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科学 201 3 年第 6 期 吴重庆: 中国当代史与底层社会研究

分配 !恩格尔系数 ! 基尼系数 ! 人口增减数量 !工业增长与体系 ! G D P 增长 !城镇化进程 !工

业化程度相关联 , 把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 !医疗卫生 !社保事业 !慈善事业等发展相关联 , 从而

为民众呈现出一个只有以经济发展为前提 !只有彻底推进传统体制的改革 , 只有实现真正的权力

监督 , 才能有真正的社会公平 !权利平等的政治认知 , 才能使人们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有深切的体会 , 才会确立中国当代历史走向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

四 !以社会史的视野 , 吸引青年学者 !学生进人研究领域 , 构建研究群体 "在今天 , 中国当

代史研究已呈现出繁荣前的松动迹象 , 如华东师大杨奎松 !沈志华教授领衔的中国当代史研究 ,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中国当代史研究 , 已成为推动这一学科向前发展的两大推手 "但面

对当今中国社会矛盾敏感期复杂的社会思潮 ! 中国当代史六十余年来反思不足与教育缺失的现

状 , 教育管理层即有中国当代史必须按照 1983 年 /历史决议 0 的统一 口径描述 !不能自由探索

的惯性认识 , 时常对当代史领域的博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抽查 , 一些所谓的专家不以历史研

究规范进行评定 , 否定青年学生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新评价 , 动辄扣下大帽子 , 致使不少高校及研

究机构都出现青年学生 !学者不愿意从事中国当代史领域的研究以免 /找事 0"因此 , 中国当代

史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是 , 如何鼓励大批青年学生 ! 青年学者参与其中"

在此背景下 , 通过从社会史视野人手 , 尽可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 , 即可以通过收集 !解读

地方 !社会史史料深人探讨中国当代史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 避免人云亦云 , 集腋成裘 , 聚沙成

塔 , 逐步形成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史基础 , 避免因缺少资料而硬性解读高层政治内幕的分析 ,

同时还可以使青年学生在开阔视野中既避开意识形态影响的压力 !努力学习 !深人研究 , 真正关

注20一21世纪中国历史走向及现实意义 "相信今天的状况不可能永久下去 , 但研究群体的构成

不能等中国当代史领域开放再建设 , 而需要有更多创新的 !足以打动社会的成果问世 , 自下而

上 !持续地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向前发展 "

(责任编辑: 陈炜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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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2 年秋季学期 , 我给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开了一门名为 /中国底层社会研究 0 的选

修课 , 意在为学生引入一个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视角 , 讨论转型期中国产生底层社会的机制 "

所以 , 与其说我关心什么是 /中国底层社会 0, 不如说我更加关心中国底层社会的再生产过程 "

与何谓 /底层 0 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何以提出 /底层 0 " /何谓 -底层 0, 与 /何以提出 -底

层 0, 事实上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底层 0 观 , /底层 0 本身并非一个客观

实体 , /底层意识 0 可能是由精英建构出来的"印度 /底层学派 0 曾经讨论 /自主的底层意识存

在与否 0 的问题 , 即 /底层能说话吗 0 (ca n tha sub alt ern spea k )? 斯皮瓦克说 , 底层可以直接通

过历史学家的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¹ "

在一般意义上 , 提出以及主张 /底层 0 研究的人 , 程度不一地带有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乃

至政治批判的倾向"这一批判的倾向既可以基于 /左 0 也可以基于 /右 0 的立场 , 既可以是出

于对 /普世 0 价值的关怀 , 也可以是出于对 /多元 0 取向的标榜 "

葛兰西 (A ntoni"G ram sei) 在 5狱中札记 6 中 (1947 年出版) 提出 /底层阶级 0 (Subal tem

Cl as se s) 概念 , 用来表示意大利南部的作为从属阶级的农民问题 , 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

中的其他社会群体的 /隐语 0 "他认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是 /有机知识分子 0, 必须重视农民

的文化 ! 信仰 !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 , 以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所谓领导权的确立并非通

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 , 而是必须建立于底层阶级认可的基础之上º"

直接借用葛兰西的 /底层 0 (Sub alt er n) 概念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展底层研究的是一

批印度学者 , 号称 /底层学派 0, 他们包括古哈 (R anaj itGaha) !查特吉 (partha e hatte巧ee) !斯

皮瓦克 (G . C . Spivak ) 等 "他们于 1982 年创刊 5底层研究6 (Subaltern studies) , 关注南亚底

层社会的历史 !文化 !生存状况和反抗斗争 , 致力于批判精英 (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及资产阶级

一民族主义精英主义) , 确立底层意识的自主性 "
印度 /底层学派 0 与葛兰西提出 /底层阶级 0 不同 , 葛兰西侧重于表示无产阶级领导的阶

级联盟中社会构成的多样性 , 印度底层学派使用这个概念 , 除了表示印度社会构成的复杂多样性

以外 , 更强调的是 /底层性 0 (sub alt em itv ) 作为所有下层社会群体的同一性 "

印度 /底层学派 0 也与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如 E. J. H obsbaw m , E . P. 仆om pson , e. H ill

等主张 /自下而上 0 (hi st ory fro m be fo w ) 的史学观不同 , 他们认为 , /自下而上的历史 0 依然被

限制在给定的框架内 , 不过是使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更为详细 !完整罢了, 没有任何 /自下而上的

历史 0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 !稳定或者说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 "印度的 /底层研

究 0 不应该重复 / 自下而上的历史 0 研究»"

而在中国 , 说到 /底层社会 0, 虽然首先毫无疑义地是指 /弱势群体 0, 但诉求各异 "

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 5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 6 一书的 /绪论 0 里说 , /底 0 指社会地位低

下 , 处于社会底层; /边 0 指边缘 , 即在士 !农 !工 !商四民之外 , 一般从事非生产性行业的群

体 "他们处于 /礼法 0 的边缘 , 属于 /化外之民0, 并且 /穷而无告 0 ! /弱而无助 0"他认为

/ -底边社会 . 的特质近乎Vi ct or Th m er 的Co~ un ita , 其特点是地位 !等级与财产的消失 , 同时

呈现同质 !平等 !卑下与无私等特色 "相对于主流社会严密的结构 , 它是一种反结构 (A ot i-

¹ G . c. 斯皮瓦克: 5庶民研究: 解构历史编纂6, 载刘健芝 ! 许兆麟选编 5庶民研究6 ,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 5 年版 ,

第 141 页"

º 参见葛兰西

» 参见古哈 !

5狱中札记6 , 曹雷雨 ! 姜丽 ! 张跃译 ,

查特吉 ! 斯皮瓦克等印度 /庶民学派 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5X旧年版"

的有关论述 , 载刘健芝! 许兆麟选编 5庶民研究6 , 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 5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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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加ct ure ) 0"所以 , 他重视 /底边社会 0, 主要还是出于人类学家历来对 /社会连接 0 ! /社会结

构 0 问题的关注 ¹ "

社会学家郭于华著有 (倾听底层 6 一书, 她主要关注底层对苦难的讲述"她认为革命以及

以革命运动形式推进的社会工程和社会试验给底层民众带来新的苦难 " /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

的能量 , 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人历史 (被讲述和被记录) , 苦难就有了力量 0 , 一种颠覆和重

构的力量º" /诉苦 0 曾经是一种革命动员的方式 , 今天却可能是革命解构的方式 "

政治学者于建嵘将其新近文章结集为 5底层立场 6 一书出版 , 他承认 /底层政治 0 具有 自

身的内在逻辑 , 不过基本上是将 /底层社会 0 纳人 /公民社会 0 的框架 , 认为 /社会底层群体

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 , 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 , 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

益 0»"

我所谓的 /中国底层社会研究 0 并没有颠覆精英史观的兴趣 , 同时我并非以 /底层 0 解构

革命而是从底层视角出发理解革命及底层行为的复杂性 , 也无意于以 /底层 0 突出维权抗争 !

催生 /公民社会 0"我只是选择 /市场化 0 这一特定的视角 , 观察近代以来中国产生底层社会的

机制 "这样一种观察角度自然有可能将一些因为极端灾害性气候导致的饥民 ! 流民) 这些本属

于 /底层社会 0 的人群遗漏掉 "对此 , 我也只能以 /底层总是被建构的 0 自慰 "

一般来说 , 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得益于以家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 , 兼业是小农经济的重
要特征 , /男耕女织 0 是具有兼业特征的小农经济的类型化表述 "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一系列侵

人与冲击的过程中, 洋纱洋布大举低价倾销中国, 大概是导致中国小农经济解体的最具象征意义

的事件 "洋布以低价格及低关税迅速打败中国的土布, 导致耕织解体 , 农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不

得不与市场日益相连 , 即日益货币化 , 因此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 "其结果是农民不得不到城市里

纯粹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 , 成为城市苦力, 沦为生活无稳定依靠的 /底层 0, 其中码头工人 !

人力车夫乃典型代表 "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社会调查所完成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数据 , 当

时单上海人力车夫就有 50 万人之多¼ "值得一提的是 , 裴宜理在 5上海罢工6 一书中说 , /人力

车夫并未成为以发动工人运动为己任之政党的主要依靠 0, /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不易罢工的分

子 0, /上海为数庞大的人力车夫不与任何一方打交道 "在车主和承包商的控制下 , 人力车夫几

乎不可能起来反抗他们的雇主 0½ " 显然 , 如果我们真能触及底层的生存境况, 便可获得底层视

角 , 此一视角是异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视角的 , 即并非 /越穷越革命 0"

近代以来 , 中国农耕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日益并轨 , 小农经济 日益破产 , 大批农民在生

存的底线上挣扎 "这也是我们了解的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最重要的背景 "詹姆斯. C . 斯科特在

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6 中说 , /有些地区农村人 口的境况 , 就像一个人长

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 , 只要一阵细浪涌来 , 就会陷人灭顶之灾 0¾ " 贫困的农民信奉并践行

生存伦理与道义经济 , 在 /民不聊生 0 之际 , 只能 /揭竿而起 0"黄宗智先生在论及 /阶级斗

争 0 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员手段时 , 曾区分过 /表达性现实 0 与 /客观性现实 0¿, 即革命动员过

程中所呈现所表达出来的阶级矛盾程度远高于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的阶级矛盾的程度 "

其实 , 如果我们从底层的生存伦理与道义经济的角度看 , 在同等剥削量的情况下 , 不同生存境遇

乔健: 5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6 ,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 7 年版 , 第 18 页"
郭于华: 5倾听底层 6 ,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 1 年版 , 第6 页"
于建嵘: 5底层立场6 , 上海三联书店201 1年版 , 第254 页"
5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6 , 转引自伍锐麟 5中国人力车夫的研究6 , 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所 ,

1939 年 "
裴宜理: 5上海罢工6 , 刘平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 1 年版 , 第31 4一317 页"
詹姆斯. C. 斯科特: 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6 , 程立显 ! 刘建等译 , 译林 出版社 200 1 年版 , 第 1

页 "
黄宗智: 5经验与理论: 中国社会 ! 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6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 7 年版 , 第94 页"

º»¼¿¹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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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对剥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 , 即使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程度及地主对农民

的绝对剥削量即阶级斗争的 /客观性现实 0 并没有达到足以发生革命的地步 , 但是 , 如果广大

农民已经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 , 那么 , 即使是轻度的剥削 , 也会激起底层的强烈反弹 "阶级斗争

的 /表达性现实 0 也许是对阶级斗争的 /客观性现实 0 在剥削量上的夸大 , 但却是符合于底层

对阶级剥削的实际感受的 "在此 , 的确又是 /越穷越革命 0"

1949 年之后 , 剥削阶级被消灭 , 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急剧缩小 "尽管农民的物质生活水

平低下 , 甚至还发生过大饥荒 , 但政治地位及生产资料占有意义上的底层已不复存在 "1978 年

之后 , 市场化的改革与 /弱势群体 0 的创制相伴而行 "农民固然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 但也

只能在城市里靠出卖劳动力维生 "城乡二元体制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节 , 使 /农民工 0 难以

实现市民化 "他们 日渐年老后失去了被企业招聘的机会 , 同时不被城市接纳 , 尤其是第二代农民

工 , 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 这样便只能寄居于城市 , 他们或 自雇劳动 , 或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

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 , 成为城市的底层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启的国有企业改制浪潮 , 使 5000

万左右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 , 这批人较少成功再就业 , 大多成为新的社会底层 "为数众多的下岗

工人并没有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 ) 所谓 /集体无行动 0 (co Uec tive in ac tion ) , 那是因为他们为

了生存而选择了非利益最大化的权宜取向 "再看至今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 , 由于资本开始下

乡 , 农民已经不可能像小农经济时代那样在生产的每一环节都可以获得微薄的利润 "农民不仅在

流通方面 , 而且在生产诸环节都失去了主动性 , 如种子 !农药 ! 化肥逐渐被跨国生产商操控 "这

很像工厂流水线上的 /打工 0 者 , 被切割压缩到了细小的生产环节上 , 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生 "

这样的农村好像 /代工厂 0 的生产空间 , 这样的农民可谓 /打农 0, 也成为新的社会底层 "而他

们之所以还愿意从事并非有利可图的农业劳动 , 那是因为农户在考虑 /经济利益 0 的时候 , 与

以个人为单位的角度不一样 , 农户以家庭为单位 , 考虑的不是个人的眼前收益 , 而是整个家庭的

可持续生计 "

对转型期中国来说 , 底层社会尚处于不断被创制的过程之中 "如果底层社会不仅无法得到制

度化的保障实现向上流动, 而且还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 那么社会势必日益

固化并失去弹性从而断裂与碎片化 "所以 , 研究中国底层社会 , 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科目 , 也是社

会学 !政治学的任务 "作为历史学的底层研究 , 可以发挥颠覆精英史观的功能 "作为社会学 ! 政

治学的底层研究 , 虽然我主张从 /市场化 0 视角观察底层的再生产机制 , 但如果能够看到底层

的行为逻辑 , 包括生存理性 ! 道义经济 !底层政治的意识形态 , 其实也可以发挥对一些主流学术

话语过度扩张的纠偏作用 , 包括市场 !效率 !理性 !发展主义 !个体化的维权等 "这样的底层社

会研究 , 或许将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

(责任编辑: 陈炜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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