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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社会运动与革命进行了界定并评述了其研究方法，综合论述了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
，阐述了集体行为以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提出了研究社会运动的宏观影响因素：变迁、结构
以及话语，强调了国家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内的几个重要理论作了
一定的评述，这些理论以及视角包括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社会
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
本书的写作并不完全遵照一般教科书的形式，而是饱含着作者自己对于此一领域的理解以及实证研究
，对于推动社会运动以及集体行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不仅仅对于学术研究，本书对于现实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以及管理转型中国的社会现象，
化解以及制度化社会冲突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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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鼎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专著《天安门的力量》于200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
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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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发展逻辑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政治过程理论的崛起欧洲的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美国
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新闻
媒体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发展方向第三章 集体行为理论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从勒庞到布鲁默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社会结构与情感第四章 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涂尔干视角新兴意识形态和革命格尔
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涂尔干理论传统评价占德斯通的国家崩溃理论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康豪瑟的
大众社会理论组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生产关系与社会运动生产方式和现代化道路生产关系和
农民革命第六章 国家与社会运动（上）民族国家和社会运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运动国家中心视角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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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下）曼恩理论思想概要国家在西方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两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认同感与社
会运动第八章 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搭便车理论对搭便车理论的评论博弈论与社会行动者模型
形式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和前景第九章 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
批判和我的评判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的经验研究第十章 社会运
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框架分析理论文本决定论集体行动形式库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机
制社会结构、文化和集体行动第十一章 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组织、网络和社会运动动员顾尔德对社会
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国家和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组织和空间环境的关系梯利对
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分析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第十二章 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传
媒方式就是信息传媒内容才是信息西方的媒体、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保守性的比
较性解释第十三章 展望和总结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新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社会全球性社会运动中国集体
行动的现状和未来本书的理论和方法论要点变迁、结构、话语——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视角国家社会
关系和西方集体抗争行为的制度化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理论和经
验切入点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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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明治维新只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结构，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却没有改变日本社会的下层结构。
因此，明治维新后许多大名和拥有土地的武士虽然已经从传统的地主转化为资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
搞起集约化生产，但在他们土地上进行生产的还是传统的农民。
这些新兴资本家运用传统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使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
争力。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是明治维新后发生多起农民暴动的根源。
与此同时，在发动明治维新时，许多武士只是想“驱逐鞑虏、恢复帝制”，并不想推翻封建制和放弃
特权。
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许多西化政策，特别是各类法制和市场规则的建立，却大大打破了武士们
的特权。
武士和政府的关系因此不断恶化。
面对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产生的国内矛盾，日本的解决方法是搞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日本法西斯
于是应运而生。
关于中国，摩尔认为其特殊性在于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
他认为，科举制对中国农业的商业化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不同，在中国，每个男嗣都可以继承遗产。
经过这样代代分割，不出几代，即使豪门也会沦为穷人。
在这种继承制下，做官是保持家庭长盛不衰的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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