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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既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當中，西方學者發現很難對1949年以後的

共和國史作出邏輯一致、有說服力的解釋。本文試圖對新中國建國初期（特別是

1949到1978年之間）的史學史進行概括，反思早期研究存在的問題，並提煉出新

的研究視角和方向，進而探討如何將中國的今昔整合到連貫性的敍事當中去。具

體來講，本文從四個方面進行探討，首先是提升「極權主義」這一概念的分析價

值，通過它來反思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種種「例外狀態」；其次是引入跨國流動

的視野，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但未終結中國的「開放時代」，而且在建立

伊始就被拖入國際的權力平衡當中，國外的因素極大影響了國內政策的制訂；再

次是探索建國初期暴力的多因果性和多維度性，特別是暴力的習性、暴力何以在

中國社會蔓延，以及敵對雙方交互影響創造出一種超越勝負的暴力文化等問題；

最後是探討國家對社會的嵌入，特別是國家通過階級劃分、民族歸屬等工程，深

深滲透進中國社會與個人的建構當中。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極權主義　跨國流動　暴力　社會嵌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不僅有意識地將自身塑造成一個

打破過去痛苦與羞辱的新形象，而且與以往不同，新政權的政策志在實現深

層的社會轉型。政府開始實行宏偉的計劃，試圖重構產業所有權、土地所有

制、婚姻制度、工作組織與日常生活，重建對個人、集體與國家的理解。可

以說，新中國首先就是「新」：新時期的「新中國」。通過消除過去的苦難，創

造新文化、新社會、新階級，甚至新的少數民族，中國得以重建。新紀元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之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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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翻譯得到張洪彬、劉樹才、馬華靈、宋宏、周凱諸位同仁的建議，專此鳴謝。

錯訛之處概由本人負責。

c149-1502017.indd   23 15年8月4日   上午10:34



24	 學術論文

經開啟，新的國際同盟已經形成，新的社會實踐得到鼓勵，對各種新事物的

熱情獲得政府謹慎地支持。1949年以後，許多事情與計劃皆圍繞重建展開。

然而，四十年後，到1970年代末，重建的希望似乎已經破滅。文化大革

命揭示，在一片喧囂、內亂、迷惑、分離與破壞當中，創建新中國的努力已

然戲劇性地結束。1978年，中國發生徹底的轉變，開始走上了一黨統治下的

對外開放和市場自由化之路。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成為這樣一部歷史：充斥着理想與背叛，新開

始與硬着陸，實驗與失敗，建設、破壞、再重建。現今它雖以資本主義為基

礎，卻不否定社會主義體系。新政權的野心與信心受困於其正當性（legitimacy）

危機，使之頻繁地採用新模式。然而，新政權的手段僅是以暴力與痛苦的方

式拋棄舊模式，代之以更新的模式。這導致領導層的權力鬥爭、頻繁的政策

變革與制度性危機等後果。

西方學者發現，對1949年以後的歷史，很難做出前後一致的敍述，更不

用說前後相符的解釋了。這可以部分地說明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分成兩段的

做法：前期是「極端」的毛澤東時代，後期是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中

華人民共和國史一直缺乏一個有連貫性、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因為它與西方

（包括蘇聯）歷史經驗的共同假設和模式彼此衝突。在西方學者的歷史著作當

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很多形象：下一個超級大國、最後的共產主義極權

國家、世界最大經濟體、恐怖的威脅與競爭者、不合時宜的存在。所有這些

形象，全都同時存在。

本文為正在發展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史，特別是1949至1978年這一

階段的歷史，進行一個概括，並探討如何將中國的今昔整合到連貫性的敍事

當中去。回顧過去三十年的研究，不僅會幫助我們尋找新的研究領域，而且

會幫助我們在研究中重新定位某些根本性的問題。本文將重點考察中華人民

共和國史中十分重要的幾個問題：極權主義、跨國流動、暴力和社會嵌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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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現狀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論著非常多，但是可以將眾多論著中的歷史編史

學方法簡化為三種最有力、且彼此競爭的敍事方式1。

第一種敍事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歷史敍事已納入到所有共產主義政

權的官方信條之中：英勇的工人和農民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罪

惡政權，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人們在其中不僅享受豐

裕的物質，而且享有最完美的民主——和諧、自我管理、沒有人壓迫人；同

時，共產主義還是一個理性的制度，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體現。這一歷史

敍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

另外還有兩種變通的、批判性的敍事。第一種可被稱作「現代化」敍事

（“modernization” narrative）。在這個敍事裏，中國共產黨與其說是英勇的解放

者，不如說是理性的、有技術頭腦的現代化推進者，他們致力於改變貧窮、

落後的中國。儘管在早期階段（中共不可避免地面臨着內外的阻力，以及大量

必需的經濟社會改革），中共無疑採取了令人遺憾的暴力手段，但是它最終放

棄了極端鎮壓的措施。學者開始回到1950年代，研究和探索當時中國社會基

本政策制訂過程中的爭論和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西方學者同流亡香港、台

灣、北美以及歐洲等地的人一起工作，研究當時中國社會階層的形成與流

動、不同群體對政治制度的態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會聯繫。他們對中國

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愈來愈感興趣，這也伴隨着對1949年前的中國歷

史的「再發現」。不僅是歷史學家，還包括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人類學

家，比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魯夫（Gregory A. Ruf）、伽瑟瑞（Doug 

Guthrie）、閻雲翔、楊美惠等人的著作，已經廣泛地涉及宗族、宗族世仇的延

續或復蘇、關係網絡以及其他傳統的社會結構和行為類型2。久而久之，產

生了一個更微妙的圖像，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描畫成一個動態的、四分五裂

的社會，不同群體不得不就重要的社會經濟政策達成妥協。

這個歷史敍事方法打開了重新解釋1950年代的路徑，這一時期開始被視

為中國社會主義的「黃金時代」，務實的領導班子為重建、鞏固和創造社會主

義社會而奮鬥。總的來說，這是一個領導階層決心創造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

和現代化中國的故事，而鎮壓、暴力和恐怖變得無足輕重。美國政治學家裴

宜理堅持認為，獨裁的毛澤東時代已經為以後的中國打下經濟增長的基礎。

在她看來，毛的革命政權必須以是否提高了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來評判：從

1950到1970年代，在毛的革命理念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投入基礎醫

療、教育和基礎設施；如果沒有這些，很難想像中國隨後出現的經濟增長（在

某種程度上是通過一系列群眾運動來實施）3。在英國任教的比較政治學學者

林春在其《中國社會主義的轉型》（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一書中

採取了類似的解釋路徑，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現代

化推進者，以趕超西方為目標4。

第二種解釋也許可被稱為「壓迫性」敍事（“repression” narrative），這一敍

事在共產主義的激烈批評者中間很流行。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是一個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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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術論文 極端暴力和持續性壓迫的恐怖故事，無助的大多數遭受少數專制者的持續壓

迫。在這個「壓迫性」敍事之中，人們對佔社會一小部分的黨員群體的性質存

在不同看法。以著名的德裔馬克思主義學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為代表

的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毛澤東）實質上是非意識形態的

革命專家，只是在現代共產主義的名義下試圖重建東方專制主義5。因此，

毛在黨內對反對派的迫害，並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的所作所為，而

只是一個新皇帝的行為。

然而，對其他人來說，中共領導人的確真誠地受到馬列思想的驅使。美

國著名思想史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認為由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條件」 

以及毛澤東對「純粹的農民大眾基礎」6的倚賴，中共創造性地改造馬克思主

義，使其適合中國國情。中共試圖通過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建立極權主義

統治。對任何拒絕服從的人進行暴力鎮壓，是這一烏托邦思想的必然結果。

在以上兩種「壓迫性」敍事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權被描畫成一個

全能性政府組織，迫使公民接受和服從新秩序7。極權主義理論在研究政

黨、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學者之間甚為流行。大體而言，這一理論表明極權主

義政權，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共享某些特性，採用類似的制度和組織構

架。同時，西方研究也着重強調那些自稱受共產黨迫害的一大批人。在荷蘭

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和英籍中國學者張戎的書中，毛澤東被刻畫成一個

鐵腕統治國家的「瘋子」或「魔鬼」。「解放」被描述成破壞社會、摧殘生命的悲

劇8。在大躍進期間，毛及其政黨由於教條主義與自私愚蠢，忽視饑荒將引

發大的災難。馮客詳細地描述了中國人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所遭遇

的苦難、死亡和為生存所做的鬥爭。他這樣表述：「毛主義統治的最初十年是

二十世紀歷史中最為暴虐的統治之一，它將至少500萬人民早早送進了墳墓，

給無數人帶來苦難。」9

然而，歷史學家常常對極權主義理論的功過存在不同看法，大部分歷史

學家對將極權主義作為分析工具並不熱衷。對許多歷史學家而言，極權主義

模式——鼓吹一元論、有效政府、教條且改造思想的意識形態——過於機

械，無法描述社會現實，更不用說解釋這些制度的社會現實了。由於極權主

義背後的概念和思想，即使不具有意識形態性，也是具有針對性，歷史學家

開始將這些視為冷戰思維的顯而易見的產物。

二　超越極權主義

在筆者看來，上述各種敍事都忽略了中國的國家結構與歷史的複雜性。

要重新思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勢必要超越極權主義的簡化式運用。然而，

輕易地忽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壓迫與暴力的維度，也將毫無裨益。我們

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剖析中國往往陷於極端暴力的原因，另一方面解釋中

國國家結構與政治制度的複雜性，理解其何以允許中國高效地進入現代化。

因此，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種無論是局部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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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都準確而符合實際的敍述。在許多實證工作已經完成的基礎上，如今我

們需要做的是認真權重這些研究熱點和研究成果。為此，我們最好重新思考

「極權主義」的概念，提升其作為分析工具的價值。有理由說，研究中國的中

外歷史學家完全沒有認識到這一概念的思想深度。兩位重要的極權主義理論

的思想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施密特（Carl Schmitt）在國際中國研究界

很少被提及。然而，這些理論對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新取向仍有不

小的借鑒意義。這將有助於我們處理日益豐富的材料，也會促成更多關於理

解政權性質的討論。坦白來講，在這一問題上目前的研究乏善可陳。

阿倫特的理論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她將極權主義描述為一種持久流變、

矛盾的政治體制，並力求恪守當初將運動帶向勝利的烏托邦式的許諾。與此

同時，它建立了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政府，並向其提供基本的商品與服

務。她寫道：「極權主義統治者面臨雙重任務，他顯得矛盾而荒誕，即一方面

他必須建立極權運動所想像的世界，使之成為切身體驗的日常生活現實，另

一方面，他必須防止這個新的世界產生一種新的穩定，⋯⋯不惜任何代價，

阻止新的生活常規化。」bk對阿倫特來說，極權主義政權根本上是「無結構的」 

（structureless），它忽視物質利益，否認盈利動機，追求非功利主義的目標bl。

阿倫特提供了一種對極權主義的複雜理解：依靠內在不穩定性和這些政權對

於（自視的）合法性的缺失。

對施密特來說，本質而言，每一種專政都代表了「例外狀態」（a state of 

exception）。在回顧歐洲專政統治的歷史後，他區分了兩種形式的專政。一種

是「委託專政」（commissarial dictatorship），是在危機與威脅的情況下，為了挽

救憲法秩序而實行的緊急狀態。它只是暫時性擱置常規法，以道德權利或 

憲法規定為依據。在此情況下，緊急狀態是有限制的，其實行要以法律為基

礎。相反，另一種是「主權專政」（sovereign dictatorship），它是動員民眾反對現

存秩序的結果。其目的不在於「挽救憲法」，而在於創造新的法律與政治制度，

以代替既有秩序bm。對施密特而言，專政不只是獨裁或暴政的形式，而是達

到某一特定目標的方式。此目標或為捍衞現存秩序，或為創造新秩序bn。馬

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屬於主權專政的範疇，因為它致力於建立

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

儘管阿倫特和施密特區別明顯，但他們都可為我們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的理論化提供豐富的新方法。其起點就是正當性的缺乏，這也許是重新詮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關鍵。依據美國管理學者薩奇曼（Mark C. Suchman）的定

義，正當性可理解為：「它是這樣一種普遍的觀念或假設，處於某種社會建構

的規範、價值、信仰和解釋系統之內，主體行為是可取、合適和恰當的。」bo

正當性不是特定事件，而是需要「概念化」。同時，正當性不是財產或資源，

而是反映一種情況，即主體建立在相關條例、法律、規範性之上或者符合文

化結構。它是一種象徵性價值，通過規範性來認可實踐的必要性，從而證明

行動主體的合法性。

中共在戰場上贏得勝利，得力於國民黨勢力的迅速潰敗以及蘇聯的援

助。它以暴力獲得勝利。儘管一部分人對中共持同情態度，然而在新中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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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學術論文 立的前期，中共尚未獲得社會的普遍接受與信任。從那時起，多數報導表

明，大多數人對中共的關注僅止於好奇bp。由於缺乏多數人的支持，斯大林

和蘇聯顧問一直敦促中共與所謂的「民主黨派」組成聯合政府，在既有的政治

構架和機構中完成工作bq。

一開始，中共確實拿不準社會的支持度。1949年後，它清楚地意識到自

己仍然要繼續面臨這一危險和挑戰。中共認識到自身缺乏正當性，為了穩固

統治，必須訴諸暴力和壓迫。冷戰衝突及其後的中蘇矛盾製造了更多的外部

壓力，進一步增加了中共的危機感。因此，新政府需要嚴格控制社會，持續

動員人民支持政府；同時，它也感到巨大壓力，需要證明自身目標是獻身於

人民的福祉。

阿倫特和施密特理論的基本論斷有助於我們理解：在「無結構的」政府之

下，宣揚既有威脅一方面客觀反映了現實並暴露制度結構的脆弱性，另一方面

這些所謂的「威脅」在政治上成為立憲的依據。對內、對外捍衞革命的需要，

名正言順地成為必須停止常規發展的藉口。「革命鬥爭」淪為「緊急狀態」和「例

外狀態」的代名詞。新政權看到自己始終遭受包圍或身處戰爭之中，憂慮自己

的統治缺乏廣泛性接受，這使得安全問題變得至關重要。這一想法導致國家

重新思考個體與集體的關係，並將安全問題放在首位。如此一來，程序與法

制反倒成了次要問題。在這種新的局面之下，威脅成為塑造中華民族社會機

體之要素，從而創造出新形式的政治個體。這種情況允許中共採取獨裁統治，

「例外狀態」演變成一個持久的「政府形態」，反覆再現。實際上，群眾運動是暫

時性緊急狀態的宣言。當然，緊急狀態並不完全是一種假象或隱喻。1949年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近200萬的武裝力量在中共控制之外，其

中有60萬國民黨後衞部隊。1949年，中國被劃分為六個軍區，直到1954年，

國家實質上一直處於軍事控制之下。中共的統治面臨諸多挑戰，也疲於應付各

種來自於內外的安全威脅。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內戰的影響隨處可見：

抗戰和內戰迫使數千萬難民背井離鄉，橫跨全國，湧進城市br。

武裝衝突毀壞了中國大城市，摧毀了鄉村，破壞了經濟。連年戰亂，加

上統治者和行政機構的頻繁變更，致使社會政治秩序崩潰。許多鄉鎮被罪

犯、武裝土匪、復員軍人和地方強人操控。鄉村經濟遭受破壞，糧食供應不

足，通貨膨脹削弱城市經濟。在此情況下，從一開始，「非常模式」就成為治

理中國的必要模式。

因此，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心中都佔據着「例外狀態」的思想。重讀1950年

代以來的政策文件，這一點十分清楚。毛澤東談及人民公敵時，十分清楚地

意識到至高無上的主權與法治之間的緊張。一方面，領導人主張為了具有吸

引力，政府的監管機關必須以法律特別是憲法為基礎，而非法律之上的個人

專斷；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承認需要使用「非常權力」來擱置法律。政府

需要訴諸不受監管的暴力，來對付敵人和叛徒。

這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來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及其仍然面臨的問

題。脆弱、苦難與安全考量的深層影響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體，形

塑了中國的歷史軌道，也塑造了一個制度結構化相對較低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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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現也能夠在跨國流動、暴力、治理與社會嵌入等領域，得到進一

步證實。

三　全球聯繫與交錯

不少學者將中華民國看成是中國的國際化時期，並稱之為「開放時代」bs。

期間，全球性流動與轉移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多樣性。這一敍事亦暗示，隨着

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融入世界的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事實上，大部

分著作不加反思地接受了這一見解。

然而，這場戰爭並未終結中國的國際化，只是轉換了方式，並在1949年

後產生深遠影響。二十世紀中期的戰爭留下最嚴重的後遺症就是邊疆不穩

定，致使中國人充滿對中國領土控制力被削弱的恐懼。在政治領導人和普通

人的眼中，1949年以後的中國被強大的對手和潛在的敵人包圍，它依然是一

個非常脆弱的國家。中國的安全考量有四個方面：國內、近鄰、周邊區域系

統和亞洲外的世界。

正因為二戰是全球性的，歐亞的交戰雙方發現很難在內政、外交政策與

軍事策略之間，維持傳統性的分離。以中國為例，在戰爭期間，國內政策與

外交事宜迅速關聯，改變了政治主體的組成。國民黨與中共為了生存，皆依

靠國外的援助，這導致中國在做決定時外人的干預不斷增強bt。這種現象繼

續貫穿於整個內戰時期，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在現代，就像移

民與流行病一樣，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立於世界潮流及其影響，而中國可能

成為「最被滲透的大國，無數的外國勢力往往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有害於自身的

生存，從而試圖影響其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演變」ck。因此對於中國來說， 

境外的發展變得至關重要，而且常常對中國政治產生直接影響。事實上，將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內外因素區分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內政與外政密不

可分。

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決定派中國人民

志願軍加入朝鮮戰爭。兩天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

示〉。這絕非巧合：在朝鮮半島同美國作戰與進行內部階級鬥爭，這兩項決定

幾乎是同時做出的。中國參與朝鮮戰爭還導致經濟政策的調整，國家對農村

資源需求的增長是1950年底開始進行土地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因。1950年11月

22日，毛向中共地方支部發出電報，稱：「在時局緊張的情況下，必須限期剿

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我黨我軍方

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cl這個例子表明，中國社會和經濟的

社會主義改造，與對抗國際冷戰中的內部敵人及國際衝突緊密相連。

在冷戰期間，發生在中國以外的事件影響着中國內政，這一現象貫穿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1950年代末，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看

法日益悲觀，他愈加確信蘇聯的建議與影響是其本人的政策在中國遇阻的罪

魁禍首。1956年春秋，波蘭與匈牙利發生民眾暴動，似乎證明了毛對「去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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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日益謹慎。中國與世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聯繫如此緊密，因此毛充分意

識到東歐暴動與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去斯大林化」在中國可能

引起的後果。毛通過發動大躍進重啟革命的決定，與蘇聯聯盟的瓦解直接相

關。中蘇關係的變化很可能是毛國內政策激進化的首要原因。這正如高文謙

在一部周恩來的傳記中所說，相較於對革命純粹性的關心，文化大革命更多

源於「（毛的）偏執，這種偏執的誘因，一方面是蘇聯的去斯大林化，毛擔心

這預示着他革命遺產的未來命運。另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未來的擔憂」cm。蘇

聯的「去斯大林化」、東歐暴動、中國與蘇聯日益增多的分歧，僅此幾例，皆

在中國社會蕩起漣漪，導致政策和發展模式的大幅波動。

經濟領域亦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層的目標從來不是建設「一國的社

會主義」。到1949年底，社會主義陣營從柏林延伸到廣東，涵蓋了世界三分之

一的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是孤立地建設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尤其是與蘇聯建立兄弟合作，加快推動中國走上社會主義之路。」cn中國與 

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建立合作關係，成為這個更大網絡的一員。斯大林

稱「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彼此遭遇」co，中國是其中活躍的成員之一。所

有這些例子都表明1949年之後人們以及思想觀念的國家界限是如此可滲透和

模糊。這一現象不僅指向相互滲透，而且首先指向一種共享的文化和社會主

義現代化話語，這需要得到進一步討論。

然而，側重於具體的轉移和相互影響的研究仍然頗為欠缺。當然從政治

的角度而言，已有不少研究，但從實證角度而言，則相對缺乏。需要指出的

是，對符號、具體實踐與行動、行為方式一系列傳播過程，往往以模仿的形

式再現。從城市規劃到農業改革，從高等教育到勞教所，從民族政策到經濟

模式，從宣傳機制到情報工作，中國這個新國家都模仿了東歐、特別是蘇聯

的經驗。這些轉移塑造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也反過來影響東方社會主義陣營

的民族問題。毫無疑問，在中國現代史中，與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蘇聯的聯

繫引發了知識與技術最大規模的、最系統性的轉移。因此，「聯盟對中國的影

響，超過任何其他成員國」cp。

問題是，變遷、重疊的歷史在以往研究中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要想超越

現存主流敍事，下一步不僅需要探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及其決策，而且要

探索互動的過程與想像的交換，並將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聯繫起來。無

論如何，社會主義政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其影響，都離不開它們互

相交織的歷史。

四　暴力動力學

國家暴力和恐怖常被解讀為極權主義統治的基本要素。此外，勞教所和

以大量人口為目標的群眾運動這兩種現象被看作是國家暴力的展示，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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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傳達出毛澤東政權醉心於暴力與屠殺。公開的檔案出現了愈來愈多的暴力

證據。的確，這都是必要的工作，國家歷史不能也不應該逃避。但更重要的

是，「暴力」的概念捕捉到甚麼？我們能從暴力歷史化中獲得甚麼？

當然，一個完整的暴力與恐怖的歷史不僅包含革命，也包含戰爭。很難

講1949年是一個將戰爭、暴力與重建和純粹的意識形態徹底分離開來的嶄新

開始。革命的勝利是三十多年戰爭、暴力與革命的高潮。冷戰時期的中國社

會仍然受到二戰暴力的深刻影響，就像歐洲國家在1945年後，仍深受捍衞領

土戰爭和外敵入侵經歷的影響cq。

從1920到1960年代，發生在中國本土或邊境的各種戰爭都是「總體戰」 

的表現。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術語，我們需要將「總體戰」置於生死鬥爭的 

背景下來理解。群眾暴力的問題也必須放在「總體戰」的歷史中來解讀。在社

會政治清洗運動的背景下，緊要的問題涉及到鎮壓甚至清洗「人民公敵」與「漢

奸」。然而，更一般性的問題則涉及到戰爭的性質。在中國，對這個問題的 

思考大多需要超越軍事衝突與政治。許多彼此對立的派別（日本、中共、國民

黨、蘇聯和美國）被捲入到中國的戰爭事務當中，他們彼此糾纏在一起。可以

說，諸派別中的任何一方都會習得另一方的一些特點；但是在確認這些特點

是甚麼的時候，我們需要小心謹慎。筆者將建議採取一種更複雜和交纏的方

法，使簡單化的比較法和對主導因素的追尋讓位給一種互動的研究方法。在

其中，敵對雙方製造了一種奇怪的混合式的交流，從而創造出一種超越勝負

的暴力文化。

總的來說，排斥異己與「例外狀態」的話語體系和實踐過程使得國家名正

言順地調動群眾對抗、監管公敵，以維持社會主義秩序。社會主義建設的目

的是通過鎮壓內部敵人，以捍衞公民社會。忠誠或背叛的問題開始壓倒對透

明度、問責制和正義的關注，這開啟了過度暴力的大門，並由國家執行和通

過。鬥爭的話語體系導致剝奪選舉權，甚至迫害和拘禁；它最後也可以證

明，清除那些被認為是無法挽回或對社會主義有害的人是正當的。因此，社

會主義必須用捍衞的觀念賦予一種消滅異己的道德正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暴力具有明顯的多因果性和多維度性，這使得擴寬

調查範圍十分必要。現在，爭論的重點不是暴力的部署或受害者數目，而是

政府實施、社會參與的暴力的性質與目的。這無疑需要適當的語境化和歷史

化，也要避免簡單化的印象，即暴力來自於專制獨裁統治。面對這些議題，

有兩方面值得探究：一是暴力的社會嵌入；二是管理一個多民族帝國的意識

形態要務。這一重要的命題可稱為：多數由政府發動的暴力深深地根植於中

國社會。這不僅提出社會暴力的性質問題，而且提出暴力的習性以及暴力為

何在中國社會蔓延的問題。

至此，我們仍需要回答的根本性問題是：正如阿倫特所暗示的，轉向武

力鎮壓是政權自身權力軟弱的反映麼？恐怖——或至少某種恐怖——獲得普

遍支持，是政權的自我辯護麼？是社會動員和意識形態認同的方式麼？政權

能指望民眾參與麼？暴力存在支配類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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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言，儘管極權主義模式壓倒性地關注國家、政權和制度，但

是對社會的研究早就成為獨立的研究主題。目前，有些研究正從不同的角度

入手，開始意識到國家在何處以及如何被生產、維護、內在化，並擴大到包

含前文提到的社會中的社會群體？

以中東政治研究為基礎而提出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政治學家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稱此為「國家效應」（state effect），即一個追求積極干預且力求推進變

革的政府，想要產生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效應，所需要做的很多事情cr。我

們必須意識到，傳統上我們將國家和社會二分，實際上它們的界限是模糊

的、可轉移的並不斷重塑的。我們必須追尋如下二者的差異，即一方面是國

家機器，另一方面是更分散的國家在場、國家意識和以國家規範來改造思想

的自我改造。我們應當認真對待國家的偶然性、不均衡性和各種使國家看起

來正常的日常勞動和實踐。1950年代期間，「國家」將自己嵌入社會，不再是

外部的、邊緣性的存在。相反，國家和政黨經常通過提拔女性領導人、尋找

積極份子和勞動模範，努力融入到左鄰右舍的生活當中去。

以往研究和當前研究的最重要的區別是，前者嚴守基本的階級分類，如

工人、農民、地主、資產階級等，而後者更為關注社會階層化所產生的社會

現實，而不是簡單地反映它們。當然，「階級劃分」僅是其中一個維度。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通過民族分類（族性、人種或其他方式）而產生新的中國

人意識甚至更重要。中國民族識別史研究學者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十

分敏銳地洞察到，暴力嵌入民族歸屬分類，就像嵌入鬆散的政權意識形態基

礎一樣，它們由上層推動，又從下層再生cs。這一發現暫時表明這些歸屬分

類具有跨民族的特質。然而，階級終究是一個普遍性的分類，但民族不是。

應該強調的是，在戰爭期間得以重建的「國家效應」，創造了戰後獨特的國家

認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戰爭與犧牲不僅最終歸於認同，而且階級的普世

理念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中消失了。

因此，我們必須與早期研究毛澤東統治下的社會的著作保持距離，充分

地探索政府在中國的社會建設、社會與個人建構中留下的深刻而持久的印

記，因為劃分歸屬會變形為自我界定與身份認定。階級和民族歸屬不僅存

在，而且對中國社會的轉型產生十分有效的作用。我們還未完全明白，劃分

歸屬的工程如何進行，它表達了社會與個人的何種需求與欲望，它對個人認

同的自我形塑意味着甚麼。我們也不是十分清楚這個過程在何時發生。最

後，我們不知道怎樣評估「例外狀態」下的特殊需求：缺乏、定量配給和困難

等情況；同樣重要的還有，人民本質上不傾向於捲入任何事，更遑論自我改

造這麼艱鉅的任務。似乎很明顯的是，不只有政權行為，社會團體也憑自己

的力量成為參與者，參與諸多實踐，如社會化戰略等。我們需要在徹底了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遺產前，弄清楚這些情況。在此種歷史的地平線上， 

我們還可發現，正如地方或特殊的掌權者，這些社會活動家參與到一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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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世界當中。這個世界部分地由幻想和憧憬組成，部分地是跨民族實踐

的產物。

多項研究證明，這一政權打算創造新的集體性主體，一個完全現代的、

狹隘的和自我塑造的人格。它們指出，這種對主體的想像以及對這種人格的

培養，具有悠久的傳統。它的典型方式就是真實的人經歷驚人的經驗後，轉

變為「新人」ct。自我轉化的方式多有不同，然而其重點在於強調中華人民共

和國在這些方面是根植於人民的生活當中的。值得注意的是，規訓是這一工

程的中心，它特別暗示了階級歸屬、歸屬感的創造和自我轉化以一個生動的

方式交織在一起dk。

有證據表明，新中國建立之後，社會紐帶斷裂了，或者在最低程度上暗

示（戰爭、通貨膨脹和流動性等）這種情況的發生dl；但也有相反的證據表

明，家族和友誼的紐帶實際上是加強了，業緣紐帶亦如此dm。所有這些都顯

示社會的反作用力不能被低估。然而，我們尚未能完全理解這一功能或推力

的性質，它們使某些人對國家具有歸屬感，另一些則與國家疏離。

六　結論

本文嘗試根據時期劃分和不同敍事，來重新思考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史。早期主流敍事的碎片仍主導着各種著作，但是最近的研究削弱了這類普

遍化敍事，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視為豐富多樣和複雜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疑問繼承了前政權的艱難局勢：遭受轟炸的城池、

潰塌的堤壩、渴望土地的農民、全國性的難民潮，以及對國外救濟的依賴。

在不同程度上，它必須耗費大量精力，通過高壓和說服的方式，進行再教

育、重建或消滅既存的資本世界和外部世界。資本家、基督徒、佛教徒、自

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其他價值與信念的信徒，他們的成功改造似乎可以使他們

長久與黨和國家保持距離。同時，蘇聯取代西方，成為現代化進步的最佳模

式。婦女解放、兒童保育、地方選舉都事關重要。為了建設新中國（以不同程

度的熱情和成功），國家需要投入大量文化資本和政治能量。新中國將自己嵌

入社會和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除了新的政治運動和社會生產之外，人們仍然還有舊的記憶與 

理想，或制度化或分散化，或公開或轉入地下，來堅持主體地位，逃避黨的

指令。「舊世界」繼續碎片化地存在，「新世界」艱難地誕生。回顧過去，早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競爭的時代，它要求治理技術在全社會中的滲透性運

用，如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其後，儘管權力增長、國家範圍擴大，中共仍

必須與現存的那個中國鬥爭。

總之，在恐懼、不確定和焦慮的狀況下，黨通過訴諸國家「例外狀態」，

來加強自身的實力，從而贏得戰爭的勝利。可以說，以「例外狀態」為基礎的

重要決策，都是在焦慮和脆弱的狀態下做出的。「例外狀態」是革命獨裁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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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術論文 結構」的隱喻，它包含了各種緊急情況，並強調國家最典型的特性就是可以超

越憲法的嚴格限制。用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話來說：「政

治和法律之間的界限⋯⋯含糊、不確定，法律和政治的邊界相互交織。」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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