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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中对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

力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的分析，更进一步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

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

发，文革研究可分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

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

动性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

传统极权主义模型的解释框架，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性力量

的新诠释上。 

  Abs 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society concern 

in CulturalRevolution s tudies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analys is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operation of nation-s 

tate power and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groups over it；

further，to the clarification the connection among 

nationalpolitical leaders 、power-pos ses sed elites and mas 

ses ，so as toacquire a better unders tanding on Chinese 

society.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in this point of vie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 tudies naturally flow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firs t ，the s tudies of the top power-

holders in the leading-level ，especially the Mao s tudies；

second ，the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f nation power on the 

social groups ；third，the exploration on the reflexive 

ability of social groups over nationpower as agent.In 

particular ，we should pay es sential attention toa new trend 

in the third approach mentioned above ：not yet confinedin the 

traditional totalitarianism model analys is，the academic 

eyeshotis switched and narrowed down to a new pos s ible 

interpretation of allthe social forces .

  一 

  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ric J ）将二十世纪称作



是"极端的年代"，而如火如荼地展开于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下文

简称为"文革"）无疑是这一"极端的年代"中的极端事件。对中国人来

说，文革不仅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学术领域，更意味着刻骨铭心的个人记

忆和集体记忆；文革是多重经历的重叠，是多重情感的交汇，是中国现

代社会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976年文革终结以降，大陆有关文革的描述与回忆性文章呈现汗牛

充栋之势，但具有理论分析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见。学术界对文革研究

的缺失，主要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定调，屏蔽了学术界对于文革的

言说和表达的空间。中国的学术界所面临的困境是——文革是一个不可

涉猎的禁区，但又是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流

逝，中国学术界有关文革的研究似乎在逐渐放开，在坚持意识形态大方

向不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了更多与国外进行学术对话的机会，使得研

究逐渐从政治导向转到了学理导向。 

  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每至文革的十周年纪念年都会展开文革研

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有一批著作译为中文。如Franz 

Schurmann 所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事件，这对于与之

相关的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一次惊人之举，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许多学

者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和分析的有效性，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

新的课题。"（Schurmann，1968p.504） 

  这意味着诸多在文革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中的种种预设

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成为西方学界寻求重建理论的一种

努力。而这些努力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理论、数据与资料的公开程

度及学界的关注度等差异而呈现出了各异的学术成果。 

  1993年，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指

出了西方在文革研究对象选取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领袖取向和群

众取向。这意味着在文革中，在上层领导的争权夺势之外，还存在着一

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借用Lefebvre的"平行革命"的概念，作者认为文

革也同样是一系列的"平行运动"，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和基层的造反派在

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的得益是平行的。这种判断暗合了"两个文革"的

提法，意指文革是同时在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中展开的。通过对于文革

时期武汉地区的个案性的地方经验的描述，王还指出了原先比较盛行的

假设——毛的超凡魅力（charisma ）对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主导性影

响的不成立。王通过一些个案访谈得出"（个人）在文革前社会中之地

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文革中参加哪一派"，并且大多数人在运

动中其实是扮演了"逍遥派"的角色。同时由于四点原因，即（1）不一

致的目标；（2）不适当的纲领；（3）畸形的传播媒介；（4）靠不住

的执行机构，从而使得毛对于文革的发展完全失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打破了毛和群众之间"偶像-崇拜者"的平衡关系，还群众以历史运动的

主体性位置。通过将群众视为能动的历史行动者，作者强调了运动本身

的逻辑，也完成了这样一种预设——对毛泽东的"超凡魅

力"（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正当性的批判。（Wang ，1993） 

  本文将王绍光的"两个文革"的思想拓展为"国家与社会"视角，关注



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力与其影响下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更扩大至关注

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

革研究便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有三大

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

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本文将沿

着这三条线索展开梳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革成了一个标杆，可以接通中国的过去和未

来，以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值文革开始四十周

年之际，写作本文，也是为了深入地了解文革前的三十年和文革后的三

十年。 

  二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占有相当大的

篇幅。对新中国的认识，西方学术界常常会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与伟

人"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从这一意义上看，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对一

个"领袖魅力型权威"社会的认识。 

  （一）极权政治与个人权威 

  早期的文革研究很多集中于对毛泽东与新中国政权关系的理解上。

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预设：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二是毛主义在政

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渗透。 

  就文革研究而言，其基本认识是将文革视为领导人理念的一种展

示，赋予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决定性作用。哈里。哈丁的观点具备一定的

代表性，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

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Harding，

1992，p.20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一书较早地体

现对毛泽东的重视，成为费正清的历史主义观点的典型表现。费正清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美国与中国》中将毛泽东研究规范化。史华

慈（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中提出了"毛主义"（Maoism ）的概念，凸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

性"，不仅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而且是早期文革研

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后的研究出现了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符号化的情

形，并使毛主义成为了一种"类意识形态"话语。（Xiao ，2003）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 ）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

的第四章《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中，将毛泽东自身思想的

演变和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元素进行交叉讨论，从而将文革的过程看作

是政治的王朝更迭（接班人问题）和毛思想的展开（毛主义逻辑的铺

陈）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套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虽然强调了综合因素对历

史嬗变的作用，本质上依然是"英雄史观"和政治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变

体。其研究方法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在这一叙事下，文革变成了一场封

建式的"宫廷战争"，成了"帝王将相"同场竞技的舞台。



（MacFarquhar，1992） 

  中国明清史专家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 ）在《历史与意

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尝试综合运用王阳明玄学、公羊

学说、黑格尔哲学等一众的中西方哲学思潮来透视毛泽东在文革中提

出"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元素。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影响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潮之一，而没有将其视为其中最关键的要素。

（Wakeman，2005） 

  施拉姆（Stuart R.Schram ）的《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一文，试图将毛主义归纳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这两个理念；同时，他肯

定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式的道路"的求索，这使得他在评价毛时采取了二

分的态度。他依然具有一种历史视角的学术关怀，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

找文革的资源，他甚至将毛与秦始皇相提并论。（MacFarquhar，

1992）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

书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毛的一生，认为毛是一个"粗莽的哲学家"，"推

动毛前进的内在力量是对最残忍的家伙们的憎恶，它出自毛个人的反抗

意识".提到文革时，作者同样坚持毛"在解放人民方面是光辉的，但在

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是不成功的".作者力图向我们呈现的仍然是

一个中国旧式君主的形象，只不过这个君主刚巧又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哲

人而已。毛虽然试图建立平权，带有民主的端倪，但却具有基督教式福

音主义的霸权特征。（Wilson ，1993，p.494，p.499） 

  上述种种研究还有很多，国内有不少译著出版，但有两点倾向值得

注意。第一，有些作品带有比较的、甚至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以妖魔化

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形象进行污名化处理；

第二，有些作品强调中国政治体制的前现代特征，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

神圣化。前者丑化了中国历史，后者则简单地将中国现代历史回归

到"农耕文明的乡土皇帝"时期。 

  （二）精英群体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类研究开始将视野从毛泽东的身上扩展

至其与上层精英的关系。英国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毛泽东和他的

分歧者》一书着重研究并叙述了中共党史上"十次路线斗争".在她看

来，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因在

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中共党内实际情况的认识有误，在于由此

错误认识产生的善良而又根本不着边际的使命感".（Holinworth ，

1995，p.4）她开始将文革原因置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去思

考，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权力意志，虽然作者仍然强

调了毛泽东复杂的人性特质和超绝的政治手腕对于文革发生的重要、甚

至是决定性作用，但本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界逐渐摒弃简

单的政治话语叙事和个人权力意志说的思维模式。 

  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把文革视作是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是上层最



高领导的争权夺势，"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的情况极为

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

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

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

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

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两

者是混在一起的"（Li ，2003，p.189）。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史料详实，试图理解毛泽东"创造一

个新世界"的主张，并强调正是这一理想最终形成了毛个人对抗中央集

体的态势。而种种问题的衍生，例如武断专横、批反党集团、重用奸佞

小人，都是基于这种"孤胆草莽似的悲情英雄"情结。作者观察到了文革

发动的原因和其实际后果之间的落差，强调了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支

配，淡化了个人对历史的决定性力量。（Wang，2005）高皋和严家其撰

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是文革研究领域重要的论

著，它最后将文革发起的根源导向了中国对于一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

的缺失上，从而将历史动因的探究对象由个人转向了制度，可以看出作

者想要跳出单一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桎梏，寻求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努力。 

  三 

  随着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种以文化和制度为纽带的，强调

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分析框架。 

  （一）通过国家力量重构社会的努力 

  对文革的研究，许多学者对文革当中毛泽东推行的"反官僚制度与

反不平等体系"等有广泛的兴趣，因为这些努力意味着通过国家或政党

力量来重构社会。 

  首先，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摈弃了科层制的官僚体制，在运动中，所

有级别的国家机构都遭到了清洗，大量的国家干部被迫劳动改造，专业

技术人员受到控制；所有规章制度被取消，取而当之的是政治忠诚。此

时，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参与式民主，大众有权来批评领导，实施了由

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众来行使权力的体制革命。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吸

引西方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研究围绕着两个基本的问题：

第一，一个大型的行政机构能否只靠少量的正式规定和专业人员就能有

效地发挥功能？第二，有效的科层制与大众民主的实践是怎样的关系？

中国的制度变革的实践挑战了现代管理体制中科层制的必要性。

（Nee，1973；Whyte ，1973） 

  但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变化使对科层制有效的研究和思考具有新的空

间，学者们看到"反官僚体制"的努力只是暂时的。在政治上积极和忠诚

的同时，官僚机制更加庞大，大众民主成为空洞的形式，专断权力更加

集中在各级组织的官僚手中。对这一现实的反思表明，毛泽东创立的替

代科层制的大众民主的政治模式，不是什么新的模式，而是一种"家长

制"或"新传统主义".（Walder ，1986） 



  其次，文革中实施了一系列的平均主义的社会政策和分配模式，这

引发了学者们对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学术兴趣，但学者的

研究结果却令人吃惊，那就是毛泽东式的发展模式加剧了多种不平等。 

  从城乡差别看，一方面，是城市内和农村内存在明显的收入平等，

但区域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却显著扩大。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从五十

年代的大约二比一扩大到三比一，甚至是六比一；这种差距取决于国家

对城市住房和食品消费的补贴程度。（Parish ，1981；Whyte ，

1986） 

  从性别差别看，一方面，妇女被动员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的一

员；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妇女就业并未降低两性间的不平等，反而

产生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妇女依然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问题的关

键是，不是革命提高了妇女的就业，而是对家庭结构的改造，如以户为

单位的居住制度、从夫而居等使男性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传统

家庭制度。 

  从代际流动看，文革期间，学校的学制缩减，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这些政策使地位获得机会完全平等，被称为是一种"去分层化"，

但这种中止年轻一代地位获得的状况是在关闭学校、冻结工资和停止职

位提升的状况下发生的。（Parish，1984）但也有学者看到，在文革期

间，按照政治标准划分"出身"的办法全面影响了不同群体对各种生活机

会的分配状况，血统上的政治身份导致了那些父辈是被剥削的阶级、党

员等在招生、分配工作和提升上的不同优先权；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等

属于中间地位群体；而以前的剥削阶级、国民党分子的后代们则受到歧

视。（Kraus，1981；Whyte ，1975、1985）学生和工人们强烈地意识

到这些人为的地位标记，并对友谊以及红卫兵运动中的政治派系形成重

要影响。（Chan ，1985；Unger，1982） 

  刘小枫认为，"文革的实质是，政治不平等的制度中，各阶层之间

或阶层之内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斗争符码的政党国家一体化结构的内在冲

突。"（刘小枫，1998，第430页），因此"文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

运动，而是政党运动群众的运动".（刘小枫，1998，第398页） 

  （二）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 

  有学者注意到文革中精英集团或党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李

鸿永指出，文革中精英集团企业动员和操纵群众，但党组织的控制力一

旦削弱，社会中所有潜伏的力量和矛盾就会表面化，这使得群体运动依

靠自身的力量前进。群众组织把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当成追求小集团利

益的工具，合则拥护，不合则抛弃。严重的官僚化使党和群众的关系疏

远，并淡化了人们对平等的要求。在组织上，激进的群众组织主要是由

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保守派主要由那些出身优越的成员组成。

（Lee，1978） 

  White 在分析文革中的暴力问题时，将中国社会的矛盾模式引入分

析框架，在他看来，暴力反映了中国社会三种主要的矛盾，在这三种矛

盾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文革，这些矛盾是：第一，身份的认定，如



 

扣"帽子"（工人、干部、地主、反革命）的做法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这

种等级的划分赋予了人们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第二，组织内部的领导

与群众的关系，这种关系依然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第三，周期性的

群众运动，正是这种周期出现的群众运动使得暴力合法化。（White，

1989） 

  Whyte 的《中国的小群体和政治仪式》一书较早地分析了中国国家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改造民众的艰难程度。他用"遵从结构"的概念来分

析中国民众的力量。从服从的类型看，有三类服从，即基于威逼和强权

的强制性服从、基于奖惩的功利性服从、基于信仰的规范性服从。不同

的服从类型需要不同的组织形式。毛时代的国家目标是通过广泛的小群

体组织制度使国民达到很高程度的规范性服从；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国家不得不对一些重要的组织中的人实施奖罚制度，以增加服

从程度；同时，对于奖罚较少的地方，如农村，服从程度则大为降低。

对于城市中的工作组织来说，国家只能通过强制的或功能的手段实现民

众的遵从。（Whyte，1974） 

  有学者认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系统绝非浑然一体，相反，它包

含了许多不协调、有时甚至矛盾的部分。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的务实

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多层面而不单一的儒教传统。有些文化主体被国家

全力推广，但其他的则得到农村社区机构，特别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支

持。如在广东农村中，干部和群众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将

这些文化重新组合。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文化构件的重新组合的

互动，发展出各种影响到干部或普通公民的行动方式。农村干部的行为

表明，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亦被国家所改造。国家和

社会都不是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组织或"传统"意义上乡村社区。但两

者都极具中国特性，是一种独特的、不断变化的、包含昨日和今日的中

国文化的各种成分混合体。（Madsen ，1984）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强调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渗透，传统文化

和社会已经以许多方式在中国国家结构中自我再生，尤其表现在国家是

部分建立在庇护与受护之间的个人关系之上，而并非是普遍性的行政系

统规则。新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任何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过程中都会存在改变原有的某些传统，同时保持某种连续性，这种转型

就是一种"新传统".华尔德提出了"庇护关系"的概念，在中国单位组织

的制度文化中，核心特征是一种庇护关系网络的存在，这种关系主要存

在于工厂领导与各级分子之间。这种关系在西方也存在，但相对来说并

不普遍，人们往往将其归于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而不是正式结构

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单位中，这种庇护关系系统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

单独存在的，这种关系受到官方的支持，是其组织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其关键点在于，个人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和物质利益是

联系在一起。华尔德通过对中国单位制的研究提出，单位是一个高度制

度化的"庇护者-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所形成的基本单元，其中领导处

于绝对的权力地位，而职工或是争当积极分子，或是发展与领导的私人

关系，以争取由单位配置的有限资源。（Walder ，1996） 

   

 



  四 

  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帕森斯理论的终

结，这意味着社会学者再也不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

系，而是将社会看作是各种社会结构形式的混合体——包括家庭、当地

社区、利益群体、地位群体等。它们由某种权力结构组合起来，这些权

力结构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在对各个历史环境的因应中发展起来。如果

没有大体系的瓦解，则"传统"的、前现代社会不会因革命性变革而消

失。由这个理论角度出发，中国研究就展示出一幅社会群体的组合图

景，一些旧社会的残余仍然存在，并且与现代国家的权力相抵触。

（Madsen ，1999） 

  以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反思文革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但

是不可忽视的是，文革毕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尽管其是由毛

直接发动的，然而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纷纷参与其中，并且直接改

变了运动的方式和进程。就文革研究而言，最初受到关注的社会群体仅

仅局限在党和国家干部、人民军队、红卫兵以及工人造反派，承认这些

群体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政治叙述的意义上成为重

要的方法论基础。一些学者反对将这些社会群体作为上层领导人争权夺

势的注脚和投射，而是将其看成是重要的社会行动者，由此开辟了文革

研究的另一路数。 

  （一）大众利益与大众运动的自我逻辑 

  李鸿永（Hong Yung Lee）1975年就注意到，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运

动"中，一些社会集团发现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并激烈地要求改变中国

政治体制；而另一些社会集团则力求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

生了激进派与造反派的分化。其基本的区别是：前者认为运动的对象

是"走资派"，后者认为运动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

的问题突出了出来，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对于工人来说，经济因素对

其派别的形成起很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地位较低的合同工、临时工、

小厂工人等构成了激进派的主力。（Lee，1975） 

  陈佩华（Anita Chan ）提出一种"社会冲突模式"来理解文革。她

认为，如果将文革说成是一场以老干部为一方，以毛和四人帮为一方的

权力斗争，根本就是抹杀了人民，尤其是抹杀了红卫兵青少年在文革中

的作用。她强调，在文革中群体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大阵营，即保守派

和造反派，这种对立反映了文革前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矛盾。

（Chan ，1992） 

  有学者则认为，在整个文革运动进程中，中国的普通民众所展现出

的惊人的政治行动能量使得我们绝对有理由舍弃原本占有主导地位的解

释路径——极权主义模型而转而寻求其他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性力

量的新的诠释方法。（PerryLi，1997）这些研究是以红卫兵群体和工

人群体的研究为主要内容。 



  （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 

  Elizabeth Perry 和李逊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力求人性

化地对工人运动进行解读，并寻找一种对工人行动的更有解释力的分析

方式，那就是要分析工人分化的基础，探讨工人运动与同期学生运动和

知识分子行动间的关系，以及解释中国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变化的潜能。

该书通过对上海工人的分析来讨论"大批判"（popular protest）的本

质，作者放弃了从宏观的角度整合各种因素的努力，而是遵循就事论事

的原则，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解释文革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暴力冲突。作

者认为，即使是在国家的威权之下，大批判的行动也并非是以无定式和

无组织的状态进行，而是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更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纽

带，呈现出多样性。虽然文革一直被称为"大乱"，但是它同时也孕育了

一大批自下而上的组织。毛泽东思想主导下的国家，与其说是压制了群

众，不如说是催生了"集体性意见分歧"（collective dissent ）的可

能性，这种具有集体性的不同意见，在地方领袖的主导下，大众无组织

的行动转变为清晰可辨的不同的社会联系，并实现了大众行动的组织化

过程。作者强调，文革中所出现的真正了不起的并不是压迫性政治氛围

自上而下的渗透，而是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大众的政治反应，以及这些

政治反应表达出来的多样性。（Perry Li ，1997，chpt.Ⅰ） 

  该书将上海工人分为三种类型：造反派、保守派、经济主义派，并

应用不同的解释框架，辨识出三种不同的行动取向。造反派意在挑战党

内的某些权威；保守派则极力维护那些权威；而那些经济主义派的组织

则渴求社会经济中正义的实现。工人们各有各的目的并且为此而苦心钻

营：造反派、保守派、经济主义派分别效忠于不同类型的领袖，他们的

行动分别建立在相异的动机之上。这些明显的差异性，正如我们之前所

阐述的，只有依循不同的分析传统才能够得到最佳的解释。 

  作者特别强调在1966年至1967年中国城市中刮起的"经济主义风"，

这一风潮在地域上的差异正表达了中国普通民众中社会经济状况断裂之

大的现实。民众的分化一部分是被国家政策生产出来或加以恶化的。普

通市民明显的区隔表现为：阶级出身的好坏、城乡户口的差异、正式工

与临时工的差别、国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相对的分化，这些分化

明显是社会主义者们倡导的产物。不管怎样，即使这些对立项都是国家

强制的结果，但上述类别的划分确实生产出了互相对抗的利益诉求，而

这些诉求便构成了一种群体政治格局的基础。在文革期间，受惠于国家

的分化策略的群体渐渐趋向于形成保守的组织。 

  对此他们使用Walder所强调的庇护与忠诚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

强调保守派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文革之前与党内的庇护主义的

非正式网络有着紧密的联结。他们是典型的激进主义分子，团体中领导

人和副手、普通党员、劳动模范、共青团员和其他一些公认的积极分

子。"（Walder ，1987，p.82）这一群体尽管明显地被国家规则所形

塑，但利益群体这样的"委托-代理"的网络结构在其他的政治体系中也

可以找到。造反派是文革中最复杂且事后证明最有影响力的工人行动派

的一支，作者使用了与传统分析相去甚远的分析框架，强调了中国政治

格局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对抗的亚文化，一些胆大的



个人会跃起挑战权威人物，反映了政治大环境中的个人雄心和智谋的巨

大的政治能量。这些并不是"心理依赖"的人格特质——渴望臣服于上级

领导所能够解释的。那些奋起挑战权威、批评党委和工作队的工人是一

群不同寻常的、无畏大胆而且雄心勃勃的工人，他们精力充沛同时又暴

躁易怒的人格特征往往脱胎于他们艰苦的家庭状况，滋养于经营在正统

的党组织生活边缘的暴徒无赖的亚文化。北方籍贯人士、贫民区的童年

生活以及青年时代的帮派经历都为造反派领袖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与

此同时，Perry延续了她的地缘政治的理论，强调地缘性的身份认同在

造反派的派系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作者关注社会的笔下，我们

看到了这样一幅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图景：一些工人深陷党内

庇护网络中，他们倾向于采取服从的策略，成为保守派；一些工人从那

些与正统的政治网络不相适宜的亚文化中获取了力量，挑战党内权威的

霸权，成为造反派；还有一些工人表现出对于物质补偿的极大的关注，

要求获得收入补偿、改善工作环境等等，他们对捍卫或是打倒党内领导

人这样的政治游戏并不感冒。也就是说，单位制所诱导的绝对不止是顺

从和依附，还有挑战和抗衡，两种态度都指向了个体的工作场所中的权

威人物和体系自身的结构性特征。（Perry Li ，1997，chpt.Ⅶ）。 

  在注重群众运动的能动性的方法论基础上，Perry进一步引入了一

种"情感模式".Perry认为，在文革中，原本存在的劳动人民与地主、资

本家之间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冲突已然不存在了，所以不得不生产出主观

定义的阶级敌人，以此催化情感革命，在群众运动中，"文革不过试图

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

的".情感工作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活力，只是到了文革

的批斗大会的形式，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

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

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情感模式"的讨论重要的是

在方法论上强调：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

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却具有独一无二的改变言说者的能

力。（Perry，2001） 

  五 

  今天研究文革，应当更重视其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意义，我们需要

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现代历史，虽然有许多的反思性文章看到了文革

带给中国的"灾难"，但是也应当通过研究文革了解中国社会，以防止更

多的社会危机。文革应该成为研究的模本，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中介，

这是我们在从事文革研究时应该致力的一种观念。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强

调要重新恢复对文革的研究时指出： 

  正因为出现这种历史被抹杀的情况，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文革的历

史事件地位，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正视它，也许更重

要的是要恢复我们的批判自觉，好让我们亦能以批判的态度正视那些因

为抹掉革命历史而被束之高阁的现代问题。（Dirlik ，1996） 



  这需要从几个方面对历史的反思。 

  第一，需要多元的理解分析框架。在这一点，Perry强调的不同的

群体应当应用于不同理论来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社会下的

个体绝不可能是些"原子化"的个人，中国社会在表面的同一性之下隐藏

着各种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这将成为中国社会向一个现代性国家发展的

原动力。这种情形在各种政治事件中都会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现。 

  第二，要看到文革的破坏力，也应看到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产生的

正面影响，即不仅看到文革的失败与弊端，也看到文革前的弊病；看到

文革带给中国人对暴力和"动乱"的拒绝姿态。文革促成了中国人反思中

国政治制度，并改革中国制度的愿望。正是经过文革，人们政治觉悟和

以前大不一样。人民在文革中享受过空前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组织，利

用大字报等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希望。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经历，

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

利。（Meisner，1986）文革虽遭否定，但却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持久的

东西，反官僚、反权威的精神是人们的宝贵经验，青年一代学会了独立

思考。 

  第三，需要去魅化地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追溯文革研究的变迁，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西方在文革研究中都遇到了自己的困境：中国不断

压抑，而西方不断窥视。文革对中国是个禁区，于西方则是个黑洞。我

们的确无法将历史和政治截然分开，历史叙事的权力一直都是政治威权

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是，认识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真正认清我

们自身，以明确我们的历史境遇和责任担当。 

  从全球看，对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承认中国的文革已超出

中国国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并特别深入地影响全球各地的政

治运动。从法国的林荫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文革不仅在理念上提供

了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同时在实践上也提供了激进变迁的经验。我

们只有把文革理念和实践看作是二十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中政治运动

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才能更好地判断其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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