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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1860年英国大众社会的起源

发布日期： 2015-10-03

《光明日报》（ 2015年09月26日 11版）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而且也处于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1944年美

籍匈牙利裔历史社会学者卡尔·博兰尼在其著作中首先以“大转型”一词形容这一时期，并分别从经济与社会、个体与社会等关系方面进行考

察，特别是对个体行为的变化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此后对“大转型”时期个体行为变化的问题主要有两种研究流派，第一种是浪漫式批判，代表人物有英国社会史学家J.B.哈蒙德和历

史学家E.P.汤普森等人，他们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对个体行为具有强大的压迫性，对普通民众凄惨境遇的批判、对民众之间认知观念和对不同阶

级间矛盾的分析等。第二种则是以法国社会学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式批判，他们同样用非常悲观的方式批判了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对人类精神的负面影响，认为现代大众社会转型本身就是权力和抽象观念等对民众进行有利于稳定性和秩序的再组织。资本主义通过国

家机构这一显性方式和抽象观念等更为隐性的方式，在深层次上迅速集中了新式权力，而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是被新

权力体系重新俘获和塑造的过程。

 

    新近兴起的功能学派解读则提供了一幅色彩较积极的图景，如英国历史学者艾玛·格里芬和美国历史学者詹姆斯·维农等人，他们从

文化和认知等角度，通过对一系列数据、文稿和档案等的解读，揭示了在大转型进程中，广大民众也有积极主动适应和参与自我塑造的机制。

从功能角度解读这一历史进程确有可取之处，其具体的史实支撑如下。

 

    在城市化进程开始前，英国业已成为一个商业化和手工业化的社会，其早在1700年前后的劳动力构成中，手工业占比已达40%，服务业

约占20%，农业劳动力只占40%，这是当时除荷兰以外农业劳动力占比最低的国家。但此时英国城市化率并不高，英格兰只有13%，苏格兰只有

5%，这一数值不仅低于意大利，更远低于荷兰和比利时近30%的城市化率。不过，英国从1780年开始迅速城市化，至1850年英格兰城市化率已达

40.8%，苏格兰也达32%，在欧洲排名前两位，而此期间欧洲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几乎没有改变，个别地区甚至略有下降。另一方面，1750年英国

只有两座城市进入欧洲城市人口排名前四十位，但1850年英国上榜城市达到20座。这表明相比于较缓慢的工业化进程而言，这一时期英国的城

市化进程要快得多，也剧烈得多。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原先乡村体制和传统习俗对居民的规范机制土崩瓦解，他们进入城市后，实际上又游

离于城市旧有的管理体系之外，新的城市管理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了真正的“自由个体”，因此给城市管理和生活带

来了很大冲击和压力。不过从犯罪、言语、饮酒和性行为等四方面，通过长时段的对比和考察，却能够揭示出大转型时期城市新群体如何在自

我适应或自我控制，以及在外部治理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下，实现有序城市化和现代化，最终形成现代大众社会。

 

    关于犯罪问题，大量新居民涌入城市的确在一段时期内导致犯罪率上升。在大转型之前，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公共空间和人际关系网

络较为稳定，若在公开场合犯罪很容易被邻人认出并被绳之以法。但汹涌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滚滚人流打破了原先较为稳定的环境和网络，狭

小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大大提高了犯罪的机会和收益，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对犯罪者身份识别的可能性。因互为陌生人，罪犯转身就可消失于

茫茫人海之中，因此犯罪率在19世纪早期有显著上升，而社会底层民众受害尤其严重。但随着城市居民自我防范意识的提高和守望相助行为的

增加，加之自上而下的现代警察局体系建立，其中很多新警局和警员就扎根于新城市居民社区，警察因保护弱势群体而深受民众喜爱和依赖，

成为一种英雄职业并延续至今，因此城市的犯罪率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又逐步下降。

 

    在市民语言交流方式的变化问题上，更能体现出这种自下而上主动适应的特点。英国历史学者罗伯特·舒梅克的研究发现，城市化进

程中的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公共空间的攻击性语言现象呈下降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效能下降。在小乡村，若公开指控某人恶行效果会

很好，因大家都熟知被指责的对象为何人，指控若属实则会给其带来更大的打击。但大城市中，即使在公共空间指控某人，听众也不知道被指

控者为何人，因此公开指控的效能显著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危险性上升。城市的聚集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交流的机会，也提高了冲突几率。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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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口角冲突而导致暴力行为发生，施暴者往往也会迅速躲入人群之中消失，而给自己造成的困扰或伤害也显然很不划算，因此市民更倾向于避

免攻击性的语言而减少不必要的冲突，语言交流方式也变得更加文明和克制。

 

    在饮酒方面，从18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前期，英国人均饮酒量持续上升。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让人们更有余钱买酒畅饮，另

一方面是人口迁入城市后，酗酒行为变得非常方便和普遍，城市生活压力大也增加了饮酒消愁的需求。但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人均饮酒

量则开始逐年下降，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如原先城市水源污染，部分居民往往更愿意喝啤酒解渴而非饮用被污染的水，但后来水源水质改善，

这类酒类需求也就下降了。此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饮料构成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更多的人从饮用含酒精类饮料转向无酒精类饮料，如

咖啡、茶等。不过民众对酗酒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更深刻的批判性认识，特别是因酗酒而导致的家庭暴力频发，促使民众对此越来越难以容

忍。工人社区也产生了各种组织，对有酗酒和家暴行为的人施以压力，而社会舆论也对酗酒和相关问题持更加负面的评价，所以酗酒现象开始

减少，人均饮酒量也逐年下降。

 

    最后，在新居民的性生活方面，城市提供了远比乡村更多发生性行为的机会和选择，社会对性行为的看法也更趋容忍，在首次结婚年

龄呈下降趋势的同时，私生子数量却大幅增加。英国的私生子率从1700年的2%升至1800年的7%，私生子现象泛滥甚至造成一定的社会危机，为

此社会精英阶层也试图引导和改变普通民众过于自由的性行为。而学者研究则发现，随着新社区趋于稳定，工人阶层自身也逐渐建立起相应的

自我规范，其中有出于维护自身公共形象的需要，有对独自抚养私生子所面临生活艰辛的恐惧，有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保守价值准则的原因，有

宗教教导的原因，还有发明出新的理念强调男性应该对怀孕女性起到保护作用等，这些都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反映出

社会中下层群体主动参与自我控制和约束机制。

 

    总之，这一时期英国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是一种失序和秩序不断动态平衡，各种因素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过程。特别需要强调

的是，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进行主动和被动调整的过程，最终建立了符合大众社会需求的新式“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更强调独立性，与核

心家庭关系更紧密，而与大转型之前的乡村社区和传统大家庭关系则较为疏远，更加强调努力工作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和相互协作。虽然浪

漫式批判和后现代批判将这一过程描述成不幸的、受迫的、由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资本主义规则塑造的进程，但功能学派则发掘出其中也存在新

群体具有主动性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的因素。通过群体性的赞同和强迫，在社会功能上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适应，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大众社

会。

 

    （作者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管洪亮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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