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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抗争政治》

内容概要

1990年代以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气”与抗争政治
》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
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
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作者试图以此来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
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理论
和乡村社会的研究。
作者认为，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目前社会矛盾虽然突出，但政治仍保持稳定。
为了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消除“不稳定幻象”，形成关于社会稳定的新思维；缓解维稳工作
的压力，形成宽松和理性的问题解决氛围；破除僵硬的维稳机制，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
矛盾化解新模式。
本书通过几个案例的比较研究，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抗争政治
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变化，并探讨了这些变化
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作者试图以此来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
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理论和乡村
社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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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缺少深度访谈，通篇的中层理论统领，不上不下，甚是尴尬，而且“气”这一概念好像根本没办
法作为全书的理论支撑啊，没办法和实践融为一体，修饰性太强，全文读下来更像是作者粗糙匆忙的
写作思路。实际内容抵不上作者的雄心。
2、脑内模拟一场辩论，输多赢少，但作为一本书来说，“气”的完整性不足，组织社会学理论的思
维贯穿全书，“气”无法织就理论之“网”，仅可做分析之“纲”。
3、1.西方的权利视角与中国农民的抗争政治不太具有亲和性，于是应星老师引入“气”这一概念，希
望做出本土化的解读，可惜没有扎实的田野，论述总显得单薄。忍不住和吴飞《浮生取义》做对比，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呈现出来诸如“过日子”“争口气”这样的中国人独特的情理逻辑，令人折服，相
比之下《气》就显得有点隔靴搔痒了。
2.对基层政府之困境的论述倒是让我很是感慨，上有上级的维稳目标，下有民众的利益诉求，夹在二
者中间的地方政府往往陷入“打压-反弹”的恶性循环中。在访谈基层治理部门的时候我也曾感觉到他
们的这种“无奈”：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发生，但又无力去疏导问题积聚起的怨气。
3.管理者往往陷入“静态稳定”的误区，这个道理放在我校也同样适用。可控范围内的冲突+合理的排
气阀制度，才是长远之计啊
4、关注点还是农村抗争运动的形成 发展机制~   这个题目起的倒是很有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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