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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时空社会学提供 了 分析信访行 为 的 崭新视角 ， 通过 比较信访人在不 同社会 时空 下 的 信访行 为 ， 阐释各类社

会时 间 与 空 间蕴含 的不 同 背景 与指 向 ，
以 归 纳社会 时空 下信访行 为 的 规律 。 更进一步 ，

通过 分析信访 人对 于时 空

的选择机制 ， 揭示社会时空 与信访行为 的 关 系 ， 时 空 是信访行 为 的 建构要 素 ， 而信访行 为 也可 引 发 时 空 的 功 能分

化 ， 甚至带来风 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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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 和空 间关 系關裂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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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顿写道 ：

“

绝对 的 、真正

信访是 当 前社 会稳定 、 社会治理 的 突 出 问 题 。的和数学的时 间 自 身在流逝着 ， 而且 由 于其本性而

在各类信访 中 ，越来越多 的信访人 由 于种种原 因 ，采在均匀地 ， 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 。

”
［
３

］

取 了 一 种 特殊 的 信访方式
——

“

进 京 上访
”

（ 简 称
“

绝对的空 间 ， 就其本性 而言 ， 是 与 外界任何事 物

“

京访
”

） 。 在
“

京访
”

中 ， 京访人 员 常 常 为 受 到 重视无关而永远是相 同 的 和不动 的 。

”
［
３

］

相对论时空观

而做 出 特殊行为 ， 表现为一些信访人员 选择在重大否定 了
“

绝 对 时 空
”

的 观 念 ， 提 出 了
“

同 时 的 相 对

节 日 、重要会议和重点 活 动开展等敏感期之 际进行性
” “

四维时空
” “

弯 曲 时空
”

等新概念 。 莱布尼茨 的

偏激的信访行为 ， 或者利用空间地点 的特殊性 ，选择时空观把空 间看作是某种纯粹相对 的东西 ， 就像时

在北京天安 门 地 区 、 中南海地 区 、领导 同 志住地 、外间
一样

［
４

］

。

国使馆 区等敏感 区域 以上访之名 滞 留 。 上述信访行在哲学和 物理学之外 ， 时 间 和 空 间 还分别受到

为不仅影响着党政机关 的 形象 ， 而且对其他信访人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的极大关注 ， 而社会科学则极

形成 了不 良 的参考影 响力 ， 使此类事件不断 出 现 ， 甚大地忽 略 了 时 间 和 空 间 ， 可 时空对于社会科学又是

至产生恶性循环 。 极为基本的 问题
［

５
］

。 涂尔 干指 出 ： 空 间 与 时 间是非

那么 ，
以 京访为代表 的信访行为

？
， 其时空深意个人 的 框架 ， 具有 社会性

［

６
］

。 从社会 时 空 切 人研

何在 ？ 时空对信访行为有何影 响 ？ 时空与信访行为究 ， 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 的一个新 的视 角
？

， 这．

存在何种关系 ？ 本文拟从时空社会学人手 回答上述是 因 为物理时空 与社会时空 相 比 ， 前者强调 自 然 的

问题 。 实际时空 ， 而后者则强调其背后 的意义 ， 不 同 的时空

＾ 由 于不 同 的社会主体与社会活 动 ， 从 而有 了 差 别 的

含义 。 在社会 时 间 方 面 ， 如 同 样是某 － 天 晚 上 １ １

时 间 与 空 间 是哲学和 物理学长期关注 的范畴 ，点 ， 这对于普通人是睡眠时 间 ， 对于睡眠晚且在娱乐

亚里士多德认为 ： 空 间 的位置是绝对 的 ，

“

恰如容器的人是休闲时间 ， 但对于值夜班 的护 士是正 常工作

是能移动 的空 间 那样 ， 空 间 是不能移动 的容器 。

”
［

１

］

时 间 ，对于仍在加 班 的 ｉｔ 工程 师是 额外 的 加 班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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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年

间 ，对于 即将高考 的学生 可 能是学 习 时 间 。 在社会自 然 的 空 间 形 态 以 社会属 性 ， 其 抽 象 的 形 态 在 实

空 间方面 ， 如 同样是学校 ， 这
一空 间对于学生是学 习践活动 中 获得 了 历史 的 现实性 ， 是 自 然 空 间 的

“

真

空 间 ， 对于老师是工作空 间 ，对于学校周 围来散步的正复活
”

［
１ ３

］

。

居 民是休 闲空 间 。 所 以 ， 当 时空被这样解读时 ， 它便齐美尔 的
“

空 间 社会学
”

在社会学视野下专 门

因其社会活动而拥有 了 社会性 的 含义 ， 成为社会时探讨 了空 间议题 ， 指 出 空 间 正是在社会交往过程 中

空 。 社会时空 与物理时空 的重要 区 别 在于 ， 物理 时被赋予 了 意义 ，从空洞 的变为有意义 的 ， 并具有 ５ 种

空未包含时空背后 的社会性含义 。基本属性 ： 空 间 的排他性 、 空 间 的分割性 、社会互动

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 问题 ， 时 间 和 空 间 既是外的空 间局部化 、邻近／距离 、空 间 的 变动性
［

１ ４
］

。 在齐

在的也是 内 在 的 ， 时空特性是认识社会 ， 尤其是认识美尔之后 ， 戈夫曼使用
“

前 台
” “

后 台
”“

局外 区 域
”

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 。 具体到信访研究 ， 信访人对等一 系列 概念 为 我们 勾 勒 了
一种 社会学 的 空 间 视

信访时 间 与空 间 的选择 （ 如京访 ） ， 也蕴含着社会时角 ，其重要之处就在 于它探讨 了 空 间 区域 的制 度化

间 与空 间 的深意 。 特征 与行动者的情境互动之 间 的 内 在联 系 ， 从而探

（

一

） 社会时 间讨 了社会结构如何在 区域化的空 间建构 中凭借责任
一般来说 ， 社会时 间是指特定社会或集体生活的约束和利益的诱惑来建构起行动者 的 角 色特征 。

节奏形 成 的 时 间 单位 ， 是非 连续性 的 ， 具有
“

可 逆而福柯认为 ： 权力 与知识正是在空 间 中联系在一起 ，

性
”

或周 期性特征 ， 时 间 不 只是社会互动 的 尺 度 ， 也不能外在 于 空 间 去想 象权力 和 知 识 的关 系 及 其运

是社会互 动 的 工具
［

７
］

。 马 克 思将对 时 间 问 题 的 考作 。 换句话说 ， 权力 只 有在空 间 中 才能生产知识并

察与人 的实践活 动 联 系 起来 ， 指 出
“

时 间 实 际上是通过 知识去发挥效能
［

１ ５
］

。 鲍曼则对于物理空 间 、社

人的积极存在
”

［
８

］

。 在人类行为 中 ， 时 间被碎片化为会空 间 、空 间与政治 、空 间 与个体感性等 问题进行 了

许多时 间性 的活动 ，
这些活动又组成一种文化节奏 ，深人研究 ，试图描绘 出 不 同 时期空 间 体验模式背后

赋予时 间 以 意义
［

９
］

。 更进一步 ， 乔 治 ？ 居 尔 维什把的 某 种 权 力 建 构 机 制 ， 探 求 其 造 成 的 种 种 社 会

社会时 间 区分为
“

宏 观社会 时 间
”

和
“

微 观社会 时后果
［

１ ６
１

。

间
”

。

“

宏观社会时 间
”

指 的是时 间 的
“

深层
”

（ 即 制 （
三

） 社会时空

度 、机构 、共 同 的 象征等等 ） ；

“

微 观社会时 间
”

是群将时 间 与 空 间 结合 在 一 起 ， 吉 登斯在 建 构 他

体 、集 团 、社 区 的特征 。 此外 ， 他还提 出 了社会时 间的结构化 理论 时 ， 把 时 空 看 作 是 社会 现 实 的 建 构

有着多种 多样 的 尺 度 和 层 次 。 社会 时 间 具有 多 样性 因 素 ， 他强 调 社 会 系 统 的 时 空 构成恰 恰 是社 会

性 ， 既有统一 的时 间 又有较为灵活 的 时 间
［

１ °
］

。 如 大理论 的 核 心 。 时空 结构 是 社会 的 基 本结 构 ， 或 基

多数公司都统一规定周 一 至周 五 为工作 日
， 周 六 日础性结构 ， 它参 与 形 成 和 建 构 了 社会 的 生 产 和 再

为休假 日
， 但是一些新兴 的创业公司 由 于任务繁重 ，生产 结 构 以 及 形 形 色 色 的 制 度 结 构 和 观 念 结

则把周六也定 为工作 日 。 构
［

１ ７
］

。 同 时 ， 社会时空 以人 的 活 动形式存在 ， 可 以

综上可见 ， 社会时 间 以人们 的活动为参照性 ， 是相互转换 ， 具有社会历 史 性 。 社会 时 空 是深人 到

主体对时 间 的价值设定 ，
所 以 学校 、军 队 、工厂 和 医社会运动 内 部不 同 层 次之 间 、 由 人 的 实 践活 动 耦

院等不 同群体有不 同节奏的时 间 。 时 间被社会实践合到社会运 动 过程 并 反 映社会 运 动 变 化 、 发 展 的

规定为不 同 的形式种类 、优先次序和进度速率 ， 人们
一个 内 部参量 。 人 的伟大之处在 于人不仅能适 应

可 以根据社会时间 的 内 在准则指导社会活动
［

１ １

］

。自 然 时空 环境 及遵 循 自 然 时 空 的 规律 ， 而且 能 发

（
二

） 社会空 间 挥 主体能 动 性 ， 根 据人 的 目 的 和 需要对 时 间 和 空

社会学所说 的
“

空 间
”

主要 指 社会空 间 ， 如 社间 加 以 利用 、 限制 和 改造
［

１ ８
］

。 也就是说 ， 社会 时空

会活动 的规模 、社会事件发生 的 范 围 、 社会影 响 的是对社会事件 、社会 主体生存状况 的 反 映 ， 并通 过

广度 和 深度 等
［

１ ２
］

， 也包括实践 活 动 中 以 关 系 形 式人 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获得现实性
［

１ ９
］

。

存在 的交往 空 间 。 涂 尔 干 指 出 ： 空 间 的 各 个 部 分由 此 ， 从社会时空视角看 ， 连续动迁 的社会面临

并不是 同 质 的 ， 空 间 的 形象 只 不 过 是特定 社 会 组着
“

功能分化
”

取代
“

利益分化
”

的现实难题 ， 这一转

织形式 的 投射 ， 由 此 人们 才可 能 在 空 间 中 安 排具换过程发 生 的 张 力 又 深 刻 地体现 在
“

共 同 体一社

有不 同 社会意义 的 事 物 ， 就像 在 时 间 上来 安 排各会
” “

权威一权力
” “

身份一阶级
”“

神圣
一世俗

” “

异

种意识形 态 一 样
［
６

］

。 马 克 思 认 为 ： 实 践 活 动 赋 予化一进步
”

等层 面 上 。 所 以
， 连 续 动迁社会应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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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

基础性秩序 问题
［

２ ｎ
：

。 同 时非 连 续性 、 非 确 定性 和 风己 的诉 求 ，
当 地 乡 镇截访或 已花 百 万气 ： ，

险性构成 了 动迁 的现代时空 的特性 。 （
二

） 非 常 规 重大 时 间 点

三 、社会 时 间 建构下 的信访行为醉－届 的 奥 ３５会 是 全球盛大 的 体育赛 事 ’

中 国 目 前 只 在 ２０ ０ ８ 年举办 了
－

次 ， 因 此在奥运 期 间

帕 森斯 曾 指 出 ： 时 间 范 畴 对 于 单 位 行 动 而 言发生 的 突 发事件 引 人侧 目 。 某 男 子选择 在 奥运 期 间

的 基本性 ， 把时 间 作 为 行 动 理论建 构 的 内 在 动 力 ，以 上访名 义 对 一 矿 业 公 司 实施 敲诈 ，

２００ ８ 年 １ １ 月

行 动理论要处理 的 正 是 时 间 影 响 下 目 标 实 现 的 不２ ８ 日 被 判 有 期 徒 刑 ３ 年 ，
宣 告缓 刑 ５ 年

５

。

确 定性 问 题
：

ｎ  ］

。 对一些 信 访 人 而 言 ， 最 突 出 的 表
“

Ａ ＰＥＣ
”

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 是亚太地 区最

现是 他 们 对 社 会 时 间 的 选 择 。 例 如 从 上 访 时 间具影响 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 ， 会议 召 开期 间也成为信

看 ， 信访行 为具有择 机性 ， 农 村 集 体访一 般 选 择 在访人选择信访的时机 。
２０ １ ４ 年 〗 １ 月 ９ 日 １ ２ 时许 ，

山 东

农忙 过 后 的 淡 季 ， 特 别是 冬 天 比较 多
２ １

：

， 民 办 老 师省
一

中 年农妇进京 来到 ＡＰＥＣ 会场 外 冲 击 会场 并试 图

选 择 在教 师节 上 访 。 不 同 背 景 的 信访 人 会 选 择 不服毒 ，
被安保人 员 制 止并送 医 院救治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１ ７

同 意 义 的 社 会 时 间 进 行 信访 ， 且 社 会 时 间 可 分 为曰
，
检察机 关 将 本 案 向 法 院提起公诉 。 法 院 审 理后认

常规时 间 和非 常规时 间 。 为 ： 被告人 为 达 到 个人 目 的 ， 在公共场 所 闹 事 ，
造成公

（

一

） 常 规重大 时 间 点共场 所秩序严 重混乱 ， 其行为 妨 害 了 社会管理秩序 ， 触
“

春节
”

是 中 国 传统 的盛 大 节 日
， 信访人在 春 节犯刑律 ， 构成 寻衅滋 事 罪

％

。

期 间进行上访更 能 引 起 舆论 关 注 。
２ ０ １ ０ 年 春 节 大可 见 ， 无论是常规还是非 常规重大时 间 点 ， 均是

年初 三 的 上 午 ， 陕 西 一访 民上 访 ９ 年 未 果 ， 在 新年 炸由 社会活 动 、社会事件而设立 的社会时 间 ， 这类社会

县政府 大楼
， 爆 炸 后 他没有选择逃跑 ，

而 是停 留 在 现时 间 深刻影 响着 人们 的 生 活 节 奏 与 日 常 活 动 ， 也影

场 直 到 被捕 。

一 居 民 将现 场 照 片 传 到 天 涯 社 区
， 呼响 着信访行 为 的 时 间 选择 。

吁社会 关 注
①

‘ ‘

七－
” “

八－
”

是党和军队的重大庆祝 Ｕ
， 转业 复四 、 社会 空 间 建构下的柄 访行为

员 军人往往对党和军队有着特殊 的情怀 ， 他们 的处境齐 美 尔认 为 ： 空 间 可 以 是被某种 社会形 态 加 以

和诉求军人更加 了 解 ， 也希望得到军人领导 的关切 和填充 的 空 虚 和 无价值 的地域性 的 空 间 环境 。 当 然 ，

答复 ， 所 以往往选择在此庆祝 日 信访 。 ２〇〇５ 年 ７ 月 底 ，在有些事件 中 ， 空 间 的 形式 条件也 可 能 凸 显 为 一种

几个 内 退或 下 岗 的 战友鼓动 身 为 军 转干部 、老 党 员 的重要 的 影 响事件 的 力 量
［

２ ２
：

。 社会互 动 在 空 间 结 构

某 男 子趁八一建 军 节 去 军 分 区 集会上访气，下 以 不 同 的形式利用 、 支 配 和控制 空 间 ， 延雇行为 的
“

十一
”

国 庆节 和
“

两会
”

分别是 国 家层 面 的 节 庆意 义 。 不 同 的社会 空 间 建构 着信访 行 为 ， 不 同 空 间

和会议 ，此期间 已 成 为信访高峰时段 。
２００３ 年 １ ０ 月 １的信访行 为 有 不 同 的

“

内 涵
”

。 政 府 机关 、 使 领 馆 、

曰 上 午 ，

一 名 中 年 男 性上访人在 北 京 天安 门 广 场 自 焚广场 、商场 、 车站 、媒体大楼等 ， 常常成 为信访人反应

受伤 ， 在 自 焚 现 场 ，
还 有 一 名 与 他 同 来 的 男 性 上访 人信访诉求 的热 门地点 ｃ

员 。 自 焚 者是一位 ４９ 岁 的 下 岗 职 工 ， 希 望 国 家政策 可 （

一

） 政府机关关联 官 员 的 注意

以 改 变他 的 生 活 处境 ， 于是选择在 国 庆 节 这 类 国 家 重信访人 的诉求通 常需政 府 协调 方 能 达 成 ， 信访

大节 庆 日 做 出 过激行 为
？

。
２０ １ ０ 年 ３ 月 １ ０ 日

，
全 国 两之地除信访办之外 ， 政府 机关首 当 其 冲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会期 间 ，
湖 南 省 某女士 因 派 出 所 不 立 案 等原 因 到 北 京月 ２ ８ 日 上 午 ，

信访人在 自 己 的 信访 事 项 已被依 法 终

上访
，
当 地 官 员 劝 她 回 去后 就被拘 留 ５ 天 。 该 女士６结 的 情 况 下 ，

依 然 以 信 访 为 名 糾 集 另 外 几人到 省 委 、

年进京 ２３ 次
，
经 常选择在 两 会期 间 信访 ， 希 望 解 决 自省 政府 南 门 非 法 聚 集 上 访 ， 与 执 勤 人 员 发 生 吵 闹

，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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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年

重影 响 了 省 委 、 省 政府 的 正 常 办公秩序
？

。
２０ １ ５ 年站 、东直门枢纽站 、西直门枢纽站等车站都会有大量乘

３ 月 １ １ 日 上 午 ，

近 ２０ 名 穿 白 戴 孝 的 村 民 ， 拉 着 横幅客过往 ，
也因此成为信访人的行动地点 。

２〇 １ ５ 年 ４ 月 ２

封堵 了 某 市政府 的 大 门
， 原 来该 村 某 妇 女被

一 辆砂日 晚 ， 广 东 省 一 些人上访 ， 部 分诉 求 已 解决但仍挑事 ，

石 车撞伤 经救治 无 效后 身 亡 。 因 死 者 家属 和 肇 事 方少数挑头 滋 事分子 煽 动部 分人 员 ，
从 高铁站后 山扒开

就 民 事赔偿 问 题 多 次协 商 无 果 ，
于 是便 意 图 通过上铁丝 网进入高铁站站 台 ，

造成高铁短暂停运
？

。

访 形 式达成其单 方 意 愿 。
此行 为 致使政府工 作人 员 （

四 ） 电视台 、报社等关联媒体的 注意

及 办 事群众 无 法进 出
，
就连政府 门 前 道路也 出 现堵电视 台 、报社等通过新 闻发布 ， 有广泛 的社会影

塞 ， 严 重影 响 了 社会秩序
？

。 响力 ，
也会对涉事方带来压力 。 信访人选择在此类

（
二

） 使领馆关联 国 外宾客 的 注意地方信访 ， 希望将信访诉求扩大为新 闻 ， 甚至让信访

外 国 驻华使领馆接待 国外宾 客 ， 使馆 区 的秩序内 容成为公众舆论 ，
以 引 起上级领导重视 。 地方干

形象代表着 国 家形象 。

一些信访人利用 国 家对使馆部非常忌讳媒体曝光信访事件 ， 媒体也 因 此成 为信

区秩序 的重视 ， 专 门 到 外 国 驻华使 领馆驻 地进行信访行为扩大影 响 的捷径 。 ２０ １ ４ 年 ７ 月 １ ６ 日
，
７ 名 上

访 ，

一方面可 引 起 国 外宾客 的注意 ， 另
一方面使各级访 户 在 中 国 青年报社 门 口 服农 药 后 倒 地 。 根据现场

政府倍感压力 。
２０ １ ３ 年起 ，

信访人 多 次前往 外 国 驻遗 留 诉 状 的说法
，
这 几人 中 曾 有人 因 拆 迁 问 题被 关

华使馆等地进行非 法 上 访扰乱秩序 ，
被 北 京 公安机黑监狱 。

一 名 知情 者 称 ，
这 些人之所 以 选择在 中 青

关和鹿城公安机 关教 育 、 训 诫 、 行政 处 罚 后 ， 屡教不报 门 口 滋 事 ，
是希 望得到媒体 的 帮 助

⑧
。

改
，
无视法律规定 ，

仍 以 此种 非 法 方 式扰乱社会秩序ｔ■＾人 土 从 斗 方

以 期 达到 个人 目 的
，
被判 处有期徒刑 －年半

③
。五 ＇社会时 全与信访 ＜丁为 的关 系

（
三

） 广场等人流集 中地关联 民众的 注意 （

一

） 时空是信访行 为 的建构要素

天安 门 广场地处长安街 ， 毗邻交通要道 ， 且每天社会 时空体现着信访行为 的节奏 ， 信访人根据

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 这里发生 的 信访事件会立 刻 引特殊 的
“

时空 系统
”

来规划行动 ， 社会时空 因 而成为

发 民众与 国 外媒体 的关注 ， 产生 国 际影 响 。
２００３ 年信访行为 的工具 ， 是信访行为 的建构要素 。

９ 月 １ ５ 日
，
安徽省 某信访人在 天安 门 金水桥前 因 拆在社会时 间 上 ， 农耕时节 的农 民忙于耕种土地 ，

迁 糾 纷 而 做 出 自 焚这
一过激行 为

？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８贩卖果蔬 ， 时间 和精力 受 限 。 等 到农活 的淡季尤其

曰 广 平 县 某信访人到 天安 门 地 区 非 法 上 访 ，
被公安是冬天 ，农 民有 了 较多 闲暇时 间 ， 则更有可能利用此

机 关 查 获并给 予 训 诫
？

。段空 闲进行信访活 动 。

“

八一
”

建军节是军人 的节

大型知 名 商场 聚集普通购 物人群 ， 也吸 引 国 内日
， 与军队有关的信访人认为 在这个特殊节点信访

外游客光顾 ， 在此类地方发生 的信访事件 ， 容易 引 起更有价值 。

“

七一
” “

十
一

”

和
“

两会
”

是全党 和 国 家

民众 围观和媒体传播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４ 日 中 午 ，

王 府的节 日 与重要会议 ，

一些检举行政官员 贪污腐败 、要

井 大街丹耀 大厦 门 前有 ３ ０ 余人躺 倒 在地 ，
现场 发现求解决历史遗 留 问题的信访人容易选择这些时 间点

装有农 药 的 药瓶 。 上 述人 员 系 黑龙 江 省 绥芬 河 市 个进行信访 。

“

元旦
” “

春节
”

是节假 日 ，

“

奥 运 会
”

是

体 出 租车 司 机 ， 来 京反映 出 租 车 续 租及换 车 等 个人世界性 的重大赛事 。

一般来说 ， 节 日 和赛事期 间政

诉 求 。 由 于 王府 井 地 区 特 殊 的 地理位 置 ，
该 事件迅府都忙于庆祝或安排 活 动 ， 更加担心 突 发事件 的发

速传播
？

。生 ， 而
一旦 发 生也会立 刻 引 起 国 人 的 关 注 与讨论 。

火车站以及重要交通枢纽站 ， 如北京 的 四惠枢纽信访人恰恰利用这种 心 理 ， 特意选择此社会 时 间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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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涛 ， 等 ： 社会时空 与信访行 为


３ ３

＿

作为行动时机 。 这里 ， 社会时 间 不仅仅是 引 领 串 亲是成为社会资源 和 社会关 系
［
２ ５

］

。 时 间 和 空 间在特

戚 、看朋友 、看 比赛等社会 活 动 的 时 间 ， 也变成 了 信殊情形下能够形成一种资源和策略 。 信访人为 了顺

访者行动 的时 间 ， 成为信访行 为 的节奏 。 不 同 社会利解决诉求而使社会时空转为便利 的 资源和行为 的

时间受到不 同 类 型信访者 的青 睐 ， 并将此作 为
“

有策略 ， 令时空功 能分化 。 信访人赋予 时空 的增生功

力助手
”

以 达 成 目 的 。 而 在 社会 空 间 下 ，

“

政 府 机能引 发 了社会失序 ， 这种紊乱 的 功 能分化将影 响社

关
” “

使领馆
” “

广场等地
”

和
“

电视 台 报社
”

不 仅仅会稳定 。

是地域空 间 ， 更是特殊 的
“

事件
”

空 间 。 信访人进行 （
三

） 信访行为 使 时 空具有风险性

信访可能会得 到 官 员 、 外 国 宾 客 、 民 众和 媒 体 的关在社会 时空视角 下 ， 信访人选择信访时 间 和空

注 。 信访者将这些地点作 为信访工具 ， 有所指 地进间有一定规律 ， 致使某些特殊 的 时 间 与 空 间具有社

行信访活动 。会风险 。 以往在
“

元旦
” “

春节
” “

十一
”

等 节 日 ， 社

可见 ， 时空被利用作为信访行 为 的建构 因 素使会 的整体意识是轻松愉悦地度过共有节 日 ， 如今每

信访行为极具 目 的性与指 向性 。 时空与社会变成 了逢此类重大节 日 ， 信访部 门 及各级政府机关 的 整体

类似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关系
［
２ ３

］

， 时空 的 建立受到意识转为高度 紧张 的提 防信访人 的极端 闹 事行 为 。

人们文化行为 的影 响 ， 人们 的 行 为 又受 到 时空 的 建在时空上 ， 虽然无法精确预测信访行为的 出 现 ， 却需

构 ， 成为时空 的 产物 。 信访人通过对时空 的 选择表做好维稳措施 ， 降低风险 。 为此 ， 信访相关部 门 不仅

达着 自 己 的需求 。要赶在节 日 和大 型 活 动前做好维稳预案 ， 尽量做到

（
二

） 信访行为 令时空功 能分化
“

零信访量
”

，
也要在节 日 期 间加强

“

天安 门 广场
”

和

信访人选择时空存在
“

差序格局
”

特征 ， 即 由 于人流量大的火车站 、地铁站 等地 的 安保 、 防爆措施 。

信访背景和诉求 的 不 同 ， 在选择不 同 的社会时空 时上述特殊社会时间 和空 间在信访行为 中 已 成为重点

亲疏有别 。 信访人更愿意选择与背景有情感关联的防控与维稳的 时 间 和空 间 ， 较之其他 时空更具风险

时空
，
也更愿意选择与诉求贴近 的时空 。 在时 间上 ，性 ， 更需格外管控 。

时 间 的存在本是令人们 了 解 目 前 的 时 间 状态 ， 知 晓同 时 ， 信访行为也会多次 出 现在不 同 的
“

意外
”

行为快慢 。 如学生在考试开始时会仔细揣摩题 目 的时空 。 如复员 军人偏好在
“

八一
”

节信访 ， 但也可 能

思路 ， 等到还有 １ ０ 分钟则会加快速度 把题 目 完成 。出 现在五一信访人群 中 。 农 民倾 向 冬季信访 ， 但也

而在信访行为 中 ， 军人倾 向 在
“

八一
”

信访 ， 对政 策会在夏季进行信访 活 动 。 当 信访行为 不 固 定 的 、无

不满者倾向在
“

两会
”

信访 ， 不 同信访人对于 时 间 的序 的 出现时 ， 人们便无法估测 当 下时空 中 意外事件

态度参差不齐 。 在空 间 上 ，

“

政府驻地
” “

外 国 大使的突生 ，也无法做充足的准备 ， 从而使某些时 间 与空

馆
” “

电视台杂志社
”

本是工作之地 ，

“

天安 门 广场
”

间 承载 巨 大风险 。

是热 门旅游地点 ， 北京 是 中 国 的 首 都 ， 也是全 国 政

治 、文化 中心 。 信访人把上述地方视为权威 、权力 的

象征 ， 导致越级访 、进京上访频发 。 这些社会时间 和在时空社会学视角 下 ， 社会时 间 可展示信访行

空 间被信访人根据各 自 不 同原 因有针对性地选择和为 的节奏 ， 社会空 间则可成为信访行为 的有效场域 ，

利用 ，具备 了一种增生 功能 ： 在信访人那里 肩 负
“

威社会时 空 与 信访行 为 紧 密 关联 。

“

元 旦
” “

春 节
”

胁
”

上级的任务 ， 被 添加
“

引 起重视
”

的职能 。 这种
“

七一
” “

八一
” “

十一
”

和
“

两会
”

等时 间是信访人 的

社会时空 的增生功能是在信访行为 的选择下从单纯常规社会时间点 ， 而
“

奥运会
”

和
“

ＡＰＥＣ
”

等是非 常

的实际功能 中分化而来 。规社会时间点 。 同 时 ， 在
“

政府
” “

使领馆
” “

天安 门

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 的重要特点 ，

一种制 度或广场 、商场 、车站等人流集 中 地
”

和
“

电 视 台 、报社
”

结构 皆有可能被分化 出 额外 的 功能 ， 社会 时空 在信进行信访能分别 引 起官员 、外 国宾客 、群众和媒体的

访行为 中则具有额外功能 。 社会时 间往往成为一种关注 。 因而 ， 这些空 间也成为信访行为 的高发之地 。

策略 ， 时间 的策 略涉及对时 间 的有 目 的 的操纵 ， 目 的在实践 中 ， 社会时空建构着信访行为 ， 而信访行为也

就在 于 获 得 或 者 显 示 诸 如 权 力 或 忠 诚 之 类 的 因改变着时空 的功能与性质 ， 不仅令时空 功能分化 ， 而

素
［
２４

］

。 时 间 和空 间不再仅仅是社会活 动 的环境 ，
而且导致某些时空承载着风险 。



Ｊ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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