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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认同：全球化
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周晓虹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高校社会学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本项研究获南京大学“,#-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资助；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反哺：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中的代际关系”

（
"!.$/"!!

）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　要：代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

“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和社会学一样，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

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进一步，
!"

世纪代

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

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近代

以来代问题的出现与加剧的探讨，指出代沟的出现或代际认同的消解，本身

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关键词：代际关系　全球化　现代性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已经波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全球化成为

一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科学的

主流话语，或者一种分析框架。无论在经济与市场研究、政治与国际关

系研究、国家与社会研究、消费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还是女性研究中，

全球化的讨论都能够为人们找到一条与以往的研究迥然不同的分析路

径。而我们关心的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我们能够从何种程度上重

新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引发人们争议的代际关系？我们会看

到，近代以来越演越烈的代际冲突，或所谓代沟（
0(1(23)'%1 034

），不仅

受到现代性及因现代性的扩展而产生的全球化的影响，而且事实上延

续了数千年的代际认同的消解，或代际冲突的频仍，本身就是现代性或

全球化的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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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与代际冲突：现代性的张力

“代”（
0(1(23)'%1

）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惟因世代继替，人类作为

生物学的存在才能代代相传；但同时“代”又是一种社会事实，这是因为

任何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必然受制于“代”这种外在的同时又是强

制性的普遍力量———他有自己的父母，就必然会与父母之间形成“代际

关系”，１而且，自近代以来，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代是时代的产儿”（张

永杰、程远忠，
5,##

：
5-

），或者说某一特定“代”的出现常常与人们的社

会或历史经历有关，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或者像阿兰·斯丕泽（
$4')6(2

，
5,78

）所说：

“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

5

在涂尔干看来，所谓“社会事实”就是发生在社会集体层面上的现象，“它由外在于个人但又具

有控制个人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
9:2;<('=

，
5,>>

：
8

）。外在的、具

有强制力的和普遍的是社会事实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只能根据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

其实，我们说“代”是一种社会事实，还在于“代”本身就是“社会”这

一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换言之，社会这个人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

和延续与“代”的存在及继替方式密切相关。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

德设想过，人类既不能寿命无限延长，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下一代人出

现的必要，文化也无以前行；但人类的继替也不能由新的一代一次性接

替旧的一代，如果那样，文化也无以为继（参见阿蒂亚 东福、克洛迪娜，

5,,8

：
-

）。所以，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五十一课中，孔德花了很

大的篇幅去论证代际继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他确信，这一进步的速

率取决于代际变化的速率。根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的进步只能以死，或

者说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更新为前提”（
?3(0(2

，
5,#-

）。继孔德之后，齐美

尔也认为，这种非一蹴而就的代际更替方式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

会学现象。齐美尔的看法影响了他的学生卡尔·曼海姆。
5,8"

年，这

位德国社会学家在那篇后来被视为代际社会学开山之作的“代问题”一

文中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五大特征：（
5

）文化过程的新参与者

的出现；（
!

）与此同时，此过程中原有的参与者逐渐消失；（
8

）任何一代

的成员只能参与有限的历史过程；（
@

）因此，就有必要将积累的文化遗

产传递下去；（
-

）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A311<('=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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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欲图张扬孔德和齐美尔的天才见解，那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

传承的特征是由代的特征决定的，没有世代继替的“代”也就没有我们

这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

进一步说，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之所以会成为问题，

它和社会学一样，是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

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我们所以说代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起码有两个方面的论据。

其一，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结果。正

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

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

包括理性化之体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以前，从

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数千甚至数万年间，由于生产工具简陋和自然环

境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

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文化中，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

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自然成了年轻一代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楷模。

在这种
AB

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

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

是非观念，而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

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米德，

5,#7

：
!#

）。换言之，代际间的关系是连续的。

但是，工业化或工业社会的出现，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及其社会

结构，它引发了大批的青年农民从乡村走出，涌入越来越庞杂的城市，

并使得早先在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年长一代的权威和地位受到挑战。换

言之，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出现的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

续性，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一个突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出

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是在
5,

世纪初（也许这是一个急速的

历史变迁时代），当代际继替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 历史现象之时，人们

才会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3(0(2

，
5,#-

）。诗人歌德表现出

了这种兴趣，他在自传《诗与真》（
9'&<):10 :1C D3<2<(')

）的序言中写

道：“就一个人的教育和行动范围而言，仅仅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就有

可能迥然不同”（歌德，
!""@

）；略晚于歌德的涂尔干也表现出了这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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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他看到了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原本相安无

事的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传承遇到了问题，也看到了蛰

伏于这种问题之下的社会进步的潜在机遇。为此，他清醒地告诫人们：

“要孕育社会生活的新事物，仅让年轻一代获得出生的权力是不够的，

还要让他们能够不过多地重蹈前人之覆辙”（
9:2;<('=

，
5,88

）。

其二，我们说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还因为代问题和

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关，而民族国家的出现被吉登斯视为

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结果，或者说民族国家就是现代性的指标

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比较的是早期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初创阶

段，社会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秩序的意象，它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出现

和普遍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伯清，
!""@

）。同早期社会学的历

史十分相似的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孕育了最初的

代意识。众所周知，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孕育于政教冲突之中（徐波，

5,,@

）。自中世纪之后，从
5!

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的王权力量不断加

强，到
5- 5>

世纪英法等国的民族国家雏形已经大体形成；
5#7"

年前

后，一直分崩离析的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在俾斯麦和马志尼等人的手

上完成统一大业。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

动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欧洲青年，他们从这一运动中

找到了与传统对立的表现和反抗的方式。“青年运动的巨大规模转过

来也促进了知识界对‘代’问题的研究，使之预感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理

解震撼欧洲的政治动荡的钥匙”（阿蒂亚 东福、克洛迪娜，
5,,8

：
@

）。比

如，奥地利历史学家奥托卡尔·洛伦茨（
E))%;32 F%2(16

）在
5,

世纪末

就一直在普及一种所谓“脉动 速率”（
4:GH(23)(）假说（参见 ?3(0(2

，

5,#-

）。在他看来，代际之间的传递犹如身体素质的传递，而历史学家

的任务就是挖掘那些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伟大人物，因为正是从他们

开始诞生了生生不息的代系列。像那个时代德国的其他学者一样，洛

伦茨对代际谱系学的兴趣也受到了他浓烈的民族主义热情的影响。后

来，从这里出发，洛伦茨一直致力于探索德意志民族的连续性，因为在

他眼中这种连续性是
5#75

年德国统一的基础。

代问题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产儿，而
!"

世纪代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

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后面就要论述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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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结果。从
!"

世纪上半叶开始，不仅欧洲，包括美洲和亚洲在内

的现代性长成或开始接触现代的国家都陆续遭际了代问题。先来看美

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由欧洲的移民组成的新大陆。向美洲的迁徙，从

5>!"

年驶向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开始，到今天历经

@""

年也没有结束，并因纳粹德国的崛起在
5,8"

年代到达高潮。
5,!#

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
IB+B

帕克看到，“民族的移动和迁徙、贸易和

商业的扩张，特别是现代大型民族与文化的熔炉———大都市的成长松

弛了地方的纽带，破坏了部落的和民间的文化，用市民自由取代了地方

忠诚，用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理性组织取代了部落习俗的神圣秩序”

（
J32;

，
5,!#

）。在这种现代性的最初的全球扩展过程中，
IB+B

帕克发现

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出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对峙，他模仿齐美尔

（
$'==(G

，
5,-"

：
@"! @"#

）的“陌生人”的概念，将这样一种人格状态称之

为“边际人”（
A320'13G A31

）。与
IB+B

帕克的观察侧面不同，人类学家

杰弗里·戈勒（
K%2(2

，
5,@#

）观察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边际

性，有时会存在于传统一些的亲代和现代一些的子代之间。具体说，由

于迁徙到了新的环境中，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

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

接着来看中国。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长始于
5#@"

年，其间伴随着

无数的苦难和屈辱。进入
!"

世纪之后，
5,55

年的辛亥革命和
5,5,

年

的“五四”运动，不但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开始

动摇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在中

国社会朝向现代的转型逐渐深入到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层面之时，文化

认同的危机产生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界领袖都开始提出了重建

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的时代课题（毛丹，
5,,>

：
8"5

），这开始影响到中国

社会的代际关系。实际上，
5,5-

年《新青年》的创刊就意味着中国社会

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及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毫不犹豫的揖别。在中国现

代文学中，有无数作品描写了处于风云际会时代的两代人“揖别”时的

场景：巴金通过觉慧、觉明之口，控诉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封建家长制

对人性的扼杀（巴金，
!"">

）；而在美国长大的包柏漪竟也能够通过《春

月》中两个大家庭
-

代人的继替，熟练而生动地展示了自
5,

世纪末起

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绵延不断的代际间的矛盾和冲突（包柏漪，
5,#>

）。

同作家们相比，社会学家的文字缺乏绵长的细节和生动的刻画，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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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乏深入的观察。
5,@"

年代，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辟出专章

论述中国社会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隔膜

和冲突：“子女可以时常觉得父母的过分干涉，没有道理，甚至感到压

迫，父母是代表着吃人的礼教。在父母看来，子女不能体恤他们，倔强，

不肯顺服，进而觉得是悖逆，不孝，大逆不道的孽障”（费孝通，
5,,#

：

!"#

）。尽管此时已经身为人父的费孝通深知为人父母之不易，他还是

借孝顺的尼采最终拒绝了母亲希望他皈依上帝的故事，论证了亲子间

感情的细线无法挡住时代兴替的狂风。

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

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线，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

碰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裂出来的

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文化的绵延

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种

种牵连。但是文化不只是绵延，还需要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

的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费孝通，
5,,#

：
!5"

）

代际的隔膜或代际关系的“丝丝切断”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发严峻。战后，劫后余生的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凭借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力量和一系列必要又必然的社会政

策调整，不但起死回生，而且重新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以电子计算机

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

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

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而这林

林种种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重新孕育着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赋

予这种冲突以新的张力。

二、认同的解构，或代际冲突的背后动因

在战后最初的
5,-"

年代，被称之为“垮了的一代”的年轻人不过是

通过马龙·白兰度、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GL'H J2(HG(*

，即“猫王”）、鲍

勃·迪伦、金斯堡这些青春偶像，通过牛仔裤、
M

恤衫和摇滚乐，建构起

了自己的青年亚文化，对抗麦卡锡主义时代的政治壁垒；间或以街头骚

乱和滋事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林德内尔，
5,##

：
@7

）。但是，进入

5,>"

年代以后，这场以代际断裂或认同危机为象征的“青年大造反”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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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如火如荼之势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诸多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开

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对资本主义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这道历史风景

线从
5,>@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

为开端，经
5,7"

年全美学生发起的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反战运动达

到顶峰。其间，
5,>-

年由美国密执根大学学生掀起而遍及全美的反对

越战运动，
5,>#

年
-

月法国爆发的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以及
5,>,

年
#

月在美国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
D%%CH)%&;

）举行的有近
-"

万人参

加的摇滚音乐会，都是这场青年大造反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N23H(2

，

5,>#

；阿里、沃特金斯，
!""8

；夸特罗齐，
!""5

）。

无独有偶，
5,@,

年后一直闭关锁国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

在无意之中对世界各国青年们的这次全球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呼应。

5,>>

年的以红卫兵造反为开端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以数千万人的参

与规模声名遐迩，而且还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信条一度成为欧美

青年的行动圭臬。尽管这场革命和欧美学生的造反有着迥然不同的目

的和意义，以致几十年后，当它的内幕为人所了解时，令全世界的“左

派”体验到了一次深深的挫败感（
J(22*

，
5,,,

；卡拉奇，
!""5

：
@8@

；傅高

义，
!""@

）。

以
5,>#

年学潮为代表的全球青年大造反运动有着各种各样的理

由和导火索，其中不乏种种偶然或阴差阳错，但认真分析起来却能够发

现，它的全部起因都蛰伏在战后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

转变之中。换言之，
5,>#

年的青年大造反，是资本主义或我们前述所

谓“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生长和推进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范围内的

反战热潮，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现存体制的认同危机和对个人独立的

追求，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这场青年大造反的全部

动因。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中，
5,>5

年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是一个点爆

全球青年大造反“汽油桶”的导火索。美国入侵越南的直接目的，是为

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艾森豪威尔语），但从根本上说则

来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根深蒂固的扩张传统和经济利益的驱使。

正是这种传统和本能，使得美国不惜违反它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之时提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随着越战的深入，美国的参

战士兵从最初的
@

万人增长到
5,>,

年的
--

万人，并且动用了除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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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屠杀手段。战争的惨烈，美国在越南的暴行和其所

宣扬的“圣战”在道义上的虚伪性，尤为现实的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青年被送上战争充当炮灰，这一切都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和

青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认同危机使他们不能不反思美国的价值观和

社会制度。

最早进行这场反思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
5,>-

年当以密执根

大学学生为核心的左翼学生组织
$9$

（
$):C(1)H O%2 9(=%&23&* $%&'()*

）

介入之后，这场反战运动就变得越来越声势浩大。
5,>-

年
@

月
57

日，

$9$

在华盛顿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几万名学生聚集在华

盛顿纪念碑前，抨击美国的越战政策（许平、朱晓罕，
!""@

：
,@

）；
5"

月中

旬，
$9$

组织了另一场规模更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波及全美
,"

个城市，

单单首都华盛顿就聚集了
5"

万人。在这一年的一系列示威中，美国学

生留下了诸多日后肯定会成为“历史”的镜头：几万名示威学生在华盛

顿高喊：“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青年？”；美国学生高举越共

的旗帜围着白宫示威，为北越士兵募集血液；
5"

月
5-

日，
!!

岁的戴

维·米勒当众烧毁了“征兵卡”，对美国的征兵法做出了公然的对抗（曼

彻斯特，
5,#"

：
5@7, 5@#"

）。从此之后到
5,>#

年芝加哥的大规模示威

游行，此间全美共爆发了两千余起学生抗议事件（许平、朱晓罕，
!""@

：

5"-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生的抗议在大西洋彼岸获得了回响，在

5,>#

年前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都

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战运动。这场绵延数年的反战运动最终以

5,7"

年美国学生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
5-"

万人的大游行而告终。

其实，美国入侵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外部事件不过是欧美及全球

青年大造反运动的导火索，其背后的动因或者说内在的弹药库则是历

经数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最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制度不完

备性的是前面提及的组建
$9$

的那些“新左派”青年学生。多多少少

受社会学家
PB

莱特·米尔斯的影响，
5,>!

年在密执根休伦港通过的由

密执根大学新闻系学生汤姆·海登撰写的《休伦港宣言》（
J%2) /:2%1

$)3)(=(1)

），对美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宣言》以年轻一代

惊人的洞悉能力，看到了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社会

背后隐藏着的深刻危机，这就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

过度发达，它一方面制造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使整个世界笼罩在核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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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的开发、利用

和消费，使生态愈加恶化，并使人类也朝向“单向度”发展。为此，
MB

海

登呼吁人类能够发扬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以摆脱过度膨胀的工具

理性的控制（参见
$3G(

，
5,78

：
-5 -!

）。

《休伦港宣言》不仅很快在美国找到了大批的精神拥趸，而且很快

就在法国赢得了回响。和美国一样，正向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迈进的

法国在那些年里高等教育规模有了飞速的增长，仅在
5,-# 5,>#

年间

的
5"

年里，它的大学生规模就从
57

万暴增到
>"

万（夸特罗其、奈仁，

!""5

：
5@"

）。当这么多人同时聚集在大学这个现代性的产物中时，难怪

图雷纳（
M%:23'1(

）会问，“假如知识与科技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

机，恰如资本积累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里所占据的位置

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转引自夸特罗其、奈仁，

!""5

：
!"8

）图雷纳的观点十分鲜明，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工业社会的斗

士，那么学生就是后工业社会的叛逆。事实也是如此，
5,>#

年的法国

学生从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最终走向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

反叛。在一个无论是季节还是社会行情都春光明媚的五月，一大群原

以为已经被资本主义“整合”得最服服帖帖的学生，却在这个社会的核

心造反了！这场造反不但竖起了让人联想到
57#,

年法国革命的街垒，

而且最后竟动员了近千万工人参与。工人参加“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

仅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是要反抗工厂的整个体制：管理机构的专权独

断，机器对人的奴役”（阿里、沃特金斯，
!""8

：
55!

），一句话，反抗现代性

所带来的一切！

法国街头上演的这场革命，还让人联想起
5""

多年前托克维尔

（
5,,7

：
>@

）的惊人论断：一个社会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之时，恰恰可能

是革命爆发之际。它也使人终于有机会看到，“有史以来头一遭，人们

革命不单为面包，还为蔷薇”（夸特罗其、奈仁，
!""5

，
!8

）。其实，在
5,>#

年法国“五月事件”旋起之时，巴黎大学索邦本部的校门口贴着的一张

学生写的大字报，和
$9$

的《休伦港宣言》一样，它已经揭示了
5,>#

年

这场席卷全球的代际革命背后的全部涵义。

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

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

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力盎然的社会。想像力正在夺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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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夸特罗其、奈仁，
!""5

：
58!

）

5,>#

年的青年大造反距今已近
@"

年。尽管有关这场“革命”的消

极评价也并不少见，有人称
5,>"

年的一代为“破坏性的一代”（科利尔、

霍洛维茨，
!""@

），也有人称法国的“五月事件”是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

假革命”，更有人说学生们反对的不是消费社会，而是消费社会中的问

题，尤其是自己在这个消费社会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但无论怎样说，人

们都同意霍布斯鲍姆（
/%QHQ3R1

，
5,,#

：
J2(O3&(

）的看法，“
5,>#

年对第

一世界国家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社会变化显著加速”。另外，
5,>#

年也留下了其他诸多积极的遗产，比如，促进了欧美高等教育的改革；

加快了越南战争的结束；改变了妇女和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推动了欧

美各国的生态运动和绿党的出现（许平、朱晓军，
!""@

）。其实，就我们

所讨论的主题而言，也正是
5,>"

年代的这场代际革命，改变或颠覆了

传统的代际关系。这种改变或颠覆的最有价值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

被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称之为“后喻文化”的新的代际文化传

承方式，这是一种和传统的“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

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米德，
5,#7

）。在

5,>" 5,7"

年代的美国，也开始出现了后来在中国越演越烈的年长一

代向年轻一代让步的现象：“多少
8"

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

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曼切斯特，
5,#"

：
5-@@

）。从

流行歌曲、瓦图西舞、迪斯科、滑行舞、飞盘游戏，到牛仔裤和披头士乐

队首创的长发，也许还包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都开始从年

轻人流行到中年人。当然，这种从反对消费社会开始，到最终屈从于消

费的悖论，给了旧有的体制联合消费社会共同扼杀
5,>#

年革命的机

会，１也使得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和造反，除了生活方式，最终什么都

没有改变。

5

华勒斯坦（
!""!

）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提出，
5,>#

年的运动是对旧的世界体系的愤怒，但随

即在旧的世界体系的支持下被压制下去了。

资本主义没有因为
5,>#

年的学生造反而寿终正寝，相反，在此后

的
@"

年中还加快了它在全球推进或扩张的步伐。许多人论及全球化

时，都明白无误地指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对

市场开发和资本繁殖的永不魇足，它就既不可能产生
@""

年前开始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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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冲动，也不可能维系今天变得越来越强烈的在新的地区和新的领

域中发现新的商机的渴望。当然，要使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

有效地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整合，它还需要一

系列的配合，或者说会造成经济领域以外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结果。

比如，全球化借助媒介加速了信息的流通，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即时交

流成为可能，互联网络及由此造成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尔，

!""5

）使得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成为现实；再比如，资本的跨界流动和

人口的跨国迁移，使得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国家的边界或不复存在，或

变得模糊，它不但向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形式提出了挑战，也使人们遭

遇到新的认同危机；还比如，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和肯德基、星巴克以及

摇滚乐，当这些消费领域的新事物随同全球化从美国嵌入其他国家人

们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时，在改变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自然

也会引发文化间的冲突和碰撞。其实，全球化的日常意义在于，它使人

类的活动突破了时空界限，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依存关系，正是这种依

存关系“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

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吉登斯，
5,,#

：
!8

）。

近半个世纪以前，天才的米尔斯就意识到，“现在，影响每个人的历

史是世界历史”，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

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A'GGH

，
5,-,

：
@

）。现在，随

着全球化成为一种越来越鲜明的历史进程，我们这里讨论的代问题、代

际矛盾也逐渐趋向全球化，逐渐成为一种跨越国界、不再仅仅根植于既

定疆域或地方情境中的趋势和挑战。全球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起码表

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5

）生活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代的人，现

在常常会面临同样的或起码相似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环境，自然也会受

到同样的社会事件的影响或干扰；（
!

）同样的全球化因素会在不同国家

或地区形成相同的或相似的代问题或代际冲突。比如，人们注意到，尽

管没有出现大概也不再会出现
5,>#

年那样的全球青年统一的造反行

动，但也没有迹象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代人之间已全然没有隔膜，

相反，“代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普遍存在”（桂娣克瓦，
!""7

：
!#@

）。既然

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青年一代普遍的生活背景和社会化因素，这样一

种与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的生长环境迥异的背景就不能不造成社会诸

方面的各种断裂，而代际间的断裂依旧是社会断裂的常见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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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与代际冲突的扩展

“代”与“代际关系”所以会同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

牵连关系，究其本质在于“全球化”本身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

种延续，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放大化”；或者说现代性天生就是全

球化的，一如吉登斯（
K'CC(1H

，
5,,"

：
>8

）所说，“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

着全球化的过程”。简约地说，从大约公元
57

世纪开始，欧洲就在思想

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工业

化、城市化以及代表着理性化的科层制和劳动分工，即我们称之为“现

代性”的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使得欧洲社会发生了惊人的转型，并且

很快促使它将新的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而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

逻辑起点（
P%<(1 S T(11(C*

，
!"""

：
@!

）。１

5

在这一问题上，更有一种源自世界体系的观点认为，现代性所以是全球性的，是因为欧洲的

现代性不是独立、自主、自指的系统，而本身就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具体说来，欧洲所以能

够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在中世纪对抗其他文化积累了什么内在的优

势，相反，它也是对美洲的发现、征服、殖民和整合这一简单事实的重要结果。“这一简单事实

赋予欧洲决定性的相对优势，得以超越奥斯曼 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所以）现代性是这

些事件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起因。”（迪塞尔，
!""!

：
@ -

）

其实，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从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一

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自身的起源，因此它至少有

-"""

年的历史。确实，当生活在不同区域中的人群试图通过战争、贸

易和移民而彼此接触之际，地球就开始变小了。第二种说法源自世界

体系论，最接近我们上面的观点，它认为全球化起源于
5>

或
57

世纪资

本主义的发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劳资关系的决定性改变和随之而

来的巨大的技术创新促使资本主义蔓延到全世界，一种新型的经济和

社会关系因此席卷全球。第三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始于
5,7"

年代西方

国家的经济大衰退，这次衰退摧毁了发展中国家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

梦想，也使发达国家摆脱了旧的福特式产业而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运作的生产的重组。相应于上述三种观点所对应的全球化

时段，米特尔曼（
!""!

：
!8 !@

）分别将它们称作为“早期的全球化阶

段”、“过渡的全球化阶段”和“加快的全球化阶段”。尽管也有人将全球

化划分为两个阶段（阎孟伟，
!""8

），或四个阶段（赫尔德等，
!""5

），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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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阶段（
I%Q(2H%1

，
5,,"

），但一般人都承认，自
57

世纪起西方资本主

义的产生及其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是全球化的最基本含义。

尽管全球化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据考证，全球化（
KG%Q3G'63)'%1

）

一词的出现不过
-"

年。
5,>"

年，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主编

《传播的探索》一书时提出了 “地球村”（
KG%Q3G U'GG30(

）的 概念

（
A&G:<31

，
5,>"

），自此“
KG%Q3G

”一词高频率出现；
5,>5

年，“全球”

（
KG%Q(

）一词收录于《韦伯斯特大词典》，翌年收入《牛津英语词典》（洛

克，
5,,#

：
@@

）；
!!

年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提奥多尔·莱维特（
F(L'))

，

5,#8

）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率先使用了“全球化”（
KG%Q3G'63)'%1

）这一

后来引爆世界学术界的概念。当然，如果认真追溯的话，在这一概念被

提出之前，相关的思想已经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扩散开来。比如，依附

理论讨论了全球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沃勒斯坦的世

界体系论提出了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等级组成的动态的世界体

系；而罗马俱乐部也在
5,>"

年代末讨论了人口、环境、资源、能源和粮

食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进一步往前追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5#@>

）和《共产党宣言》（
5#@#

）中就开启了现代意义

上的全球化理论探讨，形成了现代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王东等，

!""8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

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

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

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

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

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

一种世界性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
5#@#

］
5,7!

：
!-@ !--

）。

虽然有关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但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

仍然众说纷纭。（
5

）有人从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强

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米

特尔曼，
!""!

：
@

）。比如，吉登斯就写道，“全球化由此可以被定义为在

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

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本地所发生的事情受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

件的影响，反之亦然”（
K'CC(1H

，
5,,"

：
>@

）；费孝通（
!"""

）也认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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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是“全球各地人们的密切关联”过程。（
!

）有人从经济一体化的角

度提出，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特别是形成了

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性市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在全球

范围内流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将全球化限定在经济领域，反对

全球化的泛用倾向。比如，阿兰·鲁格曼（
I:0=31

，
!"""

：
@ -

）就认为，

全球化不过是“跨国公司到国外从事跨越国界的直接投资，以及通过商

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并称这是“标准的经济全球化定义”。（
8

）

也有人从人类文明和文化整合的角度提出，全球化绝不会是单一的经

济一体化过程，它也一定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渗透甚至冲突相伴随。

为此，费瑟斯通（
N(3)<(2H)%1

，
5,,"

）提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出

现一种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全球文化；但显然，在这种全球文化出现的过

程中，因本土文化的解构或消失而带来的认同危机同样也不鲜见（陈家

定，
!""8

）。（
@

）不难理解的是，同样还会有人从体制或制度的角度出

发，将全球化理解为全球资本主义化或现代性的基本制度在全球范围

内的扩张。在这一理解向度上，极端的如亨廷顿和
NB

福山，他们认为全

球化就是西方化，进一步说就是美国化（亨廷顿，
5,,#

；
N:;:V3=3

，

5,,!

）；温和的如吉登斯，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整

个世界的扩展，是全球范围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

全球化”（
K'CC(1H

，
5,,"

：
>8

）。

无论我们用怎样简略的语言，都无法完整述及现在越来越庞杂繁

复的全球化理论，而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这样一种被称作全球化的变

迁过程对社会生活中的代及代际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冲击。

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代际间的断裂依旧是社会断

裂的常见形式之一。单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造成代际间断裂的原因

就在于，知识社会的到来以及全球范围内劳动力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地

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学校的时间普遍延长，而年轻一代为了获得教

育、获得某种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和资格证书，他们不能不暂时脱离

社会，并因此成为与成年人相对立的亚群体。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中，人们甚至将延长年轻人在学校的时间作为应对失业问题的临

时性手段，这个现实的考虑甚至成为近年来中国大学规模不断扩张的

动力之一。学校期的延长使青年一代不必过早地担负各种家庭和社会

的责任，但也因此失去了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拥有的相应权力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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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不同国

家和不同地区，以及对同一国家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年龄群体有时是不

一样的。以就业为例，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受全球性劳动力市

场的影响，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福利锐减（周

晓虹，
!""7

），而青年成了全球化经济的主要牺牲品，他们“不得不应对

严格的社会保障、低收入、在不同的工作和区域及国家之间流动”（桂娣

克瓦，
!""7

：
!77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所造就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其制造业和
WM

行业的繁荣时期，同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人却获得了

相对更多的就业机会。１无论是机会的剥夺还是机会的获得，都存在不

可忽视的代际差异，这使得原先以为仅仅表现在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

面的“代沟”有了某种现实的经济基础。

5

希望我们这里的论述不至于使人误解，以为仅仅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

者。事实上，人们都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几十年内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

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致有可能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性收益，但经济

的这种快速增长也使它们付出了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贫富分化、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

体等代价。另外，全球化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造成了对这些

国家的剥夺，形成了它们与发达国家更大的差距（
XY9J

，
5,,>

：
! 8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及其利益集团从全球化中获利，同时也是以其社会结构中的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边缘化和贫

困化为代价的。事实证明，正是包括青年在内的这些群体组成了反全球化尤其是“街头抗议”

的主要阵营（韩震，
!""8

；拉葛雷，
!""7

：
5>#

）。

早在全球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前，有关社会变迁将引发两代

人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上的差异的观点就已经十分流

行，全球化加速了这种变化。在拉葛雷（
!""7

：
55

）主编的《青年与全球

化》一书中，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社会学家都发现，“当代青年人的价值

观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实用主义观念增强、功利主义行为模式凸显、

个人主义观念至上以及自由意识提升”，这使得全世界的子女已经或将

要和自己的父母拉开相当的距离。
5,>#

年出现在欧美“大造反的一

代”和他们的中产阶级父母之间的精神差异（程魏，
!"">

），因为全球化，

现在可能出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在不同阶层的子代和亲代

之间。

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W10G(<32)

，
5,77

）进行的

系列经验研究也证实了全球范围内价值观的上述代际转变。自
5,7"

年开始，英格尔哈特连续几十年考察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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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直至全球
@8

个国家。他以马斯洛

（
5,#7

：
5>! 577

）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其中的生理需要、安全需

要划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将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划分为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
W10G(<32)

，
5,,"

：
->

）提出相关的两

大假设：其一，“稀有性假设”———公众的需求或价值顺序与事物的稀有

或匮乏程度有关，即稀有或匮乏之物具有较高的价值优先性；其二，“社

会化假设”———在社会化的早期阶段形成的价值顺序成年后一般没有

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经济匮乏社会的标志，“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是经济繁荣社会的结果，并且价值观是在人的社会

化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

英格尔哈特（
W10G(<32)

，
5,,7

）发现，和经济匮乏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代

所具有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同，因为生存安全有了保障、生活状况有

了提高，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经济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形

成了或正在形成“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更注重个人发展和内在

的精神追求。欧美发达国家如此，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尽管

诸多研究者认为，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忽略了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同

一代人会遭遇不平等的经济现实（拉葛雷，
!""7

：
88!

），但在全球化的背

景下代际之间价值观的继替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全球化尚在推进之中，它本身仍然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

测性。但是相对而言，年轻一代能够比年长一代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

规则和未来，因为他们参与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或者说全球化本身就

构成了他们成长的社会背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彻底迈

向工业及后工业社会之前，亲子两代人之间就会不断上演“丝丝切断”

的情感正剧，而我们研究和倡导的“文化反晡”同样就有持续不辍的连

城之价（周晓虹，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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