二，在給予民主制度這一「非白由」的霸權地位後，民主制度內

部的運作必須有自山傳統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員對所有其

他個人和群體的觀點、利益和人身尊嚴持有不可談判性的尊重。

極端地講，即使沒有民主也要自由。沒有民主但卻有著自由傳統

的國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國社會）至少是一個充滿人性的地方；

而沒有白由的民主就會形成多數暴政，其後果極其可怕。世界上

人多數種族清洗，包括美國人對印地安人在19世紀的滅絕性屠

殺（在種族主義思想的主導下，當時美國社會中的自由傳統僅限

於美國的白人，特別是白人的有產階級，美國白人於是就毫無心

理負擔地對印地安人實行了多數齡政），或多或少都體現了現代

民主化過程的這一黑暗面（Mann 2004）。第三，一個社會內部

各階層的矛盾越小，主流價值觀越是確立，該社會的民主體制就

會越穩固。

民主的「忠誠反對」這一特性為一個國家向民主體制的轉型

設置了障礙。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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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風這一事件，’絕不是一次本章節意義上的民主化運動，但我們

也不能不說毛澤東的這一做法有一定的民主傾向。即使如此，整

個事件的發展卻以反右運動收場，從而大大削弱了當時中國政府

本來就十分有限的「民主性」。毛澤束把反右運動稱為「陽謀」。

其實，這一「陽謀」的發生背後有兩個相互作用的機制：第一，

中國既缺乏自由的土壤，毛澤東也沒有真正的自由精神。毛澤東

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唯一基礎，就是他對於共產黨執政和自

己所具有的克里斯瑪權威的信心。第二，雖然共產黨在50年代

的中國具有極高的威信，自由主義和民主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很大

影響。當時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也都曾經深受自由主義和民主思

想的薰陶。因此，當毛澤東主動邀請黨外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的

時候，勢必有人（哪怕是很少的人）會把當時黨員幹部中存在的

一些問題與共產黨一黨專政聯繫起來，並提出在毛澤束看來是資

產階級民主的要求（即有了「非忠誠反對」的傾向）而不能為毛

所容。毛澤東要「民主」而不能容忍自由的一面，加上黨外人士

意見中呈現出的「非忠誠反對」傾向，再加上其他國內外的原因，

促使毛澤東放棄了他的第一次毛式民主化試驗。雖然本書所討論

的民主的含義與毛澤東在50年代所嘗試的非程序性「大民主」

有著截然的不同，但是所面對的任務卻十分相似，即怎麼建立一

個穩定的主流價值觀，使得「忠誠反對」成馮可能；怎麼建立一

個自由的文化，使得不同的（特別是少數派的）聲音和利益得到

保護。

1蛄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反官僚玉義·反宗派主義和

反王觀王義」，整頓黨內風氣的整風運動」。在此期間，許多賞外知

識分子在共產黨的鼓勵下對政府提出了意見和建議。此後，毛澤束哭然

轉向，發起了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約有五卜五萬知識分子被

打成了右派，許多家庭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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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現代社會中，民主體制比起任何其他政治體制，都能更好

地解決國家的合法性以及統治者內部權力制衡這兩個關鍵問題，

民主同時還大大提高了一個國家的對外合法性，民主同時又是當

前世界的一個潮流。但是，民主選舉又伴隨著許多負面現象。如

果對這些現象認識不足，將有可能對像中國這樣一個開發中國家

的民主化進程，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巨大的災難。這一點必

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筆者對於競爭性選舉民主弱點的討論能

夠成立的話，那麼以下對於民主轉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許不至

於太荒誕。第一，在一個具有很強的非民主傳統並且民眾普遍素

質不太高的社會，為了避免民主選舉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衝

擊，民主轉型應自上而下地進行為好（除了上文已經閘述的一些

風險，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還容易形成一些具有實力的地方民選政

府利用民選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國家崩潰）

第二，現代民主體制必須一人一票（無論在精英眼裡民眾的

素質如何低下）。其他形式的「民主」既不能在國人眼裡獲得全

面的程序合法性，又不能為世界各國所認同。但是當一個國家地

廣人博、各地差別很大時，為了避免因潟民主化而導致各地利益

高度分化，避免政治精英在民主化敔動之初就受到利益分化的民

眾的直接壓力，避免民眾在民主化敔動之初就受到政治精英的直

接操縱，某種形式的問接民主的效果可能會好許多。

第三，在一個飛速發展，以及社會各階層的經濟利益和價值

認同高度分化的國家中搞民主，怎麼建立「忠誠反對」的政治文

化顯得尤為重要。一個可行的技巧是通過憲法規定民主選舉的非

意識形態規則，即候選人之間的競爭必須限制在政策和政策執行

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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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民主政體的其他設置也十分重要。兩黨制、多黨制還

是無黨制，總統制還是議會制，聯邦制還是單一制等等，不同的

初始制度設計會對民主化的演進乃至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有著

巨大影響。民主轉型和民主制度的穩固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我們切切不能因為對於民主體制的迷信而對民主化過程抱有過分

樂觀的態度，而應在充分的研究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相結

合的條件下，創建出一套適合中國的民主體制。

第五，在一個從來就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中進行民主改革，

肯定會困難重重。執政者必須審時度勢。他們既不能因為’降l白困

難而坐失良機，又不能掉以輕心而急躁冒進。他們既需要有彈壓

民主轉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極端勢力（不管是左派的還是右派

的）的決心和能力，又要有開放社會、鼓勵社會組織在法律框架

內的發展、緩解社會矛盾並將社會矛盾的表達和解決制度化的手

段。總之，他們必須有很強的現實政治厭，同時他們的行動必須

讓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六，一個平穩的民主轉型應該在社會矛盾比較分散的時

候進行。在社會危機和大眾抗議合力作用下而被迫推動的民主轉

型，往往會給人們以「太少，太晚」的厭覺，並有著國家在民主

運動的浪潮下節節敗退，進而垮臺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取而

代之的往往是具有理想主義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

因為缺乏現實戚和實際執政的經驗，而只能是過渡性人物，隨後

興起的將是從原政體中分裂出來的各類政客。這些政客很有可能

會在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所設置的民主框架下，盡情地利用轉型社

會中浮躁的人性和各種社會矛盾，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上面所討

論的競爭性民主選舉的各類弱點淋漓盡致地加以放人，為人民和

整個社會帶來災難，並大大地增加民主轉型的不確定性。我相信，

這是大多數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的目的並不是要推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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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政權。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威權政體下的領導人如果能夠

在社會嶺展較快、社會矛盾沒有聚積的情況下，率先進行民主轉

型，並通過民主手段率先取得執政權，將會給社會帶來許多好處。

但是，這結果是否會發生，鼓終取決於執政者的遠見、勇氣和

馬基雅維利（N , ccolo Mach , avell ,）式的政治手腕。問題是，很少

有政治家在較好的形勢下仍然有如此遠見，也很少有政治家能既

有先見性的理想，又有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乎腕，這的確是實行

平穩民主改革中的一f固陣論。

第七，也是最後一點，我們必須清楚民主轉型的目的是達到

一個較為現實可行的社會，而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同樣，中國

社會當前存在的多種矛盾也不可能全靠民主來解決。我的一個中

心原則是：讓民主來承擔它所特有的社會功能，而把民主不能承

擔的功能讓給其他制度來承擔。一個較為可行的制度不會娃一個

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一個以民主為主導的混合制度。關於這一點，

美國建國初期幾代的政治家是很清楚的。這就是認什麼他們在民

卞體制之外，還非常有眼光地設立了注官終身制，以及後來的公

務員考核制等等制度的原因。但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美國的

這些制度建設還是不夠的。對於這一點，限於篇幅，筆者在此不

想展開討論。簡單地說，民選｝臨來的政府和議會能處理的問題有

限，每個政府都會碰到大童特例性事務和大童需要專業知識才能

處理的工作。民選出來的政府領導人和議會根本就沒有時問，也

沒有必要的知識和靈活性來處理這些事務。根據西方社會的政治

實踐，瑞典政治學家羅斯坦（Bo Rothsteln）指離｝，在很多情況下，

科層制、專家制、利益集團制、類市場制和抽籤制等非民主制度

都比民主制度更有效（2009）。在民主體制的主導下，充分發揮

這些組織制度的作用，將大大提高民主社會的績效。

一般來說，在處理大量政府H常性事務時，以法律和行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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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為行事依據的科層制會比較有效。但是科層制度缺乏靈活性。

專家制、利益集團制、類市場制和抽籤制都是對科層制缺乏靈活

性的補充。當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影響到某些群體利益時，國家在

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過程中，給予這些群體的合法代表一定

的影響力，這就是所謂的利益集團制；所謂的類市場制，就是國

家用公共資金在「市場」上「購買」一些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民問

組織的服務。一般來說，當一個領域有著較為清楚的、以證據為

基礎的專業知識時（如醫療衛生領域），專家決策制就會比較有

效。但是當一個領域不存在公認的、以證據為基礎的專業知識，

而其日常應對措施又需要很大的靈活性時（如勞工政策），那麼

利益集團制就會比較有效。當一個領域內部事務的處理需要很大

的靈活性，但該領域的特徵卻不容易形成有權威的專家和清晰的

利益集團時（如公共教育），類市場制就會比較有效。最後，當

一個領域既不能形成專業人員和利益集團，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識

時（如父母離婚後小孩的監護權），那麼抽籤制也是一個可行的

方法。必須強調的是，任何制度的運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礎。簡單

地講，科層的規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須嚴格分明，專家的職業道

德必須有制度的監測和保證，利益集團代表的產生必須在有關群

體內具有合法性，類市場制下民問組織對於政府訂單的競爭必須

公正，抽籤的過程必須透明。總之，與選舉民主一樣，這些制度

的最終合法性在於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上述專家制、利益集團制、類市場制和抽籤制等制度形態都

是非民主的。它們的存在限制了選舉民主的範圍，如果沒有競爭

性選舉民主作為支撐，這些制度本身的績效是不能為國家提供穩

定合法性的，這些制度絕不能代替選舉民主。反之，在一個已經

具有選舉民主的社會中，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會限制民主的

黑暗面，並且因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強民主社會的績效合法性。



092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必須說明，像民主體制一樣，以上所討論的五個主要非民主制度，

每一個都有自身的弱點；一個有生命力的國家，必須是一個能夠

自覺運用多種制度來取得執政績效的國家，一個能夠在遇到問題

後有能力改變制度配置的國家，一個能夠運用選舉民主作為政府

執政根本合法性基礎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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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當走激進道路還是保守道路才能成功走向現代化？這

是一個19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反復爭辯的問題。上世紀80

年代末，這場爭論以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再次展

開。八九學運後不少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一些新權威主義知識分

子流亡到了西方，這場爭論戛然而止。’八九後的幾年，大量知識

分子，甚至包括那些曾經鼓吹新權威主義理論的人，對中國政府

失去J’信心。新權威主義理論也因此受到了廣泛的批判。2

我想指出，一個後開嶺國家的經濟發展成功與否並不取決於

該國家的政體形式（即民主政體還是威權政體），而是取決於該

國的政府是否有自主性（state autonomy)，並且這自主性是否能

受到某種力量的有效約束。與蔣經國時期的臺灣一樣，當今的中

國大陸也會有一個成功的經濟發展。因為當年的臺灣和今天的大

陸有兩個共性：一是臺灣和人陸的政府都有很人的自主性，二是

績效是他們政權最為重要的合法性基礎，或者說當年的臺灣和當

今的大陸政府都必須通過政績，且都有能力來通過良好的政績來

維繫政權。筆者把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政權稱之為防禦性威權政權

(defens . ve author , tarian regime)，簡稱防禦性政權。

一場追求偏執的論戰

（一）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

80年代出現的新權威主義是晚清、民國以來保守主義的一

個新的化身。應該說，晚清和民國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

多多少少都帶有保守傾向。但是，西方特別是日本的軍事和經濟

Rosen and Zou(]99D對這場論戰有一個詳細的總結·
本章原來的目標對象是了解中國80年代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大辯論的
讀者，因此對發展型國家與經濟發展的文獻冗全沒有涉及。本書「一章
對這方面的文獻會有專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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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加上中國傳統勢力強人和改革的艱難，把具有自由主義傾

向的知識分子或推向邊緣，或推向保守（即馮f追求能與帝國主

義抗衡的強國家〔strong statc〕而犧牲白由）。比夕11嚴復，他一

方面有系統地向中國介紹─8、19世紀的英國政治思想，特別是

白山主義思想·另方面卻反對共和·支持開明專制，夢想中國

能出現馬基雅維利式的強人（schwartz 1964 T . llman 1990）·這

一傾向在梁敔超身卜表現得更馮充分。對於梁歐超來說，一個政

府即使剝奪人民的部分甚至全部白由，但只要能成功地擔負起國

家防禦的責任，它就仍然是個好政府（Hua鰓1 972 : 84一〕1])

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在1894年清朝被日本戰敗後開始了不斷激

進的歷程。先是白日維新，後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再是共產

黨革命和文革，保守主義在這激進過程中不斷走向邊緣（zhao

2001 : chZ)

保守主義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以新權威主義的形式回潮。

提倡新權威主義的學者有二個關鍵論點：第一，中國不能再發生

革命了，因為一場新的革命勢必會在社會上攪起新一波的極端浪

潮，並再次阻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二，改革開放所而對的是

巨大的阻力和大量的難題。這些阻力和難題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

的國家才能解決。第付，巾國的經濟現代化，乃至於最終的政治

民主化的關鍵·在於建立法治和市場經濟，而不是百接民主化。

這場改革必須有致力於現代化的強國家的領導才能成功，並且改

革所需要的穩定環境也只有一個強國家才能維繫（劉軍、李林

1989；吳稼祥1989)

新權威主義理論與晚清的保守主義顯然有定的傳承關係。

但是，新權威主義畢竟是20世紀80年代的產物。新權威主義學

者會用亨廷頓的現代化中斷理論（breakdown of modernlzat . on)

來論證白己的論點（Huntln誹on 196幼。他們也會用東亞「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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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經濟成功的例子來論證威權政體和強人政治在經濟發展中的

重要性，並且強調這條路徑在長遠來看會有助於民主化。當然，

他們的論證也顯示了他們在理論和經驗上的無知。二戰後許多後

開發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強人政治，但是為什麼只有束

亞「四小龍」的經濟有成功的發展？新權威主義者顯然忽視了這

類問題。

（二）自由主義傳統

改革開放後產生的新權威主義者與早先的保守主義者有較人

的相似，但是改革開放中產生的新一代自由主義者與晚清、民國

時期的自由主義者有著很大的不同。晚清、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

者大多數都是功能主義者（比如胡適），而80年代的白由主義

者其思維卻帶著很人的馬列主義的痕跡─雖然他們已經不再相

信馬列主義。這些「自由主義者」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員，在年輕

時都曾經真誠地信仰過馬列主義，甚至積極投身於文革。在80

年代，他們之中有不少人還在政府裡有著一定級別的職位。是文

革的災難，再加上文革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才使得他們對馬列

主義感到失望，對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國家權力產生f很大的警

惕。馬列主義的痕跡在8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上有如下

的表現。

第一，他們大多數仍然是理想主義者和思維簡單的實證主義

者。他們會認為只要有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就沒有什麼解

決不了的問題（Yan 1992 : 21幻。他們也會認為·民主如同自然

科學規律一樣，是不受社會和政治條件限制的，是放之四海而皆

準的（Fang 1 990 : 2 19）。第二，他們身上有著很深的精英主義痕

跡和很強的「喚醒大眾」的欲望，認為只有在大眾覺醒的情況下，

社會才能真正「進步」。這兒我們能看到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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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的影響。80年代末出現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和「球籍

討論」“就是這類思想的一個體現。第三，馬克思（Karl Marx)

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問

和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的機械論述，仍然對他們有著

很深的影響。他們因此強調沒有政治民主化就不會有成功的經

濟。5第四，雖然他們已經不再相信馬列主義，他們卻繼承了馬

列主義者對於總體性的理論的追求。80年代的知識分子沉迷於控

制論、系統論等早在60年代就被波古斯羅（Robert Boguslaw)

批判過的各種「新烏托邦」思想（Boguslaw 1965）。在實證主義

和烏托邦精神的戚召下，他們迷信於各種在科學指導下的頂層設

計，對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思想嗤之以鼻，而對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則崇拜得五體投地，因為戈巴契夫在數動

前蘇聯的改革之前曾想精心設計一幅改革的宏圖。他們甚至把中

國在80年代末發生的經濟危機歸罪於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

的改革思路，抱怨中國改革沒有系統的理論支持，政策前後不一

（陳一諮1990 : 71)

當時知識界的一個風雲人物金觀濤（Jin 199方1628）曾經盛讚《汀殤》，
認為《河場》以通俗易釐的方式把一些艱澀的理論問題解釋給大眾，貢
獻巨大。他稱讚《河殤》，並不從僅是因為《河場》探用了他個人的許
多觀點來解繹中國的歷史，而是相信先進思想只有為大眾所知，才能夠
產生改造社會的力量和動力」。他在文中熱情洋溢地說：中國人民

對這些思想的需要，就像車鬍因的黃土地需要甘霖那樣。」金的言論頗反
映了80年代自由王義知識分子的精英王義精神和喚醒大眾的強較欲望。
毛澤束曾說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對世界文明做出更多的貢獻，
否則就會喪失球籍。借用毛澤束的說法，1988年2月15日上海的《世界
經濟導報》醫表了一篇主標題為〈本世紀的最後一個龍年：中國最緊迫
的問題仍然是「球籍」問題〉的文章，該文章的ta . J標題為〈警告；中國
與發達國家、甚至一些替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仍在拉大〉。《世界經濟
拳報》在當年度發表了卜五篇以上的相關又章，其他中文報紙包括臺
灣和香港的部分媒體，也紛紛加入了這場討論，引發了所謂的中國「球
籍」危機大討論。
方勵疋（Fang 1990 : 151）託說過：沒有全方位的改革，經濟改革是不
會成功的。因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王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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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新權威主義理論在80年代剛一出籠就遭到了自由

主義知識分子的批判。雖然自由主義者對新權威主義的批判是從

意識形態出發，但是新權威主義理論確實存在著以卜兩f同問題：

從經驗上來說，新權威主義者不能回答為什麼在那麼多威權國家

中只有開洲「四小龍」發展了起來；從理論上來說，新權威主義

者不能回答為什麼一個政治強人一定會運用手中的權力來認真地

推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濫用權力。

（三）對新權威主義和自由主義論點的進一步分析

新權威主義者對於國家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當他們強

調政治強人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時，他們顯然沒有想到威權國家

(author , tarlan state）和寡頭國家（autocrat . c state）的區別，以及

不同威權國家之間的區別。束亞「四小龍」經濟的成功發展顯示

f民主政體並不是後開發國家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但是至今為

lf沒有一個寡頭國家有著成功經濟發展的經歷。相反，經濟發展

和現代化往往會在寡頭國家誘導革命（McDan . el 19881。。l)

在新權威主義者的筆下，強國家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有時好像

就等於一個強人。但是在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學者們正在深入

探討國家能力（Haggard and Kaurman 1992 ; Ikcnbc叮1986）、威

權國家類型（Evans 1991）·以及國家的滲透’l生權力（, nfrastructural

power）和任意性權力（despot , c power)(Mann 1956)

一口從滲透性和任意性這兩個維度來分析國家權力的詁，新

權威主義者的強國家／弱國家分類就失去了意義。威權國家的首

腦也許有很人的任意性權力，但始他並不見得有能力把國家的權

力有效地深人基層社會，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天高皇帝遠」。相

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連對試圖刺殺他的罪犯也沒

有直接處置的權力，但是美國政府在法律、稅收等方面向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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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能力，絕對不會亞於巔峰時期的前蘇聯和納粹德國。顯然，

當前中國並不需要一個手中握有很大的任意性權力的政治強人，

而是需要加強向社會的滲透和協調能力，而加強國家滲透權力的

核心則是民眾出自於內心的酊合·“

必須指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指出

一條可行之路。與自由主義者從觀念出發的論點相反，這世界上

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施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民主政治的開

發中國家，在經濟上成功步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的案例。從一定程

度上來說，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錯誤反而給了新權威主義思潮一

定的生命力。

一個後開發國家在發展本國經濟時得面對許多早先發展的歐

美國家不需要面對的困難。後開發國家必須首先要有成功民族建

構和現代國家建構，必須能夠打破傳統的反市場的制度和文化，

必須要建立現代教育體系以提高國民的國家認同和素質，必須在

堅持市場經濟的同時還有能力抵禦外貿和外資帶來的負面影響，

必須能抓住有可能瞬時即失的、有利的國家政治和經濟環境。這

些條件的實現都離不開一個積極的和有能力的國家。如果說在工

業資本主義的原初形成和發展中，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國家的影

子（Polanyi 1944)，那麼後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更離不開國家

的主導（Gershenkron 1952)

曼巴（M■chael Mann）將國家權力分為任意性權力和滲透性權力。任意

陸權力指的是國家精英集團能在多大程度上根據自己意志行事的權力；

滲透性權力指的是國家權力深入社會的能力（1980。曼巴在定義國家

滲透性權力的時候弦調道路、統一貨幣，以及又通對國家滲透能力的重

要陸（我稱夜為滲透權力硬體）。根據這種足義，曼巴預測現代威權政

體具有高度穩定陸，因為曆同時擁有很號的任意性權力和滲丑參陸權力。

然而，曼恩顯然忽略了人民是否順意和國家主動合作這一問題（我稱疋

為滲透權力軟體）。軟體性滲透權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七取決於該國

家政權的合知隨篡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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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角度看，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

會和成熟的市場經濟作為依託，該國家就會由反市場的傳統統治

階級所控制，甚至會像印度一樣，國家在管理和協調複雜的族群、

宗教和種姓矛盾中失去了自主性（Bardhan 1954 ; Moore 1966)

拉丁美洲的歷史也顯示，不成熟的民主會削弱國家能力和鼓勵民

粹主義，並且導致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隨著國際風潮毫無阻力地

左右搖擺（Laillbert 1967）。這一波由美國主導的「第三次民主

浪潮」絕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相反，我們將會看到低效民主國

家的數量在國際社會中大量增加（Gills and Rocamora 1992）·面

對美國和國家貨幣基金組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這些國家

將越來越失去自主性，並形成對已開發國家的嚴重依賴。在民主

浪潮過去後（Huntington 1991)，大多數的低效民主國家又會往

威權國家方向轉變。威權國家垮臺後，穩固的民主只是政治發展

多種可能中的其中一種（Przeworsk . 1 991 : 51)

相反，這世界上卻有威權國家和地區經濟成功發展的先例，

比如南韓和臺灣。7有學者指出，南韓和臺灣的經濟之所以能發展

起來，就在於這些國家有能力對新生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採取各種

保護手段，使之走向成熟（Amsden 1986）。問題是，為什麼南

韓和臺灣的經濟能在威權政權的保護和控制下得到成功發展，但

是大多數其他後開發國家中相似的經濟保護策略·所帶來的只是

經濟低效和政治腐敗？

臺灣和大陸的經濟今展策略非常相似；先是進口替代然後是出口乎向

再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換。兩個政權在整個過程中

所用的手段也很相似，即通過「錯誤定價．(get Prlce wrong）來保護新

興產業。這些都不新鮮。與其他大量的後關發國家不同的是，臺灣和大

陸政權有著高度的自必隨，避免了保護政策造就一個不可動搖的利益集

團。臺灣和大陸的經濟保護政策可以被看作是‘護送」（escort)，即把

尚不能在國際上形成競爭力的產業通過保護護送一段路，並隨箸這些產

業的競爭性提鳥，保護逐漸減弱，直至該產業在國際下場上形成競爭力。

可以說，兩地的全業在受到保護的同時，還朝著政府設想的方向在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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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權威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論點其實還都有自己的道理，

但是我們同時也完全沒有可能從他們的理論出發，來探討當前中

國經濟的問題和潛力。為什麼最近十年中國經濟在總體上有不錯

的表現？中國幾乎所有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異見人士在八九學運

後都預測經濟改革將終結·並且中國政權將迅速垮臺。但是事實

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沒有停止，還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

有J’大規模的深化。為什麼？這就是筆者在下一節所要探討的問

題。

防禦政體和經濟嶺展

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兩個因為觀念先行而產生的理論困境：

首先，後開發國家的經濟成功發展必須由一個具有很強的自主性

的國家來主導，可是一旦一個國家具有很強的自主性的話，這國

家的統治精英就非常可能會濫用手中的權力。第二，一個有意義

的民主體制必須要有自由主義文化、健全的公民社會和較小的社

會問題等條件的支持（第三章），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開

發中國家都不具備這些條件。因此，如果從觀念出發和靜態的角

度看問題的話，我們勢必會對像中國這樣的後開發國家的經濟發

展和民主化，都產生托克維爾式的悲觀。“

筆者認為，一個威權國家是有可能主導一個成功的經濟發

展的。但是這兒必須有個條件，這國家政權必須具備有限自主性

─那就是這一政權在面對各種國內外壓力時，仍有著很強的政

策自主性和政策的貫徹能力，但是這一政權的精英在強大的壓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托克維爾強調雖然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
民玉自由，但是革命後的法國卻很難實現這一日的，因為傳統妒糾國社會
中國王和貴族疋問的權力制衛─一個實現成熟民王的法本條件─已
經在路易廾四（Lou . s xlv）的集權過程中被摧毀（黝cquev . lle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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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用這一能力來推動經濟發展以圖存

(zhao and Hall 1994）。筆者進而把這類政權中最馮顯著的一類

稱之為防禦性政權。防禦性政權必須具備兩個特徵：一是績效合

法性是這些政權巖重要的執政基礎·二是這些政權在壓力下有能

力為社會提供各種公共物，包括經濟發展。臺灣和南韓都曾經是

防禦性政權，今天的人陸政權也─d樣是一個防禦性政權。

以卜我會把過去的臺灣和今天的大陸作為案例，來進一步分

析為什麼這兩個政權都始防禦性政權，為什麼防禦性政權有利於

經濟發展。我會從三個方面切人：這兩個政權的歷史共性·面殤

的壓力和壓力下的自主性。

(）歷史共性

與其他的後開發國家相比，臺灣和大陸政權共亨著四個歷史

遺產：強國家傳統、發達的科層制、前現代的文化整合，以及非

契約性的社會契約。這些條件給出了一們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礎，

個有利於防禦性政權形成的必要條件。

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關係比其他後開盤國家要來得緊密得多。

長達幾下年的強國家傳統給了民眾對國家權力一個較高的認口I

度。一個與口語發音無關的書寫文字，加上宋代以來科舉制的擴

展，人人便利f古代社會中同一的精英認同戚的形成，以及國家

權力向社會的滲透。強國家傳統、統一的書寫文字和精英認同感

給了中華文明發展一條特殊路徑─同化發展，即帝國核心地帶

逐漸擴大，並艮帝國核心地帶的文化在逐漸整合（zhao 2015)

這給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一個很好的基礎。分裂運動和族群戰爭

是阻礙人多數後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這對於

中國來說不是最九主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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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以上條件給了中國政權較高的自主性的話，那麼西周

以來形成的「天命」觀和儒學的「正名」思想，則加強f績效合

法性在中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和限制了國家的權力。天命觀直接把

績效與國家合法性加以聯繫（見第二章），正名思想加強了權力

和責任的匹酌。這些非契約性的社會契約減低了國家權力的任意

性，限制了國家的權力。

（二）面臨的壓力：限制國家權力的當代條件，

筆者對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新權威主義的批判很有同戚。

經歷過文革和毛澤東時代暴政的知識分子，很難對國家權力不抱

有很高的警惕，並把新權威主義看作是「危險的選擇」。’“面對

西方和口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晚清以來中國一代代的知識分子不

斷為在中國國土上建立能抵禦列強欺凌的強國家而奮鬥。共產黨

奪取天下後，中國知識分子為新政權的鞏固和發展做出f重要貢

獻。他們加入了「革命」陣營並為政權訓練了大量的幹部，他們

通過小說、電影、音樂來樞歌革命政權，他們甚至對共產黨對自

己的迫害表示理解，直到造成了文革這樣的災難才有醒悟和懺

悔，並成f國家權力面前的驚弓之鳥。”

但是，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把個人的悲劇性體驗放到一個大背

景下去思考。他們不清楚毛澤束時代的暴政既不是中國歷史的常

態，也不是威權國家的必然，而是中國一代代知識分子在西方和

以「的論點可以看作是對那些從黨內派系角度來分析中國大陸政策走向

的理論的批評·施拉姆在若干年前就指出（Schram 198股189)：「從政

治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改革在總體上已經是沒有回頭路了。即使是陳

雲和他的支持者不管他們在1984年10月（中共決定全面雅行經濟改革）

之前是怎麼想的，我很嚷疑他們會真王想回歸到”年代的經濟政策，或

者說一個根據時代變化修改後的50年代的經濟政策。」

，。榮劍·孫緙（198 ,）·

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躍怕另外一場文革到來的情緒，從巴金的萬行中得

到很好的體現。見巴金（19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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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主義壓力下追求強國夢而導致的惡果，是在極端意識形

態指導下的暴力革命的邏輯發展：革命造就f克里斯瑪領袖毛澤

東，摧毀了傳統精英的勢力，樹立了以城市工人為核心的支持群

體，並且圓了理想主義色彩很濃的知識分子的「強國夢」。革命

給予了毛澤束和新生共產黨政權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不受約束的權力，這就是中國嶺生人饑荒和文革這樣災難背後的

原因。換句話說，除非中國再發生一次暴力革命，毛澤東和文革

很難在中國再現。

與大陸政權相似，民主化以前的臺灣政權面臨著空前的壓

力。臺灣最大的壓力當然是來自大陸。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

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們失去了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動員

起來的中國農民的支持。為了生存，也夢想有一天能「反攻人

陸」，國民黨不得不進行改革，包括黨組織結構改革、土地改革

和通過進口替代政策促進臺灣的經濟發展（Cheng 1961 Dlckson

1993）。國民黨政權的另外一個主要壓力來自美國。美國為臺灣

提供了軍事保護和巨額經濟援助。這也是臺灣早期經濟能發展起

來的原因之一。‘2但是，對美國的高度依賴同時也限制了國民黨

政權的政策選擇。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臺灣經濟政策從進口替代

到出口導向的轉變。為了促使臺灣朝著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

方向發展，美國對臺灣施加了各種壓力，甚至包括用停止經濟援

助相威脅。臺灣經濟正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從進口替代逐步轉變到

出口導向（Haggard 1991）·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般會把後開

發國家的經濟失敗，歸因於這些國家的進口替代政策。其實，進

口替代在後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是有過正面作用的，並

且在出口導向時代，臺灣經濟的持續發展也離不開進口替代時代

在1952至1960年之問，外責占了臺灣總責本形成的40%(Haggard
1991)，這還不包括軍夢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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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的基礎（Clark 198久Fvans 1987）。任何經濟政策在施行了

一段時問後都會產生問題。一個國家經濟成功的關鍵往往不在於

某一具體的政策，而是在於該政策出了問題後，國家是否有自主

性和能力進行成功的改弦更張。

與當年的臺灣相比，今天中國大陸面臨的壓力可能更多。這

壓力首先來自亞洲「四小龍」，特別是臺灣和香港。如果說50

年代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受到了大陸共產黨政權的巨大壓力，這一

切到了80年代就反了過來。改革開放後，人量臺灣、香港居民

到大陸旅遊。’380年代初，臺灣、香港兩地民眾的富足在大陸城

市群體中幾乎家喻戶曉。這一知識大大增強了大陸民眾的不滿，

促發了80年代大陸發生信仰危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權

的合法性基礎崩潰了。為了政權穩固，同時也是為了能拉近與香

港和臺灣的距離，當前人陸政府除了採取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之

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大陸政權也面臨著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壓力。前蘇聯計劃經

濟模式的失敗和西方世界持續的經濟發展打破了美蘇之問的戰略

平衡·隨著美國軍事和經濟力量在全世界的勝出，卡特（Jimmy

Carter）和雷根先後放棄了旨在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與右派威權

國家的聯盟策略。70年代後，不但一些右派國家因為失去了美國

的支持而發生了革命，美國的這一政策轉變進一步促發了世界上

的民主化浪潮，導致了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垮臺。80年代中

國的「民主」運動雖然有其內部原因，但是也同樣是全世界民主

浪潮的一部分。雖然中國在八九後避免了一場政權崩潰（reglm。

collapse)，但是中國顯然不能挑戰世界潮流。面對這國際形勢，

1978年就有一百五計六萬香港和澳門居民訪問了大陸。這個數目在1982

和1983年上升到了七百一「萬和八百四十六萬。在1987至19開年之間，

超過五干萬全灣居民訪問了大陸。見cheng(199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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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除了經濟改革外，幾乎無路可走。

中國大陸所面臨的第三方面的壓力，來自海外華人和異見人

士。中國的改革離不開近六千萬海外華人在資金、技術和市場經

驗方面的支持。僅香港在內地的投資就占了大陸近四百億美元外

資的三分之二。港資公司在廣東一省就雇了近三百萬工人，成了

廣東經濟發展的引擎（Pomfret 1992）。大陸經濟特區的經濟飛

速發展背後的動力·就是海外華人的投資。經濟發展還需要大量

的科技人才，但是在1978至1989年期間出國的九十萬留學生，

回國的人數卻低於5%（李鐵映1 990）。怎麼吸引海外人才回流

是大陸政府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海外異見人士是一個不大的

群體，但是他們在華人群體中享有廣泛同晴，並且對美國國會有

一定的遊說能力。這一群體的存在也給了人陸政權一定的壓力。

總之，海外華人也是影響人陸政府政策形成和發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

大陸政府所面臨的第四個方面的壓力·來自國內的知識分子

和人學生群體。改革開放以來，人陸知識分子對外部世界越來越

f解。加上來自東亞「四小龍」的示範效應，大陸知識分子和學

生對現實有普遍的不滿。再加上對文革痛苦的記憶和世界上民主

浪潮的影響，大陸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扶性不斷在衰弱，知識分子

和學生對政權的態度也越來越趨於負面·’4這給了當局很大的壓

力。意識形態合法性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的衰落，從我對八九學

例如北京學生對以下兩個說法的餐同比例在1986年疋後大犬增加；(1)

「中國如果實行資本王義，將會發展得更臾」；(2）「我對當前的玫革

不抱希望．（資料來源：王殿卿等1990):

1986 1987 1988

(%) (%) (%)

同意（l) 168 287 343

同意（2) 232 517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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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在回答「八九學運之前，你對四項基

本原則持什麼看法？」這一問題時，六十位被採訪者中有二十一

人（35%）表示堅決反對，有九人（15%）表示完全接受，剩下

的一半在表示接受的同時還附加了不同的保留意見。在這些持保

留態度者之問，大部分的人接受這些原則並不是因為他們確實贊

同這些原則，而是出於一些實用方面的考慮。’s這就是說到了80

年代末期，只有為數甚少的學生和青年老師完全接受國家意識形

態的合法性。總之，即便大多數大陸學生和知識分子在80年代

接受了威權政權，他們接受的原因與劉賓雁、方勵之這一代有著

根本的不同。對於80年代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來說，一旦他們認

為國家的走向發生了嚴重偏差，他們就可能會站出來反對。這就

是為什麼在我的研究中，此類被訪者大部分都積極參與了八九學

運。

大陸政權所面臨的最後一個方面的壓力，來自工人和農民群

體。大陸至今尚沒有組織化的工人運動，也沒有盛行於拉丁美洲

的民粹主義運動。但是，大陸已經不再有克里斯瑪領袖，大陸政

府對工人、農民的意識形態灌輸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在減弱。以經

濟實惠換取工人、農民對政權的接受是當局唯一可行的策略，否

則，如八九學運期間所顯示的，面對通貨膨脹和官員腐敗，北京

四項眾本原則分別是：堅持社會王義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

持馬列主義毛澤束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在持保留態度的被訪者所提供的答梁中，「面兩個回答是有代表性的：

(1）「我的憑本看去是我們國家應當盡可能地保持穩定。穩定對經躋

香展確實有好處。國家要香展，這才是最關鍵的。這個原則也好，

那個原則也好，都只是次要問題。（第巧號被採訪人）

（幼我不贊同四項篡本原則，但我認為這只是個形式。四項篡本原則

的內容是可以發展和調整的，這一點許多人都明白只要改革能

取得貧質性的進展說行了。」（第68號被探訪人）

在這兩個案例中，被訪者接受四項篡本原則並不是因為他們確實對這些

原則有信仰，而是因為他們感到只要國家能夠保持穩定並告著政革開放

的方向香展，這些原則就不會令他們感到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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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就會把自己的切身利益與學生的理想主義口號掛鉤，對學運

的發展推波助斕。

（三）壓力卜的自主性

壓力對於一個威權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但是僅僅壓

力是不夠的。一個缺乏自主性和能力的政權只會被壓垮而不會有

所作為。這就需要有一個同質性較大的統治精英群體，這一群

體不但能頂住壓力，而且能運用他們掌握的白主性權力，通過

促進經濟發展而圖存。必須說明，人多數威權國家並沒有這種

能力。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國家。自19世紀初以來，

或者在民粹主義的推動下，或者在國際流行意識形態的推動下，

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只能在低品質民主和軍事獨裁之間左右搖

擺（Skidmore and Smlth 1984）。就臺灣和人陸來說，除了已經

討論過的那些有助於加強兩岸政權國家能力和自主性的歷史共性

外，以下三個條件的存在非常關鍵：一個堅持認為自己統治具有

合法性的統治精英群體、巨大的抗壓能力，和信奉理性意識形態。

雖然國民黨政權在人陸遭到慘敗，他們跑到臺灣後仍然掌

握著五十萬以上裝備著現代武器的軍隊。在最初幾年，大陸軍事

進攻的可能性給了臺灣很大的壓力，但是這一壓力隨著韓戰的爆

發、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就大大減小了。但是，大

陸政權作為一個在軍事上更為強大的敵人，對國民黨政權始終有

著很大的壓力。在壓力下圖存，並期望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陸」，

國民黨不得不施行了一系列包括土地改革的新政策。國民黨在大

陸時也試圖進行過土地改革，但是沒有顯著成效，原因是國民黨

與大陸傳統精英的關係太深，任何觸動傳統精英利益的改革都會

受阻（Gold 1986）。但是，國民黨作為一個外來政權，與臺灣

本地的精英並沒有很深的關係，這給了土地改革一個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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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son 1993 : 63一64）。在人陸的軍事失敗也意想不到地幫助

f國民黨內精英的整合‘在大陸時國民黨派系林立，且不少派系

大佬掌握著軍隊，但是到了臺灣後，除了蔣介石外，國民黨內其

他的大佬均失去了自己的軍隊，而願意跟著蔣介石留在臺灣的國

民黨精英大多數都對蔣有較高的忠誠度。

美國自5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

給臺灣施加著壓力。但是，臺灣在冷戰中的重要位置，使得美國

對蔣介石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和進口替代經濟政策，都採取了容

忍的態度。國民黨的自主性使得理性決策成為可能，使得國民黨

能夠把新興的本地企業通過保護逐漸地「護送」到世界市場，而

不是一步到位地採取白由主義經濟政策，把本地企業一下子扔到

競爭激烈的世界市場。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是三民主義。這一主張融匯非極端的

民族主義、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一體，並目沒有對中國發展道

路指出唯一的方向。三民主義的實用主義性質，使它與理性決策

精神有很人的包容，對臺灣經濟發展有好處。

與臺灣相似，改革開放後的大陸政權也有很大的抗壓能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國政府的抗壓能力居然是來自它在過

去所犯的錯誤的嚴重性。毛澤束按自己的極左邏輯把前蘇聯在

50、60年代的改革認定為修正主義，把中共當政後出現的一些幹

部專權腐敗等現象認定為黨內的階級鬥爭。在這些教條思想的主

導卜，毛澤東對「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發起了文革。十年

文革把中國引向武鬥、內戰和動亂。在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

的同時，大陸經濟卻因為文革而停滯不前，直至1978年改革開

放。在文革的陰影和東亞經濟起飛的壓力下，共產黨政權在矩短

的三十來年，就從一個高度受歡迎的革命政權·跌落成為一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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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靠著績效才能延續的防禦性政權，這一轉變如此之決，以至於

大量像鄧小平、陳雲這樣20年代就參加共產黨的老革命家，在

80年代都還健在，並目還掌握著實權。這一群體中的大多數都在

文革中深受苦難，並且深知中國的問題和改革的必要。但是這一

群體同樣也對他們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共產革命有著高度的忠誠

（第八章）。這個群體的存在，使中國逃離了東歐蘇聯式的信仰

崩潰和垮臺（Chirot 1991）。但是面對國內危機和外部壓力，除

了改革大陸當局也別無選擇。這就是1992年大陸掀起了一場更

為深刻的市場經濟改革背後的原因。共產黨內的高層政治精英在

這一點上的立場其實是很統一的。

文革對於大陸改革意想不到的「正面」意義不僅僅限於以上

方面。文革加速了中共政權的危機，使得當人陸必須進行改革時，

中共政權仍然保留著不少革命政權的特徵，特別是對社會強人的

滲透能力。這一點非常有助於改革政策的推行。文革還打破了原

有的政治精英結構：文革結束後堅持極左路線的幹部遭到了清洗，

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的老幹部失去了原有的權力人脈。與前蘇聯

相比，中國改革面臨的阻力要小得多。’“最後，十年文革使得人

陸民眾普遍對激進主義產生反厭。大陸當局強調政治穩定的詁語

在民眾中有一定的共鳴。

法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勒龐（Gustave Le Bon）曾經有過這樣

的預測：社會主義將會是壽命最短的宗教，因為它所做的許諾不

可能實現，但是卻又太具體（1979 : 105一146）。我們可以從一個

正面的角度來解讀這一說法，那就是改革開放在一個信奉理性意

例如，在1978年中共中央委員會第十一屆全會所選出的兩百零一位中央

委員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文革中受到清洗後復出的老榦部（Nathan 198仕

6）。但是，這些老幹部的權力關係網絡都受到嚴重損傷，使得鄧小平在

畿年後就能很容易地迫使他們接受體面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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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的國家更容易推行。自50年代起，共產主義陣營內部一

波又一波的改革可以說是在論證我的這一論點。國家社會主義被

認定為是一個更好的政治模式，只是因為它同時許諾了平等和繁

榮。束歐共產黨政權在幾年內迅速垮臺這一事實告訴我們，一旦

這一許諾被認為是虛假的，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可能就會拋棄這

一模式。人陸政權逃過了這一劫，但這只是因為人量的老一輩革

命家在80年代末仍然在世。即使如此，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理性

意識形態仍然有利於改革，因為這些經過文革的老人非常清楚地

知道，中國的現狀與他們發動革命時對未來的期望相去太遠。他

們因此不得不通過提高經濟發展水準和經濟效益來「挽救革命」，

而他們手上還能採用的策略竟然與經濟自由主義所提倡的策略相

去不遠。

結語

這一章剖析了當今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面對的理論困境：成

功的經濟發展需要有一個白主性很強的國家來引領·但是誰又能

保證這一國家不濫用手中的權力？完善的民主體制能有效地約束

國家權力，但是誰又能保證民主政治不削弱國家自主性，並且在

中國現有的條件下能實現完善的民主政治？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

維模式下，在毛澤東時代受盡國家權力苦難的中國知識分子，大

部分從國家權力崇拜者轉向成為民主崇拜者。可是，最近的新權

威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論戰清楚地告訴f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仍然

保持著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本章為走出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做了努力。筆者試圖論

證，在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情況下，一個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後

發展威權國家，是可能領導一場成功的經濟發展的：(l）這一

國家有頂住民粹壓力和有效的政策貫徹能力；(2）這一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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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受到了非民主性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力量有效約束，使

得這國家在沒有民主監督的情況下也不能為所欲為。本章強調這

類國家中很重要的一類就是防禦性政權。過去的臺灣獲得了成功

的經濟發展，今天的大陸經濟也正在起濺，因為兩地都是在防禦

性政權的統治下。一個防禦性政權是否有可能在經濟成功發展的

同時不斷加強威權統治？筆者認為，只要這一國家施行的是市場

經濟，這一可能就不大。達爾（Robert Dahl）和李普賽特都有過

相似的論斷（oahl 1971 ; Llpset 1981)，臺灣和南韓的發展也證

明了這一點。

即使在一個威權國家的統治下，一個有了初步發展的市場經

濟已經給中國帶來了更大的白由度和政治容忍度。1992至1993

年間，我在對八九學運的研究中採訪了七十位八九期間在北京

的人陸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加拿人，為了採訪四十個人我找了

四十五個人，因為有33％的人拒絕了採訪。但是在北京，為了探

訪四十個人我僅僅找了四十二個人，或者說僅有5％的人拒絕了

採訪。兩地採訪的學生和教師在政治觀點上和1989年時的表現

並沒有明顯區別，並且他們拒絕被採訪的理由也相似：害怕接受

採訪會給他（她）本人或者在大陸的家庭帶來政治上的不利。兩

地拒絕率的巨大差別，可能說明了在加拿大的大陸學生和教師，

對中國大陸的想像還停留在八九學運被鎮壓期問·也可能說明了

片面的西方媒體和華人反共報刊雜誌，對加拿人的人陸學生和教

師的觀念形成有較大的影響，但是這差別不正也表明f中國在市

場改革的同時也正在走向自由？' 7

在本章寫成的90年代初，下場經濟改革會導致自由的觀點是不受質疑

的。但是在今天，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是下場經鋒改革並沒有給中國帶

來自由，相反，中國的黨國體制在經濟自由化的同時正在變得更加獨找。

在本書的結論部分，筆者將對這一觀點專門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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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績效合汰性、國家自主性與經濟發展‘

本章與楊g星合著·楊g星美國芝加斗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華束理
工大學社會與公共修理學院劇教授·王要研究領城為經躋社會學、政治
社會學、人口研咒和中國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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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7%,

2004年後更是超過10％。中國的GDP總量也從1980年的世界第

八位逐年提升，並在2010年超過H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二戰後從第二世界國家發展起來並真正躋身於已開發國家或地區

的只有開洲「四小龍」。與「四小龍」相比·中國人l祟幅員遼闊、

人口眾多且地區差異巨人，其發展難度要人得多，但其經濟卻能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問內持續高速增長，而且繼續保持著強勁的

勢頭（Fogcl 2010：林毅夫2011）。近年來，中國沿海不少地區

的實際生活水準，已經達到某至超過些已開發國家。上世紀80

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人人落後於蘇聯、東歐和拉美地區。

當時，那些地區的國家想通過推行新自內主義經濟政策以謀求發

展，但它們在過去勿十年中走過的道路如今已經成為反面教材，

而中國經濟卻在個威權政府的領導下取得了奇蹟般的發展。中

國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也引來多國政府和學者的關注和

興趣，並由此而產生f諸如「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之類的

說法以及相應的爭辯（Ramo 2004)

當前，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發展的理論看上去形色各異，實際

卜不無相通之處。概而言之，這些理論都認為經濟的成功源於國

家成功的政策和具體的制度設計，它們的差別僅在於對哪些政策

和制度設計才是導致成功的關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來說，受白

山主義經濟學影響較人的學者會強調，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在

中國建立f價格機制和私有產權等市場經濟導向的制度，從而迎

來了突破性的經濟發展；而受社會學和政治學影響比較大的學者

則強調，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國家權力的白主性，以及國家

能夠運用這一權力，推行種種有利於經濟發展卻不一定完全迎合

市場規律的政策。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所採取的

不少政策和制度設計，的確給經濟劈展帶來f正面效益。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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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對一段時問內的經濟發展具有明顯市而效果的政策和

制度設計，同時也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產生f許多負面影響，為經

濟的進一步發展製造了障礙。相對於國家的初衷而言，這些政策

和制度設計很難說是成功的。與此前的種種觀點相反，本章的核

心論點是，中國經濟的成功不在於成功的政策和制度設計，而在

於國家權力的自主性，以及社會力量對這一自主陸的人力約束。

國家的自主性使國家在面對改革所產生的問題時，有能力進行政

策調整和新的制度設訓；而來白社會的巨大壓力，使國家不再能

夠運用手中的白主性，像在改革開放前樣帶著人民在錯誤的道

路上「奮勇向前」。中國歷史的特徵和改革開放前社會的若干遺

產是國家自主性的來源，而對國家的強大約束和壓力則是因為它

當前的主要合法性來源是績效而非其他。我們把中國國家所擁有

的這種特殊的白主性稱之為「有限白主性」，並認為國家的白主

性與績效合法性的結合，才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所在。

社會科學的核心在於解釋社會現象，而一個理論的生命力就

在於其解釋社會現象的能力。與其他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相

比，本章不但揭示f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背後的規律，而且還在統

一的理論框架下回答f以下其他解釋巾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所沒有

觸及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改革首先發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區？為什

麼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為什麼改革的重人突破嶺生在90

年代而不是其他時期？為什麼左傾思潮近年來有明顯回升？為什

麼社會政策成了近年來改革的主軸？近勿─多年來國家政策走向

的內在邏輯是什麼？為什麼成功的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水準的快

速提高沒有能夠緩解國家的執政壓力？

以下我們將對現有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本章的論點，

以及本章的分析框架分別做出討論，隨後將分析中國國家權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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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的歷史來源。本章的人量篇幅將用來分析國家在改革開放各

階段所面臨的主要壓力，以及面對這西壓力國家所探取的對策。

其中某些成功的對策既為經濟帶來了活力，又帶來新的問題，給

國家帶來新的壓力。正是在這些新的問題和壓力下，國家不斷推

出新的改革政策和制度設計，把經濟帶入了個個新的臺階，同

時又給自己不斷套上新的壓力。如此遞進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化

如渠敬東等人所言：「三十年的改革，總是在解決老問題而又形

成新問題、轉變舊機制而又構成新矛盾的曲折運動中展開的，而

恰是在這樣的曲折運動中，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轉型所面臨的機

遇和挑戰。」（渠敬東等2009）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成功發展的

背後有很多特殊性。我們有經驗可循，但沒模式可言。

文獻回顧

日前解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理論，人致可歸為自山主義經

濟學和國家中心論兩個不同視角。這兩個視角都強調強國家在經

濟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們對國家在哪此方面發揮了

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的看汰卻南轅北轍：自山主義經濟學者傾

向於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在於國家一方面能夠放棄計劃經濟模

式，從經濟管理領域抽I口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從而讓市場

這隻「看不見的手」來主導資源分配等經濟活動，另一方面能夠

通過產權（property rlghts）改革、法治建設（rule oflaw）和自由

訂約權（freedom of contract）等制度創新，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

供必須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國家巾心論者則更強調政府通過制定

經濟發展政策，有意識地扭曲市場價格（gett , ng the pr , ce wrong)

來保護和培育幼稚工業，使之能在世界市場取得競爭性（A msden

1989）。在中國經驗的語境下，在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盤展經

濟的積極性被認為是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爾ld Ba靦〕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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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持自由主義經濟學立場的中國學者，可以發現他們的思

想主要來自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海耶克（Fr . edr , ch At ' gust Von

Hayck）、社會主義斤─劃經濟理論批判家科爾余（J疲nos Komal)

以及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寇斯（Ronald coas。）和諾斯（I)ouglass

North）。海耶克雖然反對新古典經濟學中關於純粹理性人和完全

信息的假說，但他認為不純粹理性和不掌握完全信皂的個人所做

的決策仍然遠遠優於計劃經濟（Hayekl , 74）。科爾余認儿在計

劃經濟卜「短缺經濟」是必然的，因為通過官僚體制（bureaucratlc

coordinatl開）進行縱向連接來協調經濟，會造成「縱向短缺」

（因為在官僚體制下，下級傾向於追求上級撥發的最人化和自己

生產指標的最小化，卜級則反之），而消費者與企業生產者之問

橫向連接的缺失會造成「橫向短缺」（因為銷售者和購買者之問

沒有價格信號連接，生產者不知道、因而也不會提供消費者真正

需要的產品）。此外，科爾奈還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

業因馮有「軟預算約束」而必然造成效率低下（Komal 1 992)

海耶克和科爾奈對白由卞義學派的影響，卞要集中在對訓劃經濟

的批判和敔動市場機制，尤其始價格改革上。他們的理論在很

長一段時問內，主導著吳敬鏈等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思想（Wu

2005)

寇斯認為不同的權利界定會導致不同的資源配置。當資源

配置脫離價格規律原則時，它就會給商品交換帶來交易成本。

他進而認為，實現經濟效益的關鍵在於優化資源配置以降低交

易成本，而產權制度的設置則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關鍵（Coase

1937）。隨寇斯之後，諾斯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視野

─制度，引入了經濟學研究。他強調產權對經濟發展的軍要作

用，認蕩清晰的產權不僅會增加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對整個社

會的經濟駱展具有激勵作用（North]990）。可以說，寇斯和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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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對自由主義派學者的影響集中在產權改革和企業改制上。他們

的理論對茅於軾（1994）、張曙光（1996）、盛洪（1993）、張

維迎（1995）等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有著很大的影響。

偵得注意的是，白山主義經濟學家雖然強調政府不得干預

市場，但是他們的理論本身就蘊含著一個強國家假設。因為市

場機制的確立和產權制度的改革本身就要求必須有一個強國家

去推行；此外，正如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所點明，只有白卞性

較強的國家才有能力確飲損傷某些集團利益的產權界定（North

198]）。與此類似，奧爾森（Mancurolson）在分析國家興衰以

及權力與市場繁榮的l劍係時，也強調f一個國家中的泛利性組織

(encompass , ng organlzat , ons）的重要性（Olson 1982 , 2000)

受此敔發，姚洋等人提出了能平等對待不同社會集團的中性政府

娃經濟發展的關鍵，並以此來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姚洋2008 ,

2011；賀人興、姚洋2011）。可見，自山主義經濟學家與國家中

心論者之─對的區別，並不在於否定或是肯定國家在成功的經濟發

展中的重要性，他們只是在什麼樣的干預才能帶來經濟發展這一

點上有著根本分歧。

國家巾心論者則受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影響較大（Batcs 1981 ;

Lvans 1995二Haggard 1991〕Johnson 1982 , Kohll 2004〕Vogel 1991

以de 1990）。從口本和開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出發，持發展型

國家理論的學者不但認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能力和自主性是經濟

發展成功的前提，而且認為經濟成功的關鍵不在於國家是否能迅

速建立和促進市場發育的制度，而在於這個國家─第一，是否

有能力採取種種非市場某至是反市場性的措施，以確保該國的幼

稚下業在成熟之前得到保護；第二，是否能採取種種措施不讓其

保護措施轉化成幼稚─業利益集團永久的租金，使得該國的幼稚

工業能迅速在國l鏗市場中取得競爭力。與傳統的發展型國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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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基於中國的經驗，國家中心論者特別強調地方政府在

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戴慕珍（Jean 01)(1999）、魏昂德（Andrew

矯Uder)(1995）等提出了諸如「地方法團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政府即廠商」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地方政府可

以被視為企業管理層的延仲，它們對地方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在

政策、資本、土地、物資、經營管理和市場開拓等方面的支持是

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從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問的關係入手，世界

銀行（矯跡ld Bank)(1993）、謝淑麗（Susan Shlrk)(1990)

則認為，「財政包乾制」’下的財政和行政分權激發了地方政府發

展經濟的積極性，推進了各地方政府實施試驗型的局部改革，保

證了經濟的成功；「政治晉升錦標賽」論者則認為，各地政府以

GDP為核心的考核指標體系促使地方官員為了晉升而努力發展地

方經濟，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政治激勵而不是經濟激勵（王漢生、

王一鴿又009；周黎安2008）。此外，黃宗智（2010）從90年代

後期逐漸盛行的地方政府之「招商引資」行為出發，提出理解「非

正規經濟實踐」是解釋「後鄉鎮企業」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

張五常（2009）則認為，建立在「土地財政」基礎上的縣域之間

的競爭是中國特有的制度，他甚至宣稱這種制度安排不僅是開數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鑰，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

度。

上述各種理論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毫無疑問，中國經濟的

成功得益於市場經濟的確立，以及保證市場運轉的各項制度的建

立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有道理的。但

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卻很難面對這麼一個現實，即中國的各級

「財政包乾制是19”年前中國的財政管理制度。這一制度的核。是

地方政曆年度預算收支指標經中央核定後，由地方負責完成，超支不補

結餘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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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始終對經濟進行著多重行政干涉，而這些干涉從經濟學的角

度來看都大大增加J’市場的交易成本，但是中國的經濟卻在高交

易成本下持續高速增長。國家中心論者對經濟快速發展的解釋也

不是沒有道理。誰又能否認政府的一些關鍵性決策（比如說改革

開放、引進外資、確立市場經濟）和推行這些政策的能力對經濟

發展有過顯著的促進作用？誰又能否認政府的一些非經濟性制度

建設（比如說地方財政包乾制、幹部考核制和幹部問責制）也對

經濟發展有著或曾經有著重要貢獻？問題是·國家中心論者沒有

看到，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政府的許多改革舉措往往都

是以失敗而告終的，並且那些比較成功的政策也都伴有決策者原

來沒有想到的負面影響。“

本章的分析顯示，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不在於任何一個具體

的改革措施，而在於有些改革舉措產生了對經濟發展來說是正面

的意外後果（un . ntended consequences)，並且國家能夠在一個國

家主義式或自由主義式的政策之負面因素凸顯時，突破利益集團

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推出新的對策。為什麼國家始終能保持較強

的自主性？馮什麼國家在改革開放中能運用它手中的自主性不斷

推出「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舉措，一左一右地把經濟推向前

進，而沒有像文革時代一樣把中國帶進災難？對於這些問題，不

但國家中心論者不能回答，白由主義經濟學家也不能回答。

我們認為，在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時，國家中心論者和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有一個共同的盲點，那就是他們忽略f歷史的

紅利，以及來自社會的壓力在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關鍵性作用。

比如，80·90年代，在廣柬·福建和浙江等地從國外引進的勞動密集型

產業，曾經對就業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耍的作用，但是它今天卻成了汙染·

失業、匯率壓力和群體隨鄴件產生的源泉·還比如，1988年國家實現居

改政策是為了改進城下居住條件。短短幾年，城下住房的確得到了大大

的改咨，但是百姓買不起房卻又成了一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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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歷史紅利」主要指的是中國歷史的特點以及改革前的極

左路線，對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意外的正面作用。具體來說，古

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注重績效的強國家傳統和相

對統一的認同戚，’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所需要完成的，因此

只是經濟的現代化。相比於束亞國家以外的非西方國家，中國經

濟發展所面對的障礙要小得多。改革開放前的極左路線，特別是

給白姓帶來沉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使國家的主要合法性基礎

在短短二十多年裡就從意識形態轉變成為績效。這個轉變如此

之快，以至於在改革開放期間，國家在自主性和對社會的滲透力

(In行astructuralc叩acity）仍然保持著強力的革命政權的一些特

色。但是，績效壓力卻不斷迫使國家以講究實際的態度去運用手

中具有的自主性，來推行包括經濟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以提高

大眾的生活水準，增進其執政的合法性。

但是，績效合法性不同於其他形式的合法性─績效合法性

對民眾的許諾太具體，使得民眾對國家的期望馬上就會轉換成對

政府執政的壓力。政府績效越好，民眾就越會產生更多、更高和

更新的要求，而一旦績效下降，國家合法性馬上就會受到衝擊。

具體以中國的改革來說，不成功的改革政策會引來社會的反彈，

成功的改革政策會伴有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應。改革在提高人們生

活水準的同時也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提高了人們的欲望和對國家

的要求。因此，雖然中國經濟多年來在快速發展，民眾的生活水

準也在不斷提高，國家的執政壓力卻是持續不減。國家正是在不

斷尋求執政績效以減低執政壓力的背景下，運用手中的自主性不

斷推出各種旨在發展經濟和增加政府執政績效的改革·這些改革

中國西周後逐漸形成的實）t〕王義天命觀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國
家社會關係思想，使得績效始終是中國一個重耍的合法陸浩礎。參見本
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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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體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卻給國家自己套上了新的績效性

執政壓力。績效合法性和受約束自主就這樣推動J’經濟的快速發

展。4

國家合法性和自主性

國家自主性和績效合法性是本章的兩個關鍵性概念。馬克

思主義者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是社

會各方利益的仲裁者。現代政治學的觀點是，國家的確有著為統

治階級服務的傾向，國家也可以是各方利益的仲裁者，但是國家

集團也有著自主性。國家的自主性首先來自其一些獨特的、其他

組織無法擔當的功能（Mann 1988）。同時·國家也從構成國家

組織的諸多要素中獲取自主性。這些要素包括強人的官僚集團、

巨人的財力、對軍隊與警察的控制，以及對許多信息和知識的壟

斷。s國家自主性的強弱是一個國家能否採取超越集團利益政策的

根本。

但是，一個具有很強自主性的國家也可能會運用手中的權力

來推行對人民有害的政策。國家的自主性必須受到約束才能發揮

對於社會來說是正面的功能。筆者與霍爾（John Hall）因此指出，

「有限自主性」才是一個國家成功發展的關鍵（1994）。對於國

家自主性權力的約束可以來自許多方面，除了人家所知道的民主

選舉、精英制衡、程序決策和新聞監督外，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

埃文斯（Peter Evans）在解釋亞洲四小龍的成功醫展時，提出了‘嵌入式
自王隨」（embedded autonomy）的概念（19 , 5）·筆者的「受約束自王」
與埃文斯的‘嵌入式自王性」有一個根本區別：崁入式自主陸指的是國
家的自王性以及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但沒有說明這樣一個有能力的
國冢為什麼一定會拉行有利於經濟持績謄展的政策。而筆者的受約束自
王講的正是國家在什麼條件「一足會，並且有能力不斷進行旨在促進經
濟發展和百銼生活水準提高的改革。
關於大組織的寡頭傾向，請參見M廈chel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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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也可以是約束國家自主性權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中國經濟

之所以如此成功，就在於國家有著很強的自主性並且其自主性同

時受到政權的績效合法性的強大制約。

在本書中，國家合法性的來源不是根據人類服從的理想類

型，而是根據國家權力合理化的可能方式來加以分類。這些合理

化方式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國家領導選拔程序、國家提供的服務，

以及國家對未來所做的承諾。相應地，筆者界定了三種理想狀態

的合法性類型：程序型、績效型和意識形態型（詳見第一章）

簡而言之，程序合法性會把人們的評價方式引向程序正義，並促

進理論化的工具理性（即在形式和理論理性支持下的工具理性）

思維方式在社會中的擴張。意識形態合法性會把人們的評價方式

引向價值正義，並促進價值理性在社會中的增長。最後，績效合

法性會把人們的評價方式引向實質正義，並促進工具理性思維方

式在社會中的發展。這一章分析的正是一個注重實質正義社會的

起源、活力和困境。

必須再次強調，以上所講的是合法性來源的三個理想類型。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某一理想類型

上。一個具體國家的合法性來源一般是這三個理想類型合法性的

混合體。但是，在特定時問內，某一理想類型合法性會成為一個

國家統治最為重要的基礎，並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這一國家的性

質。本章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家的合法性一直倚重於經濟績

效，這一合法性基礎不但是經濟成功的關鍵，而且塑造了社會的

其他方方面面。

歷史「紅利」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是在民族國家的建構和資本主義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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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發展這兩個歷史進程下嶺生的（Tilly-975 ,]99幻·民族

國家的建構，其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地域國家，在該地域內樹立

一惆能被廣為接受的民族認同威，並對該地域的民眾運用有效的

科層體制和現代的交通、通訊工具進行百接管理。民族國家的建

構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兩個歷史進程·在很人程度上是相依相存

的。試想，如果一個國家中，民眾的主要認─. J戚是地方性而不是

民族國家性的，或是他們的主要認同戚相互衝突，那麼這一國家

就或者缺乏凝聚力，或者會在兵荒馬亂中被分裂·同樣，如果沒

有個有效的科層體制的話，那麼這國家的行事方式就沒有什

麼可預測性，政令就會在寡頭的控制下多變且不能暢通，並且官

員容易走向腐敗。對於這樣的一個國家來說，它還有什麼持續的

經濟發展可言？從這惆意義上說，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不成功的

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沒有能力建設個具有統認同咸

和高品質科層體制的民族國家。

但是中國不同。天命觀使得績效始終是中國國家政權的一個

重要合法性基礎（第二章），長期的大一統局面為中國造就了一

個92％以上認同於漢族的群體和一個強國家傳統（相比於在前蘇

聯，俄羅斯人僅僅占44％左右），長期的科層體制傳統為中國建

立現代科層制提供f便利。與東亞國家和地區以外的大多數開發

中國家相比，中國從帝國走向民族國家的道路要容易得多，也就

是說，在現代化道路上，中國所需要完成的僅僅是市場主導的經

濟發展。當然，在儒家文化和舊有勢力的阻力下·在帝國主義的

壓力卜，巾國經濟發展的道路走得也非常艱辛。先是民族工業在

二戰以前的國內外政治和經濟體系下不能健全發育，後是極左路

線把經濟引入到崩潰的邊緣。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才真化有機

會向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道路邁進。

改革開放前，中國走了不少彎路。「大躍進一「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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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小工業」等經濟實踐不但沒有產生「超英趕美」的效果，

反而帶來f大饑荒，而「反右運動」和「文革」等政治實踐又給

社會和文化帶來了十年浩劫。70年代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才區區數百美元，排在世界上經濟最低度開發國家之列。正如胡

錦濤主席所言，「我黨在歷史上是犯過錯誤的」。儘管如此，改

革開放前的不少經濟和政治實踐還是為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鋪下

f道路。比如，自力更生的道路為中國建立了一個雖然經濟效益

十分低下，但卻是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教育的普及為改革開放

後的經濟發展準備了一個素質較高的群體；五小工業的發展使得

農民接觸到了工業技術；知青上山下鄉為邊遠農村帶去了新的思

想和生活方式。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它雖然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但是卻加速了極左思想在中國的式微，促進了國家政權合法性的

基礎從意識形態到績效的轉變，並且促使了中國在文革後、在革

命政權的餘威和大量老一輩革命家還健在的情況下，迅速走向了

改革開放的道路⋯⋯這些條件都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權的穩定和

經濟的成功發展鋪下了道路。

中國國內的左派有所謂的「三十年與六十年」的說法。他們

指出，不能把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歷史看成是漆黑一片，並且認

篇中國前三十年成功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的發展鋪下

了關鍵的道路（甘陽2007）。我們不能說這種觀點毫無道理。

的確，任何國家以三十年為量度的歷史都不可能是漆黑一片。的

確，如以上所指出，改革開放前的不少經濟和政治實踐都給今天

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改革開放

前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一個死胡同，政治實踐給人民帶來了重大災

難，雖然這些實踐在許多方面為改革開放後經濟的成功準備了條

件，但是這些條件都是錯誤的經濟和政治實踐的意外後果。換句

話說，文革的災難性後果的確為迅速改革開放播下f種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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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不能因此而立論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今後的改革開放做

準備。

改革初始：1 978一1984

改革開放前，「人鍋飯」式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無法有效地

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大躍進」運動以及文革，更是讓本就

脆弱的經濟千瘡百孔。文革結束後，國家馬上就受到來白城市民

眾的康力。農村地區的貧困當然遠遠甚於城市，但當時農民的分

散性以及十分局限的視野，使得他們很難將個體性的不滿轉換成

對國家的政治壓力。相較之下，城市─特別是沿海地區大城市

的民眾，由於他們居住集中、信息靈通、教育水準較高，再加上

離政府部門又近，因此更有能力把不滿轉化為具體的訴求。文革

結束時，勞工階級已經有二十來年沒有加薪、一千七百萬的知識

青年在農村已經待f近十年而戚到毫無出路，社會的普遍不滿在

1976年的「四五」運動後已公開化。同時，老幹部和歷次運動中

遭受過整肅的知識分子要求平反等等。這些都給國家帶來巨大的

壓力。

在壓力卜，國家開始解放老幹部、為右派平反、進行真理標

準問題的人討論、實行對外開放。這些改革政策在當時都是非常

受歡迎的，但是它們─「J時也改變了人們對問題的看法和欲望，為

進一步的政治和經濟訴求的提出提供了機會，從而把國家執政壓

力推到f一個新的高度。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闊f言論空問，

解放了思想，加強了人們對文革的反思和對現實的不滿。對外開

放在迎來了人量遊客和港、澳、臺同胞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思

想和生活方式。在境外人士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與境外巨人

的貧富差距，「世界卜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水深

火熱之中，等待著我們去解救．這樣的宣傳再也不起作用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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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說，在改革開放前，即使是出現了大饑荒，國家也不用擔心百

姓會起來反抗的話，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後就不可能f。此後，

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逐漸走向式微，並逐漸讓位於以經濟發展

為核心的績效合法性（第二章）。總之，雖然在文革後國家的政

策大多數都深得人心，但是隨之而出的卻不是讚歌一片，而是新

的、甚至是更人的執政壓力。在此背景下，1 978年底發生了全國

知青封堵鐵路、包圍政府大樓、進京請願要求回城的運動（鄧賢

1992）。1979年在北京發生了「西單民主牆」事件和一些主要大

學中自由競選人大代表的風潮（查建英2006), 70年代末、80

年代初出現了鞭撻極左時代的「傷痕文學」。此外，在沿海─

特別是靠近港澳的地區─還出現了如電視連續劇《命運》中所

展現的「用腳投票」的現象─看到港澳地區的居民拿著幾十甚

至上百倍的工資收入，不少大陸民眾不顧生命危險而越境偷渡。

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當時的國家一方面壓制對其執政形成

威脅的極端勢力（如西單民主牆運動），另一方面通過落實政策

對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安撫。但是，它應對之道的根本則是通

過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以擺脫困境。中國在這一階段的改革措施主

要包括：在工業領域提高了國有企業的自主權，包括從1980年

開始、以國有企業合併整合為主的產業結構調整改革，1981年

開始、在一定範圍內試點“的國有企業承包責任制改革，以及在

1 981年實行、以湖北省沙市為代表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

點」的改革（宗寒2008）。在財政稅收領域，國家沿著「放權讓

利」刺激地方積極性的思路，而在1 978年進行了財政體制改革，

在1980年實行了「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大包乾改革。

在綜合開放領域·1 984年國家在沿海地區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

試點」意指在全面施行某一類工作之叮，先在一處或幾處試做，看看

效果，以取得經臉，再全面展開此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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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制的發展方面，1 981年國家合法化了城市的個體經濟（馬

立誠2006）。最後在農村方面，1980年國家將農村地區自下而

上推進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合法化，鼓勵農、林、牧、副、漁全面

發展。

必須強調的是，在整個改革開放中，經濟發展並不是國家所

面臨的唯一壓力，經濟改革僅僅是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

是全部，國家大量與經濟沒有直接關係的改革措施也對經濟的發

展和社會的走向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切切不要進入經濟學家為

我們設定的化約主義（, eductl叩lst）錯誤，以為只有好的經濟政

策才是經濟成功的關鍵。

當前中國的官員和學界普遍有著關於改革是從農村地區開始

的說法，以及農村改革─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自下

而上」最先由貧困地區的農民自發完成的說法（zhou 1996)

這些說法其實都是不準確的。寇斯和王寧的研究表明（Coase and

wang 2012)，承包制改革固然是由農民自發進行後經政府認定

合法化並在全國推廣，但改革卻是從城市起步的，只不過是華國

鋒時代的城市改革基本上以失敗而告終，7因而在政府文宣上很少

被提及，大家於是「約定俗成」地把比較見成效的農村「家庭聯

產承包責任制」作為改革的起點。把寇斯和王寧的論點置於我們

的理論框架下就更容易理解了。如前文所述，改革開放初期來自

城市和沿海地區對國家的執政壓力遠比來自農村和內地的人，所

以改革也是從城市和沿海地區開始的。

中國改革「自下而上」起源說，除了貶低國家在改革初期的

作用之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意義。試想，如果沒有國家在文革後

所實施的種種改革作為背景、沒有改革環境所提供的機會，「自

其實華國鋒以後許多年裡的城市經濟改革也沒有什麼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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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農村改革即使發生的話，有可能取得成功嗎？誠然，

這一階段的城市經濟改革沒能給經濟盤展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

而農村改革因為其效果比較明顯，因此被定義成了1978至1984

年改革的主軸。

最後要說明的是，改革初始，極左思潮仍然有較人的市場。

政府高層的大多數官員一方面認九改革開放勢在必然，另一方面

卻也思想保守。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把共產卞義意識形態看作

娃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對國家的績效合法性身分還很不適

應。這就是為什麼在改革初期，中國社會在開放的同時總是夾雜

著反對的聲音，並目常國家領導人認扎他們的權力受到威脅時，

他們會展開諸如「反精神汙染」（1983一1984）、「嚴打」（1983)

和「反自由化運動」（1 986）等政治運動，進行反擊。

城市改革：1 984一1989

第一階段改革中相對成功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的生

產積極性，人人增加了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供應，部分解決了農

村地區的溫飽問題。但是，當農民提高f勞動積極性後，農村馬

上就出現了剩餘勞動力問題，於是就出現了農民工進城打工潮。

但是，當時的中國，外資、合資和私人企業尚沒有發展起來，國

有企業的鐵飯碗尚沒有打破，城市的服務業也十分薄弱。人量農

民下進城對於本來就不樂觀的城市就業來說，猶如雪上加霜。

同時期，國家在文革後所面臨的執政壓力持續不減。政治方

面，對文革災難的反思推進了在中國語境下的人道主義和自山主

義思潮的興起。就業方面，回城知青和新就業人口的下作問題迫

在眉睫。不僅如此，初期的城市經濟改革還造成f政府財政收入

減少和物價上漲，給已經習噴了訓劃經濟「鐵飯碗多年的城市



第五章績效合法一生、國家自主一生與經濟發展135

居民帶來了很人的心理負擔。雖然治海的經濟特區給地方經濟帶

來f活力，但這不僅沒有緩解中央的壓力，反而使得更多的地區

要求中央給予「開放」的優惠政策。

面對上述局面，中央政府抓住了「發展是硬道理」這績效

合法性的根本點，開歟了更為全面的城市改革。從1 984年開始，

以調整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來提高效率的國企改革，便是此階

段的重要同標之一。為了進一步擴大國企白土權，國家將1981

年試點的承包合同制在全國推廣，使得經理承包成為20世紀80

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的主導方式。同時，「合同工」的出現也打破

f國企職工的「鐵飯碗」，加強f對職工的管理和激勵。1984年

底，價格雙軌制改革開始實施，企業可在訓劃限額外按市場價來

購買原材料和銷售產品，提高了企業的生產自主權。在財政稅

收領域，在─980年「劃分收支、分級包乾」基礎上，又進行了

1985年「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乾」和〕988年「改進包

乾辦法」兩次調整，鞏固和加強f財政包乾制。在開放政策上，

1984年政府在原來四個經濟特區的基礎上，又開放十四個沿海城

市促進外商直接投資；1 988年又進一步開放海南島、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等地區，改革開放也開始向內地擴展。

在今天看來，這些改革鬆動了僵化的體制和人們的保守思

想，為中國經濟注入了一定的市場因素·並為今後更為全面地以

市場為主導的改革建立了一定的制度和積累了經驗，它們很難講

是失敗的。但是，在當時，這些改革方針不但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還帶來了新一輪的社會問題·簡要地說，國企白主權和價格雙軌

制的實施，帶來了貪汙腐敗和百姓普遍的不滿。這為上世紀80

年代末的社會動盪埋下了伏筆，並迫使國家在90年代後把「反

貪．和「德治．納入f其績效合法性的基礎。沿海特區和個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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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倒爺」、“貧富差距加人和「腦體倒掛」。”

一時裡，類似「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

拿剃頭刀的」之類的怨言不絕於耳。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剛享

受了幾年高漲了的政治地位和比較自由的學術環境，就覺得他們

在經濟上被邊緣化了。這為80年代末的社會動盪埋下了另一個

伏筆。更重要的是，一旦價格開放，原來在計劃經濟下稀缺的商

品就會漲價。在1988年，不少副食品價格上漲超過f50％。這

一數字與前蘇聯諸國在施行「休克療法」後的通貨膨脹速度相比

算不上什麼，但卻給當時的中國百姓帶來很大的恐謊。面對社會

的不滿，國家不得不在1 988年探取了「緊縮」政策。

這一階段的經濟亮點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但是鄉鎮企業

的發達卻不是當時的改革目標，而是價格雙軌制改革和財政包乾

制改革所帶來的一個意外後果。價格雙軌制改革的初衷是為了擴

大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但未預料到的是，雙軌制為非國有的

鄉鎮企業提供了獲取生產要素和進入市場的機會（姚洋2008)

加上財政包乾制下地方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成為地方政府轉移

預算外資金的載體，因而獲得地方政府人力的支持，使得它們得

以迅猛地發展。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以及它在上世紀80、90

年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使得很多人選擇把它看作是中國經濟成

功的關鍵。

但是從全中國的範圍看，各種不滿的聲音和力量正在80年

在計劃經濟轉向下場經濟的早期，一些人利用某些商品計劃內和計劃外

的價格差異，在市場上倒買倒賣以進行牟利，這些人就被戲稱為「倒

爺」。‘倒爺」一詞廣乏流行於七世紀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初期的

中國，尤以北京地區最為流行。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齊學，腦力勞動屬矜複錐勞動，而體力勞動則屬於簡

單勞動。因此腦力勞動者在相同的工作時問內，應該取得比體力勞動

者更高的報酬。以此理論為前提，如果腦力勞動者的收入普遍低於體力

勞動者，這一現象就被稱為「腦體倒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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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期逐漸匯流。由反思文革災難而興起的「自由主義」思潮在

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扎J’根，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中國如果不實現

西方民主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現代化，認為中國以經濟發展為核心

的、以「摸著石頭過河」為準則的改革，與前蘇聯戈巴契夫式的

改革相比，是走了歧途。他們因此致力於推動政治改革，並在社

會上和學生中搞「敔蒙運動」，而受他們影響的學生則搞起街頭

政治。同時，中國大多數的城市市民卻在利益趨向上對改革產生

了反戚。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學生對改革不滿是因為漲價和腦體倒

掛大大損傷了他們的精英厭和損害了他們在改革初期獲得的利

益。城市百姓對改革反厭則是因為他們對漲價、官倒、腐敗的不

滿。這些力量的匯集就導致了八九學運（zhao 2001)

八九風波期間，中央高層和一部分學生領袖都想取得妥協，

但是雙方的路卻越走越窄·運動最終被鎮壓。該運動如此結局，

其背後有許多原因，但是與本章敘事最為相關的就是國家的性

質。當時，國家高層掌握實權的都是在文革後重新上臺的老幹部。

他們均是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因而堅信改革才是中國的出路。同

時，他們都在20、30年代加入共產黨，為革命曾經出生入死，

對中共有著深厚的厭情。從筆者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些老革命家

有著一種內在的緊張：他們一方面認為國家政權仍然具有意識形

態合法性，另一方面卻知道只有通過改革來增加績效，中國才有

出路。因此，當社會反對力量的壓力不至於使他們戚到政權受到

嚴重威脅時，他們一般都支持改革；但是當他們認為政權受到重

大威脅時，他們就會祭出「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旗，對反對力量

進行彈壓。可以說，學運之所以被鎮壓，中國之所以沒有在80

年代末走上「蘇東波」之路，其根本原因就是文革的災難使得中

國能在毛澤東去世後迅速走上改革之路，因而在學運中，反體制

力量所面對的是有著豐富政治經驗和對中共非常忠誠的老人（第

八章）



138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徬徨與清醒：1 989一1992

八九後中國在國內外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在國際問，中國

政府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制裁，在世界上的形象跌落低谷。在國內，

雖然對學運的鎮壓暫時壓制了抗議的聲音·但是這行為本身卻使

得國家的執政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特別是，隨著八九風波接

踵而來的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不少人因此幸災樂

禍，認為東歐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而國家高層則可能是清醒

地意識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已進入低谷。

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使國家領導進退維谷：一方面，極左時代的錯

誤使他們意識到舊的體制和做法必須摒棄；另一方面，八九風波

與蘇東垮臺又讓他們有了對改革失控的焦慮。因此，這一段時間

是國家高層的困惑與反思期。

為了擺脫執政合法性的困境，國家嘗試了愛國主義教育。例

如，北大和復旦的新生，連續四年被要求進入軍事院校進行認期

一年的軍政訓練，而軍政訓練的實質就是「政訓」；1991年3月

9日，江澤民致信國家教委，強調要對小、中、人學生進行近現

代史和國情教育等。但是，國家高層自己也可能知道，這些政策

的成效甚微。事實是，當時大多數的城市居民擔心的是改革開放

會停止，中國會回到毛澤東時代。當時的許多年輕人急於出國，

全國托福考場人滿為患。1 990年，北京托福中心不得不借用京西

賓館的大會堂以作臨時考場之用。社會的情緒，國家高層應該是

知道的。

但是，八九風波毫不意味著改革開放的停止·早在1989年

5月31日，鄧小平就和李鵬、姚依林談話，要求他們團結在即將

上任的新領導江澤民的周圍，並說「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

厭到面貌一新，厭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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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中國才有希望。鄧小平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始終認為改革

開放、發展經濟才是中共乃至中國存亡的關鍵。因此，雖然當時

的國家高層在左受到國內保守人士對改革的批評，在右受到國內

外的反共人潮壓力，他們在改革開放這點上卻是堅持不渝的。

雖然中國的宣傳機器在這段時間內在往左轉，引人注目的改革措

施卻繼續在推出。1 990年4月，上海成立了浦東開發新區；-990

年11月和1 991年4月，卜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

成立；1991年中國加入了亞太經合組織（APEC）。這些僅僅是

鼓為重要的例子·

中國在經受八九風波的衝擊後，仍未停11改革的根本原因

在於，當時的國家高層都知道毛時代的一套政策決然行不通，即

使有人不喜歡改革所帶來的局而，想要回到過去是沒有可能了。

在這段時問裡，雖然國家的宣傳機器掌握在一些左派理論家的手

中，這些理論家對國家重人政策走向卻沒有什麼影響。在這段時

─黝勾，國家高層更多考慮的是中國如何能從八九風波的陰影中迅

速走出，如何能在繼續改革開放的同時確保政權的延續甚至加

強，如何能使中國在國際上不被孤立，以確保一個有利於改革開

放的國際環境。

新自由主義發展：1992一2002

如果說中國是幸運的話，中國幸運在文革後軍新崛起、像鄧

小平這樣的一批老幹部絕大多數是明白人。面對國際輿論和「蘇

東波」的壓力，面對國內百姓對中國「往左轉」的不滿，鄧小平

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創造了他人生的鼓後次輝煌─1992年春

的南巡。鄧小平在南巡之中的一系列講話現在已成了經典，我們

無須複述。就本章來說，在南巡講話後，高層領導紛紛表態對鄧

表示支持，左傾宣傳在媒體上銷聲匿跡，而國家高層則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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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硬道理」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自此之後，中國政府不再把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也不再進行諸如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意識形態宣傳，完全踏上了市場經濟改

革的道路。左傾的聲音和力量在中國銷聲息鼓達整整十年之久。

在整個80年代，百姓對文革心有餘悸，總是怕國家走回頭

路。因此，黨內稍微有一點不同的聲音，就會在社會上被認為是

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而像在1988年中央採取的經濟「緊縮」

政策，自然就在社會上被廣泛解讀為是改革開放停止的信號。鄧

小平南巡帶來了如下的意外後果：南巡講詁以及此後國家的政策，

使人們看到了國家在八九風波後仍然選擇了改革開放，厭到了堅

持改革開放、提高經濟績效是國家唯一的可行選擇。從此以後，

百姓對國家開放政策的信任有了很人的提升。這些發展提高了政

府決策的自主性。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經濟改革加速。1992年3月20日，國務

院終止了實行了三年多的緊縮政策，釋放出了要加速發展經濟的

信號。同年9月，國家將五百七十一種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定價權

交給企業，同時將二十二種產品價格的定價權下放給省級物價部

門，基本實現了在80年代「價格雙軌制」改革基礎上的價格管

制的全面開放（渠敬束等2009 : 113）。在同年10月舉行的中共

十四大上，建立市場經濟第一次被確認為經濟改革的目標。隨後

幾年，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加上政府政策轉向市場經濟更

加明確，大量在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和大學工作的人員下海經

商，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下海潮」。據估計，人數多達兩千

萬（Coase and Wang 2012)

在財政領域，80年代推行的「財政包乾」激發了地方發展經

濟的積極性，一個直接的體現就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但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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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負面後果是中央財政收入增長緩慢，入不敷出，到了必須

靠向地方政府借債運營的地步。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改革於

是應運而生。此後中央財政收入猛增，地方政府的預算外資金（小

金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財政包乾制」被一些學者認為

是經濟成功的關鍵，但是中國經濟的濺躍性發展卻是在1994年

「財政包乾制」被取消、「分稅制改革」開始後發生的。其實，

財政包乾制有它的歷史意義和意外後果，後來的分稅制改革也有

其優點和意外後果。中國改革的成功從來就不在任何一個這一層

面的具體政策上，而在於國家在見到一個政策的負面因素成長起

來後，能突破圍繞著舊有政策的利益集團之阻擾，而確立新的政

策的能力。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國家政策的自主性在很大程

度上是得益於其歷史紅利，中國的長期大一統局面使得地方政府

沒有任何法理依託來公開抵制中央的重大決策。當然，地方政府

也不是毫無可為，在新的分稅制改革下，地方政府為了廣開財源

而擴大了地方稅基─大舉招商引資並靠出售商業及商品住宅用

地來斂財。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經濟的「土地財政」就作為分稅

制改革的一個意外後果而產生。「土地財政」人人促進了地方經

濟和住房私有化的發展，但是同時它也導致了農民和城市居民土

地抗爭運動的興起。

這一階段另一個影響深遠的變革是國有企業改制。鄧小平

南巡講話之後，廣東順德和山東諸城開始了國有企業的改制（黃

少安、魏建2000)0 1995年，國家決定保留五百至一千家大型

國有企業，允許較小的企業租賃或轉讓。此項改革減輕了國家對

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的負擔·推進了「私有化」的進程。它的負面

後果則是人量的國有財產被私人侵吞和人量的職工下崗。工人和

復員軍人的抗議活動，成f國家許多年內需面對的兩件頭痛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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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鄉鎮企業的情況看，它興起於80年代中期並對經濟嶺展

有過主要貢獻。但是，它在1997年前後卻驟然謝幕。鄉鎮企業

時代過去了，但是中國經濟卻仍然在飛速發展。這使得一些認為

中國經濟的成功在於鄉鎮企業成功的學者跌破眼鏡，但是它又

次證實了筆者的「中國改革的成功從來就不在任何個這層面

的具體政策上」這一觀點。潘維（2006）斷言，鄉鎮企業幾乎是

一夜之問消失的原因在於政府的行政干預，而非市場自然發展的

產物。他認為，行政干預背後的動因，是鄉鎮企業的集體所有制

為那些在改革決策中起主導作用的提倡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人士

所不容，鄉鎮企業因此就成了意識形態的犧牲品。我們認為，鄉

鎮企業突然消失的背後肯定有意識形態原因，但是這絕不是主要

原因。曾幾何時，鄉鎮企業因其與效率低卜的國企相比更具活力

而飽獲讚譽。問題是在90年代中期後，隨著外資、合資和私人

企業的興起，鄉鎮企業由於其有限的規模·低下的技術、粗放的

管理和巨額的能耗，往往不能與前者進行競爭，它因此優勢不

在。我們想指出的是，當時的國家高層並沒有一個反鄉鎮企業陰

謀─他們的政策和觀念沒有這麼人的一致性，因此他們絕沒有

像潘維所想像的那麼「高明」。除f國內的商業競爭趨向激烈外，

鄉鎮企業的突然垮臺還在於以下的一個意外後果：1 993年中國開

始f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此後鄉鎮企業不再能在地方政府的庇

護卜輕易獲取銀行貸款，很多鄉鎮企業因篇資金鏈的中斷而陷入

困境。我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就發覺，很多鄉鎮企業在1997年

前就已經破產或處於瀕臨破產的地步。

迫於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政府不今仍米公開承認過私有

化，但公有制下的集體企業和（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改制／私有

化浪潮卻靜悄悄而又迅速地發展著。歷史卜因改制而引發的最大

裁員發生在1998年，這一年國有企業中有兩千萬員工下崗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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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到了1998年底，80％以上的國有和集體企業都經歷了改制

（趙曉200勁，而非公有制部門也早在1998年就成為最大的就

業部門了（姚洋2009）。到了2004年，國有部門的職工人數僅

相當於─995年的60%，集體企業的就業數量僅相當於1990年代

鼓高就業年分─1991年─的四分之·與之相應，高達71%

的城鎮勞動力在非公有部門就業。所以，無論是從不─可所有制

企業的數目比例，還是從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企業裡的就業比例

看，中國的私有化進程都是非常迅速和深入的。

以上的改革帶來f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興起，

這些都成f中國經濟新的亮點。另一方面，這些發展也意外帶來

了多方面的負面後果：「土地財政」導致了農民和城市居民土地

抗爭運動的興起；國有企業改制引來了工人和復員軍人的抗爭；

高汙染的外資和民營企業帶來了許多環境問題和隨後興起的環境

抗爭；貧富差距和官員腐敗給社會增加f不滿。但是，在鄧小平

南巡後的中國主流情況是：異見人士在1989後的沉默，減輕f

來白體制外對國家的壓力；左傾思想和勢力1992年後在黨門和

社會上的消亡，使在社會中處於不利群體的聲音失去了意識形態

依託；市場經濟的深入，帶來f經濟利益的地方化並進而導致f

社會矛盾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大多數民眾還滿足於剛剛進入「小

康」生活的喜院，他們維權意識薄弱·而環境等問題則還沒有進

入他們的視野。這些發展都給了國家很人的政策自主性，1司時又

在很大程度目肖除f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所需面對的、因為利益集

團政治和社會抗爭而產生的「集體行動問題」，使得鄧小平南巡

後的十年成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期。如果僅僅從經濟發展來看，分

析似乎可以到此為止，但是我們的故事並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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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展與穩定：2002至今

進入2〕世紀後，在經濟繼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社會

矛盾也在加大。按照一般經濟學常識，這些新的發展都會給國家

帶來「集體行動問題」，加人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成本，從而為國

家的持續經濟發展帶來麻煩。但是，中國的經濟卻在世界經濟走

向衰弱的同時繼續保持高速發展。我們認為，經濟在這階段仍然

能夠保持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經濟政策，而在社會政策。

2002年中國新的屆領導上臺以來，面對各種社會矛盾和壓力，

他們在保持原有的·在經濟層而上改革開放的1「d時，把注惹力轉

向旨在減低各階層和區域問經濟差距的社會政策層面，這就是所

謂的「胡溫新政」。胡溫新政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各階層

和區域之問的經濟差距，並在短期內緩解了社會矛盾，為經濟發

展提供了較為穩定的社侖環境，是經濟得以保持高速嶺展的關

鍵。同時，新的政策也有其意外後果，九今後的發展提供f緊張

和動力。

90年代經濟改革的成功人人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並從根

本上改變f中國在瞪界上的地位。但是，90年代以來的改革也帶

來f許多新的社會問題，主要包括社會不平等加劇、官員腐敗、

社會保障和公共衛生體制的嚴重衰敗、國企工人卜崗、農民稅收

過重、城市周邊農民喪失土地，以及環境汙染等問題。與這些社

會問題相應的是集體陸抗爭事件的頻緊發生。據統計，中國的

群體陸事件在1994年首次達到一萬起，1998年達兩萬起，2000

年超過f四萬起，而到2005年是則達到f八萬七千起（Mertha

2010）。近年來，網路、手機和社會媒體等新興通訊工具不斷湧

現，山這些新興媒體組織或誘發的騷亂或社會運動也越來越普

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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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上述種種壓力，中國新一代領導意識到單靠經濟發展已

經不足以緩解執政壓力，改革的重心因此轉向社會政策層面。除

加強維持穩定局勢（後文簡稱「維穩」）外，國家採取了一系列

的親民政策。在稅收方面，2004年開始減免農業稅，這被認為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結束了對農民徵稅，不僅如此，農民種

地每年還能得到一定的金錢補貼；在教育方面，九年義務教育學

雜費全免，真正實現f義務敦育的承諾；在醫療保險方面，2002

年推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

定》，規定中央對中西部地區除市區以外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

每年按人均十元安排合作醫療補助資金，地方財政對參加合作醫

療的農民補助每年不低於人均十元。這項措施在2003起開始執

行，到2010年一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

本上覆蓋了全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解決農民的基本醫療

衛生問題而進行大規模的投入；2005年，國家又發出了「建設社

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包括「村村通」（公路）等基礎設施建

設也頗具成效；2007年，國家推出了《勞動合同法》，這被認為

是保護弱勢工人群體權益的一項重人舉措。與此同時，國家也在

為轉變過去只重視GDP增長、以犧牲能耗和環境為代價的粗放

式發展模式而努力。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成立了

綠色GDP課題小組，聯手建立綠色國內生產總值考核指標。從

2005年初開始，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在北京、天津、浙江

等十個省市敔動了以環境核算和汙染損失調查馮內容的綠色GDP

試點工作，展開環境汙染實物量核算和汙染損失調查，以建立起

地區汙染經濟損失估算方法和地區環境核算框架。而有些地方政

大病統籌」是當訂中國醫療保險所採取的一種模式，其原則是根據當

地的經計洱承受能力和醫療水準，規足一個起付額度，從幾百元到幾千元

不等，起付頗度以「的醫療費用由個人負擔，起付額度以上的部分則由

社會保險機構按比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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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則早在2004年就把「綠色GDP」納入了官員政績考核指標體

系⋯⋯’‘儿此種種，都表明社會政策改革是近十年來改革的核心。

近年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著高速發展。但是·如果從經濟的

角度來看，國家並沒有超越此前以價格和產權改革為核心的市場

化改革，以及加入WTO這樣大的制度框架。我們認為，近年來

的國家政策對經濟持續發展的貢獻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

國家的社會政策維持了一個飛速變化社會的政治穩定·為經濟發

展提供了穩定的環境。第二，國家的巨額支出引發了投資拉動型

經濟增長。這段時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機場、鐵路、高速

公路及高鐵等，幾乎是日新月異，而這些項目大多是靠國家財政

支出來進行的。這些項目帶動了鋼鐵、採礦、煤炭、水泥和建築

等相關行業的發展，它們的建成又人人減低了不同區域間人員流

動和商品交換的成本。同時，政府的「家電下鄉」等惠民政策，

也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保證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此外，有

央企背景的資本進入房地產市場，推動了房地產業的膨脹式發

展“

但是，新的政策也帶來J’新的意外後果。首先，百姓在生活

品質大大提高的同時，他們的欲望、維權意識和對國家的依賴也

在不斷增進。因此，雖然百姓的生活水準近年來有了很大的提升，

群體性抗爭事件卻是有增無減。目前國家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基本

特點是：各級政府對集體抗爭都採取限制和防範的態度。政府通

過種種方法限制抗爭事件的大規模化和政治化，包括控制與打擊

跨單位、跨行業的串聯和抗議活動，以及相應的組織活動，對組

織抗爭的帶頭者在事後如有違法將給予嚴格地處理等等。同時，

政府也盡量在可能範圍內考慮到抗爭者的要求以平息風潮。這包

見http ://blzxblgovcn/shownewsasp ? Id=1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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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加強上訪’2和對上訪事件的處理能力，採取「人民內部矛盾用

人民幣解決」的方針（趙鼎新2008）。加強上訪和用金錢解決

問題的方式避免了大規模抗爭活動的發生，但是卻不能有效地把

群體性事件納入制度的框架加以解決。用金錢來解決社會矛盾的

做法不能給抗爭的當事者和旁觀者提供一個清晰的信息，讓他們

知道什麼是合理，什麼是不合理的；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

能的；什麼該國家管，什麼該自己管；什麼是合法，什麼是不合

法的。「刁民」政治一旦抬頭，地方變得難以治理，地方官員就

會有怨言；而如果中央不斷推出政策將許多社會事物重新管理起

來，原本屬地方性的經濟性矛盾就得由國家來承擔，使得經濟矛

盾走向政治化。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社會，中央政府很難探取不偏

不倚的對策·所以，加強上訪加金錢的處理方式，其結果可能是

既培養了民粹主義又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領導。目前經濟發展勢頭

還在，但是維穩費已經使得各級政府不堪重負，一旦經濟發展勢

頭減緩，國家財政收緊時，解決群體性事件的迥旋餘地就會大大

減小（趙鼎新2005)O

民粹的發展還為左傾思潮的回潮提供了土壤。比較典型的一

個案例就是2011年中國左派陣營的代表之一「烏有之鄉」欲起

訴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茅於軾」事件。’3左派勢力的抬頭也為一些

地方官員提供了「挾民意以令天下」的可能。這必然會給國家決

策帶來極人的壓力，影響到國家決策的自主性，並給中國政治發

展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七訪」或稱‘信訪」，即‘人民來信來訪」的簡稱，是中國特有的政

治表達及申訴方式。依其曆方疋義，它指的是中國公民、；去人或者其他

組織，採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政府或

者縣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反映冤情、民意，或寫方（警方）的不足疋處，

並對此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筆。

見http ://wwwwyzxsxcom/Artlcle/Class22/201104/2〕o694htr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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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靠國家支出拉動的經濟增長也有它的問題。目前，國

家的經濟行為大大提高J’大型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削

弱了民營經濟和市場的力量，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於國家力量不斷

增強的擔憂和批判，以及對特權階層的日益不滿。目前，基礎設

施建設已經接近甚至超出飽和狀態，它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正

在減弱。人口／勞動力紅利也即將消逝，經濟是否能繼續發展，

將越來越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從依靠廉價勞動力、耗費資源與犧牲

環境的粗放式發展模式，轉向依賴技術進步或創新、知識和人力

資本積累的發展模式。但是，在行政權力下，中國高等教育行政

化，知識分子領袖官氣十足，學風腐敗，學術粗糙，大學基本上

不具備領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能力。

中國目前丁處於史無前例、也難以為繼的稅收增長黃金期。

一旦稅收增長能力下降，依靠財政支出來維持政治穩定和刺激經

濟增長的政策就難以為繼。這兒，我們絕不是想預測中國的政治

和經濟正在走向崩潰。幾十年來這種預測不在少數，但是中國卻

在不斷發展。中國的發展之所以能打破種種唱衰的預測，其原因

也在於其國家的特性：國家的績效合法性基礎促使政府在促進經

濟發展上做了數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在面對社會矛盾時則表現出

如履薄冰式的小心翼翼；而國家的自主性則給了政府在面對前期

政策所產生的意外負面後果時，能夠做出進一步改革的能力。我

們相信，面對新的社會壓力和經濟矛盾，新一代的領導人肯定會

推出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政策。

但是，只要績效合法性還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合法性基礎，國

家就必須為增進執政績效做出極大努力，其政策如果成功就會提

高百姓對國家執政績效的要求，如果產生負面影響則該影響馬上

就會轉化為針對國家而產生的不滿。而知識分子則會擔心國家在

追求績效的同時不斷走向強勢，並批判隨著國家強勢而產生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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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尋租」（腐敗）行為。不管國家的實際表現如何，它的執政

難度都會居高不下。而這執政難度卻正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祕密所

右憤。

結語

費納（Samuel E Flne ,）把歐洲現代化的到來歸因於前現代

歐洲社會門部存在的張力（1997 : 1473一165D。他在《政府史》

（勁ell二’o個ofGo : ernmentfromlheEa〞，est五mes）的第三卷中

指出，歐洲從西羅馬帝國以來似乎始終咸到躁動不安。到f]8

世紀，歐洲社會的躁動不安從國家到經濟到思想界更是達到f全

面的、無以復加的程度。而現代國家和工業資本卞義正是在這樣

一種躁動狀態下跌跌捷撩地到來的。筆者認為，前現代歐洲社會

內部緊張的根源，就姑在整個中世紀歐洲處於衝突和競爭狀態的

權力階層之問（或者說國家·教會、貴族和後起的城市中產階級

之─對），始終未能達成一種類似其他文明的權力階層之─對所具有

的那種平衡狀態，而今犬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則在於山績效合法

性內稟的不穩定性給整個國家和社會都帶來的巨人躁動。這種緊

張給予其國民十分浮躁和機會主義的特性，它讓身處其問的人們

覺得中國社會近幾─年來始終是禮崩樂壞、矛盾四起，但是它同

時也賦予了中國社會一種歷史上少有的「生機勃勃」的精神，推

動了經濟在跌跌樟樟中飛速發展。其實，任何國家或地區經濟持

續飛速發展背後的根本性推力，都是該國家或地區中內在的某種

張力。常然，這種張力既可以推動一恫社會的經濟飛速發展（如

近代英國），也可以崩破一個社會（如人革命前的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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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不依賴、政策不相干：

什麼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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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後起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時，學者們往往從與

經濟發展有直接關係的國家政策和制度卜找原因。比如，日本

經濟成功後，不少學者就從戰後H本的國家政策、企業制度和

文化上去分析口本經濟成功的關鍵（I)ore 1986 ; Fransman]993 ;

Johnson 1982 ; Mor , ta 1986 vogel 1979）·中國經濟成功後，許

多學者也傾向從經濟政策和制度方面去闡述中國經濟成功等關

鍵，並且創造f「中國特色的聯邦主義」（Qian et al 1995 ; Qian

and wc . ngast 1997）、「幹部晉升錦標賽制」（周黎安2001)

「中國模式」（丁學良2011：姚洋2009 , 201]；鄭水年20]0 ;

Naughtoo 2010 ; zhao又010）和「北京共識」（RamoZoo4）等概念。

這些分析視角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在學理和經驗卜至少會產生以

卜幾個問題。

第一，某些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可

能被過度誇人。比如，傅高義（Ezra F vogel）曾經把日本的高

速發展歸結於高素質的科層集團、科層集團與企業的緊密聯繫、

科層集團在政府中強勢的地位、高品質的教育體系、大公司的永

久就業等政策和制度條件（-97勁。但是，這些條件中的絕人多

數在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而日本經濟卻已經陷入一十餘年的低

迷。

第二，過分強調經濟政策和某些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還會導致把地方經驗上升為普世理論，從而陷入或自卑或狂妄的

心態。比如，中國經濟在卜世紀80年代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

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常時的巾國不但認為民主政治是西方

國家經濟成功的關鍵，而且全面鞭撻本土的文化和制度，以不於

像《河殤》這樣一部充斥著強烈文化自卑的電視紀錄片能夠風靡

一時。今天，雖然中國經濟有f巨大的發展，其優勢卻主要在中

低端製造業、山寨模仿和流通領域，而不是在金融和原創性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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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等領域。儘管如此，不少學者已經開始侈談「中國模式」

和「北京共識」，好像中國的制度和政策給世界發展提供f一個

成功的樣板。兩類話語雖然截然相反，反映的卻是同一種心態，

即皆不能不卑不亢、冷靜地看待過去和今天。

第三，如果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於經濟發展果真如

此關鍵的詁，那我們就不能解釋馮什麼世界上經濟發展最馮成功

的後起國家和地區大多位於束亞這一現象。要知道，─」本、南韓、

臺灣、香港、中國人陸等束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錢躍的關鍵時

期，其經濟政策、企業文化、官員激勵方式和政治制度都有著很

大的不同。

筆者絕非認為經濟政策和制度在經濟發展中沒有作用。中

國經濟的成功在很人程度上得櫺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

中國至今還在堅持計劃經濟，經濟是完全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

的。這些都是常識。問題是，當前世界上有大量的國家無論推行

何種經濟政策、採取何種制度安排，它們的經濟都沒有走向成功。

為什麼呢？要了解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在更深的層次上來看中國

經濟成功的原因。

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意識形態的干擾

為了釐清現代經濟發展的動力，有必要扼要地做一些基礎性

的理論準備。首先定義兩個重要概念：「同構壓力」（, somorPhic

prcssorc）和「累積性發展」（comulat . vc dcvclopmcnt）。當某一

個組織獲得了某種形態後，如果這形態會對其他同類組織產生

壓力，迫使其他組織也追求這一形態，這一現象就可以定義為「同

構壓力」。如果一個社會的變化是在朝著技術和生產能力不斷提

高、財富不斷累積的方向發展，那麼這一現象就可以定義為「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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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性發展」（zhao 2015)O

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人類社會在競爭中產生的同

構壓力。人是競爭性很強的社會動物，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既反

映在個體層面，也體現在組織、族群和國家層面。人類同時是

一個政治動物、意識形態動物、地域性的軍事動物和經濟動物

(Mann 1986）。人類的競爭因此也會體現在這四個層面上（Zhao

2015）。並不是所有形式的競爭都能產生同構壓力並促進累積性

發展。比如，單純的意識形態競爭就好比是兩個具有不同價值觀

或者不同宗教信仰的群體，為了捍衛各自的信仰在舉行無休止的

辯論大會。這類競爭既不會生產出物質層面的東西，也沒有清晰

的勝負準則。如果持有某一個價值觀（或宗教）的群體在「辯

論」中取得很人的優勢，並且吸引了其他群體的成員人量加入該

群體，其背後原因也肯定不是這一占優勢的價值觀或宗教是更好

的思想或更接近真理，而是因為這一價值觀或宗教獲得了某種強

勢的強制性力量的支持。比如，近代以來基督教在世界上獲得了

飛快發展，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強在近代以來的強勢，而不是因

為基督教是一個「先進」的宗教（孫硯菲2014）。同理，上世紀

50、60年代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擴張主要是因為前蘇聯和新中國

力量的相對強勢，80、90年代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展也主要

得力於美國的壓倒性強勢。對於社會主義和白由主義這類世俗意

識形態來說，由於它們所聲稱能為人眾所提供的公共物品過於現

實，因此很容易被證偽。所以它們的強勢如同潮水，來得越猛，

退得也越快，都不會是長久的（這一原理貌似簡單，卻可能永遠

不會在社會上被廣泛理解和真正接受）。總之，純粹的意識形態

競爭並不會給社會帶來累積性發展，並且因為競爭沒有明確的勝

負準則而只體現社會的多樣性，也不會促進社會往趨同的方向襲

展（即同構）



156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在人類各個面向的競爭中，單純的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有著

清楚的輸贏準則，能迫使「虧本f」和「打敗J’」的組織向「賺

錢了」和「打贏了」的組織學習。原本不同的組織因此而會在某

些制度和行為方面逐漸趨同。或者說，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能產

生強大的同構壓力。此外，要在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方面取得優

勢，一個組織必須具有較之其他組織來說更人的生產能力和更有

效的組織能力。也就是說，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還會給本來沒有

任何前定目的和方向的人類社會，一個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組織

能力不斷增強的「方向」，於是就產生了「累積性發展」

單純的經濟競爭輸贏準則很清楚，因此從邏輯上來說，一

旦西方社會產生了以市場經濟和機械化生產為標誌的工業資本主

義，這一高效的生產制度就會對傳統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都造成巨

人的同構壓力，迫使後者在取得獨立地位後向西方學習，也發展

不業資本主義。’但歷史卻沒有這麼簡單，造成複雜的原因之一就

是意識形態的干擾。大量意識形態的存在使得後開發國家的精英

群體很難看清楚問題的本質。首先，西方人在經濟和軍事競爭取

得明顯優勢後產生了普遍的文化優越咸。19世紀以來，西方思想

家炮製出多種版本的現代化理論和進步史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

都把西方在軍事和經濟競爭中取得的優勢理解馮進步，並且把西

方的「進步」歸結為西方世界在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先

進」。這些理論把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搞得暈頭轉向，弄不清

需要指出的是我這兒弦調的是「單純經濟競爭背後的逛輯，而不是

一個具體國家的近代歷史發展述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在「白紙」上

發展工業資本玉義。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一們國家內部的各

種勢力自然武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進行爭鬥。這爭鬥的結果給了不同國家

以不同的政治格局、經濟政策·勞資關係和福利保障體系，其結果就是

貴本主義的多樣陸」（Hall and Sosklce 2001）。筆者想指出的是，雖

然發達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疋問存在著很多差異，與前現代時各自的狀態

相比，這些國家在許多方面的相似性有了顯著增大，差異則顯著減小，

而造成這大同小異的一個主要力量說是經濟競爭產生的同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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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到底要向西方國家學習哪些東西，才能讓本國的經濟和軍事力

量發展起來。基於各自不同的身分、政治態度、文化認同和個性，

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製造了多種「救國良方」，無非只是創造

了一個從保守的「本土文化和制度為體、西學為用」到激進的「全

盤西化」這樣一個廣譜性的意識形態體系，但卻造成了大量的內

耗。更有甚者，工業資本主義也給〕9世紀的西方國家帶來了傳

統生活方式的破壞、貧富差距懸殊、工人失業、城市貧民和環境

汙染等諸多問題。面對這些問題，西方思想家就在盛行的進步主

義思維方式的指導下，以資本主義代表歷史「進步」為認知前提，

為步入比資本主義更為「進步」的時代提出了不少線性的歷史發

展規律理論，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些理論本是西方產物，

但對後開發國家的精英來說·這些理論不但能「解決」本國的問

題，而且提供了趕超西方的「彎道超車」的捷徑，因此很容易受

到青睞。在取得政治獨立後，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經濟始終得不到

很好的發展。這背後當然有許多原因，但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些國家的主流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思維和行事方式，在意識

形態的干擾下，幾乎是長期地、千篇一律地教條化和僵化。

意識形態對於經濟發展的干擾強度在不同國家很不相同。

對於大多數後開發國家來說，雖然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的干擾很

大，這些國家經濟長期不能發展的關鍵原因卻不在意識形態。但

對中國來說，意識形態的干擾在相當長期的時間內卻是阻礙經濟

發展最重要的原因。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是：與絕大多數後開發

國家相比，中國有著長達幾千年幾乎不問斷的國家建構歷史，並

且在宋朝以後，中國的國家性質在不少方面已經接近於西方近代

以來逐漸形成的「民族國家」。換言之，人多數後開嶺國家都必

須同時完成現代化的兩大「任務」，即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和發展

工業資本主義，而中國所面臨的卻只是一個「任務一即發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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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本主義。可以說，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落後」國家。

以下我將從三個方面進一步展開本章的觀點：(1）東亞經

濟成功的關鍵；(2）中國占代國家建構及其對於現代經濟發展

的意義；(3）作為束亞文明核心地區的中國，為什麼其經濟起

飛滯後於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

東亞經濟成功的敔示

＿戰前，在西方率先興起的帝國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擠壓

下，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先後出現f「獨立」和「圖強」意識。所

謂「圖強」，核心就是學習西方世界的生產方式，爭取在生產能

力、經濟和軍事技術上超越西方。對於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和地區

來說，要成功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首當其衝的任務當然是要獲

取政治獨立。二戰後，非西方國家先後都取得f獨立，但其中絕

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在很長時問卻沒能發展起來。

後開發國家在發展經濟時都面臨著許多方面的挫力制約。複

雜多變的人國問政治往往是一些中小國家經濟長期不能臢展的東

要原因。即使避開大國政治不談，一口西方國家取得f經濟強勢，

這惆強勢就會對後開發國家的經濟在多方面產生抑制作用。已開

發國家在技術上的領先會導致國際勞動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後開

發國家的企業在經濟巉展的初始階段只能依靠生產低附加價值、

低〔資產品生存，從而加劇後開發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和環境問

題，並在國際上形成不利於後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交換」

（〝州lersteln 1984）。已開發國家的公司能通過政治影響建飲

些不利於後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市場規則，能通過政治控制和強

大的財力（包括行賄）對後開發國家的政治進行操控，迫使這些

國家的政治精英屈從於西方的公司和國家利益。已開發國家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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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後開發國家的投資，既可能會擠垮地方下業，也可能會因為

投資方向的偏頗，使得被投資國家發展成馮專門生產少數幾個商

品的「香蕉共和國」（banana rcpubl , c)，並造成這些後開發國家

對投資方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嚴重依賴。鼓後，如果已開發國

家產生了經濟危機，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危機對於後開發國家

的經濟將產生更人的影響。比如阿根廷，它在上世紀20年代的

世界經濟危機之前是西方世界牛肉和小麥的一個重要產地，也是

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世界經濟危機後，西方國家很長一

段時問不再進口阿根廷的牛肉和小麥，把阿根廷下子打回貧困

國家狀態。

後開發國家的內部條件也會對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阻礙。現代

的市場經濟會對傳統的經濟、權力結構，文化產生很人的破壞。

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會被現代農業和工業摧毀，傳統精英的財力

在新的經濟條件下會人人減弱，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會隨著新型精

英的興起和民眾對他們依附程度的降低而大大衰弱。這些都是傳

統精英所不願意看到的，也因此會受到傳統精英白覺和不白覺的

抵制。發展現代的市場經濟還需要有人量的廉價優質勞動力，這

些勞動力需要受過一定的教育，與傳統精英之問不存在嚴重的人

身依附關係，並目行認方式不受到反市場的傳統文化習俗的嚴重

束縛。但是，在一個傳統國家被迫走上現代化道路之時，它的民

眾往往依附於傳統精英，往往目不識丁，並且往往在行為方式上

受到反市場的傳統文化習俗的嚴重束縛。

市場本身的性質也會是經濟發展的阻礙。現代的市場經濟只

有在健全的法律體系、定的教育水準和基礎設施的國家中才能

很好地運行。市場經濟還會帶來諸如經濟危機、貧富差距·下人

失業和環境汙染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加強社會福利和環

境保護才能緩解，一旦沒有得到妥善處理就會引起政治動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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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破壞市場得以良性運行的環境。但是，許多傳統國家卻往往沒

有能力大力發展教育和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由於發展的障礙來白多個方面，並日一惆國家在不同時期面

對的主要障礙也不盡相同，帶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學者和政治家因

此就會提出不同的經濟發展「理論」和相應的解決方案。具體情

況很複雜，但是一般來說，左傾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往往會把外部

條件看作是本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並把違反市場原則的

「進口替代」（或「自力更生」）作為政策選項（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rrank 1967）。偏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往往

會把一個國家的內部條件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進而

推崇「現代化理論」和市場經濟政策（Black 1986 Rostow 1971 ;

De Soto 2002)

如果一個理論在某一國家取得優勢地位甚至成為國策，其背

後肯定或多或少有其現實原因。比如，「進口替代」思潮往往會

在一個剛獨、r/：或者長期受到西方列強控制欺凌的國家中盛行，而

「現代化理論」則是西方主流學者的看法，也往往會在一個獨立

f很久卻沒把經濟提升卜去的國家中需行。鑒此，我不想對這些

「理論」的對錯做出簡單評判。我要指出的是，二戰後西方殖民

主義在世界上消退，各國紛紛獨命·經濟發展正式成為後開發國

家的一個共同議題。此後有的國家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發展政

策，有的國家採取了市場導向的發展政策，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政

策，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成功，而經濟率先得到突破性

發展的國家和地區都在東亞（比如南韓和臺灣）。東亞經濟成功

的關鍵不在經濟政策，而在於國家的性質（I > eyo 1987)，因為

像「進口替代」或者「出口導向」這樣的政策本來就各有利弊，

並且經濟政策的利弊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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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人多數後開發國家採取了進口替代政策。這對於一個

試圖擺脫西方列強控制、建立本國獨立經濟體系的新興國家來說

是有好處的。況日，在進口替代政策施行的初期，許多國家的工

業也有很人的發展。但是在沒有市場引導的條件下，進口替代生

產出來的是高成本低品質的產品，並且這問題將隨著進口替代

規模加人和進口替代政策施行時閒的延長而變得更加嚴東。長此

以往，進口替代不但不能解決貧困落後的經濟狀態，反而會造就

大量需要「進口替代」政策保護才能生存的利益團體（Bardhan

1 984）。在許多國家，這些團體的利益加上意識形態的錯誤妨礙

了國家經濟政策的改變，進口替代於是就成了路徑依賴。但東亞

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卻能在卜世紀60年代進口替代問題凸顯時，

不受利益團體的束縛，把進口替代經濟轉向面對市場的出口導向

經濟，使經濟獲得持續的嶺展。

上世紀60年代，除f東亞國家和地區外，其他一些國家（比

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發展川口導向經濟，並目也給本國經濟

帶來了繁榮，這繁榮一直持續到70年代的石油危機。石油危機

給所有發展出口導向經濟的國家帶來了很人的危害，但後果卻截

然不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右油危機斷送f以市場為導向的

經濟改革，經濟從此低迷，直到東歐共產黨政權垮臺。但在東亞

國家和地區，石油危機後低端產業難以維持的局面反而促使政府

採取新的政策，把經濟往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方向引導，造就了

所謂的「東亞奇蹟」。危機反成f契機。

東亞國家和地區能得益於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其他地區國

家的經濟卻有可能被任何經濟政策傷害。束開的國家和地區的成

功表明了：一個國家採取的經濟政策與這一國家的經濟成功之問

的關係其實沒有這麼緊密。關鍵在於當舊有經濟政策的問題凸顯

時，一個國家是否有能力襬脫利益群體和意識形態的約束，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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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經濟政策，把挑戰轉化成機會。為什麼東亞國家和地區能做

到這一點而其他國家做不到呢？埃文斯（Peter Evans）認為，這

是因為東亞有著其他地區沒有的一種既能把國家權力嵌入於社會

之中同時又有很強白主性的政府（-995）。埃文斯把這現象稱

之為「嵌入式白主性」（embedded autonomy）嵌入式白主性是

埃文斯在總結了許多前人下作後提出的概念（e 9 Amsden 1989 ,

oeyo 1987 , Haggard 1991 , wade 1990）。當我們去考察一個國家

的嵌入式白主性是從哪兒來的時候，我們的視角就會走向歷史，

從而去考察被埃文斯和其他西方學者所忽視的經濟成功背後的歷

史原因，即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西方帝國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浪潮

到來之前的國家建構歷程。

中國古代國家建構的現代意義

當殖民主義的消亡塵埃落定後，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現代化」

浪潮呈現f兩個清晰的面向：民族國家建構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

(ljlly 1992）。「民族國家」的核心是民族卞義意識形態。作為

理想狀態，民族國家中每一個成員效忠的對象應該是其有共同認

同戚的同胞及其共同認可的國家。民族國家建構包括許多方面，

但是最為基礎的就是建立一個不受傳統精英和利益集團嚴重束縛

的、能有效管理國家的文官科層體制·以及一個能被廣泛接受的

民族神話和認同戚。許多後開發國家在獨立後所遇到的最人問題

就是國家沒有文官傳統，以及人民缺乏一個共同的認同基礎。在

這樣的國家巾，中央政權不能深入地方社會，民眾受到各種地方

勢力和分裂主義勢力的操控，種族衝突和種族清洗頻發，連政治

穩定都是奢筆，談何發展？許多後開發國家在獨立後經濟沒有取

得突破性發展，關鍵就是受民族國家建構滯後所累。但這對中國

來說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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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國家建構歷程中，以下三個發展不但具

有里程碑性質，而且其後果對當今的經濟發展和其他方方面面都

仍具有重要影響：(l）西周以來形成的天命觀和強烈的歷史厭；

(2）戰國到漢代逐漸形成的強國家傳統、統一的象形文字，以

及以擇優錄取為理想的科層制；(3）宋朝後形成的儒教社會。

君主幹得不好，天命就會轉換，而旱災、水災、蟲災都是上

天不滿的信號。在當今中國·很少有人還相信天命，但是「當官

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著」已經成為政治文化（第八章）

再加上中國人強烈的歷史戚，這就使到了一定級別的官員不得不

經常考慮「身後名」這一問題。因此，績效始終是民眾對官員的

一個要求，是一方「父母官」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也是政權合

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第二章）

強國家傳統和科層制削弱f國家之外其他政治團體的合怯性

和權力，促成了一套削藩、打擊大族和控制兵權的歷史經驗和方

法，使中國更容易避免在其他後開發國家常見的軍人強權、部落、

家族勢力和利益集團坐人，導致政令不能下達、政局長期不穩的

局面。象形文字給f不同方言或地方語言統一的書寫方法，便利

了持有不同語言的人之間的交流，促進了中國文化在沒有現代教

育與通訊條件下的融合。

北宋伊始，科舉規模擴大，不同方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

信仰的人都開始做起讀書做官的美夢。同時，宗族和私學興起，

儒學化的通俗文本和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儒家倫理逐漸深入民問

社會和融入其他宗教。這些變化使得中國產生了一個儒學化的官

僚士紳階層，促進了國家力量向社會層面的滲透，加速了不同群

體在文化和認同厭上的大範圍融合，形成了所謂的儒教社會。宋

朝後，特別是明清以降，中國雖然沒有發展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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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但是已經接近蒂利（charles Tilly）所說的「民族的國家」

(nat , onal state)(1992)，即一個由科層集團統治，並且精英具

有同一核心文化認同咸的國家。19世紀米，當中國在西方和H本

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出現了民族主義思潮後，傳統精英的文化認同

很容易就被改造成人眾的民族認同。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嚴重

困擾著其他國家的人規模分裂運動、族群戰爭、族群清洗等問題，

在中國的核心人口地區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簡言之，悠久的國家建構歷程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同質性較高

的文化，一個自主陸較強、講績效的科層傳統，和一個地廣人稠、

有力量抵禦國際政治壓力的國家。也就是說，中國在國家能力和

文化認同建構方面要大大「領先」於其他後開發國家。因此，在

西方帝國主義所帶來的現代化浪潮厭力下，人多數後開發國家同

時需要解決民族國家建構和發展資本主義兩人問題，而中國卻只

需解決一個問題，即發展資本主義。中國所面臨的現代化任務本

來就比其他國家和地區要簡單得多，因此經濟成功不是奇蹟，而

是順理成章。

讀者千萬不要從以卜的分析中得出筆者是一個傳統文化鼓吹

者這樣一惆結論。筆者雖不看好「五四」以來形成的一個鞭撻中

國文化的傳統·但也絕不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筆者在分析問

題的時候秉持的是嚴格的中性、汰場。在這裡想強調的是，古代中

國發達的國家建構歷程並沒有任何「現代化」上的意義，中國嶺

達的國家建構歷程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與西方發生的「現代

化」沒有任何關係。只是常非西方國家在西方率先興起的國家軍

事主義（stat。militarlsm）和工業資本主義的壓力下不得不被動地

走上「現代化」道路時，中國的強國家傳統作為一個歷史的J陣期

然後果（。n , ntended consequence)，就構成f當代經濟成功的一

個關鍵。傳統中國從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落後國家一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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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先進國家」

筆者同時想強調，強國家傳統並不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發展

成功與否的唯一因素。如果強國家傳統是決定經濟成功發展唯一

的因素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解釋如下現象：在中國影響下的整

個東亞地區（乃至越南和新加坡）都有著悠久的國家建構歷程，

或者說這一地區在國家能力建構方面大大「領先」於其他後開發

國家，艮相對於其他束亞國家和地區，中國是整個束亞文明的核

心，有著更為深刻的國家建構歷程·然而中國的經濟飛躍卻發生

在鄧小平時代，人人晚於日本，也晚於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

坡。要解釋中國經濟起飛滯後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這一現象，

我們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強國家傳統的「暗面．

中國經濟起飛滯後於東亞其他地區的原因

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歷史可以大致分成

四個階段：晚清、民國、毛澤束時代、鄧小平時代。雖然中國經

濟在前三個階段都有所嶺展，但與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

中國是個失敗的案例。在前三次的失敗中，民國時期失敗的原因

比較複雜，畢竟民國有一惆沿海地區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改革開發前，中國絕人多數民用「名牌產品」，比如二五牌臺鐘、

永久牌白行車、培羅蒙西服、五洲肥皂、金星金筆、二槍牌內衣、

四一四毛巾，都是那個時期民族下業的產物。假以機會，難說民

國時期的中國經濟不會出現重大突破。但中國在1937年後經歷

了幾乎是整整─二年的戰爭，喪失了經濟上全面發展的可能。

在晚清和毛澤東時代，中國都獲得過一段較為穩定的時期，

都有經濟大發展的可能，但都錯失f機會。失敗的原因很複雜，

其中，強大的國家力量是土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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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中國近代史一般會從1840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戰敗

算起。事實上，在當時的統治者眼裡，鴉片戰爭只不過是「大清」

經歷過的大大小小的邊境挫折中無足輕重的一次失利而已，並沒

有什麼特殊的歷史意義。即便是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和火

燒圓明園這樣的事件，也沒有完全挫敗清朝統治精英強大的文化

優越戚，激發他們做出根本性的反思。從1864年太平天國滅亡

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有過整整三十年的相對平穩期。

在此期問，清朝對內陸邊彊和西部邊疆的控制都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但清朝在這一階段卻只進行了被稱為「洋務運動」的極其有

限的改革。反倒是國力弱小的、處於旁觀者位置的日本，因為大

清被西方擊敗而產生了危機厭，並在培里（Matthew C Perry)

率領美國軍艦開進日本後危機厭進一步加深。日本在1868年開

始明治維新，走上了君主立憲和資本主義的道路。顯然，文化中

心意識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蒙住了清朝統治者的雙眼，延緩了改革

的進程。在中國，與日本明治維新相似的改革直到甲午戰敗和義

和團運動後才開始進行。改革使得清朝的軍事力量有了很大的發

展，但是滿漢精英之間的矛盾卻在進程中變得越來越人，改革因

此加速了滿清政權的垮臺。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也獲得了一段本來應該是較篇穩定的時

期。國民黨政權敗走臺灣後，中國政治迅速走向穩定，而且國家

政權在「土改」和「鎮反」後深入到了農村和城市的基層社會，

國家力量變得空前強大。韓戰花去J’中國相當的財力，但這畢竟

是在國門外的局部戰爭，而目時問經歷比較短暫。在國內，戰爭

的需求刺激了經濟的復蘇·而戰爭的勝利（至少是在當時中國民

眾的眼裡）則人人提高了新政權的凝聚力。在一片人好形勢下，

中國的經濟卻走入f歧途。也許有人會說，在冷戰的國際形勢下，

中國不可能發展鄧小平時代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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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蘇聯和東歐是中國的盟友，西方世界也並非鐵板一塊。再加

上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如果中

國在當時發展了市場經濟，或者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

經濟也許就會出現迅速的發展，西方有些國家也很有可能會在中

國市場的吸引下向中國開放自己的市場。然而事實是，中國的經

濟政策在第一個五年計畫後逐漸走向極端。先是公私合營，後是

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把中國引向了「三年自然災害」。這些都是

意識形態指導下的產物。在極左意識形態的指引下，中國不但對

各種給予市場一定作用的經濟理論進行批判，甚至把農民的「自

留地」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把蘇聯式講有序平衡發展

的計劃經濟看作是「保守」，把工業建設當作政治運動來發展。

這些都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災難。最後當然是文革。整個十年，

全中國捲入了在意識形態引導下的派系鬥爭狂熱·經濟走到了崩

潰的邊緣。

簡而言之，清朝強大的「自主性」反而給了統治精英長期堅

持保守意識形態的力量·從而延誤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進程，導

致甲午戰敗和革命。同樣，毛澤東時代國家強人的「自主性」也

反而給了中國領導人長期堅持極左意識形態的力量，使得中國在

極左道路上越走越遠。國家的強大反而給意識形態長期誤導中國

提供了可能。十年「文革」後，傳統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被革命

洪流摧毀，極左意識形態也因為已經把國家搞得民不聊生而失去

f市場。中國是在幾乎失去f任何意識形態資源的情況下才開始

回歸現實，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放棄了「頂層設計」的幻想，探

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以實用的精神來對待經濟發展。這

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飛躍發生在鄧小平時代，晚於日本、南韓、

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原因。

總之，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了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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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理所應當，而不是奇蹟。但是，如果這一地區某一國家的

經濟未能發生突破性的發展（比如今天的北韓），那就需要做出

特別解釋了。

結語

埃文斯（1995）認為，嵌入式自主性是一個國家經濟成功

的關鍵，這一點筆者深表贊同。但本章同時想強調，國家自主性

是一把雙刃劍，它能使一個國家在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上迅速前

進，但也會使得一個國家的精英缺乏危機戚，在意識形態的誤導

下把國家在錯誤的道路上帶得又快又遠。但是，經濟發展同時受

到另外一個規律的限制·那就是經濟競爭有著清晰的輸贏準則。

因此，不管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意識形態，如果這個國家的經濟發

展和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明顯落後於其他國家，這些經濟政策以

及背後支撐著這一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遲早會出現危機，這個國

家的精英遲早會出現分裂，改弦更張也就是遲早的事。由於經濟

競爭有著較為清晰的輸贏準則，有著很強的同構效應，因此只要

一個國家能在危機後仍然保持著強人的自主性，有助於經濟發展

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在一個瞎打瞎撞的試錯過程中就會逐漸產生。

意識形態的干擾只會延長這一試錯過程。這就是本章題目所蘊含

的意思。

中國現在已經成了世界第二人經濟體。以我個人的估計，從

物質生產能力（高端產品生產能力除外）來看，乃至從整個沿海

地區以及內地的大中城市及周邊地區民眾（這些地區的居住人口

占中國人口很大的比率）實際擁有的財力來看，中國都已經大大

超過了美國。但是，中國經濟卻面臨很多瓶頸。首先，中國經濟

的優勢主要在中低端產品製造業、山寨模仿和流通領域，這與西

方已開發國家，特別是美國，有著根本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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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國民眾現在雖然很富有，但這些財富主要是靠城市

擴張拆遷賠償、房價飛漲、稅收制度和能力滯後而產生的。類似

現象在日本、南韓和臺灣的經濟飛速發展階段也都有不同程度的

發生。但這些都是一次性買賣。年輕一代基本上享受不到這一紅

利，而民眾手中的財富也會因為多種原因而大大地縮水，甚至蒸

發。幾十年以後，如果中國民眾能像今天日本、南韓和臺灣的普

通民眾一樣，能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過著拮鋸的日子就謝天謝地

了。

第三，就經濟發展來說，強國家的好處在於能通過國家能力

去加強教育和各種基礎建設，打擊各種不利於經濟發展的集團性

利益，並且在培育市場的同時彌補市場的多種負面效應。但是，

通過強國家來推動市場經濟會帶來以下三個負面效應：市場受到

政治因素干擾嚴重、經濟效益較低，以及社會普遍缺乏創造力。

中國目前正面臨著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很難解決，解決不好就

會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第四，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準後，該國家的勞動

力成本、民眾的權力和環保意識都會大大提高。一般來說，這一

國家的「夕陽產業」就會向經濟發展水準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這轉移是否成功也是這國家的經濟是否能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

中國大陸就曾經是香港、臺灣和南韓「夕陽產業」的天堂。這些

產業賺足了錢，同時回流的資金也幫助原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繼續

發展。中國的西部雖然廣大，但是絕不能把它當作接納沿海地區

「夕陽產業」的場所（中國的西部不靠海。並目西部一旦汙染，

西高束低的地形會敗壞整個中國的水源）。可是，能大量接納中

國「夕陽產業」的國家在這世界上已經不多了。如果某一國家的

經濟到今天還很落後，這背後必然是有特殊原因的：在許多非洲

國家，民族國家的建構還只是烏托邦式的夢想；從中東到南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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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片穆斯林地區地緣政治複雜、部落勢力強人、教派鬥爭激烈、

極端勢力失控；南美地區讓腐敗的政府和民粹的文化搞得民主與

威權兩不相宜。筆者非常理解「一帶一路」這一國策及其背後的

多重意義，但筆者同時必須指出，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對這些地區

從文化到政治都非常缺乏了解，並且頭腦都非常簡單和媚上。

第五，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如此快速崛起難免

會打破原有的國際性和區域性平衡，引起大國的不安和周邊國家

的恐慌。這些都是將心比心就能明白的事，並不需要借助所謂的

「陰謀論」或「新現實主義」等國際關係理論才能理解。怎麼營

造一個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是一件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和平的周邊關係卻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

面對如此多的問題，保持清醒就顯得特別重要。從歷史經驗

和教訓來看，中國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防止任何一種意識形

態來綁架現實政治。一個正常的社會必須有學術和思想自由。「頂

層設計」、「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大國崛起」、「普世價值」、

「儒學復興」、「後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繼續」、「中國模型」、

「北京共識」等等說法作為學術觀點都沒有問題。不同觀點反復

爭論才能使中國走向成熟，並貝爭論各方所揭示的不同社會問題

和反映的社會力量，也可以成為國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礎。但

是在重大國策層面上，中國絕不能被任何一種「理論」糊弄。比

如，筆者很贊同中國嚴肅左派學者的部分觀點和分析，卻強調中

國必須長期防左。這是因為筆者深知如下政治學原理的重要性：

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一致的政治正確話

語所綁架。政治正確背後垃圾必多；當政治正確與個人利益能相

結合時，背後隱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左派政黨要防左，右派

政黨要防右，自由主義政黨要防範自由主義，宗教政黨要防範原

教旨主義，有很強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要防範民族主義。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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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背後的政治智慧。

鄧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著石頭過河」思想是中國的財

富。只有堅持這兩點，中國才能避免意識形態的陷阱，在經濟上

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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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克里斯瑪權威的困境：

寧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

本章與武麗龍合著。武麗麗，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2004年12月
至2005年3月問她在銀川收集了萬地區文革期問的大子報和檔案資件·
並採訪五l名身分不同的又革參加者我們的調查、研究得到了筆者的
母親和在韭間─的朋友的很多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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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革的發生和發展的解釋很難忽略毛澤東的獨特作用

(D , ttmer 1987孓MacFarquhar 1997 , Melsner 1977 ; Te . wes 1984二

wang 199幼。文革是由毛澤東一于發動的，只有毛澤東才有能

力打破各級黨委的控制，發動場白下而上的造反運動；也只有

毛澤束才有能力在文革的各個關鍵時刻不斷改變其航向，駕駛著

中國這一左衝右樟的巨輪，直至其去世尚沒有徹底崩潰。但是，

毛澤東雖然有能力發動文革及在一定範圍內改變其動態，他卻沒

能使文革朝著他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文革中各級黨委被打倒，但

是取而代之的並不是個更為廉潔的政權；被發動起來的百姓獲

得了很人的「自由」，但是人多數人卻把這種自由用於整人和派

系鬥爭。在毛澤東去世時，中西方所有的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都

完全被邊緣化，置對方於死地的惡性權力鬥爭成了中國的主導政

治文化，而中國百姓卻過著十分艱苦的生活。十年文革的確是

場浩劫。

通過對銀川地區在1966至1968年這曰個關鍵年分的文革發

展之分析，我們試圖闡明以卜問題：為千─麼以毛澤束的能力和威

望，他卻只能發動而不能控制文革？文革發展形態的內在邏輯是

什麼？為什麼文革必然會把中國迅速地引向災難？寧夏地處西北

目不屬重要的省分，人們可能因此會對銀川文革的典型性問題提

出質疑。事實上是，從本章的討論中可看出，銀川文革與其他地

區相比有著十分相似的問題和發展階段。此外，中共對銀川文革

的表態較一些重要省分來說有著一定的滯後，這就給f銀川的地

方官僚勢力和群眾組織更多的活動空問。我們從毛澤東的克里斯

瑪權威、地方官僚和群眾組織這二者的關係入手，來解答以上的

問題。銀川地區的文革對我們的問題來說是一個合格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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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

韋伯提出的克里斯瑪權威和例行化（routlmzation）是本章的

兩個核心概念（〝絀be , 1978b : 1111一1148)，有必要進行簡要說明。

克里斯瑪椎威指的是建叔在個人超常品質和其所體現的特定使命

信仰慕礎上的權威，而建立在克里斯瑪權威之上的國家合法性就

被稱之為克里斯瑪合法性。克里斯瑪合法性是意識形態合法性的

一惆特殊體現（第一章）。韋伯認為克早斯瑪權威因其個人性而

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而註定要被口常制度權威（科層權威或傳

統權威）取代，這就是例行化或制度化。韋伯並認為克里斯瑪權

威和任何例行化權威，特別是科層權威，是根本對立的。這是因

為克里斯瑪本質上是一種反日常結構和H常工具理性的力量，而

這後兩者則是科層權威的特徵。韋伯的論點是建、r/：在理想概念基

礎上的，而一個具體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往往是混合型的。毛澤東

時代，中國政府是內克里斯瑪型領導和其控制下的科層機器（各

級黨政軍機關）組成。毛澤東的克里斯瑪權威及其意識形態構成

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來源，科層體制則是統治社會的必要工具，而

這科層體制的權威，或者說是合法性，來白毛澤束的克里斯瑪權

威的例行化，其核心是制度克里斯瑪。

克里斯瑪是個人性權威，科層是制度性權威。科層運作需

要規範和程序。這種對於可控性的追求勢必使科層運作變得制度

化、例行化和趨於保守，與克里斯瑪領導的激進性形成緊張關係，

並會在無形巾削弱克里斯瑪權威。歷史上，克軍斯瑪型領導一般

都會在其有生之年對科層權威探取限制措施以維護自身的領導

(Schwcltzer 1984)，但是他們並不會試圖徹底改變克里斯瑪的

例行化傾向，因此克里斯瑪領導和科層之問尚能共處。但是毛澤

東顯然不是這樣的人。文革前，毛澤東與科層之問的各種衝突（比

如毛澤東偏好命令型經濟〔克里斯瑪在經濟發展領域的運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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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追求理性計劃經濟），最後往往以毛澤東在事實上的失敗而

告終；毛澤東同時也對中國革命在科層領導下的迅速例行化十分

不滿。這就造成了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失落厭和對其所依賴之科層

的革命性產生了懷疑。從本章的視角來看，毛澤束發動文革的目

的，是想借「繼續革命」的方式來克服科層的例行化，從而保持

他的克里斯瑪權威及其意識形態的革命性。

科層體制的權威來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化身毛澤東。因

此面對文革的衝擊，中共的巨人科層顯得非常無力。正如文革前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一次爭執中所說：「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

你打倒！」（王光美、劉源2000 : 118）但是，文革卻遇到了如

下的困境：第一，文革的鬥爭對象是科層體制，因此毛澤東不可

能依賴科層來進行這一場革命。他必須發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

命」。但是，民眾不可能是毛澤東意志的化身。他們有著在文革

前與地方科層的恩恩怨怨，有著對文革的不同理解和對毛澤東不

同的忠誠程度，有著自己的利益和權力欲。因此，群眾在文革中

的行為與毛澤東的希望大相逕庭。在文革進行過程中，毛澤東越

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由於群眾的利益和觀念的多樣化，以及群眾

運動的反例行化特性，群眾組織要比科層更難駕馭。第二，雖然

文革的對象是中共科層，毛澤東並不認偽他參與創建和正在領導

的共產黨已經是漆黑一片。他的目標是「揪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產生了第二個難題：到底誰是走資派？

除f早就想除掉的劉少奇外，毛澤東對於這一問題並不清楚。這

就有了如下後果：一些科層幹部為了自己利益，把其他幹部當作

走資權派拋了出去·群眾把自己憎惡的幹部標記為走資派，群眾

組織頭目和某些科層幹部相互勾結以打倒另一些幹部和群眾。中

國於是成f一個霍布斯（Thomas Hobbes）世界，擁有f「大鳴、

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自由的人們，在人人自危的狀態下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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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第三，中共的科層負有保衛和

管理這一國家並為大眾提供基本服務的責任。除非毛澤東真的想

「再次上山去打游擊」，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他也希望國家的一

些基本事務能得到處理，而毛澤束的這一責任必須通過科層得到

實現。這就是說，即使是在各級科層受造反群眾衝擊最為凶猛的

時刻，毛澤東仍然需要依賴科層來管理這一國家。毛澤東能把科

層中的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卻不能把整個科層消滅殆盡。中

共科層的國家機器功能給了科層一定的自主性。在許多情況下，

由於毛澤束的信息不靈和難以他顧，更由於毛澤束有著種種投鼠

忌器式的顧忌，各級文官和軍事科層往往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在

混亂的派系鬥爭中，對文革的發展方向做對自己有利的、有限的

制度化或例行化。

毛澤東的克里斯瑪權威和上述三個結構因素的耦合，型塑了

文革的發生和發展：科層無法阻止文革，但是造反群眾和各級科

層幹部卻能在文革中把毛澤東及其思想轉化為合法性符號，並對

其進行挪用。這種一般所謂「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汰使文革有

了獨立於毛澤東的意志之外的發展邏輯。毛澤東可以在任何時候

利用他的克里斯瑪權威發出指示以改變文革方向，但是他卻無法

阻止自己的話語被各種力量利用，將文革導向他所不願看到的方

向。於是，當毛澤東覺得社會已經亂得不可控制而不得不發出向

「右」轉的指示時，科層幹部勢力抬頭，造反派受到壓制，社會

走向保守的例行化方向；而當毛澤東看到造反派受到壓制、科層

幹部勢力抬頭而發出向「左」轉的指示後，反例行化的造反組織

就會抬頭，科層幹部勢力受限，社會則走向混亂。文革發展在這

樣的左右搖擺中變得日益不可駕馭。在銀川地區，這種混亂的加

劇，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在1967年用他最後能依賴的野戰軍軍事

科層來整合局面。但是，野戰軍一經起用後，其運作邏輯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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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相差無幾：造反派受到壓制、科層權威重新確立、一個新的

例行化過程敔動，毛澤東最終敗在f一個被文革大大扭曲f的意

識形態沉重、派系鬥爭不斷加重的科層權威手下。韋伯打敗了毛

澤束。以下，我們將以這一理論框架為指導，對銀川地區文革的

興起和發展進行描述和分析。

工作組和保守紅衛兵：科層對克里斯瑪動員的控制

(1966 . 6一9)

銀川地處邊緣。北京文革已轟轟烈烈·寧夏還在搞社教運動。

寧夏自治區黨委把文革視為社教的繼續。各單位社教團直接領導

文革，他們建立黑名單，把黑五類和有其他歷史問題的人，劃成

右類並進行批鬥。

北京文革的消息通過報紙和電臺傳到了銀川。6月2日，在

聶元梓人字報’和《人民日報》社論「歡呼北京人學的第一張人

字報」的影響下，寧夏大學（寧大）的九名學生貼出了一張「檢

查我校領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狀態」的大字報（寧夏區黨委

黨史研究室等1991 : 350）。該大字報的內容純屬模仿北京的造

反行動，其策劃人也是學生幹部和平時靠攏寧大科層組織的積極

分子。然而這行動卻震動了寧夏區黨委。依據以往處理此類事件

的慣例，區黨委向寧大派出了調查組並對學生進行嚴密監控。同

時，寧大校方組織學生對大字報的作者進行了批判，把他們定位

為「反黨分子」（第45號被採訪人）。

聶元梓在文革前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共產黨總支書記。文革初期，她在北
犬張貼了題為「米項、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咒兗榦些什麼？的
大字報。該大字報被毛澤束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刊王義大字報」。聶
元梓與清華大學的劍大富、北寥航空學院的韓愛品、北京師範犬學的譚
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又
革後，聶元梓作為造反領袖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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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按照當時劉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指令，區黨委派出

工作組進駐銀川各校領導文革。工作組將運動置於自己的控制之

下，常北京高校領導被大量打倒時，寧大領導得以暫時免於此難。

6月中毛澤束下令全國學校停課半年鬧革命，寧大學生變得更馮

興奮。18日，一張批判寧大黨委書記江雲的大字報出現在寧夏日

報社門口。區黨委第一書記楊靜仁一方面命令工作組迅速制止這

種行為，另一方面明確宣稱「江雲不是反黨分子，寧夏大學不是

北京大學」。同時，他們派江雲到西北局開會以躲避衝擊（寧夏

地方文獻館1967)

或許是為了轉移文革目標，寧夏文革工作組把運動的矛頭指

向了教師和下層幹部。6、7月問，以寧大為例，83％的老師和下

層幹部遭到了人字報的批判，42％的教師和59％的幹部被劃為

壞分子而遭到了批鬥（寧夏地方文獻館1 967）。某些工作組還把

鬥爭矛頭指向了學生。銀川一中的高考準備班（高三班）中大部

分學生出身於非紅五類家庭，工作組把他們定為「資產階級的小

苗苗」加以批判。這種做法惹怒了班裡出身紅五類的幹部。於是

他們就在中央媒體輿論的影響下組織了「保衛校園」的反工作組

行動。該行為被區黨委定成了反革命事件，學生們被遣送到郊區

農場進行整風（第40號被採訪人）。自反右運動後，各級黨組

織的權威成了神聖·因此「攻擊工作組就是攻擊寧夏區黨委，攻

擊區黨委就是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第40號被採訪人）。在

這一例行思想下，地方科層對學生造反的自然反應就是鎮壓。這

些文革初期的犧牲品大多數都成了以後造反派的骨幹。

進入7月下旬，各級科層幹部對文革的控制遭到了毛澤束的

批判。毛澤東反復批評了劉少奇派工作組是犯了路線錯誤，是「站

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鎮壓無產階級革命」，並勒令撒銷工作組。此

後毛澤東試圖拋棄科層中介，以個人名義直接與群眾聯繫。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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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投向清華紅衛兵。毛澤東寫信盛讚他們的革命性，並把他們

的大字報作為第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正式材料在會議上頒發。8月

8日，在毛澤東的操控下，大會通過了《文革十六條》，指出文

革的主要目標是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徹銷工作組和

《文革十六條》給全國大眾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這次運動與

以往不同，它的鬥爭對象不是群眾而是黨的領導階層。8月18日，

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了紅衛兵，從此紅衛兵運動風靡全

國。

然而這一切並未徹底打破各級科層幹部對文革的控制。在寧

夏，工作組撒離學校後，取得文革領導權的是寧夏區黨委一手扶

植的文革籌備小組。當然，迫於形勢，白治區黨委也改變一些策

略：他們為因反工作組而受到壓制的學生平反，並拋出了與寧夏

第一和第二把手楊靜仁和馬玉槐不和的幾位幹部，作馮「寧夏區

黨委內的黑幫黑線」進行批鬥。其中包括區黨委書記、政府副主

席吳生秀、區黨委常委會副主席劉震寰和文化局副局長楊辛（寧

夏區黨委黨史研究室等1991 : 351一352)

在區黨委的控制下，銀川成立的「紅衛兵總部」只允許出

身紅五類的學生參加，其頭目也都是區黨委和軍區領導的子女。

他們熱衷於「破四舊」，並對種種針對他們父輩的造反行為進行

壓制。《文革十六條》發布後，銀川的工廠和政府機關裡出現了

一些零星的反單位黨委領導的行為，但是如同當時的學生造反一

樣，這些行動馬上就被扣上f反黨、反革命的帽子。直至9月底，

銀川文革基本上被控制在科層制度的軌道內。

串聯紅衛兵和科層的失控

如果毛澤東與清華紅衛兵的直接接觸是打破中共高層科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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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對文革控制的關鍵，那麼毛澤東髮起、由國家負擔經費的串聯

則是一個打破地方科層幹部對文革控制的關鍵。在毛澤東和中央

文革的直接干涉卜，北京文革迅速朝著毛澤東的意圖發展。但是

在「天高皇帝遠」的銀川，地方科層幹部卻可以利用白己的權威

將運動引向對白己有利的方向·串聯開始後，北京的造反信息迅

速擴散。北京紅衛兵因其政治優越戚，加上與地方上的科層權威

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在到f地方後的行扎方式極九大膽：他們把

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地方的最高權威，幫助或直接組織了原本力量

很薄弱的地方造反派，並為地方造反派提供了行為模式。

最早到達銀川的是刺大富手下兩個出生於寧夏的清華學生。

他們到達銀川後立即試圖在白己的母校建立造反親織（第21號、

42號被採訪人）。8月下旬，一批來自北京第三十和第五十五中

學的紅衛兵到達銀川（寧夏區黨委黨史研究索等─991 : 355）。他

們一進銀川就把攻擊寧夏區黨委的人字報貼到區黨委門前，並要

求楊靜仁川來接見。北京的紅衛兵是「毛主席派來的革命小將」，

楊靜仁只得親白出來歡迎，爺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做了謹慎的仲─

答。北京紅衛兵的行為在銀川造成了極人的震動─銀川極少數

造反者的眼光還僅僅局限於本單位的領導，北京紅衛兵的行動使

他們意識到連自治區黨委都是可以挑戰的。第二天，在北京紅衛

兵的引領「，本地學生開始在區黨委門前貼出大字報，如「毛主

席派來的紅衛兵要挖出彭真埋在寧夏的定時炸彈」、「楊靜仁已

經對北京紅衛兵表示f支持」等等（第42號被採訪人）

大學紅衛兵右政治上要比中學生來得敏銳，通過北京紅衛兵

的言行，他們看出了文革動向是與寧夏黨委的領導方向相反的。

在寧人黨委書記江雲被罷黜後，寧人的激進學生在9月2日召開

f批江大會，並把鬥爭矛頭直指寧夏自治區黨委。在會議卜，學

生指責江雲的檢查是區黨委給準備的，他們要哈炯磊（寧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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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組長）和王釗（江的祕書）來對質。區黨委拒不給人，並否認

曾包庇過江雲。激進學生於是聚集區黨委前，提出「區黨委拒不

交人是為了掩藏江和區黨委之問的陰謀」（寧夏大學聯合指揮部

材料組1967 : 5一7）。「九二行動」是寧夏學生對區黨委的第一次

直接挑戰，它在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反響。此後，寧大學生產生了

對立的兩派，但保守派占有絕對主導。

面對日益激進的學生，寧夏自治區科層領導採取了反攻措

施，9月12日，自治區副主席陳養山報告稱「寧夏的工作組並沒

有犯路線錯誤，只是犯了方法錯誤；楊靜仁領導的區黨委在執行

文革中採取了正確的道路」。此後，銀川大街上貼滿了攻擊寧大

造反學生的大字報·批判區黨委的大字報幾乎消失（寧夏大學聯

合指揮部材料組1 967 : 40一48）。銀川的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的支

持下策劃著更為激烈的行動。9月21日寧人激進學生組成的革命

串聯隊貼出大字報，號召在25日召開「揭露寧夏區黨委的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會。二十多個單位的造反者響應了該

通知，並一起組織了大會籌委會。大會在區黨委的阻撓下如期舉

行。馬玉槐、楊一木和陳養山被點名批判。人會上同時也出現了

如「楊靜仁是寧夏牛鬼蛇神的大紅傘」、「寧夏區黨委是黑線黑

幫」、「踢開黨委鬧革命」等口號（寧夏大學聯合指揮部材料組

1967 : 20一30)

「九二五人會」時，北京紅衛兵鼓動扶植起來的銀川造反派

在數量和勢力上都還很有限，他們在銀川處處受到壓制，而且北

京紅衛兵還被驅趕，但是寧夏科層的權威已大大受損。9月底，

大量寧夏學生衝破區黨委的控制去北京串聯。在北京紅衛兵的保

護下，寧人串聯隊的領導人最後也得以進京串聯。隨著文革在〕0

月分的激進轉向，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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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興起和文官科層的瓦解（1 966 10一l幼

北京紅衛兵在地方受到攻擊和地方造反派受到壓制的情形，

通過串聯紅衛兵傳回北京。自9月中旬起，毛澤東開始對地方科

層對文革的控制產生了很人的不滿，並醞釀著運動的推進。10月

1日，林彪在國慶講話中指出文革進入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的階段，而資反路線的主要表現就是對造反群眾進行壓制。

而後，毛澤東召集地方領導參加了一惘中央工作會議，批評他們

處理文革的方式。「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10月工作會議

打破了各級地方黨委在百姓眼中的神聖權威。一旦毛澤東決定剝

奪科層所擁有的克里斯瑪權威後，各級文官科層走向瓦解，受到

壓制的造反派紅衛兵則迅速崛起。

銀川的發展照舊比北京滯後。頁到10月中旬·寧夏自治區

黨委仍在組織幹部和保守群眾對寧人的造反學生和九一五人會進

行攻擊（寧夏大學聯合指揮部材料組1967 : 48一54）。但隨著中央

工作會議的召開，毛澤束的態度口益明確，這此攻擊迅速消失。

同時，寧人造反派紅衛兵止式退出「紅衛兵總部」·並組建了「毛

澤東思想紅衛兵」。該組織成員標準寬泛，人量被老紅衛兵排除

在外的學生加入f這個新組織。通過串聯，銀川學生的思想也發

生了根本上的改變。正如一位紅衛兵所講：「串聯徹底解放了我

的思想。看到北京那麼多高層幹部被批鬥，我戚到走資本主義的

當權派遍地都是。批鬥地方黨委幹部是絕不會犯錯誤的。」（第

46號被採訪人）

進入10月下旬，區市級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在銀川形成。10

月底，寧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立了一個「聯合總部」，以協

調寧大的各派造反組織。不久，中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成立

了白己的區市級組織。寧大聯合聽部開始向黨政機關和廠礦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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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隊發動造反。造反派在各單位內人都是受到壓制的少數派，

他們因此也會主動尋求造反派紅衛兵的支持。銀川文革因此從單

位轉向區市層面。11月，銀川形成了以行業系統為基礎的區市級

造反組織。

工人造反派的出現是當時的焦點。廠礦是國家的經濟命脈，

如果放開對工人的限制，將會直接威脅到經濟生產和國計民生。

早在9月分，中共中央曾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不

允許工人成立自發組織和串聯，工人造反組織因此有著合法性的

問題。11月下旬，銀川的一些工人組織要求區黨委批准其成立區

市級組織並供應相應物資，區黨委則以中央9月文件的名義予以

拒絕。但是，11月中旬上海發生了工人要求參加文革的安亭鐵路

臥軌事件，結果是工人造反組織在上海的全面合法化。進入12

月，隨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毛澤東認為工人參加造反是文革的

必然。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

定》，批准工人在文革中成立組織和進行串聯。此後，銀川的工

人造反組織得到了迅速發展。二鑒於造反力量的迅速發展，各單

位的保守派群眾也在科層幹部的操縱下成立了「捍衛毛主席聯絡

站」這樣的聯合組織，與造反派對抗。至12月中旬，銀川群眾

已充分地鼓動了起來。

與其他省市相似，銀川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成員構成上具有

明顯的不同。保守派有五多：紅五類多、黨員多、團員多、幹部

多以及積極分子多。他們是文革前秩序的受益者。造反派中則包

括了從紅五類到黑五類的各種人，其中有不少是各單位歷次政治

運動的受害者或受牽連者·特別是在寧夏的「反地方民族主義」

銀川工業薄弱，黨政機關和文教系統的造反派因此在丰卹──文革中始終發

揮著領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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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壞人壞事」運動中和文革初期的受害者。3造反派因為在本

單位內處於劣勢而走向社會，但是一旦走向社會，其訴求便超出

了單位內恩恩怨怨的限定，形成了超單位的訴求。但社會上的造

反派並沒有真正的統一，他們有的只是在受當權者壓制時的暫時

聯合，一旦外部壓力消失，造反派內部的矛盾和權力紛爭就會爆

發。與造反派比起來，保守派的組織性和內部統一性要人得多，

他們在人數上也要比造反派占優勢。只是因為當時毛的政策偏向

造反派，保守派才會在與造反派鬥爭中占居下風。

面對造反風潮，寧夏領導人只有招架之力。12月11日，楊

靜仁被迫承認區黨委在工作組問題、對待群眾組織問題和串聯問

題上犯了錯誤（寧夏區黨委黨史研究室等1991 : 35的。15日至

16日·寧大紅衛兵要求楊靜仁罷馬玉槐的官，楊含糊其詞。造反

派學生決定將寧夏自治區黨委的領導拉到北京評判。16日下午，

寧大紅衛兵臥軌攔車將馬玉槐帶到北京。中央責成楊靜仁和區黨

委副書記甘春雷赴京處理馬的問題。在北京，當中央表示明確支

持造反派學生後，甘轉而支持學生，並揭發了楊。1月12日，寧

夏造反派召開了批判楊、馬的人會。15日，楊、馬被從北京帶回

接受群眾批判。楊剛下火車就被戴上牌子遊街（第30號、38號

被探訪人）。18日，陳毅接見寧大毛主席思想紅衛兵，明確提出

楊、馬應被打倒。寧夏文官科層徹底陷入癱瘓。

在中央明確表態打倒楊、馬後，保守派群眾意識到自己「站

錯f隊」。他們或重新改組或改變f組織名稱以適應新的形勢。

寧夏在1960年曾香動過如下兩場地方陸政治運動：(l）「反地方民族主

義運動」於1960年上半年在區賞委中進行，以劉格平為首的老區賞委領

導班子被認為是「搞地方民族主義而被罷官或降職，由以楊靜仁為首

的新領導班子代替；（叩以消除地方民族王義的社會根源為名，1960年

下半年寧夏黨委在社會上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壞人壞夢運動」，大

量群眾遭到了迫害。這兩場運動在幹部和群眾疋間留F的傷很，是影響

寧夏文革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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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保守派組織甚至開始與造反派比激進，他們在喊打倒楊、馬

的同時還加入f區黨委中許多的其他幹部。這種行馮體現f文革

中群眾組織的投機性。保守派組織打出了造反旗號後，造反派和

保守派的界限變得模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組織聯合起來反對共

同對手是常見現象。

一月奪權：文革制度化的失敗

白治區黨委被打倒後，銀川陷入了全而的混亂。生產停滯，

但是以各種經濟利益為訴求的「經濟主義」造反風潮卻在蔓延，

同時，潟雙反運動中受害的幹部和群眾要求平反的呼聲也在日益

增高。銀川的這種現象並不獨特。1966年底，全國各地因為地方

黨委的癱瘓或半癱瘓，都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這成了毛澤束

在1967年伊始所而臨的主要問題·11值此時，上海發生了造反

派奪權事件。毛決定對上海奪權表示支持，並號召全國的造反派

都起來奪權。毛澤東的用意十分顯然，他想用造反組織來替代科

層，從而將文革這一反例行化的革命狀態制度化。在中央宣傳機

器的狂熱煽動下，全國上下都陷入了奪權的瘋狂中。

寧夏H報社造反派因其信息靈敏，早在1月13H就得知了

上海的奪椎消息·他們隨即在單位內進行奪權。奪權風潮在銀川

迅速擴散。在許多單位，奪權就是搶奪各單位辦公室和公章，許

多地方為搶公章人打出手。在各單位相繼奪權的1司時，寧夏自治

區黨委的奪權也被提到日程卜。區黨委的奪權是由甘春雷、區黨

委造反派，和社會上的主要造反派領導人協調完成的。1月中，

日讓區黨委造反派領導人與社會上的造反派聯繫，商討區黨委奪

權事宜。─月17日，銀川十三個造反派組織開會討論奪權問題。

會議卜，造反派內部出現f分裂。首先是以北京蕩首的外地紅衛

兵和寧大紅衛兵的矛盾，矛盾源於對權力分配的不滿和思想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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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北京三司駐寧聯絡站強調寧夏奪權的時機還不夠成熟，

寧夏文革還需要大混亂、大動盪。在北京紅衛兵的煽動下，中學

生紅衛兵從大會退出。雖然如此，十三個組織中的大多數同意聯

合奪權。l月18日至25日，這些造反組織成立了「寧夏革命造

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會」），起草了奪權公告，選舉

了七名常任委員，並決定建立文革和生產建設兩個辦公室。1月

20日，主要造反派領導人前往寧夏軍區尋求支持（此時毛已命令

軍隊介入文革支持左派，所以軍隊的態度直接關係到新政權的合

法性），寧夏軍區派出副司令張懷禮參加造反派奪權（銀川市工

業系統捍衛毛澤東思想聯絡部1 967 : 1一4)

在造反派準備奪權的同時，打出造反旗號的原保守派群眾也

在加緊準備奪權。迫於形勢，造反派只能在1月27日匆忙提前

奪權。在軍區派出的士兵和寧人紅衛兵的保衛下·造反派奪了楊

和馬的印章。奪權後，聯委會立刻舉行遊行示威慶祝奪權勝利。

倉促奪權並沒有結束銀川的混亂局面，相反，它自身面臨著來自

內部和外部的挑戰。首先是內部分歧。奪權後，為建立革委會，

聯委會準備為在1960年「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受害的幹部

平反，並吸收他們加入新的權力機構（這些幹部一直暗地裡支持

著單位內的造反派）。但是這些幹部因受迫害程度的不同，而對

平反方式有不同的要求，這些問題與群眾組織之間對革委會權力

分配的矛盾結合在一起，導致了聯委會的分裂。一些造反派退出

聯委會，成立兩個新的組織：寧夏總司和三司。這兩個組織的力

量與聯委會比起來人少勢弱，但是他們削弱了聯委會的力量。4與

此同時，原保守派組織和奪權前退出聯委會、以北京紅衛兵為首

的造反派組織，結成了反聯委會聯盟。聯委會在反對力量的夾擊

下，根本就無法行使其權力。

他們同時反對造反派和保孑派，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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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川所發生的一切並不特殊。毛澤東並沒有給出一套具體的

指示來指導奪權，再說，在爭權奪利這個「大是大非」面前，即

便毛澤東有指示也不見得會有效。這就使得奪權在大多數省分，

完全成了場無序的爭奪。全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朝著更壞的

方向在發展。

奪權後許多省分還出現f一個新現象：造反群眾開始衝擊各

省軍區。這背後有兩f固原因：首先，隨著運動的激進化，軍事科

層作為米被觸動的科層制力量，必然會姑受攻擊的對象。更重要

的是，山於造反派中很多人是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

受害者，奪權後造反派馬上要求銷毀地方幹部所整理、─劍於他們

的「黑材料」。但是，許多地方黨委在這時已把他們的重要檔案，

包括那些黑材料，送到軍區保存，於是一些造反群眾便試圖衝擊

軍區以獲取這些材料。軍隊混亂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垮辜，毛澤束

對此不能容忍。這迫使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對文革的發展做f朝著

緩和方向的調整。1月下旬，毛澤東禁lfi造反派攻擊軍隊，並下

令軍隊支持左派。

毛澤東的困境（一）：軍事科層還是群眾派系

奪權後，文官科層四分五裂，文革精神推到了極端，但是社

會卻沒有向毛澤束所期望的方向發展，而是一片混亂（逢先知、

金沖及2003）。這就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下令軍隊介入文革「支

持左派」，試圖用軍事科層的力量來駕馭文革中的群眾運動，並

於2月卜旬提出革委會應探取「付結合」（軍隊、幹部和造反群

眾代表）的形式。但是，各地軍事科層與文官科層的幹部之間有

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軍事科層幹部對造反奪權有著本能的反戚。

比起文官，軍事幹部更馮講究紀律和服從，因此他們在處理事務

時往往更會遵守例行，更傾向於壓制難以馴服的造反派，使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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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朝著與毛澤東所預期的相反方向走去。軍事科層的這一傾向

又使毛澤東轉而支持造反派，對軍事科層施壓。可是毛澤東一旦

這樣做，整個文革又會朝著混亂的方向發展。在1967年1月至

1968年8月問，毛澤束的政策一直在保守和激進兩個極端搖擺，

直至對造反派力量徹底失望，終於下決心鎮壓了他一手發動和發

展起來的造反力量。

軍隊的介入使得軍區對聯委會的態度變得十分重要。但是，

寧夏軍區與自治區黨委關係密切。聯委會剛成立時，軍區對他們

的支持純粹是迫於一時政治氣候不明。l月底後，全國形勢往右

轉，在這一背景下，寧夏軍區以一件很小的事件為籍口，鎮壓了

聯委會：當時《解放日報》一記者來銀川收集當地運動的晴況，

該記者的真實身分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聯絡員。他在採訪過程中因

一些小事與聯委會下屬成員發生了爭執，在盛怒中，他來到寧夏

軍區，聲稱奪權太亂不應批准（第30號被探訪人）。軍區乘機

改變了對聯委會的態度。2月8日，北京三司駐寧夏聯絡站從銀

川郊區動員了一個由杭州下鄉青年組成的造反組織來砸聯委會。

作為回敬，聯委會的造反派把三司駐寧領導人趕回了北京（過大

江、紅雨1967 : 5一7）。聯委會的這一行動給了軍事科層鎮壓的藉

口。第二天，軍區司令朱聲達召開會議，討論「一二七奪權」是

否正確。會議上朱聲稱聯委會在奪權期間對其他群眾組織執行了

白色恐怖和排外政策，「二八事件」充分暴露了聯委會的右傾本

質。2月11日，寧夏軍區發表公告，撒銷對聯委會和其奪權的

支持。聯委會奪權十六天後流產（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

1968 : 103一108)

之後軍事科層試圖將造反派從組織和輿論上徹底摧毀。2月

19日，寧夏軍區發表「給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指一二七奪權

是「在資產階級當權派甘春雷指導下的右派奪權．（寧夏無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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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革命派總指揮部1 968 : 1 16一120）。之後，軍區以銀川清潔人隊

的「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和中醫院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內部有

「壞分子」為藉口，解散了這兩個組織，並貝關閉了寧大紅衛兵

所舉辦的寧夏文革造反派展覽和沒收了他們的展品（寧夏地方文

獻館1 967）。軍區主持的三幹會、公交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等，

都以一二七奪權為戒，不准支持奪權的幹部參加。同時，軍區還

動員f保守派組織攻擊聯委會。奪權被標記為「甘春雷操縱下的

右派奪權」，聯委會則被攻擊為「聯委會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

隊」。在軍區的支持下，保守派組織聯合建立了「革命大聯合籌

備處」（寧夏地方文獻館1967)

在此形勢下，聯委會在3月7日發表聲明，要求與軍區通過

商討解決分歧。朱聲達顯然不想妥協。作為回應，他稱「三七聲

明」為「一小撮右派頭頭的陰謀詭計」，要求聯委會「交代罪行

並交出他們的頭子甘春雷」。他並且動員保守群眾發動一場「抓

右派頭頭」的運動（寧夏地方文獻館1967）。此時，一批一直在

幕後支持造反派的幹部走到了前臺（大多數是在反地方民族主義

運動中受打壓的幹部），他們成立了以區交通局王志強馮首的「翻

江倒海戰鬥團」，公開表示支持聯委會。寧夏軍區內部也出現了

支持聯委會的聲音（如張元禮和劉德夫）。但是，造反派在這一

階段基本上處於守勢，在軍區的壓力下，許多人退出了造反派。

聯委會也不得不更名為「革命總指揮部」（簡稱「指揮部」）（第

29號被探訪人）

造反派受到壓制的狀態，隨著毛澤東的政策在4、5月間的

變動，而發生了根本變化。繼反「二月逆流」後，毛澤束對軍事

科層在全國對造反派的鎮壓，多次表達了不滿。4月初，中央軍

委下達指令，正式取消軍隊對文革的控制權。毛澤東的變化給f

寧夏造反派一線生機。但是造反派的復蘇並沒有能夠擊敗軍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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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及其支持的保守派組織。這其中有四個原因：第一，軍事科層

和文官科層不同。軍人作風強悍，同時他們掌握著軍隊，造反派

不可能將他們隨時抓來批鬥。除非毛澤東親自下令，否則他們是

不會像文官這麼輕易就範的。第二，軍事科層是中共政權最為重

要的支柱，軍隊亂了會導致境外敵對勢力的入侵，軍人急了會有

兵變。因此毛澤東不會像處理文官一樣對待軍隊幹部。第三，十

個月的文革中不但形成J’造反組織，而且還造就J’一群與軍事科

層親近，同時也聲稱是在革命的原保守派組織。有了這批人的支

持，軍事科層的氣要壯得多。而對毛澤束來說，「敵我」陣線已

不像文革之初那麼清楚。第四，十個月的文革已把中國弄得天下

大亂，各地問題不斷且問題性質還不同，中央已是疲於奔命。

4月間毛澤東的言論雖然給了造反派復興的機會，卻沒有明確否

定軍事科層對保守派組織的支持。如此，毛澤束在4、5月問的

變化不但沒有壓垮各地軍事科層，反而造成了一個更嚴重的後果

─各地造反派在毛澤東新動向的鼓勵下咄咄逼人，原有的保守

派在地方軍事科層的支持下也在打著造反的旗幟與造反派針鋒相

對，派系武鬥在許多省分越演越烈。銀川的文革就這樣進入了下

一個階段。

各地軍事科層對造反派的壓制受到毛澤東的批判後，朱聲達

堅持中央的方向轉變是中央文革的旨意，而文革小組不過是個辦

事機構，並無決策權力，他強調中央軍委的指令給了地方軍區「自

衛」的權力。為f對付日益活躍的造反派，朱聲達用召開貧農會

的方式動員農民加入保守派，並動員農民進城攻擊造反派。他還

指示籌備處到石嘴山、吳忠等地串聯與當地武裝部建立聯盟。為

了增加其統治的合法性，朱聲達讓區黨委的老幹部加入軍區領導

的第一線生產指揮隊（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1968 : 10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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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5月，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了嚴重對峙。5月初，被軍

區解散的兩個造反派組織要求平反被拒，同時，造反派紅衛兵在

公安局前靜坐和絕食，要求收回寧大的文革展覽材料（中共銀川

市委黨史研究室、銀川市檔案館1 998 : 112）。朱拒絕做出讓步，

與造反派針鋒相對。籌備處在5月底砸了新華社駐寧分社，認為

它是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聯絡站。中央文革小組於6月5日和6

日向朱發了三個指示，命令他嚴肅處理這個事件。朱不予理睬。

同時由朱支持的籌備處和地方武裝部，在吳忠和石嘴山地區發起

了武鬥（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1968）。蘭州軍區命令朱

改變行為。6月18日，中央發令禁止軍區煽動農民進城武鬥。對

於這些，朱聲達都以中央和上級機關不明瞭地方情況為由，予以

搪塞，充分顯示了軍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氣質。面對進

攻，造反派的行為也變得更加激進。7月19日，造反派舉行集

會，「聲討朱聲達在武鬥中殺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次日，武

漢「七二○事件」爆發。在江青「文攻武衛」口號的煽動下，曾

任軍區副司令的馬思義（在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被降職），在

7月24日率領約四百人進攻保守派實力強人的吳忠，並占據了吳

忠儀錶廠（寧夏區黨委黨史研究室等1 991 : 29)

籌備處於26日成立了寧夏大聯合籌備處，對外稱其成員達

八十萬人，與總指揮部抗衡。與此同時，總指揮部準備對籌備處

發起人規模的攻擊。7月底，因傳聞說西塔是籌備處的總部，總

指揮部的兩個工人頭目程學儒和劉青山率人攻打西塔，行動失

敗，二十多名人員被俘。隨後，石嘴山一千二百多名礦工和鋼廠

工人乘坐五十多輛卡車進入銀川支持總指揮部，當天下午他們攻

下西塔。籌備處五人死亡，三百多人被俘（寧夏區黨委黨史研究

室等1991 : 30)O

攻下西塔後，總指揮部在銀川的實力占了上風。但是，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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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率人攻入吳忠儀錶廠後被包圍，吳忠造反派告急。8月8日，

總指揮部人員帶著長矛、乘數百輛卡車去吳忠解圍。行至永寧縣

大觀橋時，車隊遭到了籌備處的伏擊。槍是當地武裝部發的，而

參與伏擊的人大多是復員軍人。指揮部一百多人死在大觀橋，受

傷者更多。大觀橋事件後，造反派開始從軍區搶槍，武裝自己（實

際上是軍區內的造反派讓總指揮部的人員去拿槍）。銀川武鬥開

始大規模運用熱武器。

8月13日，籌備處攻下吳忠儀錶廠，馬思義被打死。寧夏

武鬥於是引起了中央的注意。為了結束武鬥局面‘中央判定寧夏

軍區犯了嚴重錯誤，朱聲達被召到北京接受審查，第一野戰軍

六十二師進駐寧夏。蘭州軍區副司令康健民和六十二師師長徐洪

學被指定為新領導人。8月18日，蘭州軍區宣布總指揮部為革命

造反派（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1 968 : 91一93）。形勢的劇

變使籌備處的群眾措手不及，他們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對野戰軍的進駐十分憤怒，於是就爆發了籌備處與六十二師問的

衝突，並導致了青銅峽慘案。當時中央下令六十二師進攻守衛在

青銅峽的籌備處武裝人員，造成籌備處一百多人死亡。從此籌備

處走向衰落（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1968 : 85一86；第18

號被採訪人）。

毛澤東的困境（二）：軍事科層和造反派的消亡

總指揮部在被確認為造反派後行為變得張揚。在單位中，總

指揮部的成員對籌備處成員進行報復的現象十分常見。但是當時

中央的政策是各派群眾大聯合，總指揮部因此失去了徹底打垮籌

備處的機會。在中央的操縱下，各派組織達成了協議，於12月

27日宣布成立以新的軍區領導為首的文革委員會籌備小組（寧夏

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1 968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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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籌小組成立後，韋伯的例行化機制馬上敔動。雖然革籌小
組領導都是衝著支持造反派而來的，但是造反派的反制度傾向決
定了軍事科層和總指揮部在蜜月後的必然衝突。他們的衝突起於
革委會的人選問題。兩個問題成偽焦點：一是甘春雷是否應進入

革委會（軍事科層幹部支持王志強）;’二是寧夏四派群眾組織代

表在革委會應占的比例。軍事科層堅持四派席位對等，而總指揮

部則認為造反派應當占多數。6這分歧導致了總指揮部內部的分

裂。於是就出現了擁護新軍事領導的「小米加步槍」（米派）

和擁護甘春雷、處於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布派）。1 968年2
月24日，文革委員會籌備小組發下了一個革委會成員暫定名單

以供討論，這名單激起了布派領導人的強烈不滿，因為名單裡沒

有布派支持的幹部、工人和紅衛兵代表。布派稱「名單沒有體現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在用修正主義篡奪文革的勝利」。迫於壓

力，以康健民為首的革籌小組，在名單中加入了布派的主要領導

人（寧夏革委會1 974：第一部分〈從407號文件發表到區革委會

成立〉)

軍方在妥協的同時，暗地裡動員米派，指責布派攻擊革籌小

組。作為回應，布派在3月2日聲明群眾大聯合和未來的革委會

必須以革命左派為核心，甘的問題必須適當對待。聲明發表後，

布派的一個激進下屬組織，成立了「肅清叛特反資聯絡站」，專

門進攻米派。布、米兩派之爭開始深化。但是，儘管分歧很大，

在中央的督促下，寧夏革委會還是在4月10日宣告成立。

然而，1 968年3月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影響下，毛澤東對文

甘春雷曾積極參與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所以甘春雷與王志強雖都在總
指揮部內，但舊怨仍深。甘春雷想讓原區黨委的一些榦部進入革委會，
王志強則大力反對。新軍區領導鑒於甘春雷與舊黨委的深厚關聯而偏向
王志強。這條信息由第30號被採訪人提供。
以下敘述主要建立在寧夏革委會（1974）和對當事人的採訪篡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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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纔展方向再度不滿─如同1967年3月，毛澤東威到軍隊

對文革中混亂形勢的緩和走過了頭。於是他發動了「反擊右傾風」

運動。4月12日，革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反右傾風運動的執

行·「反右傾風」為布派提供了良機。在會議上，布派領導人批

評了革籌小組的右傾保守主義，康健民不得不自我批評並宣布歡

迎甘春雷回來”運動轉向後，軍方試圖把鬥爭的矛頭轉移到影響

力已經很小了的籌備處身上，但是布派則力圖打擊軍方領導和王

志強，從而控制了革委會。米、布之爭繼續深化，武鬥再度爆發。

5月2日和7日，米、布的兩個下屬組織在固原地區爆發了武力

衝突。同時，銀川米派兩千多人攻擊了布派以劉青山為首的「八八

交通兵團」並發生了武鬥。5月23日，劉青山進攻米派作為報復

（寧夏革委會1 974：第二部分〈從區革委會成立到「六九聲明」

發表〉）。

軍區領導決定利用米派徹底擊垮布派以恢復秩序。6月l日，

在紀念聶元梓大字報發表兩週年的大會上，康健民指出，在前兩

個月的反右傾運動中，有一股極左風干擾著運動的大方向。第二

天，在軍區的操縱下，米派一個下屬組織砸了布派控制的工人代

表大會的牌子。6月9日，米派的幾個下屬組織發表了「六九聲

明」，指出布派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寧夏的第二套班子」。軍

隊領導立刻表示支持，並聲稱要用六九聲明統一寧夏的兩百萬人

民。面對進攻，布派於6月13日發表聲明，稱目前運動的任務

仍是「反右」，「六九聲明是分裂革命陣營，顛覆紅色政權」。

但是，布派領導這次是錯估了形勢。兩年的文革使中國滿目瘡痍，

毛澤東作為當權者的一面，使他深深地認識到群眾運動的可怕，

他已經完全沒有兩年前的豪氣。在銀川武鬥加劇的同時，全國各

地在相似的背景下也再度出現混亂局面。7月間，毛澤東不得不

轉而支持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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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在毛澤東轉向後對布派發動了強攻。8月，軍方領導的

工宣隊進駐各單位’各單位革委會裡的布派領導被清洗。8月底，
按照中央的指令’寧夏的四大派組織都被解散。9月9日，軍方
宣布布派為反革命組織（寧夏革委會1 974：第三部分〈從「六九
聲明」到二擴會召開〉）。此後的寧夏革委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中，
布派的領導都在遭到批鬥後被打倒（寧夏革委會1 974：第四部分
〈從二擴會召開到黨的九大〉）。一場反科層的克里斯瑪運動，

以保守的軍事科層統治結束。

結語

1966至1976年，特別是在文革最為激烈的1966到1968年

之間，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主席的身分發動了一場針對自己領導

的共產黨、以「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為名義的革

命。對於絕大多數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文革就是一場災難。但

是文革也以它的造反精神，受到了世界各國左派的神往，並且文

革研究的熱情在學術界經久不衰。本章從寧夏的文革發展入手，

試圖用韋伯所刻劃的克里斯瑪權威和科層權威的性質及其內在緊

張關係這一視角，來解答以下兩個問題：為什麼一場由毛澤東親

自領導的群眾運動，會迅速發展為誰也控制不了的武鬥局面？為

什麼鬥爭勇氣十分了得的毛澤東，不得不以最為保守的軍事科層

來結束文革亂局？

本章的觀點是：克里斯瑪是個人性權威，而科層是制度性權

威。科層的例行化運作與克里斯瑪權威有著結構化的緊張。毛澤

東發動文革可以被視為他對他所領導的官僚集團的迅速例行化威

到不滿，想通過「繼續革命」來克服科層的例行化，從而保持他

的克里斯瑪權威和政權的革命性。但是，文革一旦發起後，毛澤
東就遇到了如下三個結構性的困境：(l）文革的鬥爭對象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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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體制，毛澤東因此只能發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但是，

民眾卻對文革卻有著不同理解和衝突性的利益追求。（2）文革

的鬥爭對象是「黨內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是毛澤東自己也

不清楚到底誰是走資派。於是就有了如下的局面：某些群眾組織

頭目和科層幹部相互勾結以打倒另外一些幹部和群眾·致使文革

走向了武鬥。（3）即使是在各級科層受造反群眾衝擊最為凶猛

的時候，毛澤東也仍然需要依賴科層來管理這一國家。這就給f

各級文官和軍事科層，把文革引向對自己有利的發展方向的可

肖旨。

克里斯瑪權威和科層權威之問的緊張，加上以上的三個因

素，給了文革一個獨立於毛澤東意志的發展邏輯。毛澤東可以利

用他的克里斯瑪權威任意地發出指示以改變文革方向，但是卻無

法阻止自己的話語被各種力量利用，將文革導向他所不願看到的

方向。於是，當毛澤東覺得社會已經亂得不可控制而不得不發出

向「右」轉的指示時，科層幹部勢力抬頭，造反派受到壓制，社

會走向保守的例行化方向；而當毛澤東看到造反派受到壓制，科

層幹部勢力抬頭，而發出向「左」轉的指示時，反例行化的造反

組織就會抬頭，社會走向混亂。文革就這樣在左右搖擺中變得日

益不可駕馭，迫使毛澤東請出最為保守的野戰軍來整合局面。當

時全國各省情況各異，但趨勢大致相同。毛澤東最終敗在了一個

被文革人人扭曲、意識形態沉重、派系鬥爭不斷加重的科層權威

手下。或者說，韋伯打敗f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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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學運期問，中國政府的政策在讓步和鎮壓之問前後多次

反復，但無一取得成功。最後，政府動用軍隊鎮壓，整個運動以
悲劇告終。政府政策的反復變動和運動的最終被鎮壓，通常被認
為是政府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問權力鬥爭的結果。與之不同，
本章要論證的是，國家政策的變動以及因此而導致整個運動發展
動態的背後發揮著支配作用的關鍵因素，是國家控制手段的失
效。而國家控制手段的失效，則源於當時國家高層精英、學運積
極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對政權合法性基礎的相互衝突的理解。’

圍繞這一觀點，本章分為三個部分展開：首先，我會對中國

政治研究中有很大影響的派系鬥爭理論做一評述。其次，我將重

點分析80年代中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來源；我會給出一個

理論，用以揭示在當時的政體性質和政權合法性來源的前提下，

中國政府在社會控制方面所面臨的困境。最後，我會在先前提出

的理論指導下，解釋「八九」期問，中國的國家和學生為什麼會

有特定的互動方式，以及這一互動方式是怎麼把學運帶入悲劇性

的結局。

精英派系理論

中國政治研究專家往往都會強調中國政治的派系特徵（Baujn
1993 ; Di勿er 199oa , 199ob ; MacFar叩har 1974 , 1983 , 1993 ; Teiwes
1990）。在分析「八九」期間國家的行為時，這種理論似乎尤其
流行（陳一諮1990 ; cheng 1990；冷istof 19 , o ; Nathanl , 90）。這
些研究，儘管在論述的細節方面有所不同，一般都會把運動期間

華無駕靄懲讜燕鑿讜
虛假信，息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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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的變動，視為政府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問權力鬥爭的

結果。“可以說，雖然絕大多數派系鬥爭模型都不是以國家理論

為基礎，但其中暗含著這樣一種觀點，即國家並不是由利益一致

的、統一的精英所構成，而是分裂為一個個在權力和政策上互有

衝突的派系。從邏輯上講，當政治衝突不是圍繞正式組織，而是

圍繞人際關係展開時，派系鬥爭的確是唯一可能的結果（Nathan

1990）。不過，當我們用這種理論來解釋「八九」期問中國政府

的行為時，卻會遇到一些問題。

首先，這些強調精英之問派系鬥爭的理論，都把中共黨內的

人際關係網絡簡單化了。由於公開的派系在黨內是不合法的，所

以一個強大而持久的派系是難以建立起來的。事實上，黨內各個

「派系」都是內嵌於山各種親密關係所構成的網絡之中的，比如

地域關係、裙帶關係、朋友關係、意識形態和性格親和關係，以

及老同事和上下級關係等等。並且，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分野和人

際網絡的界限往往並不對應，所以，在中共歷史上，以意識形態

為基礎的劃界只會偶爾占據主導地位。’其次·派系理論在分析毛

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時，也許會有一定的解釋力，因為當時的國

家不僅在制定政策時相對不受社會制約，而且在政策的執行過程

中還會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用它來解釋八九學運的動

態就顯得缺乏說服力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國家一社會關係

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到了80年代後期，中國已經發展成

為一個以績效為合法性基礎的威權政體（第二章）。在這一時期，

大部分市民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國家為了自身的

比如，cheng(1990 : 38）就說過：「可以把天妥門廣場的迸行示威解繹
為民怨深重的反映。但是，鎮壓示威者的決定卻只有放在賞內權力鬥爭

的框架當中才能得到解釋。」

談像T學艮（Ding 199440）所談到的那樣，玉震和鄧力群一般被認為是
保孑派的核。，但他們卻和鄧小平關係密切，並且得到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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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也不得不日櫺倚軍自己在經濟和道德方而的表現。此時，國

家的決策儘管不像民主國家那樣受到制度的牽制和平衡，但它所

面臨來白社會的、體制外的壓力卻是不容小覦的（第四章）。因

此，派系鬥爭理論高估了中國政府在80年代後期的白主性，想

當然地認為中國政府在當時仍然能夠隨意變更政策。這顯然是與

事實不符的。

一般而日，派系理論是這樣解釋「八九」的產生和發展的：

首先，保守派的崛起阻撓了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引發

f運動；在運動過程中，由於派系鬥爭，中國政府的政策在妥協

和鎮壓之─劍來回搖擺；最終，強硬派在鬥爭中占據上風，隨之而

來的就是軍事鎮壓；軍事鎮壓既標誌著保守派地位的鞏固，也標

誌著改革的失敗·

這種解釋在經驗事實卜至少有兩個困難：第一，它無法解釋

一些重要事件得以發生的時機。比如，一般都認為趙紫陽是改革

派陣營的領袖·而措詞強硬的《人民口報》四二六社論之所以能

夠刊出，則是因為趙紫陽此時化好出訪北韓（陳小雅─996 : 206

207；陳一諮19叩）。然而，在學生成功地發起一場抵制四二六

社論的遊行後，國家在4月27H又重新探取了讓步策略。4月

29口，政府還和學生進行了第次對話。如果說趙紫陽和四二六

社論沒有什麼關係的話，那麼，山於他訪問北韓是在4月23口

至30日之問，我們顯然也不能把他回國之前政府所採取的讓步

歸功於他。第二，這個理論也未能正確地預測1989年之後的形

勢。1989年之後，巾共黨門並沒有發生對所謂的「改革派」的大

清洗；鼓重要的是，國家的經濟改革在〕9叩年鄧小平南巡後，

又東新煥嶺了生機。

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如果中國政府的政策未受派系鬥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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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那它在「八九」期問還有別的選擇嗎？面對這一假設，上

述理論模型的弱點就更是暴露無遺f。因為，答案很可能是「沒

有」。在「八九」期問，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處理呈現出如下軌跡：

最早是對運動的寬容；當寬容未奏效而運動升級時，政府就通過

四二六社論對學生施以言辭威脅；當社論也未奏效時，政府就採

取有限的讓步，企圖限制運動的發展；在有限的讓步並未得到學

生的響應後，政府就開始實施戒嚴，把大量軍隊調往北京；發布

戒嚴令和調動軍隊起初只是為了威脅學生和市民，只是當武力威

脅也未能制止示威人群對天安門廣場曠日持久的占領時，政府才

決定鎮壓。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政府幾乎用遍了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

但都沒有奏效。最後，留給領導層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鎮壓，

要麼就像東歐共產黨國家那樣下臺。但是，當時人部分國家領導

人早在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前就參加了革命，無論是「改革派」還

是「強硬派」，讓他們放棄數百萬同志用生命換來的權力幾乎是

不可能的。於是，軍事鎮壓就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在這一章，

我並不是說中共黨內沒有權力鬥爭，或者說權力鬥爭對運動的發

展沒有影響；而只是想說，對八九學運的發展形態而言，派系鬥

爭理論缺乏解釋力。我的分析並不是為血腥鎮壓製造合理性，殺

戮平民這一事實的本身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辯解的。但是，我想通

過分析清楚地表明，過度強調派系鬥爭在中共高層「八九」政治

決策中的作用，會對一些基本問題估計不足，而這些問題正是一

個像中國這樣的威權政體在危機時刻不得不面對的。

合法性與國家控制

在第一章中，我已將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基本來源區分為三

種類型：（法律）程序型、意識形態型和績效型。然而，在一個



第八章國家合法性與八九學運的發展207

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由於社會地位和個人經歷各有不同，人們

對政權合法性基礎的看法往往大相逕庭。因此，要將這一理論用

於解釋八九學運的發展，我們必須進一步區分當時國家精英和

北京市民對國家合法性的不同理解。我們同時需要回答，為什麼

「八九」期問社會各界對政權合法性基礎的不同理解會削弱國家

控制的有效性。為此，我的探討將集中於四個群體：高層國家精

英、知識分子精英與激進學生、普通大學生，以及普通北京市民。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劃分並不意味著在運動中存在著這四類群

體，其中每一個群體在對國家合法性的認識上大體一致。毋寧說，

這種劃分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對國家

權力的看法與其他群體相比有著顯著差異，而正是這些態度上的

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他們在運動中的行為。

（一）國家高層精英

這個群體包括大部分政治局委員，尤其是政治局常委，同

時也包括一些在長征前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這些老人在運動

期間積極介入重人政策的制定，並且他們的話在黨內很有分量。

當時政治局共有十七名委員，“其中有一些是50年代才入黨、相

對年輕的領導人，但是大部分都是在30、40年代就參加革命的

老黨員了（見表SD。這些高層領導成員，可以說基本上是共

產黨內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領導人。至於那些老幹部，他們都在

20年代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運動。到了80年代後期，他們中只有

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仍然活躍在政治舞臺上。這些老幹部中權力

最顯赫的人都列於表81中。除鄧小平和楊尚昆之外，這些人在

「八九」時在黨內都已經沒有正式職位，也不負責政府的日常工

作。然而，他們傳奇般的革命經歷，再加上大部分政府和軍隊領

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運動期間並未進入核心決萊圈。但由於我是把領導層

當作一個整體來研咒的，名單的一些變動並不會影響我的分析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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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都曾是他們的部下，有的甚至是他們一手提拔起來的，這使

得他們在退離崗位後仍保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享有對國家政策

的否決權。據說名單上的前八位在鎮壓八九學運的過程中就發揮

了關鍵作用·在當時，他們被稱為「八老」（cheng 1990 209-

221)

大部分關於八九學運的研究都強調高層精英內部的派系性

質，而沒有看到他們中的大部分都絕對效忠於中國共產黨，而且

對當前的政治體制深信不疑。在表8〕所列舉的三十個人中，只

有三個人是50年代入的黨，六個人是40年代入的黨，其餘都在

20、30年代就開始了革命生涯，遠遠早於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的

時間。這些老幹部都身經百戰，親眼目睹了許多戰友和同志為革

命而前仆後繼。他們對革命事業至死不渝的忠誠自然會塑造他們

的觀點，並強化他們對共產黨的忠誠。

表81政治局委員以及一些最有權力的老幹部參加革命的時問

莖
這裡羅列的是八九學運期問的政治局委員

這是指他們入黨、入團或加入共產黨軍隊的時問。

老幹部

鄧小平

彭真

鄧穎超

陳雲

薄一波

楊尚昆

李先念

王震

聶榮臻

陸定一

宋任窮

劉瀾濤

習仲勳

徐向前

參加革命的時問“

1922

1 923

1924

1925

1925

1926

1927

1927

1922

1925

1926

1926

1926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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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們獨特的經歷和身分以外，我們還可以用其他論據來

支持這裡的論斷·在學運期間，許多高層領導人，尤其是那些八、

九─歲的領導人，都曾反復表達他們對黨的高度忠誠。比如，在

與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次會談中，陳雲說（Chen-990)：「人

家都知道，中國革命經歷了數十年的艱苦奮鬥，犧牲了兩千多萬

人，新中國才得以成立。勝利來之不易啊。」老幹部對共產黨的

忠誠也可以從許家屯這個頗馮極端的例子卜看出來。許於1938

年入黨，1983至1989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此期問，他

對西方和資本主義的理解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山於擔心因白己

在港期問對學運表示─可情而遭報復，許於90年代去了美國。然

而，即使在美國居留三年之後，他仍然對共產黨表示忠誠，並強

調他只是不喜歡中共的個別領導人（許家屯1993）。顯然，表

8─中所列舉的人多數高層領導人都比許有著更長的革命生涯和

更顯赫的位置，並且都沒有許家屯在香港和美國那樣的經歷使其

忠誠和認同發生分裂，因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放棄經

過萬死一生才取得的政權。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知道，中國人陸的經濟與臺灣或南韓相比

處於劣勢。他們同樣清楚「八九」之前中國的腐敗和通貨膨脹到

f什麼境地。但是，他們都傾向於把巾國的「落後」歸結蕩經驗

不足和毛澤束的個人錯誤（鄧小平1983 : 291一301）。他們並且

相f需當前的經濟危機不過是短期的衰退。在這種看法的支持下，

他們對國家形勢的總體估計仍然是樂觀的。另一方面，儘管這些

國家高層精英並不是由普選產生的，但他們堅信他們有權通過法

律和憲制手段去統治全社會。他們之所以有這種信念和信心，是

因為他們對本政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擁有的合法性抱有普遍

認同。與程序合法性相比，意識形態合法性顯然是一種層次更高

的合法性（第一章）。在表82的第一列中，我列出f該群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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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績效合法性的人體看

法。5

表名280年代晚期北京不同群體對政權合法性的認知

國家高層精英

知識精英和激進學生

大學生

北京市民

意識形態合訟陸
+ 鼬響彆馴塵邦巡

一叩＋

一／十

（有拮袒符號十、十／一一／十和一分別表示對政權台法性在該維度上的肯定·部分肯定、部
分否定和否定；0則表示政權合法性在該維度上對這部分人來說無關緊要心

（二）知識精英和激進學生

這個群體包括主要的異見人士和白由派知識分子。其中有些

人，比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嚴家其、陳子明和王丹，山

於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對他們的研究，在西方已經廣馮人知。這個

群體主要是由那些早在毛澤東時代就醉心於政治，並素有政治抱

負的知識分子所構成，其中大多數人都曾經是共產主義和毛澤東

的真誠信仰者。十年文革浩劫，再加上他們個人在當時的不幸經

歷，使這批人在70年代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政治體制產

生嚷疑。他們的力量隨著一些青年學生的加入而逐漸壯大，他們

的思想也日益成形。到了80年代後期，他們都普遍相信，沒有

人權和獨立的司法體系，尤其是缺乏民主政治，是導致毛澤東時

代整個悲劇的根本原因。並且，他們深信，經過四十年的共產黨

高層軍言在最後的軍事鎮壓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大部分80年代晚期的

軍隊高層將領，都早在20、30年代或40年代就入了黨長期的軍旅生涯

造說了他們對賞的無比忠誠。像1989年時任國防部長的秦篡偉，1929年

就參加紅軍，曾身歷數百場戰鬥，親眼目諸了成千上萬戰友的犧杜。池

還長期處於鄧小平和徐向前的頜導之「，而鄧和徐都是‘八九」時候的

老榦部。所以在本章，我對這些軍人和鬲層國家精英一般都不區別對

待，因為他們對共產賞都有一種長期養成的忠。。有關秦維偉的軍旅生

涯詳見奏塞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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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而中國之所以仍然

這麼落後，完全是僵硬的計劃經濟和政治體制一手造成的。最後，

他們堅持認為，目前經濟改革陷於難以自拔的困境，其根本原因

也在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

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完全不承認當前中國的國家政權在

意識形態或者（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7他們對國家在當前的經

濟表現也持負面評價（見表82）。他們內部的意見分歧，主要

集中在如何進行政體改革的問題上·“這個群體的激進核心成員並

不多，在北京可能不會超過幾百人；但由於他們大部分是教授、

作家、記者和重點大學的學生，所以他們能夠廣泛而有效地傳播

白己的理念。他們對其他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尤其

是到了80年代後期，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他們的觀念在知識

分子的話語體系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八九學運正是在這些激進

知識分子所創造的各種「危機」話語中萌動的。

（三）普通大學生

激進知識分子點燃了運動，而維持這一運動的則是普通人學

生。我對這部分人的訪談比較多，因此也有更多的了解。絕大多

數80年代的大學生認為中國政府在領導經濟改革方面是成功的，

但他們並不認為該政權具備意識形態合法性。由於80年代後期

的高通貨膨脹、腐敗和知識分子地位的下降（第五章），學生對

我對這個群體。態有更為許細的分析（zhao 2001 : ch幻·

伯響斯（John P BumS）較詳細地記錄了刈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對四項篡

本原則所抱持的凍疑態度（l , 99 : 497）·

他們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的現代化究竟應該走民王道路，還是走「新權

威主義」道路·自由派堅持「沒有民主，就沒有經濟香展；支持「新

權威王義」的人則強調，在實現民王化之可，白於經濟發展仍然處朴較

低水準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仍然是必要的。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危

機的加深，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觀念逐漸占據上風。見本書第四章對朴這

場爭論的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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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領導經濟發展的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一落千丈。臨近「八九」

之時，已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對政府持批判態度。”我對這部分人對

國家政權合法性之看法的評價，亦見表82（詳見zhao 2001 : ch

4)

（四）北京市民

這個群體包括工人、普通政府職員、個體戶、中小學教師、

店員和無業人口等等。雖然「八九」在爆發之初完全是一場學生

運動，但在絕食期間和絕食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北京市民加入其

中。他們在5月下旬阻止戒嚴部隊進城的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當軍隊在6月3日和4日開進天安門廣場時，他們中的許多人都

參與了抵抗活動。他們的加入對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尤

其是在戒嚴期間。

有研究表明，一個人理解並清晰地表達觀點的能力和其教育

程度緊密相關（Converse 1964）。基於這一觀點，有人說，合法

性問題在根本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Mann 1975）。不過，

民眾的表達能力不強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國家就毫無戚受或者就沒

有判斷力。比如，普通市民對日用消費品市場價格的變動總是有

厭覺的。在80年代後期·當國家的經濟危機加深、通貨膨脹加

劇時·日益嚴峻的形勢友刻引發了城市居民的不滿。和學生相似，

普通市民對當時國家的經濟表現普遍持負面評價（表82)

更為重要的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以儒家的「仁政」和

「天命」觀念為核心·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穩定的、關於國家政

權合法性基礎的道德評價（第二章）。根據這一傳統，統治者必

比如，在面對「如果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會香展更決嗎？」疋類的問題

時，持肯定答案者從1986年的168%，上升到1987年的銘7%，再攀升

至1989年的343%（王殿卯P子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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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履行某種道德的、儀式的和物質的義務，以表明他們對臣民的

責任和愛護；而臣民則應該以服從和忠誠作為回報。當中國政府

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合法性日漸沒落之後，傳統意義上的道德和儀

式方面的表現重新成為人們評判政府的普遍標準。正因馮如此，

80年代的許多中國小說·只要是以清官故事為題材，無論其品質

優劣，總能成為社會上的暢銷書。’”也正因為如此，「當官不為

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之類的俗語，在當時廣為流行。‘'

（五）對政權合法性認知的差異

基於上述討論，表82概括了80年代後期，不同城市群體對

國家政權合法性在各個層次和類型上的認知。其中的級差，即肯

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否定，以及無所謂，都是筆者在以上

分析的基礎上所得出的評判，旨在抓住上述不同群體對國家權力

基礎認知的差異。遺憾的是，表82沒有涉及各個群體對政權在

道德方面的合法性的評價。人們對政權在運動中的道德表現的認

知，主要取決於政府如何處理這場運動。關於國家政權的道德合

法性的評價所具有的這種相映互生的特徵，難以用表格來呈現，

儘管這個問題對八九學運的發展極為重要。

但是，表82仍然清楚地表明了，在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

和程序這兩個方面，四個群體的態度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儘管

國家高層精英堅信他們掌握的政權兼具意識形態和程序上的合法

在這方面最有名的小說也許要數柯雲路所著的《新星》了這部小說描

述了一個年輕的縣長如何像古代的清曆那樣造福一方百姓。這邵小說被

拍成電稅劇後，L海在每週六的播出時間裡幾乎是萬人空巷。在80年代，

除了《河殤》幾乎沒有什麼電視節目能夠在觀眾當中引起如此大的反

響（Lull 1991 : ch6)

這句話出自戲＄. J《七品芝麻官》。該劇講的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清官，不

階冒著丟烏紗帽的風險，為民請命的故事·這部戲甫一免相即引起轟動，

戲中的這句憂詞在80年代中期幾乎成為人們的口頭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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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分子和激進學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普通人學

生和北京市民─對此卻很不以為然。這種認知分歧造成f兩個

後果。首先，除了格殺勿論外，大部分國家控制手段都需要對象

群體某種程度的理解和配合。然而，上述認知分歧的後果之一，

即為民眾不信任政府，從而不會配合訴諸意識形態或法律程序的

控制手段。因此，中國政府在面對社會運動時可資利用的有效手

段實際上是很有限的。但是，出於對中國政權在意識形態和（法

律）程序上的合法性的高度認同，中共的高層精英們也不會像我

們在束歐國家所見的那樣·在反對派的壓力下，道德崩潰、束手

待斃（Chjrot 1991 : 3一32）。因此，如果示威者與國家硬碰硬，最

後等待他們的肯定只有鎮壓。

最重要的是，即使績效成為衡量政權合法性的主要標準，政

府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尺度。如前所述，道德和

儀式方面的表現是中國人古已有之、評判政府行為是否合法的重

要依據。而在80年代後期，在這個問題上，國家高層精英和民

眾的認知存在著嚴重分歧。高層精英往往輕忽社會對道德方面的

要求，而市民和學生則把國家在道德和儀式方面的表現看得極為

嚴肅。這並不是說，中國的高層精英們試圖給人們留下一種無德

政府的印象；毋寧說，對黨的忠誠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他們眼

中要比傳統的道德和儀式規範的分量重得多。於是，一種令人心

寒又無奈的結果出現了：政府在控制學運時訴諸意識形態和法律

時，這種做法只會激怒廣大民眾，因為後者並不認可這些手段的

合法性；而另一方面，當民眾在運動中強烈要求政府做出道德反

應時，後者卻置若罔聞，因蕩政府精英的道德戚首先是來源於他

們仍然強烈認同的那些意識形態。就這樣，隨著運動的發展，國

家與社會的認知漸行漸遠，衝突亦因之而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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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一社會關係、國家行為與運動的襲展

我們已經討論J’中國的政府高層精英和北京市民是如何看待

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同時也非常粗要地講解了對政權合法性基礎

的認知差異為什麼會影響政府和社會在學運中的行為·並阻礙兩

者之間的相互理解。下面，我將通過個案研究來展現這認知結構

的差異，到底是怎樣塑造國家的行為和運動的發展軌跡。在行文

中，雖然我把重點放在國家行為上，但如果其他群體的行動有助

於對整個過程的理解，我也會適當涉及。

（一）政府的猶疑和運動的發展

八九學運發端於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在4月22日胡耀邦的

追悼會之前，政府行事一直比較謹慎。不過，與通常的看法不

同，筆者認為這種克制很可能並不是高層政治精英鬥爭的結果。’2

在這個階段，高層精英中似乎沒有人對這場運動有一個清晰的了

解。同時，出於下述原因，運動一直沒有被鎮壓。首先，胡耀邦

去世前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對他的去世表示哀悼是合理合法

的，即使沒有來自民間的動議，政府也會主動舉行追悼會。這樣

一來，對打著「悼念」旗號的運動，政府就難以出手鎮壓。其次，

關於胡耀邦的死有很多傳言：有的說，胡耀邦是因為在政治局會

議上跟李鵬發生衝突後，突發心臟病而死的；甚至有人說，是被

鄧小平的貼身衛士開槍打死的。政府對這些謠言很關注，並希望

能夠平息之。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運動爆發時正值中國高通貨膨

脹時期，再加上由於價格雙軌制而帶來的大規模官員腐敗（第五

趙紫陽F臺後，甚至政府的官方又件都指責趙紫陽耽誤了政府對運動的
處理工作。但是在共產黨中國，得努者總愛誇大自己和失努者疋問的鬥
爭。比如，廬山會議期問，彭德嚷對毛澤束表達了自己對目訂農村形努
的個人看法，其他一些與彭德壞毫無瓜葛的人碰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後來這些人統統被扣上反革命集團的帽子。關朴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指
責，見陳希同（1989）。關於廬山會議，見李鏡（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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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很多人在悼念胡耀邦時也表達了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政府

當然不願意在危機狀態下再去刺激民眾。

在胡耀邦去世當天，北京市委就召開了會議。在會議上，市

委領導要求學校當局積極引導學生的悼念活動，要隨機應變，警

惕一小撮人趁機進行政治煽動。他們還要求學校當局向學生講清

胡耀邦獰死的真相，並在一些重點大學專門設置靈堂以滿足各種

悼念活動的需要。

儘管中國政府容忍了示威遊行，並通過媒體表達了對胡耀邦

的讚譽，但它始終無法公開承認1987年罷免胡耀邦的舉動是錯

誤的。’〕如果這樣做，那就意味著承認1 986年那場學潮的合法性，

以及那場學潮所提出的民主訴求和學生在當前這場運動中提出的

七項要求的合法性。’4這些訴求無疑是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構成f挑戰，接受這些要求也許就是政權倒臺的開始。很顯然，

高層精英們是不會對此做出讓步的。而另一方面，截至4月23日，

學生已經發動了多次遊行·他們組織了全市規模的罷課，並建立

了好幾個校級的和市級的運動組織（zhao 2001 : ch6）。在這種

情況下，政府的有限讓步只會對運動的發展產生鼓勵作用。

（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

4月24日，也就是胡耀邦追悼會後兩天，政府第一次對學

胡耀邦在1982至1987年期問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他對1986年的一場

學生運動持溫和態度，這是辛效他被迫辭職的一個主要原因。辭職後，

他在中國的學生和知識階層中聲望大漲。

這七項要求是：(1）為胡耀邦平反特別是為他的親民玉觀點平反；(2)

否定1987年的反脊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1983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並

對在這些運動中遭受打擊的人平反；(3）公開政府領辛人及其家屬的工

實和其他財產；(4）允許發行民問報紙並取消新聞審查制度；（幼提

高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過並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旬取消北京市政府香

布的《北京下公共遊行暫行條例》；(7）暮觀地報導學生的迸行示威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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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運動做出認真反應。24日下午四點，北京市委常委開會討論形

勢。會議認為，這場運動的目的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

此會議向最高常局遞交了四項建議，包括：(l）中央必須就目

前形勢公開表明立場；(2）所有的報紙和宣傳工作都必須服從

中央的領導；（幼中央應該授權北京市委處理學生動亂；(4)

黨中央和國務院必須採取果斷措施平息學生動亂。

四個小時後·李鵬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國家

主席楊尚昆也應邀出席會議。根據北京市委的反映及常委們自己

的觀察，這次會議把這場學生運動定位為「有組織、有計劃、有

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行動」。他們決定：(l）建立由喬石

和胡敔立為首的處理動亂領導小組；（幻授權胡敔立撰寫針對

學運的四二六社論；(3）電告各地，這篇社論代表中央的聲音；

(4）授權當時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將學生動亂的形勢和中央的

決定通知各民主黨派；(5）動員北京市民共同抵制動亂，確保

首都安全。第二天一早，李鵬和楊尚昆前往鄧小平住所，彙報政

治局的決定。鄧小平不僅表示贊同，還嚴詞抨擊了這場運動。鄧

的有些評論也寫進了四二六社論。

關於這個過程迄今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觀點認為，北京

市委向中央彙報時蓄意歪曲事實，從而導致中央強硬政策的實

施。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於趙紫陽不在，保守勢力得以在中央

占據上風（陳小雅1996 : 204一206）。然而，這兩種說法都不能

解釋下面這些事實：首先，儘管北京市政府的信息通報中，的確

不乏強硬措辭（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89 : 41一42)，但它並不

是當時中央政府唯一的信息來源。運動開始以後，喬石和胡敔立

（兩人都被認為是改革派）一直站在處理運動的前線，他們還有

因為趙紫陽前往北韓進行國事訪問，所以會議白李鵬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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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信息來源。比如，在聽取北京市委的彙報之前，他們會見

f許多大學的校長，從他們那裡了解情況（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

1989 : 37）。其次，這兩種說法不能解釋，為什麼政府在學生通

過四二七遊行成功地抵制了四二六社論之後，又在趙紫陽仍然不

在國內的情況下採取了讓步策略。

北京市長陳希同（1989 : 967）曾聲稱，到會的人都深信「面

臨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雖然

這一觀點有些言過其實，但它確實表明當時中共高層精英之間尚

無很大的分歧。他們或多或少都贊同強硬路線，主要是因為先前

的讓步策略並未使運動得到控制。而這場運動之所以未能在政府

的讓步下得到控制，原因就在於高層精英和民眾在對國家政權合

法性的認知上發生了分歧。學生們所要求的，並不是政府能夠或

者願意給予的。

高層精英懷疑在學生背後有一小股組織有序的勢力。這種

懷疑很可能是因為中共本身早年曾開展過組織良好的地下活動，

因而會習慣性地把反對勢力的活動看作是一場有組織的陰謀；當

然，也有可能是因為中共高層精英缺乏探知學生內部情況的有效

信息。在研究中，我發現政府確實缺乏做出決定所必需的信息。’6

既缺乏有效信息又囿於成見，政府只能按照習慣將很多學運當作

有組織的陰謀。

政府的這種所謂「陰謀論」，在某種意義上並非無中生有。

運動初期，謠言蜂起。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郭向東因為車禍而死，

但外界卻紛紛傳說她是被警車撞死的；李鵬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

從未同意過接見學生，但傳言卻說他答應了而沒有履行諾言；政

比如，當絕食開始時，政府甚至不知道組織者是誰。政府官員急急〕封亡

與知識分子一起去找學生領袖來對話，而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是絕食活

動的組織和參加者（Zhao 2001 : 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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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信在4月20日凌晨整個新華門清場的過程中，警察的表現

是非常克制的，但謠言卻堅持「新華門血案」是實有其事，更不

用說圍繞著胡耀邦去世而引發的一系列謠言。這些四處流傳的謠

言既然會對學生產生影響，那肯定也會影響高層精英對學運的看

法。然而，儘管如此，中國政府把運動界定偽反革命動亂時卻犯

下了兩個錯誤：首先，他們沒有看到，人部分謠言並不是任何有

組織的行為，而都只是自發性的個人行為；其次，他們低估f隨

著社會問題的日益惡化，激進學生的行為讓其他學生和北京市民

產生廣泛的同情。

國家政權一旦失去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想再用意識形態

來攻擊對方，其結果只會招致民眾的反對。4月25日晚上四二六

社論剛一播出，學生就對社論的調子和內容十分反戚。既然學生

和北京市民與政府之間已無信任可言，那麼，他們寧願相信謠言

是真的，而政府的反應是過頭了。四二六社論使人普遍想起國家

在那場讓全國人民飽受苦難的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腔調，除了引來

反厭外·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隨著政府在4月25日和26日反

制學生動員措施的失敗，學生們得以成功地舉行四二七大遊行。

（三）政府讓步

為了阻止參加四二七大遊行的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中國政

府動用了所有可以調動的警力，包括來自警察學校的學生。他們

還從三十八軍調來五千一百名士兵，作為後備警力，以保衛天安

門廣場（《三十八軍軍史》1994）。然而，隨著到達最高決策

層的信息不斷增加，高層精英們越來越清楚，一場人規模的遊行

勢所難免了。此時此刻，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兩難困境。他們可以

下令鎮壓，但考慮到參加遊行的學生人數，如果不使用超常的暴

力，北京的警察根本無法阻止遊行。但是如果學生遊行得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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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國家領導和國家機器的權威就會人人受到損傷。最終，為

f避免暴力鎮壓可能引起的惡劣後果，中共高層不得不命令警察

以非暴力方式阻截遊行者。但是，由於參加遊行的學生將近─萬，

再加上更多出來觀看和支持遊行的北京市民，以及複雜的海徒區

人學校園布局，當時中國的警力是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的（zhao

2001 : chs)

有學者將政府的克制歸功於像閻明復這樣的改革派官員的遊

說（Kr . stof 1990 : 174 ; I二u 1990 : 513）。降易和另外一些高層精英確

實可能勸說過政府不要動用武力，但這可能並不是導致政府態度

轉變的最重要的原因。相反，我認扎，在這一階段，中共高層精

英一方面仍對鎮壓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深厭憂慮，另一方面也還

沒有把鎮庠看作是解決這一政治危機的唯一出路。我們不妨換一

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讓我們把時問推到5月底。當時黨內人多

數高層人十認為，鎮壓可能已經是解決這一政治危機並保住共產

黨統治的唯一陽路f（見本章的後半部）。不難想見，在常時，

像間明復這樣的人即使想通過遊說高層來解決危機，其結果必定

是徒勞的。4月25日，鄧小平對李鵬和楊尚昆說：「我們必須盡

可能地避免流血，但是我們也必須預見到，完全做到這一點也許

是不可能的。」（Oksenberg et al 1990 : 204）鄧的言論應常從字

面上來理解─中共高層精英會盡量避免流血，但如果在鎮壓和

被推翻之問選擇，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四二七遊行成功之後，四二六社論就成f一紙空文。既然

選擇了不鎮壓，那麼唯一可做的就是讓步了。4月27H，當遊

行還在進行時，國務院發言人哀木就表達了政府想和學生對話的

意圖。第二天，《人民日報》和其他幾家主要官方報紙都以偏

肯定的調子頭版報導f四二七遊行。4月29日和30日，政府官

員開始和學生進行對話。不難看出，在趙紫陽從北韓回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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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在讓步政策的方向上走得很遠了。因此，如果說趙紫陽與

四二六社論的強硬路線沒有什麼關係的話，那他與當局在其回國

之前採取的讓步政策也不應有太多關係。

不過，趙紫陽回國之後確實推進了政府妥協政策的發展。當

他還在北韓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將4月24日的會議紀錄和

鄧小平4月25日的講話都發給了他。他的答覆是，「我完全同

意鄧小平同志的決定」（趙紫陽1994）。趙紫陽於4月30日回

國後，在政治局常委的一次會議上，進一步表達了對四二六社論

的支持（陳希同〕989 : 969）。但是，在這段時問裡，趙紫陽還

見了他的助手、智囊和一些官員，以了解在他離開期問學運的發

展。’7他對整個形勢的看法隨著這些談話而開始發生改變。

在隨後的幾天中，趙紫陽發表了兩次公開講話。第一次是在

5月3日晚問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的大會上（Zhao 1 990a)

第二次是在5月4日會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的會議上（Zhao

1990b）·5月4日的這次講話是由趙紫陽的祕書鮑彤起草的，

它的發表成為八九學運發展的一個重要事件。趙紫陽在講話中指

出，大多數學生「絕不是要反對我們的基本制度」，因為他們的

口號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改革一「推進

比如，許家屯是趙紫陽回國後接見的人夜一。關於這次會見的細節，見

許家屯（1993 : 370）。

這篇講話稿發給政治局委員，供他們傳閱並提出修改意見根據趙紫陽

回隱當時有兩個政治局委員建議在講話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白化

的說法。趙紫陽沒有探納。在後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他重中了自己的

立場：「我認為整個草稿已經詳細地論證了四項憑本原則『反對資產

階級自由化』的說法也是為了支持四項惡本原則。他們在根本上是一致

的。而且，這次講話主要是從正面來表揚五四運動的。『反對資產階級

自由化』這樣的話放在這兒說有點顯得不是場合。」（趙紫陽1994）。

這份講話是由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執筆，胡繩也是當時中國

的頭號現代史專家。我對這份講話的感覺是，用中共當時的話語典範來

衡量，可沒有什麼出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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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反對腐敗」。趙紫陽還聲稱，是有一些人企圖利用學
生製造動亂。但他補充道：「雖然我們必須保持警惕，但這只是
極小一部分人，我相信大部分學生也很明白這一點·」更進一步
說；「此時此刻，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學生仍然在遊行，但我
堅信形勢會慢慢平靜。中國不會發生大的動亂。」在這次講話中，
趙紫陽也呼籲學生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要通過民主和

法律解決問題」。儘管他的講話提到「動亂」一詞，並強調政治

穩定的重要性，但基調無疑和四二六社論完全不同。

（四）中央與北京市的矛盾以及絕食運動的開始

學者們傾向於將趙紫陽的五四講話看作是高層精英內部衝突

公開化的標誌。在軍事鎮壓之後，李鵬和陳希同也批評了趙紫陽

的講話，認為他鼓動了學生；他們還強調自己和趙紫陽之問的分

歧（陳希同1989）。在當時，高層精英內部無疑存在著一定的

歧見和衝突；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趙紫陽的五四講話當時在

高層精英─包括所謂的強硬派─內部，的確是頗受歡迎的。

比如，在軍事鎮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楊尚昆，就當著許家屯

(1993 : 373）的面高度讚揚過趙紫陽的講話。據趙紫陽（1994 :

373）說，李鵬也對趙的講話持肯定態度：

講話發表後，在一段時問袒得到了廣乏贊同⋯⋯李鵬同志

也表示贊成，並說他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時會對此做

個呼應。他在講話時，語調確實很溫和。當時我並沒有覺

得我們之問存在大的分歧。

事實上，李鵬（1 989）確實是這麼做的。在第二天接見亞洲開發
銀行的代表時，他以緩和的口吻評價了學運：

〔我們的〕政府採取了正確的、妥善的、冷靜的方法〔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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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加以處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蔓延和擴大。這

也是政府和學生包括那些參加進行的和沒參加進行的學生

的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想強調的是，在這個階段，高層精英內部儘管存在分歧，

但共識仍是主要的─因為沒有人願意看到軍事鎮壓。但四二七

大遊行的成功使口頭威脅失去了效力。除口頭威脅和軍事鎮壓

外，程度不同的讓步就成為唯一的選擇。在這個階段，高層精英

中沒有人能準確地預見到有限的讓步政策會帶來怎樣的後果。他

們中的大部分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希望趙紫陽的做法能夠終

止運動。因此，他們對趙的做法至少是傾向於容忍的。就當時鄧

小平的權力而言，如果他全槃反對趙紫陽的講話，趙紫陽絕無可

能在絕食把運動推向無可挽回的境地之前，一直保持溫和的態

度。’"

不過，趙紫陽的五四講話確實引發了正在第一線設法平息學

運的北京市委領導和大學校方政工幹部的不滿。陳希同（1989 :

970）總結了當時他們對趙紫陽講話的反應：

趙紫陽的講話在各級領導·黨團員和群眾骨幹中引起了認

識上的況亂。這種混敵在高校工作人員中尤為嚴重。他們

覺得學生工作已經無法開展。一些人問J中央有兩個聲

音。誰對誰錯？我們到底應該聽哪一個？」另一些人問：

「我們要和中央領導保持一致，咒竟是和哪個中央保持一

致？其他人則委牢騷：「趙紫陽在上面唱紅臉，我們在下

正如趙紫陽（1994）在一封信中所彼露的，他和楊尚昆在5月13日向

鄧小平做彙報時，鄧小平仍然是支持趙紫陽的。根據羅德明（Lowell

Dittmer）的說去，趙紫陽在5月去見鄧小平時，據說鄧小平曾告訴趙紫

陽：‘你應當做的最重要的事清是穩定局努如果局勢能夠得到控制，

你可以實行你的計畫，不必考應我說過的話。（1開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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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唱白臉。」高校領導和學生骨榦普遍感覺「被出賣」了，

心清沉重。一些人甚至掉下了眼淚。

當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因考慮到「八九」時高校的大多數政工

幹部和學生幹部均同情或支持學生，我懷疑陳希同的講話只是一

種宣傳。但令我吃驚的是，在訪談中，我發現陳希同所描述的學

校政工幹部的那種厭受是非常普遍的。有這種厭覺的人並不是因

為他們自己屬政治上的「強硬派」，而是覺得趙紫陽的講話確實

「出賣」了他們。比如，一個在人學裡掌管學生工作的幹部（第

44號被採訪人）在探訪時帶著興奮的語氣告訴我，他在「八九」

之前是如何邀請自由派和激進派的知識分子到學校舉辦的各種沙

龍和講座的。他的話，特別是他的情緒，白然使我把他看成是一

個支持改革的年輕幹部。然而，當我談起趙紫陽的講話時，他的

反應多少出乎我的意料：

趙紫陽的講話讓我非常困惑。雖然學生在四二七進行時打

出的口號是擁護政珊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顯然是在藐視

政府。他們戳了政府一刀，趙紫陽卻說他們在擁護政府。

我們實在是搞不隴⋯我們中的一些人確實曾經盡心盡力

地協助政府平包這場運動，趙紫陽的講話對我們來說是一

個轉折。打那以後我們真不知道該怎麼做了。我們怎麼對

學生講呢？如果我們支持趙紫陽的講話，那麼我們先前所

做的一切能都成了狗屁。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和趙

紫陽唱反調，畢竟他是黨的總書記。

趙紫陽的講話的確是激起那些掌管日常學生工作的人的強烈

不滿。在訪談中，我發現他們中有很多人的個人觀點都非常自由

化，並且對運動抱有同情。只不過，由於他們身在其位首當其衝，

政府態度的改變使他們的處境非常尷尬，並大大削弱了他們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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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的威望·因此，短短幾天之內，任何高層領導在與掌管學生

工作的幹部會面時都有可能受到「攻擊」。這也是為什麼當趙紫

陽和大學校方見面時被指責為出賣了他們的原因。我剛才提到的

那位被訪者，講述了他是怎樣在一次會議上頂撞當時的教育部部

長何東昌的：

何東昌和我們見面時，我對他說我們對趙紫陽的講話充滿

疑惑⋯⋯我還問他《北京市公共進行暫行條例》是否依然

有效。當他說是的時候，我嘲笑他說這不過是名義上的罷

了。事實上，學生們在道行的時候，你什麼都做不了。我

問他我們應該怎麼做。他只能乏乏而談。他說趙紫陽也是

同意四二六社論的，我們應當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

問題，應當相信群眾，並且應當學會用法律手段去處理矛

盾。20

儘管此時一些高層精英對趙紫陽的講話持有保留態度，但如

果趙紫陽的策略奏效的話，他們應該是很樂見其成的。不管是一

般的學者還是旨在批判趙紫陽的官方文件都認為，上述的分歧證

明當時黨內的確存在激烈的衝突。但事實上，這些分歧並不是關

鍵之所在。它們更多的是反映了當時北京市和大學校方在中央態

度改變後，產生了吃力不討好的感受，並因此產生了不滿，而不

是黨內強硬派對趙紫陽的宣戰。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學生做出讓

步的程度問題上，中共高層精英內部確實存在重大分歧。當趙紫

陽有意公開改變四二六社論的論斷時，大多數國家領導人從未想

到要走這麼遠。“’他們之間的這種默契，使趙紫陽的行動變得像

5月6日李鵬和八所高校的領導見面時，說趙紫陽的五四講話只代表
他個人的看法。一般認為這標誌著高層精英之問的激烈衝突（陳小雅
1996)，但這更有可能是李鵬迫於大學校方的壓力才出此言的。
比如，5月4日，當趙紫陽（1994 : 11）試探性地和李鵬討論否定四二六
社論的時候，李鵬沒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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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注一擲的賭博。如果運動果真平息下去，那就證明趙紫陽的策

略是有效的；否則，他將陷於絕境。不幸的是，在這場政治賭博

中趙紫陽輸得很慘；而這，完全是由於絕食運動的發起所致。

關於絕食的緣起，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政府後來

聲稱是趙紫陽的五四講話鼓動了激進的學生，因此而引發了絕食

（陳希同1 989）。而另一方面，一些學運積極分子則反駁說，是

政府挑起了絕食。在他們看來，包括趙紫陽在內的政府領導人的

妥協策略，只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待運動平息下去再與學生秋

後算帳。““這兩種看汰都與事實相去甚遠。趙紫陽的講話肯定沒

有對運動的發展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而當時大多數學生也沒有

覺得政府這麼做僅僅是在玩弄手法。

事實上，當時大多數北京學生都認為趙紫陽的講話是政府的

一個重大讓步，並對此表示滿意。所謂「政府讓步不過是場陰謀」

的說法，實際上是一些十分激進的學生和教師為了繼續推進學運

而有意散布出來的，很少有人真正支持這一說法。黠月4日以後，

除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之外，所有大學都復課了。就北京大

學而言，儘管大部分學生都投票贊成5月5日之後繼續罷課，但

越來越多的學生實際上已經開始去上課了。在5月9日或10日

以前，北大一些激進的學生不得不在教室門前設立糾察線，阻止

學生去上課（王超華1992 : 77）。北京大學校園的中心地帶三角

地，自運動開始以來一直人山人海，此時也不再擁擠了。激進學

生不得不在三角地不斷發表演講，以維持學生對運動的興趣（武

仁1 990 : 57一58 ; Shen 1 990 : 226）。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重整士氣，

我訪談的幾個激進學生和知識分子都表達了這種觀點。
比如，某個老師對柴玲說“「我是常員。我收到好幾封外地朋友的來信。
我們都非常擔心你會受趙紫陽的蠱惑。事實上，政府只是想用緩兵之計
把你們一網打盡。」（德國萊茵筆會、亞深八九學社1993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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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激進學生發起了絕食（zhao 2001 : ch . 6）。總而言之，政府
的讓步，包括趙紫陽的講話，其實都是非常成功的，而絕食正是
被這些成功的策略給逼了出來

政府的讓步會促使一些運動積極分子表現得更為激進，這
一點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比如，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當政
府就公民權利、越南戰爭和學生校園生活等方面的政策做出適度
調整之後，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再熱心於新左派運動。但這反而使
一些激進分子，比如「氣象員」派成員（weatheoen)，採取了
越來越極端的策略，甚至用上了暴力。不過，在美國，當這部分
學生變得越來越激進時，整個社會卻與他們越來越疏遠。媒體對
運動的報導進一步走向負面，政府也通過法律手段來瓦解他們。

所有這一切都加速了運動的衰亡（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 992 ;
Gitlin 1 980 , 1987）。可是在中國，起初由寥寥數人發起的絕食，

卻很快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這又是為什麼呢？

問題的關鍵仍在學生和北京市民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的認知

上。參加絕食者提出兩項要求作為結束絕食的條件：「一、政府

應該本著真誠、平等的原則立即同北京學生對話團代表進行實質

性的、具體層面上的對話；二、政府應當對運動予以平反和公正

評價，並公開承認這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Han and Hua

1990 : 202）第一項要求對政府來說已不是什麼問題；早在宣布絕

食之前，政府和對話代表團就已經有過多次接觸了。問題出在第

二項要求。從表面上看，趙紫陽的五四講話似乎已經滿足學生的

要求，但那些激進學生要求政府正式否定四二六社論；而這是當

時中共的高層精英所無法做到的。大部分高層精英應該都明白，

儘管絕大多數學生是出於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深切不滿才參加運動
的，運動的核心主題卻是親民主的和反對現有體制的。因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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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lon）以合法地位。當「不忠誠的反對派」的力量與人們對

現實的普遍不滿相結合時，就會產生所謂的骨牌效應，即政府連

連讓步，反對勢力步步緊逼，直至政權完全垮臺，就像90年代

初在前蘇聯與束歐所發生的政治劇變一樣。由於當時大部分中共

高層精英都是強烈認同中共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的，要他

們冒著全盤潰敗的危險來接受第二項要求是絕無可能的。2"

然而·絕食與包括罷課在內的其他形式的示威活動相比，

其效果很不相同。國家可以在不接受罷課者要求的情況下容忍罷

課，但對絕食卻不能如法炮製，因為不答應絕食者的條件就有可

能出人命。前已述及，80年代後期的大多數學生和北京市民所關

心的，主要是國家在道德和經濟方面的表現·而不是它的意識形

態傾向。同時，由於廣大市民和學生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深表不

滿，他們的心就更容易傾向於絕食的學生。在這種情況下，普通

學生和北京市民所關注的，從來不是絕食者的具體要求和絕食所

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而是國家會怎樣對待這些絕食的學生。絕

食開始後，絕食者的健康和生命馬上就成了北京市民和學生關心

的焦點。如果絕食者的健康狀況惡化，政府必然冒犯眾怒。絕食

因此而成了對政府在道義上的重大挑戰。既然化解絕食危機唯一

可行的讓步是馬上否定四二六社論，並平反學生運動，那麼，絕

食實際上是把當局逼入了絕境。絕食作為一種運動策略固然非常

有效─因為它對中共政權發起了意識形態上和道義上的雙重挑

戰，從而也是最為根本性的挑戰，但同時也使運動變成f一場道

義討伐與零和博弈。從此以後，政府與學生之問的硬碰硬對撞變

得更加難以避免了。

有的讀者可能會問：為什曆中國政曆在1 976年為四五」運動平反之後
依然無籐？我的回答是，「四五運動主要是針對毛王義而來的而不
是針對共產王義制度本身。因此，它仍然是一次忠誠的反對」，對它
的平反並不會對中共統治的合知隨構成根本隨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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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層精英鬥爭加劇

一直到5月15日，政府官員仍試圖在與學生談判。他們甚

至呼籲學生為即將到來的中蘇領導人會晤而停止絕食·但均未奏

效。5月15日，戈巴契夫抵達北京。原先安排的許多活動都因馮

學生的絕食而被迫更改或取消。戈巴契夫訪華所受到的影響使趙

紫陽在高層精英中變得孤立；同時，學生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

態度迫使高層精英必須當機立斷。這樣一來，中共高層領導內部

的衝突就加劇了。

5月16日晚，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5在那次會議上，

趙紫陽提出要進一步讓步，包括直接修正四二六社論的論斷；李

鵬和姚依林則堅持認為，進一步讓步只會導致學生提出更多的要

求和整個局勢的進一步惡化。1‘會議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沒有

達成任何決議。唯一達成共識的是一份書面講話，由趙紫陽在5

月17日的「早問新聞」中宣讀。講話中正面評價了學生的要求

和愛國熱情；呼籲學生要愛惜身體，停止絕食，撒離廣場；承諾

包括鄧小平、楊尚昆、李先念、陳雲·彭真和王震等在內的老榦部都住

烈要求中共中央召開這次會議。正如楊尚昆5月24日在中央軍委緊急會

議上的講話所表明的那樣，他們都深信，任何進一步的讓步都必然導玫

政權的垮臺（Yang 1990）·他們的觀點對隨後幾天的政治局常委會議產

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種看法突出反映在6月13日姚依林（198變17）在國務院部級榦部會

議上的講話中：「各位在學習『鄧小平講話』的時候，可能都會問一些

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我們後退一步，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王運

動並進而使其組織合法化的話，情況會如何呢？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

都有這個疑問。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問題斟酌過很多回了。如果我們後

退一步中國就會出現一們反對黨如果我們做這樣的讓步，中國就

會步波蘭的後塵。波蘭和句牙利所發生的一切亂是退讓的結果。我們黨·

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就取決於這關鍵隨的一步因此，我們已經

反反復複仔細考慮過很久了。我們不能做這樣的讓步，絕對不能。」在

姚講話過程中，李鴨插話補充道：「如果我們按照學生的要求，把高自

聯合法化，那曆工人呢？我們是不是也要根據工人的要求合法化一個團

結工會呢？」



230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懲罰運動領袖，並在他們撒離之後，政府仍

會與學生保持對話。然而，廣場上的學生絲毫不為所動。

由於第一次會議沒有做出決議，趙紫陽的講話也未收到效

果，5月17日深夜，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再次召開會

議。楊尚昆和李先念也出席會議。鄧小平為會議做了一個簡潔的

開場白：「形勢27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我們該怎麼做？我們還

有餘地嗎？我們還可以做出多少讓步？」緊接著，楊尚昆補充說：

「我們已經無路可退了，再退下去，政府就要垮臺。」（吳牟人

等1989 : 390）當輪到趙紫陽發言時，他依舊堅持讓步。隨後，姚

依林拿出一份早就準備好的稿子，開始長篇發言，抨擊趙紫陽。

趙紫陽則堅持己見，予以反駁。會議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最後，

在場的人不得不投票決定是否實施戒嚴，以結束天安門廣場的被

占領狀態。結果，趙紫陽和胡敔立反對，李鵬、姚依林、喬石同

意。““戒嚴令就這樣獲得通過。

必須說明的是·即使常委們不同意，戒嚴令仍然會實施。絕

食開始後，表81中列舉的所有老幹部幾乎都趕回了北京。這些

退休或半退休的老人都強烈反對進一步讓步。憑藉他們在黨中央

的權力和影響，即使沒有政治局的同意他們也能調動軍隊。當然，

一個正式通過的決議肯定會在普通黨員當中贏得一定的合注性。

有跡象表明，在那段時問裡，趙紫陽也許已經不打算和他的

這裡的‘形努」可能同時指當時天妥門廣場的形勢和政治局常委們意見

的分波。

關於這次投票，有三種說法。陳一諮說喬石和胡敔立棄權。高新在做了

一些訪談疋後得出結論說沒有人棄權。最後，根據場尚昆的說法，只有

趙紫陽投票贊同進一步讓步。楊尚昆的說法按理應該是最真實的，因為

他當時在場。但場尚昆並沒有說明其他人到底是投了醬ja〕票還是棄權。

為此，我採用高新的說法。見陳一諮（1990 : 160·高新（1995）、楊

尚昆（vang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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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們繼續配合了。仔J如在5月16日的一次電視直播節目裡，

他對戈巴契夫說，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仍然由鄧小平掌舵。當時，

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都對政府在絕食一事上的反應非常憤慨。

趙紫陽的這種說法在隨後的幾天裡引發了對鄧小平的人身攻擊。

5月19日早上，趙紫陽堅持到天安門廣場上去慰問絕食的學生，

並努力說服學生停止絕食。這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

面。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高層精英內部的鬥

爭在這段時問內確實加劇了。然而，與其說這是兩個派系之問的

鬥爭，倒不如說是趙紫陽一人與其餘人之問的鬥爭。在這種情況

下，趙紫陽的失敗是不言而喻的。其次，這種鬥爭與其說是保守

派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倒不如說是在進一步讓步這個問題上抱

持著不同態度之間的鬥爭。雖然趙紫陽仍然相信，通過進一步讓

步，運動仍可被控制在「忠誠的反對」的限度內，"9但是其他高

層精英，包括許多曾一度支持趙紫陽政策的人，比如楊尚昆和喬

石，都認為再讓步政權就會垮臺。’”最後，國家向強硬路線的回

歸（雖然這是通過一場權力鬥爭而實現的），更多體現的是中國

國家政權的性質以及國家和社會的特定關係，而非高層精英內部

的派系鬥爭。換句話說，正是由於當時中國缺乏一種將「叛逆行

一般認為，‘忠誠的反對」是保持民王穩定的關鍵。這一觀點的核付在朴：

任何政治制度的穩足，都在於互為敵手的政治力量在根本價值體系上是

一致的，競爭僅限朴規範限度之內。忠誠的反對」是對英國所謂的‘為

女王F變下的反對派」這一觀念的延伸。對這一概念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參

考L Inz and stepan(1975)

在5月22日的一次會議上，喬石說：「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運動一直

在升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直都是克制和寬容的。只齋讓步不觸犯到

我們的根本原則，學生們的要求我們都已接受了總之，他們有很多

機會可以脫身。我已經考應過很長時間了，我想我們不能再讓步了。唯

一的問題是找到哈當的辦法結束目前的局面。如果更多的讓步能夠解決

問題，那我們早就讓步了·確實沒有辦法了·」（吳牟人箏19四：392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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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制度化，同時將激進成分邊緣化的機制，而中共高層又不肯

放棄權力，政府才選擇f強硬路線。

（六）戒嚴令和軍事鎮壓

5月〕9日晚，各路戒嚴部隊開始向北京推進，但立刻遭到學

生和北京市民的阻截。僵持幾天之後，部隊不得不向郊區撒退。

既然部隊不能和平進駐北京，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命令

部隊不階一切代價挺進。這項命令之所以遲遲沒有嶺布，是因為

當時中共政府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首先，戒嚴開始之初，雖然

多數高級軍官多少都贊同這項決定，但大部分中卜級軍官和士兵

絕對沒有想過要殺出條通向天安門的道路，政府必須進步說

服他們。其次，高層精英也需要贏得其他官員對鎮壓政策的支持

和理解。5月22日以後，政府召開J’一系列會議以取得社會各路

精英對其政策的理解。針對聽眾的不同，會議的側重點也各有不

同。比如5月24H，楊尚昆（Yang 1 990）在會見軍方高級將領時，

著重強調的是學生在運動中提出的激進口號，並強調戒嚴得到了

鄧小平的首肯·獲得了長征老幹部的支持等事實。陳雲（Chen

1 990）在和中央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會面時，再三強調他們馮打

江山而經歷的犧牲和磨難，並提醒他們注意，如果學生成功，中

國「不僅有可能痛失十年改革的成果，而且有可能讓浴血奮戰才

取得的革命成果毀於一旦」。而彭真在會見黨外精英時則強調：

學生的動機是好的、建設性的，但他們處理社會問題的方式不對；

政府對學生所提出的社會問題也很關注；但是有一小撮居心─二測

的人正在趁機利用學生（吳牟人等1 989 : 455一456）。由於中共高

層精英統一了口徑，越來越多的中下層領導人物也開始公開在報

紙上表達f他們對戒嚴的支持。

然而，高層精英仍然懼怕軍事鎮壓的代價，他們因此不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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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官方或半官方渠道與學生領袖溝通，試圖說服，甚至威脅他們

主動撤離廣場。在這方面，可以列舉一些學生領袖的回憶為證。

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曾派助手前往北京大學。他們對學生領袖常

勁說，如果學生主動撒離廣場，不再堅持反對戒嚴，不再堅持推

翻四二六社論，鄧樸方可以在事態平息以後力勸鄧小平退休（德

國萊茵筆會、亞琛八九學社1 993 : 265 , 292）。根據學生領袖李錄

(Li 1990 : 179）的說法，5月26日，有一個代表李鵬及政治局

的人被派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們離開。他告訴學生，戒嚴並不

是針對他們的，軍隊不會傷害他們，運動結束以後政府也不會懲

罰他們。但是，如果學生固執己見，堅持占領廣場的話，武力和

流血都是不可避免的。3’這些努力表明，即使在戒嚴令發布之後，

政府仍然在努力避免流血衝突。這倒不是因為所謂的「改革派」

在此時還發揮著什麼特別的影響，而是中共高層的每個成員都很

清楚軍事鎮壓的巨大道德代價。

學生並沒有就此撒離，戒嚴總部則發布了軍隊第二次推進的

命令。軍隊再次遭到北京市民的強烈抵抗，整個過程艱難而血腥

(Zhao 2991 : ch . 6）。但是這一次，由於中共高層已經決意鎮壓，

再加上軍隊已準備充分，他們最終開進了天安門廣場。運動於是

以悲劇而告終。

為什麼學生和北京市民完全不顧政府的反復警告，而甘願冒

著生命的危險去抵抗戒嚴部隊呢？'“這有許多因素。舉例言之，

在運動期問，政府已經多次採取強硬策略。但是，每次只要參加

運動的人堅持立場，政府就會讓步。既然政府在每次「英雄與狗

31據張伯笠回憶（1994)，政府和學生的最後一次接觸是5月30日下午在
北京飯店進行的。李錄和張伯笠都去了，但沒有達成協議。最後，政府
代表警告學生迅速返回學校，因為軍隊很快就要對廣場進行清場了。

”鎮壓前，政府在廣播袒面一再發布警告，要求市民為了自身安全，不要
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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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的遊戲中都扮演了「狗熊」的角色，人們總覺得政府還會再

扮演一次。所以，在探訪中，一些被訪者對我說，甚至當有人中

彈時，他們身邊的人，包括他們自己，都還以為那只是橡皮子

彈而已；那一瞬問，他們並沒有害怕的戚覺。然而，問題的關

鍵並不在於政府與學生之問存在著所謂的「信息鴻溝」（Deng

1 997）。首先，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並沒有構成一個統一的行動主

體。一直到5月底，他們都更像是一群龐大的、無組織的烏合之

眾。更重要的是，政府確實沒有把鎮壓的消息祕而不宣。事實上，

政府曾多次通過公開和私下的場合，警告人們政府已經失去耐

心，鎮壓即將迫近。只不過學生和市民並沒有對這些信息做出相

應的反應。在這裡，我將再次圍繞國家合法性的來源這個問題，

對此做出解釋。

前已述及，當趙紫陽的讓步策略未能奏效時·中國政府不得

不回到強硬路線。但這一次卻不能僅僅依靠意識形態手段，因為

四二六社論己經證明這一招非但無益，反而會觸怒學生。在意識

形態抨擊和軍事鎮壓這兩種手段之間，對政府來說，唯一可行的

手段就是通過法律發布禁令，即戒嚴令。問題是，中共高層精英

在過去並沒有將法律看成是對他們同樣具有約束力的社會契約的

一部分，而只是將其當作實現意識形態和個人目的的工具。因此，

法律的執行和闖釋·會隨著意識形態的風向而不斷變換，一旦國

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衰落·法律的權威也就跟著瓦解了。這就不

難理解，為什麼戒嚴令既不能使學生和北京市民信服，也不能向

學生和北京市民傳達所欲傳達的信息，使之做出相應的理性選

擇。最終，戒嚴令與四二六社論一樣，只是產生了反作用。

至此，中國政府所有可以嘗試的手段都失敗了，唯一沒有用

到的就只有強硬的軍事鎮壓。在中共高層精英中，不管是改革派

還是保守派，相信沒有人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然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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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刺意味的是’這似乎已經是政府唯一可以用來阻止這場反對現
有體制的大規模運動的手段了。這一手段之所以還有效，是因為
一直到80年代末，包括大部分軍隊高級將領在內的中共高層精
英，仍然對他們為之獻身數十載的革命矢志忠誠；與此同時，他
們仍然能夠牢牢地掌握住對手下軍隊的控制權。

結語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在學運剛開始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並
試圖將其控制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範圍之內。胡耀邦的追悼會結
束之後，政府轉向更為強硬的路線，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位為「動
亂」。當四二七大遊行成功地抵制社論之後，政府的態度又轉向
溫和，並試圖通過有限度的讓步來控制運動。然而到了5月19日，

即絕食開始一週之後，政府發布戒嚴令，並把大批軍隊調往北京。

政府一開始以為武力威懾足以嚇退占據廣場的學生，但當這一招
也未奏效時，接踵而來的就是軍事鎮壓了。

上述政策變動和運動的發展，一直都被認為是中共高層改革

派與保守派之間權力鬥爭的結果。在本章，我對這一過程給出了

一個不同的解釋。在我看來，高層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確是存

在的，但導致運動中政策變動的關鍵因素，卻是各種國家控制手

段的失效。當時，國家高層精英、運動積極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

之間對國家合汰性的看法是相互衝突的，而這種衝突正是國家控

制手段失效的關鍵所在。任何一種國家控制手段都需要某種合法

性基礎以確保其有效性。然而在80年代，當大多數高層精英仍

然相信手中所掌握的政權仍然具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合法性時，大
部分學生和市民則主要通過道德和經濟績效來評價國家的表現。
在運動中，學生正是在意識形態、經濟和道德方面對政府提出了
桃戰，廣大市民則對此普遍抱有同情。而另一方面，政府要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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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其自以為擁有的意識形態上的或法律上的權威對運動做出應

對，要麼做出有限度的讓步。然而，前者只會激化矛盾，後者又

不能滿足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最後，對政府來說，唯一的辦法似

乎就只有軍事鎮壓了。軍事鎮壓之所以成功，僅僅是因為當時包

括軍方將領在內的大部分中共高層精英，都在共產黨奪取全國政

權之前就參加了革命，並在80年代仍然保持著對革命及其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的高度忠誠。



第九章

民族主義與威權國家：

巾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後北京學生

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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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民族主義與威權國家！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蟲炸後北京學生的抗議2叩

對美國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後北京學生抗議的考察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政策分析人士對中

國境內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反美民族主義的上升表示擔憂（。g

Barme 1996二Buzan and Segal 1994〕Lu 1999 , Mlrsky 1999 ; Unger

1996 ; Zllao 1997 ; Zheng 1999）·f內恩斯坦（Rlchard Ber . lste . n)

和蒙羅（Ross H Munr州警告說：「在一種洗刷歷史屈辱的渴望

和單純追求世界霸權的欲望的共同推動卜，中國正試圖取代美國

在亞洲的主導地位。」（1997）弗里德曼（Edward Fr , edman）聲

稱：「20世紀末，一種格外強烈和敏咸的民族主義注人了北京的

精英政治圈·」（1 997 1999）李潔明（JarnesRL , lley）指出：「在

中國各地都有一種呼聲⋯⋯在經歷了屈辱的一們世紀及毛澤東領

導下的社會和經濟實驗後，中國時代已經到來⋯⋯它將上升到它

應得的位置。」（1996）張明指出：「在被訪的民眾中，不論是

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知識分子還是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盛行對美

國的懷疑和仇’陽情緒·」（zhang 1997 : 122）這些文獻所表達的

觀點可分為兩類：第一類觀點是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政府在90

年代日益變得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並且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實

力的進一步增長，中國將對美國利補造成越來越多的威脅。第二

類觀點是大眾民族主義論，認馮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卜升不僅僅

是一種國家行為，而是在民眾中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卜述的兩類觀點並非沒有根據。從90年代初以來，中國政

府就發起f一系列旨在提高其民眾對共產黨政權忠誠的愛國主義

運動（zhao 1998）。反美書籍經常在中國成九暢銷書（李希光、

劉康1996；宋弦等1996）。美國總統柯林頓（Blll CI , nton)1998

年訪華期間在北京人學發表演講時，遭到了北人學生各種尖刻問

題的連番轟炸。最後，我們都目睹f]999年5月，當五枚精確

制導炸彈擊巾巾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巾國的主要城市都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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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大規模反美示威遊行。！

鐵鐵挪
研究。

我最初的假設如下：如果我在上文總結的中國威脅論和大眾
反美民族主義論都是可靠的論斷，那麼我們會發現中國政府是反〔’，‧．‧〞∼甲 →∼

美示威遊行和其他民族主義行動的積極支持者，並且中國學生這

個一直處在中國民族主義政治最前線的群體是激進民族主義的，

且易於受中國政府操縱的群髒。然而，我的研究結巢雖然不字令

與最初的假設相反，卻呈現了一個更為複雜的狀況。

就國家而言，儘管它發動了一些愛國主義運動以維繫自身
日益減弱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但它經常阻止自發性的民族主義抗
議，因為擔心這些行動會引起政治不穩定以及喚醒民眾的公民意
識·至於大使館被炸事件，因為該事件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嚴
重性，中國領導人擔心如果不允許反美示威遊行，學生們會將矛

大約在5月7日晚十一點五十分（北京時間5月8日早上五點五十分
原因仍然不明，美軍發射的五枚精確制導炸彈擊中中國駐貝爾格萊
使館。造成三人死亡，超過二十人受傷。早上六點二十四分，新浪網（sina .
com）一一家中國商業網站一發布了這條新聞。上午九點三十分後兀
中國官方媒體也報導了該事件。一小時後，譴責轟炸的大字報和標語開
始出現在北京各大高校校園內。當天下午，中國主要城市爆發反美學生
示威進行。在北京，1999年5月8日到11日期間，學生包圍了美國大使
館。他們高喊諸如「打倒美帝國主義！」「殺死美國人！」「血債血還！」
和「以命償命！」等。號。他們攻擊巢國在中國的商店、特別是麥當勞
和肯德基餐廳。他們還焚燒美國國旗，向美國大使館建集投擲石塊、馬
鈴薯和墨水瓶，並包圍大使館長達四天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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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指向政府。主要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中國政府決定允許學生示

威遊行，並試圖將示威遊行納入自身控制。簡言之，中國政府確

實深度介入了1999年的反美示威遊行，但它的介入更多地是為

了控制具有潛在危險的學生抗議，而不是煽動反美情緒。

至於學生，儘管在反美示威遊行中表達出的憤怒十分真實，

但它是一種規期的反應性洩憤，而不是激進反美民族主義在學生

中長期發展的結果（Zhao 20O2a）。而且，在研究中，我發現不

少北京學生對反美抗議中政府的介入十分反戚，有意迥避參加任

何他們認為是校方控制的示威遊行，並且試圖發起獨立的示威遊

行。因此當局不但不能完全操縱這場抗議活動，反而一直遭受到

來白試圖進行獨立抗議的學生的挑戰。在反美示威遊行中，政府

的很多努力是為了將抗議納入自身控制，這導致了學生與政府間

的經常性衝突。

筆者的觀點是，以上所提及北京學生與中國官方之問的互動

模式，是根植於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之上的。從1978年改革

開放以來，人多數民眾不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抱有希望，中國

的政權已經發展成J’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政府在經濟發展方

面的出色表現，來獲取統治合法性的防禦性政權（第四章）。在

這種情況下，國家通常會將任何自發性的民眾抗議活動（包括民

族主義性質示威遊行在內）·視為對它自身統治的潛在挑戰，並

且民眾也很容易對民族主義抗議中的政府之操縱行為產生反戚。

北京學生和政府各自的行為，以及我在研究反美示威遊行中發現

的大量學生和政府之問的衝突，實際上源自大眾民族主義與時下

中國政權性質之間的矛盾。

在方法部分之後，本章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我探討了在

示威遊行中政府介入的證據。第二，我討論了學生的不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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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介入而引發的學生和政府之間的衝突。第三，以北京人

學學生組織的最後一次示威遊行為例，我將說明在一次示威遊行

中，學生和政府的衝突是如何體現的。最後，我討論了本章的理

論和經驗意義。

方法

本研究結合了深度訪談和調查。訪談提供了語境化的敘述和

關於反美學生抗議的整個背景，調查數據是定量資料的來源。本

章中呈現的大部分結果則是基於訪談。六十二名被訪者中，除了

一名某所大學的高層領導和一名畢業生，其他所有被訪者均來自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這三所高校。

之所以選擇北京作為研究地點，是因為這座城市一直是中

國政治活動的中心。之所以選擇學生作為中國民族主義問題的

調查對象，是因為中國學生在國家政治中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Chow 1967 ; lsrael 1966 Meisner 1967 ; Schwarcz 1986 ;

wasserstrom 1991 ; veh 1990 ; zhao 2001）。1之所以選擇這三所人

學，是因為在北京的六十七所高校中，它們最具聲望，它們的行

偽對其他大學的學生和中國政治活動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對

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諸多研究也表明·在那次運動中，這三所

大學學生的投入程度比其他北京高校都要高（zhao 2001）·他們

可以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先鋒。

例如，1919年「五四運動不僅迫使中國政府拒絕簽著《凡爾賽和約》
(Trea印ofVersailles)，而止有助於中國共產黨的興起和國民黨的重組，
這兩支在未來三卜年袒主導中國的政治力量。1935年12月9日，中國學
生再次舉行大規模示威近行抗議日本侵略·這次運動分裂了國民賞精英
並導致了西妥薛變。在學生示威進行期問和疋後的一系P . J發展，最終乎
致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共產王義在中國的勝利鋪平了
道路。日本侵略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化作用，參見Johnson必196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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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者是通過滾雪球的方法來尋找的：在每次訪談後，筆者

會請求被訪者推薦可能會願意參與訪談的朋友或熟人。認f確保

被訪者的代表性並日保持數據收集的效率，我會決定是否與被推

薦的候選者聯繫。我盡量避免訪問兩個來白同寢室的人。我也

盡量平衡樣本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數量。

正式的訪談是半結構式的，並目也有錄音。在訪談之前，被

訪者被告知他們的訪談內容在公開發表時是匿名的。我在訪談之

初請求受訪者盡可能萬羚團地回顧他或她在反美示威遊行中的個人

經歷，尤其是關於他或她在那段時問做f些什麼。然後，訪談根

據被訪者的敘述有區別地繼續。同時，我絲是探尋一些在我看來

極其重要的問題：被訪者獲悉轟炸相關新聞的來源；被訪者對大

使館被炸事件的個人反應；在示威遊行期問被訪者的個人行動；

被訪者參加之抗議的動員過程和遊行路線；校方在被訪者參加的

各次抗議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抗議中被訪者戚覺印象最深的事件

和大字報。

政府在反美示威遊行中的角色

1989年後，巾國政府發起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來維繫它H益

哀落的合法性。這些愛國主義運動涵蓋許多方面，但運動的核心

目的是教育學生熱愛白己的政府，並且認同共產黨政府是維護國

家和民族利補的最好保障（Zhao 1 998）。在那些愛國主義教育運

動中，自發性的民族主義行動並不被鼓勵，因為此類行動會對威

權統治構成潛在威脅。實際上，巾國政府不鼓勵任何白發性的集

體行為，不論其性質如何。例如，]996年7月〕4口，些口本

右派學生在富有爭議的釣魚島建立了一座燈塔。事件發生後，中

國政府在譴責該行動並重申中國對該島主權的同時，也竭力阻止

中國大陸嶺生反日抗議（zhcn絨1999 : 134）。丫l憤1998年印尼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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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期問，許多華人婦女遭受到性侵害。當消息傳到中國，學生們

組織f抗議，但抗議遭到政府的壓制。2000年，持有臺獨立場的

陳水扁常選為臺灣新一任總統。這件事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不

滿，儘管如此，中國政府還是阻止了大陸學生針對臺灣選舉結果

所組織的數次自發性反臺獨示威遊行。

然而，與上述情況不同，這次中國政府不僅決定讓學生抗議

大使館被炸事件，而且要求校方積極組織抗議行動。為什麼中國

政府這次不但允許，而且支持反美示威遊行？我的資料不允許我

給出一個絕對肯定的答案，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國政

府決策的背後並不是因為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比較敵對。從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和美國的關係一直是中國領導人最優先考慮的

問題，並且在人使館被炸事件發生的時候，中美關係也並不壞。’

也許有人會說，即使中國領導人知道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但是山

於他們在與美國政府打交道時往往處於弱勢，他們因此有著利用

公眾輿論對美國施壓的動機。這一推理貌似有理，但卻不能解釋

為什麼同樣的中國政府在中美關係陷入其他危機時·比如在最近

由美國間諜飛機與中國戰機在海南島附近撞擊而引發的事件中，

並不鼓勵反美示威遊行。“

訪談期問，我發現中國政府允許、甚至試圖組織由大使館被

炸事件所引發的反美學生示威遊行，有著更具體的原因。一名主

要人學的高級官員（第62號被採訪人）回顧，5月8日一早北京

各高校領導被緊急召到中央開會，商討對大使館被炸後各校學生

抗議活動的應對措施。常時的最高決策者在會議上表示了對大規

大使館被炸的時候，美國總統比爾村林頓不久前才成功訪問中國，並

且中國總理朱鎔篡剛剛結束對美國的訪問。

北京高校的一些學生後來告訴我，在危機中校方試圖阻止任何大規模反

美學生示威迸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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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反美示威遊行失控的擔憂。但是，各校領導和最高決策者同時

也認為他們這次可能已經無法阻止學生了。他們知道許多北京學

生仍然對政府鎮壓印尼反華騷亂引發的學生抗議十分不滿。他們

還知道對大多數中國學生來說，大使館被炸事件的性質要比印尼

暴力事件嚴重得多。’他們並且知道，5月8日清晨在大使館被炸

消息剛剛傳到中國後，在未經政府允許的情況下，大字報和反美

標語已經出現在北京校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允許學生示威

遊行，學生很可能會把矛頭轉向政府。主要是基於這些考慮，當

局才決定允許學生抗議，並同時在過程中控制事態的發展。

在此背景下，5月8日早上，北京青年聯合會（The

^s sociation or Beiji吧students)─一個政府支持的北京學生社

團─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請示威遊行，申請自然就被「批准」了。

與此同時，許多大學官方的學生會開始為示威遊行做準備。同日

下午，來自北京十一所大學的數千名學生乘坐學生會準備的大客

車，來到美國和英國大使館外示威遊行。當天晚上，越來越多的

學生和北京市民來到使館區。示威遊行活動一直持續到5月n

日，其他類型的抗議活動又零星持續了幾天。

官方控制反美示威遊行還有另外兩個動機：首先，隨著八九

學運十週年的臨近，中國領導擔心示威遊行會轉化成反政府抗

議。幾名被訪者回憶（第39號、41號、37號被採訪人），在示

威遊行期問，的確有人提起「六四」問題，並在這些舊賬上攻擊

政府。其次，當局還擔心示威者會過分使用暴力，這將會影響中

國的對外關係和經濟發展。在整個事件期問，由校方組織的示威

遊行比那些自發發起的要平和得多，6校方的很多努力是為了防止

，根據中國法律，取得了外國公民身分的華人不再是中國公民·所以，償
管中國民眾對強姦事件很氣憤，但許多人把它視為印尼的內部事件。

‘例如，第19號資料提供者是一名大學畢業生。他獨自前往美國大使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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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激行為的發生，如攻擊美國國民和砸店鋪。

官方對各大學學生的控制能力有所不同。在清華大學，反
美示威遊行僅持續了週末兩天（週六和週日）。幾乎所有清華大
學的示威遊行都是由校方組織的。在第一次示威遊行中，清華大
學校方只不過把原本正在準備國慶五十週年遊行排練的學生召集
起來坐上備好的大客車，在學生上車之前甚至未被告知行程的目
的·此外，5月8日晚，當數百名北大學生到清華去動員學生到

美國大使館前示威遊行時，只有極少數清華的學生做出了反應。

在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示威遊行持續了四天而不是兩天，
並且有不少示威遊行是由學生自己發起的。在北京大學，一份研

究生會日後的報告透露，在由北大學生發起的十一次主要示威遊
行中，只有五次是合法登記的（第7號被採訪人）。人民大學和
北京大學之間還有一個區別。在人大，官方控制的學生會與官方

配合密切，努力使示威遊行受到控制；7而北京大學的官方學生會
幹部並不總是代表政府的利益。在下一部分討論5月8日晚問的
示威遊行時，筆者將會對這一點做更為詳細的說明。

北京大學學區到美國大使館大約有十五公里的路程。反美遊

行期間，大多數學生採取下列方式之一前往美國駐華使館：乘坐

政府安排的大客車、先步行再乘坐政府提供的大客車、全程步行、

騎自行車或採取其他辦法，如乘坐公共汽車和計程車。乘坐政府
安排的大客車表明政府對抗議的介入，步行、騎自行車或其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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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式體現的是學生自發的行動。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步行了一

半，然後乘坐政府提供的大客車前往美國使館的示威者。這類示

威遊行通常是由學生自己發起的。然而，看到學生已經前往美國

大使館，政府就派大客車去送學生。學生前往美國駐華使館的方

式，因此反映了政府介入反美遊行的程度。

在問卷調查中，我問學生他們是否在美國駐華使館前示

威遊行過。在一千兩百零七名回答了這個問題的學生中，有

四百六十一名（382%）回答「是」。在那些參加了示威遊行的

學生中，有一百三十三名（281%）學生從大學到美國大使館全

程乘坐了政府提供的大客車，一百六十一名（340%）學生在前

往美國大使館路上的某處乘坐了大客車，六十六名（140%）學

生騎自行車前往美國大使館，六十五名（137%）學生全程步行

前往美國人使館，以及四十八名（101%）學生搭乘計程車前往

美國大使館。“這裡，共有兩百九十四名（622%）學生乘坐過政

府提供的大客車到美國駐華大使館前示威遊行。這從一個側面反

映了政府介入示威遊行的程度。

抗議中的學生一政府衝突

我的研究證實了在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炸後，中國官

方深度介入了反美示威遊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可以輕鬆

操縱學生。事實上，許多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有意迥避他們認為

明顯是官方組織的示威遊行。在抗議的大部分時問裡，如果示威

遊行達到了一定規模，政府就提供大客車運送學生。然而有些學

生拒絕乘坐大客車，全程步行前往美國大使館。正如一名被訪者

（第47號被採訪人）告訴我：「〔在我們前往美國人使館的路上，〕

少數學生不止一次前往美國大使館。因此，這些回答的總數是四百七卜三
而不是四百六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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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屬國家安全部的大客車開到路邊停下·大客車上的人說他們

可以送我們去美國大使館·當時有兩種意見：一些人想乘坐大客

車，但那些不信任政府的學生則拒絕這樣做·我屬後一類人·因

此我們全程步行前往美國大使館。」

一些學生甚至因為官方的介入而拒絕參與任何示威遊行。另

一名被訪者（第36號被採訪人）說：「抗議期問政府的操縱太

明顯了。我也不喜歡示威遊行中呼喊的某些口號，比如『打倒美

帝國主義。等。我總是與政府介入的事件保持距離。因此，我沒

有參加任何示威遊行。」

在上一部分的腳注中，我曾提到人民大學的官方學生會幹部

是如何試圖控制示威遊行的。事實上，他們的努力往往是衝突的

根源。第58號被訪者講述了5月8日晚間在人民大學發生的事：9

晚上七點，大約一千名學生聚集在研究生宿會樓外。大約

晚上九點，我看見他們依然在那充。學生們堅持要去美國

大使館前示威道行，但學生會榦部說我們首先需要得到公

安局的許可。幾乎發生了肢體衝突。最終，沒有哪個官方

學生會榦部敢走出來，因為我們宣稱要當場罷免所有現任

學生會榦部，並且立即選舉新任榦部。晚九點後，我們不

顧學生會的反對向美國大使館進發⋯⋯當我們走到學校東

門時，北大的學生抵達了。他們請求我們加入。看到學生

已經不可能被阻止，官方學生會榦部加入進來拿起校旗並

跟隨著我們。

學生和校方的衝突不止於此。另一個被訪者（第78號被採訪人）

官方學生會已經在下午組織了一次示威道行，並計劃在第二天再舉行一
次。然而，5月8日晚問，大多數北京學生聽說了大使館被炸後，許多人
想立刻舉行示威遊行而不管有沒有政府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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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示威者步行到東門後發生的事有更詳細的敘述。請注意該學生

在示威遊行中也拒絕乘坐校方提供的大客車：

學生會和共青團的人起先不想讓我們去，並且不給我們校

旗。我們非常氣噴，因為北大的學生已經在外面示威進行

了。此外，如果我們的示威進行連一面校旗都沒有，這會

在北大學生面前丟臉的。直到一個半小時過後，在我們的

堅持下，那些人才拿來了校旗

在我們前往美國大使館的路上，校方再次試圖阻lh我們。

當我們走到雙妥橋干早路口時，他們要求我們停F來。共

青團的一個人出面要求我們冷靜下來，不要造成不穩定。

他警告說如果我們堅持要去美國大使館前示威近行，他們

將不會給我們校旗。我們非常氣噴。後來，他告訴我們學

校將用大客車把我們送往那袒，並要求我們等待。彊局持

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問，直到幾輛大客車抵達。大客車帶

走了多數學生。超過五十名學生拒絕乘坐大界車。我是其

中之一·

當我們走到美國大使館時，已經是凌晨三點·⋯沒有校

旗，我們不得不將「人民大學」寫在一塊布上，沿路舉著

它前進。我們非常疲憊。我也覺得我們被學生會榦部愚弄

了·我很傷心，因為我們的愛國王義不能洽當地表達。

反美示威遊行期問，學生的態度和行為也與他們過去的經歷

密切相關。我的三名被訪者參加f 1989年民主運動，他們都拒

絕參加反美示威遊行。一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學生（第32號被採

訪人）解釋了她的不作為：

我沒有參加反美示威進行是因為我在1989年「六四」運動

的經歷「六四」運動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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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那段時問袒，我親眼目緒了一種學生中的真正的愛

國主義·現在，我老了也明智了。即使當我聽到大使館

被炸的消息時非常不妥，但我不想被政層利用。我不知道

如何正確地表達我對鼻炸的噴既。在那段時問我感到非常

失望和困惑·

另一名被訪者（第25號被採訪人）由於她在1989年運動的

經歷，對大使館被炸事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沒有參加反美示威進行是因為我在1989年那場運動的

經歷··⋯在那段時問袒，官方媒體散布的束西和我們知道

的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從來不相信我們的政層對科索

沃危機的報擊美國鼻炸我們的大使館。作為一個中國

人，我感到非常不安··⋯不過，：釦斯拉夫確實存在種族清

洗和嚴重的屠殺問題。從美國人的觀點來看，我想知道他

們為什麼要無視國際輿論轟炸我國大使館。難道我們的大

使館已經做了一些侵犯美國人利益的事？'"

同樣地，政府處理由印尼強姦華人婦女事件引發的1998年

學生示威遊行的方式，也對反美示威遊行期問學生的態度和行為

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98年，印尼爆發大規模騷亂。騷亂中，很

多華裔婦女遭到強姦，男子慘遭毆打，並且他們的財產被洗劫一

空。中國官方媒體從來沒有對事件進行任何詳細報導，但學生們

通過網路獲得了各種信息。許多北京學生厭到J噴怒，並決定組織

示威遊行以抗議暴行。儘管如此，中國政府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在沒有得到政府的許可下·有些學生前往印尼人使館前抗議。校

方要求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自我檢討他們的行為，以為懲罰。

這裡，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這名資料提供者指的是當時在中國傳播頗廣

的流否：在對抗北約部隊的時候，塞爾維亞政層把軍事指揮中。設立在

中國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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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參與了示威遊行的示威者被政府的反應弄得心灰意冷。我的

六十二名被訪者中，就有十人參與了印尼騷亂引起的示威遊行。

雖然大多數學生批評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但他們

往往與反美示威遊行保持距離，並且非常懷疑中國政府在整個事

件中扮演的角色。一名學生（第14號被採訪人）告訴我，當他

看到校方組織反美示威遊行時戚到非常惱火。他繼續說道：「他

們對待你就像是對待一個方便的工具。當他們希望你去示威遊行

時，用大客車送你前往。然而，當他們不希望你去示威遊行時，

就鎮壓你。」一名清華學生（第16號被採訪人）表達了類似的

噴’慨：

在反對印尼騷亂中華裔婦女遭鐵姦的示成近行期問，我參

加了示成近行。那佃時侯，整個大學是被嚴孑控制的。他

們在校園的各佃角落。有些人來自共青l$l，有些人來自各

部門黨委，，騙有些是便衣警察。大多數學生在走出校園進

行之前說被他們制止了，但有些學生從西南門成功走出校

園·我很驚訝地看到政曆在對待反對大使館被炸的示威迸

行和印尼騷敵的示威進行方式上的差異。他們在印尼騷能

時不尢許我們抗議，但現在他們想利用我們。因此我們非

常！貧怒。

一名北京大學的學生（第18號被採訪人）非常清晰地描述

了他在印尼騷亂事件的經歷如何改變了他，以及他為什麼拒絕加

入反美示威遊行：

我們米集在靜園附近的草坪上〔要求舉行示威進行抗議印

尼華裔婦女遭弦姦〕。關成華〔北京犬學校團委書記〕要

求我們選出十名代表與他們一道以書面形式申請示威進

行。我毫不猶豫地站了出來然而，他拍攝了整佃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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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並要求各院系頜導尋找他們認識的學生。那些被認

出的學生被要求寫自我檢討。我們系的好幾個學生寫了檢

討

我覺得我被利用了。從那以後我變得非常警覺。〔在反美示

威道行期問，〕我非常壞疑政府所做的一切。現在政府支持

反美示威進行，我必須想想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因此，我

沒有參加示威進行而是去自習。這是我反對政府介入的方

式。

這名被訪者回憶，同學們聚集在一起討論大使館被炸問題時存在

著兩種意見：一方支持反美示威遊行，另一方對政府的介入十分

懷疑。據這名被訪者說，對政府表示懷疑的同學，全是那些曾經

參加過抗議印尼反華騷亂示威遊行的人。

5月11日的示威遊行

週日後，一些學生仍然要繼續反美遊行，但是中國政府意欲

結束遊行活動。學生一政府衝突因此加劇。在美國人使館前的最

後一次示威遊行發生在5月11日晚問。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都

有學生在那兒。這兩所學校的校方都試圖阻止示威遊行，但遭到

學生違抗。為了節約篇幅，接下來的敘述只側重於北京大學學生

的示威遊行。

如同北京大學所發生的大多數其他示威遊行，5月11日晚

問的示威遊行也是從三角地開始。”可以肯定的是，三角地並不

像兩天前那般擁擠，但晚飯後仍有很多學生去那裡讀人字報和聊

天。一些學生，其中包括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數名留學生，也在

參見我關於八九學運期間，三角地對學生動員重要陸的說明（zhao 2001
ch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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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兒與中國學生辯論。許多學生留在那裡是想看看晚上是否仍然

會有示威遊行。

大約晚上七點三十分，來自計算機科學系學生會的幾名學生

帶來兩條標語，上面寫著「打倒北約」以及「主權」。學生們漸

漸聚集在標語周圍。人群規模達到三、四百人後，他們開始在校

園裡遊行。通過在各寢室大樓問的大聲喊叫，人群吸引了越來越

多的學生。當他們走出學校南門時，隊伍的規模已達到上千名學

生了。

許多學生並不打算全程步行前往美國大使館。遊行幾公里

後，有些學生回到了學校，而另外一些則乘坐市內公共汽車前往

美國大使館。當遊行隊伍到了北京師範大學時，只剩下五、六百

名學生了。晚上十一點，他們抵達積水潭十字路口（地鐵站位於

這裡），他們決定搭乘地鐵。但是當他們進去後卻發現未班車已

經離開，於是他們出站並朝美國大使館的方向走去。過了一會兒，

一個人騎自行車過來告訴學生們地鐵仍在服務。學生們開始困惑

了。一些返回積水潭地鐵站，另一些留在原地，還有一些無視訊

息繼續前行。此時，幾名警察走f過來。他們告訴學生們，地鐵

偽他們加開了一班專車。學生們因此全部返回積水潭站。

在所有學生上車後，這列列車卻沒有開動。一些學生去問地

鐵站的工作人員，得知列車在等待更多的學生。過了一會兒，地

鐵站的揚聲器打開了。「這是關成華，北京大學校團委書記。」

他說：「北京大學的同學請注意，其他大學的同學也請注意。嚴

格地說，你們的示威遊行還沒有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許可。如果

你們堅持繼續前往美國大使館抗議，你們將承擔一切後果。但是，

如果你們想返回學校，包括來自其他大學的同學，我們會用我們

的大客車送你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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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坐在那裡仔細聆聽，但沒有人離開列車。過了一會兒，

關成華再次以更嚴厲的語氣發話f。他說這次示威遊行是非法

的，學校對那些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將採取紀律處分。這時，幾

名官方學生會幹部開始站在學生們這邊。他們嚴肅地站起來，頭

上繫上紅絲帶，並讓學生們不要聽關成華的話。

揚聲器不斷以更嚴厲的語氣廣播警告。一些學生開始走出列

車。在出口，學生們看見學生會幹部正在與關成華爭吵。雙方都

非常激動。學生會幹部的舉動鼓舞了學生們。其中一些人再次返

回到列車上。大約有三百名學生拒絕離開列車。經過相當長的一

段時問後，列車開始開動。

然而這班列車在下一站再次停了下來。這次是北京大學黨委

書記來說服學生。他說得非常嚴肅，並要求學生們返校。然而人

多數學生仍然坐在列車上拒絕離開。這班列車把學生們送到下一

站時又停了下來。這一次，是北京市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來說服

學生。她告訴學生們，美國大使館前面的狀況非常混亂，並請求

學生們為了自身安全返校。人多數學生再次拒絕離開。此後，列

車將學生們送往離美國大使館最近的車站，北大學生最後一次的

反美示威遊行始得以成功。

結語

1999年反美示威遊行一般被視為一項中國政府支持的活動。

在前面兩部分呈現的研究結果表明·政府不但未能輕易操縱抗

議，反而經常遭到意欲發起獨立抗議活動的學生的挑戰。在反美

示威遊行期問，官方的很多努力是為了將抗議納入可控制的軌道

而不是操控反美情緒，官方的行動還引起了學生與政府問的經常

性衝突。為什麼由大使館被炸事件導致的民族主義抗議，會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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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政府間的激烈衝突，激發圍繞政府的諸多不滿呢？我的回

答是：當前的中國政府其實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要求。更重要的
是，就當前中國國家政權的性質來說，中國政府無怯利用民族主
義維繫它的合法性一即便是它想這樣做。

中國政府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要求，是因為中國現今擁有主
權的大多領土，沒有像日本侵華時代那樣被外國勢力占領。”中
國也沒有像過去一樣，例如在共產黨執政以前或冷戰時期，面臨

任何來自海外的、緊迫的軍事威脅。誠然，美國和中國時有衝突，

但是除了臺灣問題以外，大多數衝突相對而言都是小問題。帝國

主義和外來入侵因此不再是中國的主要威脅。事實上，自從1 987

年中國採取經濟改革政策以來，中國政府的主要目標一直是經濟

發展。強硬的外交並不是它的利益所在。

可能有人會說，儘管在當前形式下，中國政府並沒有真正強

烈的民族主義要求，但它可能有極大興趣在民眾中煽動激進民族

主義情緒，從而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國內問題轉移開，並維繫日益

喪失的合法性。我的研究卻表明中國政府甚至無法為了這些目的

而利用民族主義，即便是它想這樣做。在毛澤東時期，中國人民

經歷了無數次由國家領導的毀滅性政治運動。到毛澤東逝世的時

候，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大多數中國人處於極端貧困的生

活狀態（Hara恤9 1957 ; Meisner 1956）。因此，1975年中國實行
改革開放後，我們看到的是作馮統治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的大衰
退，以及中國社會內部多元化的日益成長。中國政府不再能壟斷
公共話語，而不得不依賴於經濟和道德上的表現來維繫統治（第

中國人確實認為是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導致沙俄在19世紀奪走了中國在
北方的大量領土。然而，他們大體上是將這一事實作為歷史接受了，並
不堅持宣稱對這些領土的主權。事實上，為了將兩國現在的邊界合法化
中國和俄羅斯最近還簽暑了一項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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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章），並且很多中國人不再認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是國

家利益的唯一代表，經常挑戰政府以尋求更多的經濟、社會和政

治自由，中國政權已經從一個以意識形態合法性為基礎的革命政

權，轉變為一個以績效合法性為基礎的「防禦性政權」（第四

章）。

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很難和諧兼容。首先是

因為，各種權利往往是相互聯繫的，當民眾已經通過訴求更多的

政治自由而挑戰政權時，對這個政權而言，只鼓勵人們自由地表

達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不鼓勵表達對其他政治問題的看法，這

是不可能的。僅僅給人們組織民族主義示威遊行的自由而不給予

其他形式的政治集會自由，也是很困難的。在當前的情況下，一

旦人們可以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民族主義關懷，由此產生的公民意

識將會蔓延到其他領域，從而帶來對威權主義的挑戰。”其次，

因為國家不再能壟斷公共話語，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構建出與官方

認可的愛國運動大為不同的民族主義話語’甚至會利用撰寫民族

主義著作服務於他們自己的目的（Guo 1 998）。因此，20世紀

90年代，在中國確實存在兩種類型的話語：官方認可的愛國主義

和大眾的民族主義。儘管這兩種類型的民族主義有時並駕齊驅，

但它們也會產生衝突。比如說，就像在學生反對大使館被炸事件

的示威遊行期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所顯示的那樣。

因此，由於擔心局面失控，實際上中國政府在90年代不是

鼓勵民族主義情緒，而是常常限制學生發起的自發性集體行動。

最相關的例子即如前述1998年印尼騷亂期間，許多華人婦女遭

只有在民族國家崛起後，民族主義才成為了主導意識形態（Bre山澀yl993 ;
Geliner 1 983 , 1 997 ; Hobsbawrn 1 990 ; S面th 1995 ; Ti勿1992)，這整個過程
涉及著一個個人身分的轉變，即從王國或帝國的臣民成為民族國家的公
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族主義包含著一個重要的民主因素（Brubaker
199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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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強姦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政府拒絕了學生示威遊行的要求。如

前所述，我的十名參加了反對印尼強姦示威遊行的被訪者，都對

中國政府在反美示威遊行中的角色持懷疑態度。這些學生中的大

多數，與那些他們認為是由官方支持的反美示威遊行保持距離。

顯然，政府的操縱會引起學生的不滿。

1 999年的反美示威遊行最終並沒有導致國家危機。這可能是

因為中國政府允許了學生抗議，同時也因為這次示威遊行是由一

個短期性突發事件引起的，議題單一。示威遊行的這些性質，使

參與者很難維持長期的抗議活動，也難以將一些其他議題納入進

來。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事件，一些學生仍然試圖利用反美抗

議達到其他目的。由於官方在運動中的高度介入，衝突十分普遍。

並且在某些時候，例如5月n日示威遊行時，政府幾乎失去了

對抗議的控制。總之，就當前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基礎而言，民族

主義與威權主義之間有很大的緊張。這緊張阻礙了大眾民族意識

的發展，限制了中國政府的政策選擇，並且有時會成為國家與社

會的衝突點。因此，只要國際環境沒有太大改變，民族主義不會

在中國蓬勃發展，中國政府不可能倚靠民族主義維繫自身。之所

以如此，是因為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當前以績效

合法性作為統治基礎的權威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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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當今中國是否有發生革命的危險？'

鍊振華對本章的初私提出了批評和建議，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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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革命的世紀。20世紀的上半葉，中國

經歷的主要革命運動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

爭和共產主義革命。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又發動了許多具

有社會革命性質的社會運動，其中最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

公社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逐漸

從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政黨，但是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學生

和民眾，卻從共產黨手中接過「革命的旗幟」，於是就有f 1989

年的學生運動，以及最近的零八憲章運動·和所謂的「茉莉花運

動」等事件。最近網路上有文章說，中共高層有人在閱讀托克維

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並說王岐山看完此書後曾擔憂地說中

國的「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

夠」。’不管這傳說的可信度如何，有一點十分明確：雖然近年來

中國政府在維持穩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氣，中國的經濟在近二十年

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水準在近年來也有了很大

的提升，中共高層對中國再發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所厭到的焦慮

絲毫沒有減輕。中共高層為什麼要如此憂慮？當前中國與政治穩

定相關的根本問題是什麼？中國是否會再發生一場（或者能避免

一場）革命性的社會動盪？本章試圖在理論的指導下，對當前中

國面臨的困境做出分析。

革命一旦發生，人民將什出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隨質所決定。

一般來說政治革命（一場只改變政權的性質而不改變社會經濟結構

的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震盤要遠遠低於社會革命（一場既改變政權的匯

質，又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非暴力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震盪要

遠遠低於暴力革命。把這兩點作為原理，我們可以得出如F的結論：在

1989年時的中國，由自由派香起的革命運動將會給社會帶來無比巨大的

震盤；而在今天的中國，由左沫和保守派發起的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震鹽，

則會遠遠大於自由派所發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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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解釋革命嶺生理論的簡要總結

早期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會把現代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巨大

社會變遷，看作是一惆國家發生革命的主要誘導岡子。他們的邏

輯很簡單：現代化給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帶來了變化，使身

處其中的人們戚到很人的不適應和不確定性·同時，現代化過

程也削弱J’傳統社會組織對於人們的控制，給革命造就f機會

(Hunt . ngton 1968 Kornhaoscr 1959 ; wolf 1971）。的確，世界上

的革命無不發生在正處於巨人變化的社會中，而巨人的社會變

遷確實會給身處其境的人們帶來多方而的不確定性。從這個意義

卜說，這類理論自有它的道理。但是，世界卜每一個國家在現代

化過程中都經歷過巨大的社會變遷，但是卻不是每惆國家都發生

了劇烈的革命。社會變遷充其量也只能是引發革命的個必要條

件。

在過去的大多數時問，學者們也常用階級或者是利益集團

的視角，來解釋一個國家革命的成功與否（Moore 1966 ; Palgc

1975）。他們的邏輯也很簡單：如果一個國家中的一個主要階

級擁護和加人f革命，那麼革命就會成功；反之革命就不會發

生，就是發生f也會失敗。許多著名的學者，比如馬克思、摩爾

(Barrington Moorc jr）、佩傑（Jc衍cy M Pa . g。）都採用了這一

視角來分析革命的成功與否。當今中國的不少學者，也仍然會自

覺或者不自覺地運用這一視角，來分析中國社會的危機所在。依

我所見，這類分析方法表現I路f左派知識分子的天真，而反映的

則是這些知識分子看問題方法的教條。這並不是說人們在現代社

會中不會產生階級認同，問題在於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會同時擁

有許多身分（比如一個人同時可具有如下的身分：工人、浙江人、

男人、某些圈子中的一員、某個俱樂部的成員等等），並且具有

某一身分的人群彼此之間又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比如工人之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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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藍領下和自領下的差別、技術下和非技術下的差別、熟練下和

非熟練─的差別、臨時─和正式職I的差別等等）。因此，除非

存在巨大無比的外力（比如國家對社會上的一們主要人群的利益

完全漠視，並且對這人群的抗爭進行嚴厲的和系統性的鎮壓）,

否則那些被天真的知識分子所認定的階級，就很難形成弦烈的認

-. J咸，去完成知識分子所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當今世界只

有兩類大型群體會有著較九「天然的」強大認同咸，那就是族群

和宗教群體，他們所發起的抗爭和革命也因此往往有較大的威

力。在很人程度上，社會學中所流行的各種「社會分層研究」

都是過去知識分子誤解的產物。不ld的社會分層方法，除了對了

解社會流動和在指導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時，有一定的應用性意

義外，從社會行動的角度來看價值十分有限。這當然是題外話。

70年代後，西方學者開始強調國家的性質和結構性行為對

革命產生，乃至於成功的影響（coodwln又001 ; McDanlel 1988 ,

1991二skocpol 1979 w . ckham一Crowley 1992）。這類理論背後的

一個核心邏輯是：在當代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支持卜，現代國家獲

得了古代國家完全沒有的、對社會的滲透能力。與古代國家相比，

現代國家不但管得十分寬泛，而且它的政令更能嚴重地影響到社

會上絕大多數成員的利益。現代國家的這一性質導致如下一個後

果：第一，國家的錯誤政策非常容易觸發民眾大規模的、針對

國家的怨’肚情緒。第么，國家的強勢刺激了人們組織起來進行抗

爭，要求國家頒布和施行對自己群體有利的法律和社會政策。第

付，有人就會想到通過奪取國家的權力（即革命）來徹底改變國

家的性質，並通過國家權力來推行他們的理想。在國家視角下·

西方學者做了人量的研究，並逐漸產生了以下三點共識（即衡量

一個國家發生革命可能性的三個維度）：第一，革命不容易盤生

在一個有著較高效率的官僚集團的國家（官僚集團內的程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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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強統治精英的團結、政府決策的合理性和國家鎮壓機器的有

效性）。第二，革命不容易發生在一個對社會精英有著很強吸納

能力的國家。第勿，革命不容易發生在一惆對社會有著很強的滲

透力的國家（在這兒，滲透能力不僅僅指山國家所控制的交通和

通訊工具的規模和效率，亦指警察等機構對社會的監控能力）

(Goodwln and skocpol 1989)

以上的勿惆維度有很大的解釋力。的確，早期的革命，包括

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都娃發

生在用以上三個維度來衡量是處境不太妙的國家。其實，官僚集

團的效率、國家對社會精英的吸納能力以及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

力是任何國家進行有效統治的關鍵。一個沒有這此能力，或者是

這方而能力不足的現代國家（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威權國家）

都會在其運行過程中遇到人量的l木l難。問題娃，西方學者長期以

來在分析革命的可能性時，過於看重f這三個因素，他們因此直

到80年代還在強調蘇聯和東歐國家具有很大的政治穩定性（因

為這此國家都有著比較有效率的官僚集團、比較強的對社會精英

的吸納能力和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完全沒想到革命馬上會在這

些國家發生。

筆者認為，西方學者在分析蘇聯和束歐國家革命的可能性

時，都忽略了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和國家政治穩定性之間的關

係這一維度的韋要性。具體而言，一個國家的權力越建立在較為

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卜，這一國家就越不可能發生革命。蘇聯和東

歐之所以發生革命，不僅僅是因為它們的經濟沒做好、它們的軍

事落後了、它們在民族問題上走了歧途、它們的領導者採取了錯

誤的政策等等（雖然這些因素也非常重要），而在於這些國家沒

有把政權建立在一個比較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卜。筆者多年來對中

外各國革命做出分析時不斷強調國家的合法性基礎與社會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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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的緊密關係。筆者認為，西方學者所借重的分析革命的三個

維度都是國家統治乎段中偏「硬體」性質的成分，而國家的合法

性基礎則構成了國家統治的關鍵陸「軟體一它們缺一不可。

合法性和政權的穩定性

國家雖然掌握著強大的官僚組織以及軍隊與警察等強制性

糾織，但是其統治的有效性卻必須依賴於國家政權在大眾（包括

政府官員）心目中的合法陳。考察古今中外的統治史，我們會發

覺一個政權在對其統治進行合理化時只能採取以下的三種方式：

通過一種價值性的承諾、通過提供的服務，以及通過一個普遍被

接受的國家領導選拔程序。相應地，我們可以界定三種理想狀態

的國家合法性基礎：意識形態型、績效型和（法律）程序型（第

一章）。需要再次強調的娃，這只姑國家合法性來源的三個理想

類型。任何國家都不會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某一理想類型上，或

者說任何國家的合法性來源都是這些理想類型的一個混合體。但

是，在某一歷史時期內，某一理想類型合法性往往會成為統治一

個國家最為重要的基礎，並在很人程度上定義了一個國家的性

質。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不同的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和政權穩定性

之閒的關係。

意識形態合法性

意識形態姑國家統治的個最為根本的合法性基礎（第

章）。一個國家如果把執政基礎完全建立在某一意識形態上那是

不行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執政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作馮基礎則是萬

萬不行的。當大多數的民眾能認同於國家所推崇的某一意識形態



266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時，這意識形態不僅僅為國家的統治提供了道德性依據，而且為

社會提供f一個「核心價值觀」。如果一個國家有一個被廣為接

受的「核心價值觀」，統治成本就會大大降低。

需要強調的是，核心價值觀不能是「八榮八恥」，也不能是

「雷鋒精神」，2因為這些都只能是一個國家的從屬性價值觀，並

且只有在核心價值觀的支持下才會有效。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

是一種宏大的、給予歷史以某種道德的敘事（即西方後現代學者

所說的宏人敘事〔grand narratlve〕）。美國中學教科書上所描述

的美國建國歷史，以及那些由建國時期政治家所定出的建國原則

和理念，是核心價值觀的例子；西周初期所形成的「天命論」

以及在西周歷史中逐漸得以完善的「宗法制度」，是有周一代的

核心價值觀，並對古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當代

中國學生在學校裡所學，圍繞著歷史唯物主義和「只有共產黨才

能救中國」而展開的中國近代史敘事，也是核心價值觀的例子。

當然，美國的宏大敘事在他們的社會中仍然有著廣泛的認同，中

國教科書中的敘事方式在國內已經沒有多少人真正認同了，並且

中國政府至今也沒有創造出一套能被廣泛認同的宏人敘事。這導

致的後果就是核心價值觀的缺乏，並給當下中國政府的執政帶來

了很大的困擾。此是後話。

不同的意識形態有著不同的性質，並對國家政治的穩定性有

著不同的影響。意識形態合法性有三個主要類型：領袖魅力型（近

似於韋伯所說的克里斯瑪合法性）、世俗意識形態型、宗教意識

形態型。在這三個類型中，領袖的魅力最不能給予政權一個穩定

雷鋒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職。毛澤束在1963

年3月5日號召全國「向雷鋒同志學習。雷鋒在中國是一個在政治思

想七緊緊跟隨共產黨、工作努力、日常生活中王動幫助他人、勤倫節約

的典範。公匕一被樹立的精神被稱為「雷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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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基礎，因為領袖的壽命有限·

一般來說，世俗性意識形態對大眾所做的承諾比較容易被驗
證一旦當國家不能提供那些承諾，就會產生合法性危機。從這
個意義上來說，世俗意識形態也不是一個穩定的合法性基礎。但
是如果把世俗意識形態進一步細分，我們就會發覺不同的意識形
態對人性有不同的要求，對民眾也有不同的許諾。一般來說，一

種意識形態對人性的要求越接近於人的本性，並且其許諾越不容

易被證偽，這一意識形態就越能為國家的合法性提供一個可靠的
基礎。比如，美國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個人奮鬥的樂園」

(land of oPportunitios）這一意識形態，不但與人的競爭和趨利本

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難被證偽。這意識形態有著人們所說的「錢

幣落在正面我贏，落在反面你輸」（head 1 win , tail you lose）的

性質：你的成功證明了這意識形態的正確性，而你沒成功很容易

被解釋為是你沒有付出足夠的努力。相較之下，共產主義作為一

個意識形態就很難為一個政權提供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不但建立在一個過於理想的人性基礎上，並且承諾提供

一個比其他社會制度更為完美的世俗世界。如果一個國家把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合法性基礎，一旦不能提供相應的承諾，民眾

馬上就會產生「信仰危機」，從而給國家政權帶來合法性危機。

但是從理論上來說，即使一個國家政權把合法性建立在像

「共產主義J這樣很不牢靠的意識形態之上，這一國家也是有可

能取得較為長久的政治穩定的。這兒的訣竅是，當大多數民眾還

相信著這一意識形態時，國家就採用選舉（程序合法性）來補充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內稟不穩定性。因為一旦有了選舉，並且在

社會上的大多數民眾都認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情況下，當政府

做得不好時，候選人就可以攻擊政府沒有帶領人民在共產主義的

「康莊大道」上正確地前進，民眾就會去怪罪當朝政府，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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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意識形態本身的錯誤來檢討國家中所存在的根本問題。讀者可
以假設，如果中國在毛澤東時代能形成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
社會的話，今天的中國也許就不會面臨如此嚴重的意識形態合扶
性危機。

以上的邏輯還支持了以下的推論：宗教性意識形態要比任何

世俗性意識形態更能為一個國家政權提供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宗

教源自於人的可憐的本性─因為害怕失去和死亡而無限放大生

命的意義。宗教的承諾也不具有可驗證性─「來世」、「淨土」

或者「天堂」這樣的宗教性承諾既十分動人又無法驗證，而對於

宗教來說最具權威的克里斯瑪都是不再存在於世俗世界的「神」、

「佛」或者是「聖人」。宗教意識形態與人性的貼近和承諾的無

法驗證性，給了一個把政權合法性建立在宗教意識形態上的國家

很大的穩定性”

在現代社會，宗教性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最大弱點，來自宗教

力量和國家政權之問的緊張。現代社會極其複雜且變化極快。為

了適應新的變化，國家政權就必須以務實的態度來處理日益複雜

的世俗性事物，但是國家的務實態度及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勢必

會招來具有很大保守傾向的宗教力量的反對。由政教鬥爭所導致

的政權不穩定性，是一個把宗教意識形態作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的

國家所面臨的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當今伊朗的政治就在較大程

度上受到這一因素的困擾）

績效合法性

任何一個政府都需要為治下的民眾提供如仲裁、維持公共

秩序、保證人身安全、保衛國家等等基本的服務。這個層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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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相應的國家就不會存在，就是存在也會很快垮臺。

我這兒所說的績效合法性，指的是國家領導集團在一個更為進取

的層面上積極創造績效以獲取合法性的手段。這一手段可分為三

種亞類型，即領導經濟發展、官員作為民眾的道德表率，以及炒

作民族主義情緒。但是它們都不能為國家政權提供一個穩定的合

法性基礎。原因是：沒有一個國家能保證經濟的永久高增長。把

官員的道德表率作為國家合法性基礎，就會將貪汙這樣在法律層

面上能解決的問題提升為政治問題，從而在根本上削弱了國家的

合法性。最後，如果在和平時期政府經常用炒作國際危機來提高

其統治合法性的話，這一國家的國際環境就會日趨險惡並且大量

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就會在這一國家中產生。這將推動一個國家朝

著戰爭的方向發展，其後果不堪設想。

總之，當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繫於績效承諾時·這一國家的政

府就必須設法來兌現這些承諾。如果這些績效承諾得到了兌現，

民眾就會提高欲望並對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則不得不把

民眾不斷提高的要求來作為新的、更新的、更更新的工作目標。

但是一旦政府不能夠兌現其承諾時，這一國家馬上就會出現合法

性危機。

程序合法性

現代社會到來之前，除了古希臘之外，程序始終不是世界各

種政權之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基礎。這並不是說古代政府首腦的產

生其背後沒有程序可言，而是說這些程序只在一小部分精英之問

才有意義，並且這些程序在國家政治中不像今天的選舉政治有如

此重要的地位。筆者認為，以下的三個原因使得程序合法性在現

代政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第一，現代國家絕大多數都探取了政

教分離原則，宗教性意識形態不再是國家的主要合法性來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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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說現代國家失去了古代國家所擁有的一個十分穩定的合法性基

礎。第二，現代國家的政府管得越來越多，這就使得績效在現代

國家合法性中的地位大大增強，並給現代國家的政治帶來很大的

不穩定性。第三，在現代技術的支持下，國家的統治能力不斷加

強，民眾生活受到國家政策越來越嚴重的影響。在這一背景下，

怎麼控制國家權力對民眾來說就變得十分迫切。我們可從多種視

角來解釋為什麼民主政治會在現代國家中興起。就本章的角度而

言，民主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現代國家意識形態合法

性不足，並且嚴重倚重於績效合法性，這就使得國家不得不依靠

程序合法性來獲得政權的穩定。

由於以下原因·現代意義上的程序合法性（即民主選舉）會

給國家政治帶來很人的穩定性（第三章）：第一，一旦國家首腦

是山民選所產生，只要選舉被認為是公正的，執政者即使是上臺

後表現很差，也不會影響政府執政的合法性。用通俗的話說，在

績效合法性下，當官如果不為民作主，就有被趕回家賣紅薯的危

險。而在程序合法性下，當官即使不為民作主，他也至少得當完

一屆才會回家賣紅著。從這個意義上說，程序合法性人人減低了

民眾對政府執政的壓力。第二，當一個國家政權有了程序合法性

後，即使是執政者被趕下臺也不是什麼大事。這是因為程序合法

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和政體分開了。政府即使垮臺（比如水門

事件〔wate吧ate scandal〕後的尼克森〔R , chard M Nlxon〕政府）,

政體也不會受到根本性的動搖。第三，當一個國家政權有J’程序

合法性後，民眾的不滿在相常程度上可以通過選舉或其他常規程

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緩解。一旦民眾有了選擇，他們就難以聯合

起來進行革命，這也給國家政治帶來了穩定性。第四，一旦當官

的不為民作主也沒有馬上就被趕回家賣紅薯的危險的時候，公開

批評國家領導就不是什麼大事f，這就給言論和結社自由提供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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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礎。但這自由同時也約束了人民的行為，緩解了社會矛盾，從

而構成f政權穩定的一個重要機制。這是因馮在言論和結社自由

卜，社會上各種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競爭，使人們對社會其他群

體的利益有了更深的理解，對社會現狀有了現實咸。同樣重要的

是，旦有了言論和結社白山，現代社會的多樣性勢必會導致社

會組織在利補和觀點上的分化，這些組織互相牽制，使得任何全

民性的革命運動變得不可能。

但就穩定國家政治而言，程序合法性也有著很多弱點，其中

最為重要的是它背後必須有一個核心價值觀支撐，或者說只有在

競選雙方都服從同一意識形態（即「忠誠反對」）時，它d能九

國家提供政治穩定陸。如二戰前的德國，共產黨、納粹黨和社會

民主黨各白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共產黨和納粹黨都想利用

選舉來奪取政權把國家徹底引向他方，選舉程序在這時就不可能

成為國家政治穩定的基礎f。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政治上最為

穩定的國家（或者說最不可能發生革命的國家）應該是一個同時

擁有意識形態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國家─程序合法性需要有

強力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持，程序合法性又是維持國家的意識

形態合法性的關鍵。

中國政府合法性的經驗研究

在「世界價值觀調杳」和「亞洲指標／民主動態調杏」等

調查數據基礎卜，一些學者對中國的國家政權合法性做f研究。

他們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巾國民眾對政府的認可度，遠遠高於

許多西方民眾對他們政府的認可度。他們於是就得出中國政局穩

定、國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這一結論（Chen 2004 ; Gilley 2008 ; Li

2004 , Sh , 2001孓Tang 2001 , 2005)O一般來說，我們會相信這些研
究的結論是成立的。這些學者都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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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所展示的也是全國民眾的普遍看法，而不是少數人的極端

觀點。同時，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強f更治，探取f一系列的「親

民政策」。筆者在中國與農村和城市的各界民眾進行了不少文流，

戚到中國百姓的生活水準在近年來有了普遍和顯著的提升，或者

說人多數百姓確實從國家的政策中獲得了實惠。這些學者的研究

結果所反映的，限是民眾對於當今政府的績效在一定程度上的認

可。

問題始，從「百姓對當下政府的績效姑肯定的」這一現象中，

我們是得不出「這國家的政局是穩定的」這樣一個結論的。民眾

對政府績效的評價可以是說變就變的。在西方，民眾對政府的認

可度數月內就可以波動許多個百分點（他們對政府的認可度有時

甚至能低達百分之十幾）。但是在西方國家，民眾對政府績效的

認可度與國家政局的穩定性之問沒有很人的關係，因為西方國家

政權合法性的根本基礎不是政府的績效，而是被主流精英和百姓

所認可的核心價值觀和具有程序公正的選舉。而在中國，百姓對

政府執政績效的認可度與政局的穩定卻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中

國百姓對政府績效的認可有顯著下跌的話，它是有可能引發一場

大規模的政治波動甚至革命的。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在巾國已經式微，但是國家又拿不l目其他有效的價值觀

取代之；同時，中國領導人也不是通過一種被大多數人所認可的

程序而產生的。中國因此非常缺乏意識形態和程序層而上的合法

性，績效於是就成f國家合法性最為重要的基礎。

當前中國的問題所在：合法性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舉世矚目，百姓的生活水準近年來也有了很人

的提升。但是，中國「維穩」的成本卻越來越高。2011年一些人

發起「茉莉花運動．時，中國國內幾乎沒人響應·儘管如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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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還是如臨大敵，弄得馬路上的警察人數不知超過了前來鬧事的

人群多少倍。顯然，繁榮的經濟和大多數百姓對當下政府在不少

方面的表現還算滿意這些事實，完全不能減輕中國高層領導的焦

慮。到底什麼是當前中國政局的關鍵性不穩定因素？或者說中國

高層領導到底在憂慮什麼？說到這一點，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

和百姓都會把諸如貧富差距過大、官員貪汙腐敗等放在首列。當

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不小，而官員貪汙腐敗（特別是在那些吏

治較差的省分）無疑也是十分嚴重。只是，印度的貧富差距和官

員腐敗也十分厲害，甚至在不少方面明顯超過了中國，但印度卻

完全沒有發生革命的可能。顯然，僅僅是貧富差距和官員貪汙腐

敗，是不足以引發革命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百姓個個都對貧富差距和官員腐敗深惡痛

絕，但是中國卻完全不存在這方面的高品質研究。這就使得在考

慮這些問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民眾就不得不憑藉想像：你對

政府有多大程度上的不信任，你就會把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官員腐

敗問題想像得有多嚴重。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問題歸根究柢是

政治問題（而不是社會問題），或者說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而政權的合法性問題的關鍵在於：(l）國家在共產主義意識形

態式微後，再也拿不出一個能被廣泛認可的主流價值體系；(2)

國家不敢（或者不願意）把合法性的重心轉移到程序合法性層面

上來；(3）國家對於績效合法性產生了過度的依賴。

當下中國的領導人似乎仍然不懂得績效合法性的內稟不穩定

這一性質，因為在他們的各種發言中，不斷流露出人民自然會擁

護一個績效優良的政府這樣一個天真的論點，並且他們也正在努

力地通過加強政府績效來獲取國家的合法性。他們的做法與百姓

情緒的耦合就給中國帶來了如下的悖論：中國的經濟和民眾的生

活水準在近年來都取得了舉世欽羨的發展，但是社會卻有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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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不穩定的傾向，

當社會上的大多數精英和百姓都認同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

時，這一意識形態就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或者說核心意

識形態·在有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中，社會就會顯得非常平和

甚至是保守·比如媒體，如果一個記者經常在某一媒體上發表與

主流意識形態不符的言論，百姓就會不喜歡該媒體，它的訂閱

量或收視率就會下降，媒體老闆也因此會不喜歡這一記者。可以

說，當國家建構的主流意識形態能被廣為接受時，百姓就會更相

信那些平和甚至是保守的報導，而發表偏激言論的媒體就會沒有

出路。個體也一樣，如果一個人經常在公開場合（和網路上）發

表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符的言論，他的（包括在網路上的）言論就

會被忽視，他的朋友也不會喜歡他，他也不會有任何社會影響力。

但是，如果社會上的精英和大多數民眾不能認同國家建構的主流

意識形態時，人們就會不相信主流媒體中的報導─特別是與政

治有關的報導。與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致的媒體就會在民眾的心

目中被邊緣化，並且不再能建構民眾的輿論，而敢於反對主流意

識形態的媒體和個人就會被看作是社會的良知（第十一章）。

當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不再是社會上的主流價值觀時，國家

面對以上的情況也失去了有效的對策。如果國家對鬧事者或者發

表對國家不滿觀點的人士進行鎮壓的話，那麼國家政權在民眾心

目中就會進一步失去道義，稍有良知的國家幹部就會有非常不好

的威受，而鬧事者和發表對國家不滿觀點的人士就會被大家看作

是英雄。但是如果國家選擇容忍的話，那麼這些人的行動和言論

就得不到約束。更有甚者，一旦形成了這樣的「機會結構」，有

人就會發覺「會哭的孩子有糖吃」這一妙訣，社會民風於是趨於

民粹和暴戾。同時，一旦大眾有著把鬧事者和發表對國家強烈不

滿觀點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傾向，隨著「英雄」形象而產生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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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利益就會刺激有些人帶著尋租的心情去裝扮英雄。社會道德就

在圍繞著反體制而產生的種種「高尚」話語下不斷下降。

當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不再是社會上的主流價值觀時·政

府就會失去公信力。這時，如果國家對輿論不加控制，反政府的

言論就會在社會上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從而引發政治危機。但是

如果國家控制輿論的話，人們就會去追逐謠言。加上長期控制輿

論而導致人們普遍地無知·甚至天方夜譚式的謠言，比如「江澤

民去世了，但是中共卻祕不發喪」、「薄熙來手上有一百多條人

命」、「被重慶警察擊斃的不是周克華而是一個便衣警察」，也

會被大家（包括不少社會精英）傳得津津樂道。這些傳言不但會

給中國的政局增加不確定因素，還會使中國本來就很糟糕的政治

文化進一步走向糜斕。

當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不再是社會上的主流意識形態時，

這一國家的當權者甚至不敢運用民主選舉來增強其合往性。從當

權者的私利角度看，在這樣情況下的選舉不但會使得他們馬上下

臺，整個共產黨的統治也會結束。很少有當權者肯在這樣的條件

下開始進行民主選舉。而從國家利益來說，如果政治精英不能服

從一個主流價值觀，由選舉而產生的「非忠誠反對」就會撕裂社

會，這給了當局拒絕民主選舉這一決定以一定的道德依據。問題

是，不開始以選舉為核心的程序政治，只會使得社會矛盾不斷積

累，並為中國從威權國家到民主國家的平穩過渡增加了難度。

一旦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不能依託於意識形態和領導人的產生

程序，績效就成了國家唯一可依託的合法性基礎。得益於中國的

強國家傳統，中國政府在加強執政績效方面應該說是做得比較出

色的（第四、五、六章）。但是出色的績效使得中國政府變得十

分富有，其後果就是金錢維持了國家領導的短視，以為金錢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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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一切問．，結果卻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製造了幾個問題，更

令人擔憂的是，園繞著金錢所產生的種種利益，使得大量的人帶

著工具理性眾在政府周圍，這些人對體制毫無忠誠可言，他們，

方面死死地把住體制的大船，另一方面則隨時準備另尋他就甚至

來個狡兔三窟·當前不少國家幹部的家庭成員都在國外有永久居

住權甚至是公民資格，但是大多數年輕人卻都嚮往著公務員和國

企的工作·其原因董出於此·這後果就是當前中國民眾的強烈仇

官心理，以及由此談展出來的、對任何成功者的仇恨心理，整個

社會的道德維繫（morai fabric）被大範圍地毀壤。為了進一步加

強績效合法性，政府就必須加強吏治、採取悅民政策，並且把社

會上可能出現的各種不安定因素統統管了起來·但是，政府管得

越好，民眾對政府的要求就會越高；政府管得越多，問題也就越

多，社會問題於是成了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重新政治化，便是

近十年來中國出現的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

中國的前途

在中國，對國家前途不看好的還真是大有人在，其中既有國

內語境下的「自由主義者」和比較極端的「左派」，也有難以計

數的、掌握著一定話語權的網民。最近，甚至連吳敬遜這樣比較

持重的學者都發表文章，驚呼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

了臨界點」。’筆者認為，中國的確有再爆發一次革命的可能。與

以上觀點不同的是，筆者認為當這場動盪到來時，其弓─發的根本

原因不應該是當今中國社會上存在著的各種「經濟社會矛盾」，

而是民眾在主觀層面上的不滿情緒以及由此帶來的大量社會矛

盾。而這些不滿情緒和社會矛盾的來源，則是當今政府在國家政

權的法律一選舉合法性不足的情況下，過多地把績效當作了國家

，見h即：//w ujinglianblog . i . sohu . conl/b log/view/236115860 ,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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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合法性的根本基礎。筆者同時認為，雖然當前的形勢很嚴峻，

由於以下原因，中國並沒有馬上就爆發一場革命的危險。

首先·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雖然趨緩，但是中國仍

然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百姓生活水準有著快速提升的國

家。只要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目前的勢頭，一場革命性的動盪在

中國就很難發生。第二，在中國的不少地區（特別是藏區和新疆

地區）有著很大的民族問題·但是，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與漢人相

比，比例太小，這就是說，與前蘇聯不同，少數民族地區的動亂

在中國不會是引發革命的一個主要動因。第三，由於美國經濟的

衰退和美國對外政策在世界上的普遍不得人心，有相當一部分的

中國知識分子，不再簡單地把美國近幾十年來所推行的多黨制白

由民主體制作為理想，或者說當前中國反體制的「自山派」知識

分子不再有80年代時的道德高度。第四，中國知識分子在近年

來生活水準有了很快的提升，並且他們發表言論的渠道也大大增

加。如果說前一個變化給了知識分子耐心，使他們不會急於鼓動

革命，後一個變化則促進了知識群體的分化，從而降低了在中國

產生一個被廣馮接受的反體制意識形態的可能性。

第五，國內外大多數學者往往會把中國每天都在發生的群體

性抗爭事件，特別是一些重大事件，視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發

因素。這種觀點再一次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天真。筆者認為，大量

的群體性事件對中國政治的穩定，實際上有著巨人的正面作用。

當前不少地方政府軟弱，中國爆發群體性抗爭事件的臨界值因此

較低，社會矛盾也不容易有大規模的堆積。此外，常前中央政府

對地方發生的群體性抗爭事件所採取的基本態度·就是讓地方政

府自己去處理。只要地方政府能控制住局面，中央就保持袖手旁

觀的姿態；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讓事件失控，或者在處理過程中造

成了對海內外都有極壞影響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則會對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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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員做出懲罰。中央政府的這一做法，造就了群體性事件參加
者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心態，同時也讓地方政府在處理群體性事件
時，展現出極大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從而大大延緩了中國群體性
事件走向政治化的傾向。

第六，與一些領袖終身制的國家相比，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套

比較成型的十年換一次國家領導人的做法。雖然新的領導人不是

由普選產生，過程的不透明也給各種政治流言提供了溫床，但是

送走了人們已經厭煩了的領導人（不在幹得好不好，而是一個人

在領導位置坐久了，人們都會產生反威），給了人們一種新的想

像和希望，從而緩解了社會矛盾朝著革命方向的發展。

但是以上這些有利於緩解社會矛盾激化的因素，完全不可能

改變以下的事實：在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嚴重不足的情況下，

績效成了當前中國政權最為主要的合法性基礎。因此，雖然中國

沒有馬上就發生革命性動盪的危險，只要國家的性質得不到根本

性的改變，再發生一次革命的危險始終存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中國人自己的代價」的確「沒有付夠」。



第肆
部分

合汰性和媒體以及
公眾輿論



翼
件皴

卜合

‧必夜“州j色k掬、

化萬妒外驢！

，州劉礬第肆
部分

才

讓 么姦

無霾蠢
買跑秀

蠶為
J

添
奉之跋咸發偎妝

無離蘿

叔

蘊：重叢 斃以竿留妒
才’

森離丫跑
一

娜馴
挪

之、。弄

么翁 計

才以

州一了

‘必女



第十一章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

運動‘

本章與林芬合聲。林芬美國芝加哥犬學社侖學傳士·現任香港城市大
學媒體與傳持系助理教授其研究涉及國家與媒體互動·政台傳播社
會變遷、社會運動·李業主義以及文化生產子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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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對社會運動─特別是與之意識形態相

左的社會運動─往往會不予報導。當不得不報導這些社會運動

時，西方媒體則傾向於瑣碎化與妖魔化這些社會運動。因此，在

對現有體制的挑戰性程度而言，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相當的保守

性（Gitlin 1980 ; Molotch 1979）。而在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

關係卻與西方模式人相逕庭。中國媒體通常在社會運動發展的初

期，就會努力試圖衝破種種阻礙，對社會運動以及各種集體性抗

爭事件（以下簡稱「社會運動」）做出支持與正面報導，媒體甚

至會積極介入社會運動，並以社會運動相近的形式集中報導一些

社會問題，以對現狀做出衝擊。從一定程度上說，改革開放過程

中，中國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筆者認為，這種媒

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差異，與一個社會中是否有著能被國家精英

和知識精英共同認同的霸權性文化（或者說核心價值觀）有著緊

密的關係。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識形態

上的霸權性地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奠定了思想基礎。而在中

國，共產主義價值觀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失去其霸權性地位，而其

他價值觀念又不能取而代之。由此產生的霸權文化的缺失，使得

中國記者與西方的同行相比，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有著更大的熱

情，更願意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的根源，並且更為

激情地為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制度安排的實現做出努力。

本章首先簡要闡述，馮什麼霸權文化的存在與否是導致西方

媒體保守性和中國媒體激進性的關鍵，然後轉為分析在缺失霸權

文化的情況下，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形

成及其發展。我們首先描述中國媒體在八九學運期間與政府的直

接衝突，隨後分析90年代以來商業化新聞的產生、改革的發展

及中國政府對媒體控制手段的提高，如何改變f媒體生態和變更

f新聞行為的邏輯。最後，本章通過分析近年來發生的反廈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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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化工廠運動、反怒江建壩運動和新聞揭黑運動中新聞媒體的表

現，來闡述在國家與媒體的新型關係下，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之

間的不變關係。

「霸權文化」與媒體性質

在西方社會，主流新聞對於公共輿論有著很大的建構作用，

民眾對於自己身外事情的了解基本上是靠媒體報導，一個沒有

被報導的社會運動就如同一個沒有發生過的事件（Gamson and

Modlgl . anl 1959 LangandLang19sl ; Pr . del99s）。’因此，西方

的社會運動組織十分重視獲得媒體的報導─哪怕是負面的報

導。媒體報導是社會運動傳播其思想及主張一個最為重要的渠

道，是社會運動動員人眾和尋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會同

情和從輿論上擊敗對手的法寶（趙鼎新Zoo6b : ch 12)

西方大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很強的保守性。

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基本上是新聞源的一個傳聲筒（Bennett 1990 ;

Gans 1979）。如果一則新聞與政府有關，媒體報導往往代表了官

方的意見（sigal 1973)，這種現象在國際報導中尤為普遍·在

面對反對現有體制或者有較大改革訴求的社會運動時，西方的媒

體都傾向視而不見。即使當一個媒體必須對這樣的運動加以報導

時，它也會有意無意地歪曲該運動的目標和規模，並著重渲染運

動中所出現的一些為主流價值所不能接受的口號和行為（Gjtlin

1980二Molotch 1979)

學者們對於西方媒體的保守性有著不同的解釋。有學者

在這次美國總統選舉過程中，美國王流媒體對川普進行了多方面的攻擊，
但是許多選民卻不為所動，結果川普贏得了大選。從這次美國主流媒體
的行為和大眾的反映中，可以看出美國王流媒體的輿論建構能力在近年
來有明顯減弱。美式民主面臨著一足程度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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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媒體機構及從業人員的階級地位來解釋媒體的保守性

(Mcchesney 1997）·他們認馮，西方的主流媒體都是由大財

團所控制，新聞記者受的是精英教育，他們在多次的問卷調查中

都認為自己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屬中產階級（Johnst開e etal

1976 , weaver andw , lholt 1096)，因此所生產出來的新聞白然就

代表了其階級的觀點和利櫺。這種階級歸屬咸不僅加強了主流自

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而且以此九基礎，形成f他們的「專業

主義」取向，甚至是美國主流媒體中的「白由化偏見」（Ljchtcr

eta]-996）·也有學者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來源於新聞

製作的性質和新聞組織內部的社會壓力（Breed 1 955 ; Schudson

2002）。在利潤的壓力下，西方媒體有著體制性的人手不足。在

沒有能力進行耗時的調查時，西方媒體生怕報導有誤而被起訴，

因此落筆謹慎，並在報導中人量引用與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淵

源很深的「專家意見」（soley 1992 ; Tuchman 1972）。當人手

不足時，記者就會集中在最可能產生新聞的政府機構。九f能搶

先取得新聞，記者必須與有關政府官員打好關係。媒體的缺乏人

手也給了政府機會。西方政府新聞發布會的材料一般以新聞稿的

形式寫成，媒體也往往稍加修改就加以務表，於是媒體就成f政

府觀點的傳聲筒（Epsteln 1973 , Flshman 1980）。西方也有學者

強調，媒體的保守性根源於新聞的商業化。商業化新聞必須依循

卞流文化和大多數人的觀點，否則就會造成收視率和訂閱量的卜

降以及廣告收入的損失。更重要的娃，廣告收入不僅僅取決於收

視率或訂閱量，還取決於收視者及訂閱者的購買力。富人的購買

力強，針對富人的報紙和電視節目的廣告費就昂貴（Herman and

chomsky 198幼。基於上述原因，卞流媒體的編輯經常要求他們

的記者在寫報導時，針對有巨人購買力的讀者，這也造成了西方

新聞的保守性（Ry叩1 991 :]21一l又2)



286合法一生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以上對於西方媒體保守性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當我

們把中國媒體在如年代以來的表現納入比較視角的話，這些理

論的局限性就顯示了出來。90年代中國新聞逐漸商業化後，記者

的收入成倍增長·擠入了社會中上階層行列，中國媒體也同樣越

來越面臨制度性的人手短缺，並且廣告收入同樣成了各類媒體存

活和發展的關鍵（zhao 1998）。儘管商業化的發展並不能使中國

新聞完全獲得其獨立性（Huang 2001二Ma 2000 ; Pan 2000)，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讓新聞媒體大範圍地妥協，成了一部軟性宣傳機器

(He 2000 , Iee et al 2006 zllao 2002)，但是·中國的新聞百至

今天仍在很人程度上保留著它對體制的批判傾向，以及對社會運

動的天然同情。新聞媒體不僅傾向於正面報導社會運動，而目試

圖從體制弊病的角度來分析社會運動產生的原因，並試圖提供體

制改革的建議·這種對社會運動的同情在80年代體現為以精英

式的敔蒙性話語和對體制的總體性批判，而到90年代中後期開

始，則發展成以局部性的和選擇性的批判。這一傾向體現在媒體

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報導中，比如對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環境保

護運動、公共衛生事件、自然和人為災難的報導。

我們認為，導致西方媒體保守性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作為

西方世俗社會意識形態基礎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

在西方世界中仍然具有霸權地位。這此意識形態為西方國家的

精英階層和人多數中產階級成員提供了一個核心價值體系，為西

方國家政權提供f意識形態合法性，並且導致西方媒體趨於保

守。在這些霸權性價值觀的主導卜，西方媒體運用他們的觀念對

各類國際事物加以衡量和進行報導（比如西方新聞在圍繞著當前

西藏騷亂和奧運會火炬事件所運用的報導方式）(Lin alld zhao

2016）。在西方國家的國內事物中，霸權性價值體系的存在使得

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即使在面對重大政府失誤（比如美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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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伊拉克戰爭和美國政府在卡崔娜颶風面前表現出的無能）和

重大社會問題（如美國的黑人問題）時，所能提出的僅僅是建

設性的批評和建議，而不是對西方體制和價值觀的根本性批判

(Zhao 2001)o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雖然在物質生活品質上有

了難以想像的巨大提升，中國政府卻沒有能夠在共產主義意識形

態的影響大大減低後，構建出一個能為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正

處於上升中的中產階級所共同認同的核’0價值體系，或者說葛蘭

西（A戲onio Gn巡nsci）式的霸權文化（Gramsci 1 971)，作為其

執政的意識形態基礎。霸權文化的缺失給了中國媒體反體制的傾

向，使得中國政府出於統治需要而必須對媒體加以控制。但是這

種控制遭到記者的抵制，並使公眾不信任媒體中關鍵性的政治新

聞。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中國沒能在致富的道路上同時樹立起一

個被廣為接受的核心價值，因此當環境汙染、貧富差距、犯罪率

上升，以及道德淪喪等社會問題開始嚴重，或者被認為是嚴重時，

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包括記者）之間就缺乏對話溝通的價值基

礎。這種共同價值基礎的缺失，正是中國媒體的反體制傾向，以

及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緊密關係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關鍵。

80年代的新聞與社會運動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極左政治所帶來的教訓以及國家財

政經濟的極度困難，迫使中國政府發動改革（第四章）。在經濟

改革所帶來的寬鬆環境下，在記者們尋求新聞開放的努力下，中

國新聞報導逐漸走出了文革時代的極左局面。在70年代末乃至

整個80年代，中國記者以批判文革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己任，

發起了以去毛澤東時代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目的的「真理問題大

討論」、「馬列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問題的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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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人民陸和黨性關係的討論」，以及在80年代中期出現

的中國文化批判。但是，雖然這些新聞開放的動力往往來自於黨

內的改革派，其目的也更像同一價值觀卜的忠誠反對，這些改革

派的行動仍然引來了中共黨內左傾及穩健勢力的反對，並導致了

1983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和〕987年初的反資產階級白由化運動。

雖然這兩次運動均在改革開放的人形勢下不了了之，其後果是把

一批黨內改革派和黨內知識分子推向持不同政見者，成認眾人心

目中的英雄，並使廣大民眾對中共的做法厭到沮喪。因此，雖然

中國新聞在80年代不斷走向開放，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記者）

與政府的關係卻在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上也迅速地喪

失f其統治地位（Lin 200田。80年代末，中國改革遇到f挫折，

通貨膨脹、腦體倒掛以及官僚腐敗等問題馬上成了媒體關心的核

心問題。人量的負面新聞迎來了「球籍問題人討論」和「《河殤》

熱」。這些都為八九學運的爆嶺提供了關鍵的輿論和思想準備

(Zhao 2001 : chZ)

在八九學運中，霸權文化缺失卜的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學運伊始，政府嚴加控制新聞報導，而記者

卻努力擺脫政府的控制。許多記者自發性地收集運動的第一手信

息，寫！-}─劍於運動的正面報導，敦促主編們發表他們的文章，並

在部分報紙中取得成功。當欽本立在《世界經濟導報》報導北京

紀念胡耀邦的討論會問題上與上海市委產生對抗，並在4月26

日被卜海市委解除報社主編職務後，記者對欽本立的聲援構成f

八九學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記者們不但與體制進行對抗，還在體

制內進行遊說。黨內權威老報人胡績偉以西方新聞和社會運動的

關係為例，給趙紫陽講解了自山新聞可以有效地緩解並轉移人們

的不滿，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的失誤。於是，趙紫陽在5月5日

會見胡數立和丙杏文─當時兩位主管媒體和宣傳的最高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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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新聞透明度提高一點，風

險不大。」「不公正的媒體報導是導致學生運動升級的主要因素」

於是成了記者的共識。在5月13日學生絕食開始後，中共對媒

體在一段時間內失去了控制。

但是獲得了「自由」的媒體，並沒有如胡績偉所言，能幫助

中共緩解並轉移社會不滿的情緒。當中共的意識形態失去了霸權

地位後，記者們因為在價值觀上傾向於學運中提出的民主、自由、

法治等口號，而選擇了對學運進行完全正面的報導。比如，5月

13日學生領袖與中共官員在統戰部有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對話，

對話中學生發言人一個個長篇大論，但內容卻經常與對話主題無

關，列席代表要麼徑直發言介入對話，要麼不停地遞條子催促發

言人提出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學生代表們甚至為了搶麥克

風而發生打鬥，對話就在混亂中不了了之。中國重要媒體記者都

在場準備報導這一歷史事件，但是記者們都對學生的表現極為失

望，並因為害泊學生運動形象由此受損而自覺地選擇了不報導這

次對話，使得大多數北京市民都不知道有這場對話的存在。在學

生絕食期間，許多記者在寫完了稿件後首先交給學生過目，聽取

建議並修改後才加以發表。當時整個媒體的口徑是一致的：這場

運動是愛國的、民主的，學生是理性的、有秩序的，政府是頑固

的、優柔寡斷的、不講情理的，而人民則都是支持和同情這場運

動的（zhao 2001 : ch 10）。這一新聞框架人人提升了學運在北京

及全國市民中的地位，迎來fs月17、18兩日內數百萬市民在

天安門前的聲援，把學運推向了高潮，同時也給學運造成了一個

騎虎難下的局面，使八九學運朝向悲劇性的發展（zhao Zool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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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性國家社會關係下的新聞

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得到f飛速盤展（第五章）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在市場經濟「日

趨複雜。90年代以來的經濟成功，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一個被廣

為認─司的核心價值體系，主流媒體對體制的挑戰仍在缺乏霸權文

化的狀態下得以延續。但是，市場經濟和商業化新聞的發展，分

化了國家與社會右計劃經濟卜結成的簡單關係。在收視率和訂閱

量的壓力下·新聞人員不得不在關注政治的同時，把相當的精力

轉移到經濟效補和─司行競爭等問題上，這就導致了新聞媒體利櫺

的分化。同時，中國社會在飛速的經濟發展中不斷走向開放，商

業化新聞卜的新聞工作人員的收入也在快速提高，他們中大多數

人開始有房有車·享受著新型中產階級的生活。在社會的總體進

步和個人的經濟利補的驅動下，像80年代時那樣與政府對抗以

尋求激烈政治變革的做法，在目前中國記者中已不流行。更九重

要的是，在商業化新聞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乎段也逐漸從積極

打壓轉變為多元防範。經濟軟控制手法被廣泛探用，對不同的新

聞，政府也採用了不同的控制手法。政府的多兀新聞控制手段導

致了知識分子（及記者）對諸多社會問題看法的多樣化，知識分

子不再亨有一個共同的聲音。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靈活和

多元的新聞控制方法，還改變了新聞行為的邏輯，使得國家和媒

體的關係在90年代後變得更加複雜。要了解90年代後中國新聞

和社會運動關係，我們必須首先對該期問政府和媒體的關係加以

f解。以下，我們從國家控制、媒介生態和新聞行馮邏輯這曰個

方面，簡要介紹在9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與媒體之問形成的新型

關係，以及這些發展對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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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國家控制

中國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在卯年代開始由單一的行政

控制轉變馮多元調控，主要包括組織上的人事控制、經濟軟控制

和對新聞產品的終端控制。

90年代前，中國政府通過「單位體制」對新聞業這一「黨的

喉舌」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周翼虎2007）。通過「黨管幹部」的

原則，國家掌握對新聞機構各級負責人的任命權，從而控制了至

關重要的事前審稿、發稿權。同時，由於當時中國的高層堅信中

國國家政權具有意識形態合法陸（第八章），對於記者中出現的

「異端思潮」，政府往往會探取攻擊陸的批判。90年代以來，中

共政府不再對在媒體中出現的「異端思潮」發動像80年代那樣

的攻擊性批判。他們終於懂得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不

再的情況下，這樣的批判只會引發新聞從業人員和百姓的普遍反

戚，從而把他們推向政府的對立面。同時，在新的形勢下，政府

已經沒有能力通過財政撥款來有效地養活一個─」益龐大的宣傳隊

伍，因此不得不把媒體推向市場。但姑，中國經濟的成功給了走

向市場的媒體一f甌獸想不到的生命力。早在1998年，絕人部分

中國媒體已經不再依靠任何財政撥款。相反，媒體經濟一躍成九

中國第四大利稅行業。這些新的發展促使了國家新聞控制方式的

改變。

除f保留對敏戚新聞領域的政治硬控制外，中國政府著乎建

立了經濟軟控制。首先，政府放棄了對娛樂性和非政治性新聞的

控制。流行歌曲及時尚等等再也不會像80年代時那樣被批判為

資產階級靡靡之音和腐朽生活方式了。其次，山於新聞媒體的慕

礎資源─如頻道、頻率、版面、書刊號等傳播渠道─仍然屬

國有，政府就利用這些壟斷資源來支配媒體的行為·他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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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就是軟性懲罰（如取消頻道、減少版而和書刊號）。由於這

些懲罰將直接影響到整個新聞機構全體從業人員的經濟收益，挑

戰政府的「極端」行為就可能會招來他人的怨限·同時，受到軟

性懲罰後，個新聞機構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下降·為了在激

烈的同行競爭中存活和發展，媒體從業人員就不得不有所約束。

中國媒體控制手段的某些變化，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

內部的利益差異和機構分化的一個非企及結果（Sun and zhao

2007）。改革開放中，國家權力在中央各部委內部及在中央與地

方之問多次東新分酊；90年代以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使中央

各部門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謝，在利益和視角上日益不同；同

時，雖然同處開放環境，不同政府部門所受到的國際輿論壓力和

對國際形象的重視也完全不同。這使得政府各機構在許多其體問

題土不再能保持一致，從而帶來了90年代以來國家與媒體關係

的巨人變遷。比如在2001年的南丹礦難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對

礦難的不同態度給f媒體機會，使得媒體在礦難報導中獲得f一

個關鍵性的突破；而在2002不2003年的SARS事件中，廣束地

方政府的隱瞞卻使得中央政府及有關部委在國際上受到了巨人壓

力甚至是屈辱，中國民問人十及記者在這樣的機會結構下進行抗

爭，從而使得巾國新聞在SARS及其整惆災難報導的方式上發生

了改變。關於這一點，本章還會進一步加以分析。

分化的媒體生態

政府的多元控制手段引來了知識分子和記者的多元反應，再

加上90年代以來知識精英和記者經濟地位的迅速改善，都加速

了知識精英內部價值理念的分化。自由主義者、經濟自由主義者、

左派、新左派、民族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等等，從經濟

改革、社會福利措施到對外政策，知識精英們不再有80年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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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統一的聲音（Wang 2003 ; Zhao 2001 , 2003）·在這一背景下，

中國的媒體生態也不斷走向複雜化和異質化，其主要表現馮媒體

組織功能的分化以及記者群體的分化。

90年代以來，中國新聞媒體是「事業化單位，企業化運作」，

這就註定了它們要在政治邏輯和市場邏輯之問徘徊。90年代初

期，早報與晚報的分工就是試圖平衡這兩種不同邏輯的一種嘗試

(Huang 20o1L , n 2006 ; zha。1998）。早報作為國家宣傳機器而

存在，而晚報則以爭取市場和廣告收入為主要目標。然而早晚報

收人的差異，使得早報又開始分化出週末報，隨後又有f都市報。

至90年代末，這一在商業化新聞下形成的黨報與非黨報的分工，

在記者、讀者和消費者中被普遍接受。近年來，隨著傳播技術的

發展，新型和傳統媒體之問的競爭和「合作」，成了媒體生態的

一道新的景觀。當前諸多社會運動往往鮭山新型媒體來傳播消

息，並在得到普遍關注後，借助傳統媒體在體制內的地位和資源，

來推動運動的發展。

媒體生態的分化還體現在新聞從業人員的轉變上。80年代，

記者在理論卜屬體制內人員，他們的行業責任不是挑戰政府，而

是配合和合法化政府的政策和工作。然而衣：90年代，西方記者

的職業主義、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入世精神，以及中共的新聞觀

念，都在商業化新聞的環境下互相膠著·塑造了新一代記者的價

值理念（Lin 2007）。中國記者坦然承認他們已經分化為三個群

體：新聞官僚、職業新聞人和新聞民─。簡言之，新聞官僚為其

白身在國家政治序列裡的排位而做新聞；職業新聞人為新聞而做

新聞；新聞民工則為了收入而做新聞·這二個有定交集的群體，

對體制的依附程度強弱不一，使得一個掌握著公共話語權的群體

不再有簡單的共同話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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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行為選輯的分化

媒體的商業化、國家控制手段的改變以及媒體生態的分化，

又導致了新聞行為邏輯的分化。根據主導邏輯的不同，目前的中
國新聞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領域：黑區’灰區和白區。黑區新聞是
禁忌和高度敏威新聞，正面新聞如對政府核心政策和高層人士的
報導；反面新聞如對政府高層領導人及中央政府關鍵性政策的批
評，及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全面批判等等。該區域內的新聞行為遵
循政治邏輯，與官方立場不能保持一致的報導將會受到制裁。白

區新聞則是非政治化新聞以及不涉及重大利益衝突的新聞，如演

藝明星的花邊新聞、生活時尚、文學藝術等等，均在此列。在讀

者需求的壓力下，市場機制就成了白區新聞行為的主導邏輯。介

於兩者之間的是灰區新聞，其中包括對地方官員腐敗的揭露、對

自然和人為災害的報導、對某些政府行為和非關鍵性政策的批

評，以及對種種社會問題的報導與分析。灰區的邊界有高度的不

確定性和模糊性。中國的宣傳中沒有灰區新聞這種說法，宣傳部

門對灰區新聞也不可能有明確規定，因此從業人員大多依據經驗

與自己的價值傾向而行動。小部分記者在灰色區域新聞行為上仍

保留了80年代的風貌，運用反政治邏輯，進而有著進入黑區成

為異見人士的傾向。違背職業道德利用灰區新聞為個人牟利的也

不乏其人，記者的社會形象因此也從80年代的「鐵肩擔道義」

的英雄，幾乎蛻變成了社會公害，即所謂的「防火、防盜、防記

者」。然而，更多的記者則運用市場邏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
策劃灰區新聞。

90年代中後期以來，在新聞商業化、國家控制手段多元化
和軟性化，以及媒體生態分化的驅動下，中國媒體發展形成了白
區新聞制度化（以市場邏輯為新聞行為的主導邏輯）和黑區新聞
的邊緣化（雖然時而有記者和持不同政見者闖黑區，比如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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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新聞制度的批判、焦國標對中宣部的批評等等）。人多數

中國記者面對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再急於與政府進行80年代時

那種攤牌式的對抗。這就使得灰區新聞成了中國新聞變遷的生長

點。中國記者利用灰區的模糊性不斷「打擦邊球」，他們時而

觸礁而受到政府制裁，時而成功並由此加大了中國新聞自由的空

間。

灰區新聞和「打擦邊球」在目前中國新聞發展中的重要性，

決定了中國新聞在當前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在80年代的中

國，任何社會不滿都是針對國家，因而對政權具有很大的顛覆性

(zhao 2001）。自90年代以來，市場逐漸成洛支配社會生活的

一個主要機制，社會變得日益複雜。某一工廠或地區中，人們的

經濟和社會狀況更取決的是某一特定公司或地方政府的表現，而

不是中央政府的行為。這就引來了社會運動和集體抗爭事件的地

方化和多元化，使得中央政府面對社會抗爭能充當調停人而不是

靶子的角色，使得中央政府能不再需要像80年代時那樣，把有

關社會運動和社會衝突的報導嚴鎖在黑色禁區內。社會運動和社

會衝突的報導，由此從黑區新聞轉化為灰區新聞，記者們因此就

能通過「打擦邊球」的方式，以較低的代價去支持、甚至直接加

入社會運動，從而成了中國新聞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以下，我

們將通過三個具體案例來簡要討論灰色新聞領域下·中國媒體與

社會運動的關係。我們的分析將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以廈門反

修建化工廠為例，分析在一個社會運動興起後，媒體如何在灰色

新聞領域下積極報導與支持該運動，並促成其成功。一是以反怒

江修壩事件為例，展示媒體和社會運動的盟友關係。一是通過媒

體新聞揭黑這一現象，從媒體角度來分析新聞揭黑作為一場媒體

社會運動，是如何在中國取得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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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廈門PX項目：社會運動和媒體報導
廈門海滄PX項目是由畫灣騰龍芳經在廈門的投資，Px學

名為二甲苯，是重要的有機化工原料·該項目總投資額達一百零
八億元人民幣，選址於廈門市海滄臺商投資區，投產後年工業產
值可達八百億元人民幣。2004年之月國務院批准立項，2005年7

國並
《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月國家環保局審查並通過了該項目的《環境點賽許價報舌）

務院發改委將其納入「十一五」規劃的七個大型Px項目中

於2006年7月核准通過項目申睛報告，原定2007開工。有鑒於
PX是高致癌物，且產區距廈門市區與居民住宅區較近，廈門大
學化學系教授、政協委員趙玉芬在2007年3月，攜一百零四名
政協委員提案建議PX項目遷址，此提案一經媒體披露，立刻引
來廈門民眾的關注，尤其是在海滄「未來海岸」買房的業主，更
是憂心仲仲·隨後，PX的帖子在網路上成為熱點，有些帖子內
容還以手機簡訊的形式，在廈門市民中廣泛流傳。簡訊號召市民
們在6月l日到市政府「散步」，抗議PX項目。

廈門政府很快做出了反應，為了阻止「散步」遊行，廈門市
環保局局長在5月28日的（廈門日報》上，回應關於PX項目
的環保問題·次日，負責PX項目的騰龍芳埋（廈門）有限公司
總經理林英宗，又在《廈門晚報》試圖以科學事實為基礎，解釋
有關Px的一些問題。5月30日，廈門市常務副市長丁國炎召開
新聞發表會，正式宣布緩建Px項目。但是政府的以上妥協並未
說服廈門市民。6月1日，集體「散步」遊行在警察觀察下如期
舉行。廈門環保組織對反Px項目運動有過支持，然而集體「散
步」未按規定提交申請，理論上有違法之嫌，環保組織於是決定
在「不組織，不反對」的策略下與「散步」保持距離。這就為「散
步」遊行帶來很大的自發性。但是，在「散步」中湧現出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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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過保釣運動的老將，他運用之前多次加入和組織社會運動的

經驗，把「散步」遊行群眾引向非商業區，以減低對市民生活的

干擾，同時他再勿敦促「散步」群眾白制，以防止意外事件的發

生，這些都為「散步」遊行的平和結局提供了保證。廈門地方政

府的克制也為遊行的平和結局創造了條件。在政府官員裡，雖有

異地為官者以政績為重，人部分地方官員在情戚上並不願意因為

Px項目而損壞廈門「聯合國最佳居住城市」的地位。同時，奉

命維持秩序的警察大部分為當地居民，他們中有許多人也同情這

場運動·這就使得連在「散步」中因為越軌行為而被拘捕的市民，

也能在短期拘留期問備受禮遇（劉向暉、周麗娜2007)

與隨後將要討論的兩個案例不同，媒體爺不是反Px運動的

發起者。但是，一旦該運動進入記者的視野後，媒體馬上投入並

加以支持，對運動的成功有不可忽視的貢獻。需要指出的娃，我

們的三個案例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媒體的報導空問乃至於整

個運動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於政府中某些部門的支

持，而這些支持的基礎則來白當前中國新型國家和社會關係卜，

政府各部門之問在利益和立場上的不同。

趙玉芬提案後，廈門當地的媒體在地方政府的控制卜保持了

沉默。但是，不受廈門政府控制的異地媒體卻人膽介入，桶破了

對Px運動報導的限制。這一隔山打牛模式是《南方週末》的發

明。90年代中期後，《南方週末》開始利用廣東媒體的相對開放

這一特點，多次運用異地報導的方式，對其他地區的政府進行新

聞監督。幾年後這一模式逐漸擴散，被廣泛運用。2007年3月

]2口，《中國化工報》發表〈百名委員建議廈門海滄Px項目遷

址）。三天後，《中國青年報》發文〈建議廈門一重化下項目遷

址〉。此後到5月中下旬，異地媒體如《第一財政金融報》、《中

國商報》、《中國保險報》等等，都對該事件有報導，但是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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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量的主流媒體在這一階段對該運動的報導卻十分有限。儘管如

此，有關廈門PX項目的內容仍在網路媒體卜被廣泛轉載。號召

反抗Px項目、進行集體散步的信息更是在QQ群、MSN和手機

簡訊等社會載體中迅速流傳。與新聞媒體報導不同的是，這些信

息不需講客觀陸，它們煽情、宣洩，些內容還被政府認定為「謠

舀」

社會媒體中的輿論給了卞流媒體壓力和動力。5月30─」，

《南方週末》頭版發文〈百億化工項目引發劇毒傳聞廈門果斷

叫停應對公共危機＞，引嶺全國對此事件的關注。6月1日開始，

為期兩天的「散步」遊行，與《南方週末》文章相得益彰，將反

Px運動推向高潮。

「散步」遊行成功後，當地媒體不僅開始人量報導圍繞著

PX項目而引盤的爭端，而且在報導方式卜，也由強調工程的經

濟效益，轉為強調市民的利益。到了12月，環保總局第二惆《環

境影響評價報告》提出時，媒體對該運動的正面報導到達第二次

高峰。這兒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提出後，

廈門網發起的公眾投票，其結果是五萬五千票反對Px項目，僅

不千票支持。在煤體和民意的壓力卜，廈門市政府在12月llH

以公開和隨機取樣的方式，選擇並邀請了百位相關人士進行座

談會。在與會者的普遍反對下，廈門市政府在會後公開宣布暫停

Px下程，反Px下程運動就這樣在新舊媒體的積極支持下取得了

勝利。

反怒江建壩運動：主流媒體與環保運動的一體化

隨著八九學運寒蟬效應的退卻，中國政府逐漸放鬆對民問

團體的控制。隨著「白然之友．在1994年的成立，環保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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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環保組織）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發展。．一、－,-----’一，一·，一I一“,‘迅迷股展。90年代發展起來

的環保組織有兩個特點：第一相當一部分環保組織的積極分子
是或曾經是新聞記者’中國環保組織在環境議題上幾乎控制主流
媒體，使得環保運動與新聞報導有很大的一體性。第二，相當一
部分環保組織的領導人物在發起環保組織時，都曾想刻意模仿前
蘇聯和東歐的生態運動，積累體制外的政治力量，為中國的民主
化轉型做準備。他們中有許多人還有在美國盤桓數年的經歷，他
們領導的環保組織也得到美國相關組織的資金資助。但是這些起
始有很大異見活動傾向的環保運動，卻在數年內與中國政府（特
別是國家環保總局）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這裡面有許多原因，
最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和國家環保局都很需要環保組織的合作。
特別是國家環保局，它雖然在1998年被升格為國務院屬下的一
個正部級機構，卻始終面臨如下的結構性難題：(l）環保局是
一個僅有三百來名工作人員的小型部級機構，人手嚴重不足。
(2）它的職責不斷擴充，因此與其他政府部門在職責界定上經
常產生矛盾。（3）各地環保局成員的工資由地方政府發放，他
們受到國家環保局與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並經常會在地方政府

的壓力下，與國家環保局背道而馳（Econo卹2004 ; Jahiel 1 997 ;

schwartz 2004）。（4）環保局所面對的一些經濟勢力在中央和

地方有著強大的人脈，環保局時常奈何不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環保組織就成了國家環保局的天然盟友。對於環保局來說，散布
在全國各地的環保人士是環保議題的創造者和新環境問題的發現
者！同時，環保人士在體制外的聲音和他們所控制的媒體，則能
給國家環保局關鍵的支持。對於環保組織來說，與國家環保局的
合作能增強他們活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環保局的背景也使得環
保運動組織者的行動更為大膽。這就是為什麼在反怒江建壩運動
中，環保人士甚至敢求助於國外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但是，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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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與國家環保局長期的合作，使得環保組織逐漸把自己的行

動限制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特別是，由於經常與中央政府的國

家環保局並肩作戰，本來是準異見人士的環保人士，反而經常能

理解政府的難處，並且也很難將他們的挫折遷怒於中央政府（Sun

and Zhao 2007)

怒江起源於青藏高原，在中國境內流域面積達兩千零二十公

里，其國際段命名為薩爾溫江，匯入印度洋。2003年3月，華能

國際電力公司和雲南省政府簽署《關於促進雲南電力發展的合作

意向書》，準備投資一千億人民幣開發怒江。根據這個規劃，怒

江水電開發將沿江建成十三級電站，涉及到雲南省的怒江慄慄族

白治州、保山、德宏三個地區，總裝機容量達兩千一百三十二萬

鼠。2003年8月，國務院發改委開會審議《怒江中下游流域水電

規劃報告》。在會議上，國家環保局的一位官員提出該規劃沒有

經過環境影響評估，不能通過。在他的意見未被探納後，該官員

在休會時將消息透露給民問環保活動家汪永晨。此後，汪永晨連

同雲南的水利工程專家何大明及環境新聞記者沙龍的成員一起提

出了反對修壩、保護當地環境的意見書。

該意見書遭到了雲南省政府的反對。怒江水電工程預計每年

會帶來數億元稅收，被財政困難的雲南政府視為「聚寶盆」。針

對環境意見書，雲南省政府責令省環保局組織了專家討論會，研

究修壩計畫的可行性。在反怒江建壩運動方面，國家環保局在環

保組織的幫助下，於9月初召開了一個反對怒江規劃的專家會議。

此後，雲南省政府與國家環保局針鋒相對地召開了數次專家會

議，雙方形成了辯論的勢態。期問，汪永晨在中國環境文化保護

協會的討論會上，收集了六十二個簽名，抗議怒江人壩計畫。在

北京，全球環保村和自然之友也開始舉辦各式研討會反對修壩。

由於許多環保人士是主流媒體的記者，於是《中國青年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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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週末》、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等重要媒體，紛紛發表反對修

壩的新聞，雲南省政府在輿論上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2003年

11月，在一次於泰國舉行的國際水壩問題會議上，與會的中國環

保人士在會議上動員了六十多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一份反對怒

江建壩的請願書，把反怒江建壩運動推向國際舞臺。正是在國內

外的壓力下、在主流新聞所製造的輿論下，溫家寶在2004年初

出面，指出「像怒江規劃這樣遭到環保人士多方質疑的大型水電

計畫，必須有更為細緻和科學的論證」。怒江建壩計畫不得不暫

時終止，反怒江建壩運動取得暫時的勝利。

怒江建壩計畫的支持者並不罷休。他們一方面針對環保人士

的批判，對建壩規劃進行修改，一方面在國內外進行圈內運作，

積累力量，伺機對反建壩運動進行反擊。在2004年10月，山聯

合國發展計劃署、世界銀行和發改委聯合組織的人會上，各國代

表紛紛支持怒江規劃，與會的一位官員更當眾宣布溫家寶已經同

意怒江規劃十三個大壩中的其中四個，在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就

可以開工。不少反怒江建壩的人士也參加了會議，但他們在整個

會議中人數較少，且被打得措手不及。

反建壩運動所遭到更為嚴厲的反擊是來自一些民間人士，其

中社會媒體（即方舟子手下的「新語絲網」）產生了關鍵的作用，

特別值得一提。雲南政府在2005年4月邀請何祚麻、陸佑楣、

司馬南和方舟子等十二位著名人士到雲南，就怒江建壩事宜進行

考察。此後，何祚麻和陸佑楣向中央政府遞交J’他們的請願信，

支持怒江大壩工程。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雲南本地的水利、動

植物專家也紛紛表態支持修壩計畫。在這場反建壩運動的反運動

中，方舟子及其支持者的作用最為關鍵。在雲南實地考察後，方

舟子及其支持者在多種場合抨擊環保人士在反建壩運動中提出的

觀點缺乏科學依據·並攻擊他們為偽環保人士。例如，有環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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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說怒江是中國唯一的「原生態河流」，方就指出怒江幹流上早

就有f大壩；環保人士在反大壩工程時極力美化怒江流域現有的

生態狀況，方卻通過實地考察指出怒江流域的生態破壞已經極其

嚴重，大壩建成、原住民遷出後，生態破壞反而有可能減緩。方

舟子文風好鬥但引據準確，這一點正是大多數環保人士的不及之

處。方的觀點在新語絲網刊登後廣為流傳，環保組織在輿論上也

開始處於守勢。到f 2006年，怒江大壩項目在新聞中的報導開

始減少，反對派的聲音越來越弱，一個經過修改的怒江建壩方案

的實施似乎已成定局。

反怒江建壩運動以環保運動的相對失敗告終，其中原因有

三：首先，先前環保組織取得成功的幾次環保運動（如保護藏羚

羊、保護雲南森林和金絲猴），其面對的是縣／地級地方政府。

與省政府相比，縣／地級政府在環保人士及主流媒體的壓力下，

缺乏相應的抗衡資源（如省府擁有大學、研究所、省環保局及重

要地方媒體等等）。特別是，一旦當中央表態支持某一環保運動

時，縣／地級的政府因為地位懸殊而只能服從。其次，反建壩運

動的議題比較複雜。比如，保護藏羚羊很容易用科學語言來論證

其正確性，而藏羚羊在少數人的利益驅使下被大肆捕殺這樣的問

題，沒有放到檯面上可以辯解的理由。但是，雖然水壩的潛在危

害無數，其好處也很明顯。特別是，水壩的大多數危害至少在理

論上可以通過更科學的設計來加以解決，這就使得反建壩運動在

科學主義仍然十分盛行的中國，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就是為

什麼在論戰中，環保人士經常在方舟子犀利的科學主義話語下無

所應對。最後，媒體對於反建壩運動力量消長的作用也不能忽視。

1日是在主流媒體的人力止面報導下，反怒江建壩運動取得了初期

勝利。也正是新語絲網的加入，使得反建壩運動的反運動聲音在

社會媒體上大量傳播，破壞J’反建壩運動的聲譽，改變f公共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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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由環保人士控制的主流傳統媒體走向

沉默。

新聞揭黑︰媒體就是社會運動

在中國，記者時常採用類似於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尋求新聞報

導的突破。他們探取多種策略，試圖把具有一定敏鳳性的話題（比

如環境保護、礦難、公共衛生危機、自然災害、貪汙腐敗等等）

推向灰色地帶。與西方的揭黑報導不同的是，中國的揭黑報導在

揭露社會問題的同時，有著更廣大的制度和價值導向─為新聞

自主權爭取體制內的空問。

在缺失霸權文化的前提下·記者在新聞揭黑過程中，往往會

對現有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提出挑戰。同時，面對政府的控制及個

人的經濟利益等等因素，記者又不得不有所顧忌。為f使新聞揭

黑不直接受到政府打壓，記者在話題的選擇、報導的策略以及同

盟的建立上往往煞費苦心。成功的話語突破首先發生在為非政治

性受害者代言的事件上。與其他的社會運動相似，尋求中央政府

的支持、在大「目標」上與中央保持一致，也是新聞揭黑中常用

的策略。最後，9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分化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在為新聞變革提供機會的同時，也增加了許多不可預測性，給新

聞揭黑這場「打擦邊球」運動增添了變數。以下，我們將圍繞著

南丹礦難新聞報導，簡要講解當前中國盛行的新聞揭黑運動。

災難新聞曾經是中國的黑區禁忌新聞。中國政府強調「穩定

壓倒一切」，認為災難報導不加以控制將會引起社會恐謊、人民

不滿、社會動盪。因此，傳統「新華體」的災難報導模式，強調

的是災難發生後黨和國家在救災中表現出的關懷和救災效率，災

難的嚴重性則放在報導中的次要位置（有時為了政治考量，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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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封鎖災難規模），至於災難死亡人數的報導（特別是人為災難

死亡人數的報導）則有更加嚴格的控制。自90年代中期以來，

記者們多次試圖突破這種「新華體」災難報導模式，但沒能取得

關鍵性進展。但是，200─年的南丹礦難給了新聞揭黑運動的個

突破性的機會（Ihng 2001)

2001年7月17日凌晨，廣西南丹龍泉礦業總廠所屬的拉甲

坡礦，發生了特大透水事故，大量湧入的水在瞬間淹沒了相鄰七

個礦井和止在採礦的八十一名礦工，釀成了震驚全國的「七一七」

礦難。事故發生後，南丹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人夥同礦主黎東

明等人，蓄意隱瞞真相，封鎖消息。礦主一方面給遇難礦工經濟

賠償，另一方面阻止有關人士接受媒體採訪。廣西電視臺、《南

國早報》、《八桂都市報》等當地媒體都是在事件發生約一週後

才得知礦難的發生。此時，關於南J乎礦難的消息在網路上開始流

傳。本地媒體雖對地方政府的做法極其不滿，但是他們受制於地

方政府，敢怒不敢言，因此只能把消息透露給外地媒體，希望借

助異地媒體隔山打牛，然後他們才好跟進。南丹礦難隨後在四川、

上海和廣束的媒體見諸報端。到了7月底，諸多中央級媒體也開

始進駐南丹。人民網記者龐革平等人也以集體筆名「任桂瞻」（意

即《人民日報》廣西記者站）也開始在人民網上發稿。在南丹地

方政府仍然在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說南丹事故中沒有重大傷亡的

當天，人民網發表了特別報導，揭露了南丹地方政府的欺瞞行為。

主流媒體的直接介入使中央政府態度明朗化，也使得南丹礦難的

死亡人數得以迅速確認，並偽南丹礦難的報導及其處理打開了局

面。新華社8）」3口嶺稿確認事故；中央電視臺在8月4口晚間

的《新聞聯播》報導此次礦難。境外媒體也開始跟進，新加坡《聯

合早報》、香港《星島日報》·鳳凰衛視、BBC、《紐約時報》

(TheNe、Yo咸兀。es）等均刊登f礦難的消息。到fs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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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丹．難和其隱瞞過程有關的十五名主要政府負責人被審判，

隨後共有一百餘名涉案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地區南丹縣的地

方黨政官員、工作人員遭到懲罰，五十多人被免職。南丹縣委書

記萬瑞忠被判處死刑（趙世龍2004）。8月27日，（人民日報）

發表評論（假如媒體缺席〉文，為此次事件中媒體的揭黑行為正

名，從而為記者進行災難報導提供了合法性。

南丹礦難的報導過程，體現了在缺乏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

和越來越複雜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下，新聞揭黑運動所面臨的機會

和風險·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各政府部門之問的利益和目標的差

異·是南丹礦難報導得以突破的關鍵。在地方政府大力封鎖消息、

礦難話題還屬新聞禁區時，當地的媒體就借助地方政府管轄地域

的限制，將消息透露給外省的同行。這就使得四川、上海和廣東

等地的媒體能率先對南丹地方政府進行發難。然而由於南丹事件

牽涉到巨大的經濟利益，異地媒體的力量不足以攻破南丹地方政

府的抵制，直到（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這些中央級

媒體介入，中央政府的態度趨於明確，圍繞著南丹地方政府所形

成的地方利益集團才土崩瓦解。

南丹礦難報導成功其背後有著特殊原因。南丹礦難規模過

大，這為地方政府的隱瞞增加了難度。同時，南丹礦難影響是局

部性的，負面報導並不會對中央政府的政權產生動搖。這使得中

央級媒體在中央政府態度沒有明朗化前，就敢於針對礦難展開報

導。最後，媒體在報導南丹礦難時所面對的僅僅是一個縣政府。

在主流媒體的重捶下，一個縣級政府是很難抵抗的。這些特殊因

素既部分解釋了南丹礦難報導的成功，也註定了在南丹礦難的

成功報導後，中國媒體在新聞揭黑運動上還有很長的曲折道路要

走。此後數年內，中國各地方政府多次以災難死亡屬國家機密為

理由，阻止和打擊災難新聞報導。直到在SARS事件、河南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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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等問題上，中央政府因為地方政府封鎖消息而屢屢在國內外社

會遇到難堪後，才在2005年8月明文規定災難死亡人數不屬國

家機密。即使是如此，我們也不認為今後中國煤體在災難報導上

會路暢通。災難新聞報導的容易、成功與否，還取決於許多其

他因素，這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同樣也是個很人的難題。但是·

中國媒體在近年內能不斷擴人其新聞揭黑的範圍，並取得顯著成

績，媒體在南丹礦難報導卜的突破功不可沒。

此外，社會媒體的發展也給災難報導的成功突破提供了動

力。在本章當初撰就的截稿日前，四川汶川發生f七點八級人地

震，死傷無數。在記者無法在第一時─對趕赴前線時，各個入口網

站便依靠民間寫手、特聘部落客等方式，來打破網站無法進行一

線採訪的限制。甚至連臭名昭彰的人肉搜索也都被用來幫助災民

尋找親人。與上述兩個案例不同，新媒體在引導公眾意見上取得

更人的主動性。這種新舊媒體互動關係的改變，使得霸權性文化

缺失的影響力更九深遠，因馮對專業性新聞從業人員，國家的單

位化控制、傳媒技術控制、文本控制和經濟軟控制都還可能行之

有效，但對於公眾意見，這些沒有價值體系作為支撐的控制技術

就可能相形見拙f。

結語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中國的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呈現f與西方完全相反的模式。在中國，媒體不但傾向對社會運

動做正面報導，而日還會挑戰現有的制度，並積極介入大量的社

會運動。在定程度上，中國新聞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場社會

運動。在80年代，中國媒體的激進性導致新聞從業人員與政府

之問的多次正面衝突，並在很大程度卜推動f八九學運的興起和

發展。90年代以來，雖然商業化新聞的產生、改革的發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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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對媒體控制手段的提高，改變了媒體生態和促進了新型
新聞遲輯的發展，通過對反廈門修建化工廠運動、反怒江建壩運
動和新聞揭黑運動中新聞媒體表現的分析，我們發覺，雖然中國
新聞和社會運動的關係趨於複雜，並且中國記者也不再會在新的
形勢下像在80年代時那樣與政府強硬對抗，但是改革開放以來
所形成中國媒體的反體制傾向，以及媒體與社會運動之問的緊密
正向互動關係，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筆者認為，中國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這種關係，根源於當
前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缺失。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自由主
義和民主政治占據了世俗意識形態的霸權性地位，西方記者因為
無條件地接受這些價值觀，因此能在毫無良心負擔的情況下製造
社會認同、維護西方社會的政治和價值體系，並且在優越的道德
威下，抨擊他們幾乎是毫無了解的非西方國家的政治。這就導致
了西方主流媒體在中國新聞報導中的保守性，導致了它們面對中
國的社會運動習慣地採取邊緣化和妖魔化的報導方式。相反，自
從改革開放以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逐漸失去其霸權性地
位，商業化進程又未能為中國樹立一個被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
系，這就使得中國記者在價值觀上與體制格格不入。在這種情況
下，相較於西方記者，中國記者就會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懷有更
大的熱情，有著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發生根源的傾
向，並且會在可能條件下，積極推動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制
度改革。這些都是中國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緊密關係的基礎。

當前大多數相關研究都強調，中國新聞在國家和市場雙重壓
力下缺乏獨立性和批判性，而本章卻強調了中國媒體批判性的一
面。我們認為，本章的觀點與當前的流行論點所強調的只是一體
兩面，它們之問並沒有根本衝突。當海外學者對中國媒體缺乏獨
立性和批判性這一問題進行深刻分析的時候，這些學者的問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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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不正反映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在世界上的弱勢地位

嗎？特別是，大量對中國媒體的批判來自國內，尤其是一些在國

內媒體混跡多年的記者和學者。不少中國記者不時會發出牢騷，

並對自己的行為以及整個中國媒體的表現冷嘲熱諷。筆者在一次

採訪後，與一位中央級媒體的記者閒聊，該記者自嘲地說：「我

是黨的一條狗，黨叫我怎麼叫我就怎麼叫，但是我有時卻還想叫

出一點人樣來。」這種牢騷正體現f中國媒體在當前社會核心價

值觀念缺失情況下的困境和反體制傾向。

在強調核心價值體系缺失下中國媒體所體現出的批判性時，

我們並不否認中國新聞媒體的非獨立性和在體制面前的妥協性。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快速增長，大量記者一方面不認同體制的核

心價值體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對中國發展的人方向有著認同。

這一「改革共識」是中國媒體在當前制度下妥協性的基礎之一。

同時，近年來中國記者群體的物質生活水準也正在不斷提高，作

為當前經濟改革中的一個得益群體，記者中的大多數當然不會像

80年代一樣與體制進行公開抗爭。90年代後，中國政府對媒體

的控制手段也在不斷提高。特別是，政府對娛樂性（白區）新聞

的全面開放和對灰區新聞報導的抵制性逐漸開放，其所帶來新聞

報導空問的擴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國家和記者之問的劇烈

衝突。儘管如此，中國記者卻會因為在「打擦邊球」時不滇「觸

雷」而馬上成為業內英雄。這正體現了中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

缺失。

我們在分析中國媒體的性質時還不能忘了比較視角。美國新

聞媒體在法律上有著比中國媒體大了許多的自由·美國的絕大多

數媒體也不由國家直接控制。但是，美國記者卻不能像中國同行

一樣，在面對環境運動時，控制著主流媒體並進行完全正面的報

導。只要有可能，中國記者在報導一個社會問題時，往往會對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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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該問題的結構進行分析，以揭示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相較之下，美國主流媒體記者即使是在安隆（Enron）這樣的巨

型公司之違法和破產問題上的報導，也只做到了就事論事。在最

近西藏騷亂問題的報導上，美國的主流媒體有著高度一致的輿

論。相較之下，即使在中國巨大的民族主義浪潮的壓力下，《南

方都市報》仍然能夠在他們的評論中提出不同的聲音：「西方人

對中國的偏見，源自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優越戚。那麼應該警惕

的是，漢人在面對少數民族時，有沒有這樣一種由文化優越威而

導致的偏見呢？⋯⋯對個體媒體虛假報導的矯正相對容易，幾個

耐心細緻的中國網民就可以做到；對新聞控制的抗議面對的是國

家權力，全世界都徒喚奈何。」批判美國主流媒體並不是筆者的

意圖。以上例子只是想指出，在具有或缺乏主流核心價值體系的

情況下，美國和中國主流媒體的表現是如此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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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6日，倫敦北部發生了持續五天的人騷亂。騷亂

在8月9日後擴散至伯明罕、利物浦、里茲、布里斯托等城市。

許多人在騷亂中恣意妄為，縱火焚燒大樓、民居和汽車，搗毀了

警車。英國政府出動了萬六千名警察才將騷亂平息下來。這是

英國近二十五年來發生的巖人規模的騷亂。

倫敦騷亂不但給英國帶來f超過兩億英鎊的財產損失和人員

傷亡，而艮給西方政府在世界面前帶來了尷尬的場面。多年來，

西方政府一直抨擊中國對於社交網絡的控制，但姑這一次他們自

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嘗到f社交網絡的苦頭，並不得不採取種種措

施對此加以約束。多年來，他們把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騷亂的

參加者捧為反體制的英雄，而這次他們卻把白己社會中騷亂的參

加者描繪成不折不扣的罪犯。多年來，他們指責他國對騷亂的鎮

願和對騷亂參加者的法律制裁，而這次英國警察一下子就逮補了

三千多人，並對其中一千多人進行f起訴和從嚴的判決。種種情

形都引發f世人的議論。在中國大陸，有人撰文指田西方政客的

虛偽─他們攻擊中國對社交網絡的管理，卻同時合理化白己國

家對社交網絡的控制；有人指出中國政府在平息騷亂時所探取的

手段要比西方國家平和得多；有人由此稱頌中國政治體制的優越

性並抨擊西方社會的腐朽和沒落。

本章的目的不在支持或反對中國國內這些文章的觀點，但我

想引導讀者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問題。以下我首先扼要介紹一下騷

亂發生的一般原因，以及倫敦騷亂的具體原因，隨後我將對倫敦

騷亂中英國官員對騷亂的態度、政府處理騷亂的特點以及英國社

會各界對騷亂的反應做出分析·筆者認為，雖然英國政府在騷亂

起始時反應很慢（因為人多數高官都在度假），雖然社交網絡的

存在使得騷亂能迅速地擴散，但是英國政府一口反應過來，僅用

了兩、付天時間就把騷亂平息，並用能以「殺一做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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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嚴判數百名暴力犯罪嫌疑人而不引起社會的反戚。與其他許

多國家對騷亂的處理能力相比，至少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英國

政府對倫敦騷亂的處理是很成功的。筆者還提出，英國平息騷亂

的成功在於·英國政府能在騷亂面前保持弦硬的姿態、高度的意

見統，以及很強的政策白主性，而英國政府之所以能做到這

點，則主要是因為它有著主流媒體的支持。英國的主流媒體在騷

亂過程中既能和政府緊緊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國公眾對

騷亂的看法。煤體的輿論導向使得英國公眾能迅速地站到政府的

背後，從而改變了英國社交網絡的性質·這才是英國政府能迅速

平息騷亂的關鍵所在。英國政府能如此迅速地制止一場波及許多

城市的大騷亂而不留下嚴重後遺症，其背後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深

恩的。

騷亂的原因

大規模的騷亂、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產生，都是社會結構性矛

盾加深的表現。當結構性矛盾加深到一定程度時，社會上白認為

處於相似境遇下的人們就會產生共1司的不滿。如果這些境遇相似

的人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並且社會有一定的空問讓他們能在合法

渠道下進行抗爭以改變他們的處境的話，那麼他們的抗爭形式就

會朝著有具體訴求的、組織性較強的社會運動和利益集團政治的

方向發展。如果這些境遇相似的人既有組織能力又認同於某一個

意識形態，而這些人所面對的國家卻既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

爭渠道，也沒有能力對他們的抗爭進行有效鎮壓，那麼他們的抗

爭形式就有可能朝著革命的方向發展。如果這些境遇相似的人既

沒有組織能力，也沒有知識分子給他們提供革命陸的意識形態，

而且他們所面對的國家卻保持著較強的管控能力，那麼他們的不

滿就往往只能以騷亂的形式表達。因此，世界卜的騷亂雖然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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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異，究其根本原因卻很簡單。因為需要許多人的參與才能形成，

所以騷亂往往發生在人員密集、戶外活動頻繁的地方。如果在某

時某地發生了一個誘發事件（經常是一個謠言），並目這一誘發

事件激發了普遍的不公正戚，那麼一些在場的人士就會一哄而

起。而如果國家控制機器反應緩慢或者是反應不當，事情就會失

控，許多與該誘發事件毫不相干的人就會進入其中，通過暴動來

發洩他們平日裡的不滿，甚至是通過搶劫來獲得平時得不到的財

富，於是就有了騷亂。

雖然騷亂都是緣起於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但在不同國家中，

這結構性矛盾的性質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就倫敦騷亂來說，作為

其起因的結構性矛盾並不主要來白於政治體制·而是來白於英國

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非企及結果。任何國家在經濟水準

提高到一定程度後，其工資水準就會跟著提高，而人們的吃苦精

神就必然下降（中國也一樣）。這時候，該國的低端產業就會流

失到窮國，社會上就會出現高失業率的貧困群體，經濟增長速度

就會減慢，政府為社會提供福利的能力就會降低，這些都構成了

倫敦騷亂的背景。但是，英國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日本也有，而人

規模騷亂在日本卻十分罕見。這兒我必須提出另一個原因，那就

是英國殖民地的歷史遺產。英國的帝國歷史、政治避難和窮人高

出生率等等因素，給英國帶來了數量很大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

群體（在1983年《英國國籍法》生效前·人英帝國前殖民地的

人只要前往英國本土就自動成為英國公民）。他們是英國高失業

率群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英國的多元主義文化又使得他們

能保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融入主流社會。平時這些人靠著

國家福利維持著生活，當英國在經濟衰退的壓力下不得不消減社

會福利時，這些群體的怨恨和失望就構成f倫敦騷亂產生的第二

個結構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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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倫敦騷亂並不象徵著英國的總體性衰落或者說社會矛

盾的加劇。設想一下，近十年來騷亂在中國頻繁發生，國內外的

一些評論家不是也把這些騷亂看作是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大爆發，

並做出各種唱衰性的預測嗎？可是·中國社會的實l緊發展與這些

唱衰的預測卻不怎麼相符，使得這些唱衰的言論顯得幼稚和偏

激。因此我們必須把鏡頭拉遠一些，用比較超脫的眼光來看待倫

敦騷亂。

英國政府面對騷亂時的強硬和自信

在倫敦騷亂中，英國政府的表現只可以用「強硬」二字來

形容。英國高官紛紛出場對騷亂進行了全面的否定。首相卡麥隆

(Davld以D Calneron）斷然否定倫敦騷亂是社會抗議的說法。

他聲稱騷亂的參與者都鮭「娃非麻木、道德扭曲和完全缺乏自制

的一群人」，並強調這次騷亂是「徹頭徹尾的犯罪行為」。內政

大臣梅伊（Theresa M May）說「嚴重無秩序的行認和對公眾安

全和財產的侵害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並表示將「全力支持警察

廳恢復l〕常社會秩序」·司法人臣克拉克（kenneth clarke）認

為騷亂的起因在於英國「刑罰制度的鬆囌」。在統一的意志下，

英國政府對騷亂參加者採取f嚴厲的鎮壓。他們不但逮捕f數千

人，而且根據政府高官的建議，打破法院原有的判罪準則，對被

捕獲的騷亂嫌疑犯加以重判，以至於有人因為接受了一雙別人給

她、在騷亂時搶來的鞋子而被判f刑。卡麥隆甚至提出連坐，即

一惆家庭中如有一人加入了暴亂，全家都得被政府從廉租房巾驅

趕出去。

如果讀者對英國政府的強硬咸受不深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

英國和中國官員在騷亂時的反應加以對比。在中國如果發生一場

騷亂，不管其原因如何，中國的官員在評價騷亂時往往會強調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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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騷亂的人多數是好人、違法的僅僅是一小撮人，在騷亂後經常

會以某種形式向社會致歉，承認是因馮他們的─作沒有做好才導

致了百姓的失望，而執法部門在面對因為加入騷亂而被抓獲的嫌

疑犯時則是慎之又陳，除了少數基力行為嚴重的領頭人之外，基

本上是採取「從寬處理」，生怕破壞了「和諧社會」的人局。這

些都與英國官員的強硬表現，形成鮮明的對比。

英國政府態度強硬的資本

英國官員強硬態度的背後是他們的信心。他們不會認為騷亂

的根源在於他們的體制，不會對自己權力的來源產生壞疑，不會

擔心國際影響，不會怕犯了眾怒而導致革命或者政變，也不會因

為自己支持鎮壓而產生道德負擔，也不擔心因此而聲名狼藉。我

不知道英國的政治家娃否清楚，為什麼他們在而對騷亂時能如此

輕鬆地採取強硬立場。但是我知道以法律為基礎的民主和自山主

義，依然是英國的主流價值觀，或者說英國的政權享有很高的意

識形態合法性和程序合法陸。在這兩個合法性共識的基礎之上，

英國的主流媒體上與政府有著很人的一致性，並且英國的主流媒

體還有較大的主導社會輿論的能力。有f這些軟實力的支撐，英

國的政治家們還怕什麼？

的確，英國主流媒體在對倫敦騷亂的定位上與政府保持了高

度的一致性，並對政府的鎮壓行為表示堅決支持。比如，《每日

電訊報》（ThoD。今Teleg叨功）的社論指出：「這場騷亂的全

部意圖就在犯罪。⋯⋯在這種情況卜，⋯⋯我們的反應也只能有

個，那就是我們必須用強制手段來教訓這些掛徒怎麼來尊重國

家法律。」《泰晤士報》（7加荔m。）認為，倫敦的騷亂已經囊

展到f毫無動機的暴力與破壞行蕩，警方該以更強硬的乎段來應

對。《太陽幸融（The驗洶稱騷亂的場面是「羞恥的一「是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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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混亂狀態，它對生命和財產來說都是嚴重的威脅」。《衛報》

(The Guardian）則呼籲公眾支持警察，並強調：「⋯⋯2011年

英格蘭的騷亂是無序和有序之問的一場競賽，⋯⋯而這一競賽的

雙方只有一方是對的。暴力襲擊、破壞必須停止······。」

除了對騷亂進行定位之外，英國媒體還通過大量「事實」，

來說明政府和媒體對騷亂定位的正確，以及百姓對騷亂的普遍反

感。英國媒體廣泛報導了這次騷亂中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強調騷

亂怎麼使個人財產受到損失，強調十八歲以上被判刑的騷亂參加

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有前科。英國媒體還廣泛報導了英國人民

怎麼自發起來反對騷亂。騷亂期問，英國新聞報導了伯明罕等地

的公眾怎麼組織起來發起反騷亂和平運動；報導了英國各地人民

怎麼自發上街清除騷亂後的狼藉；報導了英國的報業和公眾怎麼

為幫助受到騷亂影響的當地生意人恢復營業而發起捐款活動；甚

至報導了倫敦奧運會形象大使的母親，在得知女兒參與騷亂後，

向警方舉報女兒的這樣大義滅親的壯舉。

讀者千萬不要誤解，以為我在以上的「事實」二字外面打上

引號是在影射這些新聞的不真實性。我相信這些新聞極可能是真

實的。我打引號的目的是要強調以下一個現實，即在面對一個複

雜事件時，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士是很容易生產出性質截然不同

的新聞來的。比如，有75％十八歲以上被判刑的騷亂參加者都有

前科這一說法來自英國官方，而英國官方公布這一數據的目的，

就在於證明他們對倫敦騷亂的犯罪行為定位的正確性。可是，這

一數據也可以指向另外一些事實。比如，警察在騷亂中可能更會

首先逮捕那些有前科的嫌疑犯，以達到擒賊先擒王的目的，法院

一般也會首先起訴和加重判決那些有前科的嫌疑犯。這些原因都

會大大提高被判刑的騷亂參加者中有前科人士的百分比。如果把

這些因素考慮進去，英國的新聞記者將肯定會生產出性質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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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新聞·問題是，英國記者所持的價值觀，使得這些因素幾乎

不可能進入他們的視野。

但是讀者千萬不要過於意識形態化，認定英國媒體就是權力

的附庸。要知道，英國政府是沒有能力來命令他們國家的媒體，

該以什麼方式來報導倫敦騷亂的。英國記者也不會認為自己是政

府的附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均遵從著專業規則，並且認為自己

掌握著新聞自由。最後，英國公眾中的大多數也不會認為主流媒

體僅僅是政府的附庸。在英國大多數人的眼裡，英國的報紙和電

視都有著各自的立場（比如《衛報》在英國普遍被認為是一家持

有左傾立場的自由派思想的報紙，而（泰晤士報）的政治傾向則

往往偏向保守黨）。如果人家的新聞從業人員和公眾中的絕大多

數人都不認為自己的媒體是權力的附庸，而我們身處局外的人卻

強行說是，這不是有些荒唐嗎？當然，一些評論者從局外人眼裡，

認定英國媒體是權力的附庸，也不是完全不可靠的。的確，英國

主流媒體在面對倫敦騷亂時，其重大立場與政府有著高度的一

致。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高度的一致不是來源於政府對新聞

的控制，而是來自於政府官員和新聞從業人員在核心價值認同上

的高度一致。價值觀與新聞生產方式之問的高度一致，使得英國

新聞從業人員能夠在完全沒有良心負擔的情況下，製造出一些在

局外人看來是「權力的附庸」式的新聞。

雖然英國主流媒體的從業人員在核心價值觀上能與政治精英

保持一致，這絕不等於每個新聞從業人員就失去了個性和在一些

具體問題上的不同看法。英國新聞從業人員的個性和對一些具體

問題的不同看法，是英國新聞報導中爭論和衝突的來源。這些爭

論和衝突在觀點偏激的局外人眼裡也許都是些枝節問題，但是正

是這些爭論和衝突，給新聞從業人員帶來了快樂的「自由」戚受，

給讀者帶來了「真實」的威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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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騷亂問題上，英國的主流媒體雖然在根本立場，一L與政

府保持了高度一致，但是他們對英國政府鎮壓騷亂的效率持有監

督的自由。比如，在騷亂過程中，英國媒體公開抨擊警方在騷亂
早期反應的不力，公開報導了政府部門和警察方面的互相指責。

媒體還不受限制地報導了政府官員在一些次要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比如首相卡麥隆提出要對在騷亂的擴散過程中，具有很大作
用的社交網絡進行管制，而倫敦市長則公開反對封鎖社交網絡。

媒體還能針對法院就個別犯罪嫌疑人的判決提出質疑。媒體能在

不受政府干擾的情況下，與社會上的基金會共同集資，請專家對

騷亂進行系統研究。媒體還能在痛斥騷亂暴徒的同時，發表文章

分析騷亂背後的一些結構性原因。媒體甚至能公開報導他們與政

府在騷亂處理方式的一些技術問題上的分歧，比如邀請政府官員

到電視臺與記者就社交網絡管制必要性等問題進行辯論（這樣的

辯論往往會由於辯論的雙方各說各話而毫無結果，但辯論卻造就

了社會聲音的多樣性，使大眾認識現實政治的複雜性，並增進大

眾對媒體的信任）。

面對英國主流媒體中出現的聲音的多樣性，英國政府一方面

保持了開放的心態，另一方面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卻不為其左右。

比如，在面對輿論針對英國司法嚴判騷亂參加者的一些微詞時，

司法大臣克拉克明確地回答，英國這次針對騷亂參加者的判決力

道「掌握得很有分寸」。在核心政策方面的自主性是英國政府能

迅速制止倫敦騷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大眾輿論和社交網絡

在中國，當騷亂發生時，如果一個媒體的報導採取了與政府

相同的立場，這一報導往往就會被公眾以「五毛」譏笑之；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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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是事實，而且會認為該報導僅僅揭露了社會黑暗的冰山一角；

如果有人在中國敢於探取偏激的姿態，不管他是一個自由派、反

體制左派，還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很可能會被大眾捧為英雄。

但是在英國，除非是那些親歷其境的人們，一般大眾往往會把主

流媒體的報導看作是事實·把主流媒體的觀點視為正確。至於那

些在中國被尊為英雄的人士，假如他們是英國人、在表達對英國

的看法的話，他們將會由於得不到社會承認而痛苦不堪。英國公

共輿論的這一性質·在政府平息騷亂的過程中具有關鍵作用。正

是在主流媒體的引導下，英國公眾迅速對倫敦騷亂形成了與政府

相近的看法。

英國的《太陽報》在8月8日和9日就百姓對騷亂起因的看

法做了一個民意調查，結果是42％的人認蕩騷亂起因於「犯罪行

為」，26％的人認為騷亂起因於「黑幫文化」，8％的人認馮騷

亂起因於「政府財政削減」，5％的人認為騷亂起因於「高失業

率」，5％的人認為騷亂起因於「族群矛盾」，3％的人認為騷亂

起因於「警察治安不力」。在倫敦騷亂期間，英國主流媒體報導

的很人一部分，就是集中在對騷亂中年輕人脫序行偽的描述、抨

擊和分析上，其次才是討論騷亂的原因。這個民意調查中的問題

也都是在英國媒體報導倫敦騷亂期問反復涉及的議題。從有68%

的英國民眾認為騷亂起因於「犯罪行為」或者「黑幫文化」這一

事實，我們可以看出英國的公眾對倫敦騷亂的看法，與他們的政

府首腦和主流媒體的觀點何其相似，或者說可以看出英國的主流

媒體對公眾輿論的塑造能力有多大。

在主流媒體的引導下，英國民眾紛紛在報紙和網路上發表文

章，抨擊倫敦騷亂。在英國政府開設的電子請願網站上，要求嚴

懲騷亂者並剝奪他們所享受的國家福利的聯名信，在短時問內就

有超過十萬人簽名。蕭武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強調了社交網絡近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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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在中東、中國和西方所發生的騷亂中都有著關鍵的作用，'

但是他沒有提到社交網絡在不同國家的騷亂中產生的作用是完

全不一樣的。比如在中東，主流媒體基本上沒有能力塑造公眾輿

論，而公眾則普遍對政府不滿，因此社交網絡不但把初始的騷亂

催化成了革命·並且成了整個革命期間各階層百姓抨擊政府、傳

播信皂以及動員人眾的下具。而在英國，雖然社交網絡在騷亂初

期對騷亂的發展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騷亂發生數天後，社

交網絡在公眾輿論的推動卜，迅速改變了其性質。8月SH，一

名來白哈克尼區的婦女痛罵騷亂者的畫面被《每口電訊報》的記

者用手機錄了下來，這段各蕩「哈克尼的女英雄」（Herolneof

Hackney）的影片在網路卜廣馮流傳。在臉書（Facebook）卜，

有近百萬人加入了一個名為「支持倫敦都市警察制此騷亂者」

(Support . ng the Met Pol . ce aga . ost the Iondon r . oters）的小組·社

交網絡還被英國公眾用來動員人們加人反騷亂和平示威，制止暴

力行馮，和組織上街清理街道。網民們同時還在社交網絡上，幫

助警察尋找參與暴動的犯罪嫌疑人，甚至在社交網絡上登出白己

所錄到的犯罪行為影片，以供警察逮捕和法院求證所用，社交網

絡簡直就成f人民專政式的「人肉搜索」戰場。倫敦市長反對在

騷亂中限制社交網絡通訊。他顯然是比較有遠見的。社交網絡本

身只是一個工具，它在一場騷亂中的角色主要取決於使用社交網

絡人員的性質，而英國卞流媒體的力量和英國民眾的性質，決定

了其政府根本就沒必要對社交網絡嚴加控制。

結語

而對英國政府迅速制止倫敦騷亂的能力，面對英國的主流媒

體和公共輿論在這次騷亂中的表現，中國的一些態度偏激的左派

見http ://wenor黑cn/modules/artlc]e/v le以artlc]ephp/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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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極力抨擊，而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也許會失語。但是，從執政者

的角度看，或者說從馬基雅維利現實政治的角度看，我想每一個

國家的執政者，都會打從心底對英國政府在騷亂中所表現出有效

的強硬和決策的自主性戚到羨慕。但是，羨慕可以，學習卻難。

一個國家想要具有英國政府制止騷亂的能力，以及英國政府「無

為而治」式的對主流媒體、公共輿論乃至社交網絡的駕馭能力，

這個國家必須就要有被公眾廣為認同並自覺接受的核心價值觀、

有不受政府指令但與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心價值觀的主流媒體、

有被公眾認為是具有嚴肅性的注律體系、有組織起來運用對社會

破壞較小的社會運動的形式來謀取利益的空問，使得社會上的絕

大多數人都能認為騷亂是犯罪，而革命沒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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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教授這次要我講微博如何改變了中國，還真把我難倒

f。我曾經寫過「倫敦騷亂」，並馮此研究f一下推特，但是我

對中國的微博還真不了解。為了準備這報告，我不得不匿名該冊

了個微博帳號·在其中觀察，然後比較美國推特和中國微博的

區別。我把這次講演當作個機會·依照著學者做課題、寫開題

報告的方法和思路，把我的一些觀察和體會做了初步總結。我的

報告分馮四個部分：前三部分是分析視角，最後一部分則是初步

結論。

首先是微博的性質，作為一種輿論媒體、自媒介，它具備什

麼性質？這個很重要，比如現在我說的詁，教室裡的人遠的近的

都能聽見；我如果在桌上刻個字，你們遠的就看不見，但這個字

永遠都在這個桌子上；而我說的話如果沒有被錄音，這個聲音話

說完就沒有了。這說明什麼問題？就姑說我的話用口語來傳聲和

用書寫來表達，其性質是不一樣的。話傳得遠，寫下來的則保留

時─劃長。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加拿人有一個叫麥克盧漢（llerbert M McLuhan）的學者把

這f固原理稱之為「媒介即信息」（the medlum . 5 the message)

即不同的媒體本身就具有不同的性質。這很重要，比如關於法國

革命形成的理論很多，但有種理論認為報紙的出現是個重要

原因，報紙出現之前這世界上沒有公眾輿論這種束西，而報紙為

公眾輿論的產生提供了可能。問題是路易十六（Louls XVI）不知

道這一新生事物的厲害，因此也沒有相應的針對措施，所以出f

大問題。後來收音機出現了，電視出現了。電視的出現打破了時

空。電視出現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國家領導人的，這十分

有利於政治家神祕戚的製造和維護。電視出現後，政治家常常在

電視新聞前露臉，雖然電視新聞可以剪裁，但是一個政治家作扎

常人的一面還是會不斷在新聞中被展現。久而久之，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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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神祕性就會削弱，或者說電視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

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威。再說性別問題。原來女性看女性書、男性

看男性書，現在男性、女性在電視前往往看的是一樣的節目，或

者說主要是由男性製作並往往帶有男性視角的節目。久而久之，

女性就會把這些節目中男性視角下的英雄視為自己的榜樣，她們

的思維方法就會向男性靠攏，這就對男性的權威構成了挑戰。美

國就有學者用這一機制來解釋當代西方女權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現在我們來講微博。與傳統媒體相比，微博既有報紙的性質

也有電視的性質，它是全媒體。在微博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

以辦一份「報紙」，而你的「報紙」影響力的大小，將完全取決

於讀者的接受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微博是一個徹底民主，同

時又是可操縱性很強的的通訊手段。說它是最徹底的民主，是因

為微博只需寫寥寥幾句話·只要知道怎麼用微博，誰都能寫，寫

得好壞也無所謂。說它可操縱性強，是因為微博中的聲音不具有

「一人一票」的性質。我在谷歌（Google）中曾經搜索「新浪微

博粉絲」這幾個字·結果出來的居然是一堆刷粉絲的廣告：這個

保證「優質微博粉絲永久不掉」，那個說它「同時承接轉發評論、

紅人轉發、投票以及加V認證服務」，這個報價「新浪微博粉

絲兩元一千，十七元一萬」，那個鼓動你撥打某某粉絲熱線，說

是今口特價等等等等。只要一個人掌握著大量的金錢或者某種技

術，那個人就能通過雇傭「水軍」（網路寫手）把自己的聲音做

大，於是就形成f虛假輿論。可操縱的空問非常大。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必須把自己在檯面上和檯面下的行為作

出區隔。在親戚、同事、朋友間，以及在不同的公開場合，我們

的表現需要與這些場合中人家期待的表現方式相符，否則會給自

己和其他人都帶來很大的麻煩。比如，某一天你在一個朋友家裡

聚會，碰到一個不但是話不投機而用也不怎麼樣的人。回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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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面前你怎麼罵這個人都沒有關係，但是在聚會中你就必須

保持做人的禮貌。如果你在聚會中毫無顧忌地當著大家把該人數

落一番，並把聚會攪得不歡而散，大家就會覺得是你很不懂道理。

前臺行為和後臺行為的區隔，是我們社會文明交往一個很重要的

原則。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問中，前臺行為和後臺行為的界限不

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論是面向社會的，它們本來應該是前臺行為。

但是微博中許多人並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內混，不少人的真實面

目我們完全不清楚。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動輒破口大罵，而不

怕受到懲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微博公共空間的出現，把人類

的許多後臺行為前臺化了，這就是微博語言暴戾趨向背後的結構

性原因。

從微博公共空間的這些性質，可以推出的結果是：微博平臺

一方面缺乏現實社會中的禮儀和權威關係的約束·而另一方面卻

特別容易在網路公司、金錢和國家等等的操縱下迅速形成虛假輿

論和權威。從一定意義上說，在微博公共空問中，人們的表現會

接近於勒龐所描述的「烏合之眾」（the crowd)，他們一方面表

現得特別不服從權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縱下特別容易對權威產生

崇拜甚至是盲從。微博中的狂熱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紅衛兵─一

方面喊著打倒一切、懷疑一切；另一方面喊著誰敢反對毛主席我

們就打倒誰。

我的初步調查顯示，美國的推特與中國的微博至少有如下不

同：美國的推特一條只能顯示一百四十個英文符號（寫不f幾個

字），它的微博評論只能顯示五條，轉發次數最多也只能顯示出

「50十」，並且美國的推特沒有長微博功能。我不知道推特公司

做出這些限制是出於什麼考慮。但是一個結果是，在美國，推特

不能夠替代部落格（blog）的功能，事實上，美國的許多重大爭

論，比如說關於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爭論·都是在部落格空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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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在中國，微博可以無限制加評論’顯示很精確的轉發數，
還帶有長微博功能。這些性質不但使得微博在中國有替代部落格
的趨勢，而且加大了「水軍」在中國微博中的重要性，使得中
國的徹博更容易形成強勢意見領袖和網路紅人，而網民也有了
更大的、被操縱的危險。美國的推特完全沒有取得微博在中國
的地位”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質後，我們把視角轉入另一個面向，即
微博中大量出現的各種討論和爭論，其本身具有什麼性質？簡單
講，除了自然科學知識外，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數知識都屬對錯

非常難以講清楚，或者說是屬沒有簡單意義上的正確與錯誤可言

的價值觀、意識形態範疇的東西。既然微博上的許多討論是在意

識形態層面上的討論，這些討論就會服從意識形態權力的一些基

本特性。與本章有關的意識形態權力的特性有以下幾個（zhao

20 15 : ch . l）。第一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辯論出輸贏的不可能性：

兩個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辯論，結果往往都會覺得自己贏了。除

非用強制手段，簡單地說服是難以改變另一個人的價值觀的。

第二是價值觀社會存在的自然多樣性：一個人所持的價值觀以及

對此價值觀的理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個人的經歷和性格所決

定，不同的經歷和不同性格的人自然就會採取不同的價值觀，或

者對同一價值觀做出不同的理解。

意識形態權力的這兩個特微決定了微博公共空間爭論的基本
特點：雞同鴨講，自說自話。比如，最近因為韓寒作品代筆問題
在微博發生了一場爭論。，我本以為這一場爭論的核心是真假問
題，而不是價值觀問題，因此是比較容易說清楚的·但是，我馬
上發覺支持韓寒的人士大致可分為相互重疊的三類人士：第一是

，關朴這場爭論的本身似及筆者的評論，詳見卹伽ok . 1 63 . c0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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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胃自由主義者·這些人士認定了韓寒是他們的盟友，並且認

為對一率打假是政治陰謀·對他們來說，如果韓寒倒了，就意味

著自由主義在中國倒了·對他們來說，韓寒作品代筆問題是價值

觀和意織形態層面上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真假問題。第二就

是被大家稱之為「韓粉」的群體·韓寒不用讀大學卻成為知名小

說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不用努力卻能揮金如土，再加上韓寒打扮

得很醣，既能開賽車又能作曲唱歌，比明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

樣的生活哪個年輕人不羨慕？他們對韓寒的崇拜猶如宗教信仰，

而保衛韓寒自然就成了他們的責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識的

人，對於這些人來說，什麼都可以是例外，什麼奇蹟都可以發生，

常識簡直就是對他們認知的褻瀆。這三類人的存在，把一個簡單

的問題搞得十分複雜，讓那些自認為通過展現大量「客觀」事實

就能說服大眾的人士大跌眼鏡。

我這兒拿「韓寒作品代筆問題」作例子是想說明：一旦加入

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東西，就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在網路上要取

得共識也是不可能的。意識形態性質決定了微博上的討論具有一

種原生的混亂多樣性·問題是，在不少話題上，微博中的討論卻

又能形成了巨大的輿論一致。這是偽什麼呢？要說明這一點，我

必須要點名意識形態權力的第三個性質（zhao 2015 : ch . l）。

由於純粹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辯論很難分出輸贏，再由於不同

的經歷和不同性格的人自然會形成不同的價值觀，或者對同一價

值觀形成不同的理解。因此，自然狀態的意識形態或者是價值觀，

必然是極其多樣的。在意識形態權力這兩個性質的基礎上，我們

就能推出一個與絕大多數人的直觀相反的第三個性質：任何一個

意識形態（包括讀者可能會偏愛的某種宗教，或者某種世俗意識

形態，比如民主和自由），如果在某一時空下取得強勢，其背後

的原因肯定不是因馮這意識形態是正確的，或者說是代表著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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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的，而是因蕩這一意識形態背後有著強制性或者是半強制

性力量的支持。在現代社會，國家是最為強大的強制性組織，而

宗教組織和學校則是兩個最為顯著的半強制性組織。從這個意義

上說，你們今天如果認為我演講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

是學校教育已經規範了你們的思維方式，使你們形成了很強的認

知依賴。當然，這世界上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對社會思潮進行規範

的力量，那就是一個時代性思維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經是

歐洲社會的共識，二戰後法西斯主義聲名狼藉，文革後極左路線

和專制政治成了過街老鼠。這些都是時代性思維方式的例子。

時代性思維方式往往是以前強制性社會行動的非期然性結果，

它同時也必須有強制性或者是半強制性權力的支持才能長期維

持。

我認為，決定當前中國時代性思維方式的最主要特徵，就是

由以下四個原因而導致的社會共識的缺乏：第一，共產主義意識

形態式微，而國家又拿不出可替代的和能被廣泛接受的意識形態

取而代之。因此，國家不得不把政權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績效」

上，並失去了建構一個主流價值觀的能力。第二，中國古代社會

的主流價值觀是儒學。但是，儒學賴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礎，如科

舉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經被革命洪流徹底摧毀。在當今中

國，儒學已淪落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哲學體系或意識形態，而其他

宗教與倫理體系，至少暫時沒有取代儒學成為中國主流價值觀的

可能。第三，中國當代中學和大學的人文教育方向不明。最近幾

年，中國也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課程。西方的核心課程背後的動

機很簡單：灌輸西方現代社會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義精

神。但是在中國，我們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麼東西？中學和西

學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當前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到底是什

麼？我們學校和國家的關係應該怎麼定位？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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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學和大學的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

明確，因此也很難為建構主流價值觀做出貢獻。打開天窗說亮話，

當前中國的大學就其本質來說，只不過是學習和模仿當代西方技

術的技校而已·第四，當前中國的主流媒體在若干重要領域其報

導得不到國民的尊重，他們因此也不能在這些領域為主流價值觀

的建構做出貢獻·

這四個因素加在一起，就造就了當前中國民眾的主流政治思

維特徵：反權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識。先前討論的微博的性質

和意識形態的性質，在民眾的這一思維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體現：

第一，在當前中國的微博中，即使是最為簡單的爭論也幾乎

沒有取得共識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產生大論戰，只有自我

戚覺良好或者心理狀態受外界影響較小的，或者思維相對偏執和

頭腦簡單的，才能在微博中堅持下來。在我匿名觀察微博期間，

就見到了不少退出微博的聲明，而以下摘錄的一個部落客在退出

微博前發表的聲明頗能說明問題：

從玩微博以後，我從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齋讀書人，

變成了社會新聞的熱情關注者，並常常對社會事件發言。

我現在發現，微博帶給我的快樂遠遠抵償不了給我帶來的

痛苦，過分的社會關懷讓自己長期處於憤怒和焦慮之中，

寫完一篇社會評論後又容易失眠。

看來，我不太適合開微博，也不宜於過分關注社會，當今

中國讓人’憤怒的事太多，我自己又特別容易激動，這樣讓

自己長期處於一種焦灼騷動之中。還是回到書齋中讀書，

回到課堂上教學，這更適合於我的興趣和個性。

因此，我今天刪除了自己最近的部分微博，不想再討論XX

這種骯髒事情，XX接受採訪前後矛盾和撒謊的樣子太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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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XX這類事情不位得投入過多精力，但是，微博上像

XX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只要你上微傳進一逛，像XX這樣

的人你燒也燒不開。

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具體觀點，但是該部落客在退出微博時的心

態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權威和民粹思潮成為主流的情況下，在社會缺乏

基本共識的背景下·誰敢在微博中打擦邊球「對抗國家」？訴諸

民粹，誰就能通過操縱民意而坐人。我這兒在「對抗國家」前後

加上引號，是想指出當前出現的不少「對抗國家」的擦邊球行為，

實際上只是在消費大眾思潮。說實話，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前中國

政治騙子特別多。在中國有消費國家體制的、消費白由主義的、

消費民族主義的、消費左傾思潮的、消費民粹的，應有盡有。這

市場實在是太大f。

可以預見，一有風吹草動，微博就會成為傳播信息和謠言的

陣地。如果有人說微博在今後的一場「狗尾巴草革命」中會扮演

主要角色，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在這種微博環境下引發的動盪，

其後果不可樂觀。但是，在一個缺乏主流價值觀的威權體制下成

長起來的人們，是缺乏集體反思能力的。動盪之後，他們中的「精

英」當然會進行「反思」，甚至是對以前天真的想法和行為表示

後悔。但是在後悔的同時，他們中的各路人馬馬上就會繼續帶著

一種教主和消費民眾的混雜心態，為中國的出路繼續提出各種天

真的設想，試圖帶著更為天真、既可憐又可惡的民眾把中國從災

難引向災難。

當然，我希望以上的這些「預測」都是錯誤的。的確，社會

科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被廣為接受的「預測」會改變人們對社會的

理解和行為方式，乃至社會的發展方向，從而使這預測變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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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我衷心希望本章的論點從根本上就是錯的，或者至少是在

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變成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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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合法性視角出發，解釋了當代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現

象，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發展規律、八九學運的悲劇性結局、民族

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困境、今天中國政治不穩定的根源、中國

經濟過去的失敗和今天的成功背後的原因、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挑

戰、中國媒體和社交媒體的行為特徵及其與西方媒體和社交媒體

的區別、當代民主體制的生命力和局限等等。合法性是社會科學

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但是至今為止，學者的興趣大多集中在

抽象的理論討論和狹窄的經驗問題的研究上。可以說，本書的研

究大大拓廣了以經驗解釋為目標的合法性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向

讀者展示了合法性視角在解釋經驗現象方面的巨大可能性。

本書有以下幾個理論貢獻：

第一，筆者界定並論證了政權合法性基礎的三種理想類型：

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第二，筆者創造了「理想類型集」這一概念，並目提出了建

立理想類型集的兩個準則：(l）每一個理想類型必須相互正交；

(2）所有理想類型放在一起必須具有完備性，即任何其他類型

都是這些基本類型的某種組合（或者說除f這些理想類型外，我

們再也提不出任何一種獨立於這些理想類型之外的新的理想類型

了）。筆者提出的國家政權的三個合法性基礎就是一個理想類型

集，它可以看作是一個三維的歐幾里德空問。

第三，建構理想類型集的經驗研究意義：理想類型集不但能

夠清晰地告訴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具有哪些「維度」性的基本面向，

而且能使我們通過演繹，對每一個維度（即理想類型集內的每一

個理想類型）所隱含的各種社會學機制做出解析，或者說是確定

每一個維度座標的特殊性質。用筆者對政權合法性的研究為例，

它的經驗意義在於：如果我們能夠定位某一國家的政權合法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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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時空下的特殊耦合（即三維空問中的一個特殊位點），我們

就能知道什麼樣的社會機制和什麼樣的國家一社會關係，會在該

國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

第四，「宏微觀連接」，即宏觀的社會結構是怎麼影響個體

的動機和行為的，或者說個體的動機和行為是怎麼在一定的宏觀

結構條件下，總和成具有社會變遷意義的社會行動的。這是社會

學領域的一個難題（Alexander。t al 1957 Huber 1991）。大量的

社會學理論（比如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所以走入歧途，就是因為

這些理論所提出的宏觀結構，並沒有對應的社會行動者的動機基

礎。筆者指出，績效合法性引導民眾在對待國家政權時，採取工

具理性的態度；程序合法性引導民眾在對待國家政權時，採取形

式理性的態度；意識形態合法性引導民眾在對待國家政權時，採

取價值理性的態度。不同的合法性就是通過激發不同形式的社會

理性，來塑造大眾的政治認知模式和國家一社會關係的。可以說，

筆者以理想類型集為基礎的合法性理論，為宏觀層面的社會結構

（政權合法性基礎）和微觀層面的大眾理性傾向·建立了直接的

連結。

第五，合法性視角注重的是行動者之間的辯證互動關係，而

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筆者提出的三個合法性維度並不是決定社

會行動方式的「自變量」，而是型塑國家一社會互動形式的一個

關鍵。用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話來說（2005)，筆者探用

的是生態分析方法；與阿伯特不同的是，筆者想通過經驗案例強

調，社會行動者的互動方式及其後果都受到結構條件的型塑。一

個社會學的生態分析方法，不應當流於對經驗案例之敘事性的解

讀，它必須同時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分析。在本書中，這一結構條

件就是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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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f翻天覆地的變化·卜世紀70年代末，

中國人過著極其貧困的生活，對世界幾乎沒有什麼了解，到中國

旅遊的西方人到處遭到圍觀。中國人連在國內旅行都受到許多限

制，出國旅遊在當時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是在今天，深圳一個

市的GDP就超過f臺灣，每年出國旅行的中國人超過一億，西

方世界幾乎所有的大學都能見到大量中國學生的身影。因此，在

西方媒體以及在中國白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中盛行的一種觀點，

即認為市場經濟改革並沒有給中國帶來自山，中國的黨國體制反

而在經濟自山化的同時正在變得更加獨裁，是有很人的偏頗的。

但是，中國的政治在近年來的確農生一些顯著的變化。最九矚目

的是，中國政府在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和加大反腐力道的同時，也

加人了對輿論和思想的控制，並且對各種左傾思想和傳統文化

（比如儒學）加強f支持的力道。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些最近的

變化？本書的政權合法性視角是否能幫助我們來理解這些變化？

筆者想就這兩個問題展開一些討論。在本書的嚴後部分，筆者

首先分析發生在最近的一些中國政治發展背後的國際背景，隨後

提出作者的觀點，即在對當前的國際背景有f一個清醒的認識之

後，中國應常走什麼樣的道路。

進入上世紀70年代後，前蘇聯在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經

濟效橋和民眾的生活水準等方而開始明顯滯後於歐美國家。在

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中，天平開始大幅度朝著美國傾斜。

與此同時，在卡特執政期問，美國改變了此前支持右傾保守威權

國家防止共產主義陣營擴展的策略·在世界上開始推廣多黨民主

體制。隨即，民主化運動在由美國支持下的右傾威權國家中此起

彼伏，並且向共產主義世界擴散，導致f前蘇聯的崩潰。前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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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後，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人國。f馴0暴泓的美國重

蹈f前蘇聯的覆轍。前蘇聯在意識形態處於強勢的卜世紀50、

60年代到處「輸出革命」，而此時美國則是到處「輸出民主」

兩個國家的策略其實也很像，無非就是百接軍事介入、派軍事訓

練人員，以及給予金錢和「道義」上的支持。美國的強勢，加上

當時各個威權國家內部的確都存在著人量的問題，使得「第三波

民主浪潮」（Huntingtonl卯1）在全世界得以迅速發展。在整個

「浪潮」中，除了中國、北韓、越南、占巴和寮國等少數幾惆

國家外，世界上的威權政權都先後倒臺·西方政治家和學者曾

經對世界民主化的前景充滿希望，最著各的當然是福山（Francls

Fokuyama）的「歷史終結論」（1992）·但是，除f少數幾個

國家外，民主轉型在大多數的原共產黨國家（Buncc ct al 201伏

Melv . n 2005）、中束北非國家（K . og 2009）、南亞國家（Brownlee

2007 ; Hadlz 2010）、南美國家和沙哈拉沙漠以南國家（Schedler

2006）都不是很成功，有的甚至是非常失敗。’

第二波民卞浪潮的失敗原因是極其明顯的。成功的民卞轉型

首先需要解決國家問題，但不少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都伴隨著

獨立運動、領土糾紛和山此引起的大規模仇殺和族群清洗；成功

的民主需要有一惆自由容忍的文化，但是大多數轉型國家偏偏就

沒有這種文化：成功的民主需要一個國家中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

比較接近，從而使得「忠誠反對」成為可能，但是人多數轉型國

家中政黨的意識形態處於嚴重對立；成功的民主還需要有一個健

全的公民社會（L , nz and stepan 1996)，但是許多轉型國家的社

西方學者也因此創造了大甘的概念來檢討民王轉型的失敗比如走

不出的轉型期（stuck , n trans . t . on)(Rakne : a，〕d Svasa，〕d 2005）「平么

合J之骨疊」（hybrld rcglmos)(Dlamond 2002）、半民王國家（smlth

2005）「半威權國家（ottaway ZooB）「競爭型威權l劉不（compet , t , ve

authorltarlanlsm)(Lovltsky and way 2010）以從選舉型威權國家
(e lectoral author . tarlanlsrn)(Sc〕〕edl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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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往往由部落、黑社會、地方強人和保守的宗教組織所把持。

以上所講的應該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學常識。但是，不僅

西方的政治家和民眾不懂這些常識·大多數的西方學者居然也將

這些常識拋於腦後。正是在這全民嚴重缺乏常識的背景下，自山

民主在西方世界成了政治正確，使得美國政府在世界上「推廣民

主」的各種做法，包括軍事干涉，在國內得到極大的支持，美國

兩黨民主的各種權力制衡機制在對外政策上幾乎失去了效力。美

國政府因此能在阿富汗戰爭還沒有結束時就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

爭，並且在許多地區挑起內戰，給世界帶來了政治動盪、戰爭、

種族清洗、恐怖主義和難民潮。

除了加速消耗國力外·美國的「民主輸出」戰略並沒有給美

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帶來太多益處。在歐洲，第三波民主浪潮所引

發的難民潮改變J’歐洲的人口構成，穆斯林在許多國家中成f一

個比例顯著目增長最快的人群（Hackett 2016)，宗教、文化和族

群矛盾在歐洲越來越大，恐怖襲擊的危險也在增大。就美國而言，

戰爭、輸出民主和反恐使得美國長期不能「內政優先」，結果是

國內基礎建設陳舊，傳統的產業工人大量失業，民眾生活水準長

期得不到提高，貧困人口高居不下。我們可以從許多不同方面來

理解川普的當選。從本書的角度來說，川普的上臺是第三波民主

浪潮惡果在美國的總爆發，也標誌著由美國為主導的第三波民主

浪潮開始人規模退潮。在意識形態方面，第三波民主浪潮最人的

代價就是自由主義的影響在世界上的消退。這就是各種保守的政

治勢力或者保守的宗教勢力在包括俄國、日本、印度、歐洲、土

耳其和中束的其他伊斯蘭教國家興起背後的原因。

從世界意識形態變化的視角來看，中國政府近年來在思想

和行動上走向保守並不是一個孤布的現象。第三波民主浪潮給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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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數的新興民主國家帶來的並不是福音，有的甚至可以說是災

難。第三波民主浪潮給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帶來f一大堆問

題，作為第三波民主浪潮之思想基礎的自由主義，在近年來也有

了很大的消退。因此，雖然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未能建立一個

能作為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的主流價值觀，並且在程序合法性方

面也有嚴重虧缺，中國卻有著舉世矚目的經濟績效和民眾生活水

準的飛速提升（第五至六章）。經濟的成功和世界其他地區出現

的各種問題給了中國政府信心，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消退又減輕了

國際力量對中國政府的壓力。因此，「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以及其他類似保守的聲音在當前中國出現是非常自然的。從某種

意義上來說，當前中國所呈現的左傾和保守傾向，只是保守主義

在世界上大範圍回歸的一環，它們都是對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一個

反動。

但是，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轉折性的關頭，中國

到底應該怎麼走？或者說中國應當怎麼走才能給國內廣大民眾帶

來福祉，並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問題。

基於對當前世界局勢的把握和本書的理論視角，筆者有兩個想

法。

第一，中國應當繼續執行鄧小平制定的務實國策。具體來說，

就是不爭世界霸權地位，內政優先。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中國自己

就有一人堆問題要解決，或者說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仍然遠遠

在中國之上─雖然這兩點都是事實。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數千

年歷史留下的智慧告訴我們，爭霸是個危險的陷阱，人退我進沒

有好處。遠的不說，前蘇聯垮臺後，當時美國並非沒有有識之士

提醒美國政府不要乘人之危，要避免北約過度東進，要在政治和

經濟上幫俄國一把，但美國政府卻趁機把北約勢力推進到俄國核

心利益地帶，在本想真誠投入西方壞抱的俄國激起了強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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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情緒，致使今天的俄國政府在對西方國家探取強硬態度時，

廣受其國內民眾支持。還有，前蘇聯因為與美國爭霸而加速了垮

臺，美國不但沒有汲取蘇聯的教訓，反而在全世界當起了霸主，

結果是處處力不從心，引來了一大堆問題，還招來了報復。這些

都是不遠的歷史教訓。

第二，中國可以說是成功地抵制了「第三次民主波」。中國

經濟的成功離不開政治穩定。在一個走向開放的、新舊交替的、

飛速發展的、通訊瞬時的社會中要保持政治穩定，本身就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況，中國在保持開放的同時，還要承受第

三波民主浪潮的巨大壓力。因此，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為了反對「顏

色革命」而採取的種種保守的、甚至是左傾保守的「維穩」對策，

在很人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美國輸出民主對中國的壓力，

至少在一定時間內會有所減輕，自由民主也不再有過去的自然道

德高尚厭了，中國的種種保守政策在當前似乎更具有合法性了，

因此有人可能認為今天中國應該充滿自信地沿著比較保守的道路

前進。因為以下原因，筆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

(l）雖然種種「維穩」保守政策為中國社會政治穩定提供

了保證，但是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飛躍發展靠的是開放和思想

解放·而不是政治穩定。

(2）正是因為中國成功地抵制了第三次民主波的衝擊，那

些迫使許多國家走向保守主義或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問題，在當前

中國並不嚴重。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社會矛盾較小、政治相對穩

定的時期。中國經濟仍然處在一個比較高的發展水準。第三次民

主波的退潮使中國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中國因此完全有條件進

行更為深入的改革開放，包括開展能解決中國政府長期程序合法

性不足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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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需要更蕩寬鬆的

環境，經濟的進一步提升需要技術創新，也需要吸引外資，並讓

中國企業家有信心把大量資本留在國內。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需要的是更加地開放而不是保守。

(4）美國的自由派勢力雖然因為川普上臺而遭到重創，但

是他們在美國的知識界、記者、學生和城市中產階層─或者說

掌握輿論的群體─中·仍然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對美國政

治的失望和對川普的不滿·使得他們對中國有了不同的看法。中

國在此時哪怕只是往開放的方向前進一步，也會贏得美國和整個

西方輿論很大的支持，從而大大提高中國的軟實力。

總之，當外在的政治壓力減輕後，中國應該更有信心和更白

主地繼續走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包括放手解決中國國家政權長

期以來在意識形態和領導人產生程序方面合法性虧缺的問題，而

不是去趕世界保守主義回歸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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