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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

内容概要

本书系1995年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亚太研究联合中心举办的“中国公民社会”讨论会论文
汇编，兼学理研究及个案分析，涵盖政治科学、历史、教育、宗教等诸多学术领域。一批北美顶尖的
“中国学”学者相聚探讨“公民社会”概念在中国学研究中的有效性及其限度，进而重新思考中国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各种可能性。
各位作者并非把持现成的西方“公民社会”尺度来裁判和论断中国，而用历史比较学的眼光，平等对
待欧洲和中国的历史经验，尝试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与社会模式。他们迥异的学科背景、理论立
场和研究路径，为本书带来了可贵的多样性与开放性。本书呈现的研究范式将打开一些缺口，为观察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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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

作者简介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
学博士。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
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
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当代人权问题等。编撰著作（含合著合编）数
种，主要有：《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明代的社会
与国家》《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
—1952年》《通敌：战时中国的日本代领与地方精英》《明清历史的地理动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在
中国》《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等。

[加]傅尧乐（B.Michael Frolic）  汉学家，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毛泽东的人民：中国革
命时期的16幅人生肖像》和《新开端：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与保罗·伊文斯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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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

书籍目录

鸣谢
撰稿人简介

导言
公民社会的理想模式和现实          卜正民 傅尧乐
宏观视角
中国社会中的自发组织              卜正民
国家主导下的公民社会               傅尧乐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和公民社会   戴福士

个案研究
大学自主和公民社会                  许美德 仲宁莎

从国家社团主义到社会代表制：改革年代的地方工会  张云秋
中国青年和公民社会：批判性公民品格的出现        保罗·内斯比特-拉京  陈仲礼
仪式与空间：公民社会还是民间宗教？               丁荷生

结语
中国和公民社会的未来 卜正民  傅尧乐

中文版跋  李天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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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

精彩短评

1、个人还是比较悲观的认为  假如不进入公民社会  中国就无法走出专制。
2、⋯⋯#奇文共赏#
3、丁荷生的《仪式与空间：公民社会还是民间宗教？》让人看着无语
4、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中国变迁的论文集。尽管书中一再批判简单把西方理论套用到中国
现实的倾向，但大多数论文还是简单地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对于中国现实的经验研
究做得非常粗浅和空泛，除了提供了不少大尺度的政治敏感信息之外，参考价值不敢恭维。
5、“在宣布对公民社会的研讨所取得的成果方面，我们应保持谨慎态度。带着应用于实践所产生的
复杂性和理想模式的所有局限性，我们将公民社会概念拿过来，看看它作为工具是否能够以一种更为
动态的方式，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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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

精彩书评

1、这本《国家与社会》，从2006年向卜正民要版权、安排翻译，到今天终于出版、上架，竟已是8年
了，除了有相当部分的删节外，书名也由《中国公民社会》变为现在的《国家与社会》。这8年中，
中国的知识界又开始大量地谈论“主义”，中共也在2012年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开完了18大，而中国的
社会运动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则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它同时也在很多情景下表现出可怖的品质
。然而社会运动的广泛开展与公民社会并非一回事，我对中国政制下是否会有公民社会向来存疑，当
时与卜正民也约略谈过，两年前我曾为另一本书写过一篇书评，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其中也提到这本
《中国公民社会》，摘几段放在这里，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市民社会”是九十年代以后开始为
国内学界熟悉的概念，它在西方的源头虽然有黑格尔主义的意义，但九十年代这个概念的兴起却基本
上摆脱了黑格尔的诠释，而与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相关。在东欧的党国制度结束后，重建公
民社会成为聚焦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个核心议题，而在东欧制度解体之前，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
不断地提出“公民社会”的议题，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等人都认为可以而且应该不去理睬执政者将
要做什么，会给出什么样的承诺。在极权制度下，知识分子最正确的策略是自觉地将自己当做一个“
自由公民”，承担一个“自由公民”的责任。就像哈维尔所说：相对于政治的荒谬，保持个人尊严的
生活方式，是后极权制度下唯一道德的存在。九十年代初，也是“西学东渐”，这个关于“市民社会
”或“公民社会”的概念一度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邓正来就很是组织了一些讨论，虽然很快就无
疾而终。当时不少人也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中国当时愈来愈自由化的经济活动和吃喝嫖赌的社会生活
，寻找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社会生活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但，当然对不上号！当时一些西方
学者也试图做这一工作，卜正民和傅尧乐1997年编了一本《中国公民社会》的论文集，试图对90年代
以后经济多元化以后的一些公共空间（行业团体）进行研究，但由于其中有对威权政治的严厉批评，
早就译完的书一直都无法出版。这件事本身也恰好证明了卜正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良好愿望的失败。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对用“公民社会”来解释中国当下的事情是不以为然的。记得有一次一位朋友来
讲阿拉善联盟的运作，然后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来解释。我当时就表示，“公民社会”在理论上的
最低限度应该是存在不受国家干预的公共空间，再进一步，这些处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公共空间可以凝
聚个人的意见并形成共识，并由此再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意志。但如果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存在公共空间
，或者，只有一些“伪公共空间”（即由国家干预下组合起来的公共空间），用“公民社会”的概念
来解释当下的事情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肯定是错的。但最近两年，情况似乎有点变化了。体制外
的社会运动正不断地穿透和压迫权力的边界，公共空间虽然还是灰色的，随时可以被国家干预甚至被
行政吸收，但事实上却还是不断地出现，始终顽强地存在。就如卜正民在15年前所认为的：“公共空
间”即使在“法律上”被取消了，并不等于现实中就一定完全不见了。相反，“国家—社会”这样的
基本关系一定会在各个层面，哪怕是以碎片的方式，散落地存在，并同样发挥社会整合作用。只是不
知道会否像80年代的经济改革，先在灰色地带做，甚至长期地以灰色的方式存在，然后，最终被追认
！只是，政治的空间，从无到有的演变，总会困难的多。也许，面对中国越来越频繁的社会运动，这
本更名后的《中国公民社会》（现为《国家与社会》）会更有一些现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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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

章节试读

1、《国家与社会》的笔记-第40页

        社会组织并非是要使社会与国家两极化，而是努力修补双方的裂痕，是预见到了未来的总崩溃，
并积极重建倒塌的桥梁。当国家不断地失败时，即使是在最完美的儒家学说或共产党纲领的指导下，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组织则可以弥补国家的过失。

2、《国家与社会》的笔记-第235页

        本书充分顾及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作者们不是拿着现成的西方“市民社会”尺度来裁判和论断
中国，而是用“历史比较学”的眼光，找到中国社会在“市民社会”范畴内的不同表现，同时“平等
对待欧洲和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以此为依据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与社会模式”。——李天纲《国
家与社会·跋》

3、《国家与社会》的笔记-第41页

        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以及中国人生活中社会资本的增加，对社会组织和国家来说是互利的，因为这
将使社会稳定的基础多样化，更有效地将公民与国家联系起来。在当前中国政治环境中，这一发展只
能通过在合作和批判之间保持法律上的平衡。

4、《国家与社会》的笔记-第129页

        断言公民社会概念不适用于中国，是从西方公民社会的理想模式出发。实际上，如果仅仅将公民
社会概念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甚至都不要求中国存在公民社会。只要我们认为，进行比较性研究是合
适的，就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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