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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份刊物，(天安門評論》叢刊，是由天安

門民主大學海外從校計flJ香港籌備處出版的 。 按照織輯室同人的

理解，儘管夭大益非政治組織、也不與任何政治組織發生聯幣，

然而《評論》本身卻是一台政治性思想刊物，或.:t-更雄切說，期望

刊物體現，看特定的政治意義 。

這種意義就是 z 人民性 。 人民性就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依姆，

以此，作為一切政治認識和政治實踐的出發點 。 這種利益不住體現

在物臂、財富分配上的社會公正，更重晏是人民群眾的廣泛和自

主參與社會各領域的決策、監督，使社會的運作至於他們的控制

之下，而非凌幫他們之土、壓迫他們 。

這是《評論》和天大的基本立場，也應故是海內外民主運動的

不可棄繪的立場。它槍草含著民主運動的實踐 。 特別是在今日的中

國人世界中，種種以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冒充社會整體利益 、 以淺

薄的思維來規定人類僅有出路就是接受現實的統治意識形態泛

退，不僅政績妓吠，政權的反封派同樣熱衷，因而強調人民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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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的民主運動就有看桂其重要的意義。

tt，(詩論》述份子.)勃的性，育界定，基本土是兩點。

一是政治性﹒所謂政治，所指的不僅是政權政治氣黨派政

治，而且是現，存社會的聲個檳力關憾。《評論》的作用，就是要秉

承人民性的立場 ， 積極參與、干預現，存種種權力闕 f辜的運作和發

展 。 另一是思想性 。 在特殊的意義上，思想成意識形態是社會權

力闕悴的一個組成部份 。 《評論》的為色，就是要在J思想這個層面

上，發揮其政治作用 ﹒

一九八九年自北京至全國的民主運動，以其波湖壯闊的規模

和廣大學生、群眾的無畏犧牲精神 ， 喚起了「人氏力量 J 述個早

已故遺忘了的親傘，也促使了我們述一代人的政治覺醒 。 不過，

當人們堤，時再回頭捨圾，運動，卻無法不快惜地察覺到=作J見一場

民主運動，以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從而實現，人民民主其目標，去年

的民主運動雄實顯現了其理論 、 思想上的不足，特別是對i運動前

景也即實現，土述目標的道路頗得茫然﹒述當然是基於種種客觀條

件的限制，然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包給海外的)在前此，年代就述

個課題的欠缺探討的努力，卻是推卸不了的責任 。

說，到底，要從所規現，存社會主義之下的社會關偉 、 以及中國

的瑰寶伶件出發，透過變革去實現人民民主的目標，述其中沒有

任何蹺，成理扮成模式可以規劃出變革的道路，它還有待於艱巨的

理論實踐 。 晶體蹺，著這種變革的民主進動，就更加迫切需要理論

的指導了 。 在現，時這個運動退潮的時候，正當要加強理論 、 思想

上的探討，以作具運動新高潮來臨的..備 。

本刊的努﹒力目標，就是希望在這方面有所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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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民主大學
海外館設計割的由來

口香港籌備處

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在六月四日敏血腥鎮壓之後，民主運動

被iA轉入一個全新的時期 ﹒ 圍內的各階層人民正在重新組鐵 ﹒ 在

各個領域輿專制政治施加的種種壓力作自衛戰事 ，並對八九民運

歷程和六四屠殺所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切的反省和機

討。在海外，流亡民運人士亦以各種方式將民主運動的精神發揚

光大，並綜合海外力量 ， 為下一階設的民主運動任務作好學備 。

八九民運為全世界熱愛民主、人槽，相信自由、和平和理性

價值的人 ，帶來鹽富的遺產 ， 無壺的精神鼓舞 。 在封建僵持區的殘

酷政治現實遍存在的時候 ， 如何推動民主進程，更成為一個極富

說戰性的課題 ﹒ 而在震憾全球的力蟬 ， 化為在漫長歷史中細心建

設的時候，各地冒起的地區主動性(1∞a l initiative)就更稱珍貴 。

因為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

現民厭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

以人民之名行獨誠之賞的可怕道路 。

正因扇動人心魄的八九民遇是一個多元的歷史創造，所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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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見的是，民運精神的進一步發擻，也會以多元多樣為其特

徵'以保留百家事鳴的空間 。

民主運動中ttJ立的一所天安門民主大學，說是恩多民運遺產

中，一個極之值得珍惜發展的項目﹒本侵校計JlJ的發起人，正是

有見及此，在六四之後，立即著手進行，備工作，以建立海外進

步學衛界的國際珊，電薦一方面 ， 並以在香港透過實聾積累經驗作

為另一方面，將計劃落實成為一個靈活多樣，結合理論與實麓，

寓.輿於教育，寓教育於..輿的空間﹒

本計J1j的發起人及支持者都相信，只有在獨立 、 自費、興地

區特色，實初的基礎上，迪機一個試驗才有成功希望，讀不致背棄

原來目標。所以，雖然本計割的海外聯軍已廣泛展闕 ， 但始憋不

輿任何政權、政權外團組鐵、車敢抬組鐵有直接關係。在可見，將

來，一芳面是國際聆聽的加強，在思考工作的層坎上艱合更多力

聾，另芳面則是地區主動性的軍菌，成..擅根民間 ， 以體現羞異

性和多元性為特質的地區性民主教育民研究單位。

本計創在各種可見的環境下，將與多項相類近計J1j並存，以

實質的工作 、 具體的成果貢獻蛤中國民主運動﹒我們深信，在這

種實農民主自治，錯合思考與政治的 f 男續學術 J (alternative 

scholarship )都在中國人生活的社區生根之時，民主大學在天安

門復校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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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天安門評論 》 立足人民抗爭﹒致力開拓另類思考室閉﹒雖

然成績猶持改進﹒但聽到不少海內外進步人士的過響﹒我們當繼

續努力。由於稿量大 、 字數多﹒為了降低成本﹒又使讀者先睹為

快﹒第二卷第一 、 二期進符合刊出版﹒教希讀者體察 。

一九九二年五月泰國發生了軍隊屠殺和平示威者的事件﹒我

們為此發表了一份聲明(頁119- 120) .強烈譴責這次暴行 。雖

然事態暫時放穩定下來﹒但人民的抗爭絕不會停止 。

專輯對於發展主義的否思(Unthinking)和討論﹒首先由社良

謀和卡永堅譯述了阿銳基近年的三篇重要論文。阿銳~根據大量

的數據﹒簡明的國示了近半世紀，來，世界體系內各民接國家體的

「發展J ﹒表明其中個別成敗並未能使世界經濟的扭化趨勢~

少 。 世界財富的不平等分配，層組長期穩定:沒有一個被心國下

降﹒相互之﹒只有一個南朝鮮 (成者可以加主台灣 ) 從造種昇至半

邊睡:日本和意大萃IJ從半邊睡昇豆核心 。 除此就有百份之九十四

人口沒有 r進步 J 。 隨著制i企業桂擠向進睡國家﹒半邊峰和進陸

的 r工業化」卒之再生產了世界經濟層組的森嚴位列:西方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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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大的核心國迅速非工業化﹒卻主宰了財富的調配，與累積。這些

槍伶離辦地，紅明了 r發展主義J 的企望 'Ä非是自欺欺人的「幻

象J 。

為了說明 r發展主義J 的檔.J '作者必討了不等價交換和資

源軍進轉移的運作:澄清了「剩餘』在 r世界分工體系 J 財富積

累戰中的零和性質:指出了 r民主財富 」 和(" .寡頭財富 J 的根本

差異和不可共存性 。 在共產主A失敗的世界歷史規野中﹒阿銳~

畸重的突顯了發展主義的學爬無功:暴露了「端科哲學 」 及其從

者， 以野蠻手段進到文明的鴿善與虛妄 。

回應阿銳8色的指旨﹒丘延先將對詩集中於("A.式大疫 J (Pox 

Sovieta) 企瓦拉油章的討誼會 。 從對危機理諧的否思出發﹒蝕，指出

「世界體系 J 論是r偽欲自圓其說﹒必須對這個「世界體系 J 的

「 資本主義生產性質 J 加以企新的理解:必須認識這個 r世界體

系 』 ﹒實為進行資本主義生產之 「核心諸國 」 將其勞動人口生產

費用..;L自然生態再生成本向企~其他地區進行外化及轉荐的「體

系 」。 這個體系也就是各強勢民挂國家將內部危壘起「金球化J 的

以鄰為塾的地緣政治實踐。在這個意義.r .'這個「世界體系 J • 

自強至終無非是一個隱含的 、 進行中的 、 或部份爆發了的 r發展

主義危攪J 的 「世界一僵化」 體系 。

針對發展主義實踐在不同體制國家系統內部的迫力機會}﹒丘

足先借用了 「擴餅吏.....J 和 r拉宮而治 」 兩組理紋， .-ì寸了其四

個混合型，提出了這樣的諭旨:鋒式大娃的潰層是發展主義在世

界體系次系統的東歐進行強勢推行的必然結果 。 由於這次系統的

「既存社會主義體系 J 性質﹒它首先屆隨其對壟斷都顯/國家機

器都類產生諸成本是費用內化無處、外化無門的回ßJ .... " 而這個

困局的潰峰 、 這次系統的就產， Jf'J可說，是發展主義危機世界體系

化的闖出﹒也是個危機全球一種化的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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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鑫.﹒卦.~.從認‘喊諧的禹皮回顧了一九七九年以役中國大

陸就農業部頗進行的發展主義論述。他，仔"地，樹討了一批中國國

內影響力頗大的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研究﹒從他們昏求的文字

中爬4處理路 。 進一步﹒飽，批判了他們論述中 (1)關於長期以來中

國農村經濟歷史的判斷: (2) 對一九四九五改革前的理解: (3) 

關於改革的判斷和建訟。文章從半部則集中於對這種 「發展主

義J 前述的研究方法局限的討論:重點指出了其中在在出現的對

r現代化理論J 、 r 階段論」的套用﹒以及其行文中含混概念、

壓抑思考的語言暴力。

許寶 5金總結道. r農村組.J / r發展所」研究人員對中國農

村發展的論述架構與方式，嚴重限制了他們的視野:這種視野土

的局限﹒使他們對政府嚴重缺乏批判性 。 他們雖然明知他們心中

的 「商品經濟J 改革的種種負面「拉曲 」 典政府的行為按有關

餘，卻不靶，研究的矛頭指向造成述些問題的國家體制土﹒反而將

原因歸結於什麼 r所有權界定不清J 、 r組織資源不足J

r缺乏有關商業的法律J • • • • • . 等說，辭土。鑑於他們身處為國家鈍，

司司機器的一個部份﹒長年累月受 「曹長國家主義」忠繪的框限﹒他

們喪失了對政權 ( 包給自己 ) 的反省和批判，他們的 「改革宏

圖 J • i且不得不以失敗學終。

相應於梓寶強的從認、織論層次回顧當代中國的發展主義論

述﹒雄永生就「發展主義與現代性」之作為一個「知識系統」進

行了解構 。 在將這個 r知識系統J 的對詰構逍遙步透明化的分析

過程中﹒據永生間怯了 .. 展主，史與歷史主義 、 與政權 、 與社會科

學的關憾 .a其間存在的緊張和矛盾 。 他從就發展主義的多義性

指出「發展J 作為一敢拿對桔的 r承諾J ﹒終不免夭折成一種

「文化優越論J 和「敢放中心主義J .結果「主權人J 濃濃權利

蛤「主權國 J 、 r主繪圖 J 又濃濃給世界體系 。 他總結說:發展

主義恰好是對「蹺，代性J 的遺忘:而我們在 r發展J 和 r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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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J 之間要撓，由的正是「想像」以2l它的別名一一政治。

專輯以謝斯 「作為政治實踐的另類發展J 一文服從﹒將討論

帶回民間具體玩，爭的峙歧 。 在批判了另類結構取向、另類價值取

向的不足之後.這位新德里「發展社會研究中心J 的主持人討論

了另類發展與草根民主 、 其間前知識系統的問題和性質 。 在另類

發展和草根運動的構聯問題土，佬，強調了運動人的知識性和知識

人的運動性 、 以;;t.他們在非政黨政治構成中的結合 、 共同創造屬

於人民自己的積力和組織 。 他絕結道:另輛運動的深述轉化潛力

不可輕仿﹒誠.然 、 它們體現了社會變革新主坦人 、 歷史新主體的

再接見 。 隨著他的行文﹒只覺陣陣踏實踐行的春風」皂面:這一聲

聲來自次大陸的反種﹒詐是歐美學院中人 (及其1&本成從者 ) 曾

所未闊的罷 。

本期 「人民一知識人J 討論﹒是第一卷二 、三期合刊專輯的

過響 。 參予討論者在首肯知識人的人民性的認識上﹒交換了對

「技街專注的關懷.J (technocratic concem)所紛演角色的不同意

見 。 學放在贊成的層次都是立足於人民性﹒在多重的理論層面則

難望 ( 亦無需 ) 迅速達成共識 。 求霉于為這欄寫了讀從﹒拭為不

同的諭旨楊聯一個持續 、 開放的宣聞與理脈 。

然而﹒香港是否有一個「氏閉派」 、 ~ll成絞肉 。 散佈在 《 天

井 》 、《 民間抗爭 》 、 《 兩開 》 等刊物的言誼會只是一些質疑國家

中心政治 、 傳統故會政治Â階級政治的思考:其理論反省和實踐

指向都在非常初步的採索階段 ﹒ 因為大家都使用「民間 」 一胡立豈

不見，得就成其為派﹒何況就連「民間 J 此概念也未見有具體的統

一內涵 。 而且陶飛將 r氏閉社會J 的討論這愿為「直接參與」 恁

怕簡化了問題 。 表們這泉歡迎任何S付f具體問題和意見，的對棺論

瓣 。 可是隨意貼上一些標籤只會封閉了思考空間﹒希望論者和讀

者多加注意 。

上期由於編期逼迫﹒ 《 工具理性之處妄 》 一文出版前未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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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美國的陶飛過自﹒本績委會特此致歉。

r中國觀察」 這期集中考察中國 「改革開放」迄今勞工的蹺，

實處境和具體景況 。 蒙蔭耳直就九一年來完文學災難﹒，l;l事役的跟

進作了簡﹒敗的報告 。 他曾提了對驚人災變的受害者﹒ 「國家和各

級領導J 是否可以依靠?陸萍分析了中國「工人階級J 內部的十

純金字塔森嚴結構，指出其中的種種拉曲典矛盾;中下層開種種

費人的放肆剝削圖像:近來述官方也不能以紙包火，承認即在深

圳一處﹒每年數千次勞資糾紛﹒工人白發罷工已有百多索﹒涉及

員工述七千多人 。 亦展不但揭穿了官方「盲流」一辭背梭的荒謬

假設﹒是指出當局意欲「嚴格控制民工潮 J 的手段﹒乃剝奪人口

社會基本權利的不平等歧視 。 到香港輿論界不明就衷的認同中國

官方傳蝶，他，更加直斥之為「目盲 J 、 「心盲 J 0 

「人權守望 J 由詐兆麟譯述了D.L ﹒謝斯對人權理念進行

的反忠、針對坊間 1t r需要」的的庸俗理解進行了批評，認為欲

達到化解「需要J 和 「權利 J 之間對立的 「作為人的權力 J 之理

解﹒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必須自主、真實的思考和實踐 。

「民運評ìA J i連載忍、華「從議會政治到運動政治一一對航，

存民主理念與這作的否忠 .J .文章從現代民主的利益整合 、 政治

市場 、 政治企業性質重新界定了蹺，代議會形式民主的本質 。 4度就

參與民主 、 身份群屬的主體性，作者嘗試構聯一個自動 、 自主 、

Jj_霸權的運動政治 。 最4是﹒重新審視社會運動與介入就會闊的緊

張與辯証闕像﹒作者主張:真正實質的直接氏主要在於不斷擴張

典建立種種「公乘室開 J 。

「再出發J 由楚湘對五四論述的司5 萬皂 、 自由主義的宰制性進

行剖析﹒以西方價值中心主義(orientalism) 的指涉架糟為五四定

位。作者指出最早詭的莫過於五四論述結構中中國知識份子的

r 自妝.自憐.J (Self-victimizejSelf-stigmatize) ·借他人的眼目自

非﹒藉霸業者的神話自賤:最終徹頭徹尾，的向強權一一乳次強

多



繪一一投靠!從新出發的知議人能不時創警惕﹒亭亭自反?

「外部參考』擇刊了「二十世紀人民之展望 J 一九八九年八

月份的水棋布宣言發表從﹒武庫一羊進一步申請 r水供精神 J 的

五個中心議題 : (一 ) 人類與自然一一從被坡走向和給共存:

{二 ) 從壓迫中解放出來一一創遠新的社會文化: (三 ) 戰勝

強稽政治一一改變國家 、 改變國際關像: ( 四 ) 錯正經濟一一

將物與物的關條變為人典人的關像: (五 ) 為了共同的未來一一

發揚人類團結的倫理道德精神 。 文章鍾駿將抗爭和理敘結令﹒學

人深思。

「香港社會初採J 是新的欄目.在這個室悶-*-A們刊出具體

經鞍考察的初步報告﹒為對香港人氏自己重建社會史 、 構聯社會

圖像積累素材 。 本期刊出韋思的「新界獅山困村地方自治.ðl.其地

方領袖產生的特色J 一文﹒是對三個村長口述史的採錄和墊哩 。

為保護報告人.a.其私f.l權﹒一切人名地，名都像杜撰 。

「書評會介J 刊出..永生島基進出版社出版的 《 哈給喝這

集 》 撰寫題為 《哈維爾的政治 》 的譯序 。 這是一篇倒閉的作者論

和作品論:它除了能幫助 《 哈維爾還集 》 讀者的閱讀與思考﹒當

亦有助另頌「政治 J 的運動人ß..知識人進行反思和否思 。

「 交流J 是劉健芝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與當地，工會領

袖 、 綠黨領袖 、 大學教授 、 婦女組織領袖﹒前算其成員等人士面

對面交毛主 、 討論的紀要 。 彼邦局勢白雪蒼拘﹒釗健芝從「政治下

的人民和人民下的政治 」 去理解各種不同的想法和活動﹒她為希

望繞過西方傳媒和國家中心的信狹視，野 、 關心人民具體存活的讀

者們﹒提供了難得的思索機會﹒

「文件J i墨子IJ 了一九九一年元，月科耗，努民間自主組織國際大

會通過的十昆倡議 。 從這十.r&綜紋中﹒戚們可以了解世界範圍內

民間自主組織的共同議題及行動鋼領 ﹒ 最從﹒附主水f失常宣言的

英文原件供對另真真思索閹心的讀者參考和討論 。

6 



EL歪盡量E鈕』壁畫畫司

發展主義的幻象

爾萬尼﹒何鐵基(Giovanni Arrighi)原著

扯良緣 卜永堅語寫

譯者說，明:阿銳墓教授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賓輸頓分枝，是影響

i是遠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主要倡敢者之一 。 本刊徵得阿銳

墓教授的同意﹒譯寫蝕，近年發表的三寫論文 o j萬幅所限﹒本文只能

說專輯主題敘述其中相關者﹒並經一定剪裁..文句亦不一定忠於厚、

文 。 阿銳基教授未能現自審閱﹒文賣會由譯者自負 。 ~全面牙切t富

的論述﹒請參考:

Arrighi G. (1991): "World Income InequaHties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σernand Braudel Centcr Working Paper) 

Aπighi G. (1989) : 吋lle Developmentalist lIIusion: A Re∞nceptualization 

of the Sem iperiphe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teen Annual Poli討cal

E∞nomy of the World System 臼nference). AJso publ必hed in W.G. Martin 

ed.(l990), Sem伊eripheral Slal白的 Ihe World-Econo"吵~ NY:Greenw做到d

Press, pp.11 -31. 

Arrighi G. & Drangel, J .(1986): 叮be Stratification of the World-E∞nomy: 

An Exploration of the Semiperipheral Zor咚". Revkw, X,1 Sum訂閱r， pp.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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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 、 蘇聯乃至中東經歷的翻天覆地變化﹒普遍被混為經明

了現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優越性一一尤其是以之對照幾個南

半球和東亞的成功「發展」典飽 。 貨際上迫穗比較往往概念含糊

和目光短淺 。 要理解當代種種政治動盟必要明白二吹大戰以來世

界經濟中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動。

這吹史無前例的全球性急劇社會轉變正來自種種企圓縮短世

界財富兩廠化的籌謀:由圓家政府組織所主導的經濟發展是其中

最重要的籌謀 : 各國政府滿以為引進西方富裕國家的一些特

徵一一諸如工業化和都市化一一就能得到西方享有的財富和繼

力 。 向樣重要的﹒補充或替代政府的活動是私人組織和個人的活

動:最顯著如勞動 、 資本和技峻資源的跨囡"移 。 可是個管有個

別成功的例子﹒全球整個財富層級 (hierarchy of wealth)多年來

絲毫不動 。 更諷刺的是- .三十年種種發展的努力只是加劇了東/

函﹒南/北的收入差區﹒此中伴隨而來的是持續和進一步惡化的

貧富懸殊 。 人十年代大部份東亞和南半球的國家通過 「現代化J

植入富裕國家的社會絃槽﹒卻不能同時成功引進財富 。 結果統治

階層無法滿足他們一手制造山東的位會力葷的需求 。 這些力宣一

旦反抗﹒發展主義的政策和黨織形態.現危機。東歐和蘇聯的危

機不過是這個更普遍的發展主義危機的一面。銅鈑另一面正是資

本主要麗的發展主義危機:中東和北非原教曾主義興起和南半球國

家糟糟形式的政治社會問題無非是它的表徵 。

發展的幻象

我們首先從經驗現象審授現代世界關系內有機組成國家 ( 即

五十年來毫不間斷地在世界體系佔一席位當) ，.發展 」 的 r成

敗J 。較合理的比較和分析最少得涉及五十年的長連棍對﹒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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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為短暫的浮沉所蔽。以下主要的統計數據 r人均閱民生產總

值 .J ( GNP pcr capital ) 其局限畫畫人所共知，說們也不認鳥它

能反映各闊的生活水平和貨際生產力。但是它確能用來比較不同

地區或主權範倒對世界贊賞眠的相對支配能力﹒即是核心國家和非

核心國家的人民平均支配對立于人力及自然資源的程皮 。 根據設們

的假設﹒世界體系的 「核心活動」 能支配並寮括大部份世界分工

利益的積祟報酬﹒而相對應的「邊陸活動 J 則只能支配很少一部

份。某關在一定主檔範圈肉能{占有核心活動的比重愈大﹒就愈能

分享世界分工帶來的利益;此中某個意義上是一喝零和遊1It

(zero-sum game) .而對整體利益支配能力的高低必然反映在人

均GNP的差異上 。 因此孤立地談論某圓的人均GNP毫無完全聾，

體系肉有機組成間家的數據只能著UR於一殷長適時間的相互參

照﹒以之比較她們之間的相對 r財富J 分配﹒而非個別的收入 。

我們可以將延五十年間幾個重要的年皮中各國所佔世界人口

的比例對應以一九七0年美元為基數的人均GNP對數鑄成組固

-- 。

對有關資料的詳細說明可參考: Arrighi 1986:32-71 .我們這

里只舉其要者 。

首先其中五組(1938 ，1950，1975 ， 1980， 1983)分佈學現三分模

態，另外四組: 1948, 1960, 1965和尤其是1970的區分木是十分

鮮明 。但是大致而言皆有類逅的典型分佈:他大多數的明顯 r過

睡型 .J ( PM ) 、另一幢端的「核心型 .J ( C趴在 ) 和兩者中間的

「半邊睡型 J (SM ) 。 很明顧﹒即使中間發生積極政治經濟變

動﹒塵換落定後﹒世界經濟的三分唐敏始終不變 。

讓我們再進一步在時間的向皮上比較幾個區域的 r會展.J ( 參

考回二和固立)。 事貨是: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地區間的差

距逐步擴大﹒而過陣型幾乎停滯不前 。 其改﹒過陸相對核心的人

口比例大輔增加﹒七0年後又再下降· ilJ八十年代幾乎回到五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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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前的比例 。

這種種走向都能證明過去四十五年世界經濟的廠化過~並無

說少﹒只不過是強皮和運作形態有所改變而已 。 四十年代並無明

廠廠化趨勢 。 從五0年到六十年代中優化透過擴大過陸化 (過厲

地區的人口比例增加)表現山東;對比下六十年代中黨﹒它乃藉

深化遺陸化 (核心眼遭屠差距增大) 衰現山來。錯果是 : 過陸地

區相對核心地區的人口比例在四十年代蝦八十年代初沒有很大差

別，可是地區間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的支配能力差跎卻不斷擴

鬧。

更加顯著的是 :值管種種短暫的浮沉﹒半邊陸地區的大小和

位置長遠來說相當種定。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1950-

1970) ·半邊陸確實得益，好像快要擠身核心之列，但希望不久

就落空了。根據世界體系理論﹒這種的三分結構是世界經濟的特

徵(Arrighi 1986 1 -30) 。 不同國家位置加強、說拒過種化的能力

各異 。 上層的困家十分容易保往原位﹒中層國家能夠避免過陸

化，卻不能擠身上屑 。 國家位置的移動只是個另IJ例子 。 我們可以

從表一比較一下各有機組成國家在1938-1950的位置到了 19旬，

1983 的移動 。

自然﹒沒有一個核心回家下降到哪怕是核心邊緣(perimeter

of the core)的位置。只有一個南朝鮮從過陸升至半邊峰 (數摟

足夠的話可以再加上台灣) .日本和意大利從半邊陸升至核心。

監體而霄 ，九十三個國家中的八十八個﹒共:i占世界人口百份之九

四，仍呆在原位不動 (各國的具體位置參考Aπighi 1986:65-

71 ) 

如果我們作短期的比較，往往可以得山較大的沈動性 (參考

Arrighi 1986:44-47 ) 。這種鐘癮的上落和易位(如南朝鮮上﹒加

納落)芷構成7發展主義的幻象 。 可是只要發們把間二不Ir:iJ層份

的分佈也表現山來 (國四) .短期和中朔的半邊睡不給定性驅直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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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無形。長遠來說﹒世界的財富分配層級十分種定。

世界體系與財富層級

持續的全球貧富懸殊使宣緝美國高消費模式的儼斯托發展主

義道裹著敝履。可是種種解釋世界不對等發展的理論卻只能強差

人意 。 有趣的是無論左派的依賴理論和右派的發展理論都將不發

展等 ('Pj r低皮工業化J 。 其實工業化(或既謂的現代化)假發展

並非叫一聽子的事 。 事實上帝半球和社會主羲國家的工黨化和都

市化根深很蟬，第三世界的工業化亦如火如荼。財雄f}大的西方

國家卻迅速非工業化 。{兒，閻五 ) 如果 r發展 J 是為了追求財

富﹒ 工業化似乎就不是一個有效的手毀。隨著制造業被擠向過陸

間家﹒它考生世界經濟中發致財富的效用每下愈況 。 倒現代化而短

暫說近了的貧富差距只是發展主義幻摯的資藉﹒懸殊很快轉?x加

劇。甚至應該反過來說 :半邊陸和過陸國家工業化最典再生產了

世界經濟的森嚴層級 。 此現象既非局部亦非偶然，而是世界體系

的話惰性問題 。

過往有兩種解釋核心/遍陣兩極化機制的理昌衛較為重要: 一

是不等偵交換 (unequaJ exchange ) :另外是實漲單邊轉移

( unilateral 甘ansfers )

不等價交換主要由伊壘努爾 (Emmanuel 1972 ) 鐘山 。 他

的概念不涉及貿易緝的位置﹒而是在貿易兩造閑人力簣，民缺乏流

動性 、 資本高皮流動的前題下﹒雙方和1潤率和生產力即令相闕，

高工資水平的核心個家恰恰因而能夠在商品貿易中獲利﹒從而生

產和鞏固了核心和過陸的不平等關係 。 我們不脊昆在一戲很長的

歷史時間內，不等偵交換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要現象 。 但是

它遠不是唯一和嚴重要的機制 。 當一幢向外輸山體現高工資水平

14 



勞動的商品以搜取低工資商品時﹒只有迫兩種商品的生產和消費

關係互補時﹒才有利可圖 。 如果兩者一旦競爭﹒ f罷工資-1ï往往

反而有利。可見不平價交換遠未能解釋過陸的「戚本優勢J 反而

鞏固了 r過種/該心J 的關係。

且要史上資本主護世界體系另外一個導致不平等的重要機制是

人力和資金的單邊轉移。強遍性的人力轉移最著名的是奴隸和戰

俘;而強遍性的資金貴草原吸納則來自戰爭劫掠和樺取種民地。移

民和資金轉移則是自顧性"的最顯著例子 。 隨著資本主義發展﹒

非強遍性轉移愈發普遍和更具效益 。可是正如不等價交換一樣﹒

歷史上資金的有系統輸山間樣可以達致核心化 。十六世記的荷蘭

和今天的日本書海外佔國民經濟很大比例的投資反而形成和電固

她們的核心地位。相反﹒英國在十七和十人世記、瑞士和瑞典在

十九世紀太規模向外移民亦無揖姐們晉身該心地位。

憊的來說，不等價交換和資本人力單邊轉移確賞有助生成和

鞏固該心/過睡結糟 。 然而它們卻非這種關係的本質特徵。我們

強調核心/遍陸關傢是世界財富不平等分配的起圈，而這兩種現

象本身並不必然能說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結構性不平等。

世界體系的規野草麗華娃們走山種種理論的死胡翩。核心/遍陸

的三分意味世界經濟統一分工肉的積極活動構成一條完整的商品

鏈﹒而每種活動各自分配到的報酬是不平等的 。 古典經濟學，包

括馬克思主義﹒將繪成果依不肉生產惱，實分為勞動報酬(工

資)、 物業報酬 (組金 ) 和投資報酬 (剩餘的「純利湖J )。古

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假設了鈍完全數學，故意忽略商品鍵上的各

種活動中﹒即使是相阿生產閩東之間的回報﹒根本就不平等 。 世

界體系理論認為繪成果並非依據不同的生產閣，數來分配，而貨由

商品鎚 (經濟活動 ) 上不 IriJ環節來決定一一其中每一個環節都

已包含了不|祠的生產閩東 。 如此﹒ r剩餘J 的概念完全無必要﹒

稜們被需設定所有從事經濟活動的大小角色都不會柔順地接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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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為基礎原則﹒而是竭力將鐵事無力"嫁到其他小角身上。話

果﹒商品鏈上的各種經濟活動過於兩級化: 一消從事顯核心活動

的﹒能夠將設事壓力轉嫁山去;另一方從事領過陪活動的說得承

受一切壓力 。 於是從事核心活動者或能吸納λ;部份世界分4的積

累報酬 。至於不l司生產凶素 {工資﹒租金和利湖)內的分配﹒則

是另一碼子的事 。

資本主義的活動一直在變革 。 沒有一種活動必然地屬於類核

心或類過陪活動一一不管是說其產山或技術而言。 掌握和從事

某一種產品或技衛推某個時代是顯核心活動﹒其他的只配是顯過

隊 ( 譯策:十九世紀末的核心活動是鋼鐵和化正棠， 二十世紀前

中葉是汽車業r .中葉以後則是計算機技衛和軍工業)。可是一設

時間後原先的數核心活動又被新的活動取代﹒論為賽買過陸活動，

被擠到過陣地區處﹒讀過障國家滿以為得到這些早已過時的技

街﹒就是 r發展J 起來了。

我們同意熊彼德:這樣的壓力使資本主義要不斷尋求幸福j潤主

導的創新以構成 、 擴閥 、 加深和重組商品鏈 。 創新包括引入新的

生產方法 、 新商品 、 新俠應來，臣 、 新的貿易路線和市局以及新的

組織形式 。 創新必然磁壞舊的經濟體制﹒熊彼德以為創造性毀壞

是資本主義的本質 。 結果投資活動引致失衡和你死我活的競爭 。

由是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和衰退的周期 。 由於生產功

能革命只能斷續山現﹒嘉軒創造成果的山現導致景氣繁榮﹒一旦敬

消耗殆盡後緊接而來的便是衰退 。

熊很德拉時間的向皮上說明和Uì問主導的創新及其效果引致童車

爭的張地﹒導致景氣循環。我們則設定這種競爭一績一買賣的兩織

分佈在空間上，構成資本主護世界體系﹒世界體系賴以運作的，

必須是國家之間從事不平等活動的差異﹒這ïF.是核心/過陸的本

質關《系 。

資本主義企業鮮有從事單一的活動﹒他們一般是「該心/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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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J 活動的組合 。 企業組鐵一芳面要通過創新向其他人跑j曙﹒又

要回應其他活動的j壓力:迴避高競爭的活動 ， 趨驚低競爭的活

動 。 這樣的過程首先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一方界上核心地

位意味必有一方降落過種位置 。 其lX資本主義企業是祟積 (物

品位 、 專家 、 專長和組織 ) 之所﹒其能否改良現在的活動組合﹒多

少有賴於過往的業績 。 因而核心活動必定 日漸集中於一小群企業

的手上 。 有效的競爭武帶就是不斷將應力轉嫁到組織領域以外的

活動去 。 集中從事核心活動的資本我們稱為「核心資本 J ﹒反之

則是 r邊陸資本」。

核心和過陸活動的分野本身並不一定在世界經濟空間上街化

為核心和遍陣地區。 核心資本在核心地區從事活動雖有~接j[j;龐

大和種定市塌的 r收入優勢J ﹒卻又løj時要承受高工資高祖金的

「成本劣勢J 。 如果資本主謹企業的遊般規則就只有兩大化利潤

這一條﹒該心和過陸的地理位置就會變動不居了 。

事質是歷史上其他因素一直在作用 。 資本主義企業間的說爭

跟國家體 (主織管轄純惱)的形成密不可分 。 世界體系理論設

定:一﹒多重的主權獨立留家被整合到世界體系的形成之中:

二 ﹒幾乎既有的商品鍵都是跨國界的 。

有著多重國家主檔範圓的資本主護世界經濟﹒要持續承受生

產功能創新的內在街擊 。 回家機縛力爭上游的能力每受其他國家

左右﹒更加要承受經濟創新的競爭獻力 。 這樣一來﹒也可以設定

國家就如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為了改善自家權力範倒內的「核

心/邊陸J 活動組合﹒要捲入一塌你死我活的零和遊~之中 。

可是國家組織並非兩大化利潤的主事單位 。 它們亦不如資本

主義企業般直接組織和控制主繼範凶內的經濟活動 。 圓家的主要

功能非為積累財富﹒而質是爭取認受的繼力，以能對來自他聞和

人民的挑戰她用不lø]形式的暴力 。一個關家用政治檔令來;撐起經

濟幢令能力的高下﹒正是爭奪請國和人民的認受性和權力的要

17 



景。

可是在資本主羲世界經濟中﹒緒國事奪經濟種令的能力有積

於創新地參與國際分工，而資本主麓企業已日漸成為此中的專業

代理。某國要改善其整體「該心/過陸』活動組成﹒說得吸引和

發展照該心資本的有擴聯蟹。此種能耐是一國政治力量的反

映一一即是令他固和人民服從其命令的程度。另外﹒ 一圓眼核心

資本業已發展起來的有龜鹿聯繁﹒以及其值力範圈內既有的該心組

合優勢﹒都是重要問竅。是以一國現在和將來改善自身「該心/

過陸J 活動組合的能力﹒實績棍其過往的成敗。

顯核心活動和顯違睡活動之間擴大中的回報差距反映在該心

國家有大的能力:一﹒控制所有重要商品鏈中最高回報的部份:

二 ﹒提供顯核心語動所需的基建和販毒聲: 三 ﹒提供有利資本主羲

投愴的政治氣餒。說是說﹒該心國家手撞該心位置的收入優勢，

因而能與其種力範闡內既有的接心資本保持共生關僚，又能吸引

過陸位置的該心資本 。 相對而言﹒過障國家所持的低工資 、 低租

金 r成本優勢J ﹒說不能成功眼該心國家兢學吸引有機資本。所

以如是首先是過睡回家數目龐大 ﹒貶低了持有成本優勢者的討價

能力 。 結果成本優勢最錢也只能依賴核心地區的收入優勢。其改

該心國家..比過障國家有能力在創新上領先一步。過陸地區只有

續續在領過種活動之中打滾。

由是觀之﹒該心/過陸的關保乃是搶奪世界分工成果既引致

的創造和毀軍區永恆狂瀾的系統效果: 一國支配世界分工成果的能

力並非依靠交易綱中的位置﹒而實喝棍乎其處身財富眉紋的高

下。晉身此眉級愈.1:者，自有更大機會保住優勢。所以我們強調

核心 、 半邊悟和過隘的三分 。 因為此中根本是質﹒而非量的簡單

區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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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寡頭財富

由哈洛德(Haπod 1958) 鍵山，並得到希日殊(Hirsh 1976)發

揮的「民主財富/寡頭財富」區分﹒很能說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財富層級的本質。

哈洛德在個體的層面上指也財富可分l\ r民主財富 J 和 「寡

頭財富」兩類﹒兩種財富之間是一道無法逾鍾的鴻羽壇 。 民主財富

指原則上可葡萄個人努力的強度和效率而獲致對資攘的支配纜:

寡頭財富則與個人的努人無關﹒不管付山多少，又如何行之有

效﹒你是，無錢分享 。 其因也有三 :其一是一般所謂的剝削﹒相等

於伊曼努爾的 r不等偵交換 」 概念，但是指人際闊的交換。不可

能所有人支配的服務和產品都體現有超過其平均效率水平的時間

和努力。果真有人能支配多於本身..縛的﹒而又同工同酬的話.

就意味若他/她可以少做一點。另外一種原因說是排拒 。 Jk些資

激無論從相對或絕對意義而言都是稀缺的﹒廣沒使用勢必導致擁

擠。於是有些人使用時﹒必以其他人數排拒為前提﹒方盡全是結著

標價和配額﹒以形成祖金和顯租金 。

因此﹒爭奪寡頭財富根本是無山路的困獸門 。 希日妹一針見，

1阻地指山 : 以為既有人都能獲致寡頭財富純屬幻想 。

每個人都想努力改善其處境 。 可是個別的選擇彼滿足彼﹒其他.i!.

i是同樣需求的人的處境使會改變。一椅運作﹒每個人以行動表述

此類的會求﹒結果每個人將要面對更為嚴峻的討價還價﹒因見這

種行徑加起來並不相應改善所有人的處境 。 此中是 「相加」 的問

題 。 人人都要爭取改善經濟的機會﹒並不會，島所有人帶來肉等的

機會 。 每個人都有可能速致的﹒就不能所有人同時進址。(Hirsh

197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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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個家之間接連收入的競爭也太致如此﹒西方所享有

的.iE額近寡頭財富。它的經驗不能普遍化，因為它是以世界大

部份人口被剝削和排拒為基礎的 。 剝削過程指處身財富層級下位

的留家在世界分工中得到的邊際回報宮廣大部份的利潤落入上層國

家手中﹒而陷入絕對或相對的貧困。同樣重要的是啡拒過程。上

層眉家享有的寡頭財富使其統治者和人民能夠掛拒下層間家的人

民享用稀缺或擁擠的資源(最重要的是新的技衛和產品)。 兩種

償命j各自不向﹒卻互為補足 。

半邊陸的發展幻象

那麼，最有資格「發展」起來的半邊陸國家又如何呢?所謂

的半邊陸國家的該心/過種活動組合處於夾縫之中 。 姐們分別以

收入優勢和戚本優勢來抗拒過僵化。是以半邊陸的國家組織比駭

心和過種更熱衷於椎動經濟發展 。 在二十個半邊陸有機成員中﹒

除香港 、 哥斯違黎加 、 愛爾蘭 、 南非和以色列外﹒其餘金屬獨裁

政權﹒後兩者則在間家3實施種族隔離 。 此等政權為了吸引有機資

本﹒對內賞行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對外讀梅蛤演世界資本祟讀過

程的侍從角色﹒藉此撞得硬貨幣收入﹒以維持和延續圍內特繼階

級的利益 。

半邊幢間這定要在激烈的相互排抱中掙扎求有C .在世界分正中

謀求一相對安身之所﹒就得一方面避免被帶拒﹒又!司時緝犯他

國﹒方浩包括:

一 在已經或有可能碰得優勢的經濟活動中保持精專:

二 積攜參與不等價交換，以本國體現低工資1.K平勞動的兩品換

取核心固體現高工資永平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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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徹底韓拒遍障國家，使之無怯參與精專活動獲取1 。

此外還有反剝削策略，即是從資本主義世界分工主軸之外創造儘

量自主的分工 。 要成功說得:

一
一

一
一
一

不顧相對優勢 ， 參與廣泣經濟活動:

拒絕與核心間不等偵換:和

與過陸國不等領交換 。

然而運用這兩種策略最多只能避免淪為過陸﹒卻鮮能否身核

心 。 反就妹拒而又辦控他人只配當核心的附庸;反抗剝削而又剝

削他人者自絕於最富裕的市場和創新泉源 。 固然﹒極少數昇級的

例外是發展主義者所樂遁的﹒他們沒說山的是:半邊陸固和邊障

國的掙扎正長遠地鞏固了世界鐘濟的層級結構 。

現在我們可以再回顧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經驗」 。六十年代

末和七十年代初，該心位置擴張的資本開始回報下降。工資和原

材料 (尤其是石油危險時)上升導致成本膨脹，生產擴張的利潤

率下降。其時資本主羲擴張有兩個方向 。 一旁面繼續在相對不受

影響的邊緣地區擴張生產。另外論是轉向金融投機。七十年代二

者相輔相成﹒大量資金和資源流向低中岐入國家 。

另外七十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境內擴張生產﹒不曉

得此乃議員難取卵，說低利潤率 。 政府政策更進一步驅使資金外

流 。 於是低中收入國家嘗到歷來唯一改經濟得益﹒眼看差HI!續快

要小了 。 來自核心資本機構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投資信貸好像毫

無限制，大量合資和其他形式生產設施輔助看起來真足以大展拳

腳 。 即使共產國家亦蒙恩澤﹒跟世界資本流通掛鉤﹒承擔最重的

財政責任，埋下了今天共產政體覆亡的引線。

瞥得一點甜頭 ， 低中皈入國家深化發展 。 好景自然不常﹒競

21 



逐導致閱際投入收緊﹒過量產山又使爾品貶值。結果﹒除了少數

周家和其中小數人民獲利外﹒其他悔不償失。其後八十年代核心

國金融膨脹﹒資金回流﹒完全推銷了生產擴張 。信貸日漸收緊﹒

最後只好章，渡資產和蜍出將來的收入。

此外﹒核心資本的投機傾向和該心政府政策之間分歧亦因而

消寓 。 核心資本愈流向低中收入國家﹒核心圓政府愈明白要資本

在境內擴張生產反而只會導致全球普通 r發展』﹒最掌聲威脅財富

層級的種定﹒而該心資本日益，轉化成低中收入國家言，渡過來的資

產和收入﹒車拉愈發依賴核心政府的保護﹒第二~石油危機和墨西

哥債務危機期間﹒列根一戴車前主義上台﹒該心政府讀資本纖槽

自由投續﹒甚至連自己的資產也待價而泊。以美國為首的霸續放

棄了普世發展的信僚﹒只象小國能有力承擔債務 。 核心政府則保

讀核心資本﹒監察低中收入圖。

塵埃落定﹒結帳後﹒半邊健三十年的擠學敏人0至八三年間

的回落綠銷得一乾二淨。何說半邊陸和通陸國(包括共產陣營 )

一般都不會將不顧一切「發展J 而妄顯的人民生活質黨和自然資

激重大耗損算入販肉。彷彿在 r蠻展」的大雞下﹒ 一切都是理研

當然的!

世界歷史視野中的共產主義失敗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統治芳式多方面都失敗了，但它的主要失

敗還有經濟上。共產主義政檔執政之初將財富民主化，確立認受

性﹒隨後即致力發展。然而大規模工業化制造大批織市無產階級

鵬大需求難以滿足﹒日益高趣的政治又只能靠承諾將來的經濟成

果來合理化。尤其是當共產政檔揭育要追趕上該心國家﹒更是作

繭自因。她們不曉得世界財富周飯不是個別發展的問題 。 當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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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共產國家一個一個投入國際債務網中﹒以後更是一籌莫

展。既然沒有一個共產政愴的前身是核心回﹒我們最多只能將社

會主義的發展成敗蝦半邊陸國經驗相比 。 雖然統計數據並不完

全﹒通過比較(詳參考: Arrighi 1991:22-30) ·我們可以說:共

產圓家四十多年的努力並沒有特別改善勉們在世界財富層級的位

置﹒無論是中央計劃經濟﹒還是從世界資本流通脫鉤(de-link)

山來﹒都不足以違致敬續當初的許諾 。 當然﹒號們也完全沒有理

由相信要是這些國家沒有走上社會主羲﹒說能一個個都發展起

來 。{無可質疑，社會主義政擋在改善間內低下階層人民生活方

面﹒比對半邊峰和過陸的絕對貧富懸妹之下﹒確是一項成就 。)

相反﹒兩種經驗清楚表明﹒任何形式的發展主義﹒要有世界資本

主義財富層級深淵中學爬﹒都是徒勞無功的。

'轎車尋哲學與世界資本主羲危機

無l荷多吉 ﹒資本對列根一戴卓爾主義的「聶哥政J 反應熱烈:

而南方跟東芳關家則無緣問潭 。 西方人民{起喝富裕階層) ﹒說

偉人十年前的歐洲布爾喬亞一樣享有黃金盛世。可是迷醉在南吹

盛世的人們川機不知道繁榮的拼湧﹒並非因為解決了累積危機﹒

而是學把危機轉嫁山去。運早，危機將反彈回來 。

無論七 、八十年代以來第三世界興起的草根性人民抗學運

動 、 日益蓬勃的伊斯蘭原教肯主義﹒以及黨聯東歐共產政幢垮

台 、 被斯灣戰爭﹒都可以混為蠻展主羲失敗后斤引發的資本主羲世

界體系內在危機的表徵 。

如果世界財富層級根本結悄沒有改變﹒即使熬過危機﹒並不

意味美麗新世界的來臨。可以預期﹒更多的半邊睡和過隊會步向

圈內的財富獨裁。這穗寡頭財富不再是~~政治獨裁支撐﹒而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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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緒如企業家才智 、 宗教 、 積脹和膚色等憲議型態。既然半邊

隘的民主財富橫豎不夠一寡頭財富才是主混一就喜慶人們相信貧富

懸殊是理所當然的罷!它並非.於世界體系的根本錯構性因景 。

章，之﹒慰安於發展主義的幻象﹒相信目前最好的只能如此﹒而且

具有一日又會好起來。於是一切安於現狀好了。

陶尼(Tawney 1961) 為我們描述過這樣的哲學:

也許﹒軍車明的耕持會安於它們的現狀。因為它們會想 : 偉管大多

數輛抖到死，時仍不過是端科﹒但其中的少數拿這兒，有一天會甩掉

尾，已﹒很閉嘴 、 鼓起JJI.﹒織珊地，蹺，往乾地﹒並回頭向舊日的同伴

發表演說﹒宣揚 r才智之稱抖必成垃J 論。這種對社會的看法﹒

大概可被科為輔科哲學，因為這看法為社會罪惡辯護﹒說，例外的

個人能夠逃避厄運 。... ...這種態皮意味著一種怎樣的人生視啊!

紡佛﹒夭才嚼起的機會，可以祇消從一開始便不公平的社會 : 彷

佛﹒大部份人抵能以野蠻手段逮到文明﹒而且這處境是自然的 、

妥當的﹒並且還會永遠持續下去的 。 彷佛﹒人類潛能最崇高的用

處﹒就是不為同伴的沉溺所動，企力掙扎主岸!

費展主義﹒也不過是，興盒帶哲學的全球版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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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一: 1975品學桐樹於1鉛8-50的團軍位置(如旬hi G. 1986:43) 

1938-50之位置

核，心 PC 半過屢 pp 過種 1ωt.. 1 

2，三學2 

( . ) 11 ‘ 3 1日 (+7) 
( b ) 13.1 2.b 5.6 
(c) 10. 4 1. 8 也.) 16. !>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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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S 0.3 2.7 .... 

F ‘ 
( c ) 0.1 。 . 5 ) . 5 已 .1 4φ2. ‘ 3 

CJ) - 盟 (~ ) E ‘ 27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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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國家數目; (b) 1950 人口%; (c) 1970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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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主噩噩擅長蠢國

發展主義危機世界體系的開出

一一試論「蘇式大疫J 的全球性涵意

丘延亮

摘要

在當前 r既存社會主義體制」崩憊的近殼前﹒ r世界體系J

的言說日愈憑焦於 r危機.J (crises)和 r統燭失能.J (systemic 

failure)的討論 。 針對道個對詰﹒本文首先自覺到中圓百年來

，. ~全面危機/全面解決/全面人禍J 的死胡同:反省7七十年代西

方的「布爾喬亞J 危機諸論的急功近利:也回顧了 「非。在國家主

羲 .J ( non叫ate-Îst ) 對危機進行認知的史底進程 。

在此判和再恩的認鐵基礎上﹒作者掏出 . ，.世界體系 」 告會者

倘欲自圓其說﹒ 必須對這個 r世界體系」 的 r資本主義生產J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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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加以全新的理解;認纖~1逍「世界體系」 實為:進行資本主義

生產的「核心諸國 J 將其勞動人口生產費用及自然生態再生成

本、向全球其他地區進行外化及轉嫁的 r體系 J .在道個意羲

上 ﹒也就是各強勢民族國家將內部危機 r全球化J 的以鄉為盒里之

地緣政治實蝕。

復次 、 作者進一步論証迫個 r危機世界體系J 的「生產主

義J 動囡及 r發展主義」性質。在O'Connor處理資本主義國家

機器財政先生機的「三部類論J : Polanyi 的 「勞動力與資源假化

論J 的基礎上﹒說明了馬克思主羲 「剩餘價值說」在認譏「外化

的政治經濟學J (politic到 cconomy of 屯xtcmaJi;，.a tion")上的限

制。復對韋伯 r援式會計』及 r有限責任公司 J 作為資本主義促

生動茵的論旨進行新的理解 。 文章突顯了近代資本積累自困家機

器從事專授 、 維繁重壟斷性利益益的法惰性質;進而說明了「財富J

及其再生產之作為 r不對稱權力闕係」的成因與結果﹒及其惡性

循環。

在適個論旨上 、 作者以雪汶斯基的 rt廣餅充基 J 及布達佩斯

學派的 r控需而治J 兩套機制，分別說明了 r現存資本主碧藍體

制J 與 r既存社會主護體制J 兩種政體中的藉發展主義國存或苟

活的政治動理學。

認鑽到這兩套動理在現實政治運用上的相互滲透與混合運用

性質;作者以四個具體政槽為例﹒進一步檢討了四個混合典型:

也指出了它們「飲總止渴J 的困境 。 透過對上述諭旨的構聯﹒本

文自設的有限度目標在於說明道樣的一個看法:

r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危機基本上源自於遺些國家機器

的發展主義實踐。而道個發展主義的盲動迄今已成為世界體系全

球危機的主要內容 。聶華式大疫的演發是發展主義在世界體系次系

統的東歐進行強勢推行的必然結果。由於迫個次系統的「既存社

會主義體制J 性質﹒它首先屆篩 (系統範圍內)其壟斷部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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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器部類諸成本及費用內化無處 、 外化無門的困局 (它們的競

爭部類實際上早已不復存在) 0 連個國局的潰發 、 這次系統的破

產，則可說是發展主羲危機世界體系化的闖出﹒也是這個危機全

球一體化的表現 。 J

棋子

「世界體系」的歷史考察進向(world system approach) .在

第一狀全球石油危微聲中，跑了華倫斯坦 《 現代世界體系第一

卷 : 資本主養農業及十六世記歐洲人世界經濟之激起 》

(Wallerstein 1974)一讀書的山服登竭。它獨樹一織的概念構成與芳

法 、 迅速的引發了多方面的過響:在為西方學衛世界關系宰制下

的地區和自家純國肉 、 其人文及社會學科的諮對話中 . r世界體

系」 一辦成為各種事俏的常數 、 其論旨成為必備的對應 、 反應的

對象 。 責問者如是 、反對者尤然 。

這嵩山服十八年以來，全球性政經濟危機日過多樣化﹒也日

愈頻密 。 世界體系的面自己今非夕比 。 由於存在為意識提~t了~

材輿刺激﹒新的存在遂迫使新的意識構成守主解構中重構一一消

化新景材 、 回應新刺激﹒ 一個與現貨進行對話的留知即不得不向

變動不居的世局開放。華氏原先景深大、壓縮索 、 顯得欠動的歷

史回你﹒在隨史程泣移的操作中 、 也生動，實跑起來:其諭宵也日

漸精劍(sophisticated) 。

在九一年也版的《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 : 改變中世界體系論

說 》 的山版序中﹒華氏觀察到:時至今日 、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渡

動日繁 、 振過日烈﹒愈益難於回復均衡;反而導致更大的起落

J'f-至於產生分校、臻於突變 。 畫真實之，世界體系走向的軌跡不再

是細小周期典禮向的積疊: 一改過往無定向法動只引致走向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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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變化﹒而今 、 些徽的上下即可產生大變。 r世界體系將不再能

追求不斷的資本積累…吾人似己很遠真正的無常之績。he true 

realm of uncertainty) 0 .J (Wallerstein 1991a p.14) 

歷史在將來或許會証明華氏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十年悶。屆之

際提山的警告 、 並非危吉章是聽 。 五十年代後成長的一代也許可以

親眼目亮，美式天下大治(Pax Americana)一步步走向美式天下大

疫(Pox Americana)的每一個步，雖及轉折 。然而，八十年代末東

歐的變局﹒有今天經已明証 :草案式天下大治(pax Sovieta)一一在

與資本世界體系指抗與 r共存J 返半世記後一一潰發為 r輩革式

天下大疫.J (pox sovieta) 的事賞。我們固然無情於王天下者

(hegemonizer)之失勢﹒不兔為受其事制芸芸竅生的隨之間歸於

靈而叫屑 、 不平 。 魚肉何事﹒宰割之餘仍不免於嫁摘!

然而﹒東歐範圈肉 r既有﹒社會主義體制」經歷的「蘇式大

疫」 ﹒難道只是東歐百姓的厄運?難道只是草案維埃系統的失敗

嗎?在身處「美式大治J 中心的華氏驚魔於好景不再，大疫將臨

之際:我們迫些曝體於那 r大治 J 周邊的 rlX 邊緣J

(semiperiphery) 、「邊緣.J (periphery)百姓:難道只能跑了追另

個王天下者一一及其從者或食客們一一的調子一回兒幸災樂

渦﹒一回兒頓首稱慶嗎?

如果我們譏諷東歐百姓，數十年混混厄厄﹒不知大捕之將至

( 從我們的局外/事後之明) :難道我們自己的處境和他們有太

大的不同嗎?

如果我們惋惜他們的覺知太遷，無暇自拔 。 難道我們又真有

太多的時間﹒無需居安思危?又有天火的能樹，隨時可以自拔於

泥掉嗎?

在 r現有﹒資本主義體制 J 一旦開山而為「美式大疫」之時，

吾人因無惜於王天下者之失勢;但你我可免乎一併倍努 ? 拂手以

謝擔摘之積1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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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畢竟﹒答案不是現成的:畢竟，問題是尤其不能不問了!

東歐之鱷﹒到底是個甚麼災禍?

董事式之疫﹒究竟是怎樣的疚癮 ?

袁世界體系之中﹒那些都是「他們~.J ﹒只是 r他們的 J

如果不是﹒或不只是: rft們 J ﹒今日身處 r美式大治」邊

緣的事毫們又如何呢?

本文說是想在這方面作些少思考。

1 危續與危續對話的函數槍器植街~周:一個自覺興奮告

危機，和對危慎的回家被糟主羲宮龍(state-ist naπative)在

中國泣代史上從來不是這時僻的。泣百年來，中國範圈肉的各式政

權和準歧繼無不開動他們各自的一言堂機器、異口鬧聲 、 疚呼

「中國」面臨的「全面危機J 。時至今日﹒愈來愈多人們開蛤明

白其邏輯與作用:

中國面臨的 r全面是，被J 必須「企曲解決 」 →要「企面解

決」必須要「企面掌控J →要「全面韋拉J 必須要「企面控

制」 →要「全面控制J 必須要「企面奪糟J →要「全面奪

權」梳，要 r全面代理」 →要「企面代理 J 就要「全面纖械J

由「我黨」緻企圖老首位的械﹒組他們物質上的﹒尤其是思想土

的誠 。

原來如此﹒奪繼者和費檔者們自己的認受住危機

(legitimation crises)一變而化為全體人民的全面生存危機 、 國家

民放的「全面 J 存亡危機!

因觀jfi:百年中間政局的轉訢﹒不難明白 : 各式奪繼者和喪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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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身的危機及其掙扎繼門﹒恰恰是促生中國內外存亡危機的主

要因素﹒紹對不是甚麼解決之道 。 在這種以暴易暴，捨我其誰的

奪繼主義高燒﹒唯國家主義加翻身主義的迷夢中:中間教糾續在

「全面危機J • 「全面解決J • 「全面奪檔」 • 「全面獨

裁」 → 「全面人渦J (total fias∞)的死胡鬧中;任 r英明領

袖 J 和「民族教星 J 們兀自嘶般: 惡性循環 、 換汲取生 、 精延子

孫;這些 ，都還不夠久嗎?

職是之故，介入或面對危機繭的對話時﹒我們畢竟不能不先

弄消楚:

誰在說甚麼地方的甚麼人的危機 ?

誰在對誰說﹒ 又為誰而說 ?

誰為甚麼要說﹒對甚麼樣特定的聽思說 ? 說了又要幹甚麼 ?

除了說者 、 聽者的關保及其嘻地j益的問題﹒既說的危機是甚麼

樣的危鐵 、 它不同層紋的性質及結槽﹒更是不能不間的問題一一

不要忘了﹒混同糾結 、 一干子打鍾的償援及其遺習，恰是吾人獨

立 、 消晰思考的主要敝人 。 要治這個病必須學會一步步進行( 包

括對自我的 ) 分析與解構 。

2 七+年代的 r布爾喬豆a 危續對話

第二故世界戰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美蘇兩霸分別棕它們

軍 、 政的勢力範圈肉進行經濟 、 社會與文化的 「統攝強維J

(systemic d討ve) : 對外則在一定的冷戰上共有， . 一定的共存上冷

戰 。 回顧歷史﹒它們可說是所獲相當;也向樣的在j頓境中桂顧日

積月 2真的肉外問題 。

七十年代起 ﹒ 兩個集間都開蛤固窮匕見 。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

系的核心圓﹒傳統工業部類的活力衰竭﹒平均利潤率及工業和j潮

在國民總收入的比率一併下降:平均失業率及通脹率則上昇﹒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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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stagf1ation)長期徘邁不去。在黨聯主控的東歐政經共同體

中﹒﹒生產力減低﹒成長停滯(O'Connor 1984 p.l) 。七十年代白

頭至尾﹒ r危機J 的討論成為重要的論題 : 從知識分子 、 新聞傳

捕 、 擴及西歐各國的政壇。人人皆知﹒生活指數下降， r永恆 J

的經濟膨脹不再:前景尤其不明 。

有人怪罪導致「石油危機J 的石油輸也國組織(OPEC) :有

人直斥的大政府小事功;更有各式的新興閹體分別強調生態破

車恆 、 盲目高科技 、 消費主義....以至於道德敗壞等現數與 r危被J

的種種構聯(articulation) 0 ( Amin et.al. 1982 p.7-8 )。

60年代中「爆發J 山來關於 r危機」的文獻多曾在於為「危

機J 定義﹒並指山其瘋候。

經濟學家指山:通脹 、 失業 、 政府赤字膨脹 、 高剎車 、 高能

跟成本及生產不足 、 「無煙工業J 的衰敗 、 國家教何監控制貨幣失

靈 、 國際貨幣失衡 、 第三世界債台商集和國際信貸跨台的威脅。

政治學家指山危機諒自於:政治領袖的失敗 、 危機處置制度

的不健全 、 r民主過皮」及「民不受治J 、 政黨體制無能於嬴導

及控制社會衛突﹒加止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危險斷層 。

社會學家們發現新的不斷增長的財富不均 、 行草莓規範結構中

的斷裂 、 向傳統繼成的挑戰 、 動機與讀悟性的 r逆差 J 、 r社會

控制不足 J '加上車子化的個人主義之再現。

心理學家則日益警覺到 r家庭的危纖J ﹒尤其是離姆、家庭

中暴力 、 虐待兒童﹒及暴力色情 、 吸毒 、 吃藥丸 、 犯罪等等社會

頹廢的徵兆。

這些傳統的扯會科學分科的專業者﹒大多產生了對西方「進

步 J 理念本身的危機感;其中不少認為這個「危被J 恰恰是當代

世界普遍危機的緣敏和錯果。例外的只有少數O'Connor 稱之為

r職業啦啦隊 J 者如Herman Kahn (Kahn , 1982)之流﹒ 一意地

鼓吹未來的經濟繁榮及政治 、 社會發展(O'Connor 1987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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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然而﹒出於學院社會研究分科的僚條塊塊限制.這些「布爾

喬亞J 危機論者無力於建構他們的「統一海理論J 。 其錯呆:社

會學及政治學部份或全部蔣經濟走向來說明扯會動機低落﹒政治

冷惑和政治危機:經濟學家則以經濟動被輿積續性的 r政治

化」﹒部份或全部的解釋他們的經濟危機趨向 。一邊的自變項成

了另一邊的共費項﹒反之亦然!各自以人家的設定規以為 「當

然.J ·當之為「事實J 。 經濟 、 社會 、 國家機帶逐敏被為各投其

「運動規律 J 兀自運"的分別領域 : 燒了一個圓圓 、回過頭來 、

這些「扯會科學J 在認織上再生產了資本主羲經濟 、 社會生活 、

與政治的不相關聯表像 。 (O'Connor 1987 p .47-48) 

閉眼是之故，這一類的 r布爾喬亞」危機理論不免是﹒圓際大資

本面對前景而恐慌的空洞過嚮:它們終究不兔呼叫回歸 「進步」

與「繁榮J 的過去:當下現賞不敬很為進行中的歷史﹒而歷史反

被當作是定於一萬擎的東西 。 它們苦口婆心﹒急功逅利:勸人工

作 、 存錢 、 借債 、 消費:既要留在家中享受天倫﹒又要山門委身

為服務行業的充員; 一邊無批判的接受新的國際經濟和國際分

工﹒一遍又得 r重建」霸業:在保衛國家機諸種種介入的何時﹒

也不忘記「國家安全」和國家強加於己的 r秩序」之必要性 。

終歸一句話﹒ f布爾喬亞J 危機諸理論終究自我成就為晚期

資本主義中心問題的構成部份﹒而不是它們的解決之道 。

後一句話說﹒七十年代以來的西方危機是全球資本積累及其

危機的一個部份:既是新國際分工﹒新國際經濟的錯果也是它的

原因。以美國為例﹒ r勞工紀律差 J 、 r高工資J 、 r福利主

義J 、 r利潤逆差 J 將美國資本「推 J 向廉價勞工地區和「新興

工業關家 J 。另一方面，新的通訊 、 交通工具及生產流程使得

「第三世界J 的廉價勞工供應量大增:它們將獎圓的資本 r ttL.J 

到了這些利潤的源泉 。 美國本身一則「非工業化J · 二則敏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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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跨閣資本向外尋求新的國際政 、 經合作形式。這個過程，加劇

了「國家機稽的財政危棧J ﹒卒至於「積累危機」 一實不可收

拾 。

3 司長 r唯國家機艙主...危機結論的認知進程

以Samir Amin , Andre Gunder Frank,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Giovanni Arrighi為例﹒他們共同在82年文集《全

球危機的動勢 ) (郎'namic o{ Global Crisis)一讀書序中明白排拒散

亂 、 片面的危被觀。他們認為完整連貫的對危機進行解釋是可能

的﹒理由如下:

1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十六世紀末即存在.~西歐進行不斷的

資本積累。世界各地，直接生產的剩餘價值之為世界資產階級所據

有﹒除自市場盤和l外 、 更涉及了不等價交換和邊緣區成向教心匪

淺的 "J餘轉移。

2 吾人必須將各個 r國家」放在世界經濟的分工理脈中始可對

之加以理解;同時須將「經濟」 、 r政治J 、 r社會J 等國于這

響起來分析 。

3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挂歷迫的集團的反抗日增，紋，攝面臨前

所未有的挑戰 。 然而﹒儘管i企緯國家及工人階姐的政治力量室前

壯大﹒社會主義運動危積重重 。

4 美式五天下(United States hegemony)在客觀情勢下無可撓，由

的農竭 。

5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力量的門爭不能化的為美蘇之爭 。 對危

機的分析也不能只注重核心圈，因為危機已是全球性的了﹒

(Amin et. a 1., 1982,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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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遺樣的語織基嘴上，聶哥一輪的危機對話從「新正統馬克斯

主義J (Neo-orthodox Marxis的向 r新馬克斯主羲J (Neo

Marxists) ，以至於 r後馬克斯主羲.J (Post-Marxists)展開 。 當犧

臼市喝競爭/市海理論;生產關係/價值理論 : 社會關係及其理

諧，擴及個人人格開係及社會心理學等理詣 。 換言之六十年代末

的社會 、 經濟危被刺激了馬克思理論的復甦:新的馬克思主義對

話的討論涉及衰退、通脹、失業 、 貧困 、 以反其他積極危機的徵

像 。 其泊者在於藉對經濟危機的解釋 、 E氫化工人運動及社會運

動 、 文蟹左翼的政治與意載型態就事。他們意識到當下的危機不

再是孤立的某一資本主義回家的危機﹒而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

全球性的危機 。 再者﹒種種新過向 :如國際價踴危鐵(debt crisis 

見 Rayer， Cheryl 1974; Roddick, Jackie 1988) :資本生產國際

化;金融及哩，府資本的發展:資本積嵐過程中國家官僚的新角色

一一涉及資本軍情(capital restructuring) ，老重工業的翻新，國

際化及軍事化生產高科技之發展﹒等等一一使傳統概念的「經

濟危機」意義鑫失 。

批判理論者(訂itical theorists)和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羲者論証

了資本積累過程中涉及的種種文化與社會過程﹒其錯果是造成

「社會工喝J (ωcial factory) 及由其促生的新祉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 :社會抗爭不再能以「資本發展的邏輯J 加以

理解 。 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特性除了控制生產結構外﹒更深入到消

費服務及社會關係等等的領織(Castells 1983) 。

復吹﹒國家機報與資本 、 政治與市竭運作之間的相互海透，

值得 「當代資本主義J 的經濟危機必須從政治過程及其動理方面

加以理解:包拓國家機稽的財政危機以及國家政慎的認受住危機

(Iegitimation crisis of the state; Habermas 1975) 0 ~真言之 ﹒危機

的世界性認織﹒從經濟跨向政治﹒由市場接上國家機器雪:也自生

產領城遁入了社會全體再生產的竭績。位會生活的指領域和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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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成為搞社會運動具體統爭的著力面興趣按喝:在這閑時，也

成為統治檀力意欲加以規約 、 經理及克服的檔力死角﹒

在適個認知的方向上Offe在他 r危機處理衡的危機:一個政

治危機論的諸因子J 一文的結語中寫道. r政治危機論從政治體

系之無能於防止或補救經濟危機追一事實來解釋危機。簡單說﹒

其所以無能為力:海自於國家政策的自我矛盾特性一一它既要

處理弘有生產所產生的社會失能效應，國家政策又不容干涉私有

生產的根本前題.. ...J (Offe 1985. p.35-6句 。

作為一個新馬克思主義危機論者﹒ 0能很清楚這個左翼對晚

期資本主社會構造的批評 、 和新保守主義就國家與社會而發的

「治理不了 J (ungovernability)論之間是存在了一些結槽近似性

基於一個醫生/病憊的隙喻闊係﹒新保守派的危機診斷是雙

刃的:既是社會一般對國家種力及其期待的越戰;也是國家駕獻

力的有限之表現 。 針對適診斷的兩個部份﹒藥方也是相對的 、 矛

盾的 。

第一個辦法是減少政治體系負載的責任 、 期待和自許﹒其口

訣是 r也營化J (privatization)和「放ff:.J (dc regulation) :雷根

經濟(Rωganomics)和柴契爾主羲(Thatchcrism)的意誠型態及政

策是這種病理學及隨床街的詮腳。

第二種療法是行政治療一一改善政府部門的操作能力 。 迫

個辦法的接用者多為社會民主黨及工黨主宰的政府﹒組瑞典的

r經濟及勞工政策」﹒奧地利的 r社會合夥人...J (social 

panncrship) 、 德國的 r具體行動J (concretc action) ﹒以致於英

國保守及工黨都用的「國家經濟發展會擴.J (National Economic 

Dcvclopmcnt Council).. . .等 r社會契約」 的辦法﹒俾加強國家機

器的有效控制 。

花樣儘管多新保守派的東方目的不外乎旨於防止對「治理不

了 J 這個事實進行政治解決或加以正面討論;他們雖然假裝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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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問題﹒然而其一味強調傳統道德和減少訴求﹒恰恰是迴避

而不是解決問題。 0仇引Gramsci的話作結論道. r危機在於舊

的將亡而新的未生﹒在迫其實中種種病徵齊現。 J (0役. 198雪.p.

84) 。

以美國為例 ﹒七十年代末二次石油危機的餘悸中，雷根登

台:他一手拿來新自由主羲(neo-liberal)的意理和經濟政策﹒另

一手又鐘住新保守主義的意犧型態和社會政策:兩者如油滲水:

形成不穩定的混合。為了維持這個池水不溶的混合﹒雷根一派借

助了新個人主護與新帝國主羲做為神妙的意識型態結合劑

(Q'Connor. 1984, p.231-239) 。然而﹒雷根年代中種種價值與經濟

現實的差矩﹒使得左 、 中、右的知識份子皆意撿到積累危險日

軍;他們開始覺得必須找出組鐵生產與社會關係的新方法﹒必須

著手找出經濟與社會重建的不同方案 。

右派的方案是「國家一集獨主義 J (statism-corporatism) : 

促進經濟效率﹒重整工業﹒減低平均消費的價值含量，和增加剝

削率 。 在微觀的層面建立「生產組J 、「品質圈」及樹立 r集關

文化J: 終極致於由各級專槽政府進行經濟規，悶 。

左派的辦法是 r.本地/人民主羲 J (locaJism/populism) 。這是

各式各樣的地方性的社會、經濟 、 政治創制 。 它們可說是福利國

家利益代表體系衰敗 、 個人主羲生活方式之不濟 、 r新社會運

動J 出現以及積累危機之持續所產生的結果。這些包括分散獨

立 、 地區性 、 和非政黨性的城市運動團體;各種單激題組織;各

種尋求共同綱領的地區團體全國網絡....等等組織形態。其中更有

種種社區互助組織:生產 r有益生態J 及「非性別主義 J 商品的

小生意:地下經濟服務行業:另類能源的銷售推廣:員工階層就

r知的種力」成立的結社....等等，不一而足。

這兩個方案可說是針鋒相對的 。

「國家一集團主義J 預設一個主動卻不民主的政府 、 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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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少數 r精英J 做決饋﹒大娘則集體負責決定的執行，透過的

是令國家與社會分野變得含混的方式。

r本地/人民主義J 則預設一個主動而民主的政府，自下而

上由大販做決策 、 各個個人負責實施決定:透過的則是令國家與

社會分野更加清晰的方式。

也就是說﹒上述兩者悶在開於國家的構造與意義 、計劉和執

行的過程 、 行政分工等等方面都存在了嚴重的矛盾和抗爭。

( O 'Connor 1984, p .248) 

O'Connor'指出:

續給的說﹒述兩組經濟 、 社會 、 政治重新橋邊的模式可說蹺，

是在意鐵型態上又是在實踐土是相對的 。 r 國家一集團模式 J 彼

得社會分工更加模糊 :r人民模式J 使社會分五史加透明。「國

家一集團模式」 令體力和智力滑動 、 翅，知和執行﹒其闊的分離愈

甚;「人民模式J ~IJ掌握社會分五而聯瞥了體力和腦力的勞動 。

前者將個人在更高的社會神秘化層次神聖化;從者將個人回復人

身 、 人形 。 前者扭，個人當作只是角色和範啥﹒創造是多夢是:種

者使ÁÁt~相仿各自在道德 、 社會和想像中追求和實踐的自我 。

前者使得各地方的運動增加了它們放主張集權解決者操縱的危

險;後才使得地方運動增加超越其 「都市保留屋」乳 rp_文化貧

民窟」條件(Castell語)的機會 。 前老使得國家社會主義者和無政

府主義者問老掉牙的學論會生不是;. ~造者通止了這些爭議﹒述，早

了反官僚者 、 反國家沙文主義才和社區大眾闊的共同關懷 。 前者

產生個人自去發展的虛妄影像 。 從..a.，個人發展:11)這真正的機

會:用通過社會 、 典社會一間的方式﹒而不是超越成反對社會的

方式 。 前看使社區自助自身成了目的，成為危機和自律意理的穢，

墊 : 殺者"IJ今社區自助有望成為發展社會個人性的一個過程乳一

種方式 。 (O'Connor 1984, 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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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問派如Fred Hirsch 開蛤討商會「成長的種種社會限制」

(social Iimits to Growth) ;他把Haπod的一組對立概念 r民主財

富 J (democratic wealth)和「寡頭財富 J (oligarchic wea1th)進一

步發揮﹒指山追求後者的憐他性及其對人們追求的者昕產生的本

可補救的偈害 。 將這個概念擴大到民旅間家的純團﹒納入了世界

體系的運作分析: Arrighi在自 一九八五年來的一系列論文中進

一步進行了世界體系中「半邊緣」地區性質和運作的分析 。 他成

功的在跨時及宏觀的關照對比下﹒描繪了世界財富分配的零和格

局去長期不變:反覆鼓錯了第三世界以至於東西陣營各新興工業

國度(NICs)掌備階層及專業人士的 r發展主義論者的幻象.J (the 

deveJopmentalist iII usion) 。

在危機論者世界體系化的向時﹒世界體系論者也一步步的將

他們的對話眾焦到是8個危機及其反動的討論 。

在這個運動中﹒作為統攝性理位(systemic theorization)之典

型之一的世界體系論者，終不可避免的投入一一針對資本主義

生產樣式在政 、 鐘 、 文 、 社各方面的統攝強維(systemic drive) 

一一反統織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s) 之種種的討論 。

Arrighi. Hopkins 和Wallersteinil!為有組鐵的反統攝運動是針對

資本主義統攝而進行抗爭的產物﹒它可分為兩型: 一八四八蠶~ • 

以奪取國家政備為中心任務 (其賞以今日的理論水平觀之，應較

正確的稱之為「不同統攝運動.J other-systemic movement ﹒要在

於其運作的統攝型態systemic styte和 r取而代之 J 的過輯與戀

向 : 華氏對這個詞曲宵﹒亦表示有條件的同意 ) ;以及一九六人

型﹒為多聲道 、 多樣偉 、 多層面的反宰制運動:反官僚的 、 建立

扯會主體性的運作 、 以及新的分散性社會運動 。

雖然在概念上存在了草種混淆﹒ 上述三位在其 r反統厲運

動J (Anti句'stemic Movemems 1989)一種事的末章卻明確的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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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型運動的作品今後社會進步力量求變更新的大預演(great

rehearsal)之性質。這些運動之所以其於老在深的陳說﹒恰在於

他們不妥協的向「蟄廳主. J (developmentalism ) 和「生產

主截 J ( productionism) 提出質疑 :在於他們挑戰 「自由主義

一保守主養一社會主羲J 的唯國家主養思考:楊棄所有的舊式

「反 J 統攝運動。它們尋求將國家機糖削減成為不過是多樣的政

治行為人(Politic剖 Actors)之一(Wallerstein 1991a p.11) 。 和「懿

式天下大治J 演變為大疫的今日 、 世界體系巨變的前夜﹒回顧八

十年代的數詔"﹒華倫斯坦卻表示是有理由樂觀的;他在上禽序的

結尾緒也:鼓勵人的基本因素在於明目的世界是吾人今天集體努

力的結果﹒也就是種種新的反統攝運動工作的表現! (上指禱，p.

15) 

4 發展主教危機世界體系的運作原理

綜觀七十年代以遺世界體系分析與危機對話的發展﹒這兩套

言說(narratives)和單位(theor凶tion)愈走愈泣，漸組合一為較

完整的對危機世界體系(world system of 叮isω)的語議。另一方

面，一個非啥國家主義的(non-state-ist) ﹒民間社會指向的另頓

對話(alternative di認ourse)對危機出路的探索﹒也在多聲道的共

擬中:巨大的突破幾乎已可說是到了「呼之欲也 J 的地步 。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 吾人認識的突磁己迫在眉髓，主要的

理愈益勞作都為留知脫序(disartiωlation)加上新的環節 。 在這個基

礎上，接下來的文字試圖在理位上將發展主義與危機世界體系加

以構聯(articulate) :並在經驗上﹒以輩革式天下大疫之潰Vl\租車﹒

說明它只是全球性發展主義決出的序幕。接奮之，列寧主史現有社

會主義體系的危機恰是發展主義危攪在蘇聯吹帝國主義範園一一

東歐一一的體現 (參看Wallerstein 1991a, p.7 就USSR為US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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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之故帝盟主義代表之討論)。 這個世界體系坎系統(subsystem

of the world system)之發展主義危機的開山﹒恰恰是發展主義危

機世界體系(world systcm of developmentalist crises)正式踏上全

球舞台的開場白 。 西歐、北美對這個開山既者不下 、 也吐不也﹒

更化不了。發展主義危慎的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 .使它成

為核心 、 邊緣 、 半邊緣各地區每一個人的危機。如果吾人一一

特別是身處於半邊緣及邊緣的龐大勞苦大您一一不能為自己找

到山路;在腦蘇式太疲而來的美式大疫全球茲別賢下﹒在無人可望

倖兔之前﹒邊緣 、 半邊緣的我們尤其首當其衝!

本文這個看似危育聾聽的諭旨，其古自據一一除了上述的搞

對話外一一產生於對下列浦理敏的再恩(reth inking) 和否恩

(unthinking)的運動中﹒茲作一簡要交待:

早自七十代初Q'conner 即以美國的國家機總財政危機為

例﹒單位了現代民族國家建華和工資勞動上之積祟的危機結縛 。

他從問家被給自相矛盾的二個職能一一資本積祟與幸111問你值﹒

相對於政權認受性與社會和精一一山發﹒指山了危機的雙重

性:積累危機和認受性危機。這個雙重性草原、自於國家機帶支山中

的兩個矛盾部份﹒即扯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及社會費用(social

expenses)兩個部門:前者分為(一)社會投資﹒倚靠增加勞動生產

的效能及(二)社會消費，阿拉減低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包括維

持社會和育普及政惱認受性的一切花費 。

由於社會全體的生產與再生產者(1)說爭部斯(∞mpetitive

sector)(2) m斷都顯(monopoly sector)和(3)間家機總部顯(state

scctor)這三個部頓中進行: 三者之間進產生了相生相剋的關係 。

簡言之 ﹒和國家徵揮部顯平行於!V!Jfr都顯及全體生產而成長loJ

時﹒扯會投貨和社會消費興時俱增﹒其成本亦日益 「社會化J

這個「扯會化J 包括 r社會化J 固定貨本及可變資本的成本，也

包括所有社會費用的成本，成為擴大再生產的社會成本 。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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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積祟 ( r資本主義J 式)的必要下﹒資本及其他費用的成本

「社會化 J 的 l司峙，社會剩餘(social surplus)一-I!P不嚴格意義

的利潤(profits)一一卻是自私有財產的所有人加以囊括的。這樣

的私有利益的囊括行為包括了它們為各自特定的目的而對國家繼

力進行的私利化的囊緒。兩種囊錯相互為用﹒互起裴襄﹒蜈言

之.這種成本外化一一所謂的 r社會化J ﹒即化到社會全體﹒

化到既有其他人頭土一一加上利潤內傲的邏輯和實u ﹒恰恰是

建立和勞動剩餘上之積累的根本矛盾所稚。

這個向朋斷都顯集中的積銀行動又基本上是單向的:其利益

並不向來處回饋﹒並不產生 r涓淌下海J 一一所謂"trickle

down" Ý.日資本主義的意理客(ideologue)所愛說的一一的效應 。 相

反的﹒任何控衛改進或資本有機槽成的增比之利得﹒太多都被

「罐裝 .J (bottled up)推車里斯都類的私囊中﹒其結果是社會上工

資和價織的持續上揚 : 造成長期通脹 。 其另一個結果是主宰的生

產關係一-I!P!割斷資本加上有組鐵勞工一一決定了經濟資諒的

分配 。 國家機稽成為再生產這不均衡結惰的代理人:它的膨脹你

過了餌斷部類的膨脹 。以它為場合的政治門爭處理了「社會的 J

需求:非人格的市喝一一無形之手一一出有形之手取而代之 。

資本主義 (建基於勞動到餘的不斷積祟)的產生 、 維持﹒及其再

生產，果然不是自然/必然的、自生自皺的產物;它是不封不知

的政治經濟學之不斷運作及強化的事貨:國家機擺及國家都類的

存在與膨脹也是這個運輯的一部分﹒並無例外 。 它們的危被一一

積累危機和留受住危機一一也不能不是卅一邏輯及運作的必然

產物。

O'Coonor的論冒不但挑戰了;1，"典經濟學與古典政治學，也

挑戰了傳統芹.派的政經理論和抗爭策略。與他織曾相峭的對話不

斷推陳山嘉軒﹒自 Claus Offe 到Bob Russell ﹒他們從資本主的抱

怨投資等威嚇策略談到福利國家機稽的肉和矛盾等國家機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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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促人深思﹒甚有可觀。

儘管如此﹒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新的理解 、其突破運動迄今仍

在極艱苦的進行著:需要進行嚴繡否慰的陳說包括「剩餘價值

論J 及「勞動價值說J 的主要部份。迫兩個學說的中心論點建立

在個體工人、其勞動力通過工作日的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追過

程中其趟出個人再生產所須之 r愈時J 勞動的「被剝削 J 機制

上 。這樣的對話 ，自令日聾兒之是不夠充份也不夠徹底的 ; 它恰恰

和古典經濟學的諭旨太接近﹒界限I1J得不夠大不夠絕載。

O'Connor， O役， Russcll等人跨出的步子 、真還輯的發展 、 必然要

求吾人再思以簡體工人(其實專指男性 、 產黨 、 全僱何工人)及

其工作目工時差為資本剩餘價值來源的主要機制的道種說法。它

不但是部類特指的(scccor句">Ccific) 、是故即表面的。更是偏見

的 、 男性中心﹒父檔家庭宰制與工人貴族偏向(Iabour-aristocl"ac

biascd)的。今天和日後的討論﹒筆者預測，必須移向以勞動家

庭生計為主體﹒以勞動家庭中婦女 、 兒童及僱何者本身的生產 、

再生產與維持為資本剝削的整體歷程。如此始克進向較全面及持

平的理解。換句話說﹒即必須揚黨以「超越工時」為剝削機制的

這種理解，轉換成以生計者生命全程為以主體 、 考察的資本主羲

機制l及運作。在這樣的理敘過程中必須揭破被僱何成年男性 (家

長)所獲工資為「家庭工資.J (family wagc)的神話:分析資本主

義該心圓工人貴族階層其「家庭工資J 之由國內次級勞動市場及

海外廉價勞動予以補貼的機制 。 由此進一步解構(dccomposc)

r勞動J 作為 r工業資本主義J 合理化其可'J潤 J 來自的意織型

態運用:暴露 r財富.J (wcalth)之為物質為資本主義「法植J 不

對稱構力關係所產生 、與一再加以再生產的一種 「人宰制人 J 的

社會關係....這些都是一個「外化的政治經濟學.J (lñc Policical 

Economy of " Extcrnali:t..acion")的主要內容。本文隨後的言寸告會主要

是立基於對這麼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認識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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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筆者認為﹒為了避免獵者見樹不見林之誤 ﹒ 也為了充

份體怨這個進行中的突破的理敘含義:我們必須了解 、 .儘管

O'Connor書中以美圖為伊j ﹒談的只是資本主義體制﹒但它的分

析架構及涉及的動理、機制卻不能說只在現存資本主義體制中才

是有效的。組就基於工資勞動及其剩餘、進行農括和不斷積累逍

個過程而奮﹒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政經體中﹒其積累運作的過程

也是大致類似的。其差別要在於後者的雙斷部類和國家部類{由

於列寧主義認為中央計劃經濟對社會主碧藍有必要的誤解)在實質

上合而為一﹒ 密不可分:不像前者的兩個都類二而一 ﹒ 一而二的

微妙共犯而不統厲的分化/運作關{系。其結果，在前者一一事將

其史大林時期強制壓錯競爭部類的自殘行為不論一一單斷部類

積累/膨脹產生的種種費用和生產力再生產成本 、 無法通過國家

機器向社會全體外化。相反的一一由於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聲

民職能為其政檔認受性的根本依托之一一一社會主義國家機器

在自許萬能的同時﹒不但否定了政檀外 r社會J 的存在 ; 更被迫

吸吶了從「國有」壟斷部類(當競爭部類賽敗後}到家戶生計部

門的全鐘費用及再生產成本。

擴言之﹒資本主羲生產樣式(ωpitaJist modc o f p.rc划uction)

的秘密端在於由事業單位(fi.rm)將人和自然界假化(fictionalizc)為

「勞動力 J 和 「資源.J ("labou.r powc.r" and ".rc sou .rccs" ， 參看

Planyi 1954) :在迫個假化的基礎上﹒對事業單位為主體者言 ﹒

勞動呵呵餘成為當然﹒利潤成為可能﹒然而﹒勞動剩餘及利潤的積

累和其不斷進行 ﹒ 卻必須在特定的事業單位能圈內始能有意義的

發生 。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特定的事業單位及經濟部門在進行積

累時﹒必須將生產力的再生產 、 自然界的再生 、 社會憊的再造等

方面的費用及成本外化(cxtc.rna lizc) 0 外化就是將負擔排除在主

體之外﹒轉嫁到他人頭上。事實上﹒就利潤主體而言﹒成本及費

用轉嫁到誰人頭上恰恰是不值得關心的事:誰人消受得不消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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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尤其毋須聞悶 。

這個 r外J 對事業個體而言是自己的會計範喝之外;對壟斷

部類全體而言則是「經濟J 之外的「社會J 。 連個「社會.J ·在

現代民族國家(Modcm Nation Statc)的操作中屬於國家纖器及其

各級 r政府」轄下﹒為 r國家J 的持續而必要予以維持的東西 。

要維持的既是 r社會J 全體 ﹒負責錐持它的當然也只有 r社會全

體J . 國家機器透過全民賦稅和歲入分配來對它加以維持。不但

如此﹒國家部類並不要求聾斷部類負搶這個維持的花費一一因

為雙斷部類不須「他人」維持，它自存自律(sclf-s us(aininglsclι 

rcgula(c)一一因須鐘持的根也是「社會成本J ﹒或叫「社會工

資.J (social wagc)的東西!相反的，國家都類本身的維持亦必須

由 r社會全體J 予以負責:因為它的功能在於 r治理」及維持社

會!

質言之﹒消費勞動力、資源及社會財的單斷部類只管積累不

付費用:國家部類又只有在管理費用以及勞務項目倍增下膨脹。

毋怪乎在尼克森稱增加企業利潤率的立法為 「發展就業的信

貸」 、 力育政府財政政策目的於「穩定成長」時，

O'Connor洞穿了稅負的反累進性質 ﹒ 他寫道. r圓家機器必須

涉身積累的過程 ﹒但它又既要指鹿為馬將政策神弦、化 ﹒ 又得遮掩

其所為所事一一將爭議說成是行政性的 ﹒ 不是政治性的。 J

(O'Connor 1973, p.勾

當然.這襄描金會的是一個簡單化了的因像 ， 在資本主義世界

體系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核心圓的社會成本及費用不全是由其

競爭部類或勞動大眾加以負擔的 。在國家建造(starc-buildìng)及

隨後的民族制成(nation-making)的過程中 ﹒ 現代民族困家多把自

己改造成一個父植宰制體系ωatriarchy見Janc Urscl在Dickinson

J. & RusscJl B .(cd) 1986, p.150-191的文章〉﹒對內將女性和青年及

他們的勞動在性別主養和父權主義的實施下加以次等化 ; 將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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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及遍遍地區在種旅主麓的實施下加以內部殖民化。這個父繼

宰嘗到體系對外則更變本加利﹒利用帝國主羲的軍 、 政倆手續費殖

民控制:強迫被殖民地區向 r殖民母國J 進行不等價交煥

(unequal exch甜ge)和勞務與資本的單向轉移(unilateral transfers 

of labour and capi凶〉﹒換言之， r母國」壟斷部類產生的費用

和成立耘，不是由殖民地加以吸納 ﹒ 就是由他們以財政轉移進行補

貼:東歐相對於西歐 r發展」而「再封建化J (re-feuclalization) 

為農產供應園、奴工販運(slavc tradc) 、 礦產壟斷和專賣﹒及至

於由自然/家戶經濟捕貼季節性工礦勞工(migrant labourer)的基

本食糧一一亦即補貼迫些勞動力在勞動場所從事勞作峙的物理

存在和再生產(Anighi 1973 pp.180-234) -一一都是道麼一個機制的

具體的例子。將適顯現象緊記在心，並加以全局性的構聯和理

解﹒當可捕足紡間依賴理論泊者描績有餘﹒攪和j不足的認知缺

陷。

進一步說﹒近/現代以前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的

中央式宰制政檔(如王朝和帝國)都從事歲入最大化(m位imize

revenue) 和種力下滲最大化(maxim泣e penctration of state 

power)的。更不是所有的政體和政槽都無例外的以經濟擴張為

生存的惟一還輯的。此點欲得詳論，有待他文。吾人倘能在時間

的向度上放閑視野一一譬如說西方敵黨迄今﹒其年限就不及中

國歷史朝代的平均長度﹒誰敢說事情到底是走了一個圈子﹒燈是

半個圈子 ? 一一一嘗不難發現吾人今日被油輪而視之為當然(自

然/必然 ) 的現代民族團家行徑之種種﹒其實是不久前特定歷史

條件下的特殊產物。過往既非人人必然如此﹒今後亦無理由人人

必然這樣。〈參看W到lersteìn 1983) . 

資本主護世界體系既是近/現代西歐史程的政經產物﹒現代

民族圓家能圍內的發展主種諸設施當無例外﹒亦為一定史程中的

政經產物 。 關於資本主羲相對於資本主義「史前史J 的 r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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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J 'Max Weber曾明確指出其領本要素有二 :複式會計的確立

和有限責任公司的發明和獲得認受住﹒究其所以﹒他明告世人資

本主義的兩大秘密、世人卻迄今仍憎懂不得要領。質言之﹒在本

文論旨的意義下﹒複式會計代表了事樂單位外化成本及費用的裝

置與意識形態擻墊。deologiαI cushion) 。有限責任公司的認受

化(1egitimi7.ation)和立法﹒則証明了資本主義法權獲得國家機器

作為政治後台﹒並代為「君更Jωolicing)事實的確立。錢言

之﹒是國家機器的首肯並提供「護衛員勞務J (Guard Labour，參

看O'connor 1975 "Productive and Non-productive Labour"一文對

Guard Labour之討論') ;有限公司資本才可能在對社會承擔有限

責任的同時﹒有檔「賺取J 無限的利潤﹒沒有政極做後台海種不

對稱〈話ymme叮iC)的法擋地位及特檀(franchise)是不可能產生和

維持的。道點Weber是再坦白不過﹒也是再正確不過的:沒有這

兩項社會裝置資本主義是怎麼也產生不了的!

終究之，沒有資產階級法槽的專授及其由困家機器加以維

持，工資勞動一一「勞動力」 被 r假化」為商品一一和資本積

累(亦即「資源J 透過 r勞動過程」 產生的使用價值轉化及交換

價值注入之貨幣形式集中表現) 是沒有可能實現的。

在道樣的 r經濟政治學J 的理解下，連個史程的「政治經濟

學J 之「鍋飯的另一面.J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又是怎麼一

個故事呢?

簡單說﹒國家機器及其究員不是單單為資本利益作嫁﹒只知

圖利他人的。在搶任資本利益益的門房及後衛的同時﹒國家機器也

就成為了「社會全體」鐘持與再遍的經理人:其被 r社會全體J

瞻養的認受性基礎，在於其以 r維持積累之願暢進行J 及「保持

資本之利潤和再投敵激囡J 自任。其自我膨脹之有可能被認可，

則在於其自號的 r創造就業」、 r提供投資環境」以至於 r維持

治安J 、 「訓誠勞工J 及「主理福利J 等等職能。在迪機的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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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理下，部類的利益被說成是「社會全體」的利益:國家作為

意識型態儀器的集中費現﹒在這說辭中可說是表遠得淋濃重陸致。

這樣的說辭一一典型的個家機器之意織型態保值

(ideologi個1 va1orization)一一當然不是無心的唾語﹒或是無的放

矢 。 它的字里行間﹒很好的俺起了一個惡性循環的困局:

墊斷都顯必須以利潤的專屬與資本的積累二者之增長來維持

和再生產.這恰是它的 「存在理由 J (raison d'etre) →利潤典

積累的增長﹒必定引發社會費用與再生產成本在賞 、 量兩方面的

膨脹，外化這些費用與成本的需要增加﹒壓力加大→為了增加

外化的可能 、 減低抗拒與壓力，外部的 、 非經濟的因子 ( 即國家

機器的 、 政 ﹒冶性的暴力典準暴力 } 必須進一步引進以經理

(manage)和控制社會性的東西(the 茲別al) →為增強國家機器及

其各級政稽的經理 、 控制能力﹒同時f氫化其認受性典章戴型態宰

，叫，國家機器必須膨脹，業務必須擴張→政權的擴張增加了國

家都顯本身的成本和費用.加游了處理「社會成本J 的成本→

墊斷都顯必須加強積累 、 加強和j湖 、 _jøa_膨脹…遇而役，看﹒由是

完成了發展主義況，淨的循環陷阱。

5 r擴餅充基J 、 r控需而治J 、和發展主麓的蔓延遍接

說到這襄﹒發建議對於歷史，賞的理解需從歷史事物特定時

空的特殊性山蟹，也需以其特殊性的特定時空定位為激知鐵定

(qualification)的尺度 。 準此﹒本文主張 :

現代氏放國家的國家機器危機基本土源自於這些國家機器的發展

主義實踐，而這個發展主義的盲動迄今已成為世界體系金球危績

的主要內容。算式文痕的潰4賽是學A昆主義在世界體系次系統的東

48 



歐進行強勢推行的必然結果。由於這個次系統的 「斑，再社會主義

體制 」 性質 ﹒ 它首先屆雄 ( 系統範圍內 ) 其對壟斷部類 、 國家機

器部賴諸成本及費用內化無處 、 外化無門的困局(它們的競爭都

無實際土早已不從存在) 。 這個困局的潰峰 、 這次系統的破產﹒

則可說是發展主義危機世界體系化的闖出﹒也是這個危機全球一

種化的表現 。

要對這個主張加以理鎧﹒必須要說明何以在現存民旅國家體

系中發展主義的實踐成為國家機緒及其政繼掌鐘者蝶取的道路 。

這個政策取向和國家建造的還探 ﹒ 有兩個變種:一個存在於「現

存資本主義體制」的大多數成熟國家運作體系中﹒另一個存在於

「既有-社會主義體制 J 的回家機釋施政痕 。 在上述基本原理相同

的迫力(imperative)下﹒它們的利益機制和操作卻不盡相悶。

關於 r現存資本主義體制 J 國家機務之發展主義迫力的政治

理解﹒ 雪汶斯基一九八零年來處理物質利益 、 階級妥協和國家機

祿 、 社會民主主義及其政策 、 凱因斯革命的政治涵意以及同意的

物質基磁等一系列論文(收入Przeworski， 1985 一番)為我們雖供了

再恩與否恩的具體內容。雪氏的論宵﹒就本文的目的﹒可以放入

國家機釋針對積累危機輿認受住危機雙重壓力 、 而進行維持和再

生產這個主題肉思考 。

以獎圖為首的各國資本主羲回家機縛，自三十年代大恐慌以

降，紛紛採行了不開程度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 。 這個改草增加了

國家機務對市竭進行干預的草忍受住﹒也擴張了其各級政府的社會

政策業務項目 ; 不同程度的承擔了O'ConDor稱之為 「社會保

險J (social insurance)的社會消費職能:經理社會消費，承諾減

低勞動力再生產的固定和可變成本 。 在這同時﹒透過赤字預算，

膨脹公共開支和刺激消費 、 尋求需求面的改善﹒以強化社會投

資 、 加強勞動生產力的生產效率 。 上述這種種操作俗稱均凱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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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 。在過往﹒對於見時調凱因斯革命的

對話，多集中在經濟計量與操作接街的層面:雪氏可說是另具慧

眼:提出了對其政治被制，及利益涵黨的新理解 。 他從工人階級

與資產階鈑拾金亢的歷史事實出發﹒探究了兩個階級諷和涉及工人

物質利益、資本家再接責激因﹒長短期利益「對沖.J (trade

oft) 、 最優(optimal)和改優(sub-optimal)戰門目標的戰略選擇﹒

以至於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自由涵意等等的運輯與機制:令人一新

耳目 。 然而﹒為了本文的論臂，筆者要強調的是他未進行充份論

述的一個論舅告一一這個調勵﹒.者在與雪氏過往的封為中屢屢

加以強調， 雪氏卻迄未充份予以首宵 。

雪氏曾不祇-lX提出一一卻未正式或全面的加以處理一一

社會民主主義改革的意羲在於錐持和再生產資本主羲生產體制下

的利潤發生和資本積累:面對不息的生產體制及國家機標本身的

積累危機和認受住危機，為了遷到上述目的﹒國家被帶則必須維

持和再生產既荐的階級妥協樣式(format) 。考量到社會各階級在

社會財富分配上(及結構的)不對稿(asymeuy) · 一定社會構造

(social fonnation) (鐘書的用語﹒非雪氏的名詞，本設的其他專

用名詞亦間)上階級妥協的維持與再生產﹒只有一個方式可以完

成:在財富分配的越階級(αoss-class)越都顯(cross-sectora1)絃構

及其相對比例不變的僚件下﹒各階級及部類必須隨時間的持續在

各自分得的絕對數量上有所增長。換言之﹒絕對的 、 不成比例的

增長是相對的，比例不均的並.(justaposition)及其絃構得以維

持和再生產的前提和僚件。

tt結的說﹒唯一的山路只有追求國家機擺涵龍範圈內一一

一般俗稱的現代民族國家﹒即世界體系中國家/國際體系的一個

個單位一一的聲個 r經濟大餅J (economic pie. 筆者與雪氏討論

的共何用辭)的一個的 、 持續的 、 較均衡的膨脹。

這個全體經濟大餅不斷膨脹的要求 、 如此的迫力及其間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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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在政治 、 經濟、社會 、 軍事等方面皆有意味深長的涵意。本

文 「弱水三干﹒只取一軍區J ﹒只有一個強調:它恰恰是「現有資

本主義體制」發展主義迫力的根本激由和擴制。

至於 r既有﹒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機楞，它們一概由曾經一

度的革命軍改集悶，都斷統治備力.這些集闖多曾經一-i1t曾經

嘗試一一站在人民的立海挑戰前此的資本利益與國家機擺宰嘗到

的數斷和勾結 。 它們的 r取而代之」成為事貫之後﹒其畫畫剩的革

命性自淑一一在不革命之後到成為敏革命對象的歷史時空中

間一一皆成為空洞的迴響，卻被奉柯為神型的偶像，假無聾的過

去重覆產造當下統治有理的意讓形態。按諸歷史﹒白布爾什維克

在列寧領導下抗拒自軍﹒費j史大林與希特勒妥協而終不免於「衛

國戰爭 J ﹒全面受脅於國際封鎖 、 顛覆的「社會主義國家機

帶J ﹒遂長期曝露於掙扎求荐的被迫害意議中 。 逍個教迫害意識

的慣性與積習﹒促使改欖及其充員在自危中惟強化宰嘗到為自荐的

惟一山路，自社會生活到生產組鐵惟軍事統治化是悶 。

在如此的歷史境遇下﹒ r既存社會主羲體制」的回家機需獲

取了集償的特殊個世﹒也積成了特殊的行為樣式 。 在 r社會主義

祖國」這個假的「非國旅主養」 的招牌下，富 r閩」強兵的要求

壓倒了一切社會公義與前此革命黨理的正護要求:要「強兵 J • 

一切法西斯的軍事擴張都可以合理化﹒要當 r 國J ﹒ 一切生產樣

式及剝削芳浩和規模都可以驚 r拿來主義』 為「社會主義祖國」

服務。法西斯軍技和泰勒主義 r管理J ﹒成為社會主義祖關建設

哥大文控:社會主義績化成為蘇維埃如電氣化的科幻藍保。 r既

存社會主義體制」 的圓家機稽無可數黨的白蠟於生產主義

(productionism)的經濟決定論和現代化主護中，不管有無史大

林 、 史大林主義都成為這一個邏輯進一步向撤端推衍的必然歷史

產物一一關於現代化理論的列寧主義頓頓和史大林主義貨畫畫

Robert C. Tucker 1969和Adam B. Ulam 1960兩番皆甚有童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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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恩的價值 。

然而，主宰了周家機緒之後的革命集間說變成了回家機疇，

不再是甚麼革命集悶了。 「既有﹒扯會主義體制」的國家機揖﹒既

是現代民赦國家的摺家續穩﹒對肉說遍不開闊境範圍內的積累危

機和認受住危機持續挑戰。但是 . r既有-社會主義體制」的民族

國家之國家機帶﹒由於受到共產主羲連續的影響一一換言之，

即因將古典經濟學 r顛倒過來J ﹒而恰恰受到古典經濟學基本誤

謬之害一一更為了一些不明所以的理由﹒遂「將全社會轉化為

一個 工資勞動者的大集合J (見Feher.Heller and Mork肘，

1983 : 以下理位主要以是否峰為據 ) :而這種扯會形式的工資勞

動雖在家長式的體系中運轉﹒卻賞質上是依賴性的異化勞動 。 勞

動大頭敏迫依附於國家機線 、 對勞動過程和勞動成果不但疏離 、

尤其不能控制﹒對生產僚什-和職業還揮亦毫無量喙的餘地 。「國

家機帶有種為所有的職級分類﹒訂定勞動合約的全部條什. 0 J 

( 上述寄p.71-2 ) 。 在這樣的續作中型斷部額和國家機務部類合

而為一 ﹒圖家機器成為工資儷側的惟一廠主及資本積累的惟一承

受人 。 遠個椎一化的要行之激底﹒必須盡力，聽鋪體斷/國家都顯

經濟體(或其控制)之外的競爭都顯﹒殺滅草根民厭的自力營生

/生計部門 。 嵐車IJ的是，其結果國家機縛力充宰嘗到之餘， 經濟積

織人口被蠶食養化 、 依賴化:勞動力和資海再生產的費用與成本無

處外化﹒滾來接去，每究為數斷/摺家都類和商航吞 。 國家機帶承

擔了眾氣微環輿充份就業的全部政治責任:國家機榜的巨大業發

部門自暴於社會成本 、 社會福利 、 社會和精諸危機前﹒輾轉於其

不斷的政經壓力和永值的招替受道中。

奇怪的是﹒既然如此﹒何以這些國家機帶及其充員還如此行

事呢 ?

根據Feher等三位作者的理解﹒這些國家機稽的首要目標在

維持強間的社會控制 ， 其運作的邏輯不是資本再生 ， 而是繼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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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因為它們所創造的是一個個徹頭徹尾的「政治社會」

(political society) :其中不相統濁的民間社會敏徹底否定 、 澈底

取銷 。這些政權的任何決定都是「政治J 決定:受制於一個維持

最嚴密社會控制的政治邏輯之迫力 。

這個理解固然不錯，然究竟措繪有功分析不足，難免是或種

本末不分的社會學理化(ωcioIogize)操作 。 筆者認為，它們既是

列寧主義諸誤會一一有意或無黨的一一的自誤誤人﹒更是既存

宰嘗到繼力面臨危機挑戰之不得不為 、 無另類進徑可毒草的窘態和具

體表現 。 也就是說﹒國家機帶匆匆祭出「朕IlP天下 」 的神詔﹒反

覆飛擴﹒覆蓋在萬有，赫赫律令:

老百女生獲得的一切(包括消費品、宿舍 、 暖氣、社飾、戲一

票 、 等等)都是「國家來的 J .這一切不是交換也不是受者有

榷 。 之所以受到這種「照顧J 都是國家的情意﹒述情意是隨時可

以放收回的 。 (上揭書p.180 )

這是父權宰制藉掌握生計條件及需要的分配而聾斷檔力的一

償援倆 。 Feher. HelJer 和 Markus 稱之為「控需而治」

(dictatorship over needs)的，恰恰是這一類的東西 。 這個有繼剝

奪他人生計之種種而獲宰制權力的邏輯﹒是建立在一個荒唐的政

治經濟學的倒鎖上的:

生產者都是由看守者婪的:老百娃都是做官的美的:換句

話，沒有指令人是不唬得吃，伍的;沒有國家機器宰習的生活﹒生計

和生產是不會進行的，沒有老頑固在帳幕..念咒，田..女人及少年

的農作是不會成長的.... 。

這個錯亂雖間之驚人，卻千真萬確 、 恰為當今資本/國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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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且斷和寧和!的根本邏輯 。 如上三位作者所言 ﹒ 它是間家機結創

造認受性的重要被嘗到 :全民在一個廠主下工資勞動化，就業就成

了絕偉的社會攝制工具 。 另一方面﹒任何被容許的事都是強制性

的 ， 任何被承認的常要都是被批准的。這些又都還早司等到國家

的照顧 、 只要安份守己 、 育聽計行的話 。 這是一個有保証的社會

( guaranteed society上脊p.183 ) ﹒只要每個人放棄追求任何被

認可之外的東西﹒保証可以從圓家換來教批准的物質生存條件 。

然而﹒恰在這國家機帶「控需而治J 的操作中 ﹒ 統治精英為

要最大化的進行社會控制就必須最大化的掌控物質的攸﹒應及生

產 。 這個物質生產最大化的迫力根激雖說在於 「最大化控制 J 的

政治j邏輯而非 「最大化和j潤 J 的資本邏輯﹒其政治經濟學的結果

是無甚差別的 : 也說是說它t~1樣造成了發展主義的迫力 。 換句話

說﹒ 遠又回到了擴大經濟餅以維持和再生產國家機擺本身對積累

政勢(accumulative regìme)的掌握、以進行對社會需求的定義與

操縱一一另一種面對積難危機和認受住危機的統治反應 。

以上述的兩個原型(prototype)及其纖看到為我們經驗考察的概

念工具(∞n∞ptual tool) .我們發現現賞的國家被帶﹒不E特定的

時空條件下，前有中間型或混合型的山現 。 試以貳乘貳的表格加以

說明 。 「擴餅充基」的模型以P為代表 ﹒ r控需而治」的模型以

N為代表，可得PP， N P , PN. NN四種類型 :
P N 

P P PN 

P 
社會民主黨治下 ﹒ 李先雄足人氏

凱因斯福利國家的 行動黨治干的

瑞典 新加坡

N P N N 

N 
鄧小平提出種 r開放 史太林主義τ的錄用，

改革」 下的 r ;r國特 丈革及文革前的中國

色的社會主義J 中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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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型的典型代衰是主政迄九一年的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推行

經濟擴張和階級妥協下的凱因斯式社會福利的國家 。 NN捏一邊

徹底宰制全民生活的需要、一方大力發展童工和軍工，澳顧民

生 ; 殺絕農戶及其他自力營生者卻一昧 「富強 」 的:史大林主義

下的蘇聯是代表﹒文革期及之前的中共治下中國是真變糟 。 PN

型則為李光輝及其人民行動黨治下的新加坡 ， 一邊以撤力吸引間

隙資本擴大經濟餅為主 ﹒另一邊輔以直接的出國家機耨對社會各

階級 、 族群之生活方式進行規創:從規定頭壁的長皮到禁止每一

個人嚼口香緒 。 NP型則可說是鄧小平復山後「改革開放 」 的中

國:基本上一一最起高在口頭上 、 '‘治及行政規劉方面一一仍

然以宰制/擔保「人民 J (部份人口:只包括軍 、 公 、 教 、 習及

城市國企 ) 的基本生活資料為主;另外輔以沿海地區特區式 、 涉

外型的 「擴餅充基」 策略。其與新加坡的不l旬之處在於新加坡以

其島圍城邦之利、施行「擴餅」為主「控需」為輔的策略﹒迄今

仍似可行 。 而中國. r地大人澈」之餘. r控需」力有未逮-

r擴餅」 更嚴重惡化內陸與沿海地區的巨大落差:兩套邏輯的衝

撞﹒國家機榕的積累危機和認受住危機有增無已 。 新加坡能何以

火中園不能?難怪鄧派人馬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改革研究員無不對

李光輝和新加坡心儀不止了!

類型儘管不l司 、 處境儘管有異 ﹒各個變種都大力推行發展主

益 。 今日諭典社會民主黨主改超過半世紀後下台 。 史大林主義一

辭成了髒詣，列車的蘇聯也己解體 。 新加坡在「昇級 J 、 「轉

型 J 的渴望中，如貨主魚般的在溯流死命飛詠:中圈則試以消費主

義及向錢看的民氣，在堅持走 r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以

癸國及資本主義社會為指標的「四個現代化J 之夾縫中 、 跌織反

覆 。 這就是通幕式大疫的發展主義危機和世界體系改系統開山之

際、美式λ;疫全球癥候日顧之時﹒邊緣與半邊緣國家機婚以身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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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無奈行徑:也是筆者強調必須深思，兩省的根本理由 。

小結

發展主義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指國家與圓家系統的{頃'L中拍

板蠻芽 : 它更在「現存資本主義體系 」 的 rt廣餅充基 J 、 r~克存

社會主義體系 J 的 「控需而治」的溫床中蔓延滋長 。 迫樣的滋-長

明廠已到了社會人群生計再生所不容，自然生態更新再造所不許

的時刻 。 東歐及幫草草聯治下的演發無疑是這麼一個發展主義危機

關山﹒它不能不是弓l致全球同類危機加速爆發的先聲 。 再說一

吹﹒王霸天下者之失勢﹒固不足偕:廣大人民未設其和j而身擔其

袖﹒又何其無辜!東歐百姓今日輩革式大疫之難﹒無乃吾人明日美

式;大疫之劫的預會?如能吹響小小的事于街﹒說明一些其中的道

理﹒本文的任務已經達到 。

逗年來通過各地掌權民主 、 民間扯會自我防衛 、 人民軍掌自

我命運 、 勞動者重握自我生計再遁的人民民主/新扯會運動抗

爭 、 及其討論﹒在世界各地的覺醒人群中都已展開。其對話精造

(discourse foramtion)中所涉及 、 盈盈大者包括「唯國家主義批

判 」‘ 「位男1)主義批判 J 、 r ~種旅主義批判 J 、 r ，圓寂/國旅主

義批判 J 等之分析與梭討:這些都是男類對話(alternative

discourse)進行反思和否恩的主要內容，也是草根詔知與錢行突

破的重要運動:本文投石閉路﹒ 豆豆望這一方面的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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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追回昀RaE言，

一九七九年後中國大陸就農
業部類進行的發展主義論迷

一個認識論的回顧

許賀強

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試圖檢討一批延年在國肉影響力頓大的背年社

會科學工作者的研究 。 這批青年學者不少曾在「趙紫陽時代J 擔

任過中國國務院的智囊﹒對中個經濟改革政第(特別是農村改

草 ) 的製釘起著重要的影響，其中一些指導農村經改的政策文件

更是﹒由他們直接起草的:這批研究人員曾主要集中非中國社會科

學院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

研 (下簡稱「發展所J ) 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下簡稱

r農村組J )。等 。

1978年後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農闊的，而這批青年研究

人員的研究亦是先從農村開錯﹒他們參與討論農村發展與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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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也最長﹒因此有關農村發展與改革的討論也最能反映他們的

思路 ﹒ 所以本文選擇了他們對農村蠻展與改革的研究作為探討對

象，集中討論其最有代表性的「發展研J 和「農村組.J 1.是其成員

的作品。筆者相信 ﹒隨著他們(至少是在-ßt短時期內 ) 脫離開

懷力中心@ ﹒對他們的請注作出學衛上的評價應是一個較好的時

機。

本文分四節﹒第一節將簡要地鐵途「發展研.J / r農村組J

及其個月l成員開於1978年前後中國農村發展的判斷和分析﹒以及

他們對未來改革的建議;第二節集中評論他們對中國農村發展的

判斷 、 分析和建議;第三節貝。據討他們所採用的分析方話:最後

的總結部分﹒ 筆者將分析他們的改革構想最悠 r失敗」 的原幽﹒

並嘗試提山一些男類研究方向的建議 。

對中國民村經濟的分析和建繪

對改革以前農村經濟歷史的判斷

雖然1978年以後的農村改革是「彎腰所 J / r農村組J 討論

和關注的核心 ﹒但對於1978年前中國農村經濟的狀說 ， 他們亦作

山了分析和基本的判斷，這一旁面可作為改革後的對比﹒另一方

面則可以突廠改革前中國農村經濟的局限，為改革的必要性提供

依擾 。

「農村組.J (r農村組.J : [2]) @認為1978年後在農村高速

發展的家庭聯產承包制與中國農村經濟的歷史背景有密切的關

餒 。 很據他們的理解 ﹒ 中國農村的 「生產力」長期以來有兩個基

本特徵 :一是「低層攻平面墾殖J ﹒另一是「獨特的偏不平衡」

( r農村級.J : [2] ﹒頁 14和頁21 ) 。 既絢 「低層攻平面墾週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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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搞農村的生產者為了滿足 r單一化的需求 J 而以「落後的」

r單一化J 的手設去種取低級別的生產產置和經濟產蠶﹒錯果是

對「土地的不斷墾彈.J '使「同級另1)生物經濟產量J 增加﹒但卻

不會引起分i分業的進一步發展，不會引起向高一級開發層仗的

開拓 。( r農村組.J : [2] .頁的-17) 此外﹒這種「低層改平面墾

種 J 方式，由於主要依靠「傳統小農業的技術J ﹒因此其祖激農

業活動方式主要以人口的數靈和體力為主﹒加上農村以澱粉食物

為主的消費習慣﹒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長。人口的增長增加對精

食的需求﹒而提高糧食供應的壓力又要求開墾更多耕地﹒從而要

求更多的人口投入﹒結果產生了 r人口一耕地一績食J 的循環﹒

當可利用的土地達到了驅限時﹒這種生產芳式也說難以繼續發

展。而更重要的是. . r平面墾贖」方式不斷地鼠害自然生態環

境，加速了農業發展的危機 。 ( r雌村組.J : [2] ﹒買17 、 18 、

20 ) 

他們提山的另一特徵一__ r獨特的極不平衡J ﹒主要是指工

業和農業 (城/鄉 ) 之間以及各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他們題

為﹒由於中間延代工業主要是外國直接移植進來的 ﹒樹此城市工

業和人口的增長興農村沒有有機的聯賀龍﹒織市部門往往不顧農村

的供應 (糧食和原料 ) 能否跟上，逼使農村的輸山負荷大大加

重 。 另一方面﹒「平面墾種J 的生產方式又使農村難以吸收工業

機械設街，結果便造成了城鄉 (工農) 之間的緝令大差距。此外，

由於不同地區的農村對城市工業的輸山負擔不同﹒開絨市交往程

度不一和鎮受「城市文明 J 擴散影響的差別﹒導致了不悶地區農

村之間的生產力發展不平衡。 ( r農村組.J : [2] ﹒頁21-25 ) 

r農村組J 認為，這兩個特徵雖然約市j 了農村生產力的發

展﹒但卻同時埋下了刺激農村 r生產力層吹躍進」的繩子 ﹒ 因為

隨著農村和絨市交往的增加，工業城市的多樣需求便會刺激農村

利用在「平面墾聽J 下設閑置的多種資草草:而減市的工業和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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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擴散至農村 。 此外﹒由於輿「工業文明 J 接觸，農民亦會打

破 r狹隘的詔織」﹒使接受新的生產方式成為可能( r農村

組 .J : [2] .頁26-29 ) 。 他們認為﹒正是這種種因素﹒構成了1978

年後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基礎 。

對1949年筱至改革前的理解

「農村組J 指山﹒ 1949年革命是巷中國的農村改革提供了政治

前糙，他們館為，沒有這吹消除舊有腐敗政治力量的歷史過程﹒

農村便根本沒有可能蠻展 。 @不過﹒雖然有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卻不等於農村便能成功地發展﹒根撮 r J農村組J 的分析﹒雖然

1949年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r為被本改變革定困農村 r 平面墾種」

的生產力結槽和活動方式﹒事縛了一個新的起動J ﹒但由於1958

年後一連串的 r左」傾政策錯誤@ ﹒使不少能 r引起農村生產力

跑進的可貴時機被白白錯過。 J ( r農村組.J : [2] ﹒頁31和32)

對於1949至1978年中國農村的狀況 ﹒ r農村組.J / r發展

所J 的判斷基本上是負面的 (特別是合作化以後)。 他們認為.

在這毆期間以肉，農民的經濟狀況不單沒有改善@﹒ 悶時在對財

產的擁有纜車j和個人的人身自由 (如擇業 、 遷徒和改變社會身分

的方面)他們均受到極大的剝奪 。 由於農民的流動自由受到限

制﹒加上長期偏重重工業的發展策略，導致了國民組濟絃憐的不

合理 。 用他們的話來說﹒說是「我國最稀缺的資源 (資金 、 投

衛 、 人才 ) 因其產品投向從不面向最樂產品市海 (閩主要設實在

「自我服務J 的重工業)而利用教率很低﹒最盟富的資激(人

力 ) 則因無法充分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而開發程皮不禹 。 J

( r農村組.J : [7] ﹒頁18)

造成這輛經濟困局的原因﹒ r發展所J 認為是中國 r工業化

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及對解決問題方式的選縛 。 J 他們指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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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囡i進墓擇的是…….

貝鵰轟.又對城市居民和工業企業低價說銷，用以維持大工業的依工

資和低原材料成本﹒提供不斷產生超頓工業利洞的條件，最徒又

通過大玉業和j杖，土蠟﹒集中起國家工業化的建設基金，這就是統

將統銷制的經濟內容 。 但低價統購總要引起農民不滿，由此採別

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有其內在的必然還輯:在生產領域..歸併農氏

獨立的土地權利﹒嚴禁土地流轉﹒以抑制地，租對農產品價格土升

的椎動作用:限制農業勞動力流動﹒壓低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以

維持農產品的低工資成本 。 在分配領域. .對農民一手低價統麟﹒

一手以低價供應.._用生產資料和無償投資作為補備 ; 對城市居民

則一手配蛤低價食物和其他，福利﹒ 一手保持低工資 。 在流通領

法. . 實行購銷的回家壟斷經營 、 關鬧市場 、 限制區際交易 、 嚴禁

長途販運 。 鈍，鵡銳，銷服務於回家工業化的積累目標，形成一套相

當完備的制度 。 它在農村的組織.基礎就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

( r發展所綜合課題組J: 間，頁6-7 ) 

在這種發展策略下﹒中崗農村經濟便成了犧牲品 。 不過，雖然

r發展研J 了解到三十年來 { 1949年至1978年 ) 中國農民透過工

農產品偵格剪刀差形式向工業部門提供了約八干億人民幣的積祟

( r發展研綜綜合課題組J : [呵 ，頁7) ·但他們並不反對這種

對農民的剝削 。 相反，他們認為農民貢賦是有歷史的必然性 。 他

們既反對的﹒是統購統銷這種抑制「商品經濟 J 發展的貢賦芳

式﹒因為根鐵他們的了解， r工業化成果的消化和工業化效率的

提高卻必須依托於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 。 J ( r發展所綜合謀題

組 J : [例，頁8 ) 在造極邏輯的理解下 ﹒他們認為1978年後農村

的承包制經濟改革基本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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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改革後農村經濟的分研和鐘韓

就1978年後中國農村發展的判斷﹒ r農村組J / r發展所J

基本上是持組對肯定態度的 。 他們宣稱﹒ r凡是對我圍農村在改

革前的貨際狀說有所了解的人，都對包產到戶感到歡欣鼓舞 J 。

而 「包產到戶的成功J ﹒更曾經使他們「建立起改革必勝的信

念。 J ( r發展所綜合躁題組J : [4] .頁 1 ) 。甚至對於1985年

積食的大幅度減產﹒他們也越為只是反映了中國的農村經濟從

1981年至1985年的 「趙常規增長J 轉變為 r常規增長J 0 ( 陳錫

文 : [11] .頁23-32 )

被擾他們的分析﹒ 1978年後中崗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 主要

來自回家正確政策的刺激(邱組成、李間都: [4] .頁91-92 :陳錫

文:(1月 ，頁29 ) .其中最重要的是:: 1979年以來政府大帽度提高

雌產品收賠償@ (陳錯文: [1 1] .頁29) .以及推行家庭聯產來

包制的政策﹒ r雙重解放J 了農民的 r財產繼利」和 r身分自

由 J ( r發展所綜合總題組J 呵呵，頁4-13 ;周其仁: [4] ﹒ 頁

73 :邱繼成 、李國都: [4] ﹒頁91) 0 r農村組J 認為﹒正是這兩

個因素互相績合起作用﹒使得提高了的農產品收贈價格訊號﹒待

以躲開錐體一級(公社 、 大隊和生產隊 ) 的干擾﹒直接傳送至農

村生產者手中﹒闊前有效地誘導農民大幅度地提高生產效率 。

( r農村組J : (2] ·頁220-234 )

此外 ﹒ 他們亦提到了對農產品的統派贈制度的改革，從而引

入了市海機制﹒以及允許農民 r倫多種經營和向非農產業轉移 J

的政策@ ﹒亦是促使1978年後農村改革得以成功的基礎。 (盧

i塵 、 戴小京: [12] ﹒頁68)

雖然 「農村組J / r發展所」 基本上肯定改革的成果﹒可是

不論是包產到戶 、 引進市海價格或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均產生

了不少問題﹒迪是他們無法適避的。因此 ﹒他們對改革未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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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致心目中的理想效果作山了分析﹒並提山了一些他們詔為可以

使中困農村發展出有效率的 r商品經濟 J 的建議 。

周其仁認為﹒中國農村「商品經濟J 發展的主要阻力來自 三

方面﹒第一是不存在「明確而獨立的研有檔」;第二是缺乏「完

備的商業法規和實際上遵守契約的行為傾向 J: 第三是沒有發展

出足夠的「中間組織J ( 主要指獨立的企業) .崗此 r交易費

用 J 沒法減少﹒「在沒有能夠為節約交易費用的企業形成提供制

皮空間之前﹒都不可能放山一個市竭來 。 J (周其仁: [呵，頁

126 、 131 、 133) 他指山這三點有密切的!鍋係﹒例如 r財產關係因

其特妹的涉及人們最基本利害的獨特性質﹒ [USI而]非有明確界定

即其浩律表現不可 。 .J ( 周其仁: [4] .頁80 ) 而第一和第二點雖

然可以支持一個「經典市場.J ·但由於市街半徑不斷擴火引致

「交易費用 J 上升等因素﹒企業法人制泣的權立便成了不可或缺

的部分。(周其仁: [4] ﹒頁 126- 133 ) 

此外﹒ 「農村組」 的其他成員提山了第四個制約著「商品經

濟發展 J 的國家﹒就是 r人的黨質」的低下(指農牧民缺乏經營

r商品經濟J 的素質﹒見李灼榮: [1]第二卷﹒頁的;冉明繼:

[4] ﹒頁 149 :王小強 、 自南風: [5] ﹒頁40 、 52 、 56)

針對上述的種種制約，他們提山了一些改善建議 : 面對前三

個制約﹒「發展所J 只能籠統地提山 r改革的重點必須移向正規

組織領犧﹒而全部關鍵則是要在這個領域襄擺脫非正規組織和行

政隸勵這兩種傳統約束﹒創建起能夠接納新經濟組纖的制皮規

純 。 J ( r發展所J : [4] ﹒ 頁31 ) 遣大概是指要建立穩定的所有

佈體系 、 有約束力的法律規飽和確立食品位訟人的嘗到此等 。 問題

是 、 ïE如周其仁白自己也承認﹒他們並 r不知道如何貨現這個目

標﹒甚至......能不能夠貨現上述目標 。.J (周其仁: [4] .頁136 )

至於 r人的質素J 低下這閩東﹒他們提山了一些較具體的建議﹒

例如改善教育質素﹒以及非.落後地區訂utk發展旅遊築， .以期能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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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現代文明 J 0 (主小強、自南風: [5J ﹒頁228 )

論述內容的批判

關於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經濟歷史的判斷

由於能力和篇幅所限﹒筆者沒可能在此討論中國古代農業生

產芳式這樣大的問題﹒只您就 r農村組J / r發展所J 曾討論的

有關內容提山一些基本的質疑 。

r~農村組」鍵山 r平面墾翹J 概念的問時﹒似乎沒有拿山足

夠的歷史事質來支持﹒除了引用了《後漢書》的一部分章節輿一

些之手材料以外( r農村組J : (2) ﹒頁 14- 15) ·便只有一幅用

來 r證明 J 他們關於 r人口一耕地一糧食J 的「運轉螺旋J 的間

表。可是若仔細閱讀這幅由公元0年至1947年中國耕地面積 、 人

口 、 人均口糟的變動的回表( r農村組J : [2] ·頁14-15 ) ·卻

發現其貨並不支持他們的論點。事貨主﹒只有約在公元17∞年以

後﹒人口和耕地的增長才基本上是1司步進行的， 而在此以前﹒耕

地面積典人口卻基本上是治相反方向發展的 。 @

事實上﹒他們自己亦承詔﹒中國許代曾「斷斷續續速致~驚

人的商品經濟繁榮 .J (周其仁: [4] ·頁80 ) 。 然而為甚麼同樣

有「平面懇趟 J 的生產方式下﹒中國-;lr"代能達致極發達的經濟水

平(相對其他國家 ) .但到了現代卻成為蠻展的阻礙 ?這似乎是

在他們的分析架構下沒能得到解答的。

1949年至改革前的理解

對於1949年後至改革前的討論，可算是他們表述得比較清楚

和平賞的部分﹒他們關於工業部門如何剝削農業部門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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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 一一透過限制勞動力和土地流動和統購統銷一一

的表述:關於建國以後蟹展策略所造成的車正業「自我服務」與

農村勞動力得不到充分兢業的討論話:以及對i築化不等!叫經濟發

展/增長的清醒認識@等等，均是﹒比較精影的言自述 。 不過﹒他們

對改革前的發展方式的批判﹒卻沒有適當地放置和歷史脈絡之

中 。

他們認為建國後 (特別是合作化後) .中國的經濟運作方式

基本上是錯誤的，並把造成這錯誤的主要原因﹒的結為一系列

「芹.傾政策」的結果。迫種簡單的 r政策決定論」 分析方法﹒不

單忽略了「先{頓政策」 的歷史合理性﹒更重要是-阻礙了他們看到

比 「;年傾政策 J 吏根本的政治體制問題 。 所絢 「克傾政策 J ( 他

們多把 r ti. J 字寬日上引按﹒以另1) 於真ïF.的tr. ) .大概是指 「過

皮 J 的合作化 、心血激 J 的地方正業化等等 。 問題是這些政策本

身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例如 r Æ_:巫輕輕JI業政策 、

與中國長期缺乏重工業﹒但卻必需拉倒際不友好的形勢下盡快建

立獨立的國防和經濟的歷史背景廠有關係 。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

下﹒似乎沒有太多的其他可能性) . 至於 r .lãl文 J 、 r )ã激 J 的

問題﹒則與中國的整個政治經濟體制有關 。 事質上﹒在制訂政策

之時﹒相信毛澤東 、 劉少奇等人亦深信這些政策能達到預定的政

績目標或政治目標 (這與 r發展所J 作也建議時沒有兩樣)。 問

題是. .當政策落貨執行時﹒ rlä皮」、 r~激 J 便時有出現﹒這

頓然與執行政策的機構有莫大關係﹒因此 、 1957年後的決策若有

錯說@﹒其部分的錯誤便是沒對執行政策的機構(盤個政治體

制 } 作山徹底的分析﹒迫與 「農村組J / r發展研 J 新犯的毛病

是相同的 。(連點我們將在下面詳細論述 )

關於改革的判斷和建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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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農村組J / r發展所J 對於改革成績的判斷 ，似乎是銬大

了正面的貢獻﹒而對改革的負面影響重視不足 。 他們對農村經濟

取得的「重火成績J ﹒首先是用可以貨幣量皮的經濟增長指標來

量皮的﹒他們引用了國家統計局對近七萬農戶的調查﹒指山:

1986年我國農民人均收入達424元，比1978年增長了 2.2倍:扣除

物價土漲因素從﹒每年平均增長了 13.1% ﹒大大高於1949年至

1978年間平均增長3.9%的水平 。 我至1986年底﹒農村人均純收

入在2()()元以下的貧困戶所佔比重﹒已由1980年的61.6%下降為

11.3% ﹒ 2∞元，至5∞元的溫飽戶由36.8%土升為ω% ﹒ 5∞元，以土

的小康戶已由1.6%土升為28.7% '其中 1飢即元以主的農戶佔

3.4% 。 這說明﹒自 1980年以來﹒全國有50.3%的農戶擺脫了過去

窮困的狀況。改革[正}是我國農業超常規增長的真正秘密。

( r發展所綜合課越組J : 間，頁 12 )

這種計算方式有幾個問題﹒第一，他們雖是根獵農村以貨幣量皮

的收入作為農民生活是否改善的指標﹒基本上忽略了不能以貨幣

量度的經濟生活的重要性 (如居住環境質索一一食水 、 空氣等

污設程度@:又創勞動時間與閱餘時間的比例:以至一些基本的

安全保障如社會治安和穆定的政治經濟前景等)@。第二 ﹒艘民

人均收入的增長﹒是在農村高速商品化的基礎下完成的@﹒闢此

農村人均收入增加並不一定代表經濟生活的例步改善@(注意﹒

他們對 r貧困戶 J 、「溫飽戶 J 、 r小康戶 J 等的判斷並沒有指

明是否已扣除物偵闊葉 ) .聞為貨幣收入的增加﹒可能只是從以

往農民的非貨幣收入部分轉化航導致﹒因而生活素質並不一定有

貨質的改善 。 事質上﹒根據他們另一份報告，農業收入的增長是

在拉入支山(主要是由於農用工業品的價格提高)更快增長下達

成的。 。 此外﹒以平均收入作為唯一的量皮指標﹒亦沒有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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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平等所引致部分 (可能是不少的部分 ) 農戶生活水平下降

的現賞 。 事貨上﹒正如他們自己所說﹒「農村的高收入人口流動

大﹒揖員會多，富得更快:低收入人口流動性小，適應能力弱﹒機

會更少。 J (邱繼戚 、 李國都: (4) ﹒頁98) 凶此貧富不均的增

加擷可能抵消改革對低收入人口的正面影響 。 第三 ﹒雖然他們認

定「改革是我國農業超常規增長的真正泌密」 ﹒但若沒有改革前

祟積的物質條件 (如農村水利 、 工業等基本建設 ) .以及國家財

政上的支持(如1979年後大組提高農產品收購價 ) 等. J但是引進

市峙的承包制改革絕對沒可能帶動農村的 r超常規增長』 。 事質

上﹒延年由於國家財政支援的減退，以及改革前祟積的街質條件

的消失，中閏農民的人均收入已在貨際下降。(見，表一﹒亦可參

看鄭毓盛 : (13] ﹒頁 158)

表一 :中國農村經濟的幾個指標(平均增長率%)

1965-77 1978-84 1985-89 

殺物

種種 、 畜牧 、 漁業 、 林業

農村實質人均收入

資料來源 : Odgaard: [23] 頁妙 。

3.2 

3.0 

0 .5 

5.0 

7.7 

15.9 

1 .2 

4.0 

-0.9 

此外﹒他們另一個判斷農村經濟成績的指標﹒是農民流動自

由的增加﹒特別是農業勞動力轉往非農業部門(鄉鎮企業 ) 的增

長﹒他們紹為對中國農村發展更是意義深連﹒因為他們相信農村

非農產業的發展﹒除了為農村提供了經濟利益外﹒更把 r現代文

明 J 一__ r新的頭腦 、 新的眼界 、 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倫理行

為 J 等傳遞至「落後的J 農村，惡補了 「中國現代化的必修

練 J 0 ( r發展所產黨和企業研究室 J : [8] ﹒頁12 ) 事貨上.

這些 「現代文明 J 究竟為農村帶來了好的還是壞的影響 ﹒ 仍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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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繼續研究的題目@:不過著單說鄉鎮企業的發展而論﹒我們也

可以發現這種 r鹿"非」的現摯並不完全是正面的﹒八十年代高

速發展的鄉鎮企業﹒是在農村付出了況童的代價下完成的﹒迫些

代偵包括使農用土地大帽減少@﹒以及對農業的生態環境嚴重破

壞@。

筆者相信. r J幢村組 J / r發展所J 對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肯定比其他研究人員耍了解得多 ﹒然而他們還是作山了會夸大

農村改革成績的判斷﹒這輛可能是諒自他們對「商品經濟J 理想、

化的偏見 。

r完全市海」的幻想

r農村組J / r發展研J 心目中的「商品經濟J ﹒其貨車拉是

西方經濟學理諭上的 r完全市揖」模型﹒他們把理想化的市竭作

為衡量的標灘，把現賞的經濟運作(當然不可能是 r完全市

搗 J ) 作為對 rITj;1.市竭J 的偏離，看﹒作為非「常態J 。 例如周

其仁和窩小設提山 . r蚓再不用市峙的真實價格@來調節土地產

品 (主要是縮食)的供求，那麼，我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必將步

履艱難 。 J (周其仁﹒高小贊賞: [呵，頁111 ·重要古字為筆者所

加)又例如對於農民由農業總往非農業的論述﹒他們認為「對任

何一個農民佔人口多數的國家來說﹒農民變換社會身份過程是否

順利和在#ì:~. ， 都是全局性的重大變化 。 J (邱繼成 、 李摺都:

[4) ﹒頁49 ) 而他們對1978年以前中圍農村經濟的批判，也是從

比較這種理想的 r商品經濟J 中導出的﹒所謂 r1底層 lX平面舉

趟J 、 「擷皮的不平衡J 和 1949年到 1978年的 r傳統經濟體制 J

基本上說是指分工發展不足 、 城鄉和地域問商品交換不發達和工

農業之間(包括人口)流動的不完備 。一句話 ，就是偏離了「正

常的 J 市喝經濟，從而不能「合理地J 配置資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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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在於理想的市海模型本身，而是混淆了現賞的狀說與

主觀的偏好 。 周其仁的說法正好反映了這種偏見. r我國的改革

選定引進市揭機制為基本方向﹒並不是理論推導的結果，而是出

於對當代各國經濟發展的比較 。 基本的事貨是 : 利用市場機制的

國家和地區發經濟的成績更好 。 J (周其仁 : [4] ·頁133) 這明

顯是把部分發連國家/地區的 r成功 J 經驗與理想的市揖模型聯

森一起的章太誤解 。

歷史地看 ﹒西方貸本主義的發展﹒從來沒有產生一個「真

正 J 的自由市喝.ïE賣IlI. Wallestein指山﹒ r資本主發生產芳式

的核心ïf.是生產 USI 索{勞動力 、 土地和資金]的不完全自由。 」

( 1. Wallestein: [19) .頁134 ) 資本家的目的是尋找利潤和積累

資本﹒任何有利於他們速致其目標的手跤，他們都會利用 ﹒ 而非

市疇的運作往往對他們更為有利(例如依靠國家政值觀斷市獨或

進行保護主義活動等 )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過陣地區的生產與

再生產過程，是通過一連串 r排拒 J ( exclusion ) 一一一把「落

後的 J 國家/地區使用或享受監乏資諒的可能性加以排除 (G.

Arrighi: [1勻，頁12) 一一來完成的 。 沒有這種限制勞動者和資

激流動的「韓拒」﹒發達地區要維持長期 「安定繁榮J 是不可想

像的 。(試設想、香港不m:拒越南 r經濟難民 J 、 美國不紛提海地

經濟難民 、 意火和j不憐拒阿爾巴尼亞經濟難民﹒這幾個資本主義

的寵兒會山現甚麼樣的狀況 ? ) 

此外﹒周其仁所擋的 「利用市塌機制的國家和地區發展徑濟

的成績更好J 質際上是不符合 r學貨 J 的 。 Gordon White 和

Robert Wade比較東亞和批丁美洲的發展經驗時﹒發現東亞 (特

別是台 、 梅)的經濟發展較是在成功輿這些地區的個家干預較多和

較有效有關 ( White 、 Wade : [20] ﹒頁9-10 ) @ : G. Arrighi的

研究亦表明﹒東歐的 r社會主義J 國家從1938到 1988年的經濟增

長 ， 亦違優於大部分非洲、中東等 「資本主建J 國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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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ghi: [16] ) 。 此外﹒拿中國與印皮相比﹒市街化程皮較高的

後者的經濟表現卻比前者遜色 (J. Drize & A. Sen: (18] .頁204-

210) 。因此﹒正如G.Aπighi所指出﹒共產政績統治下的地區的

「失敗J ﹒只是相對於他們對發展的不切賞際的期望而言 ﹒而並

不是相對其他「資本主義J 地區的失敗 。 (G. Arrighi: (16] ﹒頁

26 ) 

研究方法的局限

r現代化理為』的不適當比較

r農村組J / r發展所」採舟的分析架構，明顯說是西方

「現代化理論」的再版.這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發展經濟學

的影響(王小強 、 自南嵐: [5] ﹒頁 188-189: r農村組J : [7] . 

頁 13-14) ;另一方面則可能諒自他們對馬克思主羲階設理論的

理解 。

學術界對「現代化理論 J 的批判已極廣泛討論 (其中以發諒

自拉美的 r依賴理論J 和在「依賴理論」的基礎下發展山來的世

界體系理論最為人所注意}﹒因此筆者不想在這襄軍被有闋的批

判。只想就 r農村組J / r發展所J 的具體論途中﹒指山他們引

用 r :現代化遑論 J 棍野上的局限。最能反映他們有關 r現代化J

論述的局限﹒相俏便是他們經常引用的比較芳法一一包括閣際

比較 、 國內「先進」 輿 r落後J 的地區的比較 、 以及時序上的比

較(例如改革前後的比較) .因此第者將集中討論他們這些比較

研究。

r農村組J 引用了H. Chenery 和M. Syrquin的發展國家

「標車結構J 和「大國模型 J ﹒來 r道明」中國的經濟錯構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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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偏差J 的 ( r農村組J : [7].買 15 )。 在邏輯推論上，他

們基本上接受慮將已存在的「超常偏差 J 矯正﹒使之回復「標準

形態 J ·而他們之所以並不作山迫組建富農﹒只是由於現質上的種

種制約使之不可行而已 。( r農村組J : [7] ·頁17) 其賞他們

也知道﹒問顧這豈不在較「將原有的某一結構儷差孤立地加以矯

正 J ·而是要進行 r協調偏差J 的發展策略﹒說是「怎樣從我國

的積累 、消費 、 設資、生產 、 兢業 、 分配 、 貿易等各個結槽側面

已經存在的超常偏差山發﹒面對著向中等發達水平的過渡，建立

起能使這些偏差具有最必要協調關聯的新的經濟流程 。 J (r農

村組J : [7] ﹒頁 17 ) 若把它翻課成較淺自直接的諸實﹒迫其實

就是說要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具體情說作山具體分析﹒ 以建立更合

理的關保。既調「標車結構J 、 r超常偏差J@的概念非但沒有

使用的必要﹒更容易誤導續者 (甚至他們自己)把 「偏離」 「標

準緝構J 當作為負面的現象。

此外﹒他們亦經常引用一些「先進」 國家的經驗，以「證

明 J 中國只需要仿效這些「成功經驗J ﹒採敢相類的政策﹒便能

達致同樣的結果 。 例如他們從日本的農協和美國的農業公司 「經

驗」 中﹒總結山它們的 「中介 J 作用是 r講過胞工商一體化的組

織基礎J ﹒它們的 r原則和機遇也是書記們[ r農村組.J ]構想、中國

農村未來商品服務組織網絡的依擾。 J ( 冉明繼: [4] ·頁 157 )

又例如他們對日本「成功地協調偏差的經濟流程」的絕結( r農

村組J : [7] ﹒頁的 ) ;或是有關西德農業合作組鐵的考察(擺

小朋: [1]第三卷 ，頁 132-136 ) 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們這

種思路。

不單在國際純圈內﹒在國內不同地區之間，他們亦引用了類

似的比較方法 。 例如在討論圍內幾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省/區

時﹒他們參照了「現代化J 程1笠較高的地區的 「商品經濟J 模

式﹒提出了 r落後地區 」 農村經濟的幾個特點﹒就是商品率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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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民進入市喝經商困難 、 缺乏農村工業和他們語為是最重要的

「人的索質 J 差 。(王小強 、 自南風: [5] ﹒頁138-139)他們又

器為. r落後地區與發達地區一樣﹒都在經歷一個自傳統到現

代，由守成到開拓的觀念變遷。.J (王小強、自南風: [5] ﹒頁

60) 換句話說﹒落後地區要 r現代化J ﹒無可避免要重續 r先進

地區 J 走過的路，才有希望成功 。

我們暫且不論那些「先進回家/地區 J 的「成功經驗J 是否

真的那麼「成功 J (例如西館或日本的農業組鐵是否比中圓的更

有效率) .也暫不質疑他們對於 r先進經驗」的章，話是否符合歷

史事貨﹒僅從他們使用這種比較方法本身來看﹒即存在著嚴重的

問題。

他們的這種比較芳浩本身誼會了一種假設﹒就是一個國家/

地區的發展經驗可以敏孤立地 、 也就是割斷了其歷史脈絡和與世

界的聯緊來進行考察。他們完全忽略了 。 由於歷史時間和空間

(地理位置)的不閥 、一圖/抱在某設歷史時空中「成功」的經

驗，往往不可能重續山現。發們可利用他們提供的例子 (如日本

的發展經驗 ) 作較具體的分析。

言虞我們先接受「農村組J / r發展所J 有關日本發展經驗的

判斷﹒然後把日本的發展放置因其自身的歷史脈絡，迫樣便可發

現﹒中圓基本上是無法仿效這些經驗的。日本的 r現代化」過

程﹒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展開的﹒以 r明治維新」為例﹒如果

當時沒有一個積弱的滋鄰一一中國﹒以其比日本廣大得多的市

場﹒吸收了西方的侵略者﹒使日本避免了在經濟和軍事上受西方

宰制的命運﹒從而變得了一個破壞封建制度和進行改革的空間﹒

日 本維新 (相對於中國的維新 ) 的成功相信是沒那麼容易的。

( Norman: [17] ﹒頁153) @此外﹒「農村組」指山日本戰後的

經濟格局，基本上像中圓一樣﹒是高積累加「重型結構J: 可

是、與中國不間，日本卻能迅速挺高了其國民的收入和消費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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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他們怒為﹒迪是由於日本成功地協調了其 r超前偏差 J (主

要是透過大量也口重化工業對成品 ) 既致 。( r農村經」

[7] ﹒頁 16 )。 這種看法當然有點道理﹒但問題仍是他們沒有把

日本 r協調偏差 J 的成功放鞏固戰後的實本主義發展直接史脈絡之

中 。 也就是說﹒他們漠視了日本戰後能迅速大量山口工業品的歷

史條件﹒這些條件包指戰前日本軍事工業為戰後的重工~發展提

供7資金、設備、技俯等基礎 ; 「韓戰J 輿 r趣戰」期間﹒美國

在東亞/東南亞的龐大軍事或與軍事有闋的支山所帶動的需求刺

激:以及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單敏西方圓培而喪失了參與類似發

展的可能空間﹒更由於中國的被 r排拒 J ﹒ 使日本的工業出口

(至少對東亞/東南亞地區 ) 缺少了一個強大的競事對手﹒而日

本正是在這純稽的歷史機會下達致其 「偏差協調 J 的 。 顯然而

兒，在缺乏這些歷史條件下 ﹒對日本 「成功經驗」的仿效不單沒

法重懷遠致同樣的效果，更有可能引致一些他們預想、以外的負面

後泉。

他們在比較國內「落後 J 地區與 r先進J 地區時﹒也犯了同

樣的毛病﹒迫可從他們對於「幼稚社會系統及其貧困惑性微環J

的論途中清楚反映山來﹒他們這樣寫道:

落梭的社會基礎結構{指教育 、信息一郵電業務和傳媒 、 交通運

輸等卜延緩了社會一經濟結構和人的現，代化進程;傳統的社會

一經濟結構和商品生產素質低下的人﹒無法有效地，開發和利用各

種資源﹒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而資源開發 、 利用水平反人的素

質的低于﹒又牢牢抱住了社會基礎結構步履鵡珊的腿 。 J ( 五小

強、白南風: [5] ﹒頁92 )

這種論述 ﹒ 亦明顯地把「落後地區 」 孤立起來進行考察 ﹒ 把它們

落後的原倒完全歸絃為肉部的崗素 。要售貨上﹒王小強和自南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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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落後地區 J 之所以 r落後」﹒與受到「先進J 地區(他們

緒的「城市大鍋飯」 體制 )的剝削繼有關傑{王小強、自南風:

[5] ﹒頁141 .其賞這是他們全寓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 可惜的

是.他們不但沒有更深入討論這種剝削關僚、(例如政府的角

色 ) .反而更進一步把他們那種非歷史的 、 孤立的比較棍野發

展，提山了 r先試點後普及」的改革建議@﹒詔為將人類社會這

個 r特大複維系統逐級、逐塊分解﹒在避難就易 、 避重說輕 、 分

區開發 、 重點突破的指導原則下﹒建立一個有時間 、 空間結構的

改革戰略﹒是概有必要的。 J (王小強、自南風 : [勻 ，頁180 )

由於漠視了個別地區的改變將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其鄰泣或偏遠地

區的發展，也漠視了鄰近或偏遠地區的存在亦將不斷影巒個另1)地

區的改革進程，崗此他們這種 r試點推廣」式的改革建議﹒只能

是一種善良的幻想。若處理不著﹒它更有可能會導致一種更壞的

後果:如特區的發展最接變成了新的 r特權地區」對其他 r落

後』地方進行剝削﹒使正在等待接受「試點經驗」的地區在其

「等待 J 的過程中﹒由於與「試點J 的交往前發展山一種更被動

的生產關係﹒不但無浩享受「現代化」 的成果，甚至可能被推至

比改革前更壞的處境當中 。

含混概念中隱含的話吉暴力

兩種使用緒有的方式使「農村組.J / r發展所」的論述很容

易變成宰制弱小者的工具﹒不承j於進行開放的溝通 。 第一 ﹒他們

常使用一些沒有清楚主詞(subject)的概念 ﹒不但把弱小族群 (如

少數民脹、姆女、農民等) 的聲音僻挖出他們的論述以外，更由

於這些概念的 r整體性J 和模糊性﹒使掌權者任意解釋這些概念

的空間增大 ﹒ 從而也更容易對弱小者施行暴力 。 舉例來說﹒當王

小強、自南風在描述個另1)西藏牧民在富裕以後把錢都用在吃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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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廟堂以後﹒他們提山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 r這是我們追求和

提倡的富嗎 ? J (王小強、自南風: [5] .頁129 ) 接著又說:

「我們的口號是.寧要3∞元商品經濟的第﹒不要5∞元自然經濟

的宮。 J (王小強 、 自南風: [5] ﹒頁 132 ) 他們就這樣粗暴地把

西藏少數民放的要求從論途中抹掉 。@又例如他們使用的一

r我國的園民經濟和農村鱷濟面臨臨一些新的重大選擇J 、「需

要選隸的是J 、 「國民經濟全局的 J 等語旬，其中 r我國」、

「全局」或隱蔽了的主絢其質所指的是中國政府與其意間﹒而

「發展所」正在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參見 「發展所J

[3] ) .不過這些代表個別闖關 (政府 ) 的聲音卻以「全民

的J 、 r整體的 J 利益的代表山現。可惜的是 、 他們這種「整

體J 利益的「代表 J 所提山的建議﹒卻往往有意或無意地把也屬

於 r整體J 的其中一部分的弱小旅群的要求排除在他們的建議之

外@。

第二﹒他們倒時鼓吹使用的 r科學方接 J ﹒亦使他們的論述

帶有強烈的權威色彩 (最能反映他們的 「科學主義J 的相信是

「農村經J 在[1]第一卷的兩第關於研究方怯的文章，見[刊第一

卷﹒頁12-22及頁261-270)。 他們以「科學方法 J 所作山的宣

稱，例如 r各國發展的大量史賞道明 ( r農村組 J : (1] ，頁 -

261 ·又重點為擎者所加 ) 等，把原本是屬於理論探討中不l司的

意見，變成為絕對的對錯問題﹒當這種 r對銷式」的論述與上述的

r整個意志J 和 r模糊概念 J .在中國泣個國家政權基本上不受

到民間嘗到衡的國家內錯合起來時﹒便廠容易產生對弱小者的暴力

宰制 。

總括來說. r J農村組 J / r發展研J 對中國農村發展的論述

無精與方式﹒嚴重限制了他們的視野﹒甚至從而導出一些奇怪的

結論。不過﹒筆者並司長認為他們既作的全是無益的事情。事質

上﹒他們對中國農村所作山的大量調查工作﹒搜集了鰱富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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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這些不單對日後的社會科學研究﹒甚至對政策和j訂也模有幫

助 。 此外，他們對1978年前有關論述新作的批判﹒也有不少貢獻

(例如對合作化年代把農村以工業/軍事化生產的批判，見， r農

村組J: 間，頁54-60 ) 。若他們或其他研究者能拋棄他們的論

述架構和方式(如正視不單是「自然經濟」 才會對生態環境被

壤﹒ 「商品經濟J 所作的教壤可能更為巨大 ) ，重新詮釋已有的

調查材料﹒不難得到較合理的結論。

結語

從今天回看，雖然農村的經濟改革還在繼續﹒但自 1978年開

始至今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 r失敗」 。這種 r失敗」並

非指它為農村經濟或整個回民經濟帶來了完全負面的後祟，相對

於1978年前﹒改革確為農村帶來了一些好處﹒例如農民收入的增

加和流動自由的增加;但卻也導致了不少負面的後果﹒如農用土

地減少 、 農村自然生態的進一步破壞 、 收入分配不均增加等等。

因此就鐘書而吉 ﹒相對1978年以前，對農村經改的判斷還需要進

一步考察才可作山。不過﹒相對於改革者與他們的智連對改革的

期望而實一一特別是他們對建立「商品經濟J 以及追趕「先

進」國家的發展水平等期望一一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改革基本

上是一詞失敗 。 換句話說﹒改革的失敗實際上是改革設計者的失

敗 。

改革設計者的失敗﹒正如發們在上面數飾的分析﹒與他們對

「商品經濟J 的理想化從 、 而產生的備見，有關:亦與他們不適當

地引用國際或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比較有關;而這種種錯失 ﹒ 基

本上是源於他們對自身所處的位置缺乏反省批判﹒從而不了解他

們視野上無可避免的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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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視野上的局限，反映在他們的論途中﹒對政府嚴重缺乏

批判性，只有意或無意地把政府 (特別是中央政府)當成為完全

中立 、 客觀的機構，當成投入一輸出的黑貓，而並非作為研究批

判的對象。@

事實上﹒「農村組.J / r發展所 J 並非不知道在走往他們心

目中商品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所也現的種種負面 r扭曲」﹒多與政

府的行為每有關係 。 我們可以在他們的研究報告中﹒找到大量的

有關材料 。 例如邱繼成 、 李圖都所指出的. r 目前政府管理部門

只對上垂直負責﹒還不能自覺地為農民進行周到的服務，以促進

農民更快地轉移[自由流動特別是自農轉非卜甚至連其本職即為

農民服務的農村管理部門也對農民變換傳統身份設置了種種 r 門

檻.. '任意向農民收取種種費用和據派 。 .J (邱繼成 、 李國都:

[4] ﹒頁97) 接新他們又寫道. r政府組織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機

構膨脹，晶質得更加朦腫﹒新的機構承擔了農民一些急需的信用、

擔保和道明，農民從中得到方便和好處﹒但因此農民所受的牽制

和不方便的程度甚至更高。這些組鐵部門為了滿足日益膨脹的機

構需要﹒就把富裕起來的農民特別是專業戶和私人企業大戶作為

自己的 F 金庫 」 和 r 密警庫.. c) J (邱組成 、 李國都: [4] ﹒頁

98 ) 冉明權亦指也﹒經濟改革後﹒「區鄉水利部門的經濟1&入常

被 「 擠 、 估 、 吃 J ﹒任意調其資金 、 設備 、 房屋 。 J (冉明檔:

[4] ﹒頁140 ) 論途中雖然沒有主體，但技們亦可俏針是雄才有權

力這樣做 。 又例如周其仁亦指出. r承包經濟中最嚴重的問題

是，公有財產的承包上交既得﹒在很廣泛的範閩肉至今帳目管理

混亂..... ..聽任少數人任意侵佔…...到1986年中，共消山貪污 、 盜

騙 、 拖欠 、 侵佔 、 社分集體財產的金額達6∞多億元 。 .J (周其

仁: [4] ﹒頁76 ) 論述中也是沒有主體，但明顯地只有在國家機

構中有構有勢之人才有可能 「任意侵倍、貪污和也分J 集體財

產 。 王小強 、自南風對聞家既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有更詳聾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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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他們隱晦的使用「織布 F 大鍋飯.. .J 體制代表國家機構{包

括個營經濟部門) .指出了其「隔絕效應J 和 r諒奪效應」。所

謂 r隔絕效應 J ﹒賞際是指「疊床架屋的龐大 r 上層建築".J ' 

把中央給 r落後地區 J 的錢和物微處浪費掉﹒使農民得不到任何

好處 。 而所謂 r掠奪妓應J ﹒主要是指龐大的行政部門 r吸l&了

落後地區絕大部智能人口 .J ·卻由於極低的運作效率而把這些寶

貴的人材白白浪費掉 。(王小強 、 自南風: [5] ﹒頁147-148) 他

們雖然稚描述「落後地區」城市的行政體制﹒但與 r落後地區 J

擁有附樣[甚至更多]行政職能 、 機構的「發連地區」 行政體制

(王小強 、 白南風: [5] ，頁144) ，難道可以選兔產生這些問樣

的毛病嗎 ? 可以說﹒中國「落後的」本質﹒不是抽象的 r人J 的

素質低﹒而是「官僚J 的家質低，而這正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密

切的關{系 。

問題是顯然易見的，但奇怪的是﹒他們並沒有把研究的矛頭

指向造成上述種種問題的國家體制身上，卻把原因歸話為「所有

檔J 界定不清 、 r組鐵資源J 不足或法律缺乏有關的商業(如企

業法)等問題@ 0 ( 周其仁: [4] ﹒頁119-136)又或是把問題擱

在一旁﹒繼續建議建立更多其他的官僚機構﹒例如 r國家土地管

理委員會J 、 「土地銀行J 等來推行土地「商品化J 的改革 (搗

經偷 : [4] ﹒頁202 ) 。 可惜的是，他們的迫些分析和建議，由於

沒有觸及對國家政體的深刻批判﹒因而他們的建議最終是「無

解 J 的 。 因為耍使 r既有權J 避免成為 r純粹的 r 法學上的幻

想 .J.J .不是單單地提出「必須包含對既有繼各項繼能以及運用

這些權能的經濟行為作山非常具體而日過完備的規範J (周其

仁 : [4] ﹒頁 124 ) 便可解決的:現貴的情說是﹒ r法律中規定的

鄉鎮人火的12條橫限﹒賞際上落賞的只有兩儼﹒即聽取政府工作

報告和選舉JF.副鄉 {鎮 ) 畏 。 由於選舉多定形式﹒所以人大代表

的主要職責成了領會政府工作報告 。 J (王振耀 : [4] .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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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其貨在很多方面均制定了「非常具體而完備J 的法規

(例如 r環保法 .J ) ~﹒但常常設怯落賞 。迫顯然是由於政府沒

有受到足夠的監察 、 民間沒能夠對官僚施加足夠的壓力所致@ 。

問題是消楚不過的﹒但鑑於他們所處的位置( r農村組.J / 

r發展所」其賞說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 .以及長年累月所受的

「國家主義.J (statism)恩縷的訓練，嚴重限制了他們對政府 (包

括他們自身 ) 作足夠的反省和批判﹒因此他們的改革宏固﹒注定

要以失敗告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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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D r農村組』正是 F費康研 J 的前身﹒的齡1985年底改建l\ r費展所，﹒愉齡下

文將錄用他們一些1986年前的研究賴特﹒師以將會保留同時﹒使用 r也村組J 為I rv 
展研J tr<J 1';稱.-Ó;趙紫陽下台以種﹒ rJ彎腰昕』興 r中國組濟體制革研究所』均已

融改組﹒樹如 rn讀研J 班組誨，間這臣"改委經濟.制與管理研究師.J • b:( r Rft讀

研J 成員已差不多全被懷下來﹒

@ r費服昕J 的成員部分仍在國外﹒ 而留在個內的﹒部分"到其他研究E酬金﹒部

分別已.，.﹒倒蚵鍾商﹒

@ 巾於本文將大量引用 rv展研.J / r組討姐，的文風.l\筒省商制. iJ I冊的文

章也處將以 {作著名字如 r也村組.J : [2J ﹒資訊} 的;方式表這﹒其小(2J代表咎，每﹒

冉H 小第二本/詞作品﹒Jixx代表第口與i • 

@ 可惜的是﹒他們在對當代改革的諭述巾﹒卻'，占了，致的前能s 的亟要性﹒關身?

這錯，我擠在下面，賀節中較詳組炮制抽﹒

@ 輯是對 7]988年﹒他們的把1949年韓、~~在前小國農村 ili 現的問起歸錯肉

，左 J 傾政黨的錯果﹒倒劉 . r從 1957到 1978年期間﹒由按國悅盤濟及組村鐘情受

到一系列 F 在 .1 (JCJ戰策的單宜于極﹒聽闢拉人"平均tr<J主要跟產品產it增長十分鐘

8雪



慢﹒有的甚至下降· J (陳﹒文: (11] ﹒頁29) 暉，慮和李閻部更寓道. r中間農

民在左側噓，值下近乎成7 r 無產者 a ﹒ J (部組成、李國都 : [4] ﹒頁91)

@ 從1957到 1978年 1"1 · 全國起民人均純艘入每年平均只遞增了主9%﹒的有二偉

人n尚不總溫飽 ﹒ ( r費農所輩輩合據姐姐J : [4] .頁6 )

。 r費用E既 J 的成員亦分>>，衰遍了他們對改革的 r欣喜J ﹒倒個虛道和幢小~揖

人口尚不縛溫飽﹒( r彎腰所當合，姐姐J : [4] .頁6 )

cr> r ...研 s 的成員亦分別衰違了他們對改革的，欣喜J ﹒倒鉤虛道瓢aJf、lta

'-1979-87年的八年鹿村改革 r取何7.世﹒目的成果· J (虛道 、 ‘小東:(1苟，

真68) 又倒卸廊，戚 、 李國都寓道 . r任何t且有個見的人只要進行組峙的R史對

此﹒都不陸留讀到﹒ 70年代以來rf1國農村的僵化的礦是又-~偉大的解放﹒ J

([4] • J是(91)

@ 揖 r鹿村組J 指山﹒ 1979年至1981 年的提個﹒平均每年遞增n.5%﹒超過了

1949年後任何一個時期 ﹒( r農村組J : (2] .頁23 )

@ 特別是例也5年及以後 {這兩年中圓的興鎮企業，產值平均每年比去年增畏

40-50%) ﹒加上處軍增長的放鑑﹒他們富起中國農村軍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鄭

敏企業的，廣 ﹒ {陳‘文 : [11] ﹒頁27 )

@ 從他們的間衰草，也﹒公元2∞年至公元11∞等問. ，嘻地的增長是在人口紐慢揖

少，令完成的 :而在公元12∞年至公元14∞年間﹒人口的增長興，停地面積攝少問步進

行:公元14∞年至17∞壘芋，停地面積的增加則是在人口不覺下完成的 ﹒( r胞村

組J ﹒ (2) • 1(18) 

@ 他們扭曲﹒ 196的7年中國的主黨摩值在國民生產，值中的比重增長714%

( 1司期兩轉為16.5% 、 ..間海7.8% ) ·但人均國民生轟，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Z

7% (倒閉繭.'-7.1% 、 學圖為4.5%) • ( r鹿村IL : (6) ·頁的)

@ 司E 貨主.rj'1岡致的的麓，霞在往是門摯的組娘﹒隙7要遵景教數目輝(卸工業

化)以外﹒住在是違章不同致治力量的嚴泊目蟬的工具﹒因此某些班，直可能在違章

其教黨H體時也現 r鉛農 J ﹒但實際主卻成功地完成某些軍治力量的教給目標 ﹒

@ 冉吵i植亦指也 r包干到戶種...僚系，續引出的種捌十分慘痛﹒ 1981年全國

有8此﹒人小. ﹒死亡 J .8.人﹒到1985年仍有10.5萬人rfJ.﹒死亡1.7萬人.. J ( 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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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 (4) .頁147)

@ 改革蠻有勝數圖示鹿品的資金保障正在傳低﹒倒鉤生產..畫壇:財..無保障

(你胎里証自、越詐、勒索每增長) :以且人身不安全和對前建設把捏得 ﹒(曹諧、

但正ël : [IJ都四種﹒賣186 ) ﹒可男，每周其仁 : (.J ﹒貞75-76 )

@ rl978年農民尚晶主山恤金郁文山的39.7% .85年hω1.2% ﹒ 陌生產鰻會支山

中作商品性支出的比重也從78年的54%下降為85年的27%. J 此外﹒ r1985年胞品

貨幣鈍收入{占全部鈍艘入(r()63.1% ﹒比80年增加了12個有錯JlIi . .J ( 虛道 、 戴4、

:<< : (12] • J(69.70) 

@ 事實上﹒正如，雌村組』 插曲﹒中間人均岡民生產.ÍI直在世界上鐘都緝名都

儷﹒但其他的生活拍攝卻 示l'個人品生活*lf'障名要比以人均間怯生，鞋，他反映

的品商﹒( r農村組 .. '(6J' J頁6)

。 他們指出 . r以78年慣-M1\ 1ω. 19“年胞的的零宙混合平均個錯_1\317.7 • 

化肥揖164.9 .甜食僅負 140.3 ..J (r聲廣所鎔合報.姐J : [9] ﹒ 頁35)

@ 一些對第三世界，展的研究顧示. r現代文.，1.. (圖著工業資本)進入了 F舊

疆的 J J:1判以後﹒研帶來的往住是更大的痛苦 ﹒(可.閱K. Polanyi (1944): The 

Great Transfonnalion. Chapler 3教I Depandency Sch∞I (r(J研究﹒如G. Frank等 ﹒)

@ 改革後. r農村工業和農戶聾，慶 、 城鎮建設用過以年均7∞14蝕的連皮錯撮著

輯地面積 ﹒ 土地拿J:1使用種袍，庫，凶且用 · J ( 陳頤: (4] • J(78) 

@百iJ.見Kazuhiro Ueta, "Dilemmas of PoU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OIina", CopÏJalism, Nalure, Socialism 3, 1989. p.l l1-112 • 

@ 事實上﹒ 一些建樹增長較快的地區﹒倒劉 u* 、南韓 、 台"帶﹒他們的吱的往

往揖用種種政黨性的捕貼(個低剎車、山口律助等) .有還擇地椎動某些ma~堅黨

(有時包括虛謹)W廣﹒揖句話能 ﹒ 迫些地區的種攪成說並非是由 r布局的真賣個

精J 所導致的﹒相反.這些運tJIf r奇跡 J 在很大程度上是嚴府有重續地 rtll曲 J 市

喝個捕的話揖 ﹒ 見Amsden [21] : 其[8， 14， 139, 155和Wade (22) : 1(20 0 

@ Wade I司時農及7*間和馬來西亞(相對台"草帽l南韓 )據有較自酬的金融布.Ja.

但鍾濟發展卻比不上使當， , :iã亦可作品反服用其仁的 r草本有售貨 a 的又一例撞﹒

@ 其質 r線..錯構J 只是一何統計平均數﹒對個別國家/地區來說﹒都處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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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種迫平均數﹒而 r超前個差J 也數是摘帽離平均數較多而已﹒實際上並不說明其

廈間組(例如究寬是較好?葉是較壞? ) 

@ 此外﹒日 ，但東京大學續下或志鐘山了一個相關的擋~.他認詢 : 日本之所以要

走工業化的道路﹒正是由於中國 (包措海外軍人)在東亞地區的商業結動迫比日本

簣...也使日本鐘以，興藺草活動的麓.'因而只能另覓..IIt撞撞 ﹒ 見南下或志在

Fernand Brandel Center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六日的演講 ﹒

@ 他們雖也在I'"I(!c改革地區礦定之後﹒還可以考血在量監改革區肉尋扭 r 小特

區 A 事先突植﹒ ... .[倒蚵}價格改革在，小特區』內首先展開﹒企業承包租貨﹒自負

盈虧軍營﹒取得單.後再種步推廣 o ~ (王小醬、自南風 : (5) ﹒頁 18 1)

@ 司E貨主﹒他們自己也承包，生帝在自然擅輛小的擴大，也.疆地區的居民﹒可以慨

不需要現代工黨結門~遁的巖品﹒也不需要現代工業部門所個帝的現代文明﹒照樣

得到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精足 · J 他們只不過卻把少數風展迫種 r 自 ~i真，化的生指

11式哩，成~ 1'"帶大惡輛 J 而已﹒(主小姐、自南風 : [5] ﹒買21 1)

@ 倒鉤他們峰山，種種地區開蟹的戰略H標tIë其不伺慎重揖列. ~僅有如下內容 :

第一﹒社會一軍輛輛僚的變革:第二 ﹒人的軍貴的健高 : 第三 ﹒社會財富的增長 :

第四﹒社會安定 o J (主1)'、強、自南風: [5] • }至 131-132) 他們的順序明嵐只反映

了他們個人的偈好 {妞對 F商品單擠，的倡見}﹒更重要的是﹒迫些何體其貨並荐

，萬種地區J 人I~I研鼠懦往的:妞農民/教民研希望的﹒可能還是其 F傳統的 J 自

蛤自足!.t揖儼件{l(J i妥善﹒婦女要眾的則可能是解除男性的的東 ﹒

@ 例個用其仁在的>>敢府，典禮濟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峙，只能山，國家，與

路lJ品市崎調節的基本，信件是真組織程度，‘..有寓大的財虛實均﹒河以合睡地運

用一系列軍擠和行酸的樹科﹒ J (用其仁 : (4] .頁115 ) 他完全不考慮敢府龜，食肉

郡的不一致性和衛突﹒簡單地把闢家當成是一個統一的慢轉﹒

@ 嵐鍋的是﹒他們心自中的理想，履艘型一-u}客的企..行起﹒ 並不是她依尊訟

伸儼文來的來的﹒相對於龔自﹒日本的訟律可算是十分績"﹒適銷行農官偉大大個

有阱，事佳縛的空間﹒更能貫括地推行有關數，廣{兒Johnson (24) • J(319 : Nester 

[25] : 買 144 ) ﹒此外 ﹒他們關於產惰的.1.亦過於簡"'..貨主﹒唐帽的問眉可

以龍說是聾個致的經濟運作的問題﹒ 只有在各種崗. (如階嚴力量 、控衛 、 國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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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 、 市紹，等 ) r正體 a 地錯合起來﹒才可能產生充分而嚴格的壓慎﹒

~ .見Kazuhiro Ue旭.間主﹒頁112-127.

@ Kazuhiro Ue個鐘到了另一頭傑迪拉權貴的理由. ~吾與中國的 r費廳主..1 有

關在要求闢家金快，農工黨化興，現代化』的問時 .11續備受..聲不多是無可

道兔的種果 ﹒ 向主﹒頁121-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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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畫畫畫E組誓言畫藝團

發展主義與現代性

一個知識系統的解構

軍永生

在當代 「發展主義J 的論途中﹒沒有人會質疑既調 r發展 J

與 r現代化J 的關係 。 甚至拉很多情淚下﹒「發展 J 幾乎就是

「現代化J 的|吋羲萬字. r現代J 是 「蠻展」的目標﹒ 「現代 J 為

「發展」訂下框框﹒所謂 「發展」也者 。 就是發展成「現代 J 的

模樣 。

但究竟甚廈是 「現代J 呢?

布總萊爾(Baude l aire)有:1863年一篇名為 《 現代生活的宣

..L ) 中說. r現代性」說是無常 、 短暫和偶然﹒它是，每衛的一

半，和永個興不朽相對照著 。 1982年﹒博爾文(Berman)這樣描

述 。

(蹺，代性)是一種生治的體，食一一對時間和空間的體鞍﹒對自

義和乘他，者的經驗一一對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和困苦的體數一一

今日迋個體鞍已為世界各地，男女所共同擁有 。 我講這種種局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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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且代性J: 變得現代就是就要活在一個承諾充滿了冒險 、 力

量 、 .倫 、 增長 、 自己和世界不斷轉變的環境下一一而同時這

也是一個可以是讓一切成們擁有的東西，一切所知的東西，一切

我們從屬的東西的環境 。 現代的環境和體數打破地理和民義界

限，階級和國界，索教與意識形態 。 從這個意義主說，現代性可

說鈍，一了金人類 。 不過這是一個串就性的鈍，一種﹒一個不鈍，一體

的統一 。

在發展主義的論述當中﹒明顯地不存在適稽 r:現代 J 的不統

一位﹒不存在著一切為了「現存J (present) 而引起的困惑和矛

盾 。 發展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發展主麓的質量聾﹒縱然是充份而徹

底地體現了馬克思所云. r所有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J ﹒然

而會廳主護作為一繩 r許諾J ﹒一種「籌謀J ﹒它除了界.Jili一

套綱領， 一套知織方怯之外﹒它過是一套貨際上壓抑著人們的想

像﹒解放和超越的意欲，在現代性的情狀(modem ∞ndition)

下﹒它意間用一種假的希望來代替真的希望的幻緣 。

發展主義與歷史主羲

晚ili:~眾多批判發展經濟學的文獻﹒已差不多無異議地指山﹒

今日主流論途中的 r 發展 』﹒是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發展觀 。 它

以西艾f...L~ ( 或後i業 ) 國家的一切﹒包括經濟 、 政治和文化上

的一切﹒作為現代或邁向現代進程的典純。發展主義的論述策

略﹒是將歷時的時間進程空間化﹒將時間凝結在停滯了的「現

有. .J ﹒凝結和只有透過空間上的差異和邊界才能指誨的那個領

蟻 。

發展主義的歷史觀是線性的 。 無論是明顯地﹒還是體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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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義縛需要一套演化觀念作為參照對擊。迫些演化觀念描述

了一個有關個人或社會的發展進程衰。整個表列是關乎人或社會

如何克服時間的陳磁﹒成功或不成功地到達一個以 r現有" J 為中

心的境界。在這似倒也「回溯 J 而投射山來的展史.迷當中﹒無

論人還是社會﹒都是被但設為空間上互相獨立的﹒可以「平行」

地發展的貨體 。江﹒貼令發展主義和過去的歷史主義﹒產生了奇

怪的既相合又相1.抖的地芳。

一如過去的機史主義一樣﹒十九世紀以來的發展主羲是一套

目的論· 'E:: { Ir訴人們﹒世界存在省一個具有東甜甜性的目標，作為

一切世間變幻的最終朝向﹒ 一切惱果連帶最後的農極指向 。 然

而﹒歷史主義的最高典籠一一黑格爾哲學中﹒差異最童聲消融在

絕對精神當中:目的論中的目的﹒出種種差異對立而最興辦種統

一地消融和一個包傅:萬有的神發 r歷史進程J 中。然而﹒發展主

義不是迫樣的一套野史哲學，發展主要藍作為一套特定的﹒具有意

識形態作用的論述 ﹒ 其目的不是要消融差別﹒又或者轉化遺些差

別 。 相反地﹒發展主義iE是極用作指也差別﹒並且維持差別 。 發

展主義和歷史目的論縱有相親和之處﹒它亦不會將歷史目的論的

終揖 (Geist)說為 r 發展」的目標 。 我們不用奇怪，發展經濟學

搞了幾十年，仍然不知道除了 r 更多 」 r 更快』之外，甚麼才是-

r 發展」 。 但他們卻又宣稱已經知道， 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倒家比

較的 r 發展程皮 J 。

歷史主義的頂略是辯證法﹒它關切的是如何從思人及歷史事

件的目的和意向之間﹒拉山其相退 、 相關 、 矛盾與衝突﹒並將這

些扣速成一個超越於一時一地的更高目的。但發展主義卻要將辯

罷法收窄為系統論﹒在系統肉/外設置邊界 。宇宙精神火寫的

GEIST 變成小寫的geists ﹒變成僅僅是，民旅精神』 。 發展主義

耍否定形而上學 ﹒ 卻又要保留普遍適用 、 不能質疑的目的論﹒它

惟有把目的論按其需要而進行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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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義與政權

主繼觀念汗.是 r發展主羲J 剪裁時空﹒疏解其肉守主張力的關

鍵之處 。 只有在經主檔主義底下，發展才能夠同時以一種普遍進

程去描述統一的歷史動力:又在這種普遍性底下，將普遍命運的

臣的扭轉為錢賽的目的 。一切因此而變得無前 、 短暫和偶然。

從密布斯那裂開鉤， r 自 由 J 從保守神檔秩序中的神的目

的 、 神的 r 自然 J 安街. 中解除山來，但迫護解除束縛的「自

由 」 ﹒又被重新表述為另一種意碧藍的 r 自然」 ﹒也說是其「自然

本性的人」﹒ 即普通目的下的 r 主檔人.J (sovereign man ) 

但是這種意義的「自然 J 已經不可能是有看神學目的論的自然，

而是充滿著危險﹒充滿鐵爭的﹒飽時有可能陷入「叢林狀態 J 的

所謂 r 自然狀態 J 。

如發展主羲那種被棍為孤立和 r 平行.J地發展的民族國家一

樣﹒西方自由主發底下的人也被棍為是孤立而 r 平行」地發展的

r 自由人 J ﹒即就是 r 主權人』:擁有自主和理性潛力﹒是透徹

了解自己利益的主體 。 這種孤立的人只能透過般學校序的建立來

防止互相繼毀。處極的契約論聲廢了 r 主惱人」和 r 主繼國』的

關係﹒然而謀這一純普通而又絕對的社會契約中﹒我們已找不到

人們 r 自 由地 J 硨立身份﹒建立以社群生活為本的主體性的餘

地﹒因為 r 公思主檔 .J (popular sovereignty) 底下﹒人就只能孤

立地面對越於個人的整體一一 「國家政傲」的那個 r 公民身

份 J 。主備人其ïF.的自主性﹒就只有通過 r 閣家盤體』 才能體

現 。

r 主幢國 .J I論推演的聲點正是發展主麓的山發點 。主檔圍在

發展主義底下﹒對內以人們自由幸福的最高代表白居而行使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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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令﹒對外ßIJ繼續一竭叢林戰事。 r 自由』與 r 自然」的張力和

吊詭﹒只是以另一種方式重新憐演而已。民族國家和發展中獲取

的「自由.J • liij時誠是對內的專制﹒對外的對蠻 。自然在主繼觀

下失去目的﹒自由只能屈從於獲取了 r 主(人)檔(力) .J的

r 政懂』 。

發展主義與社會科學

發展主義要仰賴新建起來的社會科學﹒倚它倒進山一個自有

自行.、 可供分析的質體一一社會。它當然不會直接面對「現代

性 J 所揭示的無仿、短暫﹒也不可能透露:發展背後其貨或是廈

前的飯林狀態。而蠻展主義作為一種 r許給J ﹒也不可能變為

「仿古得數 J ﹒人人皆可普渡的宗教 。 於是.發展主義如要中和

這純解釋張力，說紛依賴「科學J 和「理性」 的仲裁 。

科學建華於理性﹒位發展主義所需的理性只被用作建立一種

教序﹒一種叢林秩序﹒因此. ，.理性」再不能糾總於目的論的思、

辯。社會的自然化和自然(狀態)的社會化﹒是理性貶損為 F 社

會」的科學的I.ËI由。 r 自然」化的社會﹒既是一個敬當作有，主

權意志 J 的社會﹒也是一個內化了 r 自然野蠻狀態』的社會。社

會科學對這個扯會的「樣作化」和 r 紀律化」就成為理性的唯一

任務 。 以主慎的民旅間家為研究單位的性會科學﹒ 其囂張起與發展

就與政憐目標有高皮親和 。 社會科學的前身就是﹒ 國家學

( StaatswÎssenschaft) .也成為一種後進半邊陸閣求取主體/主

檔詔lüj時的論述第時﹒但今日它已全球化為一套世界秩序的意被

形態支住了。

有孔德那襄﹒賞種主義可以發展成實種宗教﹒有發展主義當

中﹒社會科學就更成為新的宗教栽判昕﹒天堂興地獄之間的9日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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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 今日有了發展的 r 過渡理論 J 作為標尺﹒社會科學的存謀意

義就是和過渡論底下﹒界劉山各種擠入天堂的途徑﹒分析最優路

途 (Optima l path) .續討嘗試翹起的失敗/成功原因 。

布頓海默(Bodenhcimer)指山﹒發展主羲理詞曲和當代主流社

會科學共享著問大主題 。 治看這些主趣，我們可以察覺到:

(一)有關知議和發展的績單觀:發展主義將發展看成一種分

佈在一個連續閉上的線住過程，不可逆轉，發展是﹒ 日積月累而來

的漸變:相似地﹒實證主義對知請走進步的積祟觀對﹒表現在資料

先行和對理論的折衷態皮上。主權民旅國家的發展， 一方面以追

求更多更大財富、收入 、 生產能力為主﹒另芳面說是以更多更容

易作太規模處理的資料﹒可運作的知識來與之配合 。

(三)有關知譜 、 發展和種定的關係:發展主義將發展規為一

個以民旅國家為單位的﹒各自內在自足地衍生發展動力﹒卻又要

回應著一個普通方向和目標的過程﹒發展主義一定要以「種定J

為體系生存的曾先目標 。 發展主義在社會學的天然盟友就是相深

思的結惋功能論及系統論 。 系統論中的有關「平衡J 模式的觀

點﹒滿足現代社會科學對「預測 J 能力的迷戀﹒而這種試圖從廣

設分析和歸納系統的投入﹒求取整體狀態和方向的預測性知被﹒

和貨際上又切合了鎮縱和控制﹒以期更 r種定 J 發展的需要 。

〈三〉有關意識形態終結和偵值中立的迷思:理性和科學作為

仲殺者的角色﹒其研服務的是主惜民旅國家的發展﹒這一點是不

容質疑的﹒它要將之樹立為然-織﹒不受挑戰 。 它還要將自己變為 ﹒

達成這共澈的惟一中介﹒校科學操作和程序理性庇蔭下﹒把危民

種定 、 危及1志，潰 、 危及發展大菜的凶黨指認山並消除之 。 社會科

學要不斷尋技和鞏固超然的超驗理性分析﹒將價值分歧的質性歧

異用懷作主義﹒化約主義簡化縛· J壓縛，滑過空間﹒消融譜育的貨

踐性質和價值批判性質﹒將生活世界和精育的關保割掉﹒用專家

語育代替以價值的滑過和門事為肉谷的日常精宵 。原崗是除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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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路平了的有關自私個人的盒飯﹒ 一種國家強太(發展)的直觀

常識之外﹒發展主羲的知識/纜力體系 ﹒ 並不學備接受任何俯值

的分歧和爭議 。

(四)有關發展擴散和知纖移植的邏輯:發展主義認為發展是

一個以西方為先驅 、 日漸向外擴散的過程 ﹒ 擴散的過程既不是一

些基本上不平等的結憐!鋪係﹒擴散所引起的問題甚至只是 「文化

滯後 J 的問題 。 而發展的基本動力其實是技街 ( 中性的技術 )

技術擴散的必要性的速皮基本上又是沒有問題的﹒為了加述這個

過程 ﹒以及緩解 「文化滯後J 所帶來的問題﹒教育和文化 、 知

識 、意念的擴散﹒「先進J 社會生活模式與社會館惰模式(如中

產階層 ) 的擴散﹒說是必要的 。 知識的移續推發展主義之下﹒變

成一個普遍現象﹒亦由此而樹立了知識的中心一一邊陸位置關

係 ， 它不僅反映經濟和政治上的中心一一邊陽關係﹒更是槽成

這純種!偏{系的必要的綻。

發展主義的多義性

r發展主義J 是一個三面體:它既是一組政策和國家策略的

模型;是一套社會科學建立的模範以及制皮背燒: I叫時亦是一穗

1fl值取向態皮以及一套哲學 。 發展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海總於逝代

哲學中有糊人是可以敏完笑化 (perfectible)的說法﹒人有自己取

得進步可能的說法﹒以及人們可以進行自己屬意的社會改造

(deliberatc social change)的信念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必要發

展一套社會科學﹒它i何時可以提供預測﹒可以指山社會正程的介

入對﹒找到可以加以缺貨定和改造的方法 。 有十九世紀倒賣台成形﹒

直至今日已盡氣數的諸 「賞過J 社會科學，已成了一套互為崗祟

的知滅/權力綜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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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於十九世紀的﹒棍可躁縱的社會轉變為常態的這套社會

科學和原史觀念﹒特別以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詮釋為中心 。

在去國大革命前後的反覆動過統統敏單面地表述為一系列現代偵值

得以落賞的「證據』 。 熱月反動，雖伯斯庇繭的恐怖統治﹒拿破

崗的軍事專制敏表述為歷史偶然歪路﹒背後更深岸的動力是 「 自

由 、 平等 、 博愛 J 等形上實體的勝利前行。歷史一方面在這東敏

被為一種斷裂，與過去一刀兩斷，另一方面又敏視為是更太的歷

史目的之顯現，是進步的來臨 。 這草草就含有一種康德早就顯現了

山來的現代吊施 。 然而更大的吊詭﹒則山現和發展與理性及敘紋

的關係上 。

發展主羲與敵蒙

發展主義的社會幻象性質﹒其一就是承諾「發展」的社會文

化後果是為全蒙和理性的光臨 。 康德和 《 甚廈是敘致 ? ;) 一文當

中，將敏蒙混為人/人類邁向 「成熟J 的途徑﹒他認海迫是一客

觀現擊和過程﹒但又被之為人們一己之任務和責任;既是一穗集

體歷史進程﹒又是一種“個人修維方可達致的目標 。 康德要疏解

的矛盾就是如何有理性的絕對律令下你有自由. IpJ時要保護那是

積廠的自由而非消蟬的自由 。 康德和該文的具體脈絡下作山了一

些非常有興味的區別，一是所謂 r順從的領坡J (reaJm of 

obcdience)和「理性運用的領爐J (realm of reason) • .弋是「私

下對理性的運用 J 和 「公眾對理性的運用 J 之刑 。 姑無論康德哲

學中這種區別是有洽當﹒它已顯示了理性的分裂可能 。 他用以例

種公開運用的理性，是學者有全部聽服面對能做的那種理性﹒他

反覆指山﹒ 那是 r無害的」﹒甚至 r;有利於政慎本身J 。

假如說康德是現代性的哲學，又或者現代主義的哲學家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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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話，康德哲學所區分的科學 、 道德和笑聲領域﹒恰恰好對應

於了華勒斯坦所云的:發展主蓮在十九世紀的最大影響是專門學

科 (disciplines)~建立。康德縱然未必主張工.具理性的主導﹒但

恰好是他這種對位會生活領嗡的IIJ分﹒替以操縱調控社會"變為

目的的現代社會科學開放了大門 。

不過 ﹒康德哲學將理性棍為道德力量﹒甚至一種最高的﹒其

立法地位的道德力量 。政治無法和道德分離﹒ 道德不能與以人自

身起目的的看法分離，這一切與發展主義那種使價值僻除在外

的﹒將競爭 、 洶汝等違爾文主義概念置放於價值關懷之上的﹒或

者將價值視為受制於程序和分析理性的做法﹒ 3實在大異相趣。

貨言之，發展不是 r理性J 的發展 (在康德﹒理性是道德

的普遍立法}﹒不是「理性地J 進行的發展(它要以個人間的

巨伏於 r主繼國 J 的目的為依歸) .發展也不是「去發展J 理性

(它以一種工具理性去主導賞錢理性和判斷理性)

康德的有關人類「成熟」與「不成熟 J 狀態.在發展主義當

中變成 「發展J 與「未嘗展.J 0 康德詔為人類取得成熟有賴於公

寂領域中貨現理性與自由﹒但發展主義倡導超脫不發展﹒卻賴於

外力的「敏蒙」和先進國家 r經驗」加上「技術J • r 發展模

式J 的擴散以及自貶式的民旅懺悔 。 「敘蒙」和「理性」離開了

「人類全體J 這個參照﹒夭折而成一種 r文化優越論J 和「我放

中心說J (ethnωentrism) ﹒自由亦拱手於繼戚。

康德的.蒙是學者式的教海﹒他的普通立法只能建基於以一

個抽象的自由意識為本的道德觀﹒而當康德要將道德和政治說為

同一之際 ﹒抽象的自由意識只能沿著盧布斯輿盧峻的道路﹒將競

爭狀態之下的恐備透過 r社會契約」而交付鉛「主擋回」 ﹒後來

「和平的狀態 J (state of pea∞) 。

發展主義的政治文化觀﹒是自由自主地參與市績較擎的個

人﹒發展主羲的世界秩序﹒是自由自主地參與國際競爭的主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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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 。 話來，前者的「主催人」 渡讀繼承j給 「主檔國」﹒而 r主繪

圖」的權利又要激言賣給世界體系 。

蠻展主導麗的政治是以國家政值為中心的﹒這種政治是敵眾悲

劇的延續 。 樂觀的發展主義許銬在普遍經濟成長﹒伴隨著有秩序

的「政治發展 J ﹒文化的發展…所謂公民文化﹒現代理性人格就

會相繼降臨;稍為悲觀的聲展主羲懷疑倘沒有某種自覺的道德介

入﹒發展主義的 「經濟成長一一政治民主一一現代文化J 套

餐﹒恐雖如期率上 。 然而﹒只要仍然局限在 「發展主義J 的框框

底下﹒無論是-自由派還是有「良知 J 的社會民主主義﹒以至困家

社會主義者﹒都無法脫離康德哲學中﹒道德和單位領域相分爾所

帶來的三律背反 ﹒ 身陷必然與自由的困惑﹒以及 「順從領域J 與

「理性領續 J 相分繭的焦慮。

康德疏解這焦慮的方法是一面安撫政權﹒另方面將敘蒙所需

的自由﹒嚴格局限校一種所謂 r學者的自由 」 那鑫﹒區分山理性

的 r公開」和 r私下 J 部份 。 理性在這衷只是程序﹒道德與政治

仍然遭遇相鬧 。 現代性所需的那種貨踐性的批判，以及這種批判

所侖的嘗到皮形式 (公寂空間 ) 仍然欠率，對話給終徘迴在受形式

化/行政化所支配的國家中心論中 。 康德遂始終遊移於 r開明專

制 J 與「共和政體J 之間﹒位和發展主義的論途中，就明明白白

地是一個前者取代後者的過程 。 山發展而弓!仲山 r權威主義」 或

r.ffr植威主義」﹒已日漸變成一種邏輯特徵﹒tl;I為發展主義所發

展的理性，已由 r程序的理性」 轉為 「秩序的理性 J 了 。

發展不等於現代佐

r現代性 J 是對時間斷序(discontinuity)的意識﹒是與傳統

的缺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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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那是一種將 r現有. J 時刻 r英雄化J 的態皮。

相反的﹒發展主羲的時間觀是連續的(continuous)而非斯序

的﹒不過那個連續的序列卻沒有將來﹒崗為將來是給空間化

(spa tia I ized)了﹒成為「現存於此地/敏邦J 的那一切。

「現代性 .J Ó(J態度中. r現有. .J 的崇高俱值是不能和一種

對「現有. J 進行想餘的殷切渴望相分離的﹒「它把它想像得和當

下的不一樣﹒透過緊握當下的這樣子而去改變它﹒而無需撒毀

它 J 一一傅柯 。 對現貨(rea l )的撤消關廿三和尊重﹒但l的時又被搞

亂它﹒迪是一種自由的貨毀。

發展主發除了用線性歷史觀去跡列典文化之外﹒更用主續觀

表將這個 r現有﹒」空間化山取民放國家之外 。 它恰好是織毀了未

來及對未來的想像﹒以及所有從現有.中想像改變現有﹒秩序的態

皮 。一一發展主義恰好是對「現代性」的遺忘 。

「另類發展.J (altemative development) 的探求是現代性的

真ïE落賞，也就是對 r現有.J 的被討和反省﹒更加質疑發展的

「普通畫 J 標全體﹒是一磁卡廳還是貨現理性的標尺。書記們在「發

展J 和 r現代性J 之間要說固的，正是 「想像」﹒以及它的別名

一一政治 。

參考書目

Foucault. M. (1984) "What i.s Enlightcnment. in 1ñe FoucauJl &adu Rabinow.P . cd. 

London: Pengui此

Bode nheimer, SJ. (1971) 1ñe Ideol，句)' of Dt!Vdopmelllalism﹒ 1ñ~ Americall 

Su"oga/~ for Latill American Sludies, Beve句 Hills: Sage. 

Wallerstein , 1. (1991) UnlhínJcing soc切11 Scien白~ Cambridge: Polity. 

Howard. D . (1989) 正吵吵Jg 的~ Polilica~ London: M証MiJlan .

Baudelaire. C. (1964) Th~ Pa;n/~， of Mod(!m μ戶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Phaidon . 

100 



E草L霆 E霍霍譚

作為政治實踐的

另類發展

謝斯( D . L . Sheth )著

譚翼飛言， 阮勛技

織者按:謝斯是印度新籠里「發展社會研究中心J 負責人

永三entre for thc Study of Development Societies) :他同時搶任

《 另顯出路:社會轉化和人道共處期刊 )) (Allemalives: A Joumal 

for Social Transfonnation and Humane Govemanc妙的結抖 。 本

文收錄在「正~世界和平委員會」 κ::Ommitee for a Just World 

Peace) 1987年出版的 《 邁向正義的世界和千 ) Towards a JuSI 

胏"orld Peace一書中 (Saul H . Mendlovitz and R. B. J . Walker編

Butterworths 出版) 。 是當收錄了十五3萬反省性的論文 。 作者來

自英、法 、 美 、 加 、 墨 、 ~p 等地. .其中有三篇論文由印度學者軌

華﹒表達了亞洲的經數與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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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聲展概念雖曾在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為社會科學的思想及分

析帶來很大的活力﹒但現有卻漸過式微﹒將發展規為直嫂的 、 具

普遍性的過程﹒並且在不l司發展中國家有不闊的時差的觀鐘，在

學衛上已不再受到重復了。而發展理論家對他們曾經一吹又一拔

地向那些低度發展國家的計劃者及決策者既鐘紋﹒的「發展消

單」 ﹒亦無復當年的信心。

然而，正當這穗發展模式為人所失古怪信心之際﹒發展理論在

概念和方法論方面卻有長足的發展﹒當有關發展理論概念和完備

其投巧方法的書篇文章充斥著各種專業期刊的時候﹒亞 、 非 、 to:

各地的貧窮問題卻急劇地尖銳化﹒至難以控制的境地 。 在過去二

十年間﹒各種各樣的處方﹒為發展理論所推許，並由那些富有且

強大的國家以接助 、 告誡甚至高憊的方式施行於{屁股發展自家﹒

其鼓樂卻正與這些圓家及其人民的生存需要相反﹒更遑論他們的

發展了 。

這令人為質量的情說導致發展理論家改變他們的根據和說法 。

但卻未能促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放棄繼續自詞為國際經濟秩序監

管人的角色﹒此一經濟秩序諒自戰後布林頓森林協議 。 將原來

「為所有人而發展 J 的期望放棄之後﹒他們在七十年代的初期接

山了一套新的衛語 ﹒用以維持原來理論的政治力量 。 我們現在所

聽見的不再是「增長 J .而是 r增長與分配同步 」 。 不再談 r-f眼

皮發展國家藉外資刺激內部增長閩東J ﹒卻可以聽到「互相依

賴 J 和 「 閻際分_L J 。 可是在現實上圓險分工即意昧著一種地位

有別和價值觀不俐的等級制j艾﹒追種嘗到皮隱含了在國與國之間和

一國之內不同的群體之間存在一種不平等 、 不公麓的經濟社會秩

序 。

崗此﹒比較發展學的學衛研究雖曾一皮生氣蓬勃﹒但現在卻

對第三世界的社會科學家完全失去吸引力 。 對他們來說﹒發展再

不是一個關於經濟增長和有助消誠貧困的理論;而是一種意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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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和結糟手段﹒富強國家以此來控制他們與第三世界回家的經濟

繼力關係﹒及維持和建立他們的政治主導和文化霸惱 。

著說自一九四四年布林頓轟林協議(Bretton Woods)建立的

嘗到皮開銷﹒富有及已有工業化的北半球國家已如現在一樣，已協

力一致地企固支配貧窮的南半球國家﹒便有失於偏頗 。今天﹒ 北

半球國家向南半球國家既提供的發展黨芳完全是依賴「市場的魔

法 J 和切貨軌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種定針IIJ 。 但自從北半球

國家和七十年代初期開蛤面對經濟衰退起﹒發展模式的聲個內容

及政策取向便逆轉過來 。 發展的關設點再不像五十和六十年代般

集中於南半球的需要:而是落稚債務 、 利率 、 投資和相互關說利

益等財政問題上 。吊施的是﹒正當資本主義的勢力真正遍及全球

時﹒它的中心點一一北半球工業國家，卻面臨蒼白本世紀三十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

可是﹒稚第三世界統治精英的心目中﹒這種 「放請問海皆

刮起 J 的直線發展模式仍倘若支配的地位 。 這概念一方面像信條般

使他們能在貧苦太眾心中燃起一點虛假的希望;另一芳函，作為

一韓國際繼力的理論﹒它透過第三世界統治精英研推行的經濟及

扯會政策﹒有效地應止了所有來自窮人、非官旁人士及組織既提

山的經濟 、 政治及文化方案﹒值管這些方黨的目標只是希望能夠

為自己的扯會爭取到一點點的政治自主﹒經濟上的自力更生和文

化活力而已!本文的目的是要透過討論另類發展的不同固燒﹒從

而深討這些方案有政治上的可能性﹒並因而能在知織和行動上獲

得一個種闊的基礎 。

另類發展和政治實踐

到I~純以歸納為取向、以為可以放請四海皆準的直線形發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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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現在已經廢了重大的改變﹒這模式的特色，不E於它強調有間

家內部刺激增長:並且這些刺激是﹒由二吹大戰的戰勝國去調節﹒

其增長成果出它們所訂的苛刻條件去控制:而這些國家及各種有

關的國際性機構﹒則無一是以美國勢力為馬首是瞻 。 有圓際上 .

美國當初的霸檔已經被一個頗為分化的軍事一政治及經濟權力結

稍后斤取代﹒布林頓森林協約在歐洲和亞洲分別導致了西德和日本

兩個經濟強國的興起 。 一些找美及東亞國家亦於七十年代在世界

經濟困輿上宵升為工築閣家 。 這些「新興的工業國家 J (NICs) 

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藉著和北方的資本主建國家進行廣泣的互動;

而這些互動有時甚至可稱為依賴 。 他們的山口取向型發展途徑﹒

現ïE為主流發展理論家和決策者們推許為其他南方國家需要跟惱

的發展模式 。

但慎式的成功也帶來新的問題 ﹒ 究竟慮如何處理北半球國家

和新興i業國家之間廣涯的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是一個關鍵性問

題 。 除此之外﹒富裕的國家亦要面對全球性經濟收縮及以下一系

列的問題 ， 如j主會福利於市喝經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孰好軌壞﹒

保護主義於比較經濟優勢軌優孰劣:增長於環保軌輕軌畫等 。 這

改變對現時世界上尚未工業化或半正業化的地芳有著深遼的影

響 。 北半球國家由於本身的經濟已達到一個差不多全面資本化的

狀態 ﹒ 現Æ轉向第三世界尚未資本化的地區 。 因而一套新的發展

策略取代了從貸勵不同國家(以位於北半球的國家或地區為主)

成為增長伙伴的意念 。 這套策略的目標是要把第三世界納入全球

性的資本主掌聲體系之內 ﹒ 以此來摟取它們的資澈。

這種發展模式的變更在其內部亦激起一連串的批評﹒及對之

改善和調整的建議。這些批判﹒如蟬.馬俱樂部及Brandt and 

Palme Commissions ﹒ ，你 'i;\.使用激烈的言詞來游說北芳富強國家

停止他們對低皮發展地區的掠奪 。然而﹒迫些肉都批判的最典考

慮點卻仍是要保持這戰後世界發展縷式的根基﹒使其不致動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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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此﹒若將這些批評及建議視為另類發展其中的一種，質是一大

錯誤 。

另類結織主餐飯懿

比這些內部批判較徹底的一種批評來自豆、非 、 拉的學者

們。他們不梅糾組於如何改良發展模式的討論﹒而是進一步質疑

這模式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如此﹒他們為重建世界經濟體系提供

了別的看法:它們包括找美學者們所開展的 r依賴理論J

(dependency theory) : 一些非州學者所提倡的「中心一邊陸 J 分

析和一系列亞洲和非洲學者對貧窮所作的結構分析 。 這些新的觀

懿可以演義地讀稱為 r另類結槽分析」。 它們現已被有系統地納

入各種文獻之中﹒以研究世界資本主義制皮及其所面臨的危機 。

在此﹒我不打算;重覆那些已經常在文獻中提及的種種論點和

立崎;或分析它們在概念上及理論上的細微差異 。 我更不準備探

討這些知滅性和分析性辯論的學街優點 。 我的目的是要嘗試揖識

這些 r另類結構分析J 是否已有提供相闋的政治行動理論?若

有﹒又是怎樣的理論?

無疑.這些分析一方面成功地在世人面前把戰後發展模式所

宣稱的普遍性及公義的真面目揭露山來;另一方面也將發展概念

本身予以非神秘化 。 然而﹒它們卻與主流的發展模式無異，仍把

間家視為個人和集體經濟活動的椎動者﹒是既有其他變革的決定

凶素 。 此外，這些分析所提供的建讀中﹒北半球國家的經濟政策

掛演了傾其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見 ， 第三世界仍然只是回應北半

球國家政策的客體而已!縱使迫些現象都是在經驗上相關的﹒但

「另類結構分析」所援供的建講仍是沒有指山應由第三世界中的

活躍絕緣及運動來對抗這些發展模式及過程 。 由於這些 r 另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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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分析」將第三世界的危機成崗幾乎完全歸咎於外樵因寮﹒於是

便使得第三世界的統治精英成為這些分析提供的抗衡建議和策略

的唯一執行音。

討商會至1比﹒這些男類分析缺乏能指導受害人民及他們的組織

作山行動的理論能力﹒已十分明顯。由於過份強調錯槽﹒它們只

把人的介入行動抽象化成為不同系統力量互動中的其中一股力量

而已!主流模式和另類話構分析所提供的建議﹒其不同之處僅在

於對了解現時危機的性質﹒及估計某一力量在影響絃果時所佔的

份暈兩方面﹒何者在整個系統中佔較大的比重﹒主流模式強調應

以改善資訊和分配制度來使該制度更有效地運作;「另頰錯槽J

模式指山第三世界困境乃源自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 。

兩者同時都認為無繪錄取甚麼行動﹒其主體都會是國家 。 兩

種模式都很依靠國家植力的重組 (然而它們卻從不說明應該如何

及怎樣重組 ) :反而很少側重國家機器以外的其他組鐵形式的改

組:或嘗試改變那些使受害群思接受現貨及維持不公義的意滅 。

明顯地﹒主流模式明認闡家是唯一的改革者，而「另類話構分

析 J 則把變革跟體的問題淹沒於有關一些客觀力量的討論﹒說好

像這些客觀力量會自然地 、 堅定地使現時的危機急劇化﹒並會最

終導致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 。 此外﹒它們更期望有一個類似

世界社會主羲體系的事鞠山現﹒取替正在衰敗中的資本主義體

系。

我並不是說這些錯情分析不足以解釋在第三世界的低皮發

展 、 有限的經濟增長及崗之而來的貧窮等問題 。 剛好相反，我認

為這些分析理論的間釋力比之很多其他發展理為為高﹒尤其是自

五十年代起﹒新馬克思主要隻者不再把第三世界的經濟棍作一種毫

無差異的封建生產模式﹒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形式。他們更

提山了一連串有關豆 、 非 、 接貧窮問題其經驗基礎的解釋。但若

對迫些分析耍島的基本期望﹒是要改變(而不單是-解釋)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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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勢，它們便顯得很不足了。

r另類結構分析J 為政治分析所能提供的唯一方法，就是期

望第三世界的精英及他們的政府﹒通過與全球資本主羲的宰制體

系解除聯，是﹒而iIi!帝國主養的經濟及政治錯構決裂 。 此外﹒它們

便知l無他接﹒接至於1比矣!重要的問題是有甚麼可行的解除嚼，是

策略﹒和有甚麼本地的 、 本國的 、 以至國隙的政治途徑能夠使到

迫種解除聯擎的政治得到成功? 此外﹒要衍生怎樣的經濟政治制

度來維繁它?我認為解除聯擎的過程若要成功﹒必須由本地的車

被間組開始﹒然後再逼使當地政府向正確的方向改革。這種以激

烈非暴力泣不合作形式去否定主流制度的合理性的芳式正是典型

的甘地式策略。在這過程中，政治磨著重於槽聯及;克服傳統發展

模式所製造山東的種種二元對立﹒而不只是﹒局限在強調階級門箏

的行動。

結構主羲者由於以經濟作為中心﹒放他不能就解除聯蟹的政

治行動提山任何具體的意見 。由於他們對全球資本主義有著高度

系統性的理解，前途的種種聯緊敏被作是從上而下的從屬關餒 。

敏這種結構研決定.這些聯張本質上就是不出自主的，崗此﹒解

除聯蟹的唯一可能性就只有透過改動全球性的繼力結構﹒方可能

成功 。 但從歷史環坡和行動上的可能性考慮﹒遠不單是一件十分

困難的事﹒而是差不多不可能的 。 如此﹒積極地進行解除聯黨的

社會運動和組織會發現﹒很難把他們所參與的政治活動與錯構主

義者的全球性觀點互相配合 。 崗此，他們漸漸地發展山一套自己

本身的組織形式和微觀意織型態﹒並因而常常輿那些馬克思主義

者及新馬克思主羲者對社會和政義".陸的結槽分析產生衝突 。 而

那些仍堅持信構主事長觀點的草根運動則將他們的精力花在抗拒其

他「另顯J 運動﹒而不集中力量在社會改革的具體事件上 。 說像

和等待現有制度在其頂，擎時產生改變，然後再調整他們自己的行

動反尋拾新的行動連續;並期望這些改變會在全球山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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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 結構主義者的政治綱領與他們的分析不符。很多

時，這些綱領與他們的分析沒有甚麼闕係﹒因而使那些政治活躍

分子在計算各個層伙的代偵及可能性時，缺少了可行的策略 。

另類窺範主羲者的觀動

泣期有關另類發展的思家明顯地與以上兩種觀點不同。雖

然 . 這些思索不E理論整合和系統分析兩芳面尚嫌粗淺 ﹒ 但它們對

賞踐問題卻持較嚴肅之態度。在處理貨踐性的問題時﹒延期產生

的理論不再在傳統的經濟及靜態的政治純峙中糾纏，而轉移到著

重在人類的種種基本需求、新的生活方丈、自力更生及與生態共

存等新生概念上。

這些新生的概念比較結構分析主設者對人類幸福的瞭解來得

更具肉涵及非直線化。它們強調的是滿足另類基本的切質及精神

需要 ， 而非是傳統模式中的增長。經濟活動必氛符合自力更生及

能保障社會 、 文化的自主績。為此 ， 它們建議必須建立真正的互

相依存和合作架構 ﹒ 而非那種以強欺弱，以競爭形式存在的街突

及宰制制j立 。 這些新生概念更進一步地重建生活芳式及背後的價

值觀念 。它們-11面指山過量的消費正是增長既推銷的發展模式

之後來 ;另一方面則強調個人自哥兒與太自然和衷共濟、息，也、相關

的生活態j玄。

要明白泣一點，除非這些偵值觀念能在全球各地形成一個新

的共議基礎 ﹒ 手手則迫些i丘朔的理論不可能是其的選釋 。 而要使它

們成為真的選擇 ﹒ 就要有其本身的政治行動理論﹒否則，迫些新

生的觀念只會是一純全球性小關于的規純立撓，而只能局限在一

少撮能 r享受」它們的人。

故此，重要的問題是這套般純主羲式的另類發展理論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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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沒有產生或借用一套與之價值觀相符的政治行動綱領。現在

就讓我們對這類理論傾向的行動層面作山檢討 。 有很多脫範主羲

式的另類發展理論家只埋首於體明現有~1M L立的不叫行性及其最終
的消亡等問題上 。 所以，對他們來說，問題多集中於這個消亡何

時會山東亞缸 ， 及立後又會如何等事件上 ﹒ 很少會和政治層面上作

討論。我們有他們的討論中所得到的只是對急有眉朧的危機及故

後全體人類難逃的劫數的雄辯。這種理論既不能為非政緝的政治

活躍罔惋提供任何一套過渡政治觀 ，或改變局限的行動指標 : 更

沒有為男類發展可行的政治模式提供建議。因此 ， 很明顯地， 它

不可能是革很階層推門乎所能付托的 。 它唯一可能做到的行動只

是透過擴大「末日 J 訊息來希望現時全球性地醉心於發展模式的

統治精英能醒宛起來 。 位地域性的草根活躍分子根本述這項工作

也不能做到 。這套理論的支持者並不能說服/驅使這些那根階層

去與這末 日制皮進行不合作運動，或解除聯摯的行動，因為這制

皮與他們賞拉息息相關 。 其賞， 這活躍的運動分子所需要的是一

些能使群眾得到希望的意念;他們總認要在自治，生活中勝囚一

仗 ﹒縱使只是小小一仗 ， 好使一些希望能你存下來。現時 ， 另類

發展者的現範主義者除了一套另類的偵值觀外 ﹒ 不能在政治上從

山任何可行之途 。至於:fE每日去進中的政1fl門事方面 ，運動的活

躍分子就只好靠他們自己的磁智去策創門爭的形態反組織群恕 。

的確‘ 不少運動的積擷分子能在這尋找自 力更生的理論述構過程

中，表現山他們山類拔萃的機智。但這是沒有理論的結果，而非

拜理論之賜。

規範主義者的理論建構有一個國局。這理論溶為群眾/人民

不能理性地思考，也無從取得資訊 。 它的論證走，若男顯偵值體

系的理論能分別透過對現時的危機作山規純性分析研究﹒而人民

又得知ft踐這些價值的可行性 ， 他們 ( 指人民 ) 便會步向另類發

展的立于向。這個觀對強調普反這些意念的需要及訓練一批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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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思想的幹郁，用以建立組織性反動員佳4作的芳向 。可是， • 

有.任何一個杜會中建立偵位共滅的過程並非單單是一個理性的及

分析性的練習 ﹒ 而是需要包指一個相應於另類發展目標的行動概

念。

正如前途 ﹒ 另類結構主義分析主要是藉著選舉、政黨議事或

直接革命行動來在主流政治中摟取對間家機榕的控制。規範主義

的模式同樣主要希望以改變國家政策來達到目的。它更常發展山

一個政治的概念，好能使非國家的社會去文化運動能在群思間建

立一個建其於另類發展倒值的新共織:然後﹒再生可以體現這些

偵位的組鐵體系。

以上討論的兩種觀點基本上只集中於在制反頂峰產生街笑的

不I I'iJ力量:但卻致多談少地將具變革能力的力暈置於一旁不顧 。

另類發展與民主: 一個知織體系的問題

其賞，另類發展未能處理政治貨踐問題的原因 ﹒ 並不單單因

為理論上機智不足;而更是涉及知青龍瑜的問題 。 流行的種種知議

概念，尤其是那些受到社會科學中貨讀主義分析影響的，不斷有

系統地鞏固關於發展本質諮種概念的傳統了解 。

和傳統發展理論民另類發展模式之間有一關鍵貫串兩者。這

關鍵就是對知澈的普遍性的假設 ， 迫連買住在以下三個互相關逆

但又有異的悄況下表露無i宜 。前先是另類假設和男類價值觀系統

具有普遍性;其狄是不能將另類發展研常的政治過程予以概念

化， 及最後的是似乎忘掉了在另類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社會存有差

異 。這三個主題對穿越們能有明白另類發展的概念及民主理論的關

係時﹒十分重要 。

另類發展理論的全球性模式都傾向怨是在另類偵值體系具有普

遍性 ﹒ 因此有需要有各個不同層面上建立關於這些償債的政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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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但這一點卻挺不上它們的議程。出於他們的分析 ， 差不多完

全依賴規範-j玄機形態觀點，另類發展的思考遂要在抗拒現荐的

發展模式的何時，建立另一個集中的普遍原則。這過程安全球性

的男類發展模式對不間社會的不同情說木予重視 ﹒ 他們只把這些

木肉之處說作男類發展的價值觀和普遍化過程所產生的，及哥哥有

模式既遺留下來的問題﹒而非這些社會傳統內在病餘的裴徵﹒或

不同社會不間的另類發展的潛能 。 因此，現時的另類發展思想棍

這種發展只可能是一種齊放諸四海皆準及用以取代傳統模式那套

模式，而不習、為它是一種能兮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競爭的模式產生

及共存的過程 。

很據這些理論，所謂改變質際只是﹒由一種「放諸四海皆宜興」

的直線式原則轉移到另一種問類型原則而已 (前者以 r現代性J

的芳式體現 ， 後者則體現為「後工業」的或 「後現代J 的方

式)。 這種對普遍性的盲目追求忽視了這一事賞:各個社會具有

其本身獨特的歷史上 、 文化上去文明上的關迪性 ﹒ 這些關連性分

別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普遍 」 模式，並撮此形成它們各自的發

展 。 他們也fp"J樣忽棍了 ，任何一種另類發展的新放迪乃產生於各

種不同發展經驗的主動和交流 。因此， 在另類發展理論家們的服

裝， 不同社會中各各相異的發展經驗與 「後工業社會」 的單一構

想在現實上是否相吻合，只不過是一個他們不耐煩去處理的純經

驗問題 。

另類發展的規純分析理論家只希望用批判理性代替工具理性

作為主事則衡暈/檢討發展過程，並認為追樣做就能削弱傳統發展

模式 。 但是 ，當沒有顧及能有助形成規純的經驗事賞和過程峙，

整個辯論不論其是否激進 ， 便只是.在本斷鞏固精英們的傳統繞範

填況而已。 無論是左翼或右翼的精英主義 ﹒ 喂飯都在於它合理化

了一小撮精英，以知誠分子的角色去決定如何解釋夾，本身扯會﹒

但是事宜，上﹒受發展影響的其他人們是不可能被訴除於形成規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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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際過程之外﹒岱管這會錯理論家們的批判理性帶來多大的不

便 。

至現時為止 ﹒ 另類發展的不同概念仍受左右傳統發展模式甚

深的社會學決定論所害 。 傳統上，發展只是現代性整體結構的一

項功能﹒其本身並沒有原功力 。 同樣地.在概念化另類發展時，

他們往往忘記了規純重塑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忘記了

追些重塑過程並不是認議論的討論/練習 ﹒ 或只對另類發展中某

些自明真理的發現。

無怪乎司生眾多男類發展的文獻中，都缺乏了政治這個角

色一一無論是一間的政治 ﹒ 還是圓際間的政治一一缺乏了對它

們怎樣阻礙或促使另類發展從構想成為現賞的討論。由於過分集

中?可:意力在一些非政治性的事件及過程﹒進導致忽略了對各個政

治體系中那些賞質力量的估量﹒前往往或是那些力量，在.另類發

展的品是個具體過程中釀成了這樣或那樣的危機。

而且﹒另類發展的全球性理論常對不同政治制皮的不II'iJ點含

糊不清﹒但這理論正是要藉這些不悶的政治和l皮去為男類發展在

不間的社會中取得其內涵及意義 。 例如 . 在以政治民主方式決策

的社會接﹒對限制慾念﹒身分認同﹒滿足人的基本需要;強調鬧

個式生活的了解 ， 便都輿拒絕或尚未形成以政治民主作為決策過

程的社會研明白的不同。在前者﹒有關發展的規純是要出協商及

建立共撿來連致的:但後者卻可能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鑫艾'f ·或

某種生活芳式變得繼威，人人必須服從。此外﹒在後者的處續

下﹒對某種生活芳式的接織和拒絕並不是因為意澈的改變。換言

之，由於選擇了非政治(apol itical) ，另類發展理論便不能發覺民

主化其貨是另類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茲缺的部份這一事賞。

當然﹒硬把某一種男類發展的鈍規能模式與另一套鈍規範式

的民主政治錯合﹒並不能解決問題 。 所有的鈍規範性和分析性的

模式都是精英主義的一種. (無論它們是左饋的還是右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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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終必會引致對男類發展的意念本身﹒予以否定。此等對本

身的經濟及政治缺乏詔誠的模式很容易會淪為一小撮精英用來駕

御大多數人的工具。它們既輕規作為在思多不r-稚的傾向及目標中

可作為另類發展研需規純 ， 又報主兒檢討民主如H立和選取這些規範

中所起作用的經驗史學則。此外，純粹規範分析模式經常指山決策

民主性是引致落貨另類發展建議的一項妨礙 ﹒ 民主地決策似乎無

可避免地被矛盾衝突及妥協研撕裂 。尤有甚者 ， 這種決策形式通

常缺乏 ﹒ 凶而而傾向和政治上操用獨裁的方式。

民主其貨是一種故意不完全的模式，好俊不側的、不確切的

目標和一大部份未經社會化(unsocial ized)及侃皮社會化(under

socialized)的個人或群體行為都敏在許存在在啦!反碧玉。民主亦承

鎔在泣如lJl立存在的任何一個時刻，都存稅偵值不一和目標紛結的

間組組織，這個制皮可能朝很多可行的途徑前進。說認為有關另

類發展的任何政治主張的重點 ﹒ 在於能否把民主的經驗模式整合

在它的理論中，這種男類發展的民主模式必放依靠一個參與式的

民主過程 ， 這個過程既是為了過給各種不l司的倒位 ， 也是為了貨

現它們。

與此相反 ，規純主義 、烏托邦及結構駁史主義的發展模式則

是這樣一個社會:那些主流的 (或異議的)精英們將他們的意澈

形態就成是整個扯會制皮及親範組織的唯一合法者。幽此，他們

往往不能潑不同/相異的合理化過程式驗過明 自己的社會 。

簡言之 ， 一個能與另類發展政治相關的混論應該扎根於民主

化這個主題。 更精確地說， 另類發展必2頁明確地將民主的意念聲

合不E內。這個整合必須容許由是而產生的草則可以反過來塑造對

另類發展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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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發展與草草根迎動

那麼另類發展的政治該是甚麼?我相信我們可以有另一個層

坎上去尋找答泉 。 這個層吹就是有關另類發展的積種思想都在那

東消楚表現的種種草根運動 。 草根運動語為只有透過群思/人民

的具體門爭﹒另類發展的行動理為才能山現 。 正因人民的組織和

運動以針對及防禦統治精英所謂發展政策所帶來的破壞為己任.

故可以相信他們能為另類發展制拓新的政治領域﹒並且l且而值得

行動和理論得到新的錯舍 。 很可惜﹒這種情況並沒有山現 。 現時

的想法好像以為行動理論必須由一班客觀，本身並非參與者的書

透過觀察才能獲得 。 明顯地.這觀點存在著一種知淑一行動或理

論一實踐的二分法﹒它假設在社會變革過程中﹒包括了兩組不同

的人仕:他們其中一是關心社會但政治上不活躍的理論的生產

者:而另一群是活躍於政治而又沒有理論的理論消費者。

固然﹒干主任何一種事業中，其一種皮的分工和傾向是不可避

免.的﹒但一個真JE的另類行動理論則必須掰棄這種三分觀勁。若

要真.ïF.的東絕這種二分法﹒成只有一途:運動的活躍分子自己成

為理論家﹒和理論家積梅投入運動來貨踐他們的想法。當這種情

說成品現賞之時﹒知識再不是一種專業的尋求﹒行動則只是體現

茱些人的思想了。取而代之會是-開展了一個參與式的過程﹒在這

過程之中主客體的區分及知識生建省和消費者的界線便會消失 。

問題倒回來，發們不禁要問:為何除個別的例外﹒草根運動

給終不能成功地產生以取代傳統政治及本身相應的政治形態呢 ?

雖然，這些運動在價值層面土都一致地批判傳統的發展模式(並

將它們分類為資本主義的﹒帝個主義的﹒裁反窮人的 ) 並傾向另

類發展 。 但在激治行動的層面上，他們卻是含糊不消的 。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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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質上些草根運動都是其實的，我們很難要求在追些本質上不同

的運動中產生了山一個單一的行動理論 。 崗i比﹒期望草根階層能

為另類發展創造新的政治形態的困難﹒比起透過規範性分析思想

和全球去創造新的政治形態的困難﹒不遑多書囊 。 但無論如何﹒唯

一的方怯仍是透過草根運動產生一個另類行動的理論﹒並能以此

影巒其他各地的思想 。 因此，我會嘗試界定一些阻礙草根運動發

展一套新的另類發展行動理論的特別問題 。 在討論中，我只會局

限於評價兩大類草根運動﹒非政治性的發展形式和非政黨式的組

合形態 。

首先，很多草根階層的組織本質都是非政治化的

(apolitical) ·因此往往只能長久成為官吏Y政策所耍動員以支持政

府的對象，又或會使得它們的所有自顧性活動被非政治化;並將

發展性的活動僻拒於政治活動以外。無論是那一種情說﹒1f.根運

動都成為國家合理化運過程中的一部分 。 這些組織因而只是一些

自顧機構﹒執行政府從外地/國際發展或信提組織取得的發展項

目而已 。 在這情況下﹒它們戲只有少許由政府所賦予的政治空間

可供發揮或使用 。 又若果它們直接從外國政府或基金中發取贊

助﹒則它們自蛤便不會受到歡迎 。 闢此﹒它們只有經常和其他草

根階層運動尤其有政治取向者產生互動，才可使它們具有另類發

展研需的政治傾向。

並不是否定這些非政治性的畫畫展，組續在人為的災難時能對窮

人提供有效的教授。事質上﹒它們在遠方面的貢獻遠比它們國家

的發展官僚為候 。 但這個角色的成效就算在傳統的發展模式中亦

是一個疑問。它的局限主要是來自其非政治性的本質 。 數個研究

顧示逍些草草根運動並不能把發展的好處帶，給最窮苦的一群 。 它們

的行動蛤鑄止於分派教濟品，卻不能幫助窮人去改善生活 。 其中

一個例子是它們經常只為爭取貧農或土著困喪失土地家悶而應得

的金錢賠償，但又不能有效地協助這些金錢最終能有助集體的第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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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至於敏揮軍轉!它們不斷努力分配金錢手，可人去買牛﹒但

又沒有任何針劑金保障這些受惠者能膏，每牛，怪 。 凡此種種並不是

因為缺乏動悅和投入的努力﹒而是閻為缺少了政治的內涵﹒遂使

它們的針.J項目以失敗收竭 。 這樣的結果不但會使積極分子氣

餒﹒亦使窮人失望 !

其lX﹒~根階層運動中亦有一些具有政治取向的組鐵﹒它們

被稱為非政黨的組合。這些龜，儷雖然典主麓的政黨政治和選舉保

持一設距離﹒它們卻發展山一套獨特的另頓，展政治形態 。 現時

判斷此等政治形態的本質及方向可能有點過早或不成熟﹒崗為它

們只是在萌芽的階段 。 但亦正崗蚵此﹒若能將一些問題清楚及系

統地顯示山來﹒則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 除非它們對自己的政治方

向很消楚明確﹒否則迫種政治形態仍不免會設納入主流政治之

中 。

它們通常集中注意力及精力在影響輿窮人相闋的事件上﹒這

些事件往往是一般政黨不理會的。在迫個意袋上﹒它們所關注的

事什-自然地屬於另類發展的政治範疇。可是在錄取政治行動針對

這些事件時﹒它們又含混於傳統式的行動 。 如發動公眾輿論迫使

政府順應民意。在追過程中﹒它們通常以成為不間政黨的勞動工

人而告終 。

關鍵的問題是這些行動能否定山壓力同體政治的框框﹒連緯

國家繼力﹒創邊也屬於人民組織和力量 。 另顯的創造性行動不可

能來自專家或以專業取向的寶康組織:更不能是在國家系統內的

任何一稽政治動員。以發之見﹒這些行動只會來自在國家與社會

政治或文化之間運作的非國家角色 。 在部分拉美及亞洲國家襄已

有不i司的閹體在進行嘗試 。 它們集中在形成有關另類發展的社會

知識﹒及建立人民組織的網絡 。 交訣﹒互動和.典克的行動研究

是他們的方陰。凡此種種均仍處於雛形附設，只是在部分國家中

的某運動山環 ﹒ 要它們能夠成為另類發展的一新力量﹒並能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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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有所影響﹒相信仍需領以時目 。

總錯

的確﹒結構主義者和鐵範主鐘書新作的努力對於新的倡議和

運動有一定貢獻 。 它們為造成現存不公羲 、 壓迫性的社會及國際

秩序的由上而下之備力結構，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解:更重要的是

它們為男類發展提供了相應的目標和價值觀。可是." ，正如說們所

見﹒它們撤皮缺乏一個可為變革性政治行動提依指引的遑論 。車吉

果是令到這些新興運動的活動成為應力個體的傳統政治形態 。一

些ttl美及亞洲的另類發展草根運動為了克服這死胡同﹒嘗試對傳

統發展模式的合理性提山疑問 。 它們過調與主流政治的制度解除

聊，實﹒以表示反對主流政治的合理性: 同時把這些制度的民主架

構作為自己運作的重要條件﹒並願意為民主而戰門。但它們並不

將戰竭局限在主流政治上﹒反而轉移到更大的社會及文化戰線

去 。 在這個愈發土﹒它們並不被主流的政治制度為變革的工具。

它們的政治議種不單要使到政治制皮更過民主﹒而且令得家庭 、

社會 、工作問以至整個社會都更民主。

為此，它們的政治思想並不止於改變制跤，而要在個人的j曹

改違致價值與行動的整合:貨踐典男類發展相符的生活方式:及

在它們的支持者個人生命中使這些個值觀和政治態度成為現賞。

這種政治概念:可稱為社會性的﹒倒海這類型的個人或組鐵政治針

對的是黨議及組鐵形態的改革。在這過程中﹒它們尤其詮意非回

家的間體﹒因為這樣才能最悠改變國家本身。

雖然這些男類發展的草根運動分佈能闡仍然有限﹒但它們的

確取得了相當的賞力及持久性 。它們現時所要面對的跳戰是如何

能把這種新的政治出下而上地推廣﹒而起畫畫每影響整個社會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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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若要如此﹒迫些運動必定要增加/增強敏此間的互動及溝

通:並且要擁有一種知議﹒ 一方面可以擴大它們的政治強皮和地

理範闡;另一方面亦可協助防止它們自己被主流政治所級納。

這並不是一條坦途 。 耍4有計迫些創造力的潛能及發展更是困

難 。 但已經有相當數目的專業人士離開他們的本行﹒參加不間的

群思組鐵﹒那便是這些創意的賞力顯示 :又或者透過這些創意組

鐵起來的人民漸漸會不受傳統政治所吸納;說不定這些運動在將

來會成為政治建制的頭峭問題。

無論將來的情說如何﹒這些運動的意義將不會侷限在嘗到控性

的政治範峙 。 長速地看，若它們仍續續針對改革或改變社會土的

意激及 (~拉國家住 ) 組鐵﹒這些運動會為社會提供一個新的基

礎﹒去變革也現代國家一手造成的不公義和貝壓迫性的社會經濟秩

序。這個基礎必建華於一套新的知識理論﹒建基於一種新的民主

教育法及對政治的新瞭解。

當然.這些男類發展的專線運動仍是十分初期﹒範倒也分

散﹒著哥兒們以為它們對主流發展模式的挑戰﹒和改革性計IIJ已接

延成功﹒那是一種不明智的期望 。 假如要真正的挑戰和改革能夠

成功﹒便有賴一種基於民主價值和貨踐的建觀理論﹒可將不同基

礎的運動之觀勵和行動構聯在一個較高層紋的改革範l割肉 。 現峙

的男類發展給槽主義和規範主義都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我們需

要透過民主2賀龍重建另類發展的概念:並且透過深入基本的社會

文化狀說﹒及開展現行和l皮的空間的角皮來重新陳解民主。 與此

間時﹒事踅們亦不應低估迫些車被運動在本土及全球長迫改革的潛

能﹒ 國第它們ïF.是重新發現歷史新主體的具體表現﹒唯有透過它

們為民主化所作的貢獻﹒我們才能有從根本上改革政治及社會的

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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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言FZU2.

聲明:

抗議泰國軍隊屠殺人民

軍史們強烈通貨毒在個軍隊五月推曼谷屠殺手無寸鐵的和平示戲

者的殘暴手歧。歷史證明﹒這種以暴力 、 威嚇和欺騙來維持的統

治是不能長久的 。 泰國軍事當局這種揚逆民意與廣人;人民群皇宮對

立的做話，只會加速自己的激亡﹒而人民群眾則會和英雄的航泊

前進一步醒覺，進一步深化人民民主門爭運動﹒直至取待;最後勝

和u 0 

一如緬甸軍事故惜這幾年進行的瘋狂鎮壓、菲律賓在馬可斯

時代的倒行逆施、中國共產黨推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的太屠殺﹒都

未能平息人民群殼的反銳和抵制﹒泰國軍事當局這lX公然以槍

校 、 彈雞來消滅反對意見，必然會帶來自己可恥的下場 。 經歷過

這些此起彼伏的鎮照、暴行的亞洲各國人民﹒只會比以前更為閥

錯，更加認I竄到謀反抗強繼 ﹒ 追求民主 、 白山和符合人性的社會

經濟發展的道途上﹒確質是-休戚與共的 。

這幾年有亞洲各地發生的民主運動﹒雖然各有自己的背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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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O它們已向提們鐘明了﹒不確立人倍、民主和法治的話.

所謂走向高成長的 「亞太新世紀J ﹒ 只能是一個帶來經濟 、 政治

和軍事上萬廳和研晰的年代。社會危機演變成軍事鎮膺，資本和

政權勾銷而成海軍事獨裁﹒也銜桿于去為資本剝削和權力~Jri打

下所謂 r發展草鞋序 J 的基體﹒已經成為一種亞太地區政治的發展

邏輯﹒亞洲人民面對的﹒是納入重組後的資本主羲世界體系過程

中，更為深入和全面的政治和軍事寓，廳 。

政檔R聽榨人民是無分國界的 。 在 r冷戰J 年代﹒是亞洲人民

敏這種強加的教序所奴役﹒各地人民為研謂的意識形態陣營既分

別。然而.有「後冷戰J 的年代﹒各種類型的政權在獨裁以至軍

事鎮壓的手腕竟如ill一轍﹒迅速地暴露了各自聲稱的意，激形態的

虛幻和蒙騙貨質 。 今後﹒無為是北京街頭的民運死難者 、 曼谷民

主廣喝上極射殺的群澈﹒還是仰光及各地為自由而犧牲的百姓﹒

他們的鮮佩和英軍﹒都會的告t宜人:亞洲人民面對的是共同命

運。許為民主和自由而會門的路途上﹒我們並不孤獨﹒相反﹒畫兒

們是居亡筒寒地互相鱉緝的 。

有強烈的聲討各地軍政過繼對亞洲人民的共rc:ïJJ壓迫的l斗時﹒

飛們再三向為民主而犧姓的烈士 ﹒ 特別是今吹在曼谷殉難的英

魂﹒致以采高的敬意。不管事態是以甚麼方式被種定下來﹒只要

對人民的奴役和愿遍還有繼續﹒人民的抗事也就絕不會停止;任

何欺.人民的政繼﹒無論外衰如何強大﹒和遣大~之下﹒都不可

能逃避覆亡的命運!

夫評鍋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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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人民一知識人J 討論I

要當一個技術官僚左派

商飛

前言

草書曾於 《天安門評論 》 第二/三期的 〈 中國知議分于論民

主的幾個理論瓶頸 〉 一文中﹒指山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談民主

時﹒大都是過份抽空地談理想﹒對民主的具體制度和功能(兩者

有密切關係 ) 談得很少 。 文章有具體的針對面 : 中國大陸的知織

分子 。 但是文章被 《天評 》 同期雕永生的回應文章指為是 r工具

理性的虛妄 J (文章的名字)。 迫裡﹒筆者無意對回應文章作逐

字逐甸的「回應回應 」 ﹒只是-希望談談我和回應文章的基本分

歧﹒結合對lli:期「民間源 J 的不伺意見﹒以期刺激討論。

制約優化的理論框梨

最迫已經有人對民間社會理論提山批評@ ﹒指山此間的「民

間派只破不立﹒缺乏具體綱領 。 然而﹒要對「民間派 J @作山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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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分析﹒便先耍有一個理論框架。然後把「民間派 J 觀點奮

進這個框製加以評斷@ ﹒否則，批評便只會是膚淺和表面化。

政治學首先就是理想社會的設計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

們先要認消楚目標是甚麼，以及現貨制約是甚麼 。 目標是社會的

目標﹒諸如經濟發展程度、速度和平種皮 、 財富分配的平均程

度 、 人民自我貨現的程度等 。 如j約是指社會現賞﹒包指人的 、 物

質的以及嘗到皮的制釣因素，諸如各種制度和組織形式如選舉 、 基

層參與 、 市塌 、 政府監管的資訊和運作成本 。 認淆了社會的目標

和制約之後，便可以解答理想社會的設計問題 。答案的形式將

是:某類問題被界定為政治問題，要訴諸政治芳式 (如投票 ) 解

決:某類問題敏界定為共公行政問題，要由政府行政部門解決等

等 。 自然﹒重新界定問題的性質﹒是一個非常政治的問題﹒ 一定

要透過政治方式解決 。(實際上﹒現貨裡的很多政治門爭都圍繞

著問題性質的重新界定﹒如美國擁護 r墮胎權J 者把墮胎界定為

r私隱」 問題，而反對者則界定為謀殺 。)@也就是說﹒有效政

府的設計，就是在社會現貨制的下﹒如何滿足各種社會 目標的制

約優化 (∞nstrained optimization ) ·答案說是﹒對一系列問題的

界定以反回答「哪一類問題要由哪一種組織形式解決」 的問題 。

談 r最優J 就是 r敵蒙J 、 r工具理性J ? 

任何較有系統的政治觀﹒ 一定可以追索它或明顯或隱含的制

約僵化 。 透過對政治觀所預設的目標 、 制約和解答的審被﹒便可

以評價這個政治觀 。 比如說﹒如果一些重要的現貨制約沒有被考

慮進去，問題的解決便可能變得不切貨隙 。

這樣討論問題﹒難免會引起 r放~.J 、 r工具理性J 的指

責﹒好像筆者高高在上，指點江山﹒其賞這是誤會 。 如果前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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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 ( 任何政治觀都有背後的一個制的僵化問題 ) 是對的話 ﹒ 那

麼任何政治觀也可以設指責為 「斂鱉」、 「斗;其理性」。 貨際

土.這禮也沒有甚麼 「敵眾悲劇 J 、 r為專償任意的統治開放大

門 J 的問題 ， 倒為只要頭腦消醒一訟，便會發現 : 目標是文章作

者的目標﹒解答是文章作者認為相對於目標和制約的最優解 。 如

果目標相同﹒認定的制約也一樣﹒那麼兩個人的問題解便應該一

致 ; 如果 目標不同﹒ 認定的制約相異﹒兩個人的問題便可能不一

樣 。 這裡不存在一個人把自 己的目標 、 詔定的制的和問題解強加

於別人的問題 。 既然如此﹒當然也沒有 「放蒙 」 問題 。 也說是

說﹒所謂 r.ftt蒙悲劇 J 的指責﹒其實是混淆了理論本身和理論所

討論的東西這兩個不同語言層紋的結果 。

r民問派的獨斷』

這種 r制約僵化 J 的看問題方式，敬指為 「將價值 、 目標等

問題懸擱起來 ﹒ 或甚至採取隨意放任的態皮﹒然後只著"1於俏量

可行性 、 效率J 、 r敘鼓掌、劇 J ' r正具理性 J 「嚴終危害了人

的價值」 。 事質上﹒符.討論中把價值和目標﹒與制約和問題解混

有一起﹒才是真的 「將價值、目標等問題懸繡起來J 0 r 民間

派 J 詔為 r 民主只能透過民澈的不斷參與和民主運動來體現 。

民間民主追求的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政治﹒處處要以人的生活賀電

賞 、 人的白山 、 尊嚴作為衡量社會及國家和j皮的標尺 。 社會的組

織和發展﹒ 以至政府的組成和運作﹒都要以公義和開放為大前

鐘 。 J@自然沒有人會原則上反對以上的目標 。 可是~. ，這些目憬

具體是指甚麼呢 ?

{ 民主的本義是 ) 人民追求更大自主性﹒進行白發說爭﹒嘗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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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建立自成管理能力﹒@

r社會運動J 是保挫這種民眾當要得以永遠的活生生的形式。@

昏展草根的 、 直接參與的 、 有廣泛批學面而又相互支援的 、 不肯

粗"濃濃人民精力的民間力量。@

拉根於祉壓迫主體的社會裁，學運動﹒爭取自主 、 自義管理 、 批

判 、 且已支配 、 IÁ.卡壓…﹒批判現，存社會生活過輯﹒重建新的、合理

的社會生活通緝…反對科層化 、 層組式的組織.-...強調小團體的自

主性是自 7而主的組織﹒極根基層 、 發展組織之聞網絡式的聊

，“..強調直接參與行動﹒創進企新的社會生活﹒反對一切建制內

的非公開犧慣和游說﹒ @

上面的弓l文不是完全在說明「民間派」的目標﹒而是目標和問題

解混在一起來絞 。 不過，很明顯的. r 民間派J 的目據說是人民

政治參與離大化﹒或者是以人民政治金與幢大化作為手設﹒來保

証人民的自由和公義﹒批判現實﹒建立新的社會邏輯 。

這裡﹒我們看到「民間派J 「敘蒙J 的一面:政治參與就是

目標 。 不管人民喜不喜歡參與政治﹒他們也應該參與 。 而且﹒參

與還不只是技投票而己，而是要 r小團體」 的「直接行動 J 、

「包或管理J 、 r直接參與」 。自然﹒正如上面所說﹒迫裡也沒

有強加於人的問題 。 貨際上﹒要強對日也強加不了 。 人民若不廠黨

$輿﹒ r 民間擺」也不能硬拉著人家去抗爭 。不過﹒我們卻可以

說﹒ 「民間派 J 的目標非常獨自昕﹒因為在「民間派 J 看來﹒人民

的目標就是:.輿 。 (有人曾說:在現代社會裡﹒余部份人都沒有

甚麼獨特的才能 。 他們白天幹活﹒飽嘗異化，而自我賞現，則在

作為姆姻伴侶和為人父母之峙 。) @ r民間派」 獨斷的地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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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們認為人們應該直接參與政治。也獄是說﹒把自己認悶的目

標﹒認為是別人也應該認同的目標 。 但是﹒是否任何目標都是獨

斷的 ? 不是的 。 如果目標是人民的自由 、 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

高等﹒那說只是希望擴大人民的可能選擇純國

(opportunity ) .讀人民根據自己的意廠作也選擇 。 自然.這

牽涉很多理論問題 。 這裡是﹒要說明:建立一個機制最人民從中選

擇﹒與指定人民要如何還擇/行為﹒是兩個質方面非常不同目

標 。

可以說，理論活動本身必然是敏蒙的﹒因為作者在對續者宣

楊一種思想 。 但是， .理論卻可以是不獨斷的，如果在理論裡面沒

有對人民「指指動點』 的詣 。 而 r民間派」的理論則是獨斷的﹒

因為它詔為人民應該直接參與政治，不論他們喜歡與否 。

r民間派J 把直接參與的適用性誇大

另一方面，如果把政治參與看成是手跤，那座某些目標 (批

判現狀、建立新社會邏輯) 便需要解釋為甚廈是可取的 。 此外﹒

更要閻明直接政治參與為甚麼是違致目標的最偉手段。里官所周

知﹒ /J、間體式的政治興興模式，存在諸多局限性﹒連 「民間派」

自己也談了不少﹒例如: 「過往的姐民統治使人民抗爭領域萎

縮，就連民眾也失去了信心和鬥志，甚至不會認悶民間抗爭的意

聲 。 J 組織者存在「精英道德自大狂J ﹒民主運動容易變成「例

行公事化﹒只因循既有的目標 、 口號和組織方式J • r一方面抱

持民主的旗號﹒但一芳面其行事和運作方式卻被檔力機制吸納﹒

繼力的邏輯海透到民主力量的內部。民主運動內部的 r監察 J • 

也不能避免有蛻化為一種內部署繼幌子的危險 。 J 。除此之外，

直接參與還有種種其他「非政治J 問題﹒例如人民覺悟性 、 信息

125 



疏通 、 以lÆ各種各據耳熟能詳的組.問題。聽們見到的都是直接

參與政治的困難﹒而它作為事取某種目標(如自由和公棧)的最

佳手段根姐，卻付之闕如。因此，怎能得出 r政治的直接參與是事

取牡會目標的過佳手頭 J 的結趟?

此外，還有小組鐘直接學輿的適用性問題。是否所有問題都

應該用直接參與的形式來解決?正如政治學者岱爾 (Robert

Dahl ) 所說: r (每一種民主形式)在某些情說下比其他形式

為優﹒但是沒有一種形式在任何惜沒下優於其他形式。 J@

r右 J 派的岱爾指山「民主國家裡存在非民主的制度。 J@而分

析學源馬克思主義(Anal叭iω1M缸前m) 的雪汶斯基 (Adam

Przeworski) 也說:「民主社會裡見到的不是行為自由的個人﹒

而是集體組鐵，它們可以通迫它們在利益上所代表的人們。 J@

接句話說﹒由於小組鐵直接..典的形式﹒存在著形形色色的組織

問題@ ﹒因此，即使它能適用於解決某些問題﹒但在一個讀雜的

社會裡﹒更多時候是錄用其他的組鐵形式去處理其它問題。所

以﹒ r 民間被 J 要解決的理論問題是;小組織的直接拳輿形式﹒

適用於處理哪些問題?不該適用範圍，而大被直接，興，只能是

一廂情願.這些其貨都是常識性的提法﹒可是不少人卻連常激也

忘掉了。

前馬克思的 r民間派』

r 民間派 J 沒有深入去談自己的目標﹒由此而來的目標不清

晰，有時會帶來致命的缺筒。 r人民愈顯J 云云 ﹒對於誰是 r人

民J ?甚廈是「人民黨願J ? r人民 J 之間有沒有「人民內部矛

盾J ? r如何在種處理人民肉都矛盾 J ? r 民間派J 也就不甚了

了﹒自然﹒迫種話雖一定會設指局不做質事的人幸被 r實事 J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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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困難，因而可以不屑一顧。(雖然幹質事的《斬首》的文章

對「民間派 」 也有相同的拍賣 。) 反正「民間抗爭的貨畫畫沒有固

定的戰績，也沒有既成的遊般規則。 J @具體問題只有在具體惜

沒下分析才有意義﹒因此﹒如何對待「人民內部矛盾J 被貶為改

耍的具體策略問題(可是「民間派J 卻指責 r 民主派J 的 r跨階

層 J 提法以及 r連一套門面的社會改革綱領也欠奉J ) @ ，原則
上可以不用探討。可是人民從來說不是鐵飯一塊，利益從來就有

相互衝突﹒即使是低下階層也是如此。公屋加祖﹒公屋居民怨聲

載道﹒綸續多年而公嵐朱可得的家庭卻指責公屋居民貪得無路。

特定福利的受益人輿「公眾利益 J 之間 、 不同福利措施的受益人

之間的矛盾長期存在﹒不去理論上嚴肅處理這些問題﹒賞質上是

過避問題的理論懶漢作風﹒錯果只能是一套空洞的綱領。

如果結合「民間派 J 其他芳面(特別是有關直接參與政治芳

面)的論述﹒可以說﹒ 「民 間派J 非你像前馬克思的

(premarxist ) 空想社會主義﹒只是後者空想得非常具體，包括

對 r.釘進計劉 J 、「公社J 等理想的 r小組鐵直接參與J 的內部

運作的論述 、 甚至寶毀。(甚至南非黑人「民間抗事 J 領袖曼德

抑r ， 現有也面臨非常國家主義的 (statist) 抉怨:重新考處南非

間民主義會關於未來圓有化政策的立喝 。)@

r民間派J 的國家分析

「民間派 」 對於 r國家不確定性」意見分歧 。 總的來說-

r民間派 J 認為國家一方面要維持資本積祟﹒為資產階級利益直

接服務﹒另一芳面又要維護社會制度的合法性﹒崗而政咐政策有

時甚至會直接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以逮到緩和社會矛盾 、 鞏固社

會制皮的合法性和穩定性，間接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 。 現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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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到皮的發展﹒使國家更容易採納改善良生 、 直接損害資本家利益

的政策 。

迫種看浩其貨是非常「馬克思J 的(奇怪的是 《 新苗》的文

章指責 r民間派 J 反馬克思) 。 迫韓國家的功能主義理論﹒是馬

克思主義研究中常見的﹒而其局限也是一般馬克思主建政治研究

的局限 。 另 一位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者艾爾斯持爾 (Jon

EJster) 曾對迫續對回家的功能主養分析﹒作山深刻的解剖 。 艾

氏指山:馬克思主義認為(1)國家的行動是為資產階級集體利益

服務: (2)所有服務於資產階級集體利益的行動，國家都會作

山: (3)遇到(1)的例外﹒可以用 「國家的相對自主佐」 來解釋:

(4)遇到(2)的例外﹒解釋是:永遠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服務﹒

是不合乎他們的政治利益的 。 r l資本 」 的利益存在著三重錯構:

(1)個月l資本家的利益: (2) 資本家的集體利益﹒它有時與個月l資

本家利益有嚮突: (3)大寫的資本的利益﹒它可以微閉 r狡羲J

的資產階級利益，去維護國家教植和剝皮的合法性。如此一來﹒

國家的任何行動﹒都可以極「解釋」為服務於資本的利益 。 當

然﹒理論也說得空洞無聊了。@

r民間派J 取消了政策分析

國家政策是由各種公共組織(如議會、行政部門)制訂和執

行 。 崗1比﹒分析政策便要分析公共組纖的運作。公共組織有其政

治一苗和行政一面。長期以來﹒政治學學者只關心公共組鐵的政

治面﹒對其行政面則不甚了了:而公共行政學者﹒則主要是對從

社會學和經濟管理學發展山來的組織理論，來一個「拿來主

義J ﹒套用在公共組鐵研究裡面 。(中文大學 r政治與公共行政

學系」的名字﹒大概可以作政治與公共行政研究的二分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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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迫種情說直至遍全返還是如此。對公共組織的政治學理為研

究﹒也管還是從八十年代開始才剛剛起步@﹒但是﹒透過對一些

瑰寶政策的制訂和孰行過程的具體分析﹒便會知道公共組織的政

治性和行政性的互動關係﹒轉為國家的政策是朝著某些特定方向

走是錯誤的﹒關鍵在於理解國家的現貨運作﹒然後努力使政黨制

若有利於自己一方發展。社會上很多力量(如資本家們)都深椅

此道﹒而且也這樣行動了 。 如果左的一芳對於政權利建制，還是

錄取「咀巴不說而實際土卻是徹底否定」的態tft ﹒追只是自動放

棄一條戰線而已。

r民間派J 對 r民主派J 的諮多批評﹒其實都是非常中背

的。 r民主派 J 沒有社會改革的綱領(他們的綱領就是爭取草

還! ) ﹒因而對現荐的社會經濟運作模式態皮曖昧 「民主派」

存在著機會主義 、 嘩憲取寵等惡劣政客作風，有時甚至對民主運

動起著破壞作用(如安徒指山:「民主源 J 在六四之後梢的「港

人數港」運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起了扭轉民主運動好的發展

方向) ; r繼力的邏輯J 滲透到 r民主派 J 組織內部.@等等。

ïF.如「民間派 J 自己所說 ;r扯會運動和議會民主及政黨政治的

關僚、 ﹒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 ( 問題)是如何與此發生關

係 、 發生怎樣的良性關僚、的問題 。 形式主義會民主繼承j的深入擴

火﹒是一個不能放棄的領犧﹒也是香港現貨玫治環境下一項必

需 。 J@然而﹒ r 民間派」卻把這種建制內外的 r ~慶應外合J 問

題﹒貶成是具體策略問題﹒ r不是理論討論可以解決的J ﹒貨質

上是取消了整個問題 ﹒ 對問題只是， 11且巴說說而己。 (如果「農應

外合 J 是個具體策略問題﹒我貨在看不山民間抗爭的社會運動怎

樣能夠透過理論討論得以「解決 J 0) 

迎戰 r庸俗社會經濟學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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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振 J 對於現實香港社會很多迫切的問題都缺乏討論 。

(這樣說有動不公平﹒因為 r民間派」在《民間抗學》東﹒清楚

指山議會民主成了政治焦點後﹒民間社會運動遭受損失﹒因而希

望改變現狀。這個問題是既重要又現賞的 。 )這裡只談一個意識

形態的問題。現在社會上影響最大的思想﹒毫無疑問是右旅J思

想、 .這種思想可以名l\ r庸俗牡會經濟學」﹒崗為它透過對某些

經濟學原理扭帥 、 庸俗化或絕對化，然後把其適用，庭關無限擴

大﹒這周到社會的各個方面。 r庸俗社會經濟學J 不但拒《信

報 》 、《 明報 》、 大專教師 、 政府裡面流行﹒而且對大專學生和

一般市民大軍也影響甚大 。( {j言報 》 社論說:設票結果不可能反

映個人偏好:火部份經濟性事務﹒不可徵鞠民黨﹒因為經濟性，

務是一人一票所無法解決的﹒等等 。 據說這是基於 r阿爍不可能

定理 J ( Arrow I mpossibility Theorem ) ·其實這是社論作者的

歪肉和牽強附會 。 中文大學的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的刊物﹒陸續推

山文章，要求用 「市局辦法」解決香港的環繞問題 、 醫療問題﹒

攻擊建議中的老年退休保障制皮﹒等等﹒這些文章都會在報章上

轉載，部份文章引起政府高層的注意 。 鐘於 F府俗社會經濟學J

的影響力大﹒而且來勢洶洶﹒因此﹒對它的分析和批評﹒是非常

重要而迫切的。

「庸俗扯會經濟學J 的核心有三 。其一是-市街萬能。由於產

犧經濟學中的高斯定理(Goase Theorem) 的錢用﹒一個傳統的

政府干預的領域一一市海失靈問題﹒聲霞說也可以由市竭自行解

決 。 核心之二 ﹒是社會上優勝劣敗﹒全都是勝敗者自己 (或自己

的東賦或際遇 ) 的責任 。 如果企間進行萬分配﹒便會有令整個經

濟崩攘的巨大反紛闢效應 ( disincentive effect )。 核心之三 ﹒就

是所謂公共選擇理論( publ ic choiωtheory) 。公共還據對政治

抱著犬儒 (cynical ) 態度﹒從而對政府以及官僚 、 議員等﹒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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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本的不信任。公共選擇認為官僚存校部門和個人的利益﹒議

員也是各懷鬼胎﹒而j壓力鬧個則是為了小間子 (通常是餌"時的)

利益﹒假公取利益之名﹒進行尋租活動 ( rent-seeking 

activities ) ﹒企國影響政府決策 ﹒如此等等 。 r庸俗社會經濟

學J 的結論﹒自然是政咐干預愈少愈好，_萬能的市場去處理各

種經濟的以及 「非經濟J 問題 。 民主政治在香港﹒是當的政治現

賞能管是有害﹒也只能 「認 J 了，惟有冷眼視之 。

值得給山﹒ 「市緝毒萬能」論錯誤白不待育，另一個4極端的

「市場無能 J 論也是別樣錯誤。 此外，指山財富再分配的反誘因

效率﹒也是對的﹒不過﹒不作具體分折﹒便把某些政策﹒解釋為

單純的財富再分配﹒而且斷定反踴崗效應巨大無比，迫使變成宣

傳了。公共還據理論其中很多是很精采的，但也有不少是垃鐘。

公共選擇理論企回應用經濟學的方龍去理解政治﹒有時把利益因

素過份地強調 。 結果忽略了政治的其他方面﹒因而產生了很多片

面和庸俗的論斷。(由於公共還鐸理論強調政治參與者的利益閩

東，有點像有揭政治的 r黑暗面 J ﹒所以公共還摔做完派"'P

招 J 的情說也不少 。 公共選擇大概是﹒唯一被左派和右派共同接受

和使用的理論 。) 例如人十年代席捲全球的私有化運動﹒便不能

單純以公共還拇理論表解釋其擴散過程 。 @

面對影響力強大的「庸俗扯會經濟學」 ﹒不作正面交鋒是不

行的。如果把矛頭指向別的(如「發展主義J ) ，而且所用的語

育是「理論的 J 、 艱澀難明的﹒用的理論又是馬克思主義或歐陸

哲學 (歐陸哲學太概是左派的國鼠.) .那麼批評只能是 r民間

派J 的 「 內部傳閱 」 ﹒即使自己心目中的靶子再不能困縣，批評

真貨也沒有勝利，幽為 r 民間派 J 沒有回應現在意識形態方面來

自右派的桃戰 。 其實對「庸俗社會經濟學J 作正面交鋒﹒克服或

減低它有各方面的影響，便只能使用一般人能夠明白的語言 、 概

念 、 遑論框架和討論邏輯。浸會學院的曾樹基大概是少數在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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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做得很好的﹒如果不是唯一﹒不用 r另一種實畜禽J ﹒也可以揭

露 r庸俗社會經濟學J 的語設﹒使用主導的討論語育和通輯﹒雖

然存和局限性，但卻是必需的﹒凶為現時最重要的航是要克服一

般人對其正派觀割的盲目抗拒。@

結.遍:要當一個技術官僚左滋

本文鍵山了一個評斷政治理繭的框架﹒這個框梨的組成部

份﹒說是目標 、 制約和制約下對目標的僵化求解 。 如果應用迫一

個理論框架﹒理想社會的制約僵化的解，就是對一系列問題進行

界定歸煩，以及指山哪一實質問題要由哪一種組織形式解決。對具

體問題性質的界定歸類﹒是個非常政治的問題﹒價值判斷也最明

顯﹒是現貨政治的焦!6﹒自然也應該是理論的焦動。

如果用目標一一制約一一優化求解的框架去套 r民間派J • 

他們所追求的便只可以理解為: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的撤火化﹒或

以直接參與政治為手設﹒以違章~J其他目標。把人民直接參與政治

作為目標是獨斷的﹒闢為理論規定了人民的目標﹒這其貨是-理論

述槽者潛在的精英心態 、 普渡獄生的思想在作祟 。 犯人民直接參

與的適用，起倒無限生井大﹒賞畫畫上是危險的﹒理論上則違背了對

「面對的問題應該用何種手設表解決J 的問題﹒作具體問題 、 具

體分析的原則 。

不能再用「個家政策為資產階級服務」 來 r解釋」政策。值

管這種「解釋」 有時對於理解有動模糊的作用(不能否詔﹒有時

它會令人有「掌握了世界J 的興奮感覺) .但是主要還只是作為

沒有甚麼線作意義的 「大理論J 的一部份 。這種「解釋J 的危險

性有於 . r解釋」 者以為自己已經提供了解釋 。 應該對公共政

策 、 公共組織 、 公取意見的動力學 (dynamics ) 腰間具體研究﹒

從而尋找適當的介入撞在﹒椎動政策朝理想一芳發展。不應該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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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政治參與為借口﹒削弱對公共事務的具體研究﹒於棄對公共

事務的討論，這貨質上是老干拒絕左派對公共事務發生影響﹒喜慶右

派思想、數撕了校公共事務上面的發育倍。

要當一個接衛官僚方派 (technocratic left ) :方法上是具體

問題具體分析的技街官僚﹒而態度上則是在價值問題上站在「人

民」一方的方派。

1992年3月 10 日

詮釋

<D I啊?凡: (且有苗》雙月刊第20M ﹒ 1992年1月劫U ﹒

@ 迫懼(l(J r ~阿薩J~棺《崎!同鈍.)無二期的社涵和 〈屁IU1~主答問 〉 ﹒以及

( )已去 1111拜讀) _'J三期中蟬水生和黨峙，且文章的棍，直﹒'"1泛開撮 J 一飼觀自 《 斬

首》文章﹒

@ (JIi苗) (l(J文章也是蚵此﹒不過﹒它既舟的是組巖捕的古典馬克思主，區政前學

跟你J框，農﹒

@ 關炭軍車育界定向屆世費研牽幫會的某些理續開姐﹒ 訂r.閱 D. Mueller. PubJic 

Choice 1/, 1989， 4研).406，特別是p.40sn9刮過 ﹒

@ < ~泛開t已有巨響問〉 一 ﹒見( ~11I1航事》賞那二期 ﹒ 此文以下簡稱 〈 審問 〉﹒

(9XD < 答問 〉 了: ﹒

@ ( 屁!用鈍. )賣院士:閑扯..

@ 東臨輯 : ( 'X~門3字請》旦那三/三期﹒

@見 E. Phelps~ PoliJiCll/ EcOflomy, 1985， 的ω-

0 均兒《鼠11tH克.)第二期 ﹒

@ R_ O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1蜘， p. 61. 

@I椅上. p.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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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n.eworski, Democrøcyand Ihe Mancet. 1991, p.12. 

@ nr.見K.enneth Arrow, "ScaJe Retums in Communication and Elite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J. La w. Economics&: Organ;zolion SpeâQlls.叫e. 1991. 

@ (特 r.~ )九 ﹒

@ ,.-;1@ . 
@見。1吋stian Science Monitor. Wortd Edition , Feb 14-20. 1992. p.7 0 

@ 1. Elster, "Marxi...m , Functionalism. and Game τ"bcory: The Case for 

Methodological Jndividualism/ in A . Callini∞s(ed)， Mar:lÌst Theo研 1989.

@ 有可要足﹒ 巾 . -祉，食習社會還擇理搗( social choice theory )的舉手中昕帶頓﹒捌

10hn Fere抖hn， Kenneth Shepsle. Te叮 Moe 等﹒蚱見Moe， "Tbe Politics of 

Structural C hoice: Toward a Theo可 of Public bureaucracy" in O.E. W訓iamson(ed).

α'8anizo(;on Theo吵" 1勢拘謹 Moe， "Politics and theTheory of Organization." in 

Law, Econom;cs and O'8onÍUllion 7, Spec泊Ilss帥. 1991 0 

@ 這. -!l;i，r.個〈港式政黨改ift下的~"路向> (~追問航事》第弋期. p.14 • 

@同@﹒

@ ..閱10hn Jkenberry, "'1ñe Intemalional Spread of Privatizatton Policies: 

Inducements. l..eaming, and 'Policy Bandwagoningγin E.suleiman '" J. Wa terbury 

(eds), The PoIitica/ Economy 0/ Public SeclorRe/onn and PrivalÎULli側. 1990. 

@ 咎閱例jm{ 明報) 1992年Z月 24 口的〈運來的掛文 r積廠不T﹒聽眾flJ U死〉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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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人民一知識人J 討論 1

自我反省社會實踐，不當技術官僚

回應陶飛的〈要當一個技術

官僚左派〉

丁一

前 言

哥是有機會讀到陶飛 〈 要當一個接衛官僚芹.漲 〉 一文﹒覺得有

些問題值縛廠意反省自己在社會位置的人繼續討論下套，既以特

別孰筆回應 。 要首先聲明的是 ﹒ 陶潛以「民間派 J 為對話對象 .

我卻不知道 「 民間派 J 有甚麼指導思想﹒那些人有資格接受這稱

摘，所以不敢以「民間派 J 自居 。 以下所說的 ﹒ 純粹代表個人意

見，與甚麼派都沒有關係 。 下文將會分三節﹒回應陶文三個主

題 。

技術官僚的三段式恩考

陶文的是重要主題是推介一種他稱之為「制約優化」的考慮

13雪



問題方法。這方怯的步，雖是這樣的:首先﹒要認清社會的目標﹒

然後決定現貨制約是甚麼﹒再解答如何設計理想、社會的問題 。

我對這種三設法的第一個批評是:您定目標 、 判斷制約 、 設

計僵化方法是三而一 、 一而三的過程﹒不能分割﹒因為當決定甚

廈是要道守的制的﹒甚廈是可接縷的變項，選擇用某一種而放棄

另一聽優化方式的時候﹒我們已無可避免地作山道德和政治抉

拇﹒不單先行界定了蓋起們的方法﹒也早已界定了我們的目標。

學些例子 。 資本主義企業的制約是只能對市街上的有效需求

而不是對其實的人的貨貿需要作山回應;其達成「理想」的芳踐

是很俏貨入 、 高傲寶山 。男方面﹒家庭生計的制約是成員之間主

有承擔，不能輕易離異﹒速成「理想 J 的方法是透過性另IJ分工 、

長幼秩序進行「自我剝削J 。但企業不是自然而必然的必須唯利

是間，可以賤寅貴賣﹒家庭成員也不是自然而必然的顧意各盡

「本分J ﹒剝削個人成全集體﹒迫一切都是道德抉彈 、 J權力闕係

的結果 。 當我們決定顧意尊重那些道德規範﹒觸動那些檔力安憐

的時候﹒我們也先行決定了我們行動的目標是甚磨 。。

我對三毆式的另一個批評是:社會目標，顧名恩義﹒只能在

扯會過程里建生 。 換句話說﹒真正的社會目標只能在不斷滑過﹒

不斷互動的過程裝設界定 、 再界定﹒不可能有獨立於互動過程 、

預設而固定的柱會目標。

個月l闕，賣或個人當然可以自己決定 r社會」的需要是甚麼

(陶飛所謂 r理想社會的設計.J ) ·然後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

法﹒說服或強迫它所界定的「社會J 接受﹒但這只是單向檔力的

運作﹒它要貨現的是國家目標﹒不是社會目標﹒是君主的目標﹒

不是公澈的目標 。

r 目 標一制約一設計」 三m式思考在扯會生活中應用的僚什﹒

是一個凌駕森一般人頭上的智主(間體或個人) .而三設式思考

是君主思慮如何管治其領土的方諾。 @技衛官僚﹒錢育之﹒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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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君主角皮看世界的人:是 r1r.派 J ﹒還是 r右派J ﹒分別太概

說是看他們要軍區些甚麼需要給人民。

一次元空間的政治觀

陶文的另一個重要直是對所謂 r民間派 J 的政治見解的批評。

據陶飛的理解﹒ r 民間派 J 可能有兩個目標 :一是人民政治參與

兩火化﹒ 三是以人民政治參與作為手段，你種人民的自由和公義

等等 。 對於前者，陶飛認為有強將參與政治的目標加諸人民頭上

的嫌疑﹒對於後者﹒陶飛批評「民間派J 沒有說明為甚麼他們所

爭取的目標(如批判現狀 ) 是可取的﹒也沒有說明直接參與為甚

廈是速致他們目標的最偉方法 。 與「民間派」取向不同，受陶飛

支持的政治態皮是:以建立一個機制撮人民從中選擇目標﹒金日追

求人民的自由 、 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以擴大人民的可能還

探範凶 。

脫離社會訂立目標預設了一個凌駕親人民頭上的君主，這1IJi

剛才已經說明 。 站和君主的高塔上看平民的另一個結果﹒是-以為

政治參與只有一種﹒參與的空間只有一個 (集繼國家 ) .於是不

!吋形式的公共參與最終還是可以加起來 ﹒ 用一把尺去量反﹒才山

現了對參與 「最大化 J 的質疑 。 例峙，陶文沒有正視除了國家的

種種規定﹒和可以把物質轉化成檔力的市竭以外﹒ 一般人還置身

於甚麼社會關係之中 。@於是_. . r嘗試自我組鐵﹒建立自我管理

能力 J 變成是要將 「參與犧太化J 強加指人﹒ r改善物質生活永

平 J ( 誰的 ? 甚麼物質 ? ) 卻是一個 r非獨斷J 的﹒只會擴大選

擇機會的目標 。

假如我們願意放棄以上說點﹒離開發缺施令的高塔 、 侮太藍

闊的設計桌﹒接:ilí:生活一點.我們可能會董實現另一個世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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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生活的不同範昀還有大太小小具不同程度自主性的問體:

市街以外﹒還有廣泣不一 、交往強皮不løj 、延續性各異的社會網

絡被調梳著不同贊賞竄:孤獨地受統治、做買賣的原子﹒原來還仍

然是有消i函中不斷互相界定的人 。 如果是這樣的話，說再沒必要

把一切公共參與都擠進一個空憫之中，更不必海民作主，先驗地

決定甚麼是處可取的公共- 目標﹒也不會以為要擴大一般人的還

摔﹒說惟有增大自由(減少國家限制? )與籠高物質生活水平

(增加市樹上討價還價能力?怎樣把所有人的能力都增加? ) 

可以在接受了每一個人都有何等的構和j決定自己的命運的前題

下﹒聯絡不l司的人﹒棋不閥的喝地﹒針對不闊的問題﹒進行不同

型氏的社會運動 。

迫不等於認為國家就是萬惡的﹒或者國家政黨都不值得討

論﹒只是說不要將國家有意無意地當作唯一的參照架橋﹒把一切

力量與希望你1壞性和國家的 r設計」之上。而是把國家看待成一

個不是唯一也不是單一的參與空間﹒闕，石進行多種類 、 多層紋的

「公共-參與J .在不同的竭合﹒以不間的分析函﹒爭議討論「公

共問題 J 。

如何迎戰庸俗社會經濟學

r民間派J 以外 ﹒陶飛針對的另一個對象是鼓吹市海萬能繪

的「庸俗社會經濟學J 。 他認局有心人應該用其他人都聽得值的

話直接駁丹這些庸俗觀耳Ii ·卻不要另覓蜈徑﹒去改些甚麼「發展

主義 J 之類大部分人聞所未聞的東西。

我與陶飛一樣，很樂意見到更多的育論駁瓜 r庸俗社會經濟

學」 ﹒但與陶飛不l司的是﹒我不器為這戰門應只校一個戰揖﹒只

以一賽前武絡進行 。 以他們的結育 ﹒駁他們的結論﹒是內部頗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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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刺激 r r.lf俗 J 陣營中的一部份開銷反省，但至低限j主同樣重

要的是突破他們語言的障礙，暴錯他們概念的預技，挖他們的意

減型悠地墓。例如，庸俗經濟學者以為市茍毒品經濟活動嚴 「 自

然 J 的女紛，我們 (不滿庸俗經濟學的人 ) 便要指ili直至目前市

均昕處理的其賞只是人類生產與分配活動的很小部份:他們以為

市局只有一種﹒我們便要指出不同商品的交換 、 不l司顯現經濟計

算單位的來往、不閑時空安排，可以帶來很不間的各類rlï蜴 ; 他

們以為商品就是商品，從背l~割1談貨物、勞動力 、食訊、興斷權利

等縛的木IriJ性質 ; 他們以為任由市喝無限制地ì1fAJ節經濟 ，科技進

步使會帶來不斷的增長 ， 我們便要談「發展主義J 的虛妄﹒ 他們

的校副只有孤獨的鐘濟動物，沒有空間、時間、沒有所在史 、 沒有

種力、沒有人 ﹒ 我們使要嘗試去除這些盲點﹒ Wlí#耳他們不顧者 、

不能軒的世界 。@

問題14. . 假如府俗社會經濟學有這麼多明顯的漏洞 ( 剛才只

是他使仗了一些) .為甚麼總像 uJ以自間其說 ?它不]0.長期牽制

1商品生產、疏通等傳統經濟學純崗的討論 .n﹒至向外擴展 ，延伸

到家庭、間家等領域。要解答這問題，我們便不能把學街理論孤

立 ﹒ 必紅(把它們看成人類界定自己 、 界定別人的過程的一部份 。

不在這意義 F ﹒府俗柱會經濟學其質不是甚麼客觀分析﹒而是一個

山許多人共II.iJ努力，把扯會掩飾成自然 、 檔力假裝作技衛 、 不幸

的可E歸咎於不幸的人這個大半程的一部份。於是· (1:主流線介2是

汗.式教 fi之中 ， 找到質疑庸俗學誠的空間是一件不答品的事 ﹒ 即

使是偶然做到，不E其他繼力關係不鍾的情況下﹒也只T以科易被人

家隔離、 l瞋廂，然後遺忘。要擴充懂得批判既定安憐的扯會鐸濟

學， 必須拓展不俐的討論空間﹒建立不俐的淌過網絡，與不側的

公寂 ﹒交流不IÃJ 的經驗與分析 。於是~. .， 還是那句老何﹒迪金古不同

的人 ﹒ 拒不i司的塌﹒合 ， 進行不閥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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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技衛官僚以為可以先認清目標與制約﹒然後再進行優化設

計 ﹒我卻不肯定我可以認清多少萬變不居的事態 ﹒也不知道我的

設計會不會有完全意料以外的後果，甚至不知道我可以喜歡我的

設計多久。我既能做到的只是在具體的貨踐中﹒透過不斷的反省

與對話 ﹒審視自己的目標與方法 ， 而其中觸動的不單是-外在於我

的世界﹒更是我本身與使我成為我的一切社會關傢 。事實上 ，我

相信，知與不知之間，人類本來都是這樣生活。幻想、自己可以超

級於社會生活之流以外 ，依循 r客觀規律」 設計 r理想社會 .J • 

不單自欺欺人，更很容易為壓制別人生活上自蠻的要求 ，為創造

及深化愴力的不平等 ，製造藉口 。

詮釋

。 對我站 r Jq師一前1'1 的一方法三位-1ft論 J 的一個可能ttt師是 : 我沒有什清

F祖! .J制約與 F軟.J fIíIJ 的、制度性制的與自你/拉衛制的之間的分別一一世上有許

多制約﹒如!í=_樹生存一定要氧氣﹒人~幢跑也設有馬使﹒馬怎樣跑也值汽車快﹒是

獨立於人顯 H 標以外﹒ 不以人力回轉移的﹒裂的凶答是 : 除了輛峭的倒子外

r軟 J 與 r 班 J 制約的界限其質並不清楚 ﹒ 街如﹒人騎在車上便跑ω比馬快﹒汽卓

沒有扎怕我無人跑駛﹒ 只是廢鐵一是 ﹒所以﹒新調制的(J<J r 5!l!皮 J ﹒很大程度取決

齡當4人前us:花多少時1111 、 輯力， 能夠!調動多少資觀﹒ 加以克廠﹒接句話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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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禱 rft大部份的制的﹒歸假到縣﹒還是一個道也與慎力的閑置區﹒

@ 從君主的角度看﹒草，且僅是甜的便很繭，會T. 便是Øi控制領土的圖界 、 艘駝的能

力、為1可以種調的人手﹒

@ 自家是指以式力品種盾﹒控制頓土的龜. . 除了叫 ，諧，吾有研指謂的間家外. . 

切組鐵但如能夠有趣地控制空間﹒限制成員的進山{可以庫~. r小皇帝，的喝

合}﹒都帶布關家的性質 0 *文研耐泊的，卻蹲擋，民銀爾摩J ﹒'市.ta J 則是鈍

直在 .fl質而遍.tr<J雙方進入韓伯交錯的.ta合﹒具開(JCJf肯說﹒可以千~萬別，可惜迫m

已不能許.緝的通7.

@ 有興趣 r男顯妞"學 J (JCJ~ '1有t ， 除了較為人，聽悉的馬克思看作外﹒也可以參考

Karl Polanyi 的 7ñe Great TransfoTmOlion . Max Weber (l(J Econ側I.Y &: Sociery 為l

David Harvcy (1(1 1ñe Condùi伽s of Post.ModernÌly 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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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人民一知識人」討論 1

對〈要當一個技術官僚左派〉

的回應

許，實強

織者接 : 此，文摘自詐寶強寫給陶飛的一封信﹒.tt經tl..f手持寶蝕同意

4聾發表。個別地方作了文字土的改動 。

1. 政治學是有首先是理想社會的設計問題?這問題若出政府的

投街官僚俏皮作答﹒顯然是沒錯的﹒但若從一些細小的「邊緣間

體 J (如 r天大」或你既殼的 r 民間派.J )角度來看﹒結論使未

必一樣 。 理由是﹒ 一個「邊緣間體J 是絕沒有機會或資草原、或影響

力去 r設計J 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是由於其位置的限制﹒除非遠

些「邊緣間體」能成功進入了政繼之內 ﹒如成為 「智囊閹 J 之類

的問體﹒才應該及能夠考慮理想社會的設計追問題﹒否則:這問

題並非是. 1"邊緣間體 J 政治學的首要問題 。 扭著的問題便是 :

「邊緣周租J 是﹒再一定要進入政繼肉?叉車定是雖然不直接進入政

艙內﹒但仍應 r努力使政策朝向有利於自己一方發展.J ?第一個

問題的答案相信你也不會是完全肯定的 ﹒ 因為進入了政倍以後能

否還保持獨立的批判性使太有鍵問 ﹒而第三個問題你是認為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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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向發展﹒不過﹒對踐來說﹒由於 r邊緣間組」的賞力有限﹒

每一政治行動的選擇將意昧著閑時放棄了另一戰線的工作﹒而戰

線確是太多太長了，因此是否努力參與事取國家政策研有利於己

的方向發展的政治避鐵還是可爭論的躁題 。 當然﹒提山遣一種

「新 J (對你擋的「民間漲 J 而育? ) 的戰線的工作﹒也有它續

續的意鐘 。

司E質上，對於不想介入政績門爭或爭取國家玫策的政治通戲

的「邊緣閹體 J ·他們的故治學(首要? )可能反而是你亦鍵泉

的如何把 r問題性質重新界定」的問題，若從這角度看，你所緒

的「民間派 J 他們似乎或多或少地在這方面作山了努力 。

2. r社會目標的看到約僵化J 往往只是研究者個人理想目標的制

的(也是研究者主觀理解的)優化。你在文章中使用「社會目

標J 來代替「研究者目標 ﹒ 不但沒有必耍{因是毛說算是「經濟發

展程皮 、 速度和平穗皮 、 財富分配的平均程度」以至「人民自蓋起

賞現的程皮 J 等也不是「社會目標」﹒ 只是計劃者 、 研究者等的

主觀意翩而已.這點仿、亦在文章中也清楚地表達「社會目標」只

是文章作者的目標 ) .反而可能真的會「為專橫任意的統治開放

大門 J ﹒因為當個人的目標備好變成了「社會目標」等整體性偈

好的「代表」時﹒不單容易使續者 (包括研究者可能想要影響的

政要 ) 混淆了 r研究者的目標 J (或 「政策制訂者的目標 ) 為

「社會目標J ﹒甚至研究者本身也可能會把兩者混淆﹒因為人的

頭腦往在不是可以「清醒一點」的 ﹒ 特別是在現實的政治利益/

門事所包圍下，讀者 (特別是政治官僚和受學校/傳真堅決腦已久

的人)甚至是作者均往往在有意 (如政治官僚要選揀一些能「合

怯化J 他們政治主張/利益的理論 ) 或無意 (如「中毒』太深的

作者和讀者﹒換句話說﹒就是那些受間有思想框框 、 概念限制了

反省能力 人)地把不同的目標混淆﹒緝果是:誰有憧力界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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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界定 r社會目標.J ·誰便能夠「把自己的目標、語定的制約

和問題解強加於別人J 。事質上.這種 r強加於人」的例子舉目

皆是﹒如中共政續把「安定 J 作為社會的首要目標，以槍和坦克

強加於學生:受國電棍及主要報章犯進攻伊拉克當成了是全世界

正義的目標.在自費者們基本上無甚選擇下強加於獎國國肉(甚至

其他地區)的人等等 。

對我來說. r理論活動本身」由於理論工作者本身也生活在

現實的政治門爭中﹒因而設法完全避開輿「理論所討論的東西J

遠不同層紋的混淆﹒就算理論工作者很清醒地想遜兔混淆，也只

能在一定程度內成功:當然，若可以把問題的討論界定得越清楚

(如避免 r社會目標」與 「研究者目標J 的混滑一一也說是不採

用「社會目標J 這概念) .成功的可能性便越高。不過，理論工

作者應否這樣做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因為有時為了門事的需要或

把問題重新界定等情淚下，使用混淆的概念可能是必須

的... .. . ) 

3. 由此弓 | 入了一個相闋的問題，既然目標是 r研究者的目

標.J ·因此也說無可選兔是 r獨斷」的﹒甚至是諸如「人民的自

由 、 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J 等﹒因~ r人民 J 極可能不想擴

大自身的 r可能還揮範園.J (如想避兔風險或 r過避自

由 .J ?) 。當然﹒迫農牽涉很多連詞曲問題﹒不能在此一一首當前。

此外﹒費雖然同意你辦說的. r r 建立」 一個磁帶~ i讀「人

民.J從中選擇，與指定 r 人民.J凱何還拇/行為，是兩個質方面

非常不祠的目標 。 J 不過問題卻是，怎樣才可以「建立.J ?讀哪

一類「人民J 從中還擇?對華趕來說﹒較現賞的提問似乎是首先耍

了解我們(研究者? )自身的位置﹒能否 r建立J 一個這樣的

r機會L 等等 。 事貨上﹒你所擋的 r民間派」可能正在嘗試回答

這些問題﹒因為對資海及影響力有限的 F過鐵間體J 而言﹒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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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會上倡導某一類門事芳王先﹒在貨際主嘗試推廣這穗芳式﹒可能已

是在 (充分? ) 了解自身制的下所作出的建立一個合理機制的嘗

試。當然.這種嘗試不一定說是「事取 r 社會自憬 J 的最佳手

鹿J ﹒然而正因如此﹒其他 r派 J 或有心人士(如陶飛)的「良

性」批評 ( ，.. 良性 J 與否﹒不單取決於批評者的動機，還涉及續

者的理解﹒以及更重要的是這批評處身在那一種 r學衛社區 J 之

中 ) t 對尋找一個更好帥嘗試﹒或完善現有的嘗試，使十分重

要。或轉為你關於 r小組織的局限」 、 關於正規 r人民肉都矛

盾J 的建議龍 、 關於圓家與社會運作的封面，以及關於要加強對「庸

俗社會經濟學J 回憊的建議等 (雖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你的看

法 ) t 例如你關於國家的分新中引述了Jon Elster對 r庸俗馬克

思主義國家理論J 的批判﹒對於從事實際研究國家的討論幫助不

大﹒事質上，不少好的左派亦作出了很好的國家分析(如

αlarles Tilly ) 等 。 均是你文章中較能刺激「民問派」反思的部

分﹒踐相信 r良性 J 的討論﹒應朝深入討論這些問題的芳向發

展 。

4. 關於迎戰 r庸俗社會經濟學J 的問題﹒你的「籠襄難作反 J

確是十分重要的﹒迪是其他人所難以勝任的﹒不過 r外人J 亦可

作不同層紋的介入﹒因為「外人J (非經濟學者)往往能從別的

角度 (如方法論上 ) 指山 r當局者」不會很留意﹒甚至是看不見

的東西 ( 如 r科學J 方法的局限 、 r政策 」 取向過5曳的局限 、 語

言還用的局限等 ) ，現賞的情說是， ，..當局者 J 所受的 r專業」

訓練不尊為他們提吹了獨特的分析角度﹒亦伺時限制了他們的說

野(如概念的還用 、 問題的提怯 、 關注範樹和興趣的無勘等 )

事質上 ﹒正如你亦?認，指山的﹒唸經濟學易使人變得「賤格 .J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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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於你的結前. r要當一個接衛官僚左派J ﹒華毫不明白你為

何要用「按衛官僚』這概念﹒它不單導人(特別是 r民間

派J ? ) 誤解﹒更會限制了還據策略的其他可能性 。 把你文章最

後一句改成 r做一個具體情說具體分析並站在 r 人民』 一方的左

派J 是否更好 ? 不過﹒無論如何，我亦贊成你所提山的 r不應該

以強調基層政治，與為借口，削弱對公，~﹒事務的具體研究 。」 不

過具體上應放多少時間在公共事務的具體研究上﹒卻取決於 「邊

緣悶體」的具體情況 (例如有沒有一個如陶飛一樣的人參與等

等)

6. .!t括來說﹒你的文章提山了不少值得大家討論的問題﹒若我

們能對這些問題 (如國家的運作 、 小組織的運作等等 ) 進一步深

入探討﹒遣將是積梅克面的 。 不過，對於你錄用的分析娘槽，我

卻不甚喜歡﹒除了 「社會目標」與「研究者目標」的混淆外﹒主

要還因為把 r民間派」的行動和策略歸結為 「人民直接參與政治

的積大化 ， 或以直接參與政治為手設﹒以達致其它目標 。 」似乎

太簡化﹒而且亦不甚清楚(如甚廈是政治參與的 r續大化J ?) 

因為民間自主就爭不一定等問「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的 r 續大

化~ J ..質上﹒自主的抗爭往住是不想直接，與政治 (如投票

或多還等 ) .反而想在主流連甜甜以外製造一些不同的貨踐﹒例"

在學街研究上﹒創造一些不同於主流的新觀念:﹒打破舊思想框

框，消除r" ，稍神污蓋起 J .這便是知織分子作為 r人民J 一部分應

走並可定的其中一種方向 ( r"左派的接衛官僚」可以是另一種選

擇﹒不過這種貨錢亦像你分析小組織參與一樣﹒有在著明顯的局

限及角色的矛盾 ) ;又例如東歐反對派曾鼓吹的「非政治化的政

治J 門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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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一些次要的回磨

1. 說「歇陸哲學是左派的間aJ 似乎有過份一般化的危險。事

貨上﹒歐陸哲學在很多地方上正能補數賀禮主義的不足﹒因此﹒

問題只是能否以清楚淺白的話育表遠而已 。 對我來說﹒問題在於

是好的歐陸哲學﹒還是攘的歐陸哲學 。

2. 是否有必要把「民間派J 標簽為 r前馬克思的空想、社會主

義.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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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人民一知識人J 討論 l

回應的回應

陶飛

看了許賀強和了一兩篇回憊，最意料不到的是兩人對我的一

些觀點的誤續。原因可能是-自己表達能力差.不過更可能的是續

者對某些詞語和理誼會的理解與華毫不一樣。迫原是既有「閱鑽過

程J 都會遇到的問題 。 無論"何 ﹒ 還是要澄消和回應一下。

謀殺的理解東 ﹒ r投街官僚J 擋的是對具體社會問題，作具

體分析 ﹒ 提山具撮作性建議的一種態度，而沒有加入建制或單建

嘗到的前餒。「按術官僚左派」是指具有這種態度的定漲 。 它或許

不是最能表達這個意思的詞﹒但起喝它不是. ，..左派技衛官僚J ' 

因為「按衛官僚J 一且是個名祠 ， 便不可遊免地是指建制或單建

制的成員了。

與此相闋的一點是 . r 目標一一制約一一僵化求解 J 的框

架﹒並非只能是建制或單建甜甜的被點。只要是一個較完盤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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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理論框架去「套」、去分析﹒雖然這個

理論可能不是用這個框架去展開 。 所謂框架﹒只是一個對被分析

的理論各個方面的分類系統(自ling system) 。分類系統不能講對

錯﹒只能講方便不方便或合適不合適 。 當然，分類系統不會只有

一個﹒我踩用「目標一一制約一一優化求解J 求解燈個分類系

統去看 「民間派」 理論﹒因為連線就可以看到它一些隱含的價值

判斷和理論問題。許文說「民間派J r在理論上倡導某類門事方

式﹒在實際上嘗試推廣造種方式﹒可能已是在 (充分 ? ) 7解自

身制約下所作出的建立一個合理機制的嘗試J ﹒ 叉說「自立的抗

爭往往是不想直接參與政治﹒反而想在主流建制以外製造一些不

同的賀龍J 。但是，問題仍然是:遍種「不直接參與政治J 的

「政治參與J 的目標是甚麼?現實制約是甚麼?連種「門事方

式J 是否達到目標的最佳手段 ? 我想不到為甚麼問迫些問題是無

意華麗的:但是﹒如果這樣提問是有意碧藍的 ﹒ 幸免想不到 r民間派J

可以怎樣作出不同於「政治參與極大化J 或「以政治吾吾與極大化

為手段以達到其他目標」 的回答。

許文另一個異議是我用了「社會目標J 一詞﹒因為適會與

「研究者目標J 混淆﹒而這個混淆確實會為獨裁開歐大門，雖然

許文也承認我已清楚點也兩者的區別 。 麻煩的是，我們談的是研

究者認定的社會目標 。 這個目標既是社會目標﹒又是研究者的目

標。事實上 ﹒ 語義上說﹒如果社會可以自超過一個人組成 ， 哪里

有 「社會目標J 追回事?而許文卻又說有時為了「門事需要.J • 

r使用混淆的概念可能是必須的J ﹒迪是頗堪玩味的 。

最後是一些枝節隨想。如果要打 「文化仗J ﹒便要用人家能

夠感受到你在 r打仗J 的語言。(安徒在 《信報 》 的專欄 《 冷眼

集 》 是個典範 。) 如果要建立意織形態霸槽﹒有時可以在「主流

語言」 力日進 「非主流J 的東西 。 但是﹒在未曾建立霸槽之前 ﹒ 過

份強調要在現存主流環境里 ﹒用非主流的語言和遍輯去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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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只能算是逃避﹒是阿Q ﹒是對著外國人用廣東粗口去罵娘。

(因此﹒迎接馬車安的是一般人都能明白的 r粗口手~.J 0) 歐

陸哲學是艱澀種明的，對於從小到大接受英美經駿主護教育(和

寶路? )的人來說尤其如此。要命的還在於著作里常夾雜著 r 日

常用語 J .如對話 、 政治 、 空間 、 時間 、 溝通等。逍些詞語在理

論中的意思與 「 日常用語J 不同 。 在 r打仗文章J 中使用迫些概

念﹒只能令不熟悉歐陸哲學的讀者對文章似懂非懂。除非作者是

希望使讀者因為自己似懂非懂從而崇拜作者的 r高深J ·最終遭

到製造憲議形態霸權的目的. (或們要的是否這樣的意獵形態霸

槽? ) 否則﹒使用這些歧羲但他iguouS)的概念是不妥當的。

另外，說Elster的東西過了時﹒他的批評早已被其他人回答

7 . 等等﹒迪是不相干的 。 重要的是，文章引述Elster的批評，

對於這真「民間派J 的國家分析是適用的﹒我沒有說也不認為馬

克思主麓的國家分析都是混蛋!

兩篇回應文章都不約而同地對「目標一一制約一一僵化求

解J 的框架提出異績。為甚磨這個框架會遭到反對?我想主要還

是由於作者們對迫個框架一一說得廣眨一些，是現代經濟

學一一的誤解和心理抗拒。非經濟學出身的社會科學研究者，

很多都仇繞經濟學，認為經濟學把人類行為不合理地簡化為單純

理性計算的結果﹒過份強調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忽略了制度 、 道

德 、 社會規舵 、 文化等因黨的作用﹒因而經濟學是庸俗的 、 片面

的，用來討論如通貨膨脹一類的「純經濟J 現象還好﹒談其他現

象便只會胎笑天下人﹒道完全是誤解 。 事實上﹒近年來對制度 、

道德 、 社會行為規範 、 文化諸現象的研究囊，經濟學的貢獻是非

常大的。學幾個例子便足夠了。現在大概很少人沒有續過O.

Wllliamson的東西吧﹒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經濟學家; D . Nonh的

專長是經濟歷史﹒他把制度變遜和意織形態都包括進交易費用經

濟學里去:而非經濟學者很熟悉的M. Olson的名著Thc Log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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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1cctivc Action ﹒其實只是把經濟學的 「栗便車.J (frec ridcr)概

念反覆應用而已。這真不是要像小故子 r爭第一.J .而是要說

明:為7傳統學科分寶貴衷的 r學科優遍感J ﹒而抱有點經濟學味

道的東西都反對﹒是把污水與孩子一起潑掉的行為﹒現代經濟學

確實問題不少﹒但是﹒正如另一位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學者

John Rocmcr說 . r-談到方法﹒我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從新

古典經濟學那襄學習j很多..談到有份量的研究發題﹒我想在很多

方面是反過來的 。 J (見J. Roemer (ed), Analylical Marxism, 

1986, p. 191) 這段引文不僅適用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適用於

其他社會科學學科。

199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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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人民一知識人El益1

r技術官僚左派論辯」讀後

求，聾子

延年東歐巨變和世界各地車線性政治再興﹒引起西方學街界

熾熱討論「民間社會」 。 兩年以來﹒ 一些關心香港社會運動的

人，和不同場合 、 不肉的論述層吹嘗試車t r民間社會」的概念構

聯現貨抗爭。結果﹒主流的政治論述沒有多大反應﹒反而引起不

少來自非主激理員會的回應。譬如早些時接﹒《新苗》的劉宇月，就

從傳統馬克思主麓的階級觀，自來批判昕祠的 r民間派 J 階級立揖

模糊。某些主張監察站員的論者調主張民間抗事是破壞了間緝的

監察力軍:陶飛則回應雖永生﹒對話嚴永生在《天評》上期以 r工

具理性的虛妄J 來回應他的文章 ﹒他並進一步以諒自新古典經濟

學的社會選擇理論反駁所謂的 r民間派 J 在詔織現貨社會過程的

局限﹒以至 r反政治的政治 J 的賀龍局限 。

迫個專輯收集了環繞稚陶飛以「社會還擇理論」為基礎﹒而

將知識人定位為「按衛官僚左派J 的商會辦﹒由此引山了不少理為

一貫踐﹒人民一知織人﹒政治一扯會行動等大家都非常關心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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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讀後認為不妨注意下面幾個問題﹒以續展過糟的空間:

(一)社會過程的性質是甚麼?陶飛認為社會選擇理饋的概

念分類系統，社會目標一制約一優化逍個機制其確地掌捏了個人

一社會選擇社會行為的過程。社會過程是否真組社會選擇理事自所

描述﹒正是社會理當中種當事詣的題目。@相反﹒了一主殼的動

態主體形成遍又是否一個對社會過程準確的描述?利益考慮與主

體(subjectivity)建構是否兩個相互排斥或全無矛盾衝突的過程?

如果各種觀點都是「規範性J (normative) 的理論，只掏出

了 r理想J 的社會過程應該是怎樣的﹒它們是否忽略了現實的社

會過程?

(二 ) 政治與社會過程的關係是甚麼?在陶飛看來﹒理想的

政治是以自由民主的過程來促進社會從無數個體的偏好次序中選

擇社會目標:從而方便 r技術官僚左派J 進行「制約一僵化」的

資源配置。相反﹒了一認為現實各個環節中充滿政治的支配過

程﹒所以淨化社會過程的政治就是「否定政治」。究竟二種不同

的政治觀在讀者看來﹒誰更貼切現實﹒同時更有助於理解和塑造

理想的社會?

(三)不同認定上的賓館策略有沒有很本的分歧 ?陶飛主張

建立 r人民民主社會選擇機制J ﹒批判一切扭曲、閉塞人民資

訊，從而影響理性選擇的作法一一例如庸俗社會經濟學的言

論一一從而潔淨「社會目標一制約一僵化」 的環境。而迫與丁一

所主張的 「 自由民主的公共空間J 是否在行動概念上想然全異?

許.強對此認可不同的主體在不同的戰場中使用不同的戰術﹒是

否較全面的理解?

(四)人民一知撥人的關係能否避免成為不平等的檀力開

係?陶飛的「技街官僚左派J 在建立 r社會目標一制約一僵化」

機制中 、 以協助人民釐清偏好次序 、 認清成本效益自任﹒然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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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僵化資激配置是否必然產生 r君臨天下J 的腐化? ，.技衛官

僚J 左派蚓何能排除自我的價值及利益﹒不偏不倚?他們能否在

面對無數的不確定(uncectainty) 中﹒警覺到 r垃圾桶教應.J ·不

會自欺欺人地推銷 r完美的社會選擇機制.J ? æ> 

另一方面，是否「創造自由民主的公共空間J 、 及「否定政

治的政治J ﹒則必須將人們自絕於瑰寶的政治角逐當中﹒封閉7

他們參與改造現實社會的可能性?而知議人及持此觀點的人們、

遂終不免淪於生活在理想的 r道德世界」及 r 自由民主的公共空

間J 的海市蠶樓中:甚至久之成為犬儒或憤世嫉俗之士?

這個繪畫會相當程度地深化了環鑄在工具理性上的爭論﹒希望

有興趣的讀者能將爭論的問題續續發展下去。

附詮

。 在社會理泊中有不少理..草本上續貫理性通蟬的可值住 .a在單位遍，學籠

中﹒也有不少學者軍力ItM快個人值好~序的來，、"的的社會鐘情過程、僵化的

寶庫必理過程等問團 ﹒更重要的圓，是妞何從而處理無..人遺揮及行昌 、 它們又

蚵何構成宏嵐的社會目，館"及動力等鐘嵐﹒迫貪圖司，個:

J . Alexande叫“.) 1987 MG~Micl'O Link. Berkcley: Un忱吋ty of Califomia Press. 

J.Coleman 1卿F側，帥I;on of Social 1'1te旬~ Cambridse. Mass: Ha.rvard Belknap. 

<2> r垃扭構理前s 鐘山的，受燭"的理性.J (切unded rationali阱，是對軍佐遇

擇的重要修正﹒其蛤曹掏出理性遇，壇"中幢幢饋巖:側jD個人的個好~J!t

(prefe阿nce)不是用定的﹒反面是軍管前種矛盾的:個人通常不值糟覺如道各種其

他可能還搏(alte malives)的-*數畫畫﹒值此...是a俊不幢定的獄﹒之中……哼

哼 ﹒ 連穗理泊的，張咱有甚至..任何快定並不是理性的﹒麓，垃扭惰.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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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m3酷暑團團

東靠工廠火警災難

所反映的問題

(一)前言

藥費查聰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日凌晨﹒廣東省東完石綽敏興棠雨衣廠

發生嚴重火贅，釀成八十名以上工人燒死 、 跌死 、 四十名工人受

儷留院的嚴重慘劇。事實後﹒香港一班關心內地工人狀貌的人士

曾多~專訪借書 、 傷者家鄉、東凳各政府部門，同時﹒亦收到不

少回鄉侮者的來信﹒發現是﹒故事件體現了東亮一帶的出口加工區

的發展﹒是以一群農村民工的惡劣生活﹒非人工作環境作代價

的 。

1雪雪



(二)事發經過

甲臘肉安全

事發當曉，大火自底層的貨倉開錯，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則在

貨倉上的精舍耐睡﹒當工人發現大火時﹒火~已蔓延各處﹒可是

貨倉 、 通道積存大量pvc塑料，該種塑料燃燒後發山大量有毒氣

體﹒而廠肉卻無任何鐵火用具。

同時﹒工廠大門及天台鐵間均祖輩鎖上﹒工人逃生無門﹒據工

人透露.這些大門 、 鐵閉一般於開工期間及晚上十二時皆上鎖﹒

以免工人外山 。 許多工人因而無法及時逃生而被活活燒死 。

除了缺乏走火通道反防火設備外﹒廠房的設計亦是導致死備

慘重的原因﹒工人宿舍位於三 、 四樓，二懷是廠房﹒三續是貨

倉﹒肉存有易燃物﹒當地下貨倉著火.在其上的工人便十分危

險。

該廠在三月已發生一場火瞥，幸及時摸滋﹒可是﹒老間為了

減輕成本﹒安全設施並無改進 。

Z 消防

火會發生後通報當地消防局﹒歷時很久始有人接電話﹒派山

南部消防車﹒其一竟途中故障﹒很久才掠遠。

此外﹒由於當地消防設備不足﹒需由廣州市消防局支接﹒廣

州消防車於坎晨才提違﹒拖延教授﹒造成傷亡慘重。問時，教火

人員提違現場後﹒亦無數生網設備，從三樓跳下逃生的工人不少

活活撐死或態身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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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後工作

甲醫療

傷者在事發後初期﹒尚能得到足夠的醫療照顧 。 可是. .不久

便種當地敢府書的回家﹒其中許多工友仍未痊瘋:

當時我們的痛傷根本沒有好﹒那曉得他們政府和醫晚串通一

-氣 ( 當然醫院聽從政府的話 ) 根本就不授、成們的再三懇求 。 這不

肯走的﹒醫院再也不給醫治﹒也不給飯食 。 百般無寮.我們抱著

借錢﹒找到石4非政府﹒結果他們是，以種種借口對我們進行刁難﹒

他們把我們當作皮球 : 政府踢給醫晚﹒醫院又喝給政府….這樣百

般無措手﹒照他們的安排把我們趕回了家﹒我們是流著淚田家的

呀 !

傷殘未癒嘗不得不接受石憐鎮政府給的一千四百元人民幣的

補償回鄉 。 現有還有四名傷者留和東堯及廣州的醫院 ﹒ 其中一位

已被中斷治療﹒搬往療侮部﹒而醫生亦不斷，日J諭未痊癒的工人肉體

院回鄉 。

Z 死傷者家庭賠償

由於死者家屬多是從湖北 、 廣西 、 湖南等地前來﹒當地政府

將他們分散安妳至IJ不同 (大隊 ) 村居住， 並由政府監混照顧﹒有

分化及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學取躇債之作用 。

據了解﹒是吹火災當局死亡的六十多名員正家屬得到七千至

九千五百元人民幣的賠償 。

嚴重受傷及全身殘廢者，則由於廠方未購保險﹒不能得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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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傲。嚴重傷殘者仿計有主j:二十名﹒計有大部份iI重燒傷 、 背脊

及路費訴，斬 、 獲瘓等。他們將宜，生失去工作能力 ﹒需人照料﹒若

無足夠賠償及照顧﹒後果種虞。都份受傷更面對特殊困質量，例如

借書張 x 消﹒有數阿胞姊妹-{并身亡﹒其母親堅持留在醫院﹒悔

心無助。續費們調查所得﹒肇事工廠仍有四至五個月工資末，膏。

(四)各方面的反應

甲官員反.

線東凳市有關官員透露﹒ r五﹒ 三 OJ 事件的調查報告早已

完成﹒但不會 rið早J 對外公佈﹒以免令其他地方有先例可循﹒

事取 r過高J 的索價。直至十一月﹒有關當局才向外蠻佈有關報

告內容﹒報告將起火原因歸究為門衡的煙頭點燃了倉肉貨物﹒內

地承包者王姆師沒有按照工廠安全的法令﹒揚言會加強監督 。

可是. .東凳市勞動局一位負責人說﹒事後東完市養成立了33

個檢查小組﹒特別針對違反 《 倉庫防火安全管理規則 》 第4條(庫

房必須和生活區分開 )的情混進行了清理﹒新的浩則仍有制訂

中。但他承認東凳市延年發展十分快﹒勞動管理跟不上﹒孰行芳

面荐和間難﹒有心無力。

此外﹒當一位東凳市政，外海郁的官員當問及會蒂和事後加

強工業防火措施(當時報告還未公開) .他指山倒不如多能幾阿

廠房!他說. r這廠是個體戶閱讀厚的﹒我們完全可以不管﹒因為

政咐根本沒有責任。但我們是出於一種同情和人道主義 。 不然.

我們是不會理睬的 。 J

地芳官員除了有心無力或推卸責任外﹒亦試國對外作新聞封

鎖﹒哥兒們實j圈，說探開受害者病情時亦受醫院阻績。

158 



現在東凳石排鎮政府仍每日發放生活律貼，蛤予仍留在東交

及廣州的傷者。

Z J暨南

該廠是一問「三來一補J 的工廠﹒即由外商鍵供援街 、 原

料。外商為一港商﹒是香港一間大型雨衣廠的東主﹒他提供加工

原料 、 車間指導予內地承包者王縛輝。火災蠻生後﹒王姆姆撞機

控﹒但港商不用負上任何接待責任 。 事兒們和港商談有闋的賠償﹒

得到的回覆是. r踐的攬著器 、 原料損失幾百萬元，誰人賠償銷

我。 J 而他亦不承詔欠下工人兩個月遍野金。

同時﹒據設們調查所得，香港廠商在惠陽龍崗擁有廠房，至

今仍繼續投產﹒顯然未受廣東政府任何壓力 。

育工人

這次火災，對工人的身體 、 心靈造成嚴重打擊，許多工人抱

著殘弱的軀體面對生活﹒頓覺前進暗語楚 。

中國政府這樣對待這些受難者﹒叫我時時都會產生自殺的傘

頭﹒來了結終身。

... .也許這一切就是命運的安排吧…

除了略嘆外﹒亦有不少對資方及政府的控訴。

在他們的腦子..﹒哪有甚麼公道正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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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真是不把我們這幫人會人看待﹒你說是不是?

從來雖說來了錢柄消防車﹒但不是缺油就是缺水﹒趕到火災

場又遲遲不能減火﹒八十條年青的生命就這樣活活地燒死，在種

面﹒這難道說當地政府沒有責任?

這些工人除了關心自己的利益外﹒還強調要取回公道﹒來自

湖北山區的民正經過多方努力· j1J各傷者家奔走幾回﹒起草了一

份申訴書﹒向多個政府單位住當時，卻得不到半點回音﹒但他們仍

然不斷寫申訴書﹒對政府 、 賣方不公平的處理芳式說議。還有個

另11.L.人提議上前北京或南下廣州﹒亦有不少透過其他各種途徑表

達不滿。

值管他們經歷了此攻大質量﹒但仍有不少工人打算再回廣東部

一帶找工作﹒倒為他們都是來自湖北、廣西 、 江西 、 廣東的貧窮

山區，土地貧娟 、 面積小﹒是家禮的勞動力剩餘﹒留教家糧形成

家中沉重負緒。去年由於湖北兩災後又逢早.災﹒廣東北部又進旱

災﹒農作吻歉蚊﹒還要上繳械食，令他們生計十分給鋸﹒無法書鑫

小孩子進校讀書，亦無法負搶沉重的手衡費用…. 0 到廣東工作似

乎是唯一山路。

小結.

1比故事什. .暴露了債東沿岸山口加工區的問題。外地的高家

視廣東為樂土﹒姐為能得到廉價勞動力及較長的勞動時間(每天

工作十三小時) .亦不用負擔勞工保障的成本﹒甚至基本防火設

備 。 走火通道等等。據許多工人所述﹒工廠的研舍環境惡劣﹒一

百多名男女工人擠班周廢料塑膠分隔成的房間中，夏季沒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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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男女共用一說澡間“.. 0 

工人在逆境中只能屈服'ïF.如一位工人說. r沒組織﹒浪頭

頭i .欺我們是外地人﹒才做山這無道理的事來。 J 沒有工會幫

助﹒他們亦沒有組鐵起來的基礎﹒因為混動率高﹒不同方育之間

不能滑過等等。

地方政府則至比資芳更槽，只管吸引外資來東凳設廠，但一

切基本設施，勞工法令 、 監督都久缺。在三月的小火發生後﹒仍

然沒有進行防火設備的改進。

湖北山區民工的中當時3尊嚴後一戲是這樣寫 :

我們中國是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有優

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作保障。戚們認為﹒也是鑫人皆知﹒世界上再

沒有比人的價值是寶貴的了﹒一切有了人就好辦了 。 今次事件人

死了 、 傷了 、 喪失勞動力了﹒而事件的從果卻漸漸淡漠下去﹒怎

麼樣 ? …﹒我們只有依靠國家和各級領導 。

相信i .能依靠的並非 r 國家和各級領導 J ·而是他們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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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耳目屆海道﹒

中國 r工人階級」的

十級金字塔森嚴結構

陸轉

r無產階級專政J ﹒ 一直敏中共拿作其皇牌擋俯牌，以能名

iE育順地施行專橫獨裁的統治。其一貫口獄是一切都以工人能當

家作主為依歸。

言擾或們剖析一下中共統治下﹒工人階級如何嘗「主人翁 J 而

又當不了家的貨浪。

實際上﹒中圓λ;部份工人﹒還是處於社會最底層:他們所受

到的剝削和壓迫，每每跟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處燒差不多.

有些工人甚至覺得其嚴重程皮有過之而無不及 。

r全國總工會』 一言堂

中共信奉「民主集中 J 和l為其統治模丈﹒所有作 r主人翁J

的人民在一九五零年，‘中央頒佈的「工會法J 後﹒必須加入「中

華全國總工會J • r ..，全錯 J 從而確立其的御准地位 。 以法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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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續工會的情說﹒並不是中共所獨有的。很多亞洲國家﹒如台

灣 、 南韓、星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的政府﹒都有立例禁止

御准工會以外之獨立工會組鐵存在﹒而那些御1ft工會往往都是敏

政府控制的。中共獨特之盧﹒是明文規定工會是「共產黨J 屬下

的一個群思組織 :工會的中央領導、政策 、 及財政一切寧務都只

能向黨中央效忠 、 交代:在黨領導下﹒工會才向 r.其下~ z會員

群寂交代 。 這也是中共稱之為民主集中制的貨現 。 黨直接鴛取工

會的明文規定﹒令「全!l J 明顯地「先天性閹割」 。 在工邊的字

典裂﹒我們也很谷易把 「全..J定性為官方機構﹒而不是真正的

」二人代表組織 。

對全盤切斷」三會作為工人階級門箏的代表﹒中共解釋說共慶

黨已經代表若無產階級執行尊敬﹒無產階級的利益也說與執政黨

無矛盾存在，崗而工人之代表一一工會一一也不再需要扮演門爭

的角色。這個角色轉移程中央宣稱資產階級已故消誠後，尤其喊

得響亮 。 在五十年代後期﹒ 一直至今中共號召工會積極擔當協助

黨政推行經濟重建，及提高生產力的任務 。 在這經濟重任下 ﹒ 工

會敏!lJ定與黨 、 政同一陣錄 。

此外﹒中共還因循傳統列寧主義，將工會作為黨和工人階級

之紐帶﹒輸送黨施工人階級之政治教育 。 這個政治-教育輸送帶的

角色﹒也就界定了 r全錯J 作品騎在工人頭上的語11導;主任，而不

是表達工人的政治要求的角色 。

在一九八二年的憲法修訂案﹒中共更給予中國工人階級﹒最

後一擊一一取消了工人的罷工倍 。 其理由是 r階級矛盾 」 已消

失﹒所以工人無需要訴諸其先天賦予的門爭繼承j一一颺工行

動 。

中共過去四十多年﹒整個閹割工會門爭性的政策﹒是基於一

個假定:在中國社會要﹒己創除階級矛盾皮剝削﹒所以不再需要

階級門事 。 換育之，現班中國是一個快樂融洽的大家庭﹒思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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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聽從家長指導﹒領興家道﹒也說皆大歡喜了。

工人階級矛盾何在?

事貨上，中留一直至今都存在階級矛盾及制削: (這些厲聲很

矛盾每每是中央政第﹒加上地方官僚弄構，所造成 } 而遭矛盾在

八十年代閱讀經濟改革政策﹒也更愈過尖銳。

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指山 (K吋ime， 1990 ) 

中團現今成市人口大致可分島三頓﹒因為政府對每一階層的

資據援助 (如他們的市民權利 、 反生浩水平等 } 基本有別，從而

造成社會階層的差別 。 換言之﹒一個明顯的岐視，性的制度已在威.

鎮嘻立了 。

我們在這泉嘗試突現山中國社會階層的金字塔來 。 嚴厲的戶

口控制更令這金字塔冥頑不移 。

金字塔最底層的自然是農民﹒全國鄉村總人口於一九八九年

數字是八億三千萬人﹒他們是年的平均人均收入是約六百元人民

幣 。其中最貧窮是在偏迫地帶 、 山區 、 西部地區 。 中國政府估計

全國有四干萬人生活貧窮續下﹒即全年人均收入做於二百元人民

幣 。(不過﹒ 根據一些國際發展機構和非官方估計﹒則有七萬萬

到一億人活在這貧窮錄下 。) 最富裕地區 (如上海 ) 之間民平均

收入是最窮的三倍 。

剩下之延三分一人口則是規割下之織鎮居民﹒人九年繪數為

三偕丸，千五百萬人 。 本年的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收入為 1，261

元人民幣 。已是農民平均1&入的一倍。而城鎮職工是年的平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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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 1，935元人民﹒即是農民平均收入了三倍。

衰一 各地區團民岐入之比較(中國統計局1989年數字}

全國總計 11 78元(人民幣)

上海 46245t 

北京 3321 

天津 2774 

廣東 1729 

湖南 906 

四川 813 

西藏 785 

貴州 - 631 

即使是國家寵兒的絨鎮居民中﹒也有大 、 小寶貝兒之分。在

中共的嚴緊行政區分之下﹒絨鎮勞動人口首先有國營 (全民所有

制)企業職工﹒及集個 (所有制)企業職工之分。前者於八九年

之平均工資為2.055元﹒後者則為1.557元。

表二 (國家統計局1989年數字}

農民平均每人純收入(抽樣 ) 602 

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費收入(抽樣) 1261 

職工平均工資 1935 

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平均工資 1557 

全民所有制單位戰工平均工資 2055 

其他所有制單位平均工資 2701 

有這裂﹒值得一援的是在「其他所有制單位J 一類別的平均

i資為廠商﹒達2701元 。 這一類別是八十年代經濟改革後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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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中造成的新現轍。此項中的企業主要是海進私人資本民外國

資本的合營或私營企業 。 一般受儷於這些企業的一一尤其是﹒外向

型﹒即山口加工企業的工人一一啥事會到較高的現金工資收入 。

工人階級內之金字塔

除了城鄉及區域開之社會經濟地位差別外﹒現今中國工人隊

伍裂，起喝存在看十級金字塔 。 首先﹒必三頁申明此文對工人隊伍

的界定﹒並不依循中共現時之規純，而是把所有以僱工形式以賺

取其主要生活收入的人﹒計為工人(中國政府之界定是擁有城鎮

長期戶口而受儷於企業單位之人員，定為 「職工J ﹒固其續數只

有一億三干多人. 1989 ) 。 這個官方定義﹒抱起高另外一億多工

人﹒排除在外。也就是，官線一切，把一半之中國工人釘上了二等

黑市工人的靶喝上 。

現先嘗試介紹中國工人金字塔的位列:

(一)輯部一一金字塔頂是的數為八百多萬的黨政機關各級幹

部﹒通常為高層 、 中厲行政管理階層的幹部﹒在中國玫府的範昀

褻被列為驗正隊伍 。 雖然有官方統計數字上﹒其工資數字並不高

( 官方規定職工工資最高興最低的比率憊不超山 5:1之數) ，但

貨際上 ﹒ 一些高幹部享有的報酬，又豈止於表面工資之數 ? 例如

鄧小平之正資續說只有八百元﹒中國有誰會相信其享有的待遇及

生活永平是一個國營電焊工人的四倍 ? 要計算中 、 上級幹郁的收

入 ﹒ 必須計算其各方面的隱形特植待遇。可惜，此一 「高深」 辦

越.在此文並不能深入探討 。 可以明確指山的是 : 輯部在其房

屋 、 醫療 、 膳食 、 起居 、 退休 、 家屬福利 、 子女教育等各方面﹒

都終身享有上等的國家照顧 。 故有稱之為 r工人太上皇J 。近年

之經濟改革政策一直吹卒 「打破鐵飯碗J ﹒最延於九二年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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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人事部門透露將加進推進公務員制度，爭取在九五年左右在中

央 、 道兩級建立考核錄用之公務員制度一一以堵截一直以來﹒

幹部世飽之不成文嘗到皮。不過﹒這特檔賣杖.在腐敗貪污疫遷的

中國﹒是否真的那座容易被取消縛，貫成疑問 。 中央政府多年欲

打破國營企業固定工之 r鐵飯碗J ﹒都屢戰屢敗一一實在前車

可糟 。

(二) 國營間定工一一據官方統計﹒八九年受儷於國營企業之

長期固定工為歡迎七千六百萬人，乃為官方驗正隊伍之大半。國

營固定工是國家的「寶貝兒 J '因他們及家人的房屋 、 醫療 、 膳

食 、 退休 、 子女教侖. ﹒都童聲身受到單位照顧 。

r全.J 的主要會員及服務對.﹒也就是這七干多萬的國營

長期工 :工會幹部一般要做的也說是為這些 r寶貝兒」安排房

屋 、 起居飲食、醫療術生 、 生育計!lJ 、 文蜈活動 (如派電影

票)、 姆嫁 、 家庭關僚、、 退休療養 、 檢葬等福利半作 。

太部分國營固定工人其工資都不會太高 (如與幹部或加工區

工資比較) . 一般都有二百至四百元左右 。 不過正如上文挺過.

在大陸定頓工資往往意義並不大;如果沒有了其他的配套社會保

障鍋(尤其是房屋 、 醫療、退休 )就算每月手拿著五百元也可弄

至傍種無計。除了經濟生活保障外，圓管固定工人往位也享有較

高的社會 、 及政治地位 。

.iE因為這整套福利與繼益的安全網﹒令到迫班工人要全力以

赴地去線電ilJ)丘年中央大力推行的合同工嘗到皮 。 他們唯一的集體意

廠是希望保持其 r鐵恆碗」 。 其勞工保障 、 社會地位一一總之他

們整個扯會 、 政治、 經濟生活都以其單位為依歸點 。

對於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圓管固定工最接受的是-工資增

長。不過在i二賢 、 獎金增加之前題下.這些「寶貝兒」 一般不歡

迎全部件工工資﹒因鳥種定保障還是-他們的底線 。 當中央政府欲

全面推行合同制﹒國營企業經營承包制﹒工資金面與企業經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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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掛鈞制﹒勞動優化組合﹒關閉草也會虧蝕國營企業(官方估計

約有三分一) .等新工業管理政策時﹒圖營固定工受到街擊之大

是可以想像的:而整個改革過程對社會所造成的政治街.﹒將繼

續成為城市 、 玉泉改革過程之主要課題。

現已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這七干多萬工人的切身利益(不論

是主觀讓客觀的 ) • ïF.與其企業行政，或國家行敬的政策計創﹒

現山街突 。 在政治社會學觀點看，這利益街突鼓矛盾﹒將須要有

利益代表機制﹒從而進行談判、調節 、 解決衡突。可是﹒面對當

政之泰山 j應頂，工人現時之代表一一 「全國室，工會 J 一一又有

甚麼懂力和基礎去掛演利益代表者之角色呢 ?這個無能的事貨.

在最迫(九三年三月) r七屆 J 人大五~會織通過的 r工會法 J

修改草案上萬lX消晰顯現。中央一再申明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

放﹒及以之為其嚴重要政策畫展則。

中共此時再三大聲宣傳「全..J之任楊﹒背後正因其恐備在

工會宴會有其織邪說(如工會需有自主檀﹒需向工人群旦控交代並

作他們的權益代表等)之胃現:所以得使山先發制人的故令 。不

過，七千多萬工人泉之暗湧是否激發成巨流﹒殊難預料 。

(三) 商管合同工一一這類型工人是在一九八三年後 ﹒經濟改

革中的新產品。 中央政府擷力想解決國營企業虧損 、 企業冗員和

開放勞務市場的問題﹒在1982年7月公佈所有國營企業新招聘職

工不再周長期工，而是以合l司工形式聘用 。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一九八九年年底，全國約有合同工一于

一弋百多萬人。值管中央政府竭盡所能嘗試誠服老百姓，聲稱合開

工與固定工和各方面都沒有差別﹒但工人遷都是蹄聲眼做人﹒千

方百計表躲避合l司工的 r厄運J 。

中央計IIJ 中﹒ 一般企業須與合l吋工人簽署一份為期五年的僱

惆合的，合約期滿後﹒雙芳可協議繼續或中止合約 。 政府宣稱除

此之外﹒其他所有勞工福利條件﹒如工資 、 房屋 、 膳食 、 醫療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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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合同工將與閻定工待遇相等。

3實際上﹒合開工往往處於固定工之下的屈就地位。除了先天

性錯構凶.一一現時絕大部份合同工人是年記輕輕的新進工

人一一以及收入少外﹒許.分配房屋及其他福利津貼時﹒合同工往

往種岐棍或忽規﹒都得仰事實 r大阿哥J 固定工人之鼻息。另一方

面，現有官方工會受制於傳統及貨際的政治閩東，還是以待學

r大寶貝兒」 為主要任務。合同工直至現在﹒遺屬於聲音微小的

r少數民族 J 。

故此﹒工人群敢一直對「合同工 J 嘗到都謀取消極不合作的態

皮。如當中央政府一九八五年宣佈﹒將把全國國營固定工"為合

岡工甜甜時﹒都取振抗情緒甚過﹒很多年紀大的工人馬上提早退

休﹒以令其子女能鑽過鐵飯碗。 工人說拒合i司工甜甜是很易理解

的﹒因為在中國﹒工人如一旦沒有了單位，就真的一無所有﹒住

廈、 當療 、 膳食 、 子女教育 、 退休 、 以及一切的種件﹒官方手

續，還有公民惱利如控票，甚至工會會藉﹒都喪失了 。 怪不得工

人之間有道. r連家(單位 ) 也混了，還作筒啥主人翁 ? .J 

中共政府也看到困難頭之處﹒企間以企業勞保作移為社會保

障和lJ1立來配套合!司工 。 可是基於失靈又腺鍾的官僚機制﹒加上資

辦、短缺和分配不軍﹒以及種種的繼力明事稽門 、 互拖後腿之行

為﹒社會保障改革的配套工作一直進展甚慢。

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勞動部和闡發院生產辦公室發也通知﹒

被政府批准關停而已繳納待業保險基金的企業﹒需控規定結敬精

簡辭退工人以失業教濟盒 。 不過﹒現時有很大數目的企業並沒有

緻納待業保險金 。

另一個非固定工人的主要憂慮﹒是退休金之保障 。 據中國政

府宣稱﹒目前全間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縣 、 市國營企業﹒及百分

之五十一的市集體企業 ( 即逝六千萬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

社會統籌針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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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這些社會保障針劑﹒將是為中央推行企業全員合同工

制﹒及大幅度結鎮企業冗員﹒及關停虧損企業而舖峙。

基本上﹒如各方面之勞工 、 社會保障提供足夠安全的話﹒大

多數工人應可接受合同工制﹒因其亦意昧著工人有自己擇職之自

由:迫對比較年背力壯﹒本身條件好些的工人而言﹒尤受歡迎。

如廣東省lli兩年有多方面之社會保障工作都推行得比較快，如貨

行全面社會工作保險﹒有七成以上職工參加了社會養老保險等.

這也令到省政府於一九九二年年初宣佈廣東省將在三年內全面質

行企業職工全員勞動合同制 。

在這個全員職工..為合同甜甜的過程中，必然產生很多的利益

分敏 、 衝突 、 和勞資糾紛 。 可是﹒對這個洪峰洶湧的過程﹒ 一直

只有行政策.J之單芳面解決方式﹒受重t鑫影響的八千多萬工人則

沒有他們的繼力代表，無法表達義克和爭取繼益。

以上談諧的工人大致都歸為「全團組工會J 的主要服灣對

象。以下介紹的工人類別﹒ Ilj大部分都在正式職工範圍以外。

(四)國營企業肉之臨時工 、 外用工一一這一類另1I工人﹒數目

其貨並不少﹒官方統計就有一于二百多萬 (1989) ·比起合間工

人還要多。可是， .這些工人，根本是在官方之各勞工保障網絡以

外，更不能成為工會會員。迫個不被承詔容納的身份，在宮女Y統

計表上已顯而易見﹒迫一千多萬工人是被歸納在 r .其他J 頰另IJ 。

此一類別工人之山現，基本與中國戶口和l息息相關:另外﹒

也可視為是工人嘗試強入圓營企業大家庭的話泉。有關此一項工

人隊伍之資料及研究均很少 。 績有限的官方報告﹒這批「外用

工」中有約65%來自絨鎖，其餘的是來自農村 。 來自城鎮的似乎

很大部份是林林總總的「後門關僚、J ·他們敏安排到國營企業的

隊伍﹒其中也有好些是七十年代上山下鄉背年回絨﹒勉強接受安

置。

進批臨時工﹒ 尤其來自農村戶籍的工人，通稱為民玉 。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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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被僱何去幹一些重 、 髒 、 苦 、 累 、 有毒有害 、 或高溫﹒而又

低工資的工種﹒如衛生清潔工、屠工 、 檢工 、 搬運 、 建樂 、 打

包 、 生立燦 、 等城市寶貝兒不顧幹的工作 。 這民工年復一年把幹著

這些苦累 、 甚至有毒害的工作﹒但給終還是被排擠於國家保鍾的

工人隊伍之外 。 他們還常常面對被拋回老鄉之威脅﹒更加不用提

房屋 、 醫療 、 勞保 、 或退休保障了。

不過 ﹒城市生活怎樣苦﹒怨、也比一貧二白的鄉下好一點，起

碼有一些「大團結J 之現金入袋﹒用來寄回老家用 。 所以﹒儘管

近年中央政府大喊 「清理壓縮外用工.J ( 每年尤其是春節期

間) .千萬的民工也就千方百計地流涉到東兩岸的大城市，希望

找到生計 。 這就是所緝 「盲流J 。 一個基本問題是，這一千多萬

的民工﹒既然有企業肯僱用﹒即表示勞動經濟里實是需要其勞動

力。據 《 暸望 》 雜誌報導 ( 1988 、 第7期)全圈企業內部一線工

人缺一千五百萬 ( 陳家讀. 1990 ·頁120 ) ·但礙於政府的行政

策I1J ﹒ 一千多萬的民工也只有繼續作 「黑市J 工人 。 這一批工人

的利益﹒可說完全沒有人或機構代表他們去表遼或爭取:更差

者﹒有時更被社會認為「流氓無產階級J 。

(五) 城鎮集體企業工人一一官方統計，全國一九八九年底緒、

共有城鎮集體企業工人三千五百萬人 。 一般集體企業工人在各方

面的福利 、 保障待遇都比國營企業工次一等。所以工人如不是迫

不得已﹒都不顧進集體企業掛號。錐體企業工人的合計平均工資

一年就比國營企業的少了五百元 (見表二) 。 官方解釋集體企業

工人工資較低的原因為其經濟效益較國營為低 。 但是，政府沒援

的是其投資於集體企業的也相對地低於圓營企業 。 (表三)。據

估計集體經濟的人均固定資產黨備大約只相當於國營職工的五分

之一 { 陳家贖﹒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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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金釷.固定資塵控資血，頭( 1989 ) 

設資總額

全民所有制單位

集體所有制單位

鄉村

4137.73億元

2535.46 

569.99 

692.03 

(六)取營企業一一這是八十年代後朔的現銀﹒一般個工八人

以上﹒官芳稱之為私營企業。八人儷員以下的﹒官方類別為個體

戶 o.工商行政管理局於八七年一項調查﹒全國有私營企業約廿

二萬戶﹒廠工三百六十多萬﹒(即平均僱工16人﹒也有一些個大

型企業儷惆幾百工人。(陳家.仆990 )

有研究指山詮冊登記的私營企業中，人事生產、科技 、 和外

向型的佔八成以上。相反 、 個體戶中從事商業 、 服務業的佔七成

半以上 。(王克忠· 1990 .頁68)

私營企業職工﹒很多是鄉鎮的年育工人﹒由於其工人意織及

教育水平較低﹒往往容易敬私營儷主擺弄。間時﹒很多取營企業

主都是來自地方權貴，本身文化歡育水平也低﹒ 一賣價於土皇蒂

的弄檔作風..再加上資金薄弱和短期回吐之R壓力，令到很多私營

僱主對其僱員撤盒刻薄剝削之能.:如亂扣減工資﹒過迫加班工

作﹒妄顧工業安全，無理解儷﹒欺.1M女工﹒甚至打罵工人﹒借用

數工等﹒都常有山現 。 研j盒日在河北省辛集某建黨修建隊胡文規

定:「:寧隊不提一切費用。沒有勞動福利 。在施工中發生大小傷

亡事故﹒不論是誰﹒本隊一概不承擔各項義務和責任。 J (王克

忠﹒頁105 )私營企業大部份都沒有工會組織﹒故連起稽的勞工

福利照顧都沒有機制 。

在大幅度失業 、 待業、單調j餘勞動人口的..力下﹒政府還是傾

向續續發展私營經濟:有相當名望的人鼓吹把私營經濟從現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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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全國工業是舉產值比重1% ﹒至今世紀末發展為 10% ﹒從而提供

三千多萬人就業。有這增長過程中﹒私營企業工人的利益是沒有

代表的。雖然政府開銷鼓勵在私營企業成立工會﹒因為社會壓力

開蛤愈來愈tt意到私營企業苛待 、 剝削工人的情淚 。

(七 ) 外資企業職工一一這類型包括中外合資 、 外資金營的企

業﹒也是八十年代的新產品。根據官芳統計數字於一九八九年全

國只有四十七萬工人受儷於有外資經營的企業 。(不過這數字並

不包括起高僱側幾百萬工人之外向型 r三來一補 J 加工廠﹒迫些

廠組 λ;部份歸類於鄉鎮企業 、 或集體 、 私營企業等類別。 )lF.式

的外資投資經營的企業多設在沿海的經濟特區內 。一九九零年統

計全國約有一萬多家外資企業~ • i占全國工業章，產值約3% 。

(人 ) 臨時工 、 民工一一要比較全面了解海外資儷個或勞動的

工人面貌﹒必需草忍織全國幾千萬之民工﹒臨時工人的情貌。中國

官方還未有ïF.式統計全國大約有多少臨時工人及民工;據一些學

者估計，全中國約有三千至八千萬路時 、 季節工人。

(Lakabayashi • 1989 ·頁504-510 ) 這批幾千萬的「臨時工

人」﹒其實和過去幾年已成為中國勞動隊伍之主要費幹﹒尤其是

在外向型加工企業 。 最明顯的是在深圳區內﹒竟有四分三的生產

工人 (為數一百二十萬)為臨時工 。 另外，根據估計.在珠江三

角州一帶之外向型加工企業﹒說借用了二百多萬 (其中大部分是

為港資服務)民工 。

一般在外資企業的工人﹒工資平均都是﹒比其他類型為高(見

裴三 ) .特別霍廣東省一帶﹒很多都能取得每月二百至四百元工

資 。 所以很多年輕新工人，都渴望能到外資企業工作﹒以賺取多

些收入﹒有些工人還能取得「外幣」工資收入 。

不過﹒很快一輛金碧輝總景.背後的冷酪一面便浮現山來。

所有外資企業受儷的工人都是以自時工形式，圖用﹒姐們多數是從

鄉村招，擎的十多歲年輕女工﹒千里迢迢的來到南部。她們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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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快地做幾年工作，以能替老家，雖取一些收入積蓄﹒他們每每敏

送進十幾人擠在一起的 、 環續鱷酸的宿舍﹒被迫繳交千多元作保

種投金﹒祖輩迫超時工作(一星期七天﹒ 一天12-17小時工作)

極限制起居飲食 、 #:憩 、 甚至激波 、 上廁所的時間﹒嗨，極無理拘

押工資﹒能欠工資:這些女工蚓一懷孕 、 或患病﹒或因工受偽，

即設遣送回原地:無理解儷﹒甚至極管理人員毆打的事件屢有費

生。工業安全健康 、 保護更無容奢想﹒

起草Z ﹒連官71也開蛤公開報告迫些被外資資本家嚴重侵犯﹒

欺侮的工人的情就﹒更公開承認部分外資企業勞資矛盾日益嚴

重。 擾報導﹒ 深圳每年有數千紋勞資糾紛﹒單是工人自蠻罷工已

有百宗 ﹒ 涉反員工七干多人。

一九九二年年初﹒「金..1 宣稱計.J於未來五年肉.在起喝

一半之全國一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建立工會。.稱，現時只有五

分一之外資企業有建立工會。

不過﹒雖然官方處處宣稱決心嬌好外資企業之勞資關係﹒但

只是以現存官辦工會的形式﹒是否有能力及全心作工人繼益之代

表呢?不能忽視的是 r全章1.1的首要任務是. r堅持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堅持四項原則﹒堅持改革開放.1 .當爭取工人繼益的工

作﹒與「經濟建設 、 改革開放J 的要求也現利益矛盾時﹒官辦工

會會向誰效忠呢?續觀察﹒可能工會上述部署姿勢，很大程度是

基於 r 自身保護 J 之反應﹒因當愈來愈多背年工人不再逆來順

受﹒而訴諸集體行動時﹒一個反動改府必然會續力鎮1區議消磨工

人階級意識褪昇及組鐵行為深化的過程 。在此騎虎質量下之情就

下﹒除了錄取直接打擊鎮壓的措施外﹒官方每每推山其駕敏的皇

牌工會﹒加緊控制﹒馴化工人隊伍。南韓 、 台灣 、晨2日敏等地都

有類此情說 。

(九}鄉鎮企業工人一一中國現時最大的一支隱形工人隊伍是

為數退一億多的受儷於鄉鎮企業的工人。迫與 r正式，使工J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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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鄉鎮企業工.在官方服裝，並不算工人﹒而是「離士當

工 J 的農民﹒所以他們完全不能享有正式工人的各種勞工保蠻和

社會保障。但事貨上﹒迫批工人(多數是骨 、 中年)的太多數其

一生的主要經濟活動﹒都是從事工業生產。

這一億左右的工人，估了全國社會勞動力16.9% ﹒更是農村

勞動力的22.9%(1989年〉﹒其企業的經濟效益更是全國緯產值之

24.3%和農村縛產值之58% 。但面對迫顯赫的工業經濟成果，政

府還是用行政機制﹒把這一億工人排站於門外。原因之一輯是中

共之長期城鄉隔離就業政策。因為「貨行絨鄉隔離就業政策和我

們長期堅持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失業的理論有關 。 ~ ( 陳家

2萬:頁85 ) 

現時官方很多時都解釋這批龐大的鄉鎮企工還是處於半農半

工的經濟狀態﹒所以不算是.ïF.式工人。 賞際上究竟這里邊有多少

工人基本上已完全 rMt土」而是全職工人，現今還未有芷式的統

計數字。不過﹒隨著鄉鎮企業年期增長，再加上農村大量結構性

剩餘勞動力的現貨﹒相信這數字只會有增無滅。

現時政府用行政鏡範﹒去否定泡一 億多工人之基本勞動檔

益﹒是對一個以「工人當家作主」自封的政慎的一個廠大嵐刺 。

這批被那.迫 、 岐彼之工人在甚磨時候會把其利益要求訴諸集體行

動，現在很難說 。 崗為他們一對鄉族的觀念還很重﹒他們受值的

鄉鎮企業很多時會是他們同鄉、家族的「鄉親父老」所經營﹒故

「鄉依企業J 之意識形態頗重﹒一般企業規模也不會很大 。 再加

上鄉旅企業工人(太多數是膏 、 中年)剛脫離農民的貧苦生活不

久﹒其對生活1壓力之承受力也最強﹒或是說對生活要求比城市居

民f眠。

這一億多」二人並不是.也不能成為 「全是，~會員。

(十)失業工人一一最後一類﹒也可就是中國工人金字塔蟲底

一層﹒說是千千萬萬的失業 ﹒ 待業工人﹒ r富餘人員 J ﹒剩餘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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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官方統計數字· 89年城鎮待業工人只有 3.8百萬人﹒佔全

國勞動(城鎮)人口之2.6% 。不過.這數字典事貨大不相符，

已是公館的事賞。

首先，全間(照官方統計)﹒約有一倍幾千萬剩餘農村勞動

力。每年大約有一千四百萬人 、 新進入勞動人口行列。另外﹒官

方仿計國蟹和集體企業職工里有起萬五分一至四分一是「剩餘人

員.J .這襄面最保守估計也有二干萬 r剩餘J 工人﹒將會是 r優

化組合」 首先要斬除的一批 。

根讀幾個數字粗略地估計，失黨工人戀人數是一億人于多萬

人， 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約佔全國益，勞動人口(五億五千萬﹒

表四)之三分-~.益。

表回 中國勞動人口分佈實況 (1989年，國農總計局數字}

市鎮 鄉村

總人口 295，4叫>，做到。 8鈍，640，倒的

全民所有制職工 101 ,080,000 
75.9%問定工

11.6%合i司 .T.

12.5%其他

城鎮集體職工 35,020,000 

城鎮個體勞動者 6 ,480,000 

私營企業 1 ,776,000 

外資企業 470,000 
閣家機關 、 政當機關和社會團體 8 ,850,000 

鄉村勞動者機關 409,390,000 

鄉鎮企業職工 93 ,668,000 

城鎮待業戰工 3 ,779,000 

鄉村富餘勞動力 7 ,100,000 

臨村、輪換 、季節性民工 30,000,000 (非官方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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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個重幾于萬失業工人襄﹒除了三百多萬的企業人員可領

取單位發放之待業或失業輔助金外﹒其他都是 r天生天，每J ﹒傍

復無針 。 有道個現質上﹒我們很容易了解到鳥何延年有千千萬萬

的「盲就 J ﹒掛.山倒海的想到東南沿海城市撈-J!飯吃 。

延年﹒中間個肉也有人看到這個巨大的隱形失業計時炸彈的

威脅性﹒力求解決方案 。 有的主張推行失業社會保障制度:有的

主張全員社會保險制:有的主張大力增長鄉鎮企業﹒私營企黨;

也有的主張大帽皮增加勞務輸山的工作 。

不過﹒可以背定的是﹒到現今﹒迫一億幾千萬失業 、 當餘人

員﹒除了極少數外﹒都是敏隱姓埋名﹒大部分官方還不承包其存

有 。 他們的繼益﹒又是甚麼組鐵可代表和學取的呢 ?

以上只是一蜻蜓勵水式的介紹一下中國各階層的工人形勢﹒

要真正的了解他們的狀況，還需要彼的詳細資料，紡查和分析 。

此文也只能拋磚引玉 ﹒希望能帶山更多﹒更深入的討論 。

從多層的工人階級形勢看﹒再觀望來勢洶湧的人口膨脹﹒耕

地急劇收縮，引進外資﹒山口貿易的拉鋸戰 、 國營企業私營化 、

「優化組合」 、 開放勞務市甸 、 鄉鎮怠，IJ工業化 、 和經濟市旬章

組等等的政策措施:扯會關係受著龐大的衝擊而產生變動。在1比

過程中﹒不同的勞工隊伍會因其環境及條件有不間的利益和要

求，其中更會與其他「利益周個」 ﹒金日黨政 、 行政 、 經營管理階

層發生利益衝突。迪是一個自然和必然的現象 。 問題徵結是各勞

工階層的利益﹒是否能極表達?誰又有繼力代表他們去爭取和談

判呢?

肯定的是﹒現時的官辦 r全車，工會J 並不能搶當這角色 。 迪

里也就順然帶山現時中國工人階級﹒續需要一些新生的 、 自己的

工會組織，從而代表及學取他們的檔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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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囡囡車道﹒

r c!:: ~全-r c!:: 
目 d瓦.1 /)、目

評對民工潮認識的謬誤

亦鹿

1992年春節期間﹒中國的官方據介大力報導 r盲流 J 肆虐廣

東，構成嚴重的潛在威脅 。 香港的媒介亦緊跟其後﹒多方派山探

訪﹒組﹒深入廣東各地﹒報導 r盲流 J 貨浪。也許這是「六間 J 以

後﹒香港媒介在內地所得到的最大採訪自由 。 更重要的是﹒「鏢

紡自由 J 所得山的館前與國內官方據介口徑一致 。 中港媒介對

「富疏」的分析和立塌一致﹒遭到空前的大團結﹒其中可歸納為

下列幾項:

- ~工潮是 F盲流J

r盲 J 者﹒盲心兼盲目也 。一頁。不清楚為何而流:流動的目

的不認真﹒不嚴肅。大綠其假設是農村經濟形勢大好﹒生活無

憂 。 還要流山的農民一定是動積不鈍﹒不安本分。 二則悔不清楚

要往哪裡去。大西北續需人手﹒而民工卻 r盲目 J 的沈向勞動人

口已過飽和的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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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工遁的是，淘金JJ.. 
農民和鄉間的生活已經很不錯﹒閑著沒事幹﹒便想到富庶的

地區去「淘金J ·大蠻橫財， 一世無憂 。

三 部分 r盲流J 不勝正黨

正.由於 r盲流 J 彎著淘金夢﹒ 不肯控苦﹒來到廣東後見幻想

與現質不符﹒進而蜓而走險 。 廣東各地近年來治安撤皮惡化，輿

此有莫大關遍 。 而廣東本地人則敬業樂棠，安份守己 。

四要從快、從.控制 r盲流」

正由於農民盲心 、 盲目 、 發淘金夢﹒又行均不擻﹒政府應大

力從各芳面，聽止 r盲流 J 。 從行政手設土不賣車票﹒不敢回衛﹒

到拘禁 、 遣返原地 。 一如香港政府對付非法入境者﹒ 美關對付壓

西哥 、 海地人仕。

圍內媒介發表這些立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從宏觀經濟管理

而育 ﹒針劑以外的自然流動當然是「盲目 」 的 。 假若農民工的自

然流動是合理的﹒說反映著宏觀計創的不合理 。 農民不盲﹒計劃

者就是 r盲目 J 的 。 廣東的地芳輿詞，也是可理解的 。 農民工在廣

東逗留的數量和時間的增加﹒將會逐步形成龐大的社會R壓力要求

在廣東落貓﹒分洞，了廣東人民所享有的利益。如果維持著控制

r盲吭」 的政策.這種壓力說可避免﹒但是香港的綠介卻沒有認

真的分析為甚麼民工漸被稱作 r盲沈J ﹒其中反映著甚麼更深層

的問賠 ?

農民為何要流山農村，離開家鄉?香港人一直以為1979年後

農村的經濟改革帶來了廣涯的經濟發展 。 各地農村的發展都好像

珠江三角洲一帶﹒爐工業突飛猛進:農民生活大帽改進﹒不用再

為溫飽操勞。可惜珠江三角洲只是圈內農村發展中拔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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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部分農村的生計仍然處於掙扎和勉過維持溫飽水平而已 。

在人口服力下﹒農民分到的困地愈來愈少。她力在悠長的耕種歷

史中耗乾﹒只能更苛索地吸收人造脆的投入。農民一面要向國家

保種上繳低價收購的縮食及不斷增加的苛捐雖說﹒還要積續應付

{fIj買個j資下不斷上澈的肥料價格。田地說那麼丁揖蚓、.多了一張

咀'她不夠耕﹒事兒只有外流，另謀生計 。

更重要的是中國一直貫行城鄉 、 區域分賄的政策，人民不容

易從鄉村到絨鎮定居﹒從貧窮到富裕地區定居 。 從城鄉的差別而

言﹒城鎮居民是在政府無微不至的照顧下生活，由出生的醫療照

顧以至老死的積鼻祖輾恤﹒留家全力承擔 。 在鄉村生活的農民除了

極迫守在辛苦的農活裡﹒還要完全自涅夫災人娟 、 生死病態 。 國

家對絨鎮建設的授資也大大超過農村﹒無論教育 、 文化 、 醫療 、

娛樂設施﹒農村都是異常貧乏。故此﹒只要有機會，農民都想短

暫脫離務般的生活﹒到城鎮體驗胞村以外的生活。在分隔政策

下，至~J絨鎮工作的農民都沒有享受其他鐵鎮居民的緬利.在需要

他們的時間過去後﹒他們必須間表農村 。 既以農民棍本上就是城

鎮居民下二等中國公民 。

區城發展的差使過大亦驅使貧困地區的人口向富裕地區流

動，不單是農民﹒甚至也有城鎮居民 。 區績分爾政策下，他們的

流動也只能是短暫的 。 當經濟不景時，或者他們的勞動力已無誰

跟其他年輕的農民工相比時，他們不但工作不保﹒甚至鼓迫立即

離開他們多年付山了背卷和血汗的地方﹒珠江三角洲之所以得天

獨厚﹒乃崗，此鄰香港，有機會在香港工業不升反降級地尋求廉價

勞動力而外移中發展 。 各地政府 、 集體和個人﹒山地的山地 、 山

人的山人 (管理者 ) ﹒與香港工業界大力合作﹒儷用大批外地農

民工作為廉價勞動力 。

外地農民工到殊江三角洲幹活﹒ 一則滋輕了家鄉的人口壓

力﹒ 三則賺一些錢﹒好為將來回農村的打算， 三則短暫遍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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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農民的重擔﹒這些想法﹒您可算 r盲 J !相反廣東各地政

府在透過儷用外地農民工而大驗學利下﹒對外地農民工用之則

來﹒揮之則去:還要大罵他們是「盲流 J 。誰「盲」﹒纏不盲?

大家都心中有數了。

農民工在做『淘金夢』嚼?

民工潮一般有幾個流向。 一是入城幹活，填補城鎮居民放棄

的髒 、 苦工作:男的多當建築工人 、 擁工等:女的多當機姆 、 個

體飯館的服務員等﹒ 二是沈向鄉鎮企業的投街低 、 勞動強度高的

工作。 三是智麗向鄉村務，壘，當季節性的農業工人 。 雖然外地農民

工所接受的名鐘聲工資與其他本地工人無甚分別﹒但是在其他鉤質

僚件和升遷機會上﹒他們在國家政黨限制和本地人利益群體的歧

視下，因無法取得永久的居留資格而不能享受住房 、 醫療 、 退休

等福利 。 在大量外地農民工的競爭下﹒說算更低的動賀待遇及惡

劣的工作環境﹒他們也要忍受﹒東凳雨衣廠火災所揭露的只是冰

山一角的問題。 工作環境之惡劣﹒管理方法的種暴﹒工資的無理

拖欠，外地農民工都要設迫接受﹒否則﹒另找工作不是那座容

易 。

偎著說部分農民工是由於淘金，而犯罪﹒不如說更大程度上

是基於制度性的歧視﹒產生錯惰性的不平等機會，部分外地農民

在經望之餘，對廣東本地人的性命財產進行鼓壞﹒表示不滿。

嚴格控制民工潮是保障國家利益的途徑?

嚴格控制民工潮衰示嚴厲孰行現存的戶篇政策﹒繼續維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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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 區域分隔的故策﹒鞏固農民及貧窮地區人口的不平等身分﹒

使他們沒有"接身分的機會。發們也許默許圖際之間對人口流動

的限制﹒但是在同一國皮肉人口沈動也施以抑制﹒大家會怎樣看

呢 ?

試想香港各區之間經濟蠻農失衡兼錄取區續分隔玫策﹒新界

市民在嚴格控制下才可到九施工作﹒社會的反應會怎樣?為甚麼

香港的輿論可以如此高度肯定對 r盲tJi J 的控制﹒而忽略了中團

公民昕應享有的平等機會?偎若連這些基本的社會繼承j都沒有批

判地響棍過﹒香港輿論期望促進中國走向的自由民主又是何等的

抽象和不切賞險?

當然大部分的人會從搬銷城鄉 、 區域分鬧而產生的惡劣後果

來駁倒任何改變城鄉 、 區續分厲的言論和主張 。 現有的分隔制度

儼然是必要的邪惡﹒農民和貧窮地區的人民必須為國家的發展犧

牲小我﹒過兔社會的不草草 。 但是這是否表示說們一定不能找山逐

步爭取全國公民撞得平等發展機會的目標 ?

對 r盲流現象 」 不加批判而完全轉向國內官芳媒介的需詞l . 

香港的輿論究竟是 r 目盲」還是 r心盲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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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111噩噩醋圖

從人權到

作為人的權利

一些異議

個西( U. Baxi )著 許兆"譚

-
古典及當代的西方自由主羲思想﹒其特點是對整體基本人類

需要的忽援 。 從穆勒到蜂窩斯﹒整個傳統的論遠在在顧示了這種

趨勢 。 例如﹒穆勒的名著《摘自由》緯除了落後圓家及婦孺有自

由的檔利 。 難爾斯那具有驚人說服力的巨著《公義論》備受讀

賞﹒但他竟有該書的第543頁若無其事地說﹒有些祉會連人的基

本需求也解決不了﹒自由續這個重要的詞區對它們可能是不適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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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問題常常設說為是 r魎包J 和 r 自由」的街突:

也管人們曉得沒有 r麵包」 ﹒言詞曲 、 集會、錯柱 、 信仰 、 宗教 、

政治學輿(就算是象徵式的成年人遇難繼 ) 等自由便變得毫無意

噓。

但這並不是抽象的 r麵包J 和/或 r 自由」的問題，而是誰

對兩者各擁有多少 、 多久﹒對別人造成甚麼代價﹒以及為甚廈是

這樣的問題。有些人既有 「麵包J 又有「自由 J: 有些人有很少

r 自由 J ﹒甚至沒有「麵包J .有的有半個麵包(適當然較一個

也沒有好! ) 或有自由或沒有自由;更有些人是泊在不可靠的含

混狀態， r麵包」是得到了保種﹒但是以某些(不是全部) 自由

作為交訣。

在貧窮普遍存在的地區﹒人植的問題就是關於再分配 、 享用

的機會和需要的問題 。 換句話說﹒迫是 r發展J 的問題 。

從迫觀蛤說﹒人值的討論和發展過程的討賣會說交織在一起 。

但甚廈是「彎腰J 呢?四處充塞著大量文獻﹒談論很多不!可看法

的發展概念 ，它們本身事實上成了剝削的工具 。 現在人們興於

問 : 為誰而發展 ? 由誰來發展?發展甚麼 ? 通過甚麼進行發展?

無疑大部份國家的國民生產..值都有增加;但室，個國民貧困狀戀

(另一個GNP:Gross National Poverty ) 亦同時越加嚴重 。 毫無

疑問﹒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很被雜﹒我們常太急於解釋和預測﹒但

卻拙於了解 。

無論你怎樣去理解「發展J ﹒它越少要有這樣的意思 : 人們

能享有生命及生活的種剩。在絕對的貧觀及持續的血乏中生活會

使人失去人的，贊賞﹒沒有一個幫其對待人懂的社會會使人變成非

人的存在一一即人們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棄那些 「不可剝奪的

人體」 :出賣妻子、 兒女或擅自己任人奴役﹒甚或放棄生命 。

r人繼J 這句話含有一個意義:賦予人以生存的尊嚴。享有人慎

者必須包含享有人的生命及生活的檔利﹒及在安排生存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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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選擇的自主空間。

人的生命及生活權利的第三個方面是:兔於因遭受蓄意施加

的肉體和精神折磨而失去尊嚴。當掌鎧公家植力和私人構力的人

認為可以透過 「除刑」 作為一種「理性J 手駛去遠至某些政策目

標時﹒人惰的任何值得一捷的意義也不再存在了 。 因為周苦刑者

在剝奪別人生命及生活的種利的閑時﹒亦放棄了自己作為人的素

質 。 容許或助長迫種做法的制度是助長把人變成非人的實踐 。

《 世界人繼宣言》 以下的一設雄偉了這-~:

任何人不容加以酷-Jftl ·成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隨之待遇成處

罰 ( 第五條)

《 公民及政治繼承j國際公的 》 也重申這一動 (第九僚 ) ﹒並

明示即使是拉 「國家前途受到處脅的社會緊急狀態 J 時期，也不

得違反這條保護人民的原則 (竣們的政客及怯律界專家肯定是知

道這個規純的)。 留際特赦協會的工作種明﹒使世界不再存在酷

刑的奮門必須永無完結地進行:他們事取的是一個沒有剝奪人享

有其最低限度作為人的黨質的世界 。

「圓際勞工組織J (ILO ) 1977年發表的報告 《 解決基本需

要 : 根除集體貧困和失業狀浪的策略》強調﹒ r基本需要只構成

社會最低的目標﹒ 不是社會理想屬性的全部﹒說們將需要更多時

間，才能逮到其他更多我們希望能夠賞現的屬性 。」 它探索的就

業策略是把其被為基本需要策略的其中一個元素﹒要求鶴梁狀說

更加人道和令人滿意。

「科科約宜育J The Declaration o( Co∞yoc走得更遍 。 它

把工作值和j包插手E發展的概念中﹒問時還界定﹒工作構和l不單是

有工作說成﹒還包括從事的工作要能搶人充份發揮才能﹒而不會

只教當成是工具﹒在生產過程中受到班離蠶蝕 。 「國際勞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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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J 的報告還贊成參與是基本需要策略的一個組成部份 :

面向基本需要的策略包含了人們在影響他們的決策問題主要有能

參與 。 參與和基本需要策略的兩個構成部份相互作用 。 例如﹒教

育和良好健康有利於參與﹒為參與反過來又加強對物質之基本需

要的要求 。

針對 r增長街. 限 」 這一提怯的思想﹒ 《 巴牙切j 治報告 》

τñeBariloche Report稱﹒持續的悠濟增長和加速發展面對的主

要限制﹒性質是屬於敢治的 、 社會的和動11.立的﹒而非屬於物質

的 。 他們說 : 有本世紀內﹒發展中地區的加速發展沒有不能克服

的物質障礙 。

他們堅持優選的發展有兩個基本的必要條件:第一個條件

是﹒發展中個家本身的扯會 、 政治和制皮形態要有扇窗逆深遁的改

變:第三個條件是世界秩序要有重;犬的改變 。

上述的宣育和綱領的基本需要策略堅持:迫切需要那些合適

的並具最大效益的科技﹒而這樣的科技必須考慮到保護生態和自

然資諒的必要 。 國際勞J.:.組織文件說明 ， 基本需要策略只是﹒萬分

配集體過程的第一個階底。(I.L.O Meeting Basic Needs: 

Strategies for Eradicating Mass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1977, para 23) 

對上述的看法而言 ﹒關於 r麵包J 與 r 自由 」 對立的問題是

傳統人權者峰的問題 ; 他們對人的需要之理解包括了物質和非物

質的需要兩芳面 。 這個看浩隱含著對那種把這兩個方面區別為需

要 (物質需要) 和繼承IJ ( 非韌質需要) 兩個領壞的做法作山批

判 。

已有論對說過 r基本需要 J 之類的看法可供獨裁政慎用來為

自 己辯績。解決供應 r麵包J 的問題可能做拿來為無限期拖延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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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民任何形式的「自由 J 的做法，.鐘。在沒有「自由 J 的情浪

下﹒對民服作山的「麵包J 承諾也可能不會實現;實際上﹒隨著

時間過去﹒民皇宮甚至對由敢相區助長的飢餓問題加請他們尊嚴的領

客也會失去了就議的力量。事貨上，這種可能住在往都會成為事

實。

當然﹒許多問題隨之產生。 r需要J 是在祉，生活和特定的

文化背景中形成(接:對西方人而言﹒每天吸般熱量不足三千五

百卡路里就是贊譽不足，而一個印度人營養不足的練車是每天不

足二千五百卡路里) 。 據來決定人需要甚麼呢?誰決定需要的不

何等級?這些決定做得有多好呢?人的需要和人權之間是否有矛

盾，又如何能有最佳的解決方怯?人構是否該設棍作非物質需

要﹒並要合乎在接衡統治思想下界定的有關滿足需要的看怯和標

車呢?

使基本需要得到解決的情況可以是，通過獨裁者(高度中央

集檔加上額外司怯強制的統治形態)行使公厭繼力的安瓣，或在

百分之一百的學政統治下的情就﹒又或是完全不理會人的價值而

對人予以無情剝削的情況(如第一拔工業革命時在西芳發生

的}

但這是否意昧著基本需要的看怯應該因此而放棄呢?又或此

種看法是否應該發展海把基本需要亦包指人續在內(接句話說﹒

基本需要的觀點包括了人的物質和非物質需要在內) ? 
就算是迫樣﹒需要還當然會和擋車~ 1醫生矛盾。但誰的需要

呢?一一誰的繼利呢?這些都是具體問題。曼谷在行人道上及

貧民窟中居住那些數以百萬計的人﹒其居住需要和在第一流豪華

住宅居住的暴發戶的權利比較﹒前者的需要是否更該受重棍呢?

印度某一個邦山現了持續乾早或餓荒，導致人民歡迫出賣兒女以

換取一天的織食﹒面對這樣的情說﹒全國禁止在廠會上鋪張浪費

的飲食是否合理呢?印度逾一半村落並不接遁水縣﹒迫f脅說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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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有必要對城市居民胡亂浪費水的行為進行嚴厲的整頓?

類似的問題還可以問下去 。 但它們要提山的要點都是一樣﹒

就是對全體人類而言的普通人繼想法﹒和語為整體人類每一個人

都有作為人的繼承j ﹒兩種觀點是矛盾的。假如只有少數人享受到

人值的好處，並建立了一套一般性的人繼說法﹒作為一種手段把

關於民思基本需要的討論都變得含糊起來的話﹒我們是在把人住

這個概念本身從人類的生命(正如年背馬克思?ria-這樣形容人一

樣 ) 降格為階級存在 。 簡而言之﹒為了某些階級可以享有人他﹒

民您就不能像人一樣生活。人稽的思想和行為惱此是建立在全部

人教剝奪了無一例外地以人來看待的繼承j這個基礎上。

一個在這個基本意羲上是如此不公平的社會﹒亦會依照人愴

的傳統觀點提供脆弱的基體﹒繼續保障人倍 。

在今天﹒人類思想要肩負起一項任務一一它對自由主麓的

人倍思想和行為而言是非常艱苦﹒甚或是不可能的任務一一就

是化解 「需要 J 和 「繼承L 之間那種思考人的繼承j之對立。 在迫

一努力上﹒我們不需要拿西方的理論來裝紛一帶﹒說們需要的是

第三世界知議分子自己真貫的思考和貨踐。

自由主義關於惱和j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公民相對倉全國家的繼

利。國家政權不可以侵犯公民的自由幢﹒即信仰自由 、育論自

由 、 集會和結社自由等 。 迫些惱和j代表了對關家作為一個專橫實

體妄自尊.大的存有和體力的肯定 。

當然﹒繼利不是絕對的:它們自有其「名 iF.言順J 的限制。

這些限制產生於所有人都有享受迫些權利的平等繼利。遺些值和j

為了限制國家的意志和總力而創立 ，但為了保過所有人都能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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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這些植利，國家又成為唯一有合法地位的實體﹒去界定這些

檔利的限制在那憂。自由主義的理論家提曲了熱為人知的 r借書

原則 J ﹒以此來界定國家在啦!訂檔利的界限時要遵守的規籠。穆

勒對這 r借書原則 J 作了美麗的陳述:

對一個文明社會的任何成員行使糟力﹒只有在這樣做的唯一目的

是為了訪止他借書別人時才是合法的﹒即使走出於為了他的身心

的好處，也不能繪成足夠的理據。不能夠因為這樣做會對他好﹒

使他活得更快樂成因為其他人認.為這樣做是適合 、 甚成是正嘻

的﹒而強迫蝕，去做成忍受。

甚廈是. r擻害」呢?適當然是由國家和法律所決定:而國家

和發律會很攘佔主導位置的種力的意識形態來界定甚麼是損害 。

因此，在資本主護社會﹒自由難事永遠不會被授為有害 。 誰

律可以界定遊獻的規則以避免 r不公平J 的做法:這是必要的，

不然 r公平趣事 J 會受到損害。對資本主義的國家和怯律而言﹒

競爭 、 利潤 、 財產繼承及生產資料的所有積﹒都不是有害的 。

個果國家和接律因此而不干預這些繼承1的行俊，市民社會就

為資本主義的祟積提供了空間 。 市民社會說是這樣也限制國家權

力的人構及這些行使檀利的限制所界定的。公民賴以限制國家權

力的繼利例時也是人支配人 、 人支配大自然的權利。擋車j成為了

對繼力予以政治包1麗的具體表現。

一個資本主養的農業經營者在一個 r綠色革命J 地區有權以

做工資僱用外來，學工。他有植使用任何份量的農黨 、 肥料 、 除旁

劑和脫藥劑一一迫一切遲早都會對土績的品質和遺傳多樣化發

展造成影響 。 由於他行使他的繼利﹒他可能令到食物和議藥溶入

了危險的微量嘩眾﹒對消費者往往有致庸的影響。他亦可以貪婪

地開發地下求以至最鑄造成那一地區的乾旱 。 由於印度政府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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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器為追些行草書造成損害﹒該農業經營者可以隨意進行這些活

動。

因此﹒自由種成為國家及接律不會干預的自由﹒即理論上是

人人的攪和j ﹒不拾你是王子還是窮人。同時.在市民社會﹒自由

擋的行使事定會造成某些人支配其他人的活動空惘。事實上﹒個管

看來不符合正統的理解﹒自由慎的一種表達方式卻是﹒它批准人

進行對別人造成合浩損害的活動 。

當然，只有自我自利的人才會搶著自由權使用!人在法律許可

下受到鼠害。但自由主義的人信論述正正說是以這樣的人為前鍵

的。正如馬克思在1843年新說一樣:

這些所謂的人權﹒沒有一項. • • • . .不足以利己主義的人來理解

人。他作為市氏社會的一份子﹒是一個孤獨的自我個體﹒活在私

毒IJ和任性的自我世界中﹒和社群其他人分剖開來。在人權的設法

中﹒人完金不被視作是人類:相反地﹒人輛生治本身一一社

會一一好像是外在於個人的組織﹒是對個人本來的獨立的限制。

把這些個人雄..起來的唯一力量是出於自然的力量:當委和私

利，對私有財產2l自私自利的自我的維護 。

但如果繼承j變成了自私自利的人在國家的權力和合法語可保

護其自由的情說下﹒對別人造成合怯損害的手段﹒歷史迪明﹒敏

統治者也可以訴請憧牙切j作為事取改善的抗爭手授 。 國家表現的變

態是，它是﹒實現社會整個公玻利益的唯一機制﹒它不能夠否定對

檔利這個觀念的反利用﹒因此它要承語被壓迫者l司樣有自由權 。

但這當然是鑽過漫長的說事才值得當繼者承認敬R壓迫害問樣

也有自由慎 。 無論如何看待勞工運動，其歷史說明以下事賞:雖

然在開插時﹒回家和司法界認為工人的集會及結祉自由會對整體

社會公取利益的發展逍成不合理的「妨害J ﹒但最後還是承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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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結社 、 組織工會甚至罷工的權利。婦女爭取政治纜車j亦有

同樣的經歷。

無產階級的繼剎車曉會在資產階級權利的基礎上產生。前者

是經過漫長的抗事才學取到的﹒並且大部份情淚下都是在後者牢

牢扎了很後才爭取到的 。 不管怎樣，享受到積利的社會範倒在不

斷擴大﹒是不能否龍的事實﹒

即使如此﹒在自由主要麗的資本主過藍圖家和法律的體制中﹒這

些唯一的 、 互相聯翁的集體槽利，最後的成就竟成了許.受壓迫的

階級之間追逐某些物質利益的草地j己行為。如印控展示的惜沒﹒工

會就L作的權利和公平工資的問題把加入工會的工人間結起來:

但有未有成立工會的領續襄﹒..體來說﹒其間館工人的成績卻令

人頗為反感。而矛盾的是﹒印皮的國家與普律手E沒有發生抗箏的

情況下﹒越來越積悟地為迫一領域的人制訂其檔利並立法保

障一一無論是廢除奴隸，制定童工浩或設立外來勞工保障法案.

對有潛和發生可能的抗爭行動產生先費制人的效果 。

以下宵在說明問題而又過份.織的說話﹒很可能會使人嚴重

誤解。但為了在這篇文章的第幅內突顯山最重要的論點，這個危

險是要臂的。而這個論點是:有.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及怯律

體制下﹒值和j的邏輯本身﹒雖然為敏歷迫害及胸有於貧困中的人鍵

供了追求解放的抗爭空間﹒但向時又製造了條件通人可以從自私

自利的立場山發，對別人造成合法的傷害。

工業工人事取較好工資的罷工這有限的自由﹒給受罷工影響

工業的輔助生產中無確定數目的工人 、 及自己經營的人帶來了合

法的領害。{占有特殊位置的工會有能力談判爭取很高的工資增

幅﹒但因此而刺激的通脹﹒又對城鄉的貧困苦造成傷害。在嘗到反

允許下造成合法讀書的例子多得很﹒不能一一列舉。

這里要指山的要點是﹒為工人謀求改善其階級狀浪的門事雖

然重要，但最終卻助長了資產階級把備和j理解為對別人造成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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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害的自由。雖然勞工繼利的語可限制了資本的纜車j對勞工造成

的合法領害﹒但它同時亦造就了一個環境﹒在許工人階級的一部

份對另一部份造成損害。

有無產階級繼承j的道德標草和資產階級構利的道德練車互相

區外開來之前﹒上述的惜沒會繼續下去 。 前者立足於階級問結的

基體上﹒這需要把森歷史發展中山現的工會主義所執薯的主要的

及吻質的利益這種中心思想借囊。但要創造這種道德標準﹒需要

有比支持資產階級繼承j的道德更高尚的道德 。 如馬克思所說，資

產階級繼承l是建華於能夠不受阻礙追求社利的價值觀上。而革命

性的道德基礎卻在於諸如能夠促進「全面解放J 、「無數值壓制

的人 J 解放抗爭的無產階級惱和j之發展 。 自由主義模式的人檀包

含了超越自我中心道德標準的可能﹒這仍應該是無產階級要進行

抗爭的一面 : 事貨上﹒只有當無產階級矢志於這樣的抗爭﹒才能

造就無產階級 。 換句話說，人慎的模式為所有受到統治支配的人

提供了抗爭的基地﹒去表達及實現每一個人作為人的纜車j 。 這個

運動，也只有這個運動﹒才有可能把帶著 產階級胎紀的無產階

級繼利﹒轉化成為真正的人作為人的罐利 。

.. 
',', 
.• J'

, .' , 

一
一
一

自由主義模式的繼承i和暴力的關係是另一個需要深究的話樂

趣。大部份的人繼思想、權貨是非暴力的:暴力問題在理論家們刻

意毫不關心的態皮下﹒再不是一個站起題了 。

但稍為反思就能看到備利和學力之間的密切關係 。 首先﹒國

家和執告機關在維種繼承j或有權利受到侵犯時進行補赦，毫無疑

問在有需要時會使用民力。闡家在維護公民的自由繼剎時﹒只要

是敏上了合遠程序的外衣，就完全不被視為是﹒問題了 。 在這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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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關於繼承j的論述，不泊在那一個地方都總是欄於合~J暴力

的論述。

其改﹒這樣的論遴選產生了對於合法暴力的看法。在國家和

法律的父系家長制度意識形態底下﹒丈夫對妻子站以佐侵犯暴力

是合法的:國家和法律不會視丈夫對妻子強暴是刑事暴行﹒因為

這樣做會領害了父系家長制維護的種利。殘暴當然是解除姆姻關

僚、的其中一個原因。但姆姆制度本身仍然是男人對女人使用學力

的中心場所。父系家長制姆姻制度的本質是合法化的也賣身體制

皮 。

除非自由繼利適用的範倒得到國家和法律重新予以界定﹒依

賴喇係 (如父母輿子女的關保) 受到利用的情說﹒即使以暴力的

形式早現也會是合法的。藉著自由契約的理由而對人身使用暴力

變成合普查的﹒誠算有關的契約嚴格來說不合怯律要求(如農奴 、

學徒 、 無組鐵的勞工契約 )

第三、 關於相區和j的說法使我們傾向於把暴力棍為繼承l的對立

函 。 來自貧困階層飢餓的群獄強行{占領一家上流洞店的飯廳進

食﹒設混為否定了酒店老闊的權利 。在印度北部和東部面對著冬

季的寒流侵軍區﹒但又衣不蔽體而面臨敬凍死命運的人﹒金會諒衣服

商店的行為是罪行 。 說算是在寒冷的氣候中，只為了極身一晚而

過行伯領空軍土地的無家可歸者﹒也是犯了罪 。 只有在當局認為

是發生了災難之際﹒公共建築物才會閉放作為臨時道難所 (諸如

洪永逆誼 、 地震 、 種放學亂等 )

貧困並不被詔草書是一種災難，而只是故作起一種生活方式來

看待 。 因此陷於貧困的人面對著的選擇是:在「寒流 J 和「熱

浪 J 的侵軍區中死亡﹒或因海做了一些自己從來也不想這樣做的犯

罪行為而破拘捕﹒以失去自由的代價換取在獄中皮宿。在孟買﹒

季候風嚴重的時期﹒很多人都作了第二個選擇﹒因為留在戶外會

招致病菌侵軍區及健康受損﹒而他們很本又得不到有效的醫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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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應付這種情貌。

所有這些說明了甚麼?顯然﹒為了維護私有產績一一不但

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國家的情就也相同﹒因為國家在保衛其擁有

的財產時﹒其行車志和資本家沒有分別一一使罪惡的芳怯和懲罰

變成正當和有法律依據的﹒更甚者﹒陷1it貧困者說算僅僅只是為

了生存而做出一些在他們來說是自敦的行為﹒也是犯了擇，因為

他們侵犯了私有產轍 。 因此﹒侵犯某些人的離利是暴力:而陷於

貧困者維持作為人的繼牙切IJ (作為人是在和動物分辨閑來的最低意

羲而吉)受到侵犯卻不是那行一一(另IJ忘了這些人的貧困並非

完全由於他們個人的國黨)

第四﹒以暴力是任何有關繼承j槽慰的對立面這一般島為前提

的人繼論述﹒很少會承認暴力能夠創造構和j這個歷史事賞。當

然﹒敏壓迫者和壓迫者雙方使用的暴力在創造 、 促進和維種人繼

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有關人愴的論述﹒在自由主義的傳統

中﹒無論是傳統的或當代的論述襄﹒從來沒有承詔過上述造一

點。說只舉一種歷史境波為例吧:所有爭取得來的工人權利﹒都

不是產生於國家或階級的善舉﹒而是工人階級暴力抗事直接及不

可改變的話泉。不單是這樣:歷史在今天也承麗在十六至十人世

紀有歐洲及美洲發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中，工人和人民都是在最前

線的﹒值管這些革命最悠形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

只是對真正的歷史(那紀錄了被陷於貧困的群敢為了維護作

為人灰維持人的生活繼承j而抗擎的且要史}棍察一下﹒也能很清楚

地看到暴力是帶來新的人值的先驅﹒也是保衛這些種利的力量。

自由主鍾的人權思想對甚至只是承詔泡一歷史事貨也感到很困

難﹒這樣做將會提山了最使人不安的理論問題: 一個人對另外一

個人 、 一個「階級」對另外一個 r階級J 使用暴力能否是合理

的?假如這是可以的話﹒是否也應該有使用暴力的檔利﹒把革命

的繼承j視為人權之一呢?是這樣的話，我們又如何明列暴力 、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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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構和j合理化的，証件 、 情說及處境是甚麼呢?自中世紀後期自

然法就妹數暴君是否及在何時才是合法的問題的討論﹒至社會契

納理論家誠革命的惱和j進行的偷偷摸蠻的對前一一迫可能是自

由主鑫傳遞的思想僅能給我們的東西一一我們發現自由主護者

的思想抑制了其發展的可能性。在思想上﹒猶如進行了一狄產前

被驗後說把整個雄居打掉了 。 但第三世界的知織分子卻沒有理由

追隨自由主義者導師們的做法 。

這篇文章以非嚴格的方式嘗試針對公海的人體思想鍵也關於

其限制的討論 。 假如發能夠成功地表達自:我對所謂的 r人繼」

和所有人作為人的績和j之間有拉著清清的看法﹒及要積越遠道鴻

溝，必須敢於跨山第一步 ﹒能站在一直受到欺壓的都體這位宣告

思考人權﹒我已充份逮到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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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mmEBE

從「議會政治」到 r運動政治」

對既存「民主」理念的否思

恩華

九一年九月立法局引入直接選學之後﹒香港代主義政制開紛踏

入新里程 。 沒有人會不明白﹒很據基本法定下的代議政制發展﹒

只能邁向一種不完整的西方民主體制 。 如果按照基本法卒讀產期間

香港人對民主﹒以至直選比例的要求看來﹒現在起的民主牽制改

變，是一個失敗了的民主運動的產物 。 而既然現森直選成份的引

入﹒並非一個全面民主體制的誕生﹒民運如何延續，就成為:iII切

的課題 。

有過去差不多十年的民主政制爭織中﹒人們熱衷於香港憲政

體制的全面改造.在 「起草基本法 J 的大框框成下﹒西方教科書

式的民主理念被大量引用，議會民主成為畫皮民主的唯一指標 。

粗，軒說﹒西方自由民主體制耍比殖民地娘構或一黨專政來得開

放﹒人民民主繼承j有了形式的肯定﹒有著一定的進步意義 。 但迫

並不等鈴說哥兒們只有迫一條路可以走﹒更不能否定提們要深入了

解和分析這套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積極局限，以至危險 。 崗為缺

少這種理解﹒或們就無法真正反思未來及去繼續發展香港的民主

運動。這項反省和機討的工作 ﹒ 一定要出追溯遁代西方民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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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變﹒審視理想和實際的矛盾﹒核對民主思潮的困局等開始。

現代民主理念

民主原來獄是一個多養的概念﹒古代西方的民主1M遁代西方

的民主就有很大的不悶。古典的雅典式民主﹒是一城邦自由民的

生活方式。當其時﹒社會生活的各部份是連成一體的﹒人的生活

領域肉沒有政惜和社會的區分﹒議事的國民大會或請會是一個沒

有明確界限的機構﹒民主是生活﹒直接議事的直接民主與代表議

事的間接民主互相交替。

但延代的民主山現的背境是國家與社會的割裂和對立﹒是城

邦式放:JøJ個〈∞mmuni句)生活消失之後，社會與國家重新鉛連結

起來的一種方式。書古﹒代的共伊:J.中，道穗和繼承j並沒有嚴格劃

分﹒但現代的所謂 r社會J ﹒卻是資本主義市海瓦解了共同體

後，以孤立個人作為山發點組合成的組鐵。而出於 r扯會J 是眾

多互相衝突的利益群屬所組成的﹒其矛盾使得出國家機緒和制度

表解決﹒而民主就被棍為連，是起犯人利益/局部利益與總體利

益/公眾利益的 r最佳方式J 。可見，現代民主的真正目標﹒是

意回解決社會生活的內在矛盾﹒而這些矛盾正是逝代西方發展模

式所帶來的。現代生活一方面要將人局限在抽摯的和孤立的個體

範圈內﹒又要解決孤立個體在交往中產生衝突的問題。這說是現

代契約論國家的存在基礎。

不過資本的邏輯是要將一切納入等價可交攘的形式﹒自由只

能是原子化個體的抽象自由(只有這樣﹒具體活潑的勞動創遁才

會 「變成」勞動力﹒才智才會「變成J 人力資本 ) .所以一人一

票式的形式民主，便是資本主義所能理解到的唯一種民主形式。

而在孤立的﹒可換算的個人利益之上的﹒便是抽象的集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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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一一政惱 。

因為布爾喬亞的「現代民主J 是由抽象的個個自由山發.這

種抽象自由是將活生生的各種生存模式 、 傳統習償 、 身份都

屬 ... ...一一化約為一些可供計算 、 整合 、 操縱 、 交攘的「利

益」 ﹒市竭是這些抽象個體之間交往時發生連緝的主要集道﹒資

本是這些個月!而又抽象的利益在不斷的流通和運動中給整合起來

的最高形態。抽數個體的自由﹒終於異化而成為 「資本邏輯J • 

一種葉之能禦的力量， 一種將人們生活價值平均化 、 將個體原子

化 、 對象化 、工具化的巨大力量 。

將拍擊個個自由換成可計算的利益，並將 「集體利益J 棍為

這些個別的利益的整合﹒就是現代國家存在的理鋸 。 自由主義的

學說認為回家是人們契約關僚、的體現，但圓家作為一個具有主權

地位的政治實體 ﹒ 從來脫不是-人們平等地核傳統 、 文化和生活個

值的需要自蠻地構成的共同體 。 它反而是在現代布爾亞社會秩序

形成、 共同體瓦解之後，發照專制王植和新興布爾喬亞利益而建

立起來的 。 現代國家是開明專制的化身 ﹒ 而所謂現代民主說只是

開明專制芳式的修訂 。

利益能夠教科層官僚的工具理性還算所整合的假設，是開明

專制的前題 。 而現代間接民主(議會和政黨和j皮 ) 並不構成對這

種專制方式﹒及其背後的理性 (即其開明之處 ) 的姚戰﹒反而是

被它同化﹒教它的需要所模盟 。 民主慢慢地股價值和生活世界的

範樹脫離 。 民主變成通往體現 r整個利益」 的 r制度設計J ·而

這種設計最終所服務的﹒都只是行政管理的需要 。

在資本邏輯 (即人們的其體生活價值完全受到抽象的資本疏

通和累積的需要所支配 ) 和政權邏輯 ( 即由工具理性去主導抽摯

的聲體利益 ﹒並以這些「整體利益」 為名去駕取社會成員和各身

份群厲的交往) 底下，間接民主只會為行政磁力所消解 。 而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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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亦不能不受嘗到於科層官僚娘帽" 0 甚至議會民主的其他各種前

題﹒例如政黨 、 傳線等﹒亦是按照政績或資本還輯的原則來建立

運作模式;而所謂民主架構﹒最終於只是政繼建制運作的分玄。

政治市場

當民主變成僅是一種手慶 、 一種設計 、一種制度 、一種決策

投巧時﹒對於間接民主和直接民主間存在的問題﹒論者亂說而不

見。這種所謂「現代民主觀J (有另IJ於古典希臘民主的理想)將

間接民主棍為現代市竭社會的必然產物﹒將直接民主看成早已逝

去的理想 。 由於這種想法將幸福假設為建立在自由的市續關僚、中

和其他人發生的社會關係之上﹒市樹就成了一切牡會關係的標

準﹒而間接民主就成了政治市濁 。

一如經濟市場一樣﹒政治市續建華於「等價交錢 J 的法則

上，間接民主下的代議之士說成了向遺民接價而泊的商品﹒選舉

中人投下的 r神聖一票J 說成了貨幣一樣的等個鉤 。民意測驗﹒

得票率等就如市場價格指數﹒代請政制就是各利益集閹互相輩輩

箏，透過段實在 「政客J 這政治市喝上符實商品，來為各自利益

諜賞現之路。而整體社會的幸福就值假設為市濁的「平衡狀

說J 。 經濟市海可以透過價格升降而獨鐘資激﹒直到取得「動態

平衡」。 政治市竭上﹒社會的幸福也極視為一種公平競爭下布局

力量裁決後的產物。

政治企業

政黨在政治市場的概念中是「政治企業J 的制度，其理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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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組織 、 規劑 、合作 、 管理 、 紀律、指揮等﹒來達成利益整

合目的﹒有利於在市場中的鐵爭和發展。如果說個人色影濃厚的

政客透過利益交錢和選民達成裝種意義的交易契約﹒是放任式市

濁的特色的話:那座集團式的政黨，標明旗鼓和綱領的政黨﹒則

是一種大企業也產的名牌貨，是市街生產邁向組鐵化的標誌。

從這個意義看，政黨化的確是一種 F進步 J ﹒而為了產品的

r質. J ﹒企業/政黨內的鈍IIJ 、 記律齡要嚴明﹒黨性 、 第記載

要十分明確 。 為了統一形像，維持一賣水車﹒取信於選民/消費

者﹒差異 、 另類 、 異織的想法和做法﹒往往要讀位給 「利益整

合J 的工作 。 企業化生產下的政治市場商品﹒有了 「整合利益 J

要求的名哎，就更容易自命是以最理性芳法體現了和平衡了社會

的整個褔扯 。而那些 r跑單幫J 的政客車把會教貶14局部利益的代

言人﹒是幼稚 、 落後的，浪費資激﹒只起消極作用:甚至只是~.

擾 、 破壞的雜音，應該結故緝入隊﹒投入更廣大的洪流去﹒

另外有一些屬於意識形態性的政黨﹒雖然有較明確的立旬，

不是閥風擺柳，接受任何形式的交易 。 然而他們也是-接受間接民

主制皮中 r代議J 模式的假設﹒把自己挽起某階級利益的「真正

代表 J ﹒ 甚至試間以一套完整的意織形態去「斂導J 群竅，將群

思帶去更廣闊的投野﹒更能掌握社會 r長迪」利益﹒以及自己階

層在姓會轉變的「使命J 。

可以見得﹒無論是純政治利益交攘的選舉機器﹒還是脫胎自

先鋒，眼形態的意議形態.﹒其成立的理鋸都是建基於「間接利益

代表一一有效整合 J 的製槽﹒忽略了出直接民主轉為間接民主

時﹒民主生活價值的扭糊﹒甚至也於信仰所調整合個月!﹒求取整

體最偉利益理論﹒政'‘甚至自封為社會幸褔的最高代理人 。

政黨是間接民主發展的頂峰﹒也是離黨直接民主生活的各項

悲劇的根源 ﹒政黨的運作橫爛在人和政構之間﹒包攬了民主生

活﹒它以整體益代言者的身份﹒使人渡言，一己自由，民主參與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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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遭到閹割 。 更且﹒當全國性砍'‘以全自利益的代育人自居﹒並

假裝或投射為政值的繼任還揮﹒包辨了一切有關全體利益的估量

工作﹒這時政黨的運作根本就只是改償還作的伸延 。 班野政黨雖

然發也不同聲音﹒但由於大前提是道守了原定道戲規則﹒所謂異

議很本就不能挑戰任何體制住毛病，錯身在只是使異議變成來些可

控變數而已 。

現代政權與民主迷途

有現代社會﹒政權的本質是一套，再斷性的繼力運作機縛﹒是

政治市街上數斷形態的最高表達﹒是-孤立個人在失去共同體

(∞mmunity) 生活後的虛假替代 。 它以國家為名﹒民放前途為口

. 說﹒將民主生活的多元位加以歷制﹒或強行整合 。 整合的領童學和

依據是官僚和科技一一工具理性﹒自命可以克服市竭的散亂不

穆 。

政黨的運作只是政權的一都份，不論該黨是執政黨還是在野

黨﹒是與現政權狼棋局奸 、 !可一鼻孔山氣﹒還是處處和政繼對著

幹﹒只要它以政值的替代者自居﹒以 r更好地J 令政權運作自

詞﹒它必使原來的政繼運作邏輯再生產下去。不論它名號叫民主

黨還是保守黨﹒賞質結果還是一樣。崗為這種高度給m斷和矮化

的民主生活﹒在各項，眩記 、 規章下﹒在選舉省區稽的運輯下﹒只會

變得單面 、 貧乏﹒沒有生氣﹒政治生活的形態就會受宣傳﹒公

關﹒形象﹒惑性刺激等取代﹒ 一如經濟市喝下﹒人迷失在商品化

的世界那繩狀說 。 間接民主的局限和矛盾於驚暴露無遺!

體制中的多元架構﹒慢慢都要給收煽整隊，以政何區所代表的

r整體 J r全局 J 觀念為依歸:競爭性的政治市街亦黨專將變得從

具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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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民主

民主生活的要發在於參與，但參與的意義並不是局限在既定

的政檔運作。因為現存的政續運作(包括其制J立和政治文化)都

是歷史的產物，是茱些特定環境下﹒各種社會力量和黨議形態在

霸續與反霸愉門爭中達成暫時性的平衡。從一個政檔來說﹒這種

霸續性的平衡為它設定了其統治下臣民的理想形態﹒例如在以民

族革命來作為政權統治基礎的國家﹒理想的臣民是在 r愛國J 大

業下阪意當螺絲釘的雷銬式人物:在早期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

布喬亞生活方式中那些各自為了自己的利益. I司時又會「關心世

事 J 、 「熱心公益」的個體 。 而在消費主羲主導的先進資本主義

下﹒則是那些只需有搜票遜酸和民意調查中﹒ r合作 J 地對既定

少數候選人作有限選擇﹒選採一些敏事先模製的民黨答案的大

瑕。這些有限選擇往往本巨大政治企業一一政黨的標準化生產下﹒

早已為我們作了順應潮流的包裝 。

參與一--f寺別是在既成避戰規則下被動的參與﹒只會重覆再

生產政權所需的既定儀式，並不能改變人的消梅敏動狀態，並不

能使孤立 、 虛虛設安街.操縱的人，重新為自己建立對社群的歸

屬，或透過集體力量使社群意減覺醒以掌擅自己的命運。也就是

說﹒市塌關僚、中的異化狀態並浪得到克服﹒反而是成為政檔運作

完成的必要的儀式﹒給予其存在的合法性，

一如在經濟市竭上﹒自由主護理想、狀態中的自由契約關係在

大規模生產規斷化 、 Á企業科層化中遇上其局限﹒不得不讀位給

依a指令、規劑和控制的工具理性一樣﹒政治市竭上的「政黨J

亦和間接民主的體制中﹒起若將工具理性帶入政治市揖﹒取代白

雪的契約性關係。亦正因為遺樣﹒代講故嘗到的間接民主邏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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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段發展「成熟J 的狀態下走向其辯証的反面:遺民被契約關條

中暫時/有條件地向政客渡言囊相E剩﹒產生異化﹒成為組織和建嘗到

運用工具理性來換縱 、 計算和駕敏的政治本錢。而當可午間接/代

講過程中給「整合」 的「利益」 完全為工具理性所駕車里﹒政繼載

有如資本主是麗的經濟邏輯一樣﹒成為人們具體生活個值的.;a

者 。

身分酵厲的主體性

間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分歧正在於:間接民主建基於 r代

表/代議一一聲合利益J 的框框 。 生活繼承j可以鼓聲合﹒其前鍵

是迫些利益可以供計算 、 化的和楊縱 。 而直接民主所強調的是不

能有徹底渡過題也表的權利﹒也沒有可供計算和化約掉的生活偵

值﹒而民主的真論和於建立不間生活價值之間經透徹呵，通而建立

共有-基礎的過程 。直接民主所捍衛的是各身份群燭的主體健﹒也

戲是主人翁的位置和自 己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但是這種自決關

傢並非建立在孤立的個人 、 抽象的繼承j之上﹒前是具憫的﹒生活

在一定歷史 、 傳統﹒佔獲一定位置的人 。 是他們在經交往而成的

共向福祉﹒共同命運之上所發展出來的溝通﹒參與和辯論 。 而不

是渡讀﹒代富麗和監舍的形式設計﹒

所以﹒真正民主生活的達成一定要依靠各種直錢民主的嘗

試﹒而不是有既有間接民主的框框下修桶和改正﹒如單班級計有

效的 r監察J r甜甜衡J 。 不過﹒直接民主並不是一纖即說的鈍形

式﹒沒有中介(mediation) 的直接民主烏托邦並不存在﹒沒有既

定規則 、 程序的民主生活並不是假設人是沒有歷史 、 經驗，欠缺

既有世界觀﹒各穗意i織形態預殼的空白徊 。 相反地﹒任何重建直

接民主的嘗試一定要以油生生的人的經驗﹒個另1)獨特的生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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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體驗作為山發點﹒並以重建各種身份的獨特性﹒以及迫些不

同身份所遺屬的社瞬之個別集體利益為山贅。由於真正令全社會

體現民主前鍵是:各構成牡群是在自由 、 平等的環境下相互構成

平等關係﹒崗而所調整體利益的達成即是這些身份群體互相平

等 、 無腰帶j地達成淌過﹒取得共識的錯果。所以間接民主，特別

是以孤立個人為基礎的的故治市竭制度，是無法速成真ïF.對各方

有利的次，議的 。 也說是說﹒在孤立 、 異化的環境下﹒人和其所周

身份群體的利益根本說無法兔於敏扭曲和剝奪 。 利益整合也難免

費成卡，皂、排丹的別名。而當新調「民主 J 政黨控入政慎運作﹒

合謀去更重合:Jíjf調墊體利益之際﹒說不能不使各種設JIß遁的身份群

屬進一步被邊緣化 。

避動政治

所以﹒今日民主生活的出路乃在於間接代議民主之外，尋求

體現直接民主之路﹒重新探索具體 、 多面 、 活生生的共l兩個生

活。而在這過程中﹒首要工作就是將民族國家模式下﹒政繼/個

家所許諾的共同體幻象打破﹒突破以抽象和孤立個人為基礎的市

場社會架構，在市續關係所許諾的片面自由之外﹒重建真貨共同

體﹒建立以實質理性和溝通理性(∞mmunicative rationality) 來

補充的社群間的按理關係﹒發展 ri麓，陸產生治 J 之外的「運動敢

治J 。

這種建基於兔!除異化，免除趣和j的民主生活﹒既然是叫反說

抽象 、片面 、 孤立的個人自由﹒以及解構虛假共同體的 「民跌倒

家J 'l:lt..其包辦佐簿"利益的國家主義:這種民主生活一定要以

多元化的扯會運動鳥的題 。 這些社會運動，就是要伸張各身份群

厲的利益 、 顧望和理想。這些利益 、 願望和理想﹒無可避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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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山發﹒因為社會整個正是由局部所組成 。 周都能夠真正平等

地以局部的形態表現也來﹒正是完整而又其發展性的整體山現的

條件 。 因為政繼運作下政治的..遍﹒往往說是拍擊整個利益的名

義被盜用的後果﹒不副省盜用者是政黨 、 專家 、 官僚或資本 ﹒

社會運動每每是伸張被..阻擋力 (包括資本和政撥一一兩者

每有重蠱﹒但亦有分岐 ) 所排斥 、 壓制的邊緣身份群厲的利益﹒

而這些群屬又每每是局部性的利益﹒如居民 、 種旅 、 住_ijlJ 、 宗教

等 (迫個不轉除這些運動依攘的理念有普世意羲﹒如綠色運動和

普世宗敏等)。 但迫不表示社會運動說是私有利益互相賣血事的代

名詞 。 相反﹒由社會運動所但成的民主生活﹒其成敗放在於如何

將各局部利益進行非算衛相加 、 非公約數式的求同﹒而在於能否

r構聯J ( articulate ) 成一個反抗的綱領﹒速致沒有扭繭的共

晶霞 、 形成一個反霸續對話 。 它使民主抗爭成為一個每個上有效門

爭﹒而非純為內耗﹒以差異性和分裂掩叢一切的門事 。

反霸慎的門爭是要在社會上各個能衍生也宰制住運作的關節

動上(nodal points)上進行反抗和顛覆。反抗的純倒包指各精力

量平衡的改變﹒創立新的組織形式﹒新的價值 、 目標﹒新的政治

文化 。 反霸繼力量的擴大不是單以選票多寡來衡量﹒不是以從眾

多少來比較﹒更不是政治席位﹒或物質能力的區別:它也不是鈍

碎意識上的的覺醒 (雖然又憊不能完全離開這些)。 反霸繼戰門

毋寧是一喝全面的角力﹒但以搏擊和陣地戰交替的形式進行 ﹒ 它

的組對指標則是看能否在社會上開拓更多不向社會運動立足生

棍 、 而又互相扣連、街擊的公思空間 (public sphere) 0 追認空間

既是﹒地理、也是政治 、 經濟﹒以及意..文化上的空間 。 而迫正是

「非黨政治J / r 運動政治J 的目標。

所以. r運動政治J 的標單是錯棄虛假民主 。 因此它要超越

「社會圓家整個」 下 r 良好公民」 的主體性﹒而建立各社群自己

的主體性 。 因為在充滿扯群與社群之間的不平等 、 階級輿階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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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的..遇 、 意殺的平極化 、 道德的庸俗化的現代社會﹒資本和官

僚對財富和檔力爭相聾斷，專家學霸狐假虎屠龍﹒追求利潤和被動

消費模式﹒傳線為文化工業所操翹起﹒抽象的「良好公民 」 只能是

一種意織形態的幻象。而餃「良好公民J 的要求參與如投票之類

的遊.﹒絕對不表示人己能掌撞其命運。相反的這種代議形式所

充憐的虛幻共l司g. 如果說貨質的民主生活內容，沒有連結~J活

，.有生氣 、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社群生活﹒說只會剩下通行抱差異

齊一的儀式﹒那 「 民黨」 r共識J 等更有成為專橫統治藉口的危

險。

往會運動介入議會

間接民主形式如議會制度等﹒在國家主黨和資本宣傳晰的情淚

下﹒已日漸僵化成為政權運作的邊緣部分﹒甚至是吸納和消融異

葛霞和反抗的擴稽 。 鈍數間接民主的方法並不能依雄壯大參遁的政

黨﹒在既成運作邏輯內鑽空子 。 姐為民主力量的真正壯大並不是

反映在分享政慎的程皮﹒而是被乎憶力運作和集中壟斷的機制之

能否蛤干擾 、 顛覆 、 改造，由更開放﹒更體現社群生活獨特需要

的民主生活所取代 。 而在直接民主的貨驗性理想與間接民主的檔

力機制之間的縫隙﹒只能自追求建立各稽社群主體性﹒衰迷群體

生活需要的多元社會運動所連話 。

沒有社會運動的支持，孤立的個人在形式上敏別有用心地安

排偶然參與﹒並不會帶來真正的異議力量﹒沒有多元社會運動各

自追尋建立的主體性 、 和在這些自主社群之間建立起滑過理性﹒

利益的整合說只會變成消誠原創性 、 主動性的機被力量相加﹒使

人變成植衛事逐遊..中完全教動的籌庸 、 儀式中的木偶 、 形像宣

傳衛下的消費者 。只有通過各社會運動﹒在不同場合 ﹒ 不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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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 ﹒以不同芳式重建設各類~制所繼毀了的希望 、 懇、像 、 活力 、

感覺和思想﹒民主生活才能有真正意鐘 。

ïF.因為主動性、自主性是政績繼力運作償，叫起須要帶.毀的﹒

所以反繼力機制運動的成敗完全在於社會運動過程中能最大可能

地包谷各繩各樣的主動性與自主性 。並且要將這些白發靈活的成

份有各層欲、各環節長期持續開展 。所以議會民主般定，的周期的

選舉﹒重組權力運作的構成，並不是 r運動政治J 的首要目的 。

倒為從「運動政治J 的角皮﹒植力並不是你可以一吹過奪過來

的，又或者將之切割 、 分散﹒進行數學相加的東西﹒而是一組又

一組緊扣的社會運作邏輯﹒從物質力量的分怖 、 安排，實j偵值 、

信念、憊，讓形態﹒以至社群的身份 、 經驗 、 語育. . . • . .都是權力運

作的環節 。 所以議會席位並不是「權力運作機轉J 的全部﹒而社

會運動嘗不應用政慎的邏輯(既定的拉票 、 宣傳 、 遊觀 、 討價還

償等 ) 作為對待遇串的邏輯，只求勝山參政 、 分掌權力，而是要

將之說為一個催化運動成長的街合﹒透過各種干擾的戰略 、 戰

衡，使得檔力運作的虛傌和壓制得以暴露，從而開拓想像 、 批判

能力的新竭合。

對議會政治的錯棄﹒是一種積極的錯棄﹒也成是說要從超越

的角皮古怪與織會政治周旋﹒不是單純片面的否定 。 簡單地說，說

是要發細讀廠崗寮並批判其局限性。發指積廠因.事兒是要背定間

接民主的相對進身意義，抵制任何對這類民主形式的侵害，盡一

切能力調動積擷力量去令群眾掌控形式民主的重要 。 但問時﹒這

種間接民主的局限﹒以及滑向政治市喝式代辦制的危險，就要透

過不同層紋的介入﹒衝擊﹒挑戰來加以徹底批判 。 而任何真正有

效的徹底批判力量﹒必要扎根在堅賞的民間自主社會運動之上 。

沒有社會運動在議會外的批判性支持﹒間接民主必然會蛻化

為集闖世政客的聾斷 。 而沒有集閱或政黨支持的獨立a串連者亦會

因此而不能兔於孤立敏動。正因海沒有社會運動為議會內的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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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1ft及其參與者界定另一鶴立足民間﹒立足邊緣 、掌權的主體

性，參與議會運作的人必定會慢慢為議會運作的文化研吸納﹒以

俯棍天下﹒為天下響，諜的角度﹒去進行協調﹒去為所謂 '- !lft利

益 J 而盤算﹒參與者討價還價 。 議會民主的壓制性正是在於它無

可避免地是一所決策機關﹒議政是-決鑽機囂的其中一環﹒ f且行歌

決策是以「現貨」 繞限作為底績的﹒ r現貨界限 」 就成為調控各

種不同價值 、 理想 、 原則的最有敏和j縛 。 孤立的政客為了現賞的

政治前途﹒ 一定會在椎動不向取向的立績之前，首先服用，於 「現

實J 的框框底下﹒面對「現貨 J (例如資源的制)的界定 。 這些

r現實J懿成為消磨原則 、 想像 、 勇氣的最有力攝制 。

只有在議會外，以自主社會組織和行動所鞏圓的運動網絡，

才能不斷為被消融 、 壓制 、 扭曲 、 吸納的原則 、 想像和勇氣一一

乃至自蜜的感情﹒與生活不脫節的思想一一保留生存和發展空

間﹒而議會避.之能被改進﹒全賴於議會中的進步人物如何能有

效地將自 己參與的身份與動機﹒與這些激會外的社會運動連結﹒

以至於用社會運動者的身份和動機﹒取代 「參政J 的身份和動

機 。 否則﹒孤立的身份運早會設議會的一整套運作邏輯所收巔，

吸納﹒或過綠化 。 迫樣﹒所謂 r反對聲音 J 往往會成為繼力運作

貼上合法標籤﹒以使儀式能間滿完成﹒使「真封閉 J 換上 r i慶開

放」的外套﹒成為更能迷惑大穎的工具而已 。

重建公寬度空間

議會運作並不是民主的全部內容﹒社會運動更不是以選舉作

為標的的工作 。 社會運動應有自己的發展空間 、 歷史 、 邏輯和計

劍 。 議會選舉可以成為社會運動一個可以提供窩里合思想 、 感情和

力量的機會﹒但也可以使事情向相反方向發展 。 作為一個實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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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機會﹒其成敗必需視乎其他有關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因素。社

會運動在議會之外要開拓的﹒是一個男類的「公買賣空間 J (public 

sphere) ·以免除壓制呵，通障礙，以自由 、 自發 、 充份表達 、 經

驗嬴解的芳式﹒求取各種集體交佳的規則﹒並得也群體生活利益

的共議 。 議會制皮原來是資本主義初期﹒布爾喬亞階層的公取金

闖進一步給制度化起來的產鈞 。 但是在資本邏輯 (如公關宣

傳 ) .國家邏輯(如政黨政治}入侵之後﹒議會往往不但不成為

公ît1空間﹒反而成為極假民主所壓縮掉 、 私有化掉的空間。新

以，社會運動截斷斷不能以代議士作為伸展運動綱領的依托書 、

或代辦人 。 社會運動的首要鋼領反倒是去維持和發展颺於運動的

主體性﹒並以開拓多種不同的公頭空間 、 另類詞，通方式﹒作為鞏

固和發展運動鬧個主體性的嘗試。

建立自主性的公皇宮室閥的戰竭是無處不在的﹒但這一個以重

建設.1M績和排擠掉的生活價值之間的溝通為前趣的門事， 一定要

避免重新落入建制的支配性文化之中。他們用以游過的語言不能

單純借用建制的那套功利性價設和「專家文化」的語言 ，溝通方

式和組織肉部的關傑也要尋求革新 。 因海壓制的起.是從個人生

活開蛤﹒也從語言和溝通芳式開趟。政治除了是個人的，也是語

甫的 。 社會運動所挑戰的說是社會體制的運作過程中各種，壓制性

關係的起線和關節點。然而若果門事值績化為建嘗到運作過程中某

種幢力和利益重新分怖的機制，則社會就會滑向「利益國關」的

政治，缺乏挑戰體制的活力和能力 。

亦正因為廳和j鞠係不能避免是在精育和能力的層坎上設建立

和鞏固的﹒社會運動當中領導和教領導者的關係﹒理論和貨聽之

間的關係戲耍重新配置。其學員。前是突敵對事物意羲進行詮釋權

的，斷﹒打破由理檔家的理..獻，便全指導貨員陸的模式 。 因為那種

模式輿 r利益代.J 和「規創整合J 的現代政治生活模式是原則

向槽的﹒其面對的國局和矛盾也一樣:其典詩，通理性/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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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也是背道而馳的 。

香港民主運動際此關口上﹒八十年代的憲政主義改革已走到

盡頭，聶哥階敏的民主運動斯需要的不是現成的理論或投街層坎上

的策略﹒而是一種可以發掘新可能性的被野。本文希望可以刺激

起追尋這種被野的興趣 。

從記:此文成於九一年九月直選之前﹒除了一場即將到來的 「 避

戰 j 之外﹒並無更具體與之辯論的對象 。 今天 《 天評 》 將之面

世，在這個更為深入的論述空間底下﹒此，文各路式幸而有吏t富

的映照和指涉 。 這...要說明的是﹒這些都不是作者的原意﹒而是

歷史和政治在開展.a深化過程中某種湊巧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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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由但﹒

西方價值中心主義與

r五四」論迷的吊詭

五凹的定位

楚湘

從現貨抗爭的層面來看﹒五四運動似已無任何的參考價值 。

本文無意否定一切的歷史嘗試﹒卻提也對這些嘗試 ( 及更重要的

是對這些嘗試的論述 ) 開山機前的空間 。 五四運動的激進住在於

它對二十世紀初的世界秩序提山抗議﹒對日本及其他列強的帝國

主義式侵略發山怒吼 。 可是五四運動的缺失面卻流於一種感情的

宣洩﹒許.償怒的吶喊之餘﹒沒有對世界秩序提出全盤性的批判，

反之﹒它的質量聾性卻自就於一種狹會式的民旅主義思潮一-

r 肉除國賊﹒外禦強繼J : 要除圓戴﹒因為他們不能禦強檔 ;而

要禦強權﹒當然中國非當過不可:這種意識早隱含稚「富國 、 強

兵 J 的論述鑫﹒ 一直主導著中國十九世記及二十世記的意識型

態。五四運動的幼稚性表現和於它胎，每一穗阿Q式的弱者反抗:

最太的遺憾在於自己並不能棲身於列強的行列之中。這種弱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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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兢邏輯﹒其貨只是強者邏輯的一穗，不但沒有削弱現有﹒世界秩

序的不合理性﹒而是強化了它。

五四運動反傳統的一面伺樣沒有找到自身的主體性﹒它欲拉長

毀傳統封建性文化、只因要為 r德先生和實先生J 創造好合適其

極居的環塊 。 至於為什麼要這樣隆重其草地迎接 r德先生和貨先

生 J ·當然閣為他們兩位是西方進步文明的代表者，是英 、 法列

國富遁的守護神 。 中簡要富強﹒免不了要學習外間經驗﹒而我們

五闊的先實們卻看不見ïF.是這些世界進步文明的代表國﹒和二十

世紀一十年代為了爭取霸繼而剛忙完一場全球性大殺戮。

r德先生和贊先生 J ill成有何魅力?竟令五四一代迷醉於一

場美麗的原史曦話之中 。 問題本身說錯了! r德先生和賽先生J

不單有魅力，而且神聖不可侵犯;當年遁的梁斂起有歐遊列閣回

來疚喊科學破產 、 文明惡夢時﹒便被冠上 r傳統保守主義者J 的

佳花困而打入~史的冷宮。五四反傳統主義內在地肩負上十九世

紀以來戰敗而間強的歷史使命﹒胡適 、 康有為 、 馮佳芬三代人既

不同的並不是他們對 r歷史目標」的判斷﹒而只是追求的手法不

向而已 。 五四反傳統運動的吊詭處在於它為了一個狹窄的民旅主

義使命而完全服膺於西方霸槽的價值之下 。 新謂 r放蒙/數亡」

一鶴始便糾績不淆 。

五四運動既然如本文所說充滿著吊能﹒季起們為什麼還要對之

綠綠不休地談個不完 ?

五四的誼會述

五四運動的魅力不拉於它的歷史性﹒而是有於它的政治性。

對 r五四運動 J 的詮釋一開蛤便是一站，激烈的論述戰﹒七十多年

來﹒中國共產黨 、 關民黨﹒以及港 、 台 、 美的自由主羲學者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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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棄過學奪「五四 J 歷史論述 (historical discourse) 的詮釋

惱。 r五~ J 成為符直是﹒它代衰若不同的政治勢力在不間的歷史

空間下對運動所賦予的不fJiJ意義﹒成為各種霸慎 (hegemony )

在政治、經濟、學衛各種領峻的事奪對擊。有關 r五四 J 的前途

IF.充份而又深刻地體現山歷史詮釋只是一場為述戰﹒它的成敗﹒

與它背後的橫力基礎有若不可分割的關係 。 而反過來﹒ 一旦奪得

「五四」詮釋繼﹒便進一步鞏固政治霸擋的合法基礎 。 吊跪的正

是. r五四 J 論述雖被論為符號戰﹒它的詮釋意羲卻不斷地被擴

火和被雜化﹒漸漸凝敗成一種植屠龍 ﹒任何探討現代中國的問題都

非以它作品起割不可﹒使它結晶成為一種 r神話J: 任何力量如

欲椎動歷史進展﹒不論是所發動的是思想運動或扯會運動﹒都必

須以它作為理論依據或行動饋幟。問題是:當六四的健將們走上

街頭﹒高喊「五四 J 的理想的問時，他們是否自身找到「五四 J

論述的獨特性?又與國 、 其-及自由主義者有何不向 ? 抑或六四學

生們對「五間」的論述只是再一攻陷入別人的政治論述系統之

中?在反社會主麓的間時又再改糞上西方價值中心

( onentalism ) 的邏輯?

園、共兩黨的言自述

有關園 、 共兩黨針壘，相地事奪對 r1i四 J 繪述的詮釋槽﹒微

扮.施瓦文 (Vera Schwarα} 稚《中國的放蒙運動》一讀書中有

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從一開鉤﹒孫中山便想把 r五四 J 很為革命

運動的一個環節，因此﹒不是共產黨， 而是國民黨最先把 r五

四」摘，會成為一竭愛國運動。這竭運動並不獨立於政治之外﹒而

恰恰是共和革命長流中的一部份。主系文公開要求國民黨員向愛國

背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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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北大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

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的預備. . .. .. ..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

思想之變化 ﹒ 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

可是﹒三民主義和五間反傳統主義在很本上有﹒靠著一種緊張的關

4系，民族主義革命在歷史目的論 ( history teleology) 上無法谷

納對民旅傳統或國悴的徹底結毀﹒因為迫樣做貨質上會搖動民旅

革命本身的合法性 。

尋常共產黨芳菌，共產主義並不一定與五凹的思想、運動產生衝

突﹒毛澤東自認是五四反傳統的追隨者﹒而且混為當然地把 r五

四 J 視為他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源泉﹒毛澤東把「五四 J 詮

釋成為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九年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展開門爭的

r萬民主主義」 時期和以共產黨的領導及其無產階級的社會主錢

理想為標志的「新民主主義J 時期之間的重要JtJ分。於是 r五

四 J 對共產黨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政治革命的里程碑﹒毛澤東從

來沒有放棄對「五四 J 的文化意義作有選擇性的吾爾述 。 微投﹒施

瓦支指山「稱五因為文化革命﹒使毛澤東既能夠有憊的方面讀錯

反傳統﹒又能對發起敘蒙運動的具體的人龍山評判。這種巧妙的

解釋﹒是通過一方面把五四納入中國革命的歷史書卷﹒ -11面挑

選山魯迅作為唯一的一個受到續續的思想家來賞現的 。 」但是在

共產黨的論述裹 ﹒ 五間依然必須接受批判 ﹒ 五凹的知織分子只懂

得批判一切傳統，沒有學會和工農兵群忽打成一片﹒崗而作為一

個知道食份子的運動， r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J .這種「歷史的必

然」正好恰恰用來証明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共產主建運動的合理

性。 一九一九年以後﹒閣 、 共兩黨都是通過利用五四老戰士的回

憶來建立一套配合政治需要的「五閻 J 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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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者的追述

有.圓 、 共.、 及自由主義者三種較起突山的「五四 J 論述當

中﹒本文將集中分析自由主義者的 r五四」論述所形成的社會關

係和憶力基艘。

r歷史」在高憊的政艙里﹒成為可能意鑄造的符載。 r歷

史」尋常自由主義的知織分子手中﹒又是否能回歸「本真 J ?自由

主義是一個具概括性但不具準確性的詞彙﹒一般來說﹒自由主

義﹒有思想方面﹒意指個性解放 、 思想 、 言論自 由﹒草根個人價

值﹒凶而它的ffl值核心是理性和個人主義﹒有政治方面﹒自由主

義意搞一種代議制皮﹒亦即是相信人民通過還互轉動Ijf.笠潭峰山政治

上的代理人能保障每一僧人的政治權利.在經濟方面﹒自由主要長

認為在「無形的手J 的市海運作規律底下﹒每一個人為了個人的

最火車j益去生存最終將導致控體社會的幸福 。 然而﹒迫只是對十

九世紀古典白山主義一積極峙的概括。 二十世紀﹒由於戰爭的原

故 { 有半個世紀之內一共發生兩故世界大戰) .人們對於充滿形

而上學的理性能作為維繁整個社會和搶運作的基礎表示懷疑 。蚊

追趕時期個體解放 、 歷史不斷前進的樂觀主義受到嚴重的挑戰。自

由作為一種目的和價值本身就充滿街突和矛盾﹒ 一個人的自由將

代表聲另一人個的不自由﹒自由的本質就是建立和對別人的專制

身上。 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者﹒面對著整個體系上的相互衝突﹒

於是﹒求助於多元化主義﹒強調個人無論在精神價值或者是吻質利

益方面都是多元的 、 分歧的﹒並且非常也可能是對抗性的。

發們以下要分析的港﹒台，美自由主義者﹒自然比以上所概

括的裝些特徵要領雜得多﹒他們包括林統生 、 余英時 、 周策縱 、

張fIi 、 周蹋山 、 劃迷先 、 李歐梵 、 本杰明﹒史華懇(Benjamin

Schwa前的 、 杰蟬.姆﹒絡里德 (Jerome Grieder) 、 微控﹒施瓦

文 、 夏浩特﹒弗斯 ( Charlotte Furth) 等等﹒我們當然可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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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r1i四 J 的白白述中拾到各人的不同之處，然而只要我們將視野

放連一封﹒將能把他們的不同面放有兩種指向之下去辦貌 。

傳統與現代的 r困惑J ? 

第一種自由 主義者是比較欄作傳統文化能否延續和轉化為

r現代文明」的新儒家﹒這方面的佼佼者是林毓生﹒值管延年來

人們對他的「借J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J 的思恕模式提山批評﹒但

卻沒有人嘗試解概他所犯一元論或唯智渝的原凶 。 新儒家所塑遁

的中國未來前途 ﹒ 就是把 「傳統文化具創造性地轉化J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 為西方的民主 、 自由文明﹒崗而林

毓生再力強調傳統文化的研命性及其無法逃避的超驗性﹒就是說

即使像五四知，讓分子那樣激烈地反傳統﹒亦依然無法逃出傳統思

維模式的牢固 。 林毓生存.是從五四知織分子激烈反傳統而無法逃

離傳統這一點﹒去前明1i1lQ知議分子犯了銷誤:傳統文化本身不

應該被全盤地做東﹒它應該有選擇性地被組承和轉化 。 新儒家力

求論証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自由文明之間有不少吻合之處

L5I此，五四一代的屆全λ;缺，點就是無法眺視到這一動﹒反而言忍為傳

統文化和自由 、民主有無可妥協的街突﹒非僻.毀前者而建立後嘗

不可。但是唯一可慶幸的是知識分子雖然可走 r錯 J 了道路 ﹒ 傳

統文化卻有它自我運作的 r軌道 J ﹒那些歇斯底要地要反傳統的

人﹒到頭來還是自走了一趟 。 傳統文化和新傌家那里﹒充滿著一

種尼采式的「永劫回歸J 的意味 。

余英時則從另一個角度去佐証中國傳統文化的宿命性﹒他強

調五四知識分子三雖然是反傳統，但是也必須借助於傳統文化中的

非正統流派例如佛道思想去批評儒家正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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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們看了魯迅的例子使最能明白 r Æ._四 J 的新文化運動﹒其

所憑借於舊傳統，者是多月區的深厚。當時在思想界有影響力的人

物﹒在他們反傳統﹒反種敬之際首先便有意乳無意地，回到傳統中

非正鈍，成反正統的源頭土去尋統根雄。因為這些正是他們比較熟

悉的東西﹒至於外來的新思想﹒由於他們接觸不久，了解不深﹒

只有附會於傳統中的某些已有的概念土﹒才能發生真實的意義。

所以古平等JI'J 附會於墨兼愛﹒言自由，11)附會於畢生逍遙 、 言民主

JI'J 附會於黃宗義的《明夷待訪錄》。

對於第一種指向的論述﹒'"Æ._四」的嚴蒙精神雖然值得讚

椅﹒並且必須重提﹒但是「五四」的知議份子卻犯了一種嚴重的

錯誤﹒他們偏激地要求全盤反傳統阻且是了中國轉向現代化:

當代重要的自由主義社會思想家﹒如吟郭先 ( Fried rick A . 

Haye蚓 、 浪拉克. ( Michael Polanyi ) 、 波普爾 (Karl Popper ) 

等也都一致強調﹒真正的自由離不間有生機的傳統。不幸的是，

中國近百年社會典文化的歷史卻是從僵化的傳統走向激烈的企面

反傳統的紀錄 。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自由 、 民主和法治的

建設至今仍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

以上的為述﹒幾乎在我們既列舉的所有港 、 台 、 美自由主義

學者當中找木到反對聲音，只是樂觀程皮有另1)而已 。 杰巖姆﹒格

里德語為自 由主義和中崗傳統文化有衝突﹒因而自由主義流傳到

中國來的時候不得不懂它本土的文化所鈕闕. '"自由主婆是一種

極接納它的有纖體所uf拒的移幢」。本杰明 ﹒史華慈則比較樂觀

地相信:

中國的歷史表明﹒無論何時只要有可能﹒許多知議分子就傾

向於再堅持他們的意見﹒益重申 F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倌伶 。

在執著鏈，堅持這一概念方面﹒他們可能不僅遍承了西方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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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且繼承了中圈傳統，中一脈相承的思想批判傾向。因而並不

是 r 接納的有機體 J 的每一部份對各種形態的自由主義都具有同

等的指.抗力 。

這種對傳統文化依依不捨的論述﹒並不表示這群新儒家們能

逃脫西方偵值中心的困間。他們的商會述核心既是 r現代文明.J • 

對傳統文化 「本質」那種糾緒不淆的勾迪，只是優越的知識份子

身處異域的一種等級戀舊情意錯 。 文化與傳統的結合沒有一種必

然的關係﹒林毓生等人沒有把「傳統一現代化 J 逍種結合放在歷

史的架構 ( framework of reference ) 下去分折﹒而是Ibl隨著

r現代化 J 這純形而上學的歷史必定論車上他們論述的提鍋 。 新

儒家們對 r傳統J 的依戀並不足以使他們向 r現代化 J 提山任何

的t1t戰或質疑﹒對中閣傳統文化的膜拜;最終只是臣服在西方個值

中心主鐘之下 。

現代化與西方價值中心的吊詭

第三種指向的論述比較著重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多於關注中國

傳說文化是否轉化的問題 。這種論述把 r五四 J 納入中國現代化

的整個歷程之中，並且把「五四」看作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

重要轉缺點 。 這種前途涵在看本杰明﹒史華慈 、 微t:r. ﹒施瓦文 、

撿起眼姆﹒椅里德和周策對畫等人所有對 「五四 J 的間縛 。對於這種

論述﹒微找﹒施瓦支的詮釋最具典型:

正如一五0年前的歐洲那樣﹒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批判理性

的費現，預示著一種轉變，一種由傳統向現代化的轉變。...

為了使中國能夠走主真正現代化的道路﹒知識分子們 (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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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拿者 ) 蟬精竭慮﹒做了不懈的努力。從一開始他們就很清楚傳

統文化具有很強的消化和適應性，所以他們需要站在另一個新的

角度來批判中國人心理的劣根性﹒對同代人視作天經地義的仿念

和價值觀﹒提出大騁的疑問 。 於是，他們求助於西方 。 中國的激

進分子愈是提倡文化相對主晨，人們使愈加拉烈地指責他們企圖

把西方的現代化思想輸入並改進獨特的中國文明 。 知識份子們所

以敢於冒陰嘿，雞 、 不過乘怒就是因為中國歷史本身早已証明﹒而

且至今仍然不斷証背著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使在一個自稱現代化

了的 、 甚至革命化了的社會東﹒封建主義仍然嚴重地噬咱看其心

靈 。

在我們尚未指山以上論途中的 r現代化J 是甚麼意思之前，我們

可先為這種「現代化J 拉山滑伙在「邏輯J 裂的四種預被關係。

第一種預設詔為現代化是人類必經之路:第二種預設認為 r五

四 J 是一喝現代化運動 : 第三穗預設認為文化放蒙運動和現代化

雖不必是一種必然的關係﹒但文化運動卻是現代化運動不可缺少

的先決條件:第四種預設緒也知織分子承擔-R敵眾的角色﹒因

此是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決定性閩東 。 有這些預設的關係襄﹒我們

可以明顯覺察到現代化是一場有關知議活動的過程或結果﹒ 這種

對知織的強調論者留為﹒使投們明白為甚麼在第三種指向的論述

之下 ﹒ r .五t!ll J 作為思想運動的一面極倆力地塑造山來 。 由於整

個中國現代史的研程敏賦予止這種「邁向現代化J 的使命﹒ LY而

充滿著歷史目的論的形而上學吊能﹒貨際上，白山主義者為現代

中國所妥餘的現代化使命﹒與共產黨為現代中國既安辟的共產主

義理想﹒本F.本質上都沒有分別﹒皆屬於形而上學。

微tiT.﹒跑瓦文等人即認為在邁向現代化這個終傾 目標之前必

須先經歷一個思想芳面的故蒙運動﹒因為有西方的歷史發展進程

中﹒歐洲是發生了思想革命(文藝種興興敢放運動 ) 後才發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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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革命(浩國大t(..:命 ) .而有中國，卻是先爆發了政治革命 (辛

亥革命)後才廠企忠恕革命 ﹒ 迫積歷史的 'ïftJ轉 J ﹒ 似乎命定地

糧明中國章，命必會失敗。凶為 ïl月像第三純預設指出思想敏致是現

代化運動的先決條件一樣.:(F.迫純論述底下﹒「五間 J 敏賦予上

一種非常重要的使命﹒它為中闖過向現代化開 filJ 了一局敏眾運

動。~而無論在本杰明﹒史華慈、杰蟬;姆﹒梅里德 、 夏浩特﹒弗

斯等人的著作~. f" Ii間 J 皆以一喝思想、運動的要態在中國現代

化史上登台﹒它作為社會運動的一面不是被無意地忽略7. 而是

作為思想運動的反面教材被批判了 。 本杰明﹒史華慈把五凹的思

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理解為敢放運動激迫走上政治激進主義

的道路﹒由於中閑人的意減尚沒有足夠的時間接受敢放的說禮﹒

而急行政治改革﹒結果只是促使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夭折 。 這種論

述把思想運動與社會遇動之間所具有的千絲萬縷的關係強加斷

裂﹒從而突 u:放，放運動的純激性和重要性 。

然而這純白 1 11 主義盡-的論述卻有﹒靠著一種緊張性，面對看來

自園、共兩，賦予奪詮株 rJI.間』且要史的強大力量﹒自出主鐘書的

論述不得不顧及 r五間 J 1司時又敬老兒為是一溺愛國運動及社會運

動的歷史詮隙 。 微村﹒跑瓦文雖然tt:意到這些~史|趙紫的複攤

位﹒有其看作 《 呵，間的放蒙運動 》 一書中只得不斷強調﹒中圓即

使雅一九一九年及以後的歲月里走上政治風暴的時途﹒中國知織

分于雖然加入救側的行列巾，也未絲毫忘卻對放宣言的深深的渴

望。只要愛閥運動的應力略有減輕﹒他們便宜從一九一九年爆發

的事件﹒以迫何hl:具體形象的方式R負起 I ，;J胞們的?主意﹒繼續他們

未竟的文化提NL[.作 。 以下是她所串的其中一個例子:

無論怎樣﹒既使他們 (如數分子們 ) 在投身於赦國的時候 ﹒ 他們

也再度強調敢麓的重要性 。 因為對於伴隨看愛國運動而起的苦思

想的復活﹒他們決不能孰龍無睹 。 抗戰期間挺身而出﹒保衛五回

221 



精神最頑強的是傅斯年。長期以來他一直拒絕支持官方對五四運

動的評價﹒回十年代蝕，終於打被汰，默﹒對國民黨的一些報刊拘捕

r五四運動的弱昆 J 感到憤慨﹒表示決不隨波逐流，忘記五四的

偉大精神 。

這種綸遂不斷重組強調﹒和五四往後的歷史東﹒知識分子即使參

加社會運動﹒仍然堅持敏蒙的使命。一目了然 ﹒ 追捕論述無非是

想突山放蒙運動的純激性及其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到底現代

化是一喝具有甚麼照史口的的運動?它和做教迎動的關係為甚麼

被自由主義者的論述無限大地強調起來?從他們r!fi賦予「五四 J

的特定使命 (符號象做 ) 中﹒弦們可以輕易看到隱藏在「五四」

論述背後的整套歷史哲學。敬仰.跑瓦文指山:

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就在於深刻分析中國民乘心理中廣泛存在

的英雄學拜 、 盲從的奴性傾向﹒揭露並批判之 。 他們指出﹒辛亥

革命原本為民技自尊 、個人自立提供了一個發展機會，但是由於

民乘心理中的劣根性﹒才使得廣大民眾沒能把4正好這個總會 。 第

一代敢蒙知識分子們高舉「科學J 和 r民主J 的大旗﹒扭，實現，他

們目標的希望放在從繼者身土。他們期望這批 《 新青年 》 們能夠

證實﹒除非具有健全心理的國民的人權保障﹒否則一個真正現代

化的民義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的 。

換育之. 1實現現代化的前提就是科學和民主﹒共.目的是建立一個

像西方一樣的民主制j立國家﹒亦即是堅個現代化的且要史進程說是

西方自由主義在中闊的展現 。 很明顯出於西1J-8典的自由主義和

政治制皮和經濟制皮兩方面己經不斷遭到質疑﹒如選舉制皮敏扯

會既定的權力結悄所左右 ﹒ 普遍群怨無法完全參與政治決策的決

定 ﹒研謂 r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神話已經自我解體﹒和經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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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立芳菌﹒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社會危機已迫使三故人;戰後的西方國

家走上娟和j國家之路﹒但是福利和lJl笠本身卻服膺於選舉制皮之

下:大邀前﹒候選人為爭取選票﹒研許下的承諾往往只是一些空

宵 。 因而 ﹒ 所謂「西方 (1 11 f 主義 J 的真論所的下來的使只有校思

想領鎮上尚有可發揮的空間 。 有整個 r五問 J 的論述中﹒自由主

義者所不斷提示的就是個性解放、思想放致這些細敏的偵值，亦

即是只談論 「思想、民主 J 的問題﹒而不敢涉及政治 、 經濟領績 。

~此，整個對中間現代化的討論﹒即是-白山主義如何能靠中國實

現的問越﹒亦只是流於思想方面的空缺﹒有關政治制位和經濟和j

l立如何建立的重要問題被拒絕於整個討論之外 。 迫稽「思想/現

代化 J 運動的理論貨際主只是為中國現代史的進程預定一種形而

上學的發展規律 。

自由主義者的整個知議論基礎 (epistemologicaJ ground) 

都是依每一些先驗的預設和個值 。 這些預設和俐位﹒如 r中國現

代史是整個現代化的服程」、「民主、科學是現代化最終織的目

標J ﹒都是超越時笠、缺乏野史視野的 。 亦即是﹒說白山主義者把

現代化描繪成品每一個社會所必須追求的普遍性臼鏢 ( universal 

goal) 。這稽普遍性目標的「認受性 J 划建基於西方價值中心主

義(orientalism) 的意減型態 。 當西方霸權高傲地宣傳著自己的

r真理」時 ﹒我們的知，議份子løj緣也樂亦乎乎地拿替人家的主義

來判斷自己的原史 。 從們的知，議份子的永fu.夢想既是擺脫「弱

者 J 、 rt諾夫」的恥痔﹒唯一的法，賀便是嬉身一變成強者(或者

是有強者卵，建下﹒踴撒踐踏更弱小者和老百姓的lX強者)。憊的

來說﹒五四論述和中關研究和學衡上背負的 r現代化」迫精神

話，無疑諒自弱者(落後地區)對強者 (先進地區)的采拜心

理，於是不E認知上全盤直忍受了強者為維持自己的Iíì慨地位新塑造

山的一套神話。弱者一邊自脫自憐一邊東施效鐘 。這個吊能五固

有之 ﹒於今猶烈﹒"使朗今後能有徹底的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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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胞密監祖

關於《希望的結盟:

「二十一世紀人民之展望J
水候市宣言》

武藤一竿著 阮勛譯

編按: 一九八九年八月五九月全球的氏聞自主組織在日本北自北

海道、南至琉球舉行了首屆的 「二十一世紀人氏之展望J

( People's Plan For The 21st Cen仙旬，簡稱PP21 ) 大型串連

和交流活動。參加活動人員在八月二十四日齊集水供病源出

的水供市發表了題為希望的結盟的 《水供市宣 言>> (An 

A lLiance o[ Hope: The Minamata Dedaration ) 。 式是牽一羊就

宣言的精神，有是篇進一步的中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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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與技們時代的精神

平生本世紀初﹒人們提山了 r進步」的口獄;到本世紀末的今

天﹒對「進步」的希冀變成了 r求有- J 的呼號 。 面對即將來臨的

二十一世紀﹒號們有些甚麼?答案是 : 我們有希望 。 故這種對未

來的急切期望所驅使﹒我們「二十一世紀人民之展望J ( People's 

Plan for the 21st Century,PP21 ) .性日本求快走到一起來了 。

求侯是這樣一個地芳:擁有先進科技及生產_L其的人;型企業

給她留下了恐慣 、 疚病和死亡﹒姐那些美麗的港灣受到嚴重的磁

壤﹒有好幾十年甚至一 、 兩百年之內也不能復原 。 這里向全世界

見鐘了所謂發展對人類造成的致命傷﹒惱而在迪里召開PP21的

會議也就具有特別的意義 。

/j(傲、博帕爾和切爾諾貝爾的大災難﹒完全可以作為衡量我

們這個時代的標記:在水候﹒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工集資本主義國

家如何毒害它臼己的公民:有博帕爾﹒大型的北方跨圓企業毒害

南方國家的人民;而稚切爾諾貝爾﹒則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將

致命的幅射傾瀉到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身上﹒這輻射還跨越聞界向

全世界擴散。不必一一組數其他各種各樣的生態災難﹒雖是這三

個﹒便已消楚地告訴人們:錢們已無處可逃﹒無處可避﹒天地間

再也伐木到一處世外桃漲 。

無可否詔~ ， 三十世記這個「發展的年代」確貨帶給犯們可良多

偏有傲的的東西﹒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諒識到: 三十世紀Ir:iJ時也帶

來了頻繁的戰爭和偈亡﹒無論性數量土或慘酷的程皮上都適超脫

史上任何一段時期 。 以前的人即使用盡最純富的想像力﹒也無法

想像今天的殺戮技衛是如何的 r先進J 。曾被智、為是畫兒們最有力

保護者的國家﹒現有.已變成最大的兇芋，不僅在戰爭中殺死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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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且也殺害自己的回民﹒敏害者數目之多的所未悶 。

經濟發展﹒本來應該是將人們從貧窮中拯數也來的﹒可是迄

今為止，它卻只不過將不費遠的貧窮變成費遠的貧窮﹒將傳統式

的貧困變成現代式的貧困而已﹒後者乃是-為了使這種世界經濟體

系運作得更順崎而設計 。二十世但又在我們的字典上增加了兩個

令人毛骨棟然的字眼 : 種族滋絕和生態毀滋:它們產生於對先進

科技的不適當運用﹒並一直借用著所謂 r進步 J 和 「發展 J 的名

義 。 於此﹒找們不禁要問:在理解歷史進步 、 我們為了甚麼奮

門﹒以及應把希望寄托在哪裝這一系列問題上﹒投們是否犯了某

些深刻的錯誤 ?

1實本先生用永慎的方言敏話我們一個字: lanakashaba ﹒意

思是 「有其於此的世界 J 。也說是說﹒我們能夠作一個飛躍 、一

個決製﹒不再將一向熟習的生活方式民生活遭遇棍為不可改變的

現貨﹒不再聽天出命一一今天﹒亞太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正

以他們的親身行動貫錢著這一句話﹒他們拒絕接受強加於他們身

上的命運 ﹒ 海倫不偕一切去改變它一一而且確貨也在開蛤改

變 。

我們目睹人民運動一浪接一浪地興起 、 擴散﹒跨越國界﹒互

相取長捕短﹒在互通訊息的網絡中培誓山共繭的時代感 。 韓國 、

菲律賓和畫面甸人民的門事已經顯示山爆炸性的威力﹒最延中國人

民那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 和大大小小的國皮

中﹒不E每個縣 、 每個鎮 、 每僚村延聽﹒人民都被行動起來 ﹒ 以前

所未有的醒覺互相守護 、 互相滑過﹒一向走上迫條從未有人走過

的路 。 這一切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嶄新的﹒從這一切﹒我們有信心

Janakashaba就是我們時代的人民精神。崗此﹒我們召開了這吹

會議:也因此﹒岱管二十世記帶來了纜繩災難和黑暗﹒發們仍然

毫不猶豫地宣佈:廿一世記將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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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之國家

上述新的人民運動產生於一個特定矛盾的扯會背景﹒迫個矛

盾顯現在國家所紛演的角色寢。我們這個地區被跨國資本朋組

織，它把一大堆不lrij類型的區坡迪在一起，又把人們分做成單個

的 、 值此之間毫無關係的勞動力﹒國家是這一過程強有力的椎動

者，調飾著各穗跨倒資本進入本國範凶內 。 可是另一芳面，這種

跨國經濟也削弱了國家的基礎﹒國家對主慎的要求民其保護人民

的角色受到質疑﹒從而削弱了它的統治合法性 。 為了保護自己的

利益﹒國家不得不加強它對人民的應迫和暴力威脅﹒強將國家主

義的意識形態油輸給它的人民 。 遠樣的情形﹒我們在許多「發展

中 J 圓家(包括中國及日本)都已屢見不鮮。

在倒一個過程中﹒推動日本發展的發動機已經運轉過速﹒嚴

重失控﹒製造山一個飽和了的經濟 。 日本人民每年平均正作二千

個小時 。 由於工作環境大都處於嚴密的管理之下﹒他們對自己的

工作幾乎沒有半點決定繼;大量廣告遂日以組夜疲勞攤炸他們﹒

慾憑他們以消費去補償i二作上的挫訢感，所有人﹒從他們的每個

活動到身體上每個功能﹒都種各種消費品或商業服務包倒得渝-永

不漏一一如何統藍圖 、 如何但其鼻以至如何搔癢一一部成為大量市

場研究和產品服務的競爭對象。這種潛透各個生活層面的商品化

也包括了性的商品化 。 這裝有臟火的性工黨﹒成千土萬的婦女從

亞洲其他國家進口到日本﹒為日本男人那乖，在人性的性趣味服

務。

如此.這個世上最強大的經濟強國非但沒有令其國民也強大

起來﹒反{!tJ想芳設法使他們，懂得軟弱無力，散tþ-盤 。 在日本內

部它也向樣，還造了一個不費遠和發達對立的 「 南.J r .:tt .J分界 :

所謂的「南方 J 包括了數百萬的兼職女工 、 合l司正、日薪工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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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的東南亞外地勞工﹒他們的工資少得可憐;也包括了那些

被急速地推到社會邊緣的農民 。

迫個體系也殺是如此在削弱自己，將自己推到一個t.'t.謬的境

地﹒愈來愈多的人再也忍受不了﹒開始找尋一種不l祠的笠活方

式 。

新的過路

如此劇烈的改變需要新的國象，新的柱會範例﹒允許哥兒們有

尊嚴地生活在一起。這範伊j毋須到遙不可及之處告找﹒ i且它並非

不切貨際的浪漫主義:從人民運動本身﹒我們已經可以瞥見，它的

一部份。下面設們就來鐵棍一些從具體統學運動中產生山來的新

概念。

首先護我們看看幾十年前山現的亞太區人民運動﹒從中能看

見甚麼?從中我們能看到人民自己組織起來反說出別人強加的

r發展J ﹒看到他們堅持自己的獨立和自主，看到各種各樣的人

們一一社區居民 、 少數民族 、 女性 、 勞工和城市貧民瘤的住

客一一堅忍不拔地致力於爭取自己的繼力。這些小規模的自強運

動及 r意識提高J 的努力﹒自積月祟，興於形成強大的民思意翩

而推全國範凶爆發山東﹒「人民主檔J 這一概念也從中發展山具

體的形式。

面對這個新的人民運動﹒無數草根的宗教家和知議份子把他

們的思想、中有解放力量的東西發展﹒塑造山新語言﹒獵人民表達

自己的憤怒和希望。數之不蠢的人民神學家和貨踐哲學家﹒在這

設期間成接起來7. 而在神話傳說和傳統民間藝術中發描山來的

本土個值觀﹒也給各地人民重建身份認同帶來一線光明。

迫種基層自強運動直指一種新式的民主。雖然歷史上從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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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過這種民主﹒它的輪廓現時也還模糊不消，但可以肯定，它遠

不止於純粹作為國家的形式。那是一種「本地民主」 ﹒ 即人民以

牡區為基礎﹒對於影響他們生活的事情擁有真正的決定惱。

其吹﹒各地的本土性人民運動，使我們能夠重新檢說現代文

明的歷史﹒它以對人民和自然的征服為唯一過程，貫穿了整個發

源於西方的現代文明之進程 。 日本本土的人民運動就是如此揭露

了日本對阿夷奴族的聲部侵略史 。 與此i司時﹒各地人民的官門和

那持的偵值觀﹒向我們展現了一個與大自然和精相處的方式﹒而

犯們乃是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份 。

姆女運動和女性主蠢的思想為我們回顧歷史及理解現狀援供

了一個新慢點 。 它們展示山被政治 、 經濟 、 社會組織和文化上各

種宰制的觀念﹒已深深地打上了男性對女性錯惰性宰制的烙印 。

它們批評社會科學只趴著61於社會激烈變革的層面﹒卻忽略了有

關人類再鱉邁過程的重要性﹒因此導致對i作 、 勞動力以及人類

生活本身的概念化錯誤 。 在批判男性宰甜甜的價值觀組暴躁摘女

性 、 對大自然施暴的 l訓時﹒它們向我們接供了一個深刻而振奮的

新選擇 : 在男女平等關係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秩序﹒這樣的社會將

自然而然地傾向較健康的發展﹒而非步向自我毀餓 。

七十年代興起的生態運動﹒自然是把焦點集中在建立人與環

境的和精相處﹒它們潰人們明白到地球承受不起無止燒的經濟和

技衛增長﹒還設計山一種將宰制減到過低 、 相應於人性本質的社

會關係模式 。

在上述源頭各異的社會運動中﹒不同社會的 、 歷史的和生憊

的特質都敏整合進l叫一個脈絡褻﹒當中不斷湧現各種令人關目的

見解和思想 。 然而我們必須向黨這一點:雖然這些運動有些是﹒由

西芳開始﹒但它們所關悅的事什- .對大多數和生不ï-線上掙扎的第

三世界人民來說，乃生死使佩之事﹒tBI為他們所賴以生存的基

體﹒JF.霖跨國公司及其代理的手中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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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主題

為了便於尋找一個明日扯會的另類模式 ﹒我們定出了五個範

閣，作為PP21是-吹會議的共I司議題。它們是:

一 、 人類與自然一一從破壞走向和檔次﹒存:

二、 從貝壓迫中解放出來一一創造新的扯會典文化:

三、 戰勝強權統治一一改變國家﹒改變圓際關係:

閥、奪回經濟一一將物與物的關係變為人與人的關僚、 :

五、為了共同的未來一一聲喝人顛倒結的倫理道德和精

神。

副標翹乃是指山我們在每個範圍內對既定瑰寶的相應態度 。

下面我們簡略地闡釋每個主題 (第五個作為其他四個的概括﹒將

放在錯論部份討論)

人類與自然:從破壞走向和給共存

如今﹒沒有人再否認地球的自然生態處於危險之中﹒即使那

些太國也曉得將環保掛在嘴邊;像日本政府，撥山了大掌資金試

固保護壤魄 。 然而，如果避而不該是誰破續環境﹒不喜慶他們為甚

磨破壞環燒的話﹒那些空洞的環保口號便只是些虛倡的安戀而

已 。

將文明弓|向和自費共存這一任務，雖然急不容鐘，卻也困難重

重。畫兒們立即就面對著一個另類發展的問題﹒它不主張續續有效

率地剝削自然﹒卻要求將投們與自然的關係來一個徹底的轉變。

我們有飽嘗的智意去回答這個問題 。 從北海道 、 加拿大 、 吵

嘴組 、 澳洲以及其他地芳來的當地人﹒無不將火自然視作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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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作和生活的來源﹒他們針對人們對大自然的剝削和劫掠已經抗

潑了許多個年頭。現在﹒我們的底線應該是這樣:沒有那些受影

響人民的同意，不得有任何對大自然的剝削，當地人民對於這些

問題的意見﹒應具有嚴重的份量 。

科學技衛的發展芳式當受質艇 。 目前，投衛官僚不切貨際的

解決方法受到政府和商家們的推崇﹒但那是繩其荒謬的 . ïf.是按

街至上的自室一切妝害了地球!應該開始放棄這些明Wt有害的故

衛和它們的具體應用 (如核武絡 ) ;應該停止遁用化學農藥﹒它

將土地變得貧病不毛﹒寸草不生 。 那些目的特於「征服自然 J 的

大型機械投衛，頁。在有奪去工人和農民駕取它們的能力 。 究竟一

種既增加人們的能力又能重建人類與自然和吉普相處的技衛和工作

模式是怎麼樣的?

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崗此﹒那種將大自然被作純秤攸﹒剝削

的對象﹒對它使用亦裸裸暴力的觀念﹒難道不也正是成為同樣對

待人類自己的一個藉口嗎?

最後﹒現荐的資本主義體系﹒僅能窮無止境的貸本祟積而生

有. ，在如此一純體系痕，與:人;自然的和精相處是否有可能建立?

從壓迫中解敷出來:創造新的社會典文化

這個任務要破除一切本闊的及跨國的出上而下一整套支配力

量，代之以一積個人與個人及問體與間飽之間的續向連合 。

所謂山上而下的一套支配力量 ， 是指社會經濟的階級結備和

其他形式的等級制1宜 。 評倒衡量個人或閱恆的標準由上級位定﹒

並且只會有利於祥高位當 : IriJ時它也將人類社區創分成富有強人

的北方﹒和貧窮受買車制的南方 。 這種金字塔式的形式己和全世界

的政府官僚 、 企業組織及軍隊中確立起來﹒連牡會本身也有這種

旨芥.製造歧視的JtJ分:社會地位、職業 、 性月11 、 社會等級、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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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的體力或腦力活動能力 、 山生地以至宗教等等。

除了周家﹒另一個最強有力的控制形式就是商業公司﹒尤其

是那些跨國公司﹒利用貧窮國家人民未能剛結起來遣一現貨﹒肆

無48伸.地剝削他們 。

這一切﹒可以如何對付?找們的回答是. r跨越國界J 。

要戰勝這個歧棍人的制皮﹒必須推翻產生這個嘗到皮 、 或得益

於這個制皮的社會、經濟及組織系統;渴了速致這一步﹒我們需

耍創造一個新的人人平等的價值觀﹒「簡單人性 J 或 「人民性 J

是個價值觀的特徵 。 循此芳向﹒可致力於將由上而下的控制改組

成人典人之間或人民間體之間的平等合作﹒這混合作將有助於社

會財富的合理分配 。

ti勝強權統治:改變國家，改變圓際開綠

這個範倒要處理的是-國家本身以反國與國的關餒。我們主要

關性的是如何戰勝閣家一一毫無疑問﹒它是當今世上最強大的

政治貨髓。這個步聽應分開兩個方面來進行:一芳面爭取筒家及

其政策對人民更負責任﹒另方面力間將地區性國際關係轉變成有

利於和平與正義;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牢記哥兒們的長連目標 。

現時全球國際關係的新形勢似乎營造了一個空間，和其中亞

太地區的人民可以進行干預。目前迫一地區的政治環境正在急劇

變動中﹒各自為政的凶索和角色一一衷絡中的美國勢力 、 蘇聯

改革及其隨之改變的對外政策 、 日本作品世上最強大的經濟勢力

而興起﹒以及它特.美國技助下建立軍事力暈 、 還有日本政府那筆

龐大的官方發展緩助基金、日趨頻繁的獎聞干預一一都有發生

作用。另外一些因素貝IJ包紹了日本校低會皮衝突政策下擾助菲律

賓 、 新西繭的無核政策、六四事件後的中國、緯國統一問題上的

街突、印支問題過向解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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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兒們將怎樣聯合一起﹒介入迫個形勢表削弱強慎的統治?我

們的行動計，則是甚麼?這當中甚麼事情最急迫﹒甚麼事情較不重

要?

讀犯們看看日本 。 日本國以強體聲態山現﹒迫使亞太地區其

他國家服從其跨國資本的利益 。 在國內則維持歧規及宰甜甜的帝

動卜企~至上﹒歧棍那些所謂的異類，即少數民族 、 婦女和傷病

人士﹒否定人峙的自主牲 。 它個稱日本是個學一民放的國家﹒無

規阿夷努族作為少數民族存在這個學賞。另外﹒有七萬轉回人事E

日永久居留﹒他們要座是自己或上一代 、 上兩代的祖先被鎖至日

本﹒從事艱苦的L作﹒耍麼是出於日本將緯國據為適民地而不得

不移居室日本。這些梅爾人不僅沒有i且此得到楠、償﹒反而卻在生

活的所有層面受到粗暴的歧棍 。 神繩這個具有本身獨特藤史傳統

的地方﹒資際上已成了日本國土上的趨民地 。

所有迫些都躁不開這個學賞: 二吹大城之後的日本飼從未真

正承認過它自明治時期以來，對其他亞洲國家以及境內少數民放

所犯下的罪行 。 或們必須反抗遣一切不ïE義之事﹒超越 日本關家

的經給: .從內部戰勝它﹒並與各個島的人民聯合起來，和跨相

處 。

奪回經濟:將物與物的關候變成人典人的關條

今天的世界經濟﹒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令南芳數十僧人民挨

飢很餓﹒營養不良﹒無家可歸﹒貧困交加﹒工作過勞;又和北芳

創造山無數垃坡，令人們將過皮消費被作理所當然 。 這樣的一純

經濟﹒ 怎能atl它繼續下去 ?

無論任務多麼艱巨﹒都不能對這情沒聽之任之 。 以間民生產

主tt{:虹的無限j立增長為唯一的指標，結果將會-ffJH遭到地球能力限

1立的牆上去。不E南方人民不顧再忍受這巨太的不平等 、 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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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壯火這個歷史形勢下，迫種情說也是難以接受的。我們在日

本生活的人﹒應拒絕協助國民生產緯值續續增長﹒拒絕進一步增

加生產，將工業生產中最 r先進J 的部份放慢下來，降低它的生

產力和效率。如果有誰說那樣做會招致災難﹒那麼，應該教取代

的就.ïF.是這麼一個體系了。

重要的是從基礎開胎一一恰如其分地生活﹒並據此而決定

應生產 、 分配和消費哪些必需品:除了以符合人性的方式去滿足

人類需要這一樣單之外﹒不再在經濟活動加上其他別的價值。

經濟活動應該重新結合到社區人民的生活中﹒生產和消費應

作為社區的物質生活而組織起來。因此﹒各個社區需要互相連

話﹒交換它們的剩餘產品 。 迫是-一種富足的經濟﹒由基層人民自

己進行祟積﹒用人與人的關係調節經濟﹒而不是﹒由經濟來控制人

際關係﹒它也不lñJ於史前扯會僅夠維持生存的經濟 。這就是 r奪

回經濟」 的意思 。

在此我們必須被驗這種經濟和j皮的角色 。 已經有一些不間的

嘗試一iE有.進行 : 有機耕作農民與城市消費者建立互相合作的聯

鱉﹒工人把產品放進集體商店﹒由人民與人民進行貿易，設立信

用柱等 。 迫種純人民經濟制皮的嘗試﹒將會在多大程度上，以甚

麼芳式成為我們未來經濟體系的基礎呢 ?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工胞業之間和城鄉之間的關僚、應怎樣"

變 。 繼力及財富的集中﹒已在各大絨市中心(東京 、 漢城 、畫畫

谷 、 上海 ) 造成了人口的過份集中﹒我們構恕中的植力及財富之

非中心化﹒能不能順利地分做這些1F.有不自然地擴張的大城市 ?

跨闌界參與式民主

以上發們太致勾勒了一輛發展之另類模式的黨擋 。 下一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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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它是不是一個烏托邦?

我們的回答是:不﹒它不是一個空想，而是植根於當今世

界﹒植被於人民﹒更重要的﹒續根於人民運動的現賞之中。但即

使這樣﹒如果因為有了這日過壯大的人民力量﹒就以為有一天醒

來會發現一個新世界擺在眼前﹒那又未免太幼稚了.這個新世界

還須經過一帶艱苦的摸索才能逮到呢一一我們需要仔細分辨當

今這些人民門事中﹒有哪些局面反映了世界的新現貨﹒哪些層面

又是指向一個自由的未來﹒然後找山一條途徑將這種元素集合一

起﹒並與我們所盼望的廿一世紀連接起來 。 換言之﹒我們需要各

純各樣的橋襟。

其中一條橋標﹒是關於政治繼承j和政治行動的新概念﹒暫時

可稱之為「跨國界參與式民主 J 。它是人民的另一種選擇﹒藉此

抗衡山國家支持的全球資本對人民的壓迫 。

跨國界參與式民主，既是目的也是過程 。 作為目的﹒它意昧

著人民在世界範園內的民主貨踐。儘管具體的構想還很模糊﹒然

而可以肯定﹒它完全有另IJ於傳統的世界政府或世界聯合體 ﹒崗為

它並不以國家為唯一的政治單位 。

作為過程﹒跨國界參與式民主有兩個層面 。首先它是一種貨

控方法﹒試間對全球資本的積力形成加以批評 、 反抗﹒並對其進

行干預和加以改變。有.這個意義上﹒它既是回應現今社會經濟現

賞的行動形式，又是順應人民運動的邏輯和必然性的行動方式 。

其改﹒在這政治行動過程中﹒人民的組織和問體逐漸形成跨越國

界的聯合﹒最後違致一種不分國界的 「人民」﹒彌合現時的南北

之分。

今天亞太地區的主要過勢﹒是以獨家為後台的全球資本有這

一區嗡的合{并﹒我在前面已提及它的破壞性﹒這個體系的所有重

要決策直接影響著數百萬人的生浩﹒但由於決策在外國作山﹒人

民對此毫不知情:即使是國肉決策﹒也是在作為繼力中心的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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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進行﹒受影響社區的人民完全不能參與其中。普遍的情形是﹒

由少數核心國家的政府 、 跨國企業 、 大型代理(國際貨幣基金 、

世界銀行等)或大國高峰會績來作所有決定。曾經有一段時間﹒

人們對於由圈家去糾正國際問愈來愈多的不平等現象充滿了希

望。五十年代萬陸會議精神大受歡迎﹒人們都期待著那些新近取

得獨立的國家能聯合起來﹒爭取人民的利益﹒那時期的「進口替

代J 政策便是其中一個表徵:七十年代，曾有數年聯合圍貿易和

發展會讓打起新經濟秩序的旗號﹒似乎能有效地椎動世界財富更

平均地分配。但結果二者都以失敗告終。國家保買賣人民的幻象破

滅了﹒幾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毫不猶豫地轉而宣揚多國資本還

輯﹒變成全球資本在國境內的調節者。

新的形勢要求我們提出關於人民福利的新概念:人民有檔干

預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對之進行修正或調按:無論這些決策在

哪襄嘗到訂﹒他們都有最終的決定惱。這個檔利不分國界﹒它意味

著人民的政治行動不再局限於一國之內﹒也毋須依賴國家的政治

架構去進行。跨國界參與式民主的新穎之處﹒在於它是以人民

(而非國家)作為決定世界政治經濟的主角﹒迪里 r人民J 二字

首先指那些直接受外部(國家)決策影響的人 。但它並不僅止於

此﹒它還將形成一個跨圓的人民之悶的結合。

舉例來說:假如東京一間大出版公司決定創辦一本印刷精

美、內容空洞的雜詰﹒打算印數百萬份﹒好在競爭中牟利。此舉

不僅增加7日本對紙的需求量﹒過E導致對沙撈越熱帶雨林和巴布

亞新幾內亞紅樹林更瘋狂的砍伐 ﹒終毀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於是

我們認為﹒當地的人民有同等檀利去干預迫項決定﹒不管它是在

哪襄作出﹒因為他們直接受其影響。在迫個問題上，不存在任何

人為的檔利一一不管是私有產衛 、 國家主檀﹒還是國際機構被

據鄉結條約保障的犧利一一有擋凌駕於人民的民主種利之上﹒

後者乃保鐘了人民能夠抗發及反抗那些會毀滅他們的決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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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雨林國家的人民為保擅自己必須直接平預，日本國內的

因素也同樣重要。日本人民完全有理由去質疑﹒為何要浪費如此

大量的寶貴紙張﹒去印刷那些令人路來越愚蠢的垃圾雜館、 :在那

些雜誌社工作的人﹒明知自己將生命浪費在生產垃圾上﹒對此卻

又毫無決定構﹒感到既無聊叉絕望 。 如果適些人們能夠在產生懷

疑時得知他們的出版業帶為還方人民的災難性後果﹒他們就有機

會以一個新的角度評價道所謂的 r出版業」到底是甚麼貨色﹒也

可以選擇加入那些受影響人民的抗議和介入的行列 。

跨國界參與式民主的目標是人民之間的聯合 ﹒ 並形成一種不

分圓界的 「人民J 。 事實上這一過程對北方核心工業國家的人民

也將會產生影響 。 在日本﹒投身這一過程的人們會不再以「曰本

人J 這一身份為主 ，因為適一稱呼乃是對日本國家利益的認同﹒

而所調國家利益﹒往往又是大企業利益的同義詞 。

多年以前，日本的人民運動己宣稱他們生產得太多﹒消費得

太多，也浪費得太多了 。 有人認為原則上我們應爭取降低生活水

平﹒但那無疑是政治上的自殺﹒這種說法太空洞﹒不過是良心覺

得罪咎的一種表示 。 它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必須找出一條具體可

行的速徑﹒循此可以改變現時的國家性質 ﹒ 並讓我們能與鄰國人

民和陸共存。適可不是甚麼降低生活水平的沒談能解決的問題。

隨著鄰國人民開始爭取介入東京跨國企業決策的合法槽利﹒那些

遂徑會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如果造極轉變具有示蜓的作用﹒那麼

我們為基憊不能循l比去縮小南北差距﹒並最終消滅它 ?

跨國界參與式民主﹒不是參與到壟斷企業那些排他性的決策

過程中去﹒也不是那種工會式的在管理層面上之 「參與 J .恰恰

相反﹒逍兩種形式的參與是它要消除的目標 。

以年產一千二百萬輛汽車的日本汽車業為例﹒這產量無論如

何都太多了﹒但卻沒有人(除了企業的董事們)能夠對此表示異

議: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他們遺將不斷增加產量。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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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日本內外向受過度機動化之苦的人們一一車廠工人 、 合

同工、海外分廠的裝配工 、 汽車周家 、 城市居民等 ， 如果都能顯

示出他們的力量﹒去決定應生產甚麼 、 生產多少 、 為甚且要而生

產、如何銷售 、 用怎樣的廣告諸問題 ﹒ 你想那時學回或日產將會

如何?它們一定無法再不擇手段地牟取暴利 ， 而必須先向社會公

欺負責 。 然後 . 這種以牟利為取向的生產將發生結構上的轉變。

我顧意再說一次:這並不是空想﹒這是已經實實在在地存在

著的趨勢。曾經有段時間﹒人們廣泛地接受了人權的觀念 ﹒ 認為

不應該干涉內部事務。但去年在柏林帶行的世界國際貨幣基金會

議﹒當各大國政要們在商談第三世界的債務時﹒就遭到了來自世

界各地的大批群販 ﹒ 試圖介入抵抗他們強加的解決方案。而幾年

前當日本政府宣佈將把核廢料倒進太平洋之後 ﹒ 太平洋群島的人

們絕鐵起強大的代表團來到日本﹒和日本本土關心此事的人們一

起﹒迅速地阻止7這個決定的實施 。 跨國界參與式民主就是這

樣 ﹒ 以運動的方式展開﹒共同行動的經驗賦予人們嶄新而具普遍

性的脈絡 ﹒ 據此，每個個別的行動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和方向。

短期和長途考慮

和這種事情上 ﹒ 我們不能混淆了短期和長遠的兩個frJ I籃。對

於許多亞太地區閣腔的人們來說﹒最迫切的任務是建立他們的民

主國家﹒如，緯國人民爭取統一反對教大國強分為二的門事 ﹒ 菲律

賓人民爭取建立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在取多的太平祥島嶼

上 ﹒ 建立起人民自己的國家﹒是人們擺脫列強控制所必需的。可

是﹒當大部份第三世界劉家已蛻變為當地統治者與大國資本共向

利益的代理人時﹒更為重要的說是將個家「本國化 J 一一使其

成海阻止宰嘗到勢力進一步擴張的障礙。在這個意羲上 ﹒ 以人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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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國家新聯盟如果能夠彼甦﹒人民自強的機會將會增加。

在稱為不間的背景裳，核心回家的人民改善其國家的政策也

是伺樣重要。日本的主要改變需在幾個範圈內進行，包括對美國

軍事策略的效忠、﹒海外發展擾助計劃﹒整個國家對亞太地區的態

度﹒以及對本土所負的責任。我們已挺過，戰後日本從未清楚否

定過自明治時期以來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所作所為﹒對此﹒日本人

民應對其以國家至上的傲慢歷史作一全面反省﹒以制訂一套日本

國家必須道從的明確原則 。

決定性的一點在於這些門爭不能與其長遼考慮分開 。 基於整

個地區混為一種的深刻程皮﹒我們不能再像數十年前般期望國家

的解決方案。時代要求不受國界局限的解決辦法，唯一方法是人

民自己跨越國界的參與。

門爭的短期及長期考慮之間應保持恆常的互動和交流 。 不同

的歷史時刻在這里重疊起來了:為反抗姐民主義﹒人民爭取建立

自己的國家:為反抗獨裁的領家﹒人民爭取建立民主責任制;為

反對由國家支持的全球資本﹒人民倒蛤把國家撒在一邊，直接向

各地的資本中心門爭 。 這些人民運動校形式上並無先進或落後之

分﹒它就是黨昧著把我們的門事聯合起來 。 如果能夠考生理想和現

賞之間開始對話﹒那廣義們就已經在模塑輝的令人民自己的未來。

人民性與人民自治

參與式民主的關鍵是人民 。 甚麼是 「人民 .J ? 偵世嫉俗者會

嘲笑:你們是否把人民浪漫化了?是不是將「人民 」 摔成了上

帝?下面就濃狡們說說清楚 。

可以用向來的說法去界定人民:他們是極鹿迫被剝削者﹒是

被接縱的下層社會 。 然而如此抽象的人民並不存在。人民根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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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各別的身份分成~多的群體:性別 、 種脹 、 宗教 、 地理 、 文

化 、 階級 、 國家.. .. • .. .. ..它們很此重疊﹒每個個人向時妞，於好幾個

群體 。 現時的情說是. .這些群體都設強迫生活在倒一種環繞下﹒

曲回家支持的全球資本將它們都納入國際等級分工體系里﹒而如

此一個體系則突其名日互相依賴。是的﹒它的確是互相依賴，但

卻是飽含著敵意和割裂﹒強加於人民頭上的依賴。現存的宰制體 .

系通過內部分玉和令民殼的間組互相對抗來維持其繼續存祉，除

此之外﹒狂熱愛國主義 、 宗教原教局主義 、 陰樣的地方割據主

義 、 文化訪他主義 、 性別主義以及各式各樣冠冕堂皇的種旅偏

見﹒都有推波助瀾﹒為統治精英建立令社區，僅瘓的膽大組織。

人民就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 、 在這樣一個割裂的結槽中開始

反統﹒迫些反抗目前尚未違致全球性的全面成熟﹒只是梅根於各

個闖關的自我認rùj ﹒要求得到該間體的尊圖畫和眼前利益:有些運

動則不過是-出.Jtt一單個事什﹒而引發。

這些各別的門事孕育了自由的種子﹒但是若想植于發芽﹒卻

111須各個門事和運動進行互相作用 。 假如日本的工人運動把其他

亞洲閏家的工人沒有合法地位而要接受少付的工資被作一種威

脅﹒全不關心他們的處境﹒那，.迫使不能算是人民運動 。 因為正

正是這一續將人們互相分隔開來的錯槽和運作﹒鼓動著人們之間

的互相仇棍，所以不管那運動多麼蓬勃﹒它也已經使自由的種子

受到毒害﹒結碧藍死亡 。

他是所有的運動都是在如此一種故此割裂的現狀下開蛤的﹒

故我們必須克服它，槽，毀整個割裂的結構﹒以人民自顧自費的聯

盟取代之.在這過程中人民運動將解放它自己 。 您驗種明，→個

運動如果與其他運動進行互相作用的話﹒將有助於它;克服本身的

狹隘性及其內部可能山現的不公正之處。

特遭遇程中. Xiber Gorostiaga之「大多數的邏輯J 應該作

為一個指引 。 r太多數」這里擋的是全球的太多數﹒即那些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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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迫的人，他們有這個權利。在二十世記的等級制度中﹒每個社

會階層不僅必須向上一層維謹自 己利益 ， 而且也得防範比它低的

階層，的1比無論何時，若在下層者被迫向在上層者被步 ，則整個

體系就是以此來維持自己的存在。然而 ，廿一世紀的新倫理道德

應該摸黨也一條路，可讓我們辦棄那種屆婷的芳式，護得更大的

尊嚴。

這一敏稱為 r希望聯盟 J 的聯合起﹒脊能夠賞現?能夠的一一

那位之具備可能性的東西就叫做 「人民性J 。

人民住在人們為生存而鬥爭時顯玉昆山其最戲劇性的一面。笛，

人們走上街頭 ， 與哼察搏門，冒著危險互相幫助時，人民性使變

得具體可見 。 我們有仰光、漢城 、 光州見過它 ， 在馬尼椒 、 北

京、曼谷兒，過它 ， 甚至在東京也見過它:男人和女人 ，背年和老

人 ， 無數素未謀面的人們在催淚彈的濃煙中成為同志 : 一個人倒

下去 ， 其他人曰著槍彈搶教他一一這是，與生俱來的人之常情 .

在這一剎那人們超越了自己的眼前利益 ， 強烈的人類情感促使他

們作山不尋常的犧牲 。

然而，不應把這種「人民性」 的最高表現與其目前生活的根

基分隔開來 。 主兒們有本質上是相似的:每個人 løj樣地都是孤獨地

敏拋到世上 ﹒同樣地都要謀生 ， 都要面對死亡 。 有些人擁有特

憐 ﹒ 卻沒有任何人逃得過生老病死 ，也沒有任何人能免於生活中

恆常存在的危險。既有人都要吃喝 、 前.泄 ，多數會結婦生守主;我

們愛﹒我們恨:勤勞工作，反省生活;從迷惘、服倦 、 傷心囚惱

中打滾﹒以各自文化傳統的獨特芳式表達自 己。 如果運氣好 ﹒ 說

們會一直活到老，然後在平靜中不失尊嚴地迎接死亡 。 既有泣些

生活的層面對我們每個人都絕不陌生 ﹒藉此我們得以以IriJ trr共感

和l互相平等去彼此連緊起來 。

有無數個址紀的宰制關{系影響下 ﹒ 這些原本簡單不過的人民

性往往被淹張起來 。在本世紀， 它又被深深地俺墟校對金錢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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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向上l悶的野心之中，掩埋在對商品的貪婪和對權勢的渴求之

。 如果它掩埋得太深了 ﹒ 我們就會失去這簡單而可貴的人民

性，飽之也將失去互相連繁的能力 。今天的日本就是這麼一個地

方 ﹒ 人典人相關遁的能力已喪失至不合理的地步。因此 ﹒ 若對

r物 J 的臉拜是一個難以承受的重椅的話 ， 則重新發掘人民性便

越過向白 山之路。

人民性並非單憑美好的理想憑空It!構山來，它實實在在地，在

各種人民鬧鬧的問結運動中產生著作用 。是它促使人們對其他人

民的門事抱著兵正的悶，情和支持 ， 也是它令到人們為各地的人民

運動作山自狡織牲 ， 否認人民性的作用無異於否定這些運動的現

貨 ﹒ 或是使之無法理喻 。 人民性表現了徹底的平等 ， 也表現了平

等的基礎所存.。

借助人民性之力 ， 我們可望克服不IÃJ人民間體之間的激烈肉

泣 ，期待全球性的跨聞界參與式民主的形成 。這是一個行動與反

動的充1的動態之過程 ， 而絕非只是在彬彬有般的客套中簽訂協議

那麼簡單 。

當有一夫人民間體成長到開給自發地調節本身的相互關係 ，

l叫時開始揹毀那些檔力體系的相互關像時 ， 我們就擁有了超越國

家界限和取代現時間際體系的人民自治﹒它將表現出世界人民在

走向多元化的富足之際的故此合作。

l在l此﹒人民自 治腦於數十億人民的共同事務 。 個管它仍然只

是一怖關}於 It一 也﹒紀的模糊岡象﹒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就是要達

到這一天 ， 必乏自‘先建立起數萬人裁數十萬人的希望聯盟 ， 這些聯

盟必頹建華於不同運動間的自治;而且 ﹒ 還必須建立一個空間和

網絡 ，在那摸不同目的 、 不同背眾的人民運動可以相遇一起 ， 認

，激彼此的人民性，並加入互動交流的動態過程 。這就是PP21於

一九/九九年和日本達致的共識。讀我們一起投身於這項事業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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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盟u割E個單路﹒

新界獅山區村地方自治及

其地方領袖產生的特色

三個村長口述的分析

前言

韋思

香港在廣理新界地方政策上有別於其他聽民地﹒它是踩取了

地方自治的方式﹒即管治地方繼力出地方決定。政府的政策配合

地方需要反發展，以村代表作為與政府游過的橋樑﹒作意見，及資

料交流。地方領袖一方面是村民共還管治地方的代表，同時在政

府行政槃構中﹒亦扮演著聊.和諮詢的角色 。

本文以新界都山倒村作個策研究 ， 根揖十多位村民及村長對

三位村長成功的口述紀較﹒分析三位村長產生的特色 。 這三位村

長任期共由七十年代中期至今﹒對返代村長產生研究而育﹒頗具

代表性。

蜻按:本文站，名和人_..g~崎揖所改﹒其餘皆真實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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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與村長產生

耍探討新界農村村長產生的特色以前. .先要了解地方領袖產

生的憶力來激﹒那麼必須追溯政府興地方之間的關係﹒而嚴重要

的便是地方自治的政策。在地方自治的政策下，村長還學對村而

育有很大的自主性﹒這對村長產生造成很重要的意義 。 雖然政府

的行政架構不斷擴大﹒但對於地方自治的策略胎，每未有改變﹒要

探討本倦地方自治的發展以了解村長產生的情說﹒便要自英政府

{占領以前開蛤。

在美國租借新界土地以前

和英國租借新界土地以前﹒新界地區已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性

質﹒原崗是清政府的保申制度只是一種 r半衡鬥」組鐵﹒仍然出

地方居民負責擔任戶鑄登記 、 治安及僱徵等工作 。 家族或村中如

有盜竊﹒或出產債務等糾紛﹒往往自放中父老或士綽有用停﹒只要

能保持秩序及交予說歉，地方管理便不會被消廷干涉。故此，在

英闢管理以前﹒新界地芳已非正式地擁有很大的自治繼力﹒地方

領袖便是;1實際的割草力象徵及行政者 。 當時村中領袖主要是由村中

父老及士紳把持﹒土地 、 功名和官衡是構成他們在地方上勢力和

地位的主要條件。

美國租借新界土地初期

一八九八年﹒英政府接管新界成為趙民地一部份﹒但它在新

界控制及政策上有別於其他翹民地﹒主要是錄取地芳自治的政

策 。 原因有三勘: 一、 香港政府的行動是受憲法所約束﹒亦沒有

足夠的軍事力量來支持重整政治娘構﹒所以政府根本無能力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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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在發展時引起的衝突。 二、 政府早在行政架構成熟以前﹒便

要主動帶領新界發展 ﹒質在缺乏了應有的政治途徑滲入農村作地

芳控制及椎動群澈的作用。 三、 新界租借的目的主要是在於作海

防止中國侵般的屏障 。

后斤以~府對新界地芳的行政改黨是熱切於保荐，新界深厚的文

化傳統:願意給予新界村民特割草以及滿足他們的需要:把他們看

作特別市民﹒以避免新界在政治 、 經濟或社會上變動帶來的衝

突 。 於是政府對地方領袖及農村肉都政策不加干涉，任，其保留及

發展﹒造成地芳自治，以保持種定;另一方面﹒利用地方領袖作

為政府興地方橋擬﹒對領袖採用安機1Æ吸納工夫﹒例如頒發太平

紳士動銜﹒實行「以華治華J • I司時﹒又把地方領袖在政府行政

發展上局限於諮詢的角色﹒避免有過大的政治權力 。

早在十九世紀末﹒為了處理治安灰土地問題﹒政府在新界亦

只設立了響務總署及助理會向﹒並沒有改革新界的繼力親構。在

1899年8月 ，港督←力更宣佈 . r凡爾等鄉俗治理規模善獎者﹒

概從其時」﹒|吋時「擬設立鄉約之局﹒還爾等誠言仲會辦理地方

事務」。這rr界敏分為九區，區下則有四十七分區，每分區都設委

員會自村代表組成﹒主要任務是協助政府維持區內治安和傳遞文

告 。 於是﹒政府興地方的關僚、藉村代表建立了，但村中領導膺地

位與繼力得以保行" .村內事發﹒政府不干涉﹒任其發展，保持了

地方自治 。

理民府時代

隨著行政工作逐漸擴大﹒ 一九九零年新界設兩值理民府﹒主

理區內行政事務﹒並鎧有當地裁判和土地管理懂 。 它主要是代表

薯地方利益的政府政治機構﹒對地方利益及事務的態皮足。支持與

諒解 。 為了行政大效﹒地方領導亦被發揮至最大作用，於是鄉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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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維持村肉及家旅悶和平共處﹒解決有關習俗 、 風水、承.等

村肉，務﹒仍有很大的影響力﹒於是﹒理民府的設立只是地芳自

治以外的配合機槽﹒以協調新界地方的發展﹒地方自治並未受干

抄﹒

在迫情淚下﹒村肉的地方領袖產生過程及芳去仍能保持英政

府管理前的模式﹒村代表亦能利用詞，通官民的特殊地位﹒撈取政

治力量和社會聲望﹒這是地方領袖的責金時期 。

大，是以後

到了一九間六年﹒政府決定在新界建立一套容許基層民rtl參

與道，區的鄉政倒沒﹒正式取代戰前的結議和鄉長制﹒新界分二十

七鄉區﹒每區成立，暉，委員會﹒鄉委會的正副主席和其它委員由

各鄉村代表遇也﹒村代表則由村民還山。然而遭套鄉政制度並沒

有侵入鄉政自治﹒只是提高了村代表的代表性﹒同時﹒村長產生

的方式及過程﹒政府亦沒限制﹒只有在村長要求下﹒理民府才會

對道，且過程作監察 。 所以各村因本身不間的風俗習慣而出現不同

的遇難形式﹒就以主水海例﹒扯民木湖村 、 獨氏馬博村均以協商

方式產生﹒而幽村在一九五零年便建立了一套遷，制度 。 由此可

見﹒村肉的環境對村長產生仍有很大的影，。

然而自戰後﹒村代表在政府地芳行政的重要性日漸減弱。戰

後理民咐的工作分別出政府不伺部門取代﹒公務員專業化及全港

統一的行政手告，並未對新界地方有特別的照顧﹒村代表在地方

行政中的影智力日漸下降 。

鄉:11局時代

一九五八年﹒鄉音麓局正式成品誰定團體﹒在，暉，要員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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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見，衰一)。有新界，濟上﹒它一直扮演給詢角色﹒沒有，

與政府行政的任務﹒織實只是就影響新界居民循利，宜﹒向新界

政務司鍵山意見，在新界地區內促進官民間的合作和了解﹒及維

持良好的傳統﹒習備和風俗﹒放嚴秘而育﹒它只是-地方行政的邊

緣上一個重要的間組而已。但政府在蠻康地方行政時﹒亦鉛予建寄

千言聳席予鄉議局﹒使它在地方行政的推行和發展中. !分演重要的

角色﹒而且政府在一切有關新界事務上﹒必是諮詢鄉議局和各鄉

事吾吾員會﹒無論迫事情是包指三十多萬原居民或百多萬的非原居

民。由此觀之.在地方自治下﹒村長的地位仍然受重棍 。

新市續費展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政府大力，腰斬市鎮﹒由於村長能透過

參與地方，展時﹒知悉新界發展的資料﹒從而影響村肉，實展或藉

此透過土地買賣獲取利益﹒於是村長之位教某些村中﹒再改成為

事奪對象 。 雖然地方蠻展為村長之位帶來生氣﹒但並未鍵升村長

之政治繼力﹒

給祠，回Uff擴張>>.地方行政

隨著新界發展﹒人口增加﹒很多人從市區搬到新市鎮居住﹒

政府部門亦相續擴展﹒七七年成立地區搶詢委員會﹒於是新界便

也現了兩套並行的路絢制度﹒無形中削減了鄉音麓局的檀力 。 八一

年區議會制度正式成立後﹒地方行政山環﹒比從前統一的政策﹒

更能照顧到新界各區居民的需要﹒鄉音麓局不再是政黨合怯化的唯

一途徑 。 在第一lX:局議會選，中﹒原居民仍能佔不少議席﹒但第

二屆開蛤﹒多個席位即告失﹒鄉毒農局大受打擊﹒於是代衰全新界

的地位日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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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年公怖的代續數.J自皮書更沒有把鄉織局列作功能組

別 ﹒ 引起鄉議局成員強烈不滿 。 隨著鄉濃局植力日降﹒村長在政

府行政架構中的政治力量亦下降了。

組緝

雖然在政府行政架橋日漸擴展下﹒村代表的政治權力仍受壓

抑﹒而言替絢地位的重要性亦相對降低﹒但最重要的是地芳自治性

質蛤終未變 。 不E地方自治下﹒村內保持了原有的特色環境﹒對村

長的選舉亦有很大的自由，這情說下﹒造慮地方特色對現今村長

產生有很大的影憊 。

以下'ïF.是以.山圈村為個案﹒分析一下衷地方自治下﹒村

長產生興地方環境的關係。在未述三位村長成功過程以前﹒先對

凶村的背景及選舉制皮作一了解 。

困村的背景與還舉制度

背景

封建氏燭新界太放之一﹒是「單旅村」 ﹒續放言曾記，度 。 元朝末

年自上海南下﹒遭到較富庶的.山，至今有六百四十多年歷史 。

過早太祖生一子﹒是﹒為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由於有三個兒子﹒

於是分房分地發展，分成長、 二、三腸，設公家地 。 到了第七

代﹒將原來據有.山過佳土地的張放遍遷至虎領，長勝公奮起族

人建立團村﹒蜀更唐一地﹒然後漸漸向東拓展 。 彎腰至現在共八僚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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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前村領抽食生

在鄉事委員會成立以前，村肉是無需還村長的﹒凡村中糾紛

事研﹒由當地鄉紳解決.這些領導成員主要是旅長 、 富戶 、 秀才

紳士等﹒其中人了最旺的內村 、 前村及上村的人數及經濟均勝的

二房代表，是地芳領袖的重心人物 。大事於每年村中三砍祭祖見

面時﹒提出商討﹒由村領袖解決。

遍，巴勒j及鄉公所

自一九五零年﹒村領袖算是誠設立了一套投票制反鄉公所﹒改

變了村內的繼力架構及村長產生的途徑 。

鄉公所是-凶村的公共懺構﹒負責村內的一切事發﹒同時亦是

政府與村民椅練 。 鄉公所下屬村民大會﹒內部再分設十四組.RIJ負

責村內職務(見衰二) .由各村都員組成JA.負責﹒鄉公所共有36

名村都員，其中三名是正 、二、三村長﹒從衰一顯示﹒他們須代

表團村山席鄉事委員會﹒由於獨山闡村是新界彈，山的大村﹒放在

很早期已有不成文規定﹒困村村長在鄉事委員會多能成為主席或

副主席 。

早期凶村選舉制度並不完善﹒只還一吹﹒而且還累經中間人

發予及收回，不般登紀﹒十分鬆懈﹒容易有作弊的機會:到了七

十年初﹒雖發展得較嚴密，村民有慎代表不在村中的親屬很緊﹒

故有一定程j支票數可敏利用 。

現在倒村的選舉制度已發展到鎖嚴鍾的階毀了 。 自主零年閻

錫至八三年每兩年遜一仗，以後每三年-?X﹒九一年開銷﹒配合

政府鄉事委員會及鄉濃局發展﹒將改為四年一吹· ~J九一年已是

第二十屆了。

還喝區分三個階設舉行﹒第一改按八線村分成八個還區﹒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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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例分配26個村海員名額，由遺民在其遺區投票﹒連山村清

員﹒從國三可見各村的代表名額。第二備投票是由全體選民普

遺﹒不論村鑄﹒還山另外十名要員，以便吸納在第一階底還學

時﹒因名額局限而未能當遁的人才。到1比階設共有三十六名村發

員﹒若受政府頒發太平紳士名銜﹒可自動成為村都員(表三)

但從開銷迦舉至今只有釁誠與東光明二人。第三階歧是透過普選

遷出三名村長﹒儂選人是36名村都員，無須登記﹒同時村長可以

無限坎連任 。 從表間可見歷屆村長就任情說。

投票據登記 、 不記名芳式﹒連累收蠻不可離開投票站﹒每站

均有村務員及彈，山中學童車監察。投票數目故每次須選名額決

定﹒如還村長，每名扭票者最多可還三人 。

凡虛齡甘一直覺或以上男丁﹒皆享有還舉權和被遭慎，男了名

單每屆均會修訂﹒現在適齡扭累人數應有1423人 (見，表三)。 凡

村中「細民」 及外來居民是沒有投票構的﹒所謂 r細民J 是早期

村中富戶的男性奴隸﹒隨著清朝誠亡而頰除，但他們仍居於村

中﹒現在是趙與陳姓兩家﹒人數共約五 、 六十人而已﹒至於外來

居住者﹒全村只有一、 三家 。

轍，最各村民及村長的資料所縛﹒由於成為村長，並沒有甚廣

東j益可育﹒除了得到村內外一定的社會地位外﹒反圓其位而有額

外支山﹒如捐錢 、 應酬費等:當然可因個人的修養及能力決定會

否利用從政府得到的發展計制資料來回剩﹒或謀取公家利益 。 放

在個村肉村長一，且是有一些人事取﹒但亦很多村勝員興趣不大，

沒有積撤事取 。

三位村長產生及成功過程

現從剛村三名村長成功的過程中﹒探討一下他們產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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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素 。 費是光明白七四年便成為村長 、 七六年成~lE村長﹒直至

九零年退出:數念連自七六年成為三村長﹒七八年成為三村長﹒

直至今屆九一年成為正村長:東目擊則從87年上任三村長﹒今屆

成為二村長 。 所以這三人可說是個村村長延二十年的代費了﹒從

他們的成功過程﹒相信可對了解倒村村長的產生有很大幫助。

費是光明 ( 48歲 ) .肉村人﹒中下周家庭也生﹒曾任社工 ﹒十

年後，陣營印刷生意 。 由於他平日樂於助人﹒加上工作時間較靈

活﹒敏村中兄弟鼓勵參與村務員﹒而他本人有感能勝任﹒且成為

村長後亦能鍵高知名度及擴閉社交圈子﹒對個人生意有幫助﹒於

是積極宣傳﹒七三年成功是毛村務員﹒有數十票。

這改成功的原因﹒除了本身表態外﹒主要是~8村內村民及一

班同學朋友們的支持﹒他們為果光明宣傳及pl票﹒形成一定的支

持勢力。其改梁光明平回顧意幫助他人﹒例如主動接戰村民到會

察局 、 理民府或移民局﹒使村民有欠人情之感﹒ i叫時亦感覺到算是

光明樂於助人﹒背付山，故廠黨投他一景。再加上當時年背 、 有

學誠 、 廠黨參與村務的並不多﹒所以他便輕易從五名代袋名額中

事取到一位。

與梁光明!司朔的，有另一位新的村務員提志遠也現 。 買聖悲違

( 72歲) .上村人﹒山生於飼家，只讀了十年ii文﹒一九三八至

四一年任建樂學徒﹒之後，曾成為，“j頭。六三年開始做建數生

意。

由於漪，因村附返工作﹒與村民有來往﹒亦認識了當地無社

會 。 當時闊地讀泥修路均由他包辦﹒於是他亦自費替村民閑時﹒

芳便交通﹒當時只有他有一部開山機 、 為村民把一設崎蠟山路移

平﹒又修築村地﹒村民大為感謝﹒也是他建立了為村服務的形

象﹒

此後七二至七六年﹒梁光明及梁志遠之人有不同的發展﹒建

立了不間的支持勢力。難光明在七二年成為村務員﹒進入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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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的費現大大地吸引了一群老巨子的支持﹒憑藉他十年在間

體內組織活動的經驗，在鄉公所中，側向制度改革﹒如提倡鄉公

所開會錄用會議程序﹒及使鄉公所工作分門別類﹒舉辦語動給村

中老人，輿﹒又鍵議修東整路﹒如何使村民有信心，表現得十分

積悟和熱心，而他積極及進步的處事方式，亦得到村務員和老臣

子所欣賞及支持 。

費是光明的僚件碰上在位多年 、 德高望重的村長梁誠退位的.. 

接期﹒便形成他得位的資金徵.0 七四年，是，度過位﹒由於地方政

制發展﹒對村長的需求提高了﹒要有學糖 、 有能力 、 有外交手

腕 、 成熟的處事手法 、 能為村民爭取利益﹒為農民在新界保持地

位。於是費是誠連同一群老匣子銳意訣植年背且具新一代處，手踐

者為接班人﹒以建設鄉村和與政府周艇。而釁光明一宜的工作表

現使他成為最合適的繼任人。於是算是誠與約十名村務員運用他們

的影響力.在村中積極為數光明宣傳﹒他們在村中向親友 、 兄弟

呼籲﹒並在飲茶閑散中論及費是光明的能力 。

這般村務員的支持勢力是十分重要的﹒由於這些人在村肉有

一定勢力及影響力﹒透過他們宣傳﹒使大部份村民對梁光明有所

詔織﹒問時﹒他們找她于使投景，效果亦是顯著的。

由於梁光明得到村都員支持去宣傳，加上本身學識及能力﹒

又熱心村中事務﹒於是在七四年便輕易成為第三村長。

在七四年以後的兩年﹒'是光明仍然維持工作能力與熟，宜。成

為村長後﹒幫助村民的事研更多更明圓圓﹒如簽名等等，加上他開

始的地產生意成為普村民買賣土地的經記﹒輿村民來往更多﹒關

係更密切﹒於是和各人支持﹒而對手又沒有突山表現下﹒他在七

六年成為正村長﹒並在岡年成為鄉司軍委員會副主席及山席鄉議

局﹒亦成為獨山中學校畫。

費是光明能突闡而也﹒除了以上各國黨外﹒亦不能忽略一個重

要因素，便是家族級念。 一直以來﹒家旅觀念在樹村遷，村長中

252 



影響很大﹒大村及大筋的村民均器為應有村代表成為村長﹒出於

他們人數服多.在這種思想觀念下亦往往能壟斷村長位置﹒最明

顯的便是第二房﹒肉村及上村的勢力 。 自有村長選舉以來﹒至寶是

光明以前﹒所有村長均為二房人 (見衰四) .如梁誠 、 梁君武 、

梁龍、梁火照 。 有些村民﹒為了維持村或房勢力﹒甚至憤世盲目

地投向一人，即使他的工作成效未見滿意或行為為人非議的﹒例

如梁君武被傳與村中嫂子有痕，梁飽則不理會村中事務﹒仍能當

選。直至梁光明山現﹒以二膀，身份加上優越行為與能力，及村務

員宣傳﹒便能吸納了這些旅票 。

在梁志遠方面，情說便不悶了 。 自七三年成為村務員後，他

便希望成為村長﹒於是集中與其他村務員聯絡﹒如實育飲食﹒都望

獲得支持﹒但由於他與梁志華相比﹒很明顯缺乏了那種能幹才擎

的吸引力，於是他與其他村務員的聯絡只能得到工作方面的順

利﹒並未能為他帶來支持勢力，在74年村長競選中失敗了 。

他吸取了教訓﹒轉而積撤替下j冒村民服務﹒多與村民接觸，

爭取選票﹒包括本村及其他村﹒例如為人客氣﹒平日兒，面必熱情

打招呼，能力所及亦盡量幫助﹒如村民沒錢看醫生便會借錢﹒亦

會錯零用錢予老人家﹒又替村民介紹工作﹒有時候亦做「和事

佬J 角色﹒以站在某人立獨﹒嬴得信任和好感﹒他以樂於助人的

行為使受蔥者亦因感恩或人情而樂於投票作回轍，從而建立了一

群基層勢力﹒雖然他工作能力不及他人﹒但以這種關心村民的行

為﹒在較窮困及年老一輩有良好的形象﹒這些長輩再說撒手使投

票﹒亦成為一般穩健的支持力量﹒這並司長其他村務員所有的。

值得tt:黨的是梁志遠和大多數支持者能建立關係﹒是﹒由於村

內環境，村民見面機會較多﹒尤是年老退休一章，日常接觸多，

使梁志遠能把鐘機會，久而久之﹒便能建立了一群回報或欣賞

者。

宣傳對梁志遠而育亦掛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由於他不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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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居住﹒叉缺乏如梁光明般，幢大的宣傳隊伍﹒只好，個人積極宣

傳及表態以增加個人知名度。由於能常常與村民見面﹒他會積極

幫助村民及與村民打交道，以建立良好形象﹒在競選前﹒亦積極

表速上任後之理想、﹒研j個.~何改營村中惜現等﹒並到處宣傳﹒

位票，主動表態﹒

自七四年梁誠退出村長競選後，在銳意扶值新接班人的心態

下﹒三個村長之位﹒除了東光明外﹒並未有一人坐穗，正蚵前文

所言，梁背包與梁君裁二人並不熱衷村中事發﹒梁火照年紀亦老

道﹒梁志連在各方積極工作，加上正藉盛年，又是二房大村上村

人﹒亦能贏得一定家接票﹒終於在七六年成為第三村長﹒票數與

梁君武、梁施相近﹒於是﹒他便更落力保持村長地位。

七六年三房中村梁日華成為村運會員﹒他四四年出生﹒七四年

在美圖加州大學學業﹒主修統計學﹒七五年回港後﹒任職香港統

計署助理主任﹒並住在村中，沒有私人土地。

當時中村希鐘較年青一輩能出任村激員﹒由於村中適齡投票

者均多己選出市區及往外地﹒在不足十人投票的情況下﹒與其長

輩檀叔家人互投﹒終以一 、 二票領前﹒在第一給投票中勝出﹒梁

日華鐘於村民的熱誠及他本身工作時間較穩定﹒亦同意代表中村

任村務員 ﹒為村傲，品， 。而從他及梁光二人的情況﹒亦可反映當

時年膏 、 有學織及樂意為村中服灣的人並不多﹒這點成為二人成

功的因索之一。

自七六年開始﹒我們可再分析三人如何保持及建立勢力，得

到村長之位的因素。梁光明上任後 ﹒致力於改善鄉公所內的政策

制度﹒如建舊體採用會種程序，財政由該數師按理 ， 行政不兼財

政﹒又改組鄉公所內組鐵﹒往往巡視村中須修建的地方，促請政

府儘快改普﹒工作能給村長看見。

梁光明能把運村民對行為重視的心態﹒在這方面下功夫，除

了工作外﹒開時亦與村民聯絡感情.如請飲茶娛樂，加上競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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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宣傳﹒使他鞏固和增加了不少勢力﹒

但自八零至八二年開始，他漸漸脫離了適些基層工作，鄉公

所工作多交予其他村毒草員辦理﹒與村民見面接觸少7' 有脫離

感。同時﹒在鄉公所工作交代上﹒開始出現命令式的慮，態度，

令部分村教員不滿﹒與其他村務員意見不合﹒;JJ'、受到此評。

當時梁光明的生意亦愈興旺﹒尤以地產生意為主，在村中買

賣土地。 76年政府帶動發展新市鎮後﹒梁光明更藉這些資料以低

價向村民收贈土地...以高價出售﹒很多村民指他藉位草草利，與

村民利益有揖觸﹒有被顧之感。由於困村村民重繞行為表現﹒適

種種因素﹒動繪了他從前因行為良好而建立的基礎。

另一方面﹒他雖漸少親身宣傳﹒但亦有朋友兄弟代勞﹒閑時

宣楊一下他的功績及對村中貢獻﹒在選舉前亦分村分巷有系統地

向村民宣傳。由於圈村大部份村民較保守﹒他們認為梁光明對村

中貢獻無人能及﹒是村長的最佳人邂﹒於是仍錐持投他一票﹒這

是村民較保守的表現，只要村長很大程度上表現良好﹒小問題是

可以容忍的 。

同時﹒梁光明的聲名及地位漸隆﹒七六年成為鄉草委員會副

主席﹒又成為獅山中學校董﹒八零年成為鄉事要員會主席﹒八四

年獲MBE太平紳士勳銜﹒使他在村內地位和聲望更穗園;另外﹒

梁光明亦能在鄉公所中與村務員建立了穩固的支持力量，嫌其中

人士指出，約有十名村務員時常附和他的意見，亦使他的支持力

量更穗圓 。

至於梁志遠的工作表現及能力明顯地不及梁光明 ﹒建樹不

大﹒自78年任公安隊隊長﹒成績並不顯薯，被村中知織分子指為

無能﹒但他始終有一群低下層的支持勢力﹒在76年成為村長後﹒

他便搬回村中居住﹒他了解到村中對行為的重視及掌捏了付出與

回報的作用﹒並加以錐持﹒於是他仍樂於助人，而且能幫助村民

的層面更大﹒他為人做事又不收報酬﹒使低下階層村民往往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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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這個關係是多年積累、根深蒂固的。

梁志遠大約在適時候﹒開始目前買黑市票﹒當時村中黑社會勢

力頗盛﹒梁志遺與他們頗熟悉﹒加上他經濟亦漸上軌道﹒於是使

用金錢換取吸毒者(道友)的獨投票(即只投一人) .以增加勢

力。據村民指出﹒梁志還每次競選時，由助手購「道友J 票﹒每

票大約數百至一千元不等，總數約有二十票。過程是先給道友半

數﹒當監視他填票及投票完成後﹒再給回尾數。

與此同時﹒梁悲遠本身的地位聲望亦開始建立﹒七八年成為

第二村長，又成為公安隊隊長﹒八零年成為獅山中學董事﹒八七

年成為鄉事委員會主席及鄉鐵局當然議員，適些職位更確定了他

在村中的地位 。

宣傳上﹒初期他仍續續親自宣傳及表態﹒展說抱負﹒但在後

期﹒因本身勢力頗鞏固﹒擅長期建立的關係﹒並非他人容易敢

替﹒故選舉前﹒多自俗稱 r馬仔J 的代為作有系統的宣傳。而他

本人亦不時在與村民接觸時表態，又打電話跟已搬離村的村民聯

絡﹒請他們回來投票﹒亦有不少村民自動徵詢他的意向﹒若欲連

任﹒便會投他一票。

梁志遠積極維持與村民及村務員問友善親切的關係﹒叉吸納

了一批道友的獨投票，加上本身地位的建立及宣傳，使他票數能

穗步上升﹒遮遮拋離了其他對手﹒並直通梁光明，在82年及的

年﹒與梁光明票數只有一至數票之差﹒十分接近。

由此觀之 ，雖然梁光明與梁意燈多少受搖言影響﹒但由於對

村民的利益影響不大 ﹒加上行為表現仍能維持﹒故未能影響他們

的村長地位。

另一方面﹒自76年梁目擊成為村務員後﹒因中村村民慣性投

票﹒使他在十六 、 十七 、 十八屆中均能成為村教員﹒由於他行為

表現良好﹒慢慢地建立了很好的聲望﹒票數亦逐漸增加﹒其間數

屆村長選舉中與第三村長之票數﹒只有二 、三十票之差，自小村

256 



代表發展到這階段已是很大的發展﹒亦真下了他在87年成為第三

村長的基礎。

梁日華成為村務員後﹒除了每日出席例會﹒討論村中事項

外﹒在鄉公所中亦擔任建設組成員，負責村內建設維修﹒曾重修

祖墓與祖翩。在他管理下﹒所有公家工程公開招標，又親自監督

修蔓過程﹒便以往藉公家工程而牟利、貪污的情況改善了。

梁日華付出很多時間在公家事務上﹒自七八年後﹒由於時間

容許﹒每天晚上八時許﹒便留在鄉公所﹒閑時與其他村務員﹒村

民傾談﹒有事便能立即幫助﹒給予村民及其他村務員鐘，賢、勤奮

的印象，他落力認真的態度，有些村民更取笑他與其他兩名村垂著

員為 r三傻J 'IE反映出他們的熱誠。

梁日華一直行為良好﹒無不利傳言 。 他在鄉公所會蟻上﹒往

往維獲公家利益，行事亦依從正式途徑執行 ﹒不↑自直指他人偏離

公家利益及不適當的處理手法。據他本人所言﹒最初開會時﹒因

周三房人﹒往往被二房人制止發言 ﹒啥是他不怕人多勢眾，指明

任何事必直言不諱。由於他處事往往較強硬﹒依法辦事﹒一方面

與梁光明派人士往往意見不合﹒{旦另一方面﹒卻獲得一些年老有

經驗的村發員支持及讀貨﹒認為有平衡及監察其他人的作用。

如在87年獅山中學校監兼董事會主席梁誠去世﹒本應由董事

會副主席梁四海頂上﹒但梁光明欲任校監之職﹒便聯結各人支持

他﹒但梁日華則認為梁誠之任期遺有力，個月﹒應由副校董主席任

滿後﹒方再選出新的校監﹒便堅決不支持他 。

由於村民一向知道都山中學董事會黑暗 ﹒常以人多欺少，有

人藉此把持勢力﹒所以對董事會發生的事十分敏感﹒梁日華在追

些事件土的表現被村民認作是公義的，是反種力，斷的行為。他

使自然成為投票的熱門人憊。

值得留意的是﹒梁日華得到的村務員支持 ， 一些資海村務員

有經驗﹒以公販利益為大前題﹒認清那些人真正為公家做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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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名不符實。其中四 、 五名年老村務員十分欣賞梁自擎的表現﹒

於是為他宣傳﹒形成與梁光明抱著的縱向支持勢力。

在八七年前﹒遺股勢力影響不大，因為原有的三名村長，無

重要過失﹒熱心村務﹒村民往往會慣性投票﹒所以梁日掌未有機

會成為村長。直至八七年競還﹒原為第三村長的梁道還因行為受

村民非議﹒再連任機會很徵﹒適時候﹒村務員及村民開始留意誰

人有能力繼任1比位﹒梁日華便成為最適當的人逛。

這數名村務員及支持他的村民積極地為他在村內向熟人宣

傳，雖然梁日學本人在宣傳上並不熱心﹒但卻有主動表態，聲明

若被選﹒必定會負責地把職位做好﹒於是能給予村民信心﹒支持

勢力得以建立 。 在八七年度選舉中﹒費是臼華成功當選﹒以182票

成為第三村長﹒比第二村長少見票﹒比正村長少158票 (見表

?可)。

梁日擎的成功與家族觀念有一定關係 。 雖然梁日擊不屬於大

村村民﹒卻也於村內競爭少而得力鄉公所。他屬第三房﹒而第三

房的總人數也不少﹒當他聲名日隆﹒便成為第三房投票的焦點﹒

從而使票數有所增加﹒亦是他在八七年能取代梁道遼部份三房票

數而成功的原因 。

據村民所言﹒從前二房聾斷村長之位﹒三房子弟常被欺歷﹒

苦不堪言 ﹒這些日子雖過去﹒但記憶猶在一些中年及老年的三房

子弟心中﹒現在有機會﹒有目標﹒梁自重慶便能吸引了若平家簇

票 ﹒為三房爭回一口氣及面子﹒

上任後﹒梁自華仍然在建設組工作，並擔任建設組組長﹒修

童車太祖墓及老圓圓門﹒仍然是每晚留在鄉公所當值﹒此非正村長

梁光明及二村長梁志遠所能做到的﹒故村民有耍，須幫助或簽文

件時﹒均能在這時候找到梁日華幫助及解決。

與此同時 ﹒他仍維持直言不緯﹒依法辦事的態度﹒在鄉公所

會議及翻山中學校董會中，曾多次與某些人士有所爭激 ﹒ 迫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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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和行為使他不但能保持村長之位﹒而且能獲得更多的支持。

在九一年選舉中﹒梁光明因90年被廉政公署調查私相售賣公

地事項﹒聲響日降，加上他一直命令式的工作方式漸受村民不

滿﹒為避免票數大失的尷尬情況﹒便退出競選﹒但扶植同村兄弟

及前村長梁誠之子梁偉民 。 同時支持梁志連連任以扶種新人。另

一方面﹒因他一向與梁日華膺，方式不合﹒故聯絡其他村民﹒欲

打擊梁日華連任。

梁日華卻表示顧連任，他的支持者落力為他宣傳﹒位票 。 如

在87年選舉一般﹒今次選學亦顯示出村務員的影響力 。 終於在

399投票中，以198票成為第二村長，與正村長梁志遠只有六票之

差﹒比三村長梁偉民高出26票。村務員的力量與當時梁光明得到

梁誠等村務員的支持情況十分相似。

梁志達能得選村長﹒一方面由於本身有一般穗定勢力﹒加上

梁光明一些支持，勝券在鐘﹒宣傳工夫過沒有從前那樣多﹒如沒

有打電話聯絡村民投票﹒也沒有熱烈拉票﹒故雖成為正村長﹒但

票數反自87年的233票跌至今屆203票(見表五)

村長產生與村內特色

從以上三個村長的成功記穢，可以見到的是他們均來自村中

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時間﹒爭取到不間的支持者﹒有各自成功的

因素及特色﹒但在這種種困黨中﹒可以警覺有其次.間的地芳，而

且與村肉環坡 、 觀念有很大的關係﹒現在大的可歸納成五路。

*跑長觀念

由於政府對農村的風俗習慣線不干頓政策，加上它對地方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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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很大的自治權﹒所以家旅觀念書生圈村中發生很大的影響力。尤

其是第二房的勢力﹒從數字顯示 (表三} ﹒約有五分之三的可投

票者是屬於二房的﹒而且二房能獨估了上村和外村，有家旅觀念

驅使下﹒自村長還學以來﹒第二房的代表往往能成為村長 (表

四) .長房及三房代表則無跡可尋。早期梁君武及黨能不關心村

務仍有支持者﹒而費是光明典男是志遺以二房身份加上行為表現而爭

取到村內票數﹒可見家旅觀念的力量﹒

一 行為褻現

然而家旅觀念亦開蛤有所改變。自費是道遺以第三房身分於82

年進身第三村長後﹒八七年三筋的梁日華亦能成為第三村長﹒迫

正顯示從前強烈的家旅觀念有了若干的轉變，過烈程度說退了﹒

可容納非二Z詩人成為村長。

轉變的原因很多﹒ 一是外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架構改變下影響

村民的選取標準﹒迫，直在下文再詳談。其二是圓村本身的投票嘗到

皮是在村長選舉時﹒每人可投三票，這樣除了可滿足家旅觀念投

果外，還可選揮其他選民認為行為表現好﹒適合成為村長的人

選 。

農村是一個禮俗社會，出個人關係連_，所以人們關係密切

而感情化:村民均互相幫織，由於常常見，面，亦互相留意對方發

生的事，造成村民之間能以目前行為作衡量標車﹒而且村民對他

人行為衰現亦十分敏感﹒反應很大 。在圈村﹒行為成風了村長產

生的重要閩東﹒這是織市沒法做到的 。因為城市中居民關保並不

密切 ﹒詔織不深﹒還割草時只可憑政綱或宣傳中了解候選人 ﹒從而

作山決定 ﹒輿鄉村情說不間。

在行為表現主﹒有不少村務員的表現也不錯﹒但行為及能力

的種類很多﹒能否配合環境及村中蠻展的需要十分重要﹒若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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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則能吸納了一群支持者 。例如梁光明的精明能幹配合了政府

地政發展下的需要﹒舅告念、遠的殷勤亦照顧到村中老一遍，及下層人

仕的需要﹒梁日童醫則成為糾正村內問題的代表 。

由此可見﹒能配合村中需要的行為能力表現亦是能有闡村中

成為村長 、 吸引村民及村務貝的重要條件。只要這些吸引線件能

維持﹒貝。村長之位亦能夠保持﹒闢為村民是較保守及不易變動

的﹒若村長無嚴重錯誤﹒村民均會償性投票﹒所以從表間可見﹒

幽村村長變化不大，多連任﹒而三位村長宵起均可中有他人退山的

.，接朔 。 這是倒村的特色 。

一 村務員的支持

正如前文所霄，倒村人數雖多﹒但可控票者只有千多人﹒千軍

村長選舉中﹒總投票人數只有約四百人 (見表五)" .其中有一部

份是受長輩及朋友找融投票，他們對候選人認織不大﹒只透過他

人的評偵﹒從而作山判斷。所以真正具影響力的人並不多﹒而造

群人當中最明顯的﹒非村務員莫屬了 。 從梁光明及梁日華三人的

例子中可見村務員的支持對村長的產生起著很重要的關係 。

由村務員組成的鄉公所是村內行政力量所有﹒這群村務員關

心村務﹒留意村長選舉，又能常常接觸及互相觀察﹒於是鄉公所

便成為培養支持勢力的理想地方:而村務員本身已有支持者﹒他

們在宣傳村長候選人及鼓勵村民投票上﹒自有影響力 。

但是要能學取到村務員的支持﹒並非易事﹒首先是一些村務

員本身亦希望成為村長﹒其改﹒能成為村務員的﹒均有能吸引村

民的因絮，既以耍能有這群人中突樹，非有山色的能力或表現不

可 。 這正是梁志遺初期努力稚村務員中打交道﹒位仍未能撞得支

持﹒反而梁光明以其能幹成了組單位人身份﹒梁日華以其教育勤奮

成了平衡力量之代表﹒得到一些村務員支持的原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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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傳

從前村領袖形成﹒無須依a宣傳﹒而宣傳在困村出現﹒與還

舉制山現有關。倒村的還舉制閻明而且重鐘，要變得支持，必須事

前輿村民建立良好的關傢及印數才可功。雖然在鄉村﹒俟還人與

部份村民均詔織﹒但它對提高知名度﹒推廣個人能力抱負﹒向村

民作山上任後全力以赴的保種作用很大﹒是積續爭取票數的方

法 。 於是宣傳有圈村還舉制度下成島村中的重要媒介。

宣傳教倒村中﹒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口口相縛。由於範間

廣逆﹒村民分佈﹒對個月i村務員及村長所認議並不深﹒資料多從

較接延這些人的口中相傳而得﹒口口相傳及..省在村中全身演著重

要的角色。

另一種宣傳形式是親自表態 。 根據國村的選舉制皮，候還人

並非親自申精成為候還人的﹒而是被動連山的﹒很多村民均擔心

選了一些不大順意成為村長的人而，後山現不負責任的惜沒﹒所

以村民均十分著重候選者表態﹒證明他是有決心成為村長的﹒保

證負責任﹒結村民一定的信心 。 所以未得某人表態欲成為村長﹒

村民決不輕易投票﹒曾有人因猶豫未訣，很多村民均放棄投他一

軍事 。
77電

團村的宣傳方式是錄用親自表態 、 口口相傳﹒以平日行為吸

引村民﹒與市區選舉錄用海報 、 單張 、 政綱 、 寄生投票站外枕頭﹒

逐家拍門拜訪方式有所不同﹒這興農村的扯會館構有關 。村內居

民關係較密切 ﹒認議較深﹒透過個人觀察或他人描述己能對候還

人有較深的了:解﹒於是對於候還人的評價是基於他日常行海:另

外凶村本身的選舉嘗到股是禁止候還人在扭頭站門外投票。反觀市

區:由於村民關係不密切，見面機會少﹒不輕易從日?拾行為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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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候遺書的能力﹒即使候選人有登門探勸j • ~數亦不多﹒未做成

效果﹒只好詠梅報 、 單張及政績以衰現個人的能力與熟識。

黑市票

黑市票的使用在浩治社會中是不合法的﹒但從樹村的個集

中﹒梁志遠是有購「道友J 票的，卻未對他的村長地位繪成不良

影響 。

他能夠運用這種手法而成功﹒未受任何指控，原崗很多﹒一

來梁志連人緣好﹒村民覺得即使他運用這種芳法成為村長﹒於他

們無害﹒所以不大理會;但j時梁志遠本身票數亦很多﹒即使m

rilî友 J 票﹒只造成他與梁光明之間的票數之事﹒對其他的村務

員影魯木大﹒出於他的票數始，誓不去梁光明﹒故謂是光明未有追

究:加上人們並沒有充份的種攘，交易雙方不承詔是很難控告

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她芳環境造成的 。 首先﹒不E地方自治下，沒

有一個有力機構加以偵查及檢控 。 政府方面一向對農村採敢地方

自治﹒村長選舉亦由村民決定，政府是不會理會的﹒若無村民要

求﹒單民府亦不會派人監察投票。而鄉公所本身並末在這方面有

明文指山贈黑市票是違倒去非法，要受處分 。

其次是村里的關係是密切的﹒容忍住很強﹒由於是單族村，

在「家脫不山外傳J 的宗旅觀念下﹒只要情說不太嚴重﹒村民是

可以接受的 。 所以對梁志遠購黑市票亦沒有指責，以免影響獅山

圈村在海rr界的聲譽 。

守主地方自治及村民保守的觀念下，沒有村民就這作事作山投

訴舉報﹒亦沒有權力機關加以監察調查，黑市票便能有關村選舉

中存在﹒這是司怯鞍鬆懈 、 村民容忍住高的情況下的產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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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錯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三位村長的成功因黨有十分相似的

地方﹒這里直反映山村長的產生與圈村本身的環境絃構荐者不可分

別的關{系。團村內的家族觀念 、 選舉制度﹒村肉人口館總及檔力

架構﹒還有農村特有的那種司法 、 規悔不太嚴髓，村民關係密

切﹒剛結的情說等各因素下﹒對村中投票者的選舉標車輿態度 、

支持力量的成分﹒還學宣傳的形式及候選人用以吸引村民的方

法，都有很大的影響。

倒村特有的環境影響著村民的意願﹒透過還舉制度把他們的

需要人還還學山來﹒同時﹒候還人亦能了解這些特質﹒運用各種

手能以爭取還票，所以雖然村內的投票人數日漸減少﹒但還山東

的村長蛤終是﹒村中真正需要的代表領袖﹒得到村民的支持。

國村以外影響村長產生的因素

個村雖是地芳自治，但它的運作蛤路是與外在政治運作11:社

會鐘濟環境變遷有關，很多外在因買賣對村長產生構成一定的影

響﹒主要有南方面:村長在政府行改架構中的角色及社會經濟轉

變帶來的影響 。

村長在政府行政架構中的角色

由於政府採取地方自治的政策，村長便成為政府與村的橋

樣﹒在地方發展上﹒是村輿政府周蜓的重要人物，於是村長在政

府行政架構中紛演的角色﹒便成為影響村中還學行為 、 線壇的重

要原竅。雖然村長在政府政策發展中﹒離不間是:a嘗詢角色﹒但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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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政府行政制度不斷擴張及演變﹒村長的重要性反作用亦有所改

變。

政府行政不斷變化及擴張﹒出全港推行劃一的中央行政政策

到人一年開蛤的地方行政﹒地方給詢委員會及區議會的成立﹒使

自村長代表組成的區濃會的諮詢及政策合法化的角色，亦日漸薄

弱:加上香港行政系是一個「科層組織」﹒續維層疊的娘構、公

務員專業化，使行政上往往偏重率與效能﹒依循著鈍技街:&專業

雖則，並以適民地利益為主﹒忽棍了地方特別需要﹒與早期理民

J(;f性質大相徑庭 。 這位村長的影響力及重要性下降﹒並明顯地帶

來兩個影響 。 自政府部門擴展﹒地芳領怕政治力量的下降﹒村長

地位不再能對村中富戶或地主造成利益上很大的幫助。加上七十

年代工商發展及快地利益﹒很多地主把性意力集中在村外的業務

發展﹒並不熱衷於村內事務﹒他們在生意上獲取之聲望及利益往

往高於村中所得﹒於是村領導之位不再是地主富戶所說逐的東

西 。 由於大族大戶放棄聾晰. 1比位卻成為中等階層種取聲望及生

意芳便的重要途徑 。 這些中下階層要從芸芸村人中背起﹒在沒有

經濟及聲望背;法下﹒只有憑著熱心助人，關心村務等行為建立形

象﹒學取支持 。

從樹村二名村長均來自村中中等或中下階層﹒ 一改從前以土

地 、 聲望獲得村領導層的情況﹒說明了攻H~行政架構擴張及科層

化的情就下﹒造成了中等或以下階層有宵起的機會及導致候選人

以行為吸引村民tt意 。

由於政府的科層組鐵﹒行政專業化等日益跑線的行政過程及

日漸重要的新界發展﹒使村民對村長的能力 ﹒知識有了更高的要

求，以便替村中爭取利益及反映意見﹒與政府用綻 。 村長要具備

一定的學獵 、 連兒、外交手腕﹒對行政程序認識﹒於是村民在投

票時 ﹒候選者的學增值與能力 ﹒便成為了考慮的條件 。 從而使村民

在還學上的標準﹒國R恆地方行玫銀橋績，車而有所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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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的轉變

六十年代以前﹒由於交通不便﹒村與村隔離，農村經濟仍維

持早期形式﹒如兩殼種種 、 商牧 、 養魚﹒自鉛自足﹒村民沒有到

村外工作 。 既以村肉領導層與村民之間﹒仍維持在土地民生活土

互相倚賴的關{系 。 但六十年代開蛤﹒村內的生產錯槽力所改變 。

首先是﹒工業化過程﹒五十年代末期穀椅種擅面對很大困難，

加以工業化都市化發展﹒很多村民均到村外謀生，造成很多村民

外流及經濟自足 。 根據統計，新界地區登記工廠由六零年295間

增至七三年的1382間﹒工商業連帶服務業展開拓了很大的勞工市

喝蛤村民參與 。

到了七十年代，隨著政府的新市鎮發展計創﹒胞村的變化較

大 。當時香港工商業發展迅速﹒都市人口不斷增加﹒政府有需要

發展新市鎮﹒收購腹地作發展用途﹒很多人把土地變質﹒加上都

市化 、 工商品能發展迅遠﹒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更吸引了新一代村

民﹒及有學歷專長的村民，爾在村到織市兢業或居住 。

村肉很多由務艘，轉向第二、三產業發展﹒更多村民搬，農村居

住 ﹒經濟及生活獨立﹒不需再倚賴土地及他人幫助過活 。 農村社

會經濟的轉變對村長的產生有很大影響 。 對村民而言 ﹒村長的重

要性下降﹒很多山外工作或居住的村民不再制心村長選舉﹒只留

下一些居住或在附返工作的村民和有歸屬感的老年人留意村務﹒

投票選舉 。 從圈村的惜沒亦可見﹒投票者多屬村中老或中年人﹒

關心村務的人士及村務員﹒由他們再拉繼別人住票﹒成為投票者

的主力 。

由於村民經濟上不再受地主富戶的控制及影響﹒於是在選舉

上有自由選學檔力﹒可因個人喜惡而作山決定﹒而他們的灣學練

車可能基於友情或回報關係﹒或由於家旅觀念及候還人能力1k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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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等，候還者有較大的空間來吸引村民支持 。 再加上很多年背有

學織的人士搬離村居住﹒具有迫些條件﹒留和村中居住，又顧意

為村服務的人﹒便輕易因應村內需求而獲選民支持 。

全文錄結

村長在村而育﹒仍有十分重要的意麓，位管他在村肉外的貨

際磁力不大，但仍是地方領導的學徵﹒是因R摯地方特色及需要而

產生的 。 著謬然由政府派人員到村肉管理﹒很容易會山現與村民

不協調及不被認可的問題，主的說是領導者不能與村民建立一種

詔可的關係 。 從這一芳面亦可解釋港府自統治以來﹒採敢地方自

治的政策，和傳統的艘村觀念下，進行了多方面的社會土地改

革﹒但仍然能在很太程度上保持新界種定的原閣 。 港府通過適當

地運用地芳領袖﹒把他們納入政府行政架構中﹒同時又控制他們

的力量，只眼於諮詢性質，使村落在地方領袖領導下能適應地芳

的發展 。 新以政府崗應新界地方發展﹒人口流入及擴張，設立了

地區結委會及區議會，有著鄉議局及鄉事委員會諮詢及和tJ1艾合法

化的作用﹒但仍保留著新界村落的村代表架構.ïF.是在地芳自

治﹒村落關傢風俗得以維持下所需要的 。

有些人付:提山﹒現在新界新市鎮普通山現的不關心社區﹒不

問結，各自為政的情說，磨出那些地方間個取代﹒使那種農村間

絃﹒關心村務的心態帶進區來﹒但是這可行性有多少 ﹒很成疑

問， 一來村裊的關保，多建立在於宗族密切的血緣關係，這是新

市鎮臣民無可建立的﹒其~﹒農村本身遺些村的觀念﹒亦因應社

會都市化﹒ 工商業發展而動搖﹒很多村民已搬離村里居住﹒只有

一些中年或老年人仍保留這份心態:加上地方那種觀念芳式，只

能套用於土生土長的原居民﹒並不能容易使非原居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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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追改分析﹒可以從新界，山國村現今村長產生的過程及

特色﹒了解到村長這一個角色﹒在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及社會經濟

變化下﹒及對於農村在種民地政府管治下的惜沒﹒鍵攸了新的資

料﹒

但須要注意的是，這吹分析只眼於凶村﹒事質上﹒新界地方

是很多不間的風俗﹒錯構 、 大小的村落.在大環燒演變下﹒亦會

因應地方本身的獨特性而山現不闊的情說﹒所以要對香港現今Ifr

界地方勢力作山全面的了解.這只是初步﹒日後需要更多學者在

這方面深入保討。

最一 :新界"組局當....的軍.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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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材4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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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四:.眉村，壓住..

-+i分 ( A ) 第一村長J.& .二輪1cJ.& 事三輪聶J).會

91 ( 20 ) 11忘這J二. 軍日~三 集偉民J二百

88 ( 19 ) ，長先研/二百 軍事連J二. 軍R車1三

8S ( 18 ) 同主 閉上 屢遭遍/三

82 ( 17 ) 向上 閉上 間主

80 ( 16 ) 間上 間上 ，陸軍霞/二東

18 ( 15 ) 間上 間上 ，農祖I二百

76 ( 14 ) 間上 '時itJ二東 .志違/二.

74 ( 13 ) .闖過I二. 艙，二四 軍先明f二百

72 ( 12 ) 提鐵I三百 軍火照/三二. .君民/二東

10 ( 11 ) 同上 向上 閉上

“ ( 10 ) 同上 伺主 11畏'XI畏

“ ( 9 ) 同主 向主 間上

“ ( 8 ) 間主 何止 肉上

62 ( 7 ) 向上 向上 ，長永生J三

ω ( 6 ) 向上 間主 軍畏tJì:.1喜:

58 ( S ) 閉上 蟹，甚安1. .火照/二.

S6 ( 4 ) 間上 軍火熱I二，眼 .長安/畏

54 ( 3 ) 間上 向止 向上

.1i:一九八七巫九0年.﹒的鈕，情混

最，.....材暢，越J皂 八七牟』喜歡 丸。牟』喜歡

.光間VJ 340 / 
軍車連 233 204 
，民 日軍 182 198 
果你民 lSS 172 
軍車過 109 / 
.俊賣 38 67 
.車， 8 154 

a﹒鈕，應人. 463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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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區祖國圓圈

哈維爾的r政治」

單永生

‘革聯和東歐的 r個家社會主輯~ ( state socialism )陣營瓦解

了。共產主鐘快要成為歷史的名詞 ﹒ 尚餘的共產主護教信﹒也沒

有多少人 ( 包指那些政懂中人 ) 真正相信迫個模式是一個有前途

的模式。

在這個急速"1體的年代﹒沒有人清楚知道歷史會將人帶往何

處 。 原闢之一是前時帶有主﹒未知去向﹒原因之三是對過去的並不

消楚。毒草們肯定的只是我們正在踏進廿一世紀一個全新的世界﹒

但正在逝去的究竟是甚廬的一回事 ? 隨著銅像 、 努頸 、 鎖鏈 、 語

錄 、 偷聽著器 、 旗幟 、 闢家. •• ....而舍的﹒究竟還有甚麼 ?一一正在

瓦解的那一種r主義J ﹒究竟是甚廣東西?我們並不太消楚。

作為坐上了這部駛得愈來愈快的列車，踏上F美麗新世界J征

逾上的人類一分子﹒中間固然有人畏個於迫樣或那樣的r重建J 、

r再起步J 、 F踏上新征途J ﹒而未及登上這郁文明列車的﹒就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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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著歷史時鐘可以倒撥﹒讀書兒們的歷史r重新來過J 。對於連些

r美麗新世界 J的尋夢者﹒逝去的或許可以暫時放下﹒讀那些成為

所謂F歷史問題J ﹒但對於這一切還未有逝去的，就有 r環賞的政

治意義 J 。

然而，接們又是如何套理解這種F政治d的意義呢?

在一些正統的故治學教科讀書中﹒政治被措述為 r使事情變得

可能的重藍衛f 用?話，人的理解﹒說是如何平衡利弊，以賞現目

的 。 於是，政治爭持的似乎只是﹒比較不同的方式去爭取貨現同一

目標的事。政治於是變成一種r競賽 J的遊敏，特別是一種國家與

留家之間進行競賽的遊戚。

如山似海的文字和心力，花在為競賽的飽兒如何保證獲勝之

道。 r失敗了一一再來過 !J F老是這樣不成搏一一肯定是有甚麼

先天的缺陷(或緝槽的約制 )!J.. .. . .政治思維就是場中過外的

r指指數點_J ·政治夢想忘記是持續倒撥。歷史，說像是驅魔除妖的

瞥世劇。多少簡單r 自明 J的r真理 J ﹒就放在那兒一一而且「久經

考驗J一一政治的意羲﹒在當世似乎說只有一樣一一重寫走進岔

路的歷史。

勝利的欣喜，是人所接事的。歷史的時鐘可以倒撥，更是很

多人夢寐以求的美好事情。 1968年的變克﹒就曾經一度使布投格

成為夢之天堂，情境Jf一如1989年北京的那五十多天一一那是人

民活得真偉人的-ßt 日子，當時布拉格甚至比北京還要好﹒因為

作為鐘克改革振首腦的杜布切克( D ubcek )當朝在位，改革有

了r帶人性面向的社會主義J此一鮮明旗說﹒而民脹的凝販力，亦

達到了頂峰。不幸的只是，造什.對思想家哈維爾一生影響最大的

歷史事件，最後只能以悲劇的形式﹒壯到地在這個早來的春天寫

上一幕。

哈維爾在其後長達二十年的編背反思和政治文化活動中﹒最

能頓示山其轉變的﹒大f底是他在《無權，學者的力量》一文中研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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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有1968年時﹒主足以為組成一個反對黨﹒能夠和共產黨公開饒事

懂力﹒說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我很早已蠻凳，事情不這樣簡

單。 J另外.在論及西方人如何看待續克的七七憲章運動時﹒他

說. r那些沉醉和.自己那套政治避祠的西方燥介﹒或會將我們的

方法說成太過再堅守規條 、 太過冒險 、 修正主義 、 反革命 、 資產階

級 、 共產主義 、 成太左 、 或太右﹒然而我們對此毫不感興趣。 J

是甚麼令得哈維爾路為'事情不這樣簡單J ﹒他說的F事情J又

是甚麼 ?是甚麼俊的維爾對這些派別.J分、政治旗號F毫不感興

趣九一一對中國的積者來說﹒難道還有比個j撥歷史時針 、 瓦解

共產主義體制來得更車耍的r事情 J嗯?而為了逍個頭號F事情J.

遞過還有比811消朋友、敵人﹒分消主lX矛盾，打山明確可行 、 而

又切合F貨際 J的政治綱領更有r興趣J的事嗎?而打擊共產倆相區體

制廠為有效的武緒是周於那一種r主義J ﹒不也已經是F清楚明白 J

了喝?

二十年的徹底反思﹒數皮的牢獄災劫﹒為哈維爾鍵山了一些

他器為是更為有趣 、 更為重要的事情 。 有這本《哈維爾還集》中﹒

大很可以反映山的維爾政治思恕中一些巫要錢竅。在每一條錢索

中﹒畫是們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供爭議 、 探討的課題﹒而在敢多線索

中﹒最為核心的﹒相信是他對，政治J 的重新思索和重新定

位。

在〈否定政治的政治〉一文中 ﹒他明白地表達了迫樣的看

誰在﹒他說他喜愛F否定政治的政治﹒那跳起﹒並不作為何處謀 、 操縱

按衛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程控式駕車里的政治﹒也不是作為

把事情，會山來的聲術那樣的政治﹒而是能對有意義生命的追求 、

保護及為此而作貢獻的那一種政治 。 J他既喜愛的，是F作為貨錢

中之道德 、 為真理而服務的 、 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

力的政治。 J他消趣的認識到由逍搞政治山發﹒研調政治上的成

功，巴金然不能用她力的轉移 、 交換、更替等既有的公式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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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也認i渡到，一旦政治上的成敗不再是一種改朝換代，把歷

史時鐘推前撥後的避戰﹒政治策略語育上的所謂F改良 J 、 r革

命J 、 r保守J 、 ，.~世進 J ﹒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既然沒有了傳統意義的所謂策略﹒也不再回限於原有那套思

維所框定的那些目標﹒那自然牽涉及他作為一個政治和思想上的

活躍分子(特別是他們還要為此而付也代價)的自設定位的問

題 。 的維爾在 〈 無慎，學者的力量〉中﹒就是要為連個關乎責任 、

動機 、 指向等的人的r身分認同 J問題﹒作山相當詳細的探討 。

r回到真貫的人的政治J一一是哈維爾的關切﹒他這種關切﹒

肯定是超民旅、超地域的。因此，冷戰的語言、 冷戰的思維的確

很難把哈維爾定位。西方的新右派理論家，為著東歐世界山現這

樣一位持續不懈的F人敏鬥士 J而額手稱慶﹒遙遙數贈 r中歐新右

派 J的名號與哈維爾@﹒想是因為哈維爾后哥大力鐘伐的 F後極樓主

義J ﹒和冷戰語言襄面的 r幢幢主義J只是一字之差 .既以毫不保留

的引為己顯﹒稱兄道弟 .11為織者笑﹒在西方右派看來， r凡是敵

人反對的，我們就要贊成u 推倒共產強繪的﹒必是r 自由世界J所

稱遁的 F臼兩戰士 J 。要不為鑫麼遷，有哈維爾當了組鏡後﹒到美國

國會演講φ ﹒說r你們一樣也只是站在邁向民主的路途上 . . . . . .我們可

以向你們送來的是﹒我們 ( 來自幢幢主義底下 ) 的經驗和認議J

時. 主義員大人中竟沒有多少看得山迫是一個尖刻的批評﹒而仍然故

作明白﹒點頭稱是這樣的笑話。然而對於美國國會來說﹒ r回到真

實的人的政ff1 .J ﹒難道不是一種外星人的話嗎?

語言就是迫樣一種將不同世界相分相隔的東西。聖經襄巴~J塔

的故事﹒就是說上帝創何令負摯的人國語宮錯亂﹒不能交往而互相

隔間 ，互相處書 。不過上帝在巴別增故事還沒有做﹒反而在現代溝

通頻仍 、古音吉普及統一的情淚下得到高度發展，就是謊言的體制

化。哈錐爾在接討所謂，後幢幢主fl .J的時，農﹒敢在中心位置的﹒

:是謊言這種維持體制運"的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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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一一在哈維爾的思想中﹒具有一種社會本體論的地位 。

對哈維爾來說﹒論言並不局限於我們日常理解的F撒謊J · 因為撒

謊意味若有一獨立自存的「真貨 J可供對照 、 驗趟 。 但在如後結構

主義者對r再現 ..J ( rcpresentation ) 這個概念的爭論，認為事物

別無本相﹒ 一切都在再現的中介過程當中一樣，哈錐繭的 r說瞞

騙體的生活 J ( living in Iies ) 貨際是一種具本體論意義的陳迷 。

r謊育 J不再是對r真貨情說 ..J ( reali句)的背離和扭闕，就育反正

說已是社會生活的 r真實 J本身一一而這也正是所謂r後撤繼主義J

體制的本質。

哈維爾的r後撤纜主義J是建華在一種有關社會的語言學性質

的社會理論之上﹒是以喬治﹒奧威爾 ( George Orwell ) 在《一九

八個》里面有關語育獨裁的觀察之上發展起來的 。 的維爾論及的

這種語言獨裁﹒般都J檔 ( C. Lefort ) 在《撤權主義的邏輯)@襄面

談到續力的符毀性質﹒在精神上是相遁的 。 不過﹒哈維爾在突山

r說吉 J在社會本饋的角色時﹒除了論及磁力如何透過語言來行使﹒

諾言又如何蟬，造權力關係之外﹒更具敢畫畫的是 ﹒他藉此而帶引山一

個極見，爭議 、 而又常無法令人滿意地解決的問題﹒也就是道德價值

的位置 。

和調柯 ( Foucault ) 相比﹒哈維爾眼中的激言 .S)Þ.不單是一些

臼存肉有的 「磁力..J ( power ) 的遷，導機制﹒而是一種道德價{t(歡離

棄後的結果 。 如果說褔柯困局有一套權力的運作投術學在背後 ﹒ 對

於F人J 、 F主體J等概念感到極度縷蹤和抱犬備的態度﹒那哈維甭說

具有更大的熱情去堅守一種有關人的基本存在意義和價倍 。 這也是

哈維爾的思想之容易被彈.解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原因。

哈維爾的人道主義來內海穗棉和李維納斯 ( Lavinas )的哲學 。

他亦深受錐亢的帕托奇卡 ( Patocka ) 的影響 。 在 《鉛愛嘉的信》

中﹒哈維爾反覆地談到善盡如仿念 、 責任 、 希望等問題﹒他對謊瞞崎

隱生活的批判﹒是黛鱉與他對r存有的意義J追問題的關切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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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這種對興極意接問題的說著﹒令他的思想帶有一種宗教感

和神路主義色影 。 但如果說他的思想也踏在乎引申山一種有關上

帝的概念和宗教熱情的話﹒那草草們只可說﹒他顯遁的是一種祈克

果式的上帝觀。但他和這些存在主義神學不同之處﹒是在1I~"他並

不需要先設一個F把人離棄J的上帝。他著酸的﹒仍然是人如何種

棄P人~ ( f!I， r存有J的絕對意義)。

哈維爾遠設和宗教的mMt﹒是﹒來自一種對語言的高度警覺。

F上帝J作為一個概念﹒一個詞語﹒並不能保證它兔於在語言的運

作中沉擒墮落﹒就如一切現代科技文明底下﹒一切偉大的詞灌如

r社會主義 J 、 r和平J等 。 也正因為同樣的原因﹒將IJ'合維爾的思想

用語育去歸類也是有問題的.這亦是他對人們如何去將他置放在

政治光譜的任何一端，毫不感興趣J的闕樣道理 。

對哈維爾來說，人，.棄人作為人的責任﹒可以以任何一種方

式發生 。 關鍵有於一種自覺地面向真理的赤誠﹒那種追求生活得

頭落真誠的閃念 。 但這種存沒之間的意義空間，並不是薩特式的

虛無主義抉擇﹒而是發自一種對生活周遁的人和社蠢的關切 。 所

以﹒那不是一種孤獨的選取，背後也沒有尼采式的超人意志，反

而是一種以「他者~ ( others )作為前提的博愛精神。哈維爾館

為﹒只有這種以「責任 J為核心的會覺才是將人從謊言體制拯教山

來的希望所柱 。

哈維爾這種重返人性的努力，令他對任何社會解放的聲體藍

周抱深刻的懷疑態度 。 哈維爾#. < 無權，學者的力量 〉一文﹒表明

只有從人的生活山贅，才能找到反抗力量的泉漲。這種反抗﹒是

高腔的具有政治性﹒但那絕非磁力分配那種意思的r政治J ﹒而是

F 回到其主穹的人的政治J' .政神的位置治的政治J 。 為什麼要回

到真實的人，而非一般所說的r人道 J ? 這是崗為在笛卡兒式的人

觀中﹒人透過普遍的理性能力，是﹒可以達到一種類泣神的地位﹒

對自然客體進行征服 、 改造﹒對人的世界立法 。 但這種r人道 J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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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山的科接力量'. 郤正好是一種異化形式﹒重新返回的r人

性」﹒已不是這種科投文明下 、 人的普遍立法力量﹒理性檔威下

的既調人性﹒而是另一種與具體的生活 、 際遇和歷史環境，告知的

，人性 J ﹒一種具有深厚責任感的人性﹒而非戰天門她的 、 與自然

及r生活世界 J ( life- world )相對敵的r人性J 。

出於哈維爾后斤關心的，並不是如何去戰勝一個客觀、外在 、

獨立於人的和Jl女﹒所以從找推翻 r共產傾權J的策略為山發!li去閱

續哈維繭，肯定要失望。而且﹒哈維爾從來沒有認為﹒ r後再.檳

主義J只是共產主義的代名詞。相反地，他認為 r周家扯會主羲 J

只是一種變早山現的後極權主義形態 。 它們的山現從相反的意義

來說﹒只是對西方人一種鍵早了的預報，他毫不諱言 ﹒後擷倍主

義只是科技文明加上消費主義的結果﹒西方資本主義沒有絕對的

保護能夠啡除走上同一命運的災渦 。 哈維爾的這點觀察，令他和

另外一些以冷戰自苦苦來套用 r極繼主義J觀點去分析r闖家社會主

著 J的人劉淆了界錢 。 忽略了這點﹒無法不造成誤解甚或笑話 。

由於哈維爾關心的是一場「行性的革命J' 要被迫竭革命的策

略﹒不得不要從全新的角度﹒用全新的語言去振索 。 他在被討七

七憲章運動時﹒毫不諱言去批評和反思提克社會在過去幾十年的

反抗體驗。他排斥了一系列當亨、自傳統政治概念的想法。他脊定暴

力革命，否定建立反對黨﹒他ØI.為，革命一一改良 J的二分法不適

用於後撤檔主義，研以他也和一種r點滴改良J的思想保持距離。

哈維寓所追求的﹒是一種能切合現時代人類處境貿況的真正激進

路錢 。 他認為這只能在一種外於政治 ( non-political )的領續中

追尋。

七七憲章運動給哈維爾帶來大量的體驗。他毫不懷疑這種

F公民抗爭 J的野史意義﹒並垃圾之為新型門事的楷模。情說就如

西方左派jfj;二十年不斷反思的，說是1968年的全球性社會運動和

白發性反銳的經驗一樣。透過七七憲章的反省，的維爾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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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持不同政見者 4的作用和角色﹒保衛住行動和社會自衡的概念﹒

以及在將來山現興致繼平行的另一種社會組鐵錯憎﹒哈維爾在這

莫不是去描述一個反對派組鐵如何成立﹒而是討論這些社會民間

自發組織與政惜/正規生活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發展的方向及

定位 。

哈維爾在迫些策略問題上的探討﹒與其說是致勝公式﹒不如

說是一種具有唱起厚蠻展潛力的討論鋼領:它們緊扣著哈維爾對體

制本質的分析和判斷 。 特別是因為這個體制不是一個純悴外在的

客體﹒或是外加於人的東西﹒而是一種互相壓迫 、 互為因祟的自

驅機楞，人在迫個體制互相造就壓迫和設壓迫的條件﹒所以﹒存

在的革命只有從扯會生活也蟹。

不過﹒哈維爾並不是單純的用鼓吹道德主義來當作反抗工

具﹒而是語為只有依靠道智力量和人追求生存意義的直覺來開拓

瓦解說育機稽的可能性﹒才能真正找到新扯會的目憬。在逍襄﹒

手設和 目標並不是誠然二分的。

道德的力宣草原、 自人對 r本真存有 J ( authentic Being ) 的嚮

往 .這是海、 自深處的人性 ( humanity ) 0 道德力量要克服的.

不純是 、 也不能停留在於外在的體制﹒因為外在的飽嘗到之能壓制

人性﹒是因為體制是由人所共伺構造 ( ∞nstituted )的﹒是基於

人性的異化。如果用海德格哲學的說法﹒是由於存有受到 r遺蔽J

的結果﹒@。 對哈維爾來說﹒ r後極權主羲」是迫種越般的頂勵﹒是說

宮統淆的1頁蛤﹒ 是生活意讀形態化的頂.10﹒所以 -r窮落冀，真的生

活 .J ( living in truth ) 既是向體制鈍戰的旗數 : 亦同時是人肉在的事

戚。 作為門事工具的任何戰街主張﹒無可避免地會面對無處不在的

P喧陷J ( fallenness ) 的危險一一婦曹(亦即口號 、 鎮織 、 時錢等 )

的危險亦在這寢 。

和 r極植主. .J前者不同的是﹒哈維爾不需要假設體制真的能夠

為它淌下的臣民F說腦J ( indoctrinated ) 。 相反地﹒在哈維爾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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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後繭植主護世界﹒人都是某種意義下的策略家

( 如ategist )。 人們是﹒自覺地去r貌就J ﹒去利用說育 ﹒幸與意識

形態機務打交道﹒以此換取檀力和財富 、 生活的安逸和平靜。哈

維爾在 〈 無慎，學者的力量〉 一文所措述的普通小人物正是如此。

哈維爾社會本體諧的悲劇性亦正在於這種小人物不斷塑造互相壓

迫條件的狀態 。 哈維爾心目中的意識形態﹒正如說言一樣，可以

是任何一種說話﹒不管其內容如何。所以，山路並不在於建立另

一套體制 ( 即另一種可以言，人去兢兢的需語) .例如西方民主 。

他甚至提山﹒應該想錄一種超脫人類存在困境的r後民主制度 J 0 

哈維爾的政治.劇，不是由一種較優較好的制皮去取代另一

種制度的劇本﹒ 不是由 r反對派 J去推翻F當繼者J的 F復仇紀J 。 相

反﹒雖然哈維爾是東歐也知識分子領導的民間反抗運動 ( 也即持

不同政見，當運動 ) 的表表者﹒但他竭力要去質疑的﹒正是西芳人

對東歐地下反抗力量這種富有備見的"J分 。 他努力要澄淆的，正

是知議分子在反抗運動中的非優錯地位一一那不是自謙，而是去

說明 r回到其質的人的政治J底下﹒甚麼才是要門爭的﹒甚麼才是

反抗力量的泉諒 。 迫種r知識人J的自省﹒又豈是以F國家之寶 J 、

以r指點江山 J為職志的中國知識分子既能想象 ?

類似哈維爾所探討的反抗政治模式﹒恰好在這幾十年西方社

會運動 ( 1是演義的西方新左翼運動 ) 中亦受到討論 。 整個可名之

為後馬克思主義 ( Post-Marxism ) 的思潮亦與哈維爾迫種思想

有共鳴之處。例如﹒女性主義強調，個人的即政治的J ﹒把壓迫的

焦點從狹義的檔擁政治看成只是廣涯的社會壓迫的特例:綠色和

平運動亦要求稚更廣涯的外於政治的層面開展就爭空間﹒改革工

業文明 ( 作為一種文化生活 ) 的機組 : 萬蘭西主義者視民間社會

( civil socie句)中﹒ r霸續 .1 ( hegemony ) 的事持是徹底改革領

導和敏領導闕係的真正激進策略﹒以至曉返如校 ;克勞和幕幕

( Laclau & Mouffe )的 F基進民主 J說 ( radicaJ democrac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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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都是在不同層面上探索的r否定政治的政治J 。這也貨非怪

事，因為以先進資本主義為抗爭對摯的西方左派和東歐的地下反

抗力量﹒早已有接觸 、 講過以致對辯。這種在門爭之中和之外的

民間對話，質是﹒打破冷戰體制下人民典人民互相隔闋的突破。雖

然不可以說東西方的，民間扯會力量J取得共識﹒但一些基本的步走

過課題，是早已給指韶山來的。

如果將哈維爾的思想放置到 rr後工業文明」下 F反就4和 F希

望 d是如何可能的? J這個廣闊的辯題下去考慮﹒哈維爾的特殊貢

獻是:株西方芹.派一片後結構主義、新尼采主義的激進批判下所

帶來的某種走火入魔的犬儒主義歪踏上，送來一般深具道德熱情

的消-風 。 哈維爾的思想要面對的挑戰正是:他的道德執著﹒如何

不是一種古老的傳統式道德主義(即普遍立法) ?他的反抗主

體﹒如何不是抽象而沒有且歷史的當卡兒式主體?這種設祉會的抗

爭﹒又如何安頓抗爭者的主體性?如何可以避免福柯式的 、 沒有

定點的沒權力論?一一也就是說﹒在r道德一一知識一一權力 J的

綜合統治年代，反抗運動如何不會陷入僅僅是虛無主義 、 相對主

鑫?西芳左翼對社會運動 、 民間社會的探討﹒政治道德問題上的

. 群善主義( communitarianism) ·以至廣涯的新女性主義及基進

民主理念﹒都可以和哈維爾的思想互相參照。

例如﹒哈伯瑪斯( Habermas ) 在有關現代性的論途中，提

山體系 ( system )和生活世界( life- world )作為理解現代社會

的壓抑性質﹒發揖滑過行動( communicative action )的可能性

的概念架構'.就和哈維爾的後擷檔主義討論有很多可相對照之

處。@

哈伯瑪斯的理想是實現基進民主的 、 主體性分散的、免除體系

壓迫的 、 以生活世界局本的共和世界( radical democratic 

republic )。哈維 爾的前途員Ij 建華於以具體的他者(∞nαete

others )為前接 ﹒重攪在一種包含了社會和政論意義的批判性r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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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踐J ( existential praxis )上的，責任 J 。如果說哈伯濁斯的理想

是完全依賴於建立思多r公安官領旬t J ( public spheres )內免除了

扭曲的溝通﹒那哈維爾則會指出，沒有具體他者所對照出來的那

種不對稱(的ymmeuy) .也說是人在 r責任J面前那種不能逃避

的不安﹒並詔識到人的有限性 ( finitude ) ·對抗鑄阻力量

( totality ) 的反說﹒是無法草掠訴擒，平等一一民主」來完成的 。

這也說是說﹒問題不是能否如哈伯瑪斯既指要設計出個人不再受

體系壓迫的生活世界可容身之所﹒不是有沒有個個完全自主的非

扭的滑過﹒而是有沒有在跨主體( inter subjectivity ) 的基礎

上，以道德責任來重掌自費及韓同。而人在找尋這種認同時必然

會經歷對荒謬的體驗﹒它所帶來的追尋意義的欲求﹒卻才是希望

的所在 。

哈維爾的反思是激自布拉格之春之後﹒提克社會的新變化 。

一如六四後的中國，反航運動的沉寂一方面來自高壓的暴力手

設 ﹒另方面來自這-m所謂 F常態化J$ ( normalization ) 時期的

經驗 。 政她的意織形態虛偈雖已暴露無遺﹒ 但庸木的人心 ﹒ 道磚的

頹萎﹒正伴隨著消費水平的接肩而來﹒種合成一種政繼既希望維持

的冷漠狀態 。 七七憲章運動要求在法制領域昕翎展的公民航爭﹒意

羲不在於研絢挑戰政犧﹒而在於使社會保持自覺 。 哈維爾尖銳的詔

議到﹒研制共產主義政構的崩潰﹒絕對不是r經濟改革一一中產階級

成長一一知臟水平鍵商 J的公式所帶來的 。 反嵐的正是﹒經濟成長所

帶來的﹒很可能正是反抗憲議況淌的先兆 。 在政治掠抗走入地下的

環境底下﹒哈維爾敏銳地觀察到﹒有兩個丘相矛盾的傾向在外於政

梢的領續進行 。 其一是非政梢的抗爭和覺醒﹒其二是道德上冷漠、

龐木 、并虛作假 、 喝著正陰違的現象盛行 。 但是 ﹒ 一方面他鼓不天真

地以為這便是舊體制瓦解的先兆﹒ 反而視之為新的政治監舍的芳

式﹒消融反說力量的被動IJ :另一芳面他又不是卸馬爾賄鑫

( Marcuse )一樣﹒童安全面鎮控感到無能為力﹒或者作虛無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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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議 。 他沒有馬爾摩鑫那種失落了革命主體的鄉愁。反而，他試

回努力在這些非政治的姓會說事空間找尋意羲及樹立希望 。

哈維爾的思想是來自具體環續下的抗爭﹒但這些抗爭的意義

並不是地域性的。他當年和昆德校( Kundera )的執勘@﹒說是

一種後現代情狀( postmodern ∞ndition )下，犬備和堅持反就與

希望的兩種不同的政抬回..﹒也是將會她在任何一個處身後工

業一一後現代世界的人研面臨的兩種還擇 。

歷史是不會自行車寫的﹒不斷重游歷史的只是人自己 。 而每一

狄重寫都是人對歷史賦與新的意義﹒也就是人對自己的生存價值，

人對自身既處的位置 、 角色﹒ H 己所做的一切一切賦與意義及轉向

( identity )的機會 。 關鏈在於﹒我們能否則真正具創新和解放意義

的語言﹒來重寫我們的歷史。一種真正懦在民主的航望，研迫求的

正是迫種新的精宮。哈維爾的思想﹒正好是六py之後中國人所值得

引為借錢的這種竊吉﹒因海它所開般的﹒不單是F鍵j'[.經驗J 、 F東

歐經驗」 、 r共產主羲瓦解經驗J ﹒而是一種更為深刻的人性經驗﹒

只有立足於此﹒我們才可以開蛤更有意義的，反思J 。

哈維爾的政論生命在他登上..統寶座之後有了新的發展﹒他過

去的思想在整個現代反抗運動中的貢獻可爭績之處仍多。這襄借希

望可以提供一些鑽家﹒位發們可以更綿近這個活生生的故治人﹒且

他活生生的那種F政消J 。

注釋:

φ Scruton. R.“The New RiJht in CentraJ Europe 1: Czecbo6lovalå." PO仙化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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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u 1988 VoJ. 36, pp. 449-462; de ca叫ole，Vaclav Havel 越 a Con揖rv剖jve

Thinker" Salisbury Rev;ew Dec., 1988. pp. 45- 48. 

@ 聆維爾J990年2月 21 日在，是闢國會的演脫﹒形容東歐啊，堅帶來做洲人訂數玲戰

二攝世界般的糧倉﹒ X觀能揖數世界的只有人心和高股民脹 、 爾摩的責任﹒塵中以

F自由世界衛士 J而自擎的議員﹒設有多少人能幫會峙，薩爾何新指 ﹒ 吋be

Revolution has Just Begun" T~ 5β，/90; "An lntellecluaJ's Lessons" CongressioNJJ 

Quaner兮I WulcJy Repon, Vo l. 40, 24/1/90. 

@ Leεd絢for吋t. c. 

soc叫cie，月吵yPol肉砂y: 1986. 

@兒Tucker， A . " Vadav Havel's Heideggarianism" Telos, V. 85, p. 6)- 78. 

<ID Matustik, MJ. "Havel and Habermas on Identity and Revolution" prrui.s 

lnternotional990, Vo l. 10 ( 3 ) • pp. 261- 277. 

@ ..閱Simecka， M. The Restorølion 0/ Order. The Nomaa丘酬的n 0/ 

Czechos/o叫kia， Verso: ]984. 

@ 臣德拉當年盟海七七窟，世運動那種文人..﹒只是一擅自我陶醉的"}J陸出主a ，

( e治libitio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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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噩益，

蘇聯社運人士談 r政治下的

人民和人民下的政治」

劉健芝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瀕臨解體之際﹒章者在莫斯科山席

由莫斯科大學經濟系「自管實驗室J ( laboratory on self

management ) 主辦的研討會﹒主題是東西民主經驗交流﹒從社

會 、 經濟 、 文化 、 歷史角度探討自管理論，反思、自管經驗 。

il!二十名關外參加者﹒大都來自歐洲 、 北美﹒很少來自亞 、

非 、悅。主辦者解釋﹒他們並非僅有興趣把黨聯與先進國比較﹒

相反﹒他們看到撞車聯jf.日益「拉丁美洲J 化。關此，了解豆 、

非 、 pr.在世界市街扮演甚麼角色﹒它們如何被國際資本燥授，各

地人民爭取自主的門爭經驗﹒在今天這個歷史時刻尤其重要 。 很

少豆 、 非 、 拉的參加者，主要是因為民間組鐵無怯自行支付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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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贅，所以不能也席 。

來自草案聯本閣的參加者約四十人﹒除學術闊子的教授 、 研究

員外﹒有不少社會運動的活躍分子﹒包括環保運動 、 工運 、 婦女

組鐵的人士 。

矩矩-l團﹒除五日研討會外﹒有兩日山外齊動-一些人士。接

觸的時間短暫﹒無法深入了解各人的看法和活動 。 以下整理部分

資料﹒攸火家參考 。

r工過資訊諮詢中心J (KASKOR) 

Kirill Buketov在「工運資訊論詢中心 J 工作。他說，中心

在一九九零年主月由無故府主義工運人士組成﹒主要工作是出版

一份工運訊息週刊，負責振奮鉛草草聯全國獨立工運組鐵和罷工委

員會。緝輯部成員初期全是無政府主義正運人士﹒後來有其他進

步正運人士加入﹒中心改為獨立運作。週刊有三全國各地有五百名

通訊員﹒負責把各地工運消息傳鉛攝輯部﹒緝輯部盡可能原文照

錄﹒促進資訊流通 。 他認為奢談工人大問話﹒不如賞賞司生在加強

不同地區 、 不同產業的工人相互的了解、關心。氣輯部間時出版

一份英文月報，尋求海外訂戶﹒訂費用以支持俄文週刊的經費。

獨立工人委員會

Vladimir是莫斯科有五千工人的盧布連斯冶金正廠的4人要

員會主席兼半會主席 。 他說， 一九八九年底﹒他所特斗L廠L人開

全台籌組工人委員會 。工人語為需要建立某種機槽﹒學取改善:.J.二人

生活 。 七十年來﹒政府用未來的美好憧憬誇導工人幹活﹒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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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說﹒要為今目前活。

一九九零年二月﹒工廠的工人委員會成立﹒積極尋求把職工

代表會民主化﹒以及改善工作僚付. 0 一九九一年一月﹒全廠五千

4人有一千五百人罷工六天﹒要求加薪五成和改善正作環繞 。 絃

鑄造l實是﹒增加了，工作僚件卻無改善。工人患避肺病情說嚴重 。

由於法律禁止罷工，法院有罷工發生後傳控該獻 。 工人辦稱

他們沒有罷工﹒但怯說裁定是罷工﹒要罰曠工代表會一百二十萬

盧布 。 工人向草草聯最高法院說犧﹒結果，法說把案件收入檔案

櫃﹒工人不必付罰款 。

Vladimir既是工人委員會主席﹒又是工會主席 。 他留為門事

很質量進行 。一方面﹒每吹門事之後﹒廠芳憊千方百計向組鐵者報

復﹒例如分發食物 、 衣服時﹒故意不聖賢，合組鐵者。另一方面，個

體戶生計較好，很多有為的工人寧可轉行搞小生意﹒也不顧艱苦

耕耘﹒建立獨立工會 。 他形容自己搞獨立工會的感受﹒好像是標

體站拉人群憂 。

怎據看工人自管? Vladimir較悲觀﹒認為不可能有自管﹒因

為工人未有畫展備 。 現在沒有甚麼架構..L人組鐵起來﹒卻有許多

架構用來愿抑工人的白發組織 。 他覺得，要發展自管﹒必須先有

法律保障﹒有基金﹒還要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不斷進行自主是組織的

教育.和積累經驗 。

勞工魚(party oC Labour) 

Bori Kagarlitsky在懿聯國外倒車盛名﹒崗草書他山了四本英文

書:討論草案聯知識分子的《思考的蘆葦》﹒評論戈爾巴喬夫改革

的《再見改革》﹒評論東歐和蘇聯遁年變革的《變革辯析》和

《崩解的一元社會) 0 <天安門評論》第一期訪問了他﹒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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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大學東和翻譯他的文集，他也欣然答允為中文版寫序 。

Kagarlitsky在八十年代初期參與民主運動﹒一度坐牢﹒ 一九八八

年以後非常活躍﹒ 一九九零年閏月獲選為莫斯科市議會人民代

表﹒並籌組「社會主義:a J ﹒成員約三百人。 一九九零年人月，

他聯同一批知議分子和工人領袖發起組鐵「勞工黨 J 。勞工黨主

要毛主莫斯科活動﹒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有登記會員百多人﹒支持者

幾百人:十九名成員是莫斯科市為會人民代表。成員一半是工

人，但多為工人領袖﹒少普通工人 。

勞工黨初步的主張集中在事取起碼工資為每月三百盧布﹒私

有化過程中過半股份應由勞動集合體擁有﹒反對物價自由浮動 。

勞工黨事取與 r莫斯科工會聯會」緊密合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物價即將自由浮動 。 勞工黨決定在十二

月三十五日號召大罷工 。 據Kagarlitsky說，勞工黨的成員對此有

分歧意見 。 屬於工會背景的成員﹒大都主張憊不幸物價開放前發動

會告性罷工﹒知議分子山身的成員則擔憂準備工作倉促 。 這些肉

部分歧反映勞工黨雖聲稱代表工人群眾利益﹒但未有強大工人力

量作為後盾 。

r緣，眩聯盟 J 的Vadim Damier '批評勞工黨太急組成，認

為應性工人領袖和活躍分子中間商量釀。勞工黨另一成員

AJexander Buzgalin則認為急切要填補黨聯政治上的真空﹒所以

出椎動工人利益的人士組成勞工黨:這些人很多是知織分子，因

為半人階級內部分化很嚴重﹒ 工人對市場又有很大幻想﹒以為有

市局便等於有充足貨物供應 。 盧布連斯工廠工會主席Vladimir則

表示他不想加入勞工黨，但正考慮籌組另一個工人政黨 。

礦工的意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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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a Kisileva在莫斯科的扯會研究院工作﹒研究說裹只有他

一人研究礦工門爭。 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都發生了礦工罷

玉 。 Kisileva研究礦工鐘山的要求﹒比較前後兩吹要求的分別 。

Kisileva認為，礦工提山的要求﹒是IE鳴，的人對不正常的生

活條什作山的正常反應 。 而且，礦工雖然在地底深處工作﹒意鐵

卻並不封閉 。 一九八九年﹒礦工的要求有一半是自身利益， 三分

一關稅金區問題﹒另外兩戚與礦工身分無闕，涉及全局住問題。

六成要求是社會問題， 三成是經濟問題:只有在北郁的礦區，礦

工才提山政治性主張。

到一九九一年﹒礦工提山的政治性要求﹒比一九八九年多兩

倍﹒平均每個礦區有一成是政治性要求，包括反對用民力解決問

題﹒關tt:立陶宛獨立 ﹒反對新聞檢查﹒要求重組續工會。礦工更

提山﹒礦半工會第二吹大會應看到釘文件，雖也未來社會監固﹒並

重申集體談判纜 ，

礦工罷工顯示了工人的力量﹒社會運動圈子對礦工有很大期

望 ， 但政府向礦工作的妥協都是經濟要求，政治要求則全不讀

步 。 政府也有意分化礦工和其他工人，所以﹒礦工爭取到政府提

高媒偵﹒卻敏社會大~指續他們加*，Ji通脹 。-

從提山主張， JU爭取到落貨主張﹒是一僚漫長的路 。

姆女組織 r不要等J (Don't Wait) 

Elena Mesenzewa在黃華聯科學說屬下的女性問題研究中心做

研究員 。一九八九年五月﹒飽和一批知識分子和一些來自工人區

的女性﹒組繳了一個名.G\ r不要等」的組鐵 。 組鐵沒有正式登記

會員﹒較活躍的約六十人。姐們以小組形式活動﹒在小組肉討論

共同面對的問題 。 Mesenzewa說﹒婦女運動在蘇聯發展很鍾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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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並不表示蘇聯姆女安於現狀 。 事貨上，經濟困難加劇﹒社

會福利服務縮減﹒尤其是﹒失業日趨嚴重﹒重擔更落在婦女身上 。

被蘇聯泣年社會不平等加劇 、 民族主要藍情緒窩窩臣之下﹒女性

所受的應迫和歧棍更為惡化 。 有見民此﹒來自二十個東 、 西歐國

家的女性.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在柏林開會﹒組成「東西歐婦女

網絡 J (OWEN) .尋求姆女政治解放﹒加強各國女性的交流 。

她們籌備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在柏林舉辦第二屆研討會﹒主題是

「東 、 西歐民簇主義和新怯西斯主羲興起對少數民族施加的暴

力」。他們認為女性對嚴重的社會問題不能坐視不理。

錄黨聯盟任~gue of Green Parties) 

Vadim Damier是﹒歷史學家 ， 也是莫斯科 r錄黨聯盟 J 的主

席 。 他說﹒綠色運動在新思維改革之前已開展﹒ 一九八五年以後

開蛤在都獄中產生影縛。綠色運動開始時是地方位環保行動 ﹒ 並

非明確要事取民主﹒也並不很政治性 。 當然，那時要表達不滿﹒

也沒有甚麼其他途徑 。 逐漸﹒地方之間加強協調﹒然後是全國平

面建立聯舉﹒這時﹒綱領土也開銷提山事民主的要求 。 但到目前

為止，仍沒有關於社會整個山路的主張 。

環保人士有三類﹒一類認為只有土地率也有化才能保護環境，

一類是保守的;人;俄抄文主義﹒ 一類是左派 。

線，歐聯盟在一九八人年十二月開始成形 。 當時，第一lX社會

環傑聯盟太會召開 ﹒ 約三十個間體參加 。 有闖關鍵山議案﹒主張

關閉所有核電廠 。大會拒絕通過這個議案﹒有關閱價便在八九年

五月組成綠黨聯盟﹒類似西德的綠黨﹒鬆散地聯繁多個地方性小

問體﹒山版民刊《 第三條路 》 ﹒尋求跳山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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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lX行動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在查帕也斯鎮組鐵封鎖化學武

擺工廠的行動﹒且要時三十五夭。一九九零年三月召開成立大會﹒

一九九零年六月第一改緣，眩聯盟大會﹒代表分別來自五個共和國

二十五個城市。到第二吹大會﹒基層會員的一千人 。 到今日為

止，也沒有正式的綱領、章程、中央領導﹒所有文都是自主的 。

緣，歐聯盟內有兩大派別﹒ 一個主張環保社會主義，帶無政府

主羲傾向﹒主張基層自治 、 直接民主 、 社區自治 、 不參與國家權

力(不是杯萬園會﹒而是不參與) 。 另一流派側重保護大自然﹒

主張走織會路線 。

各地的成員來自不同社會層分﹒有些地區大部分是知議分

子﹒有些大部分是激進年背人和年老女性。莫斯科緣，駐聯盟的成

員大都是科學家 、 藝術家 、 專業人士﹒幾乎沒有工人。工運在工

廠內門事，環傑運動則在工廠外進行。

Damier本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他與另一環保組織 r緣aJ

不同之處﹒在於他反對資本主義市海經濟 。 他說﹒許多無政府主

義者不僅關就環保問題，而且投身正人運動。他本人對工連也有

很多看法。他認為成立工人委員會的運動頗有聲色，有六百萬工

人參與。運動不太激進﹒原則上主張自管﹒但卻不能擺脫對市海

機制的幻想。這個幻想普遍森工遷和主派內有.在﹒包括獨立工運

的兩個流派: 一個是一九八九年成立的「社會主羲工會聯合會J

(SotsproO ·一年內發展了六萬成員﹒領導層是自由派，所謂

r .立憲民主派J 。另一個是 「勞工聯盟J (ζ::Onfederation of 

Labour) .一九九零年眷天班罷工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的基礎上

成立﹒大部分是自由主義﹒小部分是左翼。

對市竭有幻想，在在旅肉也很普遍，包括大部分無政府主羲

者﹒甚至Kagarli臼ky在一九九零年成立的「社會主義黨J ﹒都是

主張經濟上發展三個部鬥一一國營 、 自管、私有 ﹒而三個部門

間的關係由市為調節。 Damier批評Kagarlitsky的「財產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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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J 的主張﹒是歐洲共產主義式的左派社會民主主義﹒類似丹麥

社會人民驚的主張。

Oamier本人的正面主張是甚麼?他說，他反對資本主義市

場運觸，反對由上而下統領全局的接控，主張建立地區自管與經

濟自管聯黨結合的網絡﹒雖然這線路很漫長。

Oamier特別關心中圓的三峽工程﹒擔憂工程嚴重破壞生態

環繞﹒詢問筆者當地受工程影響被迫遵從的居民有沒有反抗、怎

樣反銳﹒並要求取得有關資料 。 他表現比筆者詔織的不少中國人

更多關心 。

綠綠(Green Pa吋y)

Alcxander Shubin在俄維斯電台i作，是歷史學家﹒無政府

主義者﹒也是 「綠黨J 莫斯科分部主席 。 他指山﹒由於污曳坦問題

嚴重﹒綠色運動且有聲色的行動﹒大都是社區反...L~污染、反核

污點的門爭。切爾諾貝爾該電廠災難發生之後﹒「切爾諾貝爾地

區綠色民主黨」會展了一萬成員 。 烏克蘭線，‘有五干至一萬成

員 。 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儂雖斯綠黨﹒成具有一千五百人。

緣，底有不少動員地區居民反對污染的行動。例如﹒烏克蘭的

重要的金工集中心扎波傅:熱﹒污榮非常間客﹒續建死亡率很高。

一九九一年七、八月間﹒綠黨動員幾百名當地居民有一問石袖化

工廠外抗議﹒ 一些綠黨成員進行絕食 ﹒佔領工廠煙白。八月中﹒

當局迫於關閉該廠導致污染最嚴重的兩個部門 。

線，直在政治上也很活躍﹒例如動員莫斯科市民上街反對八月

政變﹒不斷宣傳爭取集會自由 、工會活動檔利、社會做障制皮

等。

Shubin程研討會結束整日﹒便要趕往法庭候審﹒原因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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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一年十三月十日國際人惜自﹒做起眼斯綠黨在草案維換廣崎組織

了一改集會﹒ 言農莫斯科市議會人民代表向市民交代i作﹒卻被特

別會察部隊闖入﹒違法拘捕了五名人民代表和另外八人，

Shubin有極捕之列 。 十二月十一日﹒莫斯科市織會通貨會方的

行動﹒但法院審訊員。仍進行 。鐘書離開莫斯科﹒審訊結果如何﹒

不得而知。

緣，眼顧重貌與外國同體交流﹒所以山版一份英文每月通訊﹒

名 《 綠線) (Green Thread ) • 報導綠黨的活動和主張。

r 自管貸驗室』

AJexander Buzgalin是﹒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投﹒前鼓吹﹒內部

黨漲「馬克思主義綱領派J 的成員﹒莫斯科市議會人民代表﹒一

九九一年參與籌組「勞工黨J 。 他與 I .，;J事Andrci Kolganov合作

寫了不少文章，探討如何建立自管的經濟和社會﹒使自管不僅在

企業層面進行﹒也是社會的組織形式﹒協調生產者 、 消費者 、 半

會 、 :f.fi僻 、 地區等不|司自治模式。他們除了作理論綠討外﹒也試

間參考各飼合作址 、 L人管理 、」二人控制的各種ïF.負經驗﹒例如

一九七四年的葡萄牙、一九七三至七三年的智利 、 以色列 、 南斯

付.夫 、 西班牙 、 英閩 、 加章太等的經驗 。

研討會上﹒倒繞自管問題產生許多有趣爭論﹒挺山的質疑很

多﹒包指:企業臼管的財產制定﹒甚麼?有甚麼物質條件支持自

管?銀行和資諒自誰支配?從屬於市街規律的自管會面對甚麼困

難?市海鐵律引致企業倒閑時﹒自管能否保衛玉人利益?生產領

域的自管與消費領峻的自管有沒有重要差異?沒有政治憶力能否

有經濟自管?如何在宏觀平面批判南斯校夫的經驗?如果說董事聯

以往的臼管經驗之所以失敗﹒ 主崗是官僚局從上而下強和j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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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基層的支持﹒那麼﹒是否有基層的支持 、 投入，自管便能賞

現 ? 文化上消除異化、激發社會創造力﹒是否自管的不可或缺的

條什﹒? 為何文化閩東從來不受重棍 ? 如何改變權力架槽 ， 使之不

能瞞自師資白眼﹒從而不能以人民的衣食父母自居 : 縮減檔力架橋的

管轄範闡﹒創造條件讀人們自力更生 ?

關於自管﹒能山的問題多﹒答案少﹒ ;人家løj愈不能把自管問

題簡單化為4人繼力的問題﹒而是要從多個角度作理繪探討和貨

錢驗驗 。

私有化民念調查

Alla Guzanova有莫斯科科學研究院屬下經濟及預測學院工

作 。 她在九一年底做了一項調查﹒在一個大工業中心區訪問了三

百人﹒詢問他們對私有化問題的看法 。 被訪者六成贊成私有化﹒

三成反對 。 贊成者有250/0認為應無償轉讓給4人﹒的0/0認為應由

所有工人據分﹒ 140/0認為應錄取組貨形式. 80/0認為應以固定伯

格山會﹒ 70/0詔為應拍賣﹒其餘無意見 。4OO/0!主訪者反對把工廠

賣給外國人﹒ 300/0認2萬只可和特殊情就下才買車舍外國人﹒ 250/0認

為沒問題 。 700A。當紡者反對把土地賣給外圍人 。 看﹒來，敬紡者對

外閹人擁有正廠或土地，費覺頗高 。

怎樣看待失業問題? 360/0敏i紡者反對有失業﹒ 500/0認為不可

避免﹒但希望盡量減少. 140/0怒為失業是正常現象 。

關於解決目前危機的方浩﹒敬紡者在一系列答案中還山三

個﹒以下是他們澀的優先改序 :

村落的重生 70010 
紀律和秩序 61 0/0 

科按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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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 280/0 
加強家庭 刊物

外國援助 140/1。
文化 η0/0 
上帝 刊物

民主 4呵。
政治與多黨制 10/0 

與會者聽到「民主」和 r政治與多黨告IJ .J敏階末座﹒一片嘩然。

前蘇共成員的困境

Roy Medvedev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曾經是反對政繼的知名

異議人士。戈爾巴喬夫下台前· Medvedev是﹒戈爾巴喬夫智囊班

子的重要成員。

一聽說筆者是中國人﹒ Medvedev立即說﹒文革的經驗很可

怕﹒當時的年背人有很強的反俱備銬。他問今天是否仍是這樣 。

筆者向他簡述了北京之眷民運人士對文革的評價﹒以及一九七九

年以後救中國開展的民運概視。

Mcdvedev很耐心述說，軍共被樂和l後的情況。他認為當局禁

制輩革共. .是違法行為﹒但他也看到﹒油管有運動反對拆毀列車陵

墓﹒卻沒有運動反對禁嘗到蘇共.這點顯示蘇共已失去既有支持和

惱戚。輩革共一九九零年大會有二于五百萬黨員﹒董事共解體後﹒到

一九九一年十三月﹒從廣擅中已有五個新黨成立﹒都是小黨﹒一

般是閥 、 五萬成員。大部分前黨員沒有表示去向。

五個新黨中Medvedev形容「用結黨 .J ~ r梅右」﹒他們認

為碎了毛從赫魯曉夫倒錯已偽離jf.軌﹒認為直接共三十吹大會揭露斯

λ;林的真相是嚴重的錯談。這個黨自稱有四 、 五萬成員﹒有幾百

萬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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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三大工業中心(列寧格勒 、 莫斯科 、 烏說爾區)較保守

工人支持的 r儂鑼斯共產主義工人..J ·自稱有七 、 八萬成員。

它反對任何形式的市塌經濟和私有財產。

第三個黨大部分是知識庭分子。草案共統治時期庸大意織形態宣

傳鐵線的幹郁 、 教師﹒仿計有一百萬人 。 蘇共解散後﹒他們無任

何出路。其中一些人組成這個黨﹒商討保衛共同的利益益。

Medvedev說﹒這個黨有一些優秀的科學家﹒ 戶在尋求與工農發生

聯蟹 。 這個黨理論性強﹒但有些理論頗教條。

第四個黨初時叫「民主共產主義者」﹒後來因為 r共產主

羲」 這個名稱不受歡迎﹒所以改叫「自 由俊雄斯人民黨 J 。初期

積續支持葉利欽﹒後來經歷了葉利欽政策下工農生活急激惡化.

不少成員退黨 。

第五個黨是:Medvedev本人積續參與尊組的 「勞動人民社會

主義，‘ J ﹒許多前蘇共高層幹部(Medvedev稱之為 「新思維」的

政治人物)以及人民代表加入。迫飽，‘打算成為選舉參政的架

構﹒彷計有五 、 六萬成員。

Medvedev指山﹒他所屬的黨仍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

山路﹒也打算積偏面向廣大辭瑕。出於從零開蛤﹒失去了以前蘇

共各植物質優經條ft .所以他們只能有50-60名職員，運作要a

黨員會贅 。 由於沒有甚麼現實利益結予黨員﹒所以只有真誠的共

產主義者才會加入 。 他說這反是好現擊。他說﹒導師，‘'‘綱類似撞擊

共一九九一年夏天通過的綱領，但不闊的是新黨反對「民主集中

和L ﹒主張各支部有自主繼﹒發展成為廣義的議會政黨。他們館

為經濟基礎部分應該國營﹒但不tR:斥其他財產形式 。

談到iú:說，他說﹒他作品人民代表﹒ 一年前常收到偏罵共產

黨人的信件﹒{且迢來的倍什. .多投訴被葉利欽山賈﹒兢業第j欽統

稱經濟改革不會損害人民生活永平﹒但在農村﹒人們要排隊等幾

小時才買到麵包，肉是甚麼味道已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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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vedev慨嘆蘇聯沒有學運﹒學生政治土很被動，連-lX

鈍由學生組織的示威也沒有。城市辭獄也大都是消懦的﹒有白發

性行動，但沒有政治主張。

同樣曾是蘇共黨員和人民代表的Buzgalin ﹒怎樣評偵

Medvedev? 他說﹒ Medvedev的「勞動人民社會主義a J 的戰

略﹒是延續蘇共的傳統﹒所以綱領幾乎完全採納蘇共改革派的綱

領﹒ tt第二閣際的綱領更含糊 。 而且，這個黨許多重要成員曾是

改革派高層幹部﹒相互之間難合作，也難以取得一般人的信任 。

前路?

蘇聯社會和人的變化﹒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民運參考 。 接觸

到的知織分子，都指出他們今天享有的言論 、 山版 、 思想自由﹒

是幾年來力爭的成果﹒是一動一點積累得來的 。 聶華共解體無疑是

一大進步﹒昆主重要的結果是令很多人的政治恐總消滅，自我約束

的繃帶放鬆，這個情緒的變化大火扭轉社會的陰沉氣氛 。但是. • 

鎮應機擺很快重組﹒聲密警于察仍可生﹒看各密檔眾仍在，官僚架構仍

在﹒人們單是捍衛己爭取到的繼利﹒己要貨 大力氣。

與此同時﹒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 。 以前官僚集中嘗到卡死經濟

發展﹒但用市竭經濟來打破官僚集中制﹒卻不見得對平民大思有

甚麼好處 。 以前貨柴空空如也.現在有貨品dJt應﹒但一般市民只

能望貨興嘆，沒有能力鷺買。 一位莫斯科大學教授名符其實家徒

四壁﹒只有一張當泉，破舊的地頓上一堆一堆馬金會薯 。 自由市屬

有新鮮兔肉和雞蛋m應﹒卻少人間潭。一般人一個月的工資也買

不到兩公斤肉腸 。

眼前的民生問題﹒耗去人們很多精力。太大小小官僚勾絃

「黑手黨 J ﹒牟取j營私。輿幾名工人交談﹒ 一提到黑手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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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咬牙切樹﹒但又苦無工人 、 農民本身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與之

抗衡。對於蘇聯解體，幾位莫斯科人都表示無可奈何﹒但不覺得

會影響俄輝:斯的優勢﹒反而是一位鳥克蘭舞台JfJj導演Michael

MarguJis ﹒就擔憂他在蘇聯回營電混合的職位不保。

在研討會上，急速的俊語發膏，不停揮動的手﹒踴躍的發

育 ﹒面紅耳熟的爭辯﹒讓筆者感受到一般生氣，一種希望:沒有

人信心十足，知道前面是甚麼﹒應該怎樣走， ~旦大都表現山顧意

探索 、 闖關的精神 。 到街上走走﹒看到咖啡店門前掛著「沒有咖

啡J 的牌子﹒看到輪候購買麵包的人能﹒看到下午三時已天昏地

睛 、 在零下三十度瑟縮匆匆而過的跨入，卻又濃筆者感到許多事

不如人意﹒嚴寒和飢餓使求存的掙扎更為險惡﹒不僅個人要奮

門﹒整個群體也要作山選擇。

沒有了蘇共﹒仍有龐大的官僚架構:沒有了黨幹部的1壓迫，

卻有無扯會的操控 、 外國勢力的鐵飯 。 民寂的自我組鐵:(F.初階，

要保衛自己﹒困難重重 。 研討會上有人指山﹒許多人幻想蘇共垮

台後﹒聽聯人民便可享受政治上的自由和原有的社會福利保障﹒

就像北歐一些圓家一樣 。 蘇共垮台，大快人心﹒但預期的新世界

並沒有山現。現在，越來越多人看到﹒沒有甚廈是不勞而獲的。

要保衛已享有的東西，要爭取未享有的東西﹒祥和需要艱苦的研

耘。壓迫者倒下，並不自然地導致敬應迫者的解放。

草案文﹒垮台的有一些民間組鐵發展起來﹒位力量薄弱﹒以致輩革

共垮台後，能發揮影響社會前時的力量﹒主要不是一般民竅，而

是既得利益者和黑社會。研討會上不少獵者表示 ﹒黨聯的知識分

于和社運活動分于﹒ 一般感到前景模糊﹒難以構思新社會的數

回﹒但有一路是肯定的﹒就是他們要結合社會基層力軍﹒才有可

能探索前路，建立以民為本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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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lentati() f1

THE COTONOU MEETINGS PROPOSALS 

.150PARηCIPANTS MORE THAN 2∞NGOSAND 

CLOSETOωCOUNτ"RIES FROM 5 CONττNENTS 

The Cotonou Meetings was organized by a group of 
professionals (NGOs, joumalists, researchers) from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ho work in the field of North South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 t. Since October 1989~ this group mee臼
regularly WÎth the sup戶rt of the Fran臼 Foundation. It includes 
a General Coordination in Paris and Continental Coordination 
in Africa. Asia. Latin America,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On the 8 , 9, 10 and 11th of Janua旬. 1989, the Meetings of 
Contonou, brought together some 150 participants, coming from 
some sixtyα)untries and f lVe continents. 

In this manner. Africa had 31 representatives for 17 
countries, Asia 27 for 13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25 for 11 
countries, and the North 29 for 11 countries. For the ensemble of 
ωntinen怡， more than 1∞ NGOs were present, to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add some fifteen intemational or regional resource 
organ泣ations， and the delegation from Benin who hoste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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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TONOU MEETINGS PROPOSALS 

April , 1991 Synthesis of the final d~claration adopted at 
Cotonou by the participan包 of "Ren∞ntres". these ten proposals 
甘anslate the desire to render generally accessible the main 
results which logically [ollow from the work carried out in 
Arusha in February 1990. 剖ld of the other meetings which 
preωded it. 

The South-South commission, presided by Duarte Barretto 
(India), assisted by Soukeyna Ndiaye Ba (Senegal), as well as the 
North group, each one in their respective domain, will Hx a 
calendar, determine the pacing and tbe manner in which these 
propositions shall be implemented. 

1 To Reinvent Democracy The evolution toward 
increasi ng demo叮acy. confers on NGOs new respons ibil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need to clearlyωnsider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work they perform. Teach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alphabetizing the young andold , support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easants or townsman, promoting health 
programs or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are daily chores 
which manifestly touch upon the political. 

To such an extent that while the majority of state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work aα刀mplished by NGOs, many fear their 
power. Even more so due to the fact that with the recent 
evolution of programs of α:>operation. while still maintaining the 
priority given to grass-r∞t projects. NGOs bave been 
incceasingly pushed to work at regional levels in support of 
macro-economlc programs. 

New dimensions, created by the re∞nt overtures to 
demωracy by Third Wocld leaders，∞nfers on NGOs a forefront 
role in the search and edification of a democracy which is 
adapted to the needs and values of the people. This entails the 
need to create new forms of democra句， which are not only 
mechanical reproductions of foreign models and which do not 
ignore the cultural and histoncal heritage of each people. 

What this task entails is the need to develop a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which will assu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erest of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as possible, including the least fav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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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marginalized sectors of society~ and which will not be satisfied 
in merely a l10wing power to be concentrated in a circle which is 
constricted and westernized. 

2 To Reenforce Civil Society NGOs must support all the 
autonomous attemp臼 of popular organization at village, 
neighborhood. regional or even national levels. These consist of 
organizations with a variety of general puq泊ses such as 
syndicates，的創xiations for the defence of ∞nsumers， of the 
environment, minority rights or even e∞nomic association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or handicraft production and 
commercÏalization of goods. 

Civil Society incamates the people in all its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In order to help it to emerge and reinforce itself, 
NGOs must gai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 the cultures and ways of thinking of the different 
peoples. They musr above all promote and s upport the type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which was clearly delineated at the Arusha 
meetings in February 1990, develop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SouthlSouth , but also North/North, in order to favor the 
emergence of a power s甘ucωre based 00 the needs and values of 
the people and not on the desires of those who control funding 
or the imperatives of the states. 

This is an immense endeavor. To achieve this goal, NGOs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ultiplici句 of problems 
involved in this task, such as those of minorities, en∞uraging 

re f1ection and the elaboration of alternative policies, which may 
endow greater responsibility on the associative tissue of society. 

AJI this, without forgetting that peace and sol idarity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s for the creation of durable popular 
movements. 

3 To Dialogue with the State As the extent of NGO 
involvement in the structures of civil society and in the support 
of regiooal programs increases, its c∞peration wi曲 the state will 
similarly develop. It w i1l diversify. Th is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yet contains many traps within it. The surest form to avoid these 
缸aps is to cle缸ly delineate the tasks for which each one is 
responsible. Be it in the organization of peasan恆， in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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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uman rights, health programs, of education or production 
improvement, it . is necessary to detennine were the role of the 
state ends and were the work of the NGOs begins. NGOs can 
not, and should not, do all , neither can the state. Th is division of 
tasks however, is not always an evident matter. Yet it remains 
indispensable.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for NGOs to reinforce 
themselves. to develop their resources, loc訓， regional , national. 
in function of their own dynamics. and no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agencies or state services. In addition, 
this implies the need to explore the limits and diffuse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s in creating mixed s甘uctures for dialogue among 
NGOs and governments from North and South. 

The work of NGO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in the formulation of altemative policies can have a favorable 
influence on thc legislative work of the state, which in turn , can 
better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associations. 

4 To Create a More Egalitarian Pa叫nership Partnership 
today goes much beyond mere financing. Effective development 
is measured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what is valued in the suburbs 
of a large city of the North, or in a small village of the South. 
Two different visions, which lead, at times, to divergent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Interposed , one finds the history 
and the cultures of the Third 可~orld.

τñe partners must before all develop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mutual confidence and complimentarily, which will allow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and original domains of jnvestigation. 
This includes work towards regional integration (Panafricanism, 
organizations of Central American, Andean or South Asian 
∞untries). of ωmbat against religious fundamentaliam muslin 
christian, etc.. the s甘uggle against the multipl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other minorities, or attempts to dcal with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 or disarmament. 

If the majority of the NGOs have worked in strict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opulations of the South, during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y often find themsclves 
functioning as transmission belts for values or concepts which are 
suggcsted or imposed by financing agencies of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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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ove all, if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NGOs in the South 
are at times, and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evaluated with 
regard to rigor of implemen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eans, 
financial and other, it is very rare that they give explanations or 
present accounts to the populations or grass-root movements in 
whose name they intervene. 

The NGOs of the Nonh, but also of the South, must today 
seek to endow the gra臼-root movements and populations with 
which they work with greater levels of responsibili旬， instituting a 
system of sheared decision making and openness with regard to 
methods and means of action. 

5 To Recognize and Valorize the Cultural ldentity of Each 
People NGOs of both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must, above 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u川ral identi可 of the population 
and work for the emergence of projects and programs which 
favor cultural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s甘uctures and decision making power of 
the population. They must increase their efforts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s of the 
North and exchanges in the South, in order to envisage the 
elaboration of a new pedagogy, if not of a newωJture. 

Based on this necessary valoriz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richness of the peoples, NGOs will build a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may have a slow pace. but which w iIJ . be durable and will 
require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 term relation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 veritable ωntract which delineates thc tasks and 
powers of each one, and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and 
reciprocal evaluation of the efforts and accomplishments 
between NGOs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6 To Promote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Work with the 
Media Controlled by the financial powers of the North an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South, where their activities only rarely 
COncem the least favored segments. the media renects the 
dominating world order and ∞nception of development. If they 
speak of great catastrophes on a regular basis (earthquakes, 
famine, epidem悶. etc.), they rarely explain theωuses. Those 
who work on a daily basis, to reduce these catas甘ophes. a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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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ily given a voice. 
NGOs do not have approp討ate access to the media and 

their message is not always translated in a convenient manner.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absolute prio討ty must be given to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lead public opinion to 
demand a better quality of infonnation and journalism. 

NGOs must systema討訝， in the North as well as in the 
South, their collaboration with journalists and professionals 
interested in topics related to development and strive to better 
adapt their message, in order to sensitize general public opinion 
to the activities they carry out. 

NGO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must rapidly aπive at 
∞ordinated strategies and not hesitate to utilize their resources 
to diffuse politically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countries of 
the South were the press is frequently controL1ed by the State. 
They should be attentive to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their own 
policy of information 剖ld of the diffusion of images of the South. 
There is presently an urgent need to engage in a serious 
reflection concerning the problems and stakes of communication. 

They must in addition promote altemative information 
reωur∞s (newspapers, videos, popular radio chronicles) which 
are more prone to diffuse, both in the North as in the South, the 
messages and information ignored for reasons of habit or 
profitability. 

7 To Create a Policy and Engage in Lobbying Activities 
Education, promotion and lobbying are indispensable to 出e

activities of NGOs. ln a first phase, NGOs should intensify their 
programs of education and consciousness raising activities, 
clearly defining the choice of themes, objectives and methods for 
lobbying which they wish to utilize in order to gain a say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口nul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of both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GO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must jointly identify 
∞mmon themes and preoccupations at a global level, giv凶g
themselves in this way the possibility of presenting alternatives to 
strategies which are presently implemented. At the local level 
they must reinforce their relations with grass-root movements, 
social and peasant organizations, union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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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pacity of the populations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centers of the North and Soutb. 
NGOs of the North must overcome their fear of financial 
sanctions by donors or governments in response to their lobbying 
achvlty. 

They must also consult NGOs of the South concerning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specific lobbying strategies. 

NGOs from the North must in addition support the lobbying 
activities of associations from the South and act upon specific 
themes and preoccupations.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mational 
levels, in order to achieve desired changes. 

8 To Rethink the Role and Need for Volunteers Experts 
and Immigrant Workers While volunteers and other foreigners 
from the North want to work in the South. they remain the 
experts. In the inverse hypothesis, the experts and expatriates 
from the South. became at times. the immigrant workers of the 
foreigners. A non-egalitarian reciprocity. to say the least. Th is 
becomes even less reasonable in face of the fact that today many 
Third World ∞untries have began to accumulate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nationals. with high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expertise. 
who remain unemployed. Furthennore.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South have largely con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 tries in the North. 

NGOs from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must establish specific 
ωdes and mechanisms of exchange to a llow the experts and 
volunteers of the South to naturally partidpate in the North and 
to develop South/South exchanges among countries and 
continents. 

It is convenient to pose oneself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utility and pertinence of experts and volunteers who. in any way. 
should no longer behave themselves as if they were theωle 
specialized technicians. pωse認ors of an irreplaceable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When experts and volunteers from the North 
return home. they must contnbute to informing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North concerning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ere 
they worked. They must see themselves as the bearers of 
solidarity, of a culture and of a way of thinking, which they must 
attempt to explain. In the same way, volunteers and expert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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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 should also develop their mission of informing public 
opmlon. 

l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NGOs from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have a common and reciprocal task: to give special 
training to candidates leaving their countries,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support for these experts or volunteers during their 
stay, and subsequently. to insure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eded to inform the North about the reality of the South and 
the South about the reality of the North. 

9 To Diversify Sources and Conditions of Financing 
ζooperation often confuses financing with development. NGOs 
must refuse this logic. and propose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a debate on ideas, to a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tself and an exchange of experien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 certain financial 
independence of NGOs from the Soulh, through the 
multiplication of financing sources. has led to a greater 
affirmation in a relationship which was at first fundamentally 
unequal. 

The queslion of direct financing of NGOs in the Soulh was 
the object of numerous ∞nsiderations. If it appears to be an 
advantage, it nonetheless, also entails cerlain inconveniences: It 

domestication" o{ NGOs of the South, instrumentaliz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s, a tendency to go around NGOs of the South in 
order to deal directly with grass root organ泣ations.

The tendency of govemments in the North to directly 
finance NGOs of the South. and thus short circuit the NGOs of 
the North, contributes to an ero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redibility of the latter diminishing by as much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ir own governmen臼 and societies. 

The proposition of funds delegated by Canada and by lRE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apital fund",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South by institutions of the North , which would disburse funds 
for program support, appears to be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nd 
innovating method.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create or dcvelop a system of 
special loans to NGOs ac∞rd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llowing the creation of credit and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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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dministered by ∞mmon agreement among the 
NGOs. and increase the pressure on govemments to devote a 
percentage of their budgets to NGOs. 

Finally, whatever the source of the money, it is necessaryω 
favor con甘acts of long term financial engagement. over short 
term financial engagement, over short tenn projects. These are 
what are called in NGOs jargon "institutional support" , which 
consists in giving NGOs in the South the necessary funds for 
their operations. Th is type of funding is indispensable to insure 
autonomy. 

10 Concrete and Reasonable Perspectives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meetings at Cotonou underlined the great 
deficit which presently exist in South South relations . between 
continents and alsο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gaining mutual infonnation and the ∞mmon reflections which 
these allow. To remedy 出is situation, the NGOs of A sia,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Oceania. present at the meetings of 
Cotonou , have created a SouthlSouth commission, composed of 
thirteen members. 

This committee has decided in p吋nciple on a meeting of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continent in June, 1991. The 
coordinators of the Cotonou meetings and the France 
Foundation support this initiative. which, due 'to the demand by 
the officers of the Southβouth ∞mmission. will take place in 
Paris. Parallel to this, the coun甘ies of the North plan to create in 
Brussels on the 10th of April, 1991, the neα:!ssary infrastructures 
for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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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υC lI l l1 entarÎ< >n 

"An Alliance of Hope" 
the Minamata Declaration 

24 August 1989 
Minamata 

Japan The slog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progress. Theα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s surviva l. The 
call for the next century is hope. Impelled by that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with a keen sense of urgency, we began our 
conduding gathe討ng of the People's Plan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Minamata. 

It is significant that we met in Minama妞， a place which 
symbolizes to all of us development at j臼 most mUTdeTOUS. As it 
did to the people of Bhopal and Chernobyl. a giant o rganization 
with advance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echniques 
condemned the people of Minamata to fear, sickness and death; 
and their beautiful bay to irreparable damage. These three 
disasters - Minama凶. Bhopal and Chernobyl . can be taken as 
benchmarks of our time. At Minamata, the industry of a 
capitalist ∞untry poisoned its own citizens. At Bhopal, a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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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poisoned people of the South. At 
Chemob抖， a socialist government spilled radiation out over i臼

land and people, and beyond its borders to the whole world. 
I、here is no need here to repeat the long and mounting list of 
eco-catastrophes. These three tell the story: there is no place to 
hid. 

But these are not the only symbols of the disaster that 
'prog,ress' has been. Fo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disastcr camc 
with confis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ir lands and resources. 
and destruction and disruption of their way of )jfe. 

For women. development has meant disempowennent of all 
kinds. They have been marginalized and subordinated by male 
religions, ma)e science and knowledge , and male 
maldevelopment. The billion dollar pornography and sex 
industry has reduced them to mere commod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tinue to be subordinated within their own homes. 

For the poor of the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has meant less 
and less control over their own resources and lives. Their 
struggle to survive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heir existence has 
become precarious. There has indeed been progress with 
development, but only fûr the few. The rest are paying for this 
development by sacrificing their lives, cultures, value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have been disastrous because 
they aTe based on an obsession with materialistic acquisition. 
Profit and power have merged as the gods of this developmen t.. 
The assumption behind this development has been that man is 
supreme, that he can use and misuse Nature as he wishes. 
Development has been a project to conquer nature, rather than 
to live in ha口nony with it. 

Development has meant increasing centra1ization of power. 
τ"he mOTe the word 'democracy' has been used, the less has been 
its practice. For indigenous people and for minorities, democracy 
has meant the 句ranny of the majority. For the p∞r in the third 
world, democracy has meant the rule of the powerful , a very 
small elite. Both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have become dirty 
words fOT the oppressed because, in real旬. they have come to 
mean impoverishment and disempowerment. 

Development has also meant destruction of the rich values 
of diversity. It has destroyed people's creativity and cap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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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s are made by fewer and fewer, Economic decisions are 
made by big conglomerates, political decisions by the powerful in 
our national capitals, or in the capitals of the big powers; the film 
制d television indωtry decide what entertainment is and who our 
heroes are. Govemments decide what kind of education our 
children will have, how many children we will have. Some 
governments force us to have abortions, while others forbid it. 
Some even decide our religion. 

Human beings become less powerful, less autonomous, lcss 
creative, less human. small communities and even small and poor 
nations become less autonomous. They are subordinated by 
world markets, World Bank policies, the power games of world 
powers.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North and South, has been 
increasing. In the )ast two decades, more wealth and resources 
have been extracted from the third world than in the entire 
previous century. The coming decades aTe likely to witness more 
rapid accumulation，∞ncentr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the North. Oebt payments, profits, royaltics, capital flight , 
deterioration of the tenns of trade are among the mechanisms of 
imperialist exploitation. This unjust, vulgar and ugly 
development has also created a South in the North, with the 
terribl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 racial minorities,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unemployed. 

The 20th cenωry has brought us more, and more 
murderous, wars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history. The 
technology of killing has advanced beyond the wildest 
imaginations of any previous era. The state, 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our great protector, has turned out to be the greatest killer, 
killing not only foreigners in wars, but also killing its own citizens 
in unprecedented numbers. The 20th century has perpetuated 
and intensified the practices of genocide, ethnocide, ccocide and 
femicide. These practices have occurred in the name of what we 
have called 'progress' and 'dcvelopment'. 

A lI these force us to ask, is there not something profoundly 
wrong with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progress? Is there not 
something profoundly wrong with our picture of what to fight 
for? Is there not something profoundly wrong with our image of 
where to place to place our h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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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akashaba, a word in the Minamata dialect, became 
familiar to all PP21 participan臼. Janakashaba means 'a world 
standing not like this'. It is a beautiful word. At Minamata Tallies 
a new 約時， Janakashaba ba hosikayo ("We want Janakashaba") 
was sung. 

τbe Minamata Gathering has shown us that global 
∞nditions today have place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on a 
common ground with a ∞mmon fate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f we want to survive, live together in dignity and in mutual 
respect of our diversity without violating each other's autooomy 
and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we need lanakashaba wherever 
明'e are. 

At h臼 gathering , we talked about our aspirations for 
Janakashaba. Our hope is Dot an empty one, lt is not a mirage. It 
is bom in the midst of injustices, vices and ∞rruptions which 
make us cry and at times 自ake us despair. We discussed the 
hope which inspires us to fight injustïωs as well as social, human 
and ecological decay. We asked ourselves whether there is a 
basis for such hope. 

Life and nature itself is being defiled, not ooly human 
beings. Now, the s旬，的eans，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plants, 
animals and all other liviog beings are in crisis, their very 
e滔stence threatened. 

We clearly hear the voi∞s of those clc悔的t to nature. We 
have realized that we must fight not only to restore the s缸lctity

of human Ii fe. but of alllife. 
We were bom into a world divided into hostile groups. If we 

want to survive collectively, then these divisions must be 
overcome. We have met in Minamata and fouod in each other 
the will to over∞me the structures that divide us. 
Here. then is our assertion: the 21st Century must not be built 

by these forces of degraded development. but by the forces 
resisting it. OnJy then is there hope, oot otherwise. 

This is precisely what is being acted out before our eyes 
today by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o. They do 
not accept what has been foisted on them as their fate，的eyare
ready to take the leap, and they are taking it. We witness wave 
after wave of people's movements, emerging, spreading, defying 

state boundaries， α)mplementing one other, and shar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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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sense of u嗯;ency fostered by new nerworks of 
communiαtion. The major stru銘les of the Korean, Philippine 
and Burmese' peop)e have shown explosive power. Recendy, we 
have witnessed the rise of a new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recent experience of glasnost has reaffirmed the 
continuing universal relevanc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undermined the basis for traditiona1 anti-communism and 
delegitirnised the ideol句y of the Cold War, thus creating new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people's struggles. However, perestroika 
may well p吋O吋t區，e economic competitiven臼s at the expense of 
support for people's struggles for justjce and democracy. 

Be that as it may,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pro叫de the opportunity for new aU詛nces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for overcoming 出e East-West 
division and for working to establish genuine democratic power 
worldwide. 

In these big countries and in smaller ones, in every region, 
town and village, the people are on the move. And they are aware 
of each other 泊 never before, looking after each other, 
communicating, joining in unprecedented ways. AJl of this is new. 
It is the main force defining our situation and the main reason for 
由is gathering. ]anakashaba 誌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in our time. 
甘lis is why we do not hesitate, despite everything this century 
has brought 凶. to declare that 出e 21st centurγwill be the 
century of hope. 

There is another reason for hope. The prl臼ent system has 
begun to undermine itself by cr.臼ting its own contradictions: 
growth against nature, m iUtarism against need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uniformit:y against cultu叫 diversity， alienation against 
human dignity, mindlωs consumerism against humankind 
aspiring to regain lost values. m臼ning and spirituality. 

The economy has pushed itself to such absurd limit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feeling alienated and lost , Al I over the 
world, simultaneousl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searching for 
different ways of Ii叫ng in harmony with one other and with 
nature. 

These contradictions are pushing forward new historical 
subjects , from amongst the victims of the globalαtastrop快， 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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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cnous peoplcs, women, the unemployed and the self
cmploycd in thc so-caJled infonn剖 sector. AJienatcd youths 
without much futurc and the concerncd intcUigcntsia arc also 
joining thc historical scrugglcs of the masses . peasants, workcrs, 
thc uroan poor. The mushrooming of people's movcmcn臼恆
givíng risc to the hopc that wc can create a socicty whcre 
evcryone can )ive with dignity. 

New conditions suppon these aspirations. We have the 
knowledge, and thc technology. We aJso have the grassroots 
organi7.ations, pcoplc's spirituality and values, rcaffinncd, 
rcdiscovcred and new)y created in the s叮uggJe for survival in thc 
fdCC of thc co))cctivc suicide imposcd by the prescnt pattcrn of 
dcvclopmcnt. 

τ"he simultancous emergencc of this globaJ phcnomenon 
has its own commonaliti(芳: common interests, common values 
and common threats organically linking all oppressed pcopJc and 
cxpJoited groups in thc world. A new logic 恆 emerging against 
thc logic of growth, transnational compani臼 and clitist power. 
This is the 叮ue ﹒Jogic of thc majo吋ty'. The 'majority' herc does 
not mcan the majo吋ty as mcasured In pol1s and eJections, but thc 
globaJ majori句， the most opprcssed. It means that thcy must 
havc thc prerogative, and this requires a new set of prioritics 
bascd on human va)ucs and in harmony with naturc, culture, 
gcndcr, indigenous peop)c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A ncw 
intcrnationalism is bcing born out of thcsc )oc剖， national , 

rcgion剖 popular struggJes confronting common enemies . τncsc 

new movemen臼 a陀 growing up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pccuJiar 
contradiction involving thc roJc of the statc. Our rcgion is being 
organi7.cd by transna tionaJ臼pital ， whåch is bringing togcthcr far
flung and hctcrogcneous arcas and pcoplcs into an intcgr3tcd, 
hicrarchical division of labor, in which peasants, workcrs, 
indigcnous pcopJωand womcn are subordinatcd. Statcs are 
vigorously promoting this, as the agenc ics which mcdiatc the 
entry of transnationaJ capital withln their nationaJ boundarics. At 
thc samc timc, transnationaJization of thc cconomy undcrmines 
thc a c; is of the statc. This places its claim to sovercignty and its 
prctcnsc as protcctor into question, thus wcakcning its 
Icgitlmacy, and crcating new opponunities for the pcople to 
in tcrvcnc. The statc sceks to pπ>tect itsclf through intcnsifì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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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prcssion and violcnce, as we sec today in many countries, or, 
as in thc ca~e of )apan, intensifi_cation of thc attempt to imp切lt

statìst ideology into the minds of thc pcoplc. ln this same 
proccss, the cngine of dcvcJopment has overhcated in Japan and 
is running wildJy out of control, pfiαiucing a saturation economy. 
)apancse work intensely in hcavily managed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are virtually owerless. The )apan臼e cconomy does not 
empower its citizens, but rather secks to make them powerJess 
and fragmented. And it has also reproduccd within its boundaries 
a .NOrth' and a 'South'. The 'South' incJudes m il1ions of poorty 
p剖d women part-timers , contract workers, day laborcrs, and 
increasingly gucst workcrs from South and South個st Asia as wcll 
as farmers who are rapidly bcing marginaJizcd. One of thc words 
which has becn stolen from the people and conuptcd is the 
word .dcmocracy'. Originally, dcmocracy mcant the autonomy, 
the self-determination , the empowennent of the people. To 
many peoplc in the third world, howcver, it has comc to be the 
labcJ for a facade of 'civiJian govemment', disguising state teπor 
and rcprcssion in a ploy to claim legitimacy for the statc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c powerfuL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nd other 
minorities, dcmocracy has been the ideology of 'majority rule' 
that has defìned them as ﹒minoriti白 ， who could be Icgitimately 
ignorcd. On the other hand, democracy is something millions of 
peoplc in the A c;ia-Pacific region are flghting and dying for. We 
need tO retrieve it tO serve the people's struggle. We must begin 
with thc premise that the state, and thc institutions that it 
pretcnds constitute "democracy", cannot be relicd upon to bring 
us peace, justice, sccure and dignified lifc, or an end to ecologicaJ 
dcstruction. Only the peoplc's movements themsclves, 
indcpcndent and autonomous, can do this. And here we 
emphasi提出at we ace talking about a dcmocracy that honors the 
human rights and funclamental frccdom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othcr minorities. 

At the samc timc, dcmocracyωn no longer be achicvc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c state. Today, thc livcs of m i llions of 
people are being controlled, shattered , deformed and destroyed 
by decisions made outsidc their communities, cven outsidc thcir 
countries. These dccisions are made by forcign governmcnts,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y agcncies such as the JM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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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cld Bank and big powec summits. 
Hence, we decl訂'e that all people, especia11y the opprcssed 

people, have a natural and univecsa1 right to 口itid泊， oppose, oc 
p嗯嗯nt the impJementation of decisions affecting theic lives , no 
matter where those decisions are made. Wc decJare that this 
right , as a peoplc's rig圳， is moce fundamentaJ than any artifìciaJ 
law oc institution estabHshed by the state. We declarc that this 
right mean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ccoss all bocdccs, nationaJ 
and social, to carry thelc struggle to the exact sou肥的 of powec 
seeking ωdominate oc destcoy them. 

We need to make cJeac that this right must nevec be 
intecpreted as just的叫g the actions of the powe的JI cc<ωsing 

bocders tO opp陀錯， exploit and disposs也s the people. On the 
conu這時， we are asserting that th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counter 
these interventions which are going on a11 the 的ne.

We recognize that the strugglωof subjugated pcopl臼 for

self-detecmination. independence, and to establ包h their own 
govemmen峙• oc of people to change oc improve theic 
govemments, arc crucia1. At the same time, we believc th缸， in 
the long-tenn , it is the transbo(甘er politicaJ actions of the pcople, 
margin叫lzing states and countering the powec of intemationa1 
capita1, that will produce the 21st cenωcy that we hope foc. 

We have no iIIusions about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甘le

peopl臼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rullng powecs m剖ntain

themselvcs by dividing the people and encoucaging hostility 
among them. The rulecs not only seek to rule us, but a150 to 
manage our mutua1 rclations, depri吋ng us ofour 討gh t to do rhis 
for oucselves. This we must ceject and oveccome. Transbocder 
politica1 action, suppon and solldarity camp剖80S across bo吋ecs

wiU gcadua1Jy devclop a new 'people'. that transcends existing 
divislons, especially between people living in the Nonh and 
South. 

This 尪 not utOpian: the aαions we describe are actually 
going on a1l over the Asia-Pacific rcgion and a 1l over the world. 
'What we assen is that these uansbocder actions are not mercly 
the pcoper responses of the people to desperate situations. 
Taken together, they amount to the people collectively maklng 
theic own 21st centu(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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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蘇聯的閃閃政治組織口越活

躍 ， 卡棉爾列荻基 ( B.K agarlitsky )的名字更

受到各1ïr-i: 口。他是蘇聯民間左翼真誠組織

f 位會主義者社悔l聯盟 j 的是l.杏 ， 又是曾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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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人民陣錢 j 的統籌者。 !ε 氏年僅二 1 - 內放

時，做.已 iii 版名作《會，思考:' (1'-.1蘆葦)) ，的紅î7一

九一七年至八0年蘇聯知，識分子和國家的關

係;八九年:M版的另一~-l字， <<變革辦主(27去)) , 

批判地儉視了來商方二: - 1 -世紀社會主義此踐紹

驗。 F氏己做公認為毯，今你聯有年一代其說用

論家的佼佼者 '21三言fi盤詩i f 《 會 J思考的攻茲》和

《變革辮譜法》中的主要文卒 ， 並附有關訪問和

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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