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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將陸陸續續全文上

網，歡迎海內外讀者就我刊文

章撰寫評論文章，在「三邊互

動」欄目發表短評的作者，亦

可將文字擴展成短論。

——編者

互聯網如何形塑大眾抗
爭？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私營

經濟經歷了1980年代短暫的春

天後，國家主義的壟斷性經濟

模式開始加強。新興私人企業

家階層愈發表現出與國家合謀

的趨勢。市民社會團體的發展

仍然受到國家強有力的控制。

與此同時，分稅制改革使得

1990年代後地方發展型國家成

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模式。以

後，圍繞都市發展與勞工權益

而展開的失地抗爭、勞工抗

爭、市民權抗爭，可以視為正

當政治渠道依然堵塞的必然反

應，同時在地方經濟分權的背

景下，這種抗爭模式仍然十分

分散化、個體化，很難形成大

規模的大眾抗爭運動。加上市

民社會組織網絡的匱乏，儘管

時常出現極為吸引眼球的抗爭

行為，但卻鮮有對制度的影響

和推動力。

近年來，以大眾抗爭為主

題的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鮮

有論及科技因素，尤其是互聯

網的發展是如何對當代抗爭產

生影響的。胡泳的〈中國的互聯

網與社會動員〉（《二十一世

紀》2011年6月號）一文，Ú力

於探討論壇、博客、微博等諸

多傳統與新型互聯網媒介怎樣

發揮了替代性的中介作用，彌

補了市民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

不足，以一種非傳統的公眾參

與模式，形塑了中國體制改革

的發展方向。在作者看來，社

會生產的空間在當代中國無法

從實體社會組織中尋找出路，

而只能存在於網絡虛擬空間

中。這種論斷在當前諸多具有

影響力的政治事件中，已經得

到了愈來愈多的印證。

盧超　上海

2011.7.2

異域理論的本土化

尹鈦、張鳴的〈中國紅色

革命中的認同和「政治行動主

義」〉（《二十一世紀》2011年6月

號）一文，掙脫意識形態的樊

籠，通過大量鮮活的史料，還

原了較為真實的歷史圖景，令

人深思。縱覽全文，給人最為

突出的印象是作者較好地把異

域理論本土化。作者研究了麥

克亞當（Doug McAdam）等人提

出的「鬥爭政治」理論，提出了

「政治行動主義」的概念。透過

這個新術語，作者對中國革命的

認同進行了合乎邏輯的解讀。

在新的理論支撐下，該文

新論迭出。如農民參加造反，

按過去的說法，是因為活不下

去了。然而，真實的情況是，

讓老實巴交的農民投身於造反

事業，如果不突破其心理障

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又如

共產黨進行了較為頻繁的黨內

政治鬥爭，卻並沒有削弱其組

織作為整體的凝聚力，原因是

「鬥爭」本身就是創造個人對黨

的認同的一個關鍵機制，最終

是對黨的認同徹底消化了個人

的人格、情感和個體利益。類

似這樣的觀點，頗富有新意。

這種借助於西方理論的研究，

摒棄了單一的「政策—效果」模

式，重建了鮮活的歷史演進過

程，凸顯了共產黨遇到的困

難、障礙和糾葛，從而避免了

將中共革命神話化和簡單化。

夏松濤　湛江

2011.6.23

「網絡知識份子」的短板

新世紀以來，一個基於互

聯網的公共輿論空間和在其

中發揮「引領」作用的「網絡公

共知識份子」蔚然興起。這種

帶有很強哈貝馬斯（J ü r g e n

Habermas）色彩的公共空間，

對中國社會政治的現代化無疑

具有相當正面的意義（或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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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對當前中國政治的影響有

Ú獨特貢獻。該文揭示了推特

這種新興媒體對於中國政治

表達、傳播和動員諸方面的

改變。

但就目前來看，推特對於

中國政治的影響還有限。一是

由於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推特

政治的潛力，開始逐步加緊對

推特使用的控制。二是儘管使

用推特的人數在中國有大幅增

長，但其絕對人數還較少，規

模效應還沒有發揮出來。使用

推特的人群也比較特殊，在議

題的設定上偏向性比較強。三

是由於「推者」之間具有很高的

同質性，推特上的討論容易走

向極端化。高同質性也導致很

多推特信息都只是在一個小圈

子ü轉。四是「推者」之間組織

化程度低，只是鬆散的非正式

群體，極大地限制了推特政治

的利益綜合和政治行動功能。

五是由於字數的限制，加上推

特信息的易逝性和繁雜性，

使推特容易淪為宣洩和咆哮的

工具，其政治闡釋和教育功能

比較弱。因此，在社會利益

格局和意識形態沒有得到根本

轉變之前，推特政治的影響力

有限。

安3華　波士頓

2011.6.20

「群體性事件」還是「抗爭
政治」

頗富中國特色的概念——

「群體性事件」，成為當代中國

政治的一個焦點議題。不過，

圍繞這個極具「官方」色彩的

概念，學界有許多分歧，很

大程度地影響了學界和公眾對

是可能性），但亦需察覺網絡

知識份子公共話語本身的遮蔽

性和及其觀念暴力的一面。

陳舒劼的〈網絡知識份子

公共話語的反思〉（《二十一世

紀》2011年6月號）所提及的「綠

壩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

好的切面。透過三組不同的理

論框架，作者的分析讓我們看

到了公共知識份子的網絡話

語，因其自身的身份選擇和其

所預設的立場姿態而具有的限

制和偏狹。正如「綠壩事件」進

程所展示，這種局限性使得公

共知識份子的網絡話語在發揮

效力的同時，也潛在地阻礙了

更為實質的討論和思考。

「網絡知識份子」具有強烈

的網絡平民主義的原色，以

「常識」之名（樸素善惡觀念和

西方現代政治社會理念一般原

則的混合）發言，積極而言，

往往內在地切合於當下中國社

會進程中的民眾對各項尚不完

善的公民權利的要求，從而凝

聚出某種「公意」；消極而言，

則缺乏社會學意義上「超脫」的

能力和意願，這一點恰和西方

典型意義上的「公共知識份子」

形象相背離。耽於姿態和狂歡

而錯過更實質、深入思考的網

絡知識份子，既不是當下中國

社會遭遇的困境的藥方，也不

是病灶，而更像是某種症候。

「超脫」的知識份子如何與夷平

化的網絡做更良性的耦合，是

相當嚴峻的思想問題。

范雪　新加坡

2011.6.19

中國的推特政治影響

吳強的〈在場的權利：中

國的推特政治〉（《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1年8月號　總第一二六期

「群體性事件」這個概念所反映

的、甚至扭曲的某種政治現

象的認識。高旺的〈「群體性

事件」：抗爭政治學的視角〉

（《二十一世紀》2011年6月號）

一文將國內學界認識「群體性

事件」所依賴的主流理論資源

梳理得透徹，並且指向理解

「群體性事件」所必需的社會

運動理論，於當下討論極有

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群體性

事件」還是「抗爭政治」，不同

的提法反映Ú學界內部的根本

差異：前者站在政府治理的立

場，Ú眼於「維穩」的統治藝

術；後者從民主促進的視角，

分析抗爭如何可能以及抗爭如

何改變政治。不過，如何理解

「群體性事件」的政治性，或者

說如何界定它們與「抗爭政治」

的聯繫，僅僅以政府捲入或者

「群體性事件」所針對的公權力

來衡量，卻可能因為低估它們

的社會運動性質，而忽略這些

偶發、分散的抗爭事件背後的

網絡關聯的中國特色的社會運

動，以及可能是更大範圍的民

主運動的社運背景。正是這一

深刻的政治背景，才有當局一

方面定義為人民內部矛盾，另

一方面又相當弔詭地採取大規

模強制手段鎮壓。

同時，如何客觀看待「群

體性事件」，還離不開那些從

街頭監控器觀看街頭群體性洩

憤的一些黨國官員和學者本

身，往往是他們定義了人民群

體是在「依法維權」，還是「以

理維權」。

吳強　北京

201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