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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１　　　　

自序

自上世纪的９０年代初开始，有两种知识路径在台 湾 的 人 文 与 社

会科学知识界开拓行进。这两种知识路径风光迥异、姿态径 庭，一 个

沉潜深耕低调进入专业化，一个铙钹喧嚣合纵连横于学科之间。前者

指的是社会学，后者则是文化研究。在一个后设（或“元”）的层次上，

反省与批评这两个趋势，并提出另类出路，是我这本集子里所有文章

的最终关心，尽管它们的外显程度不同，尽管它们的实质议题各异。

要理解这一知识新局，需要回到之前。８０年代下半期，留学西方

的人文与社会学者在回到暌违多年的台湾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和当初

负笈离乡时已面貌大异的社会。政治上，出现了民进党、戒严法解除，

以及随蒋经国过世而暂告终结的强人政治；经济上，泡沫经济达到顶

峰，股市、房地产，以及各种投机性地下经济活动甚嚣尘上；社会上，各

种抗争、“自力救济”、罢工、游行不断，各个社会类属都如惊蛰般地蠕

动，时人谓之“社会力的崛起”。此外，人文社会思潮（从韦伯、新马到

后学）也不停引进，在盗版书的物质基础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知

识表现出了一种饥渴的姿态，同时，关于台湾社会的性质与走向的话

语也出现了，有“市民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热门议题。彼时，也有

优秀的副刊或杂志主编，提供园地，供比较批判的和（其实更重要的）

比较新颖的语丝倾洒。但整体而言，那时候知识界的表现比较是各种

姿态的列队展示，并没有形成对焦的讨论，更不用提通过对历史的反

省与对价值的厘清，重构知识的基础之类的大计划。台湾知识界的精

神状态，如同股市飙到一万多点下的“民间社会”一般，可以用“浮躁”

一词形容。虽然如此，这时期的知识界里头，总还是有一种现实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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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意识中，人们觉得各自的专业总得在某种意义上和正在剧烈变

动中的现实产生一种关联。“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当令一时，多

少是知识与现实关联其实并不足的一种语言投射。

可以一提的是，８０年代下半期海外（主要是美国）归来的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者，在他们之间，不少人的知识养成背景也让他们比较愿意

或能够对变动中的现实产生反应。这部分是因为８０年代的美国的学

术氛围，如果以我所比较熟悉的社会学为例，和之前７０年代以冷战对

立为历史平台的现代化理论或结构功能论的学术氛围有了很大的改

变。学术兴趣一般而言是比较多元，也必较进步，出现了很多“社会关

联性”较大的新议题，例如阶级形成、国家理论、社会运动、女性主义、

去工业化等等。而理论也趋于多元，新韦伯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

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

８０年代下半期的社会骚动期在进入９０年代前，几乎都渐渐沉寂

下来了。“社会力”的最后一波大规模的展现是１９９０年３月与５月的

那两场以学生为主要参与者的抗争聚集。但它们的性质和８０年代以

校园 与 社 会 改 革 为 目 标 的 学 生 运 动 已 大 有 乖 背，运 动 直 接 高 度 政 治

化，“３月”的 最 初 议 题 是 反 对“万 年 国 会”，“５月”的 则 是“反 军 人 干

政”。１９９０年的学 生 运 动，以 及 其 他 因 素，巩 固 了 李 登 辉 政 权。１９９４

年起，李登辉政权开始进行“本土化”，以民粹语言对民众进行直接动

员，在文化上去中国化，在政治上和中国内地开展敌对态势。民 粹 巨

灵蹿起于地平线之上，８０年代下半期台湾社会所展现的众声喧哗至此

远扬无踪。

就在此一时期，人文与社会学术界出现了两个看 似 矛 盾，但 又 可

说在某个根本意义上殊途同归的趋势，也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专业化

的社会科学以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

就社会科学而言，短暂的骚动与不安似乎随着社会运动的沉寂以

及新权力的确立而过去了，学者之心不再为知识与现实之间、知识与

规范之间应有何关联这一问题而骚动。从美国８０年代“后─现代化

意识形态”的相对进步与相对多元的知识氛围中，去除脉络而承袭得

来的一些知识与思想资源，被更进一步边缘化。随着短暂的青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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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而出现的，是以学术分工、专业化、价值中立为标榜的专业化科学

的复归。社会科学界里，即使是那些无可讳言地介入现实政治利害最

深的论述言说（例如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也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

出现，甚少反省自身的价值前提、提问的历史基础，以及研究的现实权

力效应。这是个返祖现象，绕了一圈，又回到７０年代美国现代化意识

形态下的社会科学想像原点。现在大家都说数量化的索引制度扼杀

了学术创造，把学术生产推挤到狭小的分工车间。其实，这个 专 业 化

科学的自我想像与定位，早在所谓的专业学术评量体制出现之前就确

立了。

当社会科学选择回到传统科学观，援引传统的理 论 典 律、研 究 逻

辑与认识论来支持它的社会绝缘与历史绝缘时，新兴的文化研究则以

哪吒闹海的精力与勇气颠覆了传统的理论典律、研究逻辑与认识论，

并直接且根本地质疑科学实践的前提。文化研究所依赖的是欧陆７０

年代以来的新兴文化理论。这些文化理论不论它们本身的操作与论

证是多么的非历史，但它们的发生前提则是一个自觉的历史阶段的巨

大转变；理论家相信７０年代的西方社会正朝向一个新的情境，一个和

战后二十年间的福特主义与社会民主体制在性质上有巨大断裂的情

境，从而，因袭的理论传统及其历史、空间、个 人、社 会、文 化、科 学、美

感等元意识都必须被激进地重新思考。

欧美的文化研究在意欲拋弃既有的启蒙典范（例如自由主义）时，

所采取的激进视角主义路径或是解构主义路径，虽然松动了既存的理

论霸权，激发了 多 元 的 敏 感，开 启 了 多 重 的 战 线，但 同 时 也 将 资 本 主

义、战争和民主这些重要问题顺道拋掉了。相对而言，这个文 化 研 究

的实践在台湾的对等物，除了少数优秀的例外（因其历史感与价值承

担），其实是一个更为轻于历史、薄于现实的尝试。究其原因，或 许 是

因为它是一个仅关术语的横的移植，不必纵的继承关于后福特主义生

产体制的出现、西欧社会民主体制的困局、前苏联的解体、阶级运动和

左派政党在西欧社会的现实，以及１９６８年的革命经验，这一系列的历

史脉络与意识。

丢掉历史重量的纯粹术语移植于是可以大规模地在知识界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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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满足人文学术界几十年来对欧风美雨的成瘾性依赖，又能展现进

步的、批判的而且不乏聪明的姿态。但同时，它却又和社会科 学 退 居

专业化科学关门自成一家，有殊途同归之效；通过“解构”，关闭朝向历

史与现实的大门。解构因而成为“一贯之方”，而物化的无限多元则成

为唯一的规 范 基 础。如 果 说，社 会 科 学 的 封 闭 性 吊 诡 地 源 于 审 时 度

势，在历史走向它所认定的正确道路时，选择抱一识时务的、内敛的态

度，一如疫病学者在无疫年代中低调地回归科学基本面一般，那么文

化研究则是通过开放来关闭、通过喧嚣来逃逸、通过高姿态的解构迂

回地表示并无异志。文化研究虽然感受到诸多压迫，但它从事“反抗”

所依凭的论述策略与轻佻身段，从权威的眼睛看来，则是一种要面子

的服从者的小作态，是可以包容的，是可以聊带兴味地鄙视的。

这令我想起，早在四百年前，清学始祖顾炎武面对 王 学 末 流 的 诸

多病象，所痛下的针砭。顾炎武批评知识的无根与内向性（“以虚辞相

夸”）、知识对其自身的规范基础的解构毁损（“满街皆圣人”），以及知

识对巨大的、明显的现实危机的掉头（“置四海困穷不言”）。这样的知

识始于格致肚脐，终于轻佻自赏无可无不可，即所谓的“狂禅”。这些

批评话语今天听来，竟直如对后学文化研究而发。顾炎武反对理学末

流空谈心性而“相率于不学”（即忽视对巨大的、超乎个人的现实结构

与过程的掌握），于今也一定会反对“文化研究”的去历史、去现实、无

阶级、无明确规范落脚的“身体”与“欲望”（今之“心性”？）。顾炎武对

王学的批评是：“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

讲‘危微精一’”；“今之学者……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

逃之性命之乡以 使 人 不 可 诘”。此 处 的“一 贯 之 方”或 许 也 可 作“解

构”、“权力与论述”解。

顾炎武之后三百年，韦伯则对以专业化科学为安身立命所在的社

会科学提出了重要警告，与顾炎武的批判虽然异时疏途，但可谓同归。

一方面，韦伯肯定专业化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并指出它在常态中不反

思自身的规范性基础是可理解的，但同时，他也警告，在一个时代的大

变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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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被研究者反思过就被持用的观点的意义，将变

得不确定起来，这将 使 研 究 者 失 却 前 路。然 而，那 由 巨 大 的

文化问题所散发出来的光则仍将一往前行。这时，科学就得

准备改变它的立足点以及它的分析工具，并从思想的高处审

度事件之湍流。

因此，对韦伯而言，在时代的大变局之下，知识活动必须要重新反省它

一贯所依赖的规范之锚。这个反省无法在专业化科学的狭窄格局之

内进行，因为专业化科学就其定义而言，恰恰就是在不讨论自身活动

的价值预设的前提之下安身立命。但要能够与时俱变，拋下一个新的

规范之锚，也不是既存的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甚或规范性政

治理论所能代劳的，这既是因为它们本身也许是既存体制的庞大修辞

产业的一部分，更是因为规范性过犹不及，会妨碍知识与现实的真实

联系。

问题因此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活动，能立基于历史，能鼓励

对各种经验现实的探究，又能将各种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包容进来？当

代的“社会学理论”显然早已自废武功，不堪此任，因为通过所谓的“宏

观ｖｓ微观”、“结构ｖｓ行动”、“社会ｖｓ个人”、“冲突ｖｓ共识”……这些

过度抽象的学究措辞，没有任何真实的、历史的问题能被提 出。把 现

实形而上化的后果是无法产生对当代的巨大的结构与过程的批判性

论述。

半个世纪前，批判社会学者米尔斯就指出了美国３０年 代 出 现 的

专业化的、非历史的、去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不幸的发展，因

为它看似是古典社会理论的延续，但其实是不同植物的接枝。对米尔

斯而言，古典社会理论（特别是韦伯、杜威、马克思、韦布伦……）其实

已开启了一个优秀的传统：立基于历史，有自省的规范性定向，并对经

验现实开放。这样的社会理论敏感于自身的价值预设，也对于研究的

限制有方法论的谦逊自觉，但这些并不妨碍反而帮助它对那些深重影

响当代人类的巨大结构与过程，发展出批判的论述。这个对巨大结构

与过程的关怀并非是要建立一个全包的“宏大理论”；这个对方法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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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觉也并非是要建立一种唯一正当的方法论。理论与方法是吾人

面对真实的、公众的问题所采取的手段，本身是开放的论述空间的一

部分。社会理论的价值不在一家之言的建立与承接，而是在它能足够

大方地对各种理论的声音采开放的评估态度。对于社会中的各种价

值宣称（例如民主、公共、正义、多元、团结、个体性、全 球 化、自 由），社

会理论并不以另一超越性价值与其对撞，而是经验地、历史地评估它

们在现实中的成就与限制，并且积极地寻求落实这些价值的条件。对

于这些价值，社会理论是要将它们从修辞或意识形态工具的状态中解

放出来。这种独特的社会理论操作模式即是“内在批判”，通过它，落

定知识之锚。

这本论文集所收入的五篇论文，都原始发表于《台湾社会 研 究 季

刊》，反映了我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１年这五年之间的一些社会理论思考。

虽然这些不同篇章各自有其特殊写作动机和语境，但整体而言，都是

关联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或理论”这个大关心之下的思考。现

在，贺照田先生希望这五篇文章能够集结在内地出版，我非常愿意，因

为很希望通过这些写作能对两岸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对话与理解作一

点贡献，毕竟，有 些 知 识 问 题 是 具 有 普 遍 性 的。当 然，我 也 有 一 些 不

安，毕竟这些问题是大问题，拋出自己的一些不深入、不完整 的 想 法，

可能也嫌率尔。但批评的对话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毕竟是社会理论发

展的核心过程。我以此期待并自勉。



第一章

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

　　假如 激 进 主 义 的 意 义 在 于 对 激 进 变 迁 的

需求的体 认，那 么 今 天 不 管 是 什 么 自 由 主 义，

假如不同时也是激进主义的话，那就不但是可

有可无，且注定要失败。
———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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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１８５９１９５２）的 实 用 主 义 哲 学 及 社 会 理 论 在７０年 代 的 美 国

开始复苏。① 尝试从杜威思想中汲取资源的可说从左到右，也包括很

多难以传统左右区分定位的人；无论在学术或政治参与上都算是非常

分歧。② 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人大多和杜威在一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

①

②

大约在杜威去世的时候，杜威的思想已被当时的分析哲学浪潮所淹没，当令的

哲学不再有“较大的伦理的、社会的和政治关怀”，而专注于“狭窄的、论点收束 的（ｒｉｇｏｒ
ｏｕｓ）和专业的符号逻辑和语言分析迷团”（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１：５３７）。但 由 于６０年 代 的 巨

变，以及因而分析哲学、逻辑实证论失去了 垄 断 的 位 置，杜 威 的 思 想 再 度 被 重 视。能 特

别指出这个复苏的是从６０年代末即在南伊利诺大学开始的杜威全集的编纂；预计全集

完成将有３７册（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１：５５５）。

近年来杜威的思想再度受到重视，从杜威 处 汲 取 思 想 资 源 的 包 括 阿 朗 诺 维 兹

（Ａｒｏｎｏｗｉｔｚ，Ｓｔａｎｌｅｙ）、巴伯 （Ｂａｒｂ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伯恩斯坦（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哈贝马

斯（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Ｊｕｅｒｇｅｎ）、悠 艾 斯 （Ｊｏａｓ，Ｈａｎｓ）、匹 空 （Ｐｉｃｃｏｎｅ，Ｐａｕｌ）、罗 蒂 （Ｒｏｒｔ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苏利 文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请 参 考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１：５３７５５２；Ｒｙａｎ１９９５：

３５２３５９）。其中，伯恩斯坦和罗蒂对杜威 的 诠 释 对 杜 威 在 欧 美 学 界 再 度 热 门 有 密 切 关

系，也主要是透过后者，杜威被征召到后现代的阵营（Ｒｙａｎ１９９５：３５５）———他宣称杜 威、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是“本世纪 最 重 要 的 三 大 哲 学 家”（引 自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１：５３９）。

罗蒂虽然扣紧并发展了杜威对于传统哲学的 本 质 主 义 和 基 础 主 义 批 判，但 是 却 把 这 个

批判和罗蒂自许的政治立场“后现代主义的 布 尔 乔 亚 自 由 派”接 合 起 来，为 一 种 严 格 二

分的公私领域以及自 由 的 消 极 概 念 化 的 政 治 立 场 背 书。在 此，罗 蒂 已 完 全 和 强 调 公

众、社区参与民主的杜威对立 起 来。因 此，有 理 由 说 罗 蒂 并 没 有 掌 握 住 杜 威 社 会 哲 学

的精髓（关于罗蒂和杜威之 间 的 差 异，请 参 考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１：５３９５４２）。另 外 值 得 特

殊一提的是哈贝马斯，他 可 以 说 是 既 批 判 又 承 继 启 蒙 传 统 的 当 代 最 重 要 的 社 会 理 论

家。哈贝马斯从实用主义者（例如米德［Ｍｅａｄ，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与 杜 威）处 获 得 了 对 社

会过程中的相互主体性以及沟通的理解，但是 却 将 米 德 与 杜 威 的 激 进 历 史 主 义 置 于 他

自己从批判理论传统中引渡过来的普同主义 之 下，因 而 形 成 了 他 的 以 伦 理 普 同 主 义 和

演化论的规范基础论为基础的“准超越主义”（ｑｕａｓｉ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这对于 有 些 人

来说，是对杜威，以及米 德 的 去 脉 络 化 挪 用（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９８９：７３８７４０）。杜 威 和（美 国）社

会学的关系则大致属于间接 关 系，他 和 米 德 的 思 想 有 高 度 亲 近 性，后 者 又 影 响 了 日 后

形象互动论 的 兴 起（Ｊｏａｓ１９９３）。另 外，杜 威 也 深 刻 地 影 响 了 批 判 社 会 学 者 米 尔 斯

（Ｍｉｌｌｓ，Ｃ．Ｗｒｉｇｈｔ）对于 形 式 主 义 社 会 学 的 反 抗，同 时 强 调 历 史 与 文 化 因 素（请 参 考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３：ｃｈ．６），主要透过米尔斯，杜威的激进参与民主思想（特别 是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这本书）影响了６０年代的新左运动（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１：５４８５４９）。台湾

近年来最早讨论杜威思想的是叶新云（１９８７），介绍杜威思想在欧美再度出现的背景，以

及杜威对于近来的应用伦理学的批判性意 义，并 指 出 杜 威 的 激 进（叶 的 用 语 是“急 进”）

主义对于传统自由主 义 批 判。另 外，叶 新 云（１９９０）、赵 刚（１９９４：２３３１）、杨 贞 德（１９９５）

都以公众为核心探讨杜威的民主理念；本文在很多方面是顺着这个脉络继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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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主义传统的承继者和内在批判者，杜威寻求重建一个不

是建立在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主体哲学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可能。他

探讨真理，但是真理不再需要符映某种终极的真实；他追求价值，但价

值不再有普同性基础；他企求解放，但是解放不再有任何必然性之保

证；他认可多元异质，但此多元异质不应作为所有团结性的否定；他鼓

励行动，但行动不当和有效之知识脱离；他肯定科学，但批判科学脱离

于社会与道德生活；他拥护民主，但认为民主应当落实于日常在地生

活……因此，杜威对自由主义的重建计划，对于当今激进民主的论述

与实践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提供了一种后现代敏觉，为自由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与情境，找 到 可 能 的 连 接（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方 式；（二）重 新 发

掘批判的现代 性（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①；寻 找 不 具 压 迫 性 的 团 结 与 相

互依赖，以及可以正当化的权威。这两层意义当然不只是局限在理论

上，把它们摆在 当 代 社 会 文 化 的 场 域 中，更 能 清 楚 它 们 的 实 际 意 义。

对于部分针对传统自由派的形式理性主义，以及后现代文化左派的激

进差异／认同政治而生的反动，所形成的传统主义、宗 教 基 本 教 义 派、

族群民族主义、各种原型法西斯主义，以及新右派（ＮｅｗＲｉｇｈｔ）②的当

代民主危机（赵 刚１９９６：３９４０，６３６４），杜 威 思 想 显 示 了 尖 锐 针 对 性，

而这无论是传统自由主义、后现代文化左派或正统马克思主义都无法

取代的。

要掌握杜威思想的历史针对性，当然必须回到杜威写作的历史脉

络。杜威政治 性 介 入 的 写 作 高 峰 期 是 在１９２５年 写《公 众 及 其 问 题》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到１９３９年二次大战爆发前的《自由与

文化》（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十数年之间；杜威在这时期中的写作

①

②

在这个立场上写作的，除了上述直接或间接受杜威影响的人之外，也包括马克

思主义 传 统 的 文 化 批 评 者，例 如，威 廉 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ａｙｍｏｎｄ）、伊 格 尔 顿（Ｅａｇｌｅｔｏｎ，

Ｔｅｒｒｙ）、哈维（Ｈａｒｖｅｙ，Ｄａｖｉｄ）、詹姆 逊（Ｊａｍｅｓｏｎ，Ｆｒｅｄｒｉｃ）和 波 曼（Ｂｅｒｍａ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以及大部分《新左评论》上的写 手；受 韦 伯 影 响 的 吉 登 斯（Ｇｉｄｄｅｎｓ，Ａｎｔｈｏｎｙ）也 在 这 个

广的阵容之内。

新右派不同于老右派在于它同时吸纳了 自 由 主 义 与 传 统 文 化 左 翼 的 词 汇，为

以“民族”为本位的文化特殊性辩护。他们会 使 用 批 判 理 论 关 于 同 质 化、单 向 度 化 的 批

判，也会将自由主义的权利论述和认同政治结合 起 来，例 如 区 别 的 权 利（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关于新右近十年在欧陆的发展，请参考ＴｅｌｏｓＮｏ．９８９９之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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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本文主要的探讨对象。这时期以及稍前的欧美自由主义民主

社会夹在暴涨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同时自由主义民主社

会本身（包括美国的）也出现重要危机，包括新教世界观的倾颓、科学

专门化①并脱离公共领域、大众消费／媒体社会的出现、官僚体系和资

本规模的急速扩大、社区的瓦解、经济恶性衰退导致的社会 冲 突。在

文化上，第一次大战后对于启蒙理性的过度所造成的生活与生命的工

具化的反动，让种种现代主义前卫运动（例如达达主义、未来主义、“文

化批判”［ｋｕｌｔｕｒｋｒｉｔｉｋ］、某种尼采主义）、新浪漫主义、青年运动和法西

斯主义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７７：ｃｈ．１０；Ｈｅｒｆ１９８４；Ｐｅｕｋ

ｅｒｔ１９８９：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８９；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在 这 个 意 识 形 态 上 从 极 左

涵盖到极右的文化气候下，理性、计划、现实、秩序、科 学，甚 至 人 本 主

义等概念，都被视为压迫与反生命的同义词。② 而旧大陆的韦伯和新

大陆的杜威，则是在这个新的文化气候下逆流而上的两位思想家，仍

然坚持社会理论的立场，强调科学对现代社会与文化的不可逆转之角

色，并相信政治的现实后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在道德上优于各

种形式之非理性政治，但也同时激烈批判官僚化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５０５２）。③ 相 较 于 韦 伯 对 于 现 代 性 悲 观 的 解 咒 视 象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ｖｉｓｉｏｎ），杜威显然是一个有条件的乐观者，尤其因为他

对于科学和民主关系的强烈信念，使得他的社会思想有一个有力的解

放视象。

①

②

③

例如，表现在社会学上，即是古典社会理 论 的 历 史 宏 观 视 野、社 会 关 联 性 与 政

治实践性的消沉，而代之以专门化的社会学理论，从事领域分割清楚的、“中范围”的、可

进行假设测试的理论。米德的社会理论转变为“形象互动论”即是一代表性案例。

在德国魏玛 时 期，左 派 的 布 莱 希 特 （Ｂｒｅｃｈｔ，Ｂｅｒｔｏｌｔ）和 右 派 的 本 恩 （Ｂｅ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都激烈批判理性主义、科技主 义、“客 观 性”、功 利 主 义，但 并 不 为 了 同 样 的 原

因。布莱希特的批判是着眼在这些东西遮盖 了 宰 制 剥 削 关 系，本 恩 的 批 判 则 是 因 为 同

样的东西妨碍了“人的精神”的深度追寻（Ｐｅｕｋｅｒｔ１９８９：１８４１８６）。

是在这个脉络下，杜威和美国当代的 汉 密 尔 顿 主 义 的 旗 手 利 普 曼（Ｌｉｐｐｍａｎｎ，

Ｗａｌｔｅｒ）进行论辩，后者认为杜威将民主改 造 的 计 划 期 望 于 人 民 是 不 切 实 际 的，而 所 谓

“公众”不外乎鬼魅幻影。对于利普曼而言，由于现代社会的巨大复杂，追求某种共识作

为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或者是 要 求 人 民 在 社 会 生 活 上 形 成 伦 理 行 动 之 民 主 主 体，为 一

缘木求鱼之期 望，现 代 社 会 只 能 依 赖 某 种 功 能 性 的 相 互 依 赖 以 及 专 家 政 治 （Ｄｅｗｅｙ
１９８８ａ：２１３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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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不认为有了制度化的自由主义民主就能保证自由，假如自由

不再 只 是 消 极 地 被 界 定，而 指 的 是 思 想 和 行 动 的 积 极 探 索 与 开 展 的

话。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事实上预设了，并强化了人们异化于公共生

活，因为所谓“公 共”（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等 于 国 家 及 它 的 政 党 政 治、大 众 选

举、官僚与专家政治。① 但杜威也不认为某种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能

达到“真正的”民主。革命是需要，但这必须首先是一个文化的革命。

民主这个理念的根本在于是否存在着自主的公众（ｐｕｂｌｉｃｓ），他们能够

通过行动，以 具 有 实 验 性 智 能 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方 式，积

极地面对他们所经验到的问题（关于“公共”、公众的详细讨论请参考

第三节）。而这归根究底地要求新的、适任的行动者的出现，他或她能

够感受、探索、诠释问题，与他人沟通，共同行动。因此，现代生活中的

民主理想的实现，最终而言，依赖的是文化与人格在社区生活中的激

进改变，而 非 拟 机 械 化 的 制 度 性 安 排。这 个 新 文 化 与 人 格 结 合 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与行（ｄｏｉｎｇ），并总是寻求有方向 感 的 变 迁。虽 然，表 现 在

西洋哲学传统的“旁观者传统”（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及其大众文化版

本———嗜欲 文 化（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②的 诸 种 心 之 积 习（ｈａｂｉｔｏｆ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例如知行分离）仍然顽强的存在，但是，杜威认为人们从上述的

①

②

就此而言，熊彼得对民主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对他而言，民主的定义是：“达 到

政治决定的制度性安排，在这 个 安 排 中，作 决 定 的 个 人 获 得 权 力 的 方 式 是 靠 竞 争 性 地

争取人民的选票”（引自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１：ｘｖ）。
“嗜欲文化”或可直译为“拜金文化”。杜威提出这个概念的主要目的是指出 资

本主义现代性制度化了，甚或本体论化了，一系列流行“价值”（例如消费、性感官的立即

满足），使人成为这些特定价值的“刺激”对 象，对 之 作 出 立 即 反 应。杜 威 认 为 这 是 因 为

在“嗜欲文化”下，人们只愿意“享受”科学 所 带 来 的 现 成 好 处（例 如 生 产 力 的 提 高、避 孕

科技）而无法将科学带进人生，使人生的各 方 面 成 为 具 有 实 验 性 智 能 的 场 域。例 如，杜

威就可能会认为没有想像的、实验的“性”的 立 即 满 足 不 是 价 值，而 只 是“具 问 题 性 的 财

货”（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ｇｏｏｄｓ）（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２０７），相对地，杜威会认为将性作为一个学习的、

实验的、创造性的经验过程才有价值，所以“性愉悦”不是能拿来的、买来的，而是一种学

习本身。所以杜威对于“嗜欲文化”的批判，并 非 是 站 在 一 理 性 主 义 或 道 德 主 义 的 立 场

上批判“人欲横流”，反而是 批 判 欲 望、需 求、感 官 的 被 放 纵 地 压 抑（或 用 马 尔 库 塞 的 话

“压抑性的祛升华”［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ｅ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并积 极 地 寻 求 经 验 与 欲 望 的 更 开 阔 多

元的发展。谢谢宁应斌提出这个问题，让我能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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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人格之中解放出来的潜力已内在于（ｉｍｍａｎｅｎｔ）现代性，不假外

求。这个潜 力 即 是 杜 威 所 说 的 实 验 经 验 主 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ｍｐｉｒｉ

ｃｉｓｍ），它在自然科学里已有长足的发展，而问题的关键是它尚未成为

社会性的智能（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科学，就 其 最 广 的 非 强 制 性 公 共

对话的伦理意义而言，是民主的前提。杜威反对科学被物化于工具性

领域，而是要将科学作为非强制性对话的基本性格，解放到社会生活

中———在社会沟通中，形成我们的信念和价值，并作为持续的探知（ｉｎ

ｑｕｉｒｙ）与公共行动的指导（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３５；１９９１ｂ：３４，６４）。科学与

民主不是口号，而应成为每个人日常社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部分。

这样的人民和社区是族群民族主义里以有机体作譬喻的人民和社区

的对立，也直接挑战了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体性、自由和智能的概念化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５４０）。①

但对杜威而言，今天的自由主义只有一种可能，它必须是一种“战

斗的自由主义”（ａ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８）；自由没有

任何一劳永逸的制度性保证，唯一的保证是善用社会智能的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社 区 生 活 中，行 以 求 知，知 以 求 行，面 对 解 决 公 共 问 题。

智能的充分发展和使用，一来使社会变 迁 得 以 免 于 漂 流（ｄｒｉｆｔ），二 来

免于 使 用 力 量 或 暴 力 来 解 决 利 益 之 冲 突，而 这 二 者 往 往 是 不 互 斥 的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１）。这样的带着激进视野的自由主义当然一直是站

在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边缘（甚或异端）位置，就像杜威民主思想的

前驱杰斐逊（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Ｔｈｏｍａｓ）和后继（例如米尔斯）在美国政治社

会思想史中的边缘位置一般。从２０世纪初到现在，美国的主 流 自 由

主义就“现实主义地”接受了散众社会、官僚行政体系的“现实”，只寻

求“精英”间的权力制衡、“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因而对民主只能

作熊彼得式的最小限概念化，自由只是“免于……”，“个人”只是投票

的“主体”。在这个现实主义的民主观下，杜威强调参与的激进民主计

① 在 这 个 脉 络 下，有 人 说 杜 威 的 民 主 理 念 是 一 种 民 主 的 民 粹 主 义（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Ｐｉｃｃｏｎｅ１９９６：５６６４）。杜威 对 于“普 通 人”、“一 般 人”当 然 释 怀 抱 着 很 强 的

信心（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３０）；他认为没有这个对于“人性”的信念是无法谈论与实行民主的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５１）。但这个卷标的缺点在于可能 会 掩 盖 住 杜 威 对 于 个 体 性 价 值 的 突

出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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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就变成了类乌托邦式的空谈，成了“自由主义者”的马耳东风。

杜威对社会变迁抱持一种“文化时差”（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ｇ）①的看法，认

为思想与信仰模式总是落后社会其他方面（例如生产、政治组织、法律

关系……）的变迁好一段距离。“这一个事实界定了自由主义的主要

责任［……］，假如自由主义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的话。它最重要的

工作 是 教 育，以 其 最 广 之 义 而 言”（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２；１９９１ａ：４４４５，

１６３）。那么，要改变不合时宜的思想与信仰模式得从那里开始呢？是

什么思想信仰模式不合时宜、妨碍进步呢？杜威把他的手指向传统西

方哲学，特别是它整套的二元对立认识论。因此，杜威的民主 计 划 始

于对传统旁观者哲学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提出批判（第一节），然后，建

立实验经验主义的知识和伦理（第二节），最后，提出他的立基于公众

与科学的新政治观（第三节）。在最后一节里，我将顺着先前的脉络，

讨论杜威对于自由主义的重建计划。

一　认识论与伦理学的旁观者传统

和比他稍早的尼采与稍晚的海德格尔一般，杜威也对传统西方哲

学中的知识论与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展开批判。但唯有杜威的反

基础主义、反主体哲学结合了批判既存的社会理论，并建立一种激进

的民主计划。一次大战后的统合资本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②的

出现，其影响不只是在工商业的规模化和集中化，所及更是遍布人生

的所有方面（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５８６５）。这种“统合现象”（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ｎｅｓｓ）

①

②

这个字眼是稍早由奥格朋（Ｏｇｂｕｒｎ１９２２）所创的，指出文化方面的改变总 是 拖

在物质的或制度的改变之后。就我所知，杜威 并 没 有 直 接 使 用 这 个 概 念，就 算 用 的 话，

也是加引号（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９７）。这或许是因为 杜 威 的“文 化”概 念 不 但 包 括 了 象 征 的、

意义的、心理的、习惯的层面，如 一 般 文 化 论 者 所 为，也 包 括 了 物 质、经 济 和 组 织 层 面。

杜威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联系与生活在 一 块 儿 所 赖 以 维 系 的 诸 多 错 综 复 杂 条 件”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６７）。

有人建议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可译为“巨 型 公 司 法 人 资 本 主 义”，可 参 考。不

管如何翻译，这个名词指涉的现象是第二次 产 业 革 命 后，以 重 工 业 为 工 业 化 核 心，以 垄

断组织为主要剩余汲取机制的资本主义形态，有 别 于 第 一 次 产 业 革 命 中 所 兴 起 的 规 模

小且分散的企业家资本主义（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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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它所标榜的“大即是好”并不只是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新

形成的相互依赖结构的发展及走向，已远远地脱离了个人以及在地的

掌控。但是，既存的社会理论却还在早期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之下运

作，不是宣称社会的整合靠共享之价值，个人自我为此价值之社会化

对象，就是宣称社会有其自发（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之秩序，个人则通过魔术

般的市场机制整合在一块儿。这两类解释对于杜威而言，都是无救地

落后于文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且共享一个后设知识与伦理基础：旁

观者理论。

知识的旁观者理论预设一个“知者”（ｋｎｏｗｅｒ）作为主体，观看冥想

那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而唯有后者才具终极绝对之真实性。在此前

提下，纯粹的知分离于实践，并贬低后者。真理仅存在于先验 之 实 在

（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而唯有观念能再现实在。理论因此被套上神圣的光环，

追求的是精 神 性 标 的，例 如 真 理（Ｔｒｕｔｈ）、道、太 初、本 源、终 极 目 的

……凡此都足备确定性（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与固定性（ｆｉｘｉｔｙ）的特 质。另 一 方

面，实践则被视为低下之从事，因为它的领域与对象为物质与身体，凡

此都有因时地 变 异 的 不 确 定 性（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特 征，因 而 是 表 面 的、虚

假的、（趋于）腐朽的、幻觉的。对杜威而言，这般的区分理论 与 实 践、

观念与物质、灵魂与身体、本质与表象，是西方哲学传统的行货（ｓｔｏｃｋ

ｉｎｔｒａｄｅ），可以系谱学 地 从 康 德 哲 学、功 利 主 义、理 性 主 义，一 直 追 到

古典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在这个二元对立下的知识，则 是 去 身

体化的知识（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①，知识生产要避开的就是欲望

与需求。

那么，为什么这些哲学家要追求确定性呢？原因即在于这样的哲

学能够正当化哲学家钻到“纯粹思维”中———他可以一笔将充 满 不 确

定性的实际活动勾销为幻视（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５６）。实际活动总是带着

不确定性是因为，一方面，它总是在“个别化且独一的情境”中发生，另

① （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译成“（去）身体化”较“（去）具 体 化”更 能 掌 握 住 杜 威 对 于 知 识

的态度，知识不能离开行动、欲望、感情，也即是 知 识 应 和 身 体 结 合 起 来，不 能 成 为 独 立

于身体之外的“旁观者活动”。很多“具体 化 的”知 识（例 如，操 作 手 册、法 规、会 计、性 教

育课程……）往往却是压抑身体，否定行动的，因为它们将知识模板化（ｃａｎｏｎｉｚｅ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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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所有的现实活动都会导引出改变，从而带来不确定性（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ｅ：６）。从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旁观者传统

和社会阶级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上等人才有办法四体不勤，终日进行

理论 思 辨 活 动，那 么 从 而 将 实 际 活 动 与 工 艺 视 为 下 等 人 或 大 众 的 活

动，就毋宁是甚可理解的了。另外，杜威也从一个心理学的观 点 解 释

旁观者传统在知识史上的支配位置。他认为传统社会的人由于深深

地苦于他的实际活动无法将大自然做有效规约，因而不得不从现实退

却到理论思 维。旁 观 者 哲 学 就 这 一 个 特 定 意 义 而 言，是 有 神 学 性 格

的，因为它回避了具体经验中的实际问题，遁入了彼岸或他世的自我

超越。改写费尔巴哈／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名言，同样也 可 以 说：“旁 观

者哲学是知识阶层的鸦片。”

在旁观者传统的知识理论里头，实在（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取得了超越的

与非历史的地位，因而绝缘于人的实际活动之影响。因为“只有全然

确定不变的才有可能是真实的”，所以人类的智能和这个实在的关系

只是去观想它，而非改变它，因此而产生的知识必须是符映这个先验

存有（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Ｂｅｉｎｇ）或 本 质（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８），毫 无 经 验 与 行 动

之成分；实际活动因而不论在理性论或是在感官主义的经验论（ｓ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都 属 于 旁 观 者 传 统）中，都 和 被 知 物 的 建 构 无

关。“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心灵’建构被知之物不是以任何可观察

得到的方式，或是借实际的、外显的、有时间性的行动，而是借某种隐

秘的内部操作”（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９）。

因此，对于旁观者传统的知识理论而言，不只实在是确定不移的，

人的主体性质也是确定不移的，心灵和自我不再有任何社会的、历史

的性质，只是先验存有或终极原因（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ａｕｓｅ）的不完美复制品。

对于理性论者（如莱布尼兹）与感官主义的经验论者（如洛克），“反思

性思想（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ｏｕｇｈｔ）———即 运 用 到 推 论 和 判 断 的 思 考 ———并

非创 造 性 的 …… 反 思 即 是 再 制（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ｅ：８８）。既然知识分离于实践，且不 再 以 对 我 们 具 体 地 所 经 验 到

的真实世界的改变为目标，那么它就自身成为目的，而非以规约环境

为目的（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２３８）。简言之，知识不是导向到生活经验中实



第一章　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 １１　　　

际问题之解决，反而是为了正当化或证明存有（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２３８），概

念则不是启发性工具（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而是实存之符映。同于尼采

和韦伯，杜威批判概念的物化，并把整个“再现”的概念视为旁观者传

统的重要构成。①

就伦理学的观点而论，将知识定向于先验存有的 领 域，是 和 一 种

退缩的、回顾的、依赖的人生态度相互契合（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２１７）。人对

于他们所要知道的客体的掌握，只从他们自身行动与作为之外的来源

去找，似乎 他 们 自 己 的 行 动 作 为 没 有 任 何 作 生（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或 权 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的位置———人的行动是无结果、无关痛痒的。知识的旁观

者理论论定，人越是行动作为，他越是脱离于知识大道。沉思 默 想 而

非行动作为才是求知活动的精髓，正是因为它不牵涉任何和世界的互

动。不是人开创知识，而是存在（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通过人找到了它的象

征性表达。因此，人仅是历史的客体；历史也者不是人的活动 作 为 的

历程，而是法则或理性（如理性主义者所说）的展现；人呢，则不过只是

“感官资料”的被动接收者，如感官主义的经验论者所云。② 康德哲学

的综合命题也没有提供一个出路，因为知识仍然是主体化的知识。

理论和行动分离后的“行动”又是什么呢？假如历史是先 决 地 移

向一目的，那么人的行动在此历史观下的位置何在？有两种 可 能 性：

一是智识主义———先把理论搞清楚了，再按理论行动（但是严格说来，

行动与否皆无关乎客观法则或理论之实现）。因此，行动只是一种黏

贴于知的活动上的“机械性附件”。二是行动主义（或意志主义［ｖｏｌｉ

ｔｉｏｎｉｓｍ］、决定主义［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ｓｍ］），以爆发的情感、直觉、迷思、“本能”

为行动之基础，决裂于它认为无关乎或甚而窒息行动的理 论。因 此，

行动主义虽然是要打破旁观者理论传统在行动上的退却无能，但事实

①

②

韦伯在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一文中最重 要 的 论 点 之 一 即 是 在 现 代 性

里头，真理的架构和整个“再现”的概念业已崩溃（Ｗｅｂｅｒ１９４９）。同样地，尼采也早就指

出以往哲学家的工作不外乎将实在“木乃伊化”（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４５，４７）。

顺便一提的是，把人看作是由某种先前 存 在 的 原 因（不 管 是“文 化”或 是“社 经

结构”）所操弄的偶具这一意 象，也 重 大 地 影 响 了 很 大 部 分 的 当 代 社 会 学 理 论（例 如 结

构功能论、形象互动论的角色理论、结构马克思主义……）。因此，杜威对于知识的旁观

者理论的讨论也可以适切地应用于对于当代社会学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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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能算是“反旁观者理论”，是旁观者理论之镜像，而非旁观者理论

之超越。不管是知识主义或是行动主义，道德生活和解决人们共同经

验到的问题无关，只是一个“内在的个人态度问题”（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５）。

对于旁观者理 论 而 言，像 知 识 一 样，价 值 也 是 和 实 践 分 离 的；知

识、价值和行动在具体生活经验中的关联性被拒斥掉了。通往价值的

路唯有“纯粹知识”，实际的作为活动纯属无关。因而，作为价值的真

理（ｔｈｅＴｒｕｔｈ）、良善（ｔｈｅＧｏｏｄ）、壮美（ｔｈｅＳｕｂｌｉｍｅ）仅仅存在于先验

领域，如海市蜃楼般，一旦接触于实际行动时，就化为乌有。① 将价值

分离于行动的做法既见于理性主义哲学，亦见于功利主义哲学。理性

论固 然 将 价 值 锁 在 先 验 存 有 之 领 域，功 利 主 义 则 把 行 动 的 动 力 摆 在

“天性”的反射性快乐之追求，然而行动却丝毫不能改变这个“天性”。②

因此，杜威批评功利主义哲学为一种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把人性全然

定位于对私人快乐之追求，而行动仅为“机械之附件”。因而，根据旁

观者理论，能立即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求，而无需得之以持续之行动

者，方为有价值之标的。而我们对于这些有价值之标的的经 验 呢，则

不论是感官之满足或是和大道偕行（ｃｏｍｍｕｎ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都是完成的（ｃｏｎｓｕｍｍａｔｅ）、终极的（ｆｉｎａｌ）。

对杜威而言，有价值之标的必须要联结于工具性的行动而非终极

的美感活动。价值是靠行动争取与掌握的，它是内在于我们的经验之

中，而非存在于先验之存有。是在这样的脉络下，杜威相信科 学 的 探

知（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ｑｕｉｒｙ）一定得和我们的实际的信念和价值（例如民主、

个体的自由发展……）结 合 起 来（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３５３６）。杜 威 指 出 当

代科学的危机在于：关于价值的概念化并未跟随实验性探知（ｅｘｐｅｒｉ

①

②

杜威并非只从知识的层面看传统哲学 的 问 题，他 也 从 权 力 的 层 面 探 讨。例 如

他说：“‘真理’并非仅是一个知识上的错误。它还是邪恶且危险的意志的证据。当支配

的教条属于神学性格时，邪恶意志寄寓在一 组 名 词 上；当 支 配 的 教 条 属 于 政 治 性 格 时，

词汇就变成另外一套———‘反革命’取代了‘异端’”（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２７）。

这个描述当然直接针对的是边沁，但也 和 穆 勒 有 关。杜 威 虽 也 明 了 穆 勒 和 边

沁的差别，但杜威认为，即使穆勒也落入一 种 人 性 是 固 定 自 足 的 看 法 中。对 于 穆 勒，结

社或其他社会关系皆源自“孤立人性的心理 法 则”；社 会 关 系 或 行 动 并 无 从 影 响 这 个 先

验的心理与道德结构。“环境”（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对人有影响，则 仅 在 负 面 的 外 在 限 制，而

非任何积极力量（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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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的发展而调整；两者之间有重大矛盾。这个陈腐的对

于价值的理解是当代嗜欲文化的核心所在。嗜欲文化的特征就是把

科学和科技的应用拘限于立即享受之满足，而把价值和目的的领域归

到哲学或宗教。这个分离和旁观者理论的心物、知行二元对立的分离

是亦步亦趋的。因此杜威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并非提出传统、哲学

与精英主义的药方，如当代的新斯特劳斯派（ｎ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ｉａｎｉｓｍ），例如

布龙（Ｂｌｏｏｍ１９８７）所为，反而是恰恰相反。① 杜威反对一种廉价的分

工：宗教和哲学照顾精神和价值领域，而科学则只属于物质 领 域。科

学不但应当而且可以从自然的领域解放到社会的领域；科学应该和我

们的价值和行为结合在一块儿，从而我们的生活经验方可更丰富，而

我们的环境方可更有意识地为我们所控制。

杜威批判知识与伦理的旁观者理论的核心企图在于他希 望 将 实

践从传统哲学的知识锁链中解放出来。对于实践的重视则必然连带

地对观念与价值抱持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因为，如我先前所述，实际

的行动总是带来变迁且因时而异的。对杜威而言，就连科学和民主这

些他的核心关怀，也必须从一个历史主义的视点来看。杜威并非无知

于启蒙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与理性（Ｒｅａｓｏｎ）的压迫性，而是恰恰认识到了

启蒙科学传统的不够激进，而认为科学也应该被历史化，理性也应该

被身体化。科学对杜威而言，并非是“真实”之符映，为科学家之独白，

为主体之发明、创见，而是预设一科学社群之存在，而定义此一社群的

判准即是无强制性的公共对话。科学因此并非依赖先验法则的探讨，

如数学与逻辑，而这些却是启蒙时期牛顿科学的柱石。

杜威的思想企图在启蒙思潮的普同主义和历史主义／特殊主义的

两轨间，维持一平衡，既要从超越范畴（例如理性、逻辑、历史目的）的

① 布龙（Ｂｌｏｏｍ，Ａｌａｎ）传 承 自 德 国 的 保 守 派 政 治 理 论 家 斯 特 劳 斯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Ｌｅｏ），认为自由民主制的后果是心智上的 齐 平 化，与 真 正 的 社 区 的 消 失。对 他 而 言，真

正的社区是古典希腊的哲人社区，其他的社区都只 是“自 我 矛 盾 的 镜 花 水 月”（ｓｅｌｆ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引自 Ｒｏｒｔｙ１９８８：２８）。永恒的真理存在，且只 存 在 于 少 数 哲 学 家

精英，他们才是真正的价值的创造与维系 者。因 此，知 识 必 须 阶 层 化，而“哲 学”则 和 民

主对立，民主生活中或许可以创造出一些 聪 明 的“知 识 分 子”，但 无 法 产 生“哲 学 家”（爱

真理的人）（Ｒｏｒｔｙ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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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中解放出来，又要避免落入知识与伦理的无政府状态。杜威达成

这个目的的手段大致是靠将民主化的科学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行

动者借方法之助而得以获得行动之自由。这些由现代经验科学所提

供的方法对我们的行动所产生的限制，并非是压迫性的，反而是有解

放性的，因为不论是法则或方法都没有一个本体论存在的性格，而只

是为后续的行动提供假设（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２２１），是科学探知的必要陈

述（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２３）。然而，对于旁观者理论而言，法则定律等等则

有其第一序列的存在（ｓｕｉｇｅｎｅｒｉｓ）位置。这对于杜威，是“形而上学、

超科学（ｅｘｔｒ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２３）。

总结地说，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旁观者传统将知和 行、理 论 和 实 践

分离，并贬抑行 动，于 是 从 现 实 的 不 确 定 性 中 逃 遁 到 确 定 性 的 追 求。

在这个追求确定性的“活动”中，主体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未来是

完全被决定 了 的。因 此，这 个 传 统 并 无 法 提 出 任 何“社 会 变 迁”的 概

念。就个人而言，也容易产生不是退缩、回顾的，就是 盲 动、冲 动 的 人

格。就政治与社会体制而言，容易产生一元论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

（不管是封建、东方专制、法西斯、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科技官僚），

压制社会智能的成长，妨碍多元行动主体的开展，使真正的民主成为

不可能。

二　实验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伦理学

１７世纪牛顿的科学革命改变了自希腊以来对于哲学和科学关系

的看法。对于希腊哲学家，科学（那时只不过是自然哲学的另一名称）

只是哲学的一个次范畴，而且如一般哲学，任务在于指认先验存在且

不变易的自然法 则，而 这 些 法 则 具 有 理 性 的 与 观 念 的 形 式（例 如“匀

称”这个几何观念）。借着数学这项工具，牛顿挑战了古代的有机世界

观，代之以数学性的、机械性的物理科学以及相应的自然哲学（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ｅ：２２）。自从牛顿开始，科 学 才 开 始 独 立 于 哲 学 而 发 展。但 对 杜

威来说，牛顿的自然哲学仍然是旁观者传统追求确定性的延续。这是

因为牛顿的原子观念（即宇宙的最基本构成）是被先验地，而非经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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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验地正当化。世界是由不可化约的也不能改变的原子所构成的

封闭体系，而所谓的改变只不过是由重力、时间、运动等法则（Ｌａｗｓ）所

决定———世界是由不可改变之本质所决定的。

２０世纪初发展出来的海森堡（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Ｗｅｒｎｅｒ）的测不准定

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物理

学及其自然哲学，以及间接地，笛卡儿与洛克的知识论。关系 性 脉 络

取代了主体与本质，而被赋予理论上的优先性———事物是以其关联性

而非本质被观察理解（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０２；１９９１ａ：１４４）。而这个知识并

非来自旁观冥想，仅是一种观看（ｖｉｅｗ），反 而 是 知 者 介 入 之 结 果———

知识的客体是因为作为我们干预的客体而成立。因此，旁观者理论传

统的两大知识与伦理预设：先存且不变之实存，与实践上无能之“代理

者”（ｈｕｍａｎａｇｅｎｔ），也跟着被否定掉了。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更是坚

持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客体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动；观察是一种作为的方

式，而非作壁上观，因为观察总是进入并改变被知之对象。因而，原先

假定的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分区别不再那么清楚了，而且原先假

设的对于观察对象的正确无误之测量（例如速度与位置）也出现了问

题（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６２）。杜威相信：“测不准定理……是拆解老旧的知

识上的旁观者理论的最后一步”（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６３）。在这个背景下，

杜威呼吁一个新哲学的出现，这个新哲学一方面祛除过去旁观者传统

的残余，另一方面积极地和新科学发展关系，后者强调实验对知识的

构成作用。新哲学有兴趣于对经验到的存在提出问题，而非律定之永

恒，哲学之功能则在于“能促进认知的信念（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ｌｉｅｆｓ），即那些

立基于最可靠的探知方法的信念，和实践的信念（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ｅｌｉｅｆｓ），即

那些关乎价值、目的和目标的信念，这两者之间产生有结果的互动，进

而能在关乎人类自由的重大事件上，能导向人的行动”（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

２９）。简而言之，新哲学将帮助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调停。

知识的旁观者传统追求“知”的纯粹与确定，因而将知识生产排除

于日常生活的行动外。这固然是一种贵族的、精英的知识论，然则，掉

过头来，“不确定性”的追求就是代表民主了吗？“不确定性”本身并非

民主的保障，反 而 更 常 常 是 溜 向 极 权 主 义 的 滑 梯。一 次 大 战 后 的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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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各种因袭的确 定 性（不 管 是 在 生 活 上 还 是 思 想 上）都 在 烟 消 云 散

中，１９世纪布尔乔亚时代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观及

其代表 价 值（例 如 个 体 性、进 步、因 果 性、牛 顿 世 界 观）都 在 急 速 倾 颓

中。在此条件下，不论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

反而间接地加速对于“理性”的排斥，而使思潮移向对于“根”、“血”、权

威和无意识的追寻———不确定性的焦虑带来逃避自由、追求权威的渴

望。理性主义是跳脱开了，但却掉到了非理性主义、保守主义 和 浪 漫

主义。科学，由于避谈因果性，产生了一个吊诡：一方 面 否 定 决 定 论，

因而和意识形态撇清关系；另一方面却和哲学结伴掉入琐碎的事实领

域的决定论中（ｆ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Ｍｏｓｓｅ１９８８：２９１）。结果则是

重要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而非科学所当置

喙。这当然加强了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和角色，而科学本身则

从重大文化问题的导引角色中退位，而成为专业化科学；科学家经常

更根据此一发展，逃避科学研究的价值伦理问题，在自许的价值中立

中，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帮凶。当所有的确定性在欧陆消解之 时，且 极

右知识分子在追寻权威与终极保证之时①，杜威的任务即是拆解不确

定性与逃避自由的连环，而将它和以下放了的科学和公众为本的参与

民主结合起来。而要达成此目的，杜威拆除知识的旁观者理 论，并 建

立知识的参与者理论（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杜威并非行动主义者，他并不是要歌颂实践与行 动 本 身；实 践 与

行动并非目的。他也不曾看轻知识或概念，因为它们是人们主动控制

与修正（ｍｏｄｉｆｙ）客体的整个过程中不可或 缺 之 重 要 部 分。杜 威 认 为

“唯有 我 们 将 概 念 施 用 于 存 在 界，我 们 才 有 可 能 赋 予 概 念 以 意 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唯有通过行动才谈得上施用。而由这个施用所带来的对

于存在界的修正才真正地构成概念的真正意义”。杜威要的是“知识

与实践之间的持续且有效的互动”（Ｄｅｗｅｙ１９８８ｂ：５），两者都应只被视

为“让好东西———各种优秀之物———能在 经 验 的 存 在 中 被 维 系”的 手

① 例如，容格尔（Ｊｕｅｎｇｅｒ，Ｅｒｎｅｓｔ）、斯 宾 格 勒（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Ｏｓｗａｌｄ）、巴 列 图（Ｐａｒｅ
ｔｏ，Ｖｉｌｆｒｅｄｏ），以及以诗人格奥尔格为核心的文人圈（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ｃｉｒｃｌｅ）（参 考 Ｍｏｓｓｅ
１９８８：ｃｈ．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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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３０）。这 即 是 杜 威 所 指 的“实 用 工 具 论”（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实用工具论把结合起来的知和行作为达成内在于生活经 验 中 的

目的之手段。这样一个手段和目的的连锁，只有通过杜威的“经验”概

念才能充分理解。对于杜威，“经验是一个通过刺激与反应的统一来

结合主体性与客体性的“有机”巡回线路”。这样一个动态的经验观念

有两个基础。其一，在经验的实存里，刺激和反应不可分地勾 连 在 一

块儿，因而，主体（指意者）和客体（被指意者）的绝对区别消失了；我们

都是我们自身行动的主体与客体。其二，意识之流的概念允 许 过 去、

现在和未来之间产生有机之互动（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１１３）。因此，观

念和行动并非如关联主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心理学家所看到的是一机

械分离之过程，反 而 是 作 为 动 态 整 体 之 经 验 的 不 同 面 向 而 已（Ｋｌｏｐ

ｐ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７０）。

那么，假如经验为一动态之整体，不可能有截然清 楚 的 外 在 与 内

在、刺激与反应之二分，那么我们如何概念化“知”（ｋｎｏｗｉｎｇ）、“智能”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价值”（ｖａｌｕｅ）与“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呢？换句话说，对应

于旁观者理论传统的知识与伦理观，强调参与的实验经验论又有什么

不同的理解呢？

参与者理论传统中的“知”指的不是将知识的对象等同于先验之

存在，也不是对外在感官资料的被动接收，因为不论哪一种，都和任何

可辨识的行动无涉。杜威认为“知”必须包含“实际的外显的行动，且

具有时间之质地”，而且这个知识的对象必须是被一种可观察到的方

式所建构的（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８１９）。这意味“知”必须是一种和世界互

动甚密的行动模式，绝非沉思或感受。杜威认为经验的原始对象既非

感官性的也非概念性的，更非二者之混合，而是“产生于有机体和环境

之互动”，并“形 成 我 们 一 般 未 验 证 的 经 验 的 质 材”（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

１３８）。因此，关于经验资料或是概念在我们探知的过程中孰为轻重的

争论是颇乏意义的。在实验性的探知活动中，感官资料和诠释性观念

之间的区分不是那么的明显。如果在某时某地区分它们，那不过是为

了方便实验性的探知罢了，这个区分是方法论性质的，而非本体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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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因而是“可变的与尝试的”。实验性的探知并不独独以理论或资

料指 导，因 为 理 论 和 资 料 在 我 们 对 变 异 世 界 的 探 知 中 不 停 地 相 互 修

正。因此，感官资料和理论（或概念，或研究假设）的关系不是相互疏

离的，而是通过行动密切地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构成一个整体的探

知就称作实验性探知，而这样的探知的最重要后果即是将原先模糊混

乱的经验 素 材 重 新 安 排，将 之 导 入 不 失 秩 序 的 变 迁（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

１３８）。只是指出一个问题或现象并不算是“知”；“知”包括了对于一个

问题的条件与后果的确实掌握，从而将一个问题纳入控制。知识的目

的并非了解或接受既存之经验，而是在于对知识对象的发生之控制，

并将之置于 规 约 的 变 迁 之 中。什 么 才 算 是“知 道 了”（ｂｅｉｎｇｋｎｏｗｎ）

呢？杜威认为“知道了”指的无外乎是一种将经验的对象纳入控制的

能力（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７０）。因此，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什么是真理、概

念、知识的看法，侧重在由它们所带来的后果，也即是它们能开展出什

么“行动的 多 种 可 能”（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即 杜 威 心 目 中 的 自 由

［ｌｉｂｅｒｔｙ］）。知识、真理、概念、概括性想法（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ｄｅａｓ）的价值不是

“报道与登录过去的经验”，而是作为“组织未来的观察和经验”；它们

是靠实验的验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而 非 思 想 中 的 圆 融 调 和

（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而成立的（Ｄｅｗｅｙ１９８８ｂ：１２）。杜威是以知识和真

理的后果理论（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ｒｕｔｈ）取代知识和真理的符

合理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ｒｕｔｈ）。①

“知”，对杜威而言，是“科学探知的具体步骤”（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２９，

１８１）。知一定得靠行。既没有大叙事能够将我们生活的世界 画 出 清

楚的地图并作为行动之指南，也没有天生的智能或纯粹理性的反思这

① 杜威很强调他的实验经验论和庸俗经验 论 的 区 别，后 者 的 探 知 活 动 没 有 一 般

性概念作为组织原则———将所谓“试错”（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ｒｒｏｒ）吹捧上天。但这对杜威而言 却

是和理论挂帅的做法，虽然貌似对立，同属 绝 对 主 义。概 念 必 须 被 用 来 形 成“可 资 运 作

的假设”（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用 来 和 我 们 所 经 验 到 的 问 题 的 解 决 有 效 地 关 联 起 来。

因此，探知也不是纯粹知识活动，它必须和价值和行动结合起来。对于杜威而言，“没有

思考的经验 主 义（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ｓ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恰 恰 好 为 幕 后 秘 密 操 纵 提 供 机 会”（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ｅ：１３１）。顺便一提的是，胡适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如仅就字 面 理 解，并

未超出庸俗的经验主义 的 范 围，只 是 在“没 有 智 能 地 吹 捧 经 验 的、多 元 的 和 实 用 的 方

法”（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１３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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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事儿。我们生活所经验之现实是如此的变异性与历史性，因而没

有一个预先决定的行动策略或教条思考不会在碰到具体之真实时撞

个头破血流。但是，这个世界也非毫无希望的为不确定性所支配。借

实验性的探知方法之助，我们 可 以 将 不 确 定 性 转 化 至 较 稳 靠（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之情境。在知和行的密切关系之下，杜威提出新的关于智能（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ｃｅ）的概念。对于杜威而言，智能的作用即是在过去的习惯、制度

和信仰与新 的 情 境 之 间 建 立 一 种 利 于 工 作 的 关 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７）。智能不管在它自身、它的起源与发展、使用

与效果，各方面都是社会性的（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９）。智能不再是内化于

心灵中的某种固有质地（例如“理性”或ＩＱ），仅为秀异个人所拥有，而

是为了改造环境而存在的有定向的操作（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因此智

能包括探知和行动这两大构成要素。这个对于个人主义的智能观的

批判直指老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老自由主义强调智能是个人所独

自拥有的，固然是因为要这样说才能对抗传统与旧政权对个体的压迫

性，但因此而来的个人和社会的对立，以 及 自 由 放 任（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的

提法，都无法使自由主义面对统合资本主义下新兴条件的挑战，进而

建立合适的目的、组织与行动（例如集体性的社会规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ｏ

ｃ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２）。关 于 这 一 点，我 会 在“自 由 主 义

的重建”这一节再做详细讨论。

智能应该属于一般人，而非精英之专擅，因为杜威相信“实验性的

行以求知，存在于一般经验中”（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７０）。虽然每个人在她

的具体生活经验中，都是一个实验的探知者，但她自己可能并不意识

到这一点，因此没有充分的从科学精神与态度中汲取智能，以利有效

之行动。这主要因为旁观者传统把知识和行动分离，而且把知识给了

那么缥缈崇高的位置，仅属于高层的知识分子，包括从以前的教士和

哲学家到今天的科学家，似乎他们才有“智能”。杜威的激进智能观因

而提出了解放智能的呼吁，寄望科学的果实能从自然对象的拘限扩大

至社会对象，而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智能。自然科学，对杜威的意义，

即在于它的实验经验主义的社会意涵———通过它对于 知 行 合 一 的 实

践，我们得以在社会生活中经验到的对象中，释放出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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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地，杜威的实验经验主义也牵涉到价值概念的重构。价值并

不像旁观者理论传统中所看到的，是从和先验实存的符映中引申出来

的，而是在知与行的结合中出现的，因此价值是可见可即的目标（ｅｎｄｓ

ｉｎｖｉｅｗ）。因为价值一直依赖于人们的所作所为而生，并非固定不移

的“东西”（ｔｈｉｎｇ），因此，将价值分门别类并编造出一个层级体系，并赋

予超越性地位，就是一个荒谬之举了。我们既不能先行命定我们要追

求的价值，也不能不借持续之行动来维系价值之标的。人们只有借有

定向之操作，方能较稳妥地维系并扩散我们经验中之有价值之物。对

杜威而 言，“方 法 之 讲 求、智 能 之 粹 炼，方 为 最 高 价 值 之 物”（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ｅ：１６０）。因此，杜威的价值 概 念 并 不 具 有 任 何 超 越 性 位 置，价 值

并没有本体论之存在，而是内在于历史与经验。价值既然内在于历史

与经验，那么对它的批判以及实现之道也应内在于历史与经验，后二

者是内在批判之泉源。

杜威对于当代（美国）嗜欲文化之批判即是一内在批判。嗜 欲 文

化之主要面貌就是手段目的之混淆、事实与价值之混淆。纵然当代美

国社会所自矜的价值是：快乐、自由、多元、爱、冒险精 神 等 等，但 是 在

行为于制度现实上所表现的无节制炫耀性消费热欲则是实情。杜威

并非贬低物质丰沛之必要性，而是认为物质丰沛只能是达到我们生活

中所追求 的 各 种 上 述 目 的 的 必 须 手 段 之 一 而 已（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３０；

１９９１ｂ：６２）。经济组织的重要在于“为各个人的能力的表现，和为人们

在各种 非 经 济 方 向 的 需 求，提 供 一 个 安 稳 的 基 础 （ｓｅｃｕｒｅｂａｓｉｓ）”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２）。手段的达成不可和目的之达成混为一谈。杜威

认为手段就是手段，不可以手段妨害了目的。批判当代文化中手段和

目的、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杜威对嗜欲文化批判的核心。

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病因来自旁观者传统以及当代文化中，展现

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脱离了生活经验的象牙塔

内的哲学，很自然地自以为它是现代社会中最后的价值之蓄水池，而

科学则被斥 为“真 正”价 值 的 终 结 者。这 还 是 一 个 二 元 对 立 的 世 界！

一方面，哲学与宗教掌管神圣的和精神的，另一方面，科学和科技统御

世俗的与物质的。对杜威而言，这样的一种幻视的世界观只有被重新



第一章　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 ２１　　　

概念化的价值概念才能被完全破除。价值和先验存在毫无关系，而是

和有方向可循的实际行动密切关联。假如这个价值的观念被确立了，

那么过去关于科学与价值之间的所谓敌意就将消失，不但敌意消失，

反而两者更能结合于实际之行动，往前创造。那时，我们所关 心 的 也

就不外乎“我们如何将我们所知的应用于我们价值信念之形成，又，我

们如何将我们的实际行动作某种导向，以便我们能测试我们的信念，

进而创造出新的信念来”（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３４３５）。知识、价值与行为因

此编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进解决我们生活中所经验到的问题。价

值因此无时无刻不在转变，转变之因当然是由于它和知识与行动互动

之结果。杜威的激进计划，一言以蔽之，即是将知识、价值与政治祛拜

物教化（ｄｅｆｅｔｉｓｈｉｃｉｚｅ）。下面这一段话，尤 能 彰 显 出 杜 威 的 激 进 知 识

与伦理“理论”（或更正确地应是“祛理论”）的意涵：

没有知识的介 入，享 乐 并 非 价 值 而 是 大 有 问 题 的 财 货，

只有当享乐借智能化的行动而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时，它

才变成价值。当今有关价值的经验理论的根本麻烦就在于，

它只有条述并正当化当今社会现实经 验 中 把 当 下 享 乐 视 为

价值之当然耳这一社会积习。这么一来，对这些享乐进行规

约（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的问题全都被闪开了。而这个问题所牵涉到

的正是对于经 济、政 治 与 宗 教 机 构 的 有 方 向 的 重 构（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ｅ：２０７）。

实验的经验主义把知识、价值和行动从旁观者传 统 中 解 放 出 来，

并且建立它们之间相生相成的关系。对于过去知识论和伦理学追求

确定性的批判，开启了不被决定的未来，与多元行 动／选 择 的 可 能，与

社会智能的解放。行动的角色在此被突出，因为不确定性不再被视为

需要被逃避的，反而是要被积极的、有方法的行动于其上，以求对它进

行规约。规约的最重要标的当然是当代的诸多有重大公共后果的政

治经济问题。这当然牵涉到一个问题：谁应该，谁能，进行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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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公众与民主

旁观者理论把知识从价值和行为中抽离出来。这 种 理 论 在 流 行

文化中的对应就是嗜欲文化。在嗜欲社会中，知识、伦理与政 治 被 看

成各自属于分离之领域，并占据某种准超越性地位，之间完全没有互

动。杜威的实用工具主义即是将这三个据说占据了准超越性地位的

领域，拉回到人间世之中，看它们在生活经验中的关联与互动。因而，

它们原先作为先验存有的神秘性格被拆穿了。一切有价值之事务不

再被视为固定不移的好东西，而是被视为“被追求之物”（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或是“随之而变的事件”（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

１０６）。杜威重构知识与伦理的计划对于激进民主的意义非常重大，因

为它要求重新建构整个关于什么是政治（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概念，而这当

然牵涉到公共和国家这两个重要概念的重构。

一般谈到“政治”，最常想到的是国家的结构与活动。这个流行的

对政治的概念化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政治学作为一 个 学 科 即 是 反

映了这个看法。在这个看法里头，“政治”＝“国 家”（ｔｈｅＳｔａｔｅ）＝“公

共”（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在分析 上，甚 至 实 际 上，被 视 为 可 以 和 其 他 活 动（例

如经济或其他“私 人”活 动）分 离。这 么 一 来，“公 领 域”和“私 领 域”、

“国家”和“市民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对立就以各种不同的意

识形态形式出现。

某些社会主义者，带着对现代性里的解放潜力以及人类全体的救

赎的信念，相信当人们解除了压迫他们的生产关系后，国家作为一政

治的异化力量也将消失。因此，对于国家机器的敌意以及认为它的最

终取消，既是逻辑结论也是道德的至高命令。

对反于社会主义的反国家主义，有不同的国家主义根据现实的或

道德的关心出现。两位代表性的国家主义者是霍布斯和黑 格 尔。对

于黑格尔来说，市民社会这个现代范畴是冲突、斗争和不确定性的具

现。国家这个理念则是市民社会的辩证对立面，表现了理性（Ｒｅａｓｏｎ）

和普同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的胜利。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因而不只是道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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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还包括形而上 学（即 辩 证 法）的 原 因（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４７１４９）。另

外，对于霍布斯而言，脱离于市民社会穿透与干预的国家，其高耸入云

之存在则是借某种“实际的”理由正当化：人性本质上是自私邪恶的，

时刻为自身利益提防与攻击他人。“自然状态”即是此一“各自与所有

人为敌”之状态。因而，为了和平与一统，一个能终结自然无政府状态

的权力———主权———必须 建 立。国 家 的 形 成 即 是 臣 民 的 大 约 定———

每个在自然状态的人放弃他的力量、权力、判断和意志，并将之交给一

个大意志，不管它发自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集合。

不管是黑格尔牌的或是霍布斯牌的国家主义，假 如 推 到 极 端，会

得到这个结论：与 国 家 同 义 字 的“政 治”渗 透 到 社 会 生 活 的 每 一 个 角

落，因而任何形式的公私区别将不复存在。个人主义，不管是 什 么 种

类，都会被耻辱化为自私的或自我主义行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主义

下，“公共”即是道德，道德即是政治，政治即是国家。正因为公民的道

德义务是服从国家，因之，凡是积极参与以谋改变既存政治安排的活

动都被视为道德上的缺陷。

另外还有一 类 对 于“政 治”的 概 念 化 是 来 自 洛 克 的 代 表 制 政 府。

洛克的人民同意原则和法治构成了现代代表制公民政府的两大基础。

市民政府的成立就为的是保障个人自由权以及财产权，因为这些在自

然状态下都是岌岌可危的。一旦自然状态下的签约者把同意交付给

市民政府，后者即开始其政治权力，然而，这个政府权力的施用范围则

限定在对于私权之保护。因此，对于洛克而言，政治国家的功 能 即 为

布尔乔亚权利之维护。国家为必要，但必须对它戒慎警惧，因 为 它 可

能随时凌驾于“自 主 的”市 民 社 会 以 及 构 成 此 社 会 的“自 有 的”（ｓｅｌｆ

ｏｗｎｉｎｇ）个人之上。因此，洛克的政治国家应首先被法律所结构性地

拘束，并且分离行政与立法权，而似乎一旦有了这些结构性的安排，民

主则可自动的到来，国家则为一民主国家，人民则可对国家抱不关心

之态度，除非它不能有效施政或逾越其权限。这些特征构成了现代代

议民主的成文宪法之条目———人民的不行动往往比行 动 更 能 说 明 现

代代议民主国家的角色。洛克的民主理论在现代的版本包括了哈耶

克（Ｈａｙｅｋ１９４４）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规约，以及诺哲克（Ｎｏｚｉｃｋ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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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化国家”的提法。对于这些放任自由主义者，“政治”（即“公”）

和经济及个人“自由”（即“私”）是处在对立的位置。

尽管在这些众多关于“政治”的立场有这么大的歧异，从杜威式的

观点看，它们共同分享了一些预设：（一）都预设了一个关于自我的固

定的且抽象的概念，不管是理性的、热情的、社区的或个人主义的或不

同的组合（根据这些关于人性的先验前提而成立的理论，无法视个人

如生活经验中 之 个 人，因 而 无 法 将 个 人 置 于 她 的 具 体 历 史 之 脉 络）；

（二）都预设了“公”和“私”之间有一规范性的零和关系；（三）不管是要

正当化或是控诉国家之存在，都是以某种非经验性的原因作为基础。

用杜威的语言来说，它们都想要追寻的是国家的“缘起”（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而非以国家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来经验性地看待国家，而这么一来，

国家就无法成为可以被实验性地行动于其上的标的了。结果则是行

动及思想上的极端化（“ｅｉｔｈｅｒ，ｏｒ”）；“国家”（ｔｈｅＳｔａｔｅ而非ｓｔａｔｅｓ）就

如同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对立于另一个同样被绝 对 化 的 范 畴———“市

民社会”。

明显地，这些关于政治的概念化都可说是来自知识与伦理的旁观

者理论传统；它们都坚信政治（或无政治）之计划当符映一先决之观念

（自由放任、历史之大理性和平与安全或“事物之管理”），因此，它们都

为什么是政治与非政治，国家与社会，公与私树立了一个先验之分判

标杆。杜威相 信 这 是 旁 观 者 政 治 传 统 的 根 本 谬 误。那 么，什 么 是 政

治，什么不是，要 怎 么 决 定 呢？杜 威 认 为 唯 有 经 验 才 可 决 定，也 即 是

说，唯有外显的可观察到的行动才可决定。杜威因而进行了一个对于

公与私的重新界定，他以行动后果的性质为基础打破传统关于公私先

验的二分状态。杜威从一个“客观事实”出发，他认为人的行动对他人

是会产生后果的，当有些后果被感受到时，就会引出对于行动的控制

以求维系某些后果并避开其他后果。后果有两种，直接的和 间 接 的，

前者指的是直接影响交互行动的人，后者指的是不在此立即影响下的

人。“私的”即是关于前者，而“公 的”即 是 关 于 后 者。当 然，“后 果”一

直是被社会行动者诠释出来的，而能够把“后果”看出来、谈出来的本

事就是智能，民主的公共生活是需要公共智能的。杜威认为，政 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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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即是包括凡是有涉于人类行为之间接后果的经验对象。换句话

说，政治即是公共事务。正因为某一特定行动到底是具有直接的或间

接后果是一经验问题，因此公与私、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切线是随时

间、情境、诠释而流移。就此而言，国家不可被视为结 构 地、实 质 地 定

桩在那儿的“体制”，而是公众（ａｐｕｂｌｉｃ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ｓ）为了规约人们先前

的行动所产生的间接后果的有方向行动（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４３２４４）。这

样一来，凡是关于现代国家的职能应当扩张或缩小或取消的争议，对

杜威来说，纯属虚构之问题意识。杜威认为，国家的管辖权限 仅 应 被

公众所经验到 的 现 实 需 要 所 决 定。因 而，那 个 单 数 的、同 质 的、物 化

的、异化的大公共（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让为给活泼、多元、能动的众多小公共，

或公众（ｐｕｂｌｉｃｓ）①。杜 威 坚 信 没 有 公 众 的 国 家 就 是 一 物 化 之 存 在。

“国家是由执事②所 襄 辅 之 公 众 之 组 织，为 的 是 保 护 成 员 所 共 享 之 利

益”（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５６）；“一个公众借助其代表官员进行串联与行动

的即是国家”（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７７）。公 众 是 一 初 级 团 体，而 国 家 则 是

“一特殊的次级 团 体 形 式，有 可 明 确 认 定 的 职 掌 与 明 确 的 操 作 机 关”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７９）。因此，杜威的对于传统政治理论的突破性看法

即是 建 立 了 一 个 进 步 的 以 人 民 为 本 位 的 两 向 度 民 主 社 会：公 共 与 国

家。国家的条规法令因此只不过是公众为了具现她们的多重价值并

且满足她们的多重需求，而采取的政治形式罢了。如果国家一旦缺乏

了公众作为它的行动主体，那么国家就被化约为政府。由于政府只不

过是帮助公众组织成一个国家的工具，那么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存

在”即为一全然无意义之事（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７７）。杜威认为等同国家

和政府为一道德上不可接受之举，因为这涉及到“将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作一不可理喻之区隔”（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７７）。

因为一个公众是一没有形式组织化的人民集结，而人民集结起来

则是由于他们受到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所发生的行动的后果所影响，

那么这个公众也必然随这个当初让它出现的情境的消失而消失。但

①

②

ｐｕｂｌｉｃｓ的中文是“公众”可以兼 顾 三 个 意 思：（１）众 多 的 小 公 共；（２）公 共 这 个

概念不能脱离众人；（３）得以明显的和散众（ｍａｓｓｅｓ）对立起来 。
“执事”一词的原文是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这个翻译引自叶新云（１９９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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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 家 这 个 政 治 形 式 往 往 在 公 众 消 失 后 还 继 续 存 在，还 在 继 续“代

表”公众（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５５）。杜威从这里切入，内在地批判了代表制

民主或代表制政府。他说：

“代表制”政府的意义在于公众能组织起来，并企图维系

它对于［政府］的支配……唯有当公众采取了确实的步骤，一

方面使冲突 极 小 化，另 一 方 面 使 代 表 的 功 能 压 过 私 人 的 功

能，政治机构才可以说它在代表（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８３）。

如果按照这个判准的话，绝大多数的西方代表制民主的“代表性”

都甚为可疑。今 天 的 代 表 制 政 府 下 的 人 民 散 众，除 了 周 期 选 举 制 以

外，又有什么手段方法让政治机构成为人民自发自主地解决其公共问

题的工具呢？杜威心目中的民主精神绝非类似制衡或定期投票的机

械安排，而是在于公众能够积极的组织起来参与她们自己的事物。这

样的公众所面临的最重大阻碍之一即是物化的国家，因为由已消逝的

公众所创造的政治形式功成身不退，形成了和任何公众的真正需求无

关的异化存在。杜威对于这样的一个异化存在的特殊名称是“软体动

物式的组织（ｍｏｌｌｕｓｃ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软趴趴的个人包裹在一个坚

硬的外壳里”（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８１）。在此情况下，公众一定得对抗这些

挡在她们自我实现路上的异化政治力量。这即是为何杜威说：“要形

成自己，公众必须得打破既存的政治形式”（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５５）。

在两个重要方面上，杜威的政治思想可说是直接 承 袭 了 杰 斐 逊；

两者都对异化了的政治机器表现出绝大的不信任，却又对一般人的民

主潜力有极大的信念（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７３１７９）。杰斐逊曾提出美国宪

法要每二十年（或更精确的———十八年又八个月）一 重 写，杜 威 也 说：

“就其特性，国家是必须不停被审查、调查和搜寻的对象。几乎每当它

的形式 开 始 稳 定 不 移 时，就 是 它 要 被 重 新 再 造 的 时 候 了”（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ｄ：２５５）；因 此，“国 家 的 形 成 必 须 是 一 个 实 验 的 过 程”（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８ｄ：２５６）。这个实验虽然充满了不确定的性质，没有任何终极的保

证，但也并非素朴经验主义的盲目“试错”。科学和民主的关系在此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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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科学的实验方法能帮助公众在形成国家的实验中，较有方向可循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５７）。

现实上，现代人在政治上诚然是被动的，把决定公 共 事 务 的 价 值

和方向的责任交给政府的权威与专家，他们才被看成是拥有处理公共

事务的知识，同时，现代人将自己交付给自我主义的物质利益追求上

头。但这个各个人从公众中的抽离，以及从使用实验方法求取不间断

的政治改革中的退却，和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有密切关系。杜威

认为：“规约行动的知识现在已成为少数人的垄断，他们使用知识为的

并非一般利益，而是私人的和阶级的利益”（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６５）。因此，

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危机在于公众的萎缩。公众的问题在于承认（ｒｅｃ

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它自己，并 选 择 正 式 的 代 表，以 及 界 定 他 们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８３）。民主的最重要工程即是将迷惑的（ｂｅｗｉｌｄｅｒｅｄ）

公众转化为有自我意识的公众。

然则，公众不能承认它自己这一回事儿，并非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实践”问题（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６５）。对杜威而言，现代性里头并没

有结构性的病理妨碍公众认同它自己。倒是在现代性里头，出现自觉

的公众的条件反而已成熟了。传统社会（例如东方专制社会）反而无

从产生公众（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６２），因为孤立的地方社区之间无法产生

共享的经验和共通的利益。相对的，现代社会有高度的社会与空间流

动，各种自主结社、相互依赖程度之增高……根本的问题在于现代人

并没 有 将 这 些 有 利 条 件 有 系 统、有 方 法 地 施 用 在 除 了 经 济 以 外 的 活

动。因此，杜威虽然认为关于现代代议与选举制度、政党机器、专家政

治、官僚体制、大工业等等非人格化力量所加诸于公众的迷惑效用的

讨论，为知识上合理之讨论（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９６，３０９３１３），但不可因此

而有错误之想像，以为这些对象的去除就自动带来民主。这 是 因 为，

一方面，杜威不认为以上提到的这些东西是本然地反民主的，一方面

更是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控制这些对日常生活而言遥远的、非

人格化的力量纳入直接控制———这即是要求有意识、自我承认的公众

的出现（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２９６）。

杜威并不是一个怀旧的浪漫派，他承认政府或政党的专家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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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与专业化行动”（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１３）的角色。但杜威的激进民

主思想的核心在于：在专家出场之前，相关的公众必须先决定价值与

方向。专家不能决定公众要什么、想什么，他们只能在提供技 术 协 助

与在必 要 信 息 上 协 助 公 众 达 成 它 所 要 达 成 的 目 标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

３６５）。在一段可能是和韦伯的对话里，杜威用暗喻说明他心目中专家

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穿鞋子的人知道他脚不舒服，哪里不舒服，虽然

鞋匠最能判断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６４）。没有公众

作主体，形成目 的 与 价 值、官 僚 和 专 家 的 工 具 理 性 是 废 物（Ｋｌｏｐｐｅｎ

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３９４）。

穿舒服鞋子的共同利益倒是容易形成。但是，现代社会中的公众

所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和伦理问题就往往没有现成的共同利益了。

此外，更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如韦伯所看到的科层化、理性化的现代

大众社会，个人脱离了先前的社区连带，拋入了非人格化的社会情境，

如何还能合理的期望有这样的自觉的、热情的讨论“共通”事物的公众

的存在呢？① 对应这两个韦伯式的挑战，杜威的答案是民主必须从地

方做起———地方社区必须重建：

只有当我们从社区作为一个事实开始，在思维中抓住这

个事实，澄清并强化它的构成 要 素，我 们 才 能 达 到 一 种 非 乌

托邦的民主观念。只有当我们 把 传 统 上 和 民 主 这 个 理 念 勾

连在一块儿的概念和口令变成人群结合的特征与印记，因而

这个结合具现了社区之所以为社区的特性，我们才能说这些

概念或口令有实实在在且能 指 导 行 动 的 内 容。离 开 了 社 区

生活的博爱、自由与平等不过是无望的抽象（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

３２９）。

因此，民主的观念即是社区生活的观念（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２８）。但

这个社区 绝 非 前 现 代 的 共 同 体，如 托 尼 斯（Ｔｏｅｎｎｉｅ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的

① 关于官僚体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韦伯和杜威在此议题上的辩论，请参考

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３８１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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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ｍｅｉｎｓｈａｆｔ，或 极 右 的 种 族 主 义 共 同 体，它 必 须 是 以 沟 通 为 前 提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３０）———即 是，团 体 间、个 人 间 具 有 充 足 的 互 动 与 连

结，在此个体性与共同利益不至于相互牺牲。杜威注重沟通、社 区 生

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而强调民主首先是一“社会性的观念”，有别

于“作为一个政府体系的政治民主”（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２５）。如果不民主

的解药只有更民主的话，杜威认为这个更多的民主可不是更多的政治

机器，而是实现民主作为一社会性的观念。这个社会性的观念可以从

个人和团体两个层次谈：

从个人的立场，这个民主概念包含了每个人各尽其所能

的负责形成与导向他所属的团体的活动，并且各取所需地参

与这个团体所维系的价值。从团体的立场，这个民主概念要

求解放团体 成 员 的 潜 力，使 之 与 共 通 的 旨 趣 与 利 益 产 生 和

谐。因为每一个人都属于很多不同的团体，除非不同的团体

能够弹性地且充足地和其他团体产生联系，否则这个民主概

念不能成立。（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２７３２８）。

这个多重团体连带的概念很重要，①因为假如没有多重团体作为

一结构性前提，那么单一团体就会对个人产生专制，不管是政治的、文

化的或人格的。杜威以盗匪帮派为例，说明一个成员可以在这样的一

个团体里产生深刻的认同，也可以以独特的方式贡献自己的才具，也

可以以共同之利益规范自身之活动，但是问题却在于这一切是以牺牲

一个人 可 能 在 其 他 团 体 中 所 能 发 展 的 潜 力 为 代 价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

３２８）。同样的逻辑亦可施用到对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传统 社 区 主

义的批判。

当然，杜威不是说社区生活和沟通活动的数量意义上的丰富就是

民主的保证。现代社会里各种组织活动的后果的高度复杂性，并非密

① 齐美尔提出过类似的谈法，认为 唯 有 透 过 现 代 社 会 的 多 重 团 体 连 带（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ｒｏｕｐ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的 多 元 作 用 力，真 正 的 个 体 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才 可 能 出 现 （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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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但不讲求方法的沟通（现代巴别塔）所能面对（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２４），

方法必须讲求，探知与沟通一定得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实验的

经验主义———结合起来才行。辩论、讨论与说服得依赖不断改进的方

法，否则公众并不能从自我摧毁的意见无政府状态中，或是从群众煽

动家／政治精英的操纵下解放出来（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７）。① 实验方法对

于民主生活的重要性可从杜威对整个知识与伦理的旁观者理论的批

判中见端倪。实验方法的讲求即是社会整体智能的提升，能使人免于

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或决定论的逃避自由之诱惑；而知识与伦理的旁

观者传统所引导出来的政治，则是自由放任、国家主义、法西 斯 主 义、

民族主义，或一次解决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相对于这些政 治 形 式，

实验经验主义在政治上的应用则是规约。规约是公众以政府作为工

具所进行的主要活动。规约活动所依赖的即是公众以及它所使用的

方法，而非僵固之人性假设、自然法或目的论的历史观；所有这些都是

反方法的，因而是反规约的（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ｄ：３６５３６７）。对杜威而言，规

约能带来的是创造性的适应以及弹性（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３６１），因为

它所采取的手段都是依先前的社会行动的后果而定的。因此，不论公

众里头的或外头的人都无法以“主义”或“定理”作为说服他人行动的

依据。社会改造永远是开放性的且是问题性的工作。

这是为什么杜威最重要的社会改造计划是摆在 教 育 上 面。现 代

教育不但不能发展民主的文化和鼓励自由的人性，反而处处是这二者

的阻碍。传统教育的整个基础打在知识的旁观者理论上头，教育机构

进行的事业则是系统地体制化知识与实践的分离，并繁衍前者优于后

者之迷思———现代教育是现代嗜欲文化的传 播 者。改 革，“必 然 是 一

个教育过程”（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３７５）。这是因为：

这个既属于实践的也属于社会的问题，即是更普遍均衡

① 杜威重视讨论和沟通，但 并 不 吹 捧 它 们 自 身 的 重 要，因 为 不 论 是 沟 通 还 是 讨

论，假如没有和现实透 过 行 动 关 联 起 来，那 么 讨 论 和 沟 通 则 被 化 约 为 符 号（ｓｙｍｂｏｌｓ）。

杜威认为“符号唯有 在 它 和 它 之 后 的 现 实 关 联 起 来 时 才 有 意 义”（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５１）。

杜威批评政党政治中，符号经 常 取 代 了 现 实，因 而“智 能”变 成 了 政 客 的 语 言 文 字 的 玩

弄。杜威提出社会智能，强调行动和科学方法，必须要摆在这个具体的脉络下看。



第一章　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 ３１　　　

地分配理解与知识要素，俾使 之 结 合 于 工 作 的 完 成、活 动 的

从事，以及因此而来的对于它们的结果产生更自由更丰富的

共享参与（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ｅ：６５）。

因此，杜威认为真正 的、民 主 的 自 由———社 会 探 知 的 自 由 以 及 将

探知的结论分布到各处的自由，在目前的嗜欲文化和威权人格中，恰

恰是一个几乎人人都要逃避的沉重负担，这条路并不轻松！杜 威 说：

这是把最大的责任负担交到最大多数的人类的一条路（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

１５４）。这一条路明显的不是老自由主义所能够负担得了。自 由 主 义

必须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激进的重建工作。

四　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

是重建而非毁弃自由主义，自然意味自由主义传统所追求的价值

仍有当代关联。对杜威而言，这些重要价值或理想至少包括：“以对一

种共同之善的多种概念化（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ｏｍｍｏｎｇｏｏｄ）作为政治

组织与政策的尺度；以自由作为个体性的最宝贵特征与印记；每个人

都能完全发展 他 的 各 种 才 具”（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０）。在 一 般 化 的 层 次

上，这些价值（例如自由、个体性和智能）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反而是

出 在 如 何 在 具 体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具 体 地 重 新 概 念 化 并 实 现 这 些 价 值。

例如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后以及统合资本主义下，当生产力（当然，以及

权力）无节制地由少数个人与群体所控制（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８），放任自

由主义传统下的“自由”概 念———从 政 治 权 力 的 宰 制 下 解 脱———是 否

还足够？假如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平等和自由的话，我们是否需要思考

“对经济力量的社会控制”，（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８）？又，自由主 义 者 在 此

新的历史情境下，是否对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应有新的理解？假如不能

面对这些现实和实践的问题，那么自由主义者就难免且应当受到他人

对自由主义者“口 惠 而 实 不 至”，甚 或 暗 地 服 从 统 治 阶 级 立 场 的 质 疑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５）。杜威当然不是要为自由主义化妆，而是要认真地

思考如何让自由主义成为一“战斗的自由主义”（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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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密实、具攻击性的力量”（ａｃｏｍｐａｃｔ，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

正因为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解救已内在于自由主义历史传 统 中 的

信念与价值，因此，杜威所做的工作是从自由主义的历史轨迹里找到

并丢弃让自由主义沉船的包袱，并挖掘可以挪为今用的资源。对杜威

而言，过 往 自 由 主 义 的 最 大 包 袱 就 是 对 他 们 的 价 值 抱 持 非 历 史 的 信

念，无法“掌握诠释自由的历史位置，因而往往巩固了他们以后的社会

体制，后者恰恰构成了自由主义者先前所宣扬的目标的障碍”（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１ｂ：２８）。从一个激进的历史主义观点，杜威能同情地理解为 什 么

早先的自由主义者会提出一些有教条性质的关于人性和权利的提法，

但也批判这些价值被以后的自由主义者视为定而不移的真理。杜威

说：

早先的自由主 义 者 缺 乏 历 史 感 和 历 史 兴 趣。一 时 的 缺

乏倒还有一些立即的实用的价值。缺乏这些，正好给自由主

义者一项有力的武器好和反 动 派 作 战。因 为 这 让 自 由 主 义

者能一笔勾销反动派想要借缘起、先例与过往之历史来给当

今之不平等与乱搞贴上神圣性的图谋。但是，不顾历史也产

生自作自受的后果。它使自由 主 义 者 无 视 于 他 们 自 己 对 自

由、个体性和智能的谈法本身 就 受 历 史 所 调 节，且 仅 和 他 们

自己的时代有关而已的这一 事 实。他 们 把 他 们 的 想 法 当 作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易真理往前推进；没有一丁点儿关于历

史相对性的概念……（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５２６）

因此，对杜威而言，“自由放任”对于当初宣扬它的自由主 义 者 而

言是激进的，因为站在社会新兴力量位置上的自由主义者借着它挑战

习俗与传统权威。但在统合资本主义下，同一回事儿就变成反动派的

口号，因为“自由放任”被拿来正当化当下的阶级结构。因此，把放任

当作自由的绝对意义，放任自由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绝对（或，

专制）主义者（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６；１９９１ａ：１２５）。杜威认为早期自由主义

的一大问题 在 于 无 法 把 自 由 区 分 为 法 律 上 或 形 式 上 的 自 由（ｆｏｒｍ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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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ｅｒｔｙ）和思想以及行动上的有效的自由（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ｔｙ），而要达成

后者则必须思考行动和社会条件的关系（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７）。这即是

说自由的问题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总是相对于哪些特殊的压

迫力量（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而言。对于１９３０年代中期的杜

威而言（相信对现在台湾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一样），自由主义者要

问的是如何能让一般人从物质上的不安全，以及从被排除于参与文化

资源之享用的压迫情境中解放出来（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６）。杜威完全不

明了在一个经济、社会、文化上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个人自由”如何

可能。所以当代自由主义者的真正历史角色之一应当是积极的参与

于对经济力量的社会控制，因为唯有通过适当的控制和规约，平等和

自由 的 价 值 方 能 在 社 会 中 真 正 实 现，而 自 由 这 个 概 念 方 为 有 效 的 概

念。因此，杜威敏感到在体制化的自由主义下，“自由”似乎已变成一

个脱离经验现实的概念，而纯粹作为“概念”而存在。杜威批判这种概

念的拜物教，要求去其名而存其实：

假如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有一天到来的话，那么自由这

个形式概念就将失去它的意义，因为这个概念所昭示的事实

已成为人 们 相 互 之 间 所 确 立 的 关 系 中 的 一 不 可 或 缺 部 分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６；原作者的强调）。

一直发现新的问题，并诚实地面对这些新问题，接受它的挑战，才

是杜威所说的“战斗的自由主义”的真正意思。要不然，只是依赖先前

的自由主义者或其他人群的努力而来的成果，享受现成的荫凉，那只

不过是“软体动物的自由主义”（ｍｏｌｌｕｓｃａｎ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软趴趴的个

人赖在前人所建立的保护性的也同时是限制性的坚壳中。所以，完全

体 制 化 了 的 自 由 主 义 和 正 在 争 取 自 由 的 自 由 主 义 完 全 是 两 回 事 儿。

在这一点上，杜威和尼采竟有惊人的相似性，虽然两者对自由主义的

评价来自不同的出发点，也为了不同的目的。尼采 在１８８９年 就 提 出

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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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价值有时不在于一个人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一个

人为它付了多少代价———它要了我们多少。我举一个例子。

自由主义制度一旦达成了就马上不再是自由的了：因而没有

比自由主义制度更深刻地危 害 自 由 的 了。你 可 知 道 这 些 自

由主义制度带来了些什么玩意儿了：它们把力之意欲（ｗｉｌｌｔｏ

ｐｏｗｅｒ）的根给刨掉了，它们把山铲平，把溪谷填平，只是为了

颂扬一个道德原则，它们只会产生小鼻子小眼的、懦弱的、冬

烘的玩 意 儿———跟 着 自 由 主 义 制 度 一 块 儿 胜 利 的 是 畜 群

（ｈｅｒｄａｎｉｍａｌ）。自由主 义，用 简 单 的 话 说，就 是 降 低 到 畜 群

……［但］只要这些自由主义制度还在被奋斗争取时，这些同

样的制度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ｅｆｆｅｃｔｓ）；它们可还真

的在强力提升自由呢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８９］１９９０：１０２；原作者的

强调）。

杜威当然并不和尼采一样否定所有的“形式的自由”，但无可否认

的是，杜 威 和 尼 采 都 关 心 自 由 主 义 是 否 仍 在 促 进 思 想 上 和 行 动 上 的

“有效的自由”；他们都以效果来评价自由主义。但是，敏锐地观察到

自由主义已退化到一种制度上的保守主义，并非始于杜威，也非始于

尼采，而是更早在１８２６年，二十岁的穆勒（Ｍｉｌｌ，Ｊ．Ｓ．）就问了他自己

一个一直困扰他心灵的深刻问题：“假如你生命中所有的目标都达到

了———所有你所期望达成的制度与 意 见 上 的 改 变 能 在 此 刻 完 成———

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大喜悦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只有在争

取自由的实际斗争行动中才能让他有满足感（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３）。所

以，自由主义对于穆勒来说，不可停留在对于旧制的摧毁，对于限制的

消极解脱，而是要时刻面对新的挑战，提出新的社会组织与秩序是什

么以及应如何达成的问题。要达成这个任务，自由主义者就必须将信

念和行动结合到自由主义里头来，而这都不是先前的自由主义的格局

（不管是洛克、亚当·斯密、放任经济自由主义或边沁）①所能达成的。

① 请参考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的第一章“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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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认为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从洛克、边沁到穆勒，因为某些可理解的现

实原因，都抱持一种非历史、非社会、固定本然的个人观（ｆｉｘ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把个人对立于社会或任何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老自由派对于社

会的结合或组织总是拋以不信任眼光，担心它们会威胁到个人“固定

本然之自由”。法国大革命时期，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 党 人 就

防止人们的结社，哪怕是自主结社。在这些革命党人的眼睛 里，任 何

结社对自由都是深具敌意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把工会看成是阴谋

作乱的 结 社 一 样 也 反 映 了 早 期 自 由 主 义 对 个 人 自 由 的 一 贯 态 度

（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１０）。因此，不难理解就算是对产业革命所产生的诸

多社会问题（例如恶化的经济不平等）有深刻体认的边沁，也认为“经

济自由的体制会自己导向到更平等的方向去”，反对用任何组织化的

力量去积极地、有计划的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既相信“时间是唯一的

中介者”，也担心集体行动会危害到“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对边沁而言，后

者比平等对于快乐原则还更重要（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２８２９）。就连在很多

其他方面对自由主义传统的狭隘人性观不满的穆勒，都认为个人的道

德／心理组成是先于任何联结关系的。在这一方面，穆 勒 承 袭 先 前 的

自由主义者对于“环境”（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理解，从不把它视为积极力

量，仅把它当作对于个体自由的限制（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０）。杜威批评穆

勒没有认识到‘人性的真正“法则”即是个人在联结中的法则’———人

和人联结的结构才是“环境”，而各个人则是从这些环境中汲取他的文

化和人格资源，并 不 断 成 长，因 而 其 个 体 性 是 变 异 不 居 的（ｆｌｕｘ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０３１）。

变异不居的个体性绝不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象，因为前现代社会

以关系结构的一元化和稳定性为特征，缺乏多元结社的关系结构。前

现代社会所讲求的个体性往往是精英式的、贵族式的，一个人圆满具

足地“天纵”（ａｓｃｒｉｂｅｄ）了某种所谓高贵的、独特的、恒常的质地。往往

隐晦地以这种个体性概念作基础，不管是左派（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或

右派（各种 新 旧 浪 漫 主 义）很 容 易 笼 统 地 对 现 代 性 进 行“激 进 的”批

判———质疑现代性的（或，就是）工具化、理性化、非人格化、形式化、规

格化、同质化。在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陆，各路前卫知识分子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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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 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泛 指 这 些 代 表 “现 代”的 现 象 （Ｐｅｕｋｅｒｔ

１９８９：１７８１９０）。杜威承 认 这 些 现 象 的 存 在，但 是 他 认 为 这 些 批 评 家

的错误一方面在于他们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为过时的个体性概念，另一

方面在于他们都回避讨论造成这些工具化、同质化现象的“根本的经

济上的原因”（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５６）。① 杜威指出现代性本身所发展出的

潜力（例如“平等机会、自由结社、沟通”）已原则地在那儿了，只不过都

被以经济获得为目的的“嗜欲文化”所挪用（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４９）。人 与

人之间的统合性（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ｎｅｓｓ）则仅被局限在“现金档次”（ｃａｓｈｌｅｖ

ｅｌ）上，形成 了 事 实 上 取 消 个 体 性 的 经 济 个 人 主 义（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６９

７０）。因此，早先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推翻旧制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对

于个体性是定而不移且独自拥有的看法却吊诡地和某种对贵族（不管

是知识的或血缘的）的想像联系在一块儿！因为经济个人主义抹杀了

变易不居的个人的可能性，因此不但无法找到有利的理论武器面对主

要是来自欧陆的文化批判，反而变成了为不平等和压迫找正当化的一

方（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４９）。对杜威而言，这是自由主义可能堕落到保守主

义的危机（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７０）。杜威指出新的个人主 义 必 须 不 退 缩 地

从新近形成的客观条件（例如现代工业社会具有沟通、相互依赖与集

体性格的统合性［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ｎｅｓｓ］）中汲取资源。科学作为一种态度和

方法必须从嗜欲文化与私人利益的禁锢中，解放到每个人，成为生活

中的智能（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８９），从而每个人得以科学作为帮助他们解决

各种公共和结社生活中的问题的一种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真

正地日新月异地形成、改变他自己。这，才是新的个人主义。

和形式／法律自由以及固定本然的个体性 一 起 出 现，并 且 是 作 为

它们共同文化／心理基础的，是一种过时的对于智能的看法，认为智能

是锁在个人心灵内部的玩意儿，纯然属于个人所有，不当受到任何传

统的、集体的或政治的权威干预，因而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下，有属于个

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基本提法。杜威承认这对打到压迫性的旧

① 杜威认为这些文化批评者只泛谈“文化”、“精神”、“存在”、“生命”等等，而 对 于

“根本的经济原因”避而不 谈，是 因 为 他 们 仍 停 留 在 知 识 的 旁 观 者 传 统 中———“旧 的 欧

洲传统里对于身体、物质事物与实际关怀的漠不关心”（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８ｆ：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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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有其重大意义，很多人今日所享的些许公民自由也都得感谢自由

主义者以及其他群体早年的奋斗，但是这样的智能观防弊有余，兴利

不足，对于建立新目的、打造新组织，都显得力有未逮（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

３１）。摆在统合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境下，原子化个人主义智能观

不但无法面对如何以集体性的社会规划来规约日益威胁个人自由的

集中化私人资本的问题，反而会在意识形态上正当化自由放任，成为

经济不平等的强化者。因此，杜威认为２０世纪初的各种极权 主 义 的

兴起（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标榜有机整合的族群民族主

义）事实上都可说是对于放任自由主义的反动。归根就底，杜威认为

自由主义失去了适应环境与时俱变的能力了———“自由主义的危机在

于无法掌握一个适切的智能概念，能和社会运动结合，并给它们以方

向”（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３）。①

对杜威而言，新的智能观和旧的智能观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探

知和行动结合起来，知识不再是指出问题说明问题而已，而是要具体

的结合行动，将知识的标的和人的情感、意志、欲望和行动关 联 起 来。

因此，“社会与历史的探知事实上即是社会过程本身的一部分，而非外

在于它”。社会科学的结论必须是“社会行动计划的构成部分”（Ｄｅｗ

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４）。这指出了新、旧智能观之间的重大区别。对新智能观

而言，智能不再锁在个人内在，为各个人之资产（如ＩＱ 之概念），而必

须是有社会性质且有社会效果的了。杜威在此对现代性中二分专业

科学和社会行动的现象作了最严厉的指控：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能够

从象牙塔下放到一般人的社会生活、教育和政策制订，是现代性的核

心问题。所以，相 对 于 原 子 个 人 主 义 智 能 观 的 社 会 智 能 观 的 含 义 应

是：智能本身是社会性的（因为没有任何智能不是依赖“社会地生成的

知识体”）（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８）；智能的缘起和发展都是社会性的；智能

的使用及其后果也是社会性的（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９）。既然智能的缘起、

① 在这一点上，杜威不但攻击放任自由主 义，也 左 砍 黑 格 尔 的 唯 心 论，右 批 斯 宾

赛的唯物论，认为二者都认不认为社会的方向 可 能 透 过 有 意 图 的 社 会 规 划 因 时 地 置 宜

地确立，而认为社会总是朝向一先决的目的 奔 赴。杜 威 认 为 这 基 本 上 是 由 于 达 尔 文 的

人类学研究发现（例如，有机 体 和 环 境 的 关 系、开 放 性 质 的 演 化 过 程）没 有 被 有 效 地 援

引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里头（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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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施用都是社会性而非私人性的，那么要求智能的激进社会化当

然是再正当不过的了。

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非理性主义风潮把任何以行动结合有 效 知 识

解决社会问题的企图都扣上“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帽子，并宣称

唯有情感和欲望才能带来真正新的变迁的说法，杜威的反应是，智能

和感情从来就不应分离。旁观者传统把去身体化的知识（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奉为圭臬，但在新的实验经验主义中，知识和身体已被要

求重新关联起来，知识（或理论）应当和人的情感、欲求与焦虑结合起

来，维系并创造经验中各种价值。把个人的亲身感受与信念和公共议

题拉在一块儿的能耐即是杜威心目中的智能，也非常类似以后米尔斯

所说的“社会学想像”———社会学想像是一种能够让“［想像］的范围从

最非个人性质且遥不可及的转型一路涵盖到人的自我中最私密的部

分———而且体察两者之间诸种关系的能耐”（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７）。由 于 智

能或社会学想像被解放到一般人的生活中，一般人在社会事件的讯息

接收和理解上就可以免于受两种力量钳制：“一方面是无计其数没消

化过的、之间没有关联的、事实被孤立地报道（反而容易沾上纠结利益

的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大而无当的概括化”（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９３）。① 相

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无力且易受导引的散众，掌握并使用解

放了的智能（ｆｒｅ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并积极的面对公共问题的群体即是杜

威心目中的公众。智能因此是一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它的对立面就

是原子化的个人（或散众）以及其共生体———庞大且脱离社会 控 制 的

官僚体制、专家体制及其迷思。放弃了一般人应当使用解放了的智能

作为社会生活中真正的主体这一信念，对杜威而言，无异于放弃了整

① 这明显的和以后米 尔 斯 对 于 知 识 界 的“抽 象 化 的 经 验 论”（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ｍｐｉｒｉ
ｃｉｓｍ）和“巨型理论”（ｇ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的 批 判（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有 密 切 的 传 承 关 系。但 杜 威 在

这边似乎更注意的是在“信息爆炸”的年 代 中，“大 众 媒 体”（或 应 译 为“散 众 媒 体”）是 否

可成为民主教育的一环，培育公民的社会智 能。杜 威 并 不 否 定 大 众 媒 体 表 现 言 论 自 由

和提供信息的角色，但杜威认为大众媒体如果 没 有 具 智 能 的 公 众 或 个 人 作 为 利 用 它 的

主体，那就只不过是“对于被动主体的刺激 而 已”。日 以 继 夜 的 刺 激 则 会 造 成 容 易 接 受

组织化宣传的“反应”（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９５９６）。所 以，杜 威 并 非 浪 漫 的 现 代 派，他 了 解 现

代性这种巨大的零碎化但又同时是同质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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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主的理念，并把“变迁”交给“体系”、当权者或流动之欲望和焦虑

（对杜 威 而 言，也 无 异 于 认 定 社 会 问 题 的 最 终 解 决 在 于 力 量 或 暴

力）———或根本认为社会变迁只是漂流（ｄｒｉｆｔ）（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１）。对

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假如失却了解放了的智能作为导向社会行动的方

法这 一 信 念 的 话，那 么 自 由 主 义 也 就 不 再 具 有 对 于 现 实 的 中 介 功 能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了（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７）。

对于自由主义的一个流行批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完 全 是 站

在布尔乔亚立场上思考，因此在生产和分配的议题上对于弱势人群总

是口惠而实不至，根本无从构思整个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问题。杜

威对于自由主义的重建并不回避对于经济面向的处理。他和放任自

由主义决裂的彻底，可以从他把当代资本主义（虽然杜威很少直接用

这个名称）视为对自由主义诸重要价值的可怕威胁这一评估中看出端

倪。杜威认为自由、个体性与智能这些自由主义的重要价值皆受到了

一种“暴政”（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的危害，而这个暴政“几乎成为了一

个支配的经济阶级的代理者，这个阶级在它的斗争中累积财富但却以

真正的社会秩序、整合和发展为代价”（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９）。人和机器

以及其他物质力 量 都 被 编 排（ｒｅｇ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到 这 个 大 的 非 人 格 化 组

织过程。人类创造出来的新的机械化生产力以及新的经济组织不但

没有如原先所期望的，帮助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人们稳妥

的物质基础，让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多种才具，反而是把手段转化成目

的（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２）。因此，自由主义者如果要在今天仍然能“诚实

地、有智能地做一个自由主义者”（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就必须决然地和

“自由放任”割裂（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１）。自由主义者的目的（例如个体的

自由发展）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手段。要达到自由主义的价值目的，

整个经济甚或社会组织必须从“自由放任”转化到社会化经济（ｓｏｃｉａｌ

ｉｚ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３）。杜威说：

今天唯一可能持久 的 社 会 组 织 形 式 必 须 是 将 新 的 生 产

力以合作的方式纳入控制，并且被用在构成社会的各个人的

有效自由与文化发展的旨趣上。［……］要达成这些目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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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靠把原先［放任］自由主义所信行的手段作 个 一 百 八 十 度

的翻转。将组织化的社会规划（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实

行在工业和金融领域，使它们 能 被 社 会 地 督 导，进 而 利 于 各

种机构对文化解放和个人成 长［的 目 的］提 供 物 质 基 础———

这是自由主义能够实现它所宣称的诸 多 目 标 的 唯 一 社 会 行

动方法。这般的规划所需要的 则 是 一 种 对 于 解 放 了 的 智 能

作为一种社会 力 量 的 新 的 概 念 化 及 逻 辑（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３９

４０；原作者的强调）。

这即是为什么杜威认为今天要做一个“诚实的、有智能的”自由主

义者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诚实”不是一个道德纲目，而是手段和目的

之间的一致性。自由主义者不能一方面宣称他们追求的是各个人能

力的充分解放，但 另 一 方 面 却 拥 护 妨 碍 实 现 这 个 目 的 制 度 和 现 实。①

从正 面 说，自 由 主 义 者 如 果 要 达 到 他 们 所 追 求 的 社 会 文 化 变 迁 的 目

的———各个人 能 力 的 充 分 解 放，那 么 必 须 要 使 用 合 乎 此 目 的 的 方

法———以解放了的智能积极导引变迁，也必须要建立符合这个目的和

方法的组织（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１）。你不能一方面宣称你是自由主义者

（就定义，你相信自由、个体性和智能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却认为激进

地（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实现这些价值的企图为乌托邦的想像，因而无奈地甚或

积极地接受机械安排的秩序、官僚主义的迷思或漂流的变迁观。杜威

以少有的斩钉截铁口吻说：

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所有人的自由和个体性的目的必须

以符 合 此 目 的 的 手 段 达 成（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ｄ：２９８；原 作 者 的 强

调）。

① 教育当然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杜威毕生 最 积 极 从 事 的 重 要 社 会 实 践。杜 威 对

于美国社会的当权者、公众人物或自由主义者 口 口 声 声 说 教 育 对 于 个 人 独 立 人 格 的 养

成最重要云云，但是实 情 确 是 教 育 已 经 变 成 量 产 的 工 厂，“有 效 率 地 为 美 国 商 业 的 擅

长———以最低成本进行规格化产品的量产———所管理”（Ｄｅｗｅｙ１９８８ｃ：１１６）。由于教育

这一议题牵涉过广，本文并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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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真正地必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为什么杜威认为自

由主义在今天必须同时也是激进主义，不但是社会制度需要通盘的改

变，就连改变制度的行动也需有通盘的改变（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５）。这就

回到了杜威对于旁观者哲学、嗜欲文化的批判，以及杜威对于公众的

重建工作了。民主必须从此时、此地做起，靠每天的在地实践，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维系下去，对杜威而言，这些日常实践的点滴结果就是

民主唯一的终极（ｕｌｔｉｍａｔｅ）结果（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８８）———既 不 能 搞 演

出性矛盾（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也不能以“阶段论”、“权宜论”

或“策略”作为暂时牺牲民主的借口。

杜威写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３９）这本书时正好是在二次大战

欧陆战场即将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夕。自由主义早已露出疲态，方兴未

艾的是法西斯政权和斯大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呼吁放弃 自 由 信 念，以 便 在 战 争 中 统 一 力 量 和 意 志，击 垮 敌 人。

这对杜威来说，是自我击垮的演出性矛盾。杜威认为真正的战场不在

欧洲，而是在美国人“自己的制度和态度上”（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８７）。杜

威反对用威权主义作为手段打击威权主义，用民族主义打击民族主义

……对抗反民主的力量只有靠民主，那即是：

延伸民主方法（亦即商量、说服、折冲、沟通、合作智能的

方法）的适用范围，到我们的政治、工业、教育或一般文化，使

之皆成为民主理念的仆役和 展 现。单 是 想 凭 恃 军 事 力 量 的

企图，就是我们已经放弃了争取民主生活方式的第一个确凿

征 候，而 旧 世 界 已 悄 然 然 在 道 德 上 以 及 地 理 上 征 服 了 我

们———将它的 理 念 和 方 法 成 功 地 加 诸 于 我 们 之 上（Ｄｅｗｅｙ

１９９１ａ：１８７）。

杜威对自由主义的重建因此有一极吊诡的面向。他 一 方 面 要 将

自由主义从僵化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让自由主义成为一个能体认

并作用于价值的相对性之上的社会力量；就此而言，杜威要自由主义

更弹性、更历史性。但另一方面，杜威却是无可妥协地相信自 由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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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持久的（ｅｎｄｕｒｉｎｇ）目的信念———“个人的解放即是把实现每个

人的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当作他们生命的律法”（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４１；引者的

强调）。这样的信念在旁观者传统强韧、嗜欲文化充斥、公众缺乏的台

湾社会或许陈义过高。两千年前，庄子对墨子激进社会改革计划的讽

刺———“墨子虽能独 任，奈 天 下 何？”———或 许 也 是 很 多 人 对 杜 威 的 激

进自由主义／激进民主理念的可能反应，但不该是自由主义者的反应。

台湾的自命自由主义者果真也做这样的反应的话，那么恐怕得仔细思

索杜威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了：

一个人是否还可能继续诚实地、有智能地作为一个自由

主义者？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话，今天该坚持什么样的自由主

义信念？（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ｂ：６）



第二章

社会学要如何才能和激进民主挂钩？

———重访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

　　我们 研 究 历 史 性 的 社 会 结 构 就 是 要 在 它

们之中找 出 它 们 被 控 制 以 及 可 能 被 控 制 的 方

式。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知晓所谓

人类自由的限制及意义。
———米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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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年代中，社会理论关于民主的规范性愿景变得愈发黯

淡。激进民主作为一种理念———呼吁民主政治 除 了 作 为 一 种 政 权 形

式外，更 应 成 为 一 种 社 会 生 活 实 践，而 由 后 者 决 定 前 者 的 政 策 方

向———正遭受到空 前 的 漠 然。这 固 然 是 现 实 趋 势 的 反 映，民 族 国 家

（不论是先进或后进资本主义）的很多重要职能（例如国家的生产与分

配机制）正受到主要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塑。为这个全球资本主

义发展量身打造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自由主义），更是成为一种普世

性的新神学，甚至以往的某些左翼思考者都朝这个方向明显修正（例

如吉登斯１９９９）。拒绝向这个新的巨大吸力（全球资本主义）以及新的

“共识”（新自由主义）靠拢的社会理论书写，似乎只有以消极的方式批

判这个新兴霸权（例如汪晖２０００ｂ；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而似

乎没有余力思考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挑

战下，发展古典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意识：关于促成社会文化变迁的

历史主体的问题。对于巴伯而言，在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霸权下，反抗的 集 结 方 式 似 乎 只 有 朝 向 一 种 新 的 部 落 化（ｒｅｔｒｉ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只冀望在新的全球不确定性下，发展出保守的、防卫的、地方的、

社群的、认同的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感觉结构下，激进民主的问题意识

被逐到极度边缘位置。

似乎有多重的障碍干扰对这个历史主体的问题 进 行 发 问。其 一

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的负债，使历史主体的讨论经常

遭遇情绪性的困扰与先验性的否定。其二是８０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与

理论并没有能够拉出令人兴奋的远景以及足够抵抗新自由主义旋风

的能量（由于它的文化主义？），反而只是消解了“老社会运动”；在某种

程度上为市场运动清除路障。其三是８０年代以降的解构主义风潮对

人文主义的简单且全面的否定，以及从而对主体、结构、历史、批判、整

体，甚至社会本身的质疑。这些都使得有关主体的讨论经常都以一种

过度小心翼翼以致无法有效进行的方式为之。

但是，关于变迁主体的讨论似乎又是社会理论难以逃避的题下当

有之义。因为，如果认定探知活动应该能够辨明某种正在浮现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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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趋势或结构，是所有社会理论的存在所系的认识前提，那么寻求某

种社会力量干预（催化或是阻碍）这些趋势或结构，就必定配套成为社

会理论存在所系的伦理前提。社会理论总是相信历史在进行的（如果

历史终结了，那就不需要社会理论或任何理论了），而又多少期望它是

在一 种 能 为 人 们 所 导 引 的 状 态 下 为 之。“导 引 的 变 迁”（ｇｕｉｄ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因此成为社会理论的不言明但常 在 的 规 范 性 目 标，和 历 史 漂

流观（ｄｒｉｆｔ）形成强烈对照。

当然，对历史和社会现状不需要有太多的犬儒，就 可 以 理 解 很 多

的社会边缘或弱势群体并不愿意（或从未被邀请）加入这个“导引的变

迁”的社会对话中，因为变迁很少是由他们所导引的，他们不是被遗忘

（例如同性恋者？）就是被利用（例如农民？）。因此，加入一种普遍性的

对话，往往是对他们的特殊存在（包括利益与认同）的再一次剥削。是

在这种脉络下，８０年代以降的知识界产生了一种歌颂边缘性甚或封闭

性的吊诡论述———歌颂弱者因为弱者其实很强。“社会”一词，被赋予

狭隘的阶级定位———仅仅是“中产阶级市民社会”，其 特 征 则 是：虽 然

政治经济优势，但是缺乏文化创造力。于是，真正的文化活力在民间，

虽然这个“民间”也许是长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结构的牺牲者。

到底什么才叫做“强”？什么叫做“弱”？强与弱当然就是 一 个 力

量（ｐｏｗｅｒ）的问题了。但力量到底是什么？这或许是隐藏在许多理论

或典范争议后头的核心差异，而这个差异经常并没有被说清楚。这里

尝试向前推进一步，而首先得排除一些假争议。我想很多人 会 同 意，

社会经济资源的相对优势位置（例如绝大多数中产市民）并不必然保

证力量的拥有，而相对弱势者也有其“弱者的武器”，用以保卫基本的

生存条件与尊严。社会弱势者在主流论述下被安置在全然无助的受

害者位置上，当然排除了弱者得以开展行动的主体想像。但 是，把 弱

势者的在地的（ｍｉｌｉｅｕ）或人际关系（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中的某种生存适应

能力，当作他们的力量所能达至的最高点，则是对弱势者的另一种限

制论述。美国７０年 代 的 著 名 社 会 学 者 高 夫 曼（Ｇｏｆｆｍａｎ，Ｅｒｖｉｎｇ）的

一些对于弱势者（例如餐厅女侍对客人的细微支配，以及监狱犯人在

完全管理机构下发展出的适应与对抗能力）的研究，其实就先导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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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量的类似的文化研究。对于这些“力量”我并不争议，只是要指出

力量应该还没有道理不包括：一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行动的有效性，是

否能捍卫其生存所必要之资源，以及是否能决定社会发展之方向。力

量应该不只是反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也更应该是进击（ｐｒｏａｃｔｉｏｎ）。

一个激进的培力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应该是具有攻击

性的，也就是 说 不 应 只 是 顽 存 或 是 适 应 的 力 量。如 果 目 标 可 以 这 样

定，那么文化政治的局限就应该被认知到，并且应该要承认结构性知

识的重要角色。① 为什么呢？在此，我暂以一个应该算是谦逊的陈述

来回答：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群体的社会存在都受来自生

活立即经验以外的诸种结构性力量的制约，人们如果要创造历史，主

导变迁，就必须探知最大范围的结构性知识（即对整体的知识）。因为

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这种结构性知识，而由于它和宰制权力的关

系，这种结构性知识的探知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重要环节。激进民主

因而必然邀请社会理论的介入，“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在此获得

了一种新的确认。

激进民主是需要一种图罕（Ｔｏｕｒａｉｎｅ，Ａ．）所谓的“社会学介入”。

但是，社会学有能力介入吗？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台湾的社会学长期

以来为美国３０年代以降的社会学传统所宰制，将社会领域先切割再

研究（所谓专业化），名义上和古典社会理论保持一个系谱关系，但在

根本的精神上早就和这个传统切断。因此，追求专业化的实质意义其

实是 美 国 社 会 学 化，讲 求 方 法 的 精 致 和“次 领 域”文 献 的 相 互 索 引。

“社会学要如何才能和激进民主挂钩？”这个问题意识，因此早就被拋

到学科问题之外。最早指出当代社会学的这个现象的是活跃于５０年

代美国的米尔斯（Ｍｉｌｌｓ，Ｃ．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１６１９６２）。也是他对这个问题

有最深刻的讨论，特别表现在他有关“社会学想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ａｇ

ｉｎａｔｉｏｎ）的讨论。但不幸的是，不论在西方或是台湾，“社会学想像”并

没有认真地以一种激进民主的论述被对待，最多只是被视为一种具有

① 这摆在传统的词汇里，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重新被肯定，但由于 这

个词汇的过度客观主义倾向，我并不打算在这里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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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异端气氛的对社会学的理解。① 在台湾，“社会学想像”则更是以

一种流行商品的方式被消费，它的激进意涵完全被抹杀（见附记）。

９０年代以降的台湾社会学在面对整个“后现代”风潮以及“文化研

究”的席卷时，除了退回狭隘定义的社会学典范的防卫性姿态外，②并

没有援引“社会学想像”作为正当化自身存在的资源，并与新兴典范进

行能丰富自身与对方的有益对话，从而共谋对当代社会进行批判性介

入。“社会学想像”其实有充分的潜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却只能不

停地被降格为社会学学科的场面措辞。为何？这恐怕不得不 是 因 为

“社会学想像”和激进民主的内在关联构成了知识分工下的社会学从

业者的难以承受之重。随后的讨论将就这一点作更详细的说明。

本文企图借重现“社会学想像”所进行的理论与政治争议，再度肯

定“社会学想像”在当代的批判性意涵。这不只对日益成为体制化、专

业化知识的社会（科）学这个传统（而它的古典传统并非如此！）有批判

性意义，更对我 们 思 考 当 代 民 主 的 危 机、希 望 与 条 件，提 出 有 力 的 对

话，因为当初“社会学想像”的提出就是直接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

民主危机。作为西方内部的反西方思潮，“社会学想像”对于台湾社会

的批判潜力在于 它 能 够 直 接 指 出 作 为 一 般 人 心 目 中 模 范 的“美 式 民

主”的限制，但也能在一种普遍性的立场上提出对东方特殊论及其理

论变形的批判。要重新发掘这套想法的批判性活力，就必须把理论的

争议重新摆在历史的脉络下理解，因此，本章第一部分将勾勒出战后

５０年代美国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核心———“自由派共识”。第二部分则

试图厘清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在哪些重要议题上与这个“共识”针

锋相对。本章的第三部分将要把“社会学想像”拉回到现今“新自由主

义”的霸权的情势下，思考它的当代关联性。

①

②

美国社会 学 界 对 米 尔 斯 的 安 置 就 是 每 年 颁 发 一 个 “米 尔 斯 奖”（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Ａｗａｒｄ），奖助批判性的社会学写作。

在一次私下聚会（７６，２０００；台 中），至 少 有（作 者 以 外 的）两 位 社 会 学 从 业 者

表示目前在社会学圈中弥漫一股敌视文化 研 究 的 论 述 氛 围，而 尤 以“中 研 院”社 会 学 所

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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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自由派共识”

与５０年代美国社会学

拜二战之赐，战后的美国经济史无前例地快速发 展，物 质 的 富 裕

达到人类有史以来未有的高峰，大众也期待荣景会无限持续下去；社

会如果还存在着问题，那也是先前的遗留，可以通过“社会工程”得到

技术性校正。换句话说，美国这个社会（或这个社会所赖以维系的那

一套理念与制度）没有根本的或原则性的问题，它的问题仅仅是外部

性的（或“东方的”）———即是以前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

必须对前苏联进行围堵。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在重要内部

政治议题上已达成共识，这些议题包括：福利国家；除中心化 的 权 力；

以及由混合经济与政治多元主义所构成的体 系（Ｂｅｌｌ１９６０：３７３）。这

一套对于历史发展目的与社会合理构成的看法在５０年代的美国成为

了一套霸权思维，用历史学家浩德格森（Ｈｏｄｇｓｏｎ，Ｇｏｄｆｒｅｙ）的话，５０

年代的主导时代氛 围 就 是“自 由 派 共 识”（ｌｉｂ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Ｈｏｄｇ

ｓｏｎ１９７６：６７９８）。① 这个共识还包括一个重要的断代宣称：意识形态

对立的时代已然终结，至少在西方社会内部是如此的。

意识形态终结说的最出名的宣扬者是前马克思主义者的 社 会 学

家贝尔（Ｂ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但在他之前早有其他美国社会学家（例如席尔

① 这个共识，根据浩德格森，有下述相互关 联 的 六 点 主 要 内 容：“一、美 国 的 自 由

企业体系与旧式资本主义不同，因为它是民 主 的，能 生 产 丰 沛 物 质，而 且 具 有 达 成 社 会

正义的革命性潜能。二、这个潜能的关键在于 生 产，或 更 具 体 言 之，在 于 不 断 增 加 的 生

产或是经济成长。这个体系因 而 可 以 从 它 与 日 俱 增 的 资 源 中 满 足 人 们 的 需 求。阶 级

与阶级间因争夺有限资源而 产 生 的 冲 突 因 此 变 得 过 时 且 无 必 要。三、因 而，社 会 达 成

了一种利益上的自然和谐。美国社会变得更 平 等，正 在 走 向（甚 或 以 达 到）取 消 阶 级 的

地步，资本家被经理取代了，工人正转变成 中 间 阶 级 的 一 分 子。四、社 会 问 题 可 以 像 工

业问题一样地被解决：先找出 问 题 所 在，然 后 由 被 社 会 科 学 开 导 的 政 府 厘 定 解 决 问 题

的时程表，然后再把金钱以及 其 他 资 源（例 如 专 业 人 员）倾 注 于 问 题 之 上，所 谓‘输 入’
（ｉｎｐｕｔｓ），然后‘输出’就指日可待了。问题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个 地 解 决。五、对 这 个 良 善 的

体系的主要威胁来自那些被蛊惑的马克思 主 义 的 追 随 者。美 国 以 及 她 的 同 盟，即 自 由

世界，必须要准备好和共产主义长期斗争。六、在 面 对 共 产 主 义 威 胁 之 外，美 国 的 任 务

和使命就是把自由企业体系的美善风潮带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Ｈｏｄｇｓｏｎ：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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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Ｓｈｉｌｓ，Ｅｄｗａｒｄ］与利普赛［Ｌｉｐｓｅｔ，ＳｅｙｍｏｕｒＭａｒｔｉｎ］）做过相类似

的宣称。这些人都曾多少有过左翼的背景，但在５０年代（如非更早）

都变成了国际冷战与美 国 国 内“自 由 派 共 识”的 积 极 支 持 者。① 这 个

“自由派共识”因此是非常的政治性，一方面对抗以前苏联为首的世界

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则是对这个共识圈之外的

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斗争。可以说，不论是“自由派共识”或是“意识形

态的终结”，在它的表面看来无害的语言之后，所进行的是一场深刻的

意识形态斗争，而真正的核心攻击对象是西方内部具批判性的广泛启

蒙知识分子传统（而 非 苏 共），在 这 个 传 统 下 的 知 识 分 子 支 持 社 会 运

动、关注社会正义、敏感于社会变迁的各种可能。因此，所谓的“自 由

派共识”事实上反而是站在一个肯定与维护现状的保守立场，不但清

楚地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更以一

种隐晦的方式，在一个很根本的意义上，脱离了早期自由主义的批判

传统。就像大多数的“共识”话语本来就深具压迫性，服务于某种特定

利益，“自由派共识”则是冷战时期的一种特殊压迫性话语，服务的对

象是“大型公司法人 资 本 主 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社 会 福 利 国 家

与大众消费文化。至于自由主义的实质内容（例如“自由”在当代的可

能意义为何？它的条件为何？它的历史能动性何在？）均被掏空，只以

作为措辞存在。米尔斯即指出他所看到的自由主义的“向下沉沦”：

作为一种充满 说 服 力，甚 或 是 满 有 用 的 一 种 意 识 形 态，

自由主义曾属于工业化先进资本主义 的 中 间 阶 级 的 那 个 英

雄时代；而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措辞，它更有用于捍卫现

状———少数富有的国家的现状，以及这些国家在全世界其他

国家之前的现 状———而 非 一 套 促 成 有 意 识 的 历 史 变 迁 的 信

念或纲领（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２：２９）。

① 根据浩德格 森，席 尔 斯 与 贝 尔 都 和 “文 化 自 由 大 会”（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ｆｏ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以及该组织位于伦 敦 的 机 关 刊 物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有 密 切 关 系。而 这 个 大 会 和 刊

物后来都被发现收受美国中情局的 秘 密 资 助（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９７６：７４；另 见 Ｇｉｔｌｉｎ１９８７：１８，

４４２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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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的丧失，象征了知识分子对于历史

变迁的态度转趋保守，也象征了批判性主体的销蚀，当然这个销蚀和

垄断资本主义与巨型科层制的发展有密切关联（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１９９４：１２５

１２６）。社会分工与知识分工的后果反而是原先社会反思性的承载者

的消亡。面对这个现代性吊诡，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就是要重新召

唤能面对新形势的启蒙型知识分子，目的则是要打破知识生产的异化

分工，解放现代性中的民主潜力。相较于米尔斯的立场，持“自由派共

识”的贝尔则庆祝这个“分工”，把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区分开

来（前者从事专门化的知识累积，后者则时刻把知识生产与个人经验、

位置与利益结合，也就是把知识社会化），并认为知识分子活跃于１９

世纪舞台，他们对社会的批判其实只是反射了自身位置的下降，因而

是一种反动现象，如今他们则正濒临绝种，因为和他们相互依存的诸

种意识形态 已 然 面 临 掏 空（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之 境（Ｂｅｌｌ１９６０：３７２）。意 识

形态的终结，对贝尔而言，因而也意味政治性知识分子的终结与批判

活动的终结。

因此，“意识形态终结”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只 是 比

起其他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它更无保留地肯定当代的发展以到达演化

的终点，社会没有任何根本性质的矛盾或病理。诚然，这样的一种“自

由派共识”里 大 部 分 内 容 并 非 新 鲜 事。以 美 国 的 社 会 科 学 的 发 展 为

例，其实从美国内战结束后开始发展的社会科学就始终是在一种“美

国例外主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语境下操作，强调美国和封

建欧洲传统之间存有重大差异，例如以自由小农为基础的共和传统、

缺乏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倾轧。在美国社会科学习用的语言中，工业

社会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且前者的发展目的即是趋向于一种“自由

主义的和谐：与日俱增的和平、理性与合乎伦理的对各种利益的协调”

（Ｒｏｓｓ１９９１：２５４）。大约始自２０年代，美国社会科学连原先因借由和

欧陆现代性发展对话而产生的某种历史的─演化的视野，也完全被以

短期的、局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为依归的专业化的实证社会科学所取

代（Ｒｏｓｓ１９９１：２５４）。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因而成为了快速变迁的资

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的一部分，来自体制的需要，但也同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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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方式再度强化这个体制。

因此，就像５０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是美国政治上反 社 会 主 义 传 统

的历史高峰一般，战后５０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也是自满的“美国例

外主义”的高峰（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９７６：９５），只是这个例外主 义 更 以 无 与 伦

比的自满强调美国经验将是人类历史的普遍归趋。“现代化理论”就

是把这个意识形态转化成理论语言的一个表现，在５０年代初试啼声，

并在之后大约二十年之间一直在美国本土与很多亲西方的第三世界

国家占据社会科学“理论”的主导位置。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指认美国

社会为现代化的终极意象，它不存在任何的根本性紧张或矛盾。这样

一个共识，自然是以社会主义（不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理论的）为想像

的对立面形成的。这和冷战有密切关系，但一种更正确的、更 合 乎 历

史的说法应该是：美国社会学打从一开始就以反马克思主义为一种内

造机制（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９７６：９４９５；另见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７０）。

现代化理论，如台湾最早对现代化意识形态提出细致批判的胡秋

原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的，是一个“拼凑的意识形态”，而其中又包含

了大量的对韦伯的选 择 性 挪 用（或 扭 曲）（胡 秋 原１９７８：１０１１）。① 对

韦 伯 进 行 再 诠 释 的 主 要 社 会 学 理 论 家 就 是 结 构 功 能 论 始 祖 派 森 思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ａｌｃｏｔｔ）及其追随者（例如 ＮｅｉｌＪ．Ｓｍｅｌｓｅｒ；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Ａ．Ａｌｍｏｎｄ；ＡｍｉｔａｉＥｔｚｉｏｎｉ；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ｏｏｄｅ；ＳｉｄｎｅｙＶｅｒｂａ
……）。他们把韦伯变造为一个充满功能论与演化论色彩的唯心主义

（或文化主义）者，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并用韦伯的“合理性”概

念作为现代化的核心正面价值。在变造的过程中，完全遮盖了韦伯对

现代性的批判，无视韦伯区分合理性为形式与实质两种，以及批评后

者被前者压制的现代性现象。他们也刻意忽视韦伯思想中的浓厚精

① 胡秋原的论文不论在理论深度或是批评 立 场 的 准 确 而 言，都 远 远 超 过 当 今 台

湾社会学界的理论水平。他以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回归中国人立场”）对现代化理论

及其理论源头进行批判，在今 天 台 湾 的 压 抑 环 境 中 自 然 只 能 被 遗 忘，因 而 不 能 成 为 台

湾的社会理论批判资源的一 部 分（当 然，台 湾 民 族 主 义 论 述 其 实 根 本 就 是 一 种 现 代 化

意识形态，因而也不存在批判现 代 化 理 论 的 问 题［Ｃｈａｏａｎ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此 外，在

台湾，这种一切对一切问题重新论述（“从我 开 始”）的 知 识 失 忆 症 也 不 以 这 一 个 例 子 为

限，也不以有关民族主义问题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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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主 义 的 反 民 主 色 彩，反 而 把 韦 伯 建 构 为 自 由 主 义 民 主 社 会 的 理 论

家，以便和极权主义对立。另外，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批评，

例如韦伯认为现代薪资劳动者仅仅有形式意义上的自由，也被结构功

能论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所忽视。韦伯的社会认识论中的“常 数”———

宰制与不平等（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５：２８４２８５），则根本不存在于现代化论者的

词汇当中。８０年代，西方社会学界重新思考韦伯，也就是将韦伯除派

森思化，重新检 视 韦 伯 和 尼 采 与 马 克 思 的 密 切 关 系（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９８５）。

韦伯在８０年代才能得到“平反”，间接指出了作为现代化理论、结构功

能论与美国霸权在之前二三十年间的压倒性支配位置。

小结：现代化意识形态抱持一种单一的线性进化 论，所 有 不 同 社

会都要经过一段共同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历程，这个历程的终点就是西

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以美国为意象）。不论资本主义

或是自由主义都被去除掉社会内涵，前者被化约为工业化，后者化约

为特定政权形式与官样措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传统”（封建、宗

教、集体主义）的遗毒，终将被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解决。已达终点的

社会没有根本性的矛盾，若有问题，都可以片面地用科技官僚的方式

解决，因而一种对整体社会结构的知识变成无关，除非作为一种肯定

现状的心智游戏。由于对于现代性的单一向度的肯定，并没有理论或

现实空间保留给批判性社会力量的形成。因此，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决

定论的、科学主义的与精英论的，对资本主义没有原则性批判，服务于

资本主义体制的利益。

二　“社会学想像”作为一种反现代化

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计划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自由派共识要等到６０年代中后期

才为所谓的“功能论对决冲突论”的辩论初步挑战。而作为一种发展

理论则要等到７０年代才遭到来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学者的挑战。

在这之前，唯一对这股自由派共识的风潮提出重大挑战的就是活跃于

５０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异议分子米尔斯。在自由派共识的众口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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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大好声中，米尔斯指出所谓美式民主的中坚———白领阶级———的

异化与弱化（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指出美式民主的权力结构并非所谓的多元

主义，而是日趋集中化形成高度金字塔型，而权力的操作也从所谓的

宪政公共性转趋私密化寡头政治（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６）。另外，在自由派 共 识

对古巴革命的深刻敌意下，米尔斯也曾单枪匹马呼吁美国人理解古巴

革命的正面意义（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但我认为米尔斯的最重要的知识介入

还是名声历久 不 衰 但 却 一 直 被 低 度 被 理 解 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社会学想像）（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

对“社会学想像”的巨大批判潜力的重新挪用首先意味我们必须掌

握住一个历史事实：“社会学想像”是一个站在现代性基础上对现代化意

识形态（例如各种现代化理论、自由派共识、意识形态终结说）的批判活

动。“社会学想像”在肯定理性与自由的等现代性价值的前提下，提出这

些价值的危机诊断，并试图寻求当代克服危机的出路。米尔斯虽然直接

诉求的对象是社会（科）学从业者，但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对于当今社会

有关民主出路的讨论有广泛的且深刻的牵连，例如社会科学和历史可以

扮演的角色为何？民主的主体为何？民主的知识与方法为何？身体／美

感经验的作用与限制？民主可以如何被想像？“知识分子”与“人民”的

关系为何？

１．你的问题是什么？

———走出概念与方法拜物教的迷宫

“社会学想像”首先批判的就是理论和方法在当代的学术分工中，

被秘教化与精英化（即学者化），因而失去了它的社会关联性，不但使

知识生产与社会改造无关，反而成为既存状态的合理化措辞。激进的

社会 改 造 过 程 需 要 理 论 和 方 法，理 论 和 方 法 的 无 政 府 状 态 是 行 不 通

的，但理论和方法也不能成为知识的暴君，它们必须成为我们面对我

们的社会生存与问题时，帮助我们开展行动的必要工具。理论和方法

必须具备历史性与社会性。

自由派共识下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则全然否定了 它 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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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与社会性，这样子展现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米尔斯称之为壮观

理论（ｇ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和迷途经验论（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①

壮观理论（米尔斯特指的是结构功能论，但似乎也适用于“辩证唯

物论”，以及高度概括化，具宏大历史断代宣称意味的某些 结 构／后 结

构文化里论）用高度抽象的语言，把人类历史压缩到特殊的理论设定

中，描述或解释不同历史与社会阶段的递嬗。在结构功能论 中，人 类

历史 是 功 能 不 断 分 化 的 一 条 鞭 演 化 道 路，道 路 的 终 点 则 是 美 国 这 个

“带头”社会（ｌｅａｄｓｏｃｉｅｔｙ），它因为有高度发展的民主政 体、宗 教 多 元

主义、普遍公立教育、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与自主结社等能提供高度正

当 性 的 机 构，所 以 因 分 化 而 产 生 的“整 合”问 题 就 被 成 功 地 克 服 了

（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７７）。这样的一种理论论述，一方面能帮助正当化美国在

冷战时期的全球霸权，另一方面则是论述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

效应———在所谓“功能”、“正当性”、“整合”的理论措辞与自满口吻下

面所遮盖的民主、冷漠与阶级问题。

首先，相对于自由派共识下的主流社会科学对当代自由主义民主

的自满，米尔斯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经验研究却指出了美国社会

的民主危机，因为这个社会的“大决定”都由产、官、军三边巨头所形成

的宰制结构以非正式的方式达成；公众监督与政策责任归属面临了很

大的危机，对 米 尔 斯 而 言，这 已 从 美 国 和 一 种 美 式 民 主 的 乌 托 邦 回

忆———以自主小农 为 基 础 的 社 区 自 治 的 共 和 主 义 有 了 天 地 差 别 了。

对这个新兴的寡头垄断政治，米尔斯称之为权力大亨（ｐｏｗｅｒｅｌｉｔｅ）的

政治（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６）。其次，相对于自由派共识下对美国新兴中间 阶 级

（所谓“白领”）的工作、家庭与休闲的自满，米尔斯则依赖他对新中间

阶级的世界，指出这个阶级完全不像自由派共识下的社会学陈腔滥调

所描绘的乐观景象，反而是一个工作成就感被扼杀，同时充斥着地位

焦虑、政治冷漠与社会疏离的世界（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

① 在台湾中译本的《社会学 想 像》里，ｇ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分 别

翻译成“巨 型 理 论”与“抽 象 经 验 论”。这 都 没 有 抓 住 米 尔 斯 的 讽 刺 意 味。“ｇｒａｎｄ”和

“ｍａｃｒｏ”不一样，有大而无当虚张声势的意思，“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则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不一 样，有 偏

执着迷、往而不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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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由派共识下的社会科学所最为自满的，所谓美国（不同于

有封建传统的欧洲）是一个没有阶级问题的社会的说法也不成立。在

这个霍布斯邦（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ＥｒｉｃＪ．）所 说 的“黄 金 年 代”（１９４５１９７３）

中，虽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荣景，实质薪资增

加，并刺激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但这并不能逻辑上导出自由派共

识下的社会科学老生常谈———即美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或

整个社会正在朝向一个普世性的中产阶级化发展。①从５０年代的自由

派 共 识 到 ９０ 年 代 的 新 自 由 主 义 都 在 宣 扬 的 所 谓 “渗 下”（ｔｒｉｃｋｌｅ

ｄｏｗｎ）的再分配理论，其实连在黄金时代的５０年代都从没有达成过。

根据浩德格森，美国在２０世纪中，只有在１９２９至１９４５年间有过一回

比较显著的财富重新分配，但与工人阶级无关，因为这个财富是从前

十分之一人口分配到前十分之二与十分之三；这不是一个贫富之间的

重新分配，而是从最富有有钱的人（资本家）分到次富有的人群（如经

理、专业人士、高 级 职 员 与 贵 族 工 人）（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９７６：８６）。在５０年

代，尽管工人的实质薪资增加，但他们在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则并无改

变（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９７６：８４）。

这些关于美国社会中的宰制、冷漠与阶级现象的 研 究，都 实 质 地

指出了壮观理论对“现代化”的高度抽象的、貌似客观的理论语言背后

的意识形态性质。

但问题是这些讨论对壮观理论者而言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因为壮

观理论的生产过程并非来自于对当代重要问题的社会对话，甚至可以

说，它本身就是依靠对这些具体社会问题或社会调查的排斥机制而成

立。换句话说，壮观理论的定义性特征就是概念拜物教（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把概念硬是和历史与经验世界分离。米尔斯于是指出

了壮观理论的非社会性更根本的还在于它的操作方式：

① 派森思的特殊的“有闲阶级论”直接挑 战１９世 纪 末 的 另 一 个 美 国 激 进 社 会 思

想家韦布伦（Ｖｅｂｌｅｎ，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根 据 后 者，第 二 次 产 业 革 命 产 生 了 一 种 新 的 商 人 阶

级，不从事工业生产，专门从事炫耀性 财 富 累 积 与 炫 耀 性 消 费 （Ｖｅｂｌｅｎ１８９９）。派 森 思

的说法恰好相反，他认为“现 代 社 会 中 的 高 层 职 业 团 体，并 不 曾 构 成 什 么 有 闲 阶 级，反

而是人类历史上工作最辛苦的群体之一。吊 诡 地，所 谓 被 剥 削 的 工 人 阶 级 却 已 经 更 接

近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有闲阶级”（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７７：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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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理论家并不真正了解当我们在定义一个字词时，我

们只不过是在邀请他人如我们使用该 字 词 一 般 地 使 用 该 字

词；定义的目的在于把论争对焦于事实上头。凡是好的定义

也必然能够把关于名词的论争转化到关于事实的论争，从而

能够将论争朝更进一步的探知开放（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３４）。①

米尔斯对构成壮观理论对单一性的“结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体

系”（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的拒斥，不可以极端地引申为对结构与体系作为“使

知觉敏锐的手 段”（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的 简 单 否 定，从 而 鼓 吹 一 种 完

全否定结构的极端历史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完全相反，米尔

斯“社会学想像”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凸显社会结构的位置，他只是质疑

壮观理论家在抽象理论的高空建构中，丢弃了能使理论和历史与经验

所界定的现实之间能交互往返的梯子的做法（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２３）。米 尔

斯认为要能够清楚地说明问题之所在，一种对于较大的结构和较长的

历史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但很清楚的是，一个探知者在他的探知过

程中决定“飞高一会儿”（ｆｌｙｈｉｇｈｆｏｒａｌｉｔｔｌｅｗｈｉｌｅ）是因为出于搞清楚

问题的动机，而非出于为理论而理论的动机（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４８）。

迷途经验论———自由派共识下的主流“社会研究”实践———则吊诡

地和壮观理论成为一物之两极。这两种知识实践都是往而不返的表现，

壮观理论神游于概念拜物教的太虚，迷途经验论则是方法拜物教（ｆｅｔ

ｉｓｈ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的 地 上 囚 徒，由 方 法 决 定 问 题，而 非 反 之（Ｍｉｌｌｓ

１９５９：５７）。而所谓方法则是单一地由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所规范。米尔

斯指出，这种迷途经验论其实已经放弃了任何探知活动中最艰难的第一

步行动———型塑问题，并直接以国家官僚体系、大众消费社会、财团基金

会的问题为问题。这种类型的知识活动依赖问卷调查与统计技术，在一

① 因此，壮观理论就是一个因自我封闭而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概念体系，是一种现

代性中很奇怪的产物———理论纪念 碑；它 是 一 个 美 学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特 殊 结 合，不 论 是

“结构”或是“体系”只有建筑学的隐喻意 义，并 没 有 社 会 的 和 历 史 的 意 涵。在 这 个 意 义

上，壮观理论是古典社会理论（例 如 马 克 思、韦 伯、博 蓝 尼，甚 至 包 括 涂 尔 干）的 狎 谑 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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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任意划地自限的范围内进行“因果分析”，全然忽视进行中的研究和社

会整体的关系为何，因此它助长了社会科学的专家化与领域区隔化，各

自在狭小的领域中钻研方法，使之日益细致复杂，而失去了古典社会科

学中和实质问题密切关联的传统。米尔斯以热门的公共意见（ｐｕｂｌｉｃｏ

ｐｉｎｉｏｎ）研究（或曰“民意调查”）为代表性例子，指出这类的研究事实上是

以方法决定问题，也就是说凡是不能被实证地操作（例如选样、概念操作

化）的问题就根本不能被提问。所以，调查研究的发现往往就只是不同

族群、性别、年龄群、教育程度、城乡差异的群体对于某一现象的态度（从

非常同意到不同意）的统计上的差异，以及对这个差异的“解释”。这个

对于当下事物的着迷其实比优秀的新闻报道还要贫乏，更不要说它没有

能力以一种对历史和整体结构的敏感，重估所谓“公共意见”的内涵，以

及重新提问：在大众消费社会中，到底什么是“公共性”或“公众”？如果

民主社会赖以成立的“公众”或“公共性”在财团支配的媒体生态中已经

濒临消失，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民主危机？如果不质疑这种根本

的问题，而在不自省的状态下接受委托／提出计划，研究“公共意见”，那

不是以“学术研究”之名支撑既存现实吗？把任何社会现象，即令是一般

人认为微不足道的现象，拉到历史和整体的层面思考／研究———这个古

典社会科学的批判性提问传统，在迷途经验论中可说是完全阙如（Ｍｉｌｌｓ

１９５９：５１５２）。

“自由派共识”其实正是历史和整体视野的丧失，缺少历史视野的

效果即是对于现状视为当然，并从而抹杀其未来可塑性，缺少整体视

野则把学术领域的隔间（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视为社会实存的隔间，

因而产生一种类似“锯箭法”的心态。换成自由派的语言则是对一种

“务实性”（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的强调：任何一个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无

穷的多元（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无限的细微，因此我们对于问题的理

解与处理必须非常的谨慎，最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 谓 的“点 滴 改

良”（ｐｉｅｃｅｍｅａｌｒｅｆｏｒｍ），而对于现象的掌握也只能是个别的、在地的，

任何对整体知识的追求都是危险的……这即是米尔斯所说的“在地情

境的社会 科 学 家”（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ｏｆｍｉｌｉｅｕｘ）（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８５８６）。

对米尔斯而言，这就是缺乏“社会学想像”！对整体的探知须是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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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从 事 者 的 抱 负，他 不 能 只 是 满 足 于 特 定 时 空 的 特 定 问 题 的 描 述 和

“多元解释”，他必须要基进地找出问题的最重要的根源（为什么我们

非得教条地或政治正确地表示所有的原因都得平等地重 要？）。米 尔

斯批评“自由派共识”的“原则化的多元论”其实和它所批评的“原则化

的一元论”（例如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半斤八两，都是独断

主义。在这个脉络下，我们也不难理解“自由派共识”下社会研究的某

些口令（例如“科学的客观性”）的真正意义在于取消古典社会科学传

统中的规范性定向（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我们进行探知活动是

为了要面对我们认为迫切的问题，以及并生的热情承诺（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

７７）。米尔斯批评“自由派共识”的社会研究已经从早期还关心点滴改

良的务实派，到当今的效命于既存现实，为当权者寻找傻乐的服从基

础的“新企业家”（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９３９９）。

由于根本地缺乏社会性以及忽略历史，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社会

研究其实早已丧失了知识的活力，仅仅是具有意识形态效用的知识商

品的惯性生产活动。这样的一种其实与西方社会都无关的“西方的”

理论与方法，当然会遭遇到第三世界社会的质疑，因而会在不同的社

会出现“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运动。虽然或许是来自于理解本土的良

善动机或许是来自某种民族主义情绪，但目的的错置却往往使这些运

动（例如８０年代台湾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以及９０年代中国

内地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可能只能成为“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倒影。

这是因为这些运动对社会研究的目的与社会研究进行的过程的理解

其实还是遥 指 一 个 最 终 的 目 标———建 立 符 合 自 己 社 会 的 理 论（和 方

法）。虽然在建构“属于自己社会的理论”的时候，不是没有提出“特殊

的”问题，但问题的特殊性并不是被社会本身所界定，而是相对于西方

理论的提问而言。这样一种企图，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最终可 能 还 是

会失败，而根本的原因不在知识上头，而是在探知者和所存在的社会

之间的关系———“特殊而具体”的问题必然来自研究者必须有 意 识 地

脱离“封闭的学院角色”（方沂２０００）。建立“属于自己社会的理论”自

始至终还是一个纯粹学院的关怀。

回顾米尔斯在５０年代踽踽于途的批判性写作，不 得 不 让 人 感 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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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５０年代是美国（或全世界）有史以来从未有的富裕年代，能够在

盛世中独进危言则更属不易。比较起主流的现代化学者，米尔斯的反

头巾气的“社会学想像”能够让他突破理论与方法拜物教的硬壳，戳破

表象，聆听庆祝声中的不满、疏离、焦躁与不公。当代的社会学家似乎

也只有米尔斯能够以一种不带伤逝寥落并寻求积极出路的心情，尝试

对这个充满矛盾（极度富裕与极度失落）的年代进行更深刻的理解。①

之后来到的充满乌托邦激进民主气息的６０年代，更是对现代化论者

的理论语言（例如整合、秩序、合理性）和历史终点站体系的一大当面

否定。米尔斯能够精确地先期掌握到这个不安，并以积极的介入性语

言展开论述，这都是因为“社会学想像”的首要要求就是贴近真实的、

具体 的 社 会，并 且 对 历 史 正 在 进 行 中 以 及 人 们 该 当 创 造 历 史 抱 持 信

念，所以才能对社会的与趋势有洞烛机先的掌握。米尔斯被６０年 代

开展的学生运动与新左运动视为一 个 重 要 的 精 神 先 驱（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７：

７８９７）并非没有道理的。

壮观理论和迷途经验论对历史不是不理不睬（例如后者），就是保守

挪用（例如前者）。米尔斯批评现代化论者保守地挪用历史来正当化现

状（Ｍｉｌｌｓ１９８７：１５４）；使用历史不是为了了解形成当今社会的历史动力

学，反而把历史当成命定论的措辞，用来正当化现状并使现状看起来成

为历史不得不如此的结果。对米尔斯而言，历史对社会科学的“用处”就

恰恰在于帮助我们将现今解除物化（ｄｅｒｅｉｆ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让我们了解其

实今天我们看来定而不可移的制度、律法、共识、趋势、“终结”都是一定

的历史过程（即历史中人群之间的斗争）下的结果，并非自然的或命定的

展现。如果当下一直涵盖于历史之中，那么社会科学从事者如果想要拟

① 吉特林（Ｇｉｔｌｉｎ，Ｔ．）就指出现在对６０年代的理解都太忽 视 了５０年 代，经 常 错

把贝尔和利普赛等人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当成那时的唯一说法，忽略了５０年代争议

性 书籍的全国畅销作往往忽视了那时候的巨大不安感。和米尔斯的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 属于

同一族类的书还有 Ｒｉｅｓｍａｎ（１９５３），Ｗｈｉｔｅ（１９５６）。这些著作都指出了富裕社 会 的“代

价”———即过去美国文化自我意识中的英雄主义的 个 人 的 失 落（Ｇｉｔｌｉｎ１９８７：１９）。虽 然

米尔斯的著作中不可否认地也 有 这 个 特 别 属 于 美 国 式 的 对 于 某 种 民 主 自 治 小 农 或 工

匠社群的怀旧意识，特别表现在他的 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这本书中，但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

就和这些伤逝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的主调不是浪漫怀旧而是积极的政治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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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意义的现今的问题，那就必然牵涉到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知识（Ｍｉｌｌｓ

１９８７：１４６）。如果没有历史知识的介入，那么当下就将被永远的神秘化；

壮观理论和迷途经验论都是企图拜物教化当下的努力。为了打破这个

拜物教的宰制，我们研究历史，希望能“找出让人的理性与自由能在当今

创造历史的另类出路”（Ｍｉｌｌｓ１９８７：１７４）。

“社会学想像”因此虽然“来自西方”，但它对社会研究的批判性价

值的捍卫的陈述，对于不管是西方或是东方的激进的、批判的社会研

究而言，是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意义的。

２．反科层化知识生产

———理应作为独立工匠的知识分子

经由对自由派共识下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知识生产模式（壮观理

论与迷途经验论）的批判，以及经由对于这种知识生产者（特别是商机

无限的“新企业家”）的批判，米尔斯呼吁社会学想像的介入以及“政治

知识分子”（Ｍｉｌｌｓ１９８７：９９）的 出 现。米 尔 斯 区 分 政 治 知 识 分 子 与“新

企业家”和贝尔区分知识分子与学者的做法相类，但是评价则正好相

反。贝尔庆祝专业学者取代知识分子，米尔斯则把这个趋势视为重大

危机，对后者而言，知识生产的规格化、量产化与科层化代表了知识分

子批判性的丧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批判性转化为肯定性，为主流文

化价值量身定作正当化言说。

反对这个从知识分子蜕变为学者的趋势，米尔斯标举了“知识工匠”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的身份认同。知识工匠无论就知识生产的劳动

过程、劳动目的或是劳动与社会的关系，都和体制化学者处于对立状态。

其实，体制化的学者更确切的比喻还不是新企业家，而是知识生产线上

的异化操作员。① 米尔斯把“工匠”这个类型从单纯的经济意义上抽离，

并赋予其 积 极 的 社 会 和 伦 理 意 涵 的 做 法，可 以 说 是 直 接 承 袭 汤 普 森

① 鹿港的木工工匠就对工匠劳动和工厂劳动有很不一样的评价，对 于 他 们 而 言，
“主体性”是 最 终 极 的 判 准；工 厂 劳 动 在 他 们 的 话 语 中 被 称 作“扶 机 器”（侯 念 祖２０００：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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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美感经验的创造与道德判断，这个社会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民

主社会。而目前的社会科学的壮观理论以及迷途经验论其实是和大

众媒体共谋来弱化广大的讯息消费者，使他们没有适合的理论和方法

武器成为政治性的公众，而沉溺于“愉快的机器人”的处境。“社会学

想像”虽然是直接向社会科学从事者发言，但潜在的收信人则包括当

代社会所有的公民———公民的必要条件是他必须是“知 识 工 匠”。这

种民主政 治 的 高 标 和 晚 期 杜 威 的 民 主 与 公 众 理 念 一 脉 相 传 （Ｗｅｓｔ

１９８９：１２４１３８，对杜威民主理论的探讨请参考赵刚１９９８ｂ：１９３２３７）。

在某一个意义上而言，当今的文化研究可说是针对科层化社会科

学的反动，期望颠覆既有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典范，超越单一学科、单

一方法与单一理论，并且有意识地避开对研究政权的依赖。在文化研

究的早期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文化研究者直接介入公众议题，

成为“公众智能器官”（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的制度性努力，例

如文化研究最早就是经由学院门墙外的运动（例如成人教育）而产生

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９：１５４１５５）。然 而，就 像 社 会 学 里“现 在 谁 还 在 谈 斯

宾塞”，文化研究里“现在谁还在谈威廉斯”？威廉斯的文化研究还兢

兢业业地维持所谓“计划”和（社会与历史）“形构”之间的二元辩证关

系，但现今欧美的文化研究则大多又再度进入专业化，成为学院分工

的一部分。由于学院派的文化研究对自指性文本主义的着迷，文化研

究其实有很深刻的危机变成“迷途文本论”（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进

行自娱的心智游戏，自骄骄人，失去与公众的关联。它固然可 以 说 它

优于迷途经验论在于它无法为官方所用，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开放自身

为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所用。

“社会学想像”其实预期了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精神，例如对于在

地的和身体的重视，米尔斯认为没有这些真实的感受，任何有意义的

知识问题是无法形成的。另外，“社会学想像”强调问题的优先性，否

定任何学科的优先性，也是和文化研究的学科混杂有一定的亲近性。

但它和现今的（而非早期的）文化研究风潮仍有重大不同，即是前者仍

然捍卫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研究。一个批判性的社会研究进路有几个

特征：问题产生 于 经 验 的 社 会 存 在；坚 持 一 种 詹 姆 逊（Ｊａｍｅｓｏｎ，Ｆ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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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ｉｃ）所说的深度模型（ｄｅｐｔｈｍｏｄｅｌ）①；研究的目的是要对公众发言并

帮助方向性行动的开展。在米尔斯的时代，威胁这样的一个批判性的

社会研究的力量来自壮观理论和迷途经验论，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又

多了个来自“迷途文本论”的威胁。

迷途经验论的科层制知识生产，根据体制需要，制 造 了 大 量 的 扭

曲实存的意识形态建构。为了要打破这种官学迷思，文化研究声言努

力要解放各种压抑的声音，使百家争鸣，为了要消解官学的霸权，从实

存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的立场，更进一步到所有陈述／研究／探索／思辨，

都同样且同 等 是“说 故 事”（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走 到 这 一 点，就 往 而 不 返

了，不是任何社会研究可以接受的出发点。“社会学想像”不是客观主

义，接受“中介说”（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承认所有人所认知到的现象接受特定

社会与文化条件中介，但这和否定实存不同。真实生活中，正 在 你 我

旁边发生的火灾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同样的，真实生活中，资本主

义的再结构也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它的效应经常超过火灾。执意解

消实存，强调“说故事”的做法不得不是一种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特定

生活经验下的一种癖好，这种癖好会在一个时代的转变中充分暴露出

它的荒谬。

尽管多数文化研究的从业者喜将世界析离为自我与他者 两 种 构

成，但是他们的文本主义（以及交互文本主义）却往往反映的是极端的

主观主义，并没有对他者有足够的谦逊，把他者或客体视为一个相对

有决定性的 存 在。这，和（知 识）工 匠 的 工 作 心 态 是 有 非 常 大 的 差 距

的。“社会学想像”虽然强调“想 像”，但 这 个 想 像 绝 非 任 意 的 说 故 事，

而是要想像在地的情境以及自我的问题有多少是和我们经验以外的、

遥远的支配结构竟然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想像”来自个体与整

体之间的冲撞与辩证。

① 根据詹姆逊，深度模 型（或“诠 释 学 模 型”）所 展 示 的 世 界 有 内／外、表／里、显／

隐、真／伪、能指／所指、脉络／文本之 间 的 距 离 深 度（Ｊａｍｅｓｏｎ１９９１：１２）。深 度 模 型 的 政

治意涵则是借一种二元对立 的 维 系，在 知 识 上 批 判 意 识 形 态，在 实 践 上 反 抗 宰 制 或 压

迫，追求激进的民主解放。对于 詹 姆 逊 而 言，这 个 深 度 模 型 是 现 代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共 同

基础，但在后现代主义中遭到取 消，代 之 而 起 的 则 是 践 行、论 述、文 本 游 戏 及 文 本 交 互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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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体的再生

———以“社会学想像”超克“快乐机器人”

因此，米尔斯从对“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派共识、壮观理论和迷

途经 验 论 的 现 代 化 理 论 批 判 中，拉 出 来 具 有 解 放 企 图 的“社 会 学 想

像”，目的就是 要 找 出 整 体 性 和 民 主 的 历 史 创 造（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ｋｉｎｇ）的关联，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一个现今几已变成另一个场面话

的“全球思考，在地行动”找到理论的支撑。社会学想像的核心关怀就

是把特定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在地的“困扰”（ｔｒｏｕｂｌｅｓ）转

变成公共的议题（ｉｓｓｕｅｓ）。一个遥远的且不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意识到

的结构变迁也许正在形塑我们的集体生存处境，和每个人的“个人传

记”，因此，民主的在地行动必须要和某种有关结构的知识与历史的知

识相结合，从而使行动能够成为具有方向性的行动，而行动者在行动

中也能成 为 一 个 学 习 者。这 个 非 目 的 论 的 但 具 有“视 野 中 的 目 的”

（ｅｎｄｉｎｖｉｅｗ）的结构知识因此不仅不构成对于行动者的压迫，反而是

行动者自我培力（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的重要构成；我们对结构或整体的知

识需求不是出于一种旁观者的知识需求，也非出于目的论的催促，而

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我因 为 要 解 决 这 个 或 那 个 问 题／困 扰／

焦虑，或我要追求这个或那个价值，或我要改变这个或那个现状，因而

我要积极地、有方法地探索那些造成在地的与个人问题的超越在地或

个人的问题源头。在这个探知／实践二合一的过程中，人们把他／她的

个人传记 和 时 代 历 史，把 他／她 的 在 地 特 殊 情 境 和 结 构 整 体 关 联 起

来———这即是“社会学想像”。① 社会学想像就是民主的想像，拒绝历

史全然无目的的漂流，也拒绝历史由少数人书写，拒绝作为“快乐的机

器人”。（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７６）。“社会学想像”是对探知的、分析的与行动

的主体的召唤。

后现代文化转向对古典社会理论的批判有一点是正当的，指出它

① 这一段基本上引自我 在 另 一 篇 论 文（赵 刚２０００ｂ）中 关 于“社 会 学 想 像”的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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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质化单一主体的倾向，而这至少在理论层次上须为反民主的先锋

队政治负责。米尔斯显然不愿意从拒斥集体单一主体一跳而至否定

主体概念与其关联概念（例如历史、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批判、知识分

子等），如“主体位置”所暗含之指涉。在旧式的解放政治已因各种理

论的和历史的原因失去正当性，加之各种保守理论竞相宣告意识形态

已然终结、知识分子已然终结、批判已然终结的战后黄金年代（我们在

２０世纪末又看到组成更复杂的新一波的终结论述），“社会学想像”就

是要大胆且逆流地，再度把探知与行动主体呼唤回社会理论当中。

承袭自激进的杜威实用主义传统，“社会学想像”在很重要的一个

面向上预知了某种“后现代敏感”，强调在地与个人传记（甚至“身体”）

这些小空间和小历史的重要性，指出所谓的“私人的”、“个人的”、“身

体的”各种不安和焦虑其实深具政治性，也一并指出知识和身体的密

切关联（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① 米尔斯相信，没有这些真实的、具体

感受到的困扰或关心作为基础，所有的理论建构或是知识追求都是旁

观的和保守的，因为它们回避面对真实的问题。但是，米尔斯 和 大 多

数当今的自指性文本主义者不一样在于他确信要能够把这些焦虑、不

安、漠然真能够说清楚，进而得到解决，以及自我在这个解决过程中获

得成长经验，光是美学敏感的溢流是不够的，甚至过犹不及，关键还是

在是否把这些焦虑与关怀拉到一个知识上足够清晰的层次。

因此，米尔斯对为古典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共享的启蒙批判精

神进行了一种内在批判，一方面，米尔斯还坚持理性与自由的内在关

系，但同时也把理性从纯粹的智性（ｐｕｒ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上解放出来，强调知

识和身体的密切关系，身体不是知识的阻碍，而是任何有效知识的起

点。在这一点之后，米尔斯和８０年代之后的身体论者分道扬镳，因为

之后“分析原则”———即是探知者得把理性与欲望作一个必要的析离，

并对后者进行必要的规训———就需要被确立（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１９９４：１２６）。

对于米尔斯而言，知识分子的活动就是一直“穿梭”于介入的经验与疏

① 米尔斯认为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之间必 须 被 串 联 起 来 的 立 场 和 之 后６０年 代

新左运动与稍后出现的女性主义运动的“个人的即是 政 治 的”（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立场有直接的系谱关联（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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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经验之间（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９：３０１）。

米尔斯对“社会学想像”作为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的高度期

待，其实除了反衬了现代化意识形态在５０年代的霸权外，更是反衬了

整个现代消费社会中的社会智能低落的危机。在此，米尔斯以一种非

常现代 主 义 的 心 态 与 气 质，指 出 了 一 种“时 代 的 沉 沦”（ｅｐｏｃｈａｌｄｅ

ｃｌｉｎｅ）。这个现代时期如今已成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后现代时 期”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ｐｅｒｉｏｄ），后者的主要意识形态标志则是“自由和理性这

两个理念已经无足轻重；合 理 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 增 长 不 再 能 被 视 为 自

由增长的前提”（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９：１６７）。何以然？米尔斯以一 种 类 似 法 兰

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诊断方式，指出战后公、私科层制的发展大规模

地限制了公民的理性能力，因而限制了实质自由（根据米尔斯，所谓实

质自由指的并不是空谈阔论所谓个人的独立而是“人们能对他们所依

赖之物进行有效控制”［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９：２９７］）。米尔斯批判现代科技与教

育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增长其“社会与个人智能”，反而造就出一群群的

“快乐机器人”（ｃｈｅｅｒｆｕｌｒｏｂｏｔ），只 能 适 应 于 这 个 完 全 合 理 化 的 世 界，

不想也不能找出一条另类出路，成为“随波逐流的人”（ａｄａｐｔｅｄｍｅｎ）。

“快乐机器人”凡事讲求合理性但并不自由（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９：１６９１７０）。

米尔斯在这里对合理性和理性的区分，很类似韦伯所区分的形式

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也很类似法兰克福学派所区分的工具合理性与

批判理性（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米尔斯心目中的“后现代”并没有８０年代

以后流行的“后 现 代 主 义”那 样 的 自 我 庆 祝，反 而 指 出 了 一 个 下 降 趋

势。在这里，有意义的是，虽然米尔斯指出了一种“后现代”状况，并指

出自由主义不再是有效解释世界的框架，但他仍然选择在现代的、启

蒙的基础上对抗这个趋势。这个基础可以分价值和主体这两方面来

谈，首先，米尔斯仍然不放弃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性与自由），他希

望借由内 在 批 判，重 新 找 出 这 些 价 值 在 当 代 重 新 活 化 的 可 能 条 件

（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９：１７１）。他清楚地指出社会科学的道德与知识如果还有远

景的话，那就在于它仍宝爱理性和自由这两个价值。其次，米 尔 斯 的

“后现代”状况里的“快乐机器人”虽然作为一种断碎化和除中心化的

存在，是对仍企图维系着一个中心的布尔乔亚自我或是布尔乔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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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批判 理 论（特 别 是 马 尔 库 塞）的 亲 近 关 系 （Ａｒｏｎｏｗｉｔｚ１９９２：３０４，

３１７），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观点读米尔斯，那么米尔斯的重要著作，

例如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１９５１）以及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Ｅｌｉｔｅ（１９５６）都可能非常具

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例如米尔斯对白领世界的异化以及虚假意识的描

述，以及美国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单一向度”与大众社会的被动无能。

这个解读不无基础，但代价是压抑了米尔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传统之

间的更密切关系。如果以杜威的传统阅读米尔斯，那解读就可能产生

微妙但具有重大意义上的差别，例如对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Ｅｌｉｔｅ的解读，就不

会认为它只是满足于对一个未来已经被结构所决定的阴暗世界的描

绘，而是要通过指出“关于人类事务的未来的决策如何被做成的，谁在

作这些决策”，来思考另类出路的可能。这个指月之手的问题意识当

然是杜威的———如何能让政策形成以及历史创造的力量（ｐｏｗｅｒ）复归

寻常百姓家。

米尔斯虽然接受杜威的激进民主的规范性定向以及思想 史 层 面

上对启蒙的批判性重建，但也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有些憾然，因为后者

缺乏“令人信服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从而“无法适当地面对政治

与经济权力”（Ｗｅｓｔ１９８９：１２５１２８）。这 一 个 对 杜 威 的 内 在 批 判 立 场

所召唤出来的就是古典社会理论与研究的传统，从这个传统重新出发

的“社会学想像”，把历史拉出一个深度（存在于个人传记和时代历史

之间），把社会拉出一个深度（存在于在地情境和整体社会结构之间），

并进而把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摆在探勘不为表面所彰显出来的深

度状况。同时，因为既存权力势必以其各种资源与机制遮掩社会存在

的真实状况，因此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一定是社会研究与意识形态批判

同时展开。在这里，不言可喻的是，社会学想像不可放弃对社 会 实 存

（虽然它不再单一，但也不绝对零碎）的信念，视其为研究的前提与目

标。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米尔斯责其通过对结构与历史知识的追求

进行社会介入的本职：

社会科学家对社会 结 构 的 兴 趣 并 不 在 于 彰 显 未 来 已 为

结构所决定。我们研究人们作 决 定 的 结 构 限 制 是 希 望 能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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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的介入点，期能知晓哪些现状可能以及必须被结构性

改变，假如我们希望创造历史的外显作决定角色能被扩而广

之。我们对历史的兴趣也不在于彰显未来是不可避免的，或

未来是受限于过去……我们研 究 历 史 是 为 了 分 辨 出 人 的 理

性与自由能够在当下创造历 史 的 各 种 另 类 可 能 性。简 而 言

之，我们研究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就是要在它们之中找出它们

被控制以及可能被控制的方式。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

才能知晓所谓人类自由的限制及意义（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７４）。

整体社会结构知识与较长时期的历史分析因此是批判活 动 进 行

的前提与基础。这个对古典社会理论立场的回归，可以说是米尔斯在

杜威与古典社会理论这根本上并不互斥的两造之间无穷钟摆移动时，

摆向后者的表现。此时，米尔斯从杜威文化人类学式地强调一种在地

的文化革命的实践理论以及思想史的批判（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ａ；１９９１ｂ），摆

向对 宏 观 政 治 社 会 结 构 的 探 知 与 批 判 活 动，从 对 公 众 的 救 赎 性 信 念

（Ｄｅｗｅｙ１９８８ｄ），摆向对知识分子的角色的重新肯定，从对民主作为一

种社会生活的积极观念，摆向政治国家作为民主生活首要威胁的危机

问题意识。

从杜威式的激进民主角度而言，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是一个乌

托邦的退却，特别 表 现 在 后 者 对“社 会 科 学 知 识 分 子”这 个 范 畴 的 重

视，因为对杜威而言，“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范畴的突出，恰恰反映了智

能没有被解放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让知识的拥有者对社会生活采

取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因而是个精英主义的体现。杜威对于柏拉图以

来的“旁观者知识理论”的批判，正是对知识分子这个异化的社会范畴

的批判。但是，米尔斯对知识分子的看待却不可错误地解读为对知识

分子这个范畴的保守的肯定（例如斯特劳斯［Ｓｔｒａｕｓｓ，Ｌｅｏ］和布卢姆

［Ｂｌｏｏｍ，Ａｌａｎ］等人把知识分子当成古典传统的捍卫者，例如台湾流行

言论中把知识分子看作具有智能与道德，是社会良心），而是根据激进

启蒙精神，对学院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家）进行政治召唤。

在一个根本的意义上，米尔斯并没有脱离杜威心目中公众作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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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生活基础 的 设 想。在“自 由 主 义 统 合 资 本 主 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中，知识分子作为细密学术分工下的知识工人，没有独立的

问题意识、生产欲望和生产目的，甚至没有自主的生产技术，已为地位

升迁以及研究资源的获得而牺牲掉批判的智能及并生的工匠成就感

（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９：２９６）。这难道不 是 个“困 扰”？难 道 不 该 把 这 个“困 扰”

和整个大社会的民主危机的“议题”结合起来？难道知识分子不该对

自己的处境进行社会学的想像？以最低限度而言，米尔斯至少在以一

种杜威式的立场召唤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一个民主的公众。

但这个公众显然不仅仅是随机性的、在地性问题 导 向 的 公 众，只

求解决它的特定问题或困扰，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职能，而这个普

遍性的职能的基础则在于社会整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意识形态宰制

的普遍性存在。举一个特别与台湾有关的例子来说明。台湾 的 特 殊

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但却低度被讨论的问题，那

就是职业灾害。根据统计，从１９８４年 到１９９３年 这 十 年 间，因 为 职 业

灾害而受伤者达３３万人，死亡有１万５千人（引自施准１９９６）。这一

个并不亚于一次中、大型内战的伤亡率，何以没有进入到一般人的意

识并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呢？虽然这种“死于市”的职业灾害问题少

有可能成为都会中产者或学院知识分子的“个人困扰”，但知识分子如

果不能把它问题化、争议化与社会结构化，那么职业灾害的问题就只

有永远局限在低标的个人求偿以及道德感叹中。职业灾害是台湾资

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构成，所有共沾台湾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人群的

幸福与自尊，其实都某种程度上建立在长期、大规模的职业灾害基础

上。但是这个关联性却从来没有被主流论述认真想像过，从 而，所 谓

的“生命共同体”就不得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宣称。同样的，所谓的“外

劳问题”也一样需要“社会学想像”的普同性论述介入。截至１９９９年３

月底，在 台 外 劳 共 有２５万３千 人，除 了 少 数 的 研 究 者（例 如 吴 挺 锋

１９９７；夏晓鹃２０００），台湾的主流论述对他（她）们的存在只是复制一

种负面刻板印象与排除性论述，把他们说成是传染病的来源、潜在强

暴犯、地震的趁火打劫者，以及台湾弱势劳工（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男

性）高失业率的祸首……在讨论中，并不触及台湾以及东南亚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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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台湾少数民族为何长期处于劣势的更根本

问题。这样的讨论只是在强化一种既存的论述氛围，于其中，下 层 劳

工将其痛苦归因于“外劳”，形成代罪羔羊，抽空直指问题核心的合理

探讨基础。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泛泛呼吁自由，但对于人身自由以及

受雇者自由被严重剥夺的外劳，却往往噤声不语。对外劳现象的刻板

印象以及怪异沉默，显然不但无助于消除台湾下层劳工的“困扰”，也

无法将之发展为公共议题。通过“社会学想像”，凡“职业灾害”、“外籍

劳工”、“外籍新娘”都将不再仅是仅以某些人的不幸或缺憾被认识，而

是和台湾的政经社会文化众领域纠结关联起来的丛结一环，和台湾人

的自我形成有密切关联。

如果某些类的知识（例如当代社会主要结构与趋势的知 识、当 今

社会的历史形成知识、边缘群体处境的结构性条件及历史知识中隐藏

的另类社会想像）是有效反抗当代的必要前提，那么知识分子（不论是

自愿的或非自愿的）从这类知识的探索活动中抽离开来的现实意涵就

是与霸权沉默妥协，假如还不到积极合作的地步的话。因此，米 尔 斯

认为社会科学家在他从事这一工作之前，他必然已经预设了三种理想

或价值（真 理、理 性 和 自 由）（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７８１７９）。这 三 种 价 值 是 否

真正存在不是关键所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前 提 是 他 必 须 敬 它 如（ａｓ

ｉｆ）它在，将它们当作前提，只关心“在什么历史理论下这些价值得以实

现”（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１）。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在“后现代”的今天听

起来特别刺耳，不只是因为它预设“深度模型”、提出“反抗政治”、防御

“真理政治”，还因为它竟还要求一种“道德政治”，要求社会科学工作

者在某种信念（例如理性、自由与责任）平台上工作（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１）。

因此，对米尔斯而言，不能把知识和权力完全无条 件 地 糅 杂 在 一

起，然后说这个世界仅仅是一个作为真理政权的多种论述之间的相对

主义斗争。尽管知识和权力有着种种难以割裂的关系，但区分这两者

是必要 的，尤 其 在“后 现 代”的 情 境 中，经 济 的、政 治 的 和 暴 力 的 手 段

（这都是“作生历史的手段”）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化，从而“历

史在人们的背后被 做 出 来”（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２１８３）。在 这 个“大 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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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一般人的背后被做出的时代，社会科学家作为一种知识分子，不

但无法像某些传统知识分子 的 自 我 理 解———站 在“社 会 之 外”———反

而必须对他自己的政治角色要有清楚的自觉，因为他像其他一般人一

般都在这个作“大决定”的过程之外，他必须要弄清立场。因此，社会

科学家作为一种政治知识分子无可回避地要负起他的位置所要求于

他的———超越特定的在地情境进而提供社会结构的与 历 史 动 态 发 展

的认知图绘。对于米尔斯而言，社会科学家不仅仅是“一般人”，因为

他对结构性知识的特权位置，使他拥有了一定的‘脆弱的“权力手段”’

（ｆｒａｇｉｌ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５）。当一个社会科学家把

他的“脆弱”的权力拿来认真行使时，他即是在对有权者课与责任，对

一般人进行培力（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让人 们 能 够 以 不 同 于 责 怪 自 己，或

是责怪受害者的方式，把自己的困扰和公共的议题结合起来。米尔斯

认定这是社会科 学 家“主 要 的 教 育 工 作”，也 是 他“主 要 的 公 共 工 作”

（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５１８６）。而这个教育工作最终的目标是取消社会科学

家这个范畴，因为对米尔斯而言，“任何解放教育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引

领出来自我教 育、自 我 开 发 的 男 男 女 女，简 而 言 之，自 由 与 理 性 的 个

体。”（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７）。唯有当由这种公民构成的真正的公众成为社

会的主要行动者时，这个社会才能叫做民主社会。这样的民主社会和

大众社会恰恰好处在对立位置上，后者对米尔斯而言，就是生活于其

中的人们缺少把他们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能力。

“社会学想像”最 重 要 的 政 治 目 标 因 而 就 是“公 众 的 重 建”（ｒｅｈａ

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８）。这 个 目 标 也 许 很 艰 难，但 是

米尔斯认为如果社会科学家（或更广义的“政治知识分子”）不能从此

时此地开始做起，那么“社会学想像”的真正效用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米尔斯认为，作为批判社会科学家，如欲以民主社会为目的，就必须出

之以民主行动之手段，不能有“展演性矛盾”。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假

想是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中行动，借这般行动，我们就正努力去除

这个“假想”（ａｓｉｆ）（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８９）。米尔斯在此宣示了社会学想像

的另一个特质———信念的力量（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ｆａｉｔｈ），它要解除大众社

会中的对力量的信仰（ｆａｉｔｈｉｎ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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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科学家应该要如何行动呢？什么是社会科学家所能且

应该提供于民主社会的呢？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家既然是一个社会

的“主要的理智载具”（ｐｒｉｍ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ｏｆｒｅａｓｏｎ），那么就社会科学家的

位置而言，他的民主行动不在于上街头或是办报或是直接进入弱势者

的世界，这些都是可敬的且有时也是必要的行动，但是不能是社会科

学家的常态活动，不然，他就等于是放弃了他的社会科学家角色，也放

弃了理性可以在人类事物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信念。米尔斯认为，社会

学家就是要尽其所能“使理智与论述免于科层化”（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９２）。

米尔斯很清楚作为理性载具的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必须要 在 一 个

介于攫取性个人与官僚国家之间的民主中介领域（例如政党、运动与

公众）①中才能扩大发挥。就一个民主激进者如米尔斯，５０年代 的 美

国就是一个缺乏民主中介领域的“民主社会”，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

境下，力图作为公共智能器官的社会科学家也少了他的操作空间。但

纵然如此，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家至少要在学院中形成一种解放性质

的公众，促成政 治 辩 论，而 为 了 要 化 解 大 众 的 冷 漠，社 会 科 学 家 应 该

“处心积虑地提出争议性的理论与事实，而且 积极鼓励争议。［因为］

在缺乏开放的、有内容的政治辩论的前提下，人们既不可能接触到他

们所存在的世界的各种有实效性的真实面，也不可能接触到他们自身

的各种真实”（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９１）。当官方的政治宣传取代了开放 的 政

治辩论的时候，如米尔斯所见到的５０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

提出和官方所界定的现实直接冲突的另类界定。

于是，这拉出了古今中外政治知识分子的核心道德两难：在“人们感兴

趣的”（ｗｈａｔｍｅｎ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和“符合人们利益的”（ｗｈａｔｉｓｔｏｍ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这两造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知识分子该当如何自处？

米尔斯认为这个道德两难之境必须要被超越，因为两个立场都有问

题，一方面是民粹主义的偏见，错把因袭的习惯当成理智的选择与“民众

的智能”，另一方面则是专断独裁的偏见，以客观利益之名压制真实需

① 这些“政党、运动与公众”必须有两个特征：“一、在它们中间关于社会生活的 理

念与另类想法必须有真正的 辩 论；二、它 们 有 机 会 能 够 真 正 影 响 具 有 结 构 性 后 果 的 决

策。”（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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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米尔斯认为“社会学想像”是一个可能的出路，因为借由连结个人困

扰与公共议题、在地情境与社会结构、个人传记和时代历史，所形塑出来

的社会科学的提问，是能够让理性和人类事务产生民主的关联的唯一出

路。（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９４）从知识上来说，“社会学想像”也是一种期望突破

困扰社会科学的某些虚假问题，例如诠释学对批判理论、主观主义对客

观主义、能动力对结构、微观对宏观……的努力。这些知识论上的争论，

对“社会学想像”而言都只是智力游戏，因为它们不曾从一个真正的提问

出发，而真正的提问永远是在地的个人（或“身体”）的经验与超越在地情

境的大历史与大结构之间的被联系起来的结果。

如果我们还在乎让现代性中的核心价值继续成为有活力的价值，

那么就必须重新严肃地肯定社会学想像作为一种知识的方法、政治的

实践，甚至生活的要素。米尔斯在５０年代的思考都是在独力 撄 现 代

化意识形态之锋，但他从来没有把现代化意识形态等同于现代性，也

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站在现代性的立场批判现代性的问题。这种内在

于现代性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和传统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保守的社

群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显然是非常不同的，它的意义在迈向２１世纪

的今天需要重新被讨论。

三　“历史终结”下的“社会学想像”

以纯粹市场经济为教条的新自由主义 兴 起 于１９７３年 左 右；这 一

年是石油危机爆发的一年，也同时是战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高度发展

时代（霍布斯邦所谓 的“黄 金 年 代”［１９４５１９７３］）的 结 束。到 了８０年

代，新 自 由 主 义 终 于 成 为 西 方 国 家 政 府 经 济 政 策 或 是 经 济 措 辞 的 主

调。新自由主义者以一种特殊的经济决定论宣称只要有自由市场就

有政治民主。这个对自由市场的无比信心终于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

剧变后发展到最高点，“历史业已终结”的凯歌即是在此时奏出。作为

一个大众媒体上最热门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福山宣称：

如果我们目前不能想像与自己世界本质上并不相同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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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找不到从根本改善现在社会秩序的明确未来展望，我们也

就必须考虑人类历史也许已走到终点（福山１９９３：６５）。①

新自由主义者的历史终结说宣称一个以自由市场、个人主义为基

础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是人类在政治形式上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终结”和黄金时期的支配意识形 态———“意 识

形态的终结”———虽然在指出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

立的终结这一点上非常相像，但是对这两个口号的历史脉络的进一步

理解，却可以帮我们了解其中的重大差异。首先，５０年代的西方（特别

是美国）是处在一个经济上史无前例的繁荣情境，并由于大萧条的殷

鉴不远与冷战结构的外在政治因素，使得凯恩斯派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大为流行。这一派坚称资本主义经济成长是以全面就业、实质工资增

加、社会安全与福利制度为前提，通过大众消费，刺激经济的不断成长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９４：４０９）。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纲领下，５０年代到７０年

代的政治，大致是以社会民主体制为基础，进行福利国家制度的构筑，

并积极图求“阶级冲突的制度化”。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国内与国际经

济活动中扮演积极且重要的角色，规约经济活动，避免贫富不均的过

度发展。这个年代的重要理论家（例如加尔布雷斯［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Ｊ．Ｋ．］

与贝尔）的立论 都 建 立 于 对“以 组 织 化 的 社 会 共 识 为 内 容 的 经 济 体”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 信 心 上（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１９９４：２８６）。在这个“大型公司法人资本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的鼎盛时期，福特主义、大工会、劳资协商，共同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安

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与“压抑”的两个貌似相离实则相合的特征。

但９０年代以来，在西方、后共产主义东欧 社 会，以 及 很 多 发 展 中

社会取得霸权的新自由主义，却以纯粹市场经济为信仰，解除了传统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包括政治的与文化的），成为脱缰野马。国家

① 但这个毫不掩饰胜利姿态的历史终结说既不新鲜也不独 一，而 是 自 从５０年 代

末或６０年代初就开始的一系列终结的其中之一，包括“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
“阶级的终结”等等。詹姆逊称这个“终结”的风潮为“倒置的千年王国”（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ｉｌｌｅｎａｒｉ
ａｎｉｓｍ）———因为对未来的 预 知 不 复 存 在，剩 下 的 只 是“这 个 或 那 个”已 然 终 结 的 感 受

（Ｊａｍｅｓｏｎ１９９１：１）。“历史的终结”和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家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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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经济（异于前期的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也快速地失去它对

经济事务的掌控能力。在国家大量失去对经济的介入能力以及福利

国家机制的逐渐失灵的新情势下，社会贫富不均的状态日益升高。霍

布斯邦就指出所谓“底层”（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这个新的社会与政治词汇就是

出现于新自 由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流 行 的８０年 代。而“三 分 之 二 的 社 会”

（ｔｈｅＴｗｏＴｈｉｒｄｓＳｏｃｉｅｔｙ）这个词汇的出现，也就是要指出市场资本主

义制度化地排挤出三分之一的人于“社会”（意指在正式市场经济中谋

生的人）之外（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９４：３４１）。“社会”（或任何强调相互依赖

的人类集体机构）这个概念的规范性意义因此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摧

毁目标，仅因它被视为市场的阻碍。前英国首相撒切尔的名言“没有

社会，只有个人”（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ｎｌ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１９９４：３３７），即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神学的最大胆的宣言。

因此，８０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比５０年代的“自由派共识”还更具

有意识形态性质，因为它以更抽象的措辞护卫更为具体的特殊利益。新

自由主义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以进步、理性与“科学”（实

际上只是经济学）之名，以媒体力量作为手段，正当化它的市场神学。这

个保守革命所召唤的就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命定论”，把所有的乌托邦理

念和梦想从人类历史之中逐出，直接认可多国公司与大型金融机构领导

者的“自发性哲学”，并通过各国政府文官与传媒大亨把这个“福音”传播

到全世界，成为一 个 普 世 性 的 信 念（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１２５１２６）。相 对 于

此，“自由派共识”下的贝尔则并没有放弃“社会─政治性”概念或范畴，

无论是就规范的或是分析／描述的层面而言，例如对所谓“社会共识”或

是“社会和谐”的规范性诉求，以及“福利国家”、“混合经济”与“除中心化

的权力”的分析／描述等等（Ｂｅｌｌ１９６０：３７３）。另外，贝尔也并没有完全否

定社会运动的角色，例如劳动者追求合理的工资或是追求工作本身的愉

快（Ｂｅｌｌ１９６０：３７５），他反对的是把理念化约为情绪动员的工具的那些

“意识形态”或宗教（Ｂｅｌｌ１９６０：３７２）。

我们不能忘记贝尔的年代是一个“富裕的年代”———劳工的实质薪

资增加、社会安全体系基本成立。在那个时代谈“意识形态的终结”，至

少广大中产者（劳工与白领）会比激进知识分子感觉正当———这是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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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米尔斯的孤独的缘由。但在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的纯粹市场教义

派资本主义横扫全球，一个新的匮乏的、不平等的年代已然来临之际，知

识分子的无言失语似乎更让人不解。知识分子的体制化以及政治的学

院化历程似乎见证了从战后激进先知米尔斯的不安，到６０年代的骚动，

到７０年代之后的缄默，到９０年代的对“乌托邦终结”的庆祝。

在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已然成为普世性宗教的时刻，孤立于学院中

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至少应该是提出对抗官式现实界定的另类现实界

定（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９１）。这个另类现实的界定的基础在于掌握住当今的

困扰和议题———也就是对于面对新的问题而非面对新 的 理 论 措 辞 或

是新的方法论。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学想像”在所谓的后现代情境中

仍然是重要的知识立场；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从来没有比当今更重

要”（Ｂａｕｍａｎ１９９２：１１０）。对于不少“后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一个知识

典范上的意义改造或取消古典社会研究传统（或任何现代主义的知识

计划），建立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学”，包曼认为是搞错了方向。他说：

我心目中的那种能 够 在 后 现 代 的 情 境 中 赓 续 现 代 关 怀

的社会学，并非如其他后现代 策 略 所 建 议 的，是 表 现 在 新 颖

的操作程序或是研究目的，而是借一个新的探究标的彰显出

来。就这个社会学策略的关心 而 言，关 键 是 社 会（社 会 学 研

究的标的）已经有所改变；这个策略并 不 见 得 要 说 社 会 学 早

先所从事的都是搞错方向或是全然浪费，也不是说新情势下

的社会学就是要摒弃旧的社会学操作并“发现”新 的 操 作 方

式。所以，若要描述这 样 一 种 新 情 境 下 的 社 会 学 策 略，我 会

用，好比“后完全就业”的社会学，或是“消费社会的社会学”，

而不是什么“后维特根斯坦”或“后伽达默尔”社 会 学。换 句

话说，这个策略指向的是一个有关后现代的社会学（ａｓｏｃｉｏｌ

ｏｇｙ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而非后现代的社会学（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ｓｏ

ｃｉｏｌｏｇｙ）（Ｂａｕｍａｎ１９９２：１１１；原作者强调）。

不管是否接受“后现代”这个断代，具有批判性的社会研究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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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对新的情势并提出新的问题。米尔斯在富裕年代、麦卡锡年代中

对抗当时的霸权———“自由派共识”，提出“社会学想像”作为激进民主

的一种进路。在将近半世纪之后，米尔斯所面临的问题没有根本性质

的转变，只有日益恶化（全球范围的生态污染、经济不平等、民族主义

以及保守的共同体主义，以及民主参与危机）。这些大的议题以及和

它们相联系的万千的日常的在地的个人困扰、不安、焦虑，都需要“社

会学想像”对它们进行结构性的、历史性的理解，并召唤一种激进民主

的愿景。在全球化的年代里，激进民主的支持者其实可以拿“社会学

想像”作为一种尺度衡量诸多对于全球民主化趋势的宣称。例如，吉

登斯在兴致勃勃地宣扬他的全球化与第三条路时，宣称乐观一种“全

球性 民 主”正 在 形 成 中，而 它 的 基 础 则 在 于 一 种 所 谓 的 全 球 性 统 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已经成形，而证据则是纯粹数量性的，例如所谓 ＮＧＯ（非

政府间组织）以及国际性政府间组织的数量成长（吉登斯１９９９：１５８）。

从一种激进民主立场提问，我们可以质疑，这些 ＮＧＯ或区域性组织如

何不是全球科层化的一部分，甚至执行者？它们如何保证其自身的民

主化？如何推进其所存在的在地激进民主化？是否只是新自 由 主 义

企图解除国家介入与规约的另一种计划（例如ＩＳＯ 认证）？如果 ＮＧＯ

只能一方面解除国家责任，另一方面却并不积极培力、鼓励社会行动

者产生草根民主的主体性，那么 ＮＧＯ的措辞实际上是反社会运动的。

当 ＮＧＯ有可能是新自由派及其新附者的市场自由化运动运动的一环

的历史主体，左翼该如何构思历史主体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并没有

因全球化的到来而消失，反而更迫切。

和很多属于智力游戏性质的自指性文本主义嬉戏的“想像”不一

样，批判的社会学想像是最需要作认真的功课的，从而对现状提出异

议并帮助方向性行动的开展。或许有人说，这个规训的世界也许已经

太理性了，知识分子何必再扬汤止沸呢？更何况，批判和反抗 本 身 不

正吊 诡 地 在 和 霸 权 共 奕，作 为 支 持 这 个 棋 局 的 一 种 必 要 的 构 成 实 践

吗？具有新旧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立文人也许会这样说。是这 样 的 一

个古老的价值之神指出了结构是一个谎言，而历史只是当下。但是这

般对于历史与社会的理解又不时和主体自身的常识性与经验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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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令人不愉快的矛盾分裂，以及令人尴尬的特权位置自觉。

早在１８４２年，年轻的马克思或许也是感受 到 一 种 浪 漫 主 义 的 诱

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于今尤为贴切的表白。他说：

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牢地和被我们的心灵所开拓的诸理

念……焊接在一块儿。它们虽是锁链，但我们无法不在击碎它

的同时把我们的心肠给击碎了；它们是魔鬼，然而人只能借由

臣服于它们，才得以超克它们（引自Ｌｏｗｉｔｈ１９９３：４６４７）。

这个超越浪漫主义的“理性的”（或“科学的”，随我们如何叫它）立

场，在媒体泛滥、情感泛滥时代的台湾版浪漫主义当令的今天（请回想

白晓燕案、九二一地震和八掌溪事件）①，可能更需要我们（不管是不是

“社会科学家”，或赞不赞同“社会学想像”与激进民主）来反思它的价

值，毕竟，如果不敢期望一般人能够观察、分析、解释、争 议，如 何 能 合

作，进而行动呢？

附记　“社会学想像”在台湾

在台湾的社会学界，“社会学想像”几乎已成为这个学科的最流行

的行话之一，但这并不表示它已真的成为这个学科的一个承袭智能，

体现在理论思考、经验研究或是对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学者的社会角色

① 例如郭力昕（１９９９）就指出台湾社会充 斥“滥 情 主 义 文 化”，遇 事 则 道 德 与 感 情

无线上纲，结果则是“连老老实实地面对并且 承 认 自 己 无 能 处 理 的 勇 气 都 没 有；西 方 文

化历史脉络下循序发展的理性、反省与深刻 之 自 我 批 评 的 那 个２０世 纪，我 们 还 没 有 真

正经验过”。另外，张志伟（２０００）在八掌溪事件后，也指出同样的问题，张文并强调媒体

时代并没有培力一般阅听者，反而是在弱化它们，使他们成为刺激反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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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上。① “社会学想像”对社会科学中各种外显或内隐的现代化意

识形态的批判立场，在人们使用“社会学想像”这个名的时候并没有被

联系起来；“社会学想像”对日益科层化与实证化的主流社会学传统的

批判立场，在人们 使 用“社 会 学 想 像”这 个 名 的 时 候 并 没 有 被 联 系 起

来；“社会学想像”对当代知识生产以及知识分子角色与民主生活的关

联性丧失的批判立场，在人们使用“社会学想像”这个名的时候，也没

有被联系起来。“社会学想像”从原先作为一个高度政治性、反社会学

体制的概念，变成了体制社会学的一个用烂掉的行话，意思可能仅仅

是社会学教师勉励社会学学徒———“你要多想像”，或是社会学科的自

我吹捧———“社会学这个学科比较鼓励学习者想像”。“社会学 想 像”

的丰富批判思想资源以及它的发生脉络在仅仅作为措辞的对待中被

完全拋弃了。② 当然，在台湾，这种对概念除政治、除历史的挪用，又绝

不止“社会学想像”独然。

①

②

２０００年１月的“全球化下的 社 会 学 想 像：国 家、经 济 与 社 会”这 个 由 台 大 社 会

系和台湾社会学社所主办的学会年度论文发 表 会，其 实 就 非 常 有 趣 地 指 出 了 这 个 去 脉

络化挪用的现象。虽然会议的主题清楚地设 定 在“社 会 学 想 像”，但 在 三 十 篇 左 右 的 论

文集里头，没有一篇论文曾经 引 述 到 米 尔 斯 的《社 会 学 想 像》，更 遑 论 以 一 种 外 显 的 方

式和“社会学想像”产生对话，也没有一篇论文直接处理“全球化”这个新形势下，我们是

否需要“社会学想像”？———这个如论文发表 会 主 题 所 昭 示 的 合 理 的 问 题。这 是“社 会

学想像”在台湾广泛地仅仅以措辞被使用的一个重要证据。

台湾的中译本《社会学想像》于１９９５年 出 版，是 继１９９４年《权 力 精 英》的 中 译

本出现后，台湾第二度对 米 尔 斯 学 术 的 移 植 活 动。《社 会 学 想 像》的“导 读”（孙 中 兴

１９９５：１２５）很征候性地反映 出 台 湾 社 会 学 界 对 于“社 会 学 想 像”的 真 实 接 受 程 度 与 方

式。在长达达二十页的“导读”中，作者花了很 多 的 篇 幅 介 绍 米 尔 斯 的 个 人 个 人 生 平 与

学术／性八卦，但并没有把作为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米尔斯的思想的发生脉络（即５０年代

全球／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势）作一个历史的交代。在缺乏对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

学术实践与政治实践相互纠结的同情性的理 解 下，米 尔 斯 的 思 想 以 及 他 的 争 论 都 变 得

不是很单纯的“学术”争论，要 不 就 是 不 可 理 解。例 如，孙 中 兴 要 把 米 尔 斯 对 派 森 思 的

“壮观理论”与拉查斯非尔德的“迷途经验 论”的 批 判“平 反”，理 由 仅 是 这 两 者 对 社 会 学

的理论和方 法 于 今 都 还 有 贡 献（Ｉｂｉｄ．，ｐ．１７１８）。另 外，关 于 席 尔 斯（Ｓｈｉｌｓ，Ｅｄｗａｒｄ
Ａ．）对此书的负面书评，作者则卖弄玄虚地说：“书评家的如此‘深 仇 大 恨’，恐 怕 不 是 光

读此书的读者可以参得透的。”（Ｉｂｉｄ．，ｐ．１５１６）。这 些 其 实 都 失 去 了“导 读”应 扮 演 的

角色，因为导读者并没有把这本书摆进一 个 历 史 的、理 论 的 争 议 图 景 中。因 此 可 以 说，

这个“导读”本身就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反社会学想像”。



第三章

如今，批判还可能吗？

　 ———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

　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延续。

这就是社 会 批 判 思 想 得 以 继 续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动力，也是中国知识界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

新的历史机遇。
———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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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启蒙主义（特别是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

义）的高度质疑这一点上，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汪晖２０００ａ，下 称 汪 文）①和 后 现 代 主 义 有 表 面 姿 态 上 的 共 通 之 处。

但除此之外，汪 文 可 以 说 都 在 激 烈 地 反 对 后 现 代———不 论 是 作 为 知

识、作为政治或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命样态。通过理论家的窗外看到

的世 界 并 无 异 质 空 间 的 缤 纷 多 样 以 及 差 异 政 治 的 愉 悦 轻 快，反 而 是

“思想的废墟”，以及耸立在这废墟之上的“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

义市场”（汪晖２０００ａ：３９）。汪文所表现出的危机感与挫败感颇类于二

三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可能尤甚于后者，因为在现今的这

个时代里，连可以作为实践支撑的规范性基础或乌托邦信念皆蒸发殆

尽。但这个规范与信念的危机并没有导出一种后现代犬儒，反而和批

判的严肃结合起来诡悖地构成了汪文的首要特征。对于这个特征的

意义的讨论，将会是这篇评论论文的首要标的。② 通过对整体性（ｔｏ

ｔａｌｉｔｙ）与历史性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式的重新肯定，汪晖这整篇论文

的核心企图就在于呼吁“批判性”的重建。对汪文而言，当代中国思想

状况的核心征候就是“批判性的丧失”———这不言而喻的是一 个 典 型

的现代主义诊断与企图。

在本章中，我首先将借由汪文对中国内地当代知识界批判性丧失

的讨论，厘清汪文的“批判性”这个概念的可能的分析构成（第一节）。

然后，我将分析一个内在于汪文的我所谓的“现代主义计划”的重要内

容（第二节），并对它的当代关联性及可能的问题提出评论（第三节）。

①

②

汪晖，２０００ａ，《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 现 代 性 问 题》，《台 湾 社 会 研 究 季 刊》，第

３７期。

本文不预设对汪晖的重要著作有一概括 性 掌 握，也 不 尝 试 对 汪 晖 这 篇 论 文 的

生产语境以及对话对象作历史性的理解，而诚 然 这 些 功 夫 对 于 任 何 一 个 深 入 的 评 论 皆

属必要的。所以，本章与其说是评论汪文，还 不 如 说 是“借 汪 文 说 话”，希 望 借 由 和 汪 文

的理论性（也许太理论性了）的对话，反省一 些 自 己 的 想 法，也 拉 出 一 些 在 地 反 思，这 些

反思大多记录在本文的脚注里。再强调一次，这 篇 评 论 无 意 宣 称 是 对 汪 晖 整 体 思 想 的

再现／批评。



８４　　　 知识之锚

最后我将借由将汪文与米尔斯（Ｍｉｌｌｓ，Ｃ．Ｗｒｉｇｈｔ）的“社会学想像”的

内在关联的讨 论，拉 出 整 体 性、批 判、规 范 与 激 进 民 主 之 间 的 关 联 思

考。

一　批判性的丧失

汪文对当今中国内地知识界“批判性丧失”的危机诊断，是建立在

一个新历史时期的认定基础上。汪文指出，始于９０年代，“资 本 主 义

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

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中”（汪

晖２０００ａ：６），但是这个新历史时期并没有被各种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启

蒙主义者认识到，他们的思想仍在一个过时的基础上操作，因而最多

只能是道德姿态，而效果上则可能成为回护霸权的意识形态。由于一

种敏锐的历史感而产生危机感，汪文其实和２０年代的现代主义前卫

派有亲近之处：新的时期来了，赶紧找新的语言掌握住新的 现 实。但

８０年代（假如不是更早）之后，跨越全球（至少是已开发地区）的时代氛

围却是现代主义前卫派（不管是文化的或是政治的）的大退潮与后现

代主义的涨潮。汪文即是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浪潮下，进行现代主义风

格鲜明的斗争。但是在逆流而上的勇气的一旁，我们也可以看到深刻

的对于失语症的恐惧：新的时期来了，但是却找不到描述和分析新时

期地平线的 新 语 言！于 是 汪 文 问 到：“中 国 的 问 题 是 怎 样 的 问 题，或

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以至语言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呢？”（汪晖２０００ａ：７）

当然不是所谓的后现代语言。对于“中国的后学”，汪晖斥其为虚

无主义，因为它 在 洋 洋 自 得 的 众 声 喧 哗 之 中，自 我 取 消 了 批 判 性 格。

后学批判性的丧失反映在两方面。其一，后学挟其“市场化”、“大众文

化”的措辞，以拥抱大众为名，支持上升中的霸权计划，而这个计划的

特征就是“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当代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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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地位”（汪晖２０００ａ：３０）。① 因而，就其论述效果而言，后学仅仅

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补充形式”（汪晖２０００ａ：２８），就其论述意图

而言，则可能是一条佯作行走边缘却意欲重返中心的终南快捷方式。

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后学借“多元文化主义、相对主义理念和现代

虚无主义的各种理论姿态”创造了一种取消批判性本身的论述形势。

清楚地感受到规范性基础在当代情境中几已荡然无存，汪文英雄式地

指出“需要重新确认批判的前提”（汪晖２０００ａ：７）。虽然我们将看到这

个工作在汪文中并没有完成，但它的成就无可否认地是负面指出某些

曾作为批判前提的二元对立范畴（例如西方／中国、资 本 主 义／社 会 主

义）已在当今失效。

“批判性”是汪文的一个核心但缺乏外显界定的概念。依 据 汪 文

的内在逻辑，我们还是可以分析出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与霸权的距

离、历史／经验研究与理论创新、及规范性定向（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最后一点汪文低度发展，稍后详述）。我先把内在于汪文的“批判性”

诸判 准 厘 清，然 后 再 依 照 它 们 简 述 汪 文 对 各 种 现 代 化 意 识 形 态 的 批

判。

首先，批判性不是浮在相对性大海中的措辞（不管它听起 来 多 么

① 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例 如 表 现 在《中 外 文 学》１９９５年 左 右 的 一 些“辩 论”）是

否也是站在上升中的中产阶 级 国 族 霸 权 的 一 边 呢？ 汪 晖 批 判 中 国 内 地 的 后 殖 民 论 述

从没有站在边缘立场对汉族中心论提出分析（汪晖２０００ａ：２８），这 个 评 断 是 否 也 可 以 同

样施用于台湾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 是 肯 定 的。陈 光 兴（１９９６）所 呼 唤 的“去 殖 民 的

文化研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即是重新 提 出 某 种 阶 级 观 点（“历 史 唯 物 论”）在 方 法 上

与政治上的必要性，这在台湾的保守的“后 殖 民 论 述”中 是 一 异 数。至 于 台 湾 当 代 的 显

学之一———受后结构重大影响的同性恋运动 与 研 究，最 近 也 遭 遇 严 厉 的 批 判。赵 彦 宁

（１９９９）指出台湾同运的发展与动员其实是 以“可 敬 的”、“洁 净 的”中 产 阶 级 的 道 德 想 像

为基础，不但没有着力于反省 自 身 的 阶 级／阶 层 立 场（因 而 从 来 没 有 认 真 发 展“性 公 民

权”和“性正义”的思考———她指出唯一例外是 宁 应 斌），更 是 高 度 地 和 媒 体 与 流 行 商 品

文化搅和在一起。赵彦宁指出主流的同性恋 运 动 变 成 媒 体 宠 儿 正 是 因 为 它“不 足 以 挑

战既存社会的政经权力结构”（赵彦宁１９９９：２３１）。与陈光兴对于台湾“后 殖 民”的 批 判

类似，赵彦宁也提出一个历史的、政 治 经 济 学 的 进 路，期 望 同 志 研 究 能 摆 脱 除 历 史 的、

除阶级的自指性文化研究典 范，进 一 步 把 台 湾 的 同 性 恋 现 象 摆 在“第 三 世 界 同 性 恋 文

化工业发展”的脉络下思考（赵彦宁１９９９：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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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厉花哨正气），而是可以从权力空间中测量出来。我们总是要追问：

论述与霸权（既存的或是上升中的）究竟处在何种关系位置上？这个

简易试剂虽然经验上准确度很高，但它的有效度仍然取决于如何厘定

霸权。对于有些论述（例如新启蒙主义、儒教资本主义），这个试剂可

以马上验出他们的批判性丧失，但是对于另外一些论述（例如分析马

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论），这个试剂的问题性就很大了，汪文

必须要把霸权作高度扩张性解释，才能对它的批判性质疑。这一点我

将稍后再讨论。

其次，批判性不只是信念，批判者也不是信徒，批判活动不是以一

组超越的价值批判另一组超越的价值。那么批判者如何避免成为自

己信念的使徒呢？这牵涉到批判活动和理论、经验／历 史 之 间 的 三 边

互动关系。任何具有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相对于自命“价值中立”的社

会学理论）都必须了然其自身的规范性定向，然则规范性定向必须成

为理论反思的对象，而非先验预设，要达到这个要求，社会理论必须展

开和经验与历史的对话，也就是，要作研究与分析，要对目的进行手段

批判。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展演本身就必须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它的

存在即预设了历史仍在进行，社会研究仍属可能。因而，社会 理 论 如

果预设了历史终结或社会研究的终结，那即是等同于取消自身的批判

性。而在理论终结与历史终结之后，“批判”也不过是道德姿态与措辞

罢了，或成为意识形态本身。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文指出后学批判性丧失的原因在于后学家

们其实成为了一种“信徒”（汪晖 ２０００ａ：２８），以为祭起解构的旗幡，就

不必作研究分析；对现代性、中西现代文化的关系、启蒙主义的主体性

没有 历 史 分 析；对 资 本 活 动、大 众 消 费 文 化 没 有 社 会 经 济 分 析（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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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ａ：２９）。① 因此，这个看起来是方法的问题其实也是权力的问题，

当后学家们在进行非历史的解构活动时，他们已经在和某一种宣扬历

史终结的霸权同流了。这造成了批判性的丧失。

如果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补充形式”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

已经完全不具任何批判性，那么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居于现代化意识

形态正统位置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又如何呢？对汪文而言，

这些思潮不是已经失去了批判性（例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启

蒙主义），就是不曾具批判性（例如“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儒教资本

主义、乡镇企业现代化论），要不就是批判性正陷于危机之中（例如分

析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启蒙

主义，汪文是以其作为意识形态而反对，而非整体地否定这些思潮所

可能内含的合理价值。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例，汪文看到它

的历史作用在于以个人及自由为名，为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启蒙主 义 打 开

出路，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运动，而采用的策略则是把１９７８年

以前的社会主义当作传统宗教批判。这个思潮的历史作用恰恰在于

遮掩了两个历史现实：一、１９７８年以前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二、１９７８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危机

和人道主义价值之间的矛盾。因此，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丧

失的原因或征候，类似于中国内地的后学，就在于它和上升霸权的历

史共谋关系，以及它对于历史和社会现实分析的阙如。但相对于汪文

对“中国的后学”的几近完全的否定，汪文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否

① 后学以及以后学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在 后 设 层 次 上 呼 应 了 新 自 由 派 的“历

史终结”的问题，已经为台湾 的 文 化 左 翼 所 认 识 到。陈 光 兴 在 一 篇 检 讨 台 湾 的 文 化 研

究的现状的文章中，就指出“文化研究最为人 诟 病 的 就 是 历 史 深 度 的 浅 薄，没 有 历 史 性

的解释，一切诉诸抽象的理论概 念，最 后 是 站 不 住 脚 的……我 们 期 待 台 湾 的 文 化 研 究

与历史学的领域有更 为 深 刻 的 互 动……”（陈 光 兴１９９９：７）。虽 然 或 许 因 为 文 章 的 性

质，陈光兴并没有交代他所谓的“历史性的 解 释”是 什 么 意 思？是 古 典 社 会 理 论 传 统 里

的历史解释吗？文化研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对“因果解释”持开放态度？文化研究愿意

在空间性或是历史性的紧张关系上采取开 放 立 场 吗？又，见 于 古 典 历 史 分 析 与 科 学 探

知的内在亲密关系，文化研究是否愿意重 思 它 对“科 学”的 全 盘 质 疑？也 许 一 个 根 本 的

问题是：一个激进的文化研究 传 统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传 统 该 有 什 么 样 的 关 系？ 这 些 问 题，

我认为有待更细致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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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但没有，反而还期望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一

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汪晖 ２０００ａ：１４）。批判性不是道德

措辞（例如人道主义者所耽溺的“异化”、“疏离”），而是必须做功课。①

新启蒙主义是另一个批判性丧失的例子，它曾是８０年 代 最 富 活

力的思潮，但 迅 速 地 转 变 为“当 代 中 国 资 本 主 义 的 文 化 先 声”（汪 晖

２０００ａ：２０）。由于新启蒙主义的思想泉源主要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传

统，因此外界很容易认为新启蒙知识主义是代表与国家对立的社会良

心，而新启蒙知识分子也容易这样地自我理解。汪文指出这于外界是

误认，于新启蒙知识分子自身，则是一错误的自我意识，因为“新启蒙”

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汪

晖２０００ａ：１５）。② 对汪晖而言，新启蒙主义和它所要革掉的 主 义 其 实

都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因为它们表现在“实际的历史关系”中的共同

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汪晖２０００ａ：１３）。向资本主义霸权靠拢，缺

乏历史向度，是汪文认为新启蒙主义丧失批判性的两个主要原因。但

有趣的是，和之前对人道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样，汪文并没有全盘否

定新启蒙主义的内在合理性，反而表露出对某些启蒙价值（例如“主体

①

②

台湾主流的“国家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处理娼妓问题上，变得比谁都更“人道 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动辄使用“商品化”、“异 化”等 词 汇，摆 高 道 德 姿 态，但 从 没 有 看 到 有

任何关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冷 战 结 构 和 性 产 业 之 间 的 关 联 的 历 史 与 政 治 经 济 分 析，

事实上她们在使用这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词 汇 的 同 时，往 往 截 断 了 所 有 和 这 些 词 汇

有关的阶级分析语言，而她们 论 述 的 服 务 对 象 也 是 台 湾 的 中 产 阶 级 霸 权。因 此，像 汪

晖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诊断一样，台湾 的 主 流 女 性 主 义 也 代 表 了 一 种 批 判 性 的

丧失。

和中国内地的“新启蒙知识分子”有“选择性亲近”的台湾“自由派”知识分子 不

也是批判性丧失的一个具体实例吗？除了早 期 的 雷 震、殷 海 光 等 人 是 在 自 由 主 义 的 信

念下对抗专制外，之后的“自由派”，不论是“大学杂志”、“中国论坛”或是“澄社”，不都是

在为一种企图自由化、本土化的发展政权提 供 意 识 形 态 基 础 吗？他 们 有 任 何 对 于 台 湾

“现代化”的道路（与代价）提出原则性的反省和批判吗？如果说站在当局机器内部的一

个裂片（例如政党）反对另外 一 个 裂 片，就 算 是 站 在 反 对 运 动 的 话，那 也 太 以 一 种 天 真

的“政党轮替”论来遮掩资本主义当局机 器 的 内 在 分 裂 特 质 了。因 此，这 些 自 由 派 是 以

一种现代国家是铁板一块的“前社会学”宣 传，来 包 装 自 己 的 道 德 姿 态。澄 社 社 长 瞿 海

源（“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在２０００年３月，由 于 明 显 的“新 政 权”效 应，指 责 国 民 党

中央党部前的丢石抗议 者，并 自 我 标 榜“搞 了 十 年 的 反 对 运 动，从 来 没 有 丢 过 一 块 石

头”。我不怀疑这个陈述的事实性，但更相信他们连一块象征的石头也从没丢过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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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再生的期许。汪文承认“主体性”概念仍有其批判潜能，但在新启

蒙主义的手上给玩完了，变成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物，而如

果要再生这个概念的批判力，则必须把它“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中”。这

样的做法类似杜威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建，通过对于新的历史条件

（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在２０世纪初的形成）的掌握，把启蒙传统或是自

由主义的进步力量（例如自由、个体性、智能）自陈腔滥调中解放出来

（赵刚１９９８ｂ：２２４２３６）。就这样的一种厘清历史、价值与实践之间的

关系的“内在批判”（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立场而言，汪文其实是典型地

在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所设定的

平面上操作。

但汪文在批判新启蒙主义时，并非全然一致地依循内在批判的原

则，指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或落差，它（不乏任意性地）

也用另类的价值理念和新启蒙主义的价值相抗衡，例如以经济平等、

实质参与民主，以及美学现代主义来对比经济自由、形式民主，以及文

化现代化。这样的做法自然是以一套规范基础挑战另一套规范基础，

或用汪文常见的语言，是以一种“道德姿态”对抗另一种“道德姿态”。

但因为整体而言，汪文对于规范性基础的讨论可谓非常稀少、零散，甚

至任意，因此非常不清楚的是它如何看待批判事业中的规范基础的问

题；批判性丧失的问题是否也包含规范基础的危机的问题？如果规范

基础的问题已被取消（如在后学的表面语言中所展现的那样），那么汪

晖是否允许汪文的批判性立场（例如那并没有历史地、社会地申论的

“参与民主”）只是另一种“道德姿态”？

上述的“经济平等”、“实质参与民主”，以及某种美学现代主义敏

感，在汪文中并没有被原则化地视为对“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行价值批

判的规范立场，它们与作者的关系也不明确。事实上，汪文在 阐 明 为

何当代中国各种思潮的批判性丧失这个重大题旨时，经常只能非常形

式地处理，例如汪文把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和作为现代

化意识形态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进 行 了（我 认 为 过 度 且 有 些 极 端 的）混 同

（ｃｏｎｆｌａｔｉｏｎ）。汪文在最需要以细致的历史功夫分疏这两种意识形态

的时候，反而放弃了历史，进而以一种超大的历史观，指出因为它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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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的这个“实际历史关系”（汪晖

２０００ａ：１８），所以它们都是现代化的意识 形 态。这 至 少 对 一 个 局 外 人

如我是有些理解的困难。

从一个后设的观点来看，也许问题更复杂。汪文念兹在兹所要指

出的不就是各路思想的批判内容的丧失，徒留姿态吗？那么汪文如何

正当化他所召唤出来的（虽然有些任意性）经济平等或是参与民主的

价值呢？也许在当代后结构、后殖民的语境中，批判者都已内 化 了 一

种深刻的焦虑，不愿意自己的批判论述被钉在一种实质立场上，因此

不得不避开对实质价值的各种申述；在汪文中我们就看到了对于价值

立场的这种刻意距离化。但是，无法对诸价值进行分疏性（相对于笼

统性）的 批 判 的 后 果，可 能 就 是 所 有 的 牛 在 夜 晚 里 看 起 来 都 一 样 黑。

说新启蒙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甚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批判法

学”）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之间有“共同价值目标和历

史理解方式”的“实际历史关系”……这样的谈法可能对两者都不公，

因为在大历史叙事中看起来相同的东西，逼近了看毕竟不同。其实汪

文的写作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不同，毕竟它是通过对新启蒙主义（而

非中马）的批判展现出另类规范。这是否意味新启蒙主义至少就作为

背景而言，较中马更有助于规范性定向的厘清呢？

虽然汪文对当代中国内地的各种思潮的批判性丧失，提出了有力

的批判，但汪文本身也陷在一种批判性的危机之内。这个危机展现在

对于价值或规范的分疏性批判的不足（这一点稍后在第三部分还会再

谈到），从而产生了在批判社会理论建构与创新过程中的规范性定向

模糊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否定汪文在绘制当代思想状况地

形图上的努 力 及 其 意 义，因 为 一 个 妥 当 的 认 知 图 绘（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ａｐ

ｐｉｎｇ）是任何批判知识活动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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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①

除了偶尔把现 代 性 和 现 代 化 交 错 使 用，汪 文 的 批 判 标 的 始 终 是

“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非现代性本身。如果说，现代性的价值（好比

平等、自由、主体性等等）在２０世纪的历程中，早已蜕变为一组空泛的

道德姿态，或更糟糕地，变成维护既存现状与利益的意识形态，这并没

有让汪文因而采取一个和现代性断裂的态度，汪文选择的是依然站在

现代性的母数上反对现代性，而非站在现代之前，或之后论 述。这 就

是为何我称之为批判的现代性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几个核心内容：

意识形态批判、反抗、历史性、知识分子与整体性。

汪文的论说模式是典型的批判现代性的体现；以探知（ｉｎｑｕｉｒｙ）与反

思为认识基础，汪文激烈地反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关

键词的使用是有认识论上的重要意涵的，间接地表示汪文不是站在福柯

式的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去看待这些思潮的，不然，汪文应该使用“论述”，

而非“意识形态”指涉它们。使用后者当然就预设了某种相对应的实存

（ｒｅａｌｉｔｙ），因而关于世界的陈述就有了真的和假的之分，而假的陈述就是

意识形态。这个真伪之分在后结构主义里被解构掉了，剩下的只有在权

力力场中竞逐真理的各种论述，而唯有胜利者得其名。因为不再预设一

个事物表面和真实内里的深度结构，所以福柯的知识／权力论被称为尼

采式的实证主义（Ｊａｙ１９８４：５２２）。唯有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体会汪

文为何称中国内地的后现代为虚无主义、为何坚持社会与历史研究、为

何呼唤“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至少在认识和方法层次上，汪晖

是个典 型 的 现 代 主 义 者，因 为“汪 文”是 在 一 种 现 代 主 义 的 深 度 模 型

（ｄｅｐｔｈｍｏｄｅｌ）中 操 作 知 识。根 据 詹 姆 逊（Ｊａｍｅｓｏｎ，Ｆｒｅｄｒｉｃ），深 度 模 型

① 必须说明的是，汪文并没有外显地提出任何“计划”；就它的写作目的和范围 而

言，也不需要提出一个正面的 计 划，我 这 里 所 谓 的“批 判 的 现 代 性 计 划”仅 是 就 我 对 汪

文的理解，所片面推演出来的一个理论─逻 辑 建 构。由 于 我 一 直 希 望 能 有 机 会 把 这 样

的一个我 曾 提 出 但 不 曾 深 入 探 讨 的“批 判 的 现 代 性”（赵 刚１９９８：１６７，１９６）作 一 个 自 我

的厘清，也相信台湾本地的“知 识 界”也 需 要 这 样 的 一 种 反 省，因 此 就 很 兴 奋 地 抓 住 汪

文借题发挥，并为它戴上了这顶也不一定合适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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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诠释学模型”）所展示的世界有内／外、表／里、显／隐、真／伪、能指／

所指、脉络（语境）／文本之间的距离深度，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则是这个

深度模型的扬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多重表面，在这个镜中世界只有践行、

论述、文本游戏及文本交互性（Ｊａｍｅｓｏｎ１９９１：１２），而意识形态、错误意

识、批判与“实际历史关系”，则都是过时的无效词汇。

一个批判的现代性计划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反抗”保留可能

性，就算只是在认识论层次上。也就是说，一个激进的反抗在 现 实 上

也许没有条件，但是就算是仅作为一种话语也得要薪传下去，以期维

系一个可能性的光谱。反抗的伦理意涵不在于“彼可取而代之”（或台

湾流行的“政党轮替”）———主要在一个妒恨政治的平 面 上 操 作，而 是

在类似汤普森（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Ｐ．）所说的创造历史———创造一个生活

方式迥异于今的未来（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６：２１１），一个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所 谓 的“合 理 的 乌 托 邦”（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ｕｔｏｐｉａ）（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１２５

１３０）。这样的反抗实践首先需要一种历史敏感度，也就是要努力保存

一种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式的过去、现 在 和 未 来 之 间 的 辩 证 关 系。欠 缺 了 历 史

的辩证性，反抗如何可能？而现今对于这样的一种反抗和历史之间的

关系的现代主义提法正遭遇来自两个方向的空前挑战，一个来自右派

传统（或更具体地，“新右派”）的“历史终结说”的挑衅姿态（这种说法

的最初版本是５０年 代 贝 尔［Ｂｅｌｌ，Ｄ．］等 人 的“意 识 形 态 终 结 说”），目

的是取消左右对立甚或任何政治愿景上的对立状态。

另一个挑战 则 是 来 自 后 现 代 主 义。在 后 现 代 主 义 里 头，历 史 性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完全被空间化，成为极端差异性（ｄｉｆｆｅｒｅｒｅｎｃｅｓ）和特定性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ｉｅｓ）的代名词。虽 然 后 现 代 主 义 者 宣 称 他 们 要 通 过 取 消 大

叙事（甚至要取消理论本身）里的同一性逻辑（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ｌｏｇｉｃ），解放历

史性于在地化的身体展演，但是在标举这样的历史性（Ｊａｍｅｓｏｎ称这

样的历史性的谈法 是 一 种“生 命 力 的 历 史 主 义”（ｌｉｂｉｄｉ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Ｊａｍｅｓｏｎ１９９１：１８］）的同时，古典社会理论里头的历史分析（如汪文

所采的方式———拉长时间纵深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就被空间化的

“历史性”所取代了。不像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里头的“历史性”是

以作为结构的对立而被想像，汪文的历史分析是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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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尝试理解我们当今的集体存在处境的历史基础何

在？它又 将 引 领 到 何 种 方 向？ 作 为 社 会 主 体，我 们 如 何 免 于 漂 流

（ｄｒｉｆｔ），掌握变迁？对这些问题，后现代是无法处理的，但摆出的却是

问题早已取消的高姿态。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矛盾的展现，一方面宣称

它是一个有关新的时代的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根本地否认历史（Ｗｏｏｄ

１９９７：８）。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后 现 代 情

境（例如历史空间化、历史终结）的解释，就是拒绝将它这个情境自指

化，进而将时空关系的改变重新置于历史资本主义的语境之下，而这

在方法上的意义就是重新召唤历史唯物论分析与诠释的当代有效性

（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３０６３０７；Ｊａｍｅｓｏｎ１９９１：３２３８）。

指出一个批判的现代性计划的重要，并非出自学院派的知识典范之

争，而是来自于对新自由主义及其鼓动的全球化意识形态霸权的急迫危

机感。从一种后现代或是后结构主义的知识与政治的平面上寻求对新

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说”进行反击是徒劳的，因为前者也是在诉说一种

历史终结，不过是以不同的措辞来进行罢了。虽然后现代文化左翼召唤

“边缘战斗”、“搅局”、“语言颠覆”，因而不能说他们的批判性危机在于和

霸权共谋（至少动机上应不是如此），但是他们独特的历史终结说却在现

实的知识／政治斗争中，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侧翼，而他们所发动的攻

击，也因为受限于他们对于历史辩证性的否定，而沦为一种极端的当下

主义（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与在地主义（ｌｏｃａｌｉｓｍ）。虽然这不可说不是对于历史左

翼运动中的中央集权的反动（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８：３５），因而有一定的激进民主

意涵，但这个意涵却可能在极端零碎化与瞬间性中被消解于无形。作为

一个“后６８人士”，福柯就在７０年代提出了“特定”（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知识分子，

取代“普世”（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知识分子，后者是以马克思主义者为参照者，在

“‘普世性’、‘范例性’与‘为所有人的正义与真理’的模式下操作”，而前

者则是“操作于……特定的部门，就是在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或工作条

件所设的特定位置上（住屋、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与性关

系）”。（Ｆｏｕｃａｕｔ１９８０：１２６）。

在福柯对知识生产或知识分子的性质提出这样一种在地 主 义 与

当下主义谈法的二十年后，应有必要对这样的说法的历史效应提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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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首先，这种论述的效果是生产出各类的有机知识分子，还 是 正 当

化了反对运动的学院化呢？今天，特别是美国，后现代主义（以及更晚

近的后殖民主义）变成了一种争取学院零和资源的爬梯斗争的一部分

（德里克［ＤｉｒＬｉｋ，Ａｒｉｆ］１９９８）。这种学院斗争又在什么意义上，会（如

福柯的乐观期望）“使他们［知识分子］对斗争产生更直接更具体的自

觉……［因而］在现实上把他们和无产阶级或群众之间的距离拉的更

近”（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８０：１２６）？这个期望当然落空了，非但没有更近，反而

越来越远。福柯的“特定知识分子”这个准社会学范畴甚至被后殖民

的无限流动的“主体位置”所取代，在此，历史性变成无限杂种性（ｉｎｆｉ

ｎｉｔｅ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的同义词，以一种更激越的立场反对历史─结构知识。

因此，后殖民论述以历史性的名义反对结构和总体性，并非出自于对

历史性（作为创造历史）的肯定，而是肯定了一种“自指性的和普遍化

的历史主义”（德里克１９９８：４６１）。

那么这种历史主义有何困局呢？德里克认为这个困局是所有缺乏

结构意识的历史主义的共同困局———“没有一个跨区域的关系网络，就

无法确定什么是差异性、异质性和区域性”（德里克１９９８：４６２）。作为史

学家，德里克与汪晖不约而同地反对后学的历史性概念，共同呼吁对“世

界新形势”（即“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与分析。这个立场在方法上的

意义也许就是重新带进并且重构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主干的古典社会理

论研究进路，重新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作为核心分析与批判对象。

德里克批评后殖民主义因为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础地位，因此在发展

对“现代性”、“启蒙”、“欧洲中心主义”批判的同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给放掉了。他的理由是，如果经由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把“现代性”

等同于殖民主义，那么就可以把整个斗争界定在认识论或文化上头，但

是，如果把资本主义当作解释世界的基本范畴，那就无法不追问“欧洲中

心主义”后头的“物质关系”。德里克认为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移花接木

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有利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因为“欧洲中心

主义”在今天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他甚至明说后殖民主义“本

身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产物”（德里克１９９８：４６４４６５）。随着德里克与哈

维，我们是否也可以提问：把“知识分子”这个连福柯都还有限度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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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转化为无限流动的主体位置，是否也是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在知

识生产作为商品生产上的表现呢？

汪文和德里克都是在进行一种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现代时期并

没有终结，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终结。当资本主义通过时空 压 缩、弹

性生产在全球急速扩张的同时，我们必须警觉到一种新的、全球的权

力结构的出现，而知识分子要是持续地沉溺在自指性的文化主义措辞

并忽视这个可能性，就有可能在现实上是霸权的共谋。要让这种浮现

中的 整 体 性 霸 权 存 在 于 我 们 所 监 控 中 的 视 野，那 么 就 必 须 在 认 识 上

“保持某种结构 与 总 体 性 意 识 以 对 抗 断 裂 性 与 局 部 性”，对 德 里 克 而

言，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对于霸权的质疑就有可能退化为维护霸权

的同谋”（德里克１９９８：４６５）。

那么这个所谓的“结构与总体性意识”是否又重新召唤回来黑格

尔／马克思式的“大叙事”，重复诉说一种承载客观精神的、救 赎 性 的、

集体单一主体的、目的论的老故事呢？有可能。但是 滑 到 另 一 极 端，

对无限杂种性以及无限小叙事进行崇拜，也可能会达到销解主体性并

挫败任何目的性行动的后果。所以这不应是两个极端之间选择其一

的问题。为了担心“大叙事”暴君的出现，而放弃对结构性与总体性的

探知，那就如同把婴儿连洗澡水一起泼掉一般。自称是“后现代女性

主义者”的弗雷泽（Ｆｒａｓｅｒ，Ｎａｎｃｙ）与尼克尔森（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Ｌｉｎｄａ）就直

接批评利奥塔（Ｌｙｏｔａｒｄ，Ｆ．）那种不由分说就把已经失去 信 度 的 哲 学

性大叙事 与“大 型 的 历 史 性 叙 事”（ｌａｒ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社 会

层次的宏观 结 构”（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的 分 析 描 述 混 同 在 一 块

儿的做法，因为这样做的效果就恰恰好是放弃了对于宏观支配结构的

分析，并进而让不同空间位置的女性在进行有效政治行动之时受到重

大挫 折（Ｆｒａｓｅｒａｎｄ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１９８８：３９０３９１）。Ｆｒａｓｅｒ与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提出的重要质疑是：如果在地的各种运动群体之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

关共同情境的分析，那如何谈结盟，如何集体行动呢？

以“全球化”、“弹性生产”、“解 除 规 约”为 口 号 的 新 自 由 主 义 正 在

史无前例地对所有有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障碍进行清除工作，而几乎

所有其他价值（包括环境、社会正义、非立即利润导向下的文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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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这个 单 一 目 标 下 被 直 接 或 间 接 摧 毁（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１２６１２７）。

面对这个来自新 自 由 主 义 的 挑 战，后 学 不 但 无 法 面 对（因 为 它 的“超

越”政治经济学？），反而可以说在侧翼支持这样的一种新自由主义战

略。被台湾学术圈公认 为“后 现 代 思 想 家”的 布 迪 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Ｐ．），

就直斥某些所谓的后现代知识分子要比那些奢谈理性、沟通的迂阔理

论家还更脱离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他们通过他们的知识不是消

极的不作为，而是积极地与新自由主义霸权合作。后学在这个合作上

所作的投资是为“意 识 形 态 终 结 的 意 识 形 态 提 出 极 端 花 哨 的 最 新 版

本，再加上对各种大叙事的谴责，以及一种带着虚无主义味道的对科

学的扬弃”（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１２７）。

思索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必然意味对宏观结构的整体性知识的

需求。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一个能够重新肯定一种批判的马克思

主义的当代关联性的现代性计划就显得无比迫切。而这也意味马克思

主义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跳脱一些传统的限制，这些限制有些是历

史原因造成的，例如“一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但现在必须被超越并上升

到全球范围的观点。另外有些限制则是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逻辑

有关，例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即是一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工具能够有效地提供我们语言用来分析全球范

围的垄断与剥削形式的根本改变，但吊诡的是，由于对物质生产的过分

重视与解放视野的失落，却又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工厂的意象想像

世界，从而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接轨。我想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文把

由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在９０年代推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仍归在

他所批判的“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及其当代形态”之中，虽

然（或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汪文讨论的不下十种思潮中可能是最

有批判潜力的一种，因为它直接挑战了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现

状中的权力、财富的重新分配过程。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批判通过瓜分国

有资产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重新揭橥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民主，视

前者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同义词（汪晖２０００ａ：３１）。

汪文并没有质疑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不平等趋势所做的分析，

但质疑它的整体观不够彻底，指责它仍然在“底层／上层建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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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喻下操作，没有赋予文化资本与生产足够的重视。在这个 意 义 上，

汪文认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观必须要被提出来，因为

这三种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操作是相互纠结穿透的。在通过

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汪文提出了它的批判的现代性计划中有

关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一种整体论的方法；他呼吁“要在方法

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汪晖 ２０００ａ：３２）。

虽然汪文并没有更进一步地发展有关这个结合的讨论，但以汪文一贯

的批判理论立场以及对自指性文本主义的质疑，有理由相信这个结合

是有方向性的，也就是说，汪文要把文化分析的有效性结合到政治经

济学中（而非反之），以求建立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汪

晖２０００ａ：１４）。在能够保存理论和经验间的辩证关系，与保存表面和

内里之间存在落差的深度模型的前提下，把政治经济学、历史与文化

在探知行动中被整合起来———虽然汪文理解到这个工 程 仍 艰 困 地 停

留在初步阶段。① 其实，持续地追求一种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的

历史轨迹 本 来 就 是 整 个 西 方 马 克 思 主 义 思 想 运 动 的 历 史 轨 迹（Ｊａｙ

① 在面对“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崭新时代挑战，夏铸九（１９９９：６９）表达了他

对既存知识分裂状态的忧心与批判。他认为当下的形势要求建立一种“复杂性思考”，能

够兼容并蓄“主体论的政治经济学”、非思想游戏的文化研究与能进行解密的历史学。这

个诉求的提出对当前台湾日趋割裂琐碎的知识分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深思。但

他对各知识范型的性质的厘清（例如，什么是主体论的政治经济学？）、统合这三种知识范

型所遭遇的方向性问题，以及这三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调和的问题，显然缺少必要 的 问

题化，因而有过度早熟撮合（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的嫌疑，可能因而抹杀了作者原先所期望的各

知识传统间的对话契机。虽然站在空间专业者或运动者的立场，对各种理论资源采“拿

来主义”的立场是充分正当的，但以当下运动需要为由的正当化措辞，并不能成为让运动

知识分子免于对知识／权力间各种复杂且充满伦理张力的立场问题进行更细致思辨的借

口，举个例子，我们允不允许我们的知识实践只是被认定在“说故事”而已？我 们 的 知 识

实践是对支配的“反抗”呢？还是“仅仅游戏”？在写这篇评论时，我恰巧在阅读一本中国

内地知名的女性主义者戴锦华的访谈录。戴锦华很清楚地（如她文章的标题“清醒的立

场”）指出她的后结构主义知识与政治立场：“在福柯［台湾译作傅科］的意义上，加入了反

抗，便加入了统治的游戏……对我个人说来，我从福柯的启示中，学会了拒绝游戏。拒绝

加入统治———压迫／反抗的游戏，而这类行为本身便可能成为消解统治 游 戏 的 姿 态。当

然，这也同时意味着你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意义受到损害。这又是一个 困 境，一 个

两难。在这两难之中，我仍选择拒绝［加入统治的］游戏”（戴锦华１９９９：１３）。我想，戴 锦

华的“困境”可能还包 括 她 必 须 要 说 明 她 何 以 还 认 为 她 必 须 要 坚 守 在 一 种“社 会 批 判 立

场”（Ｉｂｉｄ．，ｐ７），“批判”何所指？“社会”何所指？“立场”又何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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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摆在一个世界史的视野中，汪文的批判现代性计划既 是 面 对

中国内地的特殊状态的努力，也是一个更广泛的传统的延续。

三　关于这个计划的一些问题

在这节的讨论里，我想就这个计划的一些可能的问题（例 如 笼 统

性批判、变迁问题、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与社会性基础等等）提出我的想

法。

之前约略提到，这个计划在对价值的批判上有太过笼统之嫌。这

首先表现在汪文对自身的价值立场并没有外显地进行批判，因此难以

了解作者对于特定价值的立场为何。例如我先前提到，在措辞的层次

上，汪文显然表示 了“参 与 民 主”和“经 济 平 等”是 优 于 新 启 蒙 主 义 的

“形式民主”和“经济自由”，但并没有深究参与民主和形式民主之间的

关系为何？经济平等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何？又，如果汪晖的确是以

参与民主和经济平等作为他批判活动的规范性基础或愿景，那么是否

意味汪晖的价值体系和新启蒙主义还较有亲近性呢？那如果是这样

的话，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就需要被回答：汪晖如何看待自由

主义传统？同样 地，当 汪 晖 指 出 毛 泽 东 的 理 论 是 一 个 现 代 化 意 识 形

态，但因为也反对现代性中的理性化与科层化，因而是一种“反资本主

义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论”，后者且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

一”（汪晖２０００ａ：１０）。那么汪晖如何评价这个“悖论”？我们可能从这

个悖论中抽绎出“参与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文化资源，进而对整个现

代化历程进行批判吗？

这些问题的提出意谓汪文不能简单地以它们都是“现代化的意识

形态”的笼统批判来处理这些不同的思潮；它们的批判性需要被分疏

地评价，要不然，把“儒 教 资 本 主 义”和“分 析 马 克 思 主 义”和“市 民 社

会／公共领域论”笼统处理，反而会削弱了批判的力道。这个笼统处理

的 做 法 其 实 是 建 筑 在 汪 文 为 现 代 性 经 营 的 一 个 大 叙 事 的 基 础 上 头。

汪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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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 启 蒙 主 义”和 作 为 现 代 化

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价值目标 和 历 史 理 解 方

式：对进步的信念，对 现 代 化 的 承 诺，民 族 主 义 的 历 史 使 命，

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

义与 未 来 远 景 过 渡 的 这 一 当 代 时 刻 相 联 系 的 现 代 性 态

度……（汪晖２０００ａ：１８；引者的强调）

的确，不论是宗教，或是启蒙，或是社会主 义，都 许 诺 一 种 存 在 于

未来的理想状态，而“现 在”则 是 主 体 不 停 地 朝 向 这 一 目 标 的 前 进 过

程。但是对目的 论 的 质 疑 也 必 须 具 有 一 种 分 疏 的 敏 感，避 免 笼 统 扬

弃，因为后一种做法会使社会理论的整个的认识和伦理基础崩塌———

举凡工具性行 动、目 的 合 理 性、计 划、规 约、反 抗 运 动、意 识 形 态 批 判

……不都是和某种汪文所谓的“现代性态度”有密切关联的吗？汪文

能够一方面和现代性里头的这种时间观采一种决然断裂的态度，而在

另一方面又能维系社会理论的存在基础吗？汪晖在一篇有关汪文的

答问中，援引 福 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和 利 奥 塔（Ｌｙｏｔａｒｄ）的 极 端 的 视 角 主 义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ｓｍ）（例如福柯的权力与论述说），来否定现代性中的这种

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关系（汪晖２０００ｂ：５），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引

用，因为福柯／利奥塔等人的极端视角主义及其并生的当下主 义 与 空

间主义根本抹消了一种可以正当化的历史性，没有后者，我们如何批

判（指出知识的意识形态性质），如何正当化我们的规范与价值（例如

经济平等和参与民主），如 何 诊 断 和 指 出 危 机（例 如“全 球 化”）？如 何

保卫任何一种另类愿景？

我认为汪文并没有完全成功地厘清现代性和现代化意识 形 态 之

间的差别（征候地反映在偶尔交叉使用两者）。这使得汪文对现代化

意识形态的整体批判偶尔被移转到现代性身上，从而使汪文无法在理

论层次上一贯地、充分地展现“现代性是一个存在着内部冲突的结构”

（汪晖２０００ｂ：１３）。我 完 全 同 意 这 一 点，而 且 正 好 认 为 在 有 关 历 史 的

态度这一点上，现代性是有内部冲突的。例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是结

构功能论在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一种现代化目的论这一点上是很“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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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例如本雅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汤普

森［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Ｐ．］）①或 是 激 进 实 用 主 义（例 如 杜 威）对 历 史 的 看

法也不能说不是现代性的展现。杜威就是以“视野中的目的”（ｅｎｄｉｎ

ｖｉｅｗ）质疑“宗教目的论”。“视野中的目的”否定宗教目的论里头的命

定式的历史发展归趋，但并不因此放弃对于历史的运动趋势（ｔｅｎｄｅｎ

ｃｙ）的掌握，而对趋势的掌握也就是对于运动可能趋向的方向 有 一 个

“事先的 意 识”（ｆｏｒ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这 个 事 先 的 意 识 在 宗 教 目 的 论

中表现的是命定的、客观的、外在的规律，但在“视野中的目的”中，目

的却在行动过程中时刻重 塑（Ｄｅｗｅｙ１９８８ｇ：２７９２８０）；这 样 的 一 种 对

历史的看法允许行动者在行动中形塑目的，并对行动提出工具和目的

批判，因此在知识和方法上能够调和极端启蒙主义里的科学与艺术、

理性与身体的对立，这既能避免大叙事的集权主义危机，又能避免“怎

样都行”（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ｇｏｅｓ）的虚无主义漂流（ｄｒｉｆｔ）。如果一方面承认现

实中是有一种正向前行的运动（例如“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

场”（汪晖２０００ａ：３９）正在扩张中），但另一方面却以把婴儿（可正当化

的目的性行动）连同洗澡水（哲学大叙事）一起丢掉，那就等于把现代

性中所有可资反抗的资源全丢弃了。

在传统革命左派目的论的挽歌，在新自由主义历 史 终 结 的 凯 歌，

在后学政治正确的喧闹嘈杂声中，任何欲将左翼传统创新的尝试，都

可能面临一种深刻的信念危机：希望在那里？动能 在 那 里？在 当 代，

这样的提问往往带来的是自我摧毁性的效果，进入到一种类似阿多诺

（Ａｄｏｒｎｏ）与霍克海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在“启蒙的辩证”中所展现的那种

有知识精英趣味的孤绝情绪中———“在大饭店的高处 俯 瞰 深 渊”。汪

① 汤普森与本雅明都努力于为一种“救赎 性 的 历 史 书 写”辩 护，前 者 并 且 集 毕 生

之力在实践这一种史学。他们 都 有 强 烈 的 浪 漫 主 义 色 彩，对 于 启 蒙／资 本 主 义 有 深 刻

的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掉到反现代的传统主 义 或 后 现 代 的 虚 无 主 义 中。在 他 们 有 关 历

史的书写中，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他们对于维 系 一 种“过 去─现 在─未 来”的 时 间 三 维 辩

证关系的努力。进入未来，要凭借“像老虎一般地”从当下跳到过去寻求力量。因此，本

雅明所反对的并非启蒙本身，或 甚 至 不 是“进 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这 个 概 念 所 蕴 含 的 某 些 价

值，而是反对“进步”这个观念的基础意象：在 一 个 同 质 的、空 洞 的 时 间 之 流 中 往 前 推 进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见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９６８：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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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可能是在有意识地抵抗这种绝望感，因此以一种高度自律的方式

把所论及的中国当代危机限制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范围内。这

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对一个悲观病情的局部处理，因为毕竟思想状况

可能并不是一般状况，可能有些进步力量是在“知识界”的掌握之外。

汪文把写作限制在“思想状况”当然有可能仅是任何有效写作所给自

身设定的范围，但这个范围的设定在论述效果上的确在形式上也保留

了一个愿景的空间。

然而，这个谨慎地限制论述有效范围的做法的进 步 效 用，却 在 汪

文的实质写作中被抵消，特别是在汪晖处理“市民社会论”和“公共领

域”的谈论上。汪文在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市场论，指出国家

就在市场内部，并无所谓自由市场的同时，也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市

民社会”，因为中国内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产生出一群高度自主

性的市民阶层，反而产生一群二合一的经济与政治精英（汪晖 ２０００ａ：

３５）。汪文认为市民社会论的盲点就在于它在规范性上赋予“社会”进

步的光环，但却无视于当今中国真正有批判性的公共空间（而非哈贝

马斯意义下的公共领域），往往在国家内部（虽然汪晖也指出这个空间

并不自主）。因此，汪文的批评要点在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论召唤

出一个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而代价则是放弃了对国家进行介入和斗争

的机会。

在此，我不拟质疑这个说法的事实性，但我要对这 个 说 法 的 可 能

效应表示担忧。汪文的批判工作在针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与

公共领域论时，是否走过了头，以现实分析和总体认识为名，驱赶掉了

规范性概念，因而造成了规范性失血。如果一个批判的社会理论封闭

了对“社会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和“公共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的可能性的讨论，那

么这个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空间在哪里？中国内地的“社会性”到

底何在，非我所能置喙，但我期望社会理论的创新能包含一种规范力

量和一种希望资源，作为一个运动往前行的建构力量，而非以一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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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所谓的“蜕变”，对很多自由主义者而言（特别是二战后的美

国的现代化派的自由主义者）则是一个进步，因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

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且有助于知识积累与社会进步。专业化知识

生产在原则上必须排斥任何对于“有关社会整体的知识”的探索欲望

以及自许。但这对汪晖（或是５０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一大异数米尔斯

［Ｍｉｌｌｓ，Ｃ．Ｗｒｉｇｈｔ］）而言，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一种以研究和批判

社会整体为抱负的知识分子，于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还更迫切需要。

四十多年前，米尔斯称自由派此种反对任何对整体性有承诺的心态为

“自由派的务实性”（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他敏锐地看出其实自由派并

非要追求科学的客观性，那只是措辞，真正的目的是在防堵“热情的承

诺”。没有后者，知识生产就是在官僚体制下知识工厂的异化劳动，生

产现实所需要的知识成品，从而所谓务实性则不外乎是护卫现实状态

（识时务）而已。这种“知识分子”（摆在社会科学界的特定脉络下）就

是米尔斯所指的“埋身于特定情境的社会科学家”（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ｏｆ

ｍｉｌｅｕｘ）（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８６），和福柯所称道的“特定的知识分子”，虽然有

很多差异，但在一重要点上是共同的，这一点即是对极权政治的恐惧

感。古德纳（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Ａ．）对于马克思传统（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的）中

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就在于指出热情恰足以带来新的极权，带来新的不

平等机制，产生新的阶级（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７９）。虽然很难遽然把古德纳归

诸于自由派，但的确这样的一种批判经常被自由派援用为对新左（不

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内地的）的批判。这个批判的不当在于不当地把

整体性（ｔｏｔａｌｉｔｙ）这 个 概 念 和 极 权 主 义（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混 同。在 此，

我想拉进来米尔斯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作为我讨论汪文的结束。

四十多 年 前，米 尔 斯 提 出 “社 会 学 想 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就是要把整体性和民主关联起来。在自由派务实性与后现代断

碎性的两种威胁下，发展这样的一种关联性的论述在今天尤其重要。

“社会学想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为一个现今已变成陈腔滥调的“全

球思考，在地行动”找到理论上的支撑，重新赋予它理论上的生命力。

社会学想像的核心关怀就是把特定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在

地的“困扰”（ｔｒｏｕｂｌｅｓ），转变成公共的议题（ｉｓｓｕｅｓ）。一个遥远的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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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日常生活所意识到的结构变迁也许正在影响到（不管好或坏）我

们的集体生存处境和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生命历程，因此，民主的、

在地的、日常的、社区的行动必须要有和某种有关结构的知识相结合。

这个非目的论的结构知识不是对行动者的单方向指导，而是行动者自

我培力（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的重要构成，这是因为我们对有关结构或整体

的知识的需求不是出于一种旁观者的知识需求，也非出于目的论的催

促，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我因为要 解 决 这 个 或 那 个 问 题／

困扰，或我要追求这个或那个价值，或我要改变这个或那个现状，因此

我要积极地、有方法地探索造成在地或个人问题的各种超越在地或个

人的问题源头，在这个探知／实践活动中，人 们 把 他／她 的 个 人 传 记 和

时代历史，把他／她的在地特殊情境和结构整体关联起来———这，就是

社会学想像。用当今的学科分类的语言来说，就是要结合文 化 研 究、

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或夏铸九所说的“复杂型思考”）。“社会学想像”

能力的平民化可能是任何民主乌托邦的必要条件。米尔斯是否有这

样的一种浪漫企图我不确定，但我确定他认为“社会学想像”至少是进

步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民主体制所应该做到的批判工作。至于从事这

样的“独立的”探知与批判工作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称之为“知识工匠”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他宝爱他的知识劳动、追求独立自主的生

产过程、为特定的、可辨识的人群生产。凡此，都和现代社会中 的“机

器知识分子”处在对立状态。

米尔斯提出的是一个已经丢弃了哲学大叙事的现代性计划，在这

里，我 们 看 到 一 种 在 普 世 性 知 识 分 子 和 特 定 性 知 识 分 子 两 种 典 型 之

间，在高烧现代主义（ｈｉｇｈ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找出一个

出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米尔斯提出了一个真正激进的“第三条

路”。

虽然存在着很多不同，但汪文和米尔斯都是反现代化的现代主义

者，在他们的现代性计划中，整体性、批判性和历史都被赋予重要的理

论位置。他们俩也都和古典的社会理论家有非常高的亲近性，甚至可

以说，他 们 两 位 都 还 基 本 上 是 在 马 克 思、韦 伯 与 博 蓝 尼（特 别 是 前 两

者）等古典社会理论家所描绘与界定的思想和语言平面上操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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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明白表示不再接受整体“最终而言”（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由经

济决定；他们也都反对韦伯的政治精英主义；他们与自由主义的意识

形态关系至深———虽然批判这个现代化意识形态，但他们的愤怒或不

满往往却是来自典型的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基点（例如对各种垄断与宰

制的愤怒，对于虚伪意识的不屑）；最后，他们都企图因应新的情势（汪

晖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米尔斯所谓的“后现代”），对社会理论进行

重建，而这个重建绝不是一个巨大的智力游戏，而是希望能介入地创

造历史。汪文虽然没有外显地为他的批判厘清规范性基处，但对于各

种知识／意识形态 描 绘 认 知 地 形 图 的 工 作 也 的 确 也 只 能 指 向 一 个 目

标：呼唤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最后，引述汪文的最后一句话作结：

作为一个历史 段 落 的 现 代 时 期 仍 在 延 续。这 就 是 社 会

批判思想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知识界进行

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历史机遇（汪晖２０００ａ：４３）。

不管是内地还是台湾，这个呼唤都是一样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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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妒恨的认同政治，进入解放的培力政治

———串联尼采和激进民主

　　毫不负责、无经思考地，你已把工人的本能完全

摧毁了，而他 可 是 唯 有 靠 这 些 本 能 才 可 能 成 为 一 阶

级，才可能为了他自己。

———尼采

假如要使 自 由 真 的 成 为 普 世 现 实 的 话，那 么 一

定要有更多的个人找出更有力地导控工业过程的方

法。仅仅在工业生产的结果上多分一杯羹并不能给

他们带来真正的自由。

———杜威

把自身建 立 成 一 种 势 力 的 普 世 性 羡 妒（ｕｎｉｖｅｒ

ｓａｌｅｎｖｙ），只是 贪 欲 的 一 种 伪 装 形 式……而 粗 糙 共

产主义只不过 是 这 种 羡 妒 的 巅 峰 表 现，把 所 有 人 通

通降低到一预定的最低标上头。

———马克思

采防卫性态势的工运还能维持多久的士气？

———汤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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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严到１９８９年５月的远东化纤工会罢工失败为止的这两年时

光，有人说是台湾工运的“黄金时期”。这期间除了发生了一些规模较

大、动员较强、斗争较激烈的抗争（例如苗栗客运罢工、新光纺织关厂

抗争、远东化纤罢 工）外，也 发 生 了 连 续 两 年（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在 春 节 前 发

生的全省性的年终奖金争议风潮（何雪影１９９２）。在这短短两年间，这

些抗争经常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为数不少的工人和运动知识分子

点燃了改变现状的热情，四处串联、学习和组织，同时，资方和当局也

在这个新的挑战形势下青涩尴尬地接招应战；抗争者和抗争的对象其

实都在相互测底，学习掌握和适应前所未有的情势（赵刚１９９５）。后见

之明地看，当时也许很少人，无论是运动内部或外部，劳方或官／资方，

能够正确地评估这个新兴劳工运动挑战制度与 传 统 的 力 量———似 乎

都过于膨胀这个运动的能为声势，以为鸿鹄或洪水将至。１９８７年工党

的成立就是一个例子，几乎所有参与者或观察者都期许地或敌意地视

此为六百万劳工组织化的肇端。

不管我们日后如何评价８０年代末的这段抗争风 潮，这 些 抗 争 至

少有助于把台湾劳工过去一直被视为一群缄默柔顺的绵羊形象初步

解冻，而且也有可能点滴累积些许宝贵运动经验待他日发酵。但是当

时序移到了９０年代，除了少数个案（例如基隆客运罢工、正大尼龙关

厂抗争、福昌和联福纺织厂关厂抗争）展现出台湾工人面对急速恶劣

的劳动条件的抵抗力，不可讳言的是工运失去了１９８８年左右 的 那 种

进攻的、改革的、串联的论述─心理情境（不论规模是多么的受限），落

入一种救火式的、刺激反应式的、孤立点状的防御姿势。１９８９年５月

的远东化纤工会罢工事件可以说是整个台湾工运气候的分水岭，是台

湾工运在８０年代末期所累积的正面挑战力和工运内部的团结与善意

的出清（赵刚１９９６ｂ）。从整个大环境的改变来看，这当然和９０年代台

湾资本的对外流动，以及批判性论述被大幅收编到国族打造论述，这

两个重大结构因素有密切关系。

在媒体以及工运内部经常可听到有人 用 一 个 蛮 视 觉 的 词 汇———

“暴起暴落”———来描绘工运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 代 的 转 变 过 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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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聪明地回顾起来，这个把工运（或社运）想像为一个拟人化的主体起

落于台湾政治社会权力结构地景上，可能只是一种看的方式。也许以

另一种看的方式看的话，映入眼帘的可能是这个地景在１９８７年（或更

早）的“暴落”（表现在解严、蒋经国过世、内斗且不知所从的分裂统治

队伍），到１９８９年的“暴起”（表现在１９８８年底前就开始的统治队伍重

整，以及国族中心主义论述的攀高）的过程中，工（社）运不过随背景之

落与起而起与落。工运慢车并未发动，动的是高速驶过的当局政治快

车。

提出这一个看起来令人丧气的代替图像，当然不是鼓吹结构决定

论或其他，恰恰是相反，因为不这样假设地提出一个也是同样极端的

替代图像，那么对工运的关心很可能会过度专注在对于“国家”─资本

形构、政权转移、支配的统独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对工运的“打压”

上。这些过程当 然 重 要，值 得 关 心 工 运 的 人 持 续 地、系 统 地 注 意，但

是，我担心这样的视象重构可能掩盖住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看①：工运本

身是否有力量，什么样的力量，从何而来？要求什么 样 的 变 迁？台 湾

的工人要如何培养自己的力量，干预、影响、主导社会变迁？……类似

这样的提问关心的是工运（或社运）里的个 人 如 何 培 育 力 量（ｅｍｐｏｗ

ｅｒｍｅｎｔ），如何在一个敌对性的、规训的霸权环境里，耕 耘 培 育 创 新 世

界的能 力（ｗｏｒｌｄ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在 本 文，培 力 政 治 和 妒 恨 政 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形成规范性的对立，后者以道德和罪罚为解

释世界的框架并以之形成咀恨衔枚的复仇集体。本文的写作即是受

这个出妒恨入培力的核心问题意识所导引，因而重新诠释尼采。在进

行主要的论述之前，容我用粗笔勾勒激进化的尼采在社会理论地图中

的位置。

关于培力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在传统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 主 义 的

① 汤普森（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Ｐ．）指出历史的 研 究 和 解 释 经 常 反 映 了 某 种 视 象 重 构

（ｖｉｓｕ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采这一种视象，而不是那一种 视 象，经 常 有 它 认 识 论 的，甚 至 政

治的意涵。例如，用蒸汽机为主要意象想像工业革命就和用圈地、贫穷法案、工匠、雅各

宾……为意向想像工业革命有很不同的政治／知识意涵（请参考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６：１９２）。



１１０　　 知识之锚

说法里头被压制了，在庸俗马克思主义里头被忽略了。① 自由主义和

福利国家的制度化权利论述，将个人视为僵固定性之实体，仅追寻条

目化价值之拥有，固然无法对于变迁问题置喙，而庸俗马克思主义立

基于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矛盾的革命论，也忽视了革命主体在具体

时间和空间上的形成；危机来了，“人民”会“起来”吗？简单一个问题：

这一切能推动真正变迁的力量（ｔｒａｎｓ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打哪儿来？还

在吗？西方马克 思 主 义 传 统，特 别 是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或 更 早 的 布 洛 克

（Ｂｌｏｃｈ，Ｅｒｎｓｔ），大致 是 针 对 这 个 大 问 题 发 言。② 早 期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认定，马克思主义假如不能直接地面对这个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就

无法不变质。针对自由主义问题与不满而生的右翼民粹主义、族群民

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虽然发愿要使“人民”或“种族”脱离于物质主义

之贫困和程序政治之空洞，但是由于它们将人民或种族等范畴物化，

把现实政治壮美化，从根本上压制了具体的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

成为变迁主体这一问题（赵刚１９９６ａ）。在族群民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之下的“人民”反而根本无从建立主体性，因为他们在现实上无时不是

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甚或迷思的客体，无时不在自我想像中，把自己

想像成被某种“外族”邪恶主体所压迫的道德客体，从而接受国家─民

族─领袖的完全动员，扮演工人与士兵的双重角色。

①

②

当自由主义者认真地把培力问题纳入自 由 主 义 体 系 时，那 就 必 然 产 生 了 对 自

由主义的激进重建工作，例如 杜 威（Ｄｅｗｅｙ，Ｊｏｈｎ），作 为 一 边 缘 的 进 步 自 由 主 义 者，讨

论的就即是现代社会如何释放社会智能，如 何 将 智 能 和 身 体 结 合，培 养 自 我 力 量，成 为

社会变迁的主体 （请参考赵刚１９９７）。这个努力不幸不是被传统自由主义充耳 不 闻 要

不就是被视为异端。类似的例 子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阵 营 中 就 是 英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社 会 史 传

统的汤普森，他也大致在这个问题意识下，尝 试 文 化 地、历 史 地 追 寻 工 人 动 起 来 成 为 一

个有“阶级意识”的能动力量（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６）。另外，既 不 能 被 划 分 为 自 由 主 义 传 统，

也不属于严格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美国 激 进 社 会 学 家 米 尔 斯（Ｍｉｌｌｓ，Ｃ．Ｗｒｉｇｈｔ），也 是 一

个培力政治的重 要 思 考 者，他 提 出 的 非 常 重 要 的“社 会 学 想 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概念，就是以培力为基点问题意识（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

布洛克、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都受了尼 采 的 深 刻 影 响，布 洛 克 从 尼 采 处 获 得

了非理性主义有正面和进步作用看法的启发，进 而 形 塑 了 他 关 于 乌 托 邦 和 革 命 的 关 系

之思考（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２８７２８９）。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则从尼采处获得了对启 蒙 的 辩 证

与对散众文化的压迫性的洞见（Ａｄｏｒｎｏａｎｄ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７９：４４）。这三个人都同样的

反对卢卡奇（Ｌｕｋａｃｓ１９８１）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尼采的认定：尼 采 是 反 动 布 尔 乔 亚

的非理性主义代言人，并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摧毁了理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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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 面，西 方 社 会 中 的“务 实 的”劳 工 运 动，也 早 已 在 二 次 大

战 后 成 为 既 存 体 制 的 零 组 件，在 抗 争 中 不 但 放 弃 了 改 变 体 制 的 视

象 和 努 力，反 而 借 参 与 间 接 地 肯 定 了 既 存 体 制 的 奕 局（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６：

２６２２６５）。当 代 后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博 斯（Ｂｏｗｌｅｓ，Ｓａｍｕｅｌ）和 金 提 斯

（Ｇｉｎｔｉｓ，Ｈｅｒｂｅｒｔ）就 质 疑 受 自 由 主 义 影 响 的 西 方 工 运，结 构 性 地 忽

视“变 化 生 成 的 政 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ｂｅｃｏｍｉｎｇ），而 着 迷 于“区 区 获 得 的

政 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ｇｅｔｔｉｎｇ）（ＢｏｗｌｅｓａｎｄＧｉｎｔｉｓ１９８７）。类 似 的 诊 断 和

批 评 也 来 自 很 多 新 社 会 运 动 理 论 家（例 如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８１；Ｃｏｈｅｎ

１９８５；Ｔｏｕｒａｉｎｅ１９８６；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０：１９）。但 他 们 的 诊 断 和 批 评 往

往 引 出 的 结 论 是“劳 工 运 动 再 见 ！”。比 较 起 其 他 新 社 会 运 动 理 论

家 来 算 是 一 向 较 关 心 劳 工 运 动 的 图 罕（Ｔｏｕｒａｉｎｅ，Ａｌａｉｎ）也 不 例 外，

既 期 望 劳 工 运 动 能 和 工 会 主 义 有 所 不 同，但 又 宣 判 作 为 社 会 运 动

的 劳 工 运 动 在 欧 美 的 死 亡。他 说：

工会也许依旧重要，但是“劳工运动”作为组织劳工挑战

整个社会与经济组织体系的 力 量 则 一 去 不 回 了。工 会 主 义

在过去的某些时期曾是一个社会运动；现在则只是必然屈从

于政党和政府的一个政治力量，何以然？因为它仅防卫特定

利益，就像美国工会一直在做的一般。工会和社会重构的多

元另类意象 之 间 的 关 联 断 掉 了（Ｔｏｕｒａｉｎｅ１９８６：１７２１７３；原

作者的强调）。

但新社会运动理论也有它的问题：其一，结构性地 忽 略 或 否 定 了

劳工也可以成为“变化生成的政治”的参与者，因而新社会运动可说是

“新中间阶级的激进主义”（Ｂｒａｎｄ１９９０：２５２７）。其二，新社会运动过

度强调认同，往往把政治化约为认同问题。我认为这没有适当问题化

认同政治本身；某种条件下，某种认同政治不但不会强化参与者，反而

会弱化参与者，使其成为“政治正确”的牺牲者。其三，很多新社会运

动的理论家往往在批判以往的左、右翼的社运理论上不乏论点，但是

在拿出建 构 性 的 提 法 时，就 显 得 无 力，例 如 奥 发 和 魏 森 舍 对 奥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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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ｓｏｎ，Ｍａｎｃｕｒ）对个人主义集体行动逻辑有很犀 利 的 批 判，但 在 出

路的提出上就有些行礼如仪了———他们只有呼吁社运要通过论述，改

变孤立个人的认同，集体地形构新的认知、认同、趣味与利益（Ｏｆｆｅａｎｄ

Ｗｉｅｓ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０）。我认为奥发和魏森舍所指的方 向 是 正 确 的：主 体

的形成必须也是一个文化计划。但是，他们的文化计划在内容上形式

上仍是过分地理性主义与论述中心取向，忽视身体、经验、情感、欲望

的可能角色，且忽视个人自我教育在社运主体性营造上的重要。这样

的文化计划似乎假设了理性认知（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是有效社会行动

的唯一基础———人们通过理性的思辨与沟通，厘定了问题的范围和解

决的方式，而假如既有的理性洞识不能解决争端，那么所需要的不过

是更好的理性洞识罢了。但这样的谈法事实上没有跳脱启蒙以来把

理性视为世俗宗教的传统看法，夸张了理性认知的能为，忽视了身体

与情感在创造问题、发生意义、决定方向上的重要角色。我认 为 一 个

激进的文化计划必须也包含一个以美（学）为中介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激进自我教育计划：解放身体与行动，学习听、看、觉、触各种欲

望和情感，不因各种典范、律法、常规、“共享价值”而进行制约反应；拆

解掉那自称唯一的、最真的理性现实，把生活和艺术糅合起来，不停地

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新的经验和意义，接受想像，甚至幻觉作为观看人

生的多元视点之一……在新社会运动理论里，一个以美学为中介的激

进计划并未出现。

从这个我所理解的社会理论大背景以及我对台湾劳工运 动 的 关

心出发，我尝试从阅读尼采（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４４１９００）①的经验

① 本文对于尼采的阅读着重他的晚期 著 作（见 参 考 书 目），特 别 是 他 的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ｏｆｔｈｅＩｄｏｌ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１８８８），我认为这 本 书 非 常 扼 要 且 丰 富 地 表 现 了 尼 采 思 想 的 要 点

（尼采自己也这么认为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９：３１４）。关于尼采 的 中 文 介 绍，我 推 荐 尼 采 的 自 传

（刘崎译）《瞧！这个人》（ＥｃｃｅＨｏｍｏ），翻译通畅。近年来，台 湾 对 于 尼 采 的 精 彩 中 文 介

绍文章有叶新云（１９９１：１２６１６８），着重 尼 采 为 一 新 文 化、新 人 格、新 精 神 境 界 的 开 拓 者

的角色，并强调自我教育的重 要 性，以 及 每 一 个 个 人 在 发 展 自 我 中 的 无 限 可 能 性 和 责

任。叶新云并认为尼采并非一个贵族政治或 精 英 主 义 者，也 认 定 尼 采 对 于 民 族 主 义 这

个现代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这些对于尼采的解读，本文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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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培力政治和工运（偶尔其他相关社运）的可能关系。① 我要提出的

最核心的问题是：工人如何能变成更有力的行动者？有什么阻碍？对

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尼采提出了很多尖锐的另类看法，因而能为参

与和关心工运的人提供批判性对话。这首先包括了关于现代社会、人

生、心理的另类图像。

一　尼采对于现代性的批判

对尼采而言，现代是弱者、颓废者、蜕化者、“多数者”的胜利时刻。

现代的各种价值规范与求知模式皆是弱者合法化其颓废孱弱，并以此

胁迫强者就 范 之 诡 计。工 于 这 般 诡 计 的 心 理 状 态，尼 采 称 之 为 妒 恨

（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妒恨者 是 没 有 力 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的，有 的 只 是“心 灵”

（ｍｉｎｄ），用以补力量之缺如———“心灵”表现在“瞻前顾后、耐心、情感

伪装、超强的自我控制，以及模仿”（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８６）。现代因此不

过是人的真正力量的销蚀，代之以“心灵”（或“理性化”）的溢流；人的

真正愉悦丧尽，代之以妒恨之飞扬。这个“现代性”并不始于“现代”，

后者只不过是古代希腊文化与迷思崩解之后的理性化历程的一个最

后时期（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８５：８７）。通过系谱的追溯，尼采认定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是现代性的肇端。

苏 格 拉 底 是“希 腊”这 个 概 念 的 对 反，是“假 希 腊”、“反 希 腊”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３９）。希 腊 是 尼 采 心 目 中 的 文 化 盛 世，具 有 悲 剧

的（ｔｒａｇｉｃ）对 于 生 命 之 肯 定，哪 怕 是 最 痛 苦 无 常、最 不 可 忍 受 之 生

命。希 腊 人 充 满 生 的 欲 念，满 怀 热 情、精 力 满 溢，爱 他 们 的 命 运

（ａｍｏｒｆａｔｉ），过 着 超 越 善 恶 的 生 活。这 个 戴 奥 尼 索 斯（Ｄｉｏｎｙｓｕｓ）的

① 我认为尼采对于工运的意义应可拓延至 不 少 其 他 的 社 会 运 动（例 如 女 性 主 义

运动、学生运动），但本文不拟在有限篇幅内 作 过 多 延 伸。和 我 的 这 个 工 作 在 邻 近 轨 道

上的还有探讨性解放和女性主义运动 的 关 系 的 何 春 蕤（１９９６：２８４６），以 及 探 讨 同 性 恋

运动在哪种意义上帮助社会解 放 的 宁 应 斌（１９９６：１４７１６４）。两 篇 论 文 虽 和 尼 采 无 关，

但也都指出了激进（美学）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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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是 一 个 未 被 割 裂 的 人 生，一 个 整 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在 这 儿，理 性、感

官、感 觉 和 意 志 不 曾 相 互 分 离，人 生 也 超 脱 于 宗 教 家 或 道 德 家 的 罪

与 罚 的 道 德─理 性 簿 记，主 客 观 的 二 分 断 裂 并 未 曾 出 现。这 样 的

生 存 状 态 充 满 了 尼 采 所 谓 的 大 化 之 天 真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ｏｆ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６３）。①

苏格拉底用辩证法②敲响了古典希腊文化的丧钟，结束了大化之

天真。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开始用理性的智能反省人生，判断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并以理性作为人生过程的指导，提出“理性＝德行＝快

乐”之等式。尼采认为这就是堕落；是“下等人”（ｔｈｅｒａｂｂｌｅ）对于活在

大化之天真下的希腊文化贵族的妒恨策略。苏格拉底是一个体质上

蜕化鄙陋的人，用辩证法作为一种变态的色情，来和雅典的美少年纠

缠，企图以理智弱化强者（即美、天真、行动、创造），把强者拉到他所设

定的奕局中，驯服强者，以达到他的报复和反叛的目的。辩证 法 突 出

理智思辨的角 色，目 的 是 为 了 证 明 生 命 之 虚 空，存 在 之 错 误，以 及 身

体、欲望、本能的欺罔不实。因此，尼采认为整个“柏拉图”现 象，及 其

所代表的将知识和身体脱离的唯心论传统就是一个高级骗术（ｈｉｇｈｅｒ

ｓｗｉｎｄｌｅ），是弱者不再能面对现实之严峻，而以理念或概念为遁所；理

性不再是面对现实的一个手段，竟变成了唯一的现实。尼采认为希腊

哲学本身就是希腊本能的败坏，而柏拉图则是第一个败坏者，一个基

督徒先驱（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６１１７）。

因此，尼采认为现代即是妒恨心理的步步发展，从苏格拉底、柏拉

①

②

尼采认为，希腊古典时期之后，历史虽然 步 步 走 向 下 沉 之 路，特 别 是 当 基 督 教

兴起之后。但是，他 仍 然 指 出 一 些 少 有 的 逆 流 而 上 的“伟 人”（例 如 波 家［Ｂｏｒｇｉａ，Ｃｅ
ｓａｒｅ］与歌德）或“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尼采经常将 波 家 和 超 人 的 概 念 联 在 一 块

儿（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９９）；将歌德和文艺复兴拉在一块儿（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２）。因此，尼

采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经常以上述时代或个人作为肯定性的背景。

尼采所谓的“辩证法”是一种理性完全支配的心灵，没法肯定 此 时 此 刻，无 能 与

对象谐和，而是无休地提问：“它发生了，但到底什么真正地发生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４１）。

生活于是变成不断的剥洋葱，直到它完全没内容……但是，尼采的系谱学本身亦 是 一 种

辩证法取径，将从未被质疑过的真实，找出她的历史性源头（Ｌｏｖｅ１９８６：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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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耶稣、康德、叔本华、到瓦格纳，是奴隶道德战胜贵族道德的过程。①

奴隶道德拟设了一个“我”与“外在世界”、“他者”、“非我”的区分，这个

“我”不断的向外求，质疑外在，否定外在，因此，对于生命持一“不”的

态度，而所有的价值皆从这个“不”发展出来。因此，尼采认为，奴隶道

德者的特征即是它必须为自己不停的造就出对立的他者，而将自己标

定在对这个他者的刺激（不论是否为想像出来的）做出反应。然则，这

不是行 动（ａｃｔｉｏｎ），是 反 动（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２１２２）。相 对

地，贵族道德则 是 不 待 乎 他 者，是 自 足 的、满 溢 的、自 发 的、当 下 的 行

动———对生命说“要”。即使当它找寻对立面，它也是为了生命更加愉

悦丰足，而非萧瑟怨恨之复仇（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２２）。所以贵族道德的

评价模式与奴隶道德的评价模式对立，因为前者总不服用妒恨过量，

偶有之，也不过甩甩肩膀就可抖掉。不妒恨，亦即不 把 仇 恨、酸 腐、醋

劲、憋气往内 心 久 放———他 不 知 原 谅，因 为 他 早 忘 了 有 谁 对 不 住 他。

因此，强者 的 特 征 是 善 忘，缺 少 历 史、账 本 和 回 忆 的 积 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１９９４：２３２４）。因此，尼采认为敌对性（ｅｎｅｍｉｔｙ）有两种，对于高贵者，

“敌人”的存在是生命跃动向前所不可缺的条件，高贵者要把敌人拉到

他自己的内在，把敌 人 当 作 优 异 的 标 杆（ａｍａｒｋｏ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是 被

荣耀和尊崇而非被鄙夷的对象。高贵者因此是善恶并存，或 者 说，超

越了善恶二分。“假如你要朋友，你一定得和他作战；而要能 够 作 战，

你必须先够格作个敌人”（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６：５６）。相对地，奴隶（即 被 妒

恨葛藤缠身之人）的敌人则是靠不停地想像出一个“邪恶的敌人”，用

来确定自己是“良善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６：２４），而良善的证据则是因为

他受苦———羊的道德之源是由于有那邪恶的 狼 作 为 他 的 对 反。妒 恨

的认同心理否定生命，因为人生布满了怨艾、自怜和复仇之 情 态。对

① 敌意的评论者往往批评尼采的思想仅为“傲慢的、精英主义的价值品味”（Ｚｅｉｔ
ｌｉｎ１９９４：１４４）。但即使是对于尼采同情的评论者也把尼采的个人主义加上“贵 族 的”的

形容词（Ｌｏｖｅ１９８６）。这容易引起误解，假如把“贵 族”拘 限 于“遗 传”或“阶 级”的 内 容。

事实上，尼采是反遗传决定 论 的，例 如 他 说“美 丽 是 由 于 劳 动 的 结 果”（１９９０：１１０）。另

外，尼采对于传统秩序和基督教会的毫不留 情 批 判，也 难 以 使 贵 族 阶 级 认 为 尼 采 的“贵

族激进主义”是在谈他们，而他们也不认 同 尼 采 为 他 们 的 代 言 人———这 在１９世 纪 末 和

２０世纪初的德国是很清楚的（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１８）。



１１６　　 知识之锚

于尼采，“人从复仇之中解脱出来……是通向最高希望的桥梁，是大暴

风雨之后的彩虹”（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６：９９）。勇 敢 地、冷 静 地 面 对 生 活 中

复杂、矛盾和敌对，对尼采而言，是强化一个人自我的不二途径，是面

对生命，向生命说“要”的表现。

哲学上和道德上的二元对立传统因此正是以这个心理─体 质 的

系谱学作为基础。弱者、颓废者、蜕化者建立了善恶对立、黑白分明之

二元对立世界，并据此要求“善”者（即弱者）之团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寄望

有朝一日能歼 灭“邪 恶”与“黑 暗”，让 世 界 登 临 永 昼（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ｄａｙ

ｌｉｇｈｔ）与无恶之境———而这恰巧是启蒙的理性、科学、民主、改革、革命

与无限进步之理想。尼采挑战了这整套启蒙思维以及其认识论和价

值之预设，特别是它的主体哲学。

“主体”这个概念是妒恨者的虚构（ｆｉｃｔｉｏｎ）（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１９９）。

妒恨者发明这个概念为的是将人所有的行动与作为都赋予责任：一个

行动 的 背 后 一 定 有 一 个 行 动 者，一 个 作 为 的 后 头 也 一 定 有 一 个 作 为

者。但尼采认为：

作为（以及它的实效，它的衍 生）的 后 头 并 没 有 站 着“存

有”；“作为者”（ｔｈｅｄｏｅｒ）是 事 后 被 发 明 出 来 的，———作 为 即

是一切（ｔｈｅｄｏｉｎｇｉｓ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２８）。

虚构出一个能自由选择作为或不作为主体之后，妒恨者于是可以

把他的 不 能 以 一 种 自 我 欺 骗 的 方 式，当 作 成 就，把 不 能 当 作 自 由，说

“这是我的选择”，然后要求强者也一起“选择”弱化。然而对于尼采而

言，强者不能自由选择为弱者，弱者也不能自由选择为强者。强 者 即

是且仅是驱力（ｄｒｉｖｉｎｇ）、意志力（ｗｉｌｌｉｎｇ）和行动（ａｃｔｉｎｇ）之 自 发 地 表

现，弱者即是这些力量的匮乏。凡是认为这些力量后头有一更高的主

宰者（ｃａｕｓｅ），决定这些力量之发与不发（ｅｆｆｅｃｔ），都是被语言以及其中

所藏的理智所拐骗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２８）。“主体”是一迷思，只有弱

者（即妒恨者）才需要它。

弱者为了要给 瞬 息 万 变 的 行 动 与 作 为 找 到 主 人 或 原 因，发 明 出



第四章　跳出妒恨的认同政治，进入解放的培力政治 １１７　　

“作为者”、“主体”、“施为”（ａｇｅｎｃｙ）……这些个人主体，又为后者找到

一绝对主体，或谓之理智、物自身（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或上帝；凡此皆属永

恒的、真理的、本质的、终极确定的、人力所不能及的世界。相对于此，

则是皮肉的、感官的、本能的、性欲的、行动的表象世 界，只 能 用 邪 恶、

不真实、机会、幻灭等字眼来形容它；沉溺于其中的人都是妄人、邪人、

痴人，需要被启蒙、改良、教育与医治。只有理性让人能脱离本能的暴

君，获得自由、快乐，（即柏拉图的“理性＝德行＝快乐”等式）。尼采认

为，这是以理智的暴君取代本能的暴君；当一个人能完全掌握他自己

时，即是他已变成理智之奴时（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４３）。理智即是对于本

能与身体的镇压与报复，性格上是嗜血的①与抹杀特殊 性 的。② 值 得

注意的是，尼采并不反对理智在实际人生中所扮演的有限度作用———

他所谓的“现实中 的 理 性”（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而 是 反 对 二 元 论 下

的理智（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７）。

主体哲学设立了一主体和客体对立的世界，然后又将经验的主体

内容托付给超越主体（上帝、理智、道德、法律、国家）。因而，真正被主

体哲学取消掉的不是别的而是生命。尼采说：“生命在哪儿终了，‘上

帝王国’就在哪儿开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５５）。又说：“我们否认上帝

的存在；否认他，即是否认所从来的解释问题（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只有这

般我们才能复得 这 个 世 界（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６４）。”否 定 了 主 体 哲 学 中

的主体谈法，也连带地否定了世界是有目的（ｐｕｒｐｏｓｅｓ）的说法。拋弃

对于终极确定性（不管是所从来还是所由去）的追求的净效果则是对

于身体、时间和地点的重视。但对于传统哲学和宗教而言，日常经验、

感觉、感官、欲望、身体都被否定，以便荣耀那追求确定性的理智，“知

①

②

康德的断言命令，对于尼采来说，也是“闻得出残酷味儿来”，因为，假如你不 服

从它，则得不到自由，则痛苦。所以，清高的断言命令旁边一定站着“耻感”、“良心”、“责

任”和“神圣任务”等等。（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４５）

由于个人的主体并无内容，完全是一空洞形式，因此客体性得以以一种超越主

体的位置鸠占鹊巢，将客体和主体等同，并 以 特 殊 性 为 代 价。因 此，虽 然 区 分 了 超 越 主

体和经验个人，但后者被前者 的 普 同 性 填 满，不 再 有 真 实 的 差 异 性 存 在。阿 多 诺 对 黑

格尔的批判也在于此，认为黑 格 尔 并 没 有 成 功 地 扬 弃 掉 康 德 的 抽 象 形 式 概 念（Ａｄｏｒｎｏ
１９７３：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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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因 此 成 为 了 身 体 的 对 立 面，成 为 断 灭 身 体 的 知 识 （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识不再是为了我们此时此地的生命，为 行 动 之 辅 助，

而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与永恒，反对行动。因此，尼采批判以往 哲 学 家

缺乏历史感，对“变化生成”（ｂｅｃｏｍｉｎｇ）抱有恨意，所有活的、动 的、变

化的事物到了他们脑袋里就被整死，成为了概念化的木乃伊（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ｌｍｕｍｍｉｅｓ），以“名世界”为真世界。他们的“理性”盲于变化生成，

只追求存在本体（ｉｓ）。但这个确定终极的本体一直从手边溜走，于是

在幻灭之余，只能说存在的世界为一幻觉。而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家否

弃生命、身体、感官、历史、在地、多元、变迁的原因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

４５）。①尼采宣布：“‘表面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所谓‘真实的’世界是

骗子加上去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４６）那么“真理”又是什么呢？真理

是：

隐喻、转 喻（ｍｅｔｏｎｙｍｓ）和 拟 人 化 描 写 所 构 成 的 行 进 部

队———要言之，即是人的关系的总和，被修词作诗般地强化、

重组、刨光，且由于长久的使用，一般人视之如表章圣典般地

牢固稳当，需要服从：真理是幻影，但人们已忘记它们是幻影

了；隐喻也早就使用疲乏而失 去 了 它 们 的 官 能 力 量 了；钱 币

磨光了它 的 图 案，只 是 一 块 金 属，不 再 是 钱 币 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１９８２ｂ：４６４７；引者的强调）。

对尼采来说，一切欲将现实的解释定于一尊，并谋 求 制 度 化 此 解

释的努力，都是退化和颓废的征候。尼采认为不确定性、多元 诠 释 正

是一个成长的与有力量的现象，而只有僵死之物（如主体哲学下之主

体）才需要齐一之整体（ｕｎｉｔｙ）与 一 元 论（ｍｏｎｉｓｍ）。尼 采 警 告：“不 要

想从 这 个 世 界 上 剥 夺 了 它 令 人 不 安 的 和 谜 样 的 性 格！”（Ｎｉｅ

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３２６）从这个基础，尼采认为哲学的真正角色是“定出个目

① 尼采对于科学常抱持批 判 的 态 度，例 如 他 认 为 科 学 正 在 准 备 一 种“至 高 的 无

知”（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３２８）。但是，拿 科 学 比 较 哲 学，尼 采 认 为 前 者 至 少 还 重 视“感 官”
（ｓｅｎｓｅ），而非“本质”（ｅｓｓｅｎｃｅ）（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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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ｐｏｓｉｔａｇｏａｌ），以此目标为准，形塑事实；也 即 是 说，积 极 的 诠 释 而

非概念之转译”（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３２７）。① 毕竟，对尼采而言，“这个世

界的价值为何端在我们的诠释”（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３３０）。尼采思想纵

然布满了鲜明的反现代性思考轨迹，但一切宗教与道德传统主义也是

他激烈批判的对象———尼采自命的主要工作是重估一切价值（ｒｅ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ｖａｌｕｅｓ）。因此，尼采虽然激进的反现代性，但绝非一传统

主义者。

二　尼采ｖｓ自由主义现代性

尼采对西方理性主义和主体哲学传统毫不留情的攻击，使他既不

容于正统社会主义阵营，也见弃于主流自由主义圈子，从而，他的思想

很难就传统政治光谱的“左”“右”径行划分。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尼

采思想是从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反民主；在道德与规范层次上“非自由

派”（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否定同情、容忍、理解、选择、客观性等价值与德行。

因此，这些人认定尼采思想不过是１９世纪后期没落贵族阶级在思想

上对新兴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反动（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５）。但对于很 多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尼采思想又是１９世纪末资产阶级一方

面对当代文化绝望，但同时又恐惧任何社会革命的出现，这个双重脉

络下的产物；又由于其对当代文化社会的非理性主义的激烈否定，也

曾被视为２０世 纪 初 法 西 斯 主 义 运 动 的 先 导（Ｌｕｋａｃｓ１９８１）。不 论 是

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于尼采的敌意，主要是来自尼采对于启蒙现

代性的激烈批判。尼采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并非直接针

对体制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间接的、后设的批判；对尼采而言，自由

主义或社会主义仅仅是１９世纪末欧洲文化病理的征候罢了。

尼采关于现实政治的发言向来不是站在启蒙者或革命者的立场；

他不要追 随 者，甚 至，在 主 体 成 为 虚 构 后，连 追 随 自 己 都 将 是 多 余

① 这类似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提出的：“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 个

世界，但重点应是如何改变它。”（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７０：１２３）。关于马克思和尼采的 关

联性的讨论，请参考 Ｌｏｖｅ１９８６，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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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６：７８）。尼采鄙视人的群性，视之为畜群（ｈｅｒｄ）的堕落

存在———只知相濡以沫，依赖理法成规，摈斥特立独行。追随者、被追

随者、信仰、团结、社区、革命、国家都是颓废的 表 现（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

３６，９６９７；１１１１１２；１９９４：５０）。道德家和宗教家都要改善人类，但对

尼采而言，这个“改善”无异于是弱者企图驯化强者的作为。不幸地，

现代性即是归趋于动物学的终点（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ｉ），凡特立独行人

等皆被驯服成畜 群 般（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６５）。所 有 的 价 值 都 是 由 以 及

为这个畜群所创造，为的是苟延这个聚集，即社会。尼采认为１９世纪

末发展出来的社会学即是这个畜群对于他自己的讴歌，完全没有批判

地反省这个畜群集体在文化上①的堕落。

我对于整个英法的社会学的异议，在于它经验里的社会

只有腐朽形式的社会，而且还 带 着 完 全 的 天 真，把 它 自 己 的

腐朽本能视为社会学价值判断的规范。走下坡的生命、颓靡

中的组织力量（指的是分离的力量、打开断层、排出高低的力

量）在今日的 社 会 学 里 反 而 被 有 模 有 样 地 讲 成 理 想。……

我们 的 社 会 主 义 者 是 颓 废 的，斯 宾 塞 先 生 也 是 一 个 颓 废

者———他把利 他 主 义 的 胜 利 当 成 好 事 儿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

１０１；原著的强调）。

尼采在“社会”、“平等”、“利 他”、“容 忍”里 头，都 嗅 到 了 一 种 同 质

化的气味，或是，畜群的本能（ｈｅｒｄ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对于尼采而言，好的组

① 就像超人这个概念的不 确 定 性 一 般，尼 采 也 没 有 正 面 地 给“文 化”下 过 定 义。

但尼采常以负面的方式说明它不是什么，例 如 它 不 是，或 相 对 于，国 家。尼 采 认 为 当 一

个人或群体把理智、认真、意志力、自我克服 等 能 耐 都 往“权 力、大 政 治、经 济 事 物、世 界

通商、国会机构、军 事 利 益”等 方 向 发 展 时，那 么 文 化 必 然 没 有 发 展 的 可 能（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１９９０：７２）。这个提法和德国保守浪漫主义传统的“文化”和“文明”二分的谈法有一些 表

面上的类似。但是，尼采并非一个怀旧论者或国粹论者；往往正好相反。他对于浪漫主

义的批判是经常可见的。把历史拉回到过去（例如１８世纪“如席勒”，或原始状态“如卢

梭”）是一颓废之举（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３）。卢 梭 的 对 立 面 是 歌 德。尼 采 大 为 扬 颂 歌 德

的古典主义立场，是因为 歌 德（在 尼 采 眼 中）独 力 反 叛１８世 纪，标 举 文 艺 复 兴 之 自 然

（ｇｏｉｎｇｕｐ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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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力量是把不同的、不平等的区分开，而非把不同的、不平等的集合起

来。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平等原则对于尼采来说是不正义的，是正义的

终结，因为尼采认为“平等者之间有平等、不平等者之间有不平等”才

是真正义（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２）。因此，法国大革命，以及其理论代表

者卢梭，象征了平等与大众（ｍａｓｓｅｓ）的前进。但 对 于 尼 采 而 言，他 们

恰是倒退，而 非 进 步（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１）。尼 采 否 认 现 代 性 有 任 何

道德上进步的内容；在平等与利他的意识形态下，现代人其实生活在

一个大病院中，每一个轮流扮伤残演护士，过度的思量、生命 力 斲 丧、

没法产生无关感（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如果社 会 性 意 味 着 每 个 人 无 法 发 展

他的生命力，而只能病态的相濡以沫，互为病人的话，那么现代性在什

么基础上说它比“强势时代”（例如文艺复兴）要来的道德进步？尼采

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畜群本能（ｈｅｒｄｉｎｓｔｉｎｃｔ）的 高 蹈 是 退 化 年 代 的 表 征，那 么 距

离力感（ｐａｔｈｏｓ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的突出则是任何强势时代的特征，表现在

结构性的不平等，距离的创造与维持（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１２１３）。唯有当

人有河海相 忘 的 文 化 空 间 发 展 成 长，自 由 才 有 可 能。自 由 是 不 确 定

性，是新经验的无厌探索，是争战对立、碧落黄泉的人生。现代自由主

义体制则是腐朽的表现，因为它的“自由”是制度化了的、被保证了的、

物化了的条框。尼采认为自由在还是斗争的标的时，和它已被争取到

而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时，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尼采说：

“自由主 义 制 度 获 得 之 日，则 是 它 不 再 自 由 之 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

１０２）。自由不能如具体对象般的被拥有，自由不是上到彼岸，它 不 能

保证、不可预测———自由是个斗争过程，追求它 的 人 必 须 要 为 它 付 出

代价。自由因此是拒绝收编，抗拒归类，不愿成为俱乐部的终 生 会 员

（或名之曰“社会”）的一分子，不愿“容忍”，时刻以自我负责为意志，并

和外物保持敌意的距离（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４：９２）。因此，自由即是距离力

感的同义词。自由主义者要求的价值：安全、平等、理 性，在 自 由 一 如

战士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后者追求的是危险、权 威、克 制、作 战、无

怜、惊怖之本能（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自由只有当人要（ｗａｎｔ）它，征服

（ｃｏｎｑｕｅｒ）它，它才到 来。自 由 主 义 者 夸 夸 其 谈 自 由 意 志（ｆｒｅｅｗｉｌｌ），



１２２　　 知识之锚

但吊诡地，他们缺乏的恰恰是要自由的意志（ｗｉｌｌｔｏｆｒｅｅｄｏｍ）。①

尼采因此痛斥种种形而上学的正当化、康德的伦 理 学、宗 教 的 救

赎、瓦格纳的音乐、自由主义，以及“科学”等等终极的保证和救赎。凡

此种种都是尼采所谓的“高级骗术”，源自人们没有勇气面对［现代］生

活的不确定性，萦想复返旧日确定性的怀抱，而这个欲望则是孱弱与

颓废的征候（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１７）。② 作为一种基督教的世俗化替代，

自由主义虽然号称保障个人自由，但个人已无法要她的、欲她的自由

了。自由主义保障了不想要自由的人的自由。尼采称这个矛 盾 为 现

代性的“体 质 学 的 自 我 矛 盾”（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按 照

“社会”（即畜群）的需要，人被压制本性、被“修枝”、“烫平”，以利“自由

发展”，结果是只有顺服这个修烫整熨的奴才才能“发展”……现代性

中的“自 由”，因 此 不 外 乎 真 实 的 个 性 的 退 化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０５

１０６）。

自由主义机构是物化了的机构，因为这个一亩方塘的源头活水早

已断绝，有的只是习惯和因循。这个源头活水即是人所有的那些反自

由主义的容忍、平等本能。随着这些本能在现代世界的逐渐 颓 唐，以

①

②

尼采的这个对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其实也是认真自省的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

批评。“早在１８２６年，二十岁的穆勒（Ｍｉｌｌ，Ｊ．Ｓ．）就问了一个一直困扰他心灵的深刻 问

题：‘假如你生命中所有的目 标 都 达 到 了———所 有 你 所 期 望 达 成 的 制 度 与 意 见 上 的 改

变能在此刻完成———这对妳来说会是一个大喜 悦 吗？’他 的 答 案 是 否 定 的，原 因 是 只 有

在争取自由的实际斗争中才能让 他 有 满 足 感”（赵 刚１９９７：６９）。这 个 把 自 由 主 义 视 为

对人的创造性潜力的肯定，视 为 对 现 存 世 界 进 行 无 休 争 斗 的 信 念 和 行 动 也 为 其 他“进

步自由主义者”（例如杜威、米德［Ｍｅａｄ，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所 坚 持。杜 威 就 认 定 自 由 主

义必须是一“密实、具攻击性的力量（ａｃｏｍｐａｃｔ，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４８）。米

德也认定自由主义不可停留 在 消 极 自 由 之 维 护，必 须 进 而 形 塑 争 取 带 有 积 极、实 质 内

容之自由（Ｍｅａｄ１９６４：１５０１７０）。因此，严格 地 说，尼 采 心 目 中 的 自 由 主 义 者 应 该 只 是

洛克、边沁等放任自由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

韦伯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一文里也采取这些立场。宣称自己是“跟随尼采”，

韦伯批评那些无法面对“现时代命运”的人们以“科学”（或学术）的理性主义或唯智主义

为救赎，事实上也是一种宗教的逃遁，对于这 些“在 大 学 或 编 辑 部 里 的 大 小 孩”，韦 伯 指

出“古老教会的手臂还在热情 地 为 他 们 大 张 大 开”（Ｗｅｂｅｒ１９６８：１４２３，１５５）。同 样 地，

杜威也在认识和伦理上批评那种追求终极确 定 性 的 求 知 和 人 格 模 式，指 其 仅 为 旁 观 者

理论和伦理，根本 无 法 面 对 现 代 复 杂 多 变 之 现 实，也 无 法 开 展 新 的 生 活 进 路（Ｄｅｗｅｙ
１９８８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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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随着这些物化了的机构开始代替人的思考，我们的历史进入终点，

而我们自由主义人也成为荒原上的最 后 一 人———空 洞 人、填 充 人，拥

抱在一起时，脑袋里塞满了稻草。历史，对于尼采而言，从不是产生于

理性或制度。这个皈依制度、逃避自由、压制情感、诉诸理性的傻乐机

器人：“为今日而活，活的非常轻快———活的非 常 不 负 责 任：但 正 就 是

它，人们叫做‘自由’”（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０４）。现代人活得太轻了，而不

是太沉重。轻，是因为现代性压制本能，而将生活之世界交给国家、市

场、世俗宗教（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科学”）、学校和种种其他社会机

构。由理性太阳所照耀的现代性永昼（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ｄａｙｌｉｇｈｔ），为现代人

制度化地、常规化地准备好顺流而下的社会轻舟，上面搭载的不是有

个体性的个人，而是浑然成群的家畜！

三　从自由主义个人主体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体？

在很重要的一点上，马克思和尼采并不如想像中 距 离 的 那 么 远，

这一点即是对布尔乔亚个人主体概念的否定。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而言，自由主义体制里承载权利义务的个人主体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必要预设，否则劳动力的流动与价值的交换都将不可能。所谓自由意

志不 过 是 确 立 这 么 一 个 虚 构 主 体，以 便 每 个 出 售 劳 动 力 者 能 自 负 其

“个人”行为成败之责（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７３：１４３；Ｓａｉｅｄｉ１９９３：１２１３）。这个批

判和尼采 对 于 自 由 主 义 体 制 下 的 “个 人 主 体”、“自 由 意 志”的 批 判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５８６０）非常类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劳动（ｌａ

ｂｏｒ）是一个结合存有和变化的活动，生产和嬉戏在此 并 未 分 离；人 之

所以为人，定义于劳动，每一个个人和他人的区别也在于每一件劳动

都是不可化约地特殊的、具体的作为。而作为劳动者的人，并 不 需 要

一个主体的概念或迷思为劳动找到寄寓，把劳动视为“劳动个人”的属

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劳动的特殊具体性被淘空，成 为 抽 象

普同性活动，进而皆可以被量化为“异化的”（或客观化的）劳动力。在

这个异化过程中，个人主体浮出来成为身体的账房，和劳动力的账簿，

成为剥削关系的客观依据，与主动接受剥削的动机制造者。布尔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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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是一个剥削的也是同质化的生产关系，在异化的分工下，人

的生命内 容 惨 遭 剥 夺，剩 下 的 只 是 抽 象 的 个 人 屈 从 于 特 定 阶 级 条

件———个体性在此被磨灭殆尽（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７０：９２）。马 克 思

与恩格斯认为要将真实的个体性从生产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则必

须通过个别工人的结合成为一不具特殊阶级利 益 的 阶 级———即 无 产

阶级，进行革命，推翻布尔乔亚生产模式，而后个体性（相对于资本主

义分工下的平均人）方得解放。在这里，集体性并非只是革命的工具

性手段，它更是各个人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社群不 成。只 有

在社群关系中每一个人才能全方位地开发耕耘她的才具；因此，只有

在社群，个人自由才可能……在一个真正的社群［不像国家］，个人在

（ｉｎ）结社、借（ｔｈｒｏｕｇｈ）结社获得他们的自由”（Ｉｂｉｄ．，ｐ．８３）。

那么从集体心理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 集 结 是 否，以 及

在哪些方面，是维系在尼采所说的妒恨心理上呢？换句话说，这 个 集

体力量是否来自于众多“受苦者”的建构并把自己交付给一拟军事化

整体呢？马克思本人显然鲜明地反对这样的社会主义，并称之为“粗

糙共产主义”（ｃｒｕｄ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在粗糙共产主义里，劳动和资本的

对立被降低成无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ｅｓｓｎｅｓｓ）和有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之间的对立，

而无产者的运动不过是要把特定的私有财产转变成普世的私有财产，

以便立即地占有财货。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共产主义“否定了人格的每

一领域，仅仅是私有财产的逻辑表达而已”（Ｍａｒｘ１９６３：１５３）。“把自

身建立成一种力量的普世性羡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ｎｖｙ）只是贪欲的一种伪

装形式……而粗糙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这种羡妒的巅峰表现，把所有人

通通降低到 一 预 定 的 最 低 标 上 头”（Ｍａｒｘ１９６３：１５３）。因 此，社 会 主

义，对马克思而言，是不折不扣地要超越妒恨，要超越畜群。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马克思对于“谁来教育教育者”的质疑，以及对

于“革命性实 践”即 是“改 变 环 境 和 改 变 人 的 活 动 同 时 并 存”（Ｔｕｃｋｅｒ

１９７８：１４４；引者的强调）的提纲。

马克思主义能超越妒恨和畜群状态，对马克思而 言，还 有 另 一 个

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即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相对于意识形态）成分。科

学首先要求于它的实践者的即是对于表面之下的细致现象的观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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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察的能力也必须靠对成见、教条、既有的说法和解释，抱着一股

健康的敌意和冷静，超越不由自主的爱恨，超越惯行。马克思 晚 年 对

于他当代的年轻马克思主义的徒众的不屑，说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

者的话，那么他自己并非一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并非出于傲慢酸苛，而

是强烈地表现出马克思本人对于非教条的、具体的、历史的、经 验 的、

社会研究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创立者恩格斯也对这些年轻的

马克思主义的“跟随者”的硬套公式的教条化“研究”（其实只是立场的

表述）嗤之以鼻，指其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垃圾”（ｍｏｓｔａｍａｚｉｎｇｒｕｂ

ｂｉｓｈ）（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５９：４００）。① 其实，真正的自我教育者无论

在探索（ｉｎｑｕｉｒｙ）的科学精神上或是在感受的美感经验上都表现了同

样的高蹈的独立人格和丰沛的意欲能力———追求“美”和追求“真理”

的脚并不见得是踏在不同的路途上。美的感受力（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和知的感受力（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它的断

裂分割实是（后）现代的一大病态。

但是，马克思思想中所强调的关于具体的历史和经验研究的重要

性和革命者需要激进地自我教育的这些批判面向，却经常不安地被另

一更有力的叙事所遮盖———分析的钟摆总是在“最后的分析”中 摆 向

底层决定论和并 生 的 革 命 的 集 体 单 一 主 体：“大 规 模 的 人 的 改 变（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改变只能够在一个实践运动中，

即革命”（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７０：９４９５，引者的强调）。这样的提法在

后来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常常被化约为“革命后自会出

现新的人格”。对于这种决定论的谈法，尼采视为“不可理喻的乐观”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３６８）。而由于一方面把“革命实践”完全等同于改变

环境，另一方面教育者的角色也被垄断，人的自我教育的问题被压制

了，个别的人的面貌被涂掉了。

①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的 危 机”的 反 省 最 明 确 地 表 现 在 他１８９０年

写给ＪｏｓｅｐｈＢｌｏｃｈ的信上。他指出马克思并没 有 把 经 济 因 素 视 为“唯 一 的 决 定 因 素”，

反而是把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众多因素 视 为 不 可 化 约 的 复 杂 互 动 因 素。恩 格 斯 并

说：“对于年轻人常把经济方面作超过它应有 的 强 调 这 一 事 实，马 克 思 和 我 要 负 部 分 责

任”（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５９：３９８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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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尼采而言，这样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以及自由主义现代性事实

上是共有同一个道德心理系谱的。当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尼

采交互使用二者①），控 诉 社 会 的 不 公 义，宣 扬 他 们 的 权 利，要 求 平 等

时，尼采认为这是弱者把他们不幸的处境轻便地而且错误地归因于他

人，以为总是 有 人 要 为 他 们 负 责。但 是，这 样 便 宜 的“创 造 原 因 的 动

力”往往错置因果。错置因果的结果不只是迁怒他人，更重要的是位

处弱势的人无法面对他自己困境的所从来，他回避了认真地面对：“为

什么他在 受 苦———他 的 生 命 在 哪 些 方 面 贫 困 ……”这 一 问 题（Ｎｉｅ

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９６）。因为找到了简单的仇家作为他们困顿的“原因”，于

是生活的重心指向了酸腐、抱怨与控诉。然则，这不但没有使 他 们 更

强，反而更弱。抱怨因此不但来自脆弱，也加速脆弱，但弱者经常并不

自知，反而着迷于他们自诩的“正义之怒”，以及因此而来的某种权力

的晕眩感。且正是由于这个晕眩感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继续忍受难

堪的处境———‘受 苦 者 为 他 自 己 的 苦 难 开 立 了“复 仇 的 蜜 糖”作 为 药

方’（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９７）。这，是 一 种 自 欺 的 复 仇。社 会 主 义 者 和 基

督徒，对尼采而言，并无根本的差别，两者都是妒恨政治的表现，都在

寻仇觅恨，差别的只是他们俩抱怨的对象不一样：前者找上他人，后者

找上自己（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９６）。基 督 徒 和 社 会 主 义 者 不 管 他 们 在 谴

责“此世”，或是“社会”，都一样地表现了颓废者的本能，否定此地与此

时 （ＨｅｒｅａｎｄＮｏｗ），希望借“最后审判”或“革命”逃逸到“彼岸”（Ｂｅ

ｙｏｎ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９６）。

假如，“革命”不可期待；假如，劳工运动不是完全把自己界定在物

质利益或制度性权利的争取，那么劳工运动势必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对

话上：劳工如何更强更有力？我认为尼采可以被拉进来讨论劳工议题

的进入点即在这儿。今天在台湾，关于劳工的议题日渐被体 制 化，另

外，受到国族运动的冲击，劳工运动也面临了一个政治上重新评估的

危机，尼采的思想或许应被激进工运团体与个人拿来当作对话对象。

要颠覆国族信仰和分配逻辑的桎梏，劳工运动应该探讨多种新的个人

①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 是 形 成 于 他 对 于 当 代 德 国 社 会 民 主

党人的认识，而非形成于和马克思的直接对话（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８７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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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多种新的美学观，毕竟工人要“反对”这个体制的动力应来自每

一个工人自己觉得这个体制是丑陋的，自己在这个丑陋的体制下的生

活也是丑陋的。工人不必然要成为“无产阶级群 众”———个 人 的 自 主

发展应和社会主义不矛盾，也不应只是社会主义成立之后的事情，而

应同时发展。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的想像假如不是一个物

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世界，而是一个满布着愉悦、创造、美丽、惊奇的

现实，充塞多元、流动的意义，那么社会主义者不该苛求尼采没和他们

共同讨论如何推翻资本主义，而应该从尼采那儿获得更多的关于以上

种种价值在此地此时实现的障碍和契机的了解。①

四　激进自我教育ｖｓ现代大众教育

“此地此时”肯定激进的在地行动。行动的激进性格在于 个 别 行

动者超 越 工 具 理 性、功 利 主 义、国 家 中 心 论、“现 实”、“道 德”、“传

统”……所设下的想像、论述与实践的 界 桩，进 而 结 合 一 实 验 性 的、探

索性的、缺乏终极保证的激进自我教育的向度。这种激进的自我教育

认定，“解放”最终而言必须，也只能，展现在各个人新的生活经验的浮

动地平线上。激进自我教育直接批判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众教育对身

体、欲望的压制，对美感和创造的贬低，对生活整体的断碎，进而要求

破除身体和知识、艺术和科学、情感和理性、行和知的对立，从而不断

地发展质地上新的生活经验。对激进自我教育者而言，现代大众教育

所要求于受教者的无外乎因循墨守。

这个以对功能论、普同论、理性论和传统论的挞伐 为 基 调 的 美 学

转向，虽然不免立即地受到特别是来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阵营的攻

击（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２８２９；４３４４），但也为整个２０世纪初美学现代主

义运动（其中不幸地也包括原型法西斯运动）提供丰沛的迷思与动能

① 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中，也不乏强调新的美学、看的方式的革命对于马克

思主义解放计划的重要性。在一篇讨论 超 现 实 主 义 大 师 玛 格 利 特（Ｍａｇｒｉｔｔｅ，Ｒｅｎｅ）画

作的激进意涵的文章中，伍尔夫 即 指 出：“社 会 主 义 一 方 面 代 表 对 于 惊 异、美 丽 和 意 义

与现实的多元塑性的 解 放 潜 力 的 开 放 性 格，另 一 方 面 代 表 将 资 本 主 义 推 翻 的 决 心”。
（Ｗｏｌｆｆ１９９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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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２１３）。尼 采 对 现 代 性 的 激 进 美 学 批 判 由 于 历 史 上

被法西斯政权的援用，常被被化约为和非理性主义、动能主义（ｖｉｔａｌ

ｉｓｍ）、政治 壮 美 化 或 反 反 思 主 义（ａｎｔｉ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ｓｍ）等 同（例 如 Ｇｏｒａｎ

１９９６）。但是，如果暂时撇开这些对尼采的概括性定位，我们是否可以

思考尼采的思想对于激进社会改革可能提供什么对话？任何自诩激

进社会改革的计划，假如先决性地、概括性地划定论述的界线，判定某

些论述是无关的话，那么这个激进计划已经自我取消其激进性格了。

在下面的这些问题仍是开放的前提之下，我认为尼采的确能提供有力

的对话：什么叫做“反对”运动？所谓的“社会变迁”究竟何所指？每一

个人要改变世界时，是否也要自我教育？现代教育到底成就 了 什 么？

先从最后一个问题谈起。

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核心之一是对教育的批判。第 二 次 产 业 革

命发展了以资本与民族国家为驱动力与目标的大众或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教育。对于尼采，这是颓废的现象，因为文化和（民族）国家是敌对的；

国家得势，文化下沉。所谓“文化国”只是一个现代想法，“文化的伟大

必然是一个非 政 治，甚 至 是 反 政 治 的 意 义”（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２７３）。

“权力使人蠢”（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０），尼采如是说。“民族英雄”俾斯麦

对于尼采而言，是个蠢化的颓废者；第二帝国的“大政治”（ｇｒａｎｄ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是个笑话。现代教育把国家当成目的，失去了她原本的目的———

文化，也失去 了 它 原 本 的 手 段———教 育 者，有 的 只 是 高 级 保 姆（Ｎｉｅ

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３）。尼采认为当代教育 只 不 过 是 用 最 少 的 时 间 急 迫 地

制造出一大堆能完全为国家所用的年轻人，而这种“不雅的急迫现今

到处流窜”……（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４）教育不但不能帮助各个人各成其

长，反而以规矩制成一个个的方圆，或谓之“标准公民”。高等教育，尼

采说，“不 外 乎 是 站 在 平 庸 之 辈 的 立 场 反 对 超 拔 品 味 而 设 的 手 段”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４９２）。教 育（以 及 它 背 后 的 传 统、社 区、习 俗、国 家）

制度性地表达了畜群对不类的个体行动和个体思考的妒恨（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１９８２ａ：１０１２）。

现代教育据说是科学教育。但科学不是把现代人 从 玄 学 和 神 学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人能更清明的面对这个世界，敢于“接受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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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得到的证据，进而学习如何磨尖且利用它们，并思索它们直到结

论贯通”（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４６）吗？科学和科学教育的价值不就在于它

和我们的经验结合，助于我们发展人生、充实精神吗？尼采一 点 也 不

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科学形成一个新的宗教、新的霸权，不但无力

充实人生、培力 个 人，反 而 以 形 式 主 义 和 专 业 主 义 将 人 生 贫 瘠 空 荡。

尼采说：

科学所强加诸每一个人的严苛奴隶条件，是为什么当今

的教育以及教育者 不再能发 展 出 更 充 实、饱 满、深 刻 的 性 灵

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文化 受 伤 最 严 重 的 即 在 于 过 度 浮

滥的装模作样的学徒和破碎 的 人 性；我 们 的 大 学，与 其 所 愿

相反，是让精神官能退化（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ｎｓｔｉｎｔａｔｒｏｐｈｙ）的禁闭室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２）。

因此，现代的制度化（科学）教育不但无法使人成长，反而扁平化、同

质化每一个人，使他能够顺利地作为规格相同的零件随时填空补缺。每

一个人被教育成如何适应这个现代的“机械存在形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ｆｏｒｍ

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职责（ｄｕｔｙ）因此成为最高指令，而任何愉悦的可能悉遭剔

除（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４７４）。那么在这个职责和愉悦对立、理性和情感对

立、知识和身体对立、科学和艺术对立的现代教育里，人们到底该如何克

服这般的荒凉，灌溉如此的贫瘠呢？尼采的答案是：每一个人应该学习

如何自我教育，学习如何观看（ｓｅｅ）、如何思考、如何说跟写，而其中尤以

第一项最为根本。学习如何观看是什么意思呢？

习惯于让眼睛放轻松，有耐心，让事物能在你跟前发展；学

习如何延迟判断，从各方面调查、理解一件事情。性灵培养的

第一步即是：不要立即对一刺激做出反应，要好好地掌握住克

制和斟酌情势的本能。我所理解的学习观看几乎就是平常话

所说的“强意志力”：它的精义恰恰好就是不跟着“意志”跑，延

迟决定的能力。所有没有灵性的、丑陋的事情都是由于无能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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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刺激———他一定得反应，得服从每一个冲动。［……］已经

学会了如何观看的人在现实上应用的情形则是：他将变得沉

稳、不轻易信任，桀骜难驯一如一个学习者。借着这般具敌意

的冷静（ｈｏｓｔｉｌｅｃａｌｍ）态度，你可以允许所有陌生的、新奇的事

物趋近你，而不至于马上就一把抓住对象。打开所有门户，屈

顾于所有细致事实，总是对他人他事怀抱好奇、跃跃欲试，简而

言之，我们歌颂的现代概念“客观性”，是一个糟糕的品味，是顶

尖不高贵。（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５）

这个尼采所谓的“延迟决定的能力”、“具敌意的冷静”其实也是米

德所强调的延迟反应（ｄｅｌａｙ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的 能 力。现 代 大 众 教 育 失 败

之处就在于使学习者成为对刺激进行制式反应的机器，人失去了人之

所以为人的反思能力。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习惯场域，只有常

规、板平、无趣、熟悉、太熟悉。或许，现代教育的主要目的即是规训人

们，让人们习惯于无聊，安于无聊，甚至享受无聊。生 活 变 成 必 然、责

任和“你当”，因而和欢娱成长脱了关系。人除了制式的需要外，不再

有说“我 要”的 念 头 和 胆 量，他 不 想 要 学 习 观 看、学 习 思 考、学 习 说 和

写①，因为他已有的“看”、“思考”、“说和写”方式已足够让他安逸地自

处于现代社会（即畜群）了。他不想要和他人产生区别，他不想要成为

他自己，他宁愿把头钻到社会常规中（报纸、电视、购物中心），相互成

为护士和病人，相濡以沫。教育（以及医疗、婚姻、农业、战争等）的 起

源都在于让人随俗俯仰，沈没于传统和流俗的道德之中，“不让你想到

你是一个个体”（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８２ａ：１１）。对尼采而言，假如有好的教育

可言的话，那 么 关 键 即 在 于 它 是 否 能 启 发 让 人 想 要 的 意 欲 力 （ｗｉｌｌ

ｐｏｗｅ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４８４）。意欲力的开发即是从流俗的道德和认

识中跳出，每一个人都想要开发他自己的认知、欲望、感觉、价值模式，

因而每一个人都活出各自殊异的存在模态———个体性 就 是 这 个 身 体

实践过程，而非它的结果，更非受外在保障的死物。尼采探索 的 是 一

① “我难道还要再说 一 次 吗？———人 得 学 会 如 何 用 笔 跳 舞。”对 于 尼 采 而 言，思

考、写作、言说都应该是整个人身的解放（放松）的表现（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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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扑，因为你的独特性惊扰了畜群的沉睡，让他们惊恐。而为 了 回 归

常态，创新性的行为和思想经常被冠以邪恶或危险的卷标。然则这不

仅是外在的惩罚，特立独行的人本身也深以此自苦，时而觉得他们自

己是危险与邪恶———“因为这个原因，直到今日，最好的［即最真实的］

人的头顶上总还是那么没必要地乌云密布”（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８２ａ：１２）。

这是努力自我教育的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五　劳工运动和激进教育的关系

劳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假如劳工运动不自我设 限 在 哥 达 纲 领

式的分配正义，而把自身也当作“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参与者的话，

那么劳工运动是否也不当怯于和尼采对话？是否也应该进行“对一切

价值重新评估”？重新评估自由主义、经济性工会主义，甚至庸俗马克

思主义的计划呢？如果答案是“不”的话，那我要问的是：在什么意义

下，我们称呼工运所从事的为“反对运动”呢？

我们无法站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世界观之下反资本主义现代性。

如果劳工运动要的只是分配正义的话，那么它作为现代秩序的挑战者

的身份只不过是“忠实的反对者”，往往只能正当化既有体制，以及履

行竞戏规则。劳工运动者要问的是：什么是社会变迁？劳工运动者假

如不以讨债为唯一目标，那么劳工运动的成败，则不可以参加人数之

多寡计。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的唯一保证或许只是能够争取到更多

“福利”，但并不必然保证参与者的激进改变，以及因此而来的真正社

会变迁。劳工运动的价值，除了“夺利”以外（即“生活水平的斗争”），

是否也包括新的价值和视野的提出和实现（即“生活方式的斗争”）？①

但是劳工运 动 者 和 工 会 教 育 者 是 帮 助 了“生 活 方 式 的 斗 争”呢？

还是阻碍了它呢？或许形格势禁，劳工运动者经常回避了这个问题的

讨论。流行的态度之一是“现实主义”，忙着当下的经济与政治斗争都

来不及了，遑论他顾；之二是“危机迷思”，资本主义体制危机的总爆发

① 汤普森把劳工运动的斗争区分为两大 范 畴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ｌｉｆｅ”和“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６：２１１），并认为后者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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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了，只有大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当然有所谓“做好准备等待

危机”，但所谓的准备常常只是理论上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研究）；

之三 则 是 根 本 从 工 运 撤 退 到 国 族 或 民 粹 认 同 政 治，即 所 谓 建 国 优 先

论。这三个立场的差异固不可以道里计，但共同点则在于都没有或不

能就此地此时各个人应当如何改变提出主张。等待危机和等待千年

致福有何不同？分别理论和实践不正也是布尔乔亚世界观吗？“现实

主义”不更是帮资本主义驯服劳工，使他们的意欲力完全被锁定在“需

索无厌”上吗？如果有人说劳工运动本来就该被界定在这个领域上，

并把“变迁”的力量交给其他社会范畴（例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那

么作如是观的人已经先歧视工人了，而和他（她）们的政治修辞产生重

要内在矛盾。“劳工不忙着想这些有的没的东西，他们最重要的事是

先把生存的事搞定”，很多人会这么说。但是，生存的事从来不只是经

济的事，而经济的事向来也不只是经济的事而已。

但是劳工要什么呢？谁，除了他 自 己，能 帮 他 想 呢？当 工 运 知 识

分子根据他自己的“理论”或“欲望”，对劳工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他

们应该要什么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同时残酷地压制了劳工原先或许能

自我成长的机会，亦即他意欲的能力。那么劳工教育不是反而是在帮

资本主义体制做规训工人、驯服工人、修剪工人枝芽的工作 吗？资 本

家不给钱，劳工和他要钱……在这个听似喧嚣但却极度单音化的争夺

中，被稳固的是这个单一向度的世界观。劳工并没有否定资 本，他 似

乎只是资本弈局中资本家的对手，而谁占上风并无改于这个弈局的性

质。尼采不是一个“社会”解放者，他也不可能期待每一个人都是查拉

图斯特拉，但他对于１９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和教育的批评在

今天仍需要面对。尼采质问（知识分子的？）工运者：

你做了什么事？———每一件你做的事都像是把蓓蕾，或

甚至是孕育蓓蕾的生机，掐掉———毫不负责任、无经思考地，

你已把工人的本能完全摧毁了，而他可是唯有靠这些本能才

可能成为一个阶级，才可能为了他自己 （ｆｏｒｈｉｍｓｅｌｆ）。工人

被你整治的倒是适合服兵役、会成立工会、会投票：难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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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觉得他的存在是一个沮丧（用道德的字汇 来 说 是“不 正

义”）。但到底 你 要 什 么？———再 问 一 遍。假 如 你 意 欲 一 个

结果，那你就同样要意欲一达 成 目 的 的 手 段：假 如 你 要 他 成

为奴隶，又 反 倒 想 教 育 他 们 当 家 作 主，那 就 是 傻 子 了（Ｎｉｅ

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０５）。

尼采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的洞见在于他指出劳工（或任何人）要成

为“反对运动”———即改变这个世界的运动（管它多难定义），必须要首先

斩断流俗世界观（“发展”、“权利”……）的葛藤缠绕。从尼采的观点看，

传统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都是紧紧绑住现代劳工的意识形态紧箍咒。

尽管专制主义是放任自由主义的正式反对者，但是它对于放任自由主义

的世界观缺乏激进的差异，反而共同以某些母数为理论地基。例如二者

都立基于主体哲学（个体单一主体ｖｓ集体单一主体）；对于历史持单线

进化观点，且常持历史有目的或终局之论；习于有终极原因之说；二元论

的世界观；以妒恨为核心心理机制及道德语言；各自的物质权力基础皆

现实地预设官僚化、理性化；反对或恐惧经验的或诠释的不确定性；否定

身体、欲望、本能；缺乏转化（ｔｒａｎｓ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之激进计划———无法产生新

价值，无法 丢 出 新 目 标，无 法 鼓 励 新 人 格，价 值 则 经 常 属 于 破 否 反 消

（ｄｙｓ，ｄ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ｎｔｉ，ｎｅｇａｔｉｏｎ……）的范畴。

因此，劳工运动若仅以教条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 形 态 武 器 的 话，

不免 会 在 后 设 层 次 上 被 整 编 到 资 本 主 义 现 代 性 里 头，无 法 对 资 本 主

义／放任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提出具实质差异的另类挑战，只能 用 传 统

自由主义的词汇（例如权利）进行有限的（虽然不无价值的）内在批判。

在这个困局的基础上，我认为尼采对“劳动问题”的批判是有现实关联

性的。尼采和工运的关联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提供了重新看问题的方

式，将很多习惯和价值再度拉到反思的光束下。从以上的讨 论，我 们

看到这些问 题 至 少 包 括：谁 是 工 人 的“敌 人”？仅 仅 是 资 本 家 和 国 家

吗？工人应如何看待“敌人”？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应该被道德化地论

述———劳动是“善”，资本是“恶”吗？这样的心理结构对于工运是有利

的还是阻碍的？工运到底追求什么？身体、美和工运 的 关 联 在 哪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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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是否应发展工人的个人成长？工运教育者的角色为何？

毕竟劳工运动今天到底在反对什么？要什么？……这些，需要被讨

论。这也是为什么汤普森（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Ｐ．）认为劳工运动可不能继续

停留在一个防卫性的姿态上，它必须要出击，提出属于它的“我要”。

六　跳出妒恨，进入培力

呈现在很多行动者、理论者，以及广大群众的台湾 社 运 心 理 结 构

即是妒恨：想像自己是受害者，他人为加害者，因而自己是道德的，他

者是邪恶的。这当然不是说这世上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加害 者，一 切

都是“想像”出来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心理结构是反应了力量丰沛

还是力量缺如呢？是进行培力（ｅｍｐｏｗｅｒ）呢？还是将你缴械（ｄｉｓｅｍ

ｐｏｗｅｒ）呢？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我们更要思考这个问题。

在妒恨的心里结构下，运动变得不得不悲情，各种愉悦、创造性活动

都遭到运动参与者自己的道德警察（而不见得是来自“压迫者”的）查禁。

道德因此等于悲情，把愉悦和创造性的想像与实践视为搅局、琐碎、没有

现实感。这个心理结构的原形在台湾民族主义运动里被打造出来，并且

不同程度地展现在工运、女运、学运、环保运动中。在这个道德／悲情／认

同的纠结下，所谓建立主体的活动，其实一直吊诡的是客体化的活动，因

为想像自己的凭借完全来自“邪恶的他者”———“我”这个“主体”的内容

是“被害的客体”。① 沉溺于这种想像，造成了社会运动文化资源日形枯

① 最能在美学上再现从１９８９年左右开始快速发展的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群众心

理结构的对象，或许就是在这期间遍立于全岛的二二八纪念碑了，而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

当然首推台北市的那一碑了。这个碑的决选过程饶富趣味。由大部分是学者专家 组 成

的建碑评审小组在初选的２８２件作品中经过反复筛选后决定出来第一名（王为 河）和 第

二名（王俊雄与郑自财），却被建碑委员会政治翻案，使第二名跃上第一名，理由是受难者

家属认为纪念碑要“庄重”，要能让“哀痛的心灵去拥抱”（何华钦１９９６：１５４１５７）。雕塑家

杨英风对王为河的作品与王／郑的作品的描述或可作为参考：“［王为河］的作品充分表达

朴质、单纯、大方、宏观、明朗的意境；郑自财等人的作品虽可 安 慰 受 难 者 的 心 灵，但 作 品

造型复杂，是目前混乱环境的再现，缺乏光明的未来，徒让现存的人再回 想 悲 剧 的 历 史，

其后果唯有悲伤与哀痛的一再提醒与纪念，对未来光明的前瞻性可说没有”（引自何华钦

１９９６：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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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认同政治，到９０年代中期已完全成为笑剧。当初的 学 运 闯

将已成为今日政治上的当权派，或在衙门或在议会。妒恨和悲情的心

理结构“合宜地”（ｔｉｍｅｌｙ）消失了，剩下沐猴而冠的“傻乐”。傻乐（ｍｅｒ

ｒｙ，ｃｈｅｅｒｆｕｌ）不是愉悦（ｈａｐｐｙ），后者伴随着成长和学习，前者则是仿

真和刺激反应。① 傻乐不是妒恨悲情的超越，而是并发症，相互作为对

方的再生产 手 段。羊 恨 狼 是 妒 恨，而 傻 乐 则 是 羊 欲 想 自 己 是 狼。因

此，妒恨是一种荒芜晦暗的认同政治，妒恨者恨宰制者，是因为他或许

也想有朝一日当上宰制者———“彼可取而代之！”因此主体性的可能资

源只有来自它所恨的标的（例如资本家、殖民者，甚或男人），而没有其

他认同可供交叉灌溉。② 这个否定性的、空洞的、镜像的主体性是一个

脆弱的“主体”（或从不曾成为一主体，只是一个仿真），因而它无法不

接受它所抗拒的世界（经常也是它所能看到的唯一世界）的世界观与

价值以及所提供的阶梯。

回到台湾的工运问题上，我想指出，当绝大部分的 工 运 团 体 深 深

地陷入国族认同的泥淖中，把工运问题像火腿般倒挂在国族论述框架

下，成其装饰附庸，这样的工运的最严重后果其实还不是在狭义的政

治领域，而是在更深一层的社会人格的、心理分析的领域。国 族 化 的

工运所能够引导出的是只以妒恨为核心心理机制的编队化的工人集

体。这个心理机制有时导向“中国”，有时“外劳”，有时“不义政权”，有

时“资本家”，但不论如何，这四种（或更多种）对象都被妖魔化，成为某

种非社会、非历史的“原初力量”（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的人身转世。纳粹

民众其实也是在这样的妒恨心理机制下制造出 他 们 的 敌 人———犹 太

人、金融资本家、社会主义者……这样的敌对性不需要任何“冷静的敌

意”，不需要任何社会研究和分析，不需要运动参与者的个体性浮出水

①

②

易卜生（Ｉｂｓｅｎ，Ｈｅｎｒｉｋ）的名剧ＴｈｅＤｏｌｌ＇ｓＨｏｕｓｅ区 分 ｍｅｒｒｙ和ｈａｐｐｙ这 两 种

心灵状态，剧中，女主角 Ｎｏｒａ最后觉悟到她 从 来 不 曾 愉 悦（ｈａｐｐｙ）过，有 的 只 是 根 据 他

者的期望，扮演着幸福满溢的傻乐（ｍｅｒｒｙ）的 玩 偶 角 色。愉 悦，对 易 卜 生 而 言，是 一 种

学来的能力，产生于一个能自 由 发 展 自 我 的 主 体，而 傻 乐 则 是 按 照 社 会 规 约 和 规 划 所

装作出来的貌似愉悦，快乐的机器人是也，迪斯尼的游客是也。

陈光兴关于“批 判 性 混 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的 提 法，也 是 在 对 这 一 问 题 发

言，批判殖民主义和国族主义的单音化“主体”想像。请参考陈光兴（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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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或许敏感到工运内在中的某种“反闪族化”倾向，萨特（Ｓａｒｔｒｅ，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早在１９４８年就指出工运里头的“资本家”和纳粹运动里头

的“犹太人”应有根本上的差异：

没错，普罗阶级在海报和报纸上对于“布尔乔亚”的讽刺

作品和反闪 族 运 动 里 对 待 的“犹 太 人”方 式 完 全 一 个 样 子。

但是这个貌似不应把我们骗了。对于工人而言，构成布尔乔

亚的是布尔乔亚的 位 置，即 是，一 组 外 在 因 素 的 组 合……是

多种行为模式的组合（ａｎ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ｄｅｓｏｆ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对于反闪族主义者而言，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只

是由于某种“犹太质地”（Ｊｅｗｉｓｈｎｅｓｓ）……（引自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６：

２１５；引者的强调）

跳出妒恨的认同政治，进入到解放的培力政治，对于工运来说，其

实无外乎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能脱离悲情和正义的亢奋，进而学会

用自己的眼睛，带着深具“敌意的冷静”（ｈｏｓｔｉｌｅｃａｌｍ），看到多种宰制

剥削规训的细网和这些细网之间的罅隙断裂（即“多种行为模式的组

合），也看到多种不同于官方教条、资方教条，甚至劳方教条的“不方便

的事实”（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ｆａｃｔｓ）（Ｗｅｂｅｒ１９５８：１４７），并在此时此地行动。

对于这样一种力量的培养，尼采思想（当然是某一种的）和马克思思想

（也当然是某一种的）同样有用。

结语　尼采的害处和用处

传统的左派可以很轻松地取消尼采，判决他代表资产阶级非理性

主义的高峰。早在１８９０年代，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于尼 采 的 定 位 即 已

出现：“是反映布尔乔亚和资本主义利益的最侵略性形式的非理性主

义的后黑格尔哲学的病征与发言人，完全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

阶级的大敌”（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６４１６５）。之后，卢卡奇更激烈的宣判

尼采是原形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是纳粹之父，为反动派布尔乔亚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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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发言人，是理性的摧毁者（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４）。晚 近 的 哈

贝马斯，也将尼采视为一布尔乔亚“黑色作者”，把现代性等同于工具

理性，完全否定现代性的其他进步价值，因而完全放弃任何内在批判

的计划，从而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个别化的美学活动，从普遍性对话中

逃逸出来。哈贝马斯认定尼采思想的影响，直接拉到２０世纪 末 的 后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形成一种“新保守主义”（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８５：１０６，

１９８９：ｘｘｉｉｉ；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９１１９２）。

但是，恰如所谓的“尼采─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太过于轻巧与

太过笼统（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无视于现代性中的进步／解放潜力（例如价

值领域的多元、反思性的增加、对个人专断统治的限制），同样地，现代理

论对于尼采也同样在进行一种“笼统批判”，无法正视尼采思想中的进步

性（例如他对于个人解放、异质性、多元性的肯定，与对传统、权威、国家

主义、民族主义……的批判）事实上不但和一激进的启蒙计划没有矛盾，

反而是把很多核心启蒙理想激进化，抵抗启蒙的邦拿巴化、俾斯麦化、希

特勒化、斯大林化……本文的讨论或许可作为一个脚注。

虽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尼采的思想特别容易被极右派“拿来”当

作他们的意识形态正当化手段这一历史事实。在２０世纪初的欧洲就有

布鲁克（Ｂｒｕｃｋ，Ａ．Ｍ．）、索瑞尔（Ｓｏｒｅｌ，Ｇｅｏｒｇｅｓ）①、松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Ｗｅｒ

ｎｅｒ）、斯宾格勒（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Ｏｓｗａｌｄ）、荣格（Ｊｕｅｎｇｅｒ，Ｅｒｎｅｓｔ）等极右派受尼

采深刻影响（Ｈｅｒｆ１９８４：２９；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６６１６８，１９２２００；Ａｎｔｏｎｉｏ

１９９５：２９３２）。这些极右思想家“从尼采的库房中搬出适合他们目的的

那些意象、范畴、暗喻”（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９２），包括敌对性（ｅｎｅｍｉｔｙ）、冲

突、战争、男性特质、英雄主义、贵族、行动、反理性、迷思、生命哲学、精神

性、反平等、异教、本能……他们把这些在尼采手里都是高度暧昧和两可

的意象、范畴、暗喻转化成清楚的政治纲领，用来建立国族、发动战争、屠

① 索瑞尔虽然出自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却在他越来越增强的反 智 主 义 下，反 对

理论、知识分子和政党，强调立即行动主义，宣扬总罢工的迷思、暴力的正 当 性 和 革 命 贵

族。社会主义因 而 完 全 脱 离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范 畴，而 成 为 了 启 发 迷 思 的“社 会 诗”
（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７７：９０９６）。尼采的精英主义和行动主义对于布尔乔亚文化社会的批判是 索

瑞尔的重要思想来源（Ｈｅｒｆ１９８４：７３；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６７１６８）。“极左”和“极右”在索瑞

尔的思想上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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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犹太人、制定“优生”政策、迫害宗教、正当化国族内部支配、压迫个人

自由、将社会编队（ｒｅｇ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把尼采瓦格纳化之后，

尼采原先追求个人无限成长、实现的理想则被转化为追求集体的“血与

土”救赎，查拉图司特拉被变装成齐格飞（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尼采的思想吊诡地既是极右思想和运动的“最尖锐的否定”也是

它的“前导”，端看他如何为人所用（Ｌｏｅｗｉｔｈ１９９４：８３）。① 尼采自己也

说：“社会的胃 比 我 大，可 以 把 我 消 化 掉”（引 自 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８５）。

所以，本文不折不 扣 的 就 是 要 根 据 自 我 们 自 己 的 胃 口（口 味）消 化 尼

采，把尼采同化到一批判理论的语言和气质里———一个不遮掩的同化

主义 的 阅 读（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ｒｅａｄｉｎｇ）。② 关 键 一 直 在 于 重 新 诠 释 尼

采，思考他和在地进步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思考我们自己关心的问

题，让尼采为我们所用，让他的价值被我们重新评估，而不必成为尼采

主义者（所有的尼采主义者都是根本的反尼采者）。在一个缺乏社会

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以及极右思潮正在萌芽的台湾社会，我们是否也

要思考一个激进美学启发的培力政治如何能够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

的传统互补，而非互斥———毕竟，我们不需要在失业、异化劳动和新旧

独裁之下“自我发展”吧！另外，就本文的核心关心而言，我还想问的

问题是：阶级政治应如何和培力政治结合？政治经济学是否将要被再

度带进来？如何带进来？如何发展出一种个性和社会结构，能双顾社

会正义和自我发展？③ 对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满意的解答，有的还只是

①

②

③

由于尼采思想内容上的刻意反体系，写作方式的箴言性质，概念意涵的非分析

性，以及从未出现一制度化政治运动为其代 表，后 世 学 人 往 往 各 取 所 需，以 尼 采 为 启 发

或脚注，而形成了多种尼 采 主 义（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ｉｓｍｓ）。２０世 纪 里，受 尼 采 影 响 的 社 会 或 文

化运动包括了：无政府主义、表现主义、女性主义、未来主义、国族主义、纳粹、宗教运动、

性解放运动、社会主义、民粹主义（ｖｏｌｋｉｓｈ），甚至犹太复国运动（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７）。

比照起现今绝大多数关于尼采的重新阅 读 把 尼 采 同 化 于 某 种 后 结 构 主 义，我

的这个把尼采同化于某种批判理论传统的阅读，似是有些“不合时宜”（ｕｎｔｉｍｅｌｙ）。

德国２０世纪初叶的 社 会 主 义 女 性 主 义 者 史 脱 克（Ｓｔｏｅｃｋｅｒ，Ｈｅｌｅｎｅ）在１９３９
年即表达了类似的信念（或焦虑）：“对我而言，人类演化的两根柱子：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以及对最高的个人发展的追 求，仍 然 密 不 可 分 的 纠 结 在 一 块 儿。对 我 来 说，过 去 的 半

个世纪或许可以两个字表达 出 来：尼 采 和 社 会 主 义。”（引 自 Ａｓｃｈ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６６，原 作

者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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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尼采也不分享的信念：自主、创造、愉悦、成长的人格不当只是

少数人之专享。

尼采对“个人”的重视的另一面是他对反动群性的挞伐，然 而，如

果这个挞伐不加区别地延伸到对所有“社会性”（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的敌视，那

就是过犹不及了，产生的后果有可能会妨碍公共论述的普及、社会理

论／社会研究的生产，和社会地必要规约活动的进行。一个激进的、解

放的民主计划不可能不包括上述这些面向，且不可否认地，这些面向

都和尼采的问题意识缺乏挂钩。那么，尼采就和一个激进的民主计划

无关了吗？不然！反倒是有无比的急迫性。这就必须 回 到 台 湾 的 脉

络———一个不寻常低 的 激 进 论 述 水 位 上———讨 论 尼 采 的 用 处 了：尼

采或许不是一个激进民主计划的最理想的对话者，但他的确深刻地理

解和批判了反动群性，因此他的问题意识和说法能够和一般意义的左

派形成攻击反动群性的两翼。在旧的儒家─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下，以

及新的“现代的”国族─国家打造工程下，一个非攫取性个人主义的、

带有美学批判旨趣的“个人”一直受到极端的压制，而“社会的”则成为

“国族”、“国家”、“市场”、“本土”、“人民”、“民气”的同义词；在很多方

面，台湾的社会是“社会的，太社会的了！”……在这个时候 谈尼采，好

处比害处多得多，因为我们的社会并不嫌独立品味、行动、思考的个人

太多，而是太少，少的可憎。尼采对社会理论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把“个

人”和“社会”问题化。

因此，如何从这种反动群性的、类 民 族 主 义／殖 民 主 义 的、妒 恨 的

单一认同政治中解放出来，应是劳工运动和各种社运（例如女性运动、

学运……）的 实 践 要 目 之 一。不 但 每 一 种 运 动 应 该 交 互 施 肥 灌 溉 对

方，成为自己以及对方力量的来源，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运动中的个人

应该努力耕耘自己的感官心智，重新评估所有的价值。自己的问题与

不幸，除了社会与历史层次的制约外，自己也要负责。劳工不 该 再 只

是教育的对象，而是自我教育的主体。当他是一个更强的人（即能自

我教育的人），他也就有更多的欲望和更高的美的标准，以及实现目的

的能力。于是他可以兴高采烈的追求加薪、改变工作条件，但 不 是 带

着悲情的抗争，而是在 玩。成功了高兴，失 败 了 也 高 兴。为 什 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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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太多他喜欢作、愿意作的事情等着他。到那时候，一个更 有 力 的

工人怎么能忍受、怎么会想要加班？怎么能忍受泰勒制？怎能忍受像

牛羊般被管 理？又 怎 么 会 以 为 北 欧 的 福 利 国 是 可 能 的 最 好 的 世 界？

资本主义不会因为工人需求更多消费而产生危机，反而是工人不需要

更多消费而产生危机。当工人的意欲多元化，脱离生产─消费的单一

身份，而产生更多的意欲，那才是资本主义真正面临危机的 开 始。尼

采说：

会 有 这 么 一 天，工 人 将 和 今 天 的 布 尔 乔 亚 一 样 地 活

着———但活的比他们更高等，这是因为工人从需求中解放出

来，而成为上等人：这即是说，虽然活的更穷、更简单，但掌握

力量（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６７：３９９）。



第五章

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与对话

　　一种没格调的匆忙如今笼罩八方……

———尼采

人力战而 败，虽 败，其 争 斗 所 求 之 物 必 将

复临，然此 物 已 殊 异 于 彼 等 先 前 所 执 之 义，后

继者则必将另立新义而战，且以不同之名。

———威廉·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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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全球化论述①自９０年代初开始在西方学

界快速地窜升为主导性论述之一。没多久（大约在１９９７年左 右），台

湾的知识界也流行起一股全球化风潮。这股风潮之所以出现，除了因

为学术上一贯跟随西风之外，不可不谓是有重大的现实背景因素，例

如台湾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再结构中的位置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即将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可能带来的各种经济层面上的影响的关切。台湾

的经济与政治应该如何地再结构以面临全球与区域新情势的挑战是

一个合理的问题，但这种唯发展主义的问题意识（如《天下杂志》等刊

物所体现的），似乎把其他一些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议题给

挤压到幕后。就我有限的讯息，我知道至少在中国内地，类似 的 背 景

促使人们思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社会各层面的重大影响，重新讨论

“国家”的性质、国家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社会平等或市场自由的相

对重要性、社会保障的议题，以及民主社会的基础的问题（汪晖２０００ａ；

２００１）。这些问题在理论与现实上的重要性使得相关讨论表现出一种

论辩的尖锐性，而常常不无化约与扭曲地被称之为“自由主义”与“新

左”之间的辩 论。比 较 起 来，在 台 湾，这 样 的 批 判 性 讨 论 则 几 乎 不 存

在。在２０００年以前，类似的对“全球化”的批判讨论没有出现，似乎还

不算是知识上的懈怠，因为客观的条件并没有对我们提出刺眼的警示

（连１９９７年 的“亚 洲 金 融 风 暴”对 台 湾 都 没 有 明 显 冲 击）。但 是，在

２０００年下半 期 以 来 开 始 的 经 济 不 景 气、失 业 率 的 飙 升，以 及（承 袭

１９９０年初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台湾当局在２００１年８月“经发会”中更

无保留地接受财团对当局机构的全面殖民，都无比清晰地指出了上述

那些 中 国 内 地 知 识 分 子 的 关 心，没 有 理 由 不 也 是 此 地 知 识 分 子 的 关

心。

本章即是历史地奠基在近几年来台湾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而

寻求介入全球化这个流行论述，企图能批判出台湾社会惟发展主义之

① 在这里，“全球化”指涉的就是“新自由 主 义 全 球 化”；为 行 文 简 洁 起 见，经 常 使

用简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我 的 操 作 性 定 义 是：那 些 试 图 解 除 市 场 在 进 行 全 球 扩

张时所遭遇到的时间、空间与文化上的限制的各种机构、过程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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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另类可能性。因此，反思全球化是立基于一个重要认定：全 球 化

不只是一个外在 于 台 湾 社 会 的“大 趋 势”，而 更 是 台 湾 社 会 的 内 在 问

题。这意味：对全球化的思考一定也是有关在地斗争的思考。从这个

立场向前引申出来的第二个基本立场是：对全球化的反思必然不能回

避民族国家范围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平等与民主问题。再向前引申，本

文的 第 一 个 基 本 立 场 则 是：思 考 全 球 化 即 是 思 考 资 本 主 义 的 最 新 发

展。

从这三个基本立场出发，我认为在台湾如果要寻求反思全球化问

题的具体切入点，那就必须介入（甚至有意挑起）有关资本主义当代发

展的（潜在）争议。而如果要有效地安置这些争议，我认为必须要有一

够大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历史地、结构地厘清全球化论述与过程的核

心问题点。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维（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年

的经典著作以及广义的调节学派的启发，我认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

特主义的所谓“积累体制”（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转变的讨论很适

合本文的目的（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ＰａｒｔⅡ）。我的想法是，如果，新自由主

义全球化霸权计划的核心是在解除国家与社会对市场的规约、瓦解市

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社会镶嵌性（ｓｏｃｉａ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解除正式

劳动契 约、鼓 励 弹 性 生 产 与 实 （存）时 （间）管 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①、挫败社会 安 全 机 制 与 平 等 机 制，与 对 进 步 立 法 进 行 退 缩 修

法，那么在台湾，这样的论述可能通过什么形式与议题进行？有 什 么

样的反对论述？通过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两种对立政治立场的探

①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一般翻译为“及时”，虽然较顺 口，但 并 不 准 确。“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等名词是９０年代 末 才 出 现 的 新 经

济词汇，一定程度上是要和８０年代末流行的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这个企业概念做 出 区 隔，而 后

者 才是“及时”。对实时管理的倡导者而言，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的生产或是管理都已落伍了，因

为这样的企业还是在一个计划的、钟表的 时 间 脉 络 下 操 作，ｒｅａｌｔｉｍｅ相 对 而 言，则 是 强

调在信息科技的网络基础上，企业的经营（甚 至 更 广 的 社 会 生 活）都 应 该 是 在 一 种 追 求

当下第一时间极速反应的模式下操作，每一个 加 入 这 个 竞 争 格 局 的 人 对 于 时 间 无 法 有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反思性联系，也无法对未 来 规 划，只 能 追 求 在 当 下 的 实 存 时 间 中 立

即行动，说时间是“实存”的 意 思 是 对 照 以 往 的 名 目 时 间、计 划 时 间 或 想 像 时 间（参 见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６，２０００，ＲＴ１１０［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这 个ｒｅａｌｔｉｍｅ其 实

和柯司特（ＭａｎｕｅｌＣａｓｔｅｌｌｓ）的ｔｉｍｅｌｅｓｓｔｉｍｅ旨趣非常相近（柯司特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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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我们能提出些什么问题？

很明显的，我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置放在阶级这个特定的但也

较普遍性与渗透性的争斗地带上。诚然，这个争斗地带只是众多潜在

争斗地带之一，其他例如媒体、环境、城乡空间、教育、医疗、农业、社区

与各种认同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争斗地带（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ｓ）。我

虽然认为它们和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密切关联的，但却没有去按照它们

的重要性公正地处理它们，这当然是受限于作者的能力以及写作的篇

幅，但也是因为早有学者在不同的议题上分头进行（例如冯建三在媒

体反全球化上的长期努力，以及台大城乡所在反全球化士绅空间上所

进行的实践以及反思论述）。现在本章的论述虽是以阶级为主要的指

涉对象，仅仅偶尔涉及其他地带，但最终的目的则是希望能对所有这

些争斗地带的反抗运动提供一些理论、政治与伦理上的反思与对话。

我相信，选择阶级作为切入点与指涉对象比较能够拉出一般性层次较

高的反省，能将其他地带包容进来。

一　福特主义ｖｓ后福特主义：

反思全球化的经验切入点

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台湾社会学界曾兴起了一阵关于小商

品生产研究的风潮①，但由于各种可能原因（例如学院分工与大环境对

此类“政治经济学”议题的无感），迄今，这类研究一直还只在特定的社

会学专业领域（例如劳动体制、生产组织、劳动过程、中小企业、非正式

经济）中被阅读引述，并未曾被置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上（即资本主义

① 小商品生产指的是劳力密集、自动化程 度 偏 低、生 产 时 间 不 确 定、缺 乏 正 式 劳

动契约与父权管理的生产。由于它很多是在 规 范 的 正 式 生 产 体 制 之 外，因 此 亦 常 被 归

在地下经济的范畴。由于资本规模偏小，也 常 被 称 为 小 资 本 主 义 生 产。这 种 生 产 方 式

也常采外包或代工的方式动员劳力，是７０年代以来台湾出口导向经济的重要生产组织

方式，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大多具有上述的多项特质。至于为 什 么 这 个 研 究 题 旨 在８０
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流行———是因为８０年 代 下 半 劳 工 运 动 的 刺 激？还 是 因 受 正 开 始 流

行的后福特主义有关“弹性”、“小”、“网络”等组织意象的间接鼓舞？———可能需要再做

进一步的探究，也非本文所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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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展开更高层次的、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 对 话。这 一 年 多

来，整个客观情势的改变使我们有了一个绝佳机会，跳脱当时的阅读

语境与学科畛域，再度阅读这类研究；希望借由指出这类研究的后设

立场与规范性 定 向 的 差 异，重 新 厘 定 从 未 浮 出，但 理 应 存 在 的 争 议。

在下 面 的 讨 论，我 将 处 理 两 个 分 别 由 谢 国 雄 和 柯 志 明 所 做 的 此 类 研

究，希望借由二者的对照比较，或许能帮助我们厘清在台湾该如何切

入全球化这个议题，以及可以如何提问。① 虽然两者的外显问题意识

并没有直接扣连到当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制的讨论，但两者确实在

关于台湾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现状的分析上采取了针锋相对（虽然没有

被书写出来）的规范立场。简单地但也是正确地说，谢国雄的研究批

判了后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柯志明的研究则（后设地）拥护后福特主

义的积累体制。就本章的分析目的而言，这两个研究帮助我 们，在 把

全球化问题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看待的前提下，对全球化问题

提出有在地关联的提问。

谢国雄在他对台湾的劳动体制的研究中，区分了两个概念———纯

劳动（意识）与纯劳动力（意识），并以这两个概念作为基础，分析了台

湾小商品 生 产 里 头 的 劳 动 主 力———计 件 工———的 劳 动 过 程、薪 资 策

略，以及主体意识。② 谢国雄所谓的纯劳动，其实指的就是计件工那种

“有做有钱，没做没钱”的劳动生涯。被纯劳动意识附身的劳工就不会

想到要求底薪、加班费、假日工资以及其他工作成果本身之外的给付，

同时也不会视随召随做的弹性工时为不正当的安排，至于没工作回家

吃老本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谢国雄指出这是一个极度商品化的劳动

体制，连劳工都“以极度商品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劳动力。”（谢国雄

１９９７：１１６）和这样一种劳动 体 制 对 立 的 体 制 则 是 以“劳 动 力”为 基 础

构造：劳工是在一个“法律上的雇佣关系”下工作，并被正式或非正式

①

②

谢国雄，《纯劳动：台湾劳动体制诸论》，１９９７年，台 北 南 港：“中 研 院”社 会 学 研

究所；柯志明，《台湾都市小 型 制 造 业 的 创 业、经 营 与 生 产 组 织———以 五 分 埔 成 衣 制 造

业为案例的分析》，１９９３年，台 北 南 港：“中 研 院”民 族 学 研 究 所。这 两 本 著 作 无 论 是 主

要问题意识或是主要研究活动均完成于９０年代初。

谢国雄关于劳动和劳动力的 用 法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传 统（例 如《资 本 论》与 Ｈ．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之著作）很不同，但这不是我这里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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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契约所保障，拥有各种因为劳资协商而来的福利与保障（谢国

雄１９９７：１０２，１２６）。劳工在这样的生产体制下所具有的意识称之为

“劳动力意识”：“一旦劳动力卖给雇主之后，用不用是雇主的事，因此

即使没有工作也有钱……”（谢国雄１９９７：１３０）

谢国雄的研究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规范性与政策性的观点，即是对

“台湾这种放任 主 义 如 此 强 势 的 市 场 专 制 体 制”的 内 在 质 疑（谢 国 雄

１９９７：１３７），从而呼 吁 社 会 安 全 制 度 的 保 障（谢 国 雄 １９９７：１３０），后 者

以当局手段 降 低 劳 动 力 被 商 品 化 的 幅 度 与 强 度。因 此，对 谢 国 雄 而

言，当局应该扮演除商品化的角色：建立基本工资保障，支持劳工争取

合理的底薪、资遣费、失业救助以及退休福利。谢国雄在他对 劳 资 争

议的研究中也发现“国家的失职”，将劳资争议的过程（例如赔偿金的

决定）完全交给“市场化的机制”以及背后的“专制劳动体制”（谢国雄

１９９７：１２３１２６，１５６，１５８）。很清楚的，谢国雄对台湾的非正式劳动体

制的弹性生产、外包、计件制、薪资制度以及衍生的“虚假的”自由意识

是采非常批判的立场，他希望通过他的研究找到能够落实劳动法规的

文化 基 础，以 及 建 立 一 个 有 法 律 作 为 保 障 的 社 会 安 全 制 度（谢 国 雄

１９９７：１８９１９４）。不容讳 言，谢 国 雄 在 后 设 规 范 基 础 上 是 高 度 肯 定 战

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所发展出来的以社会性劳工运动为代价的福利

国家制度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章第十节最后有关国 家、市 场

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部分继续讨论。

柯 志 明 环 绕 在 台 北 松 山 五 分 埔 成 衣 制 造 业 的 小 商 品 生 产 研

究，则 形 成 了 一 个 和 谢 国 雄 旨 趣 迥 异 的 鲜 明 对 照。尽 管 他 们 两 位

的 研 究 对 象 类 似：没 有 工 会 的 生 产 体 制、劳 资 之 间 没 有 长 期 固 定 的

劳 动 契 约、没 有 劳 动 条 件 的 监 督、工 时 弹 性、采 按 件 计 酬 制（谢 国 雄

１９９７：１０，１５），但 他 们 的 问 题 意 识 则 截 然 不 同。谢 国 雄 关 心 的 是

劳 动 者 被 剥 削 以 及 自 我 剥 削 的 劳 动 过 程 与 文 化 基 础，以 及 如 何 超

越 这 种 剥 削 状 态，进 而 能 使 台 湾 的 劳 动 体 制 借 由 制 度 化 的 集 体 协

商 达 到 更 合 乎 正 义 原 则 的 境 地。但 柯 志 明 的 问 题 意 识 则 是：这 种

看 似 落 后 的、属 于 地 下 经 济 一 环 的 小 商 品 生 产 是 如 何 地 能 够 在 台

湾 的 资 本 主 义 形 构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并 能 创 造 积 累 奇 迹 （谢 国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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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社会与文化的大变革：资本主义经由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达到的

大量 生 产 必 须 有 整 个 社 会 与 文 化 的 配 套（例 如 大 公 司、大 工 会、大 国

家、大众媒体、大众文化）。福特主义不是单纯的生产或经济 的 概 念，

而是一种积累体制（ＡｎｔｏｎｉｖａｎｄＢｏｎａｎｎｏ２０００：３４３６）。这个积累体

制在二战后从美国传布到西欧国家，成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

成。在哈维称之为福 特 主 义 高 峰 期（ｈｉｇｈｆｏｒｄｉｓｍ）的 战 后１９４５年 到

１９７３年间，劳工运动的激进侧翼被肃清，劳工被整编到理性化的生产

组织中，但与此 同 时，劳 工 获 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福 利；国 家 提 供 社 会 安

全、住屋、健康与教育保障。与福利国家同步出现的则是凯恩 斯 的 宏

观经济 管 理 与 国 家 对 薪 资 关 系 的 控 制（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１３２１３５）。当

然，西 方 战 后 的 福 特 主 义 积 累 体 制 向 来 不 是 由 单 一 劳 动 力 市 场 所 构

成，而一直是奥康纳（Ｏ’Ｃｏｎｎｏｒ，Ｊａｍｅｓ）所 说 的 垄 断 部 门 与 竞 争 部 门

并存的局面（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１３８），后 者 是 由 种 族、族 群 与／或 性 别 弱 势

的边缘劳动人口所构成，是福特主义表面的包容政治下的排除政治。

摆在台湾脉络下，谢国雄的研究的规范性定向即是企图找出那些被排

除于 垄 断 部 门 的 边 缘 劳 工，使 之 重 新 被 包 容 到 进 步 的 社 会 政 策 体 制

中。

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机及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萎缩结束了战后资本

主义黄金时期及其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大资本、大劳工与大政府转而

成为了资本积累的障碍，从此开始，“僵化”（ｒｉｇｉｄｉｔｙ）成为了指出黄金

时期一切问题的缩写，而“弹性”则成为魔术字眼。哈维以及调节学派

的学者都指出１９７３年后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弹性积累体制（ｒｅｇｉｍｅ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弹性指涉的是劳 动 过 程、劳 动 力 市 场、产 品 与

消费模式所有这些面向。资本开始重新结构、提高理性化程 度、强 化

对劳工的控制、加速空间游走开辟新市场、试图借由新一波的时空压

缩（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来创 造 剩 余。这 个 弹 性 积 累 体 制 严 重 地

向资方倾斜，组织化劳工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包括“结构性”失业、技

术的快速折旧、实质薪资的停滞甚或降低、工会权力的弱化，以及规律

性就业的大量减少，同时，零工、外包工则大量增加，而后者都逸出了

工会、劳动契约以及国家法律的保障范围；５０年代以来劳工所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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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权面临大幅缩水。这个体制从而鼓励了小型企业的形成，使之成

为生产体系的主干。父权制的、准家庭的小规模生产（ｐｅｔｔ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再度抬头，引发的效应则是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被从根破

坏，而劳资冲突的社会性质也被转化为小团体之间的争议解决。这种

小团体生产因为要时时寻找专门的、小规模的市场利基，因此就带来

了生产流通速度的加快、产品半衰期的剧烈缩短，以及市场的断碎化。

这连带地刺激出消费主义的高涨，以新的、零碎、繁复的欲望和需求创

造出新的多元的商品空间，在此，以满足各种讯息、娱乐、意象仿真、认

同欲望的所谓“服务业”部门快速膨胀（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１４１１５６）。哈维

在其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一书中，就指出所谓后现代文

化现象事实上是和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或弹性积累体制）有

密切关系的。但对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指出，弹性积累体制 是 新 自

由主义运动尝试瓦解战后直到７０年代初期，由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

家所建立的社会安全体系，目的是加强资本的空间流动、降低生产成

本、摧毁传统劳工阶级组织的新一波资本积累体制。

柯志明的研究虽然只是个案研究，并未深入涉及社会理论关于积

累体制的讨论，但就规范性定向而言，清楚无误地是坐落在谢国雄研

究的另一端，后设地肯定了弹性 积 累 体 制 或 是 奥 康 纳（Ｏ’Ｃｏｎｎｏｒ）所

称的“竞争部门”：弹性工时、计件或计时薪资制度、无劳动契约、无社

会安全保障、无工会，甚至无劳保。①

在 台 湾 经 济 景 气 的 前 十 年 里，这 两 本 书 所 隐 含 的 对 话 及 其 意

涵 缺 乏 被 读 者（甚 至 作 者）理 解 的 现 实 条 件，但 是 在 新 自 由 主 义 全

球 化 在 近 几 年 形 成 了 一 个 政 治 上／学 术 上 的 激 烈 争 辩 的 话 题 以 来，

在２０００年 下 半 期 开 始 的 台 湾 经 济 萎 缩、失 业 率 飙 高 以 来，以 及 特

别 是 在２００１年８月 召 开“经 发 会”后 的 今 天 重 读 这 两 本 书，它 们 似

乎 已 经 预 先 描 摹 了 台 湾 社 会 的 一 个 重 要 矛 盾 面 貌，也 从 而 约 略 指

① 作者一方面指出五分埔的“工人大部 分 没 有 劳 保，……老 板 反 而 有”、“制 造 过

程……工时长、自动化程度低。工作环境通常空间狭隘，噪音及空气污染严重”（柯志明

１９９３：１５）。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五分埔产生强烈的认同，对“五分埔人勤奋又独立自主

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体会，并为之骄傲”（柯 志 明 １９９３：ｉ），虽 然“五 分 埔 人”指 的 仅 能 是 五

分埔的“创业、经营与生产组织”者（如书名副标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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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了 在 台 湾，所 谓 全 球 化 与 反 全 球 化 必 然 是 在 一 个 基 础 争 斗 地 带

中 展 现：当 局 逐 步 解 除 对 资 本 与 市 场 的 规 约、退 出 对 于 社 会 正 当 性

的 追 求、中 下 阶 层 以 及 其 他 社 会 弱 势 的 社 会 保 障 的 瓦 解 与 社 会 薪

资 的 缩 减、这 些 广 大 劳 动 者 面 临 激 进 的 劳 动 体 制 的 重 组 并 成 为 弹

性 生 产 与 零 碎 雇 佣 的 对 象、社 会 性 与 集 体 性 机 构（例 如 工 会、社 运）

被 打 压。这 个 两 种 关 于 社 会 结 构 前 景 的 争 斗，大 致 上 是 沿 着 柯 志

明 和 谢 国 雄 非 预 期 地 描 绘 出 的 路 径 进 行。

新世纪的开始，台湾的政治与经济似乎已经决然地走上了“柯 志

明路径”：一方面，当局放弃了它对资本的规约职责，成为了资本主义

空间开拓的助手（例如１９８６年后当局产业政策在石化业上的表现），

另一方面，资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将全面解除８０年代中期以

来国民党政权主要经由劳基法所初步建立的劳资关系的规范，其中不

乏相对进步之物（例如对劳动时间的规范、基本薪资的规定、女性保护

条款等）。乍看之下，似乎“柯志明路径”是一个左翼分明应该批判的

对象，但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左翼对于“全球化”、“后福

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论述所纠葛缠绕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例

如民族国家的角色、弹性生产、新科技典范、反抗主体、认同政 治 等），

似乎也莫衷一是。下面，我将讨论几种左翼关于全球化的说 法，指 出

不管在台湾还是在西方，左翼面对全球化是充满矛盾的认知、心情与

立场，并借由这个讨论拉出一些可以深入的提问。①

例如在有关民族国家的角色这个全球化争议的核心问题上，持激

进民主立场的巴伯（Ｂａｒｂ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就表现了一种两难态度。一方

面，他认为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市民社会应该要捍卫，因为

民族国家相较于分离性的、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部族主义（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仍是一个相对进步的社会整合与人权保卫机制，展望未来还可以此作

为超民族国家的邦联（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以及全球公共领域的基础，但另

一方面，他也指出在全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日趋枯竭的今日，一

种全球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关系势必得出现。在这个所谓的马尔萨斯

① 作这样的功课的目的是让关于全球化这个议 题 尽 可 能 的 被 问 题 化（ｐｒｏｂｌｅｍａ
ｔ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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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下，“民族国家的寿命指日可数了”（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３９）。同时，巴

伯也指出，今天的国家机器想要对四处流窜的货币市场与互联网进行

规范是徒劳的，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国家的社会再分配角色，但按

照他的理论逻辑，这个角色也应该是“指日可数”了（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１４

１７）。巴伯充分理解到在新自由主义市场霸权下，国家退位，劳工面临

全球范围垄断资本的剥削甚于１９世纪，因此更需要团结，但这“从来

也没有比现在更不可能”（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２４２）。

如果巴伯的书写反映了一种左翼对民族国家在维持社会 正 义 的

角色上有暧昧两难之处，以及对于反抗这种全球化的社会主体的下落

的茫然，政 治 光 谱 上 更 左 的 哈 德（Ｈａｒｄｔ，Ｍｉｃｈａｅｌ）和 纳 格 利（Ｎｅｇｒｉ，

Ａｎｔｏｎｉｏ）则是以一种类似目的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把民 族 国 家 给 解 释

出局，且推出了“群众”（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作为新时代的革命主体。哈德和纳

格利指出现今的世界正在朝向一种他们所谓的“帝国”的全球体系，这

个体系和过去的 国 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架 构 之 间 有 一 种 典 范 性 差 异，而

核心就在于民族国家的逐渐淡出（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Ｎｅｇｒｉ２０００：５８）。这个

帝国体系是一个由两极所构成的体系：帝国与群众———之间没有任何

接口（Ｉｂｉｄ．，ｐ．３９３）。哈德和纳 格 利 用“帝 国”来 描 述 新 兴 的 全 球 权

力体系是因为，和新自由主义者相反，他们认为全球化并非立足于自

由市场，反而是扩散四极的对作为生产手段核心的劳动力的去中心化

的规约，特 别 表 现 在 各 种 对 劳 动 身 体 的 放 行 与 留 置。所 谓 “群 众”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即是被市场所牵引推拉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生产者身体

之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ｌｏｗｏｆｂｏｄｉｅｓ），将因市场而形成一个单一革命主体，

进而要求全球尺度的公民权（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核心———其实也

就是自由移民权）以 及 社 会 薪 资 权（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Ｎｅｇｒｉ２０００：４０３）。关

于移民权，这的确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述中的一个罩门，因为它宣

传所有事物的自由流动———除了人体。但把移 民 权 的 斗 争 摆 在 新 时

期群众对帝国斗争的核心，是否忽略了造成大规模移民的动力是来自

哈维所说的“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呢？哈德和纳格利回避对资本主义

的经验与历史分析的结果，是否会造成对于下阶层人民的欲望及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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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潜力的过度高估呢？① 关于社会薪资权，到目前为止，它的最有力保

护者一直是民族国家，但哈德和纳格利这两位左翼思考者似乎反倒是

自废目前仅有的武器，却在所谓全球的尺度上谈论并没有超越民族国

家格局的“革命”。尽管如此，另一方面，哈德和纳格利也的确试图在

极端差异政治的流行中重新厘定“普世性”的议题、策略，以及更重要

的———反帝国的全球主体。

对照于哈德和纳格利在文化理论与哲学层次上对全球化 的 理 论

操作，柯司特（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Ｍａｎｕｅｌ）则直接地面对新 形 势 的 经 济、组 织 与

科技构成。他把信息科技与网络看作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带来以全球

为范围的新典范性网络空间的出现；这个新典范具有不可逆转性，将

把资本主义社会带到一个新的纪元，谓之信息时代。网络具有去中心

化的集中能力，一方面将全球的各种资源与能量作立即的、跨越时空

与社会机构（例如国家）限制的统整，造就了节点与网络信道守门位置

的无比优势，但也同时排除了广大人群，形成了空间与社会上的二元

极化，而由于信息科技的核心性，这个不平等结构又基本上是以“数字

鸿沟”显现。这些被排除者，对柯司特而言，似乎仅仅剩下“自我”或是

“认同”的力量，只能留驻在地 方（或 乡 梓）空 间（ｓｐａｃｅｏｆｐｌａｃｅｓ）上 徘

徊。因此，柯司特将“网络”与“自我”对立，其实是并没有超越全球主

义与部族主义的对立说法，指出这两造处在一种永恒的互斥状态下，

互不搭理（柯司特２０００：２６）。在柯司特的理论架构下，反全球化似乎

只有认同政治一途，后者在地方空间与钟表时间的后设基础上消极地

抵御（而似非反抗）由资本、网络、市场等构成的流动空间的穿透。柯

司特引用图罕（Ｔｏｕｒａｉｎｅ，Ａｌａｉｎ）的说法来支持他的认同政治核心论：

“在后工业社会中，（……）捍 卫 主 体 的 人 格 和 文 化，以 对 抗 机 关 和 市

① ＧｏｐａｌＢ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就认为在哈德和纳格利的极左论述中，可以看到 极 右 理 论

家（例如 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的身影，例如当他们将“群 众”反 抗 帝 国 的 潜 力 标 定 在 一 种“朋 友

ｖｓ敌人”的二分论直觉中。Ｂ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并批评 地 指 出 Ｅｍｐｉｒｅ这 本 书“重 复 了 今 日 新

活动派（ｎｅｗａｃｔｉｖｉｓｔ）的反文化场景中的地平线，于其中，那种令人麻痹的犬儒主义被驱

逐了，但却是以放弃对大范围 中 各 种 力 量 折 冲 态 势 的 冷 静 评 估 能 力 为 代 价，更 别 说 去

设想一条 权 力 道 路 了”（ＧｏｐａｌＢ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ＶｉｒｇｉｌｉａｎＶｉｓｉｏｎｓ”，ＮｅｗＬｅｆｔ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０，ｎ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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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逻辑，取代了 阶 级 斗 争 的 观 念。”（柯 司 特 ２０００：２３）虽 然 如 此，柯

司特对于反抗的可能毋宁是悲观的，因为他的未来主义气息浓厚的有

关信息时代的宣言似乎已经使得反抗成为徒劳，只剩相濡以沫。柯司

特一边指出，那些被网络排除或“关闭”（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ｆ）的广大人民、地域

与活动 并 没 有 消 失，但 另 一 边 宣 告“他 们 的 结 构 性 意 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消失了”……（柯 司 特 ２０００：５２６）柯 司 特 因 而 甚 至 比 图 罕 还

更向前一步，实质地宣告了主体与历史的消亡———在网络逻辑中还可

以找到任何的主体性吗？还有历史吗？还有社会吗？柯 司 特 似 乎 征

候性地反映了科技决定论左派的一种精神分裂，过度着迷于说服自己

与他人有关一个全新的、排山倒海的巨变，但却还试图在已然被自己

的启示录话语所掏空的基础上进行“反抗”。出于不同原因，柯司特似

乎与吉登斯（Ｇｉｄｄｅｎｓ，Ａｎｔｈｏｎｙ）一样，都“超越”了或模糊了政治上的

左和右的区分。

在台湾，批判学术界里直接关于全球化这个议题的重要研究者包

括了夏铸九与瞿宛文。瞿宛文的写作比较集中在全球化中民族国家

经济单位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角色问题，我将在第十节里讨论。这里

将先讨论夏铸九的相关写作，是因为它们牵涉的议题与面向较多，比

较能帮我们将全球化进一步问题化。夏铸九基本上同意柯司特的科

技决 定 论，指 出 新 的“信 息 技 术 范 型”是 全 球 化 的 演 化 动 力，并 指 出

“１９９０年后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网络化与全

球化”。“已经全球化了的台湾”（作为一个论述前提）是夏铸九所认为

的台湾能够免于亚洲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像其他亚洲地区，台湾已经

成功地把自己置放在泛太平洋圈从加州硅谷、台北新竹到中国大陆沿

海地区的全球巨型城市的网络之中（夏铸九２０００：ｘｘｉｖ．），且已经成功

地达成信息科技工业的产业升级（夏铸九２０００Ｃ：８）。① 夏铸九不同意

瞿宛文对台湾能自亚洲经济危机脱身的原因是在于当局财经技术官

僚体系的谨慎干预的说法，他简洁地指出：“是网络弹性抵抗了危机”

（夏铸九２０００Ｃ：９）。夏铸九虽然强烈质疑发展性国家（与民族国 家）

① 谢谢夏铸九提供本篇以及其他数篇未刊行论文的电子文件，页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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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有效性，但似乎并不妨碍他对发展主义的支持。虽然夏铸九说

“历史与社会里从来就没有宿命论者发言的空间”（夏铸九２０００：ｘｘｉ），

但他却以一种不乏宿命论的口气，指出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前途“已

如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努力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下，加强研发

所需的创新能力，力争上游”。

但夏铸九也指出，这个以“信息技术范型”为发动机的全 球 化，有

其“创造性破坏”的一面，而吾人应尝试转换这种“现代性的鲁莽与粗

暴”（夏铸九２００１ｂ：９），由 野 入 文。但 谁 是 进 行 这 种 工 作 的 主 体 呢？

实践的形式又是什么呢？夏铸九和柯司特相同，强调以地方（或乡梓）

空间为基础的认同政治（例如古迹保存与社区总体营造）的重要性，因

为似乎唯有那具有历史重量与空间定着的乡梓社区才能抵抗全球化

所带来的极度 不 确 定 性（夏 铸 九 ２００１ａ：１１；２００１ｂ：１１）。但 是 如 何 保

障这样的认同政治能免于滑向保守或反动的认同政治呢？跟随柯司

特，夏铸九在概念层次上提出“计划性认同”替代“抵抗性认同”。① 但

是问题是，在夏铸九的柯司特式的对全球新情势的结构性定位之下，

既是不可不发展主义地“拼命向前”，那又如何能提出真正的、另类的、

以“全面改造社会结构”为目标的“计划性认同”呢？也许感受到这个

两难，夏铸九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全球经济的穿透的压力下”，反抗与

出路的寻找 也 只 能 是“顺 势 而 为”（夏 铸 九 ２００１ｂ：１１；２００１ａ：７）。“顺

势而为”本身无可厚非，它甚至可说是广义的批判现代性（包含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承袭智能，指出新社会是在旧社会已经发展

出来的某些进步基础上浮现的；对旧社会，吾人应有一种“弃取”（ａｕｆ

ｈｅｂｕｎｇ）的态度。这个态度和各种传统主义或是反动的现代主义（例

如科技主义极右派）在历史观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顺势而为”

的关键意义不在于笼统的“顺势”，而在于了然于何所弃、何所取。好

比说，“民族国家”就算是一个该弃的形式，但似乎也不该导致说“民族

国家”的所有历史内容皆无可取。这于是牵涉到全球化之下，关于“福

利国家”，或更准确的说，“国家”的社会职能的问题。

① 计划性认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根 据 夏 铸 九，指 的 是“重 新 界 定 自 己 的 社 会 位

置，以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夏铸九２００１ａ：７）。



第五章　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１５７　　

夏铸九在较早的写作里，曾直接对福利国家进行 了 批 评，而 批 评

的语言和新自由主义或是“第三条路”论述对社会民主派（欧）与自由

派（美）的批判语言有汇流的倾向，都将官僚体系视为一种自我生产与

扩张的异形，只会“由社会取走财富”，同时，官僚体系的改革都是朝向

“效率更低落”；官僚体制的替代 之 路 即 是“社 区 参 与”（夏 铸 九 １９９５：

９１）。夏铸九在他对未来的想像中，对民族国家的未来角色也采笼统

式微说，指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将被超民族国家与地域国家

这两道新兴力量所“空 洞 化”（夏 铸 九 １９９４：８９）。他 对 全 球 化 之 下 的

国家机器角色也采后福特主义观点，强调国家的角色是配合新一波资

本主义生产 的“弹 性 分 殊 化”（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集 中 其 作 用 在

“劳动力转业、再就业、再教育等，以保持劳动力市场之弹性”（夏铸九

１９９５：９４）。① 在民族国家或中央国家空洞化的同时，夏铸九召唤市民

主义与社群主义（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进行补空，“促使中央政府向地

方开放”（夏铸九 １９９５：９６）。要 言 之，在 夏 铸 九 近 几 年 来 对 全 球 化 不

乏两难困局的论述中，比较明确的是民族国家这个行动尺度的放弃、

对社会极化（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缺乏理论介入的语言，以及赋予（社区）认同

运动在反对运动中的核心位置。本文将和这些说法与倾向进行对话。

回到经验现实。我们看到晚近的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 在 世 界 各 地

强化了社会市场化与国家市场化趋势，造成了各种社会机构的文化与

社会镶嵌的剥落，使中下阶级更加原子化地暴露于市场的不确定性。

这带来了社会普遍滋生（而尤以中下阶级首撄其锋）的巨大的不安全

感、疏离感与流离感。但这些挫折的感觉并没有办法和一种 历 史 的、

结构的分析语言勾连起来，因此经常迅速地和各种广泛的社群主义或

民粹主义短路接线，后者提供一种确定感使人们得以在感觉的层面上

和“全球化”这个巨大的、无人味的（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遥远的力量抗衡。法

国的民族阵线、美国的基督徒联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日 本 的 小 林

① 这个说法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积极福利”颇有吻合之处。根据吉登斯，“第 三

条路”关于福利的一个基本 原 则 是：“在 可 能 的 情 况 下 尽 量 在 人 力 资 本 上 投 资，最 好 不

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提出社会投资的国家。
”（吉登斯１９９９：１３１；原作者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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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纪现象、台湾地区的极端化拥／反小林的各种力量，其实都可以说是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对国际劳工流动、文化美国化或“传统”失落的

直接反动。参与到这类运动的基层民众经常是一般市民以及其他社

会中下阶级的人士。这些人有正当的苦闷与压抑，但这样的运动是对

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有效的反抗吗？如果我们质疑这种反抗方式，那是

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纯粹政治信念上的对立吗？如果我们 不 认 为

这是一条反抗之路，那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该呼唤出什么样的

知识与伦理呢？如果说，一种纯粹的在地的、乡梓的反抗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跳到这个微观尺度 的 另 一 极———全 球 尺 度 呢？左

翼有国际主义的传统，我们如今是否还该坚持？对这个国际 主 义，我

们是否应有新的理解，该强调哪些目标，要达到这些目标，该在哪些场

域或是尺度上行动呢？

台湾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感觉结构”的后头是一种

社群主义的诱惑，要召唤出“家”和“自己人”的认同，这个认同有其正

面意义，对乡土的关切可以转换为市民社会的公共参与，进而对资本

主义的操作能有所制约。但近十年来，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讨论并没有

被深化，深化的反而是“族敌对性”。因此，换个角度看，我们不得不质

疑 社 群 主 义 与 全 球 资 本 主 义 的 关 系 真 的 像 表 面 所 示 的 那 么 对 立 吗？

似乎是有更复杂的关系值得我们去探索。台湾近年来所流行的“社区

总体营造”、“志工运动”、“寻根运动”、“村史镇志运动”、“社区大学运

动”……这些现象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运

动是否是反抗全球化的有效手段？又，全球化是否可以文化主义地以

“西方文化的同质化运动”或“文化帝国主义”来想像？关于资本主义

的分析是不是应该被再度置于分析的焦点？在全球化这个名词之后

的当代资本主义到底和先前的资本主义有何不连续性？我认为也值

得进行初步思考。

从以上的简单从而有可能化约的对文本与经验现实的讨论出发，

我认为关于全球化这个议题，以下几个问题也许值得提出：

一、（民族）国家式微了吗？那些方面式微了？哪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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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民主与社会平等的影响为何？

三、左右的对立是否还应该被提出？

四、批判的社会运动可以如何看待和国家的关系？

五、全 球 主 义（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还 是 国 际 主 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左翼该如何理解国际主义？

六、各式民粹主义或社区主义是出路吗？反抗全球化的

施为（ａｇｅｎｃｙ）应该落实在哪些空间社会尺度（ｓｃａｌｅ）上？

七、新自由主义 全 球 化 之 下，该 呼 唤 出 什 么 样 的 知 识 与

伦理？

八、返回问题 的 起 始，全 球 化 究 竟 该 如 何 理 解 定 位？是

一个新瓶旧酒的新自由主义 政 治 计 划 呢？还 是 一 个 涵 盖 生

产、流通与消费领域的革命性的“质的转变”？

九、如何看待全球化之下台湾的发展主义？

当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及知识分子行动者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

ｅｕ）在１９９８年出 了 一 本 书———Ａｃｔ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Ｔｙｒ

ａｎｎ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提出了布迪厄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纲领性看法，

书虽然小，但已经展现出布氏对全球化的一套周延看法，非常适合在

思考上述问题时当作一个对话的起始点。①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

对全球化之下关于左翼政治出路问题所牵涉到的政治实践、认识论、

伦理观的复杂讨论，以及激进民主派的巴伯关于全球化对民主制度的

威胁，也很适合作为重要对话对象。在下面的讨论里，我尝试 和 这 些

以 及 其 他 相 关 作 者 有 关 全 球 化 的 论 点 进 行 理 论 性 与 经 验 性 的 对 话。

最后，我想拉回台湾现状作一些初步的反思。

① 这个小册子里头的文章都不是以学院为 对 象，而 是 作 为 一 个 公 共 知 识 分 子 对

不同的欧洲公众的介入纪录，因此既不长也 不 艰 涩 也 不 吊 书 袋。这 些 文 章 包 括 了 他 在

法国１９９５年巴黎大罢工现场讲话、在失业者占 领 法 国 高 等 师 范 的 现 场 讲 话、对 希 腊 工

会、德国工会、社会运动组织的讲 演……这 些 篇 幅 都 不 长 的 文 章，共 同 构 成 了 对“全 球

化”的一个理论上一致、政治上对焦的攻击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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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个配套迷思：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述与（民族）国家式微说

针对当今流行于右翼甚至左翼关于全球化是一不可逆转 的 客 观

趋势的说法，①布迪厄的反论简单扼要：“全球化道道地地的是一个迷

思，一股强力论述，一道理念力量，一波具有激活社会且能鼓动信仰的

想法。”（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３４）尽管这个迷思是当代的新流行，但内容并

不新鲜，可说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激进复辟，鼓动解除所有文明、时间与

空间对自由市场的限制，体现在全球范围的各种市场挂帅的意识形态

与机构。为了遮掩其复辟与保守性格，这个运动以高度误导的修辞术

给自己挂上“新自由主义”的招牌。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及其相关

活动其实是一种标准的保守革命，但这个保守革命和过去的保守革命

（例如德国魏玛时期的保守革命）不同，在于今天的保守革命不再诉诸

“血与土”，而是 诉 诸 自 由 市 场、“理 性”与 新 兴 科 技，并 企 图 以 彼 等 之

名，取消文明历史过程所累积的进步成果，特别是社会国（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

及其核心内容———社会权利。不难看出，以一个法国和欧洲左翼的立

场，布迪厄捍卫的是战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

西欧社会民主政权的成就。布迪厄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进程，

是因为他要捍 卫———先 于 其 他 一 切———社 会 国 这 个 理 念 与 制 度。他

相信一个基本的社会安全以及一种集体社会责任观是能够达到进步

未来之希望所系；他相信工作、健康与快乐是普遍权利而非新达尔文

主义者所认为的特惠或私人慈善之标的。

这个观点的力道在于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议题立即政治化，

而这也的确是布迪厄所企图达成的。抗拒新自由主义产官学口径一

① 例如主流宣扬全球化的畅销著作 Ｔｈｏｍａｓ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Ｌｅｘ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ｉｖｅ
Ｔｒｅ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ｃｈｏｒ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０。批判全球化的著 作 也 认 定 全 球 化 是 不 可 逆 转

之趋势。例如，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ｒｉｅｄｅｒ，Ｏｎ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ａｄｙｏｒＮｏｔ：ＴｈｅＭａｇｉｃＬｏｇｉｃｏｆＧｌｏｂ
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ｏｕｃｈ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８；Ｂａｒｂ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Ｒ．ＪｉｈａｄｖｓＭｃ
Ｗｏｒｌｄ：Ｈｏｗ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ａｒ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ｌｌａｎ
ｔｉｎ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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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把当今这个市场体制说成是一种由经济法则或是新科技构成的

类自然现象，布迪厄就是要指出它事实上是一个由美国为核心的少数

政治经济实体所构筑出来的“政治体系”（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８６）。这个

政治体系的核心计划就是发展单一的全球资本市场，于其中，民族国

家被迫放弃它对资本的规约（例如投资多边协议［ＭＡＩ］），及对社会正

义的捍卫。由新自由主义者、新经济大亨，以及国际媒体所鼓 动 的 全

球化迷思的核心题旨就是把所谓的全球化当成一个既定事实，在此一

“事实”之下，以民族国家为尺度的经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就成为了

迷思（大前研一就是最著名的持此论者之一），从而民族国家也因传统

上规约经济的职能的空洞化也将成为明日黄花。

如果全球化是一个迷思，那么所谓民族国家的式微正好是这个迷

思的配套存在，也是个迷思。虽然布迪厄关于全球化是一迷思的说法

缺少足够的基础得以证立，但如果说“全球化是一既存事实”的铜板另

一面是“民族国家的式微”，那么我们就能借由指出民族国家仍然扮演

重要角色，将“全球化”问题化：全球化纵然不全是迷思，但也不是一个

既存事实。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具体地指出，相反于新自由 主 义 者

所宣 称 的 国 家 式 微 说 或 空 洞 说，民 族 国 家 在 发 展 上 的 职 能 是 与 日 俱

增、精益求精。

新自由主义有关民族国家式微的“事实性”陈述或是国家极小化

的规范性陈述，其实都有浓厚意识形态成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

来都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扩张同步发展的。哈维就指出，如果没有

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强权的存在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所谓全球化与世

界贸易的大规模运动，１９世纪末的英国以及二战后的美国都以其庞大

的国家力量 为 市 场 自 由 运 动 奠 定 政 治、军 事 与 制 度 的 条 件（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０：１８１）。现今的 全 球 化 也 非 自 发 的 运 动，美 国 和 工 业 强 国（例 如

Ｇ７）并非 被 全 球 化 所 消 极 地 带 动，而 是 方 向 的 设 定 者（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ｎｄ

Ｂｏｎａｎｎｏ２０００：６０）。

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角色遭到重大挑战的流行说法，其实只在一

点上成立：国家规范全球快速流动的金融资本与其他流动空间的能力

遭到重大挑战。除此之外，民族国家的角色在日益复杂与深化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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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流动劳工所种植采摘。① 但同时，美国政府经常开放大量

“合法”高科技人力入美工 作，并 给 予 居 留 身 份。因 此，所 谓

合法与否是一个政治微积分 的 结 果。美 国 国 家 一 方 面 默 许

非法劳工的事实存在以及默享非法劳工的经济效益，但另一

方面却在南方边境铁腕控制移民潮。根 据《纽 约 时 报》的 一

个特别报道，光是亚利桑纳州与墨西哥的沙漠边界，从１９９９

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一年间就有３６９人死于希望之旅。②

五、对贸易进 行 补 贴。尽 管 美 国 通 过 世 贸 组 织，宣 扬 市

场自由，制止国家补贴，但欧盟 发 现 美 国 对 其 欧 洲 出 口 进 行

大量的退税贸易补贴，这个退税补贴是通过一个名分诡异的

“外国销售公司”（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ａｌ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进行的，补贴的

对象包括运动器材、纸 制 品、肥 皂 和 航 空 器 等。欧 盟 已 具 状

向世界贸易组织控告美国，并求偿４０亿美金。之前，世界贸

易组织已在一项贸易争议中裁定该“外国销售 公 司”是 在 进

行非法的不当补贴。③ 此外，以美国蔗糖业为例，自从１９８１

年起，国家就用限制进口与项目贷款等措施保护美国高于国

际市场的蔗糖价格。这个保护 政 策 使 得 美 国 消 费 者 每 年 得

多支出２０亿 美 金，与 美 国 所 自 我 宣 传 的 自 由 市 场 理 念 矛

盾。④

六、积极提供开 发 者 金 融 诱 因。美 国 的 地 方 国 家（州 或

市）近二 十 年 来 以 公─私 伙 伴 关 系（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为措辞，凶悍地站在开发者利益的立场，一方面消减公

共空间发展与维持之预算，另 一 方 面 积 极 配 合 开 发 者，开 征

特别税，提供融资，甚 至 将 空 间 无 偿 赠 与。这 些 举 措 特 别 表

现在大都会的内城（ｉｎｎｅｒｃｉｔｙ）“更新”计划中，由市府征税或

发行公债，无偿投注 于 私 人 开 发 案，例 如 饭 店、观 光 业、大 型

①

②

③

④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３，２０００，Ｃ１．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３１，２０００，Ａ１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２０００，Ｂ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０１／０５／０６／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０６ｓｕｇａ．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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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心、美术馆、大体育馆等，所谓的迎宾部门（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ｓｅｃｔｏｒ）。① 这种 公 共 投 资 经 常 是 无 底 洞，形 成 哈 维 所 说 的

“喂食内城怪兽”现象。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下，大财团反而成

为社会福利 的 对 象；法 人 公 司 福 利（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ｗｅｌｆａｒｅ）取 代

了社会福利。哈维以他在巴尔的摩市的观察为基础，指出当

代的美国都市发展（例如巴尔的摩）只是以“自由市场竞争为

修辞术，现实上则依赖国家补贴与垄断”（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１３３

１３８，１８１）。

七、作为金融秩序与大企业的终极保护者。随着９０年

代的新一波的合并风潮，资本 的 规 模 越 来 越 庞 大，甚 至 形 成

市场垄断。在 此 情 况 下，国 家 势 必 要 扮 演 更 积 极 介 入 的 角

色，防止大企业或银行的破产；美 国 政 府 在 关 于 它 的 航 空 与

汽车工业的政策上充分说明 了 这 一 点。随 着 金 融 与 企 业 的

集中化程度的升高，国家机器介入的幅度与强度都将升高。②

因此，流行的、笼统的民族国家角色式微 说 是 一 误 导 提 法。根 据

哈维，只有当我们指涉的是资本的部署与竞争时（亦即资本与资本间

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国家的规约能力是明显下降———毕竟，国家在规

约匿名的、无定所的全球金融资本流动上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如果我们指涉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时，民族国家的介入是非

常的深且广（特别是在削减社会薪资以及微调劳动力跨国流动上面），

且清楚地是以市场机制为操作原则往资本利益方向严重倾斜（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０ｂ：８７）。新自由主义通过民族国家式微说所要达到的社会经济效

①

②

西雅图市中心南边靠近“中国城─国际 区”的 一 幢 市 有 大 型 建 筑，据 说 就 被 市

府以一美元的价格租给开发商，开发商再 以 低 价 转 租 给“法 人 公 司 福 利”受 益 者，Ａｍａ
ｚｏｎ．ｃｏｍ 就是其中之一。ＮＦＬ（全美足球联盟）则是另一个经常性 的 福 利 受 益 者。科 罗

拉多州丹佛市的Ｂｒｏｎｃｏｓ球队公司造价４亿美金的新球场就是由球队 本 身 出 资 百 分 之

二十五，其余部分则由全体市民由十 年 之 间 的 销 售 税 来 支 付（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
ｂｅｒ２９，２０００，ｙ１２）。根据 哈 维，ＮＦＬ———这 个“值 得 受 福 利 照 顾 的 对 象”———在１９９２
年至２００２年十年间一共得到了３８亿美金的政府资助。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５，２０００，１２Ｂ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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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很清楚的：帮助垄断资本快速形成，加剧社会不平等，以及将资本

对自然环境生态的社会义务解套。① 垄断资本当然是不会对任何社会

性议题负责的，而且希望没有任何社会机构（特别是国家）要为“自然

演化”或“市场机制”的后果负责。因此，民族国家式微说在社会斗争

的现实层面上，是有利于为民族国家的传统义务解套，有利于大资本

的纵横全球。大资本乐于见到民族国家式微说取得常识位置。

但吊诡的是，如今不只是新自由主义者鼓吹民族 国 家 的 式 微，连

左翼也有随乐而舞的倾向，从身体、在地社区，越过民族国家直接跳到

区域与全球（流行词汇：全球在地化［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民族国家这个尺

度在政治与分析策略中被涂抹掉了。当然，台湾地区的一些左翼思考

者对作为一种分析与行动尺度的“民族国家”的漠然，是有种种错综复

杂的原因的（例 如“民 族 国 家”的 论 述 总 是 被 套 上 民 族 主 义 论 述 的 框

架，以及流行于当代的独贬“民族国家”此一尺度的政治正确论述），但

是这种态度与立场的后果就无异于宣告左翼不准备介入“民族国家”

范围内广义劳动者的就业安全、劳动条件与社会前景。在台湾的失业

率已飙高到百分之四以上的今天，政治与分析上放弃“民族国家”这个

尺度就几乎等于放弃在阶级这个领域里的重要斗争。这恐怕是全世

界任何左翼所难以承担的缺席。

因此，对科茨（Ｄａｖｉｄ，Ｃｏａｔｅｓ）而言，站在一个左翼的立场，不可以

把所 谓 的 全 球 化 视 为 一 个 既 成 事 实，应 该 把 它 看 成 一 个 问 题（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才对。资本主义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把各个经济体联系在一起

的过程，而我们把今天的全球化当成一个充满问题性的过程，就是方

便我们从据信受这个全球化所影响的民族国家经济体的观点来研究

① 资本无节制的全球流窜会造成生态上的浩劫以及资源的严重枯竭。新自由主

义所呼吁的解除规约又对此一现象火上加 油。以 全 球 最 大 的 城 市 纽 约（至 少 以 能 源 消

耗量而言）为例，在１９９８年纽约州解除对于能源市场的规约以前，纽约的法令要求大电

厂要采具体措施（例如 宣 导 能 源 节 约 措 施）降 低 能 源 需 求，作 为 兴 建 新 电 厂 的 替 代 方

案。但在市场自由化之后，这个法令被废除了，每 个 电 公 司 都 开 始 拼 命 盖 电 厂，企 图 多

卖电，三年之后的电厂兴建计 划 就 比 未 来 三 年 间 的 要 多 六 到 八 倍。虽 然，纽 约 人 并 不

需要这么多电厂，但是，在自由市 场 的 竞 争 下，市 场 占 有 率 的 战 争 就 变 成 绝 对 重 要，盖

电厂和盖购物中心的逻辑并 没 有 差 别；抢 占 市 场 占 有 率 优 先，然 后 再 开 发 消 费 者 的 欲

望并不迟（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６，２０００．Ａ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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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因此科茨认为全球化应该简单地定义为“跨国公司跨越民

族国家边界所进行的资本输入与输出的活动”，而这个定义的好处在

于：一、“能指认出指导这个活动与从这个活动中受益的社会力量与机

构”；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主力量与制度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

上）形 塑 或 控 制 全 球 资 本，以 至 于 能 导 引 出 社 会 可 欲 的 经 济 成 长 形

式。”（Ｃｏａｔｅｓ２０００：１９）

无论是从激进民主或是劳工运动的立场出发，我们没有理由取消

民族国家这个分析与行动尺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民主地干预国家

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没有干预，国家就会无阻碍地落入资本的囊袋之

中。虽然由跨国公司所组成的全球资本结构在逻辑上应要呼唤出劳

工运动的全球化，但事实上这个全球的劳工运动体制并没有形成。在

这个现实条件下，詹姆逊（Ｆ．Ｊａｍｅｓｏｎ）认为我们必须思索一个现实，那

就是民族国家在 今 天 仍 然 是“进 行 政 治 斗 争 的 唯 一 具 体 的 地 带 与 架

构”。面对新的全球化情势，他点出了所谓民族斗争的新的脉络性意

义：“对于民族的防卫突然间成为了对福利国家本身的防卫”。当然，

这个重估“民族的”或“民族主义的”说法是在一定的脉络之下进行的，

而非泛泛的重新肯定。① 关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后面

的讨论还将会谈到。

三　国家市场化与民主危机：

国家角色越来越重要但也同时在自我取消

新自由主义的产官学支持者对国家机器在经济上的积极 角 色 似

乎只认可一种：帮助设定市场机制。

当国家政治日益作为市场机制的设定者与保护者的时候，我们就

无法不面对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所谓的“政治”到底何所指？因为我

① 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ｅｗＬｅｆｔ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０，Ｎｏ．４．Ｊａｍｅｓｏｎ同意 Ｐａｒｔｈａ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ｅ：一种民族主义的悸动（ｉｍｐｕｌｓｅ）必须总是

在作为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 更 高 层 次 政 治（例 如，反 帝，反 无 节 制 的 市 场 资 本 主 义）的

一部分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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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果无法澄清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有意义地讨论国家的角色到底是

增强还是减弱了。根据哈贝马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社 会 被

意识形态地等同于市场结构，国家的角色从而自我解消了“作为执行

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策之媒质”的角色，自我转化为 设定市场机制 的

政治机构，而这样的政治“每当朝向市场解禁的方向前进一步，政治也

就随而自我失职”。在两种关于政治是什么的冲突中（设定市场机制

的政治ｖｓ追求社会正当性的民主化政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述经

常是一头热地摆向前者。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新自由主义 全 球 化

之下的（民族）国家存在着一个重要悖论（ａｎｔｉｎｏｍｙ）。一方面，这个国

家的角色与功能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细致，特别是在介入资本与劳动

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市场化的推动上面。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市场化

却使得国家的每一项新的活动都同时成为自我消解的一个手段。

这个悖论的后果很清楚的是深刻的民主危机。国 家 的 市 场 化 对

激进民主甚至传统自由主义宪政产生了一个很根本的挑战，因为它的

单一目标形成了一个像是中世纪神权的隔代遗传的超霸权，窒息了以

多元价值、多元利益为前提的公共形成，以及理应缓慢、细致、充满冲

突与妥协的公共政策辩论。公共辩论与立法机制无法跟得上要求在

第一时间立即反应的所谓“实存时间”中操作的当代经济，因此行政部

门（甚至总统一人）的独断权力快速膨胀，造成民主异形。① 这是个新

趋势，是继资本、管理与信息最早经历激进重组成为在全球实存时间

中操作的单位之后的一个接力趋势，于其中，国家也被新自由主义者

要求在此实 存 时 间 中 操 作———这 似 乎 即 是 柯 司 特 所 谓 的 网 络 国 家。

相对于网络国家的提法要国家机器与实存时间与流动空间结合，弱势

者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核心诉求恰恰好是要国家与两者脱钩（ｄｅｌｉｎｋ

① 克林顿自１９９４年开始，就 一 直 要 求 得 到“快 轨 谈 判 权”（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但由于劳工团体的反对而 失 败。这 个 权 力 能 使 总 统 越 过 国 会，单 方 面 谈 判

贸易协议，国会从而只有全盘 接 受 或 否 定 的 选 择。布 什 政 府 上 台 称 此 权 力 为“推 广 贸

易权”（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并 积 极 推 动“推 广 贸 易 授 权 法 案”的 通 过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０１／０４／２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９ＬＡＢＯ．ｈｔｍｌ）。这个法案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６日在众议院通过，被视为“布什入主白 宫 以 来 的 最 重 要 的 一 个 立 法 胜 利”，以 及“为

美国推动全球化再增添助力”（《中国时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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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讨论。

四　区域、民族国家与城市的极化以及

刑罚国的兴起

根据世界银行的１９９５年 的《年 度 报 告》，从１９６６年 到１９９５年 这

三十年间，全世界的劳动力增加了一倍，达到了２５亿人之数。这个劳

动力的绝大部分活在非常糟糕的情况下，“超过１０亿人每天的维生之

资低于美金一元，……很多国家的劳工没有代表他们［的机构］，在不

健康、危险或没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全世界同时有１亿２千万左右

的人失业，更 有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人 已 经 放 弃 找 工 作 的 希 望。”（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０ａ：４１）１９９６年的《联合国发展报告》也指出：“在１９９１年，世界上百

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仅仅占有总所得的百分之十五”，“最富有的３５８位

富 人 的 财 产 净 值 等 同 于 全 球 最 穷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的 人 口 的 全 部 收

入”。在美国，１９９５年时，比尔·盖茨一个人的财富就等于全美国最穷

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的财产总额（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４２４３）。以民族国家

为单位，全球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８年这十年间，全世

界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国家占全球收入总额的比率从百分之二点三降

到百分之一点四（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ｎｄＢｏｎａｎｎｏ２０００：５９）。

相对于“新经济”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长期而言”将繁荣共

享、利益均沾的局面，这二十年间，英美这两个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国度

都见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一方面是那斯达克族的财富暴涨，一方

面是社会中间阶级与下层劳工的实质薪资的缩水、就业的不安全、工

作的零碎化与弹性化。这表现在都市生活中即是柯司特所说的双元

城市（ｄｕａｌｃｉｔｙ）的 出 现，“处 于 极 端 不 利 处 境 的 贫 民 区 不 成 阶 级［ｕｎ

ｄｅｒｃｌａｓｓ］，与富裕的、精 英 的 信 息 经 济 体 之 专 业 人 士，紧 紧 相 邻。”（韦

伯斯特１９９９：３５２）

国家角色的退却和贫富差距的日渐加深与都市的极化（ｐｏ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有密切的关联。布迪厄指出，从７０年代以来，法国共和传统下的

独立文官体系以及社会国已被市场导向的，以建立市场机制为务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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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所谓的国家贵族（ｓｔａｔｅｎｏｂｉｌｉｔｙ）———所严重侵蚀破坏。这些

官僚使用的是经济合理性的语言，热衷于短期的发展利益，无视于经

济政策所带来的长期社会成本。布迪厄以住宅政策为例，指出法国政

府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住宅政策，设定市场机制鼓励小资产阶级从

公有住宅迁徙到自有住宅，而这样的一个从“集体主义”住宅政策转变

到“个人主义”政策的后果，则是造成了社会隔离效应以及开发者的巨

额利润。现在法国的城市也出现了被市场效应所排挤出来的类似美

国内城①的破败住 宅 区（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６，１０）。布 迪 厄 指 责 当 今 的

法国国家只关心经济发展与惩罚监禁，只想如何帮助解除对市场全球

化的所有限制。这对有社会斗争光荣历史遗产的法国国家机器而言，

是一个 严 重 的 退 转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趋 势，堕 落 到 一 种 刑 罚 国 家 （ｐｅ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的地步（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３４）。吊诡的是，这个堕落基本上是在

社会主义政府执政下完成！

在美国，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步发展的就是 监 狱 的 扩 充，从

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０年这二十年之间，美国 人 入 监 的 比 率 成 长 四 倍。② 哈

维指出美国城市政权唯一和穷困人民发生关系的公共投资就是监狱

的扩充，他讽刺 地 把 这 些 监 狱 说 成 是“穷 人 的 门 禁 社 区”（ｇａｔｅｄ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ｏｒ）：“美国政府对监狱的公共投资在９０年代成为

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成长部门，超过１００万的美国人身系囹圄，而同

时期，几乎所有的福利措施都遭到削减的命运”（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１５５）。

在台湾地区，监狱受刑人所占的总人口比似乎并不多让于美国。根据

“法务部”，台湾在２０００年一年共有７８，８６５人入监，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两年

间，受刑人更是每年都超过１０万人大关。如果美国的监狱受 刑 人 因

为超过 １００ 万 而 被 称 为 “镣 铐 美 国”（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ａｒｅｎｔｉ

２０００），台湾地区是否也可称做“镣铐台湾”呢？这整个黑色趋势的发

展泄露了新自由主义所吹擂的和谐繁荣、双赢共利的场面话的虚伪。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每一根支柱（例如私有化、自由市场、减税……）都

①

②

这是一个当代美国的重 要 雅 称（ｅｕｐｈｅｍｉｓｍ），使 用 者 实 际 上 指 的 是 破 败 城 中

心黑人底层聚落，但委婉地遮盖了它的种族与阶级意涵。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９，２０００．Ａ１．



第五章　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１７１　　

在为创造资本积累的同时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与社会解体。在贫富两

极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解决阶级与种族问题的手段无外乎多盖监狱

与多招警察，而中产阶级的空间策略则转向处处装有安全系统的门禁

社区，也就是近一二十年流行于美国的“共利开发”（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以私密安全与生活方式的隔离作为诱饵，使社区居民

放弃他们在传统社区所拥有的公民参与权利，并以纯粹消费者的身份

进入到一个包装好了的现成生活方式之中。① 这种哈维所谓的“私托

邦”（ｐｒｉｖａｔｏｐｉａ），于是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挂帅社会中的常见地景，将

空间进一步阶级化与种族化。

戴维斯（Ｄａｖｉｓ，Ｍｉｋｅ）根据他对洛杉矶 的 研 究，指 出９０年 代 开 始

流行的“都市重构”（ｕｒｂａｎ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这个充满美学与建筑辞令的

大叙事，它后头的幽微大义其实就是阶级区隔。通过明摆着吓阻人的

安全警卫系统，与不那么粗暴但也许更有效的“建筑性警卫”（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ｎｇ），富裕的中产阶级得以在其安全空间内享受奢华生活。

戴维斯指出，在９０年代，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已经走到了“后自由主

义”的阶段，之前自由主义典范下的城市政权或许还致力于在压制与

改革之间维持一个平衡（例如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以及纽约中央

公园的设计理念），但在９０年代之前，这个平衡已经破坏而倾斜到压

制一端；只要安全，不要改革。在这个情境下，“都市设计、建筑与警察

机器三者汇聚成一个单一的、包山包海的安全计划”。克里斯托弗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Ｓｕｓａｎ）也看到同 样 的 趋 势，指 出７０年 代 之 后（后 福

特主义肇兴之际），当代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特色就是“都市发展

的要塞性格以及都市空间的强度管理”（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４：４１０）。

当“公共安全”成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的时

候，古典布尔乔亚阶级政权的相对进步性也就跟着丧失了。美国国家

机器中负责司法 的 所 谓 的 矫 正 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其 实 老

早就可以正名为 监 禁 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ｃａｒｃｅｒａｔｉｏｎ），因 为，正 如 南

① ＪｅｒｅｍｙＲｉｆｋ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ａｒｃｈｅｒ／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ｐｐ．
１１５１２３．Ｒｉｆｋｉｎ指出这种 ＣＩＤｓ的原型就是迪斯尼 在 佛 罗 里 达 所 建 的 商 品 乌 托 邦———

庆祝市（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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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的一名区域假释官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排在第一优先的目标的

是公共安全”，而非要达成要让犯人不再回笼这个具有社会政策性质

的历史目标。① 这个因为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化所引发的中产阶级的不

安全感及其“后自由主义”对策，吊诡地和繁荣似锦如嘉年华会的那斯

达克经济并存不悖，但报复与排除则骎骎然成为后自由主义社会的隐

性规范。②

这个布尔乔亚安全计划所要达成的目标除了创造一个“公共安全

的”、社会隔离的空间外，还有更深刻的反布尔乔亚民主意涵，那就是

污名化所有古典的公共空间，特别是行人街道与是城市广场这些公共

空间（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４：４１６４２１）。行 人 街 道 与 城 市 广 场 这 些 传

统布尔乔亚公共空间曾经包含商业空间，但现在市场将公共空间鸠占

鹊巢，成为后者的真正运作逻辑；这是把市民广场购物中心化，将一切

公共空间转化为主题公园，于其中，购物的欢愉在层层的安全警戒下

进行。街道失去了传统的公共意涵，而成为从一个商业空间到另一个

商业空间的私人汽车导 管（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１３０１３１）。戴 维 斯 嘲 讽 洛 杉

矶警察眼中的公民是这样分类的：

好公民，离开街道，缩在他们高安全的私人消费领域中；

坏公民，走在街上……时时在一如好怒的耶和华的洛城警局

的星战计划的锁定监控之下（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２：２２３２２７，２３２２３６，

２５３）。

近年来，台湾的大城市也有类似的趋势，越来越多 的 都 会 住 宅 强

调的是安全（门禁、监视器和四周街道的高墙阻绝）以及特定生活方式

的配套供给。台中的一家建设公司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住宅计划的

广告词就鲜明地刻画出一个私托邦：

①

②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９，２０００，Ａ２８．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极化社会与后自 由 主 义 时 代 的 来 临：美 国 新 泽 西 州 的

“梅根法案”（Ｍｅａｇａｎ’ｓＬａｗ）就支持社区有权公告前性侵害犯的姓 名、在 其 住 处 前 张 贴

公告及上网张贴。但联邦法院解释此法律并 不 违 宪，无 关 隐 私 权 与 前 科 犯 之 人 权 问 题

（ＣＢＳ，６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９，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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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就是一个 理 想 国，右 舍 左 邻 都 是 理 想 国 的 子 民，里

仁为美志同道合，你自己住好，邀亲朋老友一起住更好，花前

月下举杯高歌白首直到老。

但紧接着的即是因地位自觉而来的极大安全焦虑：

高科技防护网，全时捍卫您的安全城堡仿佛就是一座城

市中的安全庄园城堡，自然天成的四面临路构筑成四面护城

河，外人难以接近难以入侵。社区大门与车道大门均设置高

科技计算机读卡门禁配合２４小时安全警卫管理。四面筑３

至６米高围墙，在外墙上除了红外线侦测与ＣＣＴＶ 监视装置

外再加上钢刀防护网，高科技防卫系统形成一个坚固无虞的

居家安全防护网，捍卫安全全年无休。①

如果像克里斯托弗森所指出的，美国当代城市不动产的要塞化与

门禁化是一个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产物，是极化城市下的建筑与

设计表现，充满了社会阶级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那么台中的这个建

筑个案及类似现象是否预警了极化社会的来临，值得我们深思。虽然

台湾地区的都会尚没有出现类似西方都会的明显两极区隔以及明显

可辨认的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底层阶级，或冯建三所译的“不成阶级”），但是在

失业率飙涨的今天，建筑与设计所隐含的美学政治是有可能预先识别

出台湾都会的未来景况。的确，近几年来，台湾的城市地景愈 来 愈 展

现出中间阶层市民的阶级政治美学，绅士淑女良善恳切拘谨的外貌之

下，掩藏了对安全与隔离的渴望。② 在这个朝“士绅化”的倾斜过程中，

台湾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台北市在１９９７年的“十四、十五号公园

①

②

《全友椿山先生》，以及《全友天下》第３７期，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ｐ．２３。

例如，台中的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高雄的高雄市立美术馆、科学工艺博 物

馆，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一种大同小异的城堡 建 筑 外 貌。它 们 的 庭 园 造 景 也 都 缺 乏 友 善

的、免费的驻足、休憩、交谈，甚至遮阳避雨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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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并非一贯纯洁的字眼，有可能扮演一个掩盖社会两极化的措辞

角色。在“新经济”的年代中，流行的“数字鸿沟”这个词汇也可能扮演

类似的角色，把其他各种更明显的鸿沟挤压到边缘位置———新社会如

有不平等，那是纯粹每个个人接近计算机或互联网机会的差距而已！

从而平等的、民主的政治计划就是要让每个人都上网（“偏远地区上网

计划”？）。微软公司登在《纽约时报》上的“公益广告”，就一边鼓吹“多

样性”，指出它对全球经济的竞争与繁荣的重要，一边提出“数字鸿沟”

才是当今社会最重要（假如不是惟一）的矛盾。①

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不曾中立，市场（及其主角：跨国公司）更 不

是中立的机制。它们直接介入意识形态的生产（例如鼓吹个人主义、

风险承担、独立美德、无白吃早餐、志工服务等价值）、解释社会问题与

矛盾根源（例如数字鸿沟）、提出攸关公共财货的分配的（反）政策方向

（例如全民慈善）。市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个对于时间、空间与整个

生活方式的重塑计划（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７１７２）。

五　要敢于提出左右的二元对立：

国家的“左手”应是社会运动寻求串联的对象

各式各样的终结之说（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所要指出的不外

是左右之分已无现实意义，不但如此，而且喜欢与否，别无他路（Ｔｈｅｒｅ

ｉｓｎｏ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在无路可走之下，左翼知识分子投注精力于认知

地图的描绘（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ａｐｐｉｎｇ），期望突破重围，找出突破点，这是９０

年代中后期为何有很多图绘论述出现的现实脉络。马克思主义地理

学者哈维，借地理学的一则基本智能，指出很多这类认知图绘的一个

根本问题，即是，都犯了地图制作的最大 禁 忌———没 有 标 明 也 没 有 解

释为何采取 这 个 而 非 那 个 投 影。因 为 投 影 角 度 的 任 意 性，名 词（左、

右、进步、保守）的意义也就不停地流转，左与右从而变成纯粹修辞游

戏。为了要重新标定左右，哈维认为有必要拉出一个基础性的（ｆｏｕｎ

①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７，２０００，Ａ１０（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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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ｉｏｎａｌ）分野，分辨出一个特定的政 治 实 践 是 否 在 寻 求 实 现“社 会 主

义／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基础性目标”。这个目标对哈维的意义很清晰，

那就是社会正义的实现，特别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与平等。当一些地理

学的基本概念（例如空间、地方、流动、固着）在理解全球化的知识风潮

之中被推上知识辞令的热门排行榜时，哈维呼吁这些概念不应被孤立

地使用，而应念兹在兹地与社会正义的关心结合起来，而目的即是，用

他的话，追求“正 义 地 生 产 合 乎 正 义 的 地 理 差 异”（ｊｕ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ｊｕｓ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哈维不是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与反资

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意义于今已够混淆，但是教条地回

避 这 个 二 元 论 所 导 致 的 效 果 可 能 是 使 主 体 在 众 声 喧 哗 中 更 加 无 力

（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９６：４５）。

布迪厄在这个问题上和哈维站在同一立场：尽管左与右在当代的

划分充满了各种问题性，但是一种市场专制与反市场专制的二元对立

必须被开展出来。虽然，尴尬的左右不分的事实呈在眼前（例如法国

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者就是社会主义政权），但左和右还是要被

分出来。布迪厄从哪儿开始找起呢？从国家。布迪厄 认 为 国 家 不 是

铁板一块，但也不是无限断碎的多元力场（某种多元主义自由派和后

现代主义共享的国家观），而是一块具有矛盾倾向（所谓左手和右手）

的力场。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下，国家的右手（科技官僚、银 行 首 脑、

部会首长）完全成为市场自由与经济合理性的保证者与推动者，积极

断送国家作为社会国之能力与潜能。布迪厄严词批判这些顺新自由

主义之风的政客为“国家贵族”，是他们吊诡地“绑架了国家”，宣扬“国

家的萎缩、市场与消费者全面主导、商业取代公民”，是他们让“公共之

善成为私人货殖，让‘公众事务’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共和国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之原

意），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２５）。在此情境下，当今

左翼的运动策略就是要使左手免于被泛滥狂舞的市场运动截肢。布

迪厄并非理论地从，好比，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出发，抽象地谈所

谓正当性和积累之间的矛盾，而是历史地从法国的社会国传统来谈，

因此，所谓捍卫国家的左手，也就是捍卫国家机器的社会性层面，例如

社会国这个制度的历史成果，以及体现这个制度的各种执事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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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教师、家庭咨商人员、工会基层执事与青少年协助人员等“社

会工作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２３）。此 外，捍 卫 国 家 之 左 手 还 意 味 捍

卫存在 于 弱 势 者 与 工 人 阶 级“主 观 意 识 中 的 法 律”（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ｗ）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３３）（例如“资方不能这样搞，这是违反劳基法的！”）。
①因此，捍卫国家左手的核心策略之一必然就是捍卫具有进步意义的

成文法。布迪厄在解释何以英国工人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要较

法国 工 人 来 得 弱 时，就 指 出 英 国 劳 动 契 约 是 在 习 惯 法 传 统 之 下 议 定

的，而法国的劳动契约则是在成文法之下议定的，成文法因而成为弱

者抗争之武器。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英国工人开始发

现习惯法传统所能给予工人阶级的保护比不上成文法，因此也开始要

求成文法（特别是就业法案）之保障，这当然就是在挑战新自由主义的

基调了。②

布迪厄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的斗争之场，而且认为不可对这个斗

争之场先验地、理论先行地、做无效之宣称。这个立场，一方面很清楚

地是在反对粗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之意志工具的理

论断言（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３３），但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一种马克思主义

传统，特 别 是 马 克 思 的 历 史 写 作（例 如《路 易 · 波 拿 巴 的 雾 月 十 八

日》）：国家的性质是各种社会斗争的结果，它反映了过去与现在的斗

争历程。如果社会的各个范畴与群体有左右之分的话（新自由主义市

场至上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那么国家也应该这样的看待，也应该被

①

②

相较于台湾主流知识界 否 定 阶 级 的 存 在，台 湾 当 局 在 少 有 的 进 步 举 措 中，以

“劳基法”间接地承认台湾社会的组织原则之一是阶级。相对进步的“劳基法”为何会存

在，当然也是“过往社会斗争之遗留”（如布迪厄所言）。

不可误解新自由主义者是首尾一致地反 对 国 家 法 律 介 入 社 会 经 济 生 活，更 常

见的反而是，新自由主义者要 求 法 律 的 积 极 介 入，但 这 些 介 入 不 是 支 持 集 体 商 业 利 益

（例如“知识财产权”之保障），就是支持中 产 阶 级 文 化 核 心 的 个 人 权 利 及“多 样 性”价 值

观，例如有关中产阶级职场中的性别与种族歧视的“偏见诉讼”（ｂｉａｓｓｕｉｔｓ）。英国（全 球

化脚步跟着美国最紧的 一 国）社 会 中 的“偏 见 诉 讼”五 年 中 成 长 百 分 之 七 十 六（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４，２０００，ｗ１）。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个人主义诉讼社会这两

个趋势是可以平行发展的。国家一方面积极 地 介 入 职 场 中 的 政 治 正 确 问 题（例 如 性 骚

扰、性偏好），但另一方面则从整体分配与社 会 正 义 议 题 上 撤 出。成 文 法 在 新 自 由 主 义

浪潮之下有很矛盾的展现，而这必须要透过阶级分析才能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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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争取的对象而努力。社会运动应该指认出国家的左手并与之结

盟（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３４）。① 对左翼而言，无法指认左手所能拉出的结

论不应该是放弃这个斗争，而是从此时此地开始，创造出国家的左手。

社会运动与国家的关系并非传统左翼所在意的夺权，而是不停地以社

会为基础对国家进行功能的改造。是在这个工具性的意义上，左翼捍

卫民族国家的存在———如同弱者在捍卫他的武器一样，左翼改造的功

能———如同弱者在改造他的武器一般。

或许值得再度 厘 清 的 是：要 保 卫 的 是 民 族 国 家 里 的 国 家 而 非 民

族。布迪厄说：

防卫国家这个 想 法 并 非 受 到 民 族 主 义 的 启 发。人 们 当

然可以斗争民族国家，但人们一定得防 卫 它 所 实 现 的‘普 遍

性’功能，而这些功能一样可 以，甚 至 更 适 合，由 超 民 族 之 国

家（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来实现（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４１）。

六　什么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现今的欧盟就是形式上在朝一个超民族国家的 目 标 迈 进。但 我

们是否能遽尔推断它的进步性呢？媒体流行的看法似乎常常以自由

市场的推展（以及从而对传统民族经济体疆域所造成的侵蚀性威胁）

为评价标准，来批评欧盟的质疑者与反对者。吊诡的是，因为 这 些 质

疑或反对的力量所用的语言与象征经常坐落在极右的光谱上，因此欧

盟及其支持／同情者对这些反对力量的反批评就显得直观上的合理与

进步（例如对由新纳粹ＪｏｒｇＨａｉｄｅｒ所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进入该国

联合政府的制裁）。而同时欧洲的一些小国（例如丹麦）对欧盟的忧惧

质疑 也 被 立 即 地、直 接 地 编 排 成 仅 仅 是 褊 狭 地 域 主 义 或 民 粹 主 义 反

① 夏铸九对“地方国家”的分析上以及政治上的重视，其实也是一种“指认国家 左

手并与之结盟”的努力。这个努力在指认出次 中 央 国 家 尺 度 的 运 动 结 盟 对 象 是 有 意 义

的，但是否需要以中央国家式 微 说 作 为 前 提 或 配 套，或 是 否 地 方 政 权 必 然 较 有 进 步 倾

向，则是可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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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思考欧盟的案例或许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年代中构思一种进步

的国际主义。

丹麦的例子甚具启发性。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８日，丹麦公民投票否决

了加入作为欧洲共同货币的欧元，间接地对未来欧洲的政治整合提出

不信任票。这个事件的意义被两种解释垄断，其一是欧元的脆弱体质

所致（相对美元，欧元在一年间已贬值百分之二十五），其二是极右派

或褊狭民族主义的抵制（例如由ＰｉａＫｉａｅｒｓｇａａｒｄ女士所领导的丹麦民

族主义政党）。由于丹麦国内支持采用欧元的力量主要系来自商业社

群，反欧元就很自 然 地 被 视 为 反 市 场 进 步 性 的 保 守（甚 至 是 反 动）举

措。但是，如果从保卫丹麦福利传统以及国家规约的角度看，丹 麦 拒

绝加入欧元也就 是 拒 绝 接 受 欧 洲 中 央 银 行 对 各 民 族 国 家（的 分 配 政

治）的 规 范，后 者 的 重 要 内 容 就 是 减 税 以 及 解 除 规 约，而 明 显 可 见 的

是，这将对丹麦的社会福利传统造成重大冲击。欧元的政治 目 标，从

一开始就很明确，是要（如德国前总理科尔所指出）建立欧罗巴合众国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形成规模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依 照 新

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庭抗礼。① 不论是奥地利、丹

麦、意大利②、德国③或是法国的新兴极右民族主义势力都必须被现实

地、政治经济地理解，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支持力量来自中下层群众，而

这些人群恰恰是福利国家被市场绑架后的牺牲者。

“在欧洲，一个中间偏左的时代正让位给一个新右的时代。”《纽约

时报》的一篇专论如是说。这一类的政治评论虽然能指出一种趋势或

变化，但往往无法拉出一个关联，那就是布迪厄所看到的极右民族主

义力量与毫无限制的市场力量之间的关联。对布迪厄而言，ＦＮ （著名

①

②

③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９，２０００，Ａ５．
“反欧洲”的极右铁三角分别是奥地利的ＪｏｒｇＨａｉｄｅｒ，意大利的ＳｉｌｖｉｏＢｅｌｕｓｃｏ

ｎｉ，以及丹麦的ＰｉａＫｊａｅｒｓｇａａ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７，２０００，４ｗｋ．）

德国的大党，具有稳健保守传统的基 督 教 民 主 党，就 是 一 显 著 例 子。最 近，该

党的国会领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Ｍｅｒｚ就公开宣布数以百万计的境内外 国 人 必 须 要 领 受 德 国 的

“指导文化”（Ｌｅｉｔｋｕｌｔｕｒ；ｏｒｇｕｉ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这样一 个 敏 感 的 话 题 在 战 后 以 来 是 不 可

能被公开 提 出 的，更 别 想 像 是 由 主 流 政 党 提 出。（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５，

２０００，８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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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给自足，那么为何不寻求切断与美国为首的市场全球化的关系，

并从而保卫其社会成果？

布迪厄的这个立场是否是在提倡一种欧洲孤立 主 义？是 否 可 以

指责他的国际主义并非真的“全球的”国际主义，而是欧洲范围的国际

主义？我的看法是，布迪厄是在提倡一种欧洲孤立主义，但却 是 出 于

一种好的原因，也可能有好的后果。当下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于任何的

环境或社会保护的做法都斥之为反动的孤立主义，他们宣称市场全球

化的趋势具有不可逆转性。抗拒这个不可逆转性，并寻求可能的替代

方案其实都多少带有詹姆逊（Ｊａｍｅｓｏｎ，Ｆ．）所谓的“斩断关系”的意涵，

他认为，对抗全球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想像“如何使和世界经济斩

断关系成为一 个 可 行 的 政 治 与 经 济 计 划”。① 布 迪 厄 的 整 本 Ａｃｔｓ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事实上就是在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欧洲的思考

者，布迪厄的思路很难被划归为帝国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这只要把

布迪厄的政治 和 美 国 总 工 会（ＡＦＬＣＩＯ）的 政 治 作 个 对 比 就 清 楚 了。

美国总工会不遗余力推动的以提升第三世界劳动条件为主要措辞的

蓝色 条 款，在 现 实 政 治 上 则 是 为 了 确 保 美 国 劳 工 的 自 身 利 益 为 优 先

（倘若不是唯一）考量。美国总工会并不努力尝试在“保护”第三世界

劳工的同时，积极地保护美国国内劳动条件，例如争取医疗保险的普

遍化，基本工资的调升，以及反抗以解雇劳工为最大收益的企业兼并

（ｍｅｒｇｅｒｓ）或瘦身（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风潮。②相对于美国总工会的帝国主义

策略，布 迪 厄 的 策 略 的 进 步 性 就 在 于 把 斗 争 的 矛 头 首 先 对 准 欧 洲 内

部，要求保护社会，消除割喉竞争。这个抗争的成功将有利于 对 资 本

①

②

Ｊａｍｅｓｏｎ２０００：５６。詹姆逊在同页脚注里发展他的“斩 断 关 系”论，说 他 有 一 个

不甚受欢迎的关于前苏联解体的解释。他认 为 前 苏 联 之 所 以“解 体”，不 是 由 于 社 会 主

义之失败，而是由于放弃了它的“斩断关系”大政策。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５，２０００，１２ｂ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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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窜设限，有助 于 对 全 世 界 范 围 的“奔 向 最 低 标”运 动 产 生 路 障 作

用。①

把美国总工会和布迪厄的立场对比，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教

训，那就是，在全球化年代中，虚假的国际主义（事实上的帝国主义）往

往以“走向全球”（ｇｏｇｌｏｂａｌ）为号召，似乎所有的实践与理论的空间仅

只存在于“全球”这个尺度。这种虚假的国际主义正是以“在地思考，

全球行动”讽刺嘲笑“全球思考，在地行动”（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６９）。如何

才能从在地与全球这两个极端参照点中解放出来，从而在全球化年代

中更有效地思考与行动，成为新国际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布迪厄

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敏感，他一再强调全球─区域（欧洲）─民族国家

这三个层次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的世界需要各个

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区域与国家在它各自条件下努力保存社会成果

与文 明，而 这 个 努 力 既 是 对 各 民 族 国 家 进 行 也 是 经 由 民 族 国 家 进 行

（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６６）。

哈维的激进地理学可以把布迪厄的这种多元力场的行动 策 略 在

① 事实上，欧洲的确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反美与反全球化，而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有

其历史渊源，更可以溯及２０世纪初。又由于福 利 国 家 的 传 统 尚 存，因 而 欧 洲 反 抗 全 球

化的力量远远超过大多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欧 洲 与 美 国 其 实 有 时 并 不 能 以 集 合 词“欧

美”称之，如果从第三世界左翼与反全球化的 观 点 看 的 话，一 种 健 康 的 欧 洲 中 心 主 义 往

往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让全球 的 政 经 结 构 走 出 单 极 化。关 于 欧 洲 与 美 国 的 差 异，例 子

很多，例如，在有关企业合并这个议题上，很多在美国合并成功的案例（例如１，６５０亿美

金 的ＴｉｍｅＷａｒｎｅｒ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Ｏｎｌｉｎｅ的合并），在欧洲遭到欧洲委员会引用反托拉斯法

反对，下场未卜（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２０００，ｃ１２）。另 外，欧 洲 议 会 在２０００
年的会期中，几乎通过了征收所谓的托宾税（ＴｏｂｉｎＴａｘ），对国际流动的金融资本课税。

而倡议中的千分之二十五税率，如果课征于 每 天 在 全 球 流 动 的１３，０００亿 美 金，那 么 一

年就可课征２，５００亿美金，五倍于当今的国际援助总额。这个税的议案尚未打消，还有

成功可能。此外，欧盟和美国在 是 否 撤 销 对 第 三 世 界 的 债 务 也 存 在 巨 大 分 歧；以 欧 洲

为基地的Ｊｕｂｉｌｅｅ２０００就是一个把 目 标 摆 在 勾 销 第 三 世 界 欠 债 的 运 动。另 外，关 于 基

因改造食品的规范，欧洲的标准也远较美国 严 格，成 功 地 逼 迫 巨 型 公 司（例 如 麦 当 劳），

改变其政策。麻省理工学 院 的 保 守 经 济 学 者 ＲｕｄｉｇｅｒＤｏｒｎｂｕｓｈ 对 欧 盟 在 全 球 化 运 动

中角色的评论就很具代表性：“欧洲想要保卫现状，顽抗更有道理的自由市场革命”。评

论到托宾税，Ｄｏｒｎｂｕｓｈ则说：“他们［欧洲 议 会］在 走 向 未 来 的 趋 势 中 扮 演 后 卫 角 色；他

们是国家干预主义 的 大 本 营；他 们 要 对 一 切 会 移 动 的 东 西 课 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１，２０００，Ａ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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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作更清晰的表述。对哈维而言，所谓全球化不可避免的是一个

空间的概念，首先指涉的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要克服积

累的 限 制 与 过 度 积 累，就 必 须 一 直 开 发 更 广 阔 的 空 间，在“创 造 性 摧

毁”的开发过程 中，不 停 地 圈 地，或“领 域 化”（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领 域

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曾歇止地进行领域化─除领域化─再领域化

之循环，在全球范围中造成了“不均衡的地理发展”（ｕｎｅｖｅ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区域 与 区 域 间 社 会 经 济 与 文 化 的 重 大 垂 直 差

异，而非如新自由主义者所指出的具有普遍解放效果。这种类似焚林

的动态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在多种不同的尺度（从身体、个人、家户、社

区、都市、民族国家、跨国区域到全球）上操作。虽然它们各自 有 不 同

的运作方式与逻辑，但不同尺度之间存在着辩证性的相互支持与强化

的关系（例如身体作为积累机制与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

哈维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么多的时空尺度的同时（或序列）

运作，那么反抗这个运动的运动也必须来自“多种尺度之间在思考与

行动上的共时性的与松散的协调转换”。针对流行的两种极端性的反

抗论述，一种是政治经济学左翼的全球主义，认为只有全球层次的团

结行动是有效果的，另一种则是文化派的身体主义，标榜特殊化与在

地化，哈维认为都失去了辩证性的关照，忽视了多种不同尺度之间的

对话、翻译与协调（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７９，９３，１７７，２３４）。

因而，对哈维而言，全球化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只指涉到

唯一一种尺度，即是全球，但当代资本主义却是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多

重尺度（从身体、地方、民族国家、区域到全球）上同时操作，而且这个

运动是不规则也不均等的。哈维指出当今的某些左派（例如教条马克

思主义）与右派（例如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仍然以全球为唯一尺度（即全球主

义［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进行思辨则还是处在一种冷战心态下（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

７９８０）。哈维语意深 长 地 指 出，工 人 阶 级 的 政 治、行 动 与 伦 理 若 是 不

能赶得上资本家“于理论与实践皆然的在空间上所表现的弹性”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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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堪忧虑了（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７１）。① 今天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范

围贫富不均的加剧必须要有阶级政治的对策，但是当今全世界无产阶

级却面临史无前例地为空间零散化以及文化异质性这两个问题所严

重困扰———尽管全世界无产阶级在过去这二十年间成 长 了 一 倍 有 余

（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６４）。哈维呼吁左派 要 发 展 出 自 己 的“不 均 衡 的 地 理

发展”，使后者从资本家的锁链中解放出来（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８３）。

这样的一种必须尽力同时涵 盖 多 种 尺 度（所 谓 的“长 前 线”［ｌｏ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的斗争是全球化年代中，任何“造反的政治实践”所必须面对

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他处，而是来自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因此，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在那些能在多种尺度上游走、对话、合作，并在既

有的历史限制下创造新的可能性的主体上才能找到。这样的主体哈

维称之为“造反的建筑师”（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建筑师”取 自 马 克

思关于蜜蜂与建筑师的比喻，企图指出作为一种类存在的人和其他物

种的差异在于，人能够在既存的条件下，想像完成的状态与规划行动

的步骤，因而得以让事前规划与随机创造辩证地开展。这种对“人”的

想像和当今诸种教条化的反人本主义有重大差别，后者沉迷于差异政

治，在非历史与非社会的“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想像中往而不返；这

般的知识与道德旨趣是各式民粹主义（包括极右、文化左翼、乡梓政治

与市场民粹主义）的基础。

七　各式的民粹主义是反全球化的出路吗？

———兼谈所谓认同问题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巴黎快铁的一节车厢在行驶中突然爆炸，驾

驶这辆快铁的司机高度镇静地带领乘客疏散。据目击者报道，这位司

机试图 浇 熄 愤 怒 的 乘 客 向 想 像 中 的 祸 首———阿 尔 及 利 亚 移 民 社

① 虽然困难重重，但全球流动也不是资本家阶级的特权。例如，在二战期间被 日

本强迫当奴工的韩国人就控告 日 本 三 菱 重 工 等 六 家 日 本 公 司 及 其 在 美 的 子 公 司 并 索

取赔偿。有趣的事，这个状子并 非 告 到 东 京 而 是 洛 杉 矶 地 方 法 院，因 为 加 州 法 律 接 受

这样的案件（《中国时报》，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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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报复的欲 念。他 说：“他 们 和 咱 们 没 两 样”（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

２１）。

巴黎快铁司机的这句话，虽然仍然是由“他们”和“我们”构成，但

重点在于“自我”和“他 者”应 该 要 求 等 同，尽 管（或 因 为）有 差 异 的 存

在。这个伦理上以及知识上的素朴态度帮助提升智能在人群生活中

的位置，对那些让我们立即产生“谴责、嘲笑或愤恨”等类反应的事物，

我们得以延迟反应，让理解力中介，结合行动与知识，改变既存社会条

件。① 这个平凡小人物的素朴之语对极右民粹主义、保守社群主义、民

族主义、善恶 二 元 论（ｍａｎｉｃｈｅｉｓｍ）以 及 妒 恨 政 治（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有无比的警示力，从根瓦解了一种史密特（ＣａｒｌＳｃｈｉｍｉｔｔ）式的“政

治观”———政治的定义是与不可兼容的敌人的斗争，从 而 把 政 治 放 置

在激进民主的脉络下，寻求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成为探知行动与进行

交互主体性理解的主体。

尼采的有名 警 语———以 鲜 血 思 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其 实 和

杜威的激进实用 主 义“结 合 身 体 的 知 识”（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之 说

并无根本差异，都是在攻击异化知识活动，都和种族主义与／或唯直观

论无必然关系。但是尼采箴言被极右派挪用后就退化为“只凭着一股

血气就成！”（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Ｉ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或“干了再说！”（Ｊｕｓｔｄｏｉｔ！），

从而展现出对广义启蒙、智能与知识（分子）的敌视，认为后者用抽象

的理性（或文明）掏空了活生生的差异与感觉（谓之“文化”），是人民、

社群、乡梓（ｐｌａｃｅ）与“家”（ｈｏｍｅ；ｈｅｉｍａｔ）的终结者。启蒙、理性主义、

宪政体制与民族国家成为了极右派差异政治中不由分说的箭靶。史

密特政治哲学的复兴以及各种极右派团体在欧美的出现（例如法国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ｏｎｔ，意大利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Ｌｅａｇｕｅ，以及美国的 Ｎｅｏｃｏｎｆｅｄｅｒ

ａｔｅ团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ｓ）都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动，期望通过极

右路径面对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文化”威胁，提出另类出路。这很类

似３０年代魏玛时期的极右保守革命，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启

蒙的孪生。海德格尔就视这二者“形而上学上是一回事”，造成文化完

① 布迪厄接受斯宾诺沙“不要哭、不要笑，要 理 解”的 立 场，认 为 社 会 学 家 也 应 该

在他们的知识活动中实验此一立场（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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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同质化，“使世界暗下来”。①

正当极右派 的 文 化 战 正 因 全 球 化 的 过 程（特 别 是 大 量 的 国 际 移

民）而方兴未艾之时，文化左派的文化战开始有了耗尽的迹象，主要的

原因似乎在于差异政治和消费主义／市场全球化不但没有必 然 矛 盾，

后者甚且经常包抄、吸纳、改编前者为其所用。认同、文化和差异的强

调，经常不但不能挑战全球化的进程，反而补充了全球化的文化与经

济动力，帮助全球化经济的主轴（文化商品化）更深入全球各角落。因

此“文化（种族）特殊性”、“在地特殊性”（例如生态旅游、族群餐厅、区

域性流行音乐、在地 小 酿 酒 厂［ｍｉｃｒｏｂｒｅｗｒｙ］，迪 斯 尼 的“木 兰”、受 同

性恋美学激励的高级流行时装工业、剥削黑人“内城文化”的耐吉运动

鞋）反而吊诡地成为全球化开疆拓土的助力（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８：１８）。

在西方，尽管学院高墙内的人们仍对各种政治正确的议题争议不

休，争相语出惊人，深入“诠释”无须甚解之事，同时忽视一切可谓显然

之事，但这个流行将近二三十年的政治正确文化战已然有趋疲之态，

重 要 征 候 之 一 即 是 跨 国 资 本 已 然 成 为 政 治 正 确 词 汇 的 热 切 使 用 者。

这可从一个具体例子看到一些端倪：尽管保守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２０００年６月裁决美国童子军（一个长久以来捍卫美国家庭价值的社会

化机构）排除同性恋者的入会资格是合宪的，但这似乎只是保守力量

的最后一击而已，之后，各地方政府的反弹非常强烈，扬言拒绝童子军

对各种公共空间的使用，在这些反弹中最具有指针性意义的则是代表

全球化主要动力的金融资本（例如世界级大银行 Ｃｈａｓｅ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与

高科技公司（例如 Ｔｅｘｔｒｏｎ），它们的反应出奇的“进步”，ＣｈａｓｅＭａｎ

ｈａｔｔａｎ就立即取消了对全美童子军的年度捐助，它的发言人指出：“他

们［童子军］的 立 场 看 来 是 有 违 我 们 对 多 元 性 价 值 的 承 诺。”②Ｃｈａｓｅ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对多元 性（而 不 对 其 他 现 代 价 值———例 如 经 济 与 社 会 平

等）有承诺，那当然是因为多元性商机无限。在后福特积累体制之下，

规格化的大量生产让位给新一波能深入穿透地方、社区、族群与身体

①

②

引自 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ｎｄＢｏｎａｎｎｏ２０００：６３。关于极右派在当代的出现及其 知 识 上 的

系谱，请参考 Ａｎｔｏｎｉｏ２０００：４０８７。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２９，２０００，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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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满足特殊文化、认同与品味的商品生产，将商品与认同有机地结

合，在形成各 式 社 区 的 同 时，形 成 了 多 元 的、繁 复 的、零 碎 化 的 市 场

（ｍａｒｋｅ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４１０４１１）。因此，多元主义、多

样性以及各式各样的“见名词就加Ｓ 癖”，在它们天真无邪的表面下，

其实掩藏了不那么能直说的利欲熏心。主流媒体的知名专栏作者与

新经济的吹鼓手扎卡里（Ｚａｃｈａｒｙ，Ｇ．Ｐａｓｃａｌ）更是直截了当地援用后殖

民语汇，指出后殖民／后现代认同政治和新一波资本主义之间 的 密 切

关系，称当今的资本主义为“杂种性资本主义”（ｍｏｎｇｒｅ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并指出：“杂种化适合现在这个经济的与科技的纪元。多元性是标杆。

杂种性是利基所在，混合杂配则是革新的土壤。能灵活处理多元性是

当今经济竞争力与国家活力的秘诀之所在”（Ｚａｃｈａｒｙ２０００：ｘｉｉ）。无须

多言，杂种性当然也是跨国公司的活力秘诀所在。

同样看到了近来资本主义和特殊文化或在地认同之间的 互 利 关

系，哈维 也 指 出，资 本 主 义 从７０年 代 以 来 开 始 进 行 新 一 波 的 地 理 扩

张，期望经由所谓的“空间修补”（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ｘ）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

题。空间重组本来就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核心过程，而效应之一则是

传统的地方在面对高度挥发性的资本空间流动之下，产生了很强的不

安。在这个情境下，巴伯所谓的部族主义应运而生，作为防御 性 或 反

动性的政治而存在（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８：１８）。在此同时，很多的论述开始乡

愁地诉说地方乡梓如何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穿透力之下，变成晨雾

散去，但哈维非常不同意这样的一种乡愁式的对现状的描述（当然以

及和这种乡愁对应的乡梓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ｐｌａｃｅ］），因为所谓的地方在

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是改变了，但变得是更重要了。哈维指出，作 为 全

球资本章鱼触角的跨国公司“在搜寻积累的利基时，对各个地方的素

质变得越来越敏感”，因而各个地方的人们为了吸引资本的进驻，浑身

解数地发展出各自的在地文化与社区特色，在这种地方与地方的特色

竞争中，一个接一个的地方性被资本的需求建构出来，而地方人民也

入戏地沉醉在这种地方感的建构过程中。不同于前述扎卡里对资本

主义与多元性二者关系的正面陈述，哈维指出，在这种为资本所强制／

引诱的地方建构工程中，“各地方把自身装扮成有市场价值的实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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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恰恰是产 生 了 一 系 列 的 同 构 型 复 制（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

ｔｙ）”。①

因此，民粹主义的乡梓政治与市场全球化的紧张关系只是停驻在

表皮层，这两者的关系事实上是共谋多于矛盾。在此，我们有 幸 一 睹

新一 波 资 本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力 道，它 甚 且 能 够 有 力 地 召 唤 它 的 反 对

者，共同进行空间生产，让田园景色、异国情调、古迹文化成为新的利

基所在。这些“观光客空间”是 Ｒｉｆｋｉｎ所谓的“付费体验经济”（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的重要卖点，人们付费然后取得进入特定情境的门票，

取得体验。这些体验往往类似涉身主题公园的游客一般，付费取得套

装另类现实。因此，在这种文化工业下的“地方”往往被微妙地转化为

虚拟情境，外来者和当地人往往并未发生真实互动，能产生学习经验

的多元异质空间也无从出现（Ｒｉｆｋｉｎ２０００：１４１１５３）。

“Ａｌｌｔｈａｔｉｓｓｏｌｉｄｍｅｌｔｓｉｎｔｏａｉｒ！”———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

五十多年前就对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平均化、平淡化的巨大转化力量

发出惊叹，这个力量如今更以无与伦比的威势展现在世人面前。如果

说，之前，资本主义现代性还曾经拉出一种领域和领域之间的分化，让

文化与政治相对于经济有其自主性之可能，那今天的资本主义可能正

是在威胁这个现代性的领域分化。詹姆逊就指出现今的这个资本主

义全球化是“后现代主义的帝国主义”，把文化的转变成经济的，又把

经济的转变成文化的（Ｊａｍｅｓｏｎ２０００：５４５５）。这样一种“新经济”所开

创出 来 的 世 界，巴 伯 称 之 为“麦 克 世 界””（ＭｃＷｏｒｌｄ：ＭＴＶ，Ｍａｃｉｎ

ｔｏｓｈ，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这个 世 界 的 核 心 部 门 是“信 息 娱 乐 电 子 部 门”

（ｉｎｆｏ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ｔｅｌｅｓｅｃｔｏｒ）：

音乐、录像、电 影、书 籍，以 及 主 题 乐 园———这 些 都 是 这

个商业文明的新教堂，于其间，购物中心成为了公共空间，郊

区则成为了没 有 邻 居 的 邻 里———都 为 了 意 象 出 口 而 构 筑 出

① 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９６：２９５２９９。想想台湾 到 处 可 见 的 冬 山 河 式 造 景、社 区 造 街、规 格

化市招的“同构型复制”造景，就能理解哈维 所 描 述 的 地 方 建 构 在 多 大 的 程 度 上 是 一 同

质化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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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些意象创造出 一 种 环 绕 在 认 同 图 案、广 告 术 语、明 星、

畅销曲、名牌、注册标 记 的 共 同 的 世 界 性 品 味。硬 权 力 让 位

给软权力，意识形态被转 换 成 意 视 形 态（ｖｉｄｅｏｌｏｇｙ），后 者 借

由音节和影像遂行其权力（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１７）。

巴伯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麦克世界就是“由扩张主义的商业所驱

驶的流行文 化 所 造 成。美 国 是 它 的 印 记，风 格 是 它 的 形 式（ｉｔｓ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ｔｓｆｏｒｍｓｔｙｌｅ）。它的货物既是物质又 是 意 象，既

是上架产 品 又 是 美 学。既 是 商 品 又 是 文 化，连 衣 裳 都 是 意 识 形 态”

（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１７）。Ｎｉｋｅ卖的不是球鞋，而是环绕在“运动”这个神圣

意符边的所有意象与意识形态：“健康、胜利、财富、性、钱、能 量……”

“干了再说”，还有飞人乔丹以及美国梦、美国路（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６６６７）。

的确，“新经济”的领导者如今是站在“人民”这边，反抗“传统”（即

社会性与集体性），他们收编了青年文化（例如“达康世代”的随意且刻

意的穿着与生活风格）与民粹术语（例如“自助”、“人民的创发性”，以

及反科层主义）与淑世主义（例如信息世代［首推ＢｉｌｌＧａｔｅｓ］的慈善非

营利事业风潮）。对弗兰克（ＦｒａｎｋＴｈｏｍａｓ）而言，这个由新经济为核

心的美国企业家已经成功地推动了一波“市场民粹主义”（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ｐ

ｕｌｉｓｍ）。这个市场民 粹 主 义 的 形 成 可 以 追 溯６０年 代 美 国 文 化 战 争。

根据弗兰克，尼克松在６０年代末期将美国民粹主义（以农民为主干，

反对剥削他们的货币经济体与不仁巨 富［ｒｏｂｂｅｒｂａｒｏｎｓ］）重 新 定 义，

把企业大亨和人民的对立转化成人民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对立（美国

脉络下的自 由 派 相 当 于 西 欧 的 社 会 民 主 人 士）（Ｆｒａｎｋ２０００；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００：８１）。这个文化战争的结果就是市场民粹主义的获胜，自由派或

批判的知识分子成了人民的文化敌人，而企业大亨反而是和人民一起

的。这个文化战争到了８０年代升高成为里根─撒切尔主义，打压所

有集体性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会。到了９０年代，后现代的激进民粹

主义和市场民粹主义反讽地结合了起来，合唱反权威、反中心化、反科

层制的调子，赞扬立即性、弹性、个人自主、多元文化与杂种性（跨国公

司能不是保 障 和 强 化 杂 种 性 的 一 个 理 想 制 度 基 础 吗？）的 文 化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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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ｚｅｋ１９９７：２２５）。这在生产组织上的同步发展则是后福特主义，在

国家角色上的同步发展则是福利国家的退却，在组织化劳工上的变化

则是阶级机构的萎缩（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

民粹主义，不管是极右的、文化左翼的或是市场民粹派的，不但无

法提出适当的伦理与知识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甚至可以和

后者形成金光党式的互补关系。

八　反全球化该召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伦理与政治？

———“慢社会学”的一个初步勾勒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市场与消费成为了日常生活世界中不自

省的最高价值，从而公共、民主与平等这些价值，以及进行探 索 求 知、

独立进行审美与道德判断、在公共领域沟通辩论的这些能力，都被严

重威胁。立基于反思与沟通前提的传统公民身份在求快求新的市场

逻辑霸权中面临被掏空的命运。在这个情境下，公民的真实意涵只剥

落到自由市场的消费者这一层。这个后现代经济用影像、奇观（ｓｐｅｃ

ｔａｃｌｅ）、设计、“风 格”与“实 存 时 间”摧 毁“字 的 文 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ｄ）（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１１８），使 明 辨 反 思 沟 通 越 来 越 困 难，使 人 们 在 视

觉与其他感官的晕眩中，钝化了批判意愿与能力，乐于停留在世界的

表皮层，享受失去否定的能力。这个庸俗化（亦即以市场选择定义民

主）的后现代“主体”是查拉图司特拉的拙劣模仿秀。如果尼采讪笑那

些不得不否定现状的辩证客是活在理性主义的虚无中，那么他也一样

会讪笑这些不得不肯定现状的后现代民众是活在感官主义的放纵中。

当今纵横于市场与传媒的新自由主义者与“新经济”大亨们将“自由”

定义为市场机制所提供的选择，但对尼采而言，这个“自由”其实是真

正个体的消解：“你为今天而活，你活的非常快———你活的毫无责任可

言……”（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１０４）这 样 的 一 种“主 体”已 经 失 去 了 精 气 神

① 本节的较早版本曾登 载 于 文 化 研 究 学 会 电 子 期 刊《三 角 公 园》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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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因为他“无法 不 对 刺 激 做 出 立 即 反 应”，因 为 他 无 法“学 习 延 迟 判

断，对个案的各个 方 面 进 行 调 查 与 理 解”（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５）。同 样

的，激进实用主义传统的米德（Ｍｅａｄ，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也提出延迟反

应（ｄｅｌａｙ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作为现代 人 的 激 进 自 我 教 育 的 不 二 法 门。米 德

和尼采虽然对现代性有不同的评估立场，但都是在一个大问题意识下

思考：如何挽救批判性的智能，使人们避免立即的、爽就好的归因与报

复。

其实当代的布迪厄与巴伯也都是在这个广义的问题意识下操作。

在面对这个全球化情境时，他们其实都在提出一种我所谓的“慢社会

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ｌｏｗｉｎｇｄｏｗｎ）———例如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或

巴伯的“深思熟辩 的 民 主”［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意 在 用 民 主

的延迟反应抵抗贯穿市场与网络的“实存时间”、让公共讨论指导效率

机器、以慢打拆解快攻。如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倡议的核心转变之

一在于，如哈维所言的，“以时间［速度］歼灭空间”（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那

么反抗全球化，促使我们思考另类的时空策略。

跟着感觉走、立即要找出代罪羔羊的情绪性立即 反 射，是 一 种 妒

恨的认同政治（以善的我们与恶的他们的道德主义二分架构为底）的

展现。妒恨的群体心理机制是能带来快餐性的炽热情感与冒进行动，

不可不说是政治冷感年代中的一股行动力泉源。但这种“民气”有它

的局限，经常不是气短，就是为人所用，几乎历史上所有的民粹式抗争

都有这样的问题。归根究底，这是因为所有的民粹主义都缺少（因为

它反对）智能（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的介入，拒绝对苦难或不合理现状作结构性与

历史性的根源分析，否定理论与概念活动的价值，甚至拒绝将它的信

念或是感觉和“逆耳的事实”（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ｆａｃｔｓ）对诘。因此，很难想

像以这样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观及知识观作为基础的运动，如何能抵抗

全球化的市场暴政。市场机制的暴力和国家政策的暴力往往不是直

接的、具象的或经由具体社会群体执行的，因此这些暴力，作为反对的

对象，并不经常具有直观的自明性格，往往必须先做到研究与反思的

功课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行动的标的。

因此，反全球化需要超越善恶二元对立的心理结 构，要 培 养 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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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反全球化为善，全球化为恶的末世论心态。如果说，马克 思 对 于

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立基于一种末世论，而是要从内在于资本主义的

历史潜力找出超越它自身的可能，那么讨论以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

展被理解的 全 球 化，也 必 须 持 此 辩 证 态 度。如 果 全 球 资 本 主 义 是 魔

鬼，反全球化则还必须要向魔鬼学习，才能聪明过它。哈维以“造反的

建筑师”为意象，企图打造出抵抗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却又必须

吊诡地以资本家为师，因为如果说作为隐喻的建筑师，一方面不免得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下行事，另一方面却又必须让想像力与创造力自

由发挥，且创造的果实也不是他或她预先所能完全控制的，那么资本

家就是时时刻刻在进行建筑师的工作———这中间不可 能 没 有 冒 险 和

投机的成分。资本家在全球的行动本来就是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中冒

险游移，开创新的空间尺度，创造新的地理差异，而这些从来都没有终

极保证。① 同样的，哈维认为反全球化的实践也应该是造反的建筑师

在行动，在既存的现实中寻找矛盾的缝隙，培养在多种空间尺度上游

走的能力。追求正义、公道与解放的希望空间在资本主义之 中，而 非

之外（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２０３２０５；２３１）。

因为缺乏智能的介入，以及根本上否定了一种素 朴 的 人 本 主 义，

民粹式的反抗经常在“浪漫地”指出代罪羔羊时，犯了“归罪于受害者”

这种受害者常犯的错误。这种将自身的困顿情绪性地归罪于他者的

做法在民粹主义以及各式极右倾向的团体中是很明显的，但在“胜者

通吃”的新自由 主 义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中 还 有 一 种 较 不 明 显 但 更 普 遍 的

“归罪于受害者”的做法，即是归罪于自己———社会的弱势者把困顿的

来源指向自身。我们知道，人们对于他或她的社会存在的“解释”经常

是一个历史的与社会的建构；在一个社会权利传统强韧的社会中，“集

体”是 要 负 一 定 责 任 的，但 在 新 自 由 主 义 主 导 的 社 会，负 全 责 的 是 个

人，而非社会或是国家。如果社会不复存在，一切事物的原因 与 结 果

都在个人，那么这种个人主义事实上是在打击所有的社会性，从福利

国家、集体责任的 理 念，到 社 会 思 想 传 统（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７）。社 会 思

① 例如 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 就把西雅图闹罢工的客 户 服 务 部 门 缩 减，转 移 到 印 度 新 德

理，形成了印度接单美国交货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３，２０００，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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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传统不就是一直在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帮助人们思考个人困扰的

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原因吗？（赵刚 ２０００ｂ）任何宣称社会终结、社会思

想终结的花哨说法必须仔细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思想或理论被

颠覆之后，我们如何解释贫穷、不平等的现象，除了说这是个人努力或

是遗传问题，或是（贫穷）文化的问题？我们又如何能要求和平、健康、

就业安全、环保……这些攸关所有人的价值，有一种合理的集体解决

方式？

但这不是一个保卫社会思想，更不是保卫社会学 的 问 题，而 是 一

个有关知识分子是否对现今的新自由主义霸权能够有所反应（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ｌｅ）（或曰“责任”）的问题。为了要抗衡那些宣扬粗糙个人主义及其

各种配套术语（例如“自助”、“企业家创发力”的“新知识分子”，与微调

民意、制 造 问 卷，目 的 却 是 为 了 歌 颂 现 状 的 “意 见 智 者”（ｄｏｘａｓｏ

ｐｈｅｒｓ），①布迪厄呼吁批判知识分子的出场。如果说“意见智者”是把

现状借流行口号（例如“全球化”、“数字时代”、“知识经济”、“后工业社

会”、“第三波”、“网络社会”、“麦当劳化的社会”）加以简化与扭曲，那

么批判知识分子的反应（或责任）则不是提出另一套迷思或口号来对

抗，而恰恰是“回到事实”、“回到证据”（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９，３６）。像什

么样的事实呢？当然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新自由主义下社会实

存情境的事实。事实的选取与强调当然和我们的价值立场有关，例如

如果我们相信社会国体制的重要，如果我们相信阻止世界各国竞相拋

弃文明与社会遗产的重要，那么，好比对布迪厄而言，一桩事实就很重

要：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是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

的。以这个现实条件作基础，社会欧洲的保护运动与论述，就 不 像 新

自由主义者所宣传的那么的不可能与不合理了。又，在新自由主义宣

传中产阶级为自由市场的最大受益者的时候，事实就更重要了，布迪

厄指出法国今天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全感，中产阶级并没有免疫权，对

于新自由主义宣称的工作机会的增加，必须要掌握住一个事实，那就

① “意见智者”很类似米尔斯在“社 会 学 想 像”中 所 批 评 的“迷 途 经 验 论 者”（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ｔｓ），从来都是在纯粹的流行意见（霸 权）内 操 作“知 识”，从 不 挑 战 他 们

自身知识的基础与方法的历史与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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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增加的工作中有四分之三是属于暂时性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３６）。

资本主义中，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量的劳动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的“弹性化”、“零库存”、“实时管理”之下，当然也只有落得“弹性”买卖

（没有正式劳动契约，工时零碎）的下场。

事实的发掘和 价 值 立 场 有 关，但 事 实 不 同 于 民 粹 口 号 或 商 品 宣

传，就在于它的民主潜力。如果我们对民主社会有真正的期 望，而 非

仅仅把“民主”当作一种斗争的修辞术，那么我们必须对我们日常生活

中所依赖的一道常识信念———关于一个纷扰的争议，是有可能找出一

个比较有道理和比较有证据的说法———抱持善意，并把它拉到公共领

域，使之成为沟通与辩论的基本前提。这个社会性与民主性的提升是

全球化年代中对抗市场暴政的不二法门。新自由主义有太多的修辞

妆饰（例如“弹性”、“瘦身”等雅称的大量使用）和内在矛盾，批判者应

有信心能揭发存在于它的宣说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诚然，在今天，理性的拥护者经常是宰制秩序的维护者，借理性之

名，遂行各种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学就是以理性、自由、人

权、科学这些普世性启蒙价值为口号，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最极端的剥

削。理性因而被剥夺了它挑战既存（知识、宗教或道德的）权威与支持

民主沟通的历史角色，成为权威自证之手段；使一历史特定的、特殊利

益的权威以终点的、普遍的权威姿态出现于世人之前。这个布迪厄所

说的“普世价值之 帝 国 主 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一 方 面 宣

扬理性、自由、人权与多元性，但另一方面却滥用权力，最大化其特殊

利益。这中间就 形 成 了 一 种 伪 善 政 治，说 的 和 做 的 之 间 存 在 巨 大 落

差，论述也出现双重标准。这里试举五个“事实”例子：

一、关于所谓市场自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富国要求世

界各国政府把手从市场中抽走，但却千方百计的以各种理由

（例如环保标准）排斥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①

① 南非财政部长以及２０００年国际货币基金以及 世 界 银 行 年 会 的 名 誉 主 席 Ｔｒｅ
ｖｏｒＡ．Ｍａｎｕｅｌ就在２０００年９月 份 的 布 拉 格 会 议 中 作 此 公 开 批 评（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７，２０００，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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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 于 生 态。美 国 以 及 ＷＴＯ 对 环 保 问 题 口 惠 而 实

不 至；美 国 参 与“京 都 议 定 书”的 签 署，应 允 参 与 全 球 合 作

减 少 二 氧 化 碳 之 排 放，降 低 温 室 效 应 之 危 机，但 美 国 参 院

至 今 未 排 上 议 程，因 为 事 实 上 美 国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在

过 去 十 年 间 增 加 了 百 分 之 二 十 二，美 国 担 心 它 若 签 定 会

有 利 于 其 他 竞 争 国 家（包 括 中 国 和 印 度）。美 国 目 前 是 全

球 温 室 效 应 的 祸 源———二 氧 化 碳 的 最 大 排 放 者，超 过 第 二

名———日 本———将 近 五 倍，还 不 包 括 污 染 转 嫁（例 如 墨 西

哥 的 美 资 工 厂）。①

三、关 于 健 康 人 权。 美 国 的 大 烟 草 商 （例 如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Ｍｏｒｒｉｓ）在 美 国 国 内 被 禁 止 在 各 种 媒 体 上 进 行 行 销，并 被

联 邦 政 府 判 定 巨 额 烟 害 赔 偿，但 却 动 用 一 切 力 量（包 括 政

治［超 级３０１条 款］与 媒 体）打 开 第 三 世 界 的 市 场。世 界

卫 生 组 织 预 估，以 目 前 全 世 界 的 烟 草 消 耗 量 的 成 长 率 估

算，到２０２５年，光 是 中 国 内 地 每 年 就 有 １００ 万 人 死 于 肺

癌。②

四、关于政治人权。美国一方面以惩罚独裁者之名对伊

拉克进行禁运，造成伊国成千上万的孩童因缺乏医药与营养

不良而死亡，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内地人权记录的强烈批

评措辞并不妨碍它给予中国 贸 易 的 永 久 最 惠 国 待 遇。虽 然

美国官方用新自由主义目的论来装扮 这 个 商 业 举 动：“中 国

不可能在打开市场大门的同时不打开它的政治体系”，但《纽

约时报》次日头版的标题可说更反映真实：“新现实主义赢了

这回合：庞大的市场诱因势不可挡”。③

五、关于战争 与 和 平。虽 然 一 方 面，美 国 的 大 烟 草 商 向

第三世界倾销正当的毒品（香烟），但 在 南 美 洲 的 哥 伦 比 亚，

美国又以“向毒品开战”为名在媒体（即是民意）取得正当性，

①

②

③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３，２０００．Ａ１，Ａ６．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５，２０００，ｙ１５．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００，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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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密武器支持政府军及右翼民兵对 农 民 为 主 体 的 游 击 队

展开清剿，造成哥国的内部难民人口在 全 世 界 排 名 第 三（次

于阿富汗与安哥拉），并导致大批反对 人 士 被 扣 上 亲 共 分 子

罪名被屠杀。美国对哥国的军事“援助”现 已 超 过 对 土 耳 其

之数目，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军援国家。这个军事操作的目的

当然和美国在哥国的巨大石油利益有关。① 另外，在东欧，科

索沃战争的较少被提及的一个层面是米洛塞维其政权的“罪

恶”除了所谓种族清洗之外，还包括它 是 全 欧 洲 仅 存 的 社 会

主义政权，对无节制的金融市场不抱善感。②

因此，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法采取一种文化主义或语言学的

新浪漫绕道，必须要在政治经济的战场上，以事实和论辩指出新自由

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拆穿谎言（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只是功课的一部

分，另一部分则是紧紧锁定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它的自我正当化

宣称的内在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例如哈维所企图推展的一个运

①

②

Ｎｏ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３０，２０００，１５１６ｐ．ｍ．，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ａｄｉｏａｔＳｅａｔ
ｔｌｅ．关于 Ｃｈｏｍｓｋｙ的与 这 个 演 讲 相 关 的 资 料 可 以 在 ｗｗｗ．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ｒａｄｉｏ．ｏｒｇ找 到。

Ｃｈｏｍｓｋｙ在这个演讲中还指出，哥 国 农 民 之 所 以 从 小 麦 与 咖 啡 等 作 物 退 出，进 入 可 可

树（古柯碱的来源）的种植，新 自 由 主 义 的 全 球 化 要 负 最 大 的 责 任，因 为 哥 国 农 民 为 了

要维生，必须得种植具有市场稳定性的作物，而 根 据 新 自 由 主 义 经 济 学 家 的 宣 传，理 性

农业应该对准外销市场，而非 内 部 消 费（例 如 可 以 维 生 的 小 麦）。因 此，在 市 场 的 淫 威

下，原先种植传统作物的农民 因 为 得 不 到 国 家 的 平 准 干 预（据 说 这 是 违 反 自 由 贸 易 的

落后做法！），最理性的选择就只有种植具有 高 稳 定 性 的 外 销 市 场 的 作 物———即 是 可 可

树。而美国对于哥国的“援 助”并 非 属 于 建 设 性 的 援 助（例 如 帮 助 农 民 发 展 代 替 性 作

物），而是在军火商与石油商利益推动下，进入 到 侍 从 政 权 与 派 系 的 手 中 成 为 掌 握 哥 国

政局的投资。Ｃｈｏｍｓｋｙ的确认为哥国 农 民 种 植 可 可 树，将 叶 子 提 炼 为 古 柯 碱，再 进 入

到美国市场，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解决此问题 的 最 理 性、最 有 效 的 方 式 是 消 除 美 国 社 会

需要的社会条件并由联邦出资治疗既存毒品 上 瘾 者；这 比 用 武 力 消 除 供 货 来 源 要 有 效

的多。

除去米洛塞维其的政权之后，“从大西洋 到 乌 拉 尔 山 脉 之 间，以 民 主 政 权 与 市

场经济为本的欧洲，终于去除掉它的最后一个大障碍”。这是《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

看待米洛塞维其政 权 的 角 度（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３０，２０００，Ａ１，Ａ３）。从 这

个角度我们可以推想 美 国 与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对 它 的 敌 意 的 真 正 的 地 缘 政 治 基 础。

我想，这要比泛滥的“人权关怀”说法要深入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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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是对准了内在于资本主义与布尔乔亚意识形态之中的一个矛盾

点———权利论述。全球化论述必然包含了一套自由主义权利论述，作

为内在于它的一个配套，但它却根本又不能和这套论述首尾一致，因

此，弱势者可以拿这套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语言作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的内在批判武器。对哈维而言，１９４８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就

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使力点，特别是其中的维生薪资 权（ｒｉｇｈｔｔｏｌｉｖｉｎｇ

ｗａｇｅ），就有潜 力 能 被 发 展 成 一 个 能 涵 盖 最 大 多 数 被 压 迫 者 的 运 动

（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８６，９１）。同样的，博格也指出这个《宣言》的普遍主义

与国际主义精神，对于那些念兹在兹地防卫与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资

本主义强国（例如美国）而言，不啻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对照，特别后者

又是习 惯 于 用 “自 由 主 义”语 言 来 正 当 化 其 国 族 特 殊 利 益 （博 格，

２００１）。

不只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进步性应该被援引利用，其实就算是帝

国主义的机构也必须辩证地与历史地看。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例如

世贸组织，这个全球化的代表性组织。从传统左翼的观点，可 以 很 容

易把世贸组织定位为大国所操纵的机构，单方面定下有利于他们的游

戏规则，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两大要求（打开现行的关门会议，以及让他

们在贸易争议的裁决过程中表达意见）都被拒绝（连世贸组织的首长

ＭｉｋｅＭｏｏｒｅ都表示世贸组织的“真正拥有者”是后台的政府）。① 在这

个前提下，对于贸易强国通过世贸组织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国建制与经

济发展自主，进行破坏性介入，是必须反抗的，这和传统的反帝国主义

与反垄断资本并无二致。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视角看世贸组织这一类

的全球性统理机制，它们似乎并不完全是强国的禁脔，就算是美国也

不能完全操纵游戏规则，它们必须要维持一定的中立性（尽管是表面

的）才能运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超民族的世界国

家的先导，从而并不原则上反对这种组织的存在，而是以民主化这种

组织作为斗争目标呢？如果历史地看，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二

战结束时所成立的机构，当初的进步角色和现在就不一样，那我们如

①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３１，２０００．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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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能期望它未来的角色和现在不一样呢？① 在全球相互依赖依存愈

加深重的今天，全球性的统理机构无法以任何先验的、区域的、特殊文

化的理由否定其价值，关键在于如何民主化这些全球机构，而这牵涉

到的就是全球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灌溉养成。

掌握住这个现代性的辩证性，我们就可以更深一层地理解前面提

到的布迪厄对“普世价值的帝国主义”的批判的真正意义所在，他并不

是和流行的“东方论”或“后殖民”论者完全同调，虽然他能同情地理解

他们（一种“东方论”的相对主义以及所隐含的对理性的反叛的发生脉

络是对以理性主义为名的伪善政权的反动），但是却也指出这类论述

的限制，因为他们走过了头，以至于无法公道地承认：揭发理性主义的

权力效应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理性的介入。的确，对当 代 的 各

种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伪善以及双重标准，我们需要揭露它们，但

这并不能导致一个结论：放弃普世价值和理性本身。布迪厄说：

当你在穿透那些以 理 性 为 幌 子 遮 掩 其 权 力 滥 施 的 作 为

之时，或在拆解那些把理性当作武器为其无道帝国（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ｅ）护盘的把戏之时，你依然正是在防卫着理性（Ｂｏｕｒｄｉ

ｅｕ１９８６：２０）。

后殖民或是 后 现 代 思 潮 对 于 启 蒙 主 义、理 性 主 义、“欧 洲 中 心 主

义”的批判是可以同情的理解的，也有其一定程度的历史正当性，但如

果说从对理性主 义 或 普 世 主 义 的 历 史 批 判，无 限 上 纲 到 对“理 性”和

“普世价值”（先不管如何理解）的先验性取消，进而几近宗教性地颂扬

“身体”、“欲望”与“差异”，那么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反理性主义”与“反

① 霍布斯邦（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ＥｒｉｃＪ．）就 指 出，世 界 银 行（前 身 是 国 际 重 建 暨 发 展 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是在二战的最后几 年 由 英、美 等 国 通 过１９４４年 的 布 列 顿 森 林 协

议所规划出的一个关于战后如何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性机构，避免３０年

代大萧条的再度发生，并记取 战 争 教 训，这 些 机 构 在 政 治 上 的 配 套 即 是 为 促 进 和 平 与

国际合作的联合国。但在战争结 束，冷 战 接 踵 而 来，原 初 设 计 联 合 国 所 依 循 的 合 作 模

式崩溃为冷战模式，也 跟 着 使 世 界 银 行 和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会“事 实 上 臣 服 于 美 国 政 策”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９４：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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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主义”而已，和它们的对立面相同地犯了认识论过剩的毛病，都是

非社会与非历史的立场。一个除脉络化的认识论与另一个除脉络化

的认识论之间仅仅留下一个学院派的差异。

“激进主义”如果仅仅沉溺于认识论的逻辑一贯性（或更糟糕，修

辞术的文字滑板与意象接龙）上头，并依照这个标准定义激进，那就是

激进主义 的 退 化 了，因 为 激 进 主 义 成 为 了 激 进 主 义 者 的 自 我 表 扬

了———“吾道一以贯之”结合了“吾政治永远正确”，而失去了激进主义

作为一种抵抗霸权（一种让你视事物之表面为当然的力量）的 探知 力

量，这个探知力量的培育端赖行动者能从历史视当今（因而当今是历

史的一部分），能从社会结构视个体（因而个体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任何激进主义的核心是“人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所选择的方式下进

行”。拋弃了历史与社会这两个元素，激进主义徒留画皮，或如布迪厄

所言，“激进华辞”（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ｈｉｃ）（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４２），最 多 也 只 是“校

园激进主义”罢了，整日在玩些“文化拼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ｉｃｋａｎｄｍｉｘ）的

把戏（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７７）。

文化拼凑这个现象反映的是知识分子放弃了一种对于知 识─政

治实践的连续性承诺，知识分子的活动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被商

品逻辑（新、快、赚）所 殖 民，不 认 为 维 持 一 个 连 续 性 的 承 诺 是 有 价 值

的，因而知识分子可以扮演很多的理论 政治角色，时左时右。面对这

个现象，认 真 的 文 化 左 翼 也 只 能 有 苦 难 言，因 为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ｇｏｅｓ”、

“ｊｕｓｔｇａｍｉｎｇ”已成为文化转向后整个支配话语的有机部分。因此，在

台湾，可以有人一面按照一种自由主义的投影点对近来有关国族主义

的各种论述进行地图绘制，但又可以跳出文字，口头表示，这个书写非

其本意———“我真正其实是倾向于社群主义的……因为还没有人从自

由主义的立场书写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这样作了。”①这里要指出的是，

并非知识不能有游戏的成分，更不是进行知识活动前要穿上一套理论

夹克，而且穿到永远，而是说，在一种韦伯所谓的现实是“无限繁多”的

前提之下，知识活动如果有意义，那么必定是在这无限繁多的层次片

① 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虽然用词可能有些出入。这是江宜桦在１９９８年的一 场 座

谈会中的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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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中，找出“值得被知道的”那部分。如何做出这个决定和纯理论或纯

经验观察无关，反而是决定于探知主体对自身所设定的价值定向以及

实践性的评估（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９８５：２１）。设定一个有文化意义的目标，那么

这个目标将会相当程度地决定探知者的理论观与伦理观，而由于目标

的达成经常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因而行动者的行动在客观上形成一

种连续性，在主观上则以“承诺”（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表出之；“承诺”意味主

体对某些原则的时间性信念。信念可能会改变（而且的确经常在主体

不自觉之下改变），但这不应作为社会主体不具任何信念的理由。一

个认真的（意思是“非仅仅游戏”）的社会行动者（例如批判知识分子）

应该拒绝一种从自我调侃到自我摧毁程度不等的“激进遁词”，好比，

“我现在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歧视，但将来是怎样，就不知道了。”①对

将来没有承诺意味对现在也没有承诺。以一种尼采主义变形，自矜一

种活在此时此地的政治正确，事实上是根本反尼采的。尼采对知识活

动的首要要求，和马克思在后设层次上并无二致，“定下一个目标”是

知识的前提。尼采势必反对那些在“实存时间”、“弹性生产”等敕令下

所表现出的“没格调的匆忙”（ｉｎｄｅｃｅｎｔｈａｓｔｅ）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９９０：７４）。

这样说并不是对“文化研究”的角色的笼统质疑。我甚至认为，文

化研究的工作配之以适度的历史坐标、阶级敏感与规范性定向，其实

可以扮演和批判社会科学以及批判历史学至少一样重要的角色。来

自中国内地的批判文化研究者王谨（虽然不是在“左”与“右”的架构下

写作）就提出了“批判政策学”，把国家和政策问题放置在文化研究的

中心。这种将公共政策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理论企图，是要一方面

抵抗体制内的社会科学从事者，另一方面抵抗“福科主义者”的教条去

中心 观，进 而 企 图 研 究 具 体 的 社 会 变 迁 对 真 实 社 会 人 群 所 带 来 的 影

响。如此非常食人间烟火的“文化研究”显然在旨趣上和此地很多文

化研究从事者是有差异的。王谨对文化研究的社会介入角色是有谨

慎但实在的期望的：“从学术研究中浮现出来对社会问题的新概念，的

确可以‘逐渐 渗 入 到 决 策 者 和 一 般 公 众 的 心 目 中’”（王 谨 ２０００：１８６

① 改写自“我现在不是同志，但将来就不知道了”，这一则当代台湾文化学术圈 广

为流传的世说新语式的机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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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文化研究除了可以介入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政治”外，也可以介

入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经济”。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里的语言烟幕和

各种雅称，一种威廉斯式的关于关键词的研究益发重要。这里举几个

例子：自由（市场至上，不准干预？）、弹性（随时听命加班，多找几个零

碎工作，没有退休金？）、ｃａｍｐｕｓ（曾几何时，高科技的工厂开始称做校

园、园区？）、双赢（我先赢，你等着！）、专业经理人员（加班没加班费，因

为你不是工人！）、企业瘦身（就是“五四三”：五个人的工作、四个人的

薪水、由三个人来做）。①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一个新国际主义运动的批判知识分子

必须随时在意于和（民族国家内与外的）公众进行批判性对话，颠覆既

存知识霸权。对 于 布 迪 厄 而 言，这 样 的 批 判 性 传 统 包 括“马 克 思、尼

采、萨特与福柯”（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８）。在今天的历史情境下，如何与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神）学斗争，则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布迪厄认为

要迎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权威，没有金光大道，唯有做坚实的“科学

功课”才可能有成效；寄望于用“我的措辞”来颠覆“你的措辞”，是不能

成事的。另外，批判的知识也需要对理念的通路和权力的通路之间的

关系网，进行图绘，到底是哪些人在制造支配的话 语？如 何 流 通？能

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重要的是，这些探知活动的目的不在于认知兴趣

上，例如建立法则定律，而是自我培力以及培力他人，使智能成为社会

整体的智能，成为社会变迁与社会正义的动力。当人们理解到新自由

主义的经济法则的历史性以及阶级性，那么这个法则就可能从拜物教

的神坛上被拉下来，从而有机会让吾人理解，法则的牢不可破是我们

让它牢不可破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５３５５）。批判的知识实践不在于提

供霸 权 的 反 计 划，而 在 于 提 供 一 个 “集 体 探 究 的 结 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９８ｂ：５６）。全球化下的激进培力，简言之，就是提升社会整体的反思

能力与行动能力，从而使人们能够对躲在“全球化”这个名之后的所有

变化能发明出反应之道（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８ｂ：５８）。

质言之，“慢社会学”亦是“慢文化政治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ｓｌｏ

① “五四三策略”是台湾的福寿实业的 真 实 经 营 策 略，《工 商 时 报》，２００１年３月

１４日———谢谢吴挺锋提供这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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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ｇｄｏｗｎ），它的核心企图是寻求被失控的市场机制的重力加速度所

挟持的市民社会（或生活世界）及其中的各种片段，复归相对自主性的

可能。为了要能够摆脱市场机制的速度共振从而获得自主性，市民社

会必须要找出一种超越原子化个体的社会性基础，让市场能够镶嵌于

其上，而这个基础必然是通过一种相互主体性的过程才能建立，因此，

市民社会必须克服市场机制所预设的攫取性个人主义、将公共空间除

市场化而后论坛化———唯有公共论坛的讨论才能让市场机制慢下来。

因此，将社会实存问题化、针对问题或政策进行公共辩论，以及建立能

让各个社会群体进行集体探知的知识民主架构，必须被培养鼓励。慢

社会学呼吁内在批判的建立，避免超越批判的不兼容互耗，把事实和

理论拉出民主性的关联，寻求非强制性论辩的普遍化。慢社会学寻求

一种以知识民主化为根底的人本主义，使“人民”不再成为价值或认同

的众神之战的代理者。

慢社会学寻求让情绪性或惯行性的直接反应慢 下 来。要 达 到 这

个目的，得通过两种功夫。其一是对社会的 整体性（ｔｏｔａｌｉｔｙ）的理解，

因为分隔断碎的社会观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观会妨碍我们对问题的

缘由或是自身的认同产生整体性与社会性的理解，会妨碍我们把我们

当下关心的一个特定现象和其他不那么有直接且明显关联性的社会

领域拉出内在关联，也会从而妨碍运动主体进行多种群体的联合。以

整体性与关系性为后设基础，慢社会学帮助原先划地自限的各种运动

主体能够开始体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机会能够借由民主的倾听

与讨论，实用主义地辨别出在此时此地，某一个行动策略可以有一个

较优先的位置。这样的一种对社会实存的整体性设定，未必会拉出一

种“最终而言，经济（或其他）是最具决定性的”的令运动活力瘫痪的左

翼霸权思维，反而可以让运动主体从同样瘫痪性的相对主义与本位主

义（这两者有时竟是同一现象！）中解放出来。公共论坛为各个群体及

其成员提供一个培力的环境，让成员能够在和不同的运动诉求与经验

中，交互培力，学习如何学习。这种激进的民主意涵和米尔斯 所 批 评

的“自由派”的那种将社会切分为众多不相干的断片，从而在各个断片

中进行点滴改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社会认识论是有重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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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功夫是做历史功课，这能帮助我们指认当下的知识与认同

的历史建构，以及帮助我们解放历史中被压抑的声音，辨认出被我们

遗忘的同志。因此，慢社会学亦是培力社会学，目的是将异化 于 我 们

的探知与合作力量给找回来成为我们力量的一部分，将疏离于我们的

社会与历史他者找回来，并成为我们思辨与行动的朋友同志。①

相对于各种以地方（或乡梓）空间的认同为基础的反全球化进路，

慢社会学或慢文化政治的反抗进路都可能更有力，因为虽然乡梓政治

的反抗也经常是要求慢下来，但这个慢经常是怀旧的、伤感的慢，而非

进取的、笃定怡然的慢，这使它容易掉进各种右派保守政治的漩涡中。

反观慢社会学的政治进路则既可涵化解放的空间政治（例如各种空间

尺度上的批判性公共空间与论坛）与时间政治（例如在时间三维中操

作的沟通、探知与反思）于其构造之中。这个慢社会学计划其实早就

内在 于 古 典 的 社 会 理 论 传 统 中，是 现 代 性 对 现 代 性 的 自 我 批 评 与 超

越。这个计划的迫切性于今并未稍减，反而与日俱增。

在一个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和卓别林“摩登时代”里那被速度（齿

轮、时钟与生产带）所逼迫、所异化的荒谬存在并无根本差异。如果这

个荒谬的快转人生是摩登时代的核心情境，那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

是新一波的加速器。这样子看待全球化现象其实也就是重申一个基

① 就算是“最前卫的”酷儿认同恐怕也需要一种社会整体论和历史感才能对自身

有一个更符合历史与现实处境的理解吧！也 许 是 出 于 对 流 行 的“新 自 由 主 义 全 球 化 的

酷儿政治”（容许我有些戏谑 地 制 造 这 个 卷 标）只 凸 显 酷 儿 身 份 认 同 如 网 络 般 的“抽 象

流动”，以及如消费市场般的“游移的、变动 的、多 重 的，［充 满 了］自 由 自 在、活 跃 变 换 的

惊喜乐趣”的不满，何春蕤尝 试 系 谱 地 追 索 酷 儿（与 同 性 恋）政 治 和 左 翼 运 动 之 间 的 历

史渊源，拉出酷儿政治在左翼 解 放 政 治 中 的 历 史 纵 深，并 且 尝 试 将 酷 儿 政 治 摆 在 一 个

关系整体的脉络下审视酷儿的政治与策 略。她 说“性 身 份 的 酷 儿 化 过 程 常 伴 随 了———

而且也必须面对———暴力压抑的响 应；而 令 人 深 思 的 是，这 样 的 暴 力 压 抑 往 往 并 非 来

自同性恋运动所对抗的父权异 性 恋 体 制，相 反 的，它 来 自［……］掩 盖 在 性 身 份 之 下 的

政治身份（阶级、种族、文化等）的差异和因此而来的压迫。”（见 何 春 蕤 １９９８：２９６）我 想，

这样的一种酷儿政治可能不是中产阶级性格 浓 厚 的 台 湾 酷 儿 族 群 所 能 够，以 及 愿 意 接

受的。台湾的酷儿论述事实上有浓厚的去政 治 化 与 个 人 主 义 性 格，却 又 常 以 各 种 进 步

措辞———好比“后殖民理论”———便 宜 地 取 消 运 动 主 体、回 避 和 其 他 运 动 的 团 结 问 题、

取消反抗实践，进而在一种“超 越 身 份 政 治”的 呼 声 中，以 无 限 杂 种 性 解 消 掉 各 种 压 迫

性社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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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场：思考全球化问题即是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我们必

须将“转变”摆在“连续性”的大架构下观察与思索。在下面一节，我将

讨论三位思想家或研究者对历史分期的三种不同立场，并指出他们的

政治意涵。

九　资本主义的变与常以及社会性的护卫：

柯司特ｖｓ布迪厄ｖｓ哈维

社会学家柯司特关于“信息时代”或“网络社会”的定性，是一篇指

出时代断裂的未来主义宣言。尽管偶尔有些措辞性的反宣称，但柯司

特已大体宣告了一个迥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世界的到来。以“信息

科技典范”为独特物质基础或是发动机，网络组织起这个新世界，并构

成新世界的形态、面貌与肌理。由网络化逻辑（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ｌｏｇｉｃ）所散

发的流动之力（ｐｏｗｅｒｏｆｆｌｏｗｓ）则涵化 宇 内，“重 大 改 变 了 生 产 过 程、

经验、权力和文化的操作与结果”（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４６９）。在新世界中，

由网络的流动之力所构成的社会形态则取得了一个类自然的（从而也

可说 是 拜 物 教 的）优 势 决 定 位 置，将 传 统 的 由 各 种 社 会 机 构、社 会 组

织、社会集体所 决 定 的 力 量 之 流（ｆｌｏｗｓｏｆｐｏｗｅｒ）逼 退 到 从 属 位 置。

这即是为何柯司特说：社会形态［学］（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的重要性盖

过社会行动，是网络社会的特征（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４６９）。换句话说，由节

点（ｎｏｄｅｓ）所编织的结构地形学（或是“拓扑学”）是新世界的权力与支

配的最重要基础，假如不是唯一基础；谁占据住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开

关机制，谁就是权力的掌握者，以及社会方向的指引者（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

４７１）。没有信息科技这个终极生产力就没有新世界网络群的交媾分

离流窜变形，因此，信息科技是演化的唯一动力。资本被科技 火 箭 推

进网络的流动空间与“无时之时”（ｔｉｍｅｌｅｓｓｔｉｍｅ）中，并把无限零碎化

与个体化的广大生产者留在地方空间，且被网络化逻辑的巨大吸力将

他们的劳动果实整编起来（即去中心化的集中）。这是一个终极的图

景，美丽新世界是一个鸿沟化的世界，生产者完全被网络的巨大力量

所永恒析离重组。柯司特认为这个新世界具有不可逆转性且对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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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肯定：网络社会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体系，易于革新且不至于危

及平衡。网络是立基于革新、全球化与去中心化集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的合适工具。”（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４７１）在此，柯司特的未来主义社会学在

描述上与规范上难解难分。

柯司特一面预知历史断裂纪事，但又煞费苦心地坚持这个新浮现

的信息时代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或许因为，当代强化的、扩张的

资本积累毕竟为一再显然不过之事。但对柯司特，这个资本主义是个

没有资本家阶级与劳工阶级的资本主义，简言之，没有阶级的资本主

义。而且，这个资本主义的重心不再是生产与生产的社会关 系，而 是

金融资本的 网 络 空 间 流 动。在 这 个 自 存 自 流 的“电 子 操 作 的 全 球 赌

场”中，各种资本分合聚离瞬生瞬死。而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超出所

有可想像的社会控制的非社会性金融资本网络空间，对科司特而言，

是“网 络 化 了 的 资 本 主 义”（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 基 础 实 存（Ｃａｓ

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４７２）。科司特不忘了提醒，由金融资本所构成的网络虽然

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元网络”（ｍｅｔａｎｅｔｗｏｒｋ），但它还是要仰仗信息

科技。因此，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其实是已经没有生产关系的“生

产模式”，只剩下信息科技这个生产力而已。① 社会关系甚至相互主体

性面临被科司特的理论所掏空的危机；生产者在弹性化与零碎化下面

目依稀“失去了集体的认同”，资本家也是由“电子网络操作的金融流

动”所构成的一如幽灵似的“无面目的集体资本家”（ｆａｃｅｌｅｓ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这两者在新世界中 阴 阳 两 隔，资 本（家）在 流 动 空 间 和 实

存时间中快速流转难以辨认，而劳动者则植栽在地方（乡梓）空间与日

常生活的时钟时间中，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在进行，没

有互动，没有冲突（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４７５）。

新经济的美丽新世界其实是个弗兰肯斯坦（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式的电

子鬼蜮（“信息科技网络”其实是一个恰当的描述名词），它在什么意义

上能称得上是“社会”呢？社会生活与互动如何能禁得起“无时之时”

① 这无可置疑的是一种极端化的生产力决 定 论，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知 识 传 统 中 有 其

系谱渊源，一直和强调社会关系与社会斗争的批判马克思 主 义 传 统 扞 格 不 入（参 考 Ａｌ
ｖｉｎ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ＴｈｅＴｗｏ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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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动空间的分解析离呢？“无时之时”之下如何培养反思性、集体探

知与公共辩论呢？流动空间之下又如何进行多种尺度之间的协调、翻

译与对话呢？“网络社会”这个概念的最根本困境或许在于它是一个

矛盾名词（ｏｘｙｍｏｒｏｎ）。

柯司特并非无见于“网络社会”里的不均等发展、极化与 均 质 化，

恰恰相反，他指出了网络社会通过关机（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ｆ），对“非核心功能、

被宰制社会群体与被贬抑的领域”任其自生自灭。科司特不忘记提醒

我们网络社会的不正义，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他缺少语言介入这个被

关机的社会领 域，特 别 是 当 他 说：“并 非 是 人 民、地 域 与 活 动 消 失 了。

而是它们的结构性意义消失了……”（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４７７）从一个根本

的意义上来说，柯司特已经在未来主义地夸张网络社会与信息科技的

同时，取消了社会性、主体性以及历史性。柯司特认为网络社 会 代 表

了人类经验的一个“质量上的转变”（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但 这 个 转

变似乎和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社会终结”与“历史终结”有难分难

舍的关系。

相对于柯司特的以科技决定论为基础的未来主义宣言，布迪厄则

主张“全球化道道地地的是一迷思，是一种强力论述，一股理念力量，

一波具有激活社会并能鼓动信仰的力量。”布迪厄不认为“全球化”有

任何特定的“底层”物质基础，所以他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命定论，

因为它把责任和行动交给了演化，从而取消了政治这个概念的激进意

涵。布迪厄因此相信如今之计是要动员一切理性的、反思的社会能量

（包括批判知识分子、社会运动与“国家之左手”）共同抵抗（以美国为

总部的）“市场暴政”，防卫文明成果，而要达成此目的，必须要做功课，

拆穿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解读它的各种遮蔽现实的雅称与措

辞，移情地理解社会生活中各种弱势群体的痛苦，而行动的层次则必

须要从在地扩展到国际层次并且同时做反方向的运动。

说的都对。但是，这些“反抗之举”似乎是在低估了新自由主义全

球化的“新”的前提下所拟定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市场暴政，

但不止于此。暴政直接呼唤出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暴政却是一个

“合理化”的暴政，甚且对很多人来说，还是甜蜜的暴政，让主体乐于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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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地从属于这个大安排，后者一如巴伯所说的“没有极权政府的极权

统治”———于其中 每 一 个 人 都 是 一 个 主 体，没 有 人 是 统 治 者（Ｂａｒｂｅｒ

１９９６：１５０）。布迪厄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令人惊讶 的 是 这 个 命 定

论的教条把它自己扮成一个解放的讯息。”（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ｂ：５０）虽然布

迪厄一方面坚持这是所有保守革命的骗术，把复辟说成革命，但另一

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只是新瓶旧 酒。在 谈

到新自由主义霸权是如何地善于在“象征向度”中进行斗争时，布迪厄

指出“社会运动 落 后 于 它 们 的 对 手 已 有 好 几 个 象 征［向 度 的］革 命 之

远”（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ｂ：５３）；在对手已经“饱和地占据媒体”之下，如果不寻

求对各种媒体（特 别 是 电 视）的 介 入，社 会 运 动 能 有 成 效 的 机 会 甚 小

（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６ｂ：５７）。

批判新自由主义主义全球化，除了从极 端 的 社 区 政 治／乡 梓 政 治

（那即是极右政治了）出发，可以全盘地对它否定，要不然多少都会遭

遇到一些暧昧难决的部分，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股普同性的、

大都会型的论述，歌颂多元、包容和平等价值（尽管是在修辞的层次）、

怀疑民族主义与主权概念的终极道德价值、批评科层制的僵化与形式

主义、无爱于家父长制、反威权主义、没有本质上的性偏好、对前卫颠

覆艺术含笑而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只能就这里或那里指出某

些吊诡、讽刺与伪善，但无法完全切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这些立场

的关联。这一纠 葛 部 分 是 布 迪 厄 式 的 论 述 所 难 以 给 予 正 当 评 价 的。

但对哈维而言，当代的全球化的确吊诡地提供了激进变迁的某些特别

条件，例如新自由主义翻转了很多公与私的传统区分，虽然一方面把

很多公共职能私有化，但另一方面却也把原先很多固若金汤的私领域

或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例如环境问题与医疗健康问题）带到全球领

域中（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９０９３）。

哈维不同于布迪厄，并没有把全球化 仅仅 当成是 一 个 迷 思，一 道

理念力量，一种意识形态，但也不同意柯司特的未来主义历史断裂说，

无保留地论定有一个质量上的转变。布迪厄指出的全球化的迷思与

意识形态的构成，对哈维而言都成立，而且哈维也指出全球化这个概

念本身在分析上和政治上都有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全球化这个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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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头没有某种客观的现实变化。７０年代之后，特别是资本主义核心国

家的确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这从劳工运动的角度来看是再明显

不过的；它面临了资本、劳动与讯息的史无前例的加速空间流动，和福

特主义的战后二十年是很不同的。哈维指出了科技─经济领域上的

四个重大转变：（１）金融的松绑 ———以布列顿森林协议为名的一元金

融体系的瓦解；（２）科技革新与转移的加速（３）所谓的“讯息革命”———

讯息的传递已经成功地消除空间障碍（４）商品与人员的空间移动成本

降低（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６０６３）。

这四个相互纠结、难以严格区分开来的数量上的 转 变，是 否 共 同

带来了一个质量上的转变呢？哈维说：

答案是一个有限制 的“是”，且 得 立 刻 加 上 一 个 论 断：就

生产模式以及与这个模式结合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言，从来就

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的革命，而且假如有任何真正的质量上

的转变趋势，那是朝着重新肯 定１９世 纪 资 本 主 义 价 值 的 方

向在走，这个趋势还添上了２１世 纪 所 独 有 的 那 种 把 每 一 个

人（以及每一件可以交换的事物）推向资本运行轨道的势头，

与此同时，这世上的大片人口却成了对资本积累之基本动力

而言的永久性赘余（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６８）。

因此，这里存 在 着 一 个 重 大 的 对 全 球 化 的 认 知 与 政 治 立 场 的 问

题。坚持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哈维坚决反对各种左派或右派

的科技决定论者，他们宣称“全球化”或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和前一阶段

有根本性的革命或断裂（例如贝尔［ＤａｎｉｅｌＢｅｌｌ］的“后工业社会”，托夫

勒［ＡｌｖｉｎＴｏｆｆｌｅｒ］的“第 三 波”，以 及 柯 司 特 的“网 络 社 会”或“信 息 时

代”）。今日的讯息传布当然是非常的快速，甚至几乎达到了将空间除

物质化的地步，且这个除物质化的“数字空间”（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既是造成

了整个金融市场热滚滚的条件之一，也是和媒体霸权的兴起有密切关

系。但哈维不同意柯司特等人关于讯息社会的定位与所谓讯息或网

络革命的夸张提法，批评这种提法的哥伦布情结，缺少历史感，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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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层次上和右派政治形成共谋（韦伯斯特 １９９９）。哈维有一段

话值得引述：

最近这些日子里，这个所谓“信息革命”的想法变得强而

有力，且常常被看成是一个全 球 化 新 纪 元 的 黎 明 之 际，于 其

中，讯息社会干纲独断（例如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其实像这样的

说法很容易会说过了头。现今 这 个 转 变 的 确 让 人 耳 目 为 之

一新，但是铁路、电报、汽车、收音机、电话在它们初次问世的

时候，也同样让人耳 目 为 之 一 新，并 不 稍 让。举 这 些 较 早 的

例子，是因为它们能帮我们了解［今天的处境］。这些新发明

都各自以其方式改变了世界运作的方式，改变了生产及消费

的组织方式，改变了政治的搞 法，以 及 改 变 了 人 和 人 之 间 的

社会关系使之更进一步地踏 入 物 与 物 之 间 的 社 会 关 系。很

明显地，我们于今也看到了工 作 与 生 活 之 间 的 关 系、职 场 间

的关系、关系的文化形式，的确 都 在 相 应 信 息 科 技 而 进 行 快

速转变。有趣的是，这是美国右翼政治议程中的一个关键成

分。金瑞契（Ｇｉｎｇｒｉｃｈ，Ｎｅｗｔ）（接 受 托 夫 勒 的 咨 询，而 后 者

的右翼乌托邦思想则是完全建筑在“第三波”的 讯 息 革 命 基

础上）认为这个新科技具有内在的解放潜力。为了要让这个

解放潜力从它的政治锁链中释放出来，就必须要拆解掉所有

“第二波”工业社会的机构，例如政府的调节规约、福利国家、

薪资协商的集体建制。我们不 应 该 忘 记 这 是 一 种 庸 俗 版 本

的马克思主义说法，社会关系 与 历 史 受 制 于 生 产 力 的 改 变。

我们也不应忽视充斥于这种右翼修辞中的目的论调门（也许

撒切尔的“别无他路”这句名言最能掌握住这个调门）（Ｈａｒ

ｖｅｙ２０００ａ：６２６３）。

哈维的这个关于全球化是一个“有限的质量转变”（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ｑｕａｌ

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ｈｉｆｔ）的论点的重要性与积极性在 于，它 一 方 面 指 出 了 在 所 谓

的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等名词后头，仍然站立着没有任



２１０　　 知识之锚

何根本改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另一方面指出，是有一些虽然有

限但的确是新的转变，而这要求我们对于这些新情势做出新的反应。

在分析的进路与政治的计划上，我们都要更敏锐于“全球化”在各种空

间尺度的生产中所累积的矛盾，并从这些矛盾的缝隙中开展我们多尺

度的行动，开展尺度间与尺度内的翻译与对话。拿工人运动 作 例 子，

过去工人力量之所系的地方性，必须要和一种多尺度的空间政治结合

起来，尝试对国家的功能进行改造，对市场进行民主干预与监督，并积

极地尝试开创与守成各种能够保卫社会的社会机构。这当然不言而

喻地是一困难重重的工作，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十　回到台湾———市民社会与市场

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当局移植到台湾，由于在内地的惨败经验，台湾当

局在社会政策上以民生主义为正当化语言缩减阶级鸿沟，凡是土地改

革、义务国民教 育、公 共 医 疗 与 卫 生 等 等，可 说 都 是 在 恐 共 的 井 绳 之

下，被一一推展出来———当然，这是两手策略的一手而已，另一手则是

白色恐怖。这个俾斯麦式的右翼统合主义政权的社会政策在效果上

的确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公正分配起了一定的作用（最难以被否认的就

是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发展，造成了众多出身清贫的代内阶级向上流

动）。这些社会遗产虽然不是岛内社会斗争的历史成果，但它们不折

不扣是更大范围、更长期间的社会斗争的结果，因为没有之前中国内

地的阶级与国共斗争、全世界范围的左翼与社会民主运动，以及当代

全球冷战结构下威权国家对社会反抗力量的两手防堵策略，这些客观

形势也不可能出现在台湾。

台湾很快地就在７０年代和发展主义接轨，成功地 整 合 到 半 边 陲

的世界生产体系中。虽然经济发展的代价是民主的高度压缩，但无可

否认的是台湾７０年代以来的一整个世代中，经济平等的指针一般而

言远远优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地区。这是国民党长期执政

的基础，当然也还靠枪杆子。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之际，台湾加速了

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台湾当局从规约者的角色慢慢淡出，资本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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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一步一步地将台湾当局无能化，解除它对私人资本的各种政策规

约。

在台湾当局进行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同时，一种台湾民族主义转向

也在剧烈进行中，后者使得“戒急用忍”成为台湾当局的唯一重大规约

活动。这样的规约当然是事倍功半。这是台湾唯一反新自由 主 义 的

政策，但是动机并非出于对资本的节制，而是出于民粹或民族主义，并

且在半认真半作态之下，也没有明显的保护台湾劳动者的效果。台湾

劳工生存条件的恶化与“戒急用忍”的政策同步开展。

因为民粹主义的需求，台湾当局在规约资本与资 本 的 关 系 中，甘

冒违反新自由主义之大不韪，但成果有限。但在另一方面，９０年代以

来的台湾当局在规约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确非常有效地、

全面地扮演它新自由主义的职能，为资本积累扫除了很多路障，并建

立了很多市场机制。这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谈。

首先、关于劳动力价格的调控。从国民党 当 局 到 民 进 党 当 局，对

宏观调控劳动力价格皆不遗余力。相对进步的“立法”（例如“劳动三

法”）经常不是遭到退缩修法就是行政漠然。以“工会法”为例，修订中

的“工会法”依“自由化”的精神，可能将废除强制入会，改采自由入会，

使本已体质脆弱的台湾工会遭受重大打击。同时，“工会法”承认的区

域性产业工会与全台产业工会也都被行政权力阻碍其成立或干脆不

承认。当先进国的产业工会因受跨国资本的合并潮所刺激也开始进

行合并时，①台湾的工会仍然在当局政策下维持其一厂一工会的零碎

化状态。② 在劳动者的工作权越来越受威胁，工作条件越来越恶化之

下，吊诡的是，参 与 工 会 的 人 数 与 组 织 率 反 而 都 在 节 节 下 落 中，例 如

１９９０年产业工会的组织率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三，１９９５年 则 降 到 百 分

之二十五点三 五，到２０００年 则 降 到 百 分 之 二 十 点 零 八，降 幅 可 谓 惊

①

②

加拿大的工会组织近况反映了一个也许 值 得 观 察 的 现 象，一 方 面 工 会 开 始 学

习资本间的合并，也开始进行合并，打规模牌，但 另 一 方 面，原 有 的 国 际 主 义（北 美 工 人

的跨国界联合）也开始受“加 拿 大 民 族 主 义”威 胁，很 多 原 来 参 与 美 国 工 会 的 加 拿 大 分

支，退回了民族国家单位进行工会联合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０，２０００，ｗ１）。

黄瑞明，《台湾工运逆境图存 犹待加把劲》，《中国时报》，２０００年１月７日。



２１２　　 知识之锚

人。① 拟议中的“劳基法”修“法”也是朝倒退的方向走，例如所谓“变形

工时”之计算期就从原来的四周调到八周到近来经发会提议的一年；

原有的月 薪 制 之 外 再 加 上 周 薪、日 薪 与 时 薪 制；以 及 取 消 基 本 工

资……②这个修“法”方向完全是配合新自由主义下的劳动力完全市场

化与“弹性化”。③ 在弹性生产下，劳动力被激进零碎化，从安全雇用身

份下降到临时工与外包 工，从 工 会 保 障 和 社 会 福 利 脱 钩 （这 里，我 们

看到了“谢国雄式路线”对比“柯志明式路线”的现实社会意义！）。在

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上，“外劳”自从１９９１年开放起，数目每一年都在成

长，到２０００年底为止，实际在台人数已达３２６５１５人，④这些被剥夺基

本人权以及被用完即丢的外劳，填补了台湾所需的低级劳动力，以及

使资本发展前提的公共建设得以继续。只要浏览一下白领外劳（白种

人、高科技或专业人员）与蓝领外劳（东南亚劳工）在权益和身份上的

差别待遇，就可以了解台湾劳动力的流进流出上所进行的微调，而这

个工作牵涉到细致的种族价格与人权价格的微积分。⑤

其次，关于为资本设置有利环境。例如减税，１９９９年底通过的“产

业升级条例”修正案，就是图利资本进行租税优惠（例如加速折旧、股

东投资抵减，五年免税），优惠的范围一再放宽，包括“十大新兴工业及

大型购物中心、电子商务、民营电厂、商港、航空、观光旅馆及高速铁路

等……奖励对象 由 制 造 业 扩 大 到 非 制 造 业，科 技 产 业 扩 及 非 科 技 产

业。”⑥这些优惠的后果则是加速台湾社会的两极化。因“产升条例”

自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８年 的 实 施 期 间 所 减 免 的 税 捐 高 达６，２００余 亿 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ｇｏｖ．ｔｗ／ａｃｄｅｐｔ／ｍｏｎｔｈ／ｔａｂ０３０１．ｘｌｓ
取消基本工资的说法中有一项论点和外 劳 有 关，因 为 于 基 本 工 资 制 度 中 设 置

排除外劳条款不 可 行，因 而 只 有 将 基 本 工 资 全 面 废 除。《中 国 时 报》，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１
日。

《社论：彻底翻修劳基法，此其时也》，《中国时报》，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３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ｇｏｖ．ｔｗ．ａｃｄｅｐｔ／ｍｏｎｔｈ／ｔａｂ１１０１．ｘｌｓ
例如，白领外劳不需签署定期劳动契约，可 以 自 由 转 换 雇 主 及 工 作，无 须 缴 交

“就业安定费”，工作期限为三年（蓝领为 两 年），不 限 次 数 展 延。参 考 台 湾 劳 工 阵 线《台

湾劳工的主张》，２０００年。
《社论：产升条例租税优惠浮滥无异“劫贫济富”》，《中国时报》，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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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Ａｌｉｃｅ），与瞿宛文等属于修正学派的学者就不吝一再指出中国台

湾地区与韩国相对于南美洲的成功发展经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

功于当局的产业政策干预（瞿宛文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ａ）。

瞿宛文以及其他修正学派学者对由“欧美先进国”所主导的全球

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经济学说———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于

指出自由市场机制并非万灵丹，并提出民族国家经济是世界经济场域

中的竞争基本单位，以及产业政策作为发展火车头的重要性。在拆穿

大田研一式的无国界地球的迷思方面，瞿宛文指出所谓全球化的整合

并没有打破国家经济体的界线，后者仍然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最重要

的尺度———不论是从贸易、资本流动或是人力流动这三个全球化的指

针中的哪一项而言（瞿宛文２０００：９８１０１）。那么既然民族国家经济体

仍是一主要的经济活动领域与分界，那么在一个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

中，国家在发展上就必须扮演积极的规划者，要提出重点发展策略、辅

以必要的金融工具，并规范资本，使之能够进行在地主体之技术与管

理学习，缩短与先进国之差距。① 把东亚和当今经济状况恶劣的拉丁

美洲 以 及 凄 惨 至 极 的 非 洲 大 陆 做 个 对 照，瞿 宛 文 有 一 种 听 起 来 类 似

“东亚自保”的说法：

全球化或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得后进国之间的差异扩大

了，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如东亚这样各种条件比较好的

后进国，就有能力以民族国家 为 主 体，以 产 业 政 策 来 主 导 经

① 王振寰讨论全球化现象的问题意识和瞿 宛 文 很 接 近，都 是 在 处 理 后 进 国 如 何

才能追赶上先进国，或至少缩短两者间的差 距 的 问 题。但 王 振 寰 比 较 是 从 调 节 学 派 的

观点，经济社会学地提出所谓“学习型区域”在全球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谓“学习型

区域”指的是历史形成的技术与社会关系群 落，它 们 构 成 了 学 习、合 作 与 革 新 的 社 会 基

础与空间尺度，具有相当长的 延 续 性，不 会 因 资 本 的 快 速 空 间 移 动 而 失 去 重 要 性。不

同于瞿宛文，王振寰似乎接受 了 全 球 化 已 经 是 一 个 事 实 存 在，以 及 资 本 主 义 已 经 发 生

了“本质上的转变”的说法。王 振 寰 虽 然 承 认 国 家 机 器 在 经 济 发 展 上 所 扮 演 的 政 策 角

色，但他显然认为民族国家经济体已经不足以 作 为 描 述 与 分 析 当 今 世 界 经 济 的 主 要 单

位，从而，提出了“学习型区域”作为“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连结点”。但学习型区域又似乎

经常和原先的民族国家疆域重叠，因此并不是 非 常 清 楚 民 族 国 家 是 否 真 的 不 再 能 够 成

为经济发展现象的基本分析单位（王振寰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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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 长，利 用 参 与 国 际 市 场 的 机 会，来 学 习 并 追 赶 先 进 国。

（……）因此后进国若要改善 生 存 条 件，至 今 为 止，除 了 以 民

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发展经济外，在现实 上 并 无 其 他 选 择（瞿

宛文２００１：１０９）。

这一种有浓厚发展主义旨趣的谈法，纵然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上

的领导权，还是可能因为与新自由主义在问题意识上的接近，从而无

法对新自由主义的各种问题展开全面的、彻底的批判。如果民族国家

的角色只被聚焦在经济发展这个面向上，那么它的职能和新自由主义

之下 以 设 立 市 场 机 制 为 务 的 国 家 机 器 一 样，都 有 严 重 的 政 治 退 却 问

题。毕竟，如果国家被视为一个超级大公司（“总经理的总经 理”），负

责协调制订私人资本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国家仅仅为私人资本设立市

场机制（“帮 企 业 家 绑 鞋 带”）与 排 除 市 场 机 制 的 障 碍（“替 企 业 家 下

跪”），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也似乎仅存在于何种国家职能对发展而言

较为有效这个问题上而已。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由于关心的重点在于发展问题以及国家政

策在这一方面的角色，它无法搭出一个有系统的讨论平等和环境问题

的架构，以及国家在这些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因此，瞿宛文就 比 较 容

易从民族国家经济体的发展角度批评由美国积极推动在世贸组织形

成的绿色（环境）与蓝 色（劳 动 人 权）条 款，①指 出 这 种 条 款 的“欧 美 中

心”的帝国主义企图，以人权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并认为如果这些

条款一旦真 正 通 过，则“对 后 进 国 的 工 业 化 更 是 一 大 打 击”（瞿 宛 文

２０００：１０９，１１０）。但相对来说，瞿宛文的修正主 义 经 济 学 架 构 似 乎 比

较难从全球、区域或小于民族国家的尺度谈环境与平等问题，例如发

展的环境与社会成本应该由谁来负担这样的问题。在分析上定格于

民族国家经济体这一个尺度，在规范上关怀发展与竞争问题，因此平

① 这些条款的主要推力是来自于美国工会，目 的 是 使 美 国 中 下 层 劳 力 能 受 到 保

护。如果出口国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有不符 合 劳 动 或 环 保 标 准 的 情 事，则 可 以 施 以 贸

易制裁，拒绝进口。蓝色条款支持工人组工会、禁用童工、奴工，支持最低薪资以及其他

劳动基准的设置与提高。参见瞿宛文２０００：９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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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环境就很 容 易 被 边 缘 化。如 此 一 来，对“经 济 发 展 国”（ｅｃｏｄｅｖｏ

ｓｔａｔｅ）的制衡行动以及对社会国的支持行动，在修正学派的知识体系

中就较难获得适当的鼓励。往往，对绿色与蓝色条款的发展主义批评

（即阻碍后进国的工业发展），也同样可以被用来指责民族国家内部的

进步劳工或环保运动。修正学派在专注于市场的国家镶嵌性的同时，

似乎忽略了国家的社会镶嵌性。

当然，这些批评并不意味原则上对修正学派的否 定，反 而 是 意 味

对它的期望。在新自由主义已取得论述霸权的前提下，后设地定位修

正学派也许更能看清楚它的价值；它的最重要贡献即是对国家的相对

自主性的设定（瞿 宛 文 １９９５）。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因 为 如 果 国 家 完 全

臣服于市场机制下，那么我们如何能期待关于各种公共政策（当然包

括发展政策）的讨论？唯有在原则上捍卫民族国家这个行动的与分析

的尺度，我们才能就重要的社会经济议题开展公共辩论，创造公共空

间（瞿宛文１９９５：１７３）。毕 竟，国 家 机 器，喜 欢 它 与 否，原 则 上 是 可 以

讲求责任归属的，市场，喜欢它与否，是不行的。在资本主义的现实条

件下，也唯有国家这个场域的存在作为前提，我们才有希望能够公共

地讨论 什 么 是 “社 会 可 欲 的 经 济 发 展”（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这样的议题。同样的，想要在全球层次上对经济进行民主控

制，也必须先要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搞好对市场的民主控制。

国家相对于市场的自主性是重要的，但是仅仅做这个强调是不足

的。问题一直牵涉到的是：如何才能让国家能维系其相对自主性。我

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国家应该有相对自主性的期望中，必须要将国家

视为一个斗争力场，积极地寻求社会运动、人民公众与批判知识分子，

对国家进行功能改造的斗争。这个论点得以让我们将论文开始所铺

陈的“柯志明路径”和“谢国雄路径”对比，在此作一总结：相对于“柯志

明路径”对弹性积累体制（在台湾的变形）的拥抱，谢国雄虽然批判了

当局 退 位 下 的 无 规 约 的 劳 动 力 市 场，并 拥 护 福 特 主 义 的 社 会 安 全 体

制，但谢国雄书写的地景中缺少了社会性的视野，没有理论空间得以

讨论社会运动或人民公众对市场的规约，可说是一个国家中心主义的

取向，而其后果则是对市场的民主控制缺乏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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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我 在 论 文 开 始 对 谢 国 雄 的 劳 动 研 究 仅 仅 给 予 有 限 度 支 持 的 原

因。① 一个现代民主 社 会 中 的 市 场 必 须 至 少 是 镶 嵌 于 两 个 制 度 基 础

上：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个激进的社会理论或研究必须要思 考 市 场、

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三个领域之间相互穿透的关系，以及如何维系这三

者之间的各自相对自主性的问题。理论或研究如果只停留在寄望于

国家相对于市场的自主性，而失去了对市民社会自主性与力量的讨论

视野，那么这样的理论或研究在民主的关心上是严重不足的。从一个

根本的意义来说，本章所努力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从市民社会与社会运

动的立场思考如何反抗国家与社会的市场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若

是放弃了社会运动（或更广而言之———社会性）的理想愿景与 叙 事 手

段，那么这整篇论文就等于只是在捍卫福利国家而已，而这样的一种

极端 后 卫 的 知 识 和 政 治 在 今 天 是 问 题 重 重 的，假 如 不 是 已 然 破 产 的

话。西方战后黄金二十年中的福利国家建制就是建立在对作为社会

改 造 运 动 的 劳 工 运 动 的 压 制 以 及 攫 取 性 个 人 主 义 的 宣 扬 的 基 础 上。

这样的“保姆国”以安全为诱因，交换人民的社会主体性，从而在缺少

社会干预与监督下日渐反应迟钝与官僚化，进而在这个土壤上辩证地

引领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② 相对于保姆国，社会国则包含两个构成：

国家的推动马达来自社会，国家的功能与目的则是为了响应社会需求

并保护社会。公众与社会运动是社会国的前提，而集体安全与个性解

①

②

谢国雄面对这样的阶级关系以及国家角色所采取的立场是回避作为社会主体

的劳工运动的问题，并“务实的”以建立劳 资 争 议 的 司 法 制 度 为 目 标。对 于 谢 国 雄 所 自

许的知识分子以 法 律 辅 佐 人（“类 似 律 师”）角 色 的 个 人 介 入（谢 国 雄 １９９７：３３３），我 尊

重。但对于如何改变劳资不平等结构这个问题的唯法律主义（ｌｅｇａｌｉｓｍ）的知识 想 像，我

则认为有严重不足，至少在对劳动者的社会 性 和 主 体 性 的 估 量 上。这 个 问 题 也 牵 涉 到

谢国雄在这本书某些论文中所 发 展 出 的 关 于 劳 动 者 主 体 性 的 超 历 史 定 性 与 后 设 文 化

人类学的范畴建立———例如他一再强调的劳动 者 的“自 愿 性 服 从”（这 种 效 果 上 足 以 解

消劳动者主体性的定位），以 及 他 的“基 本 文 化 分 类 概 念”（例 如 人 观、因 果 观、互 相 观

……）———使得台湾的劳动者至少在后设层次 上 成 为 了 这 一 系 列“观 念”的 囚 徒。缺 少

了对主体社会能动性的肯定 性 估 量，谢 国 雄 的“福 利 国 家”可 能 无 法 从 右 翼 对“保 姆 国

家”（ｎａｎｎｙｓｔａｔｅ）的讥讪中全身而退。

我在第四章曾经问到，以追求社会正义 与 解 放 为 目 的 的 社 运 或 工 运：“怎 么 会

以北欧的福利国是最好的世界？”这里，我依然提出相同的质问（见赵刚１９９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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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则是社会国应该被期望的后果。① 我同意布迪厄，这个社会国可以

有多种空间尺度的展现，可以展现在地方政府层次，可以且更应鼓励

在区域以及全球尺度上社会国的建立———但这些皆不 是 放 弃 民 族 国

家尺度社会国的理由。多种尺度上的社会国机构可以展开对话与合

作，恰如哈维所主张的多种尺度上的社会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群

体）的对话与 合 作。在 这 个 经 常 被 称 作“全 球 统 理”（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ＮＧＯ）与“非营利组织”（ＮＰＯ）当然也

可以是具有正当性的作用者，假如他们不只是负面定义自身，而也是

正面地定位自身为全球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一个有机环节，并在构

成上以及行动上表现出积极的社会性与运动性（例如众多反战、反法

西斯、反核的 ＮＧＯ），但遗憾的是，现今甚多的 ＮＧＯ与 ＮＰＯ事实上是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国家退位的配套（例如私人社会福利组织与宗教

慈善组织），是市场力量对市民社会的殖民，而非反之。

十一　代结论

从７０年代起开始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 哈 耶 克 的 自 由

市场论述为基调，发轫了攻击福利国家与任何集体性建制与宣扬私有

化与市场理性的当代神学。这个神学经过８０年代里根 撒切尔联合

政权 的 大 力 鼓 吹，以 及 配 合 八 九 十 年 代 之 交 的 前 苏 联 解 体 和 东 欧 剧

变，与９０年代初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与欧日经济的景气衰退）这两个

外在有利条件之下，由美国的大学与媒体为生产机构与传播媒介往全

球传布。和这个所向披靡的传播过程配套的是作为胡萝卜与棍子的

关贸协议（以及之后的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作为终极吓阻的美

国全球武力。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布迪厄说流行的全球化论述

① 从激进民主的角度探讨 公 众 与 国 家 的 关 系，请 参 考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ｕｍｅ２ｏｆ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Ｗｏｒｋｓ，１９２５１９５３．Ｃａｒｂｏｎ
ｄａｌ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以及赵刚，《什么是民主？什 么 是 公 共？

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１９９７年，第２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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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政治计划，是具有深刻洞见的。① 从制度现实的层面看，全球化

也并非一个既存事实，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扮演日益重大的角色，特别

是 在 站 在 资 本 与 发 展 的 立 场 对 劳 动 进 行 规 约 以 及 帮 助 社 会 市 场 化。

民族国家并未式微也没有空洞化，反而改造自身与日俱进，成为资本

在新一波时空压缩下的精密配套。这个改造的吊诡在于它表现出一

个悖论：国家一方面越来越重要，但也一 方 面 同 时 在 自 我 取 消———即

国家市场化。国家市场化与社会市场化的结果即是各种民主（从激进

草根参与到布尔乔亚宪政民主）的终极危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它

的自由派表面话语之后隐藏的其实是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来临：社会与

空间的极化以及刑罚国是后自由社会的两大支柱。

如果缺乏具体的历史基础与规范性定向，那么“反全球化”一词其

实很容易让人以为持此论者是站在一乡一区的立场反对全球相互依

赖这一无可回避也无须反对之事实。它的真正意思其实应该是反对

社会与国家的市场化、反对各种集团力量借市场与效率之名瓦解各种

民主与社会公平机制，以及对地球资源进行盲目剥削。借由论证与资

料，本文已经清楚地指出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它是反民主也是反社会

正义的。政治如果被重新定义与操作为市场机制的设定与维护者，那

么政治就将和“社会”（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脱钩，举凡传统激进民主政治中的基

本词汇（例如社会参与、社会运动、社会反思……）都将变成现实上无

效的词汇。同时，本文也尝试指出，将市场机制自然化也就是 将 社 会

丛林化，通过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取消，合理化“胜者全拿”的局面，社会

问题的解决从而窄化为慈善事业（各种 ＮＰＯ）或个人良心。

反对全球化不是回到部族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或是哈维所

批判的“乡梓政治”等准宗教性避风港，如日本极右派的小林善纪等人

所为。市场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失落和焦虑经常被超自我的部族

或民族所吸纳转化，使人们（主要是来自中下阶层）在部族的偶像中得

到安身立命及与他者（常常是“外国人”或“外族人”）对立的亢奋情绪。

① 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ａｎｄＬ．Ｗａｃｑｕａ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ｕｎｎｉｎｇｏｆ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是

一篇引起非常大争议的文章，直 接 指 斥 新 自 由 主 义 是 美 国 的 帝 国 主 义 神 学，将 全 球 化

视为一个美国霸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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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好战倾向的部族主义因此并不是如一般所言，是市场个人主义

的对反，而是后者的配套存在，恰如巴伯所一再指出的存在于二者之

间的“辩证关系”，也恰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法国民族阵线和国际货币基

金会这两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反全球化其实并不是一桩全新之事，而是自启蒙以来人们一直在

进行的一个批判计划，企图建立一个反对任何暴政（包括宗教、家父长

制、威权主义、市场专制、知识独断［包括科学主义］）的乌托邦，而社会

性即是这个计划的柱石。如果说部族是前社会性的，那么市场则是非

社会性的机构，或至少，在市场机制中找不到培养社会性、批判性与反

思性的质素。因此，“反全球化”的始点是因为失控的市场威胁了人群

生活中的社会性，终点也是指向社会性的重建。在（金融）资本跨国流

动日益频繁快速的今日，反对全球化的市场专制就必须要打破传统的

空间障碍，发展灵活的左翼空间政治。因此，传统左翼的民族 国 家 内

的一国政治必须要被超越，让批判的、反对的行动能在各种空间尺度

上（包含民族国家）同时进行对话与翻译。台湾的反全球化运动可以

思考如何在区域的尺度上实践，形成一个进步团体与人士间的对话与

合作，保障这个地区的“社会遗产”，并积极地建立这个区域的社会保

护，阻挡资本在这个区域的以邻为壑。台湾由于历史传统，社 会 福 利

遗产本就稀薄，这个现实直接要求于台湾的左翼／进步力量介 入 在 地

的社会保护（包括本地人民与来台劳工）的运动，并在区域的、全球的

尺度上与其他人共同进行社会保护运动。反对全球化不是反对与日

俱增的全球相互依赖，反而是要求各种批判群体（相对于褊狭的部落

主义）以体认这个相互依赖性为出发点，发展地区内的与跨地区的对

话。因此反全球化绝不是反国际主义，也不是反对全球相互 依 赖，更

非反对市场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完全脱离市民社会与国家规约，缺乏

社会镶嵌性的市场专政。①

① 只有完全不着边际的极左或极右浪漫主义者才会无条件地反对市场本身。市

场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石之一，提供了一种韦伯所说的 和 国 家 的“对 峙 力 量”（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
ｌｉｎｇｐｏｗｅｒ），是社会自由的结构性基础之一。人 非 得 要 经 过 斯 大 林 主 义 一 遭 才 能 体 会

这个道理吗？对市场难道只有支持和否定这两个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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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球化所带来的只是市场的整合，而代价则是各民族国家经

济体一起奔向最低标，那么这样的全球化以及超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要

反对的。布迪厄说，只有一个“社会的欧洲”才能阻止各个民族国家的

“以邻为壑”———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低福利（因而高竞争力）来拉低

另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原有福利水平。

反对市场专政的斗争从资本主义的初生年代就没有断过，有的斗

争为的是争取一个乌托邦，有的是为了争取活着的基本尊严。在市场

霸权下，残酷的是这两者有时似乎差别并不大，最近的也似乎是最遥

远的，好比说，平等就医权、平等住屋权，到底是基本 尊 严 呢？还 是 乌

托邦？我们认为是基本尊严，但“自由市场”捍卫者说这是乌托邦。要

让市场捍卫者眼中的乌托邦成为基本尊严就必须要斗争，这是天下没

有白吃午餐的唯一正解，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与时俱进的“左”和“右”

的区分不但不能被回避，还要被积极的谈论与行动出来。在这场已经

横亘数百年的斗争中，市场约略是一直占上风的，但斗争从未停止过。

国家，约略是一直靠在市场这边，但也并非从没有被“人民”扳回来过。

今年初，一向宣扬价格是由市场决定，反映的是“知识财产”的正当价

值云云的跨国艾滋药大药厂，在全球艾滋病患权益团体的抗争下、公

共舆论的压力下以及民族国家的坚持下，撤销了对南非政府的起诉。①

这个胜利对以美国为首的“市场霸权”的维护者是一重大打击，也是对

自由主义全 球 化 的“知 识 经 济”、“知 识 财 产 权”、“专 利 权”的 一 大 打

击。②

９０年代以来具有类似规模的实质胜利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对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对已经汇聚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１９９９年在西雅

①

②

这个起诉的起因是，南非政府允许卫 生 部 回 避 专 利 权 法 规（例 如１９９３年 多 数

已开发国家所通过的“知识财产权涉及贸易 方 面 之 协 议”“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从国外输入 成 分 一 样 但 价 格 低 廉 数 倍 的“俗

名药”（ｇｅｎｅｒｉｃｄｒｕｇ）。
《中 国 时 报》，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０１／４／２０／

ｗｏｒｌｄ／２０ＰＡＴＥ．ｈｔｍｌ。《纽约时报》的同篇报道亦指出，药厂说研发费 占 成 本 的 重 要 部

分，但真正占巨额成本的是行销宣传。同时，和 自 由 市 场 的 自 我 宣 说 矛 盾 的 是，这 些 研

究当初都是由政府出资的。“知识经济”下，一些重要药品的专利权年限从８０年代初的

８年延长到现今的１４到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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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及２０００年在布拉格的反全球化示威都已经看到了新的团结力量

（特别是工人与女性团体）的出现，并重新拉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性与

结构性批判。在拉丁美洲，７００万的阿根廷劳工发动了３６小时的全国

大罢 工，反 对 该 国 政 府 和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会 所 共 同 筹 议 的 社 会 紧 缩 方

案。① 还有在世界各地无 所 不 在 的 各 种 对“解 除 规 约”、“弹 性 生 产”、

“企业瘦身”、“知识财产权”、“都市更新”、福利减缩、关厂、环境污染的

抗议与示威。这些抗议示威不见得都是以反全球化之名行之，但都是

在一个宽广的意义下共同反对一个趋 势———反 对 无 节 制 的 市 场。这

些布迪厄所 说 的“反 抗 之 举”，或 是 雷 蒙 德·威 廉 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所说的“凶悍的特殊主义”，皆需要通过论述的努力将它们“适当

地拉在一块儿”，成为一个普世斗争中的一个环节。就在地的脉络而

言，如何将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抗争、公娼抗争、新 光 纺 织、联 福、

福昌关厂抗争、远化罢工、基客罢工、五二○农民运动、无住屋运动、台

汽民营化抗争、ＭＰ３事件、ＲＣＡ 员工自救运动、无线电视公共化运动

…… 拉在一个较大的 结 构 与 历 史 的 框 架 中，思 考 它 们 之 间 的 关 系 以

及它们与全世界所有其他同类斗争之间的关系，需要朋友们共同来思

考。我们很难不同意在运动断碎化的今天，一种可以把更多的人拉到

一块儿的政治策略是需要重新被肯定的。但关于如何反全球化的具

体行动策略的问题（例如哈维所提的维生薪资权作为动员与联结策略

的说法），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无法回答，本文所讨论的仅仅是一种“前

策略”（ｐ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思考———也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与部族主义

的双元危机之下，关于社会主体培力问题的思考。关于这个思考的问

题以及它和具体行动策略的联结，我相信有各种对话与批判可能，也

这样期待。

①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４，２０００．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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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　　 知识之锚

Ｚｉｚｅｋ，Ｓｌａｖｏｊ．１９９７．“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ｏ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ｒ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Ｌｅｆ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２５：２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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