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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专论全球化问题的学术著作。全球化是当前使用颇多的一个词。作者从全球经济创造“在
外地主”的方式入手，详尽剖析了全球化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对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甚至对我们的
时空概念的影响。通过理性的、透彻的分析，作者断言，全球化既有联合，又有分化，在富人与穷人
之间筑起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全球化带来的不是我们预期的混合文化，而是一个日益趋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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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精彩短评

1、作为流动性前期著作，尚未对一些问题有完整的回答，但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2、翻译糟心！
3、读了前三章，文笔还是那么优秀，在1998年就点到一些关键议题，但是全球化毕竟不是气球，不是
可以点破的。
4、总结式的观点，令人惊叹的译文⋯⋯现在再看这一类书总算能感受到满地都是没有事先了解的清
楚概念⋯⋯⋯⋯至少比原来只是脑内刷字强吧⋯⋯吧⋯⋯
5、如果不是最近在考虑媒介与社交能力/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也许不会读到自己的嗨点。第一章对
“速度”在“全球化”中意义的阐述很精到。
6、本书西方中心主义的地方在于：政治权与经济权的分化这一观察只适用于西方，而在中国全球化
带来的是二者空前的合流。主席台上坐着的正是中国最富的一批全球化精英。如果本书描述的全球本
土化是一个反乌托邦，中国就是这个反乌托邦的黑暗版。关于中产阶级旅行者的部分倒是与中国似曾
相识，中产靠近西方，而顶层却是本土化的，正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7、比较简单的小册子
8、川普一定读过鲍曼
9、第四章之后是换了个翻译吗？感觉生硬得读不下去了
10、有了吉登斯和列斐伏尔的理论支援，才明白本书主题在哪里
11、真不敢恭维这本书的翻译。第一次读鲍曼的书，然后被绕得云里雾里。有时间读读英文试试~
12、关于“旅游者”和“流浪者”的对比论述是全书的精华部分，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与借鉴意义。整
体上翻译较烂，大部章节堪称惨不忍睹，完全不知道在絮叨些什么。然而该著作的思想性还是毋庸置
疑的，许多作者观察得来的观点显得精辟而尖锐，基本上是从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的角度展示全球化概
况，揭露全球化幻象与悖论的。
13、翻译各种不说人话。。。感觉找个熟练的学生翻都不至于这样，特别像机器译文，而且译完都没
有真人读一遍审审吗？真是读不下去。没忍心给一星是觉得原作者好冤枉，被翻译坑惨了。。。
14、作者除了后现代学者惯有的喜欢东拉西扯之外，思辨性没问题；翻译可能是个假中国人，小学语
文考试超不过70分的那种，分分钟看着想痛打译者。建议有条件的读原版吧。
15、每次读全球化研究都有种被洗脑的感觉⋯⋯
16、好书，翻译得不行，五星将为四星
17、最终都走向了极端
18、对全球化未来想象的图景，简直是反乌托邦科幻片的人类未来。将对消费的渴求基本等同于人的
驱动力。书里将阶级按照流动性划分，随着现代社会孤立个体化程度加深，弱者更难团结一致，从而
成为更“弹性”（禁锢）的劳动力，让资本更来去自由。曾经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三大手段建
立的民族国家，在全球资本面前，功能削弱为警察镇压的领土中介机构。人们上层下层鸿沟越来越大
，但身份目标一致，更导致下层的痛苦失落。已经不再是崇拜劳动生产，刻苦培养的技术和审美，而
是直接崇拜财富和浮夸浅薄的物质。关心人类命运并忧心忡忡的鲍曼，感觉还是可亲一点。八九十年
代社其实也充斥着黑暗的反乌托邦阴影，这类科幻片到处都是，但新世纪感觉阴霾突然一扫而空，像
是放弃抵抗安心宅在虚拟网络（想起日本人），不明白这转变。PS翻译巨渣
19、这本书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在分析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贫富分化，“上层人”和“底层人”
在时空认知、消费与旅游、社会治安与监狱方面越来越大的分歧。可以读一读“游客与流浪者”以及
对于现代监狱介绍的片段，很有收获。
20、到了全球化还账的时候了。
21、去年夏天在北京万圣书园半价买的。非常不好读。
22、全球化/流动的现代性对不同阶层群体的不同影响和再造（自由/囚禁），分章来看是时间、空间
、国家、消费社会，法律/监禁。鲍曼就是一招鲜，暂时不打算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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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章节试读

1、《全球化》的笔记-第9页

        避免为后果负责是新的流动性带给自由流动、不受地方限制的资本罪令人垂涎、罪珍贵的好处。
这样一来，再计算投资效益的时候，处理后果的成本就无须考虑在内了。

2、《全球化》的笔记-第118页

        全球性自由移动标志着升迁、前进和成功，而静止不动则散发出颓废、失败和落伍的恶臭。全球
性和本土性日益带有对立价值的性质。这些价值被人们垂涎觊觎或深痛恶觉，而且成了人生梦想、噩
梦和奋斗的中心。人生的抱负多半是以流动性、自由选择居住地、旅行和见识世界所表达的；而人生
的恐惧却恰恰相反，往往是以禁锢、缺少变化、不能走进其他人都能轻松穿行、探索和享受的地方来
讨论的。“美好人生”是不断运动着的人生。更确切的说，是在人们不再满足于留守一地时可以充满
信心、拔腿就走的那种逍遥自在。自由的含义首先已成了选择的自由，而且选择显然已获得了空间维
度

3、《全球化》的笔记-第58页

          “国家”确切的含义一直指的是具有合法权利和拥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制订和实施约
束事物走向的规章和准则的代理机构。这些规章和准则希望和期盼将偶然性转化成确定性，将模棱两
可转化为毫不含糊，将随意性转化为规整性——简而言之，将原始森林变成一个精心规划的花园，把
混沌变为秩序。

4、《全球化》的笔记-第69页

          新的财富在虚拟现实中诞生、抽芽和茂盛成长。这一虚拟现实与过时的、简陋的穷人现实绝缘。
······旧的富豪需要穷人为他们致富保富。这一依赖性在任何时候都缓解了利益的冲突，也促
使富人费了点心思——不管是多么地微弱——关心一下穷人。新富翁就不再需要穷光蛋了。最终，终
极的天赐之福即将降临。
  自由贸易前景这一谎言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众多“被困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人的日益贫困和绝望
与极少数到处流动的人的新自由之间的联系是很难在来自“全球本土化”受害国的报告中看出来的。
恰恰相反，这两大现象似乎属于不同的世界，各自有其迥异的原由。人们从报告中绝对不会猜到暴富
和速穷源于同源，绝对不会猜到悲惨者的“困在地上动弹不得”与成功者天马行空的新自由一样，都
是“全球本土化”压力的合理结局。

5、《全球化》的笔记-第63页

          “在全球化这场卡巴莱歌舞表演中，国家要跳脱衣舞。到节目结束时，它光溜溜地只剩下了遮羞
布：镇压权。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主权和独立被剥夺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
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
  世界的新统治者不必直接执政。各国政府代表他们担负起御事经管的重任。”

6、《全球化》的笔记-第86页

          对第一个世界，即日益超越民族和疆界的世界居民——全球商人、全球文化经理和全球学者而言
，国界已被夷平，正如为了世界商品、资本和金融的流通而将它们取消一样。对第二个世界的居民而
言，移民控制、居住法、“清洗街道”和“零宽容”政策所构筑的墙垣越筑越高，把他们与欲望和梦
寐以求的迷途知返隔开的护城河越挖越深，而起初为了跨越它们而造的桥梁，原来都只是吊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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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随意地畅游四方，其乐无穷（尤其是如果乘坐一等舱或用私人飞机）。他们总是被人们哄诱去旅
行，所到之处总受到笑脸相迎、热烈拥抱。后者偷偷摸摸地出行，经常是非法偷渡，坐的是拥挤不堪
、经不起风浪袭击、随时有可能下沉的小船，却要比那些座豪华游轮的人掏更多的腰包，而且到处遭
人白眼；更有甚者，如果触了霉头，到达目的地时，会被抓起来，立即驱逐出境。

7、《全球化》的笔记-第76页

          今天的工业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吸引力和诱惑的生产。只要这些诱惑在我们称之为未来的远方招手
，那么，它们本身就能去诱惑和引诱。然而，只要被诱惑者一屈服，诱惑就不能长期地大行其道，恰
似欲望一得到满足，它就寿终正寝了。

8、《全球化》的笔记-第22页

          如果说精英分子的超疆域性象征令人陶醉的自由，那么，其他人的地域性带给人的就是坐牢而不
是在家的感觉——眼睁睁看着别人来去自由，他们会感到更加屈辱。不仅仅是他们的处境——只能“
固守原地”，不能随意来去，不能进入更绿的草地——才散发出一股失败的苦涩味，标志着残缺的人
生，暗示着在分配生活所必须赋予的荣耀光彩中受了欺骗。
  而今天，泛滥的社交网络朋友圈分享功能使得更多人将自己的远行经历、消费行为以极高的频率展
现在公众面前。这更加导致了社会的分化，加深了阶级分化的印象，使维系形式看似更加紧密、便捷
、高效的人们内心深处产生更强的攀比、嫉妒、拒斥与不满。这样的消极展演，对社会的凝聚力、对
人们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及其对某一社会或国家公平的信任度都会相应降低。

9、《全球化》的笔记-第71页

          财富是全球性的，而苦难是地方性的；可是这两者间并没有因果联系，至少在喂养者和被喂养者
间不存在这种因果联系。

10、《全球化》的笔记-第57页

          这一与全球化图景所密不可分的特征将它与另一概念截然区分了开来。在名义上，它取代了那一
概念，即“世界化”。“世界化”曾经构成了全球事务的现代话语，而现今却废而不用······
  正如“文明”、“发展”、“趋同共存”、“一致意见”这些概念和其他许多早期的和经典的现代
思想的关键术语一样，“世界化”这一概念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除了其他类似术语所表示
的意思外，它还谓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构建。与其他概念一样，“
世界化”这一概念是现代强权足智多谋和现代知识界勃勃雄心的汹涌浪潮中创造出来的。整个概念家
族不约而同地齐声宣示了改造世界和改善世界以及把这一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
志。同样地，它宣示了使每人和每地的生活条件和每人的人生机遇趋同的愿望，也许甚至使他们相互
平等。
  然而全球化丝毫没有留下任何本话语所形成的那样的意蕴。这个新术语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
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而不是全球性倡议和行动。  是的，它说：我们的行动可能——而且常常确实—
—有全球效应；可是错了，我们既没有办法也不太知道怎么想方设法作全球规划和实施全球行动。“
全球化”并不是关于我们所有的人或至少我们中最富有才干、最有作为的人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
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

11、《全球化》的笔记-第68页

          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约翰·卡瓦纳说：
    全球化给了巨富更快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利用了最新的技术飞快地在世界各地周转巨额资金而且更
有成效地投机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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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技术对世界穷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全球化是一大悖论：它对极少数人非常有
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或将他们边缘化了。

12、《全球化》的笔记-第85页

          事实上，沉积在流动性这一新兴等级体系顶部和底部这两级上的两个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而且它
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相互接触。对前一世界，即全球流动人的世界而言，空间已丧失了其束缚性，而
且，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拟”空间，都很容易穿越。对后一世界，即“被束缚于一地”、被禁止
迁移者（不管他们被束缚之地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都得逆来顺受）的世界而言，真实空间正在快
速封闭之中。由于媒体肆意地展露空间征服和播出在非虚拟现实中遥不可及的距离的“虚拟可及性”
，这种剥夺就变得更为令人痛苦。
    空间的萎缩取消了时间的流动。前一世界的居民永远生活在现在之中，他们经历了一系列与他们的
过去和未来清清爽爽绝缘的人生插曲。这些人一生忙忙碌碌，总是“时间不够用”，因为每一时刻都
是非外延的。这种经历与“时间多得溢出来”的情形可谓异曲同工。被困囚在对立世界上的人们被富
裕、冗余和无用的时间所牵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他们的时间中，“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并不
“控制”时间，可是他们不同于按照工厂时间节律上下班的祖先们，也并不受时间的控制。他们只能
消磨时光，正如他们慢慢地被时光消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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