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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暴力与社会秩序》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暴力问题，揭示经济行为与政
治行为是怎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在大多数我们称之为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的社会里，暴力的
限制是通过对经济的政治操控而产生的特权利益（privileged interests）来达成的。特权使暴力不至于被
强势的个人滥用，但这么做无疑又会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反之，现代社会则是通过开放经济与政
治组织的权利，培育政治与经济的竞争，来限制暴力的。本书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以
及为何开放的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较为发达、何以有25个国家由一种社会秩序转型为了另一种
，提供了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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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编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
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暴力问题，
揭示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是怎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在大多数我们称之为自然国家的社会里，暴力
的限制是通过对经济的政治操控而产生的特权利益来达成的。特权使暴力不至于被强势的个人滥用，
但这么做无疑又会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反之，现代社会则是通过开放经济与政治组织的权利，培
育政治与经济的竞争，来限制暴力的。本书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以及为何开放的社会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较为发达、何以有25个国家由一种社会秩序转型为了另一种，提供了一个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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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想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电影喜欢动作片
2、期待这个大片，希望可以被抽中去观影。
3、现代学界对历史的研究出现矛盾局面：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反对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经济
学家和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却对人类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解释。这种局面导致历史学对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缺乏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和启迪，其他社会学者从各自学术理论出发提出许多整体史的看法。这是历
史学的悲哀。
4、一直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大片有震撼，科幻有幻想，想去看！
5、喜欢摩根·弗里曼这个老头~~
6、五星命题，能够合理解释很多现象，只是有几处说理不是很充分，主要原因还是我历史功底不行
，不然也不需要人家解释啦。
7、喜欢看电影会认真写影评
8、黄金配角摩根弗里曼，真可是勤快的老戏骨，片子拍摄的很多，精品颇多，期待他的新片
9、对分析自然国家的转型极为有益，可比照中国。
10、大师作品确实高屋建瓴
11、说实话，内容要好好理解，不是非常的通俗易懂。
12、很期待的一部电影，希望给个机会
13、看宣传片又是和白宫有关，而且白宫好像还爆炸了。最喜欢美国这种关于白宫、国会、五角大楼
等相关的电影。不仅建筑风格宏伟，而且感觉特别的刺激。场面应该比较宏大和激烈。摩根·弗里曼
也是主演之一，很喜欢摩根·弗里曼，这位老戏骨给我们感觉特别的亲切和和蔼，内敛沉稳，又他的
加入相信这部关于美国白宫灾难片会给我们带来震撼，唯美和感动。
14、翻到两百页左右。后面快速略过。参照诺思的故事思路。上国的演变条件为大量的官商精英生成
。生成后的官商精英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与国家互动形成维护其利益的非人际关系法案。这基本
上是个洗白的过程。民国之前的皇权国家明显是个自然国家，出尔反尔的事情经常发生。财产权得不
到保障。民国后财产权被用来规范社会保障权贵的利益。结论差不多是这样，自古以来没有正义的组
织。
15、非常喜欢这类题材的影片~
16、好看，所以值得等待，支持
17、很期待的电影想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
18、PDF
19、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影片！
20、North 的书几乎本本精彩，值得一读再读。与其他基本关于国家制度发展的阐释有很大的不同，
需要认真再读
21、摩根弗里曼，必须要看，要中啊
22、漏洞百出，就像个二流动作冒险游戏的剧本。可细想一下同类高分电影勇闯夺命岛的剧情其实也
没比它高明多少。。那就怪演员吧，尤其是恐怖分子，演技还不如游戏中的角色。
23、内容和质量都很好，值得一看！！！
24、看预告片挺精彩的~我要报名！！！
25、前一段时间一直没空，怕浪费机会，没有报名参加观影团。现在有空闲了，正好有活动，距离还
近，当然要马上参加。近期比较喜欢枪战动作类影片，相信此片是值得一观。
26、: �
K107/3763
27、诺思先生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齐名的代表作，以对暴力的限
制为线索，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做等各个学科的理论，对人类国家制度的建构与
演化做全面分析。尽管构建的分析框架还略为简单，但仍然极具参考价值。
28、上次错过了这部电影，后来朋友看完说很不错，这次有机会一定要去看，超期待的！
29、应该作为 历史著作 来看。几个关键词：非人际关系化、权利开放秩序、租金和竞争、永久性组织
、对军队进行统一管理。英法美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有点靠命运。民主只是 统治集团 为了自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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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才生产出来的。民主最重要的是在各个领域（除军）可以自由竞争，使得 供求关系 发生改变。 总
结就是要 自由放任的政策。
30、从政治学角度系统讲述一个国家如何从暴力到有序到权利开放的演进过程。很偶然的找到这本书
，主题正好可以回答我一直有的疑问，虽然没有找到100%的答案（或者没有完全读透？），但收获颇
多。尤其对被作为例子的三个国家（英法美）的政治体系演进有了比较系统的认知。
31、喜欢摩根弗里曼的表演风格，必中
32、书到后已经有2个多月，到今天才读完。诺思等三位作者都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的大师
，他们以更为宏观且全新的框架，阐释了近1万年的人类历史，其关键概念就是权利是否开放。他们
建立的概念性框架，用以考察当下及未来中国的深刻转型及其方向，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想想，我
们身边多少人，办事情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要找熟人，否则办不成事，或者要费更多的成本，还有
在体制内，想要谋取一定的职位，关键不在于你多能干，而是要寻找人际关系化的资源，要站好队，
要投资，这就说明，当下的中国还是处于权利限制秩序中——尽管不能说这些年来没有进步）。一直
很羡慕西方社会科学如此强劲的学术原创力——源源不断的新成果，新框架，新视角，新作品，一直
领先于中国社会科学。所幸，杭行教授，韦森教授，以及推出《当代经济学译库》丛书的格致出版社
、三联书店及编者们。他们提供了如此多好的学术精品。这本书，得多读几遍。
33、又一部好莱坞大制作攻陷中国市场，预计这部票房应该不赖。
34、真的⋯⋯特别感谢这本书⋯⋯陪伴我度过了⋯⋯这20天⋯⋯每当我萌XX萌到无法自拔的时候就稍
微读几页这个就感觉仿佛能找回理智了⋯⋯#然而并没有能够全部吸收书的内容⋯⋯纯粹是通过强迫
阅读这个行为来让大脑重启# PS:以后我就是格致出版社的脑残粉了
35、期待摩根·弗里曼的精彩诠释 @电影网观影团 @橙天嘉禾影城
36、评论都怎么了
37、非常喜欢看美国动作片，希望有机会去观看。
38、奥林匹斯陷落看海报说的三个主角，都是我喜欢的呢，再期待看奥林匹斯陷落又如何得以拯救。
39、现代化叙述的另一种形式，不过，以暴力概念为核心还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40、（吐个槽：North这群新制度经济学真是喜欢自己造词玩概念，还不给你定义清楚...）开阔的跨学
科的视野，很有野心的研究计划，略显单薄的类型学，模糊的概念框架。通读全书感觉并没有如导论
所说的那样突出抑制暴力问题在影响社会秩序方面的核心作用，倒是对非人格化交际强调甚多很有启
发。 2017.1.4
41、“灾难片之王” 罗兰·艾默里奇的又一新作，当初看了2012非常震撼，好期待！
42、特喜欢这个活动，永远支持，求影票
43、喜欢看电影，喜欢写影评。经常参加过电影网观影团活动，每次都很期待！
44、新制度经济学重要著作，对认识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的发展和规律颇有启发。
45、类似于惊天危机的电影，应该很劲爆的
46、韦森老师的又一翻译力作。
47、清凉的薄荷
48、学术书，比《Why Nations Fall？》好
49、体系的漏洞
50、北京博客
51、澈水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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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的时候就感到有种奇怪的味道，说不出来。看到http://book.douban.com/review/6341166/后豁然开
朗。总结下来：本书信息量大、有历史学功底，比《国家为什么失败》更精致、更富有建设性。然而
仍然过分简化了复杂的历史现实，只有单调而贫瘠的类型学，而缺乏更进一步的谱系学。仿佛只存在
一条自然国家I-自然国家II-自然国家III-开放国家的单独光谱，所有政权都可以分门别类的安插进去。
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对欧洲的历史有一点基本的了解，就不难发现本书的模型框
架强烈的以历史上的欧洲为底本，也正是应用在英法的历史材料之上的时候，本书的部分章节展现了
最精致的可读性与最富有启发性的洞见。然而我在阅读时不停地想把中国的历史政权带入进去，却只
得到了乖谬的结论：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框架，会得出，本来已经很集权的中国变得更为集权走向了迈
向开放社会的门阶条件、中国的“贵族共和”趋势走在迈向现代大众民主的正确方向。实际上，在本
书本身的一些例子中这种诡异就无处不在：作者不得不把尴尬的苏联政体（部分地）归入低级的自然
国家之行列。本书认为社会演变极大取决于该社会内生的逻辑。从自然国家I一步而前进到开放社会是
不可能的，哪怕在美国帮助下。所以台湾、韩国乃至日本的威权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历史角度的
证成，这是马克思的灵感的回响——“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尽管作者一再强调，分析本身不具
有规范涵义（真的没有？）。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对于很多欠发达国家来说，需要做的不是让他们
一步登天建立西方式民主，而是尽可能的让现有的自然国家进步，从而达到演进的门阶梯条件。但如
此一来问题又回到了我们的视野：真的只存在一条道路么？或者说，问题真的仅仅在于路程，而不是
方向么？作者在序言中提出，后续的研究让他们充分的领略到了自然国家的多样性，因此在后续著作
中将会把框架进行改进以容纳更多的案例。这自然会使分析更贴近现实、更有信服力。但如此一来，
本书所追求的体系之严整、简洁、普适，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打击。他们意图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让他
们的回答变得可疑。

Page 9



《暴力与社会秩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