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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承载了韩国的现代化？
 

——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董向荣

 

 

 

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的经济开始起飞，进入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一时

间，韩国骄人的发展成就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他们或者

是强调发展型政府的突出作用，或者是强调韩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当然也有不少

研究关注韩国政权的官僚威权主义特征，可以说，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国际学术界

关注的目光被韩国的经济成就所紧紧吸引。进入到90年代，韩国顺应世界民主化的潮

流，成功地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向文官政府的转型，韩国国民在经受了数十年的军人威权

统治之后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民主。如此一来，国际学术界关于韩国政治民主化的研

究又迅速兴起。似乎韩国总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关注的焦点。然而，一些重要的问题长

期被忽视，很难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比如，在韩国炫目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成就背

后，谁为韩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作为承载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

社会力量，韩国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韩国工人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战斗精

神？儒教文化与政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等等。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以下简称《韩国工人》）正是这样一部

独辟蹊径的著作，它没有像多数学者那样被韩国骄人的发展成就所吸引，而是对社会发

展投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它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作为韩国工业化转型的核心，工厂工

人曾经遭受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待遇。儒教的文化传统和家长制的意识形态，以及

威权主义的国家权力，既压制又促进了韩国工人的认同和意识的形成。这是一个非常令

人深思的悖论，从阶级形成的层面上揭示了韩国工人对压制性权力表现出的长期的顺从

和惊人的反抗精神。显然，作者是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研究其阶级形成的问题，书中也

引用了大量的工人的日记、诗歌以及作者本人对工人运动家的访谈等第一手的资料，但

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陷入罗曼蒂克的同情，而是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与欧洲工人

阶级形成过程进行比较，试图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解释现代化过程中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

等问题。可以说，在引领国际学术界关于韩国的进一步研究方面，作者可谓独树一帜。 

作者在书中主要提出并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韩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如何形成了

强烈的集体认同？作者认为，从领导力量、参与主体、经济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看，韩国

的劳工运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阶级形成初期，工人们更渴求人道的待遇和公

正，而不是高工资和其他的经济利益，这是因为韩国工人不仅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压

制，更有文化上的压迫。特别是作为第一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的主体，女工在上述的

压制之外还受到了严重的性别歧视，这也是她们领导早期的劳工运动的重要原因。随着

韩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重工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工业而成为经济结构的

核心，男工也取代女工成为韩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到了80年代，韩国的工人运动表现出

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更有组织性，由男性领导，更关注经济和阶层的问题。同时，

由于威权政府的压制劳工政策，劳工运动也越来越政治化，并最终投身于更大的政治运

动洪流之中，成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二，在政治和文化的高压下工人们如何组织动员起来开展集体行动？人们往往想

当然地认为，东亚儒教文化与高压政治是造就劳工顺从和沉寂的主要因素。作者通过对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即儒教文化和高压政治

恰恰是劳工抵抗和形成阶级斗争意识的源泉。韩国文化中的前工业社会因素支撑着管理

者的家长制权威，而民众文化则成为锻造反抗性的劳动者的重要工具。尽管国家的镇压

政策限制了社会运动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资源，但这些政策也促使劳动冲突迅速地政治

化。指出并强调文化和政治对阶级形成的双重效应，是本书的重要理论贡献。 

第三，韩国的工人阶级向何处去？在分析了韩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之后，作者进

一步阐述了民主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韩国劳工运动的新特点。此时，劳工的战斗性受到了

先进管理方法的弱化和限制，劳工运动也逐渐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相分离。韩国的劳

工斗争和工会运动越来越失去了与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联系的政治和文化特征，逐

渐趋同于其他工业社会流行的更具普遍性的工会运动模式。韩国的工人阶级正处在十字

路口，要么成为具有阶级觉悟、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阶级，要么成为优先考虑自己狭隘

经济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工人集团。 

在分析过程中，作者没有采取结构主义的认为工人的活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果

的解释，而是受到汤普森和摩尔关于阶级形成与社会反抗的开拓性研究的影响，强调生

活经历和正义的精神诉求是塑造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重要因素，并结合韩国的国情，

深入地分析了教会、知识分子、学生等各种力量如何介入并影响了工人运动，等等。 

韩国与欧洲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结构和历史背景之下，

关于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作者在书中作出了诸多经典的论述。除了关

于文化与政治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外，作者还抓住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女工的

问题。韩国女工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劳工运动中扮演着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这与韩国浓

缩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有着直接的联系，也是韩国工人运动不同于欧洲早期工人运

动的重要特征。作者对女工如何形成阶级认同的深入分析，是对国际劳工运动研究的重

要贡献。特别是在韩国家长制传统中，女性很容易被忽视，因此作者对于女工的关注和

分析就显得更有意义。 

作者历时十载，精心打磨，终于成就了本书，可谓“十年磨一剑”。本书最初的英

文版于2001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于2002年被翻译成韩文以《韩国劳动阶级

的形成》为题出版，2004年被翻译成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韩国工人》一

书是以西方早期工业化背景下的工人阶级为参照系对韩国进行的研究分析，但其贡献并

不局限于韩国学研究领域，对关注东亚研究的学者，不论其研究领域是社会学、政治学

还是经济学，该著作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具海根（Hagen Koo）著，2004年1月，《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

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