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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的困境》

内容概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是一個既充滿了希望與熱情、又充斥着恐懼與疑慮的階段，與其後政治運
動接踵而來的時段相比，共和國的最初幾年，又是一個容易為人忽視的時期。這本論文集關注的焦點
，正是1949–1953 年新政權這段早期的歷史。全書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城市接管”，關注新政
權對城市的接管過程與策略；第二部分“佔領外圍”，討論中共對西藏、新疆、大連等地的佔領過程
；第三部分“適應環境變遷的文化”，探討文化工作者對新政權的反應與調適；第四部分“家族策略
”，觀察幾個家族在新政權的命運變遷。
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共產黨的政策是怎樣被制定和執行的，而本書則主要關注這些政策是怎樣為人們
所感受的。不同於其他研究精英政治和決策過程的著作，本書更加關注不同背景的人在與政權互動的
過程中發生了什麼，關注新政權的建立怎樣影響和改變了普通人的工作與生活，這些人包括工廠主、
電影工作者、少數民族群體、相聲演員、接生婆、人類學家⋯⋯本文集的作者既有魏斐德、斐宜理、
周錫瑞、畢克偉、陳兼等中國研究領域內的知名學者，也有周傑榮和何凱思這樣的學術新秀。他們出
色的論文展現了建國史異乎尋常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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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勝利的困境》的笔记-第一章城市接管

        公众的警惕性因为朝鲜战争而极大的加强，因为后者“刺激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革命，
而人民共和国初期并为打算要进行这些革命”。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
“共产党政权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强势的地位，可以通过强大的群众动员而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
细胞中。” 
随后开始镇压反革命 
随后开展的这一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上海，这一运动让上海人民认识了“各种身体上和精神上
的制度化暴力程式，这些程式是中共当局政治形势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就是这样一步步来的吧。

2、《勝利的困境》的笔记-第十章 “第一堂课”：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

        by 舒喜乐
“从猿到人”的故事是当时各种学习小组和政治报告的“第一堂课”，也是始于1950、1951年间的针
对各种层次的阅读群体的诸多展览、幻灯片、杂志文章和图书论著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

答案就在于：新中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换而言之，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坚持认为，改造人
民的思想意识，将有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更为宏伟的目标。

初期方法，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高中哲学学的圈是唯心主义是错的，唯物主义是对的。
 
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理论

北京猿人 也是利用的工具，一方面讲解从猿到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唤起民族自豪感的工具。插播一
个细节：
没有什么比北京猿人化石的下落不明所引起的激动和失落更能在人类进化问题上引发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了。处于安全保护的考虑，北京猿人华师与1941年被送往美国，然而却在途中丢失。在1950年
出版的一本书里，作者谈到化石的丢失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民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并按时是美
国暗中策划了这个罪恶的“阴谋”、心怀“坏心”地掠夺了这个珍宝。⋯⋯中国公众早就对美国非法
收集许多珍贵文物赶到愤怒了。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让公众的怒火持续不灭的政治语境。
⋯⋯
但这件事与其说是对科学的损害，还不如说是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正如1946年出版的一本中
国的科学杂志预言，193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制造的北京猿人化石的精美石膏模型及魏敦瑞对北京猿
人化石的详尽描述已经子啊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的需要。⋯⋯人们之所以十分关注化石的失踪，尤
其是所谓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因为这种精神损失具有特别的意义：北京猿人化石代表了中国人
民的祖先，这个事这一观念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归属感。人类进化方面的通俗读物和各种教材课本一
起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利用为中国创造了一种中国人的历史。以摩尔根和更饿死的著作为基础，1952年
出版的一本关于人类金环的书籍使用了巢式、燧人氏、伏羲氏的故事，对原始人类社会组织的转变情
况进行了描述。
创世论以及关于人类进化的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解释成为清查目标。中国这次清除意见活动所使用的
各种审查和政治干扰手段绝对是为民主社会所不容的，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在20世纪中后期，古人
类学中所有关于创世论、唯心主义与地鬼主意的论调也都遭到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强烈批评和鄙夷。

⋯⋯进而言之，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来进行宣传，并不是无视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追问知识
的经验主义模型。宣传架之所以关心科学，是因为运用科学可以有效地把政治镇里转变为“自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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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以支持国家各种优先政治政策的科学理论会受到他们的典型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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