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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华：构建本土经验理论研究后殖民国家政治社会——查特吉论

原始社区的现代处境 

帕沙·查特吉（Partha Chtterjee），印度“庶民研究”学派的主将，是出生于亚洲同时被第三世界及
英美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学者。他认为，在后殖民国家的政治现代转型过程中，原始社区及其相应的
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依旧存在，并以独特的方式运作着。在现代社会中，它既保留着自身的一些特点，
又利用现代政治表达模式为自己的存在开拓出新的空间。查特吉有关原始社区的研究，揭示了西方知识
生产的局限性，也凸显了建构涵盖本土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紧迫性。 

原始社区可提供有效的本土文化资源 

在后殖民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部落、族群和教派等基于语言、地域和血缘纽带建构起来的传统身份
归属并没有自动消亡。但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后殖民国家的传播，改变了本土社会的思考方
式。一部分接受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本土知识分子认为，个人自由主义推动了本土社会个体人格的
“完善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与繁荣”。他们努力消除传统社区生活中所谓“落后”与“偏狭”
的机制，以完成社会的现代转型。但查特吉却认为，这些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原始社区可以成为本土
社会有效的文化资源。原始社区的价值观表达、团结方式与动员模式曾为殖民地人民的抵抗运动提供了
基本架构。现在，原始社区的存在同样有助于解决纷争和容忍差异，而且保留了更适合个体发展的空
间。 

但在现代政治的运作中，凸显差异性的“原始社区”对普遍同质化的公民身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
因此，现代政治话语将“原始社区”逐出理论场域。不过，查特吉指出，“原始社区”的缺席代表的不
是前现代不同群体的区分已经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消失，而是意味着现代政治表达遮蔽了基于阶级、种
族、宗教和性别等的差异诉求。 

基于此，查特吉认为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所要做的，不是去取消“原始社区”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合
法性，而是应该努力找到一套合适的学术话语，用以描述后殖民国家的本土原始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
处境与角色。只有这样，后殖民国家的理论家才能摆脱西方现代性论述的局限性，包容西方政治理论范
畴无法涵盖的实践和体制，从而书写不同的现代性历史。 

原始社区在现代社会中仍有活力 

20世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在确定政策制定与执行对象的时候，往往以“人口”的概念取代各种原
始社区。在查特吉看来，“人口”的概念是描述性的，它可以被实证、辨识和分类，并且可以通过普查
和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统计分析。但在后殖民国家，这一概念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殖民统治者出于种族
和宗教隔离需要而强化的“原始社区”分类标准在后殖民国家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为按照本土实际制
定政策方针，后殖民国家的统治集团依然按照前现代身份归属来区隔人群。因此，印度的种姓与宗教、
东南亚的族裔、中东及非洲的部落等，仍然被当做政策操作的对象，是辨识社区的主要标准。 

除了人口这个概念，西方政治理论家还提出了公民共同体的概念。在公民共同体里，公民有平等的权利
和义务，他们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及社会联系网络。公民共同体提供了创造社会资本的土壤。这里所谓的
社会资本包括信赖、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内容，能够促成协调的社会行动。公民联系网络越紧
密，成员间的互惠规范越稳固，社会资本的累积就会越厚实。但是，查特吉认为，上论观点并不可靠。
例如，在某些后殖民社会，所谓公民共同体并不发达，但是社会资本依然可以良好运作。 

查特吉的结论来自他之前对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的农民和都市贫民信用合作基金所做的研
究。这些国家并不存在运作良好的公民共同体，民主政府的运转也常常失效，但是社会资本却依然保持
良好的运作状态。实际上，这些基金组织的信用机制依赖的是原始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建立起来的互
信机制。这些机构的功能不仅仅是经济的，他们更具有强化社区团结的作用。这样的实践是那些社区
“传统”生活中的一部分。查特吉提醒我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机制到来之后，人类的这种前
现代联系方式及其价值虽处于边缘，但在后殖民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中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 

社区的存在困扰英美宪政式后殖民国家 



为考察原始社区在后殖民国家的状况及其与现代政治的关系，查特吉对印度加尔各答东南部的一个贫穷
移居者社区展开研究。这个社区大约有1500人，他们是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方移居到这里的。因为各
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这些移居者并不天然构成一个社区，将他们联结成一个社区的核心纽带是他们在这
个城市的生存问题。 

与所有原始社区一样，这个社区的移居者并不谈论社区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是谈论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亲近关系，比如“家庭”和“血肉相连”等。然而，查特吉指出，这个原始社区的运作实际是透过
一些现代机构来实现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利协会办公室。该办公室是社区与外界，如政府单位、义
工组织以及政党与政治领袖等协调的媒介，同时负责组织社区活动、调解纷争。它所拥有的小型图书馆
和医疗诊所是社区活动的中心。 

此外，社区里的其他支持网络也能够提供工作保障与财政协助方面的帮助。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居民通
常依赖彼此之间的联系来获得信息。这类似于原始社区中成员间的义务与互助。另外，原始社区中的种
姓与乡村网络有时也被用来撮合婚姻。但是，这个近似原始社区中的义务并不像前现代社区那样严格。 

通过研究，查特吉得出下面几点结论：首先，要把这些移居者的集结形式视为“公民共同体”或者现代
社会公民结社的一个类别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他们的联系纽带保持着原始社区的某些特点；另一方
面，他们的集结侵占了国有土地，违反了公民规范。其次，移居者即使承认侵占公共土地违法，仍会基
于居住和生存权利而认为这是基本诉求。政府单位在执行福利政策的时候也不得不认同这个诉求本身所
具有的道德力量。这些社区的存在对那些采用英美宪政体制的后殖民国家造成困扰。平等划一的公民身
份应该是现代公民社会的规范，但这些群体却因为族裔、种姓、宗教、语言或其他特殊的原始社区归属
而拥有额外的权利。 

查特吉指出，无数处于边缘的原始社区在前现代集体义务与团结的多重网络中彼此互动。在与外界的互
动中，它们善于利用现代政治话语与各种现代政治资源为自身的利益抗争，发展出各种策略来对抗现代
国家所运用的统治技术。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史里，后殖民国家的这种混杂性的运作被视为落后或偏
离。但是查特吉认为，这样的论述并不能描述原始社区的真实生存状态，当前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任务
之一，是尽快建构一套全新理论来描绘后殖民国家政治社会的独特形态，特别是原始社区的处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8日第385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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