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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主義》

内容概要

誰在大炮上吃魚子醬﹖
解構三十五年來自由市場席捲全球的神話
美國中情局曾資助一項駭人的心理實驗，意圖透過各種手段將病人固有的人格與記憶徹底清除，變成
一張完全空白的白紙，好讓醫生強行重建全新的人格。然而這樣的震撼療法不但沒有帶來任何好處，
反而幾乎毀掉遭此待遇的人。
娜歐蜜．克萊恩以此為比喻，批判傅利曼及芝加哥學派領軍的自由市場經濟狂熱信徒，其手段與目的
就如同上述心理實驗。這些人近四十年來趁著天災人禍的「大好機會」，在世界各地發動經濟震撼治
療，不論是智利政變、蘇聯解體、亞洲金融風暴，還是9/11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南亞海嘯、卡崔
娜颶風，皆成為他們推動「震撼主義」的絕佳舞臺。
自由市場鼓吹者不斷散播的迷思之一，是經濟開放可以促成政治民主，然而克萊恩細究數十年來全球
各地的狀況，實情卻是市場經濟常不惜鎮壓民主。以激烈手段徹底實行自由市場及私有化政策，帶來
的不是「短期陣痛」後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廣大民眾的悲慘處境。
幸而我們並非總是用退化來因應震撼，克萊恩也發現，某些深受「震撼主義」之苦的地區，草根的社
區力量正逐漸覺醒。源自基層人民的力量開始相互連結，以極具創意和勇氣的民主方式，取回他們被
剝奪的事物。在下一次危機與震撼來臨之前，他們已經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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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一九七○年生於加拿大魁北克，文章常見於美國的《國家》（The Nation）、《新政治家》（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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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像恐怖片⋯⋯信息量太丰富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自己判断吧~
2、*
3、幸而我們並非總是用退化來因應震撼，有時候我們面對危機時會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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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娜奥米·克莱因认为目前市场的动荡是发起社会运动的好机会。有人担心，全球经济危机将在资
本主义世界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引发政治动荡。“弗里德曼主义”的倒掉《No Logo》一书的作
者、加拿大社会活动家娜奥米·克莱因2007年出版了《休克主义》一书。《纽约客》专职作者拉里莎
·麦克法夸尔说，38岁的她已经成了对美国激进派来说最突出、最有影响的人——就像30年前的霍华
德·津恩和乔姆斯基。她经常在世界各地演说，总有数百人到场聆听，他们访问她的网站、订阅她的
新闻邮件、满怀激情地给她写信。她成了偶像的偶像：“电台司令”乐队和劳丽·安德森向他们的歌
迷推荐她的书；约翰·库萨克的喜剧《战争公司》是受了她从巴格达所做报道的启发；墨西哥电影导
演阿方索·卡隆对《休克主义》深有感触，免费为它做了一个宣传短片。现在，一时间到处都在邀请
她。经济危机看上去就像“休克主义”理论教科书般的展现，人人都想让她上电视节目并加以解释。
拉里莎概括说，《休克主义》一书的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市场和自由的人们并不是一
致的。相反，资本主义，至少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宗教激进主义
的资本主义非常不受欢迎，对最富有的人之外的人都有害，它的确立需要欺骗甚至恐怖和酷刑。弗里
德曼认为市场在不受政府干涉时运行得最好，所以他提倡取消关税、补贴、最低工资、社会保障、金
融监管和许可证制度，即取消保护人们遭受市场严酷的逻辑的一切措施。克莱因认为，人们接受弗里
德曼式改革的唯一条件是处于休克状态，在发生某种危机之后——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者战争。休
克的人退回到孩子般的状态，渴望父母一般的人控制局面，类似地，处于休克状态的人将赋予他们的
领袖罕见的权力，允许他们破坏政府的监管职能。弗里德曼曾经注意到，很多时候专制使得社会处于
高度瘫痪的状态，无法接受真正的改革，只有一场危机才能让人们相信需要改革现状。这种思想不是
特别有争议，但克莱因从弗里德曼的话中总结说，芝加哥学派发起的运动是像遭遇旱灾的农民祈祷下
雨一样祈祷发生危机。更糟糕的是，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没有耐心，不会坐下来祈祷上天。自然灾
害无法人为操纵，但政变和恐怖活动是可以的。她写道：“当代一些最丑恶的违反人权的行为，通常
被认为是反民主政权的虐待狂般的行为，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和阿根廷的军人政权。实际上，它们要么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恐吓公众的行为，要么是为引入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做准备。”克莱因最先想到这
个主题是在2004年，她在巴格达报道时注意到，美国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的目标是，
在伊拉克人民还在因为休克和惊吓而处于晕眩状态时，在伊拉克建立完美的资本主义政府。后来她注
意到，海啸之后不久，斯里兰卡渔民居住的海岸线被卖给了酒店。后来她又注意到，芝加哥学派的人
建议趁着飓风把新奥尔良的公立学校换成自治的特许学校。现在华盛顿自己也受到了冲击。一方面，
对经济危机的最初反应符合她的理论：冲击（银行倒闭、市场暴跌）促使政府努力抓住前所未有的权
力（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7000亿美元），声称面对这场危机人人都应该信任它，哪怕它想要做的是以
别人为代价让富人更富。另一方面，这一方案不管用。选民写了数千封愤怒的信件，人们在博客上说
他们的感受跟“9·11”之后一样，救市就好比爱国法案。就像她在书的末尾写的：“记忆是休克的解
毒剂。”她在一场演说中说，美国人还记得“9·11”之后他们把朱利安尼当做他们的父亲，所以现在
他们不太会以为保尔森和高盛这次会照顾他们，“我认为他们在制定救市方案时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它
太短了，只有两页、三段话。所以发生了最离奇的事情：人们都读了它”。她接着说：“应该考虑一
下过去35年间右翼针对我们的胜利一直在做什么。新政通常被说成罗斯福的历史，但没有充分说清来
自底层的压力。邻人被组织起来，当他们被驱逐的邻居的家具被搬到街道上时，他们就给搬回去，是
这样直接的行动取得了租金控制、公共住房、创办房利美等胜利。要记住，组织者是一种威胁，正是
它使得罗斯福对华尔街说，‘我们要妥协，不然就要面对革命’。现在市场震荡就像30年代的崩溃一
样，对我们来说是机会，我们正在目睹放任主义的失败。”雅皮式的抗议克莱因认为，只有社会运动
的规模和破坏性足以让政治家们无法忽视的时候才会发生社会变革。克莱因非常重视社会运动，但是
置身于社会运动之中，却让她无法消受。活动分子太热切、太富有献身精神。她说：“游行让我消沉
，参加游行，高喊口号，从中我一无所获。”当她开始参加反全球化运动时，她知道在贸易峰会会场
外面抗议是这一运动引起注意的主要方式，但她仍然觉得有些好笑。2000年夏天她在一篇专栏中写道
：“这真是我们想要的吗？追踪各种会议，跟在贸易代表后面，好像他们是‘感恩而死’乐队的成员
？”她只喜欢雅皮式的抗议活动，足够戏剧性因而很愉快，足够自嘲因而可以把热切之情降低到她可
以忍受的程度。比如2001年美洲峰会期间在魁北克举行的抗议活动，警察躲在高高的护栏后面，抗议
者建了一个中世纪式的木制弩炮，从上面发射泰迪熊。“魁北克市疯了，那是解放的时刻、狂喜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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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但非常高兴，跟警察玩捉迷藏。我喜欢的是全城都参与了
，大街上的咖啡馆里的工人，附近的居民拎出好多桶水，给人们冲洗眼睛。”不知克莱因会对雅典的
骚乱做何评论。《大西洋月刊》说，人们会忍不住认为希腊的骚乱只是其本国事务，对外界没有什么
意义。但是全球经济危机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引发政治动荡。希腊的骚乱有它特定的历史原
因，但也受到了发展不平衡的国际趋势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起伏往往使得年轻人受穷，这些年轻人现
在能够借助短信和其他新媒体迅速组织起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也指出，虽
然希腊学生的骚乱是因为该国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亚文化，因为腐败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但不要
误以为这些骚乱只是边缘性的。它们表明在高度发达的后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化的政治不再能引起人
们的兴趣时会发生什么。有人对记者说，那些大学附近的小店活该遭抢，因为它们代表着公司帝国。
这里的思维并不复杂：这是一场革命，被引向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曲：“我们不需要教育，我们不需
要思想控制。”“有人指责希腊社会民主党的软弱，跟欧洲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阵地被左派
夺走，吸引不了年轻人。问题比这更深重：没人敬佩无能为力的领袖，没人觉得把票投给不能干事的
人有什么意义。因此雅典以及别的地方可能会发生骚乱：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业，不知该如何
解释你的国家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导人，那么随心所欲的暴力活动好像
就是一个可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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