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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化社会的主要特征和问题。并着重介绍、比较、分析了现代化过程的
失败与成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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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S.N.艾森斯塔特（1923－），享有国际声誉的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
人物之一。现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客座
教授。主要著作有：《帝国的政治体制》（1963）、《现代化：社会的分析和分层》（1966）、《政
治社会学》（1970）、《社会的分析和分层》（1971）、《传统·变迁·现代性》（1970）、《革命
与社会转变：文明的比较研究》（197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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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得好糟心。
2、对于1966年的著作来说四星。一部在现在看来基于经验与洞见但远非细致和技巧的全景画；译文有
的地方因为刻板而不准确
3、译者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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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世界上还有局部地区发生着热战——越南战争、苏联
侵入阿富汗、古巴核导弹危机，世界主要国家内部也正在酝酿着改革——美国新左派运动、人权运动
，中国的反右倾、大跃进、文革，苏联内赫鲁晓夫正在实施改革，西欧正走在一体化道路上，英国的
福利国家也出现各种弊端。这个时候美国邀请众多现代化理论家写了一套关于“现代化”的丛书，艾
森斯塔德也参与其中，写下了这本书。彼时他还在以色列，在动荡的中东时局里，写下了他对现代化
以及现代化社会的思考。还有一点，那个时代，正是社会学专业化最强烈的时候，艾森斯塔德在书中
用了很多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艾森斯塔德从社会学的角度构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
，政治是他主要关注的地方。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中，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
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并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比较突出的两个
个方面就是：人们的社会角色越来越与血缘、地缘、种姓或等级等先赋性的因素分离开来；处于边缘
的群体逐渐参与到社会中心来。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除了旧的社会问题，还有新的社会问题浮现出
来，新旧问题纠结在一起，社会上出现了抗拒变迁或要求改革的声音，于是各种各样的要求便通过主
要的政治组织表达和汇聚起来，对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提出了挑战。此时，一个国家的精英如何引导
一个国家来处理这些声音，就决定了现代化的特点和成败。在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形成一
个“有弹性的”制度来容纳变迁。欧洲、美国作为现代化的发源地，现代化也是最成功的，作者把这
些国家的现代化称作“持续多元型”的现代化；亚洲、非洲则是欧洲现代化的学步者，作者称这种类
型为“分裂型现代化”，因为国内传统的与现代化群体的对立，导致社会问题不断，只有笼络好这二
元，才能保证国家不会崩溃与倒退。用作者的理论框架也可以来解释“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
她们的成败都由于改革，而经济领域的改革又居于首要地位，还有“统治精英对变迁的指导、操纵和
控制，以及将各种群体对这类变迁作出反应的实际政治表达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制度的灵活性和能
力。作者虽然推崇欧洲的限度化模式，但也指出，由于历史起点不同、现代化中的精英取向不同，决
定了现代化结构的多样性。
2、对“现代化”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但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如社会动员和结
构分化，经济指数的增长，产权和经济组织的发展，城市化等等。但这些只是对“现代化”一般特征
的描述，而没有给出持续发展，或者说现代化持续扩展的原因。艾森斯塔德用其“抗拒与变迁”理论
给出了一个尝试性答案。首先，艾森斯塔德从结构功能论的角度出发，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
各个领域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分化和变迁。这方面例子很多，小的方面，如个人身份的分化，有经济角
色，政治角色，而这两者并不与传统的血缘有直接必然的联系，或者至少不如传统社会那样强烈；大
的方面，各种专业的经济政治组织的出现，它们功能明确，专业性强。在分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
社会阶层分化，总体来看可以分为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其中精英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一
社会分化的过程必不可免地造成了各群体原有生活方式的解体，打破了社会各阶层的传统封闭性，使
他们以各种形式相互紧密联系起来，逐渐被纳入一个共同而又相互作用的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彼此
间的摩擦不断增加，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即各种“抗拒”取向。由于传统的框架被打破，这种
抗拒需要用新的秩序标准来整合，这里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大众偕同倾向，即各社会阶层在经济、政治
参与、文化等各方面要求平等的权利，其中政治领域要求政治参与权的扩大最为典型。这样，广大社
会阶层不断对社会精英阶层或社会中心领域造成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和挑战，或者说“抗拒取向”
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取向的目的在于改造新兴的政治和社会的中心、象征、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结
构；其次，它在社会的主要群体和阶层中广为扩展，群众基础越来越广。面对这种冲击和挑战，精英
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压制这种挑战，减少广大阶层所从事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
但这将加强社会的结构二元性，即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的对立，在社会中心领域不断分化和现代化的
同时，下层群体保持较低的分化和低层次的相互关系，这是不利于现代化的持续扩展的。第二个选择
是将他们的要求纳入自己的制度框架，将双方利益在某种层面上统一起来。这就是作者提出的办法。
但是，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分化和变迁的过程，这是其本身固有的趋势，因此社会问题的出现也是一个
持续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上述精英阶层吸纳广大群体的“抗拒”要求就不能是一种暂时的妥
协，而必须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制度安排。因此，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就是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
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具有两种基本类型——1，建立某些比较有效的制度框
架和能够调节它们的组织，并提供充分的行政服务与指令来调节不同群体间日益增长的冲突；2，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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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为维护产生于这个制度框架之中的各种规章与指令的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价值观与象征。（与迪
尔凯姆的契约性要素和约前要素很像）为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两种类型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在构
建社会的中心象征时，要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就像把公平、正义等写入《宪法》一样，使中心象
征获得最大范围的拥护。这是把社会各阶层纳入共同框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还要构建一套相应的
弹性制度，来处理群体间的各种矛盾。形成这种机制最重要的途径是各种一般性交换媒介的出现，如
以货币为中心的市场机制，有选举权的政党系统等等。这类机制在现代已经有很好的发展，主要有
：1，法律体系；2，录用型的大型科层组织；3，各种社团组织与专业组织；4，市场机制；等等。这
些机制在社会各个领域构筑了一种共同的框架，可以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吸纳进来，将他们之间各
种各样的矛盾在机制内解决，而不会对机制本身造成挑战。接着，作者提出，这类机制的建立与在社
会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精英的取向有着极大的关系。以西欧为例，作者认为它们的现代化是内
源性的土生土长的现代化，普通大众在政治上开始活跃和提出较高期望之前，已经被纳入这一进程中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党和各种政治活动，与其说有其自身的政治目标，不如说他们是根据普通大众
的政治取向来确定自己的目标的。作者将此称为“政治制度的弹性”，称为“政治和社会精英对持续
变化着的各种要求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敏感性”。因此，西欧社会的结构二元性并不突出，社会各阶层
间紧密联系，大众被很好地整合进了社会的共同框架，在框架内将各种问题吸收和解决。最终形成一
种能够持续解决变迁问题的制度结构。与此相反，西欧以外地区大部分是外生性的现代化，社会精英
阶层主导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中心区域促成了高度的分化，构建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但是对
社会的广大层面却只愿触及经济、行政、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构建，很少愿意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
相反的，对各种试图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权的抗拒运动都采取打压态势，或只在很小的限度内予以接受
。但是，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下层群体对政治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对社会中心领域的冲击也会越来
越大，这就会造成持续的社会动乱甚至崩溃。因此，作者在给出现代化持续增长原因的同时，也解释
了不同国家现代化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最后，再简要地总结一下这本书的思路
，伴随着现代化而来持续不断的社会分化和变迁，以及将社会各阶层纳入共同框架的趋势。在这一过
程中，社会下层群体不断对中心领域造成冲击，精英阶层必须构建出一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共
同象征和一套具体的弹性制度，来容纳这些持续不断的抗拒取向，将广大阶层的要求化为自己的内在
目标，从而缓解冲击，以获得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作者在这本书中没有描述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和特征
，而是从动态的角度解释现代社会如何才能获得持续增长的问题。这是一个互动的问题，一方面是广
大社会阶层自主的现代化取向和对社会中心领域的持续冲击，一方面是社会中心的弹性和容纳持续变
迁的能力，二者的力量消长造成了各国现代化的或快或慢，或成功或失败。精英阶层虽然在其中起到
了主导作用，但普遍下层群体的力量也不容小视。上文虽然提到精英阶层可以打压下层群体的抗拒取
向，但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取向是不可抗拒的，因为这是现代化的固有趋势。如果不主动容纳变迁，那
么就要在人民大众的冲击下被动地接受变迁。主动或者被动，我想，这也是中国的统治精英应该考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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