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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与反抗》

内容概要

《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一书阐释了普通民众是如何卷入反对强权的抵制与反抗的。该书显
示了一系列的因果力量——社会规范、焦点事件和理性的谋划——是如何驱使个人进入消极抵抗角色
，并在下一阶段参加以社区为基础的反抗组织的。本书将这些运行机制和可见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
行分析，对何种类型的社区和社会最有可能形成和维持抵制与反抗活动做出了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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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我来说，一股新风。阈值理论为中心的历史政治解释。
2、读了前面几章，比较失望。这大概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形式逻辑的色彩较重，其理论框架似乎有
任意设定的嫌疑，看不出传承和逻辑推理过程。
3、本书主要的企图是建立一种政治学分析的方法，利用它来解释一国普通民众是如何被组织起来抵
制、反抗残暴的政权。书中确立了十种机制作为分析框架，它们大致表现为“中立→被动的无组织性
的抵抗→以社区为基础的有组织的抵抗→维持这种组织”这样几个阶段的发展逻辑。作者选取立陶宛
国民二战期间对苏联、德国入侵的抵抗，及战后对苏联三个阶段（战后苏联接管、80年代后期和1991
年初）的抵抗作为样本，结合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乌克兰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地区战后对苏联的抵
抗，来说明上述机制在样本分析中的运行脉络。作者收集了很多材料，不过对材料的整理归纳较乱，
叙述多而分析不足；关键在于，使得这十种机制的分析框架得以成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该书价值主
要体现在那些田野考察材料。或可看作一本立陶宛强权暴政时期社会形态的人类学考察成果。
4、开门见山我喜欢，但是那些博弈论模型是要搞死人的节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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