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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革命》

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的结构性视角、国际与世界历史的背景、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和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
是本书的四大特色所在，也是革命起源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作者从这四个维度对法国、俄国和中国
的革命原因及其后果进行详尽分析与解释，它揭示了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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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斯考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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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革命》

编辑推荐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的写作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版时间
是1979年。作为第三代革命研究的晚期著作，在进行研究之前，作者(西达·斯考切波)在集中批判第
二代革命研究的同时，对第三代革命研究的早期成果也有明显的借鉴和批判。    全书分二部分七章节
，内容包括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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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革命》

精彩短评

1、读起来看应该是全译本，而且作者研究的对象丝毫不涉及当代中国
2、曾经和一个博士师兄讨论过，这本书确实不容易读懂，即使努力读后也需要一定领会。有志研读
的人值得一读。
3、身为名著，身为不差的出版社，这书的装订实在是太差了。书皮都脱了，害我用了502
4、这是一本从国家层次进行集中比较的经典之作，是一本真正的研究性著作，特别是关于法国大革
命的一些观点值得细读。
5、类似的西方名著当前值得一读。
6、这实际是对目前处于三个不同阶段的国家的历史的反思，角度很特别，值得一读，文字略显晦涩
，是一缺点。
7、字体清晰。排版很好啊
8、虽然看的很吃力，但是收获还是蛮大的
9、这是一本对革命有着不同理解方式的书，值得一看
10、书的质量不错，比较新，很快送到
11、讲真，论证有点繁琐...
12、比较历史学的视角，从国家结构及其内部关系、国际竞争体系中所处地位以及国家潜在自主性这
三个方面讨论了中、法、俄三个大国的三场革命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阶
级分析方法之外的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及分析方法，经典之作！
13、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论著，采取个案研究与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国家结构、国际环境与阶
级关系这三个方面入手，比较中、法、俄三国革命的异同，进而对马克思和韦伯关于革命的既往理论
提出质疑、批判与修正。关于革命起源研究的必读之作。
14、这本书确实不错，可以说是经典之作，希望研究这个领域的人都来看看。
15、书的内容是不错的，可是书本身有问题，书的封面和书的内核完全脱开了，这和胶质不好有关。
可能是出版社的问题，但亚马逊本身的检查不够完善，也可能是进的盗版书，让人失望，希望有兴趣
购买的人注意。
16、像这样内容的书是全译本吗？

Page 6



《国家与社会革命》

章节试读

1、《国家与社会革命》的笔记-第3页

        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
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型过程，首先在
于它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政治革
命所造成的是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并且并不必然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
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
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从解释的有效性的角度，斯考切波将当前流行的重要社会科学的革命理论归结为四类。第一类，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将革命视为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阶级分裂的产物，革命通过阶级冲突而将一种生产方式
改造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第二类，聚合-心理学理论。第三类，系统/价值共识理论。第四类，政治-冲
突理论。
确立三个基本的分析原则。首先，为了理解社会革命，需要分析者采用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来
分析其原因与过程。其次，如果不以国际结构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作系统的参照，就不能有效解释社会
革命。再次，为了解释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必须将国家理解为行政和强制性组织——这些组织在
社会经济利益和结构中享有潜在的自主性。
第一节 结构性视角
在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相反，革命
形势的发生是因为国家政权和阶级统治的政治——军事危机的出现，而且，只是因为由此而创造出来
的机会，革命的领袖和反叛的大众才能推动革命改造任务的实现。简言之，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
是自然发生的。
第二节 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对所有现代社会革命而言，其原因与成就都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均
衡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书采用的视角认为，在更为根本的层次上，民族国家是用来在国内维持对
领土边界和人口的控制、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实际和潜在的军事竞争的组织。正是从欧洲开
始，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完全是在历史形成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跨国结构的背景中进行的
。只有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不利地位的国家中，才会发生现代社会革命。尤其是，军事落后或政治
依附的现实，决定性地影响着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进程。
第三节 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国家仅仅被看成是一个争夺基本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这种关于国家的一般性思维方式，
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共同点。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蒂利的集体行动
理论中，都没有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而不必与
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的利益等同或融合。
我们只有严肃地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宏观结构，才能理解社会革命的转型。国家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
，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
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只要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存在，
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国家权力并不必然会被用来支持支配阶
级的利益。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本书的前提是，无论是在旧制度方面，还是在革命的进程和结果方面，法、俄、中国革命都显示出重
要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足够充分，能够保证将他们放在一起作为一种模式来对待。所有三场革命都
发生在富裕而又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农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曾被殖民者政府。他们的旧制度都是原
生型官僚独裁者，而且都突然面临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军事竞争对手。所有这三场革命中，外部力量引
发的危机与结构性条件和趋势互相强化，造成一种危机的结合点：（1）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
器丧失了能力；（2）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普遍反抗；以及（3）动员大众的革命领导人竭力巩固
革命性国家权力。在每种情形下，革命的结果，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以及将大众结合为
一体的民族国家，而且这个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大国的潜在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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