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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
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
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
无可否认的重要性。
《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
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
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
    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
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
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
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
    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
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
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
新国家组织的方式。
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
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
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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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比较历史分析并不是没有它的困难和局限，有几个尤其相关的方面，需要在这里进行简短
的讨论。
首先，根据既定的逻辑应用这一方法时必然会遇到困难。
人们常常不能恰当地找到符合某种比较逻辑的历史案例。
即使找到了一些大致符合的案例，也不能熟练地控制潜在的相关变量。
因此，对于实际可能起作用的原因——也就是说，哪一个因素在实际上影响或没有影响研究对象——
就不得不做一些策略性的猜测。
其结果是，总有一些历史案例的背景性特征没有得到检验，而这些背景性特征又与要考察的原因之间
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但是，比较历史分析有可能或者没有将它们揭示出来，或者是必须要简单地假定它不具有相关性。
　　另一组问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比较历史分析必须要假定（就像任何多变量逻辑一样），比
较的基本单位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一假定以前还充分有效的话，对于革命这样的宏观现象则几乎不可能充分有效
。
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些现象发生在独特的、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发生变化的世界历史背景
之中，它们发生在一个社会之间紧密联系的国际结构之中。
对大多数既定的比较历史分析而言，关于独立单位的想象常常可以得到维系。
例如，为了探测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原因，我将把旧制度下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基本上看成是类
似而且互不相干的农业国家。
但是，在大多数宏观分析中，人们迟早必须要认识到世界背景和时间的独特影响以及各个单位之间的
相互关系。
因此，我将会分析独特的世界历史背景对18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而且，
我还将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革命实际上通过共产国际传播了共产党的模式和政策。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比较历史分析绝不能替代理论。
事实上，只有结合不可缺少的理论性概念和假设，比较历史分析才能具体加以应用。
因为单靠比较历史分析自身，就不能界定要加以研究的现象。
它不能选择合适的分析单位，或者说决定应该研究哪些历史案例。
它也不能提供要加以探测的因果假设。
所有这些都必须来自于宏观社会学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必须要由当代的理论争论来激活，而且，还
必须要对一系列历史案例的证据模式保持敏感性。
　　比较历史分析为理论思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检验或支撑。
它鼓励人们去阐明在宏大理论视角（gr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下提出的因果性观点，并在需要的
情况下结合多种观点，以维持对基本目标的信心——即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而实际阐明的因果定律。
无论理论上的灵感来自何处，只有当比较历史分析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一目标时，它才算取得了成
功。
如果比较历史分析能够被成功地应用，它就可以作为一种调节理论与历史的理想策略。
如果比较历史分析不被机械地加以应用，它就既能促进理论的扩展和重构，又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观
察具体的历史案例。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本章的前几部分构造了一种参照性的理论框架，并引入了
一种分析方法，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从原则上应用于对许多可能出现的社会革命的研究。
当然，本书并不是对社会革命的所有可能的历史案例进行深度研究。
也不是从所有可能案例之中抽出“随机”样本进行分析。
事实上，当比较历史分析被用于研究具有某种共同的基本特征的几个案例时，它最为有效。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仔细地挑选案例，清楚地确定将这几个案例归结为一类的标准。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成功社会革命转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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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点上，还需要一点篇幅来阐明选择这些案例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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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
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
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一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
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
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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