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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二十世紀》

内容概要

作者將中國的二十世紀界定為從1911至1976年為止、作為「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這是一個
極端的、但同時也是革命的時代。全書由10 篇論文組成。
1.
「亞洲覺醒」時刻的革命與妥協
 
6.
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
年之際
2.
文化與政治的變奏──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戰爭、革命與1910 年代的「思想戰」
 
7.
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
3.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
 
8.
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後階級社會」的階級問題及其尊嚴政治
4.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9.
代表性的斷裂
5.
1989 社會運動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10.
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再問「什麼的平等」？ ──《臺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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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暉，中國大陸近十年來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學者，被譽爲新左派領袖，現任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後研究、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
學訪問學者、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學研究員。汪暉目前的研究工作集中於現代中國思想的研究
。主要著作包括：《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四卷本）（增訂版2008）、《死火重溫》及《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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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汪晖的概念体系确实很有感染力。（最后两篇论及台湾的没有读）
2、老样子的碎片化阐述，新左派领袖仅如此乎？

Page 4



《短二十世紀》

章节试读

1、《短二十世紀》的笔记-第131页

        前兩節處理了國家政治以及階級關係的政治化與去政治化。後文革時代被認為在這兩個維度上都
是去政治化的，60年代包含著再政治化的苗頭，但由於派系鬥爭和階級血統論而包含著去政治化的“
反動”，而建國前以及建国之初的中共政治則被汪認為是政治化且在價值上更加優越的。國家的政治
化主要反對韋伯式的官僚－暴力機器式的國家，這種官僚國家被認為是去價值化的，缺乏對人民意志
的整合能力的，從而是與人民之間存在著代表性斷裂的。國家的政治化可以採取公共行政政治化的形
式，即黨－國體制，這種政治化的反過程就是“國－黨體制”或政黨國家化，後者與作為政治整合機
制的西方議會制一起在當代面臨代表性危機。階級的政治化主要反對僅僅以財產權－生產方式為劃分
標準的“結構性階級”觀，認為毛主義的“政治性階級”辯證統一了鬥爭與轉化，強調能動性、情境
性、可轉化性。文革的發動本意在於以政治性階級化解國－黨體制的官僚化，但其後來演變成階級血
統論恰恰反映了固化的階級等級制的回流，從而，政治性階級觀的“主體轉化”、“統一戰線”、“
人民內部矛盾”等觀念被消弭。國家和階級的去政治化在話語層面的體現就是路線鬥爭、理論論辯、
階級話語的消失，以及實踐壓倒理論的改革話語的一邊倒勝利。

後兩節轉向當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去政治化的政治——由於去政治化只是對政治支配的一
種特定建構，是取消掉政治主體能動性、改變政治領導權性質、虛假化政治性關係的政治，因而謂之
去政治化的政治。國家－跨國－超國家（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構成了三重霸權（hegemony），使得重
新政治化的嘗試格外困難。生產過程的抽象化、自然化，國家的中立化，以及市場主義、發展主義的
去國家、去政治、政治經濟分離話語均為跨國－全球新型霸權的表徵。國家對公意的代表性和政黨對
政治價值的代表性遭遇雙重危機，根本性的問題在於如何在當代開闢新的政治空間。

一點感想：1.與鄒讜一樣，汪試圖從CCP的早期歷史中分離出正向的思想資源（尤其是毛本人的思想
），在認識論上認為這些正向的思想資源由於overshadowed by their negative counterparts 而導致了負面
的歷史事件：比如群眾運動對群眾路線的壓倒，以及國－黨體制對在國家之外開闢政治空間的壓倒
。2.至少在本文中，汪關於國－黨體制的論述還不太精緻，前後略有牴牾。3.汪對“政治領域”有一種
非常“純潔”的本體論認知，似乎只有巴黎公社才算實現了參與民主、反霸權、代表性、政治價值明
確這些目標。

汪暉. (2015).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In 汪暉, 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
政治的邏輯 (pp. 161-230). 香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短二十世紀》的笔记-第203页

        「關於保釣運動對台灣和香港產生的長期影響，學者們至今沒有進行仔細的評估，不過，可以肯
定的是，無人島嶼的未決主權問題是海外華人主張並界定『海外中華』身份的一件理想工具。它完美
地象徵了離散國族主義無以名狀的創痛，為海外華人提供一個歷史角色而架搭出一個幻影式的結構。
」

3、《短二十世紀》的笔记-第278页

        「徹底揭露『跨國性』和『國際性』／『國族性』的殖民成分是我們早就應該完成的一件任務，
其目的是去除虛假的國族／地方或全球／地方二元論，這些二元論仍在阻礙我們成功地開展真正在地
化的批評。簡言之，如果要在香港重新思考『在地』，把它列為有政治介入意義的知性實踐的一個領
域，我們不僅需要與香港的中華性保持可供批判和反思的距離，容許人們可以將這種中華性多樣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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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否定掉，更需要認真考量香港華人繁雜班駁的殖民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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