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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 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

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 滋养、 壮大和发展自己。 当前， 全球

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 互动效应更为明

显。 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 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

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

国战略， 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 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

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 所出版的

“经济科学译丛"、
“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
”

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

迎。 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 本套丛书则旨在迻译国外当

代学术名著。 所谓
“

当代
“

， 我们一 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
“

名著
“

， 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

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 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 经

过不断地筛选和积累， 将成为当代的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 成为

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 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 加之判断标

准的见仁见智， 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 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

意。 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 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 我们深信， 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 这套丛书

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且必…＾ 祝1I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 呼唤着新

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 而知识的传承， 学校的繁

荣， 思想的进步， 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
新闻与传播

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
的创设， 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

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 以一 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

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 以便

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 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 梁启超呼吁：
“
国家欲自强， 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

自立， 以多读西书为功。
”

自近代起， 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迻

译， 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 然而， 由于中

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 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
“

今之所

译， 直九牛之一毛耳“， 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

科还要落后许多， 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 这与处在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 也间接

造成了新闻与传播
“
无学

”
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 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

已有半个世纪， 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 少数中 译本如卡斯

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
“

内

部批判版
”

的宇样， 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 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

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 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

福。 可以说， 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 比起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

法学、 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 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新闻与传播教育

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 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 我

们必须承认， 到目前为止， 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 而日见

I n卜
一｀

她霆l



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 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 但是仍

处在
“

初级阶段
＂

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 这两个 80%

倒置的现实， 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 定程度

上的肤浅化、 泡沫化。 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

但是其水准、 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 ”后天失调 ” 的尴尬。

我们知道， 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 传播学则是社会学、 政治学、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 因此， “新闻

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 选择的著作， 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

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 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

点。 我们并不以所谓的
“

经验学派／批判学派
”

和
“

理论学派／务实学

派
” 划线， 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 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

英、 德、 法、 加拿大、 日本等国）、 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 力争将20

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

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 对于文本有两种解

读方式： 一 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 tion)的解读， 另一

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 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

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 从而领

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 从文本

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 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

要是笫一种解读方式， 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 为读者从他们

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 惟事者知之。 ” 从事这种恢弘、 迫切而又繁难的工

作， 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 我们自知

学有不逮， 力不从心， 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

编委会

l-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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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前言

一、 塔尔德的再发现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 1843—1904) 

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 在社会学、 社会心 理学、 刑

事犯罪学、 统计学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 对后世产生了

深刻影响。

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两个高潮。 从他在世的19世纪

末到20世纪20年代， 他在欧美的哲学、 社会学、 人类

学、 心 理学等社会科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为第 一

个高潮。

第 一个高潮在美国涌现出一些美丽的浪花。 芝加哥
社会学派的鼻祖罗伯特· 帕克(Robert Park)、 美国人
类学界的祖师爷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都深受

他的影响。 美国社会 心 理学的开山祖E. A. 罗斯(E.

A. Ross) 1908年的《社会心 理学》， 是美国人传播塔尔

德社会心 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 本书的英译者横跨

人类学、 民俗学、 社会学的大家埃尔希· 克鲁斯· 帕森

斯夫人也深受他的影响。

「`如训1, 1 | 



笫二个高潮始于 20 世纪后半叶，标志之一是芝加哥大学大名鼎鼎

的社会学家特利.N.克拉克(Terry. N. Clark)根据塔尔德的著作

编辑翻译的《传播与社会影响》，该书于 1969 年问世。

深受他影响的美国著名学者还有： 富兰克林 ·亨利 · 吉丁斯

(Franklin Henry Giddings)、 詹姆斯·波尔德温(James Baldwin)、 阿

尔比昂·斯莫尔（Albion Small)、 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 赫

伯特 · 布鲁默(Herbert Blumer)、 莫 里 斯 · 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 拉尔夫. H. 特纳(Ralph H. Turner)、 路易斯. M.基

利安(Lewis M. Killian)、 库尔特·兰(Kurt Lang) 和格 拉迪斯·恩

格尔·兰(Gladys Engel Lang)、 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Shils)。

四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研讨传播问题，也

受到他的启示。 他们是米德(Goerge Herbert Mead)、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杜威和帕克。 后世传播学家把他们奉为先驱。 大哲

学家杜威十分关注 “ 大众“ 社会的现象，希望媒介能
“ 重组大众社会

中的群体” 。 库利揭示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文化，他进行了第一

次尝试。 帕克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莫基人之一，最先将报业当成社会

与文化机构来研究。 米德是社会心理学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 美国学

术界的社会学习论、 创新扩散论和意见领袖论，都脱胎于塔尔德
”

模

仿理论” 。

让我们从特里.N.克拉克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5) 的长篇绪论中撕取三段话，从中管窥塔尔德对 20

世纪美国心理学、 人类学、 社会学和传播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詹姆斯·波尔德温认为，他是
“

在世学者中声誉最卓著的社

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之 一。
“

阿尔比昂·斯莫尔认为，
“

塔尔德目前

是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先驱里杰出的一一一也许是最杰出一的先

驱。 ” 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 赞誉塔尔德是
“

当代领头的

思想家之 一
＂ 。 富兰克林·吉丁斯在英文本 《模仿律》的序言中也

对他赞誉有加。

他给美国第 一位人类学系主任弗兰茨·博厄斯
“

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
“

,
”

并通过博厄斯而深深地影响了数以十计的美国人类学

家
＂

……奇怪的是，塔尔德可以给人类学界的论战双方提供灵感，

既激励文化扩散说的于将，又激励独立发明说的学者， 因为他给

两种文化现象都提出了基本的原理。

1 2 t被-＇；寸



通过帕克， 你可以在后来许多论公众、 集体行为和大众传播

的学者身上看见塔尔德思想的烙印。 这些学者有：赫伯特·布鲁

默、 奠里斯·詹诺维茨、 拉尔夫. H.特纳、 路易斯. M.基利

安、 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 爱德华· 西尔斯论中

心和边缘的文章使塔尔德含笑九泉。

中国学者对塔尔德的研究 ， 也成为这第二个高潮中的 一 朵浪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传播学的 “大师经典系列 ” 译丛， 收入了塔

尔德的《模仿律》和《传播与社会影响》， 这就是对中国学术界研究塔

尔德兴趣的呼应。 中国的法学界、 心理学界对塔尔德的研究早已开始 ，

但仅限于几篇论文。

塔尔德在中国法学界和 心理学界产生的 影响显而易见， 传播学界

对他的研究却刚刚开始。 法学家推崇他的《刑法哲学》， 对他的犯罪社

会根源说深表赞同， 心理学界推崇他的《模仿律》， 尤其是他的模仿说

和人格理论。 我们希望，《传播与社会影响》和《模仿律》的出版 ， 能

够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一 笔丰厚的遗产。

《传播与社会影响》的中文版是根据1969年美国的英文版翻译的。

这本书的英文译者是关国著名社会学家、 国际社会学会会长特里·
N•克拉克(Terry N. Clark)。 他为英文版做的几万字序文是献给塔

尔德的一 座丰碑， 充分说明这个社会学先驱在美国人心 目中的崇高

地位。

《模仿律》的中文版是根据一百年前美国的英文版翻译的。 这本书

的译者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心和序文作者吉丁斯©都是美国著名的

社会学家。 兹引用吉丁斯教授的几段话， 以显示塔尔德在他们心目中

的崇高地位。

”《模仿律》是他最有趣、 最重要的著作。 他是名副其实的 哲学

家……美国学者早已熟知他意义隽永的著作。”

＂《模仿律》1890年出第一版 ， 1895年出第二版。 此时， 塔尔德已

0 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 1874—1941) 美国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 民俗学家、 社会批评家，曾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 民俗学会会长、 民族学会会
长，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宗教和美国黑人的民俗研究中成就杰出 、 贡献卓著，著《宗教纯
洁〉人《恐惧与常规》、 《家庭》、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宗教汃《杜会自由》、 《社会规则》、 《守
旧的妇女》。 中译者注

＠ 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 1855�1931) -美国社会

学家，社会学先驱，以
“

类群意识
”

说闻名，代表作为《杜会学原理》、 《人类社会的理论研

究》、 《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 一中译者注



经完成现象存在的哲学体系，而且迅速将自己的构想用文字表现出来。

和一般的哲学家不一样，他风格紧凑，言简意陔，条理清晰。”

二、 塔尔德为什么受到遮蔽？

既然塔尔德是世界级的学术巨人，为什么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呢？

既然他身居法国社会学的三位创始人之列，为什么他的思想长期受到

遮蔽呢？世人对他的影响认识不足，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长期滞后，

何以至此呢？这要从法国学界的门派之见和语言的隔闵说起。

先说法国学界的门 派 相 争。 奥古斯特 ·孔 德(Auguste Marie

Francis Comte, 1798—1857)、 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 和塔尔德，同为法国社会学的先驱，三人的命运却大不

相同。 孔德是法国社会学的老祖宗，孔德死后的两大主帅却势不两立。

迪尔凯姆和塔尔德两人在世期间以及两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 迪尔

凯姆占了上风，塔尔德的思想却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 让我们将他们

两人门派相争的因果归纳如下：

1. 孔德的思想偏重实证主义哲学，塔尔德偏重抽象的哲学思辨，

虽然他也借用统计学来阐述他的《模仿律》 和《刑法哲学》。 迪尔凯姆

得到孔德思想真传，把实证主义推向极端，塔尔德偏离孔德的传统，

自然就享受不到他的荫庇。

2. 在法国的两股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中，他代表着弱势的一方。

孔德去世之后，社会学两大流派的主帅分别是迪尔凯姆和塔尔德。 他

们代表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迪尔凯姆继承笛卡儿主义，塔尔德代表

的是自发性思潮。 迪尔凯姆倾向于极端的唯实论，塔尔德则自称是唯

名论者。 迪尔凯姆主张社会学与哲学、 本体论、 形而上学决裂，塔尔

德主张开掘这些宝藏。

3. 在两套敌对的学术体制中，迪尔凯姆处在强势的一方，塔尔德

处于弱势的一方。 迪尔凯姆的立场是教会、 政府、 军队和国立大学的

立场；塔尔德抱定反资产阶级、 反体制的姿态。 塔尔德是自发性思潮

的代表，反映破落贵族、 乡村农夫、 都市无产者的立场，从唯美、 政

治和经济的角度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

4. 迪尔凯姆在国立巴黎大学执教，垄断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塔尔

德在私立大学任教，而且这些私立大学后来纷纷衰败，所以他只能够

在国立大学之外享有盛名。

5. 巴黎大学授博士学位，所以迪尔凯姆有世代嫡传的弟子担任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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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手；塔尔德执教的法兰西公学是私立大学， 不授博士学位， 所以在
法国的学术精英中， 他没有多少嫡传弟子， 也没有多少人继承、 弘扬
和鼓吹他的学术成就。

6. 塔尔德的大多数著作没有及时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 故而不
能在英语世界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

7. 塔尔德的 “模仿说“ 可以比较完美地解释心理现象和社会事
实， 他认为社会学与心理学密不可分；迪尔凯姆拒绝这样的观点， 认
为社会学不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

这样一 个大名鼎鼎的学术巨匠在中国不太为人所知， 原因很简单，
他的十几部社会科学著作， 只有人零零星星地提及， 没有人动手翻译。
他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2005年， 离他去世已经101年了。 由此可
见，《传播与社会影响》 和《模仿律》 的中文版问世有利于中国学术界
“再发现“ 塔尔德， 有利于我们对他做一 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社会心理
学、 社会学、 刑法学、 犯罪心理学、 统计学、 传播学、 经济学、 哲学
界的朋友们都可以从中 “ 各取所需＂。

三、 塔尔德在传播学中的地位
塔尔德是社会科学巨匠， 他当然可以进入 “社会学大师 ”、 “法学

大师 ” 的行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的著作放进 “传播学经典” 之
中呢？要而言之， 有以下几个理由：

1. 传播学滥觞于20世纪前夕， 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 定型于

20世纪60年代， 蓬勃发展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塔尔德的学术思想
活跃于20世纪前后的40年， 那是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 各门学

科互相渗透， 难解难分， 所以他横跨当时最重要的几门学科， 是非常
自然的。20世纪传播学诞生之后， 人们到此前的学者和学科中去寻找

它的根基、 胚胎、 萌芽， 是理所当然的。 传播学的源头不仅可以追溯
到塔尔德， 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欧洲传统， 甚至是古希腊的学术传统。

2. 传播学是 一 门大杂桧， 直到今天， 围绕它的学科地位、 源头、
莫基人、 主帅， 以及它的学科范围和前景， 还存在不少争论， 传播学
要在学科内外寻找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 笔者2003年为华夏出版社翻
译《交流的无奈》、 随即又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译介塔尔德的著作，
也是这种寻求的一 个折射吧。

3. 学界公认的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 eld) 提出
的 “两步流程传播说”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民意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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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调查， 其实和塔尔德的思想就有先后的继承关系。
4. 他关于 “群众”、 “公众”、"舆论”、 “传统”、 “理性”、 “报纸”、

“书籍"、 “模仿"、 “发明 ”、 “信念”、 “欲望 ”、 ”时尚 ”、 “传统”、 “ 宗
教”、 “ 崇拜”、 “对立” 的论述， 仍然极具震撼力。 一 百年后， 其中的
一 些精华仍然使人觉得难以超越， 你不得不佩服他这样先知先觉的天
才。 所有这些观念和思想无不成为美国传播学界长期使用的有力工具。

5. “模仿即是传播” 一这是我对塔尔德模仿观念的理解、 翻译
和表述。 塔尔德的 “模仿" (imitation)， 其实就是 “传播” (commu
nication)。 今天的传播学家把 “传播”

一词无限泛化， 这和塔尔德泛
化 “模仿” 是一 回事。 我们把上文里的关键词语做一 点置换， 不就得
到了今天传播学的关键词语吗？ “模仿＂ ＝传播； “从内到外的模仿"
＝从内到外的传播； “从上到下的模仿＂ ＝从上到下的传播； “从下到
上的模仿＂ ＝从下到上的传播； “双向流动的模仿＂ ＝双向流动的传
播。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6. 本书第五章 “逻辑模仿律” 中论述的各种模仿规律也就是传播
规律， 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可以从他这里学习到方法论和分析框架。

7. 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 “超逻辑模仿律＂ 详细论述了 “模仿律”

本身的演进规律， 又将其用来分析和描述语言、 宗教、 政治、 立法、
经济、 道德和艺术等领域里的文化演进、 变迁和传播。 这里的许多闪
光思想仍然可以照亮我们今天传播学的研究道路。

四、 本书精要
在塔尔德的十余部社科著作里， “模仿律”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把这些模仿规律细分为 ＂逻辑模仿律” 和 “超逻辑模仿律“ , “从内
心到外表” 和 “从上到下“ 扩散的模仿律， 还有双向互动中必然包含
的 “从下到上“ 流动的模仿律。

请容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塔尔德 “模仿律” 的几个核心概念和首
要规律概括如下：

1. “模仿＂。 塔尔德主张泛模仿说，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模
仿。 在本书第二版序中， 他给模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

一个头脑对隔
着一段距离的另 一个头脑的作用， 一 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 一 个感光灵
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我所谓模仿就是这种类似
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 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被动的还
是主动的。 如果我们说， 凡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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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两者之间就存在着这个意义上的模仿。
”

他把模仿的重要性推到极

端。 他说：
“
模仿是不可抗拒的：社会是模仿 (Society is imitation),

模仿仿佛是梦游症。 ” (74 页， 以下页码均为英译本页码）他又说：

“一切或几乎一切社会相似性都来自于模仿， 正如一切或几乎 一切生物

相似性都是靠遗传获得的。”(98页）他区分各种各样的模仿：
“
模仿有

风俗模仿或时尚模仿、 同感模仿或服从模仿、 感知模仿或教育模仿、

不知不觉的模仿、 有意识的模仿， 如此等等
＂
。 但是他强调无意识的模

仿：
“
模仿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 有意或自发、 自愿或不自愿的……许

多模仿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无意识的、 无意为之的。 口 音和举止的模仿

就是无意识的， 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关的理性和情感的模仿行为， 常

常是无意识的、 无意为之的。” (192~193页）

2. “反模仿 (counter-imitation)”。 这是他在第二版序中提出的一

个新观点： “
实际上， 模仿有两种， 一 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对象， 一 种

是反其道而行之。 ……社会由一群人组成， 他们表现出来的许多相似

性， 是模仿或反模仿 (counter-imitation) 造成的。 人们经常进行着 反

模仿， 尤其是在不虚心向别人学习或没有能力搞发明的时候。 在反模

仿的时候， 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 刚好是相反的。 ” 他又

说：
“
我不是说反模仿一无是处。 虽然反模仿培养党派精神， 也就是造

成人与人之间平和与好斗的分裂， 但是它使争鸣的人享受到探讨问题

的纯社会性的乐趣。 ”

3. “非模仿 (non-imitation)”

。 所谓非模仿就是无模仿。 他说：

“我们不能够把反模仿和系统的非模仿混为一谈……非模仿并非总是一

个简单的否定的事实。 由于不可能接触而没有社会接触， 没有接触就

没有模仿。”纵向的非模仿就是斩断传统， 横向的非模仿就是拒绝模仿

邻居、 异族， 拒绝屈从于外来压力。 非模仿的思想曾经在博物学派中

所向披靡， 一个
“

最卖劲的一 种论证是， 日本和中国这两个远东民族

将一切欧洲文化堵在门外。 ” 同时他又认为，
“
非模仿

”
是正常的情况，

他告诫中国人说：
“

如果中国下决心承认， 我们在某些方面比她强， 她

也会最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文化。 不过为她自己的好处起见， 我希望她

承认， 我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她。 ”

4. “逻辑模仿律
”。 这是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内在逻辑规律。 和传

统越接近的发明越容易成为模仿对象， 与先进技术越接近的发明越容

易成为模仿对象；地位最高、 距离最近的人 最容易成为模仿的对

象－这就是
“

逻辑模仿律”
。



5.“超逻辑模仿律”。 这是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外在社会规律。 越
是满足主导文化的发明，越可能被模仿— —这就是 “超逻辑模仿律”。

6.“风俗” 与 “时尚＂。 风俗是强劲的大潮，时尚是流行的小溪：
“ 如果和风俗的大潮相比，对时尚之潮的模仿仅仅是一股辱弱的小溪而
已。 这必然是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141页） “ 优势常常站在新颖、
奇异的模式一 边时，那就是时尚的时代。”(140页）“ 古老的模式占压
倒优势的时代，是风俗的时代。”(140页） “风俗一时尚— —风俗.
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循环图。 时尚扎根而成为风俗。 “ 风俗向时尚过渡，
然后又回归更加广泛的风俗。”(140页） ”在风俗呈上升趋势的时期，
人们热恋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因为它们诬歌的对象首先是
过去。 相反，在时尚主导的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时代感到骄傲，而不
是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142页）

7.“从内心到外表” 扩散的模仿律。 这是 “超逻辑模仿律” 之一 。
任何模仿行为都是先有思想上的模仿，后有物质上的模仿。 换句话说，
思想的传播走在表达的传播之前； 目的的传播走在手段的传播之前。
换言之，模仿的社会行为一 定要思想先行。 他从大尺度的历史现象中
举出一 些例子，其中之一是： “模仿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
的……16世纪，西班牙的时装之所以进入法国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西
班牙文学的杰出成就已经压在我们头上。 到了17世纪，法国的优势地
位得以确立。 法国文学君临欧洲，随后法国艺术和时装就走遍天下。
15世纪，意大利虽然被征服并遭到踩瑚，可是它却用艺术和时装侵略
我们，不过打头阵的还是他们令人惊叹的诗歌。 究其原因，那是由于
它的诗歌挖掘和转化了罗马帝国的文明，那是因为罗马文明是更加高
雅、更有威望的文明，所以意大利征服了征服者。 此外，法国人的住
宅、服装和家具被意大利化之前，他们的习惯早就屈从于跨越阿尔卑
斯山的罗马教廷，他们的良心早就意大利化了。”(199页）随后他又
举了一个习以为常的例子：“如果儿童不是从里到外地模仿成人，他们
怎么能够先听懂话然后才说出来话来的呢？” （205页）

8.“从上到下” 辐射的模仿，也就是 “下对上” 的模仿。 这是
“超逻辑模仿律” 之二。 地位低的阶层和个人总是模仿地位高的阶层和
个人，这是从高位到低位辐射的模仿。 这个规律一般人很容易理解，
因为它最普遍。 我们随意举几个例子吧。”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模仿
总是从高到低、从高位人到低位人。”(232页）“ 巴黎是法国的喜马拉
雅山；毫无疑问，它凌驾于外省的气势很有一 种帝王的霸气，很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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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东方的迷人色彩，比昔日宫廷凌驾于它头上的气势有过之而无不

及……它韵味无穷、 使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刹那之间就可以传遍辽阔的

国土，它的影响如此深刻、 完全而持久，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乡下农夫佩服和钦佩的那种贵族。 他们与城市劳工的关系就像劳工与

雇主的关系。 这就是乡下人往城里移民的原因。” (226页） ”
一 个首

都、 一个现代大都会是所有人的笫 一 选择，是所谓精华……城市把四

面八方头脑最活跃的人、 最不安分的人、 最适合利用现代发明的人吸

引到自己的麾下。 这就是城市组建自己现代贵族的方式，这是百里挑
一 、 不能世袭的贵族，实际上是像士兵一样应召组成的群体。”(227~

228页）

9. “从下到上
“ 辐射的模仿律，也就是

“

上对下” 的模仿。 这是

社会上层对下层社会模仿的规律。 这和笔者曾经提出的观点有异曲同

工之妙。 我在1997年《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撰文《水向高处流》探

讨的，也就是这个规律，这就是低文化对高文化的影响。 我举了一些

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例子。 塔尔德举的日常例子有： ” 即使在口音

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 城里人对乡下人、 白种

殖民者对黑人土著、 成人对儿童、 上层人对下层人的影响； 因此在书

写、 手势、 表情、 衣饰和风俗上，高位人对低位人的影响就更加强大

了，更不容置疑了。”(217�218页）他举了历史上征服民族和被征服

民族的例子，从他们关系来看
“上对下” 的模仿：

“

有时甚至经常也会

发生这样的情况：征服者模仿被征服者，借用其习惯、 法律和语言。

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后被拉丁化了，他们不得不改用罗曼语。 征服英格

兰的诺曼人、 征服俄罗斯的瓦兰吉人等都遭遇到同样的下场。”(221~

222页注释）

10. “模仿的双向流动”。 这是一般人最容易理解的规律，因为世

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只需要举几个例子。

“互相模仿是人的普遍天性。” (242页）
”

事事处处都被人模仿的个人

已经不复存在。 在诸多方面受到别人模仿的人，在某些方面也要模仿

那些模仿他的人。 由此可见，在普及的过程中，模仿变成了相互的模

仿，形成了特化的倾向。” (232~233页）
“

现代大都会的特征是内部

事物大量地互相模仿；这个互相模仿的强度与人口的密度成正比，和

居民的多样性、 多重性成正比。”(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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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欧洲汉风

从启蒙时代到19世纪， 欧洲吹拂着一股强劲的
“

汉风”， 这是钦

佩、 学习中华文明的思想潮流。 启蒙时代的思想巨人及稍后的许多思

想家， 都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甚至把中国思想作为自己

的强大思想武器。 到了19世纪末， 虽然这股汉风已经成强弩之末， 但

是它对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他们能够接

受并宣扬双向互动、 文化多元的思想。 塔尔德的著作中就有不少仰视

中国文化的言论。 我们略举一二， 以飨读者。

“每一种古老的文明比如埃及、 中国和罗马帝国， 都曾经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气势恢弘， 然而在后辈对长辈孝敬的刺激之下， 它们都开始

退守内敛；在享受一套思想和制度的好处而完成一 些变化之后， 它们

长期将自己闭锁在这一 套思想和体制之中。 我经常以中国为例来说明

问题。”(308页）
“

文明到达顶点之后， 终将走向内敛， 这一天终将到来；在历史长

河里， 它已经无数次走向内敛的道路： 在埃及、 中国、 罗马和君士坦

丁堡……历史已经说明了未来的走向。 到了高峰之后， 道德在许多方

面又将显示其庄严与逻辑。 良心上的是非判断将要在更加理性的环境

中再次兴起。”(360页）这不是古老文明的凤凰涅栠吗？

何道宽

200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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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是法兰西公学院现代哲学教授， iii 

兼任法兰西研究院研究员。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模仿律》

是他最有趣、 最重要的著作。 他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

与此同时， 他又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物， 思想兴趣广泛，

文笔极富魅力。 自从他19世纪80年代开始为《哲学评

论》(Revue philosop如que)撰稿以来， 他在同胞和国外

读者中的影响与日俱增。 美国学者早已熟知他意义隽永

的著作。 他们觉得， 应该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容易读到

他的著作。 迄今为止， 只有一本小书《社会律》 (Les 

Lois sociales)翻译成了英语， 可是这本书仅仅是他哲学

思想的大致轮廓而已。

塔尔德先生1843年出生于多尔多涅省的萨拉市。 中

学毕业之后， 他没有到波尔多、 蒙波利埃或巴黎去上大

学， 而是在家乡学习法学， 并成为预审法官。 他担任预

审法官将近18年， 这是他敏锐观察的18年， 也是寂寞

独处的18年，修身养性深刻思索的18年。 在这个过程

中， 他对人、 对社会、 对世界的独到思想渐次展开， 很



快就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塔尔德先生天生就是研究人性的学者， 一 开始就对解释动机感兴

趣， 这是一个最古老的哲学问题。 他很早就认识到， 动机不仅可以化

解为信念和欲望， 而且可以计量。 当然在此之前， 边沁气库尔诺气

门格尔气瓦尔拉仇杰文斯＠已经发现了这条原理。 但是， 塔尔德给

《哲学评论》撰写的《论信念与欲望之可计量性》对这个课题的研究，

是独立完成的， 而且是富有创见的。

IV 然而， 动机和并非动机的非人格力量产生的结果样式有序、 方式

确定。 动机和非人格的力量都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素材。 塔尔德先生将

要对阐述这样的活动方式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模仿是很早就吸引他

注意的现象之一。 他在法官任内观察到模仿在犯罪行为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 模仿在正常行为举止中也扮演着一个小小的角色吗？塔尔德先

生热情洋溢地扫描历史领域， 追踪西方文明， 检阅语言的发展， 回顾

艺术、 法律和制度的演化。 他得到的证据说明， 模仿主导着一切领域：

在一切人的事务中， 无论好事坏事之中， 模仿都是无处不在的因素。

对于热爱学问的头脑来说， 此间隐含的命题不言而喻， 心理模仿律或

社会模仿律必然存在， 而且是值得彻底研究的。

当前， 法国社会学的代表是孔德＠的弟子， 还有一 些社会学家对

斯宾塞©感兴趣。 孔德派的思想包括
“

科学的层级
”

和历史的
“

三阶

0 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英国哲学家、 法学家、 社会改革家， 功利
主义伦理学代表，认为利益是行为的唯一标准和目的， 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 就会达到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著《道德及立法原理》、 《义务论或道德科学》、 《政府论断篇》、
《赏罚原理》 、《为利息辩护》等。 中译者注

＠ 库尔诺 (Antoine-Augustin Coumot, 1801-1877)， 法国经济学家， 数学家， 数理
经济学创始人， 著《关千财富理论之数学原则的研究》。 中译者注

＠ 门格尔 (Karl Menger, 1840-1921)， 奥地利经济学家， 奥地利学派创始人， 创立
主观价值论， 发展边际效用说， 代表作为《国民经济学原理》。 中译者注

＠ 瓦尔拉 (Leon Walras, 1834-1910)， 法国经济学家， 洛桑经济学派奠基人， 提出
边际效用价值说， 建立经济学研究的数学模型， 代表作为《纯粹经济学纲要》。一 一中译者
注

© 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英国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 和门格
尔、 瓦尔拉大致同时提出效用价值说， 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 《科学原则》等。

中译者注
＠ 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社会学始

祖。 中译者注
＠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 杜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

学科原理的综合， 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 提出
“

适者生存”

说， 代表作有《综合哲学》 、 《生
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等。—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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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除此之外涉及不多。 他们显示社会学在科学 “层级系统” 中的位
置， 证明某一个社会事实属于这样那样的阶段，孔德派治学的雄心几
乎是到此为止。 另 一方面， 斯宾塞的门徒抓住了斯宾塞社会是有机体
的命题 可他们忽略了斯宾塞思想体系中大部分的心理学 、 历史学
因素， 他们忙于发挥斯宾塞的生物学类比。

由于这些观念， 塔尔德先生和他们没有同感， 也不可能有同感。
他觉得， 倘若对社会的研究要建立起来， 成为一 门科学， 笫 一步绝不
能是显示社会学在姐妹学科中逻辑的 、恰当的地位， 绝不能把制度比
喻为有机体生命， 而是彻底检查某种社会现象的性质和组合。 倘若有
这样的社会事实， 正是由于这种事实 这种关系或活动， 社会才成
为社会， 成为有别于其他现象的事物， 而不仅仅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
社会学家必须要透彻了解这个事实， 透彻了解它方方面面的关系， 必 V 
须要将其作为自己体系的基石。 塔尔德先生相信， 他在模仿现象中发
现了这样的社会事实。

然而， 塔尔德先生太执著于深奥的哲学思辨， 他不会鼓励考察
任何事实。 他觉得， 模仿是一 种社会形式 ， 它仅仅是宇宙活动的一
种形式而已。 这种活动就是无穷无尽的重复， 遍布大自然；在物质
领域， 我们体察到的这种活动就是以太(ether)的波动、 物体的振

动、 行星的运行、昼夜的交替、 四季的更替、 生死的相继。 我们在这
里再次看到， 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事实， 而且是宇宙哲学的
首要原理。

他把大自然和历史中普遍重复的规律 、 模仿的规律当作明显的社
会事实， 这方面的初步研究于1882年和1884年发表在《哲学评论》
上。 这些文章有《自然与历史的共同特征》(Les Traits communs de la 
nature et de l'histoire)、 《考古学与 统计学》 (L'Archeologie et la 
statistique)、《社会学是什么？》（Qu'est-ce qu'une soci组）。 稍后， 它
们以章节的形式重现于《社会律》(LesLois de l'imitation)中。 其他
一些文章阐述相同的深层原理， 但更加着眼于实用， 提出他审理案子
时产生的思想， 后来集结成为两本书：《比较犯罪学》(La Criminal心
comparee)和《刑法哲学》(La Philosophie Penale) (1891年）。 对塔
尔德上述著作和其他论犯罪学的著作，哈弗洛克·埃利斯的评价是：
”他触及犯罪问题的方方面面， 挥洒自如， 睿智精明， 风格之迷人十分

1 英文版序」 3 



罕见；笔端所到之处， 批评意蕴隽永，使人深受启发。 ” 也
《模仿律》1890年出笫一版，1895年出笫二版。 此时， 塔尔德已

经完成现象存在的哲学体系， 而且迅速将自己的构想用文字表现出来。
VI 和一般的哲学家不一 样， 他风格紧凑， 言简意陔， 条理清晰。 他在各

种著作里的推理， 或 阐明原理， 或意在实用， 用三部篇幅不大的著作
推出了他的哲学体系。 《模仿律》论述普遍重复的事实和规律。 在
1895年出的《社会逻辑》 (La Logique sociale) 里， 作者解释说， 基
本现象在无穷无尽的重复中结合成为具体的群体、 团体、 体系， 尤其
是精神体系和社会体系。 这个过程是一种这杠， 一种综合， 是不断重
复的过程。 这是一个包含适应、 发明和组织的过程。 那些论述发明规
律的章节彰显了塔尔德先生天才的创见和广博的知识。 第三本著作

《普遍的对立》(L'Opposition unirerselle) 于1897年出版， 其中的理
论阐 述有关自然现象的第3种普遍形式和侧面， 这是一本论述冲突的
著作。

这些著作出版的顺序并非与其体系的逻辑顺序吻合。 这个逻辑顺
序是 1897年在社会科学文理学院的系列讲座中提出来的。 他提出的顺
序是：“现象的重复"、“现象的对立”、“现象的适应＂。 这些讲座收入
上面已经提及的《社会律》一书中。

在此之前， 塔尔德先生的才能， 尤其是他的犯罪统计学和 刑罚学
的学识， 已经引起国人的注意， 说明他是国家不可忽视的栋梁之材。
1894年， 他应召到巴黎担任司法部刑事统计局局长， 直到1900年被
遴选为法兰西公学院的现代哲学教授。 同年， 他还被遴选为法兰西研
究院的研究员。

塔尔德先生后期的著作从许多方面展示他的哲学社会学思想。 这些
著作有：《权利的转换》(Les Transformations dudroit)、《权力的转换》
(Les Transformations du pouwir)、《舆论与 群众》(L'Opinionet la 
Joule)、《刑罚与社会研究》(Etudesp如心s et sociales)、 《社会学杂谈》
(Essais et M如nges)、《刑事心理学研究》(Etudes de psychologie p如zle)

Vii 和《经济心理学》(Psychologie economique)。
仅以几段文字为序， 目的不在于评估塔尔德先生在哲学中的地位，

也不在于批评他的社会学观点， 而是要说明《模仿律》在其才华横溢、
影响深远的著作里的地位。 我相信， 本书读者自然会希望拜读他的其

也 哈弗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犯罪人》(Criminal), 4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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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 些著作。

对于帕森斯夫人译文的质量， 我无从置喙， 读者自有明鉴。 我只

想说， 她殍精竭虑追求忠实， 从而成功地向英语读者传达了原文的准

确意义。

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

哥伦比亚大学

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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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二版序

自从《模仿律》笫 一 版问世以来， 我又出了《社会
逻辑》， 也就是它的续篇和补充。

我的意思是， 上面这句话暗中回答了《模仿律》读
者可能会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 不过， 再做几点解释也
是不无好处的。

在各处都有人批评说， 我所谓的 “ 模仿， 常常是名
不副实， 不恰当的＂。 这种批评来自一支颇有哲理之笔，
使我不禁感到震惊。 实际上， 学人需要一个新词来表达
一种新的概念时， 他只能二取其 一 ：在不得不选择一个
新词的情况下造一个新词， 否则， 他就只能引申一个旧
词的意义 这无疑要更好。 整个问题不过是审视一 下

我对模仿一 词是否引申过度； 不过，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不能从宇典里对模仿一词的定义出发， 而是只能从事物
的深层概念出发。

我很清楚， 我的用法不符合常规的用法。 一个人无
意之间、不经意间反映了别人的观点， 他接受他人行为
暗示的意义， 他就在模仿这个观点或行为 — —我这个说



法不符合模仿一词常规的说法。不过，倘若他意识到而且有意识地从
邻居那里借用某种思想或行为时，人们就会同意说，模仿这个词用起
来恰如其分。但是，如此绝对地把有意和无意、有意识和无意识这样
的两个词截然分开，那就太不科学了。我们难道不是在不知不觉间从
有意识的行为逐渐过渡到机械性的习惯吗？同样的一种行为在这个过
程中的性质就变得绝对不同了吗？我不想说我否认这个过程中的心理
变化。然而，从社会这方面来看问题，这个现象始终是原来那个样子。 XIV 
谁也没有权利说我引申这个词没有道理，除非我歪曲或遮蔽了这个词
的意思。话又说回来，我赋予它的意义始终是非常精确、非常典型的：
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 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
另 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产如果那个感
光板在某一时刻意识到它上面正在发生的事情，那种现象的性质就会
改变吗？我所谓的模仿就是这种类似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无论这个
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如果我们说，凡是两
个活生生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关系，两者之间就存在着这个意义
上的模仿（既可能是一人被另 一人模仿，也可能是两人被其他人模仿，
比如，一个人用相同的语言和另 一个人交谈，那就是用原来就有的底
片复制新的证据），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社会学家把这个观点作为自己
的映望台是恰当合理的。

我还可能因为引申了发明(invention)一词的意思而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我把这个词用来描绘个人的一切首创(initia ti ve)。我不考
虑个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首创性 这是因为个人常常是在无意之间
搞革新，可实际上最富有首创性的总是这样那样的发明家。非但如此，
我还不考虑具体的创新在客观世界中的难度或优势。这并非由于我没
有看到最后这一点的重要性。有些发明很容易想出来，所以我们承认，
在一切原始社会里，这些发明是自己冒出来的，不需要借用；我们承
认，它们偶尔在这里那里出现并没有什么意义。与此相反，其他一 些 xv 
发现真是难上加难，所以使之来临的天才的确是拥有了于载难逢的机
遇。尽管如此，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承认，我对发明这个词
的通常用法行使了一点小小的暴力；我把最简单的创新说成是发明或

0 如果模仿的对象是自己， 就可能是在同样的一个大脑里的复写， 这是因为， 模仿的

两个分支记忆和习惯必须要和其他的记忆和习惯联系在一起才能够理解， 我们所关心的模仿

只能是这一种模仿。 心理现象要用社会现象来解释， 那是因为社会现象是从心理现象中产生

出来的 。 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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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也还是站得住脚的一 一很站得住脚，因为最容易的发明并非总
是最无成效的发明，最困难的东西并非总是最无用的东西。与此相反，
真正站不住脚的是许多博物学派的社会学家赋予遣伎(heredity) 这个
词的意义。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这个词，繁衍和传承的生命特征
用它，社会事物中的思想和风俗的传播也用它 无论这样的传播是
借助祖先的传统、家庭的教育，还是风俗的模仿。

我想补充一句话，借用希腊语造新词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我可
以轻而易举地造两个新词，而不是用发明或模仿这两个旧词。我不理
会这种鸡毛蒜皮、味同嚼蜡的无谓之争。有人指责我这两个概念太夸
张，这个指控更加耸人听闻。 自然，这是常见的批评，每一个发明人
意料中会遭遇的批评，即使他在表达思想时已经犯了太保守的错误。
然而，即使一位希腊哲学家说，太阳也许和伯罗奔尼撒°一 样大，他
的好朋友也会一致承认这个天才的悖论有一 点道理， 虽然他显然是在
夸张。 一般的说，批评我的人不考虑我心中的目的。我想展示的是人
类事实中纯粹的社会学侧面，我故意忽略人类的生物学侧面， 虽然我
很清楚，后者不可能与前者截然分开。这个打算使我能够在不发挥的
情况下说明普遍重复现象的三种主要形式(three principal forms of u-

. . . . . . . . . . .  

niversal repetition)， 尤其是遗传与模仿的关系。不过，我想上述饶舌
xvi 足以剔除一切疑问，说明我对种族与环境的重要性没有一 丝怀疑。

容我再补充 一点，我说每一种社会关系、每一 种社会事实的特性
都会受到模仿，这是不是像有些肤浅的读者相信的那样，我的心目中
只有模仿，容不下其他的社会关系、社会事实、社会原因呢？你可以
说，每一种生命功能都可以还原为生殖，每一 种生命现象都可以还原
为遗传，因为每 一个生物体身上的 一 切东西都是生殖和遗传。然而，
社会关系却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人的欲望和思想的目的也是多种多
样的。每一种欲望或思想与他人观点中或同或异的倾向也是多种多样
的，既可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也可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在这些复杂多
样、变化无穷的现象中，我们可能注意到，各种社会关系（说话与倾
听、请求与被请求、指挥与服从、生产与消费，等等）属于两个范畴。
一种关系是一 人向另 一 人传递 一 种信念，这个过程既可以是靠说服，
也可能是靠权威，既可能是乐意的，也可能是勉强的。另 一 种关系是
传递一种欲望。换句话说，第一种关系涉及各种形式或程度的传授，

叩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 希腊南部的一个半岛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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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种关系涉及各种形式或程度的指令。 被模仿的行为有这种教条的
或指令的性质，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模仿才成为社会纽带， 因为把人
纠结起来的正是教条。或权力。［人们只看到这个道理的一 半，而且看
得还不是很清楚；他们说社会事实的特点是压抑和强制。 这样说的时
候，他们没有看到普遍存在的轻信 (Credulity) 态度和顺从 (Docili

ty) 态度的自发性］
于是我想，既然我没有犯夸张的错误，所以这次重印就没有做任

何删节。 相反，我由于疏忽而未能在首印时写进一 种形式的模仿。 这
种模仿在一切社会里都扮演着一 个重要的角色，在当代社会里尤其是 灿
如此，可是我书中根本没有说。 我要在这篇笫二版序里急忙弥补这个
疏忽的错误。 实际上，模仿有两种，一 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对象， 一

种是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斯宾塞在他的进行性分化律 (law of pro-

gressive differentiation) 里指出，各种变异是很有必要的，可惜他未
加解释。 无论在多么简单的社会环境里，如果不暗示你要肯定的思想，
如果不暗示这个思想的被否定的另 一面，你就不可能肯定任何 一点东
西。 超自然通过神学做自我肯定时，同时又在暗示着对它的对立面自
然主义的否定，其道理就在这里。 （见埃斯皮纳斯＠对这个问题的论
述）对唯心主义的肯定必然要产生唯物主义，其道理就在这里。 君主
制的建立必然要产生共和制等思想，也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从这个宽广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可以说，社会由一群人
组成，他们表现出来的许多相似性，是模仿或反模仿 (counter-imita

tion) 造成的。 人们经常进行着反模仿，尤其是在不虚心向别人学习
或没有能力搞发明的时候。 在反模仿的时候，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
的所作所为， 刚好是相反的。 此时，人们越来越趋向一 个样子，正如
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周围的人正好相同时而产生的趋势 一 样。除了顺从
葬礼、婚礼、做客和礼节的风俗， 最富有模仿性的行为就是压抑自己
追随事物潮流的天然倾向，就是假装逆潮流而动。 在中世纪，黑弥撒
是在对天主教弥撒的反模仿中产生的。 达尔文论情绪的书浓墨重彩地
描绘反模仿，那真是恰到好处。

每当一 个教条被宣示时，或一 个政治纲领发布时，人们都分为两

0 教条(dogma)， 也就是任何宗教的或其他的思想， 比如政治思想；植根于任何社会
单位头脑里的思想， 由于环境的压迫而成为教条。 作者注

＠ 阿尔弗雷德·埃斯皮纳斯(Alfred Espinas)， 法国学者， 著《加布里埃尔·德·塔
尔德先生的生平与著作纪要》 。 中译者注



个不平等的阶级：有人热心，有人不热心。 没有迹象显示，哪 一 个阶

级不寻求支持者，哪一 个阶级不导致一 个不支持它的群体。 每 一 次积

't/111 极的肯定都能够将一 些平庸的或小绵羊似的头脑吸引来支持自己，然

而与此同时，它又在人们的脑子里激发出 一 个否定的倾向。 这种否定

倾向是和肯定倾向截然对立的倾向，或同等强大的力量。 这是自然而

然的叛逆精神，虽然它未必就是天然的创造精神。 这使我们想起物理

学里的感应流。 尽管各有不同，两种脑子里的思想都有相同的内容和

宗旨。 这些内容和宗旨是彼此联系的， 虽然它们是对头；或 者更加准

确地说，正因为是对头，它们才有联系。 我们要明确区分两种情况：

问题的模仿性传播和答案的模仿性传播。 一 个答案在 一 个地方传播，

另 一 个答案在另 一个地方传播，但是这并不妨碍同一 个问题在这两个

地方同时传播。 每 一 个 时期，在经常交流的人之间，同一 个问题在这

两个地方同时传播的情况，不是很明显吗？当代国际关系的多样性前

所未有，这种情况难道不是特别明显吗？社会争鸣和政治辩论的日程

表难道不是相同的吗？这种相似性难道不是由于模仿的潮流引起的吗？

这种相似性是通过模仿之前的欲念(want) 和思想的传播产生的，难

道不能够这样来解释吗？此刻在整个欧洲，劳资问题被煽动起来的原

因，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报界探讨的每 一 个观点，每天无不把公众分

成两个阵营，同意的阵营和不同意的阵营。 然而，同意也好，不同

意也好，它们一 时 都无法关心除此 之外的任何其他问题，这个问题

已经强加在他们头上了。 偶尔之间，只有 一 些狂放不羁的人才会在

社会的汪洋大海里沉思，只有他们才会在搏击风浪的汪洋大海里去

思索稀奇古怪的问题，去深究绝对是假设的问题。 这样的人就是 未

来的发明家。

我们要小心翼翼，以防把反模仿和发明混为一 谈。 反模仿是发明

的质品。 我不是说反模仿一无是处。 虽然反模仿培养党派精神，也就

献 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平和与好斗的分裂，但是 它使争鸣的人享受到探讨

问题的纯社会性的乐趣。 反模仿是矛盾在感觉上源头相同的见证；逆

流是潮流引起的。 此外，我们不能够把反模仿和系统的非模仿(non

imitation)混为一谈。 非模仿也是我应该在这本书里说到的一 个问题。

非模仿并非总是一个简单的否定的事实。 由于不可能接触而没有社会

接触，没有接触就没有模仿；没有模仿是 一 种非社会的关系(non-so

cial relation)。 与此相反，如果你和邻居接触而不模仿，你就是立足于

和他形成的反社会关系(anti-social relation)。 一 个民族、 一 个阶级、

I 10 I 模仿津 l



一个市镇或村子、 一个文明大陆上孤立的野蛮人部落，拒绝模仿邻居

的服饰、 风俗、 语言产业和艺术， 那就是持续不断地宣告自己对邻居

的社会有反感， 那就是宣告与邻居的文明绝对而永远的格格不入。 同

样，如果一个民族故意不复制祖先的权利、 习惯和思想，那就是父子

关系的纵向割裂，就是斩断新旧社会的跻带。 这种意义上的自愿而持

久的非模仿起到了净化的作用，这和我所谓的逻辑决斗(logical duel) 

扮演的角色很相近。 逻辑决斗清洗社会大众混杂的思想和意志，消除

不平等与不和谐； 同样，如果不模仿错误的或异质的底本(model),

自家人中的底本关系就会和谐，它们就能够扩展自己的影响，巩固自

己的阵地，并成为群起模仿的对象。 由于同样的原因，文明革命的时

间到来时，如果不模仿外来的底本，那就会为模仿时尚开辟道路。 这

场革命在它的征服活动中就没有障碍了。

若干年前，博物学派认为，非模仿的所向披靡一 —虽然是短暂的 XX 

所向披靡 是造成种族差别的独特原因或主要原因。 真是这样的吗？

完全不是的。 首先，在不模仿祖先的例子中，在革命的时期，这个原

因显然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抛弃老辈子传统的新的一代和祖先是同
一个种族。 其次，在不模仿外国人的例子中，历史的观察表明，对外

来影响的抗拒和民族的身体特征的差别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罗马人征

服的民族中，希腊血统的民族和他们的血缘关系是再亲近不过的。 然

而，正是在这些人群中，罗马人的语言得不到传播，罗马人的文化和
天才得不到吸收。 何以如此？因为虽然希腊人被罗马人征服了，但是

他们还是能够维持自己的自豪情绪和不可磨灭的优越感。 非模仿的所

向披靡的思想还有另 一 种表现： 不同的种族不可能互相借鉴；最卖劲

的一种论证是，日本和中国这两个远东民族将一切欧洲文化堵在门外。

其实这个咄咄逼人的论点30年前就可以修正了。 近来，与我们在肤

色、 外貌和体质上都很不同的日本人，首次感觉到我们比他们优越，

于是就停止用若明若暗的屏障把欧洲文明的模仿性辐射关在门外。 相

反，他们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文化。 如果中国下决心承认，我们在某些

方面比她强，她也会最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文化。 不过为她自己好，我

希望她承认，我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她。 有人争辩说，日本转向

欧洲的变化，是表面上的转变而不是实质上的转变，是肤浅的变化而

不是深层的变化；他们又说，这是某些聪明人发动的，只有一 部分上

层阶级追随，大多数民众对外来的洪水始终持敌视态度。 这种无谓的

争论毫无价值。 这样的争论忽略了一 个事实： 每一 场注定要改造一个 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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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思想革命和道德革命总是这样开始的。上述精英引进异域的
范本，靠时尚逐渐传播开来，巩固而成为风俗，靠社会逻辑得到发
展并逐渐成为体系。基督教向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芬兰人传播时，
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再也没有比 “模仿律” 更加始终如 一的
规律了。

这是否意味着，我的观点忽视了种族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呢？完全
不是这样的。我说过，模仿辐射从一个民族环境进入另 一个民族环境
时，会产生折射。我还要说，这个折射可能会很厉害，但它不会产生
和本书思想对立的后果。只是有 一 点，我理解的种族是民族的产物；
在一个特定文明的熔炉里，许多史前的种族已经融为一体，已经混合
同化了。这是因为，每 一个文明都是由天才的思想形成的，都有 一

定的成分来自于各地，都在这 一 点那 一 点上达成了逻辑上的 一 致，
最终造就了一个种族或多个种族，那个文明就体现在这些种族的身
上。如果把这个命题反过来，那是不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说到底，
不同的人种在这个方面和现存的物种迥然不同；他们既竞争又合作；
他们不仅为了少数人能生 存下来而应募去征战并互相毁灭，而且为
了捍卫 一个共同事业的悠久成就，为了最终建成 一 个伟大的社会，
他们能够互相帮助。这个伟大的社会的团结正是他们的多样性产生
的果实。

博物学家研究得很透彻的遗传律，和我的 “模仿律“ 没有矛盾之
处。另 一方面，遗传律补足模仿律，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社会学能够
把这两条思路截然分开。倘若我在这里把二者分开，那是由于本书的
主题是纯粹和抽象的社会学，我要再次重申这个宗旨。此外我又指出，

灿 如果从生物学的路子来思考这两条规律，它们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然而我有意识地予以忽视，因为我想把这个问题托付给更加能干的人。
这两条规律的地位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我明确阐述了从家庭向民
族演化的过程 － �原始群是由从家庭出走的人组成的。在此，我明确
肯定，倘若社会事实是一种模仿关系，那么社会纽带、社会群体既是
模仿性的又是遗传性的。第二，发明是我推演出一 切社会学事实的概
念，可是我认为，这个概念的源头却不是纯粹的社会事实。发明兴起
于两种现象的交叉。一是个人的天才、偶尔且典型的种族产物、一 连
串幸福婚姻成熟的果实，一是模仿的潮流与辐射。二者某 一 天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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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少少异常聪明的脑袋里交叉时，发明就产生了。你可以赞同戈宾
诺。说，只有白种人才富有创造性；你也可以同意当代人类学家说，
发明的特权只属于长颅的种族－ —— 在我看来，这 一 切无关宏旨。我甚
至可以假装承认，由此分离出来的极端的和生物学的观念可以用来强
调我的观点；极端的生物学观念确定：某些得天独厚的种族具有创造
性，一切种族具有模仿性，它把创造性和模仿性截然分开。笫三，我
不仅承认生物环境对模仿的影响，正如我在上文所言，模仿在生物环
境里传播时产生折射；而且我还说过，时尚回归风俗，创新植根于风
俗和传统。我在这里不是再次把原创性当作模仿必要的支柱吗？我们
完全可以给社会事实的生物学侧面赋予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大可不必
走极端去强调说，不同的种族之间存在着隔水墙似的东西；这种使内
浸透或外浸透不可能存在的原始的和前社会的壁垒，是不存在的。这
是我要否定的唯一的东西。有的社会学家用这种站不住脚的错误观念
来理解种族，他们把种族作为指南并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民族之间壁
垒森严、互相隔绝、老是互相攻伐，民族的关系分崩离析，社会进步
随之终止。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总是和军事主义的辩护词联系在一起 副
的。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把发明、模仿和社会逻辑的思想当作指引的
线索，我们就可以步向更加令人放心的前景，就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
合流的前景一 一可惜这个远景不是立即可以实现的一 一多元分割的人
类构成单一的和平的大家庭。除了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之外，无阻选
步(indefinite progress)的观念模糊而固执，没有清楚而准确的意义。

走向遥远目标不断前进的必然性是模仿律的产物。尽管遭遇明显但暂
时的挫折，这个目标正在变得越来越可以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独
一无二的社会从诞生、发展到传遍全球的目标，至于这个社会是帝国
体制或联邦体制，那并不重要。实际上，在孔多塞©关于社会进步的
预言之中，那些实现了的预言都是模仿律的产物，一个例子是欧洲文
明的延伸和逐渐拉平的趋势。然而，倘若他考虑过模仿律，他的思想
本来可以表达得更加准确。他预言，民族的不均等(inequality)将不

0 戈宾诺 (Joseph-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1816一1882) ，法国外交官 、 作家 、 人
种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主张生物决定论，对后世的瓦格纳 、 尼采 、 希特勒都有影响 。 他的种
族决定论已被人抛弃。代表作有《人种不平等论》、 《亚细亚故事》、 《波斯史》、 《中亚宗教和
哲学》、 《文艺复兴》等 。 — 一中译者注

＠ 孔多塞 (Marquis de Condorcet, 17 43� 1794) ，法国哲学家 、 数学家 ， 著《人类精
神进步历史概观》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 中译者注

L~ ， 、 ； 1 3 | 



断缩小，其实他应该说社会的非相似性(social dissimilarity)，而不是
． ． ． ． ． ． ．

说不均等。 这是因为，尽管最大和最小国家之间在实力、 领土甚至财
富方面的失调会不断加剧，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国际趋同(assimila
tion)的不断增加。 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预言，个体 一 切方面
的不均等一定会不断减少。 他说的这个趋势是否确定无疑呢？天才和
才能的不均等一定会不断减少吗？根本不是这样的。 舒适和财富 一 定
会不断减少吗？我表示怀疑。 个体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已经和即将完

邸 全消失－�的确是这样的。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
这样的： 一方面，个体之间互相模仿的习惯性壁垒已经瓦解，他们越
来越自由自在地互相模仿； 另一方面，权利的不公使个体感觉到日益
增长、最终难以抗拒的力量。

不过， 让我们首先确保，在个体如何日益趋同的问题上， 博物学
派和我明白彼此的意思。 这种相似性趋势非但不会窒息反而会大大促
进并有利于个体的创新精神。 和个人杰出成就背道而驰的，是大家只
模仿一个人，时时处处只模仿他一个人。 相反，如果我们不只模仿一

个人或几个人，而是在某一方面借用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和行为，并加
以组合，那么，这些底本的性质和选择及其组合就会表达并加强我们
创新的人格。 也许，这正是长期模仿产生的主要裨益。 我们还可以问，
这个集体梦想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我们付出血泪的代价。 倘若社会学是
令人伤心的学问，倘若它享有骗人的、霸道的特权，倘若它不能使个
体获得解放，不能够逐渐解放他心灵深处最自由的冲动、最大胆的内
省，不能够解放他对自然的最深刻的洞见，社会学又有何用呢？倘若
它开发的不是野蛮的个性，不是昔日的冲突和兽性的心理，而是深层
而和谐的心理特征 人格和文明的共同特征，我们就不仅可以收获
纯粹而强大的个人主义，而且可以收获圆满的社会性了。

1 14 1 镇仿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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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版序

本书尽量清楚地指出人类现象中纯社会的现象，指 ix 
出社会现象与人类的生命特征和物质特征有何不同。然
而，有助于我区别上述两种现象的观点，正是那个用得
最多、最自然的观点，也就是用类比来指出社会事实和
自然事实关系的观点。多年前，我为《哲学评论》撰文，
提出并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我的基本思想 承蒙当代

最杰出的一位历史哲学家赐信抬举，说我的基本思想是
“一把万能钥匙＂。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本书的腹稿已在
酝酿之中，所以好多篇文章略经改写而成为本书的章
节户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仅仅是让它们按照原来的想
法各就各位而已。厚爱这些文章零碎阐述的社会学家，
如果不弃，如今有机会对我这个观点的全貌进行批评了。

0 《哲学评论》发表的文章经过修订、 拓展成为第 1 、 3 、 4 、 5 章。 第 1 章发表于 1882

年 9 月；第 3 章发表于 1884 年；第 4 章发表于 1883 年 10 月和 11 月；第 5 章发表千 1888

年。 还有儿篇文章发表在《哲学评论》上， 当时也想将来有机会修订， 不过本书似乎没有必

要收录这些文章。 在《刑法哲学》中， 我发挥了这个观点， 将其用于分析社会犯罪和惩罚 。

我的《比较犯罪学》出版略早一些， 也是沿着这个路子下的工夫。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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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的思想能够被诸位宽宏大量地接受，对我个人的刻薄 “礼遇”

也就无所谓了。刻薄礼遇并非决无可能。实际上，我的构想本身也许
就有自找麻烦的地方，正如种子可能会抱怨土壤一样。话又说回来，
我希望本书能够进入能人之手，让更加适合的人来发展这个思想。

我尝试勾勒 一种纯粹的社会学，也就是粗线条描绘的普通社会学。
． ． ． ． ． ．  

按照我的理解，这样一 门学科适用于一切社会，包括古代、今天或未
X 来的一切社会，正如普通生理学适用于一 切物种一样，它当然包括现

存的、灭绝的或可以想象的 一切物种。这样一些原理简单明快，而且
同样普遍适用。我承认，提纯并证明这些原理比较容易，追踪它们在
应用过程中的迷宫反而比较难。然而，提出这些原理却是合乎实际需
要的。

过去，历史哲学或自然哲学常围于狭隘的历史阐释或科学解说体
系，追求的是解释全套或连串的历史事实或自然现象，用必然的顺序
或序列展示这些事实或现象。这样的尝试必然要失败。只有把实际情
况放进浩翰的偶然现象中去进行解释，只有将其放进特定条件下的必
然中去进行解释，你才能够对真实的现象给予解释。真实的现象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泳，就像星星在无穷的太空中游泳一样。规律的思
想就是依托在由这种事实构成的无穷太空之上。

在某些不为人知的太古条件下，存在 (existence) 表现出来的情
况必然和现在的情况相同。但太古之初的情况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在必然存在的底层，有某种非理性的东西。而且，在生命和物质两个
世界中，正如在社会里 一样，实际的东西似乎只构成潜在东西的 一 鳞
半爪。请看星空的天性，恒星和星云点缀其间，任意而为。请看一些
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奇怪的天性。请看在废墟和天亡之下重重叠叠并
肩而立的社会，请看它们扭曲脱位的各个侧面。在这个方面，正如我
即将提及的 其 他方面 一 样，存在 的三大类别 —�物质和社
会 有许多酷似之处。

笫5章讲逻辑模仿律，仅仅是准备要写的 一本书的练笔之作。如
果展开论述，它可能会超过本书允许的篇幅。

我的观点能够提供新的答案，帮助我们解决存在分歧的政治问题
和其他问题。不过，我似乎不必在此详细演绎。而且，敷衍这些思想
会使我偏离当下的主题。我抵挡住了敷衍诸如此类具体题目的诱惑，

Xi 读者诸君请勿怪罪。还有 一个原因，一旦屈服于这种诱惑，本书的篇
幅将被突破。

| 1 6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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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容我说一 说将本书献给库尔诺的缘由。 我不曾师从库尔诺， 也

不是他的门徒， 我从未见过他。 然而， 此生有缘， 我因病退学休养时，

读了他的许多著作。 我常常想， 即使他生在英格兰或德国， 只要他的

著作翻译成法语， 他都会在法国人中名声大振， 我们周围文理不通的

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重要的是， 在我感到沉闷的一段青春岁月里，

由于眼疾而被迫只读一本书时， 正是库尔诺的一本书使我不至于思想

闹饥荒。 不过， 除了这种老套的精神上的感谢之外， 我还得补充 一 个

感情色彩少得多的理由， 否则难免遭人讥笑。 即使我这本书不受欢

迎 法国的学者随时要有不受欢迎的精神准备， 即使他之前可能因

为得到公众的认可而感到自豪— 一一 把本书献给他也会使我感到欣慰。

库尔诺是从事哲学批评的圣伯夫气他眼光敏锐、 思想深刻、 富有洞

见。 他是造诣很深的几何学家、 无与伦比的逻辑学家；在经济学领域，

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先驱。 总之， 他是又 一 位奥古斯特·孔德， 纯净、

浓缩、 精练后的孔德。 所以， 当我意识到， 连他这样成绩卓著的人有

生之年都默默无闻， 甚至在他身后也未享盛名 意识到这样的局面，

我岂敢抱怨功名未能如愿？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1890年

0 圣伯夫 (Sainte-Beuve, 1804-1869) ，法国最杰出 、 影响最大的评论家之一，代表
作有文学评论集《月曜日漫谈》(15卷）和《新月曜日》(13卷）。 中译者注

f, ：丘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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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对异乡野蛮人 (beast) 的崇拜。为何远古的神
灵颇像动物。神性的动物。动物崇拜是一种高级的
驯化 (superior domestication)。宗教的灵化 (spir

i tualiza tion) 通过时 尚 来 传播。宗 教 的道德影响

(effects)。宗教的社会意义。 .. ·.. ·.. ·......... ·.. ·.... ·... (190)

三、政治。国家的双重起源：家庭与部落群体。从远古
开始，每一个国家都有两党人： 风俗党和时尚党。
皇族常常有外国血统的现象。人的执著使采邑这个
发明得到推广；封建君主制也因为人的执著而得到
推广；现代君主制同样是因为执著而得到推广的。
自山主义与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域外引进

物最终将实现民族化。美国是如何形成的。奥古斯
都 (Augustus)、路易十六与伯里克利 (Pericles)。
斯宾塞军事主义、产业主义对立论批判，斯宾塞此
论与托克维尔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论的比较。 …... (205)

四、立法。司法演进。习惯法与制定法。风俗时代的法
律是形态非常多样、非常稳定的，时尚时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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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一致、容易变化的。契约 (charter) 从乡间
走向城市。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用三阶段节
律说来分析刑法演变的程序。法律的传承性特征。
法律分类。 ．．．．．．．．．．．．．．．．．．．．．．．．．．．．．．．．．．．．．．．．．．．．．．．．．．．．．．（222)

五、成例和需求（政治经济学）。成例的多形态与稳定
性。继起的统一性与快速的变化。生产与消费，普
遍适用的区分方式。消费需求的传播速度总是比生
产需求快。这种非对等的传递速度产生的后果。风
俗时代隐蔽的排遣渠道，时尚时代外在的排遣渠道。
中世纪的产业。规模产业相继出现的顺序。时尚的
代价和风俗的代价。模仿在变迁的过程中从经济领
域和其他社会领域相继借用的特征，这两种特征的
比较。这些变迁的原因。 .. ·......... ·..... ·....... ·..... ·... (230)

六、道德与艺术。义务起初是原创性的发明。道德公众
与艺术公众的规模逐渐增大。风俗艺术诞生千手工
艺；风俗艺术是专业艺术和民族艺术。时尚艺术是
非功利的艺术和新奇的艺术。时尚一道德与风俗—

道德。未来的可能走向。道德复兴和审美复兴的历
史现象。 ························································· (246)

第丿＼章 结语和结论．．．．．．．．．．．．．．．．．．．．．．．．．．．．．．．．．．．．．．．．．．．．．．．．．．．．．．（261)

总结和结语。以同样的眼光来 审视所有的模仿规律。结
论。 ·································································· (261)

一、从单向模仿到双向模仿的过渡。举例说明：从命令
到合约；从教条到自由思想；从猎头到战争；从宫

廷礼节到市井礼节。上述过渡的必然性。 …·……….. (264) 

二、历史可逆性与不可逆性的区别。模仿律后果的不可
逆性，发明律后果的不可逆性。发明律不可逆性简
述。风俗移易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逆转的。未来
的大帝国。最后的个人主义。 . . . ...…· ·· · · · ·· · · · · ·· ·· · ·…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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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一农

普遍的重复性

从杜会事实的角度来审视被人忽略的规律性。 社会事

实与自然事实的类比性。 普遍重复的三种形式：波动、

生成和模仿。 杜会科学与社会哲学。 动物杜会。

我们能够创立一 门有关社会现象的科学吗？或者说，

我们是否只能够建立有关社会现象的史学、 至多只能够

建立关于社会现象的哲学呢？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开放

的问题。 然而， 倘若从某一个观点去进行仔细的观察，

社会现象就像其他事实一 样， 可以还原为一丛又一丛的

细微而同质的现象， 还原为一个个的公式和定律的， 我

们可以用这些公式和定律来归纳这样的社会现象。 那么，

为什么在它成熟而生机勃勃的姐妹学科之林中， 这门关

于社会的科学还没有诞生， 或者说才刚刚诞生呢？我想，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抓住了影子、 抛弃了实质， 我们用

语词代替了事物。 我们认为不可能科学地描绘社会学的

外貌， 只能赋予它生物学的外观， 最多只能赋予它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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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表。 这是企图用未知去照亮已知。 企图把太阳系转变为不可化解
的星云，以便更好地了解太阳系，就是用未知去照亮已知。 我们在研
究社会课题时非常幸运，我们有第一手的可以验证的原因，有明确而
具体的行为。 其他的一切研究领域都缺乏这样的条件。 因此，我们不
必依靠所谓一般的原因，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却不得不创造力量、 能
蜇、 生存条件等术语，以便能够减少他们对事物真实情况的无知。

不过，我们是不是要把人的行为当作历史的唯一因素呢？这当然
失之过简！于是，我们就努力去设计其他的原因，根据我们在其他领
域里不得不接受的有用的虚构来设计原因；我们暗自庆幸，偶尔之间，
由于我们崇高却朦胧的观点，我们能够赋予人的现象完全非人格的色

2 彩。 让我们拒绝这种含含糊糊的理想主义解说吧。 同样，让我们拒绝
索然无味的个人主义解说吧，因为它把社会变化说成是某些大人物的
心血来潮。 与此相反，让我们用这样一些思想来解释社会的变化：某
时某地多多少少带有偶然性的奇思妙想，相当多的大大小小的思想，
一般来说源头不明、 出处朦胧的思想，简单或深奥的思想，虽不杰出
但总新奇的思想 所有这些思想都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的变化。 正是
由千其新奇的性质，我将斗胆给它们一个集体的命名：发明或发现
(inventions or discoveries) 。 我用这两个词来指称任何类型的革新或改

进 (innovation or improvement)，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革新或改进，包
括过去在一切社会领域比如语言、 宗教、 政治、 法律、 产业或艺术的
改进。 一个人构想或决定这件新奇的、 或大或小的事物的那一刻，社
会机体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正如一个有害或有益的微生物入侵时，有

机体的外表并没有变化一样。 这个新成分引起的变化逐渐进入外表的
变化，并不表现出明显的断裂。 于是历史哲学家就产生了一个幻觉，
并因此而断定，历史变化中存在着真实而基本的连续性。 诚然，真正
的原因可以还原为一个思想链，然而里面的许多思想，却是迥然不同、
并非连续的，虽然许多模仿这些思想的行为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我们首先讲首创性。 首创性产生新的欲念，同时又产生新的满足；
通过自发而无意识的模仿，或者通过人为而有意识的模仿，新的欲念
和新的满足就得到或快或慢的传播；其传播方式有规律，就像光波一
样辐射，像白蚁的家族一样繁衍。 这里所谓的规律在社会事物中是不

3 太明显的，除非你把这些社会事物化解为几个基本的成分。 此后，你
才能够在最简单的社会事物中、 在这些事物的组合中、 在天才的闪光
中看见规律性，因为这些闪光的成分积累起来变成了普通的光线。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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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分析过程。 就社会性质而言， 一切东西都

是发明或模仿。 发明和模仿的关系就像山与河的关系。 尤疑， 这是很

难以捉摸的观点。 不过， 只要你坚持不懈， 只要你用这个观点来探索

事实， 包括最琐碎的细节和最完整的综合， 也许你就会注意到：这样

的分析很适合凸现历史的一切生动画面和简约线条， 这样的历史画面

可以用岩石鳞绚的风景和普普通通的公园小径来形容。 如果你想称之

为理想主义， 那也无妨；不过， 这个理想主义是用行为人的思想而不

是用历史学家的思想来解释历史的理想主义。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关千社会的科学， 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

人类社会学与动物学的关系， 就像是种(genus)与属(species)的关

系。 当然我承认， 人类是一个无与伦比、 尤限优越的物种， 然而它毕

竟和其他的物种联系在一起。 埃斯皮纳斯先生在令人钦佩的《动物社

会》里非常明快地说， 蚂蚁的劳动可以用一个原理来进行很好的解释：

“个体首创性及模仿性
”

的原理。 《动物社会》写作的时间比本书第一

版问世早得多。 蚂蚁的首创性总是革新和发明， 和我们大胆创新的精

神相当。 当蚂蚁构想在适当的地点修建拱顶和地道时， 它天赋的革新

本能想必和我们的修渠打洞的工程师的革新本能相似， 甚至是略胜一

筹。 顺便补充一点， 大群的蚂蚁模仿新奇的首创性， 这个现象有力地

揭穿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动物之间存在互相敌视的精神卢埃斯皮纳

斯先生观察我们低等伙伴的社会时， 动物个体的首创性所扮演的角色

常常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每一群野生动物都有它的领袖， 握

有权势的领袖。 他解释鸟类本能的发展时说： “个体的发明经过直接的

传授一代又一代地往下传。”＠本能的修正也许和物种产生并修正的原

理有关系。 考虑到这个可能性， 我们不禁要问， 发明的模仿性原理或

者说某种生理学相似性的原理， 是不是可以用来解释日益开放的物种

起源问题呢？不过， 我们暂且搁置物种起源的问题， 只研究这样一个

判断： 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都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解释。

接着讲第二个问题， 这是本章的主题。 从上述立场出发， 社会科

0 埃斯皮纳斯先生认为，在种属比较高的蚂蚁中， “个体显示出令人震惊的首创性”

(Alfred Espinas, Des Societes animals, p. 223; Paris, 1877)。蚂蚁群的劳作和迁移是如何起
源的？是不是从一群蚂蚁中的个体共同的、本能的和自发的冲动开始的呢？是不是从所有的
个体在外界的压力下同时感受到的冲动开始的呢？与此相反，事情的开头总是由一只蚂蚁离
开蚁群启动的；随后，它用触须触摸相邻的蚂蚁去寻求帮助，其余的事情就靠模仿的传染性
去完成了 。 英译者注

＠ 同上书，272页 。 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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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课题表现出与其他科学领域显著的相似性。千是乎，社会科学似
乎在宇宙的其他领域里得到了再现。没有采纳这个观点之前，社会科
学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架势。

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里，纯粹的断言总是大大多千解释。 在一切情
况下，第一手资料都只是简单的判断。第一手资料是特别的、偶然的
事实，是一切后来的解释的前提和源头。天文学家断言，有一些星云
存在，有一些特定质量、体积和距离的天体存在着或已经存在了一段

5 时间。化学家对一些化学物质做出类似的判断。物理学家就以太的某
些振动发表意见，把这些振动叫做光、电、磁。博物学家说，有一些
主要的有机体类型，首先是植物和动物的类型。地形学家说，地球上
有一些山系，并且把它们叫做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等等。这
些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首要的事实并从此演绎出其他的事实时，严
格地说，他们从事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吗？不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断言
某些事实，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历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学家给
亚历山大大帝和印刷术断代。如果说两者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将会看
到，优势全在历史学家一边。那么，我们理解的差异的科学的意义是
什么呢？当然，我们回答说，我们知道原因和结果。我们了解到，在
两个不同的事件中，一件事是另 一件事的结果，或者二者联手达到同
一个目的，于是我们说，二者都得到了解释。然而让我们假定这样的
一个世界：既不存在相似性，也不存在重复性。如果需要的话，存在
着一个奇怪却可以理解的假设：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新奇的、出
乎意料的；创造性幻想不受记忆的局限，却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星
星的运行是时断时续的，以太的波动是没有节律的，世世代代的生物
没有共同的遗传特质。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光怪陆离的
东西都可能是另 一个东西的结果，并由其决定，甚至可以反过来成为
其他东西的原因。在这样的世界中，因果关系可能仍然存在，然而会
不会有什么科学存在呢？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这个世界里，既看不到
相似性，也找不到重复性。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对原因的了解有的时候足以提供远见。但是，
对相似性的了解总是允许列举和计量，而科学依靠的首先就是计数和
计最。当然，科学需要的不止是计数和计量。一 门新科学界定了自己

6 典型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的领地之后，它就必须比较这些特征，并注意
其联结的纽带，相似性和重复性的变异就是靠这条纽带联系起来的。
不过实际上，人脑并不完全了解也不能清楚地识别因果关系。人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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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仅仅是，结果好像是原因或重复原因，例子有一个声波产生另 一

个声波，一个细胞产生另一个细胞。有人也许会说，这样的再生产真
是太神秘。我承认；然而，一旦接受了这个神秘的规律，后续的一 连
串结果就再清楚不过了。相反，每当生产不是自身的再生产时，我们

． ． ． ． ． ．  

就陷入了一无所知的境地。中
类似的事物成为相同事物或被认为是相同事物的构造成分时，这

种相似性就叫做一个数擅而不是一个群体，一定屈氢气里的分子、一
棵树里的木质细胞、一个军团里的士兵就是这样的构造成分，就是一

个星而不是一个群。换句话说，事物自我重复而数蜇增加时，它们始
终是一个整体，热和电的波动、热和电在受热体和带电体内的积累，
孩子体内细胞的增加，同一 门宗教的信徒，都是植的例子。在这些情
况下，重复称之为增长，而不是一个系列。在上述例子中，我都没有
发现有别千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特殊规律。

此外，无论相似和重复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址还是群，是增
长还是级数，它们都必然是一切现象中差异和变异的主题。 对万千气
象而言，相似和重复犹如刺绣的画布、音乐的韵律。我描绘的这个奇
妙的世界实际上是气象万千的各种世界中分化最少的世界。在当代的
产业体系中，革新的意义比革命要大得多，这个体系是互相模仿行为
的积累。我们文明开化的现代人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不过野蛮人的
生活虽然自由无羁，但那是多么单调啊！如果没有遗传，有机体的进
步可能吗？如果没有天体的运行，没有地球力最的波状周期律，丰富
多样的地质时代和生机勃勃的生物界的多样性能够产生吗？

由此可见，重复为变异而存在，否则必然的死亡就难以理解［梅
尔伯夫 (Melboeuf) 在他的书里思考的问题是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
命运，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因为如果说生命的发条拧
紧之后，生命的陀螺难道不应该永恒旋转吗？假设重复的存在仅仅是
为了某一个创新的各个阶段，而这个创新顽强地寻求表达机会，那么
等到所有这些变异全部实现之后，死亡就必然要来临。在这一点上，
我要顺便说一说，一般对个别的关系正是重复对变异的关系； 一般对
个别的关系给整个中世纪唯名论对唯实论的哲学争鸣提供了炮弹。唯

0 “科学知识未必要从最细腻的、假设的和未知的事物开始 。 凡是物质构成类似的单
位，凡是这些单位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计氧时，就产生了科学知识。凡是这些单位组合成更
高一级的单位并成为更高一级单位的标准时，就产生了科学知识。”［冯·内格利(Von Nae
geli), Addn.ss at the congress of German naturalists in 1877]- —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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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论认为，个别的特征和特质是仅有的重要现实。 相反，唯实论只考

虑那些值得注意的特质，那些真正符合现实的特质，在这样的现实里，

个人像其他人并在他人的身上复写自己。 这样的思辨兴趣是显而易见

的。 我们可以考虑政治中的情景：个人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名论，社

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实论。

一切社会的、 生命的和物理的重复，也就是模仿的、 遗传的或振

动的重复（让我们只考虑最明显、 最典型的重复形式），都来源于某种

革新，就像一切光线都是从一个中心点发射出来的一样。 千是乎，在

科学的各个领域，正常的东西看上去就起源于偶然的东西。 这是因为，

8 一个天体吸引力的传播或光线的波动，一种动物从一对始祖开始的繁

衍，起源于一位学者、 发明家或传教士的一个民族的思想、 欲望或宗

教仪式一一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像是自然而然的、 有规律的现象。 另 一

方面，这些现象各自的中心又表现出奇怪的或难以完全用公式表述的

序列或并置，这些中心就是不同的手工艺、 宗教和社会制度，不同类

型的有机体，不同的化学物质或不同的天体，一切的辐射都来源于这

些中心。 这一切令人惊叹的现象都表现出一致性或系列性— —氢气无

数星罗棋布的分子的普天同一性，原生质从生命阶梯的底部到顶端的

完全同一性，印欧语系语言的根基在整个文明演化过程中的始终如一

性，浩淌太空星光的扩散，难以计数的海洋物种地 质时代不中断的

序列，非常忠实地传承到现代的古埃及科普特人语言的词义－这

一切现象都令人惊叹。 这一 切难以尽数的性质 相近、 关系相似的东

西，和物质的、 生物的和社会的偶然事件相联系，它们之间的纽带

是难以理解的；它们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或和谐相继的关系使我们

望而兴叹。

在此，我们就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作了类比。 倘若用历史学家或

社会学家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现象似乎杂乱无章，而自然现象却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不要奇怪为什么物理学家、 化学家或生理学

家表现的自然现象是有条不紊的世界。 自然科学家只给我们介绍他们

学科里典型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的一面；他们小心翼翼地掩盖学科里的

异质性和转换性（或实体化证明）。 与此相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掩

盖社会事实有规律的单调的一面—一类似的和自我重复的一面，他们

只给我们显示自己学科里偶然而有趣的一面，即无限新奇和多样的一

9 面。 比如，倘若我们的研究课题是高卢 － 罗马人，历史学家甚至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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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就不会考虑带着我们一 步接一 步去走一遍被征服的高卢阴

他们不必显示， 每一个语词、 每一种礼仪、 每一条布告、 每一种职业、

每一种风俗、 每一门手艺、 每一条法律、 每一次军事行动……一句话，

每一种具体的思想或需求是如何从罗马引进， 又是如何从比利牛斯山

脉一步一步地传播到莱茵河， 又是如何经过激烈的斗争一 步一 步地战

胜凯尔特人＠的风俗和思想被他们接受的， 又是如何进入热情模仿罗

马和恺撒的高卢人的嘴巴、 胸膛、 心灵和头脑的。 退一万步， 即使我

们的历史学家曾经率领我们漫步这个征程， 他也不用重复每一 个拉丁

语词或语法形式、 罗马宗教的每一种礼仪、 军官给士兵传授的每一种

军事策略、 罗马建筑的每一种类型， 他也不用显示每一种庙堂、 会堂、

剧院、 竞技场、 引水管、 别墅；他不用演示学校传授的维吉尔©或贺

拉斯＠的每一首诗歌， 他不用演示罗马文明中的每一 条法律、 每一 种

艺术形式、 每一种手工艺流程－ —— 从老师、 工匠到学生、 学徒都忠实

而持续不断地传承的罗马文明。 然而， 正是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我们才能够对海量的规律性做出准确的估计， 即使在最波动的社会里，

大家也公认大量的规律性。

再比如， 基督教传入之后， 我们的历史学家也不会叫我们重走这
一段路， 我们不用重温每一种基督教礼仪是如何传播的一一虽然遭到

抵抗， 基督教还是像声波在业已振动的空气中传播一样传遍了异教徒

的高卢。 与此相反， 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 恺撒何时征服高卢， 一些

圣徒何时到高卢来传教。 他甚至可能会给我们列举传入高卢的罗马文

明、 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各种构造成分。 在这里， 他的问题是如何理

性地、 合乎逻辑地理解问题， 是科学地描绘基督教如何覆盖在罗马古

风上；或者更准确地说， 他描绘传教的过程如何逐渐建立在罗马古风 10 

传播的过程之上。 在分别处理罗马古风和基督教的过程中， 他会遭遇

到一 个同样困难的问题： 如何合理地解释性质迥然不同的伊特鲁里

亚气希腊、 东方等各种文化何以能够共存并构成罗马古风；如何合理

0 高卢(Gaul)， 相当于现在西欧地区的法国和比利时。 中译者注

＠ 凯尔特人(Celts)， 印欧民族的一支， 最初分布在中欧， 在前罗马帝国时期遍及欧

洲西部和不列颠群岛， 尤指不列颠人或高卢人。 中译者注

＠ 维吉尔(Virgil)， 罗马诗人， 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

著有《牧歌》10首、《农事诗》4卷， 代表作为《埃涅阿斯纪》。 中译者注
＠ 贺拉斯(Horace, 公元前65—公元8年）， 罗马诗人， 从倾向共和转向拥护帝制，

写诗歌颂屋大维， 其《诗艺》对西方诗歌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译者注

＠ 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 古代意大利中部的一个民族。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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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释各自的内在黏合力本来就不大的犹太、 埃及和拜占庭思想何以

能够构成基督教思想。 然而，这正是历史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艰巨

任务。 如果他想严谨治学，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够糊弄自己。 因此，他

就会弹精竭虑、呕心沥血去发现历史偶然事件中的规律或原因，在杂

乱的素材中清理出头绪。 如果他研究这些和谐的局面是如何、 为何产

生千偶然事件的，如果他研究和谐之中又有何成分，他就会取得更大

的成就。 我则自告奋勇再向前迈进一步。

总而言之，这样的历史学家就像植物学家，他不得不忽略同种同

类植物的繁衍，忽略其生长和营养，忽略细胞生长或组织再生；他就

像物理学家，不愿意研究光、 热和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 我们能

不能设想，植物学家相信，他固有而独特的目标是把不相像的物种联

系起来，把始千藻类终于兰花的物种串联起来，并且给予非常合理的

解释呢？我们能不能设想，物理学家相信，他唯一的目的是研究为什

么刚好存在着七种光波，为何存在着包括电磁在内的两种以太波呢？

这些问题当然是有趣的问题。 虽然它们允许哲学探讨，但是它们不容

11 许科学探讨，因为它们的答案似乎不允许科学要求的非常精确的、 很

高的或然率。 显而易见，成为解剖学家或生理学家的首要条件，或者

是研究组织 同质细胞、 纤维和血管组成的组织，或者是研究功

能 细微的同质收缩、 运动感觉、 氧化或还原；在此基础上，成为

解剖学家或生理学家最重要的条件是： 相信伟大的生命设计师，也就

是相信遗传。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

检查许多种气态、 液态和固态的物质 由绝对相像的微粒组成的物

质，也就是由细微、 同质振动的大量积累而构成的物理力最。 一句话，

在物质世界里，万物都指涉振动，或者都处在被振动指涉的过程中。

在这里，万物都带有越来越多的振动性；同样，在生物界里，繁衍的

功能，也就是通过遗传来传递最微 小特性（源头一般不明）的功能，

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最小细胞固有的特性。

到这里，我的读者或许就会意识到，社会存在物基本上是模仿的

存在物，我的读者就是这样的社会存在物；他就会意识到，模仿在社

会里扮演的角色类似千遗传在有机体生命里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振动

在尤机体里扮演的角色。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承认，发明和社

会科学的关系就像新的动植物物种（或者按照渐进演化的假设，新物

种缓慢修正的每一个过程）和生物学的关系，就像类似光或电的新的

12 运动方式和物理学的关系，就像新物质的构成和化学的关系。 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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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发明启动了一个或一串新的模仿， 比如， 火药仇风车、 莫尔

斯电码就是这样的发明。 由此可见，如果要打一个恰当的比方，我们

决不能把历史哲学家比喻为我们所知道的廷德耳＠或贝尔纳©式的物理

学家或生理学家，而是要把他比喻为想象力狂放不羁的谢林＠或海克

尔＠式的自然哲学家。 这是因为，历史哲学家努力在科学、 产业、 审

美和政治发明的奇怪的组合和序列之中发现规律。

所以，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一切历史事实都可以追溯到不同的

模仿潮流；历史事实就是这些潮流的交点，这些交点本身注定要受到

或多或少准确的模仿；历史事实缺乏内在连贯性，但是这不能证明社

会生活不存在基本的规律， 也不能证明建立一门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门科学的部件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琐细体会之中。 此外，

一组历史事件缺乏的内在逻辑性远远不如一组生物或化学物质那样严

重。 为什么我们偏要历史哲学家演绎非常对称和理性的秩序，对科学

哲学家却不抱这样的梦想呢？而且，历史哲学家胜过科学哲学家的根

本差别，完全是历史学家的功劳。 直到最近，博物学家才瞥见了生物

进化，才得到了一点点清楚的认识；与此相反，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

历史的连续性。 至千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可以一笔带过。 他们甚

至不敢预计到什么时间才能够追溯简单物质的谱系，也不敢预测到什

么时间能够出版论原子起源的著作一像达尔文《物种起源》那样成

功的著作。 不错，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先生和门捷列夫©先生认

为，他们区分了一连串自然的单质。 不错，是沿着他哲学思辨的路子，

布瓦博德朗先生才发现稼的。 然而仔细一想，这些科学家反复的尝试 13 

0 我在说火药、 电报、 铁路等发明时， 同时也要指出， 正是因为有累积的、 不同的许
多发明才促成了火药 、 电报、 铁路的发明 。 作者注

＠ 约翰·廷德耳 (John Tyndall, 1820一1893)， 英国物理学家， 研究气体辐射热， 廷
德耳效应即以其命名， 著《作为运动形态的热》等 。 中译者注

＠ 克劳德·贝尔纳 (Claude Bernard, 1813-1878) ， 法国生理学家， 以其在消化系统

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而著称。 - —中译者注
＠ 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 德国哲学家， 古典客

观唯心主义代表人物， 影响浪漫主义， 预示存在主义， 著《对自然哲学的看法》、 《先验唯心
论体系汃《哲学与宗教》等。 中译者注

＠ 海克尔 (Ernst Heinrich Haeckel, 1834-1919) ， 德国动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
提出生物发生律， 著《人类发展史》、 《生命的奇迹》等。 — 一中译者注

＠ 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 (Lecoq de Boisbaudran, 1838-1912)， 法国化学家， 改
进化学分析的光谱技术， 发现元素稼。 中译者注

＠ 门捷列夫 (Dmitri lvanovich Mendelejeff, 1834—1907) ， 俄国化学家， 建立元素周
期分类法， 著《化学原理》。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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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也好，进化论者建立的生物衍生的谱系体系也好，都没有提出比赫伯
特·斯宾塞的思想火花更加精确、更加肯定的东西，甚至没有提出比
维科叨更加精确、更加肯定的东西。斯宾塞和维科 提出了所谓社会演
进的周期律和必然律。我们可以把现存的物种和以前的物种进行比较，
过去物种的遗骸保留在底层中。 可是，对史前天文学中的化学物质，
我们却没有掌握一点点蛛丝马迹。在难以探测、难以想象的历史深处，
在地球和星球的实际的化学物质里，我们都难以追踪化学物质的蛛丝
马迹。因此，我们可以说，化学提不出物质起源的理论，在这一点上，
它不如生物学先进；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可以说，生物学不如社会
学先进。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结论是 ： 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是不同的学
科；社会科学必须像其他学科 一样只论述许多同质的事实，研究历史
学家仔细掩盖的事实；新的、异质的事实是社会哲学的特殊领域；严

格地说，新的、异质的事实就是历史事实；从这个观点看问题，社会
科学可以和其他科学一样先进，社会哲学实际上比其他哲学先进得多。

本书只研究社会的科学；而且，我们的研究只限于模仿及其规律。
稍后，我们要研究发明©的规律或准规律。这两个问题是迥然 不同的
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把它们截然分开。

物理学、 生物学和社会学三条相似的规律。 为何万

物可以用数字和计散来表现。

经过这一番长篇的开场白之后，我必须提出一 个重要的主题，我

的开场白里已经朦朦胧胧地涉及这个主题。正如我所说，科学只研究
数最和增长，用更加通俗的话说，科学只研究现象的相似性和重复性。

不过，指出这个特性实在是多余的、肤浅的。知识的每一点进步
都强化我们的信念 ：

一 切相似性 都归因于重复 (All resemblance is
． ． ． ． ． ． ． ．  

due to repetition)。我认为，这个信条可以用三个命题来阐述 ：

0 维科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 意大利哲学家， 提出历史循环说， 认为人

类社会要经过
“

神的时代”

、
“

英雄时代” 、
“

凡人时代” 三个历史阶段， 其《新科学》是人类
历史上的不朽巨著， 影响至今不衰 。 中译者注

＠ 写过这本书之后， 我在另一本书《社会逻辑》里勾勒了发明的理论CF. Alcan, 

1895)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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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物理学、天文学里的一切相似性（一 个单体的原子，一

丝光线里的光波，以每一个天体为中心的同心圆引力圈），都可能完全
是由周期性的运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振动的现象引起的，也可以完
全用这个现象来解释。

2.生物界生命起源的一切相似性都是遗传的结果，是有机体内繁
衍或有机体外繁衍的结果。正是通过细胞的关系和物种的关系，比较
解剖学指出的物种之间的各种类比性和同源性，组织学指出的物质成
分之间的各种类比性和同源性，才得到解释。

3.社会中一切相似性的社会根源是各种形式的模仿的直接的或间

接的结果一 —这些模仿有风俗模仿或时尚模仿、同感模仿或服从模仿、
感知模仿或教育模仿、无意识的模仿或有意识的模仿，如此等等。 当
代人解释教义和制度的方法，其优势就在这里。这个方法必然会更加
普及。据说，伟大的天才、伟大的发明家走的路子容易交叉。不过首
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巧合非常罕见，即使出现这样的巧合，也是
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两位相同发明的发明家各自从共同的教益中获取 15 

了充分的启示。这个共同的资源库包含大措古老的传统和经验；这些
传统和经验或有可能组织程度不高，也可能凭借语言完成了 一定程度
的组织，并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承。语言是一切模仿的伟大载体。

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语文学家暗地里依靠上述命题，
它们通过类比得出结论说：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德语、俄语等亲
属语言实际上属于一个语系，它们有一 个共同的始祖语，它凭借传统
而得到传承，只是在传承中有一 些修正而已。每一 点修正实际上都是

无名氏的语言发明，反过来，每一点修正又通过模仿而长期保存下来。
在下一章里，我将回过头来重新论述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三个命题。

乍一看不可能靠重复产生的普遍的相似性，只有一大类，这就是
无穷太空各部分的相似性。太空各部分的并置与固定正是一 切运动的
条件，振动、复制、传播和征服等运动都需要这样的条件。然而，我
们不应该由于这个例外而裹足不前。这里略提一下就够了，议论它会
使我们离题万里。

这个异常情况也许是一种幻觉，让我们搁置这个例外，继续谈我
们的大命题的真实性，说一说它直接的后果。如果量意味着相似性，
如果每一种相似性都来自千重复，如果每一种重复都是一种振动（或
任何其他的周期性运动），都是一种复制现象或模仿行为，我们自然就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定没有任何运动是振动，没有任何功能是遗



传获得的，没有任何行为或思想是后天学会和复制的，那么，宇宙就

不可能存在量之类的东西 (there would be no such thing as quantity in
． ． ． ． ． ． ． ． ． ． ．  

the universe)，数学就不可能有任何用处，就不可能有任何可以想象
的应用价值。还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假设： 如果我们的物质、生命和社

16 会领域都拓宽它们振动、复制和传播的活动，我们考虑的领域就会大
大地加宽和加深。这个事实在欧洲社会里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形式的
时尚无与伦比的进步，衣食住行的时尚、欲念和思想的时尚、制度和
艺术的时尚，这一切都在数以百万计范本的基础上造就着一个单一类
型的欧洲人。这个巨大的拉平的力量，一开始就产生了一门统计科学
并使之发展，这门学科命名为社会物理学 (social physics) 或政治经
济学是很恰当的 这不是很清楚吗？没有时尚和风俗，社会量就不
可能存在，价值、货币就不可能存在，财富和金融的科学就不可能存
在。（那么，如果模仿的观点不起作用，经济学家怎么可能梦想提出有
关价值的理论呢）不过，人们用计数计量法研究社会的尝试，不可能
没有偏颇，只可能是初步的探索。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令人吃惊
的东西等待着我们！

二、

三种重复形式的相似性。 三种重复形式隐含着共同

的儿何级数增长趋势。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展开论述三种普遍重复形式，即令人瞩目的
类比、给人教益的差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谋求解释三种
形式相互纠缠的节律和对称。我们不妨问一问： 三种普遍重复形式的
内容是否像其节律和对称，这些井然有序、活跃在底层的现象实质上
共享着深刻的一致性；我们不妨问，这种底层的一致性是否与三种重
复形式的异质性构成强烈的反差，就像一个民族的军事行政机构 一

样 外表上丝毫小显示构造成分喧嚣的个性，然而正是这些异质的
个体推动了机构的运转。

这个包含两方面的课题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说到第一个方面，我
17 们应该注意一些明显的类比。首先，重复也是增殖和自我传播的蔓延。

石头掉进水时，第一个水波会重复自己，以圆圈形式向周围扩散直到
极限。我点燃火柴时，我在以太中掀起的第一波立即开始向广阔的空
间传播。一对白蚁和根瘤岈被运输到一块大陆之后，儿年之内就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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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这块大陆。 不久前刚刚从欧洲引进加拿大的飞蓬属植物， 已经在每

一块良田里飞速生长。 马尔萨斯和达尔文关于物种个体以几何级数增

长的著名法则，实则是人类通过复制来完成辐射的法则。 同理，起初

只在一些家庭里使用的方言，通过模仿而逐渐成为一种全民的语言。

社会发韧期的燧石取火、 狗的驯化、 制造弓箭，稍后的烤面包、 铸造

青铜器、 炼铁等等，想必都是像传染病 一样传播开来的。 这是因为，

每一支箭、 每一块燧石、 每一 口面包、 每一根铜丝都既是底本也是副

本。 如今，一切有用的工艺流程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 唯一的区

别是，日益密集的人口和日益前进的文明大大地促进了它们的传播，

正如声音的传播速度与介质的密度成正比一样。 每一个社会事物即每
一种发明或发现都要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扩张；我可以再加一 句话：

这个环境往往会自我扩张，因为它基本上是由相似的事物组成的，所

有这些事物都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

然而，这个自我扩张的趋势，正如其外部天性的扩张一样，常常

由于敌对趋势的竞争而夭折。 不过，这个事实对理论尤关紧要。 而且，

它还带有比喻性。 欲望不能够归因于思想，正如它不能够归因于振动

或物种一样，自我扩张趋势夭折的事实应该这样来理解： 分散的个体

力量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这些力量存在千无数的存在物之中，存在物 18 

构成环境，三种普遍的重复形式就在这个环境里传播。 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扩张趋势有一个预设的前提： 环境是同质的；振动依靠的以太或

空气介质似乎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个同质的条件，然而物种在地理上和

化学上的介质却不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个条件，思想和社会的介质更是

远远不能够满足这个条件。 但是，如果因此而断言社会介质比其他介

质复杂，并借此来表达三种介质的区别，我却认为是错误的。 相反，

也许正是因为社会介质比其他介质简单得多，它才远离必须的同质性；

因为表面上真实的同质性就足以满足这个扩张趋势。 此外，人的聚合

体增加，思想以规则的几何级数传播的趋势就更加显著。 让我们极度

夸张这个儿何级数趋势，让我们假定思想扩张的社会范围不只有一个

群体，假定一个群体的人数就足以产生人类的主要道德，又假定这个

社会由数以于计的群体组成，那么，这些重复的群体的一致性就造成

明显的同质性，虽然每个群体内部各有自己的复杂性。 难道我们没有

类似的理由设想，这就是外界向我们展示的那种同质性吗？难道这种

同质性不是一切简单而且显然一致的现实的共同特征吗？有了这个假

设，显然就可以看到： 一个成功的观点，如果一 出现就快速流行，那

t 雾女普遍的 …售」l3



么它就能够从数学的角度解释它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在这样的条件下，

满足了社会首要需求的作者，并且因此而注定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作

者，就可以根据当年书籍某一定价的情况来预告：以同样的定价，在

没有审查、 压制或干扰的情况下，次年的市场需要是什么；他就可以

预告，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同类文章的情况下，次年需要的文章是什么。
19 据说，预见的能力是科学的标准。 让我们把这个说法修正为带有

条件的 (conditional) 预见能力。 比如，植物学家可以根据开花的情

况来预告水果的形状和颜色，但有条件：旱灾不使果树枯死，不出现

新异的品种（一种第二等的生物学发明）。 又比如，一颗子弹击发出去

时，物理学家就可以断言，几秒钟之内、 在什么距离能够听到枪声，

条件是：没有声音阻截枪声，没有大喇叭或加农炮同时爆响。 所以，

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严格地说，社会学家是科学家。 假如社会学家

已经知道现有的各种模仿的中心， 已经知道它们大致的速度、 分离的

趋势或同时的运动，他们就可以预测 10 年或 20 年之后的情况；只要

没有改革或政治革命影响这个趋势，只要没有同时产生与它对垒的中

心，他就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

诚然，在这个例子中，决定事件的条件的或然率很高，也许比其

他的情况下的或然率更高。 不过，或然率仅仅是程度之差。 此外，我

们说（把这个趋势看作哲学而不是历史科学来说）， 目前模糊的发现和

首创决定着未来的发现和首创的方向。 再者，任何时期的重要社会力

量的构造成分，并不是从新发明辐射出来的软弱的模仿，而是对古老

发明的模仿；古老的发明更加有力、 更加普及，因为它们有足够的时

间传播开来、 深深扎根，成为风俗、 习惯， 即生理学所谓的
“

种族本

的 能“气因此，我们难以预测 10 年、 20 年、 50 年之内的发现，难以预

测未来给人以艺术灵感的杰作，难以预测震撼人心的战斗、 革命和暴

力一 - —然而有了上述的假设之后，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接近准确的预

测，我们能够预测思想和价值观念潮流的深度和走向；我们的政治家、

将军、 诗人和音乐人不得不跟随这个中心思想和价值观，或使之畅行

无阻，或予以堵截，或与之搏斗。

至千支持模仿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例子，我可以举出火车头生产扯

0 请不要责备我这个思想荒唐： 说我否定在上述一切情况下种族对社会事实的影响 。

不过我认为， 由于种族业已获得的特征数量不少， 种族是社会事实的结果， 而不是其源泉。

只有从这个被忽视的角度来看问题， 种族才适合进人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 。 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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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数字或咖啡、烟草等的消费量的统计数字，从它们引进到挤爆
市场时的统计数字卫我举发现美洲的例子，乍一看它对我的论断不
太有利。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被模仿的情况： 哥伦布设想并实行
的欧洲到美洲的第一次航行，越来越频繁地受到后继者的模仿。这些
后来的航行的每一点变异都是一个小小的发现，它们嫁接到了那个伟
大的热那亚人身上，他发现，这些后继者都在模仿他。

我想用这个例子引出 一个小插曲。一位富于幻想的航海家发现美
洲的时间，既可能早200年，也可能晚200年。倘若200年前的1292

年，美男子胖力©有这个开发新世界的机会，由千他正在与罗马争吵，
由于他正在大胆地推行世俗化和行政集权，他的野心就一定会刺激起 21 

来，现代世界的来临一定会大大加速。200年之后的1692年，美洲对
亨利四世的法国的价值无疑会超过它对西班牙的价值。西班牙失去
200年之间养肥它的富庶的美洲，就不再会那样富裕和繁荣。在第一

种假设的情况下，天知道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会不会打不起来。在
第二种情况下，查理五世＠的帝国还能不能建立？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开拓殖民地的需要，被哥伦布的发现所创造和满足的需要， 15 世纪以
来在欧洲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需要，就要等到 17 世纪才
会出现；如果是那样，直到现在，南美洲还会属于法国，北美洲在政
治上的地位还会微不足道。那将是多么不同的历史啊！再想想， 哥伦
布的成功仅仅是那种毫厘之差的机遇啊！但是，让我们停止对过去偶
然事件的玄想，虽然在我看来它们和未来事件的猜想一样有道理、有
意义。

再举一例，最令人瞩目的一个例子。罗马帝国灭亡了；然而已如
上述，罗马的征服却永存。通过基督教，查理曼©把罗马帝国拓展到

0 有人会反对说， 若干年连续不断的统计数字的升降， 是不规则的， 常常被重审和反
应推翻。 我不想详细论述， 只想说， 这些重审和反应总是能够说明新发明的干扰， 因为新发
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统计数字的下降；但是， 在考虑下降趋势
时， 我们要谨防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社会事物受到的模仿越来越多， 它不受模仿的趋势就
越来越明显 。 相反， 它人侵社会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 如果不存在这个不被模仿的趋势， 同
时却出现模仿继续下滑的统计数字， 那应该归咎于它的竞争对手 。 作者注

＠ 美男子胖力(Philip the Fair, 1268-1314)， 法国国王排力四世。 中译者注
＠ 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 1337-1453)， 英法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

中译者注
＠ 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一1558)，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8年） 。

中译者注
＠ 查理曼(Charlemagne, 742-814)， 世称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 建立查

理曼大帝国 。 中译者注

I'，累'-贮卫心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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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地区；威廉王CD使罗马帝国拓展到盎格鲁—撒克逊人之中；哥

伦布使罗马延伸到美洲。 如今， 俄罗斯人和英格兰人正在把它延伸到

亚洲和澳洲， 而且还有可能把它延伸到大洋洲。 H本正在努力接受它

的影响。 看起来， 只有中国在认真抵抗这个浪潮。 然而倘若我们假定，

中国也可能被同化， 我们就可以说， 雅典和罗马包括耶路撒冷 也

就是它们组合与协调的首创性和杰出的思想形成的那一种文明 就

22 征服全世界了。 如果是那样，所有的种族和民族就会对希腊—罗马文

明那种尤限的富有传染性的模仿作出贡献。 然而， 倘若大流士©和薛

西斯©征服了希腊并把它定为波斯的一 个省；倘若伊斯兰战胜了查

理·马特＠并侵入欧洲；倘若爱好和平和勤劳的中国在过去的3 000年

中侵略好战并且把它发明的精神转向战争的艺术与和平的艺术；倘若

发现美洲时， 火药与印刷术还没有发明， 且欧洲人的作战能力不如阿

兹台克人©和印加人＠ 如果是这样， 世事的结果就会大相径庭。 然

而， 历史机遇决定， 我们这个类型的文明要压倒其他一切文明， 要压

倒一切成串的光辉的发明， 虽然它们曾经在世界各地闪闪发光。 即使

我们的文明没有占上风， 另 一种文明最终也会成为普天之下的文明，

因为一切文明都号称具有普遍性， 这就是说， 一切文明都通过模仿以
． ． ． ． ． ． ． ． ． ． ． ． ． ．

儿何级数增长， 就像光波或声波一样， 就像动植物物种一样。

四、

重复在语言、 神话等方面的折射。 模仿忧喜参半的干

扰；冲突干扰与复合干扰（发明）。 杜会逻辑概要。

让我指出另 一种类比。 模仿从一 个种族或民族传递到另 一 个种族

0 威廉王(William the Coqueror, 1028? —1087)， 威 廉一 世，法国诺曼底公爵
(1035—1087), 1066 年征服英格兰， 自立为英国国王 (1066-1087)。 中译者注

＠ 大流士(Darius,公元前 558? －前 486? ）， 大流士一世， 古波斯帝国国王。— —中
译者注

者注
＠ 薛西斯(Xerxes I,公元前 519? －前 465?）， 薛西斯一世， 波斯国王。 中译

＠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688? -741)，法兰克国王， 732 年在普瓦蒂埃战胜
阿拉伯人，阻止了他们在西班牙的扩张，给他们在西欧的扩张画上了句号 。 中译者注

＠ 阿兹台克人(Aztecs)， 印第安民族， 居墨西哥中部， 16 世纪初文明程度达到顶峰，
败于西班牙殖民者。 中译者注

＠ 印加人(Incas)， 秘鲁高原上的印第安人， 建立了一个北起厄瓜多尔南到智利中部
的大帝国， 16 世纪被西班牙人征服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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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族时，会受到修正，就像振动或生物类型从一个环境进入另 一个

环境会发生变化一样。 比如，在词语、 宗教神话、 军事秘密或文学形

式从印度人到日耳曼人、 从拉丁人到高卢人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能

够看到这样的变化。 在一些情况下，变化的记录足以说明这些变化的

总体情况和一致趋势。 这个变化趋势在语言中尤其明显。 格里姆定

律心、 雷努阿尔＠定律可以叫做语言折射的定律。

雷努阿尔认为，拉丁词语受西班牙语和高卢语影响发生的变化是

一致的、 典型的。 格里姆定律认为，德语和英语里的辅音相当于梵语 23 

和希腊语里对应的辅音。 这个事实说明，从原始雅利安语到条顿语到

希腊语和印度语，祖语按照特定的规律变化，一种情况是用送气音取

代急促音(hard check)，另 一种情况是用急促音取代送气音，如此

等等。

如果宗教的数量和语言的数量一样多（宗教的数量太少，不足以

提供比较的基础，不足以和可以归纳为定律的语言现象做比较），尤为

重要者，如果每一种宗教里的思想和任何语言里的词语一样多，我们

就可能推演出和语言规律相仿佛的神话折射的规律。 实际情况是，我

们只能够追踪某一个神话的变化，比如色列斯©或阿波罗的变化，这

是采用该神话的不同的民族的天才给它打上的烙印。 但是，能够进行

这样比较的神话实在是太少；而且，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又赋予它不

同的意义，所以就很难在神话里找到明显的共同特征，也找不到总体

上超越家族似的类似特征。 然而，同样的宗教思想在演变的过程中可

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吠陀经畔到梵天气戎琐罗亚斯德教矶

从摩西到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就是这样的吗？基督教思想在从希腊、

罗马、 英国国教、 高卢教会的异教教派里流动的过程中，不就是这样

的吗？也许我应该说，凡是沿着这个思路能够做出的论述都已经有人

说过了，我们只需要利用这样的材料就行了。

0 格里姆定律 (Gimm's law)， 印欧语系内部的辅音变化， 有第一音变和第二音变，
这两次辅音变化把H耳曼诸语言和其他印欧语区别开来。 中译者注

＠ 雷努阿尔(Francoir-Juste-Marie Raynouard, 1761-1836)， 法国戏剧家和罗曼语语
言学家 。 一 一中译者注

＠ 色列斯(Seres)， 罗马谷物女神。 一中译者注
＠ 《吠陀经》(Vedas)， 印度婆罗门教的古代经典，共四卷。 中译者注
© 梵天(Brahma)， 印度主神之一， 为创造之神。 中译者注
＠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 由波斯多神教演变而来，

崇拜光明神奥尔穆兹德， 又名拜火教、 袄教、 火教、 火袄教、 明教。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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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家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所谓艺术的折射率。这些定律因民族
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它们属于每一个特定绘画、音
乐、建筑、诗歌的中心，属于不同的国家比如荷兰、意大利、法国等等。

我就不凑热闹了。不过，我们可以说，忒奥克利托斯CD折射在维吉尔身上，
米南德©折射在泰伦斯笠身上，柏拉图折射在西塞罗＠身上，欧里庇得斯＠
折射在拉辛©身上，难道这样说纯粹是形而上的、幼稚的吗？

24 再来打一个比方。模仿之间、社会事物之间、振动与生物类型之
间都会产生干扰。如果两个波浪、 两个物体(physical things)很相
像，同时又从两个黄热病的中心传导出来，如果它们在同 一物质存在
(physical being)中相遇，或者在同一物质微粒中相会，那就可能出现
两种结果：或者是它们的动力增加，或者是它们的动力被中和掉，这
是因为它们的运动方向或者凑巧一致，或者刚好截然相反。在第一种
情况下，一个新的复合的浪头开始了，这个浪头更大，而且往往会扩
张。在第二种情况下，争斗和部分毁灭接踵而至，直到一个对头战胜
另 一个对头。同样，我们知道，两个不同但相近的生命，经过世世代

代的独立繁衍之后，不是在一个地方相遇（动物争斗或互相毁灭，那
是严格意义上的身体接触），而是在同一生物体中、在同一个生殖细胞
里杂交 这就是唯一的一种既相遇又干扰的情况，这是真正至关重
要的相遇。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后代的生命力超过父
辈，更多产，繁殖力更强，而且把显著的特征遗传给更多的后裔，这
是可以验证的一种生命的发现。另 一种情况是，后代弱小，少数的后
代甚至发育不全，不自然结合的父母的不可兼容的特性是互相分离的，
这就加速了 一个对手战胜并驱逐另 一个对手的过程。同样，两个信念

0 忒奥克利托斯(Theocritus,公元前310? 前250?），希腊诗人，创田园诗派，对罗马
诗人维吉尔产生重大影响，是最早结集出诗的诗人。 中译者注

＠ 米南德(Menander)，希腊戏剧家，共写剧本100余部，仅存一部《恨世者》，对喜剧的
发展产生影响。 中译者注

＠ 泰伦斯(Terence)，古罗马 喜剧作家，有6部作品存世，大多由希腊新喜剧改编而
成。 中译者注

＠ 西塞罗(Marcus Tulius Cicero,公元前106 —前43)，罗马政治家、 演说家和哲学家，任

执政官，力图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因而被杀 。 代表作《论善与恶之定义》、
《论法律》、《论国家》等。 中译者注

＠ 欧里庇得斯(Eupides,公元前485 —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写悲剧90余
部，仅存《美狄亚》、《特洛亚妇女》等19部。 中译者注

＠ 拉辛(Jean压ptiste Racine, 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他的
作品如《不列颠》(1669年） 和《菲德拉》(1677年）取材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主题。 中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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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欲望，总之两个社会事实（说到底，一切社会事实都是信念或欲望，

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教义、 情感、 法律、 欲念、 风俗、 道德等等）各

自按照不同的范本教育或模仿走过一段路之后，常常会最终走到一起

并互相接触。 这两个社会事实的接触和干扰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心理的

和社会的接触和干扰；为此目的，它们在同一个脑子里的共存、 在同
一种心态中的参与，就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两者的关系必须是二居其 25 
一的：或互相支持，或互相对立；或一 主一从；或一 正一反。 有些信

念或欲望似乎既不互相支持又不互相伤害，既不互相肯定又不互相否

定，它们不可能互相干扰，就像两个异质的波浪或生物体由于关系太

遥远而不能结合一样。 如果它们看上去互相扶助、 互相肯定，它们就

因此而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实用的发现或具有理论价值的发现；反过来，

这个发现必然会在传染性的模仿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就像其构造成分
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信念或欲望的力蜇有所增强，就像两个社会事

实受到有利的物质或生物干扰时，推动力或生命力得到增强一样。 与

此相反，如果互相干扰的社会事实、 主题或目的、 教义或利益、 信念

或激情，是互相伤害的、 对立的，如果它们相遇在一个人的心灵里，

或相遇在一个民族的心灵里 在这样的时候，个人和社会都会在道

德上停滞不前，陷入怀疑和犹豫不决的境地，直到由于突然或长期的

努力他们的心灵被撕裂为两半，直到那个受珍惜程度比较低的信念或

激情被牺牲掉为止。 由此可见，生活的选择只有两个，仅仅是从 一对

错配鸳鸯的两个类型中进行选择而已。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和以上

那个情况略有区别：在一个人的脑子里两种信念互相干扰或一个信念

和一个欲望互相干扰，无论他高兴与否，并不局限于他一个人的脑子，

而是在他的脑子里和另一个人的脑子里起作用。 这里发生的干扰是：这

个人知道，他的思想受到别人思想的肯定或否定，他的意志受到他人意

志的惠助或伤害。 由此而产生的是同情和赞同，或者憎恶和战争。。

(j) 我指出， 遗传性和模仿存在相似性， 这两种普遍的重复与其分别对应的创造或发明
相似，证明了遗传性和模仿之间的相似性。 当社会青春勃发、 生机勃勃、 不断前进时，新的
工程和成功的创新接踵而至，从而加速杜会的变革；后来， 当发明的活力耗尽之后， 模仿还
要继续沿着固有的路子进行下去 。 印度、 中国和罗马帝国末期就是这样的例子。 比如， 戈德
里(Gaudry)先生在论述棘皮动物（《动物世界奇观》第二纪）时说： “它们失去神奇的多样
形态， 这是第一纪的华丽；它们不再拥有自我裂变的能力， 但是仍然继续繁衍酷似自己的个

体 。”不过，情况并非总是这样的。 在地质时代， 有些家族或类型的动物在辉煌一时之后消亡
了。 菊石就是一例。 这种奇妙的化石在第二纪曾经辉煌一时， 以后就灭绝了。 还有一种类似的

情况， 有些短暂而辉煌的文明， 就像朝生暮死的星星， 在历史的星空中闪亮一天之后，旋即突

然灭绝。 我指的是大流士统治的波斯、 一些希腊共和制的城邦 、 阿比尔教派兴盛时的法国南

部、 意大利共和制的城邦， 等等。 这些文明的创造力耗尽之后， 连再生的能力都不复存在 。 实

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自己暴烈的毁灭性预先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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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然而我认为，这一切都需要予以说明。让我们来区别三种假设：
两种信念的有力干扰，两种欲望的有力干扰，一个信念和一个欲望的
干扰。让我们再将这三种假设细分为两种：在同一人身上的干扰和不
在同一人身上的干扰。稍后，我们还要说 一说不利的于扰。

1.如果我读到或回忆起一个自认为或然率很高的事实，而且我认
为这个推测很可能成立；如果我突然感觉到，这个事实验证了我的推
测，并确信这个事实就是那个推测的结果（就是说，表达这个事实的
命题包含在表达这个推测的大命题之中），在这个时候，这个推测在我
眼里的可能性立刻就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这个事实看上去就成了
笃定的事实。由此可见，这个推想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信念的增加。这
种逻辑包含的感知是一个发现。牛顿的发现仅限于这一点。．他把猜想

27 中的引力规律用来计算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时，觉得这个事实验证了他
的假设。让我们假定，在100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始终受一个领袖
人物比如圣阿奎那立阿尔诺©或波舒哀©的影响去证明，或认为自己
在证明，那时的宗教教义和科学状况之间存在着类似的一致性。我们
可以发现，这种滔天洪水般的信念使富于逻辑和发明的13世纪硕果累
累，使法国詹森教派的17世纪硕果累累，使英国国教的17世纪也硕
果累累。这种宗教与科学的和谐是不折不扣的发现。阿奎那的《神学
大全》、波尔罗亚尔信徒＠和法国教士的问答教学法，以及那个时期的

一切哲学体系-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一在一 定程度
上，都是这种和谐关系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已。现在，让我们把刚才的
大命题做一点小小的修正。让我们假定，我倾向千赞同一个原理，而
与我交谈的朋友却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原理。一方面，他把自认为真实

0 圣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6一1274) ，活跃于 13 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
哲学家。 中译者注

＠ 阿尔诺 (Antoine Arnaud, 1612—1694) ，法兰西詹森派神学家，该教派创始人之
一

。 中译者注
＠ 波舒哀 (Jacques-Beigne Bossuet, 1627—1704)，法国天主教高级教士 、 历史学家、

法兰西学院院士 。 中译者注
＠ 波尔罗亚尔 (Port-Royal) 信徒，詹森派教徒，因其活跃于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而

得名 。 中译者注
＠ 笛卡儿 (Rene Descartes, 158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将哲学从经院哲学

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 。 代表作为《方法谈》 (1637 年）和《哲
学原理》 (1644 年） 。 �中译者注

＠ 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 1646—1716)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微积分和数理逻辑先驱，制造演算机，提出二进制，建立单子论和神正论，著《神正论》、

《单子论》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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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告诉我，而我却认为这些事实并没有得到证明。稍后，我似乎
感到，或者说心里突然一闪念：如果这些事实得到证明，它们就能够
充分证明我的原理。从那一刻起，我就倾向于相信这些事实，不过信
念的增加仅仅是在于对事实的相信，而不是和我的原理有关。此外，

这种发现并不完全，并不会有什么效果，除非我的朋友说服我相信他

的信念，证明他的信念比我的信念更加有道理；或者除非我向他证明
我的原理是正确的。这正是广泛而自由的思想交流的好处。

2.中世纪第一位既爱虚荣又很贪婪的商人，由千不甘心放弃财富
和社会地位，觉得贪婪能够服务虚荣的目的，千是就花钱为自己和家
人买了贵族的爵号。这位商人心想，他搞了一个很好的发明。实际上，
有许多人模仿他。完成这个意外的宏图后，他的虚荣和贪婪难道不是
成倍增长吗？在他的眼里，黄金有了新的价值，野心和曾经绝望的梦

想探囊可取，他的贪婪和虚荣难道不是随之增加吗？也许，我们能够 28 

举一个更近一点的例子。第一位把常理倒过来的律师，投身政治以求

发财，他率先办的事既不是坏主意，也不是效果不佳的首创。再举一

些例子。假如我陷入情网，又有写诗的激情。我把爱情就转化为写诗
的狂热。我的爱情迅速升温，我写诗的热情节节攀升。这种干扰中发
源的诗歌何止千万！又比如，我是慈善家，又喜欢出名，于是我就努
力完成卓越的业绩，以便于多做善事，我就努力有益千他人，以便扬

名显身，如此等等。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基督教的热情和当时

好战的激情联手，爆发了十字军心东征。伊斯兰在欧洲的入侵、1889
年的扎克雷暴动＠和以后几年的起义、一切受高尚激情约束的卑贱激
情，都是突出的例子。令人高兴的是，社会生活的初期还有一个更加
富有感染力的例子。有人率先说：“我肚子饿，我的邻居冷。我把这件

衣服给他，反正它对我没用；我用这件衣服和他换吃的，因为他有多

余的食物；就这样，我对食物的需求可以满足他对衣服的需求；反过
来交换也可以。”这个例子说服力强、言简意骸。对社会生活的初期而
言，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产业、商业、货币、法律和艺术概源千此。
（我不把社会的诞生归因于这个思想，因为社会的存在走在交换出现之
前。从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的那一天起，社会就诞生了。）

, 
0 十字军 (Crusade), 11 世纪至 13 世纪的欧洲基督徒

＂

讨伐
”

中东穆斯林的战争，

得到罗马教会的首肯， 史称十字军东征。�中译者注

＠ 扎克雷暴动 (Jacquerie), 1358 年法国北部农民反对贵族的起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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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注意，一切新形式的专业工作、一切新工艺都是从类似的
发现中产生的。这些发现人一般是无名氏，然而其积极性和重要意义
并不因此而逊色。

3.从历史意义上来讲，没有什么心理干扰能够像一个欲望与一个
29 信念之间的千扰那样强烈。

但是，还有许多情况不能够纳入这个范畴： 一个信念或意见附着
在一种倾向之上，激发另 一个欲望从而影响这个倾向时，就不能把这
个信念或意见纳入这个范畴。剔除了这些情况之后，还有相当多的一

些情况：思想对它附着的欲望直接起刺激作用。比如，假定我想到国
民议会去演说，一位朋友立即恭维说，我最近表现出了真正的演说天
才。他的信念鼓舞了我的雄心，我的雄心也强化了我的信念。同理，
一切历史错误，一切恶劣或过分的平静或疯狂，它们在煽动政治激情
的同时，无不受到政治激情的推波助澜。信念也会刺激欲望，有时使
欲望的目标更加容易实现，有时对欲望的目标表示赞同。在这个第三
种假设分析的结尾，我还要指出这样的情况： 一个人意识到，虽然他
不赞同别人的信念，别人也不赞同他的打算，但是别人的信念还是有
助于他的打算。这个意识是一种发现，许多骗子利用了这个意识，至
今还在这样干。

这种特殊的干扰及由此产生的未经命名的重要发现，应该算是主
宰世界的重要力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幻觉滋养的
激情，反过来他们的爱国主义又滋养了他们的幻觉。这只不过是极度
夸张的自我优越感滋养的野心、贪婪和虚荣而已 难道不是这样的
幻觉吗？这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以小不点的地球为宇宙的中心、以
这个小不点上的小不点的罗马和雅典为宇宙的中心，认为只有这个小
之又小的小不点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垂青而已－ —-难道不是这样的幻觉
吗？阿拉伯人的狂热、基督徒的传教、雅各宾派。和革命党人的宣传，
难道不是幻觉滋养的激情的极端膨胀吗？这些力撒总是首先起源于一

30 个人、一个中心，很超前，突然喷发而出，获得重要的历史意义。一
个狂热的人，执著于征服、永生或人类堕落的欲望却无能为力时，他
心血来潮，无意之间就开启了一扇通向雄心勃勃的大门。 这个念头也
许是耶稣复活、千禧盛世、大众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教条或社

会契约公式。他拥抱这个观念，观念抬高他的地位，看哪，一个新的

0 雅各宾(Jacobin)派，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民主派 。 —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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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诞生啦！ 一股政治或宗教流行风气就这样刮起来了。就这样，整
个民族就可能今天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明天却可能皈依社会主
义了。

以上几个段落只讨论了于扰一组合 (interference-combinations)

的问题 ； 这种干扰的功能是发现并加大欲望和信念这两个心理量。不
过，那个漫长的道德演变序列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它牵引出了至少是
同样多的干扰一冲突 (interference-conflicts) 问题。欲望和信念这些
主观的对立面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时，那些心理量总数的绝对值就
下降。当它们朦朦胧胧、零零星星地出现在孤零零的个体身上时，除
了心理学家之外，谁也不会注意它们。

千是，我们就会看到三种假设的情况。
(1)一方面，大胆的理论家和政治预言家就进行欺骗，同时又逐

渐对自己产生怀疑；当他们看到事实证明自己的猜想错误并嘲弄了自
己的预言时，他们既欺骗别人又怀疑自己；真诚而明达的人感觉到他
们的科学和宗教或哲学 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时，这些理论家和政治预
言家的思想就受到削弱。与此相反，在私下、司法和议会的讨论中，
信念的火焰却是被重新点燃了，而不是被扑灭了。我们还看到第二种
情况。

(2)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因压抑和苦闷而产生的无所事事，看到
因陷入科学热情与文学抱负、爱情与野心、骄傲与懒散的矛盾而苦苦
挣扎、慢性自杀的人。相反，各种竞争使人身上的每一根发条都绷得
紧紧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生存斗争。最后是第三种假设。 31 

(3) 一 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绝望的症状：强烈的渴望和强烈的缺
乏自信、恋人的深渊、苦等者疲惫不堪的地狱、顾虑和懊悔的煎熬、
不看好自己渴望的目标和看好自己厌恶的目标。另一 方面，我们看到
令人讨厌的抗拒：父母抗拒孩子的尝试和激情，因为他们相信孩子有
危险；谨慎和经验丰富的人抗拒发明者的尝试和激情，因为他们认为
那些发明不实际。

当这些情况（实际上始终相同的情况）在很大的规模上起作用时，
当它们由千强大的社会模仿潮流而成倍增长时，它们就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在其他的名目下，这些现象成为：

(1) 一个民族进退两难的处境，因为它陷入两个敌对的教会或宗
教、教士和科学家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可能； 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

族的宗教战争，纯粹由于宗教信仰不同 而爆发的战争，这是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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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2)一方面，一个民族或阶级的失败或惰性给宗教造成了与其自

然本能（实际上起初也是人为的激情或者是从外族引进的激情，只不

过这种激情比较古老而已）对立的人为的激情，或者是和永久性利益

不一致的欲望，比如与渴望和平与舒适的永久性利益不一 致的欲望。

尚武精神成倍增长并难以割舍时，就发生这样的对立。 另 一 方面，大

多数对外的政治战争就是这样的对立。

(3)一方面是内战，严格地说也就是内斗，保守派和革命党的内

斗；另 一 方面是一个民族或阶级的绝望。 信念和热情爆发时，绝望的

情绪就衰减并沉入历史，逐渐被人遗忘；古老的簇言和传统与新的渴

望发生冲突时，社会就感到烦恼和压抑，比如基督教与骑士精神、 工

业主义与功利主义发生冲突时，就出现绝望的情绪。
32 由此可见，对个人或社会来说，怀疑、 惰性和绝望的悲惨状况，

还有争端和战争引起的更加痛苦的暴力和对立，都能够迅速把人推向

解脱的结局。 人总是能够从长时期悲惨的境地中解放出来， 于是奴役

他的两种力量就受到削弱。 尽管如此，人总是无法战胜争端和战争；

即使解脱出来，那也是暂时的解脱，因为到了一定的阶段，使他痛苦

的状况只能够在短时期内增强人的信念和欲望，由此而生的是困扰人

类的、 无休无止的异见、 对抗和矛盾。 只有靠思想和行为的逻辑体系，

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由此而生的是战争和争论的难以消灭，至少是

看上去难以消灭，人人都因此而受难；不过，在一些人的主观世界里，

欲望和观点的斗争一般是能够讲和的。 由此而生的是九头蛇似的社会

问题，难以根绝、 不断冒出来的问题，并非当代特有而是一切时代都

会遭遇到的问题；因为它不研究信念和欲望衰落的结果，而是研究信

念和欲望爆发时的状况。 换旬话说，它没有问：科学或宗教是否最终

会占领或应该占领大多数人的头脑？它没有问：究竟是对社会秩序的

渴望在人的心里更加强大呢，还是社会嫉妒、 骄傲和仇恨更加强大？

它没有问： 哪 种态度有利于统治阶级革除慷懒而增添光彩： 是积极

而勇敢地放弃陈旧的结构呢？还是希望和自信的突然爆发有利千革除

陋习？它没有问： 旧道德是否有权利和权力再一次影响社会？未来的

社会是否将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确立荣耀和道德的新规矩？这些问题的

解决不会拖得太久，即使目前也不难预料其性质。 然而，这些问题构

成了那个永恒的九头蛇似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实在是艰难的问题。
33 它们是：通过驱逐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或者是强迫其改宗，从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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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思想统一 这样的做法好还是不好？这样的情景会不会发生？

压制个人之间的商业、 专业竞争， 压制社会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 是

好还是不好呢？用梦想的劳工组织来压制个人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呢？

用一个庞大的联盟至少是用一种新型的欧洲平衡， 使欧洲迈出走向合

众国的第一步， 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未来是否给我们储备着这种可

能性？一个强大而不是受限制 的权威、 一个绝对的主权权威， 能够干

大事而且既博爱又聪明的权威—一让这样一个权威崛起并成为至高无

上的帝国权威或制度权威， 让它掌握在一个政党、 一个民族的手中
——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是否能够看见这样的前景呢？

这就是那个问题， 这样表述出来之后， 它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

畏的问题。 人类和个人总是向着最健全的真理和最强大的力量前进，

向着最强大的信念和自信前进——总而言之， 向着最大可能的信念前

进。 千是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最大限度的前景是否能

够通过协商、 竞争和批评来实现？或者反过来说， 通过压制协商、 竞

争和批评， 通过模仿一个不断膨胀又抱成一 团的思想或意志来无穷无

尽地开拓， 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无限美好的前景呢？

五、

三种重复形式的区别。 生殖是无条件的波动。 模仿

是远程的生殖。 胚胎期的简缩。

经过上一节偏离重复的论述之后， 我们有理由期待探讨其他的问

题， 以便于获得更好的成效。 所以在检讨三种重复形式的主要逻辑相

似性之后， 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三种重

复形式之间的差别， 这样的差别同样能够给人以教益。 首先， 三种重

复形式的一致性并非是交互式的， 而是单向的。 生成依靠波动， 波动 34 

却不依靠生成 (Generation depends upon undulation, but undulation 

does not depend upon Generation)。 模仿既依靠生成又依靠波动， 然

而生成和波动却不依靠模仿。 2000年之后， 西塞罗的手稿《论共和

国》重见天日， 并成为灵感的源泉。 倘若书写《论共和国》 的羊皮纸

的分子没有继续波动（哪怕是由千周围气温而引起的波动）， 此外， 倘

若人的繁衍没有从西塞罗一直传承到我们这 一代而出现了中断， 西塞

罗身后人对他的模仿就不可能发生。 和其他地方一样， 这里有一个令

人惊叹的现象， 最复杂、 最无条件的术语总是得到最简单、 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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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的支持。 在这个方面，这三个术语不对等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波动是连成一片的，既同步又比邻；相反，生物体是有距离的、 分离

的，其寿命长短差别很大。 而且，越是处在进化阶梯的高位，生命 体

就越是独立。 生殖是一种波动 ，其波纹本身就是独立的世界。 模仿的

生命力 更强；其影响力不仅跨越很长的距离，而且跨越长时间的中断。

模仿在发明者和模仿者之间架设起了孕育的关系，哪怕二者相隔数于

年之遥， 莱克格斯CD和法兰西国民公会之间、 庞培古城的壁画家与受

到激励的现代装饰家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孕育关系。 模仿是远程的

生殖。©看来，三种重复形式似乎都是模仿拓展活动范围的努力；模
35 仿的构造成分总是迫不及待地摆脱规律的束缚，所以模仿就必须切断

这些构造成分的反叛机会，用越来越聪明的办法和有力的方法来控制

这一群躁动不安的成分，使之以有条不紊的秩序、 不断增加的力址和

组织程度向前推进。 我们可以用旋风、 流行病和武装起义的比方来说

明模仿的前进。 旋风从一 个居民区席卷到另 一 个居民区；当它 一阵阵

吹袭的时候，它不会偏离既定的路线，它不会跳过一段路把病毒送到

远方。 相反，流行病肆虐的路线却是弯弯曲曲的，沿途的某一幢房子

和某一个村庄也许会幸免于难，相隔比较远的居民区或村庄却可能同

时受到侵袭。 武装起义从工厂到工厂、 都会到都会的传播过程受到的

束缚更小。 它可能会起始于一封电报宣传，有时其传染性甚至会来自

于过去， 来自于一个死人和一个湮灭的时代。

还有一 个重要的差别。 模仿的产物总是一种全新的发展，产品身

上看不出第一位工匠摸索的痕迹。 因此这种艺术模仿过程比生物模仿

过程快得多。 生物的胚胎发育期、 婴儿发育期和青春期都被压缩了。

然而，生命不会忽视缩略的艺术。 如果说胚胎发育期重复（有一定局

限）先前和相关物种的动物性和古人类的发育过程，事情就很明显，

个体的人在重复漫长而繁复的种系发育过程时，就必然是非常简略的。

不过，我们在考察一代又一代演化的过程中，并不会忽略孕育和生长

的阶段。 这个方向上唯一 能够确定的事实是，遗传特征或遗传病比较

0 莱克格斯 (Lycurgus) ， 公元前 9 世纪斯巴达法典的创立者。 一一中译者注
＠ 倘若里博 (Theodule Armand Ribot, 1839—1916, 法国心理学家 。 中译者注）

认为， 记忆仅仅是大脑皮层的一种营养形式， 倘若营养仅仅是一种内在生殖形式， 倘若模仿
仅仅是社会记忆（参见我《社会逻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 －那么正如我已经证明的那
样， 生殖和模仿之间就不仅存在着类比关系， 而且还存在着基本的同一性。 模仿是基本的 、

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 它是生物界生殖现象的社会续篇和对应物，广义的模仿就包括营
养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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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时候就在后代的身上复制出来，比父辈身上出现的时间要早一些。

让我们把这种略为提前的情况和制成品的进步做一 番比较。 我们 制造 36 

手表、 别针、 纺织品和一切商品所花的时间，都只有最初制造这些产

品时间的 1/10、 1/100。 至千说波动， 它在这种加速度里的时间已经
缩短到微乎其微的程度了。 波浪严格地说是同步的，如果温度不变，
波浪产生、 成长、 消亡的时间应该是一样长的。 波的振动必然使介质
的温度上升（根据拉普拉斯心对牛顿公式的修正，这个事实至少是见
诸声波的振动），必然使振动加速。 不过， 物质振动的加速并不会节省
多少时间。 与此相比，作为生命尤其是作为社会特征的重复机制赢得
的时间就要多得多；因为己如上述，模仿的产物不用重走过去的老路，
甚至连裁弯取直的路也不用再去走。 生物界的变化比社会的变化也要
慢得多。 即使主张生物进化速度快的人也会爽快地承认， 鸟的羽翼取

代爬行类爪子的速度远不如火车头取代马车来得快。 上述观察得出的

结论之一，就是给历史自然主义一个恰当的位置。 根据这个观点，社
会制度、 法律、 思想、 文学和艺术，自始至终必然要从一个民族的底
层慢慢地发芽开花。 一个民族的土壤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凭空创造出
来的、 各方面都完美的事物 。 只要社会尚未超越其存在的自然阶段，
这个判断就是正确无误的。 在自然的存在阶段，社会受习惯一模仿
律 (rule of custom-imitation) 的支配－�在这

个阶段，社会受纯粹模仿的影响，也受遗传的影响。 不过， 一旦模仿
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一旦激进主义精神抬头并可能一夜之间实施革命
性的步骤，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否定这种事态发展的危险的任何担保，
都是不恰当的。 不相信不太可能的事情，不能够预见未来的情况，那
将是政治事务中的错误。

CD 拉普拉斯 (Pierre Simon de Laplace, 17,19 18五） ， 法国天文学家、 数学家，提出太
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一—中译者注

1 第一竺言：炒…夕俗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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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二章

37 社会相似性与橾仿

不由摸仿产生的社会相似性， 不由生殖产生的生命
相似性。 比较社会学区分的相似性(analogies)和同
源性(homologies) －—－与比较解剖学相似的一个区
别。从重大发明推演出来的发明谱系树。 即使在静
止和封闭的人日中， 也存在缓慢但必然的范本(ex
ample)传播。

第一章只陈述了一个主题， 并没有展开论述。 这个

主题是：模仿是一切社会相似性的原因。 然而我们不应

该轻率地接受这个公式；为了真正掌握其真理， 就应该

透彻理解这个公式， 并掌握与此类似的两个公式：生物

相似性的公式和物理相似性的公式。 刚开始观察社会时，

例外和相反的情况似乎都很多。

首先， 两个不同类型的物种具有许多解剖学和生理

学的相似性， 这个现象显然不能用遗传性重复来解释，

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 它们追溯到的或理论上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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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的共同祖先，并不具备这些共同的相似性。 比如，鲸鱼像鱼的形状

显然不是继承鱼类和哺乳类共同祖先的形状。 即使蜜蜂的飞行使我们

联想到鸟类的飞行， 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 鸟类的翅膀和蜜蜂的翅鞘

继承了 一个遥远祖先的共同特征， 因为这个共同的祖先也许是一种爬

行类， 而爬行类是不会飞行的动物。 达尔文和罗马内斯吁人为， 许多

关系遥远的动物具有类似的本能；从这些类似的本能， 我们也会得出

同样的结论。 比如， 装死作为逃避敌害的本能就是这样的， 狐狸、 昆

虫、 蜘蛛、 蛇类和鸟类都具有这个本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能的相

似性只能够用自然环境的同质性来解释。 所有这些异质的生物依靠的

都是同样的环境来满足基本的需求—一对一切生物来说都是基本的相

同的需求。 再来看环境， 自然环境的同质性只不过是同质的光波、 热 38 

波和声波在空气和水中以同样的方式传播的结果， 空气或水就是由以

同样方式振动的原子构成的。 至于一切细胞、 一切原生质的同质性

（比如营养或应激状态的同质性）， 我们必须用生命同质的化学元素来

解释；根据现在的假设， 我们应该用化学元素无止境的重复运动所固

有的内在节律来解释， 而不是用遗传特征的传递来解释， 用裂变或某

种原生质细胞的复制来解释， 虽然在生命的发纫期， 只存在一个自发

形成的细胞。 我们只能够这样来解释一切生命的同质性， 难道不是吗？

由此可见， 虽然上述相似性并不能归因于生命或遗传形式的重复， 然

而这一类相似性的确是从物理形式即振动形式产生的。

同样， 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两个民族通过不同的路径

创造的文明在语言、 神话、 政治、 手工艺、 艺术、 文学等方面有相似

之处；在这里， 互相模仿并没有起作用。 卡特拉法格(Quatrefages)

说： “库克＠船长造访新西兰时发现， 那里的人像苏格兰高地人。”

（《人种》， 第336页）毛利人和古老的苏格兰人社会组织的相似性， 当

然不是由千他们有共同的传统， 没有任何语文学家愿意把他们不同的

语言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母语， 并借此求乐趣。 科尔特斯©到达墨西哥

时， 发现阿兹台克人就像旧世界的许多民族， 他们拥有国王、 等级分

0 罗马内斯(George John Romanes, 1848� 1894)， 英国生物学家、 生理学家、 心理
学家， 达尔文助手， 著《动物的智能》等 。 中译者注

＠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 英国航海家， 三次率船队在太平洋和
南极海洋探险。 中译者注

＠ 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 1485—1547)， 西班牙殖民者， 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
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 1523年征服阿兹台克人的墨西哥 。 中译者注

1第二卑社会箱似、、、、＂口
久

29 | 



明的贵族、农民阶级和手工艺人阶级。他们的农业有浮动的小岛和完
善的灌溉系统，这使人想到中国；他们的建筑、绘画和象形文字使人
想到埃及。他们的年历有自己的特别规定，同时也证明他们的天文学
知识和当代欧洲人的知识对应；虽然他们的宗教有血腥的一 面，但这

39 个宗教还是有一点像基督教的礼仪，尤其是像基督教的洗礼和忏悔。
在有些情况下，细节的巧合实在是令人震惊，所以有人相信，他们的
艺术和制度是遭遇海难的欧洲人从旧世界带来的卢但是，这些相似
性和其他无数类似的东西似乎更接近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不得不承
认，人类的天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外在环境的性质也是一致的，难道
不是吗？就人性来说，满足有机体的欲求是一切社会进化的目的，普
天之下此理皆同；所有人的感觉器官和大脑结构，无不相同。就外在
环境的性质而言，环境提供大致相同的资源以满足大致相同的需要，大
致相同的眼睛看见的是大致相同的景观，所以世界的产业、艺术、感
知、神话和理论必然是大致相同的。这些相似性和上述相似性一样，都
说明一个普遍的原理：一切相似性都诞生于重复。然而，虽然这些相似
性是社会性质的，它们却是由生物和物 理的重复性造成的，是由人的功
能和器官的遗传性造成的，是由温度、颜色、声音、电流和化学 亲和性
在振动的传输中造成的，这些亲和性构成了人栖息和耕耘地区的水土。

40 在这里，我们遭遇到最有力的反对意见或例外情况。这个普遍的
原理看起来固然有分量，但它仅仅是给社会学提供了 一个机会，使社
会学能够复写比较解剖学里的一个区分：比较解剖学区别相似性和同

源性。对博物学家而言，昆虫翅鞘和鸟类翅膀的相似性似乎是肤浅的、
毫无意义的。这一类相似性可能会非常令人瞩目，然而博物学家 却不
去理睬。©他们几乎否认其存在。不过，对 鸟类翅膀、爬行类的爪子

(j) 实际上，新旧世界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相似性 。 美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一样，陆续
经过了 ”

相同方法和相同形式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 墨西哥人的 ｀金字塔'(teocalli)和
埃及人的金字 塔对应；北美 洲的土台(mounds)和步列塔尼(Brittany,位 于法国北
部 。 中译者注）和细锡厄(Acythia,位于欧洲东南部的黑海北岸。 中译者注）可
有 一比；秘鲁的门楼(pylones)仿佛是埃特鲁斯坎（意大利中部的古国 。 中译者注）和
埃及门楼的复制品 ” ［罗伊尔(ClemenceRoyer), Revue scientifique, 1886-7-31] 。 更加令人
震惊的是，西班牙国内的巴斯克语似乎只和某些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具有相似性。 不过，这
些相似性的有效性由于一 个事实而受到削弱：它们不是从两个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 而
是从新旧世界许多不同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 作者注

＠ 模拟(mimicry)受到更多的注意。 迄今为止，这个谜还没有揭开 。 但是如果揭开这
个谜的钥匙是自然选择赋予的，它就可以用遗传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就可以用最有利千物种

的个体变异的遗传固化和积累来解释；这种变异就用另一个物种的轮廓来作为自己的伪
装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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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鱼类的鱼鳍，他们却给予高度的重视。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后面
这些相似性是相近的、深刻的相似性，是和前面那些相似性迥然不同
的相似性。如果说这样的区分对博物学家来说是合理的，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社会学家应该被剥夺去做类似区分的权利？为什么社会学家不
能够以同样的鄙夷态度去对待不同语言、宗教、政治和文明在功能上

的相似胜(functional analogies)？为什么不能够以同样的尊敬态度去

对待它们解剖学上的同源性(anatomical horologies)？语文学家和神
话学家已经充满t这样的精神。 语文学家认为，阿兹台克语里的神

(teot l)和希腊语里的神(t heos)的相似性没有任何意义。 相反，他
们努力证明bisch op和episcopus这两个字是同源词 “主教 “气其原因

是，语言成分在演化的任何时刻都不应当脱离过去的变化，也不应当
把它孤立起来看问题，不应当让它脱离它反映和被反映的其他语言成
分。因此，两个语言成分被游离出来的、在两个阶段的相似性，尽管
它可以得到证明，然而由千它们脱离自己的语系，脱离了 一切构成其
真实生活的成分，所以这两个抽象出来的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仅仅是 41 
人为的现象，而不是两个真实事物之间的真正的联系。 这个观点可以
进一步推而广之。＠

然而，这样的回答只不过是否定难以说清楚的相似性而已，所以
它当然是不充分的。 与此相反，我认为，文明之间许多真正而重要的
相似性无疑是自发产生的，彼此之间不存在已知或可能的交流。 而且
我承认，一且人的天才流向发明和发现之后，它就会受到主客观条件
的限制，就像河流受制千河岸一样，其发展总是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 42 

0 这个偶然的巧合更加突出，因为阿兹台克语里的ti可以不予重视，因为这个复辅音
似乎是墨西哥语常用的词尾。Teo和teo（与格）的意义相同，发音也相同。�作者注

＠ 虽然毁伤、割礼、断发 、 文身作为宗教服从和政治臣服的象征见诸地球许多角落、
见诸美洲、波利尼西亚群岛和旧世界；虽然南美洲野蛮人的图腾柱使我们想起中世纪骑士的
盔甲，等等；这些巧合与相似性仅仅是说明，行为受制于信念，人的信念主要是由于外界现
象和内在倾向暗示的结果 。 人性的深度到处一样 。 外在现象虽然有气候的变异，人性却是大
同小异的。我承认，这样的相似性可能是由模仿引起的 。 不过，这些相似性只不过是粗浅
的、不确定的，它们不具备社会学意义；同理，昆虫和脊椎动物一样有肢体，和鸟类一样有
眼睛和翅鞘，可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的相似性是没有意义的。 与此相反，鸟类
的翅膀和编蝠的飞翼看上去截然不同，然而这两种器官实际上是同一进化构成的组成部分，
其过去相同，其未来也可能相同 。 在它们前后相继的变化中，这些器官的对应性不胜枚举。
它们是同源的。反之，鸟羽和虫翼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如果说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只不过
是它们在完全不同的成长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有相似之处 。 割礼在阿兹台克人和希伯来人那
里具有相同的仪式和宗教意义吗？事实正好相反，它们的区别就像阿兹台克人的忏悔和我们的
忏悔迥然不同一样。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仪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仪式是社会环
境里一个特殊的部分，它受个体行为的指引，而且处在不断的累积变化之中。 作者注

l ̀ 3 戊立独恺性＂亡，， 0 叫31 | 



因此，即使遥远地区的发展渠道也存在大致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甚

至还偶尔显示出一些意蕴深厚的思想中存在的平行 发展现象矶虽然

这样的机会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一些非常简单、 有时却相

当复杂的思想，显然是独立出现的，它们即使不是完全相同却也是对

应的。©不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有机体需要的一致性，人不得

不顺应同样的思想潮流；既然如此，这个事实 说明了生物相似性而不

是社会相似性。 因此适用于这种情况的是生物学的重复原理而不是社

会学的重复原理。 与此相似， 由千光线和声音条件在任何意图和目的

时都一样，所以它们迫使不同种系的动物生长出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

官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在这个方面，它们的相似性是物质的而不是生

物的；这种相似性依靠的是振动，因此它服从物理性重复的原理。

最后要问的是，人的天才如何并为何能够形成一股潮流？除非有

什么初始的动因唤醒了处千惰性状态的天才，除非这些动因一个接一

个地激发了人类心灵深处潜在的欲望，否则，人的天才是不可能形成
一股潮流的。 这些初始的动因，难道不是初始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吗？

发明和发现通过模仿而传播，同时又激励模仿者发明和发现的品

味 — - —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最初，某个猿人形成有关语言和宗教成分

屁 的粗糙的观念（稍后我将阐述这样的观念如何形成），这就使人类迈过

了动物和人类社会之间的门槛。 这艰难的一步实在是惊天动地，没有

这一步，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一定还锁定在未能实现的各种可能性的

地狱边缘。 没有这个火花，进步的火焰永远不可能在野蛮的原始森林

里燃成熊熊大火。 原初的幻想，加上它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这就是

进步的必要条件。 这种幻想激发的模仿行为并非它仅有的结果。 它还

引起了其他的幻想行为，新的幻想行为又激发另一些新幻想行为，如

此这般，以至无穷。

由此可见，一切都与这个循环过程相关。 每一种社会相似性都是

(l) 这些思想更容易倾向于简单，只需要一点点想象力就行了。 一些最稀奇古怪的风俗
就是这样简单的思想 。 比如， 我读雅梅特尔(Jametel)先生讲中国的书时，吃惊地看到，他
描绘中国人饭后打 唔是表示礼貌的行为。 我又看到，加尼尔(Gamier)先生和修果内

(Huggonet)先生的《希腊奇风异俗》(La Grece nouvelle, 1889)，也注意到同样的礼节，现
代希腊人饭后也打唔。 显然这两个国家表示吃饱了的欲望产生了这种自然而然却也是滑稽的
习俗 。 作者注

＠ 同样，在新旧世界里相同的需要促使旧世界的人产生驯化牛和羚羊的念头，新世界
的人产生驯化野牛、 水牛和美洲驼的念头。［见布尔多(Boureau),《动物的驯化》(Conquete
du monde animal), 212页］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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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模仿行为的结果，又是它的主题。 我想我可以把这个循环往复的

过程比喻为另一种无与伦比的事件。 许多个千万年前，地球上首次发

生了这样的事情： 一小团原生质神秘地出现并开始分裂繁殖。 如今生

命里的一切相似性都是这个第一次重复的遗传结果。 如果你猜想， 由

千纯粹偶然的原因，原生质、 语言或神话最初不止在一个创造中心出

现，那是徒劳尤益的。 事实上，即使生命诞生的多源头假设是成立的，

我们也不能否认，经过一段漫长的斗争和竞争之后，最优秀、 繁殖力

最强的自发产生的范本一定会灭绝或同化其对手而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有两个事实我们不应该忽视： （1)和其他的欲望一 样，发明和发

现的欲望随着它受到的满足而增长； （2)每一 种发明都及时在一个脑

袋里融入两个模仿潮流的交叉点上，第二个潮流强化第一个潮流；或

者一个强烈的、 对客观事实的感觉和第一个潮流结合，给过去的某一

个老念头以新的启示；或者第一个模仿潮流与一个鲜活的经验需求结

合，在某种熟悉的实践中找到意料之外的资源。 但是，如果分析这里

的感情和感知，就可以发现，感情和感知几乎也可以完全化入心理因 44 

素；随着文明的前进，在范本的影响下，感情和感知就完全化入心理

因素了。 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经过了母语、 民族宗教、 主导偏见或科

学理论的棱镜和有色眼镜的透视。 不经过一番自毁的过程，最无偏颇、

最冷静的观察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 而且，某一个有机体的欲求都获

得了典型的经验形式，这个形式 获得了周围范本的认可。 社会环境在

界定和实现这个形式时，实际上利用了这个形式。 甚至营养和生殖的

欲求似乎也转换成了民族的产品。 性欲在不同地区转换成按照各自宗

教礼仪结婚的欲望。 吃饭的欲望在一个地方表现为吃面包或肉食，在

另一个地方表现为吃粮食或蔬菜。 寻求乐趣的自然欲望更是如此，这表

现为各种不同的欲望： 马戏、 斗牛、 古典悲剧、 自然主义小说、 国际象

棋、扑克牌或惠斯特牌。从这个观点来看，18世纪把蒸汽机用于满足航

海的欲望，实在是几条模仿思路交叉产生的了不起的思想；此前，蒸汽

机已经应用于工厂，再把它用于航海则是在几百年航海中产生的欲望。

后来，海员就适应了蒸汽船，使用这个发明的想法和以往航海发明的念

头也是类似的。 哈维。用光学手段发现了静脉瓣，他把这个发现与脑子

里原有的解剖学知识结合起来，就发现了血液循环。 这个发现只不过

0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 ， 英国医生、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
1628年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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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道理（也就是他规规矩矩以小学生的态度追随的方法和实践，
45 这使他最终能够提出了不起的主张）与别的道理相遇的成果。两个旧

公理在一位几何学家头脑里产生的一个新公理，也酷似以上的情况。

因为一切发明和发现的构造成分都是以前的模仿， 因为这些模仿

的复合体本身也受到模仿，并最终成为更大复合体的构造成分，所以

就形成了一个由这些前后相继的成功的首创行为组成的谱系树，所以
这些复合体看上去是不可逆转的，虽然这个过程构成一个不太确定的
序列，它还是使人想起哲人们提出的泛生论 (pangenetic theory)。 每
一个成功的发明只实现了成千上万个可能发明中的一个发明，或者说
在给定情况下，它只实现了成千上万个必需的发明中的一个发明；成
千上万的发明就孕育在那个成功的发明的子宫里； 一旦这个发明出现，
它就摧毁了大多数的其他可能性， 同时又使此前不可能的许多发明成
为可能。这许多发明是否能够问世，要看模仿在其他发明业已照亮的
社会里辐射的程度和方向。自然， 唯有未来发明中最有用的发明才能
够保存下来， 因为每一个发明和每一个发现一样，都是对一个问题的
一个解答。我所谓最有用的发明，是对时代的问题做出最佳解答的发

明。这些问题中本身是某些不确定欲求的模模糊糊的表现， 它们有多
种解答方案。有趣的问题是弄明白：如何、 为何、 何人提出了这些解
答；为何专挑某一天而不是另 一 天做出了这样的解答；为何在此地挑

46 选一个解答，在彼地却挑选另 一个解答。©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首
创性，取决于过去学者和发明家的禀性。从最早最伟大的学者和发明

家开始，我们的进步就像雪崩一样从历史之巅滚滚而来。

我们难以想象，最简单的思想是如何需要天才和特别的环境发展

出来的。驯化本地无害的野兽而不仅仅是猎杀它们， 似乎一开始就是

最自然、最卓有成效的首创，事实上也是必然的首创。然而我们知道，
马原来见千美洲，可是欧洲人发现美洲时， 马已经在美洲灭绝了。布

(j) 政界把problems叫做questions, 比如东方questions、 社会questions。 作者注
＠ 有时，虽然还有其他的解答，各地却采用了相同的一个解答 。 这就是说，各地选择

的这个相同的解答是最自然的解答 。 此说没错，然而同样自然的理由难道不是可以用来解释
另一种现象吗？比如，一个解答在一个地方出现，而不是同时在各地出现，但是结果它却向
四面八方扩散 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吗？比如，儿乎一切原始民族都认为， 恶
人的来世在地狱，好人 的来世在天堂 。 诸如此类观念的相似性常常是很细腻的 。 泰勒
(Edward B. Tylor)认为，俄勒冈州的萨利希印第安人相信，恶人死后的住所终年积雪，他
们

“

眼睁睁地看着猎物却打不着，眼睁睁地看着水却喝不上＂ （见Primitive Culture, ii, 84, 
Edward B. Tylor, London, 1871 。 英译者注）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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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多认为，马的消失可以这样来解释：“在新世界的许多地方（旧世界

也是这样），它被猎杀来吃掉了，牧人没有想到驯化它。”（见《动物的

驯化》）由此可见，驯化的观念决不是必然的观念。 马的驯化有赖于某

一个偶然的事件。 它在某一个地方发生，然后通过模仿而传播开来。

马这种四足动物的情况是这样，一切家畜和栽培作物的情况无疑也是

这样的。 说到这里，我们能够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最初的发明，人类

如今的清况会是什么样子呀！

当我们解释横亘着难以逾越障碍（虽然过去未必有这样的障碍）

的社会之间的相似性时，如果我们不想用某种不同的、 早已忘记得干

干净净的原始模式来解释，一般的说就只剩下一个另外的解释。 除了

已经采用的那一个发明之外，社会必然是穷尽了沿着这个路子的一切

可能的发明，淘汰了一切其他无用或不太有用的发明，一切社会概莫 47 

能外。 不过，原始民族的想象力相对而言比较贫乏的特点，和这个假

设必然是截然对立的。 如此看来，我们应该接受前一个假设，如果没

有很有力的理由就不要放弃它。 比如，瑞士和新几内亚的古人都住在

湖滨，他们相同的念头似乎并不是通过互相模仿而来的 肯定是这

样的吗？关于打磨燧石、 用筋腿和鱼骨缝纫、 用两块木头摩擦取火，

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在否认世界范围内渐进而漫长的模仿

过程的可能性之前，一定要想一想史前时代悠悠的岁月，决不能忽视

远隔千山万水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关系的证据，不仅青铜时代有远距离

运输锡的事实，而且早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在旧石器时代就有远距离运

输锡的证据。 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规模的入侵，必然是推动了文明思想

的推广甚至是普及。 即使史前时代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古代的情况

更是这样。 大规模的征服之所以容易，那是因为被征服的民族处在原

始的、 一盘散沙似的状况。 蒙古人13世纪突然冒出来，就是这种洪水

猛兽般灾害的典型的例子。 在中世纪的巅峰时期，它突然冲破了种族

的樊篱，把中国、 印度斯坦和欧洲联系在一起。(!)

CD 1890 年《两世界评论》 (Revue des Deux Monde) 刊载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作者

是戈布雷 (Goblet d'Alviella), 讲宗教符号凭借旅行者、奴隶制与货币快速顺畅流动的情况，

讲得很深透，货币的流通是流动的浅浮雕似的证据。政治符号也是这样的情况。 双头鹰即为
一例， 奥地利皇帝和俄国沙皇的手臂上都有双头鹰纹饰， 这是从古日耳曼帝国遗传下来的，
是胖特烈二世 13 世纪东征时从土耳其借用的。 再者， 戈布雷先生说， 这双头鹰和最古老的
两河流域浮雕上的双头鹰极其相似， 是有道理的。 那是一连串模仿的结果。 这篇文章还提到
y 形护身符被广泛模仿的情况。 另一方面， 用十字来表示大气之神或罗盘的盘面是自发产生

的， 而不是通过两河流域和阿兹台克帝国的互相模仿产生的。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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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即使没有这样的多事之秋，全世界范围内范本的交换也不可能不

发生。 请允许我再次做一个一般的表述：除非能够证明文明之间存在

着商务关系和军事关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太承认一种文明对一另

一种文明的影响。 他们心里想，一个民族对另 一个远方民族的影响，

比如埃及对两河流域、 中国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必须有一个前提，那

就是军队、 海船或沙漠商旅曾到过那里。 比如，他们不愿意承认，公

元前16世纪埃及征服两河流域之前，巴比伦和埃及文明的潮流曾经有

过混合。 反过来，由千这个相同的观点，一旦艺术品、 纪念碑、 墓葬

或殡葬的文物显示出类似的地方，他们就急忙断言，两个文明之间一

定发生过战争或正式的交流。

我确立了三种普遍重复形式；据此而言，以上观念隐隐约约有一

种老牌物理学家的错误：两个远距离物体之间的任何一种物理作用比

如热或光的传导，都证明了物质的传输。 牛顿不是认为太阳光是太阳

发出的微粒穿过无边无际的太空形成的吗？我的观点和一般人的观点

迥然不同，就像是光学里的振动说和微粒说的差别一样大。 当然，我

不否认这样的社会影响：军队或商船队的运动会产生社会影响或者是

49 唤起社会影响；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军队或商船队的运动是

文明
“

接触传染
＂

的唯一形式或主要形式。 不同文明的人在边境上互

相接触，无论是否有战争或贸易，他们自然会互相模仿。 再者，他们

不必互相取代，不必阻挡彼此的模仿的对象，而是继续不断地互相影

响，跨越遥远的距离， 就像大海中水分子后浪推前浪却不必取代彼此

的方向一样。 因此，法老的军队打到巴比伦之前很久，许多天文地理

的观测和手工艺秘密，已经通过无数人的手、 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从埃

及传到巴比伦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的首要原理。 让我们仔细研究历史连续、

强大而不可抗拒的作用。 试举一例，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地方有一个

奇怪的风俗，人们让受到妻子皮肉之苦的丈夫倒骑着毛驴游街。 自然，

这个荒唐的念头不可能自发地在许多不同的脑袋里同时产生。 难道这

不应该归因于模仿吗？但是，波德里拉(Baudrillart)先生被当前的

偏见牵着鼻子走，他相信流行节H是自发产生的，不需要个人有意识

的首创性。 ”他说，塔拉斯贡的怪兽节、 梅兹的鬼节、 朱米埃耶的狼患

节、鲁昂的滴水节等许多节日，很可能不是靠饬令决定的（我承认），
50 也不是预先策划好的（错就错在这里）；定期的节日是由人们完全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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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一致意见决定的…… “ 试想，数以千计的人同时构想并自发地执

行这样非同寻常的事情！

总而言之，一切社会现象里的一切社会的、非生命的、非物质的

现象，都是模仿产生的。社会现象的异同都是模仿产生的。自然这个

标签普遍被用来描述自发的、非暗示产生的相似性，不同社会的各种

社会事实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这个标签的用法并无不妥。 如

果我们喜欢从自发产生的相似性这一 面去看问题，我们就有权把社会

里的法律、信仰、政府、风俗和罪案叫做自然法、自然信仰、自然政

府、自然产业、自然艺术（我说的不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和自然罪案。

这样看问题，诸如此类的自然的相似性当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不过遗

憾的是，如果要捕捉它们准确的意义，我们就白白浪费了时间；由于

其难以补救的含糊性和任意性，它们的下场必然是使自信的、富有科

学素养的头脑感到厌恶。

也许有人会提醒我说，虽然模仿是社会事实，然而为了省去搞发

明的麻烦而去搞模仿的倾向，是天生本能偷懒的倾向，这个倾向绝对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虽然这个倾向必然走在第 一个社会行为的

前头，虽然这第一个社会行为是满足偷懒倾向的手段，但是这个倾向

的力度和方向却因为现有模仿习惯的性质而千差万别。有人仍然会说，

这个倾向仅仅是欲望的一种形式而已。我个人认为，欲望是先天的根

深蒂固的，稍后，我将要从欲望推导出一切社会理性规律，我所谓社

会理性就是渴望最大限度的强烈而稳定信念的欲望。倘若这些规律存

在，它们在人们的思想和制度中产生的相似性，就必然有一个自然的、

非社会的原因 因为从源头上说，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社会性。比如，

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野蛮人解释疾病时，都说是魔鬼附身 这个现 51 

象完全是巧合；采用这种解释之后，他们就想出了用咒语驱魔的办法

来治病，这是逻辑的必然结果。我的回答是：前社会的人的确有某种

、逻辑倾向，这一点不能否定；然而，社会环境的影响提升了逻辑协调

的欲望，并给它导向；在社会环境里，这个欲望必然会出现最广泛、
最奇怪的波动；像其他的欲望一样，它逐渐增强、逐渐明确起来，其

变化的程度有赖千它得到满足的程度。我们将在另 一章里看到这样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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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明自身是否受一个规律的约束， 这个规律是

否决定了它们的共同方向、 共同日标呢？换句话说，

即使不存在互相模仿的情况， 是不是有一个文明相

似性日益增长的规律呢？相反的证据。

接下来我们检讨另一种反对意见。 我们试图证明反对者的主张：

一切文明即使是最截然不同的文明，也不过是一个由远古中心辐射出

来的光线而已。 可是我们几乎还是一无所获。 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经过某一点之后，不同文明的距离就开始缩小而不是加大；即使我们

相信，无论出发点是在哪里，语言、神话、手工艺、法律、科学、艺

术一直是沿着既定的道路走得越来越近， 因而一切文明的目标自始至
终是相同的、预先注定的、必然的 即使这个假设不错，我们儿乎
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的责任是确定上述假设是否正确 。 我看是不正确的。 首先需

要指出的是，它得出的结论太缺乏约束。 它隐含的意思是，只要有足

够的时间，无论科学玄想走的是什么路子，科学精神必然会走向数学

里的微积分、天文学里的万有引力、物理学里的力的融合、化学里的

原子论、生物学里的自然选择或另一种隐蔽的进化形式。 再者，既然

工业、军事和艺术的想象力都依靠将来这个独一无二的必然的科学作

为寻求满足先天欲望的手段，其必然结论就是：火车头、电报、鱼类、
52 克虏伯枪炮、瓦格纳叮伙剧和自然主义小说都是必然的结果，也许比

最简单表现形式的陶艺都更加确定无疑。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除非
是我想错了，你还不妨说，在生命滥觞的一切源头里，在它的一切变

化中，它都会产生预定的生存形式，比如鸭嘴兽、蚚蝎、羊耳蒜、仙

人掌或人类都是必然的产物。按照这个假设， 日新月异的生命问题本

身就是未定的、而且是允许多种解答的— 一难道它得出这种似是而非
的推论吗？

我在这里反对的幻想，太像是张冠李戴(quid pro quo)。 毫无疑

问，文明的进程表现为逐渐拉平、走向均衡的过程，实现均衡的地域

0 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 德国作曲家， 尤以其浪漫歌剧著名， 善于

改革创新，作品有《漂泊的荷兰人》、《纽伦堡民歌手》。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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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宽广。 这个过程会非常彻底， 也许有朝 一 日一个稳定的、 界定

分明的社会类型将要覆盖全球。。昔日全球分解为数以于计迥然有别、

互不关联甚至互相敌对的文明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然而， 文明正在参

与的这个普遍的均衡趋势， 是否就揭示不同文明正在走向 一个共同的

极端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均衡趋势显然是由千一种文明

淹没了大量原初的文明， 这种占上风的文明的滔滔洪流掀起的水波就

是不断扩大的模仿圆环。 为了弄清楚独立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

发地融合，让我们来比较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末期和中华帝国同时期

的情况。 这两个帝国早就开花结果并走到了极限。 我们的问题是： 到

了它们最成熟的阶段， 这两个帝国的相似性是否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 53 

阶段？看来答案是刚好相反的。 请比较圣索菲娅教堂及其马赛克与中

国塔及其瓷器， 比较拜占庭手稿的神秘微型字体与中国瓷瓶上的绘画，

比较中国官吏玩弄文学却偶尔参加劳作的闲情逸致和拜占庭主教集外

交手腕和神学钻研千一身的专注精神， 如此等等。 前者的理想是追求

精致园林、 人口众多的大家庭， 可是他们珍惜的道德传统却已衰落；

后者的理想和执著是基督教的拯救、 修道院的独身和彻底的禁欲。 加

上这精神上的反差， 两者的相似性实在是很大。 祖先崇拜是一个帝国

的基础， 圣人和圣徒崇拜是另 一个帝国的灵魂， 很难把这两种崇拜放

进一个
“

宗教
”

的相同类别之下。 然而， 倘若我回到最早的希腊人和

罗马人， 回到将这两个文化集千一身的东罗马帝国， 我就可以发现一

个似乎是模仿中国的家庭组织模式。 实际上， 在古代的雅利安人和闪

米特人的家庭里， 我们发现 了和中国人一样的祖先崇拜和家神崇拜，

和中国人一样的安葬仪式：敬供食品、 唱祭祀歌、 行跪拜礼。 此外，

我们还发现同样虚构的故事， 尤其是过继儿子的故事， 目的是在妻子

不育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生的主要目的：香火不断的家庭崇拜。

我这里还有反证。 如果不是比较两个古老民族两个前后衔接的阶

段， 而是比较同一个民族里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 就可以

看到相反的情况。 无疑， 旅行者会注意到， 在许多欧洲国家， 即使是

在最落后的国家里， 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别比上层阶级之间的差别大，

因为老百姓忠于古老的传统， 因为上层阶级首先受到入侵时尚的影响。 54 

0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间题， 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一样， 排他性的风俗模仿
将要占上风，传教式的时尚模仿将要式微 。 这个定律的结果是， 人类分解为特色分明的国家
和文明， 很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 只不过是这样的情况： 和古今的文明比较， 未来文
明的数目将要减少、 规模将要增大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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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显然是模仿的产物。 与此相反，如果两个

民族彻底隔绝，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思想、 品味和习惯的差别就会超过

农夫和工匠之间的差别。

原因在这里： 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就越是能

够从限制它发展的物欲的狭隘束缚中解脱出来。 它从狭隘的小溪里流

淌出来，进入审美生活的自由天地里，艺术之舟在和煦的轻风中扬帆，

厚重的历史劲吹着它的风帆。 倘若文明仅仅是有机体生活凭借社会环

境的充分扩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相反，生活在扩张的时候，

它首要的目标似乎是从自身的圈子里解放出来，是冲破它自己的圈子；

仿佛它开花就是为了落花，仿佛最重要的生活目的就是要摆脱它最基

础的东西（这也许是一切现实的情况）。 千是我们说，那奢侈的、 美好

的、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创造的特别美好的东西，在每一个社会里

都是最为重要的社会事实，都是其余一切东西存在的理由，都是一切

有用而必要的东西存在的理由。 我们将会石全小当我们从实用之物过

渡到审美之物时，相似性的唯一源泉是模仿的判断，就越来越成为不

争的事实了。 眼睛的审美习惯、 滥觞千古人的奇想，以后就成为超越

有机体的欲望，成为艺术家必须满足的欲望，这种欲望限制了他幻想

的范围。 但是，这种模仿和生命体本身没有关系，所以它会因为时间

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异。 于是，在某一个时代，希腊人的眼光

是要它的廊柱与爱奥尼亚或科林斯的风格保持一致。 与此相反，在旧

王朝时期埃及人的审美眼光是方形柱，在中王朝时期他们追求的是睡

莲花蕾形状的柱顶。 建筑永远是工业艺术；在这个纯艺术领域或几乎
55 是纯艺术的领域，我提出的模仿律的公式是完完全全适用的；我的公

式是：模仿是真正的社会相似性的唯一原因。

这个公式能够更加完美地适用于雕塑、 绘画、 音乐和诗歌。 审美

思想和审美判断就是艺术，艺术之前的审美思想和审美判断是不存在

的。 审美思想和审美判断本身没有任何僵死而一致的东西。 它们和身

体的欲望及感知迥然不同；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们预定了工业品的样

式，使之在不同民族中间大体上重复。 一个产品可能同时是工业品和

艺术品。 在这个时候，我们指望它和异域独立开发的产品在工业特征

上一致，在审美属性上不同。 一般的说，这个有区别的属性对讲究实

用的人似乎是不太重要的。 他会想，不同文明的纪念碑、 花瓶、 家具、

赞美诗和史诗的区别，难道不仅仅是细节上不一样吗？但是，细节、

典型的色调、 旬子的转折、 独特的色彩全都是风格和风貌，这正是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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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一个地方的尖形拱顶、 另 一个地方的半圆形

拱顶、 又一个地方的三角墙， 是它们各自社会里最令人瞩目的、 最重

要的特征。 这是控制实用品的万能的形态(master form)， 它不受任

何控制。 在这一点上， 它好比是决定实用功能的形态特征， 生物的分

类就是由这样的形态特征决定的。 从审美的角度看， 也就是从纯社会

性的角度看， 我们可以否认， 只有细节差别的产品不存在任何相同之

处 之所以这样说， 道理就在这个万能的形态。 比如， 我们可以断

言， 尽管埃利芬的小神庙外观上有点像希腊神庙， 实际上它并不像希

腊的列柱式神庙。 所以我们可以不问， 这一点点相似性是否可以用来

证明， 商博良叫是出的断言是正确的。 他认为， 希腊人模仿埃及人。

毕竟， 他的观点相当于说，公式越适用， 相似的产品满足人为的而不

是自然的欲望越是成问题；所谓人为的欲望当然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而不是生物学的范畴。 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 56 

倘若某些产品交叉， 倘若它们的驱动力纯粹是社会动机， 倘若它们和

生命功能毫无联系， 这个原理就会得到最完美的证明。

艺术家圈子里有一个议论颇多的所谓艺术发展规律： 艺术按照同

样的周期不断循环、 不断重复以至无穷。 遗憾的是， 没有一个人能够

把这个规律说得明快而准确， 他们的论断总是与事实不符。 同理， 这

个观点还可以用来观察宗教、 语言、 政府、 法律、 道德和科学的发展，

虽然它实用的程度略小一些一 —我们从上述论证已经可以看出其局限

性。 佩罗先生也赞同艺术家圈子里的偏见， 不过在《艺术史》里他还

是不得不承认， 建筑的演化在埃及和希腊并没有经过类似的阶段。 两

地开始用石头替代木头做柱础时， 毫无疑问都或多或少要模仿木头的

柱础， 而且这个模仿维持了很久。 两地都在柱顶复制了本土之物的图

案， 希腊人模仿了鼠勒叶形装饰， 埃及人模仿睡莲或棕桐。 再者， 埃

及和希腊起初的柱头都是粗大的、 不分段的， 后来才分为柱顶、 柱身

和柱础三个部分， 这也是亳无疑问的。 最后， 希腊人对柱顶的装饰和

埃及人对整个柱身的装饰也一直进行下去， 日益复杂起来， 不断加上
一些新颖的装饰， 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 在以上三个相似性之中， 第一个相似性正好证明了我提出

CD 商博良 (Jean Fran Champollion, 1790-1832) ， 法国历史学家 、 埃及学家 ， 根据刻
有希腊文字、 埃及形象文字、 通俗文字的罗塞塔石碑铭于 1821 年译解了埃及象形文
字。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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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条原理：社会人本能的模仿性；第三个相似性为第一条原理衬

托出一个必然的结果： 由于每一个发明通过模仿而保存下来并得到扩

散， 非对抗性的发明就逐渐积累， 每一个发明通过模仿而成为辐射的

中心。 至于第二种相似性， 它是我业已说明的功能相似性之一。 实际
57 上， 一旦栖身之所的需要变成满足某种尊严的住所， 廊柱的三分必然

由材料的性质和重力来决定。 如果我们想弄清楚我刚才批评的宗教、

政治之类的伪定律，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定律可以化解为纳入

以上三个范畴的相似性。 假如有什么相似性不可能纳入这三个范畴，

那就是因为存在着模仿的干扰。 比如， 基督教和佛教的相似性， 尤其

是基督教和克利须那。信仰的相似性就很多， 这似乎足以让最权威的

学者比如韦伯©去断言：这两大宗教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 这个推测

并不令人吃惊， 因为它说的是劝告人们皈依的宗教。

此外， 希腊人柱头的比例总是沿着相同的方向演变，＂柱高和柱身

直径的比例越来越大。 帕台农神庙的多利安柱比科林斯旧庙的柱头更

加细长，但是它的直径之小又不如罗马人的多利安列柱。 埃及的情况

却不是这样， 千百年过去了， 埃及的廊柱并没有变细。 本尼哈桑嘎多

边形或簇生的柱头并不比过去的柱头粗。”＠我们甚至发现和希腊廊柱

演进相反的趋势。 作者的结论是： “埃及艺术里有反复无常的波动趋

势。 它不如希腊古典艺术那样有规则， 它似乎不受一个严密的内在规

律的支配。”@

根据以上情况， 我宁可说， 艺术不甘心被囚禁在一个公式里， 因

为即使这个公式存在， 它有时倒不一定适用， 有的时候它似乎根本就
58 不适用， 而且这一点在行家的心目中， 正是它最富有表现力的最深刻

的特征。 再从实用的观点看廊柱：外在条件难以限定建筑发明的范围，

难以将一些基本的观点比如变异的主题强加在发明之上。 然而， 一 旦

超越了一切流派不得不追随的平行的路子， 大家就各奔东西， 逐渐分

0 克利须那 (Krishna)， 印度教 3 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主要化身， 经常被描绘成一个

吹笛的英俊年轻人。一 一中译者注
©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 、 政治经济学家 、 现代社

会学的先行者， 对社会学理论有很大影响， 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与社会》

等。一一中译者注

＠ 本尼哈桑 (Beni-hassan) ， 埃及中王朝遗址。 中译者注
＠ 见《艺术史》第一卷， 574 页， Georges Perrot and Charles Chipes, Pans, 

1882。 英译者注

＠ 同上书，第二卷， 575 页 。 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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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了；不过它们并非享受着更多的自由， 我们只能够说， 每一个流派

遵循它自己天才的灵感而已。 从这一点开始， 会产生无穷的巧合， 差

异就开始深化卫无论生死， 大师的个人影响在他们的艺术领域里都

是至高无上、 君临 一切的。 如此看来， 埃及建筑
“

随心所欲的波动
”

就可以解释了。 有人说希腊建筑像是直线前进的， 那不是幻觉是什么？

如果我们考虑问题时不局限于希腊发展过程中两三个非凡的世纪， 而

是涵盖其整个发展过程，从世人所知不多的滥觞期到最终的拜占庭变

异期， 难道不是可以看到， 佩罗先生所谓廊柱日益增长的细瘦型需求，

到了某个时代就失去势头了吗？这个视觉需求的诞生和成长是一 系列

优雅艺术家的审美偏好， 正如几代讲究壮美的建筑师造就了宏大的需

求， 使之永远矗立在尼罗河岸边一样。 尽管如此， 一位富有原创精神

的建筑师不太愿意顺应民族的天赋而是想改造它时， 当这样的建筑师

登场亮相时， 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就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用诗画

之类高雅艺术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这些思考的路子会给我们多少

教益啊！

(j) 我们在埃及之外看见过类似方尖碑的东西吧？那是因为， 方尖碑回应的需求多半不
是自然的需求， 不像门窗廊柱之类是满足承重的需要， 而是满足几乎全然是社会的需
要。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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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三章

59 什么是社会？

经济学概念甚至法理学概念之不足：动物社会。 民

族 (nation) 和杜会不容混淆。 社会之定义。

我赋予社会的意义显然可以从上文所述推断出来，

不过更加准确地表述这个基本概念适得其时。

什么是社会？ 一般的回答是这样的：社会是一群互

相服务、 显然有别的个体。 然而这一定义既清楚又错误。

这是所谓把动物社会或大多数动物社会与货真价实的人

类社会混为 一谈的一切混乱的源头， 虽然在某 一方面，

真正的社会的确又包括了少量的动物社会。心

这是完全经济学的概念， 它把社会群体建立在互相

帮助的基础上；如果用纯法学的概念取而代之， 那也许

0 抱歉， 这段话使读者联想到可能是对埃斯皮纳斯(Alfred Espinas)先生论 “动物社

会
”

的隐射。 他那本书有许多真知灼见， 所以我们不能用本书所批评的混乱去责难它。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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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无好处。 从法学的观点来看，个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对他和别人彼

此有用的关系，而是按照法律、 风俗和惯例别人应该从这里得到的权

利，或者是他应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类似的权利；他和别人可以有互

动的关系，也可以没有互动的关系。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尽管

这个观点比较可取，它对社会群体的限制却不太恰当，正如经济学观

点不太恰当地放大了社会群体一样。 最后，我们不妨设想，社会纽带

完全是政治性的或宗教性的。 同样的宗教信仰或者为同样的爱国目的

而形成的合作 那是真正的社会关系；所谓共同的爱国目的，就是

对一切有社会关系的人都相同的目的，就是和个人欲望绝然不同的目 60 

的；为了达到这个共同的目的，彼此是否能够互助就无关紧要了。 这

种道德和精神上的一致性无疑是成熟社会的特征。 不过社会纽带也可

能诞生千这个特征之前，这也是事实。 比如，欧洲不同民族之间也有

社会纽带。 况且，我们所谓目的和信仰的一致性，千百万人具有的这

种精神上的相似性，也不是突然诞生的。 这样的相似性是逐渐产生的，

它凭借模仿在人与人之间延伸。 这是我们必须经常回头说的议题。

如果一个社会单位和另 一个社会单位的关系基本上是互相服务的

关系，我们就应该承认动物种群有权利被称为社会，我们就不得不承

认，它们的社会就是最了不起的社会。 牧民和农夫、 猎人和渔夫、 面

包师和屠夫之间的互相服务，远远不如雌雄白蚂蚁之间的互相服务。

就动物界内部而言，最典型的社会并不是由最高级的动物比如蜜蜂、

蚂蚁、 马和水獭组成的，而是由管水母组成的。 管水母的劳动分工是

最彻底的分工，它们的进食和消化由不同的个体来完成。 这样的交换

关系实在是登峰造极。 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人类，就可以说，人与人

之间的纽带和他们相互可资利用的程度成比例，这实在是不无讽刺的。

奴隶主给奴隶提供住所和食物，贵族保护农奴，以此换取奴隶和农奴

顺从的劳役— —这就是人与人互相服务的例子。 无疑，这里的相互关

系是靠武力得来的；耐人寻味的是，如果经济学观点是首要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学观点必然要损害法学的观点，这个武力维持的关

系就无关紧要了……斯巴达人及其奴隶之间、 贵族及其农奴之间、 印

度武士和印度商人之间的社会纽带比较有力，斯巴达的自由民之间、

一个国家内部的封建贵族之间、 奴隶之间、 同村的农奴之间的社会纽 61 

带反而比较弱，虽然同一 阶级的成员的风俗、 语言和宗教可能是一

样的！

我们想错了。 我们曾经认为，文明开化过程中的社会偏重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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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损害法律关系。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一切劳
动、服务和交换都是建立在一个真正的契约体系的基础上；这个体系
受到越来越正规而复杂的法律的保障。我们忘记了，除了这些不断积

累的法律规则之外，越来越多的商业惯例和其他惯例也具有法律的力
量，各种各样的程序也具有法律的力量，从一般的礼宾惯例到选举和

议会的惯例都如同法律一样具有强制力卫社会首先是一套合约和协
议、权利和义务，远远不只是互相的服务。社会的确立靠的是相似的
人或差别很小的人，其道理就在这里。经济生产要求能力的专门分割。
倘若劳动分工按照经济学家没有明示但必然的逻辑充分发展，我们就

应该看到许多界限分明的人的类别，就像人要分成矿工、农夫、织工、
律师、医生等一样。不过所幸的是，笃定占优势的法律关系防止了个

人的高度分化。实际上，占优势的法律关系正在减少这样的差别。在
这里，法律仅仅是人倾向千模仿的一种形式和结果而已，这是事实。
如果给予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告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其结果就是

让他们放弃犁头和铁揪，就是椋干这个从事农牧业的哺乳动物－这
62 是不是功利主义的立场呢？对平等的崇拜压倒了担心农夫会被椋干的

顾虑。我们希望扶助社会阶梯上的某些阶级 虽然各阶级常常互相
服务，可是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少关照；我们知道，有必要使他们通过

模仿性的接触同化于高一 级的社会成员。更加准确地说，有必要向他
们灌输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欲望和需求，也就是灌输构成社
会成员精神和特性的要素。

种类迥然不同的存在物，比如鲨鱼和它用作口腔清道夫的小鱼，
比如人和家畜，彼此都很有用。有的时候，虽然它们迥然不同，可是

它们能够联手完成共同的工作，比如猎人和猎犬、男人和女人彼此就

能够提供大址的服务。但是，两种人承认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享受权
利 并履行义务，必须有一个前提：他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和传统基

础，一门共同的语言或一位共同的翻译。这样的相似性是通过教育获
得的，教育又是模仿得以传播开来的形式之一。正是因为必须有这个

前提，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和西班牙殖民者和被他们征服的奴隶之间，
决不会产生彼此承认的义务。在这个案例中，种族差异的作用远远不

也 认为礼节的约束或者用斯宾塞的话说礼节的管束(ceremonial government)在衰落，
那是错误的想法。 一方面， 有些礼节已经过时或正在走向衰亡；另一方面， 生机勃勃的礼节
又会以常规的名义涌现出来 、 成倍增加 。 一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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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语言、风俗或宗教差异所起的作用；或者说种族差异仅仅是他们不
可调和的次要原因。。另一方面，权利义务的链环又把封建树上的所
有成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树冠枝条到树根上的成员都在明显的司
法环境中扭结在一起。 事实上，到12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宣传产生 63 

了最深刻的精神同化，从皇帝到农奴的空前的精神同化。 正 是由于这
个权利的网络，欧洲才从西到东形成了 一个真正的社会，即基督教 世
界(Christendom)的社会，和罗马帝国盛期一样庞大的古罗马精神

(Romanism)的世界。 倘若需要反证，我们可以发现，安第斯山区的

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与他们的白种主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建立互相服
务、双边契约的社会纽带，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同化过。 在这里，两
三个不同的文明、两三组不同的发明通过模仿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传播
开来，它们互相接触互相服务，但是真正 意义上的社会并没有建立
起来。

印度种姓制度主要是建立在社会的经济观念之上的。 这些种姓迥
然有别、互为利用。 我们在此看到，对权利的道德思考服从于服务和
职业的功利主义的思考，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先进。 实际上，这个倾
向随着人类的前进和产业的进步而走在下坡路。©事实上，今天的文
明人倾向千在没有同伴相助的情况下自己办事情。 他越来越少地求助
于专家，因为专家和他 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相反，他越来越求助千被 64 
压抑的天性的力蜇。 未来的社会理想，难道不是把古代城市加以复制
和放大吗？然而这个理想只不过 是用机器来代替奴隶罢了— —这个啋
啋不休的观点使人厌烦；按照这个理想，一小群同质化的公民互相模
仿并逐渐趋同，但在其他 方面至少在和平时期他们又是独立自主的。
未来的社会理想，难道不是由这 样的公民来组成社会吗？经济一致性
确立的是工人之间的生物性纽带而不是社会性纽带；在这一方面，任
何劳动组织都不可能和最完美的有机组织同日而语。 与此相反，法律

O 在16世纪和17世纪，军人和平民截然不同，时代的行为标准成为强奸、 抢劫、 屠

杀等暴行的辩护士， 当时军队施暴的对象是敌友双方的平民，但是军人内部却是彼此宽容
的。 作者注

＠ 柏林工学院院长鲁洛伊(Reuleaux)撰文指出，工业进步日益证明，经济学家过分

重视劳动分工是错误的。 值得赞扬的首先是劳动分工引起的合作。 这个观点还适用于
“

有机

劳动分工
＂

的观点；没有值得称道的有机的和谐， 劳动分工就不可能产生丝毫的重大进步。

鲁洛伊先生特别指出，“机器的工作原理和劳动分工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矛盾的……在最

先进的工厂里，个人轮流担任不同的岗位， 以防止工作的单调
”

。 机器功能的日益专门化在

工人的身上产生的效果是相反的效果。 如果不让他们轮岗，正如鲁洛伊先生所云，随着机器

工作效率的提高，工人反而会越来越像机器。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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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致性是纯社会性的，因为它预设的相似性是模仿产生的。有了
这个相似性之后，尽管还缺乏被普遍承认的权利，社会也开始萌芽了。
路易十四CD没有意识到他的臣民对他有何要求，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臣
民和他一样也怀抱这样的幻想；尽管如此，他还是和臣民有社会关系，
这是因为，双方都是同样的古典教育和基督教教育的产物，因为从巴
黎宫廷到布列塔尼省和普罗旺斯省的每个人都把他视为楷模，因为他
无意之间受到臣民的影响，他（路易十四）受到的影响叫弥散型(dif
fused)模仿 ，他产生的影响叫放射型(radiating)模仿。

我再次重申，职业和教育相似的个体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是他们
的社会关系却非常紧密，比那些非常需要彼此帮助的人的社会关系要
密切得多。律师、记者、法官和一切专业人士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
用共同语言来界定社会是恰如其分的。社会里的人虽然思想感情可能
不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成长经历，有共同的立足地，为追求快乐而
常常见面和互相影响。至于同一个工厂的工人，由于他们见面是为了

65 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所以他们构成的是商业社团或工业社团，而不
是纯粹而简单的社会，不是本书不加修饰意义上的那种社会。＠

民族(nation)和社会截然不同。民族是超有机体的有机组织，
由互相合作的种姓、阶级和职业团体组成。这个差别明显见千去民族
化(denationaliz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中，今天的千

百万人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我们正在向着语言、教育、传授技艺等
方面的多元一致性迅速前进，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证明，多元一致性就
是保证完成无数任务的最适合的路径；迄今为止，民族和个体的社团
是把这些任务割裂的。也许，有学问的农夫并不因为他有文化而成为
更优秀的农夫，纪律更加严明的士兵天知道是否就是更好的士兵。我
们让那些坚定不移地鼓吹进步的人直面以上迫在眉睫的可能性，那是
因为我们不赞成他们无意之间坚持的观点。他们希望的是力度最大的
社会化，而不是最高、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须知，二者是迥然不同
的。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在弱化的社会组织中满足丰富的社会生

心 路易十四(Louis XIV)，法国国王(1643—1715)，建立绝对君权， 推行重商主义，

法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发动三次战争，繁荣法国文艺。一 一中译者注
＠ 律师和医生都互相竞争， 为的是争夺公众的惠顾；不过在律师圈子里， 共同的工作

给竞争和自私忌妒的烈火降温，自然就产生了一些手足之情。 与此相反，医生之间的争斗则

有增无减， 因为一般的说，他们是不合作的。 同行相忌和敌视态度的阵性发作是医务界的特

征。 我还可以补充说， 一切独立工作的人的社团都是这样的， 例子有公证人、 药剂师和商
人。 作者注

| 4 8 r\_ 。、、I



活。我们还不清楚这个目的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合乎我们的心意。这个
问题暂且搁下不表。

现代社会的焦虑和不稳定对经济学家而言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一

般来说，对那些把社会建立在人与人互相利用基础上的社会学家，焦
虑和不稳定好像也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互
以为用显然是存在的，而且是与日俱增的，原因是法律和风俗以很快
的速度在互相协调。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样一 个事实：组成阶级和民 66 

族的个人正在更加快速和彻底地经历趋同的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受
到风俗的阻碍，甚至是受到法律的阻碍；随着这些障碍令人沮丧程度
的减少，它们令人烦恼的程度似乎反而增加了。

英格兰、美国、法国和一切现代国 家当前的文明把男人的职业向
女人开放，几乎让她们分享男人培训和教育的一切好处 ，这个趋势正
在消挕过去日益加深的思想鸿沟。在这个方面，文明把柔弱的女性从
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让她们进入大的社会群体，正如它昔日解放农
民和自由农一样。现在要问，这两种解放的目的都是社会功利吗？这
两种变革的目的是不是让她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更好地种地、
更好地育儿呢？情况正好相反，许多像我这样持悲观态度的人预计，
由于这些变化，我们将再也不会有务农的人和护士，甚至是没有母亲

能够或者乐意哺育人数日益 减少的子女。然而，由于社会圈子是人们

心目中的目的，由千女人与男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趋同是社会化的
必需条件，趋同性是必然要发生的。

早在18世纪，在比较狭小的社会圈子里，在沙龙社交大放异彩的
社会生活中，共同的情趣和思想就使两性比中世纪更加接近了。但是
我们知道，这个社交好处的代价是家庭生活失去丰富的色彩甚至荣誉。
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个更高的需求迫使社会圈子继 67 

续不断地扩大，无论这个圈子是什么圈子。
我是否和别人有社会联系？是否和体质类型相同、器官和感觉系

统相同的人一定有社会联系？是否和面孔、体形与我相似的读过书的
聋哑人一定有社会联系？不，未必。反过来，拉封丹。寓言里的动物，
那些狐狸、蟋蟀、猫和狗却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中，因为它们操同 样的

0 拉封丹 (Jean de La Fontain, 1621—1695) ，法国诗人 、 寓言作家 。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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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饥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物种。 我们不需要别人传授就能够吃喝、

消化、 走路、 呼叫。 这些行为纯粹是生 物学行为。 与此相反， 学会说

话的条件是听见别人谈话， 我们知道， 聋哑人不会说话 就是因为他们

听不见。 因此， 我觉得自己和会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社会亲和性，

68 即使他说的话我听不懂， 只要我们的习惯用语似乎同出 一 源就行了。

这样的社会纽带可能既微弱又不足；但是随着其他的共同特征跟进之

后， 这条纽带会越来越牢固， 我们的一切共同特征都是模仿产生的。

如此看来， 我们可以这样给社会下定义：社会是由一群倾向千互

相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 他们也比较相像，

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 这些特征 又是同 一个范本的历史悠久的

副本。

杜会类型的定义。

我们不能够把某时某地的社会类型和社会群体本身混为一谈， 因

为社会类型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的复制或多或少总是不完整的。 什

么是社会类型？社会类型是由一定数量的欲念和思想构成的。 欲念和

思想又是由时光积累的数以千计的发明和发现创造的。 这些欲念实现

了一定程度的和谐，换句话说， 它们有助于某 一个欲念的主导地位，

这个主导的欲念就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灵魂。 同样， 思想和信念也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谐；换言之， 它们建立了逻辑上的联系， 一般的

心 罗马内斯(George John Romanes, 1848-1894)的《动物的智能进化》有一章十分

有趣，讲模仿对本能起源和发展的影响。 模仿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宽广得多。 不
仅同一物种的个体互相模仿 许多鸣鸟(songbird)经过母鸟的传授而学会唱歌， 而且不
同物种的个体也互相借用有用的和无意义的特征。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为模仿而模仿的根深
蒂固的欲望， 这就是一切艺术的源泉。 嘲鸟(moc如ngbird)能够非常逼真地模仿公鸡的啼
叫， 以至于使母鸡上当。 达尔文观察到， 有些家蜂向土蜂学习了 一 些聪明的办法：在有些花
蕊的底部吸吮花蜜。 有些昆虫、 飞鸟和走兽很聪明， 天分在动物界也能够指望成功。 不过，
由千缺乏知识， 它们的社会模仿行为常常会夭折。 不仅人类追求 这个社会生活， 把它作为解
释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且动物也有这个追求， 只不过它们的追求有赖于它们智能的发展
程度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大脑皮层的功能和其他功能不同， 它不是简单
地靠调节特定的手段去适应特定的目的， 而是适应许许多多不确定的目的； 这 些目的是否能
够确定下来的条件是或多或少的偶然机会， 是意义深远的手段， 这 些手段本身也是通过模仿
外在事物去追逐的目标。 这个无穷的外部世界凭借感知和智能被描绘、 表征和模仿， 其绵延
不绝、 难以抗拒的作用， 对动物的大脑和肌肉产生暗示， 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无所不在的性
质；不过， 这个外部世界后来就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环境。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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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至少是不互相矛盾。这种双重的和谐总是不完全的，其中有一些不
和谐的音符，因为和谐的事物是偶然传授并聚集在一起的。这种和谐
好比是生物体身上的有机体适应性。不过，这样的社会和谐摆脱了有
机体和谐固有的神秘色彩，这是它的长处。这个定义以极其明快的语
言指出了手段和目的、结果和原理的关系，毕竟，这两个关系总起来
说就是一个关系：结果和原理的关系。两个不同物种的两个器官、构
造或特征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兼容、不和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
不是很清楚；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确是知道的：两种想法不兼容的时候，
一种想法暗中要否定或肯定另 一种想法，这样的倾向是有的；反之，
两种想法的一致性意味着不存在否定或肯定的倾向。最后一 点是，我
们知道，如果两种想法或多或少一致，那是因为一种想法在相当多的
地方隐含着对另 一种想法相当多的肯定。这些实实在在的肯定和否定，
既非常之模糊也非常之清晰。整个的精神生活都包裹在这些肯定和否
定之中。它们的对立面也非常之清晰。这样的对立表现出欲望和厌恶
的对立。由此可见，社会类型或文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系统，或多或
少是一个严密的理论，其内在矛盾最终会由于强化、爆发而趋于瓦解。
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既有纯粹和强大类型的文明，又有混血和虚
弱类型的文明，为什么纯粹类型的文明加上新发明之后就变化并衰落，
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新发明刺激新的欲望和信念，扰乱旧欲望和旧信
念的平衡。换旬话说，为什么一切发明都可以加之于其他的发明，为
什么有些发明可以取代别的发明，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它们是或明或
暗地完全矛盾的。由此可见，在历史波动中，只有无穷无尽的信念或
欲望的数址的增减，别无其他东西；信念和欲望因发明而产生，它们
或彼此强化或彼此抵消，就像不同的水波相交一样。

已如前述，这是民族的类型，它在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上重现。
它宛若一只巨大的印章，在小块的封蜡上只留下了不完美的印记，如
果不把它留下的所有的印记进行比较，就不可能完全重构并复原这个
印章的全貌。

三、

完美的杜会性 (sociality) 。生物学类比。 普遍重复潜
隐的或原初的动因。

上述定义与其说是一 般意义上的社会的定义，不 如说是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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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ty)的定义。 一个社会总是要有不同程度上的交往(associa-

70 tion)，交往对 社会性和模仿性(imita ti veness)的关系就像组织对生

命力的关系，或者像分子结构对以太弹性的关系。 除了三大普遍重复

形式中存在着大量的这种类比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些新的

类比做例子。 不过，为了充分理解相关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形式 实

际上以各种程度出现的唯一形式的社会性，我们不妨假设一种完美的、

绝对的社会性。 在这种假设形式的社会性里，都市生活高度集中，一

个好念头在一个脑袋里出现之后，立即就传遍全城所有的脑袋。 这个

假设有点像物理学家的假设： 如果以太的弹性是完美的，那么光的激

发效应(luminous excitation)等属性就会顷刻之间遍布以太。 再拿生

物学家来说，假设有一种绝对的应激性(irrita bili ty)体现在一种理想

的原生质里，这个假设的概念难道不是有助于他理解真实的原生质不

同程度的生命力吗？

有了这个出发点之后，假如我们想把这个类比一用到底，生命就

纯粹是原生质应激性的组织，物质就纯粹是以太弹性的组织，社会就

纯粹是模仿性的组织。 到了这一步，毋庸赘言，汤普森。和伍尔兹也关

千原子和分子起源的假设和旋涡理论，看来就极有可能成立了；世人

普遍接受的原生质生命理论，看来也是极有可能成立了，因为它们充

分满足了我们观点的一个需求。 倘若有一群成长经历相同、 所受教育

71 环境也相同的儿童，一群尚未分化为阶级和职业的儿童，我们就有了

社会的基础。 教育像揉面团一样地塑造这一群儿童，经过人为的、 必

然的功能分化，他们将成长为国家的国民。 倘若一团 原生质即一团同

质的分子，可以组织但尚未组织，倘若这些分子以某种不太清楚的方

式复制出来，并已经趋同，我们就有了生命的基础物质。 最后再举一

例，倘若一团同质的以太分子由于快速交换的振动而处于应激状态，

我们就有了物质的基本态，这是理论化学家的观点。 一切物体的微粒

概源于此，无论其微粒是多么的不同质。 这是因为，一个物体只不过

是受到分化和压抑的振动和谐状态而已— —这些振动是既分明又纠缠

的分别复制出来的振动。 同理，一个有机体只不过是由不同的基本的

复制物的一种和谐态而已，它仅仅是界线分明、 互相纠缠的不同的组

心 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 1753-1814)， 英国物理学家， 建立现代热
理论，认为热是物质运动的形式之一 。 中译者注

＠ 伍尔兹(Charles-Adolphe Wuertz, 1817-1884)， 亦译孚兹， 法国化学家和教育
家。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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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学成分所处的一种和谐态而已。 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说，一个

民族仅仅是传统、 风俗、 教条、 倾向和观念的一种和谐态而己 所

有这些东西都通过模仿而传播，都在一个友好和互助的等级系统中构

成互相从属依附的关系。

于是，分化律在这里进入角色。 不过有一点在这里指出并非多余：

分化律是在三个层次之下对同质性产生影响；这个同质性虽然真实，

却是肤浅的同质性。 我们还应该指出，如果继续这里的类比推理，我

们的社会学观点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原生质在表面的一致性之下

隐藏着一些高度个性化的成分；而且无论在它表面的一致性还是底层

的个性化成分里，原子的个性特征都像纪律最严明的学校里的孩子。

无数共存的成分在外表上天生就是一样— —还有比这更加不可能、 更

加荒诞的事情吗？事物不是天生相同的，而是后来变得相似的。 况且，
事物天生的多样性(diversity)难道不是解释其变异性(variability)

的唯一办法吗？

我还想进一步说，没有这个初始而根本的异质性，遮蔽和掩盖异

质性的同质性就不可能产生。 世界上，一切同质性都是组成部分的相 72 

似性，一切相似性都是同化的结果，同化是起初的个别革新随意的或

非随意的重复产生的。 还可以补充一点。 当同质性分化，当以太或原

生质分化，当一群被拉平且均等的人完成分化时，如果他们要完成再

组织，我们就发现，从同质到分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同一原因的另一个

结果一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一个民族改变宗教信仰之后，专制乘机

插足，凌驾于他们头上，强加一个等级制度；不过，专制者和使徒一

样是执拗的人，别人身上的枷锁始终是他们背上的包袱，无论这枷锁

是民主政治的还是贵族政治的。 每一个成功的冲突或矛盾爆发的背后，

都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被压抑的冲突，但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是未来革

新的温床。 大量的变异、 仿佛美丽如画的幻想和稀奇古怪的设计，是

造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气象万千的壮丽景色，这壮丽的美景隐藏在她

不苟言笑的悠久定律、 重复和节律之下；然而这万千的气象却只有一

个源头。 万物喧嚣的沥头在一定程度上被造化的枷锁束缚，凭借这些

有规律的一致性而爆发出来的极端的多样性转换成外表华丽的事物；

然而这万于的气象却只有一个源头。

我不会穷究最后这几个方面，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偏离主题。 我只

想指出一点：我们在寻求规律也就是寻找自然和历史中相似的事物时，

不应该忘记它们隐蔽的动因，兼有原初性和个性的动因。 再进一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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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说，我们可以从以上情况总结出一个有益的教训：我们误以为，社
会成员的同化与均等化是此前进步的终极阶段；其实刚好相反，这个

73 过程是一个新社会前进的出发点。每一种新的文明形式都是这样起步
的。在早期基督教同质而民主的社会里，主教只不过是一位虔诚的普
通人，教皇和主教是没有区别的。在法兰克王国的军队里，战利品由
国王及其同伴平均分配。继承穆罕默德的第一批哈利发和普通的教徒
一样在殿堂上争论；先知穆罕默德的儿子们在《可兰经》面前的平等
还没有变成纯粹的虚构；对如今的法国人和欧洲人而言，所谓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已成为一种虚构。以后，阿拉伯世界逐渐出现了极端的不
平等，也就是一种牢固组织的空心化，就像天主教的教阶制和中世纪
的封建等级制一样。过去能够说明未来。平等仅仅是两个等级制度的
过渡阶段，正如自由是两个纪律严明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一样。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公民的信心和力量、知识和安全感不会随着时
代的交替而不断增加。

说到这里，让我们审视上述思路的另 一个侧面。生物组织出现在
先，器官产生在后；同理，我们可以说，同质和民主的社会在先，教
会和国家产生在后。再者，组织和社会一旦形成，它们就分别成为有
机体和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这和它们的形成过程是一样的道理。尚
未完成分化和尚未被利用的组织的生长过程，见证了细胞的雄心勃勃、
迫不及待的自我繁衍过程；同理，俱乐部、同仁圈子和兄弟会的创建，
见证了创建者提出方案或思想并予以推广的勃勃雄心。如此，社会就
固化为等级森严的大公司，组织就变为有机体，以便于自我繁衍，以
便于防御现有的或将来的敌人。对生物体或社会存在物而言，行动和
正常运转是保存和拓展自已基本属性的必要条件。在这个基本属性发

74 展的初期，复制完全一致的副本就可以正常运转了。不过，自我繁衍
是社会存在物和生物的首要需求，却不是自我组织的第一需求。组织
只不过是繁衍的手段，而繁衍的生成性重复 (generative repetition)

或模仿性重复则是其手段。
总而言之，对本章开头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我做了这样的回

答：社会即是模仿 (Society is imitation)。我们还必须问 ： 什么是模
仿？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社会学家应该服从心理学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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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泰纳的一个构想。 范本和暗示的接触传播。 杜会状

态和催眠状态的相似性。 伟人。 胁迫是初生的杜会

状态。

1. 泰纳也总结许多最杰出的心理学家的思想， 并高兴地指出， 大

脑是负责感知重复的器官， 由互相重复的成分构成(The brain is a re-

peating organ for the senses and is itself made up of elements which re

peat one another)。 把大脑看成是这样一团相似的细胞和纤维组成的器

官之后， 解释大脑官能的其他思想就站不住脚了。 此外， 我们还有许

多可以信手拈来的证据。 许多观察和实验证明， 切掉一个大脑半球，

甚至在切除另 一个大脑半球的一部分组织之后， 受损害的仅仅是大脑

功能的强度， 它整体的精神功能并不会改变。 被切除的脑组织当然不

能够再和其余的脑组织合作。 大脑的两部分只能够互相复制、 互相强

化。 它们的关系不是经济和功利的关系， 而是我所谓模仿的和社会的

关系。 无论产生思想的脑细胞 的功能是什么（或许是大脑皮层复杂 的

振动）， 毫无疑问， 思想是在我们精神生活的每一次大脑活动的内部复

制的、 增殖的， 每一次的脑细胞活动与一个独特的感知相对应。 这些

复杂和丰富的互相交叉的辐射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 这就是记忆和习

惯。 不断的重复仅限千神经系统时， 我们就得到记忆；当它扩散到肌

肉时， 我们就得到习惯。记忆仿佛是纯粹的神经性习惯；习惯既是神 75 

经性习惯又是肌肉性习惯。

因此， 每一个感知行为， 就其涉及记忆而言， 总是一个记忆行为，

总是隐含着一种习惯， 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模仿。 显然， 感知里没有社

会性问题。 然而， 神经系统兴奋到启动一套肌肉的程度时， 习惯就表

现出来了。 这就是另 一种非社会的自我模仿， 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一种
前社会或亚社会(pre-social or subsocial)的模仿。 这并不是像有些人

的断言：思想是一种流产的行为。 相反， 行为仅仅是思想接踵而至的

产物， 是获得稳定信念产生的结果。 肌肉的功能是给神经和大脑提供

0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 法国文艺批评家、 历史学家、 哲学
家、 心理学家， 著《当代法国的起源》、《艺术哲学》、《英国文学史》、《论知识》等。 中
译者注

I：； 
尸 夕i心＾r ： 、

一

叫 55 1 



营养。

然而， 如果记忆中的思想或意象最初是通过谈话或阅读储存在头

脑之中的， 如果这个习惯的行为最初是起源于别人类似的观点或知识，

这样的记忆行为和习惯行为就是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 这两种情况就

证明了我不厌其烦地论述的那种模仿卫在这里， 我们得到的记忆和

习惯就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 一个人必须凭借许多肌肉记忆的合作

才能够看见、 听见、 走路、 站立、 书写、 吹笛甚至是发明和幻想；同

理， 一个社会必须要有无数盲目的程式和盲从的模仿， 否则它就难以

存在或变化， 就难以前进一步 这些程式和模仿是世世代代不断积

累起来的。

2. 从一个脑细胞传给另一个脑细胞并构成精神生活的暗示， 具有
76 什么样的基本性质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从一个人传向另一 个

人并构成社会生活的暗示的实质吗？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因为， 如果

我们看这个现象本身， 看到它纯粹而强烈的高级形态， 我们就会发现，

它和一个最神秘的事实有关系：愈挫愈勇的精神病医生正在对它做最

执著的研究， 他们研究的这个事实就是梦游症。＠如果你再读一读当

代作者有关这个主题的著作， 你就会发现， 我关于社会人是真正的梦

游者的观点并不是那么玄妙；里歇饥比奈气费勒佩博尼斯(Beau

nis)、 伯恩海姆(Bernheim)、 德尔伯夫(Delboeuf)等人的著作尤其

值得一读。 我想， 我的观点并不是想当然；相反， 我试图用简单解释

复杂， 用构造元素解释复合现象， 这符合最严格的科学方法；用很单

纯的一个社会纽带来说明混合而复杂的社会纽带， 也符合最严格的科

心 我在校对本书第二版的清样时， 读到批评鲍德温先生的一篇评论， 载于《形而上学
评论》 。 鲍德温的文章题名《模仿： 意识自然历史里的一个篇章》， 载于《心理》 (Mind,

1894) 。 评论写道： ＂鲍德温先生希望界定并归纳塔尔德先生的理论。 生物的模仿， 首先是亚
大脑皮层的模仿， 是神经的循环反应， 就是说， 它复制自我刺激 。 相反， 心理的模仿或大脑
皮层的模仿是习惯（表现为认同原理）和调节（表现为充足理由原理）。 一句话， 心理模仿
是社会学的、 富有弹性的、 第二位的亚大脑皮层的模仿 。 ” 作者注

＠ 以上和以下的观点于 1884 年 11 月首次在《哲学评论》里出现时， 催眠术暗示才刚
刚有人说起， 普遍的社会暗示观点也刚刚露面；后来， 伯恩海姆 (Bernheim) 等人非常强调

后面这个观点并借以攻击我， 说这是不可能的悖论。 这个观点在目前已经很流行了。 作
者注

＠ 梦游症是个比较旧的术语， 我这一段文字问世时， 催眠术这个词还没有取代梦游
症 。 作者注

＠ 里歇 (Charles Robert Richet, 1850-1935)，法国生物学家， 获 1913 年诺贝尔生理
学—医学奖 。 中译者注

＠ 比奈 (Alfred Binet, 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研究心理测试 。 中译者注
＠ 费勒 (Fere)，法国生理学家、 心理学家。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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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 ； 这个单纯的社会纽带还原为最简单的表达，以梦游症的状态

舒舒服服地用社会学家给人启迪的理论表达出来。 让我们假定有这样
一个人，他从未受到任何超社会影响，不能直接看到自然的物体，不

能执著于感觉器官的本能，他只能和类似他的人交流；或者我们再简

化这个假设，他这个人只能够和类似他的一个人交流。 难道这样一 个

理想的受试者不是很适合我们的研究吗？难道这不是排除一切自然的

或物质的因素的干扰，用实验和观察来研究名副其实的社会关系的特

征吗？难道催眠术和梦游症不正好实现了这个假设吗？如果是这样， 77 

简略地回顾这两种独特的状态的主要现象，并发现它们在社会现象中

放大和缩小的版本、 显明和隐蔽的版本，那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通

过这样一个比较，以显示它有多大的普遍性，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什么

是不正常；在高清晰度的情况下感知其显著的特征， 就可以更好地了

解明显的不正常。

像催眠术一样的社会状况仅仅是一种梦境的形式， 是需求之梦和

行为之梦。 梦游者和社会人都抱着这样的幻觉： 他们通过暗示获得的

思想是自发产生的。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社会学观点，我们就不能够把

自己作为考察的对象，这是因为，倘若我们承认关于自己的幻觉是真

相，我们就看不到这是盲目的判断。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反证。

我们可以回忆一些文明 和我们大不相同的民族， 比如埃及人、 斯巴达

人和犹太人。 他们不是和我们一样认为，自己的言行是独立自主的吗？

然而实际上，即使不受同时代人的操纵，他们也是祖先、 政治领袖和

先知操纵的木偶，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们现代欧洲人

和这些异邦社会人及原始社会人的区别在千：我们人与人之间至少有

一定程度的吸引力；我们的民族豪情使我们夸大了这样的相互关系；

而且我们忘记了，在交往过程中，信念和顺从的缘由泛化以后，我们

就误以为我们不再像祖先那么轻信和顺从， 就不再那么时时处处模仿

别人。 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抛弃这个错误观点。 然而，即使上述观

念正确，有一点还是清楚的：范本和副本、 主和从、 使徒和新信徒相

互的和交替的关系——我们经常在民主社会中看见的那种 关系— —出 78 

现之前，它们之间的关系起初必然是单向的、 不可逆转的，所以才出

现了等级制度。 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里，单向和不可逆转的关系总是

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即家庭之中。 父亲总是而且将来也还是儿

子的主人、 牧师和模范。 每一个社会， 即使是当前的社会，都是这样

起步的。

I 第三覃什么是
＇

令？』57 1 



由此可见，在每一个古老社会的发纫期，一定存在着更加明显的
权威，由一些极有霸气、处事决断的人主宰的权威。他们靠所谓的恐
怖和欺世盗名统治吗？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他们靠

的是威望 (prestige)。有磁性般魅力的人就是很好的范例，他使我们
体会到魅力的意思。他不用撒谎和吓唬就可以得到信仰者的盲目崇拜
和被动服从。他享有威望 这就是秘密所在。我想，被迷住的人的
身上有一种信念和欲望的潜力，这个潜力储存在各种催眠状态然而未
曾忘记的记忆之中，它像湖水寻求出口一样寻求表达的机会。只有这
位具有魅力的人能够凭借一系列独特的条件打开这种潜力的出口。一

切权威都是类似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要能够回答别人的需要，
只要能够肯定和满足别人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享有威信。这个有魅力
的人不用说话，别人也会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他只需要行动，
一个难以察觉的姿态就足以让人家跟随。

有魅力的人行动的时刻，加上随之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立即被
其他人复制。莫兹利说，他不敢肯定，梦游者能不能在无意识中解读
他脑子里的东西，“他无意之中模仿一个人的态度和表情，他本能地模

79 仿那个人的肌肉究竟是如何收缩的。叮）我们可以说，被吸引的人模仿
有魅力的人，但有魅力的人不会反过来模仿被他吸引的人。亚当·斯
密©所谓的互相模仿、互补威信或同情，仅仅是存在于我们非睡眠的
状态中，存在于那些不互相以魅力影响的人之中。如果说我把威信而
不是同情放在社会的基础和源泉之上，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那是

因为单向的关系走在双向关系之前。©这个事实也许会令人非常吃惊，
但是没有一个权威的时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相对平等的兄弟关系的
时代。不过我们可以再回头问一句：我们为什么会惊叹梦游者那种单
向、被动的模仿呢？任何同伴的任何行为都会引起我们旁观者或多或
少非理性的模仿。倘若我们有时抗拒模仿的倾向，那是由于记忆或感
知用敌对的暗示抵消了这个倾向。既然梦游者暂时被剥夺了抗拒的力

心 参见莫兹利著《心理病理学》(The Pathology of Mind, Henry Maudzley, M. D. , 
New York, 1890)， 着重号系英译者所加。 中译者注

＠ 亚当·斯密(Adam S皿th,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
表， 主张自由放任， 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 。 代表作有《道德情操论》、 《国富论》。

中译者注
＠ 我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一点修正。 同情当然是社会性的首要源泉， 是每一次模仿行

为或隐或显的灵魂， 甚至是嫉妒模仿和盘算模仿的源泉， 甚至是模仿敌人的源泉。 不过， 有
一点可以肯定：同情本身的起源是单方面的而不是双方面的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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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他就能够向我们显示社会人对模仿行为的默许，只要他和同伴有特
别的关系，尤其是和一个同伴有特别的关系，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倘若社会人同时又不是自然人，倘若他对外部自然和其他社会不
抱开放的态度，对外来的印象不敏感，他永远也不会变化。相近的同
伴不可能自发地改变父母、牧师、领袖的传统教诲留在他们身上的那
种传统的思想和欲望。有些民族就接近千这样的状况。一般的说，初
生的社群比如儿童对与人无干的东西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是感觉 80 

不敏锐；凡是和相近于他们的人没有关系的东西，和相近于他们的种
族和部落没 有 关 系 的 东 西， 他 们 都涣不 关心，都不敏 锐卫麦利
(A. Maury)说：“梦游者看见和听见的只能够是进入他执著的梦境的

东西。”换句话说，他全部的信念和欲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难道这不
正是由于痴迷而顺从和模仿的准确写照吗？难道痴迷不是实实在在的
神经症，不是爱和信念的无意识的两极分化吗？

从拉美西斯©到亚历山大大帝，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穆罕默德，从
穆罕默德到拿破仑，许多大人物使他们的人民的心灵走向两极分化！
长期目不转睛地 看一个人的荣光和天才，常常使一个民族陷入昏厥的
状态，我们目睹这样的情况还少吗！我们知道，梦游症表现出的呆滞
是人为现象，它掩盖了强烈的兴奋情绪。梦游者为何会毫不犹豫地完
成力星和技能要求很高的事情，也就是这个道理。19世纪初，军事主
义的法国陷入了被动的境地，既呆滞又兴奋，一 片狂热，对那个迷人
的皇帝唯命是从，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这种使我们一头扎进远
古的返祖性现象是多么绝妙的材料啊，它能够使我们意识到那些半神
话人物对同时代人能够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切文明都将其源头追
溯到这些人物身上，一切文明的传说都将一切知识、法律和产业归功
千这些半神话的人物。巴比伦的奥安尼斯气墨西哥的羽蛇神氪埃及

0 由此可见，科学是一切社会革命的源泉。 正是这种超社会研究打开了通向理想的社
会共同体的窗户， 我们就居住在这样的社会里，让宇宙之光照亮我们的户牖。 这样的光线给
我们照亮了多少梦幻之境啊！与此同时， 它又把多少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化为商粉啊！ 作
者注

＠ 指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 The Great,公元前1304－前1237年在位），古埃及国
王。 中译者注

＠ 奥安尼斯(Oannes)， 古代两河流域神祗， 半神半人， 鱼头和人头共生 、 鱼尾和人
足一体，昼出夜伏，教人写作 、 艺术和科学 。 中译者注

＠ 羽蛇神(Quetz-alcoatl)， 古 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与托尔特克人崇奉的重要神
祗。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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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王朝时代就是这样的例子产仔细 一 看， 所有神话中的神—王

81 (king-gods) 和王朝都被人视为发明人和引进异域发明的人。 总之，

他们是创始人。 由于他们最初的发明使人陷入深度的昏迷状态， 他们

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命令都给人的宽泛、 模糊和虚弱的渴望开辟了宽

广的出口， 给盲目无望的信念与行动的欲望找到了出路， 他们启动了

人们的信念和行动。

如今， 我们所说的服从是自愿而自发的服从。 然而， 原始人的服

从却截然不同。 受试人听催眠师的吩咐而痛哭， 这不仅是他的自我在

哭， 他整个的有机体也在听催眠师的命令。 群众和军队对鼓动者和首

领的服从， 有时也同样地莫名其妙。 他们的轻信也一样地莫名其妙。

查尔斯·里歇说： “梦游者的样子很滑稽， 你看他做厌恶与恶心的手

势， 催眠师把空瓶放到他的鼻尖告诉他里面装的是氨水时， 他真的感

到窒息；相反， 催眠师把装着氨水的瓶子让他闻， 告诉他瓶子里装的

是清水， 他吸进了氨水， 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古人的信仰是人为、

荒诞而夸张的， 同时又是深刻、 积极和顽强的；在古人的信仰里， 我

们看到了盲目服从；在最自由、 最有修养的古人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
82 类似的现象；在贵族神权政治的第一阶段早已过去之后， 我们还是看

到了类似的现象。 比如， 最令人作呕的希腊式爱欲难道不是这样的莫

名其妙吗？阿那克里翁＠和忒奥克利特斯气人为值得呕歌的爱情、 柏拉

图认为值得哲学探讨的爱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顶礼膜拜的人难道不

是崇拜蛇、 猫和公牛母牛吗？与人的直接感觉绝对矛盾的神秘现象、

灵魂转世、 教条， 难道不是受到普遍的信奉吗？占卜术、 占星术、 巫

0 阿尔夫雷德·莱亚尔爵士深入研究了远东的宗教社会习俗（他似乎实地考察了印度
一些部落和家族的形成过程）， 他把原始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影响归之于杰出人物的个人行为 。

他说： “借用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 英国作家 。 中译者注） 的话说， 原
始社会令人迷蒙的丛莽有许多根子，但其主根只有一条， 那就是它的英雄， 其余的根子在很
大程度上都依靠主根的营养。 在欧洲， 民族的路标已经固定， 文明的结构牢牢扎根， 人们常
常把自己种族或制度的基础当作传说， 原始的种族把这个基础归功千他们的英雄 。 然而， 英
雄以最勇敢、 最成功的伟业给原始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样的印象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
分的。 在那个时候， 伟人率性而为， 几乎不受人为障碍的束缚……在这样的时代， 一个社会
群体究竟是因为拓展开来而形成一个家族或部落， 亦或是因为天折而四分五裂， 其结局似乎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奠基人的力量和精力。” (《亚洲宗教社会研究》， Sir Alfred C. Lyall, 
K. C. 13., C. I.E., 3nd ed., London, 1884) 英译者注

＠ 阿那克里翁(Anacreon, 约公元前570—前480)，古希腊抒情诗人，诗作多以歌颂
爱情和美酒为主题。 中译者注

＠ 忒奥克利特斯(Theocritus,公元前310?－前250?）， 古希腊田园诗人， 对后来罗马

诗人维吉尔产生重大影响。一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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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就更不用说了。另 一方面，在有些社群里，最自然的感情比如父子
之爱让位于叔叔、舅舅之爱，这难道不是令人恐怖的压抑吗？在共妻
的部落里，性嫉妒受压抑不是令人恐怖吗？最令人难忘的自然之美或
艺术之美由于它不符合时代的口味，不就受到忽视或谴责吗？即使在
现代，不也是这样的情况吗？罗马人对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或比利
牛斯山的态度，我们 17 世纪和 18 世纪对莎士比亚的杰作和荷兰的艺
术，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总而言之，最清楚不过的经验和观察不也
受到诘难吗？最明显不过的真理不是也受到责难吗？只要它们与传统
的观念抵梧，它们就会受到拷问；传统的观念不就是威望和信念的悠
久历史的产物吗？

文明开化的民族自认为摆脱了教条式昏睡 (dogmatic slumber)。
. . . . .  

这样的误解是能够解释清楚的。一个人被迷住的时间越久，他就越容
易被迅速地迷住。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同的社会越来越容易
迅速地互相模仿。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其模仿性就越强烈，意识到
自己在模仿的程度就越低。在这一点上，人类仿佛就是一个人。无疑，
儿童是地地道道的梦游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梦境越来越复杂，
直到有一天，由于他梦境的复杂，儿童自认为他已经梦醒了。但是他
错了。十来岁的孩子离家上学时，他似乎被自己吸引住了，他好像从 83 

尊敬和敬佩父母的梦境中醒过来了。然而实际上，他越来越容易服服
帖帖地敬佩和模仿他的一位老师或者是他一位有名望的同学。那自称
的梦醒只是变了花样，仅仅是一次又一次昏睡的堆积而已。这就是时
尚魅力 (fashion-magnetisation) 对风俗魅力 (custom-magnetisation)

的取代，这也是社会革命初期的一般征兆；我们在革命里看到类似的
悄景，只不过略微放大而已。

然而我们还必须指出，一个人周围的范本对他的暗示越来越多之
后，每一个范本的吸引力随之减弱，个体根据喜好来选择的自由随之
增加 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他根据逻辑律来选择的自由也随之
增加，我稍后将探讨逻辑律。由此可见，文明进步使人服服帖帖地模
仿的行为更加个性化，也更加理性化。这一点似乎是确信尤疑的。我
们受环境中范本的奴役，其程度和衵先尤异；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更
合乎逻辑、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范本，我们
的选择更适合我们的目的与个性。话又说回来，我们将要看到，这样
的自由度并不能排除超逻辑的、高威望的影响的重大作用。

当个人从一个暗示不多的环境进入暗示很丰富的环境时，超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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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威望的影响尤其强大而有趣。在这样的环境里， 即使没有引人
注目的个人荣耀或天才，他也会被迷住而昏昏欲睡。大学新生、在欧
洲的日本游客、到巴黎的乡巴佬都呆头呆脑，仿佛进了昏迷的梦境。
他们全神贯注于周围的一切见闻，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脱离了过去的一

切见闻，甚至是脱离了过去的一切所思所为。他们的记忆力并没有被
84 摧毁；相反，他们的注意力从来就不曾如此敏锐，他们的反应从来就

没有这样敏捷，任何一点点微小的信息都会使他们回忆起遥远的故土、
家乡的亲人或生存的境遇，激发起丰富的幻觉。但是他们的记忆却处
于绝对瘫痪的状态，自发的记忆荡然无存。在这种极端强化的注意力
中，在被动而生动的幻觉中，他们沦为昏迷而狂热的生灵，必然屈从
于新环境的魔力。他们相信目睹的一切，而且长时间处千轻信的状态。
须知，自己动脑思考总是很累，让别人代你思考当然要轻松一些。此
外，生活在生机勃勃的环境中，在高度紧张、丰富多样的社会里，人
总是源源不断地看到新的景观，得到新书、新音乐，总是不断有聊天
的机会；就这样，人就逐渐失去了动脑筋的冲动，人的脑袋就越来越
迟钝，同时又越来越兴奋，这就是我所谓的梦游症状态。这样的精神
状态是许多都市人的典型心态。都市街道的喧嚣扰攘、商店橱窗的陈
列展示、生存的狂野莽撞，都像磁力线一样地影响着都市人。既然如
此，都市生活不就是社会生活的浓缩而夸张的类型吗？

这些人最终也成为范本，其原因也是模仿。如果说梦游者模仿催
眠师，并成为媒介去吸引另 一个人，这个人又模仿梦游者，如此这般，
以至无穷。社会生活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一级接一级层层叠加的吸
引是惯例，上文所说的互相吸引则是例外。一般的说，一个威望崇高
的人会刺激数以千计的人去模仿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威望，所以这些
人也能够影响其他人，数以百万计的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只有在从
上到下的影响耗尽之后，反过来从下到上的影响才会发生，不过从下
到上的影响是相当罕见的。在民主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人反过来以集

85 体的魅力集体吸引并凌驾于过去的范本之上。如果说每一个社会都显
示出 一个等级系统，那是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显示我刚才所说的层层叠
加的结构；为了社会稳定，它的等级结构一定要与社会相适应。

此外，如上所述，社会梦游症不是由于内在的惧怕心理或外在的
征服力产生的，而是由于钦佩之情和显赫而令人讨厌的优越感所产生
的。所以，有时候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魅力的俘
虏。野蛮人的部落酋长和暴发户进了大城市和时髦的客厅之后，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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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够， 听也听不完， 虽然不肯放下架子， 却还是被迷住了、 被惊呆

了。 然而， 他能够看见的听到的仅仅是那些使他震惊、 使他乖乖地当

俘虏的东西；这是因为， 梦游症的主要特征是麻木和过敏的混合。 千

是， 梦游者模仿新环境中的一切风俗、 语言、 口音等。 罗马时代的日

耳曼人就是这样的。 他们忘记了德语， 说的是拉丁语。 他们作六音步

的诗歌， 在大理石的澡堂里沐浴， 封自已为贵族。 罗马人在他们征服

的雅典也是凡事必追随希腊。 征服埃及人的希克索斯人。也被埃及的

文明征服了。

但是有没有必要到历史中去搜求例子呢？我们还是看一看近在旭

尺的例子吧。 瞬间的思想瘫痪、 膛目结舌、 手足无措、 身心躁动、 失

去自控�在另一个人的逼视之

下，胆怯者失去自控， 日益被他人控制和重塑。 他感觉到这样的困境，

努力摆脱， 可惜他只能够停止于尴尬的处境；他还有能力抵消外来的

冲击，但是他再也不能恢复自我驾驭的能力。 或许应该承认， 在某一

个年龄阶段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 这种状态与梦游症有许

多共同之处。 然而一旦克服恐惧、 恢复轻松自如的感觉后， 我们是不

是就像一些人说的， 就已经从痴迷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呢？远远不是的。 86 

要在一个社会里感觉到轻松自如， 那就是学会它的礼仪时尚、 使用它

的方言、 模仿它的姿势， 总之就是要放弃抗拒的态度， 在许多难以捉

摸的影响人的潮流中随波逐流， 丝毫不觉得已经把自己放逐。 胆怯是

强烈的自我意识， 是不完全的痴迷状态，好比是深度昏睡之前的昏昏

欲睡的状态， 即梦游者走路说话的那种状态。 这是一种初生的社会状

态， 是一种社会过渡到另一种社会时伴生的状态， 是从家庭的狭小天

地里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时产生的过渡状态。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难以磨平棱角的人， 顽强反叛同化、

真正不善于社交的人， 一辈子都会感到胆怯。 他们仅仅是部分地受制

千梦游症状态。 与此相反， 那些从来不难为情的人， 走进客厅、 讲演

厅从来不胆怯的人， 首次学习科学艺术时一点也不觉得晕头转向的人

（进入新的行业时遭遇到困难， 困难又吓唬人， 这就是新规矩破坏了老

习惯， 这时的遭遇和胆怯可有一比） 难道他们不是最善千社交的

人吗？难道他们不是最善千模仿的人吗？就是说， 他们之所以模仿，

CD 公元前 1660 年至前 1580 年， 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 在埃及建立了希克索斯王朝，
即

“

牧人王朝
”

（公元前 17 世纪—前 16 世纪） 。 中译者注



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的爱好，也不是由于受控于什么思想而不得不模
仿。他们不是具有中国人和 H本人迅速适应环境的非常出色的能力吗？
他们能够倒头便睡，难道这不是第 一流的梦游症吗？在社会生活中，
胆怯以尊敬的名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人人都会承认，虽然它
发挥的作用有时被误解，但从来就没有被夸张。尊敬既不是纯粹的惧
怕，也不是纯粹的爱，也不仅仅是两者的混合，虽然它是怀有敬意的

87 人表现出来的惹人怜爱的胆怯(fear that is beloved)。尊敬首先是一

个人在另一个人两极分化的心理上打下的烙印。 当然，我们要区分两
种尊敬，一种是自觉的尊敬，另一种是在鄙视掩盖之下的尊敬。以这
一区分来衡蜇，事情很明显：凡是我们模仿的人，我们就尊敬他，或
倾向于模仿他。以上例子中偏离潮流的倾向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社会
权威是被取代了。反映劳工俚语便装的人，反映女明星语调的人，对
他们模仿的人很尊敬，其尊敬的程度往往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由
此可见，如果没有上述两种普遍而持续流行的尊敬，哪一个社会又能
够运转一天呢？

不过，我不能再继续论述以上的比较。无论如何，我希望读者已
经明臼，为了透彻理解我所感觉到的社会事实：必须了解奥妙尤穷的
心灵事实，表面上看最简单、最浅显的社会学也深深地扎根于最深层
的、内在的、隐蔽的心理学和生理学之中。社会是模仿，模仿仿佛是
梦游症(Society is imitation and imitation is a'kind of somnambu-
lism)。这就是本章的精要。倘若以上命题的后半旬略有夸张，尚乞读
者原谅。此外，我还得排除一种可能的诘难。请注意，服从一种上升
的趋势，并非总是意味着追随我们信赖或服从的那个入的榜样。然而
话又说回来，对某人的信赖难道不就是信赖他相信的或似乎相信的东
西吗？服从某人不就是希望他之希望，不就是想他之所想吗？发明不
是按照订单制作的(Inventions are not made to order)，发现也不是劝
. . . . . . . .  

说产生的结果。因此，轻信和顺从，像梦游者和社会人一样的轻信和
88 顺从，首先就是要模仿。革新、发现、从家乡和故土的梦境中短暂地

清醒过来，要有一个前提：个人必须暂时逃离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
种异常的胆量使他具有超社会性而不是社会性。

最后再说一点。我们看到，记忆和习惯即我所谓肌肉记忆，在梦
游者或准梦游者的身上是非常清晰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倾向和顺从
却会走极端。换句话说，他们的自我模仿（记忆和习惯实际上就是自
我模仿）和模仿别人一样地令人惊叹。这两种事实之间难道就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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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吗？莫兹利强调指出： “神经系统里有一种模仿的倾向， 这一点是再·

清楚不过了。”0倘若这种倾向是神经系统基本的固有属性， 我们就可

以猜想， 同 一个大脑里神经细胞的关系和两个大脑之间的关系就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 一个大脑吸引了另 一 个大脑， 后者储存的信念和欲望

就发生了两极分化， 这就是二者关系的一部分。 这样来看问题， 有些

稀奇古怪的事情就可以解释了： 比如人在梦里时， 意象会按照一定的

逻辑自发排列组合， 其中的一 个意象处于支配的地位， 以优势地位给

其他的意象赋予一定的色调。 无疑， 其优势地位就在这个内在逻辑中，

就是从这个内在逻辑产生的。＠

0 莫兹利：《精神病理学》， 68 页。 英译者注
＠ 我这个观点和保罗汗(Paulhan)的主要思路一致， 他关于精神活动的思想非常深刻

(Alcan, 1889)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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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农

89 什么是历史？考古学与统计学

什么是历史？这是我们面对的第 一个问题。 最自然

的回答方式， 同时又提出模仿律的方式， 就是注意近来

受到高度重视的两条研究路子， 也就是考古学和统计学

的研究路子。 我将要证明， 这两种研究的价值日益彰显，

成果日益丰富， 它们在社会现象研究中用了一个和我的

观点很相似的观点；在这一点上， 这两门学科或者说这

两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一般结论及其特征， 看上去

却又是异乎寻常地相似。 我们首先来考虑考古学。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区别。 考古学家无意之问与我所

见胳同。原妳讨代特有的现象：发明的荒原。

倘若在一座高卢 罗马古墓里或在石器时代的洞穴

里找到了人的头骨和各种工具， 考古学家会拿走工具，

把头骨交给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研究种族， 考古学家研

究文明。 他们携手合作徒劳无用；他们迥然不同， 就像

两条平行线不相交一样， 即使在与垂线相交的地方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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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 人类学家完全不考虑他正在研究的克罗马农人或尼安德特人

的身世， 根本不关心个体的身世；他的唯一 目标是从一个又一个颅骨 90 

或骨架来区分种族的特征。 虽然这个种族特征是通过遗传从个体特征

复制并扩散开来的， 人类学家却不可能去追踪这个遗传和复制的过程。

大多数时候， 考古学家还忽视死者的名字， 其骸骨就像待解之谜；他

只寻找其中的艺术或工艺、 典型的欲望和信仰、 礼仪、 教条、 语词和

语法 他只寻找从墓葬品中揭示出来的这些东西。 然而， 以上的一

切总是靠模仿一个发明人而得到传播推广的， 而且这个发明人又总是
一位无名氏， 每一件出土文物只不过是这个发明的短暂的载体、 一个

生长点而已。

考古学家埋头千过去的遗存越深， 他就越是忽略死者的人格。 12

世纪之前的手稿是比较罕见的， 而且大多数手稿仅仅是正式的记录；

考古学家之所以对手稿感兴趣， 主要是由于它们非人格的特征。 再者，

可供考古学家猜想的研究对象只剩下建筑及其遗存， 只剩下陶片、 青

铜器、 石制兵器和工具。 然而， 就是从地球上这一点点可怜的遗存之

上， 考古学家抽取了极其丰富的事实和推论、 极其宝贵的信息。 凡是

发掘工具所到之处， 美妙的出十文物接踵而至， 意大利、 希腊、 埃及、

小亚细亚、 两河流域、 美洲， 尤－ 例外！有一段时间， 考古学和钱币

学一样， 只不过是历史的奴仆， 埃及学家得到认可的唯一价值恐怕仅

仅是证实曼内托芷著作的残片而已。 然而到了现在， 考古学和历史学

的景色已经颠倒过来。 历史学家只不 过是次要的向导， 是考古学家的

助手而已；考古学家揭示历史学家保持沉默的东西， 仿佛是给历史风 91 

景画家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土地增色添彩， 给风景画添加一些细部， 加

上花鸟虫鱼、 飞禽走兽、 隐匿的生命、 和谐的规律。 通过考古学家，

我们了解到个体的古人有什么特别的思想、 职业的秘密、 僧侣的秘密

和特别的欲望；编年史家却只能够笼统地把古人称为罗马人、 埃及人、

波斯人。 有一些剧烈震荡的 所谓终结事件， 我们 称之为征服、 侵略

或革命；透过其表面， 考古学家向我们展示真实历史沉淀的日常的

情况， 展示其飘移和堆积的情况， 展示一 连串接触传播的发现是如

何分层的。

由此可见， 考察剧烈变革的事件时， 最好的观点是考古学家的观

0 曼内托 (Manetho, 活跃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埃及僧侣，曾用希腊文写过一部埃
及史， 他把埃及古史分为 30 个王朝， 这个体系沿用至今 。 中译者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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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些事件本身很不一样，一连串的事件就像不规则的山脊，既可
能有辅助作用也可能构成障碍，既可能局限也可能放大天才的思想，
或使之默默无闻，或使之传播开来，这些思想传播的轮廓往往是不清
晰的。修昔底德仇希罗多德气李维©仅仅是古文物研究者的向导，
其忠实或错误则因时而异；同理，历史学家研究的英雄、将帅、政治
家和立法者，无意之中沦为奴仆，他们只不过是发明青铜器、纺织、
书写、船桨、风帆、犁头无数无名氏的奴仆而已。有的时候，这些奴
仆不甘就范；古文物研究者要花大量的心血确定这些发明的年代和 H

期，而不仅仅是给它们命名。 当然另 一种情况无疑还是有的：伟大的
统帅和政治家本身就提出了 一些新鲜而光辉的思想，就搞出了 一些真
正的发明；然而，他们的发明必然是无人模仿的 (bound not be imita

ted) 。＠这些发明可能是军事谋略或政治革命，除非它们能够促进或迟
滞已知的其他发明，除非它们是注定要在平和状态下被人模仿的发明，
否则这些人的发明在历史上就不会有一席之地。如果马拉松、阿拉贝

92 拉＠、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没有使希腊艺术在亚洲产生影响，没有
使法国人的制度对其他欧洲人产生影响，历史对这些战役的谋略的注
意，并不会超过它对许许多多棋局的注意。

总之，按一般人的理解，历史只不过是一些不可模仿的发明的合
作或对立而已；这些发明只有短暂的用处，或者是与其他一些发明携
手发挥作用，或者是对其他一些发明有用。 至于前面的发明与后来的
发明的直接的因果关系，那是很难确定的，就像一种晰蝎的出现或秃
赞羽翼的演化与安第斯山或比利牛斯山的隆起有何直接关系难以确定
一样。不错，携手合作的发明发挥着很大的间接作用，因为发明只不
过是多种模仿的交汇而已 当然是在一颗超常脑袋里的交汇；凡是

0 修昔底德 (Thycy小des, 公 元 前 460? －前 404)， 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所著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不朽之作，从政治、 心理上描写了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战
争 。 中译者注

＠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公元前 484? 一前 420)， 古希腊历史学家， 西 方
“

历史之

父“， 所著《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是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 。 中译者注
＠ 李维 (Livy， 公元前 59 公元 17)， 古罗马历史学家， 著《罗马史》 142 卷， 记述

罗马建城到公元前9年的历史， 大部佚失 。 一 一中译者注
＠ 倘若出现被模仿的情况， 那一定是有违发明人愿望的。 比如， 德国人非常出色地模

仿拿破仑在乌尔姆（德国南部一城市， 拿破仑于 1805 年在此击败奥地利军队 。 中译者
注）扭转乾坤的一战， 后来借此而战胜了拿破仑的侄子 。 作者注

＠ 阿拉贝拉 (Arabela)， 今意大利城市 。 一 一中译者注

＠ 奥斯特利茨 (Austerlitz, 在今斯洛伐克境内）战役， 拿破仑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1803 年， 他在此大败俄奥联军。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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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同模仿的辐射开辟出路的东西都是发明，发明往往会增加模仿交
汇的机会。CD

我在这里插入一段话，以回答预料之中的反对意见。 有人会说，

我讲到人类温顺的模仿趋势和发明想象力所具有的社会重要性时，有
一点点夸张。 人不是为了好玩去搞发明，而是为了满足他体会到的某
种欲念而搞发明。 天才的展示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最令人瞩目的
不是一连串的欲念，而是一连串的发明。 文明既是欲念的增加和替代，

也是艺术和产业的逐渐积累和替代。 一方面，人并非总是为了好玩搞

发明才模仿祖先和外国人。 在所有吸引他模仿和信奉（他的思想模仿）

的发明、 发现和理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越来越多地只模仿和采

用对他似乎有用的、 真实的东西。 因此，社会人的特点是探索实用和
真理的倾向，而不是模仿的倾向。 所以，把文明界定为艺术和思想日 93 

益增长的应用或验证，显然是更加妥当；把它界定为肌肉活动和大脑
皮层活动日益增长的趋同性，显然就不那么妥当了。

我的回答首先是这样的： 既然获得一个事物的欲望不可能走在关

于这个事物的观念之前，所以这个观念形成之前，渴望它的社会欲望

就是不可能产生的。 诚然， 一种发明是对一个模糊欲望的回应， 比如

关于电报的念头就解决了很久以来人们渴望更快传递书信的问题。 然

而，只有这个发明变得很具体，只有发明电报的欲望传播并增强之后，
电报才能够在社会里诞生。 此外，在无线电报这个例子里，它的开发

过程不是受到一连串发明的推动吗？难道不是在邮政和稍后的有线电

报确立以后，无线电报才开发出来的吗？我已经说过，除非物质需求
在类似的方式中已经变得很具体，否则连物质需求也不可能成为社会
力量。抽烟的欲望、 喝茶、 喝咖啡的欲望不可能走在烟草、 茶叶、 咖
啡出现之前。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再挂一漏万地举一个例子。
维纳 (Wiener) 先生说： “穿衣服并不是想寻求端庄的欲望产生的结

果。 相反，端庄的观念看上去是穿衣服的结果。 就是说，用衣服遮掩
身体的习惯养成之后，裸露的身体看上去就下流了。”换句话说，穿衣

服的欲望，就其社会欲望而言，是发明衣服以后才产生的，是衣服出
现以后的结果。 由此可见，发明远不是单纯社会需求的结果，而是其

O 举一个模仿对发明产生间接影响的例子。 法国人摘水疗的时尚日益兴盛， 结果人们
就认识到发现新矿泉的好处。 从 1838 年到 1863 年， 发现和收集到的新矿泉就达到 234

个。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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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我认为这样强调一点也不过分。 有的时候，发明家的想象力会

94 跟着公众模糊的欲望走。 然而，我想再次重申，我们决不能忘记，公

众这些欲望本身就是由过去的发明家唤起的，过去的发明家又受到比

他们更早的发明家的影响。 如此往上追溯，直至我们发现，有些艰难

而简单的灵感毫无疑问是由很少数固有的、 全然生命的渴求引起的，

它们是每一个社会和文明悠久而必要的基础-这是 一 个方面。 另 一

方面，我们又发现，一些更重要的偶然发现又纯粹是为寻求乐趣而发

现的，它们只不过是自然的创造性幻想的游戏而已。 多少语言、 宗教、

诗歌甚至是产业，就是这样开始的啊！

发明就说到这里。 至于模仿， 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回答。 不错，

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并非全是例行公事或时尚；我们信我们之所信，并

非全是靠偏见或权威一一虽然普遍的轻信、 顺从和消极被动远远超过

了一般人愿意承认的程度。 然而，即使我们的模仿是自愿的、 有意识

的，即使我们所做所信是最有用、 最值得相信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和

行为还是预先注定的。 我们的行为之所以这样或那样，那是因为它们

最适合满足和推动我们的欲念，这些欲念是以前模仿其他发明时埋下

的种子。 我们的思想与我们从他人思想那里获得的知识是非常吻合的，

他人的思想又是由其他一些人的思想确认的。 我们的思想也可能是靠

各种感观的印象获得的，这些印象又是通过更新的科学经验或观察获

得的；我们更新知识，就是靠模仿获得这些经验的人。。就这样， 模
95 仿和发明一样，是一个接一 个地串联在一起的，或自我依靠或互相依

靠。 如果追溯模仿形成的这一根链条，我们必将逻辑地回到一 种仿佛

是自我启动的模仿中，必将回到原始野蛮人的精神状态，他们像儿童
一样，模仿是为了追求模仿的乐趣。 这个动机决定了他们的大多数行

为；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社会生活的行为。 由此可见，我并没

有夸张模仿的重要性。

心 预先存在的欲念和目的的性质，并非影响或决定我们选择思想和行为、 信条和事业

的唯一因素，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模仿别人的东西 。 比如， 各国的法律、 对某一产业的禁止、

自由贸易或某一 门知识的免费教育等等都是有影响力的因素 。 不过实际上，法律以同样的方

式影响欲念和目的。 欲念和目的都凌驾在我们头上， 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是外在的主子， 另

一个是内在的暴君。 况且， 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某时某地主导人们欲念和目的的反映 。 这

些欲念和目的总是可以用我阐述的道理解释的 。 一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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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代起摸仿就是客观的、广泛流布的。 考古

学给我们的教益。

简单地说， 我眼前的原始社会的图像是星星点点、 居弱无力、 率

性而为的幻想力的图像，它位于浩淌的消极模仿性的汪洋大海中；在

这个汪洋大海中，模仿性是变异不羁、 持久不衰的，就像鸟儿点水在
水面上荡起的涟漪。 考古学研究成果似乎充分证明了我这个观点。 萨
姆纳·梅因在《早期制度史》中说： “泰勒。先生前不久证明， 比较神
话学这门新学科给人的教益是原始人智力的荒原 (the barrenness of

mental faculty) ，我们常常把智力和智力繁殖力 (mental fertility) 即

想象力联系在一起。 从法律和风俗具有自然稳定倾向的观点来看问题，
比较法学更加强有力地指向同样的推论。”©只需把这旬话推而广之就
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 比如，还有什么比长椅角的命运女神和手握苹

果的美丽女神更加简洁明快的表现方法吗？然而，保萨尼阿斯©不厌
其烦地考证，命运女神的形象是希腊最早的雕塑家布巴卢斯 (Bupa-

lus) 塑造的，维纳斯的形象是埃伊纳岛的卡纳库斯 (Canachus) 塑造 96 

的。 后来，这两尊命运女神和维纳斯形象的无数雕像，就从当初这两
个人头脑中不太重要的思想里演绎出来了。

考古学指向的另一个事实同样重要，却不太引人注目。 研究证明，
古人不太束缚千局部的传统与风俗，他们善千模仿外部世界的能力 超
乎我们的想象，他们对异域的小玩意、 武器甚至是制度和产业抱开放

的心态，也超乎我们的想象。 唬珀这样一个不太有用的玩意在远古的

时候，居然从波罗的海的原产地运到了欧洲的最南端，这实在是令人

吃惊。 同时代不同种族的墓葬中，尽管其关系遥远，其装饰却有相似
之处，这个事实也令人吃惊。 麦利先生撰文论述尤加尼＠地区的远古
文化时说：“在同样的远古时代，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的艺术已经遍布

0 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 英国人类学家， 文化人类学鼻祖，

影响至今不衰，著《原始文化》、《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研究》等 。 中译者注
＠ 见亨利·萨姆纳·梅恩(Henry Sumner Maine)爵士著Lectureson the Early Histo-

ry of Institutions, p. 225, K. C. S. I., LL. D., F. R. S., New York, 1875 。 英译者注
＠ 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公元前？ —前465?），斯巴达将领 。 中译者注
＠ 尤加尼(Euganean hills)， 今威尼斯附近 。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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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亚细亚的滨海省份、 地中海诸岛和希腊。 伊特鲁里亚人似乎在这个

艺术流派里占有一席之地， 每一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天才对这个流派

的原理进行修正。”[《学者》(]ournal des savants), 1882] 最后再举
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即使在最远古的史前时代， 燧石、 绘画、 骨器

在全球各地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产看来， 每一个界定分明的考古时期

都有一个特征：有一个拥有主导威望的文明都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其
97 他的一切文明， 给它们涂抹上 一定的色彩， 无论这些文明是与之较星

的还是臣服于它的， 就像每一个古生物学时期总有一种动物占主导地

位一样， 软体动物、 爬行动物、 厚皮动物各自称霸一个时期。

考古学还可以证明， 人的原创性总是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了不起。

我们倾向千忽视我们不再寻求的东西， 我们不再寻求始终就在我们鼻

子底下的东西。 因此， 同胞的面孔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是不一样的特

征。 虽然我们属千同一个种族， 我们却忽略他们的共同特征。 另 一方

面， 我们旅途上看到的异族的中国人、 阿拉伯人、 黑人却好像是千人
一面。 你不妨说， 真实的情况居于这两个对立的印象之间。 但是， 在

这个例子里， 求平均值的方法是错误的， 正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求平均

值不妥当一样。 这是因为， 身居同胞中使人迷蒙的那一层幻觉， 那一

种习惯的薄雾， 并不会模糊旅行者身处陌生人中间时的眼光。 因此，

旅行者的印象可能比同胞的印象更加准确。 这些印象证明， 同种族人

继承的相似性总是超过他们不同的特征。

由千同样的原因， 当我们从生命世界转向社会的时候， 我们总是

得到这样深刻的印象：当代画家、 雕塑家和作家的作品之间， 上门做

客的朋友的举止、 姿势和连珠妙语之间， 显然是既有相似性也有殊异

处。 然而， 当我们在浏览堪帕纳博物馆收藏的伊特鲁里亚人的艺术品

时， 当我们第一次浏览藏有同一流派或同一时期的作品的荷兰、 威尼

斯、 佛罗伦萨、 西班牙的艺术馆时， 当我们在检索我们收藏的中世纪

手稿时， 当我们在历史艺术博物馆里欣赏从埃及古墓掠夺来的艺术品

时， 我们似乎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看见的儿乎是用一个范本复制出来

叩 乍一看， 旧大陆和新大陆发现的石斧、 箭头等石器和武器的相似性可能是巧合， 人
类在战争、 狩猎和穿衣等方面的相同欲念， 似乎足以解释这样的巧合。 但是， 我们又知道，
已经有人提出了反驳的意见。 而且， 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 过去在美洲大陆上绝对不为人
知的磨制石斧和箭头甚至是玉雕的偶像， 如今在墨西哥发现了。 难道这木足以证明，．卓在右
器时代， 文明的萌芽就已经从旧世界传到新世界去了吗？这样的引进发生在以后的时期， 是
值得怀疑的。［见纳代拉卡著《美洲史前史》(M. de Nadaillac, Amerique prehistorique), p. 
542]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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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以分辨的作品 ； 在同时同地，每一种风格的文字作品、绘画、建 98 

筑都是惟妙惟肖、难以分辨的；实际上，每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都是
惟妙惟肖、难以分辨的。我们这个印象不会误导我们。而且由此推理，
我们还意识到，我们的模仿力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远远大千我们的
发明创新能力。这是我们从考古学得到的非同寻常的教益。毫无疑问，
不出一百年，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艺术家尤其是诗人一一多数人将像
学舌的鹦鹉、猿猴或者是雨果笔下的狐猴—— 他们非常幼稚地吹嘘他
们的首创性，其实说他们恭恭敬敬地互相模仿，那倒更恰如其分。

在过去的一章里，我们试图证明，一切或儿乎一切社会相似性都

来自千模仿，正如一切或儿乎一切生物相似性都是靠遗传获得的。现
代考古学家暗中一致接受了这个简单的原理，将其作为破解地下挖掘
迷宫的线索。从考古学业已作出的贡献，我们就可以预测它将来会作
出的贡献。假定发现了一座伊特鲁里亚古墓，如何给它断代？墓中壁
画表现的是什么主题？注意观察这些壁画与其他希腊源头的壁画细微
的、难以捉摸的相似性，我们就可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这样，我们
就可以立即推导出一个结论：建造这个墓的时候，伊特鲁里亚人已经
在模仿希腊人了。我们不会把这些相似性解释成偶然现象—一我们不
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模仿这个假设是解答这些问题的向导，使用得当
的话，它不会起误导作用。然而，学者们的确常常会陶醉于时代的自
然主义偏见，我们不是局限于从相似的事实推导出模仿的结论，而是
从中演绎出亲属关系。比如，维纳斯、埃斯特两地出土的花瓶、桶状
陶器等与维罗纳、贝鲁诺等地发现的同类文物的相似性耐人 寻味，于
是麦利先生就倾向于认为，这些不同的墓葬属千同一个民族。没有任 99 

何东西能够证明这个猜想。自然，麦利先生同时又不厌其烦地补充说：
“无论如何，这 些 文 物属 千葬俗相 同 的 民 族，他 们 的 产业也 相
同。” - —不过这是不太相同的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即使在他所谓

“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人” 即威尼西亚人有伊特鲁里亚人的血统，他们和
再往北的凯尔特人也发生了大址的混血-这一点是相当肯定的。在
这一点上，麦利先生在其他地方还论述过文明民族对周边野蛮人的影
响；他认为，即使不搞征服，文明民族总是要对野蛮人产生影响。他
说：“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凯尔特人显然模仿了伊特鲁里亚人的艺术。”
由此可见，艺术品的相似性不一定就证明血缘上的联系，它只是说明
了接触中的模仿。

为了把未知的东西和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考古学家不得不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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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以来细微相似性的秘密，在形式、 风格、境遇、语言、传说、

衣饰等方面的秘密，凭借这样的训练来发现各地意料之外的地下文物；

对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而言，这样的相似性是无法觉察的。 有些意料之

外的发现是根据事实做出的发现；另 一些发现是根据不同程度的相似

性做出的，它们的相似性优势是根据或然率来判断的。 就这样，考古

学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深并拓宽了人类模仿力的范围，几乎把每
一个民族的文明都归结为对其他民族的模仿， 归结为无数模仿的组合，

包括那些表面上看最具原创性的文明都是这样的。 他们知道， 阿拉伯

艺术虽然有自己的特征，却是波斯艺术和希腊艺术的融合；希腊艺术

借用了埃及艺术的一些方法，也许还借用了其他的成分；埃及艺术又

是借用许多亚洲和非洲艺术成分而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 考古学家

对文明的解构分析是没有尽头的；所有的社会分子的化学成分无一例
100 外都可以化解为原子。 与此同时，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把难以分解

的文明中心减少到少数的几个， 旧世界留下三四个，新世界留下一 两

个。 奇怪的是， 新世界的文明全都分布在高原上（墨西哥和秘鲁）， 旧

世界的文明全都分布在大河流域和大河河口（尼罗河、 幼发拉底河、

恒河和中国的河流）， 虽然与欧洲和亚洲的河流比较， 美洲的大河并没

有异常和不适合人居的性质，虽然美洲以外的地区也不乏适合人居的高

原。 康多尔(de Candolle)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不无道理。 文明创建

者或引进者在搭建帐篷时的选择，显然是受到任意因素的影响。 也许，

由此诞生的文明将永远负载远古发韧期任意性不可磨灭的印记！

由于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了解到： 一 个新的文明在哪里出现，

何时滥觞，流布多远，如何传播，沿着什么路线从起源地传到借用地。

也许，他们不会带领我们回到第一炉青铜或铸铁熔炼的地方，但是他

们的确让我们回到了拱顶、 印刷术和油画起源的国家和世纪；他们让

我们了解到再早一些时候的希腊建筑的形式、 排尼基人的字母表， 使

我们看见这些发明令人惊叹的奇迹。 他们的全部好奇心。与活动都用

来追踪一个又一个的发明，研究这些发明经历的许多遮蔽和修正， 弄

清修道院的中庭结构、 罗马教会里行政官的执政期、 罗马达官显贵引

进的伊特鲁里亚的长条椅。 他们追踪一个发明传播的疆界， 看它如何

CD 就我所知， 文物爱好者的好奇心常常是贪图虚荣的、平庸的。 即使其中的佼佼者比
如谢里曼似乎也一心一意要找到和史诗中的著名人物比如赫克托尔 、 普里阿摩斯或阿伽门农
等相关的遗存， 而不是追寻古人的主要发明。 不过， 他们个人的目的和动机是一回事， 他们

具体的考古发现和收获则是另一回事。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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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地自我传播，看它如何由于迄今不明的原因而不能超越这些疆界 101 

（我认为原因是互相对立的发明之间的竞争）。 他们研究不同发明交叉

产生的结果，看看一些发明为何传遍四面八方，并最终汇集到一个富

于想象力的脑子里。

总而言之，考古学家在研究过去社会生活的时候，他们无意之间

不得不用的观点也许在不断接近我的主张。 我认为，社会学家应该乐

于有意识地采用这样的观点。 我所谓的观点是纯社会学家的观点。 由

于人为然而必要的抽象，社会学家有别于博物学家。 他们也有别于历

史学家。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历史只不过是个人的冲突和竞争，只不

过是臂力、 腿功和脑袋的竞争。 历史学家不区别起源极其多样的思想

和欲望，他们把少数新颖和富有个性的思想和欲望与大量纯复制的思

想和欲望混为一谈。 考古学家与那些把现实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可怜虫

有区别，这些可怜虫感觉不到生物学事实与社会学事实的真正的分界

线。 在这一点上，考古学家和他们区别开来。 考古学家是优秀的纯粹

的社会学家。 因为考古对象的人格难以穿透，因为他们能够考察的仅

仅是死者的遗存、 古老欲望和思想的残迹，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他

们就像瓦格纳的理想一样，能够听见古代的音乐而不必看见演奏的乐

队。 我知道，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真是被剥夺得非常彻底的残酷的工

作条件。 一方面，时间毁灭了尸骸，抹掉了画家、 作家和雕塑家的记

忆，考古学家不得不呕心沥血地去释读铭文、 手稿，去阐释壁画、 残

缺的雕像和陶片。 然而另 一方面，时间又能够给他们助一臂之力，因

为时间抹掉了生命的痕迹，把肉体的和脆弱的内容当作不纯净的杂质

弃之不顾，只留下真正值得复活的光辉的形式。

由此可见，对考古学家而言，历史既简约又轮廓分明。 在他们眼 102 

里，历史只不过是竞争和冲突、 原创性的欲望和思想的发韧和发展过

程而已，或者只用发明这一个术语来说，历史就是发明的滥觞和演进。

就这样，发明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人类进步的真正动因。 这个理想

化的观点恰如其分的证据，就在于它的累累硕果。 许多学者高高兴兴

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不过我需要重申，他们是无意之中采纳了这一个

观点。 凭借这样一个观点— —当然是在不同的名义之下，语文学家、

神话学家、 现代考古学家不是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照亮了朦朦

胧胧的历史吗？他们使历史富有理论的魅力，同时又不让历史的华贵

和美丽消减分毫，难道不是吗？如果说历史正在成为一 门科学，发明

唱主角的观点不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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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 统计学家像考古学家一样地看待事物。 统

计学家专注千 一 切古今模仿的版本。 相似性与差

别性。

统计学家同样立下了汗马功劳。 和考古学家一 样，统计学家完全

从抽象和非人格的立场来考虑人类的事务。 他们不注意个人， 管他是

彼得还是保罗；他只关注人的著作，或者是更关心揭示人的欲望和思

想，更关心买卖、 制造、 选举、 犯罪、 灭罪、 打离婚官司，甚至是更

关心生老病死、 婚丧娶嫁。 就其与范例或偏见传播的作用而言，这一

切个人行为在某些方面和社会生活有关系；范例或偏见的传播似乎有

助于出生率和结婚率的涨落，似乎影响着婚姻的增长和婴儿的死亡率。

倘若考古学是类似产品的集合与分类，倘若最大程度的相似性是

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那么统计学就是最大可能的相似行为的陈
103 列。 统计学的艺术是对研究单位的选择，单位越相似越均等越好。 和

考古学一样，统计学的课题不是发明以及对发明的模仿性编辑 (imita

tive editions) 又是什么呢？二者唯一的区别是，考古学论述的发明大

多数业已消亡，或业已耗尽；相反，统计学论述的发明是活生生的发

明，近代和当代的发明，正在成长和扩张的发明，也可能是处在停滞

或衰败状态的发明。 考古学是社会的古生物学，统计学是社会的生理

学。 考古学告诉我们：希腊人的陶器用什么胖尼基船运输，船的航速

是多少；他们陶器运到地中海沿岸甚至是更远的地方。 统计学告诉我

们：大洋洲的什么岛屿离北极和南极各有多远的距离，今天英格兰的

轮船运多少英格兰的棉织品，它每年向海外市场出口多少码的棉织品。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发明主要是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模仿主要是统

计学的研究领域。 考古学追踪贯穿一连串发现的线索，统计学更擅长

于估计一个个发现的扩张程度。 考古学的领域更富十哲理，统计学更

侧重科学。

诚然，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刚好相对，不过这个对立是由于外

部研究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 考古学必须长期研究同一艺术中分散的

范本，然后才能够提出一个猜想，对这一艺术发展的源流和年代进行

猜想。 比如，必须要了解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然后才能够把它们和
一个想象中的母语即雅利安语或其亲属语梵语联系起来。 考古学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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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追溯模仿的源头。 相反，统计学总是知道计最中的扩张的源头

是在哪里。 统计学的程序是由因到果，是追踪发现在某些年代、 某些

国家里或多或少的发展过程。 凭借连续的记录，统计学告诉你，蒸汽 104 

机发明之后如何逐渐传播，它如何使法国对煤的需求增长，法国的煤

产量又如何以完美的规律增长，还告诉你1759年到1869年，法国的

煤产量增加了62.5倍。 同样，你可能了解到，甜菜发现之后或者说再

没有怀疑它的使用价值以后，甜菜的产量的增加非常有规律，从1828

年（此前的产最停滞不前，因为其实用价值受到怀疑）700万公斤增

加到30年之后的5 000万公斤［布罗克(Maurice Block)］。

以上例子不太有趣；然而，即使凭借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难道

不是看见社会上一 个新欲望或时尚的诞生和逐渐确立的过程吗？一般

的说，逐年的统计数字能够给人很大的启示，能够显示某种生产和消

费逐年的升降，政治观点的涨落可以从选举的结果看出来，安全的欲

望可以从火险、 储蓄等的金额看出来。 实际上，这一切都代表着引进

和被模仿的欲望或信念的演变过程。 每一 个统计表或者说每一条统计

曲线，实际上就像是一篇历史专论。 总体上来看，这些 统计曲线构成

了最好的历史叙述。 总体上说，就各省各国的同时期表格所做的比较，

趣味性则大大降低。 我们来做一 些 对比，并做一些哲理上的思考。 首

先看法国各省的罪案统计，其中的一 个曲线显示过去50年惯犯增加的

情况；然后再来对城乡人口的比例和城市人口逐年增加的比例进行研

究。 我们将会看到，从1851年到 1882年，城市人口有规律地、 不间 105 

断地增长，从占总人口的25％增加到35%，也就是从1/4 增加到1/3 。

这个事实说明肯定有一 种社会原因在起作用。 相反，比较两个相邻省

的比例，一 个省增长28%，另 一 个省增长26%，就不能给人丝毫的启

示。 同理，显示过去10年里巴黎和 各省丧葬情况的统计表就很有意

思；相反，比较同一 时期法国、 英格兰和德国丧葬情况的统计表相对

而言就没有多大的价值。 我的意思不是说，1870年法国的私人电报达

1 400万封、 英格兰的私人电报达2 400 万封、 德国的私人电报达

1 100万封，就亳无意义。 然而，了解另 一 种情况能够给人更 大的教

益：法国1851年的电报只增加了9 000封，1859年却增加到400万

封，1869年更增加到1 000万封，1879年竟增加到1 400万封。 追踪

这样的增长情况时，我们必然要想到活生生的事物的增长。 统计曲线

和统计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有

许多例外，但统计曲线总是能够表现模仿的传播情况。

l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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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统计学追随的过程比考古学自然得多，虽然它提供的信息
和考古学一样，可是它更加精确。它的方法首先是社会性的方法；只
有在无法用该方法来研究已经消亡的社会时，我们才用考古学的方法
取而代之。为了得到罗马帝国产业、商业甚至是罪案的统计数字，我
们多么愿意用许许多多的纪念章、马赛克、骨灰盒和墓志铭来交换啊！
不过，为了让统计学发挥我们指望它发挥的作用，为了让它战胜令人
啼笑皆非的批评，它也必须像考古学一样，既要意识到自己真正的用
处，也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它要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应该走

106 向何方；它不应该低估走向目标的路上遭遇到的危险。统计学仅仅是
一个替代手段。心理学统计数字注意到个人信念和欲望的消长，个人
信念和欲望起初是由革新者启动的；这样的统计数字如果可能的话，
本身就足以对普通的统计数字进行深层次的解释。。 一般的统计数字
不做评价，它只计数，计数本身只包括行为的统计，制造、消费、购
买、销售、犯罪、起诉等行为的统计。只有统计数字达到一定的强度
时，上升的欲望才变成行为，下降的欲望才揭开面纱，让位于相反的、
迄今受到压抑的欲望。审视统计学家工作时，最重要的是记住，统计
研究的事物基本上是主观的属性即欲望和信念，这两种心理属性的统
计数字可能会相同，然而它们表现的权重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一百年
里，上教堂的人数有时是相同的，然而宗教信仰却在下降。一个征服
者的威信受损时，拥护者的人数儿乎没有减少，然而其忠诚度却被破
坏了。政府突然倒台前夕的选举，就说明了这个事实。对于看到统计
数字而吃了定心丸或垂头丧气的人来说，这样的倒台是幻灭的根源。

成功的模仿固然很多，但是与尚未实现的欲望相比，成功的模仿
实在是少得可怜！所谓大众的愿望，比如在特定的时刻里一个小城、

107 一个阶级的愿望，就是当时的一些倾向，就是在模仿一个比较富裕的
城镇、一个地位比较高的阶级时不能够满足的欲望。这些模仿的倾向
构成了社会的潜在能蜇。只要有 一个商业协定、一个新发现或一场政
治革命，只要使囊中羞涩、能力稍次的人享受到昔日唯有富人和智者
才能够享受的奢侈品和权力，这种潜在能量就可以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由此可见，这种潜在能量是至关重要的；牢记这种潜能的波动是大有

叩 根据铁路、 公交车和游船的统计数字， 每个星期五的营业额下降已成规律 。 这说
明， 星期五做事有危险的偏见虽然巳经大大削弱， 但是仑还是

．

很普遍。 如果我们一年又一年
追踪这个营业额周期性减少的变化趋势， 这个荒诞迷信走下坡路的趋势， 显然就是可以计量
的。 一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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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的。 但是，一般的统计数字似乎不注意这样的力最。 花力气去估

计这个潜能似乎是荒唐的，虽然用许多间接的方法也有可能，而且它

有时也可能比统计学略胜一筹。 在这个方面，考古学能够给我们提供

湮灭了的社会的信息，且占有一定的优势；也许它给我们提供的详细

而精确的细节比较少，但是它描绘社会的渴望却更加忠实。 庞培古城

的一幅壁画就是罗马帝国一个小城居民心理非常清楚的写照，它透露

出来的信息，比法国一个大省城全部统计档案透露的居民愿望的信息，

显然要多得多。

容我补充一 点。 统计学刚兴起不久， 尚未长出许多枝干；相反，

他资深的老伙计却枝蔓丛生、 四通八达。 出现了一门语言考古学，即

比较语文学，它为我们写成了分门别类的专著，追溯语言的身世。 它

研究的范围上自每一个语词在古人的嘴巴里偶尔的诞生，经过无数祖

祖辈辈令人惊叹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直到这个词如何无数次

地完成复制和繁衍。 还有一门宗教考古学即比较神学，它研究每一个

神话，研究其无数的模仿性版本，就像语文学研究每一个语词一样。

还有法律考古学、 政治考古学、 民族学考古学，最后还有艺术和产业 108 

考古学。 这些学科以专论的形式研究每一个法律思想或幻想、 每一种

风俗或制度、 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创作、 每一种工艺流程；此外，它们

还要分别研究范本的繁殖力，因为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范本都各有其特

色。 于是，我们就有了许多相应的特色鲜明、 繁荣兴旺的学科。 然而，

迄今为止，就实实在在、 特色鲜明的社会学统计学而言，我们不得不

满足于工商业统计数字、 司法统计数字、 人口统计数字、 婚丧娶嫁和

医疗的统计数字，如此等等。 就选举统计表而言，我们只拥有政治统

计学的萌芽卫至于宗教统计学、 语言统计学等，倘若我再就这些假

设的学科继续在这里饶舌，我的读者恐怕免不了要莞尔一笑。 宗教统

计学应该用图表告诉我们各教派每年传播的情况，让我们看见教徒信

仰热度的变化情况；语言学统计学不仅应该表现习惯用语流布的情况，

而且要显示其走俏或式微的情况，显示每一个词、 每一种言语形式的

心 其原因可能是， 除了一个迄今被忽视的方面之外，普选并没有什么价值 。 作为政治
统计学的间歇性的研究手段，普选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 。 借助政治统计学， 一个民族就会意
识到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的欲望和观点有什么变化。 为了满足计算或然率的必备条件，政治统
计学必须要依靠庞大的数字。 因此有必要尽量拓宽公民的权利， 尤其是有必要使所谓的普选
成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选。［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我《刑法与社会研究》(Etudes penales et 
socials)中的另一篇文章］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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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然而，我已经充分证明，统计学家看事物的观点和考古学家的观

点是一样的，又证明这个观点和我的观点相吻合。 请容我三言两语做
一点提要，然后再展开论述， 当然这样的概括有一点风险。 在一 团乱

麻似的历史事实中，在一个令人迷惘的梦境和疆梦中，理性(reason)
109 寻求秩序是徒劳无益的，之所以找不到这样的秩序，那是因为它没有

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寻找。 有的时候，理性的幻想是已经找到这样的秩

序，它认为，历史是一首诗歌的断片，可是脱离整体的断片是难以理

解的；理性教我们到人类命运实现的最后一刻去寻求历史之谜，并认

为人类隐蔽最深的渊源届时会彻底揭示出来。 我们不妨再用一用那句

名言：那是无知的妄语。 相反，如果我们透过历史上的人名、 年代、

战役和革命看问题，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具

体的欲望；发明即实用的首创性把欲望的胃口吊起来，每一个发明在

一个点上出现之后，就像一个发光体一样不停地向四面八方辐射，并

且和数以千计相似的振动互相交叉；这些众多的相似性并不会产生混

乱。 此外，我们还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信念，它们也是发现或假

设产生的，它们以可变的速度、 在可变的范围内辐射。 这些发明和发

现呈现出来或发展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任意性和偶然性。 不过，

互相对立的发明和发现（也就是那些由于潜隐的命题而多多少少对立

的发明和发现）经过淘汰之后，它们构成的同步组合就成为和谐紧密

的组合了。 一个民族、 一个城市，还有所谓历史诗篇中最不起眼的一

章，都可以看成是从一个中心荡涤开去的波浪，都可以看成是许多中

心及其波纹的逻辑排列。 如此看来，民族、 城市和历史就成了一个活

生生的整体，这是哲学家可以冥想沉思的壮丽景观。

四、

统计学应该是什么？统计学的不足。

如果统计学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它适合阐释社会事件，阐

释其众多有规律、 可计量的侧面，统计学就应该采用这个观点，不是
110 部分地、 无意识地采用它，而是有意识地、 毫无保留地采用它。 这样，

统计学就会像考古学一样，免去了许多无谓的调查研究和艰难困苦。

我来列举采用这个观点的主要好处。 首先，社会学的统计学已经获得

一个试金石，能够检验它适合做什么、 不适合做什么；统计学相信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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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模仿领域是它专属的领域，也是它唯一的领域；于是，它就把制

作纯人类学的统计表的工作让给博物学家；法国各省免服兵役的数字、

死亡统计数字等（我没有把出生率纳入这个范畴，榜样在抑制和刺激

种族生殖率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纯人类学的因素。 这是纯

粹的生物学方法，正如马雷 (Marey) 先生的图表法一样，就像用肌

动描记器、 脉搏描记器、 呼吸描记器来计量肌肉的收缩、 人体的脉搏

和呼吸一样。

其次，社会学的统计学家决不能忘记，他的任务是计量具体的信

念和欲望，是用最直接的方法捕捉这些难以捉摸的社会事实，是尽量

列举彼此相似的行为（犯罪统计数字难以满足这个条件）。 即使达不到

这个目标，列举相似的产品比如商品也应该和以下的两个目标相联系：

(1)用图表显示行为或产品，以追踪每一种新旧欲望的曲线，每一种

新旧思想连续增加、 停滞或减少的曲线，以追踪它们传播和巩固、 被

压垮和被连根拔除的情况；（2)通过上述办法得到的系列数字的熟练

对比，通过强调其伴生的变化，显示这些欲望和思想的模仿性传播或

巩固是彼此促进还是彼此阻碍（它们隐含的或多或少的命题互相认可 111 

还是互相矛盾）的关系。 与此同时，社会学的统计学家也不能忽视自

然因素在性别、 年龄、 性情、 气候、 季节等问题上的影响；自然因素

的影响力可以用物理学或生物学统计数字来计址。

换句话说，社会学统计学有两个任务： （1)断定给定的时间和地

点里每一个发明固有的模仿力；（2)显示在模仿发明的过程中产生的

或利或弊的结果，以期影响那些和这些结果有关系的人，以期影响他

们遵循或忽视这些范本时的倾向。 简言之，这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了

解和控制模仿。 我们可以用医学统计数字来说明这第二个任务和目标。

实际上，医学统计数字和社会科学关系密切，因为在研究疾病时，我

们可以用它们来比较不同的医疗方法的疗效，比较古老的或最新发现

的医疗方法的疗效。 于是，统计学对预防接种的普及、 对治疗寄生虫

引起的骚痒等作出了贡献。 统计数字显示，城市居民的犯罪率、 自杀

率和精神病发病率大大增加；这样的统计数字可以缓减乡下人模仿城

市人、 移居城市的潮流。 贝蒂荣。先生就告诉我们，婚姻统计数字也

0 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 1851�1922) 法国统计学家， 用定量方法分析各种

社会问题，促进了统计学在社会科学中应用， 曾任巴黎人口统计局局长， 著《酒精中毒和消
除方法》、《论法国人口减少问题》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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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地使用我们祖先这个非常古老的发明 这个
发明的原创性超过了它貌似的原创性 它告诉我们，已婚男人的死
亡率低于同一年龄段的单身汉的死亡率。不过我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
话题上流连。

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够留到第一个问题解决之后，
112 这第二个问题是压在统计学家身上的问题。注意这个事实 不无好处，

因为我们常常 是本末倒置。 我们试图计量某些惩罚手段 、宗教信仰、
教育制度对犯罪倾向的影响，而不是首先计址这些犯罪倾向在不受控
制、暴民横行的日子里的影响，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暴民不受警察、
牧师或教师 的控制时，他 们烧杀抢掠的暴行通过模仿立即传遍全
国 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该首先解决吗？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第一步，是准备一个统计表，罗列我们主要的
欲望，包括固有的和逐渐获得的欲望。首先是结婚生子的社会欲望，
接着是我们主要的新旧信念；或者是列举行为类别的图表，属千某一

类型、或多或少能够表现其固有力址的统计图表。在这方面，工商业
的统计数字的价值尤其高，因为从以上观点来看这样的统计数字很有
趣。每一种制造或销售的商品，难道不是对应于某一个欲望或思想吗？
一个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商品的产量和销售量的增加，难道不是表现
了商品的推动力即传播的速度吗？换句话说，其产量和销售械的增加，
难道不是表现了它的分量即它的重要性吗？由此可见，工商业的统计
数字是一切统计数字的基础。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实用的东西，把
考古学家研究死者的方法大规模地借用来研究活着的人，效果会更好。
我指的研究方法是挨家挨户精确统计的方法，比如就一个国家里每家
每户的家具、包括各种样式及逐年变化的情况做一个完整的统计。这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幅绝佳的社会风情画。这幅画有点像考古学家用已
经消亡的文明的墓葬品制作的详尽的图片。他们制作的埃及、意大利、
小亚细亚和美洲的墓葬品图片，实在是令人惊叹。

113 然而，我想到的这种寻根问底的人口普查还没有完成，它预设的
主题还是空中楼阁；不过，完整而系统的工商业统计数字，尤其是显
示每年各种书籍出版变化的统计数字，也足以给我们提供需要的数据。
从理论上说， 司法统计数字的重要性居第二位。然而必须承认，虽然
它们非常有趣，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如工商业的统计数字。它们的计
算单位缺乏相似性。如果有人告诉我， 一 年之内， 一 座钢厂轧出了
100万根钢轨，一家纺织厂购进了1万个棉包，我就必须研究表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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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欲望的相似的单位。但是，如果要把偷窃或扣押进行大大小小的分

类，那就毫无价值了。截然不同的行为、不同的欲望和思想激发的行
为、缘由不同的行为，属于不同类别的活动，即使我们想对这些行为
进行分类，我们也是不会成功的。我们最多只能够做这样的分类： 无

非是把谋杀妇女的不同方式归入不同的类别，肢解残害一类，用马钱
子碱毒杀或别的什么新伎俩又是另 一类；然而实际上它们是属于同一

个类别，只不过是各具特色的犯罪花样而已。重罪和轻罪应该根据犯

罪方法来分类。这样分类之后，模仿帝国庞大的全景图就一 目了然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才是深入到细节。倘若我们根据犯罪所得赃物的性
质来分类，或者是根据罪犯不劳而获的程度来分类，我们得到的就是

另 一种分类，这是一种自然的分类。在一种新形式下，这种分类可以

用来对工业品或服务进行分类；诚实的人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他们就

获得相应的满足。

五
、

114

统计曲线的解释， 用笔者观点来解释统计曲线的上
升、 平走和下降。 一切思想和欲求以儿何级数增长

的趋势。 这些趋势的相会、 结合与竞争。 范本。 父

权欲望及其变体。 自由欲望和其他欲望。 一个普遍

的经验定律；这个定律的三个阶段；第二阶段的重
要性。

我们已经给社会学的统计学做了清晰的界定，已经追踪了标示各

种欲望和意见若干年之内、在某一地区传播即巩固的曲线，接下来要

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曲线进行解释。它们似象形文字的曲线，有时像
奇山秀峰，更多的时候像多姿多彩的生灵。我们将证明，我们的观点
非常实用，我们的判断不会错。这些统计曲线的走势上升、持平或下
降，即使不规则，又可以分解为这三种线条： 上升线条、稳定 (pla

teaux) 线条、下降线条。凯特尔。及其学派认为，“稳定“ 首先是统计

句 凯特尔(Adolphe Quetelet, 1796-1864)， 比利时数学家 、 天文学家 、 统计学家和
社会学家， 提出 “平均人” 、“道德统计学

”

等概念，著《社会物理学》、 《论人及其才能的发
展》等。一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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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发现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也是他一心一意追
求的目标。他认为，社会物理学最重要的基础是对相当一 段时间里的
社会事实做整齐划一的复制，不仅要对出生和婚姻，而且要对罪案和

诉讼做相同数量的复制。所以他错误地认为（所幸的是这个错误已经
得到纠正，最近发表的百年统计数字显示，犯罪率呈现出进行性增长
的趋势），罪案和诉讼的数量实际上呈一致性的重复趋势。倘若读者不
辞辛苦跟我走，他就会认识到，上升曲线的理论价值远远高出其他的
曲线，因为它们显示某种模仿呈现出有规律增长的趋势；同时人们又
不给趋平的曲线的重要性打折扣。理由是这样的： 一种新的品位或思
想在一个脑袋里生根并构成某种时尚之后，这个革新就没有理由不以

115 比较快的速度传播，它就会在无数相似的脑袋中传播。如果这些脑袋

绝对一样，如果脑袋的交流完美，它就会立即在一切脑袋中传播开来。
我们正在迅速接近这个理想的目标，所幸的是我们无法达到这个目标。
在立法革新这个领域，我们几乎达到这个目标了。过去，法律和敕令
从一个省到另 一个省的实施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如今，法令发布
的第一天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之所以出现如此快速实施的局面，
那是由千没有阻碍。社会物理学中缺乏交流的局面，就像物理学中缺
乏弹性的情况，产生的作用都是传播的困难。还有另 一种情况，一些
著名的发明（铁路、电报等） 传播的趋势倾向于逐渐弱化，这对其他
的发明自然是福，这就是思想接触不够的趋势。至于思想上的非相似
性，欲望和思想的传播又倾向于将其抹掉。因此，过去的发明产生的
欲望和思想又有趋同的走势，又促进未来发明的传播。当然，我这里

所说的发明是未来的非对抗性的发明。
欲望和思想一 旦启动，总是自动地以几何级数传播。。这是它们

在互相没有阻碍的情况下传播时要遵循的理想图式。然而，互相阻碍
总是必然要发生的，随着制衡的增加，这些社会力量最终总是要撞在
墙上，总是难以一时之间翻过这道墙；虽然并非必然停滞，但是偶尔

116 之间它们还是会陷入停滞状态。统计学家对这种停滞状态似乎不太了
解。这个情况和其他情况一样，意味着平衡，意味着并存力量同时的
停步不前。我绝对不会否定这种状态的理论意义，因为这样的平衡态
相当千一个个的方程式。比如，我看到某时某地咖啡或巧克力的消费

0 与此同时，它们也加强自己的地位，广度上的进步又加速其深度的进步。 顺便指出，
古今历史意义上的热情或狂热，都可以用自我模仿和模仿他人的互动来解释。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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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停止增长，我就知道， 喝咖啡或巧克力的欲望的力度， 刚好相当于
某一个对立的欲望的力度；考虑到平均的消费能力，只有前面那个欲
望得到更大的满足，这后一个欲望才能够得到满足。每一件商品的价
格都是这样决定的。但是，呈现进行性级数或坡面(progressive series 
or slopes)的年度统计数字，难道不是表达着一个方程式吗？某时某
欲望的力量和当时与它竞争并阻碍它进一步发展的其他欲望，难道不
也是表达着一个方程式吗？况且，此时而非彼时停滞增长，统计数字
呈现出的平稳线条不升不降，这难道不是历史之偶然吗？那是因为，
一个对立的发明产生了对立的欲望，对立的欲望阻碍原来那个欲望的
进程，而且它凑巧就在此时此地出现一 一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换旬话
说，这个对立的发明凑巧发生了而不是没有出现一—难道不是这样
的吗？

让我补充说明，平稳线条总是不稳定的平衡。大致持平的走势维
持一段时间之后，统计曲线或升或降；新的发明对原来的发明所起的 117 

作用，或是辅助与确认，或是对立与矛盾， 于是级数就随之增减。我
们看到，递减级数仅仅是成功增长的结果；增长的级数对曾经时髦如
今走下坡路的公共品味或意见起压抑作用时，递减级数随之发生。递
减级数不值得理论家注意，值得注意的倒是被递减级数压抑的另一个

方面的情况。
让我再说明，每当统计学家抓住一种发明的源头并追踪其逐年的

走势时，他给我们显示的曲线至少是不断上升的，虽然它上升的时间
短暂，但很有规律。偶尔也有非常规则的走势未能持久的情况，我将
稍后说明是何原因。非常悠久的发明比如一夫一妻制或基督教徒的婚
姻，已经走完了发展的阶段，仿佛已经圆满地实现了模仿的各个领域；
此时，由于统计学家不知道它们滥觞期的情况，他们就只好用平行线
来表示当时的走向；看见这样几乎没有任何偏离的平行线， 我们就不
应该大惊小怪。有鉴于此，每年婚姻数量与人口的比例维待一个几乎
是不变的常数时（不妨说法国是例外，我们这个比例在逐年卜降），我
们就不会大惊小怪；婚姻对犯罪或自杀影响的统计图每年都大同小异，
同样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古老的制度，它们已经
溶化到一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它们对人的影响就像气候、四季、脾气、
性别、年龄等自然因素一样；所有这些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都表现
出令人瞩目的一致性（但被过分夸大，正如它们受到的制约大大超乎
人们的想象一样），而且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规律性。在这里，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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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律性与生老病死等生命现象同样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必须再次
指出的一点。

然而，即使在这些级数的底层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只短暂地看一看而不去横生枝节。比如，地中海沿海各省 1 岁至 5 岁
儿童的死亡率总是比其他各省的死亡率高出两倍，至少是比条件略好
的各省高出两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解释：普罗旺斯地区夏天气候
酷热。这样的酷热对婴儿的危害（这个统计数字再次揭示与流行观点
相反的事实）就像寒冬对老人的危害一样。无论如何，气候在这里似
乎一直是一个恒定的干涉因素。但是，气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实体

118 而已，它是由一组天地现象构成的。这气象条件有：阳光，光辐射在
无限制的空间中无限扩张，却受到地表物体的反制和制衡；风，也就
是多多少少受到局限的片段旋风，它老是要膨胀并遍及全球，但总是
受到山脉或反气旋的钳制；高度，抗拒地壳阻力谋求无限扩张的地幔
的上推力；纬度，半流体地幔在自旋中企图进一 步收缩的效应；还有
地球的性质，也就是地球分子的性质，它们具有 一定程度的亲和性，
进行着没有结果的相互作用，它们的吸引力喷射得遥远，却不可能互
相接触；最后一个因素是地球上的植物，各种植物不满足于已有的生
息地盘，它们不同程度地企图覆盖全球，但是其他植物在竞争中对它
们的贪婪又起到强行的钳制作用。

不妨说，刚才对气候的一番论述也适合千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
总之，一切外部现实，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生命的外部现实，都表现出
相同的、无穷的、未能实现和难以实现的雄心，它们的作用是既刺激
对方又要使对方瘫痪。它们身上的一种属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规律
的固化，这就是铁的规律，这就是统御一切的现实；实际上，这就是
再也不能够沿着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轨迹前进的状态，再也不能够充分
自我实现的状态。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统计学家在社会领域发现的
固化（或短暂固化）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现实即思想和欲望的雄
心不亚千其他的现实；其他的社会实体比如风俗、制度、语言、立法、
宗教、科学、工业和艺术，也可以分解为思想和欲望。最古老的事物，
过了青春期的事物，已经停止生长；比较年轻的事物却在继续成长。
证据之一是我们的开销不停地膨胀，我们的预算已经并将继续膨胀，
直到一个终极的灾祸临头；这个终点反过来又成为重新增长的出发点，

119 其终极命运也是难逃劫难的。我们不必回到 1819 年之前的情况，单从
1819 年到 1868 年来看，间接税从 5.44 亿法郎增加到 13. 23 亿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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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现得很规则。 1819 年的 3 300 万人，1868 年的 3 700 万人－他

们的欲念逐年增加，因为他们在越来越多地互相模仿；只有越来越多

地生产和消费，他们才能够满足自己的欲念；因此，他们的公共预算

应该和个人的支出成比例，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用统计学来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会得出 一些始终如
一的级数，这些级数以平行的方式展开，与上述有名的

“

自然律
“

非

常相似。 这也许是因为，自然比我们人类的历史悠久，自然史的漫长

足以使一切文明都进入发明已经耗尽的状态，我们赋予这种状态固化

和永恒的性质并呕歌这样的状态；我所谓的文明就是自然的生命类型

（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网络状的社会）。 社会学的统计数字的周期性非常

美、 非常令人钦佩，这个周期性顽强地凸现年龄或性别对犯罪率或结

婚率的影响，其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事前就可以肯定这样的规律性；

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可以把罪犯分为神经质型、 胆汁质型、 黏液质 120 

型、 多血质型，甚至是金发型、 褐发型；我们还可以肯定，这些类型

的人每年的犯罪率总是维持不变的。

我最好还是提请读者注意，有些看上去是另 一种统计规律的数字，

实际上也是属千上面提到的那种类型。 比如， 至少在过去的50年里，

治安法庭判定有罪的案子至少每 1 000 宗就有 45 宗提起上诉；相反，

在同一时期里，公诉人提起上诉的案子却稳步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一

这是为什么呢？公诉人上诉的减少是司法界的互相模仿在增加的直接

结果。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囚犯上诉的数最静止不动呢？我们可

以这样说：被判有罪的人考虑是否上诉时，一般不受处境相同者的影

响，不考虑他们正在做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 一般的说，

他们对这一类事情浑然不知。 统计数字显示，上诉法庭越来越倾向于

确认下级法庭的判决— �不过，假如

其他的情况（根据案情而怀有希望或感到恐惧的原因，每年平均的分

量基本差不多） 相同，影响当事人是否上诉的原因，是他性格大胆的

程度，他害怕失败或希望成功的程度决定着他是否上诉。 我们在这里

又看到了一个权衡的因素： 当事人性格胆大和自信的程度，这个因素

必然要反映在上诉比例始终如一的猜想中。

0 这个情况并非 19 世纪特有的现象。 德拉汉德(Delahande) 先生说： 18 世纪法国政
府的

“

总税入稳步增长，从 1 亿法郎增加到 1.6 亿法郎”。[《一个 18 世纪的家庭》(Une fa
mille de finances au XVIII'si仑cle, 1. 195, 1880)]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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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的错误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 统计学最初关注的是人
121 口问题，也就是男男女女生老病死、 婚丧娶嫁的问题，这是任何地方、

任何年龄组的重要问题；这些气候和生理因素或悠久的社会因素，一

般产生几乎是有规律的重复，所以统计学家就犯下了把这样的观察结
果推而广之的错误，后来的观察证明这样的泛化是错误的。 统计数字
本来只表达这样的意思：大众模仿个别高位人的奇想和观念的时候，

其实是受到约束的，统计数字可能是用来肯定当前的偏见。 这个偏见
认为：社会生活的一般事实不是由人的脑子和意愿决定的，而是由一

些所谓自然规律的神话决定的。
话又说回来，人口统计数字应该打开我们的眼界。 任何国家的总

人口都不会维持不变，它必然或增或减，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人口

变化的情况各有不同。 怎么可能用社会物理学的假设来解释这个事实
呢？我们自己又如何来解释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做父亲的需要，
这个欲望的升降反映在每年的出生率中。 统计学表明，这个悠久的需
要总是要产生巨大的波动。 查一查历史比如法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到
一连串的人口减少和增加的情况，这种波动是渐次的、 交替发生的。
人口波动乃时代属性，这纯粹是虚构的情景。 做父亲是自然而本能的
欲望，这是一回事。 社会的、 模仿的、理性的欲望则是另一回事。 前
一种欲望是一个常数；在每一个风俗、 法律或宗教大变动的时期，后
一种欲望都要嫁接到前一种欲望之上，所以它总是表现出周期性的波
动和更新。 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将两者混为一谈或只考虑前者；实际
上，对社会学家而言，只有后者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想做父亲的第二种欲望中还有许多新颖独特的欲望，这样
的欲望和社会人想生孩子的社会动机一样多。 在解释这些社会动机时，

122 我们常常找到一些实际的发现或理论的构想。 西班牙裔美洲人或盎格
鲁—撒克逊人之所以生殖率高，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到美洲定居。 倘若
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真不知有多少万人不会出生！不列颠小岛上的
英国人之所以生许多孩子，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到全世界1/3的地方去
殖民。 其他的原因是：一连串幸运的探险，善千航海和好战的天性，
尤其是个人的首创精神等，这些原因的直接结果就是开辟大量的殖民
地。 马铃薯引进以后，爱尔兰的人口从 1766 年的 300 万增加到 1845

年的 800 万。 历史悠久的雅利安人渴望多多生孩子，以便他祭坛上的
香火永不熄灭，以便使祭坛上的祭酒永不枯竭，因为他相信，香火和
祭酒的断绝会给他的灵魂带来灾难。 狂热的基督徒顺从《圣经》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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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的教诲，梦想当大家庭的一家之长。 对早期罗马人而言，多生

孩子就是多给共和国奉献武士。 如果没有这样一组发明，如果罗马人

用不上伊特鲁里亚人、 萨宾人和拉丁人的这些发明，罗马共和国是绝

对不可能存在的。 开矿山、 修铁路、 盖棉纺厂就是给现代发明诞生的

产业添上翅膀。 哥伦布、 瓦特、 富尔顿艾斯蒂芬森雯帕芒蒂埃气

安培＠等发明家，无论其是否出名，都可以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繁衍

能力最强大的人。

容我不再赘述，我的意思已经说清楚。 父亲对已经出生的孩子总

是一视同仁，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对他们的潜在可能生出的孩子，

他们的态度却可能迥然不同。 他们既可能像古代的家长，把孩子当作

没有权利的家奴；也可能像今天的欧洲人，把孩子当作索求无度的主

人和债权人，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成为子女的奴仆。 这是因为古今的风

俗和法律不同，风俗和法律是欲望和思想的结果。 和其他地方一样，

我们在这里看到，个人的首创性和传染式的模仿造就了上述一切结果， 123

这就是我说的社会现象。 千百万年之前，在历史的进程中，要不是偶

尔出现一个天才，要不是他刺激了人类的繁衍能力，人类的个体也许

会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也许人会像熊和野牛一样地停止进化。

这些天才的祖先刺激人的繁衍力有若干途径，或者是通过发展生产、

建立殖民地来开辟新的出路，或者是像马丁·路德©那样，通过以一

种全新的形式来复活宗教热情；很可能是靠普遍的信仰： 上帝是一切

生灵的守护神。 每一种刺激可以说都唤起了新的欲望，社会意义上的

做父亲的欲望，追加或替代古老的欲望一 —追加的情况多于替代——

然后沿着自己的路子发展。

让我们以一个纯社会的繁衍欲望为例，看看它如何肇始，又如何

遵循自己的路子前进。 这个例子有助于理解我即将提出的一个总体的

中 罗伯特·富尔顿 (Robert Fulton, 1765-1815) ， 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发明了第
一艘实用潜艇和鱼雷， 制造了第一艘蒸汽船

“

克莱蒙脱” 号 。 中译者注
＠ 乔治·斯蒂芬森 (George Stephenson, 1781-1848) ， 英国发明家，蒸汽机的发明

人。�中译者注
＠ 安德烈·帕芒蒂埃 (Andre Parmentier, 1780-1830) ， 美国园艺家。 中译者注
＠ 安德烈·安培 (Andre Marie Ampere, 1775 —1836) ，法国物理学家， 电动力学奠基

人之一， 制定安培定律 。 中译者注
＠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 德国人， 欧洲宗教改革始祖， 基督教

路德宗的创始人， 1517 年发布《九十五条论纲》，扞击教皇， 否定其权威， 将《圣经》翻译
成德文。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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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假定一个地方的人口长期停滞增长，因为想生孩子的欲望被害
怕生孩子受罪的顾虑完全抵消了；可是突然之间有消息不胫而走，一

个同胞发现并征服了一个大岛，找到了一个不受穷就可以多生孩子的
办法，而且实际上还是可以发财的办法。这个消息得到证实之后，想
生孩子的欲望就成倍增长；就是说新的欲望追加之后，原来就想生孩
子的欲望就成倍增长了。新的欲望并非能够马上得到满足。它不得不
与一整套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悠久的风俗竞争，古老的风俗使人普遍相
信，要习惯远方孤岛的水土是不可能的，饿死、 热病、 思乡之苦是必
然会发生的。许多年之后，他们才会克服这种普遍的抗拒情绪，然后
才能够掀起一股移民潮；殖民者摆脱了过去的偏见之后，才爱上了多

1以 生子女的风俗。此时，儿何级数增长的趋势不仅主导着生孩子的欲望，
也支配着其余的一切欲望；千是，这个增长趋势得以实现，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满足。但是这个时期并不长久。很快，出生率就开始下降，
业已实现的繁荣正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繁荣造就的奢侈需求、 闲暇
需求、幻想独立的需求，一天又一天蚕食多生孩子的欲望。享受的需
求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极端开化的人就陷入了两难选择的窘境： 一是
挑选享受的欢乐，一是挑选多子女的快乐。选择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
于是，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戛然而止。接着，如果极端的文明进程继
续下去，人口就开始减少，罗马帝国就是一例，现代欧洲甚至美洲都
必将遇到这样的局面。不过，人口下降的情况过去就不持久，将来也
不会持久。这是因为，如果它超过了一个极限，文明就会遭受挫折，
享受奢侈品的欲望就会下降，人口的增长又会抬头。因此，经过一些
波动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情况出现，静止的情况就会维持 一 段时间，
直到某种新的机会或天才出现。

我们不必害怕就上述观察进行概括。既然这个规律可以用来分析
做父亲的原始欲望，它就应该更加适合分析所谓的享受奢侈品的需要，
因为这一切需要都是新发现产生的，比如用蒸汽机运输的欲望就是这
样的发现。起初，使用这种运输工具的欲望受到局限，因为人们怕出
事故， 又受到好静习惯的约束。不过它还是势如破竹、 迅速发展，直
到它遭遇到更加可怕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对手也是它创造和
鼓动的。我所谓的对手是为了满足文明生活千千万万需要而产生的对
手。为了满足需要，老百姓的乐趣就必然要无止境地增加。同样的规

1笳 律还适用于更高一级的欲望。这些欲望有：平等的欲望比如政治平等
的欲望，再比如追求真理的欲望，虽然这更高 一级的欲望并不是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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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的。 这些欲望包括第三种欲望即追求真理的欲望， 这是最近才出
现的欲望。 第一种欲望是享受奢侈品的欲望，它兴起于18世纪的人文
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 ； 第二种欲望是追求平等的欲望， 它诞生于
英格兰的议会制度。 第一种运动的源泉和领袖， 我们都比较熟悉 ； 第
二种运动的发明者和倡导者也不难一一列举， 不必回头追溯到遥远的
古代， 就可以举出一个又一个的人物。 至于第三种欲望即追求真理的
欲望， 如果我们相信杜波伊－雷蒙德(Dubois-Reymond)的论断， 这
折磨人的欲望在古典时代是不必存在的。 古人追求真理欲望的空缺正
好可以解释， 灿烂辉煌的古典时代为什么科学和产业会莫名其妙地比
较落后， 要不是这个欲望的阙如， 这个时代本来应该是天才众出的时
代。 这个欲望是基督教独特的果实， 是偏重精神关怀的宗教的产物。
它们对信念的要求超过对行为的要求， 信赖可靠的历史事实， 传授真
理价值高尚的观念。 千是， 基督教就导致它的大冤家科学的诞生， 现
代科学对基督教势如破竹的传播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科学是16世纪才
兴起的， 虽然人们对真理的热爱非常强烈， 但是这样的激情仅限于一

小群献身科学的人。 从那时起， 这个圈子在不断扩大。 已经有迹象表
明，20世纪的好奇心不像过去3个世纪那种全神贯注的好奇心 。 不过
可以预期， 要不了多久， 对福利的需求就会抑制人们的科学热情， 就
会使我们的后代偏向千功利心， 偏向于对共同福利的追求， 也许还是
国家强加的安抚人心的虚幻的追求， 结果就牺牲了个人对难以企及的
真理的崇拜 ； 这是因为产业这个科学的孩子会引起人们对福利的追求。
可以肯定， 我们业已大大削弱的对政治平等的渴求也好， 我们目前争
取平等的激情也好， 都逃不脱类似的命运。

也许， 以上论述同样适用于私有财产的欲望。 不必全盘采纳拉维

勒耶(de Laveleye)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 私

有财产的欲望是在一组农业发明中诞生的， 并且是文明的首要动因 ； 126 

私有财产欲望之前的欲望是共同财产（北美人称之为普韦布洛， 印度
人称之为村社， 俄国人称之为米尔， 等等）的欲望。 实际上， 私有财
产的欲望过去一直在增长， 并且在损害共同财产的欲望 ； 不可分割的
共同财产比如公用土地逐渐被分割的事实， 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 私
有财产的欲望已经停止增长， 它不得不与另一个欲望竞争： 追求更加
美好的生存和更加普遍福利的欲望。 它产生了这个对手， 它就不得不
在对手的面前退却。

我刚才描述的每一个信念、 每一个欲望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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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才到达最后的安息阶段。 总之， 每一个欲望或信念都得艰难地穿

越由对抗的习惯或信念组成的网络， 都不得不克服这个障碍去夺取胜
利，它必须要拓宽自己的地盘，直到在它的胜利中诞生的敌人成为它
的拦路虎， 直到它最后遭遇到难以超越的边界而不能继续前进。 拿欲
望来说，这些新的敌人主要是它自己直接或间接树立起来的敌人。 至
千信念， 我们知道它总是有 一定程度的谬误， 它的新敌人主要是和它
对抗的思想， 主要是异见或科学， 是科学理论或产业发明；和它对抗
的思想就是由它演绎而来的，或者是在它的启发之下产生的；和它对

抗的异见或科学既是由给定的教条演绎而来， 又和这个教条相对抗；
和它对抗的科学理论或产业发明由于先前理论的启迪而产生， 于是，
老理论的应用范围就受到局限， 其真实性或成功也受到新理论、 新发
明的限制。。

127 起初是缓慢地前进， 随后是快速而一致的增长， 后来是增长速度

的减慢直到 停止：这就是那些真实的社会存在的三个阶段， 我把这些

社会存在叫做发明或发现， 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三个阶段， 同

样，生命体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类似的或者是完全一 样的三个阶段， 一

个缓坡， 一个相当陡峻的山坡， 随后是坡度的修正， 直到一 个高原，
简言之，这就是每一座山的形态，山的典型曲线。 这就是规律， 如果
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 都遵循这条规律，他们就不至于产生许多幻觉。
比如，他们就不再认为， 俄国、 德国、 美国、 巴西的人口将要以目前
的增长率增长， 就不再以恐惧的心态去计算法国人未来一百年里不得
不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是数以亿计的俄国人和德国人。 他们再也不会
认为，将来法国人对铁路、 写信、 电报、 读报和政治活动的需要仍然
会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 这样的错误想法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有这些需求都会停止增长， 正如文身、 吃人的需求早已停止增

长一样；我们当然不会从任何其他方面来比较这两个时代的需求， 文

身和吃人是远古时代呈现并快速传播的时尚。 在比较晚近的时代， 独

O 一个信念和欲望停止传播之后， 还可以在既定的范围内生根。 比如， 一种宗教和革
命理论在它完成征服之后是可以继续扎根的 。 此前， 这种逐渐扎根的趋势， 和尾随它的逐渐
扩张一样， 也呈现出 一些界线分明的、 类似的阶段 。 起初， 信念还面对挑战， 这挑战就是自
觉的判断；同理， 初生的欲望就是目的和意志。 继后， 由于逐渐成长的一致性， 由于一致性
加强了每个人的信念和意志， 判断就成长为原理和教条， 几乎就成为无意识的准感知(qua
si-perception)， 目的就成为纯粹的激情或欲望。 最后， 教条的准感知直接感受到对立的、 比
较强有力的感知的制约， 于是就不再获得新的力鼠 。 同理， 已有的欲望和某些固有的或更加
强大的欲望的对抗， 也止步不前， 于是就走下坡路， 隐匿到心灵的深处了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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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和隐修的热情也是一例。 一个欲望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和固
有的许多欲望一争高下，其中一些欲望就会胜过这个欲望 这个时
刻一定会到来的。 这是我上文已经阐述过的事实；正是由千这个原因，
最富有创造性的文明尽管能够自由发展，但是它们的差异也不再会那 128 

么引人注目。 有人也许会想，这些文明的差异会逐渐减少；这是一个
幻觉，这个幻觉可以这样来解释： 文明之间经常交流，其中的一个文
明对其他文明的影响占有优势地位。 于是，模仿导致缓慢而必然的趋
同，明显的回归自然也就随之而起。 这是因为两个相争相搏的文明产
生的震撼，使它们对差异和冲突的需求受到削弱，使它们对相似的原
始需求得到增强。 这是不是说，有 机体的需求归根结底总是要控制艺
术和工艺的进步呢？它是不是像外部现实最终要控制思路一样呢？未
必如此，因为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把自己的文明推向偏移的
极端，极端的例外仅仅是明显的保守趋势而已，埃及、 中国和希腊就
是这样的；它们依恋传统的趋势是表达得最充分的。 好啦，我们就在
这里结束上述这一番插叙吧。

在我指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二个阶段的理论价值最高；这不
是终极的静态阶段，终极的静态是第三阶段的局限，也是统计学家最
重视的阶段。 在山顶和山脚的缓坡之间，有一个方向最清楚不过地标
示着力量的走向，它或者指向裸露的山顶或者堆积在山脚。 因此，第
二个阶段最适合显示向上的能力，这是相应的发明打在人心上的烙印。
倘若理性的和自愿的模仿能够事事处处取代不假思索的和机械的模仿，
这个阶段就成为唯一的阶段，它就会吃掉其他的两个阶段。 再者，倘
若这种取代得以实现，一种新商品上市需要的时间就相应地减少，它 129 

在流通领域所费的时间也相应地减少，减少的时间由这种取代过程花
去的时间来决定。

接下来还需要说明的是，应用上面这条规律之后，最复杂、 乍一

看最令人困惑的曲线的解读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然，完全符合刚才
描绘的这种理想类型的曲线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任何发明在传播并遭
遇其他发明的过程中，几乎无不给其他发明注入促进成功的因素，或
者是被其他的发明削弱，或者是受到物质或生理因素比如匮乏或流行
病的制衡，政治突发事件的制衡更不用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

所说的规律即使没有看清全貌，至少是看清了细部。 让我们姑且忽略
天灾人祸、 战争或革命令人不安的影响。 让我们忽略粮价高而引起的
偷窃曲线的上升，姑且忽略粮食减产而造成的酗酒曲线的下降。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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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部因素来看曲线， 尤其是根据前儿页描绘的规则， 扣除这些因

素之后， 我们就可以肯定， 一旦克服首批的障碍， 一旦这根曲线明白

显示上行的走势， 每一 个向上的偏离都能够揭示出特定时刻插入的有
助于它上行的发现或改进；另 一方面， 每 一次趋向于走平的下降都能

够揭示出特定时刻一 个与之对抗的发明。 (D

130 如果研究每一次改进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 每 一 次的改进都

要费一定的时间， 然后才能够被接受， 而且它的传播会时快时慢， 并
最终停止下来。 织布机、 电报、 炼钢技术每 一次改进时， 都会产生逐
渐的、 有时又是迅猛的延伸， 经过一段见习期之后， 它们就用于纺织

工业、 电报业务和钢铁生产 这个过程还用得着回忆吗？每 一次改

进时，新的发明人都要追随以前的发明人的足迹前进一难道不是这

样的吗？通过减少对内的税收， 或者是通过国际协定而使某一种产品
的销售增加了两三倍之后， 一 个意料之外的领域在地方产业中应运而

生；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又看见两条模仿的潮流交叉吗？一 个是亚
当·斯密的潮流，另 一 个是士巴该隐＠的潮流。 这后一 个入叫士巴该

隐也好， 叫什么别的名字也好， 反正他就是冶金人的先驱吧。 倘若有
朝一 日看见纵火案的曲线和离婚案的曲线突然上升， 只要稍事调查，

就可以发现， 纵火案的上升是因为保险业务的兴起， 离婚案的上升则

是因为刚刚制定了允许穷人免费申请离婚案的法律。
假如一 个不规则的统计曲线和上述分析相抵触， 不能够化解为正

常的曲线或片段， 那就是说它本身并不重要， 它的基础是奇异的罗列，
是没有启迪意义的非相似性单位的罗列， 是某些行为或客体的任意的

罗列。 不过， 如果揭示出一个隐藏的欲望或信念， 上述数字罗列的有

131 序性就会突然显示出来。 我们来考虑法国政府从1833年至今每年在公

共设施上投入的经费的统计表。 这一组数字极不规则， 虽然它们表现

出非连续性， 但总体上的递增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里仅指出一个

0 否则， 这一次下降仅仅是表面的下降。 过去， 烟草的消费持续增长， 目前也是在增
长之中。 总税入稳步增长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样的增长。 1730 年的税入是 1 300 万法郎，
1758 年增长到2 600 万法郎， 接着就突然下降。 表面原因似乎指向对消费的限制， 后来证明
减少的原因是有人大肆作假。 参见德拉汉德 (Delahande) [《一个 18 世纪的家庭》 (Une fa
mille de Ji皿nee au 刑l飞戊cle), 11, 312]。 我们再回头说烟草消费的增长， 1730 年是 1 300 
万法郎， 1835 年增长到7 200 万法郎， 1855 年又增长到1. 53 亿法郎， 1875 年再增长到2. 9 
亿法郎。 不过， 这个增长率倾向于放慢脚步 。 美洲印第安人教我们使用烟草， 可是他们最近

完全戒掉了吸烟草和闻鼻烟的习惯， 这实在是令人惊叹 。 一 一作者注

＠ 士巴该隐 (Tubal Cain), 《圣经· 旧约》人物， 该隐后裔， 传说中的钢铁匠祖

师。一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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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提请读者注意： 1843 年的统计数字突然上升，然后就保持比较高

的水平走势， 每年大约是1. 2 亿法郎，直到 1849 年突然暴跌。 我们知

道，这段时间里的陡升是由于修铁路。 这就是说，铁路发明的模仿性

传播和大多数公共设施中的老发明相抵触，老的公共设施有公路、 桥

梁、 运河等。 遗憾的是，政府干预并垄断了公共设施，这就是统计数

字不规则的原因；如果私人投资的主动性不受干扰，连续不断的增长

就必然出现，集体意愿断断续续爆发的特征就不会出现。 不过，在政

府干预造成的回旋数字之下，的确隐藏着一种真实的、 无可争辩的规

律性。 1842 年 6 月 11 日通过铁路法之后，铁路网就初步形成了。 在

此之前，对铁路这个新发明是否有用的信心是非常虚弱的，实现这个

思想的欲望也是非常虚弱的。 实际上，只有等到修铁路的思想已经广

泛传播之后，铁路法才能够通过，铁路网才能够修建起来— —难道不

是吗？

我们在这里看到，上述不规则的统计表掩盖着持衡而规则的进行

性增长，这个统计表本身就可以解释这个递增趋势。 议会近年制订弗

雷西内吩十划之后，投入公共设施上的开支又出现惊人的增长一难 132 

道这不是因为信心和欲望继续不断的增长，不是欲望这个趋势遵循着

正常的曲线吗？倘若我们就这个增长趋势做一个公共舆论的大致统计，

上述统计表毫无疑问就是很不恰当的 这个事实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当然，就每年的航班和乘客的增长、 铁路货运的增长做一个大致的估

计，会更有价值。

六、

统计曲线与鸟飞轨迹。 眼睛和耳朵是以太和声波振

动的数字记录器， 以太和声波的振动是表征宇宙的

统计数字。 统计学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上文描绘社会学的统计学的对象、 目的和资源，把它作为模仿力

的一个领域做了一 番应用研究。 它吊起了我们的胃口但未予以满足，

这是对社会知识数字精确和不带个人偏颇的渴求，这门学科刚刚露出

0 弗雷西内 (Freycinet, 1828一1923) ， 法国政治家， 先后在议会和政府担任各种要
职， 直至总理， 实行由政府购买铁路、 修筑新线、 开辟航道的政策，法兰西学院院士， 著作
颇多。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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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倪，其发展还在未来。 这是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它抵达命定的
目标之前，它完全可以恰如其分地展望所向披靡的前景。

我们可以随意举一条曲线为例，比如以50年里的惯犯为例。 如果
说惯犯的统计数字不像人的五官，难道它不像山丘和山谷的外形吗？
既然这是一个动态走势的问题 在统计学里，我们常说犯罪的走势
和婚姻率的走势，难道说它就不像燕子的飞行轨迹，不像它陡升突降
的飞翔吗？我们暂时留步来考察这个比方，看看它是否漂亮。 统计表
是在追踪过程中慢慢描绘在纸上的，犯罪统计是前后相继的记录积累
起来的 是送交政府的正式报表，是政府每年返还给国家统计局的
官方报表，是统计局下发给各地法官的蓝皮书。 同理，这些统计数字
的轮廓也表现了大址的或成串的、共时的或相继发生的事实，既然如

133 此，为什么只有这些轮廓才能够被当作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呢？反之，为
什么飞鸟在我的视网膜上的印象被当作是固有的现实呢？为什么它基本
上被当作是飞翔的形象，被当作是幻想空间里运动的轨迹呢？一种情况
的象征意义真的就不如另一种情况的象征意义吗？我视网膜上的印象，
飞燕留在我视网膜上的曲线仅仅是一 团事实（同一鸟的不同状态）的表
现吗？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把它当成和我们的视觉印象相似的东西吗？

倘若真是这样，哲学家就会毫不犹豫地说，统计曲线和视觉形象
具有相似性。 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统计曲线和视觉形象最大的差别是，前者需要费力气去追踪或解
释；后者印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不费力，解释也很容易。 况且，
前者代表的变化或事件已然成为事实之后很久，才有人追踪，而且它
们表现的现实是非常间断性的、不规则的、拖拖拉拉的。 与此相反，
后者给我们的印象是规则的、不间断的，已然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印象
都是这样的。 不过，如果把以上这些差别一个一个地孤立起来看，它
们看上去的差别就比实际上的差别大，它们还可以还原为不同程度的
差别。 倘若统计学一如既往地发展，倘若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在精度、
深度、数量和规律性上都继续进步，总有一天它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境
界： 每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一个统计数字就会马上自动地跳出来，
取代它的位置而进入统计表，这些统计表就会不断传达给公众，并且
每天以图表的形式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开来。 如果是这样，每走一步，
每看一眼广告或报纸，我们都仿佛受到统计数据的袭击，各种精确和

134 浓缩知识的袭击；实际的社会情况、商务的盈亏、政党的沉浮、教义
的兴衰等的统计数据都向我们袭来，就像睁开眼睛时以太振动波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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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袭来，并告诉我们某某物体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正在逼近或远离我们
一样。从我们的器官生存和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信息很有意思；
同样，从我们的社会 存在的守恒和发展来看，从我们的声誉和财富、
权力和荣誉来看，新闻也是很有意思的。

因此，如果统计学可以延伸和完善到这个程度，统计局就可以比
喻为我们的眼睛或耳朵。就像眼睛耳朵一 样，它可以把分散的同质单
位综合搜集起来，省去我们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文化的人
了解宗教思想、政治观点的变化，就不会有困难，就像年迈眼花的人
识别远方走来的朋友不会 再有困难一样，就像他能够躲避飞来的物体
不再会有困难一样。我们希望，总有一天，受命修订法典或刑法典却
不懂司法统计数据的议员，再难以找到；不懂司法的议员是难以想象
的，就像盲人开公共马车、聋子指挥乐队难以找到且难以想象一样。。

我可以斗胆说，我们的每一 个感官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和 角度给 135 

我们提供外部世界的数据。它们的独特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它们
独特的统计表。每一 种感觉 颜色、 声音、味觉等－�只不过是
无数相似的振动波的一 个数据而已，这个数据就是中心振动波的集
体表征。这些感觉的情感性仅仅是它们明显的标记，这个情感性有
点像乐谱里音符的区分一样。倘若没有声波在一定时间里每秒钟 一

定比例的振动，我们又怎么能够听出 do、 re、mi 的区别呢？如果 不
是以太在一定时间里以一定次数的光波振动，红黄蓝绿这些颜色又
有什么意思呢？

触觉是一种温度的感觉，它只不过是以太热振动的数据；作为一

种抗拒和重量的感觉，它只不过是我们肌肉收缩的统计数据。不过，
触觉的印象不像视觉和听觉的印象，一个个首尾相接的触觉印象并没
有确定的比例；不存在触觉的度橇阶梯，因此它的地位略逊一筹。同
样，统计学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统计表有时粗糙，不能够给我们提
供统计数字的比例。至于嗅觉和味觉，它们排列在比较差的等级。这
是因为，它们仿佛是鳖脚的统计学家，不符合基本的规则，仅仅是满

0 布尔克哈特 (Burckhardt, 1818� 1897, 杰出的瑞士学者， 文 艺 复 兴研究专

家。 中译者注）认为， 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可能是统计学的摇篮。 ＂舰队、 军队、 权力和
政治影响堕进了商人分类账的借贷数据中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 (The Civiliza

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入英译本第 97 页， 伦敦， 1878 。 ——英译者
注］我们发现米兰从 1288 年起翔实的统计数据。 实际上， 统计学的胚胎已经出现在哪怕是
最愚昧和粔心大意的国家， 正如在最低等动物的身上感觉器官就已经露出端倪一样。一 一作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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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千有缺陷的数据，表现为有缺陷数据的叠加，性质截然不同的单位
的叠加，各种神经传导与化学反应的叠加，而且所 有这些东西都胡乱
地放在一起。 在编制很糟糕的预算里，我们难道不是看见这种一 团乱
麻的情况吗？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 有些报纸每天刊布统计曲线，显示证券交
136 易的波动和其他有用的变化。 如今，这些数据放到了最后一版上。 不

过它们往往会蚕食其他的领域，也许将来不久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等到人们玩腻了宣示和辩论之后，这些统计曲线就会尝试其他的领域。
同样，饱读诗书的人起初是玩文学的，等到他们纯粹是为了获取各种
精确的、 未经雕饰的事实而去读报时，这些统计数据就会占据尊贵的
一席。 届时，公开发行的杂志就成为社会存在物，就像人体的器官具
有生命属性一样。 每一个印刷厂就会成为许多统计局的中央车站，就
像人的耳膜是一组听觉神经、 视网膜是一组特殊的视觉神经一样；听
觉神经和视觉神经把印象打在大脑皮层上。 目前，统计学就像动物胚
胎的眼睛，就像低等动物的视觉神经，它只能够分辨正在靠近的敌友。
然而，这已经是造化给我们的恩赐，有了统计学之后，我们就可以防
止掉进危险的境地。

这样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用一个比方来强调这样的相似
性。 从最低等的动物到最高等的动物都各有其感官，动物界感觉器官
的作用可以和文明进程中报纸的作用相比较。 从软体动物、 昆虫到四
足动物，感觉器官都不仅是智能的侦探——感觉器官越不完美，它们
所起的作用就越是重要。 但是，感觉器官的定位越来越明显之后，它

们的功能反而逐渐下降；动物的进化越是接近人类，它们的感觉器官
就越是处于从属的地位。 与此相似，在成长中的文明和处于劣势的文
明里（我们的后代会瞧不起我们，就像我们瞧不起比我们落后的兄弟
一样），报纸的作用岂止是给读者提供刺激思考的信息；报纸简直就是
在为读者思考，替读者决策，读者却是被机械地塑造，被牵着鼻子走
而已。 文明进步在一些读者身上的烙印十分清楚：吸引他们的报纸给

1的 语文的版面少，把更多的版面给事实、 数据和简明可靠的信息。 这种
理想的报纸是没有政论文、 充斥统计表和简明社论的报纸。

显然，我不会倾向千贬低统计学的作用。 我意识到它将来的重要
作用，但是本章结尾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有人对统计学抱定的期望
值被过分夸大了。 我们看到，统计数据越来越大之后，就越来越倾向
千常数，越来越有规律；千是我们就倾向千认为，人口之浪潮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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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涨， 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 总有一天， 一切社会现象就可以还原为

数学公式了。 千是， 有人就演绎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统计学家总有一

天能够准确地预测社会情况， 就像今天的天文学家能够准确的预测金

星下一次被遮蔽的天象一样。 在这样的预测中， 统计学家命定要不断

前进， 就像考古学家命定要回到过去一样。

然而，从上述论证可知， 统计学还圃于模仿的范围， 发明仍然是

统计学尚未涉足的禁区。 未来由什么样的发明者来塑造， 这还是一个

尚待研究的问题， 一个接一个的发明如何接踵而至， 我们尚不能归纳

出任何真正的规律。 在这个方面， 未来就像是过去。 在一个民族特定

的历史时期， 古代的艺术或工艺如何取代先前的艺术或工艺， 如何准

确解答这个问题， 这不是考古学家的任务。 在与之相反的研究中， 为

什么统计学家就应该比考古学家更加幸运呢？在伟人建立的帝国里，

最终扰乱演变曲线的因素必然要增加， 而不是减少。 人口的增加只能

够增加模仿的人数。 文明的进步只能够加速或促进对范本的模仿；与

此同时， 文明进步必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天才发明者的人数增加。 似

乎是有这样一条规律： 我们越是往前走，从统治阶级流淌出来的各种 138 

新事物和意料之外的事物就越多，从发现中流淌出来的各种新事物和

意料之外的事物就越多；反之， 在被统治阶级也就是在那些模仿者之

中， 预计之中的事情（当然， 预计之中的事情发韧于意料之外的事情）

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来， 以越来越整齐划一、 单调乏味的形式传播

开来。

不过， 如果再仔细一看， 文明进步似乎是在促进模仿发明的才能，

而不是在繁殖发明的天才。 真正名副其实的发明日益困难， 所以在不

久的将来， 这样的发明必然会越来越稀罕。 而且， 有朝－H它必然会

消减殆尽， 因为任何一个种族的头脑都不可能无穷无尽地发展。 随之

而来的结论必然是， 或早或迟， 每一个文明， 无论它是亚洲的还是欧

洲的文明， 注定要撞到它固有的藩篱上， 然后就开始它那无穷无尽的

循环往复。 到那时， 统计学无疑将具有我们希望之中的预测天赋， 然

而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我们只能够说， 因为未来发明的方

向主要是由以往的发明决定的， 以往的发明越积越多， 气势越来越盛；

有鉴于此， 基于统计学的预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 正如考古

学很可能会照亮历史的滥觞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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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历史的定义。

本章结束前我想说， 上一章回答的是一个艰难的问题： “什么是社

会学？
”

与此相似， 本章回答的是： “什么是历史？
”

这一段结语并非多

余。 我们做了许多探索， 试图寻找历史事实的区别性特征， 借以识别

自然事件或人为事件的特征， 识别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特征；开始我

139 们失败了。 有学者认为， 历史是最著名事物的集合。 我却宁可认为，

历史是最成功的事物的集合，换言之， 历史就是被模仿得最多的首创

性的集合。 一个极其成功的事物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知名度。 比如，
一个新词可能会静悄悄地潜入一种语言， 牢牢扎根而不引起注意； 一

个新的思想或宗教仪式也许会默默 无闻地潜入一个社会而无人注意；

一个工艺流程可能会传遍天下而无以名之。 凡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事

件， 无不可以纳入以下三个范畴之一： （1)某种模仿的兴衰； （2)不

同模仿组合也就是发明的出现， 发明出现之后总会有人模仿； （3)人

的行为、 动植物或物体的力量， 总会将新情况作用于模仿之上，阻碍

其传播，修正其方向。 从最后这个范畴的观点看， 一场火山爆发、 一

个海岛或大陆的下沉、 一次日食或月食， 凑巧与一支迷信大军的战败

同时发生时， 其重要性就可能和一场战争、 一个和平协定或一次国际

结盟同等重要；犹有甚者， 一位重要人 物偶然的生病或死亡也会获得

与战争、 协定或结盟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战争问题是文明的命运危

如累卵的问题， 战争的结局却常常受制于严酷的气候。 1811年的严冬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国与俄国的命运， 就像它严重影响了拿破仑的

战役谋略一样。 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 实用主义的甚至是演义之类的

历史观又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哲学家常常拒绝承认它这样的名分。 尽

管如此， 总体上来说， 唯一对历史有意义的东西是模仿的历程(the
． ． ． ． ．

career of imitations)。 历史的真正定义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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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五章

逻辑模仿律
140 

为什么有一些发明被人模仿， 另一些发明却没有被人模

仿？其中有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社会原因之中又有

逻辑的原因和超逻辑的影响。 一个语言范例。

统计学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经验规律或图像公式，

以显示一切模仿如何传播的非常复杂的原因。 现在， 我

们必须要考虑那些普遍的规律， 管束一切模仿的名副其

实的科学的规律。 为此目的， 我们必须要逐一研究不同

范畴的原因， 迄今为止， 我们把它们混杂在一起研究。

我们的问题是要弄清楚， 在同时构想的 100 种语词、

神话思想、 工业流程等革新之中， 为什么 一 成的革新能

够得到传播， 九成的却被忘记。 为了有条不紊地解决这

个问题， 我们先把促进或阻碍成功或不成功革新的原因

分为物质原因和社会原因两大类。 不过本书不准备考虑

第一种原因。 物质原因有：南方国家的人喜欢含有浊音

的词， 不喜欢含有弱元音的词；北方人反过来喜欢含有

弱元音的词， 不喜欢含浊音的词；又比如， 神话、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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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或政治有许多特点， 也是由千不同种族的耳朵和喉头的结构、 不

同的大脑皮层倾向、 不同的气象条件或动植物造成的。 让我们把这些

物质原因全都搁置一边。 我的意思不是说，物质原因对社会学没有意

义。 比如，土壤中自生自灭的新作物的性质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

141 就值得注意。 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兴起时所在的地域；一个肥

沃流域的劳动条件、 家庭规模和政治制度，和一块或多或少适合放牧

的沼泽地上兴起的东西， 就千差万别。 我们对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心

怀感激，他们的研究对社会学有好处，正如气候或环境对物种的影响

对生物学有用一样。 但是，如果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物种或社会类型对

外在现象的适应，就认为我们能够解释物种或社会类型的成因，那就

想错了。 我们必须要到细胞联系或脑子联系的内在原因里去寻求解释。

本书讨论的是纯粹和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学，而不是具体和应用意义上

的社会学，我必须把上述性质的考虑搁置一边，其原因就在这里。

影响革新和模仿的社会原因分两种： 逻辑的原因和非逻辑(non

logical)的原因。 这样的区分极其重要。 一个人喜欢某 一个革新而不

喜欢其他的革新，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一革新比其他的革新更加有用，

就是说，这个革新更加符合业已在他的脑子里占有一席之地的目的或

原理（当然是通过模仿而学到的） －—{在这个时候逻辑原因就在起作

用。 在这些情况下，新旧发明或发现本身就成为唯一的问题；它们和

周围的发明发现所带有的毁誉是没有关系的，和其他发明发现滥觞的

时间地点也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逻辑行为很难受到这样的限制。 一

般的说，我所指的超逻辑影响对被选择的范本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

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从逻辑上看很鳖脚的发明之所以被选中的原因

在千它们所在的地点、 日期或诞生。

除非经常记住这些必要的分别，否则即使最简单的社会事实也不

可能理解。 语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借助这些思想（如果专业的语
1屁 文学家恭维我借用他们的话），语言目前乱麻一 团的情况就可以迎刃而

解。 语文学家寻求主导语言形成和语言变化的规律。 不过迄今为止，

他们能够提出的规则却有大量例外；无论是语音变化（语音规律） 和

语义规律，旧词根组合构造新词还是旧形态修正构造新的语法形式，

他们提出的语言规律都存在大量的例外。 何以至此？因为受制于规律

的只有模仿，发明是不受这种制约的。 现在看来， 细小的、 连续不断

的发明总是要不断地积累，才能够形成和改变习惯用语。 此外，说到

语言的时候， 一开始就必须要承认偶然和任意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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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才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除了其他的特
点之外，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星的词根； 一个词根或许由三个辅音
组成，另一个词根或许只包含一个音节；受命于一个念头时，被采纳
的语言形式或许是这一个，或许是那一个。在给发明留下这样的空间
之后，给气候因素和生理因素留下这样的空间之后，我们仍然给语言
规律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当然，除了我说的非理性的、重要的甚至是孽生力旺盛的动机之
外，还有许多比较小的语言发明，无名氏在类比0的启示之下做出的
发明，也就是模仿自己和他人做出的发明。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语言
发明受到规律的制约。第一个想到给 veneratio 加词尾 bilis, 以表达尊
敬之情的人，根据语文学家的假设，已经在复合词 amabilis 里用这个
词尾，第一个用 Germanicus 为范本新造 ltalicus 这个词的人，是无意
之中的发明人。简而言之，这个人在发明的同时又在摸仿。每当词尾 143 
或变格变位以这样的方式推广开来的时候，模仿自己和模仿他人同时
发生。正是在这个程度上，语言的形成和变化就可以形成规律。但是，
这些规则要能够解释清楚： 为什么在许多意义相近的语言形式中，在
这些同时服务于一个部落、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语言形式中，唯独
选中了这一个，而且这个形式还所向披靡地被大家接受，进入了独特
的群体之中。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语言小发明不断竞争的结局总是其中的一
个发明被模仿，其他的发明则天亡。竞争的结局必然是语言变化，语
言变化总是比较快而完整地适应社区的精神、外部现实和语言的社会
宗旨。词汇量的扩大符合人口的增加，顺应人的生活方式。依靠更加
灵活的动词变位、更加清楚的或逻辑的语序安排，语法总是能够表达
更加细腻的时间地点关系。元音的弱化和分化（梵语里的 a、 o 全部是
强音；希腊语和拉丁语增加了e、 U、 OU 和i这四个元音），语词的紧
缩和缩略使语言更加灵活、更加富有表现力。勒尼奥©等杰出的语文
学家把印欧语系元音弱化和语词紧缩的规律上升到令人尊敬的地位。
实际上，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和德语里，“在无数
情况下，a弱化而为e"; “相反的情况决不会发生，或很难得发生 ”。

叩 语文学家都承认， 类比在他们的学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见赛伊斯(Sayce)
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作者注

＠ 勒尼奥(Regnaud),《语言演化论集）） （Essais de linguistique evolutionniste)。�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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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需要说明的是，倘若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这条规律，我们就

144 有了一个漂亮的例证，说明语言变化的不可逆转性。

但从另 一个方面来看，即使在最完美的习惯用语里，即使在动词

变位那种
“

应用逻辑体系
”

0的希腊语里，随着时间进程发生的许多

变化，也远远不是走向实用性或真实性的步伐。 字母j和 u (digam

ma, 古希腊字母的f)的脱落，
“

丝
” 音在很多词首的脱落，对希腊语

有什么好处吗？难道这不是它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吗？在法国，和语

词紧缩的趋势相反，紧缩的语词之后难道不是出现了很多加长的语词

吗？比如 porche （门廊）衍生出 portique （柱廊），capital （资金）衍

生出 cheptal （代养的牲畜）。 在这些例子中，逻辑需求或终极需求的

影响并没有起到主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最后这个例子中，一 些有

名望的作家卑谦地模仿拉丁语生造出了许多像 portique 和 capital 的字

眼，这些词进入流通完全是凭借作家的名望。忍）

不过我不想在语言科学上饶舌。 以上文字触及了规律的流变，其详

细论述尚待以后完成， 目前的浅尝辄止我已满意。 本章只专注逻辑律。

被橾仿的东西是信念或欲望，信念或欲望构成一个基

本的对子。 斯宾塞的公式。 社会进步与个人思想。 发

明的衙求和批评的需求具有同样的源头。 通过发明的

替代而实现的进步和通过发明的积累而实现的进步。

我们知道，发明和模仿是基本的社会行为。 然而，社会行为是通

145 过社会实体 (substance) 或力量来实现的，又是社会实体的纯粹形

式，这样的社会行为究竟是什么呢？换言之，被发明和被模仿的东西

中 “应用逻辑体系 ”

是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 (Curtius, 1814一1896, 德国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中译者注）向他的语文学家兄弟借用的话， 见库尔提乌斯《希腊史》(H氐
tory of Greece, London, 1868, 英译本第 1 卷第 24 页）。 英译者注

＠ 我们还知道， 一种方言战胜许多方言， 取代它们的地位， 将其贬低到土话的底层，
它的声望并非总是由于它具有固有的优势，也绝不可能完全依靠它固有的优势。 古希腊和中
世纪的法国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这种方言的胜利首先是政治上的胜利， 是它发源地真实的或
想象之中的优势的胜利。 由于巴黎的威望， “法兰西孤岛 ”

(the Isle of France) 上的方言就

成了法语。 我们可以顺便指出 一点：模仿力既可以解释语言的内部变化也可以解释语言的外
部传播。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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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呢？被发明的事物C thing)和被模仿的事物总是 一 个思想
或意志、判断或目的，这个事物又体现了某种程度的信念(belief)和

欲望(desire)。实际上，我们在此看见的是语词、祷告辞、国家行政、
法典条文、道德义务、工业成就或艺术进步的灵魂。信念和欲望：它
们就是实体和力量，就是两个心理址(psychological quantities) CD,心
理量处在一切感知量(sensational quantities)的底层， 又与其结合。 146 

当发明和模仿抓住信念和欲望时，信念和欲望就成为实实在在的社会
量(social quantities)。社会的组成是根据信念的 一致性或对抗性，社

会信念或互相强化或互相限制。社会制度完全取决于这些情况。社会
运转根据的是这些欲望或欲念(want)是对立还是一致。信念是社会
的塑造力址 。这里所说的信念主要是宗教信仰和道德信仰， 当然还包
括司法信仰和政治信仰，甚至还包括语言信念（许多信念包含在最轻
松的谈话中，我们的母语是真正的母亲，其说服力难以抗拒，它不知
不觉间影响着我们）。经济需要和审美需要是社会运转的力量 。

0 对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考我1880年8月和9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有关
信念和欲望以及测扯信念和欲望可能性的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收人了我的论文集《社会学
文集》(Essais et戒langes sociologiques) 以后，我在这个论题上的思想有所变化 。 让我说明
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现在我意识到，也许我对信念和欲望在个体心理中的作用略微有一些夸
张。 我不再断言，只有自我的这两个侧面才会发生损益增减 。 恰恰相反，现在我断言，它们
在社会心理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 我们可以承认，心理中存在着其他的心理鼠，比如，虽
然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 1859-1941, 法国哲学家 。 中译者注）的《论直觉的
直接资料》 (Donnees immediates de la concience) 在其他方面和我的观点非常吻合，然而我
们可以承认，心理物理学家 这个观点有道理：如果不考虑感知与理性的关系，不考虑感知受
到的注意的多少，如果说 感知强度的变化仅仅是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那么感知
就能够用实验手段来计量 。 然而有一点却是事实：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信念和欲望有一

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和简单的感知截然不同。 这个特征是：信念和欲望相似时，彼此的
接触起到强化的作用；信念和欲望不相似的时候，彼此的接触所起的作用既可能是强化也可
能是削弱，强化或削弱的作用视情况而定 。 凡是同时经验相同的信念和欲望并意识到 这样的
经验时，相互的影响随之发生 。 与此相反，视觉或听觉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相互作用 。 比如，
剧院里的观众注意看戏时，他们的视觉或听觉决不会受到修正；就是说，虽然观众体会到 相
似的印象，他们的视觉或听觉并不会由于互相影响而变化 。 从一些令人震惊的历史事件中，
我们可以推断，当周围的人全都体会到同样的信念或欲望时，这个欲望就可能变得很强烈 。

比如， 即使在颓废和轻信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流行病似的忏悔浪潮还是不时之间爆
发 。 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说，就连最铁石心肠的灵魂也为之所动。 这些风潮之一 是萨
沃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 意大利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领导佛罗
伦萨市民反罗马天主教会起义，建立民主政权，被教皇推翻并处死 。 中译者注）领导下
的佛罗伦萨起义(1494-1498)，瘟疫或灾害之后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风潮。 这些风潮数以百
计，它们揭示了基督教信仰深层而稳健的活动 。 人们的心灵深处涌动着同样的信仰或理想
时，不时之间就会爆发传染病似的模仿潮流。 如今， 我们不再卷入流行病似的忏悔，只剩下
传染性的朝圣形式。 不过，我们的确有另 一种形式的风潮 奢侈、 赌博、 彩票、 股票投
机、 大规模铁路建设的风潮，还有黑格尔主义、 达尔文主义等时尚。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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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和模仿使信念和欲望明白具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发明和模仿创造了信念和欲望。 然而，早在发明和模仿发挥作用之前，

信念和欲望就已经存在，可以说信念和欲望的源泉远在社会生活之下，

它们深深地扎根于生命世界之中。 与此相似，生殖使生命的塑造力量

和机能力量变得明白具体，这样的力量也发端于动物世界，且深深扎

根千物质世界之中。 同理，物质世界里受振动管束的分子力和原动力

也是滥觞千一个难以捉摸的假设的世界；有人把这个难以捉摸的世界

叫做本体的世界，有人称之为能量的世界，还有人叫它不可知的世界。

不过这个神秘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能量的世界。 我们看到，能量

这个术语所指的现实总是体现为一个双重结构。 这个永恒的一 干两支

147 结构以令人震惊的变形处在不断的重复之中，贯穿于宇宙生命的各个

阶段，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是最令人瞩目的共同特征。 这个静态和动

态的宏观区分叫做物质和运动、 器官和功能、 制度和进步、 空间和时

间。 它把宇宙一分为二。
一开始就说明和确立信念和欲望这两个术语的关系，这具有 重大的

意义。 斯宾塞进化公式之下蕴涵着深刻的洞见： 一切进化都是物质的增

益，同时又是相应的运动的减损；一切消解(dissolution)都是反过来的

逆命题。 如果用稍加变换、 物质性稍小的语言来表述，斯宾塞这个思想

的意义是：生命或社会的每一点发展都是组织化程度的增长，都是功能

的相应衰减，这样的衰减使组织增长得到平衡，又是其保障。 随着有机

体重量或维度的增加，随着它特殊形式的展开与分化，它的生命力就受

到损耗CD, 因为它在展开与分化的过程中消耗了生命力— —斯宾塞先生

忽略了这一点。 随着社会在规模和空间上的拓展，随着社会的制度、 语

言、 宗教、 法律、 政治、产业和艺术逐渐完善和分化，社会就失去开化

和前进的活力，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耗尽了活力。 换句话说，倘若社会

制度的实质就是信念和信心、 真理和安稳的总和，就是它们体现的一致

的信念，倘若社会进步的动力就是它表达的好奇心和雄心的总和，就是

始终如一的欲望的总和 倘若这一切判断都成立，那么社会越是前

进，它的信念就越是丰富，其欲望就越不丰富。 因此，信念就成为欲望

真正的、 终极的目的。 心理冲动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形成高度的内心

148 安稳和把握；于是，社会越是前进，它就越是执著于稳定和安静、 执著

0 相对于身材大小而言， 儿童的身体蕴涵着的生命力超过成年人。 成年人相对的生命力

已经有所减损。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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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强烈的信念和死气沉沉的情绪，信念被欲望塑造而逐渐形成，信念
就成为欲望的结晶产社会太平就是对相同理想或幻想的 一 致信仰，
这个一致的信仰有一个前提：人类的同化要不断拓宽和加深；无论我
们的愿望是什么，这个一致性是一切社会革命奔向的目标。这就是进
步，换言之，这就是沿着逻辑路线前进的社会进步。

现在要问进步是如何取得的？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时，一个接一

个的念头涌上心头，思想一个又一个涌现，一个又一个淘汰，直到他

最后捕捉住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从那一刻起，他就迅速地从曙光朦
胧的境界进入阳光普照的境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
社会使一个伟大的构想越来越精致，好奇的公众推动这个观念。直到
科学矫正并发展这个观念。对世界做机械论的解释即为 一例，梦想用
蒸汽办大事是另 一例：首先是想到把蒸汽用于制造业、牵引火车或驱
动轮船，然后才能够开发这个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局
面呢？这样的问题提出之后，人们立即着手去从事各种各样互相矛盾
的发明，玩弄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起初的发明和奇想零零星星、十
分分散，且倏忽即逝，直到每一个清晰的公式或恰当的机制突然来临，
把其余一切发明和构想打入背景，牢牢确立自己的地位，并从此成为
将来改进和发展的起点。由此可见，进步是一 种集体思维，虽然没有
一个集体的大脑，但是由于模仿的作用，由于许多学者和发明家交换
连续不断的发明，他们的头脑就结合而成集体的思维。（发现靠文字凝 149 

固，文字能超越时空，发现的凝固相当千个体头脑中印记的固着，头
脑里的印象构成脑细胞记忆的模板。）

自然，像个人进步一样的社会进步靠两种办法来实现： 一是替代，
一是积累。有些发现和发明只能够用于替代，其他的可以用于积累。
由此而产生逻辑的争斗和逻辑的结盟。这是我们将要采纳的总体分类，

这个分类不难把一切历史事件纳入其中。
再者，在各种社会里，新旧欲望的不和谐，新科学思想和旧宗教

教条的不和谐，并非总是能立即被觉察得到的，也并非总是在同一时
期感觉到的。此外，一旦感觉到不和谐之后，结束不和谐的欲望也并

(j)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理解透彻。 在文明进程中， 欲望的数量增加， 力度减少 ； 相反，
真理和安稳都以更快的速度孽生和加强。 倘若把蒙昧状态(barbarity)而不是野蛮状态

(savagery)作为文明进化的起点， 两者的反差就更加显著 。 根据我们目前的观察手段， 野蛮
状态是能够最终确定下来描写文明进化起点的术语， 而不是描写更高一级进化的第一个术
语。一 一作者注



非总是一样强烈的。欲望的性质和强度因时因地而异。实际上，理性
既存在千个体身上，也存在于社会之中。在一 切情况下，理性和其他
的欲望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特别 的欲望而已；像其他任何欲望一样，
这个特殊的欲望也是靠获得满足而发展，发明和发现满足它并使之产
生。换旬话说，人们通过体制、规划、教义问答、法规尝试把思想和
意志结为一体，从而创造并刺激一致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一种真实的
力量，定位在个体的头脑中。它的升降浮沉、走向和目的都随着时代
和国别而有所不同。有的时候，它是一股清风；另 一些时候，它又是一

阵旋风。今天它攻击政府，明天它攻击语言，后天它有可能攻击我们的
产业组织，再过若干天它又可能攻击我们的科学；然而，它再生或革命
的努力决不会停步。

150 已如上述，理性这个欲望是山一连串的首创和模仿唤起并受到征
用的。所谓一连串模仿就是说，凡是没有被模仿的革新，从社会意义
上说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一切信念和欲望的小溪和潮流或并行或对
流，它们都是社会量，它们的增减都受社会逻辑的调节，社会逻辑也
就是一种社会代数；一切的欲望，包括把社会逻辑作为社会代数这样的
思考及其可能性的欲望，盖源千模仿。这是因为，历史上不存在自我创
造的东西，就连历史本身永远不完全的统一 性也不是自我创造的，经常
的、或多或少成功的、长期的成果也不是自我创造的。一出戏是历史的
一个片段，是整个历史的反映，是一种逻辑的、渐进的、复杂的和谐状
态，这种状态似乎与任何人的设计都没有关系。这样说当然不错，但是
我们知道，这种和谐状态的出现可能引起误解，和谐状态是来也快去也
快的，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响应社会对同一性的强制性需求，剧作家感觉
到这样的需求，他心中指向的公众也感觉到这样的需求。

一切的欲望，甚至发明的欲望，都有同样的源头。实际上，发明
的欲望完成了统一，而且成为统一的逻辑所需要的成分；如果此说不
错一 —我可以证明不错，那么这个逻辑就既是 一个最大限度的问题，
又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发明和发现越多，它的创造力就越
旺盛，新发现越是多，它越是热心去探索新的发现。这种高尚的欲望
使高尚的头脑达到欲罢不能的境地，所以模仿同样是通过模仿机制完
成的。山此看来，发现给人的收获是加大把握、增加发明、增强信心、
增强安全感。因此，发现和发明的欲望是一个双重形态的结构，追求
最大限度的公众信念的趋势就是这样的双重形态。这个创造性倾向是
善千综合和消化的脑子具有的特殊品质，它在以双重形态的面目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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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有的时候，这个倾向的双重形态同时发生；然而在一 切情况下，

创造性倾向总是和批判性倾向协调一致。 批判性倾向是寻求信念平衡

的倾向 ； 相 反，与信念背道而驰的大多数发明或发现却被淘汰，这个 151 

过程就是实现信念平衡的批判过程。 寻求信念一致的欲望和寻求信念

纯沽的欲望依次得到满足，不过两者的进发期要么是恰巧相合的，要

么是一前一后地紧随相继。 两者的共同源头是模仿，所以，渴望信念

稳定和信念绝对的欲望都具有一定的强度 ；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渴望信念稳定的欲望和信念绝对的欲望，与社会生活的活跃程度成正

比，就是说，与人际关系的多样性成正比。 任何优秀思想的结合都首

先要在个人头脑中闪光，然后才能够照亮整 个民族的头脑；它在个人

头脑中闪光的机会取决于个人头脑之间思想交换的频率。 两种制度或

两条原理的矛盾不会使社会感到困扰。 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一个思想

续密的人有意识地整合自己的思想，但是遭遇障碍，于是他就指出这

个困境 这可以用来解释哲学家为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一个

民族内部，思想的相互激励越多，思想的交流越多，人们 就越是容易

感觉到这个思想困境。

比如在19世纪，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使人际关系的增加超乎一切

意料，模仿行为更加有力、 更快、 意义更加深远，所以社会改革的激

情、 系统而理性地重组社会的激情就达到了目前的规模。 我们不会因

此而感到奇怪。 同理， 由于以前的征服活动，征服自然的社会激情尤

其是征服自然的工业激悄就无穷无尽地爆发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

地预料，经过上一 个发现的世纪（难道19世纪配不上这个名字吗？）

之后，一个调节的世纪即将来临。 文明的要求是，滚滚而来的发现和

协调各种发现的努力，要能够同时发生或前后相继。

另 一方面，社会处在发明创造力薄弱的阶段时，其批判性也相对 152 

薄弱；反之亦然。 此时，社会拥抱的就是流行时尚或传统中最矛盾的

信念心，可是人们对这些矛盾 都浑然不觉。 不过与此同时， 由千时尚

和传统的贡献，社会拥有大量分散的思想和知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

CD 比如巴尔特 (Barth) 先生说： “佛教本身含有自我否定的成分， 不是总体上否定种姓
制度， 而是否定婆罗门种姓， 它不遵照任何平等的教义， 然而它又没有任何反抗的思想。 由此
可见， 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对立长期存在，但对立的双方却浑然不觉 。 ”[A Barth, 《印度的宗

教》(The Religions of India), 125~ 126页， 1882 。 英译者注］直到最后， 这样的矛盾才
引人注目。 尽管如此， 佛教还有另一个矛盾： ＂婆罗门是佛教徒中光荣的称号， 锡兰人把这个
称号授予国王。”（同上书，127页。 英译者注）这有点像我们民主社会里的情况，伯爵侯
爵的封号至今受到尊敬， 虽然这和反封建的立场背道而驰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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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些思想和知识还是能够揭示社会自身的始终如一性， 这样的始
终如丁虽然不为人知但成效卓著。同理， 一个社会或者出千好奇向相
邻的社会借用一些思想，或者出千虔诚而珍惜祖先的遗产， 于是，借
用和继承这两种格格不入的需求和相互 对立的活动就因此而孽生。这
些实际的矛盾和上述理论上的矛盾一样，没有人感觉得到，也没有人
进行阐述，虽然人人都在矛盾激发的不安中受到损害。原始民族没有
感觉到，他们的一些艺术流程和机械工具对彼此大有裨益，能够为他
们共同的目的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有些感知证实了某些假设，并成为
解释假设的中介，可是人们对这些感知的作用却浑然不知。

有很长一段时间，磨石和明轮已经广为人知；可是人们却没有想
153 到，再加一个磨坊的发明，三者就可以合作而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

早在巴比伦时代，就有人在砖头上用文字和印章记录砖工的名字，还
有人写了书；但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念头却没有出现，没有人想到把
写书和移动的文字结合起来，虽然这个事情非常容易，而且它还可以
把印刷术来临的时间提前几千年。

同样，轮车与活塞也长期并存，但没有人想到用活塞（当然是要
通过其他的发明）推进车子。另一方面，在颓废的中世纪末期，从阿
拉伯半岛和古代世界传来的异教徒的奢侈嗜好、进口商品和死而复生
的思想，那真是难以计数！这些东西从城堡的漏洞和修道院的窗户里
悄悄地爬进来，迎合人们的需要，形成大胆的混合，丝毫不使人感到
不安，并没有使基督徒虔诚的风俗和封建制度粗鲁的习惯产生震荡！
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生产活动与民族活动正在追求的目标又
有多少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啊！然而，随着思想交流与摩擦的速

度加快，随着需求的交流和传输加快，强者淘汰弱者的步子也随之加
快；与此同时，由千相同的原因，相互有用、相互肯定的目的和思想
也可以更快地在天才的脑子里相会。按照这两种方式， 社会生活必然
要在逻辑的同一性和力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心

中 现在我们明白了， 靠排除宗教异见或政治异见的办法来统一民族信念， 总是远远不

能达到目的，南特敕令 (Edict of Nantes, 1598 年 4 月 13 日法国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敕

令， 给新教徒广泛的自由， 1685 年 11 月 18 日，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 剥夺新教徒的一切

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使法国失去最勤劳的商业阶层 。 中译者注）就是这样的例子。 诚

然， 这个办法可以使一个民族对可能损害其信念的矛盾浑然不知， 虽然它可以维持信念， 可

是它预先就排除了信念的增加 。 这是因为， 如果不知道矛盾，批判的意识就会呆滞，想象力

就会荒芜， 互相肯定的意识就会模糊。 何况正如柯林斯所云， 总有一天， 探询就再也压抑不
住了。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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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指出，社会对逻辑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社会逻辑的，社会逻 154 

辑又是如何在社会对逻辑的需要中形成、兴起和发展的。目前需要明
白的是，社会逻辑如何寻求满足。我们已经知道，社会逻辑的两个倾
向是可以区分的，一个是创造性的倾向，一个是批判性的倾向。创造
性的倾向满载着累积性的老发明和老发现及其组合，批判性的倾向承
载着交替性的发明或发现及其斗争。我们将研究这两个倾向，先说后
一种。

逻辑决斗。。历史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发明的决斗或联

合 (union)。 一个总要说 ”
是

＂
，另一个总要说 “非';o

艺术、 立法、 司法、政治、产业、艺术的决斗。发

展。每一场决斗都有两个方面，每一个对立面在否

定对方的论题时，同时又在肯定对方的论题。对立

双方角色互换的时刻。 个别的决斗与社会的决斗。

结局：三种可能的结果。

一 种发现或发明出现时，有两件事值得立即注意：在人与人之间
传播的过程中，它使已有的信念增强，这是一 个事实；当它介入时，
已有的信念会受到削弱，受损的信念或与它的目的相同，或满足一个
相同的欲望。这样的相遇就产生一场逻辑决斗。比如，模形文字在中
亚©长期畅通无阻，排尼基文字在地中海也畅通无阻。但是有 一 天，
这两种字母表在模形文字的领地上 发生冲突，樱形文字慢慢地退缩，
到了公元1世纪就消亡了。

如果仔细考察，社会的历史就像心理的演变一样，涉及一连串的
或同步发生的逻辑决斗（而不是逻辑联合）。上述文字演化中的逻辑决
斗，在语言的演化中早已发生过了。语言的进步首先是靠模仿实现的，
然后又是靠两种语言或两种方言之间的竞争实现的；两者在同一领地 155 
上争吵时，一 个把另 一 个挤出地盘；也可能是两个术语或习语的对

0 既可以说逻辑决斗也可以说是目的论决斗。 同样， 我稍后用的术语逻辑联合又可以

叫做目的论联合。 本章至少明确指出这两种观点， 看来是比较稳妥的 。 作者注

者注
＠ 原文如此， 疑有误， 樑形文字应该是在西亚的两河流域， 而不是在中亚。 中译



决 两者对应的思想刚好相同。 语言的 斗争是两个对立主题的冲

突 每一个单词每一个习语里都隐含着这样的冲突，每一个词语都

倾向于取代另 一个词语或语法形式。 比如我心中想到马时，aequs 和

caballus 这两个拉丁语的方言词同时进入我的脑际，仿佛是两个判断

同时进入我的脑子： “aequs 比 caball us 好
“

，与之唱对台戏的判断是

"caballus 比 aequs 恰当
＂

。 倘若我要在(和 S 这两个音之中挑选＿个来

表示复数，我的选择也要靠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来决定。 在罗曼语也

形成的过程中，成千上万与此类似的矛盾进入高卢—罗马人、 西班牙

人和意大利人的脑子，千是， 调节这些语言形式的需要就产生了现代

的法语、 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语文学家所指的语法逐渐简化的结果，

只不过是淘汰的结果，对这些潜隐矛盾的朦朦胧胧的感觉就是这个淘

汰机制的动因。 举例说吧，意大利语总是用c来表示复数，西班牙语

总是用s来表示复数，拉丁语表示复数则有时用c有时用s 来表示。

我把逻辑争斗比喻为决斗。 实际上，在每 一场争斗中，在社会生

活的每一个基本事实里，对立的目的和判断总是两两相对的。 社会生

活就是要经历无数个这样的版本。 在古代、 中世纪和现代，你看见过

三方四方同时交战的现象吗？从来没有。 也许有不同民族的七八支军

队甚至是十来支军队参战，然而敌对的阵营只能有两个。 同样，战前

的参谋会上，在任何作战计划的问题上，绝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以上

的意见，总是只有两个，一个赞成，一个反对。 显然，战场上要解决

的争吵总是可以概括为
“

是
“

和
“

不是
＂

的。 说到底，每一个开战的
156 理由就是这样一个

“

是
“

和
“

不是
＂

的问题。 一方否决另 一方（主要

是在宗教战争里），或者是一方挫败另一方（主要是在政治斗争里）；

当然每一方都有其特别的论点或计划。 然而，只有双方的思想或意志

或多或少、 直接间接、 或隐或显地是否定的或相互阻碍的，它们的冲

突才不可避免。 因此，无论一个国家的政党或宗派有多大的分歧，在

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可能出现两个以上的对立面，而是只有政府和反

对派，反对派是由团结在否定立场上的不同的党派结合而成的。

这个表述普遍适用。 在一切时代和一 切地方，历史表面上的连续

性都可以分解为显著而分离的事件，事件有大有小，但都是由问题及

其解决办法组成的。 现在看社会问题和个人的问题一样，每一个社会

0 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s)， 拉丁语衍生出来的语言， 含意大利语、 法语、 葡萄
牙语、 罗马尼亚语、 西班牙语、 普罗旺斯语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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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是在一个肯定和一个否定之间举棋不定的状态，或者是在一个
目标和一个障碍之间悬而未决的状态。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一个解决
办法只不过是压抑一个对立面的结果，或者是压抑对立面不一致的结
果。此刻，我暂且只说问题。实际上，问题就是两种逻辑话语： 一个
说 ”是“，一个说 “非“ ； 一 个想要 “是“，一个想要 “非＂。无论我们
探讨的是语言还是宗教、 司法还是政治，正反双方的区别是一 望而
知的。

在方才考虑的初级的语言决斗中，站稳脚跟的语词持肯定的立场，
新的词语站在反对的一边。在宗教决斗中，正统的教义是正方，异教
是反方。同理，后来的科学倾向于取代宗教时，既定的理论是正方，
新理论是反方。司法论争分为两类，一个是议会审议新法令时的论争，
一个是法庭审理案件时的竞争。议员只能够对审议之中的法案选择采
纳或拒绝的态度，选择赞成或否决的立场。至于法官，我们知道，在
每一个开庭审理的案件中— —这个特点很重要，可常常被人忽视 157 

总是有一个认定被告有罪的原告，还有一 个否认有罪的被告。如果被
告反诉，那就在第一个案件之后又加上了 一个案件。如果其他的方面
插进来，每一个人就都带上原告或被告的性质，此时，诉讼人和被告
人之间的问题就会增加。政治纷争要区分国外争战和国内争战。后一

种争战登峰造极时，就导致武装冲突，这就叫内战。 平时的政治纷争
构成政治派别在议会里的论战或选举中的选战。与外国交战时，难道
不总是有一支进攻的军队、一支防守的军队吗？不总是有主战的一方
和反战的一方吗？尤为重要者，战争的原因难道不是一方提出什么要
求吗？宗教战争难道不是教义纷争引起的吗？难道不是有好战的一方
闹嚷嚷叫嚣而另一方却坚决反战吗？在选举战或议会论战里，有多少
政策或原理就有多少回合的战斗，一方提出议案或主张，另一方谴责
或反对。从政府或政府某一部成立的第一刻起，法庭上原告和被告唇
枪舌剑的过程，就在尤数的借口之下重演一 番。结局无非就是两个：
要么是摧毁反对派，1594 年天主教联盟CD的失败即为一例；要么是政
府或其中的一个部倒台。至千产业较量，仔细 一看就会注意到，它们
是由发明的决斗组成的，一方是许多先后发生和同时发生的、已经得
到广泛传播的、或长或短已经站住脚的发明，另一方是一 个或更多的

0 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 1609-1635) ， 德意志天主教各邦的军事联盟， 其对
手是德意志新教联盟。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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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明 试图满足同样需要以便得到广泛传播的新发明。 于是，在
一个工业发达的社会里，总是有一些老产品抗击新产品，以捍卫自己

158 的地位。 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体现了强烈的认定或信念。 以牛油烛为

例，这个照明手段是最好最俭省的手段，这是肯定者的判断；新产品

的生产和消费则打击牛油烛的地位。 我们吃惊地发现，在商业筹码的

争吵之下隐藏着冲突的命题。 甘庶和甜菜、 马车和火车、 帆船和汽船

等的争吵， 曾经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探讨甚至是社会争论，不过这些争

吵已是昨日黄花。 这是因为，根据逻辑学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总体的

情况，上述争论之中面对面的因素不仅是两个命题，而且是两个三段

论。 举例说吧，一个说： “马是最快的家畜，交通只能靠动物，因此马

车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另 一个对此的反诘是： “不错，马是最快的家

畜，然而并非只有畜力才能够用来运输人和商品，因此你的结论是错

误的。”这样的看法应该推而广之。 在以上的逻辑决斗中，我们很容易

发现类似的三段论式的反驳。

不妨再补充说，产业之中的竞争不仅是两个发明的竞争，不仅是

满足同一需求的两个发明的竞争，不仅是分别垄断这两个发明的制造

商、 公司或阶级之间的竞争。 这里的竞争还是两个不同需求的竞争。
一个需求是对普及而主导欲望的需求，这个欲望是由过去的发明养成

的欲望，是普遍认为更加重要的欲望，古罗马人对乡间的热爱即为一

例。 另 一个需求是新近的发明唤起的欲望，或刚刚引进的发明唤起的

欲望，它不事张扬地打击前面那个欲望的优势地位， 并与之竞争。 对

艺术品或亚洲式阴柔美的喜爱即为一例。 当然，这样的竞争与道德的

关系似乎是超过了与产业的关系。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道德仅仅是从

高雅的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来看待的产业。 政治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

159 产业，它能够满足主要的需要和目的，或者被认为是能够满足主要的

需要和目的。 长期主导的生产和消费体制的性质或长期主导的信念的

性质，使这样的需要和目的深入人心且没有对手。 在道德的坚持之下，

其他的需要和目的只处在从属的地位。 一个国家高叫捍卫荣誉，另一

个国家嚷嚷着要捍卫领土，第三个国家喧闹着要夺取金钱。 千差万别

的需求完全取决于各国人民长期依靠什么手段办理大多数的事情，有

的依靠武器，有的依靠犁头，有的依靠工厂。 国家也好，个人也好，

它们总是处在某种主导欲望或既定办法的控制之下而浑然不觉，这种

倾向是在昔日的胜利中诞生的，但它们随时准备去迎接新的战斗。 此

外，我们还处在某种固化的思想或意见的控制之下，这个思想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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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才采纳的，可这个堡垒处在不断的攻击之中。这
样的状况在个人身上叫做心态，在国家身上叫做社会状态。每一种心
态或社会状态自始至终都隐含着一种理想。道德捍卫并保存这个理想，
社会的一切军事、产业和审美的历史都对这个理想作出了贡献。最后
一个例子是艺术，艺术本身有它独特的正反命题的冲突。每一个艺术
领域都有它主导的流派，它肯定某种美，另一个学派却否定这种美。

说到这里，我还得停留片刻，把刚才讲的儿点意见再强调 一 下。
我们主要是从逻辑的观点来考虑社会事实，也就是从社会事实隐含的
确认的或矛盾的信念来看问题，而不是从社会事实隐含的次要的或对
立的欲望来看问题。不同的发明、发明的聚合和制度是如何互相认可
或互相否定的，这个问题难以理解。在此，我必须一劳永逸地澄清这
个难题。发明只满足或刺激欲望；欲望以目的的面目出现；目的首先
是一个或正或反的伪判断形式（我想要，我不想要），它包含某种希望
或惧怕， 一般是包含希望，也就是包含一个真正的判断。希望或惧怕
意味着肯定或否定，与之伴生的是一个或大或小的信念： 相信欲望能
够实现的信念。假定我想当议员，这个欲望是在普选和代议制发明的 160 

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我希望用一些广为人知的方法来竞选议
员。倘若我的对手想阻拦（因为他们相信，另一个欲望将更加有力地
帮助他们得到议席，他们这个欲望是新旧发明激发出来的），那是因为
他们的希望和我的希望矛盾。我断定，由千管理得当，我将要当选；
他们却认为我不可能当选。倘若他们不再否定我，并失去一切希望，
他们就不会再表示反对，目的论的决斗就会告终，而且总是以逻辑决
斗而告终 这就证明，逻辑决斗是极其重要的。

社会生活是模模糊糊的希望和惧怕此起彼伏的骚动，希望和惧怕
是新思想断断续续刺激起来的，新的欲望也是新思想激发起来的—�
社会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论述欲望的冲突和竞争时，就得到社
会目的论；论述希望时，就得到社会逻辑。两个发明满足同一个欲望
时，就互相冲突，冲突的原因我已经做过说明：每一个发明的生产者
和消费者都希望或相信，这一个发明更加适合他心中的目的，另一个
发明则略逊一筹。不过，即使两个发明满足不同的欲望，它们也可能
矛盾，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两个欲望是另一个高一级欲望的不同表现，
两者都认为自己更加适合表达那个高一级的欲望；一是因为一个欲望
的满足意味着另一个欲望的不满足，而且两个发明都希望对方的欲望
得不到满足，这就是它们竞争的结局。

I第五隶逻辑姨仿陬l115|



关千两个互相冲突的欲望仅仅是一个高一级欲望的表现，我们有

这样一个例证：15世纪发明的油画。 这个发明否定古代的蜡画；对油

画日益增长的热情与既有的对蜡画的爱好展开竞争， 双方都认为，自

已是最好的热爱绘画的形式。 至于一个得到欲望满足而另一个欲望却

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我们的例证是14世纪发明的火药。 君主制对征服
161 和集权的渴望日益增长， 它渴望封建领主臣服，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可是它遇到了与之对立的发明即强化的城堡和精湛的盔甲， 这两个发

明孽生了贵族的封建独立需求。 倘若封建割据的贵族坚持反对国王，

那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城堡和披甲骑兵， 正如国王坚信自己的大炮
一样。

然而从历史来看，两个发明的主要矛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那就

是它们满足同一个欲望。 基督教发明的执事会与主教制， 和异教的领

事制度与执政官制度无疑是相抵梧的。 这是因为，两者都认为他们对

庄严的欲望只能够由他们自己的显贵来满足，对方的要人是不能够满

足自己欲望的。 因此，容忍这两种对立体制的社会状态必然隐藏着邪

恶。 实际上，许多诸如此类的矛盾是基督教来临之后罗马帝国随之崩

溃的原因。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类矛盾又是吸收罗马文明并反过

来迫使基督教文明让步的原因。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修道院

严格的宗教纪律的发明，也是对古罗马军团方阵的否定，这是因为在

这两种发明人的眼里，自己的发明才能够满足真正的安身立命的迫切

需要，而另一个发明则是不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

同样， 多利安廊柱和科林斯廊柱被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否决，五步

格和六步格的诗歌被十步格的韵律诗否决。 五步格的诗歌和柯林斯的

五步格满足了罗马人对文学美和建筑美的欲望，可它们并不能满足12

世纪法国人的欲望；对这个时期的法国人而言，十步格的诗歌对行吟

诗人尤其珍贵，只有巴黎圣母院的风格才能够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
162 这些观念中不可调和的成分是与之伴生的判断。 现代人的胃口比较开

放，他们把庄严赋予执事会和主教制，把优美赋予六步格的诗歌和英

雄诗；千是，过去不可调和的成分可以兼容了；正如很久之前修道院

制度和军事主义非常和谐一样，隐修是为求来世世俗生活的安稳， 尚

武是为现世日常生活的安全。

由此可见，靠淘汰手段实现的一切社会进步，起初是对立的正反

两方的决斗，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反面的一方并不是

完全自立自足的， 它必须要依靠一个新的命题，这个新的命题又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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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命题否定掉。 所以在进步的时期，淘汰手段也就是取代手段。

在这里，我把淘汰和取代这两个概念合并为否定的概念，这个必然的

结论可以解释： 为什么没有自己纲领的政治反对派是虚弱无力的，他

们用虚弱的批评来反对一切却不能肯定任何东西。 同理，在对教条的

有效斗争中，一切伟大的宗教异见者或改革家都不会将自己局限千反

对的立场。 卢奇安0犀利的讽刺锋芒固然有助千摧毁朱庇特©的雕像，

但是和略知一二的口齿不清的奴隶相比，他对基督教教条的摧毁力量

却略逊一筹。 还有人恰当地指出，一个牢固的哲学体系对一切攻击都

死死抵抗；然而一旦它的对立面在另 一个哲学体系中站稳脚跟，它就

立即败下阵来。

无论一个艺术流派是多么荒唐，它在被取代之前始终是生气勃勃

的。 罗马建筑风格的消亡，要等到哥特式尖拱的来临，哥特式建筑的

消亡，又要等到文艺复兴艺术的出现。 要不是浪漫主义戏剧的兴起，

古典悲剧还是比批评它的人更有生命力，虽然浪漫主义戏剧是杂交的

产物。 一种商品之所以销声匿迹，那是因为另 一种商品取代了它的地

位、 满足了同样的需求，或者是由于它满足的需求已经时过境迁，变

化的时尚或风俗已经把它压抑住了。 这样的变化不仅可以用反感或反

对欲望的传播来解释，还可以用新的品味或原理来解释。©同样，只 163 

有等到新的司法原理或程序制订出来或者被采用之后，不方便的或陈

旧的原理或程序才能够退场。 倘若天才的司法体系没有被发明，古罗

马的民法程序就会无限期地保存下来。 执政官制定的法律令人愉快且

给人激励，使古罗马的法律退出历史舞台。 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国的

刑法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刑法，显然是老气横秋，并且和舆论抵梧；尽

管如此，除非刑法学家在刑法责任的某种新原理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除非这个新理论被广泛地接受，否则这个陈旧的刑法体系还是要维持

下去。

最后一点，如果一个民族把一定数量的思想表达出来，并维待这

个相同的数植不变（如果它失去其中一些思想又不获得同等数量的思

心 卢奇安 (Lucian, 120-180) ，古希腊作家 、 无神论者，作品多用戏剧性对话体裁，
讽刺和谴责各派哲学家的欺骗性和宗教迷信等，著《神的对话》和《冥间的对话》等。

——

中译者注
＠ 朱庇特 (Jupiter)，罗马神话里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中译者注
＠ 在贫困、疾病或灾害的侵蚀之下， 一种欲望也可能在没有被取代的情况下消失；另

一种情况是：由于比它还要低的欲望加剧、超越并排斥其他的欲望，原有的那个欲望也会消
失 。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明就会衰落或遭受挫折，而不是继续前进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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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弥补，这个文明就会滑坡而不是进步），那么除非同等意义的语词
和习语取代旧词，否则表达这些思想的词汇和语法是不会被淘汰的。
一个语词消亡，另一个语词随之诞生，同样，一种语言消亡的时候，
另一种语言就在它的内部或外部诞生。如果一些重要的发明 比如
从代词派生出冠词、从不定式to have派生出未来时态一—没有以这样
那样的方式与罗曼语结盟，拉丁语就会是至今还有人在说的活生生的
语言。如果没有新的命题，那些反命题绝不可能成功－这些反命题
就是和拉丁语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对立的命题。

由此可见，每一个逻辑决斗都具有两重性，都含有两对决然对立
164 的正反命题。尽管如此，虽然在社会生活的每一时刻，对立的一方否

定另一方，它的自我肯定性质还是非常突出的 ； 相反，另一方虽然也
强调自我，但是只有在和前一个命题的对立中，它才能够凸现出来。
在每一种情况下，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要明白，占主导地位的究竟是
正反还是反方，都要注意正反两方角色互换的那一时刻，这一点至关
重要。这一时刻几乎随时都会到来。一个成长之中的学说、政治派别
和宗教派别之所以受欢迎，那是因为它支持对既定命题或教条的诘难、
对政府的攻击 ； 稍后，等到它的实力增强之后，我们 就看见这样的情
况：坚持抵抗的民族的教会或政府被调动起来，去抗拒那些反对、怀
疑和惊慌的情绪；此时，革新者的思想和主张就有了吸引力，就会引
起反对、怀疑和惊慌的情绪。再来看产业和艺术的情况。如果说一部
分公众受时尚的影响，采用一个新产品而忽视一个旧产品，那是由千
他们有了寻求变革的乐趣，是因为他们想做异乎寻常的事情；稍后，
新奇成为习惯并受到欣赏时，旧产品就回到守旧的公众珍惜的习惯里
去寻求庇护，这部分公众偏爱既有的风俗和希望，并以此显示：他们
不像其他人那样做同样的事情。一个新的言语形式和旧形式争夺高下
时，起初它依靠的主要是对喜欢标新立异者的吸引力 ； 稍后，新形式
不再新鲜时，旧形式就得到守旧者的支持，不过这个支持仅仅是反面
的支持，喜欢旧词语的人也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说话。同样，一个新
的司法原理和传统的司法原理，也会在这样的决斗里翻筋斗。

165 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区分是：正反命题的决斗的个人性质
和社会性质的区分。这个区分是再清楚不过了。个人决斗结束之后，
社会决斗才会开始。每一个模仿之前，必然会出现个人的犹豫不决 ；

其原因是：每一个谋求广泛传播的发现或发明都不得不克服一些障
碍——每一个公众成员采纳的思想或风俗都会构成障碍。千是，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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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心里或头脑里，一种冲突随之来临。 这个冲突可能是在两个候

选人、 两种政策选择之间的冲突。 如果他是政治家，这个冲突就是令

他困惑的两种行动路线之间的冲突。 这个冲突也可能是两种理论之间

的冲突，因为它的科学信念不同。 它可能是信教和不信教的冲突、 两

个宗教派别的冲突。 还可能是两种艺术品和商品的冲突 在喜爱和

价格之间难以决断时产生的冲突。 如果他是议员，就可能是两个似乎
同等重要的、 对立的法案气戎原则之间的冲突。 如果他是律师，那就

可能是一个司法问题的两个解决办法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两个表达方

法到了嘴边不知道说哪一个好的冲突。 总之，一个人犹豫不决，他就

不会去进行模仿；反之，只有成为一个模仿者，他才能够成为社会的
一部分。 当他开始模仿时，他就做出了一个决策。

让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同时而且无限期地处在上述

那种犹豫不决的状态 当然这个假定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是
那样，战争就不会打起来，最后通牒或宣战书要有一个前提：内阁成

员要做出个人的决策。 战争是最清楚不过的社会逻辑决斗。 战争的爆

发有一个前提：在开战之前，内阁成员或统治者的脑子里已经有和平 166 

的观念扎根；开战之前，他们在确定敌我两军的正反命题时一定是颇

为蜘踞。 同理，开战之后，再也不会有选举的竞争，宗教争吵将不复

存在，科学派别与争端将不复存在， 因为社会分裂为教派或理论派别

的前提已成历史，教徒思想或良心的分裂已成历史，某种统一的教义

已经占了上风；议会的争论将要停止，司法诉讼也要停止；诉讼的目

的是陈述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到了战时，诉讼双方实际上已经

在自己的脑子里解决了这个问题。 开战之后，对立企业之间的竞争将

要停止，因为它们的对立依靠各自群体的支持，但是它们的产品在顾
客心里已经不再势不两立；战时，不同法律之间的斗争和侵蚀将要停
止，例子有中世纪法国的习惯法和罗马法之间的竞争， 因为那样的民

族困惑意味着个人非此即彼的选择。 战争期间，不同方言之间的争胜

好强将要停止，以卢瓦尔河为界的方言之争将要停止， 因为一个国家

内部的方言之争是社会成员个人紧守各自方言的斗争。

简单地重申 一下：个人的犹豫不决停止之时，就是社会的犹豫不
决产生之时。 在这一点上，了解社会逻辑和社会心理与个体逻辑和个

0 提交审议的法案也可能不止两个，但是在议员犹豫不决的脑子里同时冲突的法案不

可能超过两个。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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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心理的异同对我们大有裨益。我要急忙补充说，虽然决定模仿之前
个人的犹豫纯粹是个人的行为， 然而这个个人行为是社会事实引起的，
也就是说个人的模仿行为是由其他的既成的模仿行为引起的。 在模仿
另 一个人之前，一个人对模仿对象影响的抗拒，无论 这个影响是理
性还是有威望的，总是他此前经历过的影响的产物。他在模仿之前

167 的拖延，总是脑子 里 一 个既定模仿潮流与另 一个模仿倾向交叉的产
物。一个模仿的传播必然要与另 一个模仿遭遇或斗争，这一 点很值
得注意。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社会矛盾里都只有两个对立面，这个
必然性可以用模仿的普遍性来解释，模仿的尤所不在是社会生活的基
本事实。实际上， 凡是模仿这个基本事实出现的地方，对立的命题或
判断只能有两个：个体范本 (individual-model) 的命题或宗旨，或者
是个体副本 (individual-copy) 的命题或宗旨。如果我们希望考察大群
人身上发生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场决斗被数以千计的形式复
制、放大和社会化。但是， 我们考察的范围越是狭窄而可靠，模仿这
个社会事实就越是能够 在总体的社会事实中反映出来。模仿这个事实
在军事中特别明显，这是因为军队纪律性强、 高度集中，因为同一战
场上同时只能够有一场大仗，而不是荷马时代那种许多战斗场面的混
战。同样，模仿在宗教里也特别明显， 因为宗教越来越统一 ， 教阶制
度越来越牢固。天主教与新教的决斗、 天主教教义与自由思想的决斗，
自然使这些宗教的组织更加严密，同时也使自由思想阔步前进。 这样
的决斗在政治生活中的显著性要略逊一筹，在产业中则更加不明显；
不过倘若产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情况就会为之 一变。语
言里的情况更加模糊，因为语言在民族自觉意识上不如其他人类产物
强烈。上文提到过法国以卢瓦尔河为界的方言之争，还可以举出许多
其他的例子。法学领域的决斗也逐渐走向模糊，因为它不再是一种激
情，法学院的招生再也不是靠名教授训练有素、 热情有加的追随者来

、 进行；在法学院里，再也不会看到罗马萨比尼埃纳斯也派与普罗裘里
168 埃纳斯(Proculianus) 派那样的大论战，看不到中世纪罗马学者 (Ro

manists) 与封建论者(Feudalists) 那样的大论战。

当社会的犹豫 (irresolution) 产生并得到强化之后，它必然会反
过来转换成为社会决断 (resolution)。 如何转换呢？先经过一连串新

CD 萨比尼埃纳斯 (Sabinianus,? -606) ， 意大利籍教皇 (604-606) 。 － —－ 中译者注

1 120 1模仿津l



鲜的个人犹豫状态， 再经过一连串的模仿行为。 比如， 儿个政治纲要

使国民分裂，其中的一个通过恐怖手段或宣传手段而得到广泛的传播，

直到它赢得一个又一个的人心。 许多对立的教会或学说也是这样的情

况， 其中的一个逐渐赢得人心。 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毋庸赘述。

到了最后阶段， 虽然绝对的统一决不可能实现， 但是一定程度的统一

还是可能的；此时， 尤论个人的犹豫还是社会的犹豫几乎烟消云散了。

这就是必然的结局。 我们今天看见的扎根千风俗和信念的一切东西，

起初都是热烈探讨的对象。 一切和平的制度都是在不和谐之中孕育出

来的。 语法、 编码、 问答法、 成文的章程和不成文的章程、 主导的产

业、 经过检验的权威体系-－这一切事实本身就是社会范畴的基础，

就是社会辩证法缓慢而渐次展开的结果。 每一条语法规则都表现了 一

种言语习惯的胜利， 它的传播以其他和它有一定矛盾的语言习惯的消

失为代价。 法国法典中的每一款条文都是讨价还价或协商妥协的产物，

都经过了街头上血腥的打斗、 报纸上煽悄的辩论、 议会里斗嘴的风暴。

没有一条制宪原理不是在经过革命等变革之后才被人接受的。叩

个人脑子里的范畴也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初步定型的时间、 空 169 

间、 物质、 力星等观念是抑制、 诱导和习得的产物， 这个过程是在个

体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形成的， 这是新兴的心理学论据充足的结论。 但

是，摇篮里的婴幼儿还处在不能分析的阶段， 且不说他们的物质观念

和力蜇观念， 至少他们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 还处

在萌芽的状态。 同样的道理， 每一个原始社会展示的情景， 都是语法

规则、 风俗、 宗教观念混乱和政治力横纠缠不清的情景。 我们对这些

观念和力量的形成过程， 是浑然不知的。

社会逻辑决斗的结局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1) 一个对立面纯

粹由于对手的自然延长而受到压抑， 这是常见的情况。 比如， 胖尼基

人的字母文字只需继续传播， 就足以摧毁两河流域的樑形文字。 一旦

煤气灯为人所知， 它就必然取代烧果仁油的铜灯， 因为这种小铜灯仅

(j) 有人区别定制的法规与临时的和逐渐形成的契约式法规(M. Bountmy)，这个区分

在其他地方非常重要 。 不过说到底， 定制的法规本身是对立的政党在议会里互动的结果， 法

规就是在议会里产生的。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规才是只有一种争斗、 一种契约的产物。

相反，有些法规比如英格兰的宪法是与先在的强大政治力量进行了许多次争斗 、 达成了许多

契约之后的产物。 作者注

@ 1889年我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逻辑范畴与社会制度》(1894年在《社会

逻辑》里重印）， 详细阐述了个人范畴与社会范畴的相似性。 我在这里仅限于点到为
止。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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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在古罗马油灯的基础上所做的小修小补而已，即使在法国南部的

小棚屋也早就弃之不用了。 然而有的时候，受欢迎的对立面的进步也

受到阻碍，在把对手赶出某一个界限时，它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2)千是，第二种形式随即产生，如果人们已经强烈地感觉到解决争

端的需要，武力就随之恢复；于是，一个对立面受到强烈的压抑，一

方随即取得胜利。 很容易归入这一类的情况有： 一个权威的、 非军事
的力量出面干预。 尼西亚大公会议CD确定亚大纳西＠的教义为正统教义

是一例，君士坦丁皇帝©归宗基督教为一例，独裁者 和议会审议之后

做出的重要决定也是这样的例子。 在这里，投票选举或发布敕令犹如

170 战场上的胜利一样，是一个新的外部条件；它越来越支持两个对立命

题和意志中的一个、 损害另 一个，这就打破了传播和竞争之中的模仿，

打破了自然的游戏规则。 这样的干扰就像一个地方的地理灾害造成突

然的气候变迁，从而扰乱生命的自然繁殖一样，它妨碍自然条件下多

产的动植物的繁衍，促进了原来繁殖力不强的物种的繁殖。 （3)最后
一种情况是：对立面看上去达成了妥协，或者其中一个对立面由于一

个新发现、 新发明的干预而明智地自愿退场。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考虑最后这 一种情况。 这似乎是最 重要的情

况，因为这里的干预条件是来自于内部而不是来自千外部。 此外，成

功的发现和发明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和第二种情况下将军天才的闪光、

愉快的灵感能够确保战争的胜利一样。 比如，血液循环发现之后，16
世纪解剖学家无休无止的争论就终止了；17世纪初，望远镜发明 之

后，天文发现接踵而至，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H心说

和地心说的争论就得以解决，支持了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否定了亚

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并且解决了大天文学家分割为两个阵营的其他许

多问题。 走进任何一家图书馆，你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曾经争论不

0 尼西亚大公会议 (Council of Nicaea)， 尼西亚如今是土耳其一小城， 基督教的第一

次和第五次普世会议在此召开 。 这里指的是第．一次普世会议， 由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主
持 。 这次会议谴责阿里乌教派， 主张本体同一， 圣子与圣父绝对平等。 会议发布《尼西亚信

经》 。 中译者注
＠ 亚大纳西 (Athanasius, 296? -377) ， 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 亚历山大城主教， 维

护基督教正统教义， 反对阿里乌教派。 中译者注
＠ 君士坦丁皇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 -337)， 亦称君士坦丁大帝， 罗马皇

帝 (306-337) ， 统一全国后， 他加强中央集权， 支持基督教， 330 年迁都拜占庭， 改城名为

君士坦丁堡， 临死前受洗为基督徒。 中译者注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 580? 前 500?）， 古希腊哲学家、 数学家、 毕达

哥拉斯教团创始人，提倡禁欲主义，认为数为万物之本。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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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的问题，许许多多曾经像火山爆发一样激烈的争论和辱骂，如今都

偃旗息鼓、 冷却而且消亡了。 这样的冷却总是突然发生的，宛如一场

奇迹，某种学问的发现使火爆的问题突然降温，显然深奥或幻想的发

现使之突然降温。 基督教宣传小册子里的问题没有一个不曾受到信徒

的挑战，这些书里的每一句话都体现了基督教教义奠基人激烈争论的

结果，体现了教会创始人之间的争论和公会议。上的论战。

需要什么来结束这样的争斗甚至有时是血淋淋的攻伐呢？需要发 171 

现业已失传的相当权威而神圣的著作，或者是发现某 一种新的宗教观

念，这样的争斗或攻伐才能够停止；此外，某种被认为绝对正确的权

威也可以用武力来切断这样的争吵。 同样，人的意愿和欲望之间的许

多矛盾，由于新的产业或政治发明而得到解决，或得以缓和。 这样的

例子难以计数！风车磨坊和水车磨坊发明之前，想吃面包的欲望和磨

面苦力之间的矛盾，在心里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和奴隶都有内

心的矛盾。 如果你想吃面包，那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是自己受累，

要么是让他人受苦；如果你是奴隶，你就不想受这份罪，就不希望有

人吃面包。 水车磨坊发明之后，奴隶劳动大大减轻，上述欲望就不再

互相掣肘。 马车是古代最美妙的发明之一；马车发明之前，人们需要

搬运重物，但既不想扛在身上累得腰酸背驼，又不想压垮牲畜；于是

需要搬运重物和不想负重之间的矛盾就斗得难分难解，并互相钳制。

一句话，奴隶制成了必不可少的罪恶，完成痛苦却必要的劳作是难以

避免的，主奴双方都承认有这个必要。 奴隶主把这个包袱压在奴隶身

上，于是至少对他而言，这两个欲望的矛盾是解决了；否则这个矛盾

对双方来说都没有解决。 这种欲望和利益的长期矛盾逐渐得到解决，

矛盾得到缓和，是由于一 系列至关重要的发明使人类利用了非生物的

自然力，用上了蒸汽、 风力和溪水等。 这样的动力大有裨益，对主奴

双方都大有好处。

在这里，每一个互相干扰的发明发挥的作用都不止于压制矛盾困

境中的一个方面。 喜剧展开的过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发明是一

种戏剧冲突的结局，反之亦然）。 比如，正当父亲和儿子的意向产生不 172 

可调和的矛盾时，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并且说明，那一 番矛盾

叩 公会议(council)， 特指基督教主教参与处理重大问题的会议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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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虚构的、 没有根据的产我们可以把产业发明比喻为渐次展开

的喜剧，世人皆大欢喜、 均感满意的喜剧。 与此相反， 军事发明显然

使人联想到一出渐次展开的悲剧， 因为关键时刻的军事发明产生的是

完善的军备、 狡黯的战略和敏锐的洞察， 因为一方的胜利就是敌方的

死亡；这出悲剧中的人物激情满怀、 偏见冲天， 他们的欲望和信念极

其强烈， 和谐绝无可能， 牺牲是必然的结局。 于是， 每 一 场胜利的

结局必然是战胜国的意志压制战败国的意志和抵抗决心， 即使不是

完全的征服， 至少也是压制。 尽管签署了和约，但这个和约并不是

双方自愿的和约。 总而言之， 历史是悲喜剧的交错， 是由可怕的悲

剧和沉闷的喜剧编织而成的。 只要仔细审视， 我们就可以区别悲剧

173 和喜剧。 正是由于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说， 在工业化超越军事化的

时代就不难发现， 舞台上的悲剧日益被人忽视， 它正在让位于喜剧，

因为舞台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喜剧也在发展， 且在繁荣， 然而它同

时又带上了灰暗阴沉的调子。

逻辑联合。积累时期走在替代时期之前， 前者与后
者不容混淆。语言、宗教、政治等的语法和词典有
何区别。 词典容易在容量上增加，语法容易在质量
上改进。其他考虑因素。

至此， 我们已经探讨了互相斗争和互相取代 (replace) 的发明和

发现， 现在我们要探讨互相扶助、 交相辉映的发明和发现。 我们先讨

0 有时我们会遇到惊喜，或者自认为是惊喜，政治、宗教、产业里都会遇到意外的惊
喜。勒南 (Joseph Ernest Renan) 说过类似的话：“在伟大的历史时期（基督教教会的初期 、

宗教改革 、 法国革命），会出现一个心高气傲的时刻，共同的事业把人结合在一起［使徒彼
得和保罗 、 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 、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山岳派 (Montagnards) 和吉伦特派
(GIronusts) 等］；人们分道扬镶甚至是互相杀戮，其实只是因为一，点点捕风捉影的分歧；后
来又出现调和的时刻，入们试图证明，．表面五着的敌入其实二直在为共同的目的而奋斗。 过
了一段时间，从不和谐的状态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于是互相诅咒的人走到一起，
完美的和谐占了上风（或似乎是占了上风）。”（《论（福音书〉》）在情绪高昂的时候，最小的
分歧也必然导致暴力，因为在心高气傲的异常心灵的照耀之下，人们感觉到这个扑朔迷离的
影子，也就是这个有偏颇的互相矛盾。在这样的时刻，每个人都体现着他遵循的论题，都毫
无保留地献身于该主张的无限有能的传播，都要压制他反对的论题。在这个过程中，对立面
常常会成为杀戮的对象。后来，初期的狂热分子被不那么狂热的后继者取代之后，对立信念
比较温和的趋势就允许我们在矛盾之上盖上一层方便的面纱。仅仅需要把普遍的信念水平稍
稍降低一下，狂热降温到缓和的变化就随之出现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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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过取代而实现的进步，然后再讨论通过积累而实现的进步，希望
读者不要由此而推断孰轻孰重。实际上，积累往往走在前面，正如它
看上去通常走在后面一样。取代既是阿尔法又是欧米加 既是头又
是尾，积累仅仅是三段论里的中项而已。比如，语言的形成肯定是从
词语的获取、动词的获取开始的， 当它们表达尚未表达过的思想时，
它们没有遭遇到挑战其地位的对手；毫无疑问，这样的环境加快了它
们起步的速度。在原始宗教的发韧期，神话传说滋养了宗教，并且在
它们的解答中找到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因为过去的答案与新的答案之
间没有矛盾；它们很容易不产生矛盾，因为它们给不同的问题做出不
同的回答。也许，原始的风俗难以嫁接到自然状态下特有的任意性上
去。但是，当它们回答过去未曾提出过的司法问题时， 当它们调节过
去未曾调节过的个人关系时，它们不需要和先前存在的风俗作斗争，
它们的运气不错；它们不容易产生纠葛。

最后要说明的是，原始的政治组织想必是有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 174 

且不会引起内部的军事或产业纷争。第一种政治形式是回 应安全需求
的形式，那是过去未曾满足的安全需求，这样的条件有利于这个政治
形式的确立。兵法滥觞之初，每一种新武器、新阵法、新战术都容易
追加到业已存在的武器、阵法和战术之上。与此相反，到了我们这个
时代，一种新的战车或军事条例引进之时， 当它即将取代旧的战车或
条例时，不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就站住脚的事情是很难发生的。在产
业发纫期，产业的形式是牧业和农业，每一种新的作物、新的家畜都
是单薄的田野粮库资源的积累；可是到了今天，新作物、新家畜就可
能会取代几乎具有同等价值的农作物和家畜了。在远古时期还有其他
类似的情况，每一次新的天文发现或物理发现，都会照亮人脑中未曾
照亮的黑暗之处，毫尤争议地与过去的观察共同累积而相安无事，因
为它们一点也不矛盾。那是一个驱散阴影的问题，而不是克服谬误的
问题。那是一个探索无限辽阔、未经开垦的土地的问题，而不是改良
祖先已经开垦过的土地的问题。

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靠逻辑决斗走在取代之前的
积累是一回事，走在它之后的积累又是另一回事。第一种积累里的聚
合是弱聚合，成分之间的主要纽带不互相矛盾。第二种积累里的各个
成分都很强，它们不仅互相对立，而且大多数还彼此肯定。这种积累
应该是强有力的，因为对强大而全面的信念的需求与日俱增。从以上
论述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判断不错；很快，这个道理将更加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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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证明，无论沿着什么路子去考察，都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发明或
175 发现： 一种是可以无限积累的发明或发现（虽然也可以被取代），另 一

种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终将被取代的发现，否则进步就无法继续进
行。在进步的过程中，两种积累的分布是自然发生的。第一种积累既
可以走在第二种积累之前，也可以尾随其后；无限积累走在后面的时
候，有限积累已经耗尽，这样的发明发现就表现出过去缺乏的系统性
特征。

因为和新思想对应的新词语不断追加，所以语言是可以无限增长
的；不过，虽然不断增加的词汇量不可阻挡，语法的增加却受到限制。
少数的语法规则和语法形式性质相似，它们或多或少能够满足语言的
一切需要；除此之外，新的规则或形式要想兴起，就不可能不和老的
规则或形式产生对立，就不可能不重新塑造语言的习惯用法。 如果用
介词加冠词来表达名词数的思想要进入一门语言，如果这门语言已经
有了格的变化，其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是介词加冠词最终战胜格的变
化并将其淘汰出局，要么是格的变化把介词和冠词驱逐出去。 请允许
我断言，语法固定之后，词汇不会停止增加，相反它增加得更快；此
外，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个新词都会穿上同样的语法外衣，它不但
不会和其他的词汇产生矛盾，而且还能够间接地肯定它们隐含的命题。
比如，每一个进入拉丁语的以－us或－a结尾的新词，似乎都重申和肯
定了一切有类似词尾的旧词；就是说，新词都肯定了拉丁语的以下命
题： －us和－a是拉丁语特性的标记；i、U、oe、um分别是属格、与格、
宾格的标记，如此等等。

和语言一样，宗教也呈现出两个方面： 一 是叙事和传说的词典，
176 这就是宗教的出发点；一 是教条和仪式的语法。前者包含《圣经》故

事或神话故事、神的故事、半神半人的故事、英雄和圣贤的故事， 它
可以不停地发展。后者却不能够按同样的方式拓展。根据特定的宗教
原理解决了一切折磨良心的问题之后，一个分界的时刻就会到来，任
何新的教条引进之时，无不在 一定程度上和既定的教条产生矛盾；与
此相似，任何新的仪式都是教条的表现，都不可能自由地引入既定的
宗教了，因为一切教条都已经用既定的仪式表现出来。 宗教信条和仪
式确定之后，殉教史、圣徒传和教会史必然会越来越丰富，其增长甚
至会加快速度。再者，一种成熟宗教的圣贤、 殉教者和信徒，不仅一
切行为、思想和圣迹在因袭性和正统性上都不会互相矛盾，反而是互
相映射、互相肯定。在这个方面，他们和神人或英雄不同，和神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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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神半人也不一样，和教长、使徒亦不相同；此外，他们和教条 、仪
式确立之前先后出现的传奇人物和非凡人物也不一样。

在这里，我必须插入一段至关重要的话。如果一种宗教主要是叙
事性的宗教，它就具有很高的变异力和可塑性；如果它主要是教条式
的宗教，那么它基本上就难以变化。希腊 － 拉丁异教几乎没有教条，
所以它的仪式里儿乎没有什么教条意义，而它的象征意义就具有比较
明显的叙事性意义。比如，其象征意义可能是谷类女神刻瑞斯(Ce
res)和酒神巴克斯(Bacchus)的 一 个生活片段。如果这样来理解仪
式，不同仪式的积累就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在古代的多神教里，如果
说教条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叙事几乎就含有无所不包的意义。因
此，多神教里叙事的丰富性是难以想象的，这好比是现代语言里习语
无限膨胀的可能性。以英语为例，虽然它的语法手段非常贫乏，但是
它包容了各种各样的外来词，只需将词尾略微变换它就可以吸收外来
语，这就是一种语言的洗礼吧。不过，虽然这种无限膨胀的能力是叙 177 

事性宗教变异性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它特别强化了抵挡批评的能力。
和坚实的神学体系比较，或者和始终如一的教条和教条性仪式比较，
叙事性宗教的变异能力完全是另一回事，教条和教条性仪式可以群起
抵抗外来反对者的批评。

插话结束，我们回到正题。适用于宗教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谋求
取代宗教的科学。只要科学仅限千列举和描写事实和有意义的数据，
它就能够无限地延伸。科学就是以这种方式滥觞的，起初它就是彼此
无关、彼此不矛盾的现象的集合。稍后，一旦它成为教条，一旦它开
始制定规则，一旦它开始构想理论，也许它就成为人类成就 中最难以
拓展的东西了。一且它构想的理论给事实赋予互相印证的特性，而不
是单纯的互相没有矛盾，一旦它无意之间把感知素材综合为直觉的形
式，它就难以拓展了。 一旦它成为潜隐的时间、空间、物质、力量之
类的一般命题，它就成为最难以拓展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
会更加完善，不过科学的完善是通过互相取代，是通过周期性的新起
点展开的。与此相反，观察和实验却不断积累。一些主要的假设在一

个又 一 个的时代里重新露头，原子论(atomism)、物力论(dyna
mism,即现代进化论）、单子论(monadology)、唯心论（柏拉图主义
或黑格尔主义）都是这样的假设，它们是不断膨胀 、东奔西突的无数
事实难以突破的框架。不过，在这些大框架的思想 、假设或科学发明
之中，有一些得到越来越多的互相印证，从不断积累的新发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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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得到印证。因此，这些新发现的事实并不仅仅是互不矛盾，它们
是互相重复和印证的，仿佛它们 在共同证明一条同样的规律或一个同
样的集体命题。 在牛顿之前，一个又一 个的天文发现并不互相矛盾；

178 自牛顿以降，它们还互相印证。理想的境界是：每一 门科学都应该像
天文学那样还原为一个公式，各门科学的公式应该用更高一级的公式
整合起来。一旬话，再也不该细分为许多 门科学，而是只应该有一 门
总体的科学，就像多 神教演变成为一 神教一 样，经过选择之后，它不
再众神林立，而是一 神独尊。

就这样，部落社会从游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又进入制造业
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果场和园林丰富起来，纺织品日渐精
湛，社会的利益必然日益增加，相应的法律和风俗也必然积累得越来
越多。不过在五光十色的众多法律中，最耀眼的法律必然是少数；对
这些少量的法律而言，进步即是取代。如今，法律的 “语法” 形成之
后，法律的 ＂词典” 一一法国人所谓《法律公报》 (Bulletin des lo
is) 一当然也是在明显地扩容，并成倍地增长。不过，从现在开始，
以后的法律都披戴相同的理论，这统一的理论是：所有的法律都顺应
既有的法典，都适应各自的农事法、商法、海事法等。

最后来看政治（我说的是广义的政治，包括治理 国家的各种形
式），政治也呈现出类似的区别。 我们可以说，国家的治理可以分为战
斗性的(militant)和产业性的两类，战斗性的活动又可以细分为军事
活动和政治活动，前者是军队短期而血腥的战争，或者是政党长期而
猛烈的战事；前者是压迫被征服的附庸国，后者是压迫国内被税收压
垮的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细分之中，随着行政功能的增加，
行政管理也不断展开并改进；相反，战争艺术和政治才能却总是在谋
略和章法的小范围里转圈圈，这些谋略和章法又可以细分为少量互相

179 排斥的类型。然而，只有靠某种宪章和战略规划发挥并增加了民事和
军事的功能之后，民事和军事的功能才能够合流，而不仅仅是避免分
得太细；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一支真正的
军队，而不是野蛮人的群集或同盟。

至于国家治理中的产业活动，同样的论述也是适用的，只是要略
加修正而已。已如上述，产业只能够从思想的角度与给定时期主导的
伦理和审美情感区别开来。如果坚持这个观点，就可以感觉到，只有
某些新的产业思想或发明才能够无限进步，也就是无限地积累，这是
我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当然产业机器会增加，但是这一切手段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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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的却是在互相淘汰的过程中一个跟着一个出台。乍一看，如果把
产业的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而不加区别，不同时期的产业体系似乎就
是一个接一个地从整体上被完全取代了。亚述的产业酷似希腊或罗马
的产业。相反，17世纪的产业和中世纪的产业却迥然不同，现代制造
业和我们祖先的手工劳动截然不同。实际上，每一种人类行为的庞大
组合都是靠一个主导欲望实现的，都受到这个欲望的激励。这个主导
欲望在时代交替的过程中会彻底改变。它的欲望可能是为来生准备的
欲望，可能是向神灵赎罪，可能是光耀自己的都市，也可能是表达宗
教信仰，亦可能是表达骄傲的豪情，还可能是为社会平等而奋斗。这
个最高目标的变化，可以解释一个接一个令人瞩目的宏伟成就，它们
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特征，例子有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罗马的
竞技场和凯旋门、中世纪的教堂、17世纪的宫殿、当代的火车站或都
市建筑。

然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所谓文明是一个时期伦理、审美目的和产 180 

业手段的总和，那么这一代接一代消失的就是文明(civilization)而不
是产业。目的和手段的汇合总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给定的目的之所
以能够利用给定的手段，那是因为它们凑巧与那些手段相会了，不过
它们也可能遭遇其他的手段。另 一方面，虽然给定的手段是为给定目
的服务的，但是它们还可以为其他目的服务。目的消逝之后，手段留
存下来，至少是手段里重要的成分留存下来。一台不完美的机器经过
“灵魂转世” 存活在更完美、更复杂的机器之中，这台新机器是旧机器
被摧毁的全部原因或部分原因。每一种原始的机械比如棍棒、杠杆或
轮子都在我们最时髦的工具中现身。长弓遗存在弩机之中，弩机遗存
在火绳枪之中，火绳枪遗存在扳机枪之中。原始的轮车遗存在弹簧马
车之中，马车又遗存在火车头之中，火车击溃了马车，但是它又消化
了马车，火车头是在马车的基础上产生的， 只不过添加了一些成分：
蒸汽和更快的速度。另 一方面，基督徒神秘得救的欲望并没有吸收罗
马人现世光彩的欲望，而是击溃了这个欲望；同样，哥白尼的日心说
驱逐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总而言之，于百年来一个接一个的产业发明好比是语言的词汇和
科学里的事实。已如上述，许多工具和产品实际上是被其他工具和产
品拉下马的，正如许多不准确的信息被比较准确的知识赶下台一样。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工具和产品的数量还是和知识总量一样
在不断增加。恰当地说，科学就是可以用来证明一个给定理论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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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集合，科学可以比喻为产业， 因为产业可以用来实现一套给定
181 的伦理和审美观念的流程和机制。 在这个意义上产业是内容， 给它提

供形式的是 正义和美的主导思想， 是有关行为准则的思想。 我所说

的产业还包括艺术，它有别于变化之中的理想， 又受惠于这个理想；

正是这个理想使它 上扬，为其神奇色彩增辉， 促使它激发人的灵感。

产业的资源包括艺术品和诗歌不断增加， 在伦理体系和审美体系形

成之前之后都会增加。 所谓伦理体系和审美体系就是 一套分级的希

望，这是被万众一致的判断神圣化了的体系。 不过， 在这套体系形

成之前，这些希望是 分散的；体系形成之后，它们就被神圣化了。

只有等到这个时候， 一个统一的思想在国民产业的各个部门才能够

在潜隐之中得到肯定， 这些思想才能够表现出互相肯定、 独特取向

的景观，才能够表现出那种令人惊叹的内部 和谐－ —－ 我们在古希腊

和12世纪的欧洲看见了这样的景观， 也许我们的孙辈能够 在有生之

年看见这样的景观。

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承认， 我们这个时代还 在寻找这样的景观，

这一断言引导我们去进行新的思索。 就 其 性质而言， 我们的时代主

要是科学和产业的时代， 这样的描绘是有道理的。 我们应该这样来

理解我们时代的性质：从理论上说， 寻找事实的追求超过了对哲学

思考的执著；从适用意义上来说，寻找手段超过了寻找目的的活动。

换句话说， 当代人正在随时随地本能地加快步伐，向可以积累的发

现和发明前进；与此相反， 对于被忽略的发现和发明， 可以互相取

代的发现和发明是否能够互相印证、 互相增值， 他们是不会去问的。

不过， 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自问： 在是否值得耕耘的问题上， 社会

发现和发明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侧面呢？不能够无限延伸的发现和

发明（语法、 教义、 理论、 正义原则、 政治政策与策略、 伦理与审

美观念）是否就不那么值得耕耘呢？而能够无限延伸的发现和发明
182 （词汇、 神话、 描述性科学、 风俗、 法律、 产业、 民事体系和军事行

政）是不是就更值得培养呢？

实际上， 情况刚好相反，能够被取代的发现和发明，过了某一个

临界点之后就不能够再延伸的发现和发明， 总是基本的发现和发明。
语法是语言的全部要义(Grammar is the whole of language)，理论是

科学的全部要义，教义是宗教的全部要义，原则构成正义的全部要义，

战略成就战争的全部要义，治国之道只不过是一个政治理 念而已
(Government is but a political idea)，道德是 勤奋的全部要义， 因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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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恰好就是道德的目的。 理想无疑是艺术的全部要义。 语词用来造旬，

事实用来提炼理论，除此之外，语词和事实还有什么用呢？法律用于

阐明正义的高尚原则并使之神圣化，除此之外，法律还有什么用呢？

武器、 战术、 兵种除了用来构成统帅的战略部署，难道还有其他的用

处吗？国家的多种服务、 功能和行政部门只不过是辅助政治家施政纲

领的手段，而政治家又代表竞选获胜的政党，难道不是这样吗？国家

的各种技艺和产品只不过是携手实现主流道德目标的手段而已 此

外还有其他的用处吗？文学艺术的流派和作品对社会的用处，只不过

是阐明并加强它典型的理想 如此而已， 岂有他哉！

然而，向获取与受赠的方向前进比较容易，向必要的取代与牺牲

的方向前进要难得多。 堆砌新词比较容易，掌握母语、 逐渐改良语法

要难得多。 搜集科学观察和实验比较容易，提出更加一般的、 经过证

明的科学理论要难得多。 增加圣迹和虔诚的仪式比较容易，用合理的

教义取代过时的教义要难得多。 炮制更多的法律比较容易，构思适合

调和各方利益的新的正义原则要难得多。 增加军备和战术、 办公室及

其职能、 优秀民事官员或军事将领显然是比较容易的，造就因时制宜

地制订战略计划、 率先垂范、 改进兵法或治国之道的杰出将领或政治 183 

家，显然更难以产生。 用更加丰富多样的生产和消费来增加人们的欲

求是比较容易的，用优越而可取的、 有赖于秩序与和平的欲求来取代
一个主导的欲求，那就要难得多。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揭示无穷无

尽的机巧和创新是比较容易的，获取洞见以求认识值得热爱和献身的

新事物，那就要难得多了。

遗憾的是，现代欧洲陶醉于万事 一跳而就的骗人假象。 大量的立

法和虚弱的司法体系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图拉真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的君士坦丁堡比较，尤其强烈），其原因就在

这里。 产业的放大和审美力的贫乏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个方面，请

你把现代欧洲和法国中世纪和意大利中世纪的伟大岁月相比），也是由

于被表面的假象欺骗。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我还可以指出现代欧洲的

科学与其科学哲学的强烈对比。 不过我还是得急忙补充说，我承认：

尽管欧洲比较忽视知识的哲学，然而知识哲学还是它在非常时刻的认

识对象，还是它受到广泛培育的对象，知识哲学受到的重视超过了道

德活动受到的重视。 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产业显然是落后千科学。

产业唤起了各方面虚幻的欲求，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满足这些虚幻

的欲求，不考虑自己的布局与和谐。 在这个方面，现在的产业就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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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消化不良的科学，那时的科学产生了一茬混乱而迂腐的猜想和怪
诞之举，虽然有一些事实支撑这些迂腐的猜想和怪诞之举。当前的人
类活动、 当代的文明必须厘清各种欲求杂处的乱象，正如16世纪的科
学不得不给学者的幻想套上马鞍和缰绳一样，它剪除了学者们的大多

184 数幻想，以便让其他的幻想能够转换成为理论。哪些简单而富有成效
的欲求将得到发展？哪些毫无成效、受到窒息的欲求将要被抛弃？这
是难以弄清的秘密，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搞清楚这个秘密。这些吵
作一团、难以协调的欲求在产业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喧嚣一时，都

会吸引 一群热情的追随者，都构成一种道德迷信和多神教，而这些迷
信和信仰又试图发展成为全面而权威的道德一神教，发展成为一种全
新而有力的审美体系。

此外，近代以来的产业活动大大超过了文明的进步。近日我试图

寻找现代工业典型的丰碑时感到很尴尬，这可以算作一个证据吧。 奇

怪的是，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 目前，产业活动最伟大的成果不是工

业产品，而是产业的工具即庞大的工厂、巨型的机器、宏伟的火车站。

可是，我们宏大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微不足道，即使最重要的产
品也无关紧要。 和巨型的实验室比较，我们豪华的住宅、剧院和市政

厅又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啊！在工业博览会面前，那些自恃了不起的个

人奢侈品和公共奢侈品也显得黯然失色－�博览会展品的用处纯粹是

自我表现！历史上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虽然法老的奴隶、中世纪工匠

栖身在金字塔、大教堂周围的棚屋里，可是通过辛勤的劳动，他们完

成了高耸巍峨的宏伟建筑。如今的情况是，产业活动似乎是为存在而
存在，科学也是为存在而存在的。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进步是通过一连串的取代和积累完成的，区
185 分这两种机制肯定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进化论者在这里再次犯下错误，

把两者混为一谈了。也许进化这个词本身就挑选得不好。不过，发明

经过静悄悄的模仿而得到传播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称之 为社会进

化－—－这就是社会的基本事实。 有的时候，一个新的发明被模仿之后

嫁接到了以前的一个发明上，并且培育和完成那个旧发明，这时我们

不妨称之为社会进化。但是在这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
更加精确的术语嵌入(insertion)呢？一种有关普遍嵌入的学说，对

于校正普遍进化的学说，应该是令人愉快的贡献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

是，一个新的发明起初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微生物，后来成为一种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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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它携带着病菌，附着在一个旧发明的身上，终究要摧毁这个

旧发明 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说，这个旧发明进化了呢？它

没有进化，这是反进化，也许是革命，但肯定不是进化。当然，第二

种进步和第一种进步一样，说到底，除了进化之外别无其他成分，因

为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进化，因为一切都是模仿。不过既然这两种进
化和模仿互相斗争，所以倘若把这些互相冲突的成分构成的总体结果
看成是一个单一 的进化过程，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想，顺便指

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无论用什么方法来压制信

念和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使之达成一致，一个必然的情况儿乎总是要发

生（难道不是吗？）：由此而产生的和谐总是要造成一种新的对抗。对

琐细的矛盾和对立而言，某一个宏大的矛盾和对立已经被取代了，这

个局面要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它刚好又造成更多的对立，如此循

环往复直至得到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百万之众不会为鸡毛蒜皮的几

头牲口、几个猎物而争吵不休，他们会结成军队去征服相邻的民族。

这是他们调动一切贪婪活动的集合点。实际上，通商和交换出现之前 186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武力一直是解决问题的逻辑办法，要解决敌对利

益引起的问题必然要靠武力。武力产生战争，两个民族的战争取代了
千千万万个个体的斗争。

同样，一百多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会停止个人间的斗争和相互
算计，他们将建立一个作坊以便一道工作。他们的行为不再对立，然

而这时却出现了另一种意料之外的对立，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坊与生产

同类产品的其他作坊的对立。这还不是全部的对立。工人在工厂的兴
旺中有共同的利益，无论如何，由于有组织的劳动分工，他们的生产
欲望被结合起来为同样的目的服务；同样，军队的士兵也分享胜利的

共同利益。然而，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斗争，所谓资本和劳工即所有

的雇主和所有的雇工之间的斗争气军队的各个军衔之间、国内各个
阶级之间，存在着另一种斗争，这是由不完美的和谐引起的斗争。这

种目的论方面的问题是产业组织和军事组织里固有的问题。同理，科

0 这样的斗争是实实在在的斗争， 即使在16世纪， 我们也看到
“

有组织劳工的联合
与雇主的联合（公司）的对立＂

［见路易·吉贝特(Louis Guibert): 《利穆赞地区的古老行
会》(Les anciennes corporations en Limousin)]。 巴黎、 里昂等地劳工联合起来

”

提供印刷
工、 面包工和制帽工，控制资源， 以对抗雇主”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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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进步自然会产生逻辑 问题，会揭示理性之可以解决和不可以解决的

矛盾，那是过去的无知掩盖的矛盾。

封建制度和教阶制度双方的力量都很强大，这有助千减轻中世纪

的激情， 巩固时代的利益。 与此同时，教皇与帝国、 教皇党与皇帝党

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初为逻辑决斗，后为目的论的决斗即政治决
187 斗），却在这两个和谐体制之间的结合部兴起了，这两个和谐体系不可

能和谐相处，总有一个必然要垮台。 现在要 问：这样的矛盾和对立被

取代是不是有利？如果没有不和谐因素的抵消，利益的和谐和思想的

和谐是不是完全？换旬话说，在护卫社会太平的过程中，一定的错谬、

一定的欺骗和牺牲是不是永远不需要？

如果矛盾或对立的取代机制里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化，那肯定

是有好处的。 虽然常备军的组建可能会挑起残酷的战争，然而那总是

胜过小型的封建团伙或原始家族之间无休无止的攻伐。 诚然，科学的

进步可能会揭示深奥的神秘现象，深深的裂痕可能会使不同的学派分

裂，因为它们会从相同的武库中寻求不同的弹药来支撑自己的学说，

它们会围绕新问题而展开争论，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因为告别了没有争

论的蒙昧时代而感到恍惜。 总之，科学更多地满足而不是撩拨我们的

好奇心，文明更多地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不是危害我们的激情。 发明和

发现用取代的方法起到了治疗的作用。 发明平息我们的自然需求，唤

起我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它们用更加迫切的欲望取代不那么迫切的欲

望。 新发现取代过去的焦虑状态时，或许产生了同样多的因为无知而

感到的焦虑，然而无论怎么说，新的 焦 虑— —因无知 而 不安的 状

态— —总不如过去的焦虑那么使人心焦。 矛盾和对立这种变化多样的

转换把我们引向的目标，难道我们还看不见吗？竞争必然以垄断告终。

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往往会产生劳工组织。 战争往往导致国家的过分

膨胀一战争将要不断产生庞大的国家集体， 直到文明世界最终实现

政治上的统一， 直到世界和平得以实现。 压制小的冲突会产生大众之
188 间的冲突，大冲突的激烈程度和规模越是增加（直到我们后悔导致了

大的冲突），终极的和平解决办法就越是必要。 皇家军队取代了地方武

装或封建民兵之后，士兵的数量少于过去民兵的总和，皇家军队冲突

产生的灾难和过去武装冲突造成的灾难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惜据我们所知，这个好处正在递减，和国家被迫增加军队数址的趋

势刚好成反比，目前，大国把所有的强壮男人都征召到军队里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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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方面的文明成果眼看就要消失殆尽。 庞大的军队难道没有预

示即将来临的大动荡吗？征服带来大团结、 大和平， 然而大动荡却又

接踵而至 除非士兵的武器由于不使用而生锈，除非士兵最终放下

了手里的武器。

I算五章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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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六章

189 超逻辑的影响

模仿的不同特征： （1)越来越精确的趋势；仪式和程序。

(2) 模仿的自觉性与非自觉性。 模仿演进 (advance)

的情况细说如下。

我们现在必须要研究喜好和厌恶的非逻辑原因，这
些非逻辑原因在各种对立的模仿的背后起作用，并决定
谁胜谁负。

不过着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让我简单说一说模仿
可以采用的一 些样式： 精确与否的样式， 自觉与否的

样式。
首先，模仿既可能是模糊的也可能是精确的。 我们

来问 一问：在文明进程中，被模仿的行为或思想在数掀
上和复杂性上增加，会不会使模仿越来越精确或越来越
混乱呢？我们也许会想，复杂性每前进一 步，非精确性
就会前进一步。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刚好相反。 模仿
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生活的灵魂；在文明开化的人中，
驾轻就熟的模仿能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发明的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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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的增长速度。 询问的结果证明， 模仿与生物的繁衍和物理的振

动具有相似性。 光的振动比声音的振动更多更细腻（精巧）， 星光传到

地球上的精确性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声音传播的精确性却与其相

差甚远。 同样， 电波的振动频率更高、 更复杂， 其保真性无与伦比、

超乎想象；要不是电报、 电话、 留声机令人难忘的证据， 我们实在是

难以想象电能的这个特征。 噪音是一连串不同的声波， 乐音是一连串

非常相似的声波， 然而乐音与和声的关系比噪音复杂得多。 遗传在复 190 

制高度分化的有机体时， 它产生的相似性远不如它复制低级生物时产

生的相似性— —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与此相反， 猫或兰花的类型被保

存下来的情况， 至少和植物形动物 (zoophyte) 或蘑菇被保存的情况

相仿。 如果有机会长期混血的话， 人种最细微的差别也可以通过遗传

以最完美的精确性长期保存下来。

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问题， 长期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形成礼节， 约

定俗成的行为一定会完全战胜个人的嗜好。 社会生活的时间越长， 其

发展过程越是平静无忧， 语言、 宗教、 政治、 法律、 建筑、 音乐、 绘

画、 诗歌、 礼节等就必然会产生更加完整的常规和惯例， 就必然会产

生更加苛求、 强制的礼节。 语言和宗教历史悠久并具有很高的原创性

时， 正字法、 语言纯洁、 语言规范、 仪式、 宗教仪轨都在很大程度上

具有专断的精确要求。。若干世纪以来， 虽然基督教的变化是越来越 191 

复杂，但是它表现出越来越严格的规范性、 一致性和正统性。 赛伊斯

(Sayce) 和惠特尼 (Whitney) 认为， 蛮族的语言虽然很贫乏，但它们

富千变化、 自然而然；开化民族的语言虽然丰富， 却是始终如一、 比

较稳定的。 法律的历史悠久时， 无论它多么复杂， 正义的程序和规范

也就越是正规。 社会的礼节兴起的时间晚于法律或宗教时， 世俗礼节

(l) 有些崇拜的古怪程度实在是天下无双，唯有其稳定性可与之一比 。 同样我们可以
说，语言的古怪程度罕有与之匹敌者。 它只不过是固定下来的奇思异想，就像夜空里那种既
定而永恒的尤序。 用橱柜(cabinet)这个词来表示内阁部长、 用大门(Porte)这个词来表示
奥斯曼帝国的政府 天下还有比这更加稀奇古怪、 更加非理性的事情吗？表示马的三个词
horse、 equus、 lm式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无论词语多么怪异，一旦被接受之后，它们在
习语中就享受到相当程度的轻巧 、 稳定和敬意。 同理，圣餐上那一套叫做弥撒的仪式和天主
教徒表达高尚情操和净化心灵的手段之间， 又有什么相似性呢？弥撒这个词也是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这个古词是多么顽强。 教徒们难以找到更好的字眼，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又难以
放弃它表达的神圣或世俗的情感 这实在是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是因为只有提供广泛的模
仿而不是广泛的接触才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因此， 旨在压制或取代迷信的宗教迫害看上去
似乎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实际上却是极其荒唐的，就像语言迫害一样荒唐。 语言迫害企图用
一种语言取代另 一种语言，但它几乎绝对是不能成功的；唯一的例外只能是被征服者模仿征
服者的语言，但这是自发的对优势者的模仿。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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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那么严格。 中国社会的情况相反， 原因也相反。 随着诗歌数量的

增加， 韵律即作诗讲究的格律就越来越束缚手脚；然而奇怪的是， 诗

人的想象力却反而越来越丰富。 政府的分化越细， 文牍和程式、 繁文

绎节就与日俱增。 建筑业要求从业者盲从并重复神化风格的倾向变本

加厉， 音乐界的情况也是这样。 绘画也要求其奴仆以照相似的精确复

制自然或传统的范本。 在古代帝王统治下， 军队制服的普及不如现在，

受尊敬的程度也不如现在。 越是往上追溯， 不同军阶的军服就越是五

花八门。 根据文艺复兴研究专家布尔克哈特的考证， 中世纪佛罗伦萨

市民的着装极富个性、 随心所欲， 就像化装舞会上的着装一样。 倘若

今天人们穿衣服如此大胆自由， 那该是多大的丑闻啊！

这样约定俗成的需求对社会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 达到 一定程度

的强度之后， 它就会成为自觉的需求， 并且以猛烈而激进的手段来满

192 足自己的需要。 一切古老的文明都曾经设置典礼官， 他们负责传统仪

礼的传承卢在埃及、 中国、 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国王胖

烈二世及其继任者的宫廷里， 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里， 我们都发现

君主的侍从只是名义不同而已， 而且在共和体制里， 比如罗马的共和

时期里， 也有专职的审查官严密监控古老的风俗；即使在希腊， 宗教

生活也要受制于最绝对化的仪式。 我们讥笑这些烦琐的仪式， 同时却

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如今神气的缝纫师、 实力雄厚的制造商和记者与

时尚模仿的密切关系， 就像昔H民事或宗教典礼官模仿风俗的关系，

两者正好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又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如今的缝纫师、

制造商和记者喜剧似的重要性和昔H典礼官也是一样的。 他们裁剪我

们的衣服、 交谈、 信息、 口味和欲望， 根据的是一个统一的模式， 偏

离这个模式是不妥当的。 这个模式从欧洲大陆一端到另一端的一致性，

被认为是文明的显著迹象；同理， 千百年间的传说、 传统和风俗的传

承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辉煌的基础， 这样的看法是非常明智的。＠

其次，模仿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 有意或自发、 自愿或不自愿的。

不过， 我并不太看重这样的划分。 随着一个民族开化程度的增长， 它

0 有些仪礼非常古怪。 在中国皇帝新婚之夜， 两位典礼官要出席隆重大典， 要在皇帝

寝宫里唱
“

君子好逑
＂

。 作者注

＠ 斯宾塞论述
“

讲究礼仪的政府
”

的话很有道理， 他隐约确认了我们上文提出的观

点。 不过他似乎认为，札仪在逐渐简化， 礼仪在社会发韧期是最强大的， 这个说法并不妥

当。 他笔下所谓的原始社会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 仪礼在漫长的时光里早巳逐渐形成

了。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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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的方式是不是就越来越自觉、有意和自愿呢？我想事实正好是相

反的。 个体无意识的习惯在发纫之初是有意识的、自主的行为；同理， 193 

一个民族符合传统或风俗的一切所作所为在最初滥觞之时， 也是一个

艰难的问题， 需要反复拷问是否需要引进。 当然， 我必须补充说， 许

多模仿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无意识的、无意为之的。 口音和举止的模仿

就是无意识的， 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关的理性和情感的模仿行为， 常

常是无意识的、无意为之的。 显然， 模仿他人意志的行为 这是自

发性的服从行为最恰当不过的定义 必然是非随意的。 但是， 我们

必须说， 非随意、尤意识的模仿决不会成为随意和有意的模仿；相反，

随意和有意的模仿却可能带上相反的特征。 此外， 让我们再进一步区

分这两层意思：思想或行为上有意识地模仿某人做某事， 那是一 回事，

自己有意识地设想去做某事或具有做某事的意志， 那却是另 一 回事。

在第二层意思中， 意识或意志是常见的、普遍的事实， 文明进步既不

能够放大这样的意识或意志， 也不能够削弱这样的意识或意志。 在第
一层意思中， 模仿某人做某事的意识是最容易变化的， 文明似乎并不

鼓励我们这样去理解意识或意志。 在野蛮人的眼中， 他的部落悠久的

风俗或宗教就是正义或真理的化身， 他有意识地模仿祖先， 渴望像祖

先那样执行司法仪式或宗教仪式 毫无疑问， 在这一点上， 野蛮人

丝毫不比现代的劳工逊色；甚至可以说， 和现代中产阶级相比， 他们

也毫不逊色。 野蛮人模仿祖先， 就像今天的中产阶级模仿邻居、 雇主、

编辑， 就像中产阶级模仿人家在报纸上的言论、 模仿人家客厅里的家

具一样。 然而， 在野蛮人和现代人这两种情况下， 如果认为人之所以

模仿是因为他希望模仿， 那就错了。 这是因为， 模仿的意愿本身是通

过模仿而代代相传的。 我们模仿别人的行为之前， 首先是感觉到有必

要， 然后才开始模仿， 我们感觉到模仿， 那是因为我们在模仿， 那是

因为这是别人给我们的暗示。

我们说了模仿固有的特征， 现在转向不同的模仿遭遇到的不同的 194 

命运。 模仿的命运随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内容可能是符号， 也可能是

符号表征的事物， 符号是内向的范本， 它表征的事物是外向的范本），

由千模仿源头的人物、阶级或地域的优劣， 模仿的命运各有不同， 由

于模仿的源头是过去或当代， 模仿的命运也各有不同。 在这一章里，

我想说明：假定在逻辑价值或目的论价值相同的情况下， （1)主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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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被模仿的机会走在前， 客观范本被模仿的机会走 在 后产(2)被认

为占优势的人物、 阶级或地域的范本将获得胜利， 处于劣势的人物、

阶级或地域的范本败下阵来。 在以后的章节中， 我将说明： 我们认为

的优势有时附着于当前，有时附着于过去。 这是一 个有力的因素，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有时有利于祖先的范本，有时又有利于当代人

的范本。

从内心到外表的模仿。 用可传递性 (transmissibility)

的观点来比较不同的生理功能， 井举例说明。 原始

的服从与轻信 (credulity) 。 教义的传递走在仪式的

传递之前。 钦佩走在嫉妒之前。 思想的传播走在表

达的传播之前；目的的传播走在手段的传播之前。

用这个规律来解释遗存 (survivals) 。 这个顺序的普

遍性。 这个普遍性可以用来分析女性的模仿。

如果不想在这艰巨的任务前裹足不前，此刻正是我探索一 个未知

领域的大好时刻。 我们来探索机体生活或心理生活的不同功能，看看它

们如何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我们从这些功能传播的一般趋势来看问

题。 这个可传递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国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现在还不可能精确计量可传递性， 只有等到统计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之

后，才有这个可能。 因此，三言两语说 一说这个课题应该就足够了。

口渴是不是比饥饿更容易通过模仿而传染给别人？我想是的。 这

195 可以解释酗酒现象的快速泛滥。 美食的追求也在走强，从中产阶级、

劳工和农夫食谱更加丰富多样的势头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这个势

头显然比酗酒来得慢。 同样的饮料可能在大片土地上风靡一时（茶在
一地，酒在另 一地， 啤酒在这里， 巴拉圭茶 在那里，等等）；与此相

反，地方特色食品极其丰富多样的势头仍然成为主流。 口渴是否比性

欲更容易传染人呢？我想它赶不上性欲的传染性。 淫荡是最容易孽生

的第一罪恶，比酗酒还坏；在大群男女聚集的地方，在大群人定居的

心 模仿从内心到外表、从被表征的事物向符号的前进， 回答了一个内在的逻辑需求 ；

因此可以说， 以此为基础的一些考虑已经在上一章里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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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里，最容易孽生。 腿的迈步、上身的移动就更容易传播了。 齐步

走的刺激是军人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军人与战友齐步走的倾向首先是

固有的倾向，然后才成为必须的义务。 非常仔细的测试证明，同一个

村子里的人走路的速度一般是相同的。 在习惯于共同生活的人中，独

特的举止和手势比独特的步态更容易传播。 现代医院里的歇斯底里痉

挛容易成为流行病特征，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吧，就像过去女修道院容

易闹鬼一样。 像一切交流功能一样，语音的模仿功能特别突出，语音

的模仿功能在传递思想、 选词和发音方面尤其突出，而不是在音色方

面特别突出卢口音也是可以传播的。 一个城市在饮食衣着上早就和

其他城市打成一片后，它还保留着自己特别的方言。 因无聊而打呵欠

有一个心理的原因，所以它比喷嗖咳嗽更容易传染人。

高级感官的功能比低级感官的功能更容易传播。 我们很可能会模

仿正在观赏或聆听的人，但模仿他人嗅花或尝鱼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大都市休闲的地方很快就会聚集很多人，其理由就在这里。 我们看见 196 

有人到剧院门前排队就急忙跟着去买票，透过玻璃窗看见饭店里的食

客，却不会急忙走进去吃饭。

在传染性上，对奢侈品的一切感情和需要都胜过简单的口味和原

始的需要。 至于细说感情，我们能不能够说，钦佩、信心、爱心和服

从等感情，就一定比鄙视、 怀疑、仇恨和嫉妒等感情优越呢？一般的

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否则社会就不能够长治久安了。©同 理，虽然经

常会出现恐慌的流行症，然而希望总是比恐怖具有更强大的感染力。

同样，懒散总是比雄心和贪婪有更强大的感染力，节省总是比贪求更

具有感染力。 对维护社会太平而言，这实在是大幸。 勇气总是比懦弱

更具有感染力吗？要做出肯定的回答，我却没有很大的把握。 在传染

性上，好奇心即使不占据至尊的一席，至少也得占有主要的一席。 一

切最终发动宗教、政治、 艺术和产业革命的人群， 起初都是在好奇心

的影响下聚集起来的。 即使看见别人对鸡毛蒜皮的事情产生好奇心，

我们也马上渴望知道他为什么感兴趣。 好奇心传播得很快，好奇心传

播得越快， 人们的好奇心就越是强烈；好奇心是通过互动而产生影响

的。 每当一个新奇的事物比如一篇布道辞、 一个政纲、一个哲学思想、

0 儿童最喜欢模仿给人印象最深的声音， 他们觉得模仿声音比模仿手势还好玩。— —

作者注

＠ 在一个民族上升的时期无论如何是这样的。 只有在一个民族衰落的时候， 它才看见

蔑视人的判断比钦佩人的判断传播得更快。 作者注

I七，篡大名3。 ,北贰41 4 1 | 



一件商品、 一首诗歌、 一部小说、 一出喜剧、 一部歌剧等在一个令人
瞩目的地方比如首都出现时， 只要 有十来个人注意它，成百、 上千、
上万的人很快就会对它感兴趣，并热情地拥抱它。 有的时候，这样的

197 热情甚至带上了歇斯底里的特征。 15 世纪德国的风笛手伯姆 (Bohm)

宣传兄弟平等、 财产共享的福音时，离家出走的狂潮随即而起。 扬
森叮专述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 ＂熟练工人急忙离开作坊，农家女儿手
握嫌刀追随而至。”伯姆布道儿个小时之后，3万多人就已经跟随他来
到一块没有食物的不毛之地。 一旦好奇心被调动起来，蜂拥而至的人
群就必然被牵着鼻子走，布道的牧师、 雄辩家、 戏剧家和流行小说家
试图普及的各种思想和欲望，都将成为令人陶醉的力量。

里博＠先生指出，悄感的记忆比思想的记忆要持久得多。 我却想
说，情感的模仿比思想的模仿（传播） 要持久得多。 毫无疑问， 道德、
宗教和道德情感是互相影响的，其持久性显然要超过思想观点或原理
的持久性。

不过我已经花了足够的篇幅来扫描一组思想， 我不想再进一步细
加分析。 让我们转向 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理（道理、 事实）。

逻辑不起作用的模仿分为两大类：轻信 (credulity) 和顺从 (do

cility) ，也就是信念 (belief) 的模仿和欲望 (desire) 的模仿。 表面上
看，把被动追随另一人的思想叫做模仿，似乎是有一 点奇怪。 然而已
如上述，一个脑袋对另一个脑袋的反映无论它是主动还是被动，其实
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用模仿这个词的引申义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
说学生重复老师的话是模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说，他接受老师
的思想后马上把它说出来就是模仿呢？我把顺从当作模仿，也许读者
也可能会感到吃惊。 然而尤论如何，把顺从纳入模仿是有道理的，也
是必要的，这一点很容易证明。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看清模仿现象
的全部意义。 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时，一个阶级模仿另一个阶级的衣

198 着、 家具和娱乐时，它已经借用了后者的欲望和情感， 因为衣着、 家
具和娱乐是欲望和情感的外在表现。 由此可见，它可以而且必须借用

0 扬森 (Johannes Janseen, 1829-1891) ， 德国历史学家， 著《中世纪结束后德意志
民族史》(8卷）， 认为14至15世纪是德意志的第一个鼎盛期， 他认为马丁·路德发动宗教
改革运动削弱了德意志的社会结构， 导致混乱和民族退化 。 中译者注

＠ 里博 (Theodule Armand Ribot, 1839-1916) ， 法国心理学家， 心理病理学的创始

人， 早期机能心理学家， 在心理学的诸多领域都有涉猎和建树， 撰写了大量著作， 代表作有
《记忆疾病》、《意志疾病》、《人格疾病》、《注意心理学》、 《论创造性想象》、《论热情》、《情
感心理学问题》、 《无意识生活与活动》等。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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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意志，就是说，它想要的东西就是人家想要的东西。心
意志与情绪和信念结合在 一起时，就成为最富有传染性的心理状

态，我们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生气勃勃的权威人士对柔弱的人具有
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他给这些弱者指明方向，对他的服从不是任务而
是需要。每一个社会纽带都是这样开始的。总之，服从是信念的姐妹。
人们服从的原因和相信的原因是相同的；正如他们的信仰是某一个使
徒信仰的辐射一样，人们的活动只不过是师长意志的外在流露。师长
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使徒的信仰就是他们的信仰。因此，师长或
使徒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就怎么说怎么做。实际上，一个 人最可能模
仿的人或阶级往往是他最恭恭敬敬服从的那些人或阶级。普通人总是
倾向于模仿国王、朝臣和上层阶级，模仿的程度由他们归顺的程度决
定。在法国革命的前夜，巴黎人不再模仿宫廷的时尚，不再鼓掌欢迎
拥护凡尔赛宫的戏剧，因为不服从的精神已经大踏步前进。在一切时
代里，统治阶级都是社会的模仿对象，至少起初是社会的模仿对象。 199 

在社会摇篮里、在家里，模仿和服从及轻信之间的相关性严格地说是
非常明显的。对孩子而言，父亲是永远正确的圣贤和至高无上的君主，
起初尤其是这样的。因此，父亲是孩子最高的模仿对象。＠

由此可见，与我们从某些表象可能推导的结论相反，模仿在人身
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乍一看，一个民族和阶级模仿另 一个
民族或阶级时，．首先息模仿其奢侈品和艺术，然后才迷恋上其爱好和
文学、目的和思想，也就是其精神。然而，事实刚好相反。16世纪，

(j) 此外， 指令起初也是范本 。 我在《社会逻辑》 一书的序言里， 阐述了范本逐渐转化
为指令的步骤：“在一群猴子、 马、 狗甚至是蜜蜂或蚂蚁里， 领头的动物把心里想到的指令
用示范行为表现出来，让其他动物模仿。 起初， 指令的意向和指令的行为是浑然一体的；稍
后， 指令的意向从指令的行为中分离出来。 最后， 领头的动物只需要做出大致的动作， 把动
作简化为一个姿势， 以后又进一步把姿势简化为一种符号、 一个呼喊、 一个眼神 、 一种态
度，宜至简化为一个清晰的叫声。 不过这个能够表情达意的语词总是能够唤起一个转换成的
动作的意象一 —当然这是一个熟悉的动作， 因为天才的手笔是无法事先描绘清楚的 这个
意象和领头者最初示范的动作应该是等值的。 ” 作者注

＠ 我们可以说，肯定是这样的情况。 我所谓的模仿就是一个脑袋对另 一个脑袋的远程
作用，这种作用可以被纳入催眠术暗示的范畴；模仿是正常而连续的现象， 它可以被比喻为
催眠术那种罕见而异常的现象；催眠术是模仿作用的一种异常的现象，不过它是被放大了的
模仿， 是强度更高的模仿。 我们知道被催眠的人很轻信、 很顺从。 我们知道他就像一个滑稽
演员。 我们知道向他暗示的人格就像是他的化身 。 我们知道这个人格首先是进入他的心灵和
性格，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人格才在他的姿态 、 手势 、 言语里表现出来。 他的主
要特征就是绝对的轻信和顺从。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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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时装之所以进入法国0，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文学的杰

出成就已经压在我们头上。 到了 17 世纪，法国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

法国文学君临欧洲，随后法国艺术和时装就走遍天下。 1 5 世纪，意大

利虽然被征服并遭到揉蹦，可是它却用艺术和时装侵略我们，不过打

头阵的还是他们令人惊叹的诗歌。 究其原因，那是由于它的诗歌挖掘

并转化了罗马帝国的文明，那是因为罗马文明是更加高雅、 更有威望

的文明，所以意大利征服了征服者。 此外，法国人的住宅、 服装和家

具被意大利化之前，他们的习惯早就屈从于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教

200 廷，他们的良心早就被意大利化了。

意大利人模仿他们复兴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时，他们是从哪里开始

的呢？他们首先模仿的是古代的外在东西， 比如雕塑、 壁画和西塞罗

的修辞和格律，以便能够逐渐用古代的精神充实自己吗？刚好相反，

那些辉煌范本吸引的首先是他们的心。 这种新的异教信仰使整个社会

改而信仰业已死亡的一种宗教，首先是学者改信，接着是艺术家改信

（这个顺序可以颠倒）。 一种陌生的宗教——－无论其生死一一由于难以

抗拒的使徒传道而使人着迷时，它首先是让人相信，然后才是让人去

践行。 宗教的传播不是从木乃伊开始的。 木乃伊不会使人产生德行和

信仰，决不是这样的。 起初，新的教徒得到的印象是宗教的灵魂，这

个灵魂独立千外在的形式，过了很久之后，虽然宗教仍然存留在风俗

之中，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崇

拜中的形式主义才成为空洞无物、 毫无意义的东西。 于是，文艺复兴

初期的新教徒仍然保留着封建的风俗和基督教的风俗，但是他的信仰

已经是异教徒的信仰；他过分追求感官享受、 过分追求光荣的激情就

可以证明这一点。 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在道德上和礼仪上成为异教徒，

先是道德上变，后是礼仪上变。 再往前追溯到5世纪和6世纪的野蛮

人，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克洛维©或希尔佩里克©就是这样

的。 他们迫使自己屈服千罗马的风俗，佩戴罗马执政官的徽章。 不过

在这种笨拙、 肤浅的拉丁化之前，他们在改宗基督教的过程中业已完

成了深刻的拉丁化，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使他们痴迷的古罗马文明只

0 博丹 (Jean Bo如， 1530—1596, 法国政治哲学家。— 一中译者注）写道： “谈到着

装，如果有谁不穿西班牙传进来的裙环裙，她就会被评价为呆滞、 无礼， 这种张开的裙子是
风靡一时的时尚。” 作者注

＠ 克洛维 (Clovis, 约 466-511) ， 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中译者注

＠ 希尔佩里克 (Chilperic, 约 530-584) ， 墨洛温王朝苏瓦松国王。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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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基督教了。

假定两个不同宗教的民族接触，比如异教徒与基督徒、 基督徒与

穆斯林、 佛教徒与儒教徒等接触。 双方借用一些新的仪式来阐述自己 201 

独特的教义；在继续实行古老的仪式时，他们借用的新教义又或多或

少与原来的教义产生矛盾。 现在要问，仪式是否比教义传播得快一些？

旧仪式存留于新宗教的事实说明，教义的传播要慢一些。 同样，两个

民族可能互相借甩思想和语言形式，但是他们首先借用的肯定是思想，

然后才借用语言形式。 如果他们借用彼此的法律程序和仪式，又借用

彼此的司法原理，司法原理的交换肯定要比法律程序和仪式快得多。

因此，罗马、 英格兰、 法国各国的法律改革之后，法律的形式还是长

期保留下来了。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模仿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身上，也

可以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从一个阶级传播到另一个阶级身上。 假定一个

阶级与另一个阶级接触，又不受其制约时，他们起初模仿的是另一个

阶级的口音、 服饰、 家具和建筑，最后才接受这个民族的原则和信

仰－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这个假设把事物普遍而必然的顺序

颠倒了。 实际上，模仿从内向外传播的顺序有一个最有力的佐证： 在

阶级关系里，嫉妒决不会走在服从和信赖的前面；相反，它总是前一

种服从和信赖状态的标记和结果。 对罗马贵族、 雅典贵族、 法国旧王

朝贵族的盲目而顺从的忠诚，总是走在嫉妒的前面，所谓嫉妒就是从

外在行为上模仿的欲望，这个欲望是贵族激发起来的。 嫉妒是社会变

革的症候；社会变革缩短阶级之间的距离，减少阶级资源的不平等；

这不仅使各阶级的思想和目的传播开来，而且使同一宗教信仰里的人

共享爱国情怀或宗教感情，使他们享受的奢侈品和福利也传播开来。

在这里，服从是原因，它产生了嫉妒，嫉妒是它的结果。 因此中世纪 202 

意大利城市里历史悠久的贵族或中产阶级的教皇党掌握政权之后，他

们使用权力的风格就证明了他们以前所受的制约，也是其继续；这是

因为他们制定的压迫性法律，本来是反抗世袭贵族的，可是又受到模

仿古代贵族需要的驱动。

可以说，服从与信赖、 对公认优势者的主观模仿，是受忠诚促动

的，也是受钦佩促动的；同样，对受到置疑或怀疑的优势者的客观的

模仿，是出于嫉妒心的蔑视。 显而易见，人们对旧主人的态度是从爱

走向隐隐的嫉妒，从钦佩走向公开的蔑视；反过来，他们对旧主人的

态度绝对不可能从嫉妒回到爱，从蔑视回到钦佩。 为了满足自己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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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和钦佩的需求， 他们就必须不时地为自己培养新的偶像， 然后又
在稍后的时间里粉碎这些偶像。CD

有人说人们只受到恐惧的控制， 那实在是大错特错。 刚好相反，
一切证据显示： 一切伟大文明之初， 或者说一切宗教体制或政治体制，
包括现代的宗教体制或政治体制， 都付出了现代人不太了解的爱， 都
有现代人未能满足的那种爱。 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一切。 如果没有
这个事实， 一 切都无法解释。 倘若斯宾塞大肆渲染的王 神(king
god)不是既令人恐惧又受到爱戴， 他立即就会被臣民杀害。 如果回到

203 社会的摇篮期去考察， 我们应不应该相信， 远古的家长、 最早的王—

神对自己的子女和奴隶享有绝对的权威， 以至于使他们感到恐惧呢？
即使他的奴隶不爱他，至少他的子女是爱他的。 也许他们对他的爱超
过了他对他们的爱；这是因为在这里和在其他方面一样， 单边的东西
似乎走在双向的东西之前。 古代文献使我们认为， 古代父亲的慈爱赶
不上现代父亲的慈爱。 我说的不是母爱， 因为母爱的动因主要是生命
力的爱， 而不是社会性的爱。 正是这个原因使母爱比较深厚而持久。
现在看来， 子女的爱一开始就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单向的情感。 我们可
以把原始的家长描绘成集国王、 法官、 祭司和教师于一身的人。 他就
像一个小小的路易十四， 他没有认识到， 他的臣民也指望从他那里得
到一定的权利；他完全是自私自利的， 只想得到臣民的崇拜， 他看到
自己的光辉， 他承认有责任保护臣民。 反过来， 臣民们对他感激涕零，
仿佛享受到了他赏赐的恩惠。 千是， 他就被神化了。 家族的崇拜、 香
火的延续是城邦的基础， 也是文明的基础。

《圣经》和古代立法都证明， 子女对家长非常相信、 百依百顺。 他
的思想被神化， 他的意志不必用话来表达， 子女总是一切以他为榜样，

204 总是要模仿他的口音、 语言、 姿势和仪态。 如果不是一切信赖和服从
而对家长有所理解， 他们绝不会徒劳尤益地模仿他的外在行为， 绝不

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不平等越是表面化，劣势人就越难以忍受不平等。 其原因

是，社会不平等被软化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钦佩、 轻信和服从再也不可能产生；钦佩、 轻信

和服从的倾向都产生社会力鼠。 于是，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 于是，它们就激起嫉

妒，嫉妒又促使其消广。 在这一点上， 实用的需求也类似于审美的需求。 审美的观念杜绝了

椭圆形与圆形 、 平行四边形与正方形的妥协。 一旦椭圆形两根轴线不合比例、 平行四边形的

长宽不合比例，我们的审美感觉就渴望完全压抑这样的失衡；不合比例的程度越低， 我们的

渴望就越强烈。 一旦社会各阶级实现了大致的平等，嫉妒就完成了它同化的任务， 就倾向于

消亡；千是，嫉妒的作用就受到这种极端平等趋势的损害 。 个人对多样化的需求 、 对趋异的

需求， 即所谓对自由的需求就产生于平等，平等就产生于相似性 。 千是， 只要不出现新的不

平等，社会就回到使野蛮状态瓦解的局面 。 然而，新的不平等总是要出现的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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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凭外在的东西就信赖他、服从他。靠外在模仿的方法是不可能形成
社会纽带的。不过，让我们再回溯到史前史的黎明期，那时的人尚不
知道语言为何物。在那个时候，脑袋里私密的内容，它的欲望和思想
是如何从一个脑袋传入另 一个脑袋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动物社会
的行为来推断。动物没有符号，但是它们似乎互相理解，好像用暗示
在心理上实现了 “通电 ”

一样。应当承认，在那个历史的黎明期，大
脑之间的远距离作用也许是令人惊叹的，也许这种交流的深刻性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有所下降。催眠术的暗示能够给我们一个朦朦胧胧的概
念，这种病态的现象有点像正常的现象。大脑之间的作用是一个根本
的问题，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止步的地方就是它开始的地方）应
该解答这个问题。

语言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思想和欲望从 一个头脑 进入另 一个头脑，
而不是启动了这样的嫁接。 因此，模仿的走向是从里到外的。如果没
有这样的进步事先存在，语言诞生是难以想象的。言语的发明者首先
在自己的脑子里是如何把一个给定的思想和一个给定的语音联系起来

（用体态使之完善）的呢？这一点不难理解。然而，仅仅靠对方听见他
发出的语音，他又怎么能够向另 一个人暗示这个语义关系呢？这个问
题就难以理解了。倘若听话人仅仅像鹦鹉学舌一样地重复这个语音，
不能够把它和语义挂钩，我们就难以明白，这种表面上机械的重复怎
么能够使他理解陌生人的意思，如何能够使他从语音过渡到语词。必
须承认，语义是通过声音传播的，语义反映了语音。催眠术用暗示创
造的奇迹近来已非常普及；凡是接触过催眠术的人肯定是不难承认这 205 

个假设的。
况且，观察两三岁幼儿唯呀学语的情况就可以加重这个假设的分

量。他们学会表达想说的东西之前，早就能够听懂父母对他们说的话。
如果不是从里到外地模仿成人，他们怎么能够先听懂话然后才说出话
来呢？承认这一点之后，语言在幼儿身上的扎根虽然神奇，理解起来
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历史发韧期的语言不是后来那个样子的语言，
不是用作知识和观点交换的语言。我经常提及任何学习过程都有一个
先单边后双向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在其发韧期，语言一定是父亲
给幼儿的单边传授或指令，是对不做应答的神灵的祈祷，它一定具有
一种祭司的、君主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权威，伴有暗示的幻觉，它是
一种神圣的仪式，是令人敬畏的垄断。那时的统治者就像现代的老师
一样，只有他才有权在他的领地里大声说话。此外，唯有少数上帝选

1第六零趋逻 ，屿膨直:;1 147 | 



中的人、 先是令人钦佩对象后来成为令人嫉妒对象的人， 才知道如何
说话。

以后，使用文字的权利也是由上层阶级垄断的；在不识字人的心
里， 文字曾经享有崇高的威望， 其原因就在这里。《圣经》 里就有这样
的记载。 倘若言语失去了文字那样的威望， 显然那是因为它比文字要

古老得多。 然而， 言语曾经享有崇高的威望， 其证据有：古老司法程
序被赋予圣典的功能，《祈祷书》被赋予神奇的力量， 雅利安人的《吠
陀经》、 拜占庭人的圣语、 基督徒的逻各斯被神化的地位等。 我将在另

206 一章里说明：消费需要总是走在生产需要的前面， 这个 重要现象和模
仿从里到外的走向是有关系的。 如果此说不错，听的需要一定走在前，
说的需要肯定跟在后。

一个占优势的脑袋对一个被支配的脑袋具有远距离的作用， 一旦
受到言语交流习惯的促进和调控， 这种作用就得到了难以抗拒的力量。
语言起初是管制的工具， 从它今天最新的形式即报纸的力量， 我们就
可以对这个 工具的作用略知一二， 尽管由于扩张和内耗它已经失去了
一部分力量。 多亏了言语， 模仿才能够在人类世界里突显出它的主导
作用。 首先， 它以最活生生的样式依附在人类最固有的特征之上， 并
且以难以想象的精确度复制人们潜隐的思想和目的；然后， 它才以不
那么准确的方式来捕捉住手势、 态度和动作的范本。 动物界的情况则
刚好相反。 动物的模仿相当不精确， 仅仅表现为鸣叫、 肌肉动作的复
制， 而神经传导的现象、 思想和欲望的传播总是模模糊糊的。 动物世
界停滞不前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因为， 即使一个机灵的念头在一只
乌鸦或野牛的脑袋里闪光， 根据我们的假设， 它也必然随着这只动物
的思维而消失。 在动物界， 首先和显著的模仿是肌肉的模仿；在人类
身上， 首先和显著的模仿是神经的模仿和大脑的模仿。 这就是人类和
动物界的主要差别， 我们可以用这个 反差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优越性。
在人类社会，好的思想绝对不会丧失， 每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都生活在
后代的身上， 都把后代提升到了他的高度。 有的时候，好的思想也可
能长期限千疯人的视野或暴君的尤常， 这都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 从
领袖身上传播到大众身上时， 这些思想至少是产生了宗教或政治一致

207 性的重大好处和根本利益；同理， 正确的思想和实际的应用露头之后，
同一科学和相同道德中的普遍参与， 将会成为艺术或产业繁荣不可或
缺的要素。

我们认为， 艺术并不像斯宾塞主张的那样演化。 他认为， 艺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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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比较客观的东西走向比较主观的东西，从建筑走向雕塑，从绘画
走向音乐和诗歌。相反，艺术总是发韧于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诗或相
当完美的诗歌创作。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圣经》、但丁的《神
曲》等都是高山流水一样的源头，一切艺术注定要从这些源泉里流淌
而出。

如果给予更加精确的表述，这个从里到外的模仿过程就含有两层
意思 ： （1)思想的模仿走在思想的表达之前； （2)模仿的目的走在模
仿的表达之前。目的和思想是内在的东西，手段或表达是外在的东西。
当然，我们被吸引去模仿的一切东西，似乎是达到旧目的的新手段，
是满足旧需要、表达旧思想的新手段。与此同时，我们开始采纳的革
新唤起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目的。不过，这些新的目的、 新的需要是为
了新的消费，它们俘虏我们、在我们身上传播的速度比上述手段或表
达要更加容易、更加快捷。。

如果一个民族处在开化之中，如果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成倍增长，
那么，他们消耗的东西就超过他们的生产能力，且超过他们想要生产
的东西。如果用审美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说，情感的传播走在
才能的传播之前。情感是判断和欲望的习惯；由于不断重复，情感的
习惯很活跃，几乎成为无意识的东西。才干是从事活动的习惯；由千
不断的重复，才干儿乎成为灵敏的机械工具。可见情感和才干都是习 208 

惯；唯一的不同是，情感是主观的事实，才干是客观的事实。现在看
来，审美情感的形成和传播走在前，能够满足它们的才干走在后，难
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常常看到，颓废时期的艺术鉴赏力在灵感耗尽
之后仍然绵延不息，这个常见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证明孰前孰后吗？

没有一种艺术能够造就它自己的宗教，风格不可能造就支撑它的
思想；然而，宗教或思想终究能够造就艺术或风格，艺术或风格仅仅
是表达宗教或思想的手段而已。难道可以想象，契马布埃＠或乔托©的

心 当然，我不想否认，有时候的模仿是模仿外表不模仿内在的东西。 妇女儿童就是这
样的（不过这样的模仿还是比人们想象的少），但这时的模仿停留在外表。 与此相反，我们
先从内心开始模仿的时候，我们就从外表过渡到了内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在监狱
里囚禁多年之后，他的外表就像他的狱友。 ”他们的习惯、 思想、 衣着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印
记，外表上成为我的东西， 可是这些外表的东西却不能渗透到我的内在气质里面去 。 ” 一一

作者注
＠ 契马布埃 (Giovanni Cimabue, 1240? -1302?）， 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 扬弃

拜占庭风格，其风格为乔托的艺术奠定基础，任佛罗伦萨学院首任校长 。 — —中译者注
＠ 乔托 (Giotto di 氏ndone, 1267-1337),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

突破中世纪艺术传统， 创造了叙事性构图、 深入刻画人物心理的风格。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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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走在基督教的传播之前吗？我们的模仿律可以解释：为何信念

的融合时时处处总是走在前， 艺术或道德的融合却远远掉在后面；

为何即使在敌对的小国寡民时期， 一 个共同的宗教也能够传遍辽阔

的地区。 我们知道， 希腊的运动 和神谕尤其是特尔斐神庙的神谕和

奥林匹亚运动会， 创造并加强了希腊民族的感情， 尽管它那时分裂

为许多小国。 然而， 早在运动会成为共同的中心之前， 早在他们有

机会从外部事物互相观摩、 互相模仿之前， 神谕的权威就已经成为

他们全民族的共识。 神谕的起源消失在难以想象的远古时期。 同样

的道理， 在中世纪时期， 支配整个欧洲的共同信仰走在前面， 其后

过了很久， 君主们才能够逐步实现各国臣民在外表上的趋同， 这个

过程凭借的手段是辉煌的宫殿和富有传染性的奢侈品。 与之相反的

例子一个也找不到。

我们知道， 尤论司法变革或立法变革多么具有活力， 它们都不可

能走在前， 而是只能够隔着一段距离走在相应的思想变革和经济变革

的后面。 我们的模仿律命题要求这样的顺序。 它还得出这样一 个必然

209 的结论：法律是社会的外部框架， 它们体现希望和思想， 由于内在的

生存理由， 在相应的希望和思想消失之后， 它们还会遗存一段时间。

法律来得晚， 展开的速度又比较慢， 所以它们就必然或可能继续遗存
一段时间。 有些风俗也是这样的， 我们的观察已经证明这一 点， 只有

这个普遍的现象才能够解释我提出的这种滞后现象。 卢伯克。用了一

个很好的术语
“

遗存
“

， 借用这个术语就可以说， 风俗的遗存已经非常

清楚地说明了过去的风俗， 实在不需要我们罗列许多例子。 尽管如此，

让我们回忆这两种情况：母系制被废止甚至是被遗忘之后， 丈夫卧产

床的
＂

产翁
“

风俗就使之遗存下来， 这就把虚拟的母亲功能转移到父

亲身上；抢婚制废止之后， 婚礼保留了虚拟的抢婚风俗。 直到路易十

六成婚之时， 婚礼现场支付23个德尼厄尔的风俗在法国一些省份仍然

非常流行， 这就是昔日买妻风俗的遗存。 拒绝圣餐教义的教派仍然模

拟领圣餐的仪式， 反对婴儿受洗的自由思想家举行一个类似洗礼的小

公民仪式。 此外， 现存的各个宗教难道不是借用了某种已经消亡的宗

教的仪轨、 仪式和列队行进吗？圣餐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 有新

的词义注入，但词根的原义还是保留下来， 这不是老器官适应新功能

叩 卢伯克 (Sir John Lubbock, 1834-1913) ， 英国银行家 、 博物学家 ， 著《史前时
期》、《文明起源与人类的原始状态》、《昆虫的起源与变异》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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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刚才讨论了司法遗存。 我们的法典里充满了这样的遗存。 虽然

封建法律已经死亡好几个世纪，但是我敢挑战法学权威说： 如果不用

封建法，你能够说清楚恢复占有权的诉讼叮和确认所有权的诉讼笠之间

的区别吗？这正是我们治安法官的眼梦。 最后要举的例子是艺术 和诗

歌。 我们常常看见，一个流派已经过气，可是它的影子 却遗存下来，

进入了一个新天才的作品之中。

这证明了什么呢？它首先证明，人模仿过去的倾向是非常顽强的。

但是除了以审美、 仪式或纯粹机械的形式模拟业已 消失的希望和信念 210 

之外，我们还看见： 如果模仿的内在成分比较古老或演变得比较快，

那么它的内在成分消亡之后，它的外在的成分却可能遗存下来 这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

上文探讨的遗存给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一个反证。 以下即一些观察

结果将使一切残存的怀疑荡然无存。 随着这些遗存的传播，尊称［先

生 (sieur) 而不是老爷 (seingeur)]、 招呼（点头而不是封建时代的

屈膝礼）、 恭维等礼节逐渐缩短、 淡化和简约。 斯宾塞以如橡之笔把这
一 点表现得畅快淋漓。 这个事实要求，其他类似的例子可以确立相同

的关系。 经常使用的语词会紧缩并通俗化。 它们像滚石一样失去了锋

芒、 磨掉了棱角。 宗教信仰会失去激情，艺术会退化，如此等等。 这

些事实说明：模仿必然使范本弱化，因此如果要振兴失去活力的社会，

就必须要有新发明和全新的模仿源头。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道理

很有意思。 不过情况是否总是如此呢？不是的。 这样的相似性只存在

于我们刚才比较的各种进化的最后阶段之中。 一个词紧缩之前，它一

定经历了一连串处于上升阶段、 尚未衰减的模仿，一定会经历形成、

养成和放大的阶段。 教义、 仪式衰退之前，一定会在年轻的教徒中盛

行并广泛传播。

这样的反差从何而来？难道不是来自于以下的事实吗？在起初阶

段，模仿基本上是从内心开始的，而且它必然与信念或欲望的传播有

关系；模仿的外在形式仅仅是信念或欲望的表达形式和次要的目标而

己；由千自身的规律，信念或欲望在传播过程中逐渐闪光、 交相辉 211

映。 与此相反，到了第二阶段，虽然内在源头逐渐干涸而且必然会

中 恢复占有权的诉讼(possessory action)， 请求确认或恢复对财产的实际占有的诉讼，

例如承租人不支付租金时，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要求返还租赁物 。 中译者注

＠ 确认所有权的诉讼(petitory action)， 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和实现财产所有权的诉
讼。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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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力址， 然而外在形式还是会继续传播下去 难道不是这样的

吗？于是，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释模仿的现象：模仿的走向是从里

到外，是从模仿的对象走向模仿对象的抽象符号。 到了某 一时刻，

被复制的东西不再是范本内在的一面， 不是言行中潜隐的信念或欲

望， 而是范本外在的一面。 现在要问：为什么这样的时刻一 定会到

来呢？原因是这样的：另一个信念或欲望已经登场， 并且和此前的

那个信念或欲望是完全不可调和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调和。 此

时， 范本虽然表面上继续维持生存，但是它在人的心里已经受到重

大的打击。 模仿对象继续以自我肢解和自杀的状态苟延残喘， 直到

某一个新的灵魂继之 而起卫从德尔图良＠的著作和考古发现我们都

可以知道， 早期基督徒虽然有宗教热情和虔诚，但是他们的外表生活、

衣着还是像异教徒， 他们的娱乐也像异教徒 尽管这些衣服和娱乐

含有反基督教的不雅观成分。

在结束模仿从里到外走向的探讨之前， 我必须要提请读者注意：

在它这个走向方面和其他方面，模仿与其他的重复形式之间， 有一些

相似之处。

生命研究的固有规律是非常朦胧的， 由此可见， 一切生命过程，

从受精到死亡的一切过程，都是按照一种完全内在的绝对隐蔽的机制

展开的，仿佛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信念或灵感， 由祖先注入生命的胚芽
212 之中， 这种内在的隐蔽机制走在其外在的表现之前。 个体生命的演变

就是像抽丝剥茧一样的过程。 在受精 的那一刻，父母最重要的生命特

征就在孩子的身上得到重复， 由于父母特征的传播， 孩子自身的特征

也开始重复， 并且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外在特征；在胚胎身上，潜隐着

未来生长过程的全部信息。 与此相似，在一个新信徒身上， 他的带领

者最深刻的社会特征得到了重复， 并很快将成为新信徒祈祷和参与仪

式的源泉，使徒的祈祷和仪式将得到最忠实的重复。 类似性质的物理

现象与生命现象的相似性，也许更容易推测。 不过我们也知道， 如果

不承认有一种预设的隐蔽力扯或吸引力， 那就不能完美解释运动里的

O 保罗·维奥尔切中肯萦： ＂仪式是伟大的历史博物馆。”如果此说不错 我们的确

难以怀疑， 那么我们现在就该放弃斯宾塞的观点：仪式是原始的管制 。 博物馆绝对不是原始

的东西， 不可能生而完整， 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缩水。 博物馆的形成需要时间， 而且还
需要壮大。 此外， 博物馆还处在一代又一代的不断更新之中 。 作者注

＠ 德尔图良 (Tertullian, 约 160? —230?）， 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 用拉丁语写作，

使之成为教会语言和基督教传播工具， 著《护教篇》、《论基督的肉体复活》等， 对西方神学

产生极大影响。——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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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或重复；如果是那样， 通过接触或远距离作用而产生的传播或重

复， 都是难以解释的。 同样， 如果把化学变化和化合反应解释成原子

的结合， 却又不考虑原子的构造成分， 那样的尝试也不可能成功。 我

们的结论是：在自然界里和在社会里一样， 重复作用的走向是从里向

外的， 这是我不厌其烦地重申的结论。

在许多反驳这个结论的意见中， 读者也许会问：女性接受外来的

时装不是比采纳外来的思想快得多吗？不过在这个事例里， 内在的事

物、 意义所指的事物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她自我肯定的虚荣心， 为

了提高自己的身价， 她模仿上层阶级的服饰， 可那是因为上层阶级的

骄傲、 堕落和虚荣早已揪住了她的心。 二是她想讨人喜欢的性欲望，

她模仿的对象是同伴或地位相等的人， 那是因为她此前已经得到这样

的忠告：新款的衣服头饰会给她增添几分姿色。 此外， 这个例子不仅

说明从下向上的模仿律（下文马上将探讨这条规律）， 而且说明我正在

考察的从里到外的模仿律。 我们所知的每一 个女人都模仿她爱慕或钦 213 

佩的男人， 凡是她认为地位高于她的男人她都要模仿。 不过我们也会

注意到， 早在她模仿这个男人的举止和文采之前， 男人的情感、 思想

就已经传播到她身上了。 一个女人进入一 个自认为高于她的家庭或社

区时， 她就立即浸泡到这个新环境的思想、 激情、 偏见、 丑行和美德

之中；在类似条件下， 她完成这个濡染的时间比男人要快得多。 起初，

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 女人似乎不太受外在模仿对象的

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是由于从里向外的模仿律在她身上发挥

了完美的作用。 这个模仿律有一个相关的结果：悠久信仰的外在表现

也就是言语、 手势、 习惯和仪态， 在女人的身上比在男人的身上更加

持久；这个信仰业已消失、 不知不觉被另 一 个信仰取代之后很久， 其

外在表现还要在女人的身上滞留很长时间。 新的信仰攻破了她内心的

堡垒很久之后， 她才决定接受其外表的衣装。 这个事实古代如此， 如

今仍然是这样。 在16世纪， 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uerite de 

Valois)及其女性追随者的内心已经改宗加尔文教— 一实际上， 正是

通过她们这个群体， 加尔文教义才在法国传播开来， 虽然加尔文教并

不是让她们很开心�一部分原因无

疑是她们怕被杀害，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逻辑必然性：被表征的

事物应该走在符号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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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位到低位辐射的范本。 这条规律的例外；这条

规律的真实情况好比是热传导的规律。

人类的模仿从远古开始就带有深刻的主观性， 这个主观性能够使

214 不同的灵魂脱离各自的中心并将之捆绑在一起。 从上文可以看出， 主

观性的优势孽生出人的不平等， 学生出社会等级结构。 这是必然的结

果， 因为范本与副本的关系演变出使徒与教徒、 主子和仆从的关系。

因此， 既然模仿的过程是从范本的内部走向外部， 这里面就有一个范

本的下行过程， 这就是模仿从高位到低位的走势。 这就是从里到外的

模仿律隐含着的第二条规律， 这是值得我们单独审视的规律。

此外， 我们必须理解这第二条规律的走势， 也要了解第一条规律

的走向。 首先我们知道， 这些规律的基础有这样一个假设： 威望的影

响、 优势地位的影响不能部分地中和这些逻辑模仿律的作用， 更不能

全盘抵消其作用。 如果一个新思想具有相当明显的真理价值和实用价

值， 那么无论提出它的人的地位是多么低下甚至是多么受鄙视， 它最

终一定会在公众里得到广泛的传播。 所以， 奴隶和犹太人传播的福音

深入罗马世界的贵族阶层， 因为这个福音比多神教更适合回答罗马人

良心里遭遇的问题。 同理， 古埃及时期， 虽然埃及人瞧不起亚洲入，

他们还是把马从亚洲引进了埃及， 这是因为虽然驴子已经在埃及长期

使用，但是马还是比驴子优越， 它有许多用途。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此相似的是许多更加客观的例子。 脱离词义的词、 脱离教义的宗教

仪式、 脱离背后欲望的独特风俗、 脱离社会理想的作品或美术品， 也

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快速传播， 并且用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去替代

通常的表达方式， 因为这个新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更加栩栩如生、 更加

清楚或更加有力的。

其次， 即使逻辑律不发挥作用，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 不仅高

215 位人引起低位人的模仿， 并成为模仿的对象；不仅平民模仿贵族、 普

通信徒模仿教士、 外省人模仿巴黎人、 乡下人模仿城里人；而且， 低

位者也能够引起高位者的模仿， 或者可能被高位者模仿， 当然他们成

为模仿对象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要小得多。 两个人长期相处时， 无

论其地位多么悬殊， 他们总是要互相模仿的， 当然一个人的模仿要多

得多， 另 一个人的模仿要少很多。 低温物体的热量也可以流向高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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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 最骄傲的乡绅也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 他的口音、 举止、 观点
有一点像他的仆人和佃农，他尤法避免这个趋势。 同理， 许多外省人
的风尚和乡下人的语言习惯，静悄悄地潜入了城市的语言甚至是首都
的语言之中 ； 有的时候， 鄙俗的俚语也进入了高雅的客厅。 这种从低
到高的影响是各级事物的共同特征。 然而总体上说，高温体要向低温
体放射出大量的热星，而低温体却只能够向高温体放射出一点微不足
道的热量，这才是物理学的主要事实。 这才能解释，为何宇宙的终极
趋势是走向永恒的温度平衡。 与此相似，在社会学里， 范本从上到下
的辐射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事实，因为它在人世间产生的总体趋势是把
人的地位拉平。

1.范本。 底版(martinella)与战车(carroccio）。 排尼基人与威尼

斯人。 贵族政治的效用。
现在我尝试阐明我们正在探讨的原理。 相爱的人互相模仿， 或者

说爱人者模仿被爱者，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爱的现象起初是
单向的。 我们看见人们事事互相模仿，甚至在争斗中互相模仿，由此
可见模仿行为之深入人心。 被征服者决不会不模仿征服者， 哪怕只是
为了准备报复。 借用征服者的军事组织时，他们小心翼翼地表白而且
是真诚地相信，他们唯一的动机是考虑实际的效果。 不过，我们将发
现，如果把这个动机和许多相关的事实做一番比较，如果我们发现实 216 

用的情感在这些事实里并不起作用，这样的解释又是不充分的。
比如，被征服者限千借用征服者精良的武器、 远程大炮和令人敬

佩的作战方法；他们还借用许多并不重要的军事特征和习惯， 即使他
们能够适应这些东西，其困难也会大大超过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在13世纪，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总是互相攻伐，他们不仅排兵布阵相
同，而且用那种奇怪的大轮马车给军阵开路， 双方都借用伦巴第人的
铃销，伦巴第长期是意大利最强大的地区（以至于伦巴第和意大利成

了意义相近的两个词）。 佛罗伦萨人先引进这两件东西并略加修正，以
后由于佛罗伦萨的繁荣和威望， 它们又传入敌视佛罗伦萨人的邻居之
中。 起初，这种大轮车很笨拙，这种铃销真的很危险。 既然如此，佛
罗伦萨人和锡耶纳人为什么要模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且固守自己的
习惯呢？他们模仿的原因和下层阶级及其子女模仿上层阶级的原因是
相同的，这些在 “ 内战” 中被征服的人要模仿上层阶级的服饰、 仪态、
言语、弱点等。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不会说， 模仿是为了报仇而采取
的军事行动。 它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里的一个基本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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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终结局是经过许多冲突之后在将来实现和平。CD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贵族政治的也好，民主政治的也好，如
217 果我们看见它大踏步前进，我们就敢说，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是比

较明显的，而且是很大的。 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些例子中的主要潮流，

而不必注意其回水，就可以发现真实的社会力量所在。 如果国家的基

础是贵族政治，事情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有机会，贵族一定会随时随

地模仿其领袖，模仿其国王或领主；同样， 只要有机会， 老百姓就要

模仿贵族。 波德里拉在《奢侈品史略》中说，在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

士坦丁堡，＂廷臣仰视王公，都市人仰视廷臣，以寻找模仿的对象；穷

人眼巴巴地看着富人，希望分享其奢侈生活。”©路易十四之下的法兰

西也是如此。 圣西门©论述奢侈品时也说： “这是一块溃疡， 一旦引进

之后，它就成为吞噬机体内一切组织的癌细胞，因为它从巴黎的宫廷

里迅速传遍各省，传到三军之中。“巴朗特＠先生讲述 15 世纪的情况时

写道：“朝廷严厉禁止游猎、 骰子、 牌戏、 狂欢，这些东西通过模仿从

皇家走向普通人。”我们今天在客栈酒店里看见的无数打牌人，尤意之

间在模仿昔日宫廷的时尚。 各种形式规则的礼节也是通过这样的模仿

渠道传播的。 上层的风雅来自宫廷，公民的礼仪来自都市。 宫廷的口

音逐渐传遍京城，又逐渐传遍各个阶级和各个省区。 可以肯定，古代

曾有过巴比伦口音、 尼尼微©口音、 孟斐斯©口音，正如今天有巴黎口

音、 佛罗伦萨口音、 柏林口音一样。 言语口音的传播是最难以察觉、

难以抗拒、 难以说清楚的模仿形式，所以它非常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我

正在阐述的规律：从上到下辐射的模仿的力鼠强大、 道理深刻。 我们

看到， 即使在口音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 城里

人对乡下人、 白种殖民者对黑人土著、 成人对儿童、 上层人对下层人
218 的影响；因此在书写、 手势、 表情、 衣饰和风俗上， 高位人对低位人

的影响就更加强大了，更不容置疑了。

0 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流之前， 似乎已经有一种或儿种音节文字， 这些文字其实比中国
的汉字更加实用 、 更加方便；可是这个民族年轻并且容易受他人影响， 他们觉得中国人优
越 、 有威望， 千是他们就采纳了汉字， 这反而阻碍了他们自己的进步 。 作者注

＠ 见《奢侈品史略》， 第2卷， 340页。 英译者注
＠ 圣西门(Saint-Simon, 1760-1825)， 法国哲学家， 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主张

知识分子统治社会、 消灭贫穷、 以宗教代替理性 。 中译者注
＠ 巴朗特(Baron de Barante, 1782-1866)， 法国政治家、 历史学家， 倡导用报告文

学描述历史， 著《勃良第历代公爵史》 。 中译者注
＠ 尼尼微(Nineveh)， 古亚述帝国首都， 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 。 － 中译者注
＠ 孟斐斯(Memphis)， 古埃及城市， 今开罗之南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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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社会财富略有积累的悄况下，模仿高位人的倾向以及这个

倾向的自我满足，在任何时代都是能够很快完成的。 这个情况值得我

们花笔墨予以说明户在旧王朝的时代，禁止奢靡之风的告示频频发

布，就像河堤见证河水的汹涌彰湃一样。 奢靡之风在宫廷的退潮，开

始于查理八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模仿宫廷礼节和奢侈的风气花

了几百年才传播到普通民众之中。 从路易十二©时代开始，这种风气

已经随处可见。 16世纪宗教战争的灾难使之略有收敛，然而在接下来

的 17 世纪中，这股风气又重新抬头并迅猛发展。 随后，伟大的君主＠

发动的最后一场战争，使这种风气再次受挫。 到了 18 世纪，它再次露

头；在大革命©时期，这种风气又一次受挫。 到了第一帝国＠时期，它

又以浩大的声势卷土重来。 不过自此以后，这种风气以民主的形式出

现，对此我们可以暂时不费笔墨。 在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治

下，路易十二时期发韧的奢靡风气继续盛行。 这个时期 一 条限制消费

的法律禁止
“一切农夫、 劳工、 男仆穿丝绸的紧身上衣，或穿装饰豪

华、 填料过多的丝绸长筒袜，除非他们是王侯的随从。”从 1543 年到

神圣罗马同盟时期，法国宫廷一共发布8条严禁奢侈的敕令。 波德里

拉说：
“
其中一些适用千每一位法兰西臣民，所有的条文都禁止用金银

和丝绸作衣料。吨）这就是宗教战争前夜流行的附庸风雅的风气。＠为 219 

了给限制贸易的法律寻求根据，
“
宫廷经常列举的理由之一是：法兰西

0 这种模仿的狂热性， 从以下例子可见一斑 。 1705 年，阿尔让松侯爵(Marquis
d'Argenson)撰文说，连上流社会贴身男仆都雇有仆人。 作者注

＠ 查理八世(Charles V1D, 1757-1836)，法兰西国王 0824-1830)。 中译者注
＠ 路易十二(Louis VII, 1462-1515), 法兰西国王 (1498一1515）。 中译者注
＠ 伟大的君主(Grand Monarch)， 法 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43-1715)。 中

译者注
＠ 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 (1789-1799)。 中译者注
＠ 第一帝国(First Empire)，法兰西第一帝国 (1804-1814)。 中译者注
＠ 弗朗西斯 一 世(Francis I, 1768-1835)，神圣罗马帝 国末代皇帝 (1792—

1806)。 中译者注
＠ 亨利二世 (Henry II, 1519-1559)，法国国王 0547-1559)。 ——中译者注
＠ 波德里拉(Baudrillart) :《奢侈品史略》， 第 3 卷，440 页。 英译者注
＠ 詹森(Johannes Janssen)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证明，德国存在同样的情况。 比如，

”在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上……的农夫很富裕。他们只穿英国进口的衣服和其他同样高级的
衣服。他们的衣裙就像昔日中产阶级和贵族的衣裙一样。 ”［引文出处为《中世纪后期德意志
民族的一般状况》(Die allgemeinen Zustande des deutschen Volkes beim Ausgang des Mittel-
alters, p. 312, ninth edition, Feiburg, 1883)。 英译者注］

以上文字是詹森转引波美拉尼亚的历史学家康彻的论述。 我们从当时的布道辞中了解
到，农夫穿丝绸 。 布尔克哈特论证，同一时期的意大利也出现了奢侈品向一切阶级下行的趋
势。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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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因为购买奢侈品而毁灭自己
”

。 此外， 流行风气还表现在奢侈品制

造业的繁荣之中， 繁荣的前提当然是各阶层里广泛存在的奢侈品

顾客。 (D

如果回溯古代的情况， 这个模仿律就要做一些修正。 我们从阿波

利那里斯©的文字中获悉， 操拉丁语的风气开始于高卢地区的贵族之

中， 然后才和罗马的道德和思想一道传播到普通人的心中。
2的 再举一例。 我们来描绘一下公元前8世纪地中海盆地的情景。 那

是推罗人 (Tyrian) 和西顿人 (Sidonian) 发迹的时期，排尼基人成为

承载埃及和亚述艺术的欧洲人， 他们在希腊等民族之中唤起了欣赏奢

侈和美好事物的兴趣。 这些商人不像现代英国商人经营廉价和普通的

衣料， 而是像中世纪的威尼斯人一样， 喜欢在沿海向各国富人展示精

美的商品：紫色衣袍、 香料、 金杯、 雕像、 昂贵的恺甲、 祭祀用品、

优雅而迷人的装饰品。 因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 在撒丁岛、 埃特鲁斯

坎、 希腊和地中海群岛， 在小亚细亚， 在高卢， 上层阶级、 少数幸运

儿穿戴打扮的样子都差不多， 他们戴头盔、 佩长剑、 戴手锡， 穿束腰

外衣；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人们的衣着装饰都很像。 与此相反， 地

位低下的平民还是明显不一样， 他们继续穿本民族的服装， 佩带各有

特色的兵器。 不过， 虽然平民在外表上和领袖人物大不相同， 他们在

思想、 情感、 宗教迷信和伦理上和领袖人物却是比较相近的。

近代的14世纪和15世纪， 相同的景观给欧洲漫游者留下的深刻

0 奢靡之风常常是实用事物赖以传播的工具 。 布尔多 (Bourdeau) 在《征服地球上的
动物》 (Conquete du monde animal) 中说，“我们驯化最有用的动物， 起初是为了给自己提供
娱乐， 而不是为了得到意料之外的好处。 今天， 同样的动机引导我们去寻求新的动物；在原
始时代， 每一种被征服的动物都具有这样的魅力 。 在古希腊和罗马， 鸭和鹅是送给心上人的
信物和儿童的礼物 。 在恺撒时代， 不列颠人饲养鸡和鹅是用来摆设， 而不是用来吃……到了
16世纪， 印度的鸭子与火鸡是贵族圈养的观赏动物， 以后它们才落拓到普通鸡的行列， 被驱
逐到谷仓前的禽畜棚……动物身价下降的趋势是合乎逻辑的 、 必然的结果 。 只有富裕的阶级
才有钱付出高昂的代价，去窅险做试验 。．但是有了成功的把握乏后，．收获就成为普遍的共
享了 。 ”

如果说高卢贵族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开始采用罗马的言语和风俗， 那是因为他们第一 次
感到了罗马的优势。 为什么美洲印第安人没有采纳欧洲文明？因为他们太骄傲， 不认为自己
不如盎格鲁 撒克逊人。 另一方面， 美洲黑人习惯于承认自种人的优势， 即使在奴隶制废除
后也是如此， 他们一直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模仿主人甚至是模仿昔H主人的倾向 。 作者
注

＠ 阿波利那里斯 (Sidonius Appolinaris, 约310-390)， 早期基督教主教， 提出基督神
人二性， 用荷马和品达的诗歌体转述《旧约》， 用柏拉图对话体转述《新约》， 认为基督没有
人的理性灵魂， 所以被教会判处他刑罚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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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应该和当代的亚瑟·扬心得到的印象一样。 在那个时代， 同样

的威尼斯商品传遍欧洲， 充斥宫廷、 城堡和公馆， 使之趋同。 与此相

反， 虽然相同的宗教和道德既深入到恢弘的殿堂也深入到棚屋陋舍，

然而平民的陋舍还是保留了原有的特色。 古代也好， 现代也好， 趋同

性总是逐渐从上到下运行的。 今天， 大规模的远距离贸易终于实现了，

它不再是为少数人受用， 而是让所有人得益。 这样的大规模贸易今天 纽1

使英国深受其惠， 明天将使美国受益匪浅。 ＠

因此我认为， 贵族的辩护士忽略了最雄辩的理由。 贵族的主要角

色、 主要标记， 即使不是创造性， 也是主动性。 发明可能起源千最下

层的人， 发明的延伸却有赖于一个崇高的社会平台， 像一个水塔， 持

续不断的模仿像水一样往下流。 在每 一个时期， 在每 一个国家， 贵族

对异域的新奇事物总是抱开放 的态度， 总是最敏于引进这些新玩意

的。©同理， 军队的参谋部对外军的革新最了解， 最善于利用这些革

新， 它由此而作出的贡献不亚于它搞训练产生的战斗力。 只要贵族的

活力尚存， 开放革新就是其识别性特征。 另 一方面， 当贵族回归传统，

以嫉妒的态度依附传统、 保护传统、 不让人攻击传统， 并处处提防它

曾经习惯的变革时， 我们就可以保险地说， 无论它这个温和的辅助角

色多么有用， 它大势已去， 它的衰亡已经来临了。＠）

注

2.教会的等级制度及其影响。 222 

在这个方面， 教阶制度还是像市民社会的层级系统， 虽然表面上

叩 亚瑟·扬(Arthur Young, 1741-1820)，英国作家，著《法国游记》 。 中译者

＠ 我预料会有人反对。有人会说，排尼基时代的地中海的贵族 、 威尼斯时代的欧洲贵
族在模仿异域的衣饰 、 盔甲和家具时，其走势是从外到里的。他们的看法错了 。 这两个时代
的贵族在强势的民族面前摧眉折腰，埃及、亚述 、 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都使他们折服。外国
的文学已经先行』步，深入到他们之中，其威望令他们臣服。贵族的社会功能就是让全体人
们钦佩和嫉羡异域的事物，给模仿时尚开辟道路，用以取代对风俗的模仿。 作者注

＠ 还有一例：在西庇阿父子(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一公元前211; Sc平io Aerni!-
ianus Scipio,公元前184—前192,罗马将军，扩张，从政。 中译者注）执政期间，希腊
的思想 、 语言和文明是通过罗马贵族输入罗马的 。 作者注

＠ 有时甚至经常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征服者模仿被征服者，借用其习惯、法律和语
言。法竺克人征服高卢后被拉丁化了，他们不得不改用罗曼语。 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征服
俄罗斯的丸兰吉人等都遭遇到同样的下场 。 征服者之所以向被征服者学习，那是因为征服者
觉得被征服者占有社会优势；这个优越性越是真实，越是受到充分的赞赏，被征服者在征服
者身L的影响就越是真实地反映出来 。 由于盎格鲁 撒克逊人并不比征服者威廉王有多大的
优势，所以这两个文明产生了融合，尤其是语言上的融合，而不是撒克逊文明战胜诺曼文
明。此外我们还知道，征服英格兰的高卢—罗芍贵族代代相传，继续占据领导地位。－ 作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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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与此相反。 毫无疑问， 倘若不是基督教的教阶制度颇像贵族政治

机制，相同的教义和相同的仪式就不可能传播到如此辽阔的地区；倘

若不是这样，在封建社会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产生精神和仪式

上大一统的天主教。 与此相反，基督教新教虽然产生在民族国家集中

化而不是分裂的时代，虽然集中化对一个统一的教义或崇拜是非常有

利的，然而它还是分裂成为数不清的教派，究其原因， 那是由于它缺

乏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 只要天主教教廷和主教们继续保持天主教的

贵族政治体制，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垄断宗教活动的创造精神；每一

次公会议和宗教会议都会使教条和崇拜更加丰富而庞杂， 这种庞杂性

正好说明了天主教会的创造精神。 通过众多而频繁的革新和修订，主

教和修士接触新的神学、 辩论和仪式后，就可以使这些时尚的东西下

移。。他们在革新方面的爱好走得更远，并不限千宗教的范围之内。

中世纪末期，高级教士堕落，就像后来法国的贵族衰落一样。 那是因

为，他们是那个时代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所以他们得风气之先而受
舷3 新文明的影响。 倘若欧洲教会的顶尖阶层抗拒新发明和新发现，倘若

他们抗拒与新发明和新发现伴生的新风尚和新道德，现代文明的到来

就会推迟几百年 即使不是无限期地推迟下去 。

在神权贵族政治时期，如果说陋屋模仿城堡， 那么城堡就模仿教

堂和神庙，先模仿建筑风格，后模仿各种艺术和奢侈之风， 这些风尚

先在上层兴盛，然后就向下传播到下层阶级。 在中世纪，教堂的金匠

和木工为世俗的工匠定下标准，所以世俗的工匠能够把哥特式的珠宝

装饰和家具塞满贵族的官邸。 雕塑、 绘画、 诗歌和音乐就是这样世俗

化的。 宫廷以谄媚、 狭隘和单向礼节的形式，创造了相互而普遍的、

和蔼而礼貌的时尚；同理，一旦首领的指令、 少数幸运儿的特权传播

开来，就会产生法律，产生一人对众人的指令和众人对一人的服从；

同理，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之首，我们都可以发现一本圣典— —万书

之典，后世一切世俗的书籍只不过是从圣殿里盗取的星火；一切历史

著作之首，都有一部圣典； 一切音乐之首，都有一种哀婉乐和抒情乐；
一切雕朔之首，都有 一种偶像；一 切绘画之首，都有 一种墓室壁画、

庙堂壁画或诠释圣典的帝王画……认为是世俗的中心的先是庙堂，然

后是宫殿， 这是恰如其分的。 宫殿长期被认为是传播文明的中心；无

(j)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瑞士神学家， 提倡
＂

辩证神学
”

。 中译者注）

认为， 印度的婆罗门在一切宗教革新之首， 是印度一切变革的源头。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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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表层意义还是在深层意义上，无论在艺术和风雅上还是在簸言和
信仰上，宫殿都是传播文明的中心。少 224 

3.地位最高、距离最近的人是最容易成为模仿对象的人。这里所

谓距离是社会距离。
僧侣统治式微、作为信仰源泉的教义越来越枯竭的时期，僧侣似

的艺术和奢侈受到更加细心的模仿，因为在这些样板的世俗化过程中，
人们并不害怕亵渎了教会的装饰艺术。同样，贵族统治削弱、特权阶
级不再事事有人服从的时期，人们就放心大胆地模仿他们的外表。我
们知道，这符合从外到里的模仿走向；不过我们还可以用另 一条普遍
的模仿律和从低到高的模仿律来解释这一走向。如果从低到高的模仿
是无条件的，那么最优越的对象就必然是被模仿得最多的对象 然
而实际上，被模仿得最多的对象却是最优越的对象中那个距离最近的
对象。事实上，模仿对象具有的典范的影响力既和它的优越性成反比，
又和它的距离成反比。这里所谓距离是社会意义上的距离。从这个观
点来看问题，无论陌生人的空间距离是多远，只要我们每天和他有相
当多的联系，只要我们很容易满足自己模仿他的欲望，他就在我们身
边。这就是以最接近、社会距离最短者成为模仿对象的规律。这条模
仿律可以解释最高级的社会阶层作为模仿对象逐渐而连贯向下传播的
性质。地位低的阶级模仿地位高的阶级时，我们就可以推演出 一个相
关的结论：高低两个阶级的距离缩短了。＠

4.在民主政治时期，大城市取代贵族而成为模仿对象，其作用与 225

贵族相仿，结果当然是有好有坏。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旦各阶级的距离缩短，最底层的阶级能

够从外表上去模仿最高层的阶级时，这个时期就叫做民主时期。在我
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主观和客观趋同的狂热比较厉害，但是我们仍然

()) 佩里托 (Pelitot) 神父说， 爱斯基摩人男人早晚都祈祷， 女人则不会早晚祈祷 。 我
们的清况则与此相反，女人祈祷比男人频繁 。 在这一点上， 《科学评论》(1888年11月27
日）说得对： “在一切原始民族中，宗教是男人的职能， 就像打仗和狩猎是他们的职能一
样。”由此大概可以推论： 如果说宗教在妇女的心灵和习惯里保持的时间更加长久，那是因
为她们的宗教信仰最初是从贵族和主人那里学到的。 这是文明模仿律的又一个例证 。 作
者注

＠ 沃盖 (Melchoir de Vogue) 先生问： ”被穆斯林黑人追捕的拜物教黑人， 为何欣然

接受了他们的迫害者的伊斯兰教呢？
“

其实这就是对地位优越者的模仿 。 不过这样的高位人
必须要靠得近；他们的优势不能够太大，不能够使人敬而远之到不敢模仿 。 基督教在黑人中
难以传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与此相反，伊斯兰教征服黑人之快， 就像当初穆罕默德征服现
代民族一样快。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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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 在社会公认的高位人中， 在依靠世袭或依靠选

拔而位居社会上层的人中， 有一个定剧和初露端倪的社会层级体系。

以法国为例， 这个社会上层是不难察觉的；生活优雅的权杖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从古老的贵族政治落入新兴的社会上层手中。 首先， 行政体

系越来越复杂， 等级的增加使之叠床架屋、 越来越高， 行政人员的增

加使其摊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宽。 我们的军事等级也越来越森严， 这

样那样的原因使现代欧洲国家不得不成为军事武装的国家。 世袭的高

级教士和王公、 僧侣和骑士、 修道院和城堡受到压制， 让位于报人CD

和金融家、 一神教和政治家， 让位千剧院、 银行、 商场、 兵营和政府

大厦，让位于圈定在都市里的纪念碑似的其他东西。 各种名流在此群

集。 社会熟知的各种不同程度的荣耀和名气， 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等

级系统吗？这里的位子是已经有人就座或仍然虚位以待的名利地位，

是公众能够自由处置的地位， 或自认为能够自由处置的地位。

这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体系， 这个名利光耀的平台， 不是越来越简

化， 也不是越来越平庸；相反， 民主改革的效应使它越来越令入瞩目，

因为这些改革降低了民族和阶级的院墙， 因为人人均可竞逐名利的普
226 选制度越来越普及。 演员能够分享的荣耀和观众的人数成正比；无论

观众是鼓掌还是起哄， 最默默无闻的观众和最受欢迎的演员的距离还

是要拉大。 30年前， 维克多·雨果被神化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他被神

化的事实说明， 一座文学名气的巍峨大山已然形成， 就像昔日的比利

牛斯山气这条山脉兀然耸立在广阔而绵延不绝的平原上， 重峦叠障，

欢迎雄心勃勃的诗人去攀登。 这种看不见的山峰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

崛起， 它们比肩接踵， 就像并排的屋顶。 在超常的发展中， 在腌肿的

城市里， 尤其是在首都， 压制性的特权生根蔓延， 昔日特权的残痕被

忌恨一抹而光。 在大城市里， 我们看见现代生活造成的不平等；然而，

在管理和促进庞大的工业生产和消费洪流时， 这样的不平等又是必不

可少的；这种生产和消费的潮流就是大规模的模仿之流。 这样的一条

恒河需要喜马拉雅一样的大山。 巴黎是法国的喜马拉雅山， 亳无疑问，

它凌驾千外省的气势很有一种帝王的霸气， 很有一丝东方的迷人色彩，

心 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59, 法国政治家 、 历史学家 。 一一中译者注）在
《美国的民主》(Democratie en Amerique)中以如掾之笔证明： “人越来越平等， 新闻的影响
必然随之而延伸。” 作者注

＠ 比利牛斯山， 在欧洲西南部， 从8世纪到15世纪，伊斯兰文化在此渗入欧洲与基督
教文化交融， 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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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昔日宫廷凌驾千它头上的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一 天，电报和铁
路把巴黎调制好的思想、希望、绘画和革命输送到法国各地，把它制
造的成衣和家具分销出去。它韵味无穷、使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刹那之

间就可以传遍辽阔的国土，它的影响如此深刻、完全而持久，谁也不
会对此感到惊讶。这样的吸引力是经久不衰的，这个吸引力就叫自由
和平等。城市劳工认为自己是民主派，并肩负摧毁中产阶级的使命，
那只是空想（因为它正在上升为中产阶级）；城市劳工的地位也不亚于
贵族，乡下农夫佩服和钦佩的那种贵族。他们与城市劳工的关系就像
劳工与雇主的关系。这就是乡下人往城里移民的原因。

中世纪的结义公社 (sworn commune) 是在仇视富豪和封建主义 227 

中成长的，然而吕谢尔少告诉我们，它们的结果和目的都是相同的：
把它们所在的城市提升到集体领主 (collective seigniory) 的层次，成
为庄园中的庄园，既不征领主税也不交领主税，又有自己的封建等级。
结义公社的印章一般像军徽，表现的是一个步兵或驰骋在战马上的重
甲骑士，像贵族的徽章一样。吕谢尔在史料翔实的历史著作中证明，
12 世纪求解放的公社运动不限于城市，村庄也起而仿效，郊区甚至更
远的乡村以结盟的方式解放自己。迄今为止，现代历史学家都忽略了
这个事实，然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世纪，城市公社先起，乡
村公社继后。即使在农业革新上，也是先城市后乡村的顺序，这个事
实令人瞩目。比如罗沙©说：“现代的租金制和地租制首先从城市里兴
起，取代了领主税，从 1259 年在沃恩科尼克签署的根特宪章 (Char-

ter of Ghent) 就可以看出来。”容我补充一点： 和梯叶里©的观点相

反，公社的解放运动不是民众起义引起的，不是底层工匠的团体自发
起义发动的，而是由 一个非常排他性的富裕商人的同盟发动的，他们
已经结成行会或宗教兄弟会，实际上变成了城里的贵族 这是晚近
历史研究揭示的真相。＠ ＂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同盟，以全体质民为依
托，公社因此应运而生；一般的说，公社从全体居民的同盟开始，他
们立誓聚集在中产阶级的旗帜之下。”

叩 吕谢尔(Achille Luchaire, 1846—1908)，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卡佩王朝和中世纪研
究的权威 。 中译者注

＠ 罗沙(Wilhelm G. F. Roscher, 1817-1894)，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 —中译者注
＠ 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 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 早年追随著名空想社会

主义者圣西门， 主要著作论述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村社历史。 中译者注
＠ 见拉维斯 (Lavisse) 和朗博 (Rambaud)著《通史》(Historie genrale) 第二卷 431

页起。－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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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首都、 一个现代大都会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是所谓的精华。
拉8 对全国而言，两性的人数大致均等至关重要，但是在大都会中心，男

人的数量显然比女人要多出许多。 此外，城市里成人的比例比国内其

他地区成人的比例要大得多。 最后，最重要的一 点是，城市把四面八

方头脑最活跃的人、 最不安分的人、 最适合利用现代发明的人吸引到

自己的麾下。 这就是城市组建自己现代贵族的方式，这是百里挑一、

不能世袭的贵族，实际上是像士兵一样应召组成的群体。 不过，这些

人非常鄙视地位低下的乡下人，和昔日旧朝廷鄙视平民的贵族相比，

他们丝毫不甘落后卫这个新贵族和古代贵族一样自私、 贪婪，一 样

具有破坏性。 它并不能够用源源不断的新鲜成分来迅速自我更新，罪

恶侵蚀它的肌体，使之迅速消亡；结核病和淋病是它的典型病，贫困

是对它的诅咒，加上酗酒的罪恶一 一所有这些罪恶都使它的死亡率出

奇的高，虽然它的构造成分是非常杰出的。

现代都市不仅有助于压制其他地区并使之拉平，而且它们还有助

千大都会和其他地区之间人口的趋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扮演的

也是古代宫廷的角色。 金雀花王室＠时期，尽管法兰西王室和英格兰

王室之间的来往并不频繁，关系并不密切，然而两个王室的奢侈品却
眩9 惊人地相似。 这样的相似性只能够用两个王室交流的互相影响来解释。

因此可以说，两个王朝交相辉映、 互相增色。 由于双方的光芒照耀国

境，它们就给人民提供了某种一致性的模仿范本。 今天的都市就是昔

日宫廷的后代，都市继承了宫廷的地位。 一切最终成功的主动精神和

行为都集中在都市里。 它们是万众瞩目的中心， 由于它们经常互动，

在永恒变异性的衬托之下的普遍的一致性，就是它们经久不衰优势的

必然结果。 有一个永恒的规律：总有一个都会成为其他一切城市模仿

的范本， 它们的模仿总是从里到外展开的；同理，总有一个宫廷成为

0 乍一看，从上到下的模仿律似乎不适合基督教传播的情况， 因为它起初是在下层阶
级中传播的。 不过， 它在下层阶级中的传播意义不大，直到后来赢得了上层阶级甚至是帝王
宫廷的欢迎， 情况才有改观 。 然而，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基督教的传播开始于城市尤其
是大城市，后来才到达乡间并进入最底层的农夫的家庭。 在《法兰克王朝》 (Monarchie

franque) 中， 甫斯特尔·德·库朗 S (Fustel de Coulanges) 提请读者注意基督教在都市里
的传播 。 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和现代社会主义一样，是从都市开始的（见 517 页）。 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约 62—约 113 。 一 一中译者注）在给罗马皇帝图拉真 (Marcus Ulpius
Trajanus, 98-117 年在位。 中译者注）的信里说：“这个像传染病一样的罪恶不仅在城
巾里传播，而且在小镇和乡村里传播。”-—作者注

＠ 金雀花王室 (Plantegenets) ， 又称安茹王室或安茹王朝， 1154一1485 年统治英格
兰 。 一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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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切宫廷的样板。这样的都会是占尽优势者组成的都会，或者是
仍然占尽优势的都会；同理，战争获胜的王朝就成为样板；最近战败
但曾经屡次获胜的王朝也可能保住样板的地位。。

正如托克维尔所云，民主国家的首都和多数人都有威望。“市民越
来越平等，越来越相像，每个人盲目相信某个给定群体和阶级的可能

性就越小。相信大众的倾向随之增加，公共舆论引导社会的倾向随之 230

增加。”既然多数人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具有普遍认可的优势，人们
就顺从多数人的威望，就像昔日都市人对郡主和贵族俯首称臣 一样。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 一个原因。”在平等时代，人们由千彼此相像而
互不信任；不过正是这样的相似性促使他们无限信赖公众的判断；这
是因为既然每个人享受等址的阳光，真理不照耀到绝大多数人身上就
是不可能的。”这旬话看上去合乎逻辑，像数学一样精确；如果说人就
像一个个的单位，那么这些单位的最大集合一定是正确的。然而实际
上这是幻觉，因为它建立在忽视模仿作用的基础之上。一个思想在投
票中胜出时，我们对它顶礼膜拜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无限小；我们应该
认识到，在这个结果吸引到的选票中，99. 99％的选票是模仿行为。即
使最细心的历史学家也常常被误导，也热衷于附和群众的想法：他们
相信，在所谓多数人的希望中存在意见一致的情况，而这种一致性又
是群众领袖鼓动的，仿佛意见一致是很神奇的事情。我们应该对所谓
意见一致待怀疑态度。投票是强烈的模仿冲动，再也没有比它更能说
明问题的模仿行为了。

一切东西都是靠模仿实现的，靠模仿优势阶级实现的，甚至连走
向平等的趋势都是这样实现的。必须在一个阶级内部的小范围之内确
立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然后才有可能实现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和
社会平等，否则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不仅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难以想象的。平等首先见诸社会的上层。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

心 就像其他的修辞术一样， 布道词继承了过去的时尚，其变化多样弥补了教义的相对
不变性 。 模仿律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 当经院哲学进入索邦神学院时， 巴黎的神父带
头， 省城的神父跟上， 最后是乡间所有的神父仿效， 大家都爱用固定的程式布道。 这个干巴
巴的、 令人生厌的布道方式何以能站稳脚跟， 我们要熟知当时的模仿潮流的普遍的力景， 才
能够明白道理何在。 后来， 在路易十四豪华的宫廷里， 布道人成了朝臣和俗人， 他们调整社
会的一般语言，使之适合基督降临节、 四旬斋等场合的布道词 。 以后， 这种修正后的布道词
逐渐从宫廷传遍首都，从首都传到大中小城市。 不过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 1645—1696, 
法国作家， 以针眨时弊、 批评世道人心见长， 著《品格论》 。 中译者注）写作时， 这个
习俗才刚刚开始传播开来，从以下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 “经院哲学终于被赶出了大城市的
布道坛，转移到了小镇和村庄， 去拯救劳工和酿酒工的灵魂 。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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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同等级贵族之间的不平等被抹平的趋势稳步发展。 在玉侯林立
的封建时代， 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千皇家
的威望压倒一切， 由于出身名门的贵族之间有比较多的接触， 就连佩
剑贵族叩和穿袍贵族©的融合也实现了。

231 奇怪的是， 上层阶级拉平的趋势逐渐实现了， 中等阶级和平民里
难以计数的阶层之间反而互相隔绝、 彼此冷漠， 它们的阶级虚荣反而
变本加厉， 直到 1789 年大革命前夜才有改观。 请读一读托克维尔这一

年对一个古老小镇里高中低各个阶级的描写。 在 18 世纪的法国， 执政
官与小商人的矛盾肯定超过了中世纪执政官与小商人的矛盾。 因此，

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提出 一个看似悖论的解释： 现代平等的准备工

作过去不是由中等阶级完成的， 而是由贵族完成的。 在这个方面， 在
哲学思想的传播方面， 在对异域风尚的欣赏并以此推动工业生产方面，
贵族都不知不觉间成了孕育现代社会的母亲。 况且， 以上诸多原因是
联系在一起的。 倘若宫廷没有拉平贵族的等级， 那么 17 世纪和 18 世
纪的文学和哲学就不可能辐射而出；对时尚的模仿， 对异域革新的爱
好， 就不可能战胜统治者和显贵心中对祖先的模仿。 因此我们说， 这
一切中心原初的中心就是国王。＠

邸2 由此可见， 无论社会组织是神权政治、 贵族政治还是民主政治，
模仿的历程总是遵循同样的规律。 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 模仿总是从

0 佩剑贵族(noblesse d'eppee)，由于服务皇家的军功而被授勋 。 中译者注
＠ 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指资产阶级，由于其司法功绩而被授勋，这里所谓袍

是法官穿的法袍 。 － �中译者注
＠ 政治狂热像酗酒 一样，滥觞于上层阶级的特权。100年前，政治狂热在贵族和文人

之中蔓延；相反，平民甚至中下层阶级倒比较冷漠。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上层阶级和受过教
育的人往往对政治都没有多少兴趣，即或谈到政治，他们也相当温和谨慎 。 在时髦的社交场
合，这一类问题仅仅是偶尔出现，并且以闲聊的方式出现；从这一类问题在描绘 “社交” 的
刊物中不起眼的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 不过，对这类危险问题的激情在上层消退之
后，它却开始下移，一个阶级接一个阶级地向下移 。 总有一天，政治狂热和酗酒的结合将要
把大众的愚蠢推到尤以复加的高度 。 当然，我不想把宗教信仰甚至迷信或习俗与上述异常联
系在一起。我想指出大众信仰的一种解释：远古的时候，在宗教的滥觞期，宗教总是少数贵
族专有的奢侈，以后它才逐渐成为平民普及而通俗的信仰 。

所幸的是，政治热情并非唯一这样传播的事物；爱国情怀也同时传播开来 。 爱国主义情
怀首先在贵族阶层兴起，然后才逐渐通过模仿而一步步向下传播，先传到中等阶级，最后才
传到平民百姓 。 在这 －点上，我们要感谢民主派的历史学家佩伦斯(Perrence) 。 他说：“白
年战争之后，爱国主义情怀才普及开来，不过它已经在绅士中间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2
世纪，爱国主义激励的诗歌就已经出现。从那时起，《甜蜜的法兰西》(Douce France)就成
为骑上文学喜爱表现的主题 。 普瓦捷灾难[1356年英法白年战争中的普瓦捷(Poitiers)战
役，法军在此地遭受重创 。 － 中译者注］之后，爱国热情就在中等阶级和普通百姓中爆发
出来 。

”-－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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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低、从高位人到低位人，在地位低的阶层中，模仿的走向总是从
里到外的。不过有一点基本的区别却必须指出。当社会优势地位的标
准靠世袭而传承时，这些标准就存在千当事人身上的各个侧面之中；
靠神圣仪式（虚拟的继承或采纳）来传承的古代贵族和僧侣体制是这
样的，封爵的贵族、佛教僧人和基督教神职人员也是这样的。公认地
位高的个人成为各方面模仿的对象。这个地位最显赫的人似乎不模仿
任何地位低的人，也许真是这样的。囚此，这个范本与副本的关系儿
乎是单方面的关系。这样的贵族的地位建立在真实的或虚拟的关系上。
然而，如果贵族身份被自然挑选的方式取代，社会威栩就必然转移到
杰出个人的社会性之上。此时，人们模仿的就仅仅是杰出个人的一个
侧面，其他一切侧面都必然受到忽视。

事事处处都被人模仿的个人已经不复存在。在诸多方面受到别人
模仿的人，在某些方面也要模仿那些模仿他的人。由此可见，在普及 233 

的过程中，模仿变成了相互的模仿，形成了特化的倾向。
5.社会优势如何构成；社会优势包括主观特征或客观特征，在特

定的时期，有助于利用发明的特征可能是主观特征， 也可能是客观
特征。

如果只说模仿的走向是从上到下的，那是不够的。我必须要把社
会优势这个概念说得更加具体而明白。能不能够说，确定社会标准的
总是政治经济地位高的阶级呢？不能这样说。有的时候，权力和与之
伴生的获取财富力量的抬升是在人民 的代表人物手中。在这个时候，
选择和推举代表的普通人，希望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享有优越的地位，
或者是估计他们的地位优越。使自己的特权四面八方都得到体现的优
越性 这是人们相信的而不仅仅是渴望得到的优越性。实际上，我
们希望某人升迁时，心里已经意识到他的地位还不够高，这个事实本
身常常就使他得不到特权。许多成功的当选人在选民中并没有什么分
植，其道理就在这里。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享受特权的是那些
不久前一直手握权力和财富的阶级和个人，即使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实
际上已经被剥夺了；还有一些享受特权的人是才能出众的、走在名利
道路上的人。我们再次强调：长期手握权柄、坐拥财富的人必然会受
到尊重，人们逐渐相信，他们的的确确有资格享受优待。所以除了其
他因素之外，权力和财富这两个因素必然要和社会优势地位联系在
一起。

然而，权力和财富与社会优势的关系是结果对原因的关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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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回头看看这里的原因，看看什么品格使个人或群体得到权力和

财富，什么资格使人成为邻里钦佩、嫉妒和模仿的对象。在原始时代，
必要的条件是生命的活力和技能，是勇武的品质；后来则是作战的艺
术和雄辩的口才；再往后是审美想象、创造发明和科学天才。总而言

234 之，被模仿的优越性就是被理解的优越性产得到理解的优越性就是
赢得信任的优越性，或者被认为是有利于得到好处的优越性。之所以
发现这些好处，那是由于它们能够满足人的某些欲望。我还可以补充

说，这些欲望来自于有机体生命的需要，然而欲望的社会方式和渠道

却是由别人的榜样决定的。有的时候，这些好处是辽阔的领地、大群
的牲畜、簇拥在霸主周围的诸侯；有的时候，它们是首都和选区里的

忠实选民。此外，这些好处还可能是上天堂的希望，是来生加入伟大
人物行列的荣耀。

也许有人会问，文明历程中发生的社会优越性是什么样的一连串

现象？我的回答是：那要 看是什么样的社会美德一 一大多数人在特定
时代、特定国家里许多变化之中追求的社会美德是什么样的形式。现
在来问：什么推动并指引这样的社会美德？它们就是一连串的互相支

235 持、互相阻碍的发明和发现。这些发明和发现一个接一个浮现在人脑
之中，它们组成的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已经用社会

逻辑对这个必然的顺序做了说明。发现在洞壁作画的好处，发明石制

武器比如弓箭，发明骨针和钻木取火等 这些发明点燃了穴居人的

幸福理想 狩猎运气好，有毛皮衣保暖，有猎物（甚至是人！）果
腹，在烟熏火撩的洞穴旮旯里能够享受一顿美餐。后来，一些自然史
上的发现，极其重要、成效显著的驯化动物的发明，又使人的理想为

之一变；千是，父权之下的大群牲畜就成了新的梦想。再后来，天文

0 我们已经说明， 亚得里亚海以西的罗马各省（意大利、 西西里、 西班牙、 高卢、 日

耳曼等）， 都比较容易拉丁化， 他们不得不采纳罗马的法律、 语言和风俗。 东边的情况与此

相反， 即使希腊被征服之后， 希腊人的语言和文明还是泪然不动， 而且还继续传播。 这是因

为， 被罗马人征服的西部人承认罗马的优越性， 凯尔特人、 伊比利亚人、 日耳曼人等都承认

罗马人的优越性。 与此相反， 即使在垮台之后， 希腊人不承认自己比台伯河畔的野蛮人落

后， 他们仍然坚守自己思想优越的豪情。 与此相似， 稍后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 也拒绝与

日耳曼人同化 。 每当普通人升迁至掌权的地位， 并开始模仿倒台的贵族的举止风俗时， 也会

发生完全类似的情况， 因为他们一直认为， 生活精美的权杖就掌握在这些贵族手中 。 罗马、

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的威望， 反而因为崩溃而被放大了 。

显然， 罗马的外部历史可以用从上到下的模仿律来解释。 它的内部历史也可以做同样的

解释。 罗马平民提高自己的地位， 就是靠模仿贵族的风俗习惯和特权， 起初就是靠模仿贵族
的婚姻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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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萌芽成分的发现，农业中栽培作物等发明，金属的发现和建筑的发

明，使拥有大规模领地的梦想得以实现，人口众多的领地、 气势恢弘

的宫殿就成为现实。 最后，科学的发现接踵而至，从希腊人初生的物

理学和埃及人萌芽的化学直到我们今天的学术论文；艺术和工业的发

明也不绝如缕，从圣歌到戏剧、 磨石到蒸汽磨坊的发明，逐渐成就了

百万富翁的幸福，使他们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使其政府越来越庞大，

使其房产证券越攒越多。 财富的积累就说到这里为止。 至千权力，上

述思考也适用于它一连串的历史形式。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关注的答案就自然形成了。 一个人在任何国

家任何时代的品格，就是使他能够理解并利用已有发明的品格。 然而

实际上，一个人能否利用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发明，与其说是依靠他特

定的品格，不如说是依靠偶然或客观的条件 有时候是这样的，实

际上经常是这样的。 一般的说，主观品格和客观条件这两个因素共同

起作用。 虽然出现了一个进步观念、 一种优越的生产流程或一部更加 236 

强大的军事机器的城市或部落，可能在种族和文化上是落后的，但它

还是能够长期垄断这个新奇的发明。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

发明，突雷尼语族芷才几乎成为远古时代唯一 占有金属冶炼优势的民

族。 排尼基人能够享受繁荣，那是因为他们的海岸边发现了一 种多产

的紫色海贝，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 于是，庞大的海上出口贸

易兴起，这正是鼓励他们航海天性的及时雨。 最先驯化大象或马的民

族一定在战场上赢得了极大的优势。 过去，如果父亲掌握了当时文明

所需的天生的品质，儿子就可以享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他就不必

具有天生的品质。 世袭贵族制的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产最后，正如

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从当时雄心勃勃的观点来看问题，如果一个地区

长期掌握优势，从而吸引天下的英才，人们就会把这些英才的优势赋

予他们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文明提供的利用天下资源的最令人幸福的

条件。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产业成了发现和发明的两大载体，

这是我们追求发财所必须利用的两大条件。 在大城市生活是非常有利

的，因为那里聚集着学者、 发明家和资本家。 这个道理实在是一目了

也 突雷尼语族(Turanians), 一个假定的语族， 包括除了操印欧语和闪含语之外的大

多数亚洲民族， 主要指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民族 。 — －中译者注

＠ 我要补充说， 世袭贵族制的念头兴起时， 掌握当时非常简单的军事机器和方法要求

的身体条件和道德品质，很容易通过适当的训练而培养出来， 也容易通过遗传而得到传播，
比现代社会里复杂的技能要容易传播得多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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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位来自巴黎的女子移居偏远小镇后，很快就能够给这个小镇定
237 下生活品位的调子。在封建时期，战争的艺术儿乎是夺取领土财富的

独一尤二的资源，它成为城堡领主常规的特权，同时又成为城堡里一

般人的特权；城堡里的任何人，无论他的地位多么低下，都享受着城
堡外的人享受不到的特权。不过意大利的情况算一个例外吧。在那里，

城市学会了组织民兵，并且将城堡控制起来。同样，当法国宫廷的圈
子形成之后，凡尔赛的朝臣就使应召显贵少黯然失色了，因为皇帝的
宠爱已经成为至尊的荣耀。

我们必须明自，社会优势随时随地都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特征，
这两个因素有助于我们利用现存的发现和发明。现在让我们把客观条

件暂时搁置一边，先注意主观特质。毫无疑问，使一个人、一个群体

的品格优越的因素总是包含体质特征和人格品质两个方面；然而，其
优越的性质却完全是社会性的，因为这个性质是达到社会思想目标的
最突出的能力。在人类社会的源头，自然力君临人类头顶，即使在那
样的情况下，最成功的野蛮人也不是体格最强健的人，他一 定是身手
最矫健的人，最善于使用弓箭、木棒、投石器的人，一 定是最善千制
造石器的人。到了现在，肌肉发达、 身材匀称几乎就没有什么意义，
除非他的头脑高度发达，否则他就注定要失败。人们曾经认为，头脑
高度发达不正常、是灾难，如今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明对人的苛求。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没有一个种族特质或气质特色、没有一个病态的

或畸形的特色不曾有过自己辉煌或张扬的时刻。我们最近看见拉美西
斯大帝©的出土文物，看见他野蛮残暴、恢弘权威的丧葬仪式，难道

不是大吃一惊吗？当代多少因本能而犯罪的人在其他时代里就可能是
英雄啊！历史上多少的疯子会给自己树碑立像、修建祭坛啊！

238 以上历史波动的多种形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发明和发
现的偶然性。因此总体上可以说，肌肉型能力而不是头脑型能力逐渐
削弱，头脑型能力而不是肌肉刑能力逐渐增强， 这两个倾向是同步前
进的。乡下人肌肉发达；城里人头脑发达；文明人和未开化的人也存
在这样的差别。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有两个原因。 首先，社会逻辑已
经淘汰的互相矛盾的发现和发明的数星，总是比不上互相一致的发现

叩 应召显贵(Notables)， 法工召集参加紧急会议的知名人士。 —一中译者注

＠ 拉美西斯(Ramses the Great,？ 公元前1318)， 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一世， 古埃及

第十九王朝创建人。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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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明的累积址， 由此而产生的复杂性迫使人需要更加发达的头脑和

更加完美的智力资源组织。 其次，机械发明的积累使我们能够驾驭的

动物越来越多，使我们能够解放出来，把更多费劲的力气活强加在动
物身上。 (l)

我们看到，种族或个体的分化就像乐器一样，富于创造性的天才
能够在社会逻辑的总体指引下任意挥洒。 这一点对历史学家具有一个
重要的相关结果。 如果你要寻求一个民族兴衰的原因，你就必须到它
的肌体里去寻找那些特别的机制，有一些特别适合它利用的当代知识，
也可以去寻找它不能够吸收的新知识，因为新知识和它原有的知识不
协调。 如果已知一种文明的成分，而你又想精确描绘其父本的精神风
貌，同样的原理也可以作为指针。 以这种方式来研究，我们就能够本
能地描绘原始的伊特鲁里亚人或巴比伦人的心理。 如果一个民族的天 239 

赋非常适合追捕猎物，同时它的灵活矫健和特别闪亮的天才使它很不
适合田园牧歌的生活，那么尽管它充满活力，它还是不得不在田园生

活时代向命运低头；同理，在当代的工业城市里，老式的诗人或艺术
家气质也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一般的说，每一个新种族来临时，至关
重要的、塑造文明的新发明总是汹涌彰湃、滚滚而来。 这可能有两种
原因。 一是现有的种族天生就没有利用新兴思想的特质，第二个原因
是，虽然它曾经拥有这些特质，可是旧思想的控制使它失去了这些特

质。 每一种深深扎根的文明总是以创造一个新种族而告终。 以我们的
文明为例，它正在塑造一个未来的美国。

让我以这样的判断作为结论：处于社会巅峰的阶级或民族，总是

要受到最多的模仿，其内部的相互模仿也是最多的。 现代大都会的特
征是内部事物大蜇地互相模仿；这个互相模仿的强度与人口的密度成
正比，和居民的多样性、 多重性成正比。 博迪耶尔先生说得好：这个

规律可以解释，现代大都会时尚和弊病的 “流行病和传染病” 为何有
这样的性质，也可以用来说明大都会的城市病和一切引人注目的现象。
过去的贵族阶级尤其是宫廷，也具有这个明显的特征。＠

CD 自此， 在历史上的一切地方和一切时刻， 优势的阶级比劣势阶级在混血、 复杂和非
自然程度上都要高。 在现在的埃及， 农夫还是和古代的埃及人一样， 而主人却已经远离古代
那种类型的主人。 阶级的地位越高，它的婚姻市场就越大 。 在古代法兰西贵族的阶梯上， 越
是往上看， 婚姻的范围就越是宽广。 皇家高居榜首， 它的婚姻范围涵盖整个欧洲 。 作者
注

＠ 见博迪耶尔(Bordier)《社会生活》(Vie des societes), 159页 。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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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超逻辑规律来分析封建制度的起源。

上文阐述的规律实在是非常之简单。 不过， 如果我们不忘记用这

个观点来看问题，迄今为止一些朦朦胧胧的历史观就必然会得到澄清。

只举一例吧， 关千墨洛温王朝心和迦洛林王朝＠封建制度的形成， 现有

的历史观不是模糊得一塌糊涂吗？不错， 甫斯特尔·德·库朗H已经

2的 揭示了许多H耳曼制度的罗马渊源， 并给人启示， 然而许多问题依然

是模糊不清的。 当然， 我不会假装去驱散所有的阴影。 不过， 我要斗

胆向那些给我们启示的历史学家指出， 他们在其他事情上并没有重视

墨洛温王朝给我们提供的例证， 也没有重视这一范例必然产生的辐射

作用。 大多数历史学家嫌麻烦不愿意去研究以下现象：封建 领主与侍

从的关系就像是国王与卫队的关系； 9 世纪和 10 世纪形成并普及的领

主与侍从的关系就像5世纪和6世纪国王与卫队的关系， 这两种关系

的相似性的确是有一点奇特。 即使有的历史学家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他们也未能把它放入恰当的类别。 卫队全身心地效忠国王， 以换取国

王的保护， 就像随从效忠领主一样。 国王卫队起初是暂时的， 后来就

成为世袭的和专业的了。 格拉松(Glasson)先生写道： “很早就有国

王赐予卫士土地的规矩；奎尔希法规©确认皇帝的恩赐成为世袭制，

其实在此之前很久， 这种显赫的地位早就成为父业子继的了。”由此可

见， 早在相应的法令颁布之前很久，封建制度的两大特征就已经在国

王卫队的身上实行了： 王位世袭， 禄地也继承。 在受益的卫队身上看

见国王被多次复制的影子， 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吵同样， 把受益者

的受益者、 侍从的侍从看成是同一模式的新的副本， 这不是很自然的

吗？格拉松先生说： ＂究竟是国王才能够拥有卫队呢， 抑或是大贵族也

2且 能够拥有卫队呢，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我认为， 没有决定性的理

由站在一方面或另 一方面。”但是， 我们怎么能够承认， 贵族就能够抵

0 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486— 751)。－
中译者注

＠ 迦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 查理曼大帝在位时期的法兰克王国(768—

814)。 -- －中译者注
＠ 奎尔希法规(capitulary of Quiersy / Kiersy)， 迦洛林王朝皇帝

”

秃头
“

查理颁布的
法令。 中译者注

＠ 请不要把这个解答封建问题的尝试和关于贵族起源的假设混为一谈 。 有人问，法兰
克王朝的贵族从生理上来说是否起源于国王的卫队。 格拉松先生否定了这个猜想， 他的意见
显然是有道理的， 贵族诞生（生命意义上的诞生）于皇家的朝臣， 当他们的职能成为父传子
的职能后， 贵族就兴起了 。 这个判断并不排斥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世袭权力之后， 他们一定
也想到了国王的卫队， 而且还想拥有自己的卫队。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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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住模仿国王拥有卫队的欲望呢？请回想拉封丹0的一句话：“每一位
小小的王公都委派了使节。”宣誓效忠是封建关系的另一个特征。这不
是墨洛温臣民对国王的效忠誓词的多 重副本吗？罗马帝国时期不存在

与之类似的效忠。假如说这个特别的风俗没有留下什么印记，那实在
是太奇怪了 ， 如果说后来的封建领主要求追随者效忠自己时，心里没
有想到这样的模仿，那不是很奇怪吗？最后要问的是， 大多数封建领
主权利的起源，难道不是可以很自然地用墨洛温王朝征收的赋税和租
金来解释吗？格拉松先生就举了这样的例子：“给国王上贡，尤其是在
喜庆或婚礼期间进贡，已见于墨洛温王朝……迦洛林王朝一开始就规

范了这个风俗，把贡品变成直接征收的赋税。”©稍后在同样的情况

下，“封建贵族向仆从椋取同样的礼品
“

气这不是耐人寻味吗？我们
知道，许多其他的范本已经受到模仿，尤其是那些有助于解释中世纪
农奴制特征的例子已经广为人知，为什么这些皇家的传统不应该被人
模仿呢？有人问，墨洛温王朝的农奴会演变成为11 世纪那样的农奴
吗？前者受到领主任意的盘剥，后者却只需交纳固定的地租— —这是
为什么呢？请注意，答案就在以下事实中：用固定地租来取代任意征
税的制度，肇始千皇家和教会的发明。让我们再次引用这位学富五车 242 

的史家的话：“贵族的一举一动都模仿教会、修道院和国王，于是地租
到处都趋向一个固定的标准了。”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目光太犀利了，他不可能完全误解国王
卫士的重要性。在《封建制度的起源》里，他详细研究了封建制度在
罗马人、哥特人和日耳曼人中的起源；在篇幅很长的章节里，他用了
几页的篇幅（可惜只用了几 页）研究 封地权、 禄地、 土地租赁权
(precari um, benefices, patronage) 等。依我之见，他把这几个论题与

其他论题同等看待，甚至还放在其他论题之下，这实在令人遗憾。我
认为，互相模仿是人的普遍天性，在一切历史时期里，皇家这个模仿
对象都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倘若他考虑了这个因素，他本来是可以避
免这个错误的。诚然，罗马的禄地权，甚至是日耳曼、罗马和高卢的
各种俸禄和土地租赁权，仅仅是土地分封和个人效忠的形式而已；它

叩 拉封丹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法国诗人 、 寓言作家，代表作为《寓
言诗》 12 卷。一中译者注

＠ 格拉松 (E. Glasson), 《法律与社会机构的历史》 (Histori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

tions) ，第 2 卷， 482 页， Paris, 1888。一一英译者注
＠ 同上书，第 2 卷， 483 页。 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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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军事性质，一般也缺乏誓词中信誓旦旦 的宗教性。无疑，以上
风俗就是封建纽带的条件，甚至是其根基，但它们并非封建纽带的全
部成分。它们太琐细，分散在性质迥异的各国，并不足以解释世界上
这个 最具独创意义的社会形式。只有这些 不同的源头汇聚到墨洛温王
朝单一的潮流里，只有它们进入了一个尚武和虔敬的环境里之后，封
建主义的种子才能够生根发芽、招壮成长。在以下一 段文字里，我们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差不多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有些特
征将成为封建制度的长期特征。首先，我们看见，誓言与契约是基本
的字眼；我们还发现，宣誓 以特殊的形式进行，宣誓人的手放在领主

荔3 的手上，腰间佩剑。最 后，我们还注意到，有些词具有特殊的意义，
值得信赖的人(fidele)、 朋友、 同辈(peer) 这 些 词， 尤其是人
(homme) 这个词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 他在 “ 皇家的信赖“ 那一
章里的压轴话，可惜这一章写得太短。说实在的，我难以理解为何作
者没有在以后的著述里更重视这些显著的相似性。该书对其他制度进
行了详尽无遗的分析，然而尽管我们反复阅读这本书，我们在其他地
方再也找不到如此意义隽永的论述。

我重申，在这个完美的相似画面中，只欠缺一个 特征。卫士的名
号纯粹是个人的，而不是世袭的。成为国王的卫士(antrustion)靠的
是自然的约定，相反，10世纪封臣(vassal)的名号却是世袭的，虽
然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授权，需要用效忠的约定来确认，不过实际上
它只是证明原本的关系是自愿的 、契约性质的，到了后来才成为世袭
的而已。两者的区别可以用另 一条规律来解释，我们在下一章里讨论
这条定律：时尚扎根而成为风俗的过程，起初靠的是感染力在同时代
人之间的传播，而后才带上了遗传的属性。

毕竟，上述历史假设只是显示模仿作用的一个样本，学坛高手也
许能够用我们阐述的一般思想做出更加透彻的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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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七章

超逻辑的影响（续）：风俗与时尚
244 

古老的模式占压倒优势的时代，是风俗的时代，古老的
模式可能是父权的摸式或爱国的模式；优势常常站在
新颖、奇异的模式一边时，那就是时尚的时代。 通过
时尚，模仿就在生成的过程中得到释放。 模仿与生成
的关系就像生成与波动的关系。 风俗向时尚过渡，然
后又回IJ3更加广泛的风俗。 这个超逻辑可以用来分析
本章的儿个问题。

假设在同等逻辑价值的模式百里挑一地挑出有优势

的模式， 这个优势就不仅和源头上的人、 阶级和地域相

关， 而且和它的时间源头也有关系。 本章准备研究最后

这一套模仿律的影响。 我们看到， 这个假设仅仅是模仿

优势者的定律的一个结果而已， 仅仅是从一个新的侧面

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提出一个原理： 即使在我们这

样的社会里， 祖先的威望也大大超过晚近革新的威望，

虽然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异域和当代（因而双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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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制度、 思想、 词语。 我们来做一些比较：少数最近普及的英语、

德语和俄语的外来词与历史悠久的法语基础词汇的比较，有关进化或

悲观主义的时髦理论与大扯古老的传统信念的比较，当前革新的立法

与大星的古老法典的比较�有些基本的法典像罗马法一样历史悠久，

荔5 如此等等。 于是我们明白，如果和风俗的大潮相比，对时尚之潮的模

仿仅仅是一股屏弱的小溪而已。 这必然是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

在一切国家里，人们的头脑中都在逐渐完成一场革命。 接受牧师

和祖先信念的习惯正在被重复当代革新者的语词取而代之。 这就是所

谓用研究的精神来取代轻信的态度。 实际上，这仅仅是欢迎异域的、

有说服力的思想而已，在盲目接受传统而权威的断语之后，往往会紧

接着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谓说服即是异域思想与既定的教条思想达成

明显的一致。 我们看到，两者的差异并不是表现在接受时的有意性或

无意性。 传统的判断被儿童的脑袋接受了，或者说是强加在他头上了，

可那是靠外在的权威，而不是靠说服；这样的接受我不会说是更自由，

只是更快、 更有力。 这就是说，教条进入儿童 脑子时，他们的脑子像

一块白板；在进入 脑子的过程中，这些教条既不需要肯定任何思想，

也不会与任何既定的思想产生矛盾。 它们只需要重新唤起儿童的好奇

荔6 心，只需要一味满足好奇心就行了。 这就是两种接受过程的全部区别。

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威印象的形式必然走在前，说服的

形式必然跟在后；说服的形式是权威形式的结果。

同理，每一个国家都要发生另一场类似的革命，这就是人的意志

(volition)的革命。 被动服从祖先命令、 风俗和影响的习惯， 不是被

取代，而是一定程度上被中和；人们正在顺应当代人的压力、 忠告和

0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 或者即使不从永恒的社会太平至少是从暂时的社会安宁来

看问题，信念被全社会接受的重要性，应该是超过信念即真理的重要性— 一因此宗教具有至

高无上的重要性 。 同理，用同样的观点来看问题，公共教育的要务是传授共同的知识，而不

是传授更有用的知识。 更加准确地说，知识的主要用途在于它的共同性，就在于它的广泛传
播中。 就知识和人的需要（我们即将探讨的需要除外）有何关系而言，教希腊语和拉丁语并

不是最有用的事情， 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宗教教义也并非我们所知的最有用的事物 。 教这两

种古老的语言的唯一好处是不打断世世代代的链环， 是不至于突然而完全地切断我们与祖先

的关系，也不至于切断我们彼此的关系。 我们成为一个有教养阶级的成员而互相顺应，又顺

应我们的祖先，其目的是： 我们模仿同样的对象而结为一体之后，就必然能够组成一个单一

的社会。 虽然一位年轻人掌握的知识有可能比我们的大学生的知识更加有价值，但是如果他

不知道大学生知道的东西，他就会与他们格格不入。 虽然受到大家的一致批评，对许多古老

东西的尊重还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真正的、 内在的原因，无论我们是否承认、 是否

意识到这个道理。 在本书迄今为止提出的社会纽带观念中，这个证据是最有力的 。 作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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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顺应压力、忠告和建议的过程中，他恭维自己说，他正在从
他面对的建议中做出自由的选择。然而实际上，他欢迎并接受的建议
是符合他既有希望和欲望的建议，这些希望和欲望是习惯和风俗的结
果，是他过去的全部服从的结果。

在古风 (antiquity) 的威望占优势的时代和社会里，古风这个词

除了它本来的意思外，还有心爱对象 (beloved object) 的意思，这些

时代和社会就像古罗马的时代和社会。西塞罗说：古风是我的至爱。

在中国和西伯利亚CD '你大声招呼路人，说他看上去有了把年纪
(looks old)，以便取悦他，你尊称他大哥 (elder brother)。与此相反，

在新奇事物的威望占优势的时代和社会里，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一

切新东西都值得钦佩。然而，我想再次指出，传统的和习惯的成分总
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唯独最激进的革新才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
这就有力地揭示了传统和习惯的优势。这是因为，激进革新的支持者
推动革新和革命时，只能够依傍雄辩的才干或生花的妙笔，只能够依
靠杰出的文字功力，而不是凭借科学、哲学、技术的语言，不是用满
纸满口的新词语。他们必须用人民群众原有的语言甚至是略带古色古
香的语言，路德气伏尔泰©和卢梭＠等人很熟悉的那种语言。就像老 247 

地方总是推倒旧大楼来盖新大厦的好地盘，既定的道德是引进新政治
观念的良好基础。

看来我应该来一点交叉分类，把模仿本土悠久的模式和模仿新近
异域的模式区分开来，并将其重新组合。古老的模式和新异的模式都
有威望时，古老的模式却不是本土的模式，新异的模式却不是异域的
模式— —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家庭或城市有可能长期存在这样的模
式吗？虽然这个可能性固然有，但是太稀罕，不值得我们劳神去做这
样的分类。有些时代信奉这样的格言：“凡是新的都是值得赞美的“ ,

心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Maison des rrwrts)。 在西伯利亚， 谈到 20 岁的人
时说：

“

我尊敬的大哥某某＂。 作者注
＠ 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德国宗教改革家， 欧洲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发

起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 1517 年 10 月 31 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
举起改革旗帜。 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中译者注

＠ 伏尔泰 (Voltaire, 1694一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作家、 哲学家， 主张开明君主
专制， 信奉洛克的经验论。 著有《哲学书简》等。 中译者注

＠ 卢梭 (Jean-Jacques Rouseau, 1712一1778), 18 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之一， 激励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对浪漫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他的
“

社会契约论
”

超越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实证论。 提出
“

世俗的宗教
”

和
“

自然教育” 等伟
大思想。 所著《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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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代基本上是外化的时代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

知道， 实际上祖先的宗教渗透的深度造成了他们的想象。 另 一些时代

信奉的格言却是这样的： “凡是古董都是好的
＂

；这样的时代生活是发

自内心的生活。 如果我们不崇敬自己家庭或城市的历史， 我们更不会

崇敬别人的历史， 能够激发我们尊敬的对象就只有目前而没有历史了。

反过来， 如果凡是有血缘的人或同胞都被我们当作平等的人， 陌生人

似乎也会给我们留下值得尊敬的印象， 并引导我们去模仿。 在信奉

“古董好
”

的时代里， 空间距离似乎起到了时间距离的作用。 在风俗呈

上升趋势的时期， 人们热恋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 因为它们

呕歌的对象首先是过去。 相反， 在时尚主导的时代， 人们为自己的时

代感到骄傲， 而不是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我刚才提到的革命是普遍而必然的吗？看来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

在不与异域文明接触的情况下， 给定土地上的给定人民必然要增加人

口， 必然要向城市化的生活前进。 这样的进步刺激神经兴奋， 促使模

仿才能的发展。 原始村社里的人只能够模仿父亲，养成了永远向后看
荔8 的习惯， 因为他们一辈子唯一向模仿对象开放的时期就是婴儿期， 到

了童年期他们就处在父权的统治之下了。 与此相反， 城里儿童的神经

对成年人的印象始终保持灵活而开放的态势， 这使他们能够模仿来自

外界的新模式。

和这个观点矛盾的例子有塔塔尔、 阿拉伯人等， 千百年来， 他们

似乎无可挽回地受到传统的束缚。 不过也许－其实毫无疑问一是

这样的情况：他们目前的静止是一个历史循环的未尾， 是前一阶段末

尾达到的平衡；在过去的阶段里， 一次又一次的引进形成了他们半开

化的状态。 实际上， 我们探讨的革命中必然存在着一些相应的的回旋

(involution)。 人只能够部分地逃脱风俗的枷锁， 而且免不了再一次掉

进它的束缚之中；重新沦落到束缚之中以后， 他就在半解放的状态中

去清理并巩固已经完成的征服。 如果他才气横溢、 充满活力， 他可以

再次出逃并完成新的征服， 然后又再一次停留， 如此等等。 这就是伟

大民族的文明在历史上翻转的一 个又一 个筋斗。 一 个明显的证据是：

城市生活不是连续不断的；到了目前欧洲这种狂热的状态之后， 它就

要遭到间发性的挫折， 它前进的步伐反而使都市生活受损。 这样的发

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 不仅分散村社的数量有所增加， 而且在大

都会之外， 财富、 福利和教化也随之增长。 比如， 中国、 古埃及、 秘
249 鲁或12世纪的封建欧洲这一类成熟的文明， 基本上总是乡村性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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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也就是说， 它们的城市在总体水平上静止不动， 可是它们的乡村

水平却继续上升。 根据一切或然性来看， 我们当代的欧洲必然要走向
一个类似的目标， 虽然这个假设表面上看不可能。

然而， 从时尚精神回归风俗精神的终极结局， 无论如何也不是倒

退。 为了透彻理解这个问题， 有必要阐明生物界呈现出来的一些相似

性。 请注意振动、 复制和模仿这三种重要的重复形式的相互关系。 起

初， 每一种都和它源头上的另 一种形式捆绑在一起， 又对那另 一种形

式起到颠覆的作用；不过， 它很快就倾向千摆脱前者的束缚， 并且把

后继的一种形式置千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植物和最低等的动物中， 我

们看见的复制受制于振动。 它们的活力在迟钝与活跃中交替， 紧随四

季更替、 阳光与热址而变化；以太的振动刺激有机体的振动分子。 但

是， 生命在演化过程中， 像陀螺一样温顺地跟着太阳光线的鞭子转动；

虽然它无法摆脱鞭子的抽打，但是它逐渐把鞭打转化成了一个调节器。

由于各种贮存太阳辐射的机制， 生命可以把一些内部的爆炸物和可燃

物储存起来供神经系统利用。 生命随心所欲地释放并点燃这些储存品，

不是按照季节的需要， 而是给自身提供必要的肌肉振动的刺激， 以便

飞翔、 跳跃或战斗。 最后， 生命并不依靠这些物质的力狱， 也就是不

依靠产生以太振动或分子振动和燃烧的潮流， 而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控制着这些物质力址。 在最极端的文明里， 人类维持着一种简单的生

存方式， 用街灯、 火炉和火车头把黑夜变成白昼、 冬天变成夏天、 北

方变成南方， 而且把自然界的一切振动能量一个又一个地利用起来，

使热能、 电能甚至是太阳能为自己服务。

生殖似乎与模仿有类似的关系。 起初， 模仿羞涩地附着在生殖之 250 

上， 像孩子跟在父母身边一样。 我们看见， 在一切原始社会里， 受信

赖、 发号令的特权，树榜样的特权和生殖的职能联系在一 起。 父亲之

所以受模仿， 那是因为他是生孩子的人。 任何发明要成为模仿的对象，

它都必须要被家长接纳， 它传播的地盘终结在家庭的边缘。 家庭要扩

大地盘， 就必须要多生多养孩子。 由千同样的原理和同样的思想联系，

在后来不太遥远的时代里， 祭司或君主权力就构想出来， 这是只能够

世袭的权力， 于是生命原理就成为社会原理的协调器。 再后来， 各种

族就有了自己的语言、 宗教、 立法、 民族。 顺便补充一 点， 我们这个

时代赋予种族过多的历史意义的想法， 是一种 时代错乱。 这是自然

主义的观点， 而自然主义的观点又只能靠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来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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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起初，每一 个发现或发明都紧紧地堵塞在家庭或部落的边界

里面，或者是堵塞在种族的边界里面。 发现或发明寻求扩张的办法，

就是比生孩子少花时间的办法。 有的时候，个别的发明会冲破边界，

为其他发明的突围铺平道路。 模仿要在生殖的面具之下摆脱生殖，这

个倾向以吸纳外来成分的虚构形式表现出来，异域人归化成为我族的
邸1 成员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个更加大胆的形式，表现为吸收异邦人皈依

自己的民族宗教（比如在使徒保罗之后让外人入犹太教、 基督教），表

现为用选举或委任的神职人员代替世袭的神职人员，表现为用选举产

生的总统代替世袭的统治者，表现为授权下层阶级分享上层阶级的荣

耀（比如古罗马让平民担任执政官），也可以表现为人民日益积极学习

外语或本国主流的方言，以至于忽略地方土语，表现为模仿外国人的

风俗、 艺术和制度里最显著的特征。

最后，社会原理反过来获得了霸气，在获得解放的过程中，它压

倒了生命原理。 起初，一组居弱的发明、 一 个文明的胚胎是否有机会

传播，那要看它们是否能够使所在的种族感到高兴。 只有在种族扩张

的过程中，发明和发现才能够传播开来。 以后，情况就颠倒过来了，
一 个征服（所向披靡） 的文明传遍全球，凡是能够顺应的种族就能够

幸存保种或生息繁衍，他们的命运全看他们自己适应的程度，全看他

们开发利用现有发现和发明的能力，也就是他们开发科学和产业的水

平。 接着，实用的马尔萨斯主义。就引入了社会习惯的领域。 这可以

被看成是生殖服从模仿的否定形式，因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抑制生殖

力，将生殖力控制在生产能力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控制在劳动力的范

围之内，而劳动的基本属性就是模仿。©己如前述，正面的肯定形式

不仅见之于挑选最适合的种族来发展文明的理念，而且见之千为此目

的而逐渐形成的新种族中；这些新种族可能是悠久习惯的产物或偶然

机缘的产物，也可能是有意识混血的产物。 开化的人类创造了这么多

的动植物物种，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或一时之兴，又任意地揉捏低

等生物，仿佛在为一 个更高的目的而培养自己的能力。 一个终极的前

景已经映入眼帘：总有一天，文明开化的人将敢于解决他自己的发展

叩 马尔萨斯主义， 英国经济学家、 人口研究先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在《人口论》 (1798 年）中提出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以儿何级数增长， 生活

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 人口的过度增长必然要导致战争、 饥荒和瘟疫。�中译者注

＠ 生殖服从模仿这个否定有一个最夸张的表现， 这就是修道院里的戒律， 要求修士宣

誓顺从（更准确地说是既顺从戒律又顺从信仰），誓守禁欲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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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问题， 他将敢于科学地、 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身体的天然属性， 252 

向着最顺应他自己文明的终极目的前进。

然而， 在等待人类艺术的这个生命杰作的过程中， 在等待这个人

为的超级人类必然要取代一切已知人种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由千一

个特定的文明长期的作用， 由于这个文明无意之间创造了这个民族，

并以这个民族为自己的镜子， 每一个自历史黎明以来形成的民族都是

人类固化的一个类型。 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我们看到了美国这

样一个盎格鲁—美利坚类型民族的诞生和确立。 这个原创性的产品成

为一个绝妙的手段， 它在许多方面服务千我们欧洲文明的推广和进步。

历史总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英格兰、 西班牙、 法兰西、 罗马、 希腊、

排尼基、 波斯、 印度、 埃及等文明这些或生或死的产品， 都是社会驯

化的产品， 它们不过是雅利安或闪米特树干上略有变异的树枝而已。

我故意省略了中国人这个类型， 虽然它也许是一个种族最能够完

美适应一种文明的例子。 这个种族和这个文明是难分难解的。 在这个

例子里， 文明被种族塑造的程度和种族被文明塑造的程度是完全一致

的。 演绎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尽管这个民族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扩张，

它还是保留了基本的家庭性质。 文明和种族这两个成分实现了完美的

和谐，没有彼此从属的明显迹象， 这个特征绝不是这个得天独厚的帝

国最不重要的特征。 在一切事物中， 它始终能够以最少的资源创造出

最多的财富。 在这个帝国里， 国家仅仅是大尺度的家庭而已， 人的文

明总体上看也是这样的。 像帝国的其他特征一样， 虽然这个文明高雅

精致、 成就卓著， 然而它还是处在初期的阶段。 它的语言异常丰富、

文雅，但依然用单音节的词语。 它的政治仍然是家长制的和专制的。

在它的宗教里， 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在最纯粹的唯灵论形式之下顽

强地保留下来。 它的艺术既精湛又笨拙且稚嫩。 它的农业体系虽简陋 253 

却精细。 它的工业虽落后却繁荣。 一句话， 中国一路走下来， 却始终

停留在我指出的三个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阶段。 中国这个例子说明， 虽

然这三个阶段的顺序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一个民族并非必须从头到尾

经过所有的阶段而到达终点。

现在要问： 一种原创性的文明形式在一个部落里兴起， 凭借风俗

在这个部落里传播数百年之后， 又凭借时尚传播到相邻的、 或许相关

或不相关的部落里， 然后把传播所及的一切部落结合起来， 并最终形

成一个新的人的类型即民族－�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这个新的体

质类型固化之后， 它的文明也就附着在它身上了；这个民族创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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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目的，似乎是 要在这个文明里安身立命、 永驻其间。 它不再把

目光投向边疆之外，而是只考虑子孙后代， 它忘掉了异邦人一 一至少

是异邦人不强迫它注意、 不用粗暴无礼的手段从外部摇撼它的大门时，

它把异邦人忘记得一干二净。 到了这样的时候， 它的一切都穿戴上了

民族的外衣。 必须指出， 一切文明或早或晚都倾向于走到这个时期：

内敛而求巩固。 我们的欧洲文明向四面八方出击， 通过各种各样的种

族沿着它的扩张路子前进；尽管如此， 它已经清楚显示出这样的迹象：

它要挑选或锻造一个全面进攻、 消灭异类的种族。 哪一个种族将被选

中而享受特权呢？这是一个日耳曼种族或新拉丁种族吗？在这个新种

族的构成中，法兰西的血脉又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是法兰西爱国者心

急如焚的问题！诗人说：未来是无人的未来。 无论这个未来是什么吧，

模仿的演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起初是模仿风俗，接着是模仿时尚，

然后又回头模仿风俗，不过这一次模仿风俗的形式已经放大了， 而且

254 正好与初始的风俗模仿形式相对立。 实际上， 原初的风俗服从生殖，

最后阶段的风俗命令生殖。 前一种是生命形式对社会形式的利用， 后

一种是社会形式对生命形式的利用。

这个总体的公式总结了一切文明发展的全过程， 至少适用千那

些走完了整个发展过程而没有天折的文明。 不过， 这个公式更适合

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部分，更适合那些小小的次生波， 那些装点并构

成它奔腾向前的浪花；也就是 说， 这个公式更适合社会各部分的演

化过程。 在本章以下的各节里， 我们将说明这个公式如何适用千社会

各成分的演化，这些成分有：语言、 宗教、 政治、 法律、 产业、 艺术

和道德。

如果说风俗时代和时尚时代的区别在历史上的界定并不是很分明，

如果说这个区别对 历史 学家而言并不是很显著，那是因为模仿异邦的

流行时尚和胆怯的革新，很难得同时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里如火如荼地

展开。 今天它们可能向宗教发起攻击， 明天就可能转而攻击政治和文

学， 后天又可能攻击语言，如此等等。 社会就像人， 它们常常在政治

上革命，同时又在宗教上保守而正统；它们有可能政治上主张革新，

精神上主张纯洁，文学上主张古典。

以上危机时期的长短可能会差别很大。 危机是 难得同时发生的，

然而一旦许多危机同时发生， 我们就不会误解那个时代显著的革命性

质， 也不可能忽略它与前后两个时代的强烈反差了。 许多危机同时发

生的例子有：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的希腊、 16世纪和18世纪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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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18世纪的日本卢不过这种同时出现危机的情况却是比较罕见的。

有了这种观察结论在手之后， 让我们用这个三阶段论来检查社会生活 255 

各个方面， 看看它如何解释各种社会事实。

语言。 习语传播的节律。 罗曼语的形成。 上述转化

的特征和结果。

不同的家庭或氏族说不同的话©，直到许多家庭组成一个部落；然

后， 人们认识到说相同的话有好处；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一

种习惯用语 一般是占主导地位的家庭说的话就压倒了其他家庭说

的话。

优势家庭的成员只熟悉或者希望只熟悉父亲说的话， 后来才学会

了异姓
”

大人物” 的话， 那是把它作为时尚或爱好来学的。 等到混血

心 当前笼罩着日本的模仿外国的狂热尤与伦比，却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罕见 。 我希
望，这一章能够引导读者去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远古时期开始，世界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杆
热；只需用这个假设，就足以解释许多模糊不清的事件。 作者注

＠ 有些语文学家断言，语言并不是在无数地 方和无数家庭中自发地同时涌现出来的。
我完全赞同。 无论渴望与同伴交流的欲望成为多么自然的事情，这个欲望也不能使说话的发
明在各地同时发生。 此外我要说，这个欲望是在满足它的说话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它不可
能在会说话之前产生 。 很可能 是这样的情况： 一位有天才的野蛮人强烈地感受到说话的冲
动，语言出现的先兆在他的身上发生，出现在一个家庭里。 以这个家庭为中心，语言这个有
效的发明迅速传播开来，马上给会说话的家庭带来了大鼠的好处，于是不会说话的家庭很快
就消亡了 。 从那时起，说话的能力就成为人类的特征 。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支持赛伊斯
(Achibald Sayce, 1845-1933 。 中译者注）先生等杰出的语文学家，他们反对人类起源
的一元说。 不过，受到模仿的与其说是语言发明的粗糙产品，不如说是发明人指示新方向的
精神 。 原始家庭的成员首次听见发明人说的话时必然是很激动的，比自己说话还要激动 。 这
一定是萌芽状态的幻想力最喜欢做的事情 。 赛伊斯说得好： “非常明显，在社会生活的某一

个阶段，想说话表达意思的倾向一定是难以抗拒的冲动 。 原始人一定 因为能够利用刚刚获得
的能力而喜不自禁，就像今天的野蛮人或儿童一样。 儿童不断重复他刚刚学会的话而乐此不
疲。 野蛮人和刚刚学会说话的人就这样说个不停。”因此，洪荒之初的语言一定是多如牛毛。
主张人类一元论的人不可能把他们幻想的语言起源一元论追溯到语言演化的源头，而是只能
够归咎到它的结尾 。 “现代的人种仅仅是在无数消亡的人种之外幸存下来的少数儿个人种而
已。 对语言的存亡也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这里那里的某些语言有幸被选中而固化下来并免
遭灭顶之灾；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那里找到一些幸存的片段；大多数的语言荡然无存了，就像
遥远的地质年代里大量灭绝的动物一样……普林尼(Pliny)告诉我们，科奇里乌姆(Cocyli
um)地区有几百种方言。1631年，萨迦德(Sagard)发现，在北美休伦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很难得在两个村子里发现相同的语言，甚至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两个家庭里也难得发现同一种
语言。”如果我们记住，原始时代家庭的世仇使彼此隔闵，这就不奇怪了。 以下这一段话更
加令人吃惊：“在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州名 。 中译者注）岛上，一个 50人的部落里的
方言居然不少于4种。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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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后， 这个新家族里的语言就在部落传播开来、 牢牢扎根了。 起

初， 部落的语言对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 稍后语言才成为一种土著语，
256 成为对所有成员都很亲切的语言；于是所有的人都鄙视和排斥外族的

习惯用语。 语言演化的过程并非到此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时起，
家庭 我指的是自然的、 人为的和父权制 的由亲人、 奴隶、 领养的
陌生人组成的家庭 就不是唯一的原始社会群体。 与家庭并列的、
我们应该考虑的一切不太容易察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酵母， 是群体之
外的人和被家庭抛弃的人结成的群体；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 或东奔
西杀或保护自己。 在家长制日益严厉的家法之下， 这些浪子的人数不
断增加。 如果说模仿是货真价实的社会生活， 那么即使在最原始的时
代， 这些生理上的异质成分发生社会意义上的混合就没有困难。 从语
言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融合将产生一种混合的语言， 就像一些海港城

镇上混杂的习惯用语一样。 不仅在衰落的时期， 而且从社会滥觞之日
起， 始终存在着宗教的混合和语言的混合。

257 让我们接着往下说。 后来， 部落谋求混合并组成部落联盟时， 同
样的几个阶段又在更大规模基础上再重复一次。 一种典型的部落语言
得到传播， 其他的语言受到压抑， 于是文明就过渡到第一种异质的语
言， 稍后又过渡到一种城市的母语， 再往后， 又开始了以同样节奏展
开的、 一连串新的演变。 城市和地区结成了国家，各地的语言就消失，
只剩下其中一 门取得胜利的语言0， 这个胜出的语言最后成为民族共
同语， 和以前的语言一样， 民族共同语也是忌妒心强、 排斥异己、 受
风俗约束和传统保守的。 我们如今就处在这个阶段。 面对欧洲非常需
要国际联盟的现状， 难道我们感觉不到一个新时期正在展开的预兆吗？
我们狂热地向邻邦借用词汇， 我们狂热地教孩子学外语， 这就是显著
的预兆。 新词到处盛行， 就像昔日古词吃香一 样。 一种大踏步走向世
界的语言 我说的不是世界语(Volupuk)， 而是英语， 正准备成为
普世的语言。 总有一天， 这种语言或另 一种语言将要把全人类结合成
一个社会大家庭；这种语言将要成为普世的母语， 将要成为高雅、 普
及的语言， 同时又是亲切、 固化和持久的语言。

0 有的时候， 这个过程完成得多快啊！以下是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 弗里德兰德
(Lugwig Heinrich Friedlander, 1824—1909, 德国历史学家， 著《罗马文化史》3卷。一 —
中译者注）告诉我们， “潘摩尼亚被征服之后不到20年， 到帕特库卢斯(Velleius Patercu 
lus)写历史时， 拉丁语生殖的拉丁文学就以如火如荼之势传遍了一大片蛮荒、 野蛮的地区，
包括匈牙利， 还包括奥地利西部。”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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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托克维
尔说得好，在一切世袭和约定俗成的贵族社会里，每一个阶级不仅有
自己的习惯还有自己的语言，它说的话是从社会共同语里挑选出来的。
它 “挑选出一些词语，把它们像财产一样一代代往下传。共同的习惯 258 

用语既是穷人的语言又是富人的语言，既是平民的语言又是贵族的语
言，既是学术的语言又是通俗的语言。”我还要补充说，它既是宗教的
语言又是世俗的语言，既是仪式性语言又是日常 的语言。 与此相反，
“人们不再受阶层的限制而是以平等的身份经常交往时“，也就是说当
时尚模仿的潮流开始公开发挥作用时， “语言里的所有词汇都互相混
合，方言土语随之消失。新世界就没有方言土语了。”。

一种语言凭借时尚可以用两种方式来传播。由千征服或由千其文
学优势得到承认，邻国的贵族可能会自愿学习它；贵族会带头放弃自
已粗野的语言，并激励下层阶级也跟着放弃自己的语言， 或者是因为
虚荣，或者是出千实用。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暂时未能
以上述方式征服邻国的语言，可能会对它们施加非常理性的影响。虽
然未被征服的语言保留了自己母语的习惯用语，但是它们模仿人家的
文学，借用人家的语言结构、华丽辞藻、精湛表达、优美韵律。这第
二种方式是外在的模仿，也就是语言在文学修养上的提升，历史上不
乏其例，它常常和第一种方式巧合。在西庇阿(Scipio)父子时期的罗
马，年轻的贵族不仅学希腊语，而且使自己的母语带上希腊化的风格。
在16世纪的法兰西，贵族首先学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后来又从这两
种语言借用大鼠的词语。再往上追溯，波斯人可能曾经以这样的方式
使周边的语言波斯化，阿拉伯人可能曾经以同样的方式使周边的语言
阿拉伯化。

无论是以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方式传播，语言时尚总是走向语 259 

言习俗。如上所述，异邦语言成为学习的对象，然后又取代母语的习
惯用语，并最终成为母语；进入民族习俗语言的异邦文化不久就成为
本民族的文化。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希腊语的音韵和结构就进入
了拉丁语，融合成拉丁语的成分，并作为罗马民族的产品传播开来。

不过，在以上论述中，我把许多变化归因千对异域和当代对象的
模仿，其实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优势对象的模仿。实际上，要
把这两种接触产生的模仿区分开来，实在是太难了。然而有 的时候，

CD 参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英文译本第2版， 1863 。 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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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接触模仿似乎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尤其是在界线不分明的时期。

在黑暗时代中、在中世纪初期浩淌的森林里诞生的罗曼语系，就像许

多难解的语文密码一样，其传播速度快且朦胧难测。 像老牌的博物学

家一样，语言学家匆匆忙忙解释这种看似神奇的现象，他们用的假说

是自发生成的。 我承认，我对这样的解释不满意。 我想我可以断言，

除非我们从另一个理念出发去进行研究，否则这个谜还是一个谜。 这

个理念是： 9世纪前夜，发明的精神突然转向语言， 因为其他 一切发

明的渠道似乎都已经被堵死，一股时尚的新风开始吹袭，长时间把新

种子吹向拉丁语欧洲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更远的地方，这些新种子到处

萌芽，具体的地方则无关紧要。 我们有把握说，分崩离析的帝国过去

存在的交流突然中断，分解的拉丁语方言就各自落地生根，罗曼语就

这样在各地诞生了。 如果说这样，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各地的拉丁
260 语同时以同样的程度走向衰落了。 凡是孤立的地区，拉丁语的变格变

位和句法都开始巨变，原有的拉丁话就无法保留下来。

在这样一个使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出现这样同步而普遍瓦解的情况，

而且是发生在拉丁语这个顽强的、生命力强的语言身上，真使人非常

震惊。 此外，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从拉丁语这根枯木上生长

出来的方言和语言表现出结构上的同一性，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在

奥克语觅奥依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瓦龙语©及其

地方变异之间，存在着一些
“

紧密而深刻的相似性”。 利特雷＠为此而

感到惊叹，开始他的判断有误，他在其中看到的是某种普遍的必然性。

冠词同时在各地兴起。 而且必然是由代词ille派生而来，这是必然的、

预先注定的吗？［冠词从代词ille演变而来；完成不定式加拉丁语过去

式，与有(avoir)搭配，置于过去分词之前而形成]'ai aimai、ai am

at、ho amato、heamado 之类的变化；meus被当作新的后缀而构成新

的副词 c here-ment、cara -men、caramente; 以上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

吗？］……显然，以上灵机一动的思想总是先从一个地方冒出来，而后

才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 不过，除非我们承认有一种与之相关的时

者注

0 奥克语 (Langu d'Oc) ， 中世纪法国卢瓦河以南地区用语 。 �－中译者注

＠ 奥依语 (Langu d'Oil) ， 中世纪法国卢瓦河以北地区用语 。 一 —中译者注

＠ 瓦龙语 (Walloon) ， 比利时南部以及比利时与法国接壤地区的一种语言。 中译

＠ 利特雷 (Paul-Emile Littre, 1801-1881)， 法国语言学家、 词典学家、 哲学家、 翻

译家， 孔德信徒， 所著《法语词典》为不朽名著， 另著《实证主义哲学言论集》。 中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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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之潮， 否则就无法解释 这 种辐射的广度。和速度。

仅仅因为地域上的分裂、 交流的断裂， 那是难以说清楚以上现

象的， 这两 种解释只能是假象。 与此相反， 这个例证最好地说明， 261 

那些独特而间歇的潮 流正好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 假设。 在16世纪，

路德的教义以闻所未闻的速度穿越戒备森严的边界， 那是由于一个

类似的风暴， 宗教的风暴。 它横扫整个欧洲， 只是等到风势减弱之

后， 它才 在各个地方以独特的面貌示人；就像11世纪的罗曼语方言

一样， 等到各地重新完成了语言分离之后， 这些方言才尘埃落定。

我 们决不能够说， 拉丁语是自己瓦解的。 它不是自己瓦解的， 就像

路德布道时天主教不是自己瓦解的一样。 在以上两例中， 需要有出

乎意料的新生微生物进入肌体， 才能够产生瓦解， 不能够用瓦解来

解释瓦解。 这个瓦解过程必然是走在语法或神学的变化之前， 而不

能够走在其变化之后。 这些种子的广泛撒播， 需要有一种流行趋势

去欢迎外来的新奇事物。

一般情况下， 每一个社会把自己禁铜在风俗里， 但向外却敞开

了欢迎的大门。 请比较： 那么多人放弃拉丁语转而使用罗曼语， 那

一场变革何其快；胜出的语言要超越它固有的习惯地域， 那又是何

其慢啊！再比较： 虏获几个信徒， 使之脱离本土的宗教， 那是何其

快；在纪元初的儿个世纪里， 天主教使徒 在希腊和罗马、 在日耳曼

和爱尔兰的成功， 那又是何其快啊！路德 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胜利，

那是多么惊人啊！

这些伟大的革命不能够归因于或者不能够部分地归因于优势者的

威望。 拉丁语变成罗曼语的革命， 就像犹太教演绎出基督教的革命一 262 

样， 至少在起初的几百年里， 首先是在普通人和被征服的人们的心里

兴起和传播的。 罗曼语的内在优势也不能说明它为 何战胜了拉丁语，

但模仿逻辑律在这里却是适用的。 罗曼语的胚胎取代了拉丁语的时候，

逻辑取代律和逻辑积累律无疑发挥了作用， 千是这个胚胎 才成长成熟

0 思想和时尚辐射的广度似乎超越了帝国的范围 。 我发现的证据是： 大致在同一时
期， 德语和斯洛文尼亚语 (Slavonic) 的变化， 都很像拉丁语转变为罗曼语的变化。 库尔诺
(Antoine-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 法国经济学家，数理经济学创始人。 中译者

注）指出， “根据格林 (Jacob Grimm, 1785-1863, 德国语言学家， 《格林童话》作者， 又
著《德语史》。 中译者注）和褒朴 (Franz Bopp, 1791-1867, 德国语言学家， 历史语
言学奠基人之一

。 中译者注）的研究， 构成完成时态的助动词不见于8世纪或9世纪之
前的日耳曼诸语言。 ”除了用模仿来解释这个现象外， 看看谁还有本事能够把这种巧合说清
楚。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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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我已经在上文做了阐述。不过，人们起初采用萌芽状态的罗曼
语的偏好，本身是没有理性可言的；如果说在拉丁语和罗曼语之间无
数的逻辑决斗中，罗曼语占有优势，那是因为它们乘风而行，有时尚
之风作为动力。然而有人试图辩解说，因为拉丁语缺乏冠词、条件式
和条件式过去时，所以罗曼语乘虚而入去填补空白。这不是说，伟大
的罗马作家得心应手的令人惊叹的工具，对野蛮地区的殖民者反而是
鳖脚的语言！此外，倘若我指的革新仅仅是受惠千改良，而拉丁语这
种天才的语言又决不会与这些改良产生抵梧，所以这些改良只会使拉
丁语更加丰富。然而实际上，拉丁语却被这些改良摧毁了，这是因为，
催生这些改良的精神同样催生着取代机制。我不能想象，取代是进步。
比如，罗曼语用冠词取代拉丁语里的变格就不是进步。谁也不能反对
说，这样的变革使思想粗糙了，拉丁语变格传达的细腻情感必然要在
这场变革中丧失。语言之细腻穿透疏漏头脑的本事，那真是天下无双，
那个变革时期的人决不是哲理上的糊涂人。他们的头脑非常灵光，甚
至为了发明的乐趣而去搞一些不实用的发明，因为人类的幻想力不是
走这个方向就是走那个方向。我们对古人幻想力的奢侈表示钦佩！利

263 特雷指责他们荒废拉丁语，失去了拉丁语的钥匙，可是以下这段话说
明，他又是自相矛盾的：“每一位语言学家将会认识到，我们的语言在

发纫之初是多么细腻，语法区分是多么发达，而现代法语在这些方面
又是多么欠缺；我不能不反复重申，把语法的不规范作为出发点来研
究，那真是荒谬之极。”

凡是语文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判断。它适用于雅利安语
言的形成过程。我想，上文的一些论述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初步的
洞见，使我们管窥雅利安语言在史前出现时的一些情况，看到它们发
明受挫和热悄模仿的情况。这种非理性的语言革命需求正是年轻人中
间最重要的时尚流行热，我们在大学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这样
的流行热潮对民族的青春期也产生同样的影响。

语言领域里从风俗到时尚再从时尚到风俗的转换产生的结果，数
量众多，效果明显。首先，对异邦人的模仿和对优势者的模仿结合起
来之后，总是能够看到重大的进步，因为胜出的语言总是在地域上需
要扩张，因为活着的语言数扯总是需要减少。不过即使时尚因素单独
起作用，它也会在这个方向上起作用；这是因为和罗马帝国的瓦解比
较而言，封建欧洲在语言上的分裂不应该归因于时尚的影响。封建欧
洲在语言上的分裂，是风俗的过错，因为风俗只能够尾随时尚之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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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即使时尚没有给萌芽之中的罗曼语火上浇油， 听任拉丁语在各地

紧守风俗而自生自灭，拉丁语也会在没有革命的情况下沿着许多不同

的方向演化，那就要产生更加可悲可叹的分崩离析局面。

语言是人类交流最有力、 最必需的手段；一种大方言淹没几种小

方言、 一种语言淹没几种方言，将带来重大的社会变革；因此可以说， 264 

和语言带来的社会变革相比，火车取代马车使社会拉平、趋同并带来

巨大的社会变革，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语言趋同是一切社会趋同的必

要条件， 因此它也是一切高贵华美活动形式的必要条件，因为语言趋

同是其他趋同现象的预设前提，同时又把它们作为创作的画布。 只凭

借时尚在表层传播的时期是短暂的，但是它足以产生伟大的民族文学

（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语言价值的最大化，或者说文学作品能

够达到的名气，局限在能够读懂它们的人数范围内。 因此，为了使这

些作品的价值和名气上升， 承载它们的语言就必须溢出过去的河

道-当然还有一个事实：流光溢彩的奖品会刺激天才。 不过只说到

这里还不够。 即使一种语言凭借一连串时髦的语法变异而代代相传却

不遵守语言习惯和规则，这种语言也可能整合而不会分裂；不过使用

这种语言的人仍然喜欢生气勃勃、 朝生暮死的表演，喜欢风行一 天的

大作，喜欢今天鼓掌欢呼、 明天就忘得干净的作品；他们不会赋予这

些作品令人敬畏、天长地久的名气；作品的威名是世世代代积累起来

的， 因为每一代人都会使作品的读者群扩大。 光辉的文学固然有， “古

典
”

的文学并不存在。 经典作家是古代的文学革新者，同时代的人模

仿他、钦佩他，后世人追随他，因为他的语言维持不变。 在他的有生

之年，他无与伦比的名气归功于他的语言的传播，去世之后，他经久

不衰的权威归功千语言习惯的传承而产生作品的固化。

在趋同情况对等的条件下， 一连串的时尚危机使一些语言革新地 265 

位突出；这些革新最容易疏导却难以界定。 这些革新的特征是简化语

法、扩大词汇、朝着清晰而规整的方向前进， 当然这些变化对语言的

诗意美并不是没有伤害的立我们要记住这些特征 ； 它们很快就会以

趋同的名目再现。

(j) 在罗曼语取代拉丁语的过程中，虽然这些新兴的语言的语法比较精致，语言的诗意
美还是由于其分析的性质和结构的简化而得到了满足 。 —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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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一切宗教都是从排他性走向劝说性；然后又
逐渐内敛。 重构自远古以来的宗教三阶段。 远古以
来的崇拜不仅有对祖先的崇拜， 还有对异乡人的崇
拜。 对异乡野蛮人 (beast) 的崇拜。 为何远古的神
灵颇像动物。 神性的动物。 动物崇拜是一种高级的
驯化 (superior domestication)。 宗教的灵化 (spiritu

alization) 通过时尚来传播。 宗 教 的道德影响
(effects)。 宗教的社会意义。

宗教常分为两大类： 劝人改信的宗教和不劝人改信的宗教。 不过

真实的情况是： 即使最友善的宗教，起初对外人也小心翼翼地关上大

门。 如果回溯到宗教的真正源头，就可以发现这个真实的情况。 诚然，

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佛教就向每一个种族的人发出诉求；不过佛教

仅仅是与婆罗门教若即若离的一种宗派，而婆罗门教原则上至少是只

允许通过血缘关系来传播的。。至于基督教，在使徒保罗之前，它的

传播并没有超出犹太人的范围。 而且，它由摩西律法(Mosaism)派

生而来，而摩西律法又是排斥异教徒的。 正如雅各的一位孩子以骄傲
266 的口气宣示的那样，基督教仅仅是犹太人所谓的异端而已。 伊斯兰教

征服许多民族之前， 它长期停留在阿拉伯半岛， 它武装的教主由穆罕

默德的后代世袭。 在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出现之前，每一个部落都有

自己的神灵。

快速传播的阿波罗崇拜是希腊城邦的第一条纽带。 就起源的顺序

而言，排他性的宗教总是走在非排他性宗教的前面；同理，种姓总是

走在阶级、 垄断、 商业自由和特权的前面，平等总是走在法律的前面。

要言之， 这种著名的劝诱性宗教和非劝诱性宗教划分法只不过说明，

扩张的需要是人类的共性，各民族的这种需要仅仅是方法不同而已。

非劝诱性宗教的传播靠的是向本族的后代传递虔诚的格言，其后代越

0 根据莱亚尔(Lyall)最近的直接观察， 古印度人的崇拜借助很多虚构的故事， 所以

雅利安人成功地吸收了许多印度的非雅利安人， 吸收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改宗。 这确乎是事

实， 然而直至今天， 这些本土人名义上仍然是雅利安化的民族 。 此外， 那些故事本身就足以
证明， 他们借故事逃避的古代的宗教法规是非常严厉的。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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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 古代希伯来人和雅利安人热望多生子女的原因就在这里。。

与此相反，劝诱性宗教在满足同样的需求时，却追求一个更简易、 更

快速得到满足的办法，那就是靠仪式和教义向同时代其他种族和血统

的人传教。 非劝诱性宗教传播的工具是风俗；劝诱性宗教传播的工具

是我所谓的模仿。 第一种情况向第二种情况的过渡仅仅是模仿的一种

非凡的跃进；于是，模仿就从步行过渡到飞跃了。

然而，既扩张又友好的崇拜早晚要走到极限，无论它怎么努力超

越也是徒然的。 即使偶然超越极限（比如伊斯兰教最近再次在非洲大

规模传教），它们也会退让并承认：某一个民族和一群血统相近的民族 267 

是独特的，是它们难以打进去的。 在此，它们退让内敛，转而注重内

部灌输，一般是分化为不同的教派。 从此，它们的主要关怀不是用征

服和传教的办法在远方的民族中间扩张，而是给儿童提供教育来确保

子孙后代继续信教。 当代的一切主要宗教都已经到达退守的阶段。 不

过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走下坡路之前，这些宗教在传播上还是不乏

成就的。

但是，上文指出三个阶段在主要的宗教里都有表现；初级类型的

宗教都走过了三个阶段，主要的宗教就建立在这些初级宗教之上。 再

往前追溯，我们就看到宗教阶梯最底层的祖先崇拜或拜物教，两种崇

拜都是纯粹的家庭崇拜。＠在远古时期，劝诱人改宗的现象一定是相

当普遍的，因为一种共同的崇拜站稳脚跟并逐渐压倒了各个家庭的崇

拜，这种崇拜就是对城市守护神的崇拜。 不过，另一种情况也是有的：

对一个异域神崇拜、 也就是对一个家族之外的神灵崇拜的时尚过去之

后，一定有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此时，这个起初异样的神灵变成了

爱国的神灵。 我们发现，这些城市神互相对立、 互相仇视，正如早些

时候的家族神互相对立、 互相仇视一样。 由此可见，宗教的历史节律

是从劝诱性走向排他性，然后又反过来从排他性走向劝诱性，如此循

0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在最排他性的宗教里， 模仿异邦人的欲望并且和主要的国际时
尚同步的倾向， 甚至是在宗教问题上模仿异邦人的欲望， 也比你想象的要强烈得多。 比如，
萨母耳出现之前的以色列在周围许多民族的包围之中感到很尴尬， 因为它不像其他民族那样
有自己民族的神［见达姆斯特泰尔(James Darmesteter, 1849—1894, 法国东方学家。一 一
中译者注）著《先知》 (Les Prophetes) J, 以色列人于是仿照邻居的模仿对象来创造自己的神
和国王。 以色列人对萨母耳说： “给我们一个国王来判断我们， 像其他民族那样。”类似的情
绪也在无数的其他场合出现， 无数的民族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有助于
统一神和王的类型， 使之在广阔的范围内流传开来。一 一作者注

＠ 关于这些民族普遍的父权制， 至少是那些必将走向文明的民族的父权制， 请看萨姆
纳·梅恩(Sumner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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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往复、永无休止；说排他性是这个链环中的第 一环，是不能不有所
保留的。

相反的观点也可以站住脚。在印度，由于印度教的影响很深，非
常初级的宗教的诞生实际上是家常便饭，莱亚尔告诉我们，这些宗教

268 的起点存在千改革者、苦行僧、禁欲者的宣教之中。他们与家庭和种
姓都断绝了关系。他们的追随者来 自四面八方，信众的饮食习惯和圈
子内通婚的习惯使这个宗派逐渐成为一个种姓，最后就形成一个家族。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初级宗教当作远古宗教滥觞的完美表征，那
就夸大了当代这种宗教的走向。然而，它却很有价值，它可以证明我
们的一个假设：家庭并非社会的唯一源泉。 一伙、一帮、一群名称不
太准确的 “离家出走人或候鸟人＂，应该是社会演进的第一个术语，这
个术语是和家庭大不一样的，虽然它与家庭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
并且以家庭为模仿的范本。此外，一切观察证明：一切宗教的滥觞期
都是万物有灵论；信神起源千怕神；万物有灵论最初的表现之一也许
是有神化趋势的祖先；已故亲人的灵魂是人们害怕的第一批神灵。至
于另一种源头的神灵，自然力拟人化的神人同形论，或者起初那种 自
发产生的神的动物造型—�这些信仰难道不需要家长、酋长的权威就
可以被普遍接受吗？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宗教只能够通过血
缘关系来传播。

在这个方面，让我们注意祖先被神化的奇异性，尤其是祖先崇拜
的普遍性。这是因为在现代人的眼里，古人对死者的崇拜、尊敬和服
从，似乎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习惯去想象，在生存艰难的时代里，权
力崇拜是唯一主导的力量。我认为，如果要理解祖先崇拜，我们必须
把它和另 一个同样普遍的原始事实联系起来考虑，这另 一个事实就是
孝人统治。一切原始社会，无论它多么缺乏天赋和进步，都尊敬和崇

269 拜老年人。不过这个事实和蛮力统治又如何协调呢？在一个年轻人的
世界里，在无休止的冲突中，老年人为什么没有被贬到靠后的位置呢？
在我看来，最可能的解释是：原始的家庭以 自我为圆心，所以它仇恨
邻居；在这里，父亲的榜样一定是非常有力的，他一定会对孩子、妻
子和奴隶产生难以抗拒的影响。实际上，由于蒙昧无知、缺乏外界刺
激，他们总觉需要得到指引。这个需要只能够靠模仿一个人来满足，
这个人就是他们从摇篮时期就习惯模仿的人。那时的父亲就像他小王
国里的国王和僧侣，他的榜样的威望就相当于现代文明的欧洲人服从
的一切威望；这样的威望多半是意识不到的，其影响分散在千千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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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顺从和轻信的渠道之中，分散在老师、 同志、 朋友或陌生人的影响

之中，而不是集中在家长的风俗和传统之中。 这是一个事实。 还有一

个事实：家长的年纪越大，他的吸引力就越大，因为他阅历的时间长，

这也是巴克尔。指出的事实，它也许能够解释老人统治的起源。 这个

事实是 ： 原始民族给超人赋予的形体、 力量和智慧越大，他们越倾向

千把这样的特征赋予过去，过去离他们也就越远。 这是一个视觉的效

果，是钦佩的取向，父辈的威望是可以解释的。 孩子们看见父亲在祖

先的影子跟前战栗。 千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似乎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神

灵了。

巴克尔本来还可以注意另 一个现象： 即使在最远古的时代，异域

人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同时出现的。 对野蛮人来说，空间距离的威望并

不比时间距离的威望差。 他们幻想世界的奇迹，尤其是伊甸园和地狱

的奇迹 ； 他们给人和动植物赋予的超自然力通过传说定位在已知世界 270 

的边缘。 阿兹台克人气人为，他们注定要被东海岸远航而来的神人征

服。 秘鲁人也相信类似的传说。 而且，我们不可能不承认，他们的一

些神灵就是征服他们祖先的外来的革新者和征服者。 在一切古老的宗

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这是因为，从远古时期起，父辈

的威望常常被突然出现的外来优势力量压抑住了。 不时之间，远方的

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一个战无不胜的酋长 ； 所有的人都对他顶礼膜拜，

家神就暂时被人遗忘。 带来秘密和令人钦佩知识的外来人被认为是无

所不能的巫术师，全世界都要在他的面前发抖。 这种幽灵增多，足以

使人转向另一种崇拜，于是远方崇拜就取代了远古崇拜。＠而且，外

来统治者的霸权实际上是模仿家长的结果；这些时代的崇拜，无论是

儿子对父亲的崇拜还是奴隶对主人的崇拜，向我们展示的都是最虔诚

的敬畏。 因此最霸道的神往往是最受人敬畏的神，就不足为奇了。 今

天，威权笼罩的家庭向我们展示的是同样的情景。 令人恐惧的古神、

0 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力求使历史成为一
门严谨的学科 。 中译者注

＠ 阿兹台克人(Aztecs)，墨西哥印第安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1200年起建立庞大
帝国，1521年被西班牙人征服，著名遗存有巨型金字塔 。 中译者注

＠ 因此，将发明者神化是神话的一个重要源泉 。 ”在胖尼基人和伊朗人中，火的发明
和拜神的起源似乎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把《圣经》、 排尼基、 巴比伦和伊朗的宇宙论放
在一起读时，就会看到，它们有意识地用生物的类来表征连串的发明和进展，而不是用个体
来表征；直到这些宇宙观被写卞来时，．发明和进步都是用种属的

．

并式来表征。”一作者注
［利特雷(Paul-Emile Littre):《实证哲学断想》(Fragments de philosop如e positie), 311页，
Paris, 1876 。 — —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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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羞辱的古代崇拜，并没有让我们脸红的源头。它们依靠的社会原
理是必需的原理，没有这些原理，社会就不能够运转。从这个 事实我

271 们就可以理解，这样的信仰为何在古代经久不衰。因此，虽然对虔诚
的人来说，无神论把人从长期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使人觉得松了一 口
气，然而远古的无神论意味着社会自杀，所以它不可能流传得很远。

然而， 人类起源时，分散在蛮荒世界里的家庭，生活在嚎叫的凶
猛野兽之中，彼此隔绝， 他们接触和打斗的机会并不多。我刚才说过
的那个原因以后才能够获得充分的意义。另 一方面，另 一类奇怪的魔
力在古代神话的形成中一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一类力匮常被
人忽视。这些魔力起初是野兽和毒蛇，以后是家畜。 我强调神话的这
一方面，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远古时代的时尚，这样的时尚和
我们以前讨论的通过对优势者的模仿而取得进步是没有关系的。

今天的我们猎捕野兽，但是 我们的祖先却是和野兽搏斗。他们被
迫随时随地与野兽搏斗，一是为果腹，二是求自保。“既追捕野兽，又
被野兽追杀 ＂。毫无疑问，原始人绝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不屑于去追逐
猎物；在平原上追逐野兔和鹊鹄，在森林里追逐野狼和野猪，在原野
上追逐狮子、犀牛和猛妈象，在洞穴里掏熊，他们都不会觉得是不屑
一顾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日复一日地与这些野兽搏斗，有时还多有
斩获，令人激动。第三纪和第四纪之交即人类开始计数的时期，有一

个重大的特征：“食肉兽突然剧增＂ 。这些致人死地的、危险的动物过
去在地球上是没有的。大象 、犀牛 、12英尺长的猛虎、狮子、鬟狗等

272 等已经灭绝的猛兽 现在的猛兽 与 之 相比不过 是苍白的影子而
已——全部都把人作为猎杀的美食。在这些令人 恐怖的敌人 面前，我
们的祖先害怕得颤抖，猛兽对他们的威胁比相邻部落的威胁更加可怕，
他们感到敬神那样的畏惧，这就是虔诚敬神的根源。后来，每当他们
遇到重大的天象和气象，比如狂风暴雨、月亮盈亏、 太阳升降时，他
们就给风云变幻的现象赋予生命以便于理解 ；他们赋予物体的生命属
性与其说是像人不如说更像是动物。对他们而言，所谓拟人化是动物
化而不是真正的拟人化。一切原始神灵都非常血腥，都毫不留情地要
人们定期 牺牲性命去敬奉，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神殿到阿兹台克人的神
殿都是这样的；稍后祭神时，原始人 才可以不用 人作 牺牲而代之以动
物。如今，这样的牺牲在基督教里已经荡然 无存，只剩下牺牲的影子，
只剩下无需生命的符号。 如果说这些古代的神灵都要吃人，难道不是
因为古人在构想它们的时候不完全是按照自己的面貌，而是按照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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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 巨型爬虫、 吃人野兽构想的吗？

这个假设使我们对原始人做出的评价高千神灵，因为它能够解释

原始人为何凶猛，但又能够说明他们的凶猛不是建立在所谓的人性邪

恶之上，而是建立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之上：他们的生存发发可危，他

们焦虑，他们身处险境。 我们看到，没有任何根据支持人们是按照自

己的面貌塑造神的假说。 神与人的相似性真是微乎其微！神长生不死、

刀枪不入，人却朝生暮死！神变幻无常、 神妙莫测，人却按部就班、

千人一面。 神指令自然、 驾驭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只能彻匐膜拜，哪

怕是一颗小小的流星他也要顶礼膜拜。 与此相反，读者已经看到，我

的猜想建立在严肃的思考之上。 我还可以补充说：神灵普遍的嗜血性

可以用猛兽的凶狠来解释。 各种族起点相同的事实也可以反过来证明

宗教经历了类似的演化阶段：人殉、 动物牺牲、 果品祭献、 精神象征

奉献。

再进一步，如果我们的观点准确，那就必然是：在稍后的时代里， 273 

远古崇拜里的动物性退潮、 人性上升。 于是人与人之间战争的重要性

就随之上升，人与野兽之间战争的重要性就随之下降，具有人形态的

神一定是压倒了具有动物形态的神。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 神灵逐渐人

性化的趋势是证据最扎实的事实。 埃及的神灵或人面兽身或兽面人身，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远古的过渡期，从史前的动物形态神灵到纯粹人形

神灵的过渡期；希腊人逐渐把这个过程搞得越来越精细繁复了。 这是
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必然要使神的观念来一场革命。 起初，神的破

坏性非常突出；相反，人的创造性却是首要的属性。 好战的神总是百

战百胜，而战争的胜利就是破坏。

顺便指出，原始人习惯性的或仪式化的吃人肉，也可以用上述论

断来解释。 人在与猛兽的争斗中常常战败，战败的命运总是被吃掉，

这是常事。 因此，当他战胜猛兽时，无论猛兽是如何难以下咽，他总

是认为杀死并吃掉猛兽是自己的责任；杀死并吃掉野兽不仅是为了果

腹，而且是为了报复，这是恒久不变的军事报复。＠以这个假设为基

础，两个部落打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种偶尔发生的争斗把他们插

入熟悉的与食肉兽搏斗的情景之中，使人与人的关系带上了人与兽的

关系。 于是，如何处置俘虏甚至战败者的尸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惯例 ：

心 原始人栖居的洞穴里， 在他们留下的石器堆中，从来就找不到完整的动物骨架， 连

洞熊的完整骨架也找不到。 毫无疑问， 原因就在这里。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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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被捕、 被打败的野兽一样，把战败者的尸体用作牺牲，在庄严的庆

功宴上当作美味佳肴。 第一场胜利一定是一顿美餐。 因此，吃人肉的
274 习俗起源时，一定是模仿原始的猎杀行为，虽然后来它带上了神秘的

或功利的动机。。

由此可见，上述思考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一个使神话学家非常震

惊的事实；为了解释这个事实，他们提出了截然相对的假说。 这个事

实是：世界各地的远古神话中的神都是动物， 而且是凶猛的动物；即
275 使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的动物形态和特征加上了一些人的形态，也

不难发现隐藏在被神化的动物背后的人化的动物。©神身边出入的动

物起初本来就是神。 普里阿普斯©的鹅、 赫拉＠的布谷鸟、 阿波罗的老

鼠、 帕拉斯＠的猫头鹰、 阿兹台克神维齐洛波奇特利＠的蜂鸟，起初都

是神。 历史业已证明，喜克索斯王朝©国王入侵埃及之前， “凡是纪念

碑上塑造的神都必然是动物”。 我们要不要赞同朗(Andrew Lang)的

意见，把周围的动物（有时还包括植物）神化的普遍现象说成是图腾

CD 请容我补充一点更情绪化的考虑，因为这更能够说明原始人对动物的崇拜。 起初，
杜会群体太小，不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交往的需要。 社会交往需求的增长比群体的增长
快，而且要快得多。 因此，由于原始人很分散，所以人与入交往中难以满足的情感，．允其息
与朋友交往的需求难以满足，这是他唯一能够接触到的群体；于是，他的情绪就发泄到自然
界的动物身上，尤其是常常与他有关系的动物身上。 野兽和家畜在野蛮人和穴居人的生活中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恐怕就是部分的原因吧。 象牙盘子、 权杖上的猛妈象、 鲸鱼、 狮子
等画像，证明了原始人的动物崇拜观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兽形崇拜的观念。

戈布勒特·德·阿尔维耶拉(Goblet d'Alviella)认为，这些初期的艺术尝试是敬神的需
要，而不是尚未开发的审美的需要。 他的看法有道理。 这些神秘的神、 神兽参半的神灵一定
使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巨兽令人恐惧的形体，原始人特有的虔敬，顶礼膜拜的钦佩，实
在是货真价实的崇拜。 凡是令人恐惧的对象，其结局必然是令人崇敬。 不过，动物崇拜仅仅
是原始人建立的人与动物之间半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家畜也许激发了他身上
真诚的父慈子孝的柔情。 这种原始的情感迄今还有蛛丝马迹可寻，直到今天，农夫对牲口的
爱护也随时可见；他们和牲口分离都很愧惜。 把动物身份的奴隶领回家当然要比把活生生的
人当作奴隶领回家容易多了。

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初期，被自然界拨动的心弦，尤其是被动物性拨动的心弦，和
被人类社会拨动的心弦相比而言，实在是更加重要。 原始人真诚地尝试与动物交流；因此他
们才把语言的兴起归因于动物，戈布勒特·德·阿尔维耶拉的猜度的确有道理。 作者注

＠ 在这一点上，请读者参考安德鲁·朗(Andrew Lang)先生的《神话学》(Mytholo-
gy)。 作者注

＠ 普里阿普斯(Priapus), ［希腊神］司掌生殖之神，园艺和葡萄种植业的保护
神。 中译者注

＠ 赫拉(Hera),［希腊神］天后，宙斯之妻，司掌妇女与婚嫁。 中译者注
＠ 帕拉斯(Pallas),［希腊神］即帕拉斯·雅典娜，智慧女神。－ —中译者注
＠ 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古墨西哥阿兹台克印第安人崇奉的神， 司掌太

阳和战争。 中译者注
(J) 喜克索斯王朝[Shepherd( Hysos)如ngs, 约公元前1570一前730]，古埃及第13至

第18王朝，亦称 “牧人王朝”。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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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结果呢？野蛮人和原始人普遍把一种动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我

们能不能因此就认为，把动物神化是祖先崇拜的结果呢？我们该不该

把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事实刚好相反，我想神

话学家在这里颠倒了因果关系， 把结果看成了原因。 图腾崇拜不能够

解释把动物神化的现象；神化动物的现象本身就足以解释图腾崇拜。。

动物首先被神化， 然后才成为祖先神。 现在回头再问： 动物为何被神

化呢？这是因为，动物凶猛的样子本身就使人恐惧或敬佩，或者是因

为误判而产生惊异的感觉。 吸引野蛮人的第一头野兽， 在家庭之外给

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使他进入猛兽嚎叫不止的世界，不允许他不注

意的世界。 在梦境和恐惧之中看见的动物，无论普通还是凶猛，都给 276 

他揭示出他自身之外或家庭之外值得注意的现象，都是他感兴趣的新

天地。 他感觉到这个新奇动物的威望，臣服于它的威望，这使他摆脱

神性的祖先和霸道的主人那种排他性的威望。 如果说这个神化的动物

的地位高于他祖先的地位，那正好说明， 动物崇拜不是来源于祖先崇

拜， 而是曾经与祖先崇拜对立。 人类之初，动物为王， 人要模仿的对

象一定是奇异的动物， 一定是他逃离祖先魅力之后俘虏他的动物的魅

力。 一般的说， 这个使他痴迷的对象是动物；有的时候，特别是稍后

的时代里，与其他部落的接触也使陌生人成为模仿的对象。 毫无疑问，

一切古老神话里都有两种肩并肩的神话： 动物神神话和神圣的或英雄

的人文始祖的神话。 除非你接受我这个观点， 否则这个奇妙的并列现

象是无法解释的。 根据我这个观点， 这两种神只不过是一种神的两种

变异而已。 从最古老的时代一直到当代，外在威望的作用也就是时尚

的源头，它和父辈的威望是对立的，父辈的威望是风俗的源头。 两种

神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见证。

我们继续往下说。 关于原始宗教的主要源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一一列举。 为了给我们这个略微有点偏离的猜想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们可以说， 凶猛动物被神化之后， 家畜是可以神化而且实际上的确

被神化了的。 于是乎， 善神就与恶神平起平坐了， 这就构成一个过渡

期， 很值得注意的动物神过渡到人神的一个过渡期， 这是从动物神到

祖先神过渡之后的又一个过渡期。 试想， 在一个小的部落里，没有工

0 另一方面，我毫不犹豫地承认，古代宗教里常有不吃特定动物的禁忌，这可以用图
腾崇拜来解释，而不能用讲卫生来解释；讲卫生的动机是后来人鼓吹出来的，就像梦游者很
容易接受暗示，为自己服从的无意识行为辩护一样 。 — 一作者注

l第七拿超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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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没有农业、 没有物资供给手段，只有弓箭和渔叉，有个野蛮人突
277 然计上心来，梦想驯化狗、 羊、 驯鹿、 牛、 驴、 马，。 试想这是多么

惊天动地、 恩泽后世的变革啊！和这个了不起的驯化动物的发明比较，

我们一切的现代发明又算什么呢？这是人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忌妒心的

胜利。 现在看来。 在一切历史事件中，最伟大、 最令人震惊的发明，

毫无疑问是人对动物的胜利，这个发明是实实在在的创造历史的事件。

此外，越往前追溯，家畜的价值似乎就越大。 牲畜是最珍贵的
“

战利

品
”

、 最令人垂涎的宝藏、 最早的货币。 于是乎， 旧世界就神化了公

牛、 母牛和阉牛，新世界就神化了美洲驼。 这是在动物神化过程中迈

出的伟大的一步。 埃及见证了这伟大的一步。 埃及神牛的地位高于老

虎、 狮子和其他猫科动物，它们是更加古老的神。 古希腊人大大推动

了这个开化之后的动物崇拜，半人马©就是其中一例，它半人半马、

人首马身，无疑表现了原始马崇拜逐渐人性化的过程。 这个现象和古

埃及人面狮身神话的新阶段相对应。 在阿尔戈利斯©的考古发掘中，

谢里曼叨发现数以于计的偶像，从母牛神到女神＠的变化过程都展露无

遗，可以追溯到女神头上若隐若现的两只特角的原型，这是牛神特角

的残余，这说明女神是由牛神演化而来的。 这可以解释《荷马史诗》

中人们不甚了了的
＂

牧夫
”

(boopis)绰号。 至于印度人崇拜牛，那就

不用我再提醒读者了。

278 人庆贺驯化动物的奇迹，不仅表现在对不同牲畜的崇拜，而且表

现在不同源头的动物神崇拜的不同性质上。 驯化了动物，尝到了甜头

之后，他一定会问自己是否能够驾驭一些动物神，是否能够利用这些

神灵，利用这些隐藏在大自然伟大机制背后的神灵，隐藏在日月星辰、

风霜雨雪背后的神灵；他按照人的面貌来勾勒这些神灵。 一旦这些观

念形成并发展成为无数的动物神之后，让这些神为自己服务一定成了

0 驯化动物的发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就像冶炼矿石的发明一样重要；这些发明足

以构成不同文明的特征。 正如时代可以分为打制石器时代、 磨制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和铁器

时代一样， 民族也可以分为驯牛人（原始雅利安人）、 驯马人（突雷尼人和阿拉伯人）、 驯驴

人（埃及人）、 驯骆驼人（沙漠游牧人）、 驯鹿人（拉普人）等。一 一作者注

＠ 半人马(centaur),［希腊神］人首马身的怪物。一一中译者注

＠ 阿尔戈利斯(Argolis)， 希腊南部的一个深水海湾，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
爱琴海西。 中译者注

＠ 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 德国考古学家， 曾经在小亚细亚发掘
特洛伊遗址、 “米尼亚斯宝藏

”

遗址和迈锡尼遗址， 著《特洛伊及其遗址》、 《迈锡尼》
等。 �中译者注

＠ 这些偶像
”

似人似牛， 有的像是乳房两侧长着特角的女人， 有的像牛
”

。 一一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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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干卓著者全身心关注的事情。 这是一个让自己的灵魂进入自己住所
的问题， 这些住所就是羊、 狗和驯鹿， 它们就成了家族的守护神。 但
并非总是祖先灵魂的住所。 然而， 桀赘不驯的神灵怎么能够被征服并
被人性化呢？这里凭借的办法很像是驯化动物的办法， 也就是给它们
爱抚和恭维， 给它们好处。 那种时代稀罕的好处， 就是定期给它们提
供充足的食物， 使它们不必搜寻难以获得、断断续续的食物。 这就是
献祭牺牲的起源。 如果考虑动物驯化的起源，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观
点奇怪了。 对我们而言， 温顺的马只不过是被我们控制的蛮力。 然而
对古代的野蛮人来说， 如果不对马的神秘力掀心怀畏惧和尊敬， 马的
力最就是驾驭不住的。 在一定程度上， 今天的阿拉伯人也认为， 马具
有神奇的潜力。 由此可见， 倘若驯化动物真是意味着某种崇拜的话，
反过来就可以说， 崇拜动物就是为了驯化动物。

为了支持这些猜想， 我还要补充另 一个猜想， 以使之完善， 这个
猜想同样是非常可能的事实。 把虏获的人贬为奴隶而不是杀戮并吃掉
他们， 一定是驯化动物而不是猎杀动物之后才想到的主意；同理， 征 的9

服野兽的战争一定是走在反对相邻部落的战争之前。 人奴役同类、迫
使其驯服时， 这就是把人作为负重奴隶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取代了把
人作为猎杀对象的观念。

然而， 上文围绕原始宗教起源的一些猜想， 老实说是有一点离题。
我要读者注意的是另 一个主题。 让我们书归正传， 回到我们特别关注
的主题；就像在上一节语言研究里一 样， 我们来寻找宗教演进里的过
渡问题：从风俗向时尚的过渡， 然后从时尚向风俗的过渡， 也就是研
究一种崇拜从建立到拓宽的发展过程。 我们问一 问， 宗教演进过程中
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接下来我们可以再问：使宗教信仰扩张和
成功的内在预设特征是什么？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广泛传
播的宗教是每一种伟大文明的先决条件， 一种稳定的宗教对强大而富
有独创性的文明同样是必备的条件。 有其信仰， 必有其文化。 对第二
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最讲究精神修养的、最慈善的宗教最容易扩张；
另 一方面， 超越自己源头的宗教往往是精神境界比较高的、 人性化的
宗教。

众所周知， 宗教在发展过程中的趋势是精神追求。 比如， 和以前
粗糙的崇拜比较， 阿波罗崇拜是非常纯洁高尚的；希伯来先师的预言
比一切摩西律法更讲究精神追求， 基督教也更加讲究精神追求， 精细

［，多卡惠骂， ， ，俨啊人飞飞 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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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后的新教和詹森主义也尤其讲究精神追求，这些都是宗教演进迈

出的一个又一个步子。 如今我们明白了这个发展过程的原因何在。 神

的观念起初是动物和物体，那时的人与动物界和自然界的关系很密切，
280 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加密切，这种关系逐渐往精神方面发展，或者

更加确切地说，更加人性化，社会意义上的人性化；此时，人与自然

的关系逐渐弱化，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有血缘和无血缘的人之间的接触

会逐渐增加。 我们看到，古代神的动物性逐渐褪去，并且被人的特征

取代；然后人的特征又走向终结，或消失，或转化为尤限智慧和力植

的高尚梦想。 神的观念完成了变革，与此同时宗教也超越了家庭这个

摇篮，因为神的观念就是宗教的灵魂。 这两个变化过程想必是平行发

展的，因为它们发源于相同的原因：人事的社会性和精神性超越了 自

然性和物质性。 于是，模仿从遗传性中解放出来，思想从 物质中分离

出来产另一方面，思想的进步又使模仿从遗传性中解放出来的速度

加快。 肉体性最少、 精神性最高的神最有机会降伏外族，这是因为不
281 同种族的区别是精神上的区别少， 肉体上的区别多；无论如何，体质

差别的刚性并不大，而且通过逐渐的混血也是可以改变、 可以抹掉、

可以趋同的。 同理，最系统的神话一定能够赢得新的地盘。

我们不妨猜想，宗教从原发地走出时涉及另一个进程。 它
＂

溢出
“

原发地的力扯是由千创教人宣告一切种族皆兄弟呢？或者说他宣告这

个新兴宗教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它这样的传播力量呢？这种因果关系的

推想并不重要。 显而易见，宣告这样的真理非常有利于信仰的传播，

信仰是为了传播而结为一体的。 基督教和佛教就是明证。 当风俗的精

神占上风时，宗教情感是指向过去或未来的；此时，人关注的核心是

0 詹森主义 (Jansenism) ，荷兰天主教神学家詹森 (Cornelis Jansen, 1585-1638) 的
神学主张， 反对耶稣会， 1642年被教皇圣乌尔班八世斥为异端。 中译者注

＠ 尤其是在希腊和罗马， 曾经偏重物质的宗教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向偏重精神的转变；
与此同时， 靠自愿 、 选举或抽签而产生的教士取代了世袭的教士。 公元前510年，克莱塞尼
兹 (Cleisthenese, 公元前570—前508, 雅典政治家， 曾任首席执政官， 雅典民主政治的创

建者。 中译者注）在雅典的改革产生了这样的发明；克莱塞尼兹完成了梭伦 (Solon, 公

元前 638? －前559?， 古雅典政治家 、 诗人 、 执政官， 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 中译者注）
发动的改革， 他压制四个古老的部落， 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宗教团体。 克莱塞尼兹
用以居民点 (deme) 为基础的新部落取代古老的血缘部落， 居民点纯粹按地区划分 。 与此同
时，斯巴达和其他许多城市也发动类似的改革， 哲学思想静悄悄地进入了宗教教义 。 在罗
马， 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灯火祭司

．

、 战事祭司 、 修女和主持祭祀的
国王是继续维持世袭还是由选举产生。 罗马共和的末期， 当希腊之光照耀到罗马时， 平民当
上了过去只能够由贵族担任的地方官；与此同时， 他们也获得了担任祭司的权利， 这些职位
过去只能够由门第高的阶层世代传承。 这就是平民取得的最后胜利之一 。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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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祖先或来世， 中国、 埃及就是这一类例子；以色列关注的核心则

是其后代 ；
一句话，虔诚精神受到的支撑是时间无限的观念。 与此相

反，如果时尚的精神高歌猛进，宗教情感就得到最活跃的激励和最自

发的冲动，自发的冲动来 自于天地无限的思想 ； 于是，宇宙边界不断

消退的观念应运而生，无所不在的上帝观念应运而生，上帝就成为无

限宇宙中万物生灵的共同的父亲。 虔诚的心灵里产生的同情、 怜悯和

关爱不就是道德生活的源泉吗？自然，最富千道德关怀的宗教必然是

最富有感染力的宗教。 除了凭借无坚不摧的宗教之外，高水准的道德

要兴起和传播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 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

认为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结论是有道理的：没有宗教劝诱，任何伟大的

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我还可以补充说： 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宗教，没有建立在征服

基础上的宗教，一个强大的、 具有创新能力的文明是不可能的。 我

所谓的征服是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社会状况，由千长期的苦心经营， 282 

一切重要的矛盾都已消除；大多数的成分都很和谐，儿乎一切 都按

照同样的原理展开，都向着同样的目的交汇。 任何一种宗教要重组

它侵袭的任何社会，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无论这个社会是大还

是小。

诚然，我们不知道埃及古王朝建立之前，在它的文明诞生之前，

孟菲斯或其他城市的本土宗教在传遍尼罗河流域的过程中 已经花费

了多长的时间。 迦勒底(Chaldea)王国的原始宗教孵化巴比伦文明

的时间有多长，它的神祗辐射到整个人口稠密、 土壤肥沃的两河流

域究竟花费多长的时间，我们几乎也是一无所知。 不过，我们 的确

知道，特尔斐神庙的阿波罗崇拜是希腊人的第一个共同的信仰，是

多利安、 爱奥尼亚等希腊各地共同的信仰，它滥觞于公元前10世

纪。 我们还知道，希腊艺术、 诗歌、 哲学和治国之道
”

成熟和美丽

的高潮 “
，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达到的。 我们还知道，到了11世纪，

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学、 建筑和政治体制开始蓬勃发展，并且与基督

教的律法走向和谐，这个时间离基督教传遍欧洲的时间， 已经过去

了四五百年。 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酝酿的时间要略短一些，我

们知道它的酝酿期是很长的。

由此可见，说文明进步产生宗教偏移(side-tracking)是不正确

l募玉急～r ，＇ 一一心心崎酮配 ，， ：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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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宗教的实质是： 要么是一切， 要么就什么都不是。 倘若一种宗

教落后了， 那是因为另 一种宗教已经静悄悄地、 不知不觉间取代了

它的地位， 为一种新文明的建立效劳， 而且这一新文明的宗教热情

将不输给此前的文明。 倘若社会形成之初， 人的一切最琐细的思想

283 和行为， 从摇篮到墓地的一切都是仪式化的、 迷信的， 那么成熟圆

满的文明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 有人说， 基督教的特色是它与 治国

之道的疏离， 这就使它和古代的崇拜形成强烈的反差， 因为古代的

崇拜和国家权力结成亲密的联盟。 然而这个特征仅仅是表面的特征。

古代粗糙的、 排他性的崇拜和当代讲究精神信仰和传教的宗教， 其

道德和教义都是不可分割的。 只不过就我们所知， 由于内部反战而

导致的外部扩张， 宗教不能够再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调整实际生活中

的思想和意志的一切细节。 宗教的发展有点像王国的发展， 随着王

国疆域的扩大， 王国的治理越来越复杂， 统治者就不得不向部属分

权， 把导师和统治者的双重权威分配给部属， 让其享受一 定程度的

独立；由千他们远离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对他们的监管就不可能很

到位。
一方面， 宗教听任国王和政客施政， 只要他们是虔诚的信徒， 就

对他们的人格不闻不问， 就让他们指挥军队、 课税、 立法；只要他们

不与教义的基本原理对立， 宗教就听 之任之；宗教教义就像宪法， 那

是不能违背的。 千是， 宗教成为灵魂的至高无上的统领， 成为世俗权

力受害者的最高上诉法庭。 另 一方面， 宗教还允许人们去探索和发现

自然规律， 去提出理论。 当然， 它的宽容有一个条件： 不公开传授与

圣典和颂诗矛盾的思想， 或与其结论相抵触的思想。

总之， 至少在整个中世纪， 基督徒、 穆斯林的神是其先师和主宰，

神在这里的位置相当千原始家庭的守护神。 教皇或哈里发是神的喉舌，

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发布教谕和指令。 野蛮人的原始宗教和文明人的宗

284 教有这样的区别：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是仪式， 仪式是道德时期的对

应形式；文明宗教的表现形式是道德， 道德是仪式的精神对应形式。

仪式以乔装的面目出现之后就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 仪式难道不是古

人最高的治国之道吗？难道不是他们最杰出的军事艺术和外交艺术吗？

古人作战之前， 一定要用许多仪式来调动情绪， 一定要等到传令官、

祭司和占卜官做完仪式之后， 才能够出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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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刀枪厮杀似乎是战前仪式的附属物，只不过是一种血腥仪式而已。

同理， 古代的议事机构进行辩论之前， 无不举行牺牲、 祈祷和净化仪

式。 作战也好，选举也好，仅仅是一种 崇拜形式，是向神灵祷告，安

抚神灵，歌颂神灵。

稍后，城市、 民族互相交往时， 试图把自己的仪式强加到他人

身上；在它们的扩张过程中，仪式逐渐简化；到了一 定的时候， 纯

粹精神的崇拜， 也就是基督徒、 穆斯林和佛教徒理解 的道德， 似乎

成了唯一名副其实的信仰 。 千是人 们就说， 道德应该凌驾于政治，

甚至凌驾千战争之上。 他们 又说，道德凌驾于艺术和产业之上， 这

同样有道理。 实际上， 在每一个虔诚的民族心灵里， 宗教不仅是治

国之道和外交的高级形式， 而且是艺术，是产业之首的最重要 的产

业。 建筑、 雕朔、 绘画、 诗歌、 音乐、 金属加工、 制作木柜等一切

艺术都兴起于庙堂， 它们源源不断地从庙堂流淌出来，就像一只 行

进的队伍， 继续举行庙堂里庄严的仪式。 对希腊城邦的公民而言，

隆重的献祭无疑是财富和价值、 安全和权力的宏伟的再现 。 在一 定 285 

程度上， 这仅仅是他们 的幻想，但又不完全是幻想， 因为毫无疑问，

信仰就是权力。 和那些神秘的艺术品比较， 奴隶或工匠的苦工又算

什么呢？此外，农夫甚至工匠生活中的举动， 凡重要 者， 无不以祷

告、 祭谷节或宰羊节的仪式开始。 所以我们说，每一 次的工务或农

事仅仅是比较长的祷告或祭献仪式而已。 在比较先进和注重精神生

活的文明里， 有人说，工作是一种任务，是社会的经济属性，就像

社会的政治属性和艺术属性一样，工作仅仅是道德品性的发展而已；

这种说法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此外，有的时候，瓦解社会肌体的细菌进入社会肌体时， 迫在眉

睫的需要就是驱逐这一细菌， 宗教裁判所明显就是为此目的而采取的

手段；另 一种办法就是依靠哲学、 革命或改革的宣传手段让它繁殖，

直到它能够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 每当出现以下一些局面时，社会

就急需两选其一 ： 当伽利略这样的学者提出一个最简单的科学定律或

事实刚好与《圣经》中的某一节对立时；统治者发布的饬令 刚好和既

定宗教或权威的训诫对立时，颁布斋日卖肉、 礼拜H做工的饬令就 与

教义或训诫对立；一 门产业或一种艺术开始繁荣， 而当地的宗教却认

为它不道德、 不虔诚时， 剧院上演渎神的剧目、 杂志鼓吹自由的思想，

I，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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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它们与教义或训诫对立。 现在，欧洲就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这是社会逻辑摆在我们面前的可怕的两难问题卢我们不知道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秩序圆满实现时。 对不争事

286 实的统一信仰，对不争的善 (Good) 和义 (Right) 的统一信仰，将

再次成为强烈而不宽容的信仰。 经过大规模综合的科学，在高度唯美

道德的辅助之下，将成为未来的宗教。 届时，一 切教授和政客、 一切

思想和意志都会谦卑地向它鞠躬致意。

宗教在一切的社会功能里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本章给宗教无与

伦比的地位，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这样的考虑并不妨碍我们专辟一节，

对分割的、 第二位的政府 (fragmentary and secondary governments) 

进行快速的扫描。 政府在宗教的首肯下一虽然它并非没有跃跃欲试

想独立—一进行的治理是分割的、 第二位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政治在某些时期指的是一种学说，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政治在任

何时期的通常意义都是立法和风俗。 一个公认的哲学体系在一个思想

严肃的民族里兴起时，这个哲学体系对宗教教条的关系和政治、 立法

及人民的欲望对宗教道德的关系是一样的。 哲学体系是思想的基石，

宗教道德是行为的基石。 然而，这样的关系并不能防止君主权威与其

仆从权威之间经常爆发的冲突。 哲学与神学的论争就相当于帝国与教

士之间的斗争。 再者，有人说宗教全面控制文明并且按照自己的面貌

塑造文明，如果这一说法的确有道理的话，那么可以同样肯定的是：

主导世俗生活的哲学指导并发展着自己的科学，现存的政府指导并推

行着自己的政治和战争，立法和风俗决 定着产业的进程和性质。 现在

让我们看看，在政治领域是否和宗教领域里一样，会发生风俗向时尚

的过渡，反过来又发生时尚向风俗的过渡，并且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无论如何，由于篇幅的限制，让我们不在社会的哲学和科学方面花费

过多的笔墨，那是要 －本书才能够说清楚的问题。 让我们在 下一节里

讲实际的一面。

心 让我们耐心而长期地等待这个两难问题的解决！为了思想的自由， 但愿孔德(Au-

guste Comte, 1798-1857,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会学始祖 。 中译者注）悲叹的、 微

不足道的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多享受一些太平的日子！ 一 一作者注

I 20 4,t，岫泊，叶



政治。 国家的双重起源：家庭与部落群体。 从远古开 287

始，每一个国家都有两党人：风俗党和时尚党。 皇族
常常有外国血统的现象。 人的执著使采邑这个发明得
到推广；封建打主制也因为人的执著而得到推广；现
代君主制同样是因为执著而得到推广的。 自由主义与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域外引进物最终将实

现民族化。 美国是如何形成的。 屋大维(Augustus)、

路易十六与伯里克利(Pericles)。 斯宾塞军事主义、

产业主义对立论批判，斯宾塞此论与托克维尔贵族政

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论的比较。

上述议论等于是说：起初，家庭及与之并行的拟似家庭 (pseudo

family)是唯一的社会群体；每一种继后的变化都削弱家庭在这个方

面的重要意义，构成新兴的、 更加充分的、 人为造就的群体；结果，

家庭的社会性就受到削弱，于是家庭被压缩到纯粹的生理表达。 不过，

从终极的结果来看问题，这样被肢解的家庭往往又聚合成一种放大的

家庭，宛若原有家庭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结合的家庭，只不过生理的特

征是通过遗传来传承，而新特征的功能主要是靠模仿来促进文明的传

播，两者的关系不能颠倒。 实际上，我们从语言的角度已经看到：在

远古史前时代，每一个家庭肯定有自己的语言，稍后才出现一种语言

拥抱数千家庭的局面，最后由千同 一语言促进的婚姻关系，才产生了

种族。 于是，每一种语言最终都产生了一个种族，也就是一个大家庭；

与此相反，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原始意义上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

己的语言。 我们还看见，在宗教问题上，每一个家庭起初都有自己的

崇拜，都是一个小小的教堂；稍后，同一个崇拜把数千家庭联结起来；

最后，由于或多或少存在的与异教徒通婚的禁忌，由于排他性的婚姻，

许多家庭就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种族，种族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宗教

信仰而被创造出来的。

在这一节里，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看一 连串类似的变化。

起初，每一个家庭构成一个小小的王国，接着就出现数千家庭组成的

小国，纯粹人为联结起来的小国，最后每一个国家造就了自己的民族，

l ＾ ，急1忆键逻辑
＂

影响Q臼it ^＾ ， 一蛉咖4205 | 

丁子珺



也就是自己独特的种族或亚种族， 即自己的一个大家庭。
288 在这一点上，我不妨重申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和萨姆纳·梅恩

的观点。 关千罗马行政长官从家长制到帝国制的变化，他们做了非常

精彩的论述 ；关千初期权力的统一与后来生殖权力和指挥权力的分割，

他们也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不过，我不会在这里饶舌使读者厌烦。

我倾向于认为，三言两语做一个小结还是妥当的。 我们承认，自历史

之初甚至是史前史之初， 只要一 位著名的酋长或一 个群体感到满意，

就可以形成一个小小的国家；脱离自己家庭的外来人使小国的人口增

加。 早期罗马那种庇护外来者的城邦，中世纪的自由城邦，使我们对

这种原始的聚合体有所认识。 也许或者无疑可以说，它们是名副其实

的第一批城邦。 实际上，从最早的时代起，都市因素就与乡村因素并

存 ；都市因素的特征是占主导地位的广泛流布的革新精神， 这是它和

乡村精神的差别。 我们可以推断，起初 这些未经调教的群体是最活跃

的战争和征服的中心，虽然战争浩劫是因为他们之过错，然而他们的

荣耀是创造了大型的民族聚合体， 这是财富与和平的终极保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风俗和时尚处处都体现为政治上的两党，

它们交替的斗争与胜利可以用来解释一切政治进步。 实际上，从来就

不存在超过两党的局面，无论这两党是多么四分五裂。 在不同的国家

和不同的时代， 这两个党的名字会不一样；然而无论怎么变， 总有一

个党叫保守党，一个党叫 革新党， 这两个名字没有什么不妥。 濒海民
289 族之间的竞争一般是农业利益和航海利益之间的竞争。 农业利益的代

表是亚里斯泰迪斯仇该党保守，体现在雅典政治中 ；航海利益体现

在革新者地米斯托克利©的身上。 大陆民族之间的竞争是农业和商业、

城市和乡村、 工匠和农夫之间的竞争。 现在看来已经相当清楚，保守

党和自由党之间的斗争和历史一样悠久，滥觞于原始家庭或部落之中，

并总是可以还原为风俗和时尚之争。 进步党全心全意地欢迎新思想、

新权利、 新产品，欢迎从海陆两路输入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当作

范本来模仿；与此相反，保守党用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思想、 风俗和产

业来抗拒外来的东西。 具体地说， 革新党渴望改变国内的政治构成，

以符合它看到的理论；外国政府的理论给它启示，使它多多少少觉得

0 亚里斯泰迪斯(Aristides, 约公元前530 前468) ， 雅典政治家和将军， 提洛联盟

的核心人物， 曾参加战胜波斯的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 。 中译者注
＠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 约公元前527 前 460) ， 雅典执政官， 实行民主改

革，扩建海军后， 指挥战胜波斯的塞拉米斯海战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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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有一定的可行性：它们似乎适用于世界各国。 与此相反，保
守党希望人民尊重并维护过去通用的政治形态立我们知道，无论何 290 

时何地，每当两党发生冲突时，那一定是因为自由党受到激励、 被唤
醒了。 它与外面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接触，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在比
较传统的民族里的保守党被唤醒了，也就是说大多数保守的人意识到
了自己守旧的一面。 换句话说，起初是风俗占主导地位，或几乎是风
俗占主导地位，但是到了保守党觉醒的时刻，时尚就开始取代风俗了。

与此同时，时尚日益成长，代表时尚的革新党起初吃了败仗，但
最终它成功了，公众接受了它呕歌的时尚。 结果，世界就向着政治上
的趋同性迈进一步。 即使政治聚合处在静止或倒退的状态，政治趋同
还是继续前进，虽然政治聚合与政治趋同迥然不同。 实际上，即使在
古代和中世纪，政治上的一致性与一体性相生相伴，或者是预示既定
地域里政治一体性的到来一—它所在的地域起初很小， 以后逐渐扩
大 革新党的胜利就能够实现政治上的统一。 从古希腊的英雄时代 291 

起，我们就看见时尚的清风吹拂许多社会，哪怕最受风俗羁绊的民族
也受到影响。 比如，在历史的真相揭示清楚之后，我们吃惊地发现，

心 任何时期，在任何杰出的社会中，总是一个社群体现保守派精神，一个社群体现新
奇的精神 。 然而，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两个社会的过去，我们总会看到反差颠倒的现象。在
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对立体现在英国和法国的身上；同理，在古希腊，这个对立的代表是
保守的多利安人和讲究革新的爱奥尼亚人 。 这个现象反复出现，使人禁不住莞尔 。 布米(E
mile Boutmy, 1835�1906, 法 国 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 中译者注）在《宪法研究》
(Etude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中写道：“在法国，自然而直接的权威被赋予了情感上建立
在人类普遍一致的政治理念上 。 在英国，这个权威被赋予了情感上与前辈联结的纽带 。 我们
法国人满足于一种广泛的观念：人人可以与我们分享这个观念，在普世的立法条文之前，人
人都应该低头折腰。英格兰人满足于一个狭隘而强烈的观念：他们回顾一代又一代的民族
生活。”

换言之，我们法国人热衷于能够通过自由的外部模仿而传播的观念，因为我们接受这些
观念一般就是通过这样的模仿来完成的 。 与此相反，我们的邻居英格兰人关心的观念只限于
那些通过排他性模仿和遗传性模仿而传播的观念 。 然而顺便可以说，英国议会制度并不会由
于它原有的性质而妨碍它向外传播，通过自由的、一般的接触，它已经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又
一个民族 。 于是我们就看到，17世纪的英格兰体现了革命的精神，这一点和君主制的法兰西
不同。然而，两个世纪之后的现在，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革命的酵母在英国的土地上发酵；这
些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种子却是由欧洲大陆引进的吗？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危机席
卷英格兰的岛民时，法兰西民族政府的基石终千奠定了 。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布米所做的区分隐含着另一种区分 。 他区分两种体制：渴粗普遍性
的体制和满足于一个种族或国家生命期的体制；他这个区分隐含着另一个区分：开放的、劝
诱新教徒的宗教和排他性的、不接受新教徒的宗教 。 根据这个类比，法国人的体制把未来瀑
在自己手中，因为劝诱性的宗教总是比对手略占优势 。 然而，正如最具有扩张性的崇拜总是
要尘埃落定并关上大门 一样，我们将会看到，最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反过来也要积淀为先辈留
下的风俗。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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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束缚的多利安人的制度却是由克里特岛引进的，而且他们还受

制千非多利安人，引进外来制度的人名字叫莱克格斯立我们可以假

设：在此前的一个时代里，异域的威望笼罩着这个民族，后来它又屈

服于祖先的威望 如果不这样解释，还 有其他的方式来解释以上事

实吗？

以上所说的第二个事实一点也不罕见，相反倒是很常见。 德国历

史学家库尔提乌斯(Curtius) 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这样的政治：摩洛

西亚人(Molossian)受制于奥西底人(Oacidae)，马其顿人(Mace

donian)受制于泰美尼底人(Tmenidae)，林其斯底人(Lyncestae)

受制于巴其亚底人(Bacciadae)，爱奥尼亚人(Ionian)受制于吕西亚

人(Lycian)；同理，在我们这个时代，瑞典人受制于贝纳多 特(Ber

nadotte) 王朝的后裔。 由此可见，从远古的时代起，异域人的威望一

直是普遍存在的。 库尔提乌斯列举的例子说明，这是一个深深扎根的

现象。 我们可以相信，各国王族的神圣血统可以用异邦人的血统来解

释，因为 他们的血缘已经消失在遥远而无名的地方，”所以他们可以被

认为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荣耀是本土的同胞难以企及的。”©此外，无

论在哪里看见原始家庭效忠于本部落里的一个人或者效忠于本种族里
一个人，我们都 可以推断，这个特权家庭与它过去某个时候曾经有过

的优势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原始人对祖先的崇敬就受到暂时的遮蔽。

然而，虽然某个王朝的来临可能会使家族的情感暂时中断，过一段时

间之后，它又必然会被唤醒而且被放大，只是名号上叫做市民精神或

爱国主义罢了。

我们发现，10世纪的欧洲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叫做领地(seignio-
纽 ry) 的小国家，它们在封建体制下十分相似；我们又发现，它们的丰

富多样性既表现出相似性又表现出突出的创新性，所以我们就不能怀

疑：典型的采邑屯尤论地处何方，都是当时聪明的自由派的模仿对象，

都是自由派强加在顽固的反对派头上的制度；高卢 — 罗马元老院议员

之类的人就是这样的反对派。 在那个时候，采邑是卓有成效的新奇制

度，连皇权也不得不顺势而行，仿而效之，上文已经看出这样的苗头。

在此之前，国王朦朦胧胧地把自己的权威与古罗马皇帝的权威联系在

0 莱克格斯(Lycurgus)， 活跃于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法典的创立者 。 中译者注
＠ 沃德(Ward)的英译本， 第1卷147页。 英译者注
＠ 采邑（如f)，欧洲封建社会的核心制度， 采邑是封臣从领主那里得到的土地， 大小

不等， 大至省的规模， 小至儿英亩， 通常附有若干衣奴， 封臣为领主服役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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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这是一般人心目中传统的君权。 王权至上的实质就在于普遍的

统领权或这样的梦想。 休·卡佩CD想到了一个天才的主意， 而且是一

个非常简单的念头。 他没有回头到罗马帝国去寻求理想，而是从邻居

那里去寻找。 萨姆纳·梅因认为，他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的、 非帝国

的君主的原型和首创者。 ＂休·卡佩及其继任者是全新意义上的法兰西

国王，他们与法兰西土地的关系，和男爵与采邑的关系、 封臣与土地

的关系是一样的。”一句话，他这个发明仅仅是让君主权模仿宗主权，

把原来仅限千小区范围内的封建关系推广到全国。 不过请读者注意，

这个制度很成功。
“

以后的一切君权都以这个新模式为基础。 诺曼国

王©的君权模仿法兰西国王，毫无疑问，他们也要求臣民服从国王的

宗教信仰。 这样的君主在西班牙、 那不勒斯和其余的意大利公侯国里

登上了舞台，这些公侯国建立在自由城邦的基础上。”@

到了近代，另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
“

国家
” 293 

(state) 的思想。 它与以前的城邦思想矛盾，它注定要推翻城邦思想，

并取而代之。 现代治国之道是在哪里诞生的？在意大利那些小型的共

和国里诞生的，首先是在佛罗伦萨诞生的，现代类型的政治活动从这

里传到法国、 西妍牙、 德国甚至是英国。 布尔克哈特说，围绕意大利

的体制长期争论不休，在西班牙和法国尤其如此，”但是它们开始获得

了意大利集中制国家的特征，实际上它们开始大规模地模仿意大利的

集中制。吭）到了18世纪，另一个时尚又嫁接到这个时尚之上＠，这个

新时尚与意大利体制的时尚没有丝毫矛盾之处，反而能补充其不足。

英国热的狂潮随即诞生。 模仿英格兰议会体制的热潮兴起千18世纪，

19世纪又以两种创新的形式进一步传播开来。 一是美国的形式，这是共

0 休·卡佩(Hugh Capet, 约938-996),法兰西卡佩王朝的创建者， 卡佩王朝推进
了法兰西的统一。 中译者注

＠ 诺曼国王(Norman kings)， 居住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的人叫诺曼人；1066年， 诺
曼人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史称

“

威廉王
”

。 一�中译者注
＠ 与此相似，教会的管理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穿上了帝王的外衣， 在中世纪穿上了封

建的外衣。 一 一作者注
＠ 布尔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英译本第187页。 一—英译者注
@ 18世纪开辟了大规模的时尚主导之潮。 时尚在本世纪的道德和制度中非常引人注

目 。 比如， 此刻的市政选举中引人了秘密投票的制度。 阿尔伯特·巴博先生告诉我们（见他
论旧王朝时代市政的书）， 秘密投票是现在的时尚 。 他接着说， 早在16世纪－�也是时尚汹
涌的时代， 昂热市的市政机关已经采用了这样的选举制， 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有例可循
的：

“

威尼斯、 热那亚、 米兰和罗马的议院的选举制
”

。 ”这时市议会的精神多么急于寻求模
仿对象啊！

”

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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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单纯的翻版，萨姆纳·梅恩的《大众政治》(Popular Govenunent) 

对此做了论述。 另 一种形式是法兰西革命造就的形式，这一场革命急
匆匆地把议会体制推向卢梭式的激进主义。 法国革命的黎明受到普遍
的欢迎，被誉为令人惊叹的创造。 在它的召唤之下诞生的昙花一现的
共和国，真不知道有多少，它们遍布南美洲、 淹没旧世界，甚至在不
列颠的土地上回荡。

自由党及其主导的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渴望带有普世的性
质。 实际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并不是我们时代的特权。
它在古代和中世纪都曾经盛极一时；时尚模仿潮流主导的时候，世界

294 主义往往就盛极一时。 布尔克哈特说：“世界主义是……一个新时代的
标志，这是人们发现新世界的时代，在旧世界里感到不再那么得心应
手的时代。 我们在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看到世界主义产尼布
尔气兑，柏拉图并非优秀公民……第欧根尼气圭极端，他甚至说无家可
归使人感到无穷的乐趣……＂＠早在15世纪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
大利人就具有世界眼光；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离乡背井
的生活，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时代和国家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革新；况
且他们的头脑倾向于外国的、 当代的事物，而不是趋向于国内的、 历
史上的富有爱国情怀的事物。16世纪和17世纪，法兰西爱国情怀有
所削弱，这几乎是无人不知的事实。 请回想宗教战争期间不同的党派
如何与外国结盟，请记住伏尔泰恭维的 对象如何从罗斯巴克(Ros
bach)变为普鲁士国王。 赫尔德©和费希特©在征服者的铁蹄下成为热
烈的爱国者；起初，他们曾经对祖国的思想不屑 一顾。 在当代德国和
法国，爱国主义采用了必要的武力防卫形式，于是民族情感在一定程
度上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j) 实际上， 世界主义的思想在此之前必定已经出现过很多次。 作者注
＠ 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 德国历史学家， 所著《罗马史》 (3

卷）极具影响力， 以原始资料鉴定法开创批判研究历史的先河。 中译者注
＠ 第欧根尼(Diogenes,？ 一公元前320)， 古希腊哲学家， 犬儒主义学派创始人， 主

张简朴生活并回到自然状态， 著作多半失传， 要者有《共和国》 。 中译者注
＠ 布尔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英译本第128页。一 一英译者注
＠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an Herder, 1744-1803)， 德国思想家 、 作家， 狂擞主

义先驱， 提出总体主义、 民主主义和历史主义， 著《诗歌中各民族的声音》 、 《关于历史哲学
的思想》等。 中译者注

＠ 费希特(Johanm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强调 “ 自

我
” 的能动性， 著《知识学基础》、《人的使命》， 他关于世界道德秩序及社会道德性质的思

想， 对黑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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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否万物的终结都是时尚战胜常态呢？根本不是的。保守
党承认失败、甘陪末座之前，时尚的胜利是不完全的。保守党要转变
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它要把传统的精髓输入到进步中去，使之循环
流动。保守党转变的过程就是外来因素民族化的过程，于是，由于接
触异域的或优越的文明而展开的历史剧，就完美落幕了。如此，模仿
卡佩王朝时尚而建立的封建王国，就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民族性和传
统性。

接下来，风俗的溪流又有回潮 当然水流会更加充沛，于是一

个新的周期就开始了。它开始转动，直到退潮，就像以前的风俗之潮 295 
一样地寿终正寝。毫无疑问，这样的循环往复不会终结，直至全人类
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个过程中，革新党自始至终只扮演一

个短暂的角色，虽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它仅仅是发挥一个中介
的作用，走在它之前的是比较狭隘的保守党精神，尾随它的是比较开
明的保守主义。由此可见，传统主义不应该与自由主义对立，在我们
看来，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遗传性模仿，没有保守的传统，自由
党的任何发明革新都会胎死腹中，因为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关系是
影子与实体如影随形的关系，就像光与灯的关系。可以说，最激进的
革命也要谋求传统化；反过来，即使在最僵化的传统之源，我们也可
以看到一些革命的条件。每一次历史变革的目标似乎都是转化为有力
和终极的风俗，自由活泼的模仿最终会把最广阔和最深刻的模仿集于
一身。

且让我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我要说，这个理想的实现遵循如下的
路线：相同的阶段经过有节律的重复，其规模则不断增大。远古的家
族政治过渡到部落政治，那时的社会经历过的阶段想必和当代社会有
相似之处。当代社会正在从国家政治向未来的欧洲大陆政府过渡，这
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与此同时，从市政政治、小型国家政治、国内省
区的政治直到民族国家政治的基础，全都需要同样的努力。为了弄懂
这些前后相继、断断续续增大的政治聚合体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就要
观察当代政治规模的增大是如何实现的。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
些小小的共和国，本来是要各自单独生活的，有一天，共同的威胁使 296 

他们聚集在一起宣布联合，点燃这次伟大事件的战火，纯粹是一次偶
然的历史事件，就像历史上的许多征服战争或独立战争仅仅是偶然引
爆的一样，战争仅仅是加速或迟滞了从家族式国家(family-state)到
民族国家稳步拓宽的进程，而不能够造就这样的进程。就这样，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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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合众国宣布成立了。 然而什么力量使之可能长治久安呢？什么原因

使这个联邦纽带成为必需，使它的各个州的关系日益紧密，使它们在
联合之中产生了结为一 体的结果呢？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原因何在：“北
美的英属殖民地一般叫做新英格兰；美利坚合众国社会理论基础的两
三个主要的思想，首先在这里结合起来。 起初，新英格兰的原理传播
到相邻的殖民地，以后又渐次传播到比较远的殖民地，最后可以说渗
透到了整个联盟。 如今，它们的影响要超越联邦的边界，传遍整个美
洲。 新英格兰的文明。就像山顶的灯塔， 当它把温暖撒向四周时，远
方的地平线也被照亮了。”©毫无疑问，倘若美国各州忠于各自的宪
法，倘若它们不欢迎相邻的新英格兰殖民地那两三条异域的原理，美
国各州政治上的相似性是不可能存在的，政治上的融合也是不可能存
在的。 千是我们说，时尚模仿是进步的原因。 我还可以补充说，大多
数的州都完全适应了这些原理，并且使这些原理成为自己原初风俗不

297 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共同的爱国主义，这个新集体的爱
国主义在强烈的程度、传统的力量和自我的肯定方面并不亚于它们过
去的爱国主义。

既然伟大的美洲殖民地联邦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冒出来了，我们就
应该相信，古希腊联盟的兴起就不会截然不同。 在希腊本土和地中海
岛屿上的许多城邦，几乎是两种主要类型产生的一模一样的副本：多
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这两种类型。 显而易见，它们各方面的相似性不
能够仅仅用同一母国的殖民地来解释。 在遗传性传播之后，一定是紧
跟着凭借模仿而完成的传播—一模仿性的传播开辟了希腊文明的新纪
元。 千是，正如托克维尔所云，斯巴达和雅典就像高山上的两支火炬
照亮了四周的希腊城邦。 这就是时尚模仿。 时尚扎根之后，它就代表
一切城邦共同的民族风俗，这样的风俗汇集了空前活跃的具有遗传性

质的爱国情怀。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每一个小城邦对自己原初的制度怀
有依恋之情，并且拷问各部落是如何结盟并形成城邦的，我们找到的
原因就只能够是：它们原来就存在相似性，这个相似性是由其中一个
部落的光辉照亮的，是各部落在自觉模仿或被迫模仿的过程中形成的。

0 托克维尔就新英格兰文化杰出的感染力进行解释： 这里的殖民者是清教徒， 他们是

唯一 目标明确、 为了一个理念而奋斗才漂洋过海的殖民者。—一作者注

＠ 见 Reeve 的英译本《美国的民主》， 第 1 卷， 37 页 。 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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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把目光转向这些光辉的时期， 比如伯里克利0的时期、

屋大维＠的时期和路易十四的时期。 这些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经

过革新产生的突然勃兴、 快速的兼并和同化之后，它们都引进了一种

新的社会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传统。 语言经过长时期的变化之后，

固化为一个模式并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宗教对异域的思想抱非常欢 298 

迎的态度，它就会经历许多变化，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完成一定

的重组。 经过大动荡之后，政治制度会完成重构和重组并深深扎根。

经过无数次黑暗中的摸索之后，艺术的各个门类找到了经典的方向，

并从此固守这个方向。 经过乱麻似的法令、 饬令和法律之后，立法的

努力就产生法典并开始固化。 尽管伯里克利是民主国家的元首，而且

是古代最激动人心的民族的国家元首，然而在这个方面，他还是像屋

大维和路易十四。 在他之前，雅典文明的一切要素由千时尚模仿的大

潮而缺乏组织性，但从未在希腊世界长期中断。 在他的治理之下，雅

典文明的一切要素让位千商业文明和航海文明的混合要素。 在这一点

上，这些文明要素和拉丁文明、 法兰西文明的要素实现了逻辑上的一

致。 拉丁文明和法兰西文明都极力模仿伯里克利治下光辉的希腊文明，

其要素与罗马共和国之前的混乱时期的要素是一致的，与法兰西文明

之前的混乱时期的要素也是一致的。 伯里克利之后，雅典的方言开始

到处传播，并且把殖民帝国强加于一切方言之上。 在传播和巩固的过

程中，它固化为古代社会的不朽语言。 千是，雕塑和戏剧性诗歌达到

高峰，成为完美的典范。 最后，政治和金融确立了长期而保守的立场。

这是因为，虽然伯里克利倾向于思想创新，并且欢迎外国的作家和思

想家，然而他还是像屋大维和路易十四一样保守。 他们每个人都赞成

并推动自己欢迎的思想生活和艺术生活，使之为自己服务。

现在看来，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说伟人治下的时代或伟大王朝

的时代要回归传统，那也是回到一个扩大了的传统，在两个方面扩大 299 

了的传统：一个扩大是传统主导的地域有所扩大，另 一个扩大是传统

的成分更加繁复。 伯里克利之前，雅典只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 比较

杰出的城邦。 在他的治理之下，雅典成了 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帝国

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雅典的生活。 这种生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和

0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 民主派领袖。 中译者

＠ 屋大维(Augustus,公元前63一公元14)， 又译奥古斯都， 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

恺撒继承人。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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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几百年来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已经看到，我所说的伟大的时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

先，从时间上来考虑，凭借文明的语法，一个新的逻辑平衡逐渐达到
了，这个文明的语法和文明要素的词典形成强烈的反差；其次，从传
统生活进入新时代的出发点来考虑。不过这两个方面是捆绑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时尚新风吹进的革新实现了和谐之后，接着就扎根而成为风
俗。两者和谐的证据清晰可见。这些令人难忘的时代的一切创造物都
表现出对称的风貌，都带有人为的姿态。在这些时代，政治机构都是
整齐划一的、集中制的；城市的街道和广场都改造成几何对称的格局。
比如，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的记述，伯里克利重建锡巴里斯
城，将它更名为图里，”按照比雷埃夫斯港口城市的布局来设计，四条
干道呈南北走向，三条干道呈东西走向。” 在巴博《旧制度下的城市〉〉

里，我们看到奥斯曼。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
所有城市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变化与屋大维以后罗马的
城市变迁进行比较。此外，虽然伯里克利本人严厉专权，出自名门，
颇像皮特＠这样的共和党入，他还是渴望雅典辉煌的航海霸业和帝国
扩张，他以警惕的目光反对外人成为城邦的公民。库尔提乌斯告诉我
们，在这一点上，伯里克利

“

回归古代严厉而过时的立法”。他的征服
300 是民主的，但他又压制民主的原则，压制 ”职位轮换、权威分割、公

务负责＂ 的原则。像屋大维一样，他把共和国的一切职能都集中在自
己的手里，由此而手握君主一样的权柄。

然而，除了表面的相似以外，伯里克利和一切的僭主并没有任
何共同之处。僭主决不能代表风俗的保守倾向，决不会喜爱保守的
风俗。虽然僭主有霸道的一面，但是他们喜欢模仿外国的时尚之潮，
这些潮流化解了民族传统，民族的传统是僭主掌权的绊脚石。与僭
主相反，伯里克利开创了回归传统生活的潮流，因为这样的回归对
他有好处。

这并不是说，伯里克利在国家制度之上强加他的权威、打上他的
印记时，他造就了更加民族化和更加传统化的生活；他仅仅是暂时得
利一一遗憾的是他受益的时间太短。和其他的战争危机一样，波斯战

少 奥斯曼(Georges-Eugene Aussmann, 1809� 1891)， 法国官吏，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

大规模改造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 － －中译者注

者注
＠ 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 1806)，英国历史上的著名首相。 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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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复活了希腊人的民族感情（更加放大了的民族感情）；在此前的几百
年里，尤其是在公元前6世纪，世界性的生活使希腊人的民族感情受
到削弱。库尔提乌斯说：”与此相反，在梭伦改革时期， （亚洲的 ） 爱
奥尼亚人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在雅典盛极一时；雅典富裕的市民喜
欢炫耀权位、黄金和香水，炫耀骏马爱犬，炫耀自己喜欢的玩意，炫
耀铺张的盛宴。但是波斯战争之后，更加严肃的生活态度渗透全国，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CD随后就发生了向雅典先民风俗的回归。“马
拉松战役的胜利恢复了雅典农耕光荣的风俗；雅典人的核心成员认为，
自己的地位高于航海的爱奥尼亚人。（我们要注意，自认为优越是骄傲
的一种形式，它总是依靠模仿风俗。） 越是这样想，他们越是渴望语
言、风俗和衣装的独立性。”衣服简化，回归原始简朴的传统。

“

亚洲
的爱奥尼亚人与雅典人的区别纯粹是客观的区别；他们在风俗和生活

习惯上的变异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一点充分证明，主观模仿优 301 

先于客观模仿。
有迹象表明，就在伯里克利之前，在公元前5世纪初尤其是在公

元前6世纪这段时间里，模仿外国的风气吹拂着地中海诸岛，吹拂着
地中海一切文明开化的或半文明开化的地区。这就是波利克拉斯特©
等希腊僭主的时代，他们都反对古老的道德，传播外国的风俗，成为
现代行政管理的先驱。况且，僭主政治迅速从一个岛屿传入另 一个岛
屿，表现出这个时期希腊文化对外国范例敏感的气质。还有一个更说
明问题的迹象是埃及闻所未闻的盛况：埃及法老萨姆提克©和阿玛西
斯砑莫仿希腊生活，他们努力把希腊风引进传统丰盛的古老土地！

“

阿
玛西斯娶了 一位来自锡兰尼＠的王后，他的好友均为希腊人；希腊王
公成为他的座上宾；和克罗伊斯© （吕底亚©的革新家） 一样，他崇奉

0 见《希腊史》英译本第 2 卷， 476 页 。 英译者注
＠ 波利克拉斯特 (Polycrates, 约公元前535 前522)， 爱琴海萨摩斯岛的僭主， 控制

爱奥尼亚群岛和大陆的城镇。 中译者注
＠ 萨姆提克 (Psamtik, 公元前 664 前 610)，萨姆提克王朝（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第

一代法老 。 中译者注
＠ 阿玛西斯 (Amasisi, 公元前569 前525)，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 与希腊频繁通

商。 － 中译者注

＠ 锡兰尼(C灯ene)，位于利比亚的希腊人殖民地。 中译者注
＠ 克罗伊斯 (Croesus, ？ 约公元前546)，吕底亚最后一代国王， 励精图治 、 国力盛

强， 但败千波斯居鲁士二世而亡国 。 中译者注

(J) 吕底亚 (Lydia), 小亚细亚中西部一古国， 濒临爱琴海，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

以其富庶奢华而闻名， 可能是最早（公元前7世纪）使用铸币的国家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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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诸神。”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18世纪的胖特烈大帝呐式图以高卢文

化改造他的王国。也许，大流士气也加入了希腊化的运动，只不过他

是以更加隐蔽的和一般的形式推动希腊化而已。 无论如何，他开辟的

道路通向行政管理井井有条的帝国，后世的现代帝国都起而仿效。 波
斯 ”在他的治下，彻底改观。 新的行政管理精神取代了古老的风俗”。

千是，个体本位(individualism)观念兴起，“全新的人格情感被

唤醒了。”智者派©是个体思想自由的代言人。 同理，世界主义也因此

面兴起。

两大模仿潮流的交替涨落在政治发展史上发挥作用。 为了证明这
一点，我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述。 但这个问题是不是说透了呢？无疑还

没有说透。 然而，在行将结束这番讨论时，我只想进一 步研究这个节

律变化产生的政治后果。 这两大潮流的消长都形成一股合力并沿着一

个方向前进，任何形式的政治在扩张或扎根时都必须要适应这些变化

的特征。

简单地说，这种消长节律产生的政治后果是政治组合不断扩大和

302 巩固，这一点已为人知。 我们将会看到的另一个后果是，行政和军事

集权不断加强。 这就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机会，先是让人治的政府具有

普遍性，继后又使之趋千传统以谋求长治久安。 处在扩张之中的制度，

具有相对理性而民主的风气；扩张并扎根之后的制度，则具有相当原

创和权威的特征。 如果将我们的论述和两种彼此不同却又相当相近的

论述做一番比较，一切将会更加清楚明白。 不过，两个地位不等但思

想同样杰出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托克维尔和斯宾塞两人对当代伟大的社会 变革做了生动的评价，

这个变革过程虽然缓慢但不可抗拒，他们都把这场变革表述为普遍的

历史规律。 斯宾塞尤其有感千当代工业的发展，他在这里看见了我们

社会的主导特征，认为这个特征能够解释其他一切社会特征， 特别能

够解释这样－些特征：个体的解放，宪法权利取代自然权利，契约政

0 排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17 44-1797)， 即排特烈·威廉二世，普鲁士国
王， 繁荣文化， 整饬法令。 中译者注

＠ 大流士(Darius I,公元前558? －前486?）， 古波斯王， 即大流士一世，世称大流
士大帝(Darius the Great)。 在位期间（公元前521一前486)国力最强大，加强中央集权，
统一铸币， 发展交通，孤立贸易， 队伍扩张， 入侵希腊，败于马拉松 。 中译者注

＠ 智者派(Sophists)，亦译作诡辩派， 古希腊以教授修辞学、 哲学、 伦理学为职业、

善于诡辩的哲学家。一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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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取代地位政体，司法取代特权，自由和自愿的结社取代世袭和国家

强加的社团。 在归纳这个 一般规律时，他考虑了活动的指向是掠夺还

是生产，战争还是和平；他认为，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两个互相冲突

的文明类型的主要特征：好斗型文明和产业型文明，好斗型文明正在

走向消亡，产业型文明必然是和平、 自由、 道德、 爱心、 田园牧歌的 303 

宏伟的未来。。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社会条件的抹平趋势正在使欧洲人民和美

洲人民迅速走向必然到来的民主，这个趋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他感受到一种宗教的情怀。 在他的眼里，对平等的渴望是我们时

代最强大的动力，正如对特权的渴望是过去时代里最强大的动力一

样。 他认为，这两种动力的对立是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差异的基础。

他又认为，在任何时代，这两种社会的差别都表现在各个方面：语

言、 宗教、 产业、 文学、 艺术和政治。 不过，预见到平等趋势的后

果时，他一点也不惊慌；相反，他对这个趋势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

他没有肤浅的幻觉，至少是没有堪与斯宾塞比较的那种乐观情绪。

他看到了这个趋势必然 要产生的民主的未来，他描绘的图景有时带

有明显的先知先觉。

在许多方面，斯宾塞和托克维尔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这

是因为，斯宾塞的好斗型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好是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

社会，斯宾塞的产业型社会和托克维尔的民主社会往往是很相似的。

然而，斯宾塞告诉我们：好斗型社会产生强制性的合作，使个体受行

政集权制的压抑；产业型社会产生自愿性合作、 个体独立性和非集中 304 

化。 与此相反，托克维尔以深厚而扎实的学问提出了最深刻而真诚的

洞见，最终他不得不得出与自己愿望矛盾的结论：在普遍一致性中诞

生的民主式的平等 (democratic equality) ，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向压

制性集权制和过分的家长式作风；反之，地方权利和个人保障在贵族

()) 提出产业型和好斗型两种社会的是孔德而不是斯宾塞。孔德不仅是指出了这种对
立，而且还经常阐述这种对立，他甚至夸大了这样的对立。比如，他确定产业进化与艺术进
化的关系是难分难解的，他这个观点不符合古典时代的事实。尽管如此，他这个观点还是相
当有道理。

不过，即使夸大了产业活动的优点，即使他夸大了产业活动对战争活动的优势，孔德还
是小心翼翼地不把这个差别推向极端，不把它看作社会学所谓的分割线。他知道，宗教的演
进，神学和科学形式和思想的前后相继和区别，对这些第二位的考虑因素具有更加深远的控
制力。这一点是斯宾塞没有看到的。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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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和不平等的时代里更容易得到确保。 大胆承认这个事实使他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真不知道， 他如何协调这两种感情： 一方面是对

自由的强烈热爱， 而且他对自由的热爱大大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另 一

方面是对传统的、 缺乏宽容性的国家的同情简单说就是他对社会主
义式的国家的同情其实， 这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尽管如此， 和我们伟大的英格兰进化论者斯宾塞相比， 他的自由主义
并不见得有什么明显的不一致。 他们两人究竟谁对呢？托克维尔认为，

贵族统治是非集中化的、 分等级的， 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民主准则

是集中化的、 抹平差别的和权威主义的一�我们要同意他的观点呢，

还是要接受斯宾塞的观点？须知， 表面上看斯宾塞和他的观点完全相

反呀！

我认为，托克维尔的论点更有道理；但是他的想法的某些方面并

没有讲清楚， 这又是他的不对之处。 实际上， 一般的说， 他所谓贵族

统治就是风俗主导的统治、 民主政治就是时尚主导的统治。 倘若他用
这些字眼来表达他的思想， 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就是无可争辩的。 不过

他表达的语言不准确， 这是因为贵族政治不一定和传统精神捆绑在一
起， 民主政治不 定对创新抱友好的态度。 然而他的长处是：区别权

力和权利、 情感和思想的遗传性和非遗传性源头， 他没有弄错这个极

端重要的区分 斯宾塞完全忽视、 难得提到的区分。 斯宾塞不区分
305 两种不同的好斗性： 一种是遗传的和风俗的即封建形式的好斗性， 另

一种是自愿的、 立法的和外表上的好斗性。 这后一种好斗性是我们当
代人的特征。 他认为， 重要的事实应该是明白：普通活动的性质究竟
是好斗性的还是产业性的。 可是如果你说强制性合作是军队主导下的

每一个民族的特征， 如果用军事组织的强制性作理由来得出这样的结

论， 那就是忘记这样的事实： 一家大工厂的管理方式使它成为一个野

蛮的部落， 现代的舰队和军团也是用权威的手段。 印加人建立的秘鲁

并不像空想主义者的村落， 而是像一个庞大的军营， 难道不是吗？无
论如何， 军事暴政比农业暴政更加独裁。 这是因为， 任何时代、 任何
地方对服从风俗的要求都是强制性的— 一也许中国算是一个例外。 中

国是世界上最不好战、 最勤劳的国家；尽管如此， 中国国内对合作的

强制性要求也是无以复加的， 不宽容也是绝对的；这片辽阔的国土没

有铁路和电报，但是它的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还是很高的。 这是因

为风俗的约束和祖先的权威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身上， 从皇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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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斯宾塞认为， 法国的好斗性超过英国， 因为这里的战争更加频仍，

法国古老王朝更加专制和集权（就我们所知， 这样的性质由于革命而 306 

得以完成）。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就在专制和集权性加重的同时， 皇权

也相应地受到削弱， 因为皇权依靠社区， 也就是依靠国内的产业阶级。

这是因为皇权在拓宽的过程中损害了封建领主这个好斗的阶层。 如果

说这样的体制没有能够避免断断续续的国外用兵， 至少它防止了不断

的内战 这对劳工大有好处。 法兰西国王基本上是带来和平的人。

英格兰处在相当非集中化的状态， 因为它一直是贵族政治的国家。 直

到18世纪末， 它的产业财富并不比法国多， 它在这方面的影响说不上

有多大。 当代各国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趋势， 也就是走向国家社会主义

的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强烈反对斯宾塞所谓自由化的影响， 反对他把

自由化的影响归结为产业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批驳了斯宾塞政治未来

走向的观点。 有人说， 国家社会主义的趋势仅仅是法国 — 普鲁士战争

强加在欧洲身上的扩军备战产生的偶然而短暂的结果， 这样的解释是

可以允许的吗？把这个深刻的、 所向披靡的、 一切迹象表明是持久的

趋势归结为内部的、 永恒的原因， 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更加精确吗？＠

这是因为， 内部的原因能够把现代国家的进步与现代产业和民主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 把这个走向归结为偶尔的、 外表的原因， 就不那么精

确了。

心 打斗的习惯增强了权威并带上遗传的性质， 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 当然， 战争的
胜利会使原有的贵族扩张， 甚至会造就新的贵族；然而， 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个社会是
在风俗的统治之下， 因此它预先就有一个使一切权力富有遗传性的倾向 。 否则， 战争的胜利
决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20年不间断的战争能够在现代欧洲造就一个封建体制吗？它可能会
造就一个独裁体制， 建立起比现在的富豪统治更蛮横无理的富豪统治；它不能够造就其他的
东西。 实际上， 每一种贵族体制原来都是乡土的、 家长制的、 国产的。 贵族政治不好斗的时
候尤其是生气勃勃、 难以移异 。 瑞士贵族政治即是一例。 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共和体制和封建
体制， 然而它的贵族政治一直维持到我们这个时代， 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早就走向民主体
制了。 尽管如此， 如果说好斗的思想一般是和贵族控制联系在一起， 那是因为领土分割， 而
领土的分割又是由千贵族习俗的优势使武力割据纷争不息。 产业主义与好斗性没有什么不协
调的地方， 所以中世纪的城市才是最好战的地方 。 好斗的佛罗伦萨即是中世纪产业最发达的
城市。 古代雅典是又一个例子。-—作者注

＠ 即使在美国， 虽然人民的性格基本上是平和的， 也可以看到走向集中化的普遍趋
势 。 1886年7月号《经济学家杂志》(]ournal des economistes)披露， 波士顿出版的《政治
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月号上伯吉斯的文章就倾向千证明： “一个内部机制
正在把各州的重要性削弱到省区的地位， 正在加强联邦政府的地位 。 而且作者还证明， 联邦
始终比各州优先。” 又请参考科洛迪奥·雅内(Claudio Jannet)先 生有趣而给人启迪的书

《当代美国》(Eta过加s cont em porains, 1888年， 第4版） 。 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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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这个原因要到一个H益普遍的习惯中去寻找： 它存在千就近的、
目前能够获取模仿对象的习惯之中，而不是存在千从历史获取模仿对
象的习惯之中。 自从这个习惯成为主流之后，各国人民在战争或和平
的敦促之下都开始走向极端的集中化和统一化，都开始走向民主的推
广和深化；同理，当与之相反的习惯独占优势的时候，战争与和平、
城堡与行会就有助于封建割据的维持。 为什么这样说？一 个原因是：
外在的模仿产生思想和爱好、 风俗和欲望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不
仅使趋同的民族走向融合，而且使其权利和生活条件走向平等，也就
是在实现许多方面的一致性之后完成司法方面的相似性。 另一个原因
是：这样的一致性不仅使批量生产、 机器制造、 大规模战争和机器破
坏成为可能，而且使之成为必需。 最后一 个原因是，使人平等的这
个一致性必然要产生一系列的观念： 把人当作相等个体的观念，用
普选来思考和计址欲望的机械观念，用统计数字来衡量行为的机械
观念；于是就用行政管理来限制上述一切观念并将其纳入一 个 统一

的纪律体制之下。 在这里，真正重要的原因是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
外部关系的增加。 这个原因之重要实在是千真万确： 现代的印刷术、
火车和通讯的发明刚刚来临，社会变革就随之发生；社会变革的发展
与这些发明的传播齐头并进；在社会变革尚未开始的地方，铁路和电
报线的建设就足以启动社会变革。 美国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托克
维尔赋予民主体制的一般特征，尤其是欧洲民主的特征；托克维尔事

308 先已经给欧洲民主画像；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因为北美洲事先已经
看到欧洲的样板， 所以它大胆而广泛地利用汽船和铁路之类的交通工
具。 另一个原因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样多的旅行和如此快
速发展的旅行， 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样多的书信往来和电报
通讯。

此外，我们就不能够设想，将来的民主体制扎根之后，它们在许
多方面和托克维尔描绘的情景会有所不同吗？难道民主准则实质上不
是暗示着我所谓的时尚帝国吗？民主体制下的观点和实践不会因此而
不稳定，甚至是混乱且盛气凌人吗？民主体制下的多数人的短视和任
性一定就等于他们的无所不能吗？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抱这样的观点。
毕竟，无论社会人是多么地高度社会化， 他还是生物学的存在物， 他
产生于生殖力，也为生殖力而生存。 他希望他的社会存在能够香火永
存，而且他知道，社会存在永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社会存在依托在他
这个生物体的身上，就是凭借他的血脉而传递香火。 每一种古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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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比如埃及、 中国和罗马帝国， 都曾经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气势恢弘，

然而在后辈对长辈孝敬的刺激之下， 它们都开始退守内敛；在享受一

套思想和制度的好处而 完成一些变化之后， 它们长期将自己闭锁在这

一套思想和体制之中。 我经常以中国为例来说明问题。 在罗马帝国的

最后儿百年间， 我们看见的社会不但不是民主政治的社会， 反而是贵

族政治的社会；不过与此同时， 它却是整齐划一、 非常稳定、 非常机

械、 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 古埃及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的， 然而它在

整个尼罗河流域的一致性、 它的行政集权、 它的停滞不动， 也是非常

令人瞩目的。 这些例子和论点都说明， 当代社会虽然短期内偏向千个

人自由（就像海浪的波动给船舶一定的自由度一 样）， 可是它正在走向 309 
一个风俗固化的时代， 我们对此却习而不察；在这个时代里， 万事万

物整齐划一的趋势行将完成。 托克维尔在书的结尾透露出这样的预感。

他说， 民主国家建立之后， 它不但不喜欢革命， 反而会敌视革命。 他

补充说：“我轻而易举地看出了这样的一个政体： 当它和平等原理结合

之后， 它就会使社会停滞不变， 这可能是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停滞

不前。”(j)

0 仔细读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你就会觉得，虽然他不愿提出模仿的原理，但

他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撞上了模仿律，而且他还详尽地历数 模仿的后果，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然而，倘若他把这条原理说清楚，先提出原理， 然后才去演绎他的结论，他本来是可以免于

错误和矛盾的。 他说得很好：
“

没有类似的信念，社会就不能繁荣；或者说没有类似的信念，

社会就不能生存；这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没有共同的行动；没有共同的行动，人或许

会存在， 但杜会群体却不会有 。”实际上这就是说，真正的社会关系存在于模仿之中，这是

因为思想的相似性，即社会需要的思想相似性，绝不会是天生的，而是习得的。 他恰如其分

地解释了多数人的尤所不能 这无疑就是关系到未来前途的问题；他还解释了民主国家里

公共舆论无与伦比的力量一一种
“

巨大的压力
“

，说它是集体精神对个体精神的影响。 解

释多数力量和舆论力址时，他都是通过平等的观念说明的。 另一方面，他解释平等借用的手

段是相似性；但事实上相似性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他断言，只有等到人们彼此相似之后，

他们才能够认识到彼此的权利。 我们还应该补充什么呢？只需要补充一个词就足以说清楚，

但这个词是必不可少的：模仿。 模仿想必是而且的确是造成了相似性，这样的相似性绝不可

能是先天固有的。 于是我们说，模仿本质上是社会行为，一切都是靠模仿展开的。

托克维尔又说：“人们极人的流动性和迫切的欲望使之个停地从此地移居彼地，使各国

居民五方杂处，使之能够耳闻目睹和借用彼此的东西 。 于是，不仅民族之内的成员越来越
像，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了趋同的倾向。

“

民主革命的字眼，最能够充分描绘时尚主导的效

果。 他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解释这样的倾向： 民主国家倾向于一般和

抽象的观念，却容易忽视活生生的现实。 换句话说，人们的相似性增加之后，他们以集体目

光看待自己的困难就随之减少，他们就容易用概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 于是就养成了以这种

方式来看待一切事物的习惯。 这就是模仿的另一个后果 。 我列举的例证仅仅是挂一涌万 。 接

着他又写道： “使多数公民在一个政府之下团结的因素，与其说是理性的欲望，不如说是本

能的不由自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又来自于情感和意见的相似性。”(《美国的民主》，英译

本第 2 卷，315~316 页）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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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10 立法。 司法演进。 习惯法与制定法。 风俗时代的法律

是形态非常多样、 非常稳定的，时尚时代的法律是非

常一致 、 容易变化的。 契约(charter)从乡问走向城

市。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 用三阶段节律说来分

析刑法演变的程序 6 法律的传承性特征。 法律分类。

上一节有关政治的思考也可以用来分析立法产和政治体制、军
事体制一样，法律仅仅是宗教的具体发展而已。 事实上，法律起初像
血统一样神圣。 起初的法律与传奇故事和人们对宇宙的解释，是难分
难解的，《圣经·申命记》、爱尔兰的 《布里恩法》 (Brehon)、 印度的
《摩奴法典》(Manu)足以为例。这就说明，先知生前立下教义，身后
被神化，所以他与发号施令的立法人和治理天下的国王是三者合而为
一的。在历史的滥觞期，家长和社群领袖二合一。 他主要的身份是祭
司，因此他既是首领又是法官。他是首领， 因为他指挥群体的行动，
以便为全体成员谋福利。 他是法官， 因为他以权威的身份在 成员之间
进行干预、解决分歧。 如果他解决分歧的方法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
用今天法学家的话说，如果他有一套自己的司法体系，他就可以逐渐防
止这些分歧。以后，法律就在他那个小型的社会里诞生了，他脑子里储
存的判决就给他提供了将来断案的依据。 由此可见，从一开始，法律就
只不过是积累、概括和储备待用的审判资源，实际上从古至今就是这样
的资源，正如宪法是积累、概括和系统化的政治资源一样。立法对司法
的关系，就像宪法对政治的关系， 日内瓦湖对罗纳河＠的关系。

一般的说，习惯法和制定法的差异就像自然机制与理性机制的差
311 异，就像排他性宗教和劝诱性宗教的差异，甚至就像是方言与高雅语

言的差异；习惯法靠传统传承，制定法 诞生千改革思潮。方言、地方
崇拜、原初的政治体系和风俗都谋求代代相传；高雅的语言、开放的
宗教、既成的机制、新立的法典都谋求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传播的范
围或限于国内或超过国界。这并不是说，流布最广的语言就不会像起

0 关于模仿和社会逻辑在立法中的作用， 请参考我的《法律的变迁》(Transforma-
tions du droit)。 作者注

＠ 罗纳河 (the Thone)， 自瑞士经法国注入地中海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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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方言；也不是说，最深入人心的宗教就不可能是从一个范围狭小

的宗派开始萌芽的；也不能够说，最高唱凯歌、 雄心勃勃的宪法就不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提出的，比如斯巴达那一 套法制 我们

的许多传统都取材于斯巴达，至少我们的议院仍然非常热心于许多传

统的政治比如英格兰政治。 最后，我们也不能够说，传播能力最强的

法律 比如罗马法，或罗马法经过混血派生而出的法兰西法律

的源头就不可能是原始的奎里蒂法(jus quiritium沁和法兰克法

(Frankish law产等比较粗糙的习惯法。 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说，

流布最广的语言、 宗教、 体制或法律在膨胀之后就不能够收缩，就不

能够回归到方言、 地方崇拜、 特殊的法律或习惯，只不过它们规模更

大、 更加复杂而已。 所以我重申： 我们要考虑的是三个阶段。 从立法

的角度看，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这三个阶段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在第一个阶段，法律是极端形式多样的，极端稳定的，而且各国的法

律非常不同，又世世代代都维持不变。 在第二个阶段，法律非常统一，

却很容易变化，正如现代欧洲的情况一样。 在第三个阶段，法律试图

将自身的统一性与重新获得的稳定性结合起来。 略一扫视就可以看见，

这就是整个法律史波动的节律。

有一段时期，每一个家庭或准家庭都有自己的家法；稍后，每一 312 

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法，每一个部落也有自己的法律；往后，每一个

城市都有自己的法律；再往后，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法律。 为了弄

懂立法走向统一的三个阶段是如何完成的，让我们来研究一 下地方法

律向全国法律转变的过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各省都有独特的

风俗；不过皇家的诏令逐渐叠压在地方风俗之上。』此外还应该注意的

是，每一届议会、 每一个法庭都以自己的方式解释法律并建立自己的

司法体系。 这样的司法习惯使立法沦落到原来地方立法的地位；有一

段时间，立法似乎还是摆脱不了地方性局限，遗传性的模仿仍然占据

着主导的地位。 然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接触性模仿、 模仿巴黎立法

和司法革新的倾向就成为主要的倾向；在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巴黎

立法者的法令就畅行无阻，全国都服从这些立法，各省不再向祖先和

本地的权威俯首低头了。 况且，各地法庭的判决都模仿（也许有人会

0 奎里蒂法 (jus quiritium) ， 古老的罗马法律 。 最早仅适用于贵族， 后根据《十二表
法》而适用于全体罗马人。 中译者注

＠ 法兰克法 (Frankish law) ， 法兰克王国初期法兰克人治下特定地区内使用的法

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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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是被迫的，然而如果全国司法一致的需求没有成为势在必行的大

潮，强迫又从何说起呢？）巴黎法庭的判决，包括撤销原判的判决。 让

我再补充一点： 我国靠时尚确立的司法体系，现在已经显露出传统僵
化的迹象，正在使立法进入停滞的状态。 十二铜表法CD最终成为令人
尊敬的传统和神圣的罗马习惯法，然而起初它却是从外国引进的，时

尚模仿之潮的爆发促使罗马人采纳国外的东西。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另 一个更加壮丽的变化开始了。 促使全国

313 性法律叠加在地方性法律之上并取而代之的动因，同时又迫使全国性
法律反映地方性法律，从而为全国统一的立法铺平道路。16世纪虽然

是动荡的时代，但它又是传染性的革新层出不穷的时代。 在此期间，

罗马法从分散的灰炵中兴起并传播到各个城邦；与此同时，在每一个

城邦，王权的增长又使各个城邦的立法统一起来。 昨天跨越法兰西帝

国边界的是拿破仑法典。©可惜的是到了今天， 再也没有实力强劲的

权威来构筑起那种使千里之外的邻国都感到光辉灿烂的法律丰碑。 然
而，一切迹象都使我们相信，一旦这样的权威在一个地方兴起，它就
会以前所未有的破竹之势无处不在地被人模仿一请看托伦斯不动产
登记法＠的成功，就可以了解这种破竹之势。 在没有新的司法解决办
法之前，新的法律问题必然要传遍各地之后，才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通过立法来解决，工业事故和劳资关系的立法就是如此。

倘若现代公众自由模仿外来事物的倾向就足以使法兰西法典传播

开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过去的时代里，省里的法律就不可能

压倒城市的法律、 城市的法律就不能够压倒部落的法律呢？难道不是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公众不也是具有类似的倾向吗？如果没有这样的
倾向，上述司法范围的逐渐扩大不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吗？我们看见，

虽然有过不同的风俗，在12世纪和13世纪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城市里，

0 十二铜表法 (Twelve Tables)， 亦称
“

十二表法 ” ， 公元前 45] 前 450 年罗马奴隶

制国家颁布的法律。 中译者注
＠ 拿破仑法典 (Napoleonic Code), 1804 年拿破仑时代颁布的法国著名的民法典， 又

称
“

法国民法典
”

或拿破仑法典。 在民法法系中具有代表性。 1799 年拿破仑上台执政后，法
国政局稳定，制定民法典统一全国法律的条件日趋成熟。 拿破仑派人组成编撰委员会， 起草

单行法并经审议程序通过。 1804 年将这些单行法合并为《法国民法典》并公布实施。 1807

年拿破仑将其正式命名为《拿破仑法典》。 后名称几经更迭。一 一中译者注
＠ 托伦斯不动产登记法 (Torrens act)， 根据所有人的申请，法庭依照适当的程序签发

不动产所有权登记证书。 除非有例外事情， 该登记证书对认定所有人的不动产所有权具有决

定性效力。 该登记制度因其创始人是 19 世纪澳大利亚土地法改革者理查德·托伦斯而得

名。——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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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却表现出比较多的相似性；我们还知道， 我们全国立法的一致性

是由于第一个村社的特许状得到广泛传播而确立起来的， 这个文件吸

引了当时的公众；我们又知道， 这个互相模仿的思想进入的城市， 是

那些早就有多重关系比如商务和协约关系、 语言和亲属关系的城市。

比如， 洛里斯地区的风俗很快在宫廷和香棕地区传播开来。 德国也出

现了类似的情况。 舒尔特先生关于德国法律史的经典之作里有这样一

句话 ：

“

在莱茵河流域的城镇里， 几乎所有的法律都像科隆的法律。”CD 314 

由千绵延不绝的互相模仿， 莱茵河流域各城镇过着相同的生活。 舒尔

特接着说， “吕贝克的法律成为霍尔斯泰因和施勒苏益格等城市的范

本， 成为波罗的海沿岸大多数城市模仿的对象。 马格德堡地区的法律与

哈雷、 莱比锡和布勒斯劳等
｀

姐妹城 ＇ 的法律平行发展， 前者成为后者

的模仿对象。”然后， 这些法律又从布勒斯劳
“

传播到西里西亚、 波希

米亚波兰和摩拉维亚等地， 于是布勒斯劳就成为整个东部地区紧跟的榜

样。”©然而，任何市政法和特许法借助时尚而传播开来之后， 它总会有
一定的变通， 以后它就很快成为政府官员心中最值得珍惜的风俗了。

让这个思想渗透进我们的头脑， 我们就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断

然切割古代法和现代法， 到两者之间去寻找一个虚构的鸿沟， 认为两

者的连接在世界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杰出的亨利·萨姆纳·梅恩爵

士深入研究了古代法， 可惜他未能避免这一种幻觉。 他认为， 伟大的、

首要的法律革命完成之时， 共同领地的思想取代了血缘的思想， 成为

政治和司法统一的基础。 他这个思想很有道理， 不过倘若要说具体一

点， 我们就会看到， 应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述这样的法律革命；只有

用另外的方式表述之后， 这个道理才会更加清楚。 毫无疑问， 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 道德义务只限于家庭范围之内， 家庭之外的世界全部是

猎取的对象。 因此， 古代的家长在家里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他可以处 315 

死妻子、 孩子和奴隶。 这种封闭大家庭生活除了公开蔑视外界的榜样

之外， 还能够是别的什么呢？显而易见， 这样的排他性是难以维持的；

家庭的壁垒一点点地坰塌， 外来的影响逐渐成为家长制传统的补充。

家庭之间互相学习之后， 邻里关系与血缘关系的结合就产生了法律关

系。 不过， 由于唯一公认的团结类型习惯上是血缘纽带， 所以友谊纽

0 排德烈·舒尔特(Frederic de Schulte) : 《德国法律与制度的历史》 (Histoire du 
dro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llemagne)， 马塞尔·富尼埃(Marcel Fournier)法文译本， 巴黎，
1882 年， 159 页 。 英译者注

＠ 同上书， 162 页。 一一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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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起初放进了血缘纽带这个类型，这是通过领养等办法虚拟的血缘关

系纽带。 后来，基督教国家里的精神上的亲子关系，教父和教子的关

系，加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必然要归入领养式亲子关系这个类型之

中；同理，精神父亲、 精神导师与弟子的关系应该归入养父子关系这

个类型之中（爱尔兰的养父子关系即为一例）。 在爱尔兰，精神导师有

权继承弟子的财产。 萨姆纳·梅恩对爱尔兰的情况进行过论述：基督

教会、 大多数修道院和教区都酷似部落。 虽然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荌

求必须独身，但是修士和修女都以父母兄弟这样的字眼相称呼，这大

概也是一个类似的虚拟亲属关系。

然而，无血缘关系的个体逐渐混杂和趋同之后，再将血缘关系扩

大到类似的虚构关系就不可能了，人们不再接受这样虚构的关系；只

要生活在同一国度里，人们就足以靠法律关系建立联系。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同胞们由千相互模仿的习惯而十分相像。 当然

也有例外的情况，某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可能与国内的其他同胞并不一

316 样。 比如中世纪的犹太人、 美洲黑人、 胖力二世呤台下的西班牙籍穆

尔人、 新教国家里的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国家里的新教徒，就与其他同

胞并不一样；在16世纪，虽然拥有共同的地域，特殊的群体还是被剥

夺了分享土地法的机会，他们要经过苦斗之后才能够争取到机会。 法

律的真正基础和首要条件是：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必须要有这样的纽带一 —这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血缘关系之所以是人

与人纽带的必要条件，那是因为它的预设是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与此

相反， 目前的情况是，共同的地域就足以成为这样的预设。 此外，共

同地域纽带渴望用血缘纽带来加强。 在现代国家里，不同的种族由千

长期服从同样的法律而聚合，所以全国范围的政党就相信，他们拥有

共同的祖先，虽然明显的、 地域性质的法律掩盖了他们共同的血缘关

系。 斯莱(Seeley)认为，“种族的社区，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对这类社

区的相信“，是民族团结的首要条件。 可以说，无论是在现代还是最古

老的时代，重要的条件并非真正的血缘关系，而是虚构的或名声在外

的血缘关系。 于是我们看见，时尚模仿行为不是产生一 次司法革命，

而是经常产生重要的司法革命，这就是萨姆纳·梅恩提及的司法革命。

不过，梅恩的表述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生理或物理的因素，传宗接

0 胖力二世 (Phili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兼并葡萄牙，反对宗教改革， 迫
害 “异端＂，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惨败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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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气候或土壤的因素是变化的因素。 其实原因刚好相反： 一种基本

的社会力量就是模仿，模仿就是以上一切变化的原因。

在以上论述里，对高位人的模仿似乎和对当代人的模仿有一 点混

淆 ； 然而司法领域有一些情况说明，两者之间的传播是能够区分清楚

的，正如它们在其他领域里的区分是清楚的一 样。 刑法史提供了许多

突出的例证。 在此，我只略提一提，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做了详细

的论述产在有些时代里，有些可恶而荒唐的罪行比如拷打，有些不 317 

足而愚蠢的刑法程序比如陪审团制度，是传播得非常之快的，快得令

人膛目。 拷打在欧洲长期成为时尚，早自波伦亚©罗马法的考古发现，

直到16世纪，严刑拷打都像洪水泛滥一 样传遍欧洲。 到了18世纪，

人们爱上了陪审团制度，其实他们并不懂这个制度， 之所以爱上了这

个制度，仅仅是由于崇拜英国的狂热分子的蛊惑。 他们崇拜得五体投

地，以至于在1789年的时候，选举人给国民议会的代表发出这样的指

示：在陪审团的表决上要异口同声，正如他们在其他问题上也非常一致
一样。 众所周知，在这个平等和启蒙的世纪里，我们也像是着了魔，这

样鳖脚而盲目的司法现象势如破竹地传播开来。 难道不能从这些例 子推

测，陪审团制度之前的拷问，不也是由于类似的痴迷而传播开来的吗？

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引人注目的：这些外来的时尚在人们的心

里扎根并成为人们珍视的习惯，并不是慢慢完成的。 目前，陪审团制

度是法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 不过在17世纪时，严刑拷打也是同样

在全国受到珍视的制度。16世纪好几次的国民议会甚至1614年的国

民议会都宣告，它不仅赞同维持而且赞同扩大严刑拷打的范围，从这

里寻求证据，就不难说明拷问在当时受到普遍的欢迎。

我要赶紧补充一句话：这个领域的时尚热和其他领域的时尚热一

样，很难得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 ； 既然时尚热只不过是对优势者模仿

的辅助形式，是社会逻辑的辅助形式，所以它们一般 是促进立法进步

的。 同理，危机之后尾随而至的新风俗也很难得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

接下来我们要探究的是：法律谋求拓宽适用的范围并在更大的领地上

扎根时，它会带上什么样的特征 ； 法律在拓宽并扎根之后它又会产生 318 

什么样的后果。
一般的说，这些特征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简单。 法律在拓宽的

过程中，合约、 相互承诺、 公平、 人性和 个人 理性被赋予了更大的分

0 参见我的《刑法哲学》 (Philosophiepenale, ed, by Stock, 1890) 。 作者注
＠ 波伦亚 (Bologna) ， 意大利北部城市。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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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在固化和法典化的法律中，除了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特征是

博学的辩术和霸道的管制。 罗马法是在万民法0的影响和执政官的修

正中形成的，在帝国时期用法典固化的，所以罗马法是这双重类型

(two-fold type) 非同寻常的例子。 无论法官把罗马法传播到什么地

方，它都被当作正义和逻辑的化身；这个事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罗马法为何能够摧毁古代或中世纪的其他 原初的法律。 无论它在什么

地方扎根，它都成为暴政的有力工具。 在此我们有一点应该注意： 虽

然我们把平等与特权、 司法与风俗对立起来，可它们实际上源头相同。

无论原始人是宠爱个人还是牺牲个人，风俗都会产生，都会以同样的

方式对待每一位个体，正如他习惯把自己和祖先比较、 和同一 阶层的

人比较一样。 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变得不相像的情况下，风俗已经

确立了司法上的差别和差异，个人与其他人享受同样待遇的欲望还是

在同样的风俗中得到了满足。 有的时候，个人宁可与同胞和同时代的

人相像，而不是与祖先和亲属相像；此时， 由于他与同胞和当代人非

常相似，所以他就会要求平等的待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正义和平等。

即使个人受到的待遇和祖先的待遇截然不同，只要他受到的待遇和邻

居一样，他就会觉得无所谓。

在一定程度上，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区别，两者的主导地位，似
319 乎在交替发生；这样的交替似乎与风俗模仿和时尚模仿的交替是联系

在一起的。 在风俗和传统的时代，祖先遗产、 土地、 房舍、 办公场所、

业务用房等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财富，这很有道理。 在这样的时代，

个人短暂的一生能够获得的财富，一般的说不会在他继承的财产之上

追加多少财富；他自己那点商业积累的财富，他靠首创性或模仿同时

代人的首创性积累的财富，并不能够给全社会利用古老发明而积累的

遗产做出多少贡献；他的贡献和全社会利用农业、 金融、 产业、 艺术

等发明而创造的财富相比，那只能是沧海一粟。

在这样的时代里，遗产被当作最神圣的财产，值得用各种手段来

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监护法、 继承法、 购回法、 置换法、 对遗嘱宗

教般虔诚的态度的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人们首先模仿祖先、 转向过去

以挑选模仿的对象，结果就产生了服从祖先的习惯，尊重祖先高于一

切的习惯。 与此相反，在模仿同时代人的风气如火如荼的时代，也就

心 万民法 (jus gentium) ， 国际法最早的名称， 原属于罗马法的一部分， 系市民法的对

称；基于平等、 正义的、 自然理性的、 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法律， 有时也指调整国与国之间关

系的法律。－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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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当代人的发明创造能力非凡，并且使祖先的发明创造黯然失色的
时代里，利用当代人的革新就很容易很快致富；在这样的时代里，遗
产可能就仅仅是被当作基本的装备 既可能一刹那间化为乌有，也
可能靠投机、苦心经营或拼搏奋斗而增加资本的财富。因此，遗产就
失去威望，奋斗而来的财富就具有更加高贵的性质。在这样的时代里，
个人奋斗得到的财产最令人尊敬，巧用新的工农业等等思想而获得的
财富就最令人尊敬。这就是今天法国和世界各地的现状。因此，到处
都有一种错误的论调，就不足为奇了；攻击老的继承法、压抑和限制
遗嘱和继承权的议论哪卿喳喳，把财产权建立在个人财富之上的议论 320 

四处泛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显然，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时尚模仿产生的影响是个体意义
. . . . . . . . . . . . . .

上的影响。我还可以补充说，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对立实际上是司法
观点和经济观点的对立。政治经济学诞生于希腊、佛罗伦萨和18世纪
的英格兰，这些时代正是时尚的时代。这一点值得注意。

法律进步的后果，首先是延伸的后果，继后是稳定的后果，可分
为几种类型。这是因为，立法涉及个体在一切方向上的活动，这些方
向大大超过集体活动的方向，因为集体活动受政府体制的管束。 一个
全国性政党能够从事的活动主要是与外国相关的军事活动或外交活动，
主要是内部政治改革的活动，谋求权力或光荣的生产活动，民族自由
的活动；这是得到很高评价的一种事业。此外，政治改革用立法来操
弄的事物，与个体行为和利益有关，与个体权利和义务有关。然而，
个体各自从事的行为是难以计数的：个体的行为可能和各种性质的城
乡职业有关系，和各种工农业劳动有关系，和各种犯罪有关系，和各
种协调或冲突的利益有关系。我们应该区别与法律对立的活动和符合
法律的活动。与法律对立的活动和法律指望要压制的活动，就是所有
导致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事件；因为前者和后者一样，前提是诉讼
一方违反了法律，只不过前者乃过失犯法而不是故意犯法。合法的活
动主要是所有民事公正和刑事公正的活动，产生和平与安全的活动，
这是一门特殊的产业，也是行使一切职业的和平而合法的活动，是多 321 

种形式财富的生产活动，财富严格地说是产业活动。现在可以说，在
司法问题上，尾随立法多样性而起的一致性产生的结果是集中和调控。
我正想说，这个结果是使公平的实施机械化，使司法体系扩大化；立
法稳定产生的结果是使这种扩大的司法体系带上神圣的色彩，并使之
巩固。这样的规律尤其符合民事公正的实施，虽然刑法体系也会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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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变化。 对习惯性或机械性的刑法体系而言，由千它曾经有过稀

奇古怪的、 荒唐的拷问形式，一个系统而理性的形式随之而起。 无疑，

这种系统而理性的形式媚媚来迟，不过它已经产生今日监狱和昔日监

狱非常强烈的反差。 实际上每一次时尚革命的到来，尤论它以何种顺

序展开，都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更高层次的理性，正如每一次风俗的

回归都会产生更大的智慧一样。

无论是何种产业，立法统一性取代立法混杂性的趋势，都是大规

模生产的必要条件，是需要机器或资本集中的一切生产的必备条件，

是修建铁路、 大型制造厂或大型农场的必备条件。 所以我们说，如果

想要经济辉煌，统一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想要经济的辉煌持久

不衰，稳定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 尤论如何，产业的发展更加有赖于

有关欲望和习惯的基本而隐含的法律，而不是有赖千技术意义上的法

律。 我们最好是把这方面的考虑放到下一节里去探讨。 不过在各种产

业之中，农业对立法的依赖更加直接。 实际上我们知道， 由于农业进

步靠机械化来实现，又需要广阔的市场，所以多种具有法律效力的风

俗可能会影响农业的进步，这些习惯势力有学徒期、 使用权、 各种所
322 有权、 抵押、 继承、 销售、 租赁、 头衔规范等方面的习惯势力。 这些

阻碍由千被强制抛弃或自愿抛弃之后，一套统一的法律被采纳之

后— —无论习惯势力的阻碍是如何被抛弃的，无论这一套法律的源头

是一个权威的法庭、 声望卓著的首都，还是一位当代的名人一农业

大规模发展的动力终于到来了。

五、

成例和需求（政治经济学）。 成例的多形态与稳定

性。 继起的统一性与快速的变化。 生产与消费，普

遍适用的区分方式。 消费需求的传播速度总是比生

产儒求快。 这种非对等的传递速度产生的后果。 风

俗时代隐蔽的排遣渠道，时尚时代外在的排遣渠道。

中世纪的产业。 规模产业相继出现的顺序。 时尚的

代价和风俗的代价。 模仿在变迁的过程中从经济领

域和其他杜会领域相继借用的特征，这两种特征的

比较。 这些变迁的原因。

成例 (usage) 是最霸道的势力，最依赖政治的势力，最严厉、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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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服从的立法。 我所谓成例是千千万万个传统的或刚刚养成的调节

个人行为的习惯， 不是像法律那样抽象的、 远距离的习惯， 而是近距

离的、 无孔不入的习惯， 包括一切人为的需要、 爱好和厌恶， 包括一

个国家、 一个时期的林林总总的道德风尚。 产业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满

足由成例决定的特殊形式的特殊需要， 这种特殊形式的特殊需要与政

治经济学不太规范的规律多多少少是符合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和政治、 法律一样， 积习和宗教有关系。 成例是仪式的支脉。 比如谁

又能想到， 我们习惯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居然有一个神圣的源头呢？

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希腊人最初仿照排尼基人从右往左的书写方

式；可是后来他们模仿祭司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 祭司书写神谕时从

左到右书写， 因为右手的方向是吉兆， 祭司求神的时候面向北方抬头

望天， 东方就位于他的右手边， 于是希腊人就改变了原来的书写习惯。

库尔提乌斯在《希腊史》里说： “因为祷告时面向东方， 用于祭祀的杯

子、 签筒和愉神的竖琴， 全部是从左向右传递的。”根据他对书写方向 323 

的解释， 再看看人类学家以生理学为基础的解释， 你不禁会感到兴趣

盎然。 再者， 即使在宗教信仰最淡漠的社会里， 成例也往往表现出深

刻的崇拜， 而且常常表现出崇尚武士的、 物质主义的、 贵族政治或民

主政治的理想， 这样的理想支配并指引着成例。 12 世纪的座椅和 18

世纪的饭盒的形态就足以揭示 12 世纪的神秘主义和 18 世纪的美食

风尚。

今天， 同样的对衣食住行舒适的追求， 对奢侈品的追求， 对礼节

的追求， 有希望传遍欧洲、 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不再因为这样

的一致性而感到奇怪， 可是这样的情况对希罗多德来说却是令人震惊

的。 然而， 这却是极其重要的事实， 这样的一致性是在工业发展进程

中完成的；如果没有它， 我们就不可能积累巨最的工业财富。 12 世纪

游历欧洲的旅行家都可能看到， 宗教信仰、 语言、 法律和政治相同的

社区， 竟然会表现出差异， 在衣食住行、 个人装饰和娱乐方式上都表

现出难以名状的差异 每走一步， 每当他从一个地方到另 一个地方，

他都可能注意到这样的区别卫然而， 倘若这位旅行家100年之后旧

地重游， 他就会 注意到， 同一地区儿代人的具体差别并不是很明显。

相反， 在欧洲大陆的当代旅行家在各地看到的却是相同的特征， 尤其

0 所以， 思想和教义的传播比成例的传播更加容易 。 成例尾随思想和教义而逐渐趋

同。 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例子， 说明我上文论述的从里向外的模仿过程。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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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大城市和上层阶级中看到相同的特征：旅店里同样的收费和服务、

同样的室内家具、 同样的衣服与珠宝、 同样的剧院招贴、 同样的橱窗

324 陈列。 但是，再过15年回来，他却会发现，这些东西已经大变。 新的

菜品出现在菜单上，家具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也许还表现出新的实用

功能，新的时尚服装会从时装设计师的想象里冒出来，新的珠宝会从

珠宝商脑子中的想象里冒出来，到那时，新的喜剧、 歌剧和小说将会

风行。 我在上文中已经谈到这个 反差， 但是这个实例的反差比别的反

差更加强烈。

空间多样性取代时间多样性、 时间相似性取代空间相似性，文明

进步是这个趋势的原因；这是不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逐渐、 普

遍或有序的取代趋势是必然的历史规律，是完全不可逆转的呢？不是

这样的。 唯有从地理多样性到地理相似性的这种正常的转移才是不可

逆转的；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成例的一致性确立之后很可能倒

退回分裂的状态，除非倒退是某种社会大灾难的必然后果。 不过，即

使不靠脑筋急转弯也能够想象，经过一段时间无常的变化或者说匆忙

的试验之后，成例就能够固定下来。 习惯的持久性决不会和习惯的普

遍性相矛盾，它只是补足习惯的普遍性。 眼前的欧洲风起云涌，但它

并非总是这样不平静，所以无意之间，欧洲正在走向一个平静的港湾。

使文明经受磨难的狂热并非历史上全新的、 闻所未闻的现象；我们知

道这样的狂热如何结束。 我们大致可以肯定，尼罗河流域、 幼发拉底

河流域或全中国、 全印度，在远古朦胧不清的时代里，就实现了某种

程度的一致性，其间未必发生过什么狂热的鼓动；我们看到，在这个

过程中，许多地方特征化为乌有了。 具有传染性的潮流抹掉了地方特

征，这个过渡期必然会出现暴力。 不过这个潮流完成其使命之后已经

荡然尤存了。 此后，在这个潮流曾经席卷过的辽阔的亚洲大地上，我

战5 们不仅发现服装 、 家具等等令人吃惊的相似性，而且看到对古代成例

不变的忠诚。 这个 特征非常明显，比如住所的风格、 室内的布局在今

日东方的宫殿里维持不变；这就使我们能够重构古代亚述的宫殿，尽

管在其遗址上这些特征已经荡然 无存。

这两种模仿的交替作用本身，可能就足以改变世界，就可以逐渐

抹掉纵横交错的远古的地方成例，使之无迹可寻。 这是非常可能的。

不过我预料有人会反驳。 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洞穴里 发现同类的燧石、

石刀和简陋的日用品，就匆忙下结论说，野蛮时代的祖先在衣服、 道

德或生活方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又说这种新思想来自千原始人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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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相同的思想。 然而，这个结论绝对是太武断了。 应该接受的逻

辑认可的唯一的结论是：燧石武器、 工具、 陶器等等的生产和消费是

由于大范围内的时尚模仿推广开来的。 我们容易设想，在部落时代里，

模仿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印加人的文明很发达，可是他们根本没有

轮车或轮子的概念，从来没有想到用油灯或蜡烛照明，没有利用近在

手边的油料。 一想到这发达的文明，我就不能不怀疑：如果没有外来

者的传授，大多数的野蛮人永远会对制陶术一无所知。 因此， 面对这

种几乎在全世界传播的证据，从中去寻找某些发现的内在必然性，这

似乎是有一 点荒唐。

尽管如此，我还是意识到，野蛮人的生活处在人类的底层，其多

样性和原创性恐怕都同样缺乏；也许，他们的许多相似性有可能不是

通过模仿产生的。 不过，这种相似性决不是社会性质的相似性，而是 326 

地地道道的生命机能上的相似性，因为他们所知的唯一欲望是自然的

欲望，只有一点朦朦胧胧的家庭的印象户接下来我们说人为性超过

自然性的家庭，此时的家庭具有了社会的特征，它希望成为一 个小社

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的群体。 千是，成例和虚构的需要就叠压

在身体的需要之上，或使之膨胀，于是真正的成例随之诞生。 成例就

作为独特的现象在儿个群体里出现；每一个群体里的成例更加确定、

数量更多之后，它们就开始分化。 不过，每个群体内部的成例的确定

性和丰富性继续增加；相反，其外部分化很快就受到内部趋势的制约，

内部的趋势是模仿异乡人，模仿那些因为发明和征服而著名的异乡人。

不时之间， 由千这个内在的模仿趋势无拘无束， 由千它引进异域需要

的精神，由千这种精神与维持传统需要的精神结合，社会就呈现出相

似性增多的景观，首先是每一 个部落，后来是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省

份、 每一个大国，最后是全世界一切文明开化的地区，都呈现出相似

性增多的景观，呈现出相似性与日益增多的复杂性相结合的景观；在

成例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谁要是想用气候需要来解释建筑的风格和时尚，他就会被捆住手

脚。 比如在小亚细亚，在面向黑海的山坡上，房顶上盖的是瓦；相反，

(j) 此外， 这样的相似性并不完全。 埃米尔·里维耶尔(E皿le Riveere)研究了史前洞

穴里的动物， 他说在芒通(Mentone)的洞穴里难以找到鱼骨， 他为此而感到惊讶 。 他不能

解释， 面对非常丰富的鱼类资源， 这里的原始的海滨居民为什么不想捕鱼。 这个奇怪的现象

难道不足以说明， 他们还没有想到发明渔具到海里去捕鱼吗？ 一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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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向塞浦路斯的山坡上，房顶却呈现出梯级的样式。雷克吕斯。说：
327 ”建筑千差万别，不同全在气候。”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时尚或风俗

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已经成为风俗的悠久的时尚的问题。我们在美
国看到令人厌恶的嚼烟草的习惯，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上到下的
各个阶级有这个习惯，甚至漂亮女人（能够用来说明模仿的、富有说
服力的例子，莫过于此）都有这个习惯 这个现象就足以解释，痰
盂为何是他们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用具产这个习惯是种族需要和气
候需要的必然结果吗？根本不是的。这是时尚和风俗的又一个例证。

让我就这一点再做一点说明，哪怕是再强调一下以上几节已经讲
清楚的一个区别，不过这一节讲这个问题更恰当。我们来讲一讲生产
和消费的区别。社会形成之初，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原始群都是一个
作坊，也是一个仓库，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放在家里；而且家庭还有教
堂和国家的功能。换句话说，它生产它自己消费的一切，又消费它自
己生产的一切；在私事和个人用具上是这样，在信仰或集体用具上也
是这样。这就是说，家庭之间的交换不存在，经济团结并不存在，政
治或宗教上的团结也不存在。有些家庭生产小麦或稻谷、麻布或棉布，
并不是为了其他家庭的消费，并不是为了换取另一些产品或服务，比
如政治或军事服务；同理，有些家庭传授知识，高踞其他家庭之上，
给别人提供思想或意志的走向，让人家相信和追随自己，以便获取人

328 家的服务和产品。现在我必须说明，这个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是如何
分离的，我有责任证明，两种模仿交替的规律既适用于生产行为的传
播，也适用于消费欲望的传播。

起初，家庭是一个排他性的、自给自足的作坊，制造、驯化动物
和栽培作物的秘密由父亲传给儿子，模仿功能仅仅在遗传中起作用。
与此同时，这个胚胎期的产业满足的需要也通过模仿而世代相传。后
来，家庭从外面学到更好的工艺，就有了消费者。他们模仿别人的工

艺，放弃原有的错误；于是，人们渴望消费新的产品，总是希望和旧
产品不一样的新产品。因此，新的消费需求一定是通过时尚传播的。
最后，源源不断的革新受到欢迎，原来受遗传和风俗限制的模仿欢迎

CD 雷克吕斯 (Elisee Redus, 1830一1905) ， 法国地理学家， 著《新世界地理、 地球与
人类》(19卷）等 。 中译者注

＠ 没有必要向美国读者说明， 塔尔德举的这个例子不恰当。 然而， 为了让阅读特罗洛

普 (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 英国小说家。 中译者注）和达尔文的英国读者明
白， 我还是最好说明， 这个例子与事实不符。一 一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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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革新， 千是在更大范围内固化这些风俗的欲望就随之而起， 公

司就这样应运而生。 与此相似， 对应的消费欲望就扎根而成为全体国

民的习惯卢然后， 这个过程又从头开始。 另一方面， 一个自由竞争

的时代，也就是自由的外部模仿的时代取代了过去封闭的公司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必然回到更大规模的旧式的垄断， 只不过它打出的牌号是 329 

大公司或行业辛迪加。 与此同时， 普遍的变化和无所不在的时尚占据

主导地位， 并取代过去时代里的成例， 直到全体国民心里默认的那一

时刻到来：人们的需要既稳定又统一的时刻。

在这里， 我们必须注意一个表面简单实则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

一般的说， 和生产的欲望比较， 消费欲望传播的速度总是既快当又便

捷。 一支原始部落首次看见战斗用品或青铜装饰品时， 它就立即渴望

得到类似的物品。 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 它才会想到制造这样的物

品。 于是， 它就向制造人求购这些东西， 通商活动随即开始。 有人不

无吃惊地指出， 闪米特人、 库施特人和雅利安人（不包括中国人）史

前青铜器的形制总是一样的， 虽然其成分的含量各不相同。 勒诺尔

芒©断言， 这个事实
”

至关重要， 它证明了同一个发明从一个地区传

播到另一个地区， 鲁热蒙(Rougement)先生给这些地区划定了精确

的边界。”这就是说， 在史前某一个时期， 获得青铜器的欲望形成撩原 330 

之势， 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起初， 大多数的部落或民族都

CD 如果作为行业的特征被抹掉，那就是时尚模仿的时期 。 这就是说，实际上，每个人
都到其他行业里去寻找模仿的对象，而不是把他的顾客或上司、 他的家长当作唯一的模仿
对象 。

比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Siecle de Louis.XIV）里说：“过去，各种不同的生活
条件都可以用其典型的不足来识别 。 军人和即将出征的年轻人表现出夸张的活力，律师表现
出令人敬畏的尊严，这和他们身穿战袍和法袍的习惯不无关系，即使上了宫廷，他们也照穿
不误 。 医学界和大学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商人聚会时还是穿便装，甚至造访部长时也穿便
装 。 在过去的年代里，大商人也不过是平民。 然而，一旦公民开始在公共建筑、公开场合聚
会兜风时，为了共同享受生活， 他们在外表上就逐渐趋同，几乎完全一样了。 如今我们看
见，彬彬有礼的仪态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一切角落 。 这一切变化逐渐在各个省区里起作用 。 ”

白洛嘉(Broca,1824-1888,法国外科医生，体质人类学家 。 中译者注）曾经说，
记忆并非一个单纯的官能。 每一个大脑皮层功能都有特殊的记忆和习惯。 同理， 我认为模仿
也不是一 个单纯的官能，因为模仿就是社会记忆 。 每一种社会功能尤其是每一种追求都有各
自的风格，各有其模仿渠道和模仿潮流。职业性模仿(professionalimitation)尤其值得研
究 。 应该把这个问题一分为二，一 半研究各行业的偏见(prejudices),另一半研究其风俗。
有的时候，职业性模仿在狭窄的渠道里流动；另一些时候，它不受拘束地传播；不同的职业
性模仿是互相联系的。 �才作者注

＠ 勒诺尔芒(Lenormand,1837-1883)，法国亚述学家、古钱币家，解读樑形文字，
对了解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做出了宝贵贡献， 著《古钱》3卷、 《亚洲秘史》
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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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青铜，过了很久之后才学会冶炼青铜。 如果不是这样的 一 个演化

过程，青铜器的成分就应该表现出重大的地区差异。 许多事实确认了

这个观点，史前时代的青铜盔甲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尤其能够说明

问题。 今天，正在进入文明的民族成了欧洲历史悠久民族的市场， 因

为他们受到新欲望的感染，但是他们还没有想到要模仿他们 看到的 新

的产业。 英格兰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征服，就是这个趋势的结果。心

这个现象很简单，或看似很简单，然而从先验的角度说，相反 的

现象却更容易构想。 生产的欲望只需要在一小群人中间传播， 就足以

成为事实；与此相反，消费的欲望要成为事实，那就需要在大群人中

间流传。 因此，当一个民族全部都迷恋同样的衣服、 同样的珠宝、 同

样的房子，可是没有一个人受到欲望的激励去生产这些衣服、 珠宝 和

住房时，你就会禁不住感到吃惊。 一般的说，人很善于模仿；可是除

了模仿之外，他又很被动。 尤论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我们注意到这

种现象在各种社会事实中是随处可见的。 读诗、 观画、 听音乐、 看戏

的爱好是各民族共同的爱好，是通过模仿而传播的；过了很久，作诗、

绘画、 写歌剧或悲剧的爱好才开始兴起。 随后，一些伟大的 文 学艺术
331 天才就闻名千世，传遍全球，带卜了国际的性质。©同理，接受聪明

而充足的法律管束的需要产生得很早，制定详细司法体系的欲望或能

力却嫖娴来迟。 所以，罗马法迅速在西哥特人©等野蛮人中间传播 开

来，并且在文艺复兴之后几乎传遍了整个的封建欧洲。 又比如，宗教

悄感的需要走在前，宗教天才和对这些天才的需要走在后，也就是理

论的发明走在后。 因此，年轻和古老的民族都可能很快就皈依新 的宗

教。 与此相反，虽然社会群体通过模仿爱上了建功立业、 为国增光，

可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学会了作战才能或治国之道，这是锻

造一支光荣的军队或一个光荣的祖国所必需的才干。 这样的环境有助

0 “布须曼人 (Bushmen, 南非一个以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 中译者注）因饥饿而
人批死L， 他们的周围全部是游牧民族 。 于百年来，他们都猎杀邻居的牲畜， 糟踏人家的牧
群。 他们从来就没有繁殖动物的念头 。 ”［扎波劳斯基 (Zaborowsk正《哲学评论》 (Revue
scient中que), Dec 17, 1892] 在这个例子里， 布须曼人的消费欲望早就走在生产的欲望之
前， 可是他们至今没有生产的欲望 。 作者注

＠ 诺维考 (Novicow) 先生的《国际政治》饶有趣味， 他似乎认为， 一个名副其实的
民族应该生产它消费的文学艺术。 我想这个观点不对。 按照他这个说法， 只要现代欧洲仍然
以希腊和拉丁文学为消费资源， 就不存在什么法兰西、 英格兰 、 西班牙或日耳曼民族 。

-

作者注
＠ 西哥特人 (Visigoths), 4 世纪后入侵罗马帝国并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王国的日耳曼

人。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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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才干卓著的征服者蚕食大片的土地；比如，它就促进了罗马帝国的

形成。 最后再举一例，在与外族接触的过程中，社会群体产生了学习

丰富高雅语言的欲望，可是他们具备这种语言能力或修养的时刻却媚

媚来迟。 关于下层阶级学习语言的情况，我也能够做出这样的断语：

他们与文化水平高的阶级接触时，渴望模仿宫廷或客厅里文质彬彬的

礼貌语， 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尝试去复制这种时髦的生活。 就这

样，有些语言或方言势如破竹地传遍一个大陆或一个国家。 希腊语在

东罗马帝国的传播， “法兰西岛
”CD Osle-de-France)这样的方言在法

国的传播，英语在北美大陆和全世界的传播，都是很恰当的例子。＠

一切消费需要总是走在生产需要之前，它们具有这样的优先性， 332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从由里到外的模仿过程中演

绎出这个结论，所谓从里到外的模仿过程就是从实物到符号的模仿过

程。 符号在这里是生产行为，它实现了消费品内涵的思想和目的。 思

想和目的是隐藏的内容， 被消费的物品是外在的形式。 现在我们知道，

在变革时期，形式总是落在内容的后面。 居约©说得好： “本世纪上半

叶法国的政治革命首先是在思想上完成的，后来才在行动中得到实现：

诗人们不曾体会到的哲学、 宗教和社会思想突然爆发出来，体现在德

利尔＠恬静的古希腊亚历山大体的诗行里。”向浪漫主义诗歌过渡的变

革是为了创造适合新诗魂需要的作品。 诗歌的革新者跟不上新的形势，

找不到适合自己思想情绪的音韵和艺术象征，这难道不是说明，新近

接触到追求奢侈和舒适的新欲望的国家，不能够创造出满足这些欲望

的新产业吗？

这个社会现象产生的后果，比其他任何社会现象产生的后果更加

重要。 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它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壁

垒，使文明的滚滚洪流能够流进流出。 国际交往应运而生。 假定在各

种事物中，复制在异域看到的新物品的需要走在消费它的前面，或者

在消费它的同时产生，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是那样，原始

家庭就会互相模仿而不会团结；它们就可能彼此疏远，即使不互相敌

CD “法兰西岛”(Isle-de-France)， 即巴黎周边地区 。 中译者注
@ 15个月到16个月的婴儿不能够说话， 但是能听懂妈妈说话。 乌佐(Houzeau)认

为， 有些动物比如猴子和狗能够理解主人的意思 。 它们也是先消费语言， 生产语言就走在后
面了。 作者注

＠ 居约(Jean-Marie Guyau, 1854--1888)， 法国社会学家 。 中译者注
＠ 德利尔(Delille, 1733-1813)， 法国诗人， 被誉为

“

法国的维吉尔
＂

， 翻译希腊罗
马经典和弥尔顿的《失乐园》， 创作《花园》、《大自然三界》。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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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它们也会在互相借用东西之后回复到原来很疏远的局面，就像莱

布尼兹的单子一样，单子互相映射却不能互相影响。 不错， 这是异质

性与相似性的结合，是一致性之中存在的分离性，这样的状况隐含着

333 矛盾的局面，这样的矛盾是不能无限期拖延的。 于是，人类偏重模仿

而不是创造的被动性就有幸产生了商务、政治和思想的多重纽带，使

不同的群体能够实现融合或者是为融合铺平道路。 模仿长时期处于比

较被动的态势之后，它总有变得比较活跃的时候。 这时， 一个民族在

长期进口书籍、绘画作品和奢侈品之后，在引进了它需要的政治家和

立法人之后，总是要着手确立自己的文学艺术、奢侈品和外交。 当然，

大多数自己生产的尝试遭到了失败。 或者说，依靠高关税或其他保护

主义的方法，一个民族生产这些产品的尝试可能会成功，然而它却可

能因此而重新回到孤立主义的状态。 然而，已经确立的模仿和进口习

惯很强大，是难以被连根拔除的，总有一天，这些习惯又会重新站稳

脚跟，这其实是对各方有利、皆大欢喜的局面。

实际上，新的消费欲望在一个民族长时期扎根之后，新的生产欲

望就会喷发而出；可是到这个时候，外来的产品已经像洪水一样涌入

这个民族的市场，所以由此而激发的生产欲望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外来

的文学艺术、产业和策略。 一个创新的市场体系随之出现，并且反过

来成功地为自已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并打入外国生产商的市场。 此外，

在以前的章节里，我已经断言，一种语言、一种宗教、 一种政府权威

和一套法制的广泛传播，是伟大的文学、文明、治国之道或安全体系

首要的、必要的前提。 现在我能够毫不费力地证明，同样的欲望和爱

好即同样的个人习惯的广泛传播，是巨量财富、伟大的产业体系和伟

大的艺术（下一节还要讲艺术）的首要前提。

在这个问题和在其他问题上 一样，我们要区分对产业特征产生的

334 两种影响，一是在成例问题上从风俗到时尚过渡时的影响，一是从时

尚回归更为广泛的风俗时产生的影响。

有的时候，风俗对不同地区的饮食、衣服、家具和住房施加强制

性的影响，并且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固化不变。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地

区和时代，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即使已为人知，也是难以找到市场的。

这时的工匠一心 一 意制造少量结实耐用的产品卫反之，在稍后的时

叩 罗沙说： “罗马的毛纺业因其产品经久耐用而著名， 修上的服装给呢料定下了标准，

修士的毛呢服装却不会随时尚而变化 。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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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里，当同样时尚的范围超越一国的边界时，虽然它逐年有一 些变化，

但是产品的数最就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产品的稳定性却不是目的。
一位美国商船制造商告诉托克维尔， 由于海船的时尚经常变化，制造

寿命不长的海船对他有利。 在风俗的时代里，生产者追求的是狭小但

长期的未来市场；在时尚的时代里，生产者追求的却是庞大但短暂的

外国市场。 建筑、 珠宝、 家具、 书籍装订、 雕塑等产品的基本属性是

长寿，就这些产品而言，仅仅在风俗时代受到当代用户的青眯是不够

的；一 定程度的补偿办法是争取后代用户的厚爱。 千是我们看到，虽

然中世纪各地区的成例分崩离析CD' 它还是拥有伟大的建筑师和金匠、

非凡的家具木匠、 书籍装订师和雕塑家。 但是，就注定短命的产品、

很快就消耗掉的产品而言，这样的补偿机制是不存在的。 因此，园艺

产品和农产品、 一般的玻璃、 陶瓷和纺织产品，在整个封建时期 长期

兴盛却进步很小，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了。 反过来，倘若在时尚时代里， 335 

飘忽不定的口味会妨碍建筑和雕塑之类的艺术和产业，倘若这样的口

味妨碍那些寄希望于未来市场的产品，那么在广阔空间里一 致的口味

却非常有利千寿命短暂的一切制造品的进步，虽然这样的口味在时间

上是不稳定的；寿命短暂的产品有造纸、 新闻、 纺织、 园林等等。 尽

管如此，倘若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里重新获得的稳定性补足了既有的

成例的一致性，无比繁荣的第三个阶段就会向产业敞开大门。 这样的

时期即将进入我们的眼帘。 千百年前，中国已经达到这个令人高兴的

目标。 我们知道，虽然它利用的发明宝库相当单薄，但是它拥有的产

业财富却非常令人震惊。

在以上论述中，我是否夸大了模仿的作用？我认为没有，这是因

为，一种伟大的产业引进一个国家时，起初它只用千奢侈品、 挂毯、

(j) 这并不是说，中世纪就不曾有迷人的时尚。 齐布拉里奥(Luigi Count Cibrario, 
1802-1870,意大利政治家、 历史学家。 中译者注）说，从13世纪以来，贵族都喜欢

“穿从远方学来的服装，比如撒拉逊人(Saracens,即阿拉伯人。 中译者注）、 斯洛文尼
亚人的服装。”佛罗伦萨妇女喜欢纯绿的坎布里亚(Cambria,即威尔士 。 中译者注）服
装 。 一切时尚变化对贵族和富豪的服装都有影响 。 不过，那时的时尚变化远不如今天的频
繁，远没有深入到各个阶级 。 朗博(Alfred Nicolas Rambaud, 1842—1905,法国历史学家、

政治家。 中译者注）说：“中世纪平民服装的变化非常少 。 ”这是因为他们的服装成了一
种传统 。 他接着说：”与此相反，富豪的时尚却反复无常 。 ”这是因为他们受时尚的影响 。 在
一切历史时期，包括远古和中世纪，时尚主导的时期往往是文明辉煌和上升的时期 。 希罗多
德说：“波斯人对外国的积习怀抱强烈的好奇心。事实上，他们模仿米堤亚人(Medias,伊朗
高原西北部古民族，公元前8世纪建国。 中译者注）的服装……作战时使用埃及人的盔
甲 。 他们学习希腊人的男恋童癖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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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等等，稍后它才用千第二等的必需品和第一 等的必需品。 这实在

是奇妙。 为什么呢？成例首先被上层阶级即奢侈品消费者吸收，然后

才被平民吸收。 因此，指责科尔贝尔。鼓励丝织业和其他的贵族产业，
336 是不公平的。 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唯一向他开放的必 由之路。 然而，

罗沙(Rocsher)在指出产业发展奇妙的顺序时，却没有觉察到原因何

在。 他说： “古代的运输工具非常落后，各国的礼仪和习惯也非常落

后，又缺乏机器，结果产业就必然非常分散。”他甚至没有提到我指出

的独特的原因。 我认为，他提到的这个原因其实是结果。 比如，运输

落后的原因，难道不是风俗、 礼仪的差别吗？难道不是消费者太不重

视模仿外国的东西造成的结果吗？倘若不同的地区都希望购买相同的

产品，人们就会觉得需要共同的道路，而且这样的需求不久就能够得

到满足。 不过，修桥铺路的修道士（中世纪产生的这个教团以修桥铺

路为己任）修建的道路不久就荒废了气罗马帝国时代也修建了很好

的道路；不过虽然罗马的威望＠给普世的趋同提供了动力， 由于各地

使用道路的习惯很不一样，大规模的产业就无从谈起。＠
337 至于缺乏机器作为原因，我们的解释同样有效。 这是因为， 机器

的幼芽实际上在古代就可以启动并成长为伟大的产业体系，它潜藏于

古代的一切生产部门中，分散在埃及、 胖尼基、 希腊和巴比伦等辽阔

的地域。 倘若它由于生产者对时尚的模仿而得到普及，它不可能不得

到快速的改进。 由此可见，古人缺乏的是模仿外国人的倾向。 于是，

一切就回归到这样一个问题。 大规模造纸业之所以可能，无疑是书写

习惯的普及，这是其首要条件。 此外，严格地说， 机器并非大规模产

业不可或缺的条件。 既有靠人力的制造业，也有靠 机器的制造业。 印

刷机发明之前，罗马就有了大规模的手工抄写作坊，抄书人生产一批

0 科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重臣 。

中译者注
＠ 参见朱斯朗 (Jean Jules Jusserand, 1855-1932, 法国学者和外交官。 中译者

注）：《云游的生活》(LaVie nomade)。 一一作者注
＠ 有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罗马帝国全国至少是上层阶级都喜欢躺在躺椅上吃

饭 。 这个事实既显示了罗马的威望， 又揭示了被征服者模仿征服者的倾向， 这个习惯既莫名
其妙又极其不便 。 从这个习惯派生出来的一件奢侈品我们已经不熟悉了： 这就是吃饭的靠
椅， 它和睡觉的躺椅不同；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话说， 它和婚床也不同 。 作者注

＠ 然而， 即使在野蛮人的世界里， 也存在着出口的产业， 这是由于罗马这个模仿对象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 野蛮人的欲望和口味无意之间就被拉丁化了。 阿梅代·蒂耶里(Amedee
Thierry)说： “罗马的商品极其普遍， 萨尔马特人(Sarmatian)和日耳曼人的衣服要么是用
相邻省份的产品制作的， 要么是直接从意大利进口的。 ”[《罗马帝国风情画》(Tableau de 
/'empire ramain)]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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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批的维吉尔、 贺拉斯。等人的经典。 这个产业是极其庞大的产业，

因为它吸引了整个帝国的学者， 凡是受到相同教育的学者、 操同一语言

的学者、 受到相同的文学爱好激励的学者，都受到这个产业的影响。＠

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仅有需要和成例的相似性， 还不足

以成就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对这个相似性有一定的认识， 这也是必需

的条件。 朱斯朗认为， 在中世纪， 在那些路况不佳的道路行走的人，

只有国王及其随从、 地位很高的贵族、 朝圣的香客、 在逃犯、 游荡的 338 

工匠、 行吟诗人、 云游的托钵僧、 叫卖文物和赎罪券的商贩。 从上述

行游人似乎就可以看出， 当时唯一 的或主要的出口产业就是兜售文物

和赎罪券。 至千行吟诗人， 他们只为几个城堡或一两个宫廷效劳。 这

是不是说，人们就只有一个共同的购买文物和赎罪券的欲望呢炒不

是的， 这只是说明，人们只知道从一 个相同的宗教信仰里派生出来的

一个相似性， 对其他的相似性则浑然不觉。 但是， 朝圣者和其他云游

人逐渐把原来朦朦胧胧的相似性传播开来， 他们甚至使已有的许多相

似性逐渐增加。 在这个方面， 他们为未来的产业铺平了道路。 托钵僧

无意之间也为这个目标作出了贡献。 他们使人们的思想趋千统一， 他

们在福音传道的幌子下传播民主思想， 或者在宣扬民主思想的幌子下

传播福音。 就这样， 他们感化了灵魂， 这总是正确的道路， 甚至是通

向物质财富的道路。 萨沃那洛拉＠教派的宣教士充满激情的布道、 马

丁·路德及其追随者的布道、 百科全书派©激情洋溢的理论都是必要

的因素，都能够促使一切阶级和民族有意识地、 公开地穿着大致相同

的衣服、 遵循大致相同的方式生活。 正是这一个条件给产业的发展插

. CD 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年—公元8年）， 罗马诗人， 从倾向共和转向拥护帝制，
写诗歌颂屋大维， 其《诗艺》对西方诗歌产生很大的影响 。 中译者注

＠ 中世纪甚至现代的初期， 产业进步都很慢， 有人说这是由于荒唐的限制挥霍的法
律， 是由于狭隘而机械的工业组织 。 不过这仅仅是我解释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限制消费的法
律遏制或扼杀了其他阶级模仿 一个阶级的倾向；公司的垄断妨碍外界生产者模仿公司成员使
用的生产工艺 。 有人说， 德国工业的兴盛即使在1871年之前也是由于关税联盟的保护。 然
而如果我们假定， 那些小公国、 自由镇、 当今数以百计分割德国的地区都保留各自的特殊欲
望和奢侈， 那还存在什么关税联盟呢？肯定没有的 。 -作者注

＠ 容我补充一旬， 这就产生了 一种全新的奢侈： 神龛与圣骨盒， 连最奢侈的罗马人也
没有梦想过的奢侈。 作者注

＠ 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 1452-1458)， 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多明我会宣教土 、 反
对罗马教会、 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 。 中译者注

＠ 百科全书派(Encyclopaedists)， 以狄德罗(Denis Diderot, 法国文学家、 哲学家，
1713-1784)为首的法国学者， 他们以编纂《百科全书》而著名， 该书成为重要的启蒙思想

和革命思想工具 。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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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翅膀。

所有成例的相似性对广泛的产业发展都至关重要；在这些成例中，

有一种最为重要。 除非这个成例也完成了趋同，否则其他一切成例的

趋同都毫无意义。 我指的是价格调节机制的趋同性。 我斗胆地说，有

339 一种逻辑规律最为重要，这个规律不是教条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供求

规律，而是一个更加精确、 更加完善的规律；具体的价格首次形成后，

起支配作用的就是这个机制。 公开的议价或合同定价之后，这个价格

靠时尚机制传遍四面八方， 它到达的地区，远远超越了合理价格主导

的地区。 另一种情况是，定价时的具体条件早已消失之后，靠风俗运

行的价格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对价格规

律的滥用或侵犯，可是这个价格依然靠风俗沿袭下来，或者靠时尚 传

播开来。 然而，毫无疑问，倘若没有这样的沿袭机制或传播机制，产

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会遇到障碍。 倘若每 一个城市无数的商铺按照传

统的价格进货，拒绝服从商行统一的定价进货，我们现在的大商行还

有可能站住脚吗？倘若我们的大工厂坚持按照习惯的工资支付给工人，

而不顾劳工市场行情的涨落，它们还能够长期经营下去吗？与此相反，

倘若昔日的工匠只看着未来干活，倘若本来就狭隘的环境里的一切视

野又都是封闭的矶倘若工匠不能够指望顾客的惠顾和回报来生存，

倘若他只能够指望永恒的回报，倘若僵化的纽带多年把他和顾客捆绑

在一起，倘若顾客被一个永恒的联盟捆绑在一起，倘若未来的价格不

能够得到预计的稳定或保障 倘若是这样，消费者和生产者还能够

340 享受到什么安全呢？于是，习惯性的价格固定不变就成为价格地区变异

的补偿机制；同理，目前价格的统一性就是目前价格变化的补偿机制。

也许总有一天，价格终将既固定不变又各地统一；价格可以给市场提供

空间范围和时间稳定两个方面的出口，这就会给市场增加十倍的胆量。

事实上，每一种时尚都企图扎根而成为风俗；不过只有少数几种

时尚能够成为风俗，大多数的时尚则像细菌一样地夭折了。 然而， 只

需要引进少数儿种外国的需要或引进新奇的手段去满足这样的欲望，

0 在这一点上，我冒昧提请读者参考我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哲学评论》(Revue phi
losop如que, 1881年10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心理学》(La Psychiologie en econamie polz 
tique)，尤其请注意该刊第405页之后的部分。另 一篇文章讲的是同样的主题，只是更加详
尽，发表在吉德先生主编的《经济学评论》(Revue economique, 1888)上，题名《价格两
论》(Les deux Sens de la valeur)。 两篇文章经过编辑之后收入我的《社会逻辑》(1894)
中。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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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消费情况复杂起来；这是因为业已存在的需要和
奢侈习惯一定要进行长期的抗拒，它们决不会让步， 也不会消失。 亚
洲人吃的大米引进欧洲之后，欧洲人吃面包的习惯并没有受到很大的
影响；欧洲人的面包引进之后，亚洲人吃大米的习惯也没有受多大的
影响。 不过，一个新的成分使两地的饮食更加复杂了。 “法国人1860
年签订的商务条约犯了一个错误见我们认为，法国的葡萄酒会取代
英国市场上的英国啤酒。 我们想象，我们的酒可以迎合一批消费者的
需要，他们过去不喝法国酒是因为关税太高、 销售太贵。 我们这个预
测根据不足。 即使法国酒在英国市场取得一些进展，其顾客也只是一

个很小的圈子，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气邪没有进入这个
圈子。 虽然我们的葡萄酒今天比过去更受欢迎，但是它并没有 使英国
啤酒付出多大的代价。 啤酒消费量增加的比例始终超过了外国酒的消
费量增加的比例。”就这样，法国酒成了英国啤酒的补充，但是它并没 341 

有取代英国啤酒。
时尚在成例中占主导地位时，产业会出现什么特征，这很容易猜

到。 为了击败流行的时尚而得到推广，语言就必须要更加规整、 更加
平淡尤奇， 它就必须具有更多合乎逻辑、 生动活泼的色彩；宗教就必
须具有更多灵性；政府就必须更加高效、 较少权威；立法就必须靠理
性和平等而更加明亮，而不是靠形式创新；产业体系就必须开发出机
械和科学的一面，哪怕这样做会损害自己的自发性和艺术性。 总之一

句话，时尚的主导必须与理性结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还可以
再补充两个结合：时尚的主导必须与个体主义结合，与自然主义相结
合。 理由是： 以当代人为模仿对象时，你必须单个考虑一个又一 个的
模仿对象，把它们从一大堆可供选择的母体对象中剥离出来；相反，
以祖先为模仿对象时，你强调的是个体与先人之间在遗传性上的纽带。
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一切以时尚为模仿对象的时代都具有共同的特征：
所谓自然法（也可以读作个体律）对民法的入侵，所谓自然宗教对传
统宗教的入侵，所谓忠实观察和反映个体现实的艺术对偕侣性艺术和
习惯性艺术的入侵，所谓自然道德对民族道德的入侵。 以时尚为模仿

心 参见《经济学家杂志》(]ounal des economistes), 1882年2月。 -作者注
＠ 在这个案例里，正如在其他案例里 一样，我们看见这样的现象 ： 社会阶梯越高，对

本土习惯的依恋就越小，对外国事物感染力的开放程度就越高。 作者注

1 第七章 超逻辑的影响（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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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时代有：梭伦治下的雅典， 西庇阿父子呤台下的罗马， 15世纪

的佛罗伦萨， 16 世纪和 18 世纪的巴黎。 意大利的诸位人文主义者和

法国的拉伯雷＠、 蒙田©及伏尔泰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这种自然主义和
个体主义的特征。 因为对个体的人而言， 再没有比理性更加自然的东

西， 因为用对称和逻辑的秩序取代神秘而复杂的生活， 是最能够满足

个体理性的， 所以看见理性、 个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携手并进， 我们就
342 不会大惊小怪了。 时尚在各种事物中起主导作用的特征是：伟大和自

山的个人英姿勃发、 雄才绽放。 在时尚的时代里， 在语言方面， 沃热

拉＠这样的语法学家如鱼得水；甚至沃拉卜克语©那种大量人造的习惯

用语也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只要它们的改革打上了有规律和对

称的印记。 在宗教方面， 时尚的时代是伟大改革家的时代， 是伟大的

异教徒和哲学家的时代；只要简化宗教并使之理想化， 他们就能够成

功。 在治国和立法方面， 这样的时代是光辉的立法者和帝国元勋的时

代， 是完善法典和行政的时代。 在经济方面， 时尚时代是完善机器的

伟大产业家的时代。 在审美方面， 我可以补充说， 时尚时代是创造力

辉煌的艺术家的时代， 他们把技法和构图推向机械化似的登峰造极之

境。 此外， 无论何时何地看见伟人声名鹊起， 我们都可以肯定， 时尚

的感染力如火如荼， 虽然每一个闪光点都只不过是每一个传统崇拜的

出发点而已， 这个传统崇拜和它摧毁的崇拜一样地具有排他性， 一样

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比如， 莫里哀©的崇拜者紧守法兰西戏剧传统，

我们不能够因此而忘记， 他们的偶像莫里哀在他那个艺术创新的世纪

里， 对革新抱最开放的态度， 对迷信抱势不两立的态度。 我们可以肯

定， 荷马和莫里哀一样， 生活在一个模仿迅速扩张的时代， 爱琴海诸

岛和整个小亚细亚都向爱奥尼亚文化的辐射敞开了大门。

0 西庇阿父子 (Sc中o the Elder,约公元前129—前85; Scipio the Younger,约公元前
85－前 129) ， 罗马统帅 ， 灭迦太基 。 中译者注

＠ 拉伯雷 (Francois Rabelais, 1483? -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巨
人传》，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 。 中译者注

＠ 蒙田 (Michel Eych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 法国散文大家，其著作已经有
许多译本 。 — —中译者注

＠ 沃热拉 (Vaugelas, 1585—1650) ， 法国语法学家，法兰西学院最早成员 ， 著《法语
习作讲话》 。 中译者注

＠ 沃拉卜克语 (Volapuk)，德国传教士]. M. 施莱耶尔发明的一种人造语言 ， 在竞
争中不敌后来的 “世界语 ” (Esperanto) 。 中译者注

＠ 莫里哀 (Jean Baptiste Poquelin Moliere, 1622—1673) ，法国剧作家，首创法国现实
主义喜剧及喜剧新风格，主要喜剧有《达尔杜弗》 、 《愤世嫉俗》、《吝啬鬼》、 《贵人迷》
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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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风俗和时尚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这两个共
存的模仿形式在其他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不过两者交替增减消长。
这个角色纳入我提出的总体规律没有困难。 除此之外，这条规律的道 343 

理，两种在斗争中消长、 直到风俗战胜时尚的规律，正是我们目前看
到的情况。 因为每一个发明都是某一种模仿的核心，因为这个模仿就
是从这个发明的核心里辐射而出的，所以模仿的欲望必然喜欢指向灿
烂夺目的发明最丰富的一边；换旬话说，如果你的祖先很善于发明，
如果他比同时代的人更善于发明，那么，他的模仿就专注地指向过去；
反之，如果同时代的人比你的祖先更善千发明，那么，他的模仿就专
注地指向当代和外国。 现在看来，这两种情况必然要长时期交替进行。
原因是这样的：一旦发现一个发明的富矿，全世界都竞相利用，富矿不
久即告耗尽，遗传的价值随即暴涨，直到发现一个新的矿脉。 等到一切
矿脉开采耗尽后，我们就只能够诉诸祖先剩下的模仿对象和范例了。

时尚的主导和当代的发明进步之间有一 种相互刺激的关系，然而
我们不能够因此而忘记：发明进步处于优先地位。 毫尤疑问，如前所
述，一旦时尚之潮自山奔腾，它就会刺激我们的发明幻想，使之沿着
最适合时尚加速泛滥的路子驰骋。 但是，什么东西使时尚之潮自由奔
腾呢？如果不是因为与国外的接触而受到推动，如果不是得到外国新
奇的事物自然而然的推动，那又会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怀疑，这就是
法国的情况，凡是与产业有关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欧洲各
国人民互相模仿的第一动因就是蒸汽机，它使生产规模扩大；还有铁
路的推动，它完成了产品的远距离运输；电报的推动力就更不用说了。
现代人的幻想力在产业和科学这两个领域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幻想力
冲破风俗的壁垒，尤其是阶级和科学方面的壁垒。 与此相反，艺术领
域里的传承则缺乏创造性幻想。 所以从总体上看，传统精神坚守在艺
术领域，其中的细节耐人寻味。 在建筑领域，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发明。 344 
我们这个时代盲目抄袭哥特式、 罗马式和巴比伦式的模仿对象。 在这
个方面，正如 12 世纪专心致志千革新一样，19 世纪专心致志千传统，
至少是直到钢铁结构来临的时代。

实际上，虽然有一些发明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发明者多半都非常
富于模仿力；每一个时代都有一股发明之潮，一般的说，这个潮流是
宗教、 建筑 、雕塑、 音乐或哲学潮流。 由千习惯的力址，有些潮流必
然要走在其他一些潮流的前面。 比如，神话天赋的影响一定会走在思
辨天赋的前面，一般习惯上是这样的 我不会像孔德那样说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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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 毫尤疑问，语言的天赋一定要走在神话天赋和思辨天赋的前

面。 首先耗尽的是语言的天赋；最先进的社会最鄙视语言领域之外的

风俗，和语言相关的风俗帝国越来越气势逼人，它对文字规范过分尊

敬，它的语文保守主义日益增长，它君临其他领域。 我认为，历史上

许多看似独特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用同一源头的思考来解释的。 不过，

我这里没有来得及解释的东西，读者倒是可以自己去考虑。

六、

道德与艺术。义务起初是原创性的发明。道德公众与
艺术公众的规模逐渐增大。风俗艺术诞生千手工艺；

风俗艺术是专业艺术和民族艺术。时尚艺术是非功利
的艺术和新奇的艺术。时尚一道德与风俗—道德。未
来的可能走向。道德复兴和审美复兴的历史现象。

用艺术原理来表述的爱好和用道德原理来表述的道德，都因时因

345 地而异，两者指引着两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因此和社会的成例、 法律、

制度及政治一样，它们也是广义的社会成分。 这个事实千真万确： 一

个民族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越高，他们就越不需要政府的管束。 完

美的道德将会使尤政府的来临成为可能。 为了避免陶醉千这两个主题

里的老生常谈，我希望只是在这里简短地说一说。 我无须证明，艺术

的源头是宗教，因为本书有一 节已经做过论述立所以我想提一提就

够了。 我们也无须证明，道德的源头是宗教，因为道德义务起初被理

解为神的指令。 由此看来，道德情怀和艺术品味都来自于宗教。 我还

要补充一旬说，道德悄怀和艺术品味来自于家庭。 每一个家庭和部落

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崇拜时，如果它有艺术天赋， 它就有自己的艺术，

它就以虔诚的态度由父亲传给儿子；如果它具有本能的悲悯之情，它

就有自己的道德。 在这样的群休里，道德的偏见、 常有的不道德的偏

见和稀奇古怪的牺牲，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丝不苟的。 这些封闭的艺

术和排他性的道德常常守不住自己的边界！它们常常溢出边界，又急

急忙忙把门关上，然后在新的边疆安营扎寨，后来又一次接一次地向

＄ －直到罗马帝国最后的岁月里， 公共集会和欢庆的场合都展示艺术， 这就是宗教庄

严色彩的一部分。 此外， 古人并不像现代人那样熟悉世俗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区别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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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推进， 一代又一代地向前推进。 一步步地走过来之后， 人们就能够

看到地球上这些闻所未闻的民族，就能够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感

觉到美与丑、 善与恶，就能够 以钦佩或嘲笑的态度面对同样的绘画、

小说、 喜剧和歌剧，就能够对美德鼓掌欢呼，对报纸披露的世界各地

的犯罪行为表示气愤。

在这个方面，世界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我经常指出的反差。 在过 346 

去的时代里，风俗在艺术和道德领域占据土导地位， 在宗教和政治

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时代里， 每 一个国家、 地区和城市

与相邻国家、 地区和城市的区别，就在于它原来的产品，包括珠宝、

武器、 装饰用家具、 小雕像和诗歌体的 传奇， 还包括它典型的美德；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地方的美与善常常是不 一样的；不过从

另一方面看，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同一个国家的美和善常常

是不变的，同样的美德、 艺术品都会被一 成不变地再三复制。 如今，

许多情况却与此相反。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 时尚广泛流布、 深深扎

根，艺术品和美德几乎处处相同， 至少在欧美两个大陆是这样的。

与此相反， 以10年为单位看一一姑且不说 以年为单位看， 画家、 音

乐家和诗人的风格和流派都在随着公众的爱好而变化；道德蔽言都

会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光泽、 发生变化、 重现 生机。 尤论如何，我们

不应该由千这无与伦比的遽变而感到惊慌。 即使变化真的非常惊人，

从相应的普遍性来看，它也是和一连串周期性波动 的节律有关系的；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问题，越来越大的波动特别有好处。 即使变化真

是这样惊人，过去的经验也使我们有理由回归到一个使 人更加安稳

的时期， 在不远的将来，理性比较固定的时期又会到来， 最终与和

平安宁的一致性结合在一起。

对长期履行道德义务的人而言，道德义务很简单；无论多么简单的

道德义务，起初都是个人的发明；和其他的发明一样，道德义务也是一

个一个地出现和传播的产有的时候， 它们的成功受到新宗教教义的鼓 347 

动和帮助，对这些教义的实用且极端奇异的后果，原有的道德义务抱定

鄙视的态度，这也是合乎逻辑的；还有一些时候，道德义务的成功受助

千社会生活的新情况，这时的道德义务和社会生活的新情况刚好吻合。

中 我们看到， 巴克尔 (Henry Thomas Buckle) 比较道德的不变性与智能和科学的进行性

(progressive character) 时， 犯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 。 不变性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 在相对

意义上说， 把它这个命题倒过来才是准确的 。一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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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持续不断的 艺术发明和机遇取决于思想或道德的变化。尊老、
世仇、好客和勇敢，稍后的勤劳、诚实、对牲口田地和妇女的尊重，再
往后的爱国主义、对领主的忠诚、乐善好施、解放奴隶、救济不幸者等
等，就成为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人道主义，就像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埃及
金字塔、希腊神庙或哥特式的教堂一样。由此看来，时尚的清风必不可
少，它把新道德和新美感的种子吹到全球，使之开花，深入到传统艺术
和道德封闭之中的部落和城市。因此，古老的风俗和引进的范例之间常
常会产生矛盾，道德禁令和举止规范常常带有消极的性质，这也是原因

之一吧。你不得杀害和吃掉被征服的敌人，你不得无故卖掉自己的孩子
或杀死你的奴隶，你不得殴打妻子除非她们不忠，你不得偷窃邻居的驴或
牛等等－ �也是人们常常讨论的道
德禁令；在各自的时代里，它们成为每一个民族重要的道德信条。同样，
各民族的审美准则也充满了许多禁令而不是许多正面的审美引导。

以上这段话不是说，兄弟情谊，以及平等、自由、正义的情怀即
道德生活的灵魂，是现代才有的发现。其中的现代性表现在这种至上
情怀的统领范围之中，扩大到了人类的大多数。实际上这种情怀从古

348 至今都是存在的，它存在于人群之中。只是越往前回溯，这样的人群
就越小。这种强大而优雅的情怀实际上就是使社会生活甜美的调料，
是社会生活的魅力与魔力，是对社会生活种种不便的唯一抗衡手段。
种种不方便的条件是极其强大的，倘若没有美好情怀独到的优势，社
会就会灰飞烟灭。一些人只看见原始人之间的争斗和屠杀，只看见部
落之间的吃人习俗和其他恐怖行为， 只看见鞭打奴隶， 只看见父亲卖
儿卖女。这些人不懂得原始社会。他们只看见外表，没有深入其中。
这些社会的内在实质和内容，是平等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平等人是同
一部落 或氏族里的家长； 这些社会的关系就像参加集会的雅典公民之
间或斯巴达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古代王朝的贵族在客厅里的关系……

无论何时何地，除了短时间的争吵之外，融洽、和谐和文雅是这些平
等人之间的主流关系； 他们构成社会群体，排斥奴隶、未成年的儿子
和妇女，更排斥陌生人。这是因为，和平等人的利益相比，陌生人是必
须克服的障砚；未成年人、妇女和奴隶相比仅仅是为自己服务的手段。
陌生人也好，未成年人、妇女和奴隶也好，都不是他们要打交道的人：

然而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低位人在与上述平等人接触的过程
中，逐渐激发出了进入那个魔力圈子的欲望，他们想迫使这个充满兄
弟情谊的圈子扩大一点范围。这个欲望逐渐实现了，但并非没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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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不经过革命。这个欲望是如何实现的？只能靠长期不断的模仿起
作用卫如果把这个结果归因千哲学家、神学家的说教，无论他们是 349 

斯多葛哲人©还是亚里士多德，那就是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原因了。
低位人从各个方面长期模仿高位人，模仿他们的思想、言语、祷告、
服装、一般的生活方法，终于有一天，他们就可能在高位人心里激起
这样一种感觉：原来我们这两种人有权属于一个相同的社会。苏格拉
底在对话中提高了妇女甚至是奴隶的尊严；柏拉图走得更远，他在
《共和国》里梦想男女绝对平等、压制奴隶制。原因在千：在那时的雅
典，妇女已经跨出了闺房，奴隶已经融入了自由人。©色诺芬说：“雅
典平民在衣着、一般举止或任何细节上与奴隶无异。” 此外，色诺芬的
双重乌托邦实现之前，男女的距离、市民和奴隶的距离还需要数百年
才能够缩短，那要等到罗马帝国号称安东尼的皇帝＠在位时才能够实
现。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的合法性辩护，他的立场更加符合当时道德
的实际情况。斯多葛学派的前几位大人物在道德问题上的观点没有人
呼应，直到世人为爱比克泰特＠的言论做好了准备。

遗憾的是，友谊和社交 ”这个圈子的摊子铺得太大，于是就畸形 350 

发展”。这是严厉的反对意见，它煽动各个时期的保守派，使之抗拒受
压迫者渴望平等的愿望。但是这样的抗拒必然会逐渐气短式微，社会
交往的圈子一定要推广到全人类。我们可以问：逐渐扩大的兄弟情谊
是不是因为太强烈而付出代价呢？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在古代甚至
是在远古，只要存在兄弟情谊，它就比现在更加强烈呢？敬重(pie-
tas) 这个词是不是具有同等强大的力量和同样丰富的意蕴呢？它对我
们的意义是不是像对古人一样具有神圣的意义呢？

有人说得很好，对外战争比如波斯战争，往往使交战双方强化道

0 罗马平民被贵族接纳就是通过模仿实现的。 维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意大利哲学家 。 一 一中译者注）说， 罗马平民起初的要求并不是
”

与贵族通婚， 而是像贵族
那样举行婚礼”。 一—作者注

＠ 斯多葛哲人(Stoics)， 希腊一个重要哲学流派， 主张普世主义 、 恬淡寡欲、 重视逻

辑 。 一一中译者注
＠ 希腊奴隶处境改善的另一个原因， 我想是雅典妇女地位的低下， 全希腊妇女地位的

低下 。 我们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公元前480—前406, 希腊的悲剧诗人 。 一中译者
注）的《埃勾斯》里， 在色诺芬(Xenophon, 公元前431一前350, 希腊历史学家。—一中
译者注）的著作里， 在其他地方， 都能够看到：希腊妇女之所以用柔情蜜意去挑逗奴隶， 无
疑是由于她们和奴隶的生活与从属地位有共同之处。 他们肩并肩去争取解放。一作者注

者注
＠ 号称安东尼的皇帝(Antonines)，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几位皇帝的统称。 中译

＠ 爱比克泰特(Epiotetus, ? —?）， 斯多葛学派人物， 原为奴隶 。 一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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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关怀，而内战或准内战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往往使道德败坏。 为
什么呢？虽然战争手段是一样的，战略战术和暴力是一样的，但是对

外战争针对的是陌生人，交战初期互不认识，交战以后，由于战争中
的接触，双方通常要互相模仿。 与此相反，在内战的情况下，交战双
方是社会关系上的兄弟和亲属，是朋友和同胞。 因此，在对外战争中，
社会场域没有受损，甚至还有所扩大，社会纽带反而得到加强。 相反，
在内战中，社会场域有所缩小，社会纽带受到削弱。 内战的一切后果
都是社会损失，所以我们说内战使人道德败坏。 这个例子最有力地说
明了道德的社会性质。

无论如何，随着世纪的更替，富于艺术关怀的公众不断增加，富
千道德关怀的公众也在不断增加，不过这种人数的增加是间歇性的而
不是稳步不前的。 这就是说，承认自己负有道德义务的人数在增加，

351 对自己道德上产生影响的人数也在增加卫同理，艺术家引为同行的
圈子、他心目中有分植的人在不断增加。 艺术关怀和道德关怀增长的
势头有双重含义。 表面的含义是：城市、省区和国家的边界不断推进。
有修养的人认为，他对边界之外的人不会承担怜悯或正义的义务；在
边界之外，艺术家或诗人看见的全是野蛮人卢深层的含义是：阶级
之间的壁垒降低，束缚人的道德视野、限制人们互相欣赏的范围随之
缩小。 这样的进步本身就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人们内心的道德艺术
修养也必然有所修正。 现在要问，这样的进步是如何完成的？又必须
如何完成呢？我们的回答首先是：从宗教、政治、产业、立法或语言
的角度看，一切不知不觉间喷发而出的内心里的模仿，都有助于道德
上的进步和艺术上的提高，因为由于内心模仿而H益趋同的人会越来
越多。16世纪是一个革故鼎新的世纪，欧洲大陆的时尚模仿趋势得到
非凡的动力，这就为时尚模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欧洲大

0 关于这一点， 请参见我的《比较犯罪学》 (Criminolite comparee)， 从 188 页起；又

见我的《刑法哲学》 (Philosophie penale) 。 作者注
＠ 我们可以追溯这一趋势在一些时代里的各个发展阶段 。 直到苏格拉底的时代， 小国

寡民的思想还主宰着希腊城邦 。 到了柏拉图的时代， 波斯战争和随之而发生的融合之后， 希

腊的民族精神出现［就像百年战争 (1333-1453 年之间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 。 中译者
注）之后的法国出现爱国主义精神－一样］。 连柏拉图也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是两种不同的人

种， 虽然他自己的理论本来应该得出更好的结论， 至少他心里应该把他们纳入同一种人的思

想里 。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把希腊人的土地拓展到中亚， 希腊人和波斯人这
“

两姐妹
”

的区

别因此而抹平， 道德关怀的范围因此而扩大－－｀－即使到了这一步， 希腊人还是没有认识到人

类是一家兄弟。 在罗马帝国的征服之下， 希腊 、 以色列、高卢 、 非洲甚至日耳曼地区都纳入

了那个具有魔力的圈子。 一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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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最显著的特征。 从 16 世纪初期开始， 大众权利的思想禁止征服者对

陷落城市进行抢掠，禁止他们奴役被征服的民众或没收其财物；对死

亡外国人财产的继承权 (droit d' aubaine) 再也得不到承认。 总之， 352

对陌生人承担义务的思想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至少对欧洲人或基督徒

中的陌生人应该承担义务的思想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原因何在呢？那

是因为革故鼎新、 模仿时尚得到了有力的推动。 拉辛。为成千上万有

品位的巴黎人写作，雨果©为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和欧洲人写作， 文

学公众的圈子越来越大；究其原因，那是由于经过保守的 17 世纪之

后， 模仿的大潮形成于 18 世纪，而且至今仍在我们眼前流淌。 假定蒸

汽机、 纺织机、 火车头、 电报没有发明， 假定现代物理化学的主要事

实没有发现，那么毫无疑问，欧洲仍然会是无数的小国寡民，各地区

仍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那样的局面是不可能与广泛的艺术道德体系

兼容的， 也是不可能与广阔的产业体系协调的。 由此可见， 一切使世

界开化的美好思想都对艺术和道德的发明和发现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然而在道德问题上， 至少这个总体的原因不足以克服妨碍道德范

围拓宽的障碍。 除了间接促使道德关怀拓宽的思想之外， 还有直接的、

或多或少自觉以此为目标的思想。 我纳入直接原因的首先是原始时代

的一切虚拟的关系。 那时，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同胞关系， 必须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虚拟的血缘关系可以造成人为的血缘关系， 这

样的延伸对自然的血缘关系有好处。 许多野蛮民族中有一个重要的风

俗：献血为盟，这可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血缘关系。 只有在道德义务

限定在血亲关系内的时代，这样的习俗才是能够想象的。 泰勒©赞美 353 

这种关系说：“这个发现是庄重的手段， 它把家庭狭小圈子里的义务和

兄弟悄谊延伸到家庭之外。”各种稀奇古怪的收养形式也不乏创造性，

也服务于同样的目标。 最后一点，好客的风俗很可能也建立在类似思

想基础上。 进入家门、 踏入祠堂也是融入一个家庭的虚拟形式， 这有

点像收养或献血为盟。 然而， 在这一切创造发明之中， 成效最好的途

叩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 1639 —1699)， 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悲剧作家，
他的作品， 如《不列颠》(1669年）和《菲德拉》(1677年）取材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主
题

。
－－—中译者注
＠ 雨果(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法国小说家、 剧作家、 浪漫主义文学运

动领袖， 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爱尔那尼》、《惩罚集》等。 中译者注
＠ 泰勒(Sir Edward Tylor, 1832—1917)， 英国人类学家， 文化人类学创始人， 至今

影响犹在，著有《原始文化》、《墨西哥与墨西哥人的过去和现在》、《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
展研究》、《人类学：人类和文明研究导论》等。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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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无疑还是基督的教导：
“

人人皆汝兄弟， 尔等皆为神子。”由千这样

的情谊， 人人都包容在唯一的血缘关系中。

山于诸如此类的办法， 或者纯粹由千文明趋于拉平的效应， 践行正

义行为、 创造美好事物就有了更加充足的机会；千是我们看见，曾经陨

于自己艺术和道德范围的民族和阶级， 表现出愿意交流的倾向。 由于这

个共同的倾向， 更高水平的艺术或道德就取得胜利，且必然发生变化。

正如处在适应之中的外来艺术和土生土长的艺术存在差别一样， 引进的

道德和本土的道德之间， 以及时尚模仿和风俗模仿之间， 也存在着类似

的区别。 虽然本土的东西历史比较悠久， 固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它

们给人的激励， 它们的鲜活、 力度和原创性总是要超过外来的东西。

我们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同理， 在悠久风俗决定的义务中， 尤其

是在为家族复仇的义务中， 存在着难以尽述的青春活力， 我们也没有

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不过除此之外， 我还要特别强调其他一些东西。

艺术这个课题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 在风俗的时代里， 在没有

大扯艺术引进的情况下， 它是自发产生的， 是从手工艺中冒出来的，

354 宛若
“

花朵从花枝上绽放出来一样
“

， 它是在宗教的阳光雨露之下成长

的。 埃及、 希腊、 中国、 墨西哥、 秘鲁和佛罗伦萨的情况， 莫不如

此卫哥特式建筑艺术和其他建筑艺术， 诞生千建筑师的技艺。 14世

纪的绘画艺术诞生千书籍的插图， 而书籍的装饰艺术又是诞生千抄书

人的技艺。 雕塑诞生于中世纪的木器制作， 木器制作又诞生于埃及的

陵墓。 现代音乐诞生千教会吟唱的习惯。 雄辩术诞生千靠言辞为生的

职业， 诞生于法庭的辩论。 诗歌和文学诞生于各种风格的说话艺术，

诞生千叙事、 鼓动和劝说。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 在同 一时代里， 艺

术作品满足的不是对新知识的需要 了解新知识仅仅是时尚时代的

需要；在时尚时代里， 外来的刺激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 与此相反，

艺术品满足的是再次目睹已知东西的爱好；人们以孜孜不倦、 汲汲以

求的热情寻找自己喜爱、 钦佩和崇拜的已知的东西：祖先崇拜中神圣

的东西， 神圣的传说， 圣贤的历史， 民族史里的史诗故事， 日常生活

熟悉场景中与古老风俗吻合的东西。 换句话说， 人们寻找的是传统的

情感， 既为艺术家也为公众需要的传统情感， 这样的情感集中反映在

对远古的挚爱， 对地球上永恒未来深厚的爱， 或者是集中反映在宗教

0 在佛罗伦萨，所谓艺术的行业， 是名副其实的， 毫无疑问， 它们成为美术的摇
篮。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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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生的期许之中。 我们不要求建筑或音乐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 不

需要表达从异域文明、 人为复活的文明借用的印象。 相反， 我们需要

的是把这些洋人、 死人的东西揉合到我们生活里的活生生的表达。 我

们不要求雕塑和绘画去发明奇异、 幻想的群体、 场景和风景；我们要

生动地再现十二使徒圣马可、 圣克里斯托弗、 基督、 圣母、 家族老照

片、 出生地的照片， 我们认为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服饰、 庆典和特征会

永世长存。 我们对史诗和戏剧的兴趣， 不需要隐藏高潮的噱头， 也不 355 

依靠新奇的内容；相反， 我们要求它活生生地复制我们童年时代就熟

悉的传奇故事， 比如普罗米修斯和赫拉克勒斯之死、 俄狄浦斯的不幸、

基督降生或伪基督 (Anti-Christ) 的降生、 罗兰骑士之死， 等等。心

这就是传统时代艺术的两个主要特征。 一望而知， 两者是连在一

起的。 传统时代的艺术不是产业的艺术， 而是专业的艺术， 因为这样

的艺术是审美机制缓慢积累传承的， 不是父子沿着实用的路子传承的；

产生这种艺术的原因是向后看的习惯， 也就是全身心指向过去、 指向

先人及其主观模式的习惯；于是， 艺术就成为历史的魔镜， 过去是活

生生的；这就是说， 艺术对自身的未来满怀信心， 而不是将已经逝去

的历史做虚构的复活， 不是对外域作品做翻译。 与此相反， 在时尚的

时代里， 引进的艺术形式枝干分离、 花枝分离就成为自然的结果， 因

为在时尚的时代里引人好奇的是花而不是树枝。 其次， 时尚时代的艺

术常常转换成手工艺， 手工艺却不能常常上升为艺术。 好奇心是时尚

时代的特征， 它需要得到的满足是容易误导人也容易使人厌烦的好奇

心。 好奇心的满足给艺术提供源源不绝的发明、 有序而公式化的发明、

以虚构情节为基础的小说戏剧发明、 神奇图画的发明、 闻所未闻的音

乐的发明、 电气运动的发明。 好奇的时代只需要富有幻想力的艺术家，

爱心和信仰的时代需要充满信仰和爱心的艺术家。

我们看到， 尤论是由于源头、 题材还是灵感， 时尚艺术都有别于

风俗艺术。 在很多方面， 这两种艺术的区别和与之对应的两种道德的

区别都很相似。 首先是两种艺术的源头大不相同。 传统的基本属性是 356 

宗教道德品性 (virtues)， 这些品性是需要在有限人群中的自然绽放。

反射的道德品性 (reflected virtues) 有两种。 一种是下层阶级试图向

贵族阶级借用的道德品性， 是日常行为的表象，依托在H常行为之上，

但是和日常行为的关系并不密切。 另 一种是一个民族试图从另 一个民

(!) 这里的故事多半是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 。 �中译者注

I 第七掌趋逻甲＂巨响众i'K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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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那里拿过来的道德品性，包括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品性；比如，在王

政复辟时代，英格兰就模仿法兰西的道德。 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的

道德甚至是从过去的古董堆里挖掘的，这个过去既可能是一 个死亡了

的过去，也可能是靠时尚复活了的过去。 凭借这个道德模仿现象，时

尚获得了一个传统风俗的假象，历史上道德模仿的现象并不罕见。 但

是，希伯来长老和基督教原始教会里看见的道德改良， 自有其存在的

理由；我们看见这样的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再次出现；实际上，这样

的改革是从使徒心里诞生的革 新；他们热爱过去， 却又不理解过去；

由于许多人受到吸引而放手模仿，这样的革新就推广开来。 在这里，

道德的革新绝对是酷似文学或艺术的复兴。 文艺的复兴是另 一种复古，

是常见的现象。 我正在比较的两种道德在目标和动机两方面的区别也

是很明显的。 在封闭和排外的社会里，家庭、 部落、 城市、 地区和国

家都存在一些特有的永久性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受到风俗

性义务的强制而做出牺牲。 借用的义务、 常规的义务和民族的义务对

个体有强制作用，个体不得不服从群体利益而做出牺牲，不得不服从

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的利益，服从常常是比较短暂的利益。 传统时代的

人自我牺牲的力量来源千世代相传的团结，他融合在世世代代的祖祖

357 辈辈里，个人仅仅是其中的一 个环节而已。 他为家庭、 部落、 城邦做

出牺牲，这是为了大集体人格 (the great collective person) 的不朽而

做出的贡献；他自认为是这个集体人格的一部分，他的牺牲也是在为

自己做贡献。 此外，他力植的源泉常常是遗传性宗教的允诺或祖先宗

教的允诺。 然而，到了革新的时代，这个双重的力量源泉却部分地干

涸了，甚至是全部干涸了。 在革新的时代里，模仿从传统中解放出来，

亲属纽带、 先人与后代的纽带被抹掉，被尤血亲者的关系取代，于是

个体与家庭的距离就拉大了0，时代成为连接个体的纽带。 在这样的

心 因此， 时尚时期道德的个性颇像时尚时期艺术的个性 。 这就是说， 在艺术家和道德

家的眼里， 个体本身的素质有了一定的分量 。 不过， 这并不妨碍时尚时期的义务具有短暂却

普遍的意义；同理， 此时的艺术品很善于表现个体的外表， 同时又能够表现多变而普遍的心

理状态 。 我已经指出时尚道德和时尚艺术的自然主义性质 。 布伦蒂埃 (Brunetiere) 说得很

好： “在16世纪后半叶的宗教战争之下，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 古老的道德是否应该被驱逐出

去， 而不再管束人的行为， 自然本身是否从此就足以维持社会制度的运行 。 古老的道德建立

在人的堕落的神学教义上， 实际上却是建立在反常的经验之上。”顺便指出， 自然主义和个

体主义的激励和乐观主义的激励相吻合 。 悲观主义是否属于习俗的时代， 乐观主义是否属于

时尚的时代呢？我这里指的是真实的悲观主义（比如基督教和詹森教派的悲观主义）而不是

抽象的悲观主义。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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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里， 不同宗教的冲突、 宗教与哲学的冲突往往会产生宗教和哲学
上的不可知论。 但是， 此时的人也有补偿损失的方式；一种全新的最
大程度的道德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他们的损失， 这种道德力量
就是荣誉感的力量。

我所谓的荣誉感不是家族和贵族阶级的荣誉感， 而是现代意义上
的、 民主的和个人意义上的荣誉感， 因为我们无疑正在经历一个时尚
模仿的时期；在广度和持久性上， 这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期。 巴克
尔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荣誉感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凡是在某
些社会壁垒减轻的地方，凡是在公共道德迅速传播的地方， 都会形成
这样的荣誉感。 有人会问，凡是古老的道德基础、 家庭和宗教的基础
受到削弱的地方，为什么为个人为自己考虑的欲望都会增长呢？我们
的回答是，使古老道德动摇的原因， 同时又适合巩固和扩大个人的欲
望。 我的意思是：交往手段的发达、思想在不断扩大的领域里无限加
速的可能性，都超越了家族、 阶级、 教义和国家的边界。 时尚模仿取
代风俗模仿， 于是， 门第和信仰的傲气崩溃， 人们的思想逐渐趋同，
这就唤起了公共舆论难以抗拒的力量。 现在看来， 荣誉就是被动的、
自发的，是顺从公共舆论的，除此之外， 它还能是什么呢？

我们目击了这种新动力的诞生和成长， 每当有人脱离父辈的根子
去服兵役时，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景。 当兵不久， 他就不再思念父亲，
而是敬畏父亲， 他不再氓叙家里的田野， 不再思念他追求的姑娘， 也
不再想和她结婚生孩子；和牧师那种问答式的谈话， 他想得更少。 他
刻意追求的荣誉之泉和相对纯洁的道德之泉已经干涸了。 不过， 他的
道德改变了而不是堕落了；他在禁欲中若有所失， 在热爱工作中也若
有所失， 然而他在勇气和正直方面重新获得了信心。 这是因为，除了
畏惧军事法庭外， 他还得服从军营纪律；在战斗岗位上， 即使冒险一

死， 他也不能忍受战友羞辱他的眼神。 与此同时， 他意识到在新任务
中来实现的人生价值， 他意识到对新战友的义务。 过去的他忙于家务
事， 对外人是不大在意的。

再者， 如果说新道德能够适应人对更多、 更个性化、 更广泛利益
的关注，那么旧道德就适应不太短暂、 比较持久的利益。 无论如何，
新义务需要的牺牲产生的后果， 在空间涵盖面上是更加广阔的， 而且
与时间上的持久性刚好成反比。 过去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义务要求的
牺牲是有用处的， 不过这样的用处在空间上只局限在周围的环境中，
只是在时间上会持续到未来。 比如， 一 切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和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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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和原始的道德、 女性的贞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剥夺，既是为了一

个家庭的利益而忍受的剥夺，也是为子孙后代的利益而接受的剥夺。

反过来，现代道德很宽容恶习，所以我们的后代会吃到我们留给他们

的苦果；现代道德谴责的错误可能会对当代人产生有害的影响，哪怕

他们彼此相隔千里。 在这一点上，时尚时代的道德有点像它同时代的

政治。 无论政治形式有何不同，今天的政治家和昔日的政治家是截然

不同的，他们关注的利益范围更大，这些利益受制千相同的法律，然

而今日政治家的目光却更加短浅。 过去，“小国寡民” 的封建王公身居

狭小的土地上， 自始至终都展望未来时代里法兰西的美好发展，他们

呕心沥血地耕耘，追求未来的理想。 我们看见小小的普鲁士国王如何

牺牲眼前利益，精心谋划未来，为子孙后代追求光明的前景。 可是如

今 ，从德国开始，还有什么国家的议会愿意牺牲眼前的实际利益，而

为将来的两三代人谋福利吗？非但如此，我们让子孙后代为我们支付

账单，让他们为我们的愚蠢付出代价。 经过以上例证论述之后，对这
360 样强烈的反差，恐怕再也没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了。 道德关怀在时间长

短上的偏颇，和两种形式的模仿有关系。

然而，千千万万的时尚溪水终将流向平静而浩淌的风俗大海，上

述的反差毕竟是短暂的— —这却是事实。 毫无疑问，只要溪水在流，

道德规定或禁忌对某些行为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这些行为有：只对

子孙后代有利或有偏见的行为，对婚姻忠与不忠的行为，孝与不孝的

行为，任性、 懦弱或爱国的行为；在其他日子里，这些行为被认为可

能是头等的美德或滔天的罪行，不过这些行为的利弊要很久之后才能

够体会到。 社会上总是有人说，让我离开之后再来洪水吧。 不幸的是，

如果这句话重复的次数太多，社会的结局就是灭亡。 此外，我们也可

以这样来看问题，经过一段进步和过渡的短视之后，在集体的深谋远

虑的空间拓展耗尽之后，人们也可能回过头来思考时间问题。 文明到

达顶点之后，终将走向内敛，这一天终将到来；在历史长河里，它已

经无数次走向内敛的道路：在埃及、 中国、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历

史已经 说明了未来的走向。 到了高峰之后，道德在许多方面又将显示

其庄严与逻辑。 良心上的是非判断将要在更加理性的环境中再次兴起。

对荣誉感的义务而言，对良心的义务而言，一种人为的道德就会成功，

这种道德将会满足时代的需要，时代又受制于飘忽不定的公共舆论。

荣誉感的义务和良心的义务，是我们的祖先熟悉的义务。 这些义务将

是专横、 绝对的、 深入人心的，不过它们有光明和理性的优势。 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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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艺术将背离光辉的古怪形式，深深地扎根在信仰和爱心的深厚

源泉之中。

历史上的复兴现象、 时尚与风俗混杂的现象，很值得好好解说一 361 

番，上文已经略有提及。 这个论题与本章的论题略有不同， 因为在这

些混杂现象之中，我们看不见新时尚变成风俗的趋势，而是看见它带

上了某一种古老风俗的色彩。 这两种模仿形式的传统关系值得我们去

研究。 在科学和产业里，一种外观全新的思想可以借助时尚来传播，

在诞生的过程中，它带有真理和效用的实验证据。 然而，在美术、 宗

教、 文学、 哲学里，那就是另 一回事了；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治

国之道和道德里是否有一种外观全新的思想传播开来，那也是另 一回

事。 最后，凡是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选择的地方，凡是让位千自由的

判断、 不能依靠严格演示的地方，也未必会出现一种外观全新的思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缺乏事实可靠支持的时候，时尚依靠什么样的权

威来确保新奇战胜风俗的堡垒呢？时尚有什么权利来调动理性和幻想

的产品去冲击久经考验的规矩、 思想和制度呢？由此可见，倘若时尚

想成功，它就必须带上敌人的面具来包围现存的风俗；它的办法是挖

掘早已不时兴但已经复活的风俗，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千是我们就看

见，一切宗教改革都以或多或少的真诚，假装回到已被遗忘的宗教源

头上去；它们就嫁接在这样的源头上。 这是 16 世纪一切新教教派的借

口，这个世纪是开启现代宏大模式的世纪。 这也是瓦赫兰。伊斯兰教

派的借口，它诞生于 18 世纪，至今仍在亚洲和非洲传播，它夸口要让

穆斯林重新浸泡在《可兰经》里（见《科学评论》1887 年 11 月 5

日）。 这也是印度一切教派的借口，它们淹没苍劲的、 硕果满枝的印度

教和婆罗门教的树干，认为自己正在使古老的印度宗教回归原初的状 362 

态。 这也是东方佛教和基督教新教的想法。

如果宗教改革是这样的情况，文学艺术改革也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当新鲜的活力在艺术家和诗人的心灵里循环的时候，它以古风复兴的

形式重新向外界做这样的诠释。 还用得着我进一步举例说明吗？我们

可以列举的例子有：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 伊拉斯谟＠的西塞

叩 瓦赫兰 (Ouahran) ，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港口城市 。 中译者注
＠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 � 1536) ，荷兰神学家 、 人文主义者， 编定

希腊文本的《新约全书》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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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修辞风格、15世纪和16世纪建筑和雕朔的新希腊主义和新拉丁主
义、1830年浪漫主义的新哥特式风味。 从屋大维时代起， 罗马开始的
拉丁诗歌狂热就席卷罗马的上层阶级， 直到哈 德良©时代才开始退潮。
为什么？因为新的时尚使智者派(Sophists)的艺术得到名副其实的
复活， 首先是引起人们的钦佩， 后来是引起普遍的模仿。 这样的狂热
经久不衰， 唤醒了希腊的爱国主义， 不过这样的复活是人为的、 尚古
的复活。

以上的论述也适用于立法改革。 这方面最顶尖的时尚是16世纪的
时尚， 它使欧洲得到统一。 它挖掘了罗马的法令大全， 在罗马的名目
下引进了一切立法者或帝王利弊皆有的篡改。 以上论述更适用于政治
改革。 有的时候，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 法兰西议会启用了
一种全新的机制来控制皇帝的权力， 这就是司法权威；它借用了古老
的法兰克王朝时代的风俗；议员们认为， 他们正在复活梦境中的政治
体制。 甚至法国革命也由千模仿雅典和斯巴达而感到自豪。 最后一例

363 是法国百科全书派， 这些最不尊重先例的人认为， 逻辑似乎很符合他
们重构的社会蓝图；他们的判断是， 逻辑就足以支撑他们的理论了。
有的时候， 他们真诚地渴望重新发现业已失传了的人类特质， 渴望复
制人类最初那种自然的本真状态， 尽量将其与他们对理性的崇拜结合
起来。 他们把许多史前考古的成果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了。

此外我还要再次指出， 复兴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 布
尔克哈特证明， 古风的复活仅仅是15世纪意大利革新、 意大利文艺复
兴的一部分；在复兴的过程中， 希腊和拉丁古风被强有力地意大利化
了。 况且， 这种革新仅仅是一时之尚；和一切时尚 一样， 这种革新尾
随一些发现即考古发现， 尾随古罗马神圣土地上或修道院藏书室里的
发掘成果。 在众多的雕塑、 铭文、 手稿和各种各样的遗址被发现之前，
古风可能早已成为人们的信仰， 并受到钦佩；然而在这些考古发现之
前， 对古风的模仿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 宗教改革是德国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的宗教
改革。 意大利挖掘古典时代的老古袱， 模仿老古董， 由此恢复了生气
与青春活力；德国回到它的原始基督教中去模仿想象之中的东西。（有

心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 古罗马政治家 、 雄辩家 、 作

家 。 �中译者注
＠ 哈德良(Hadrian, a. d. 76�138, 117--138年在位）， 罗马皇帝， 紧守边疆， 加强

集权， 巡行各地， 编纂罗马法典， 奖励文艺 。 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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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需要补充说明，把宗教改革仅仅看成是文艺复兴的序幕，那是不

正确的。 人文主义者仅仅是路德教派偶然避返的盟友。 实际上，宗教

改革和文艺复兴各有一个完整的演进过程。 屡屡有人声称， 文艺复兴

并非灵魂的肤浅革命；对一小群在艺术和精神贵族化中成长的灵魂来

说，它是在宗教改革的名义之下进行的一个深刻的去基督教的过程；

宗教改革到18世纪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文艺复兴与艺术发现和文

学发现有关系；同理，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机器印刷的发明开 364 

始起步的。 通过阅读神圣的典籍而获取最完美的知识， 人们试图彻底

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只有在突然遭遇到书籍闻所未闻的传播和进攻时，

人们才会产生读书的流行时尚，才会产生书籍是一切真理 唯一 源泉的

幻觉。 也许，正是由于德国是机器印刷的诞生之地， 新教才能够在这

里兴起。 否则，这个事实就莫名其妙， 因为机器印刷发明之前， 一切

伟大的异教言论，一切反叛教会的运动，都兴起于欧洲南部，南部的

文明开化程度超过德国所在的北方。

时尚与风俗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没有来得及讨论。 我们要把这

个关系和以下的两个关系区别开来：新近的时尚使古老的风俗复活，
时尚巩固阵地之后成为风俗。 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况：新时尚为了

跻身舞台，悄悄在风俗的名目之下潜入我们的视野，风俗又在不知不

觉间改变并利用了时尚。

比如有人说，在青铜器引进之后过了很久，在那些长期只用燧石

石器的地区，青铜工具和兵器还要继续模仿早已过时的燧石工具和兵

器的形制。 还有人证明，希腊的建筑风格可以这样来解释： 它用石头

或大理石复制的是希腊原始棚屋的特征。 米利都CD和雅典的神妙而豪

华的装饰柱，模仿的是古代的木结构建筑。 中国建筑的风格可以用古

代的木结构建筑来解释。 这不是新时尚嫁接到古风俗的活枝干上又是

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意味着，建立在风俗基础上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嫁

接吗？尤其重要的是，难道这样的艺术行为和道德行为不是为了让发

明和革新永葆青春吗？铁器和大理石作为外来的样板被引进之后，它 365 

们适应本地水土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民族惯例的统一标准。

新的篮言或新的道德关怀渗入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视野就

呈现出放大的趋势；为了被接纳，这些簇言和道德就不得不依靠社会

切 米利都 (Miletus) ，小亚细亚西部爱奥尼亚古城，位于今土耳其境内，公元前 1000

年被希腊人占领， 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 殖民地和文化中心。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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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抱有的偏见， 以便能够取代这些偏见。 因此， 在原本只承认血亲

关系的氏族里， 与陌生人的契约就凭借献血为盟的仪式来顶替血缘关

系。 因此， 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分割让位于君主集权之后， 对君主的忠

诚起初就以封建色彩的假象出现， 仿佛它和原来平民对领主的关系没

有什么差别， 然而对君主的忠诚还是很快就要取代仆从对领主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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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八章

结语和结论
366 

总结和结语。 以同样的眼光来审视所有的摸仿规律。

结论。

我们已经把主要的模仿律都研究了 一遍， 现在还需

要阐述它们总体上的意义， 补充一 些意见以使之完整，

同时还需要指出这些模仿律派生出来的几个重要规律。

最重要的模仿律， 似乎是模仿无限增长的趋势。 这

个固有而无限的雄心是宇宙的灵魂户以物质形式而言，

(j) 让我充分展开说一说我对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宇宙重复现象的思考。 也许至高无上、 无所

不在的雄心并不是充分说明问题的解释。 我承认，有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是另一种解释。 我思考

这样一个事实：无穷无尽、 不知疲倦的自我重复是爱的标志之一

。 连续不断地反复说同样的一件

事，连续不断地反复描绘同一个对象，这是爱的具体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中都是这样的。 于是我

就自问：既然宇宙似乎乐意单调的重复，难道这不是深刻地说明，冥冥之中的宇宙在倾泻无穷无

尽的爱吗？宇宙的大爱不是胜过宇宙的雄心吗？我禁不住浮想联翩，虽然一切事物都有其内部矛
盾，然而它们都是由相同的爱造就的；我想，只有用这个爱，我们才能够解释万物之美，尽管邪
恶和不幸始终是存在的。 然而有的时候，当我思考死亡的时候，我又禁不住要为悲观主义辩护 。

一切事物都自我重复，万物无常。 这就是宇宙的两大特征，后一个特征派生于前一个特征 。 把世
界构想为一个完美的世界，既稳定又具有原创性的世界，万物恒久，无一物自我重复 为什么
说这是空想呢？这一切美梦该画上休止符了！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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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现在光对空间的征服之中，以生命形式而言， 即使最低等的物种

也力求用自己的同类覆盖全球。 即使是徒劳无功，这个模仿律还是要

驱动每一个发现或发明，包括最微不足道的革新 ； 它将传遍无限拓展

367 的社会领域。 然而，除非这个趋势得到许多发明的支持，包括逻辑上

和目的论上的支持，除非它得到优势者威望的帮助，否则它就会受到

阻碍而停滞不前 ； 这个趋势必须要不断克服或避开这些障碍。 所谓障

碍是逻辑上和目的论上的矛盾，是其他发明与这个趋势的对立，或者

是无数原因造成的壁垒，包括种族的骄傲和偏见 ； 多半是家族、 部落

和民族之间的壁垒；在每一个民族或部落的内部，这些障碍就是阶级

造成的障碍。 因此，一个好的思想在一个群体里提出后，它就会在群

体里通行无阻，但到了群体的边缘却突然止步。 所幸的是， 这个急刹

车仅仅是放慢速度而已。 不错，在遭遇阶级壁垒的情况下，下层阶级

里兴起并向上传播的一个令人高兴的发明，在世袭贵族政治体制不平

等的情况下，就到此为止而不能前进了，除非采用这个发明显然对上

层阶级有利。

与此相反，正如我已经证明的那样，上层阶级提出或接受的革新

很容易传播到下层阶级， 因为下层阶级总是感觉到上层阶级的威祖。

结果就产生这样的现象：由于这个持久的下移趋势，下层阶级逐渐上

升，并且以众多的人数使上层阶级膨胀。 于是， 由于和模仿对象趋同

的因素，复制的副本和范本就旗鼓相当 ； 换句话说，副本到头来也能

够成为范本；另 一方面，这种新范本的优势再也不是世袭的优势，所

以这样的优势就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而是个性化的，因人而异的。

模仿从上到下前进的步伐永不停息，然而它隐含的不平等却发生了质

的变化。 这个不平等不再是贵族式的、 内在有机体似的不平等，而是

民主化的不平等，完全是社会根源的不平等。 姑且称之为不平等，然

而从实质上说，它必然是非人格化威望的、 有来有往的相互关系，它

368 必然是因人而异、 因行业而异的不平等。 就这样，模仿的领域不断增

长，不断从世袭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其次， 我们说一说家族、 部落或民族之间的壁垒。 当一个群体声

势浩大、 凯歌高奏的时候，它的知识、 制度或信念毫不费力地传入被

它征服的临近的群体中。 这也是事实。 弱者和被征服者的范例对征服

者而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除非他们的文明显然比征服者优越。 因此

我们可以补充说，战争对被征服者而言起到了文明开化的作用，对征

服者来说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征服者不屑于向被征服者学习 ；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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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服者顺势而行， 从敌人那里借用若干有用的思想， 以丰富自己的

民族宝库。 埃及人没有从被俘的以色列人的古籍中学习任何一点东西。

他们铸下了大错。 犹太人却从埃及主人的象形文字中获取了大量的灵

感。 不过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 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辉煌的文化凌驾

于别的民族时， 过去只模仿自己祖先的被支配的民族， 就会模仿这个

优势者光辉的文化。 现在看来， 这个超越民族边界的模仿－ —－ 我称之

为时尚， 实际上是把阶级关系的规律应用到国家关系之中。 由千时尚

的入侵， 模仿从暂时处千优势的国家扩展到处千劣势的国家， 正如它

在一个国家之内沿着社会阶梯从上到下传播一样。 因此， 时尚律在国

家之间产生的影响和模仿律在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影响有相似之处，

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时， 并不会感到奇怪。 实际上， 上层阶级范例的

辐射为自己的拓展铺平了道路， 这时的模仿很容易进行， 并且是一种

相互关系， 下层阶级要吸收上层阶级的范例；同理， 强大国家富有感

染力的威望也为自己的拓展铺平了道路；其原因是， 国家经过了从家 369 

庭到部落再到城邦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通过同化被蚕食的邻居或

蚕食被同化的邻居， 国家的规模逐渐扩大。

再来一个比方。 从上到下的模仿在长期复制的过程中产生了所谓

民主化的平等， 这就是阶级的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接受彼此的

优势， 以钦佩的态度互相学习。 同理， 长期的时尚模仿最终使低位的

民族达到和优势民族相同的层次。 如此造就的一种联盟关系就像现代

欧洲力扯平衡的关系。 这种平衡意味着彼此的服务和相互的交流。 就

这样，从国际关系来看， 自由而无阻碍的模仿在逐渐扩大范围， 不稍

停顿。

然而与此同时，传统和风俗这两种保守的模仿形式， 始终在固化

模仿得到的东西， 并使之持久， 而且在每个阶层的心里巩固其扩大的

范围， 它们在模仿上层阶级或文明程度比较高的邻居中学习到越来越

多的东西。 与此同时，隐藏在模仿者脑子里的每一个模仿的幼芽， 渗

透到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中；这样的种子以新信念、 新渴望、

新思想或新智能的形式出现， 不断成长为外在的符号， 变成语词和行

为， 并根据从里到外的规律前进。

在此， 我们用这个模仿律来把前面的模仿律再集中审视一下。 凭

借这些规律， 模仿的趋势， 从诞生之 H 起就获得自由， 以几何级数增

长， 越来越清楚而圆满地表达出来。 因此， 每一个模仿行为都在创造 370 

条件， 使新的模仿行为成为可能， 使之越来越自由与合理， 同时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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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有更加精准而确定的性质。 这些条件逐渐压抑种姓、阶级和民族
的藩篱；交通工具更加快捷， 人口密度增加， 空间距离随之缩短。 距
离缩短实现的程度， 有赖于农业发明或工业发明有效而广泛模仿的程

度；另 一个相关的因素是新土地的发现。 这两种发现推动最富有创造
性同时又最富有模仿力的种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假定所有这些条件

结合起来并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模仿就会像声波一样， 在一个完美
的弹性介质里刹那间传播开来。 我们正在接近这个新奇的理想。 在某
些特殊的阶段， 当我指出的最基本的条件互相结合时，社会生活的现
实就表现出上述的趋势。 比如在学术界我们就已经看到这样的情况：

虽然学者们天各一方， 他们还是通过各种国际交流而保持联系。 在商

人长久而普遍的接触之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1882 年， 海克

尔在论述达尔文理论成功的讲演中说：“他的革命思想的决定性胜利，
对一切科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以几何级数每年递增， 为

我们开辟了最令人欣慰的前景。”实际上， 达尔文和斯宾塞胜利之迅
捷， 实在是令人震惊。 至于商业上的模仿， 一 旦它获得自由的天地，

就会迅速传播；这是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议论的问题， 并非我们这个
时代才有人注意。 请读兰克中对安特卫普从1550年到1566年之间发展

的描述。 1 6年之内， 该城与西班牙的商贸翻了一 番；与葡萄牙、德
371 国、法国的商贸增加了两倍， 与英国的商贸增加了 19 倍！遗憾的是，

战争使这样的增长戛然而止。 但是， 在这样断断续续的飞速发展中，
我们看见向无限商机拓展的稳步前进的力量。

从单向摸仿到双向摸仿的过渡。 举例说明：从命令

到合约；从教条到自由思想；从猎头到战争；从宫

廷礼节到市井礼节。 上述过渡的必然性。

刚才说明了从单向模仿到双向模仿的过渡。 现在来谈谈一个普遍

的现象， 那就恰如其分了。 模仿的作用不仅是拓展自己的范围， 而且

O 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德国历史学家， 著《拉丁民族和条顿民
族的历史》、《16世纪和17世纪罗马教皇和教会和国家》、 《德国宗教改革史》、《16世纪和17
世纪的法国史》、 《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史》等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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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向双向的互动。 现在看来，模仿不仅对自身产生影响，而且对人
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也产生影响。 其终极结果是，它把一切单向的关
系转变为彼此的双向关系。

我们早就不相信卢梭所谓的 “社会契约论” 了。 我们知道，契约
决不是人的意志的最早关系，契约关系是慢慢形成的。 帝国强制性的
饬令、平民被动地服从命令的历史很长，经过了千百年之后，互相听
命这种思想才开始出现，才产生了仿佛是互相服从的复杂纽带；于是
两个人的意志联结起来，然后才交替听命于对方。 然而，现代人仍然
相信，交换是人类关系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个错误显然和社会契约

论差不多。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的。 交换的思想产生之前，送礼的思想

和偷窃的思想早已产生。 这是简单得多的人际关系。。也许你相信，

创世之初，人们就开始交谈、切磋和交换意见，就像田园诗之中的牧
羊人一样吧？可是切磋要有一个前提：双方有互相启发的权利。 然而 372 
在此之前，互相启发也有一个前提：掌握真理，换句话说， 个人的感
知或意见有公认的说服力， 一切正常头脑的人都欣然承认的说服力。

如果不是首先经受过父亲、祭司或说教者力量的影响，公认为有说服
力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呢？唯有教义能够使真理的观念产生，难道不是
这样吗？同理，倘若田园牧歌的读者认为，原始人熟悉礼节、互相体
谅，那就等于是想证明，巴黎人和各地人现在的温文尔雅是庸俗化的

结果。可是历史早已证明， 现代的温文尔雅是由古代的单向尊敬和恭

维演变而来的；起初的恭维是对酋长、 领主和国王的恭维， 那是单方

面的恭维，后来才成为互相的恭维。 唉！我们 不能相信，战争就是人

群之间最早的民族关系一—如果所谓战争就是用武器互相伤害的话。
换旬话说，歹徒对爱好和平的部落的追逐、伤害出现在前，能够叫做
战争的东西是后来才有的事情。＠

现在要问：单向的对人的追逐如何过渡到人与人的战争呢？恭维
如何过渡到礼仪、轻信如何让位千询问、灌输教条如何过渡到互相传
授呢？顺从又如何过渡到自愿的同意、专制主义又如何过渡到自治呢？

0 在这一点上，斯宾塞的《社会学》（第3卷）告诉我们，送礼起初是自愿的、单向
的（上对下的送礼，也可能是反过来的送礼），后来却逐渐变成习惯性的、义务性的和互相
的送礼。不过斯宾塞忘了告诉我们模仿在送礼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作者注

＠ 这里指的是人的关系。在原始人与动物的关系中，顺序似乎刚好相反 ； 人和动物的
关系和社会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起初，人不得不和野兽搏斗，后来才获得捕
猎野兽的手段。——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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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义是如何过渡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呢？送礼又是如何过渡到偷

373 窃和交换的呢？奴隶劳动又是如何过渡到生产合作的呢？。 最后再问：

原始人的婚姻、 丈夫单方面掠夺妻子的婚姻如何过渡到我们现在熟悉

的婚姻 也就是夫妻双方互相拥有的婚姻呢？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通过模仿产生缓慢而必然的效应，通过各种各样的模仿而实现这样的

过渡。 这一过渡是很容易证明的，费不了多少笔墨， 只需要点明上述

过渡的若干阶段而已。

起初，只有一个人垄断了权力和说教的权利，无人提出争议。 他

说的每一旬话人人都必须相信，唯有他能够发出神谕。 不过到了最后，

以最轻信态度全盘接受了首领神谕的一些人，也渴望像首领一样一贯

正确，也渴望发布
“

神谕
”

了。 千是，经过哲学家的努力，个人权利

终于得到承认：人人都有权传播自己的信仰，而且可以为他们质朴的

首领传播福音了。 但是，在这个终极目标实现之前，哲学家们不得不

有所收敛，仅限于提出比较谦虚的主张；他们做出反叛的姿态，然而

实际上他们非常彻底地模仿神学家，并为此而沾沾自喜；与此同时，

他们却不加探讨就臣服于神学家的教义，虽然这样的教义最初被限定

在他们一个特定的领域；在自己的那个天地里，他们把最重要的一些

思想强加在文人和科学家的头上；只要这些思想不和宗教信仰冲突，

他们就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理论就这样被

当作了真理。 另 一方面，在同样的过渡时期，科学家也知道如何在一

定程度上向形而上学的枷锁低头，也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理论打扮成教

374 条。 一连串教条的反弹使我们看清，在这个思想过渡的阶段里，模仿

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如此，人的理性获得解放也要靠这个源头。 实际

上，思想的姿态本身就有矛盾和人为的地方。 思想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自认为可以强加千人而不必商量；它相信自己有责任接受人们的信赖，

而不必对其审查。 如此严重的胆怯和盛气凌人的骄傲难以相容。 所以总

有一天，一个更加大胆和富有逻辑的头脑就想不加限制地把自己的信念

变成教条，并将其强加于人。 他这个先例立即有人跟进，千是普遍的探

(j) 起初， 送礼是偶尔为之， 是不折不扣的送礼 。 ［参见保罗 ·维奥尔(Paul Viollet), 

《法兰西法律史》， 385页］
“

随着岁月的流逝， 社群对别人的礼物给予回报， 送礼再也不是被

迫的， 而是应该的投桃报李。 火险公司就是一种互助会， 1786年兴起时， 它就用互助会的形

式。 不过此前已经有过非互利的会社， 是为火灾受害者捐助的会社。” （见巴博《古代的城

市》第2卷， 146页）离婚的权利起初是单向的， 丈夫才享有离婚的权利， 后来才成为夫妻
双方的权利。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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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就开始进行。 自由思想只不过是诸如此类的许多思想的互相冲突、 互
相限制而已，它们是自以为是、 自我矛盾、 “

决不会错” 的思想。
起初是一人发号施令，众人唯命是从。 权威和号令一样，都由父

亲或老师垄断。 群体里的其他人只有服从的功能。 他们之中有雄心的
人就想把顺从权力和踝舰权力调和起来。 首先，他们梦想限制施加在
自己身上的权威；接着，他们又想把权威转移到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不过这样的转移还是用有限的形式。 我们有一个有限但无可争辩的发
号施令的等级系统。 封建制度使这个思 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不过
实际上，任何时期的军事组织都是这个等级系统最明显的体现。 这个
例子说明，等级系统的观念就像以前类似的教条系统观念一样，都是
对社会永恒需求的回应，都是保家卫国或教育子女的需求而已。 稍后，
人们的胆子更大了。 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服从别人，同
时他们又希望在其他方面对这些人发出一些指令；他们希望能够在一

段时间内号令那些他们过去或将来不得不服从的人。 这种交互性的实 375 

现有赖于从各个阶级雇用公务员、 有赖千轮流执政的制度、 有赖于普
＇ 选的权利。 选举行为本身就暗示，投票人保证服从当选人，他们默许

当选人的指令。 能不能够说，民选的政府只不过是王权繁衍出来的数
以百万计的例子之一呢？如果没有王权的先例，比如路易十六体现的
先例，民选政府的观念能够产生吗？

一切社会变化和进步都是相互关系取代单边关系的结果，我认为
变化和进步都是模仿的结果；相反，斯宾塞认为，社会变化和进步是
“产业主义 ” (industrialism)取代 “好斗性” (militancy)的结果。 然
而社会的发展本身就受制于模仿的规律。 实际上，产业的第一棵幼芽
是无偿的奴隶劳动或女人的劳动。 在原始社会里，女人天生是男人的
奴隶。 比如，阿拉伯男人就由他的三妻四妾伺候，穿衣吃饭起居都要
她们服侍，就像罗马人要他们的奴隶伺候一样。 因此，对他来说，一

夫多妻是必要的，就像我们需要众多的商务伙伴一样重要。 由此可见，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起初就像父子关系或夫妻关系一样是滥用的
关系。 奴隶尤偿为别人劳动，同时也渴望有人为自已无偿劳动，由于
奴隶主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奴隶主再也不能够控制奴隶的一切行为
和全部时间，所以奴隶靠积蓄赎买了自己的自由，然后他又购买奴隶
来伺候自己，把人家变成受害者。 倘若他只想到自由，他本来可以独
自享受自由，他可以自己给自己提供想要的东西。 然而实际上，奴隶
模仿奴隶主的欲望，在模仿这些欲望的过程中，他希望享受别人的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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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最后， 这些解放了的奴隶都假装拥有自

376 己的奴隶， 他们就互相提供服务。 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产业合

作卢当然我们要一劳永逸地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发明或发现，

模仿的欲望绝不可能完成上述的变革， 也不能完成我下文即将提到的

变革。 比如， 水磨房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奴隶的劳动， 这就为奴隶的解

放做了准备。 总起来说，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机器发明， 我们中间就可

能还有奴隶存在。 科学发现尤其是天文发现使个人有理由反对教条的

权威并得到一定的好处。 司法上的发现发明，作家和国际法专家记录

的新法例使民族国家表现出王权的特征， 使之最终能够取代王权。 尽

管如此， 模仿高位人的欲望， 像他们那样受到信赖、 有人服从、 有人

伺候， 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力量， 它促进了社会变革；这是千真万确

的。 只要存在必要的却偶然的发明或发现， 这样的欲望就能够产生。
377 我们继续说。 已如上述， 单向的攻击是最早的国际关系。 一个部

落、 一个家族掌握了秘密并发现新武器或改进武器之后， 它就灭亡或

征服其邻居。 毫无疑问， 这就是掌握冶金术的古雅利安人迅速征服新

旧石器民族的原因， 这就是欧洲移民在不走运的美洲印第安人中间

“定居
＂

的原因， 印第安人没有马、 没有狩猎的火枪。 现在要问， 双边

攻击的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如何取代了上述单边的攻击？这些民族的武

器和战术通过模仿而传播开来之后， 其中的一个民族就夺取了战争的

胜利。 但是， 被征服的民族梦想进一步模仿征服者， 他们也想谋求军

事垄断， 努力发现威力强大的武器， 以便能够战无不胜；千是， 双向

的战争又简化到单向的攻击。 遗憾的是， 这样的梦想只 能够在很小的

程度上实现， 只有一个小小的例外：普鲁士人用线绳枪在萨多瓦像猎

人赶兔子一样地打奥地利人。 在单边攻击和双边攻击这两个术语之间

有一种中间的状态， 我可以用一些野蛮的时代为例：一个被推翻而被

迫向征服者朝贡的民族， 又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征服一个比它弱小的

0 工商业进步的过程中产生的互相服务的种类越多， 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就越是任意

无常 。 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 他决定着满足他短时间里需要的一切东西， 无论这些东西多

么短命而奢侈。 用夸张而漂亮的话说， 这就叫个人的解放 。 现在看来， 这种现象很容易用模

仿律来解释 。 起初， 反复无常是奴隶主、 家长或国王的专利， 他们享受奴隶 、 子女和臣民的

伺候， 无须回报。 这也是神的专利， 崇拜者顶礼膜拜、 专心侍奉， 无权为自己的牺牲提出任

何要求。 家长、 国王和贵族享受到单向的服务， 神灵也享受到单向的顶礼膜拜；经过这样单

向的长期模仿之后， 双向的服务才能够产生。 如果双向服务正是这样产生的， 消费者自然会

模仿过去的统治者；他们要给自己的需要涂抹上一层帝王和神灵的反复无常的色彩。 就这

样， 我们日益增长的民主化自立和自足， 和神权政治及帝王政治的专制主义是一脉相承
的。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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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 强迫这个民族向它朝贡， 以此来安抚它自己战败的心灵。 在恺

撒时代的高卢， 有些民族就成了其他民族的仆从， 这种安排可以界定

为国际关系中的封建主义。

有一个例子我留作压轴戏。 虽然它最不重要， 但是它最适合证明

我的观点有道理。 在 一个民主社会里， 我们看见路人互相点头鞠躬，

相互致意， 握手问候。 每一个民主社会出现之前， 必然有过贵族政治、

君主专制或神权政治的统治。 这些文质彬彬的习惯是从哪里来的？我

请斯宾塞以大家手笔来指出这一 切风俗的皇家源头或宗教源头。 他向 378 

我们说明， 起初五体投地的礼节逐渐演变成弯腰或脱帽。 让我补充说

明： 如果说脱帽是原始五体投地的服从面目全非的残存， 它也是从古

礼演变而来的互利形式。 我还可以补充说， 宫廷里焚香膜拜的仪式虽

然离我们已经过去上百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还能够闻到祭礼上的香火。

今天有教养的人互相致意远不如五体投地夸张， 但是这些礼节的好处

是礼尚往来。 同理， 过去的登门拜访也是单方面的致意， 今天的礼貌

是相互的恭维。 此外我们非常清楚， 小官想当大使， 侯爵想要随从，

朝臣想觐见帝王，将军需要恭维， 需要像贵族一样有人伺候、 需要有

人向他敬礼 这一切欲望都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小小的秘密逐渐使

人变得温文尔雅， 在法国是这样， 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 礼节从宫廷

开始， 随后又到达城市、 城堡， 最后就到达一 切阶级， 包括最下层的

阶级。 从路易十四开始的宫廷礼仪是一 个过渡期， 和上述过渡期不无

相似之处。 在这个过渡期， 众多社会阶层中的每一 个阶层都强制下面

的阶层向它致意、 登门拜访、 表示服从， 而它却不给予任何回报。。

这是粗鲁无礼的等级系统， 布鲁耶尔 (La Bruyere) 曾对此做过论述。 379 

不过我们离这个消失的世界并不遥远， 所以我们感觉到， 礼仪正在成

为礼尚往来， “平等
＇

正向我们走来。 事实上， 在文明进程里一 切把社

会拉平的发明之中， 最有力、 最不引人注目的发明是文质彬彬的礼仪

和风俗。 西塞罗说： ＂友谊或者造就志同道合的人或者使他们相遇。”

这个论述完全适合于礼貌， 尤其适合礼貌社会的生活。 客厅容纳平等

心 即使高位人对低位人点头致意、 登门拜访、 进行恭维， 那也是在低位人先点头致

意、 登门拜访、 进行恭维以后的事情。 在路易十四时代， 下层阶级必须对上层阶级表达敬

意， 阶层低的人也必须向阶层高的人表示敬意。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节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礼

节， 一个人并非总是首先向他人鞠躬致意。 我们在布鲁耶尔的书里看到单边礼仪向双向礼仪

的过渡。 他塑造的人物梅尼普看到别人对他鞠躬时
“

感到为难， 不知道该不该回敬一个鞠

躬
＂

。 这种情况早已过时。 到了今天， 不管地位多高的人向地位最低下的同胞投桃报李， 还

会感到犹豫吗？我们还能够看到他为难的情况吗？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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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使所有被请进客厅的人趋于平等。 由千使人趋于平等的特征，
客厅常常使社会的不平等趋于减少；客厅之内的不平等被抹掉了，客

厅之外的不平等也趋千减轻。地位悬殊的官员常常在社交场合见面，
他们的关系就说明，即使在社交聚会的间歇期，平等关系已经产生了

影响。在缩短人与人的距离中，礼貌比铁路的作用还要大。鞠躬握手

不仅使公务员或军官的距离缩短，而且使阶级之间的距离缩短。在我
们这个变化中的世界里，成于上万的人天天听见人家尊称自己为 “先

生”、“太太“，也感到不胜荣幸。在这里，正如在其他许多发明里一

样，旧王朝的贵族给自己挖墙脚，使自己 ＂埋葬在胜利之中” 了。这
是因为它受到时尚律的支撑，是因为它忠千18世纪的哲学思想。

历史可逆性与不可逆性的区别。 摸仿律后果的不可
逆性，发明律后果的不可逆性。 发明律不可逆性简
述。风俗移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未来
的大帝国。最后的个人主义。

上一节讲了单边关系向相互关系的过渡，接下来自然就会讲一个

更有趣的问题，这是社会学家必须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中的
380 可逆性与不可逆性的问题。。人人都有这样的直觉：在某些方面，社

会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回头走它业已经历过的某些阶段；当然在其他

方面，它倒退的路子又被堵死了。我们在上文看到，完成从风俗到时

尚的过渡之后，社会又可以从时尚回到风俗 当然是回到拓宽了的
风俗，而不是缩小了的风俗。然而，用相互关系取代了单边关系之后，

这样的社会还能够从相互的关系倒退回单边的关系吗？它们不可能做
这样的倒退，原因我已做了暗示。库尔诺说得好：＂垄断企业、大型贸
易公司或征战的集团、奴隶贸易、黑奴制度等 一 切伴生的殖民制度，
是世人再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它们或已消失或即将消失；我们不能

想象它们还会卷土重来，正如奴隶制、古罗马城镇的论坛或中世纪的

0 我所谓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并非法律上的或词典上的意义， 而是物理学家赋予它们的

意义， 尤其是热力学的意义。 在这里， 可逆性机制是：它可以在相反两个方向的任何一个方

向上运行。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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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不可能再卷土重来一样。”他说得不错，但是他这个信念的基

础是什么？应该把理由说清楚，可是他没有说清楚。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过渡，从垄断到商业自由、奴隶制到互相服

务的过渡等，是模仿律的必然结果。 现在看来，这些模仿律可以不再

起作用，部分或全部不再起作用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就部分死

亡或完全死亡。 然而即使这样，模仿律也是不能够逆转的。

再者，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伟大的帝国可能走回头路吗？比如，马

可·奥勒利乌斯CD能够回到西庇阿统帅的第一个希腊化的意大利共和国

吗？它能够回到加图©治下那种缺乏教养的、疯狂的共和国吗？它能够

回到努马＠组织的那个野蛮的小小村落吗？或者，我们能够想象，一个

社会经过罪恶猖獗的时代之后，又回到纪律严明、行为粗鲁的时代吗？
一个社会从暴力犯罪到狡猾和色情犯罪、从犯罪到恶习养成之后，它还

能够走回头路吗？不妨做这样的假设： 一个成年的有机体从壮年回到青

年、从青年回到婴儿、最终回到卵子，一个燃烧过的星球，比如月球回

头一步又一步地重走它经历过的各个地质期或灭绝了的动植物的时期

- －—这是可能的吗？耗散消亡绝不可能是与进化对称的副产品，这和斯 381

宾塞的观点相反。 这是不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呢？这是

不是说，一切现实拒绝重温它的生命历程、拒绝回头走老路呢？又是不

是说，既然一切现实都不满意自己的命运、都喜欢探索未知、甚至喜欢

探索使其过去毁灭的东西，这样又怎么可能去走回头路呢？

我要急忙补充说：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历史可逆性和不可逆性都

不能够仅仅用模仿律来解释。 模仿拥有并传播发明和发现，但是发明

和发现的顺序却不是偶然的。 它们之间有一条合理的纽带，我们不必

在此细说这条纽带，因为孔德和库尔诺都就此做了阐述；孔德在科学

发展的观念中已经指出这条纽带的合理性，库尔诺在他的大作《基本

思想的连贯》中已经对此做了详尽的描绘。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很大

程度上，发明和发现的顺序比如从毕达哥拉斯以来的数学发现的顺序，

也是可能颠倒过来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可逆性， 是建立在发明的逻

CD 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 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罗马皇帝
(161-180年在位） 。 中译者注

＠ 加图(M釭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罗马政治家 、 作家、执政官、监察
官，维护罗马传统，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开创者。 中译者注

＠ 努马(Numa Pompilius,活跃时期约为公元前700年），罗马共和国之前统治罗马的一
个国王（传说公元前715 前673年在位）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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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上，而不是建立在发明的模仿律上。

我们稍事停顿来解释我刚才提出的区分。 发明的顺序和模仿的顺

序有区别，虽然模仿不等千就是对发明的模仿。 实际上，管束发明顺

序的规律决不能够和管束模仿发明的顺序混为一谈，甚至管束模仿的

逻辑律也不能和模仿发明的顺序混为一谈。 并非所有的对发明的模仿

都必须要通过发明的不可逆转的各个阶段；相反，所有的发明，都必

须要一步一步地通过那些阶段，无论它们是否受到模仿。 如果一定要

构想一个发明的顺序，我们也可以给它们排 一个顺序，给逻辑上走在

那个终极发明之前的一切发明排个顺序，在同一个大师的脑子里重新

排出的顺序。 实际上，每一个发明者在这个阶梯上达到杰出的境界前，

382 他都不得不在几个模糊不清的梯级上摸索，不经过徘徊就搞出的发明

是极其罕见的。 发明律基本上属千个人的逻辑；模仿律一定程度上属

千社会的逻辑。 而且，模仿并不仅限千社会逻辑范畴，它还依靠超逻

辑的影响；同理，发明本身是思想的产物，它要经过脑子里若干前提

的幻影，它仅仅是这些逻辑前提的逻辑结论，这些前提是观念的联想，

也就是灵感、 直觉或天才。 这不是很清楚吗？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够忘记，每一个发明和发现都要经受一个人

脑子里旧信息的千扰，这些旧信息是别人传下来的。 达尔文关于自然

选择的理论有什么价值呢？在于它宣告生物体的竞争吗？不是的。 自

然选择的价值是，它首次与变异性和遗传性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产自

然选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不过它只开花不结果，直到它与变异性

和遗传性的思想结合起来。 从这里出发，用达尔文种(genus)和属

(species)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就可以说，发明仅仅是一个属的层次，

是多次的重复发挥干扰作用的结果。 如果这样的说法不错，也许我就

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此刻突然想到却不必强调的假设。 无论不同事物

重复的次数是多少，如果我们假定，这些重复辐射的核心（所谓发明

或发明的生物学或物理学类比）排列有序，它们受到的干扰就可以预

测；而且，这些千扰或新的中心也会表现出有规律的倾向，就像原初

的中心一样。 在这样一个领域里，无论多么复杂，一切事物皆有规律

可循；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或似乎是偶然的。 相反，倘若我们假定，

原初的中心不规则，次生的中心也不可能有序，其无序性就和原生中

(j) 见贾尔(Giard)载于《科学评论》(Revue scientifique) 1888年9月的文章。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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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样。如果真是那样，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就只能是相等数献的无规 383

律性，它只不过表现出不断变化的形式而已。再补充一句话，这些变

化的形式一定会有某种难以界定的相似性。原生的无规律性反映在放
大的副本中，反映在派生的不规则中。由此我可以得出一 个结论：重
复的观念支配宇宙，但是它不构成宇宙。这是因为我认为，说到底，
宇宙具有固有、永恒和难以摧毁的多样性；没有这样的多样性，宇宙
就会是既浩渤又单调的。斯图尔特·穆勒。经过他独到的思考提出了

类似的假设。
无论你怎么评论我刚才冒昧提出的猜想，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

把我指出的两种规律结合起来，我们能够完美地解释即使是最简单的
社会变革的不可逆转性。我们可以举这样一 个例子： 过去 300 年里的
时装变革，看看它们倒过来发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先验地推断
说，这个假设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它不会显示出比把乐曲颠倒过
来演奏还要多的矛盾。补充一句话，这样演奏的乐曲难以名状，它和
原来的乐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它有时却相当悦耳。然而，请想象路
易十四的朝臣身穿我们现在的燕尾服、长裤和丝帽；想想我们现今的
长裤逐渐被灯笼裤取代，短发被假发取代，上衣被刺绣、镶金、多色
的套装加佩剑取代，想想我们民主时代的人打扮得像路易十四的朝臣！
那不是出洋相吗！如果是那样，人的外表和内心的思想就会不一致，
服装与事件、观念和风俗就会不一致，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可能发生
的，这还用得着说吗？之所以不可能，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
衣服应该是事件、观念和风俗的外在表现；由于某种逻辑关系，它们
和路易十四的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逻辑的规律和模仿的规律和 384 

乐曲颠倒过来演奏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假设证明是千
真万确的；要不是有一个例外，假设之中可逆性的荒谬绝伦就真是无
与伦比了。这个例外就是妇女的衣装。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 17

世纪的女士穿戴 19 世纪的女士的衣帽，现代史并不会为此而不得不修
改。我们可以想象她们先追逐宽大的裙衬，继后又追随雷卡米耶夫人©

0 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功利主
义的主要代表。 代表作有《逻辑体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 《论自由》、 《功利主义》
等。 中译者注

＠ 雷卡米耶夫人 (Mme. Recamier), 19 世纪法国的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巴黎政界和文坛

重要人物 。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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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利安夫人。穿的希腊式紧身胸衣。 诸如此类的变化使当代妇女模
仿19世纪曼特农夫人©的服饰和方丹小姐©的高头饰。这样的打扮有
一点奇特，但并非绝对不可能。然而，妇女的时尚可以被认为是回潮，
而同时的社会风俗和思想却未必要回头；相反，男人的时尚却不能回
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妇女参加
政治和思想活动的机会和男人差得太远，因为任何时代的女人的主要
兴趣都是在吸引男人，因为她们永恒不变的天性是既喜欢求新求变，
又抗拒文明和岁月的沧桑。

不过我们要注意，女人和男人都不能够想象，既然一连串的纺织
技术发明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丰富而精致的产品，极其精致的服装还
试图回归到原始的简朴，逻辑律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局面。 同理，逻辑
律不允许我们假设，中世纪以来的武器有可能逆转：从撞针枪回到火

绳枪、火绳钩枪、弩机和弓箭，从克虏伯制造的大炮回到16世纪的长
炮或投石的弩炮。模仿律还证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假定：男人和女
人的服装逐渐倒退到往昔那种阶级分化和教区分化的局面；这是因为

385 早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各阶级男人和女人的衣料和裁剪就已经
趋千一致，和今天的情况已相差无几了 。 这样的倒退 是不允许的。＠
即使路易十四时代以后兴建的电报线和铁路被摧毁，即使它们催生的
交往和趋同的强烈欲望也随之消亡，这样的倒退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因为，即使我们遭遇到这样的猝死，它也只能够使文明的模仿功
能陷入惰性，却不能够使模仿功能起相反的作用。 一部编年史＠告诉
我们，路易十三进入凡尔赛宫时，禁不住钦佩正在操练的民兵；看到
他们 “穿着美洲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和摩尔人等野蛮人的服装“，他
尤其感到高兴。实际上，到了路易十五时代，统一的军装才是普遍的
现象。试想我们今天回到古代军人五花八门的军装，那会是什么样子！
五花八门的军装是不能容忍的，看上去是不自然的，也不正常的，除
非这成为普遍流行的时尚；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因为斑驳

0 塔利安夫人 (Mme. Tallien), 19 世纪法国的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丈夫是法国革命
家。 中译者注

＠ 曼特农夫人 (Mme. De Maintenon, 1635-� 1719)，路易十四的第二任妻子， 1685

年与国王秘密结婚 。 中译者注
＠ 方丹小姐 (Mlle Fontange)，路易十四身边宫女 。 一 一中译者注

＠ 著名的进行性分化定律被认为是宇宙演进的必然规律， 这条规律在这里怎么不起作
用呢？ 作者注

＠ 见巴博著（民beau) 《古代的城市》 (La Ville sous l'ancien regime)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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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色的军装本身就是一种制服，那就是为了模仿各种各样的人。

让我们回头注意历史的不可逆转性。 模仿律能够充分说明这样的

不可逆性；与此相似，复制律和振动律能够解释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

逆性，而不是全部的不可逆性。 一种伟大的民族语言不可能回到它源

头的方言。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浩劫不可能使它分解为方言。 不过，

如果出现分解的局面，方言的分化是由于强制性的闭锁使各地的方言

革新受到禁铜；如果不闭锁，方言的分化本来可以辐射到最遥远的地

方。 此外，因闭锁而形成的方言和原始方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方言

的分化不可能产生原始的方言。 它要向外传播到周围的邻居中去，以 386 

求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建立语言的统一。 我们对语言的这一番判断也

适用于宗教。 不过还是让我们扫描一下整个社会生活的情况吧。

常常有人说，文明往往能够从思想和道德、 审美和经济的角度提

升大众的水平，而不是从这些方面把社会培育到更高的巅峰。 不过，

这样模糊、 不确定的表述并非没有人驳斥，因为它没有指出这个现象

的原因，我看这样的驳斥颇有道理。 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 因为每一

个发明推出时，社会环境中已经有许多发明站稳脚跟，它必须要传播

开来、 站稳脚跟，在一个接一个的阶级中去争取一席之地，直到它深

入到最下层的阶级之中。 终极结果自然是，发明从中心向四周传播没

有尽头，直到遥远和顶峰的地方，这就从普遍性和一 致性两方面说明

了发明无穷无尽的传播能力。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由于振动辐射(vi

bratory radiation)定律的作用，根据著名的物理学推导，一个接一个

的热源必然要产生普遍的温度均衡，这个温度高千星际间的温度，但

要低于恒星的温度。 同样是以这样的方式，根据几何级数定律即增殖

辐射(prolific radiation)定律，物种的传播有覆盖全球的趋势，因为

地球上物种的分布还不平均；根据这个趋势，一个比较均衡分布的密

度将会超过现有的密度。 显然，我们在这里作比较用的字眼是刚好对

应的。 地球表层向光的传播开放，就像太空向热和光的传播开放一样，

就像人这个物种向发明大才的传播开放一样。 看过这一段表述之后，

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全球趋同和民主趋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同理， 387 

全球完全而同一的人口分布、 太空完全而同一的热力效应，是生命的

目标，也是宇宙的目标。 这是必然的规律。 这是因为，在发明和模仿

这两种有助千我们解释历史的主要力量中，发明是特权、 垄断和贵族

政治的不平等的根源；发明是间歇的、 稀罕的，只能够在不频繁的时

期里喷发而出。 与此相反，模仿却是民主化的、 有拉平的趋势，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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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常年不断、 川流不息、 逐渐沉淀一样。 但是，有

时发生以下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种情况是，天才的发明一个接
一个接踵而至、 互相刺激，就像我们这个狂热的发明的时代一样，这

个时候，各种不平等就会随之发生；另一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幻想的

狂热集中在一个地方时，各种不平等也会随之发生。 在我们这个时代，

创造精神主要转向了科学，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最缺乏教养的人之间的

差距大大拉开了，比中世纪或古代人们知识的差距大多了。 在我论述

的创造力勃发的时期，我们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发明的爆发是否比目

前的潮流快。 这是一个统计数字才能够解决的问题。

托克维尔相信，从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演变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他不愿意去思考，民主环境是否能够滋生贵族政治的问题。 我必须把

388 这个问题说明白卫由千我们所知的因果关系，社会的趋同性快速增

长、 相似性不断积累时，后果未必一定是社会越来越民主。 这是因为，

模仿性趋同仅仅是构成社会的材料；社会逻辑裁剪并利用这个材料，

通过不同态度的特化与合作，通过不同脑袋的特化与相互确认，社会

逻辑倾向于使社会实现最扎实的整合。 因此，强大的等级系统甚至很

可能就是任何文明注定的目标仇不过，每一个达到了这个终极目标的

文明还是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相同的欲望和思想在更大的公民中普遍

传播开来， 即使它们不可能拥有 同样的权力和财富。 话又说回来，我

们还是可以肯定托克维尔一个正确的观点： 以出生门第为世袭的贵族

政治被摧毁之后，它就不可能再死而复生。 实际上我们知道，重复和

模仿的社会形式有一个解脱的趋势： 它逐渐从生命形式和世袭形式中

解放出来。

我们还有理由断定，民族融合的程度会越来越大，因此民族的密

度会相应缩小，除非遭遇到大的浩劫，否则就不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这是寰宇趋同尤其是武备趋同的结果之一 （纪德＠先生在他记述殖民

心 我们要指出， 经过有条有理、 从不间断的变革， 基督教欧洲的教会组织经历了这样
一个演变过程：从传播福音、 喜爱平等的民主制度走向早期主教的贵族政治， 稍后是罗马主
教受到限制的君主制， 因为它受到公会议的限制， 最后就走向教皇永远正确的集权主义。 这
正好和世俗社会的演变趋势相对立 。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问题， 即使这个例子也和其他情
况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演进的顺序是从多样性走向一致性， 从分化走向集中。 作者
注

＠ 拜占庭帝国是希腊一罗马文明的终极目标 ； 中国文明是中华帝国的终极目标 ； 莫卧
儿帝国是印度文明的终极目标 ； 法老的帝国是埃及文明的终极目标， 如此等等 。 一 一作者注

＠ 纪德(Andre Gide, 1869-1951)， 法国作家、 文艺评论家， 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 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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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小书里指出了这一点切。 实际上， “显而易见， 总有 一 天， 我们
将要被塑造成一个样子， 一个人和另 一 个人的价值将要相同， 每一 个
民族的力量将要与其人口的数量成正比”；因此， 小国绝不可能和大国 389 

斗， 如果要斗， 那就是小国的大灾难。 我有 许多理由预计将来会出 现
一个庞大的帝国， 这就是其中的一 个理由。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每
一个时代， 庞大的帝国都曾经达到和超过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允许 的
范围。 目前有一点一望而 知： 当代的伟大发明将会使更加广泛的聚合
体成为现实且经久不衰， 这些聚合体在规模和寿命上都将超过目前的
国家。 全世界已经做好准备，让欧洲、 北非和北美结合成为一 个国家，
比罗马、 穆罕默德和查理五世©的征服还要庞大的帝国。 这是不是说，
我们必然要看见一个囊括全球的大帝国呢？不会有这样的意思。 我在
上文阐明了时尚和风俗交替的规律， 我还阐明了长期自由贸易之后必
然最终回归保护性关税的规律；从这些规律来看， 一 个国家自然的膨
胀规模（并非不自然的规模）绝不可能超越一定的限度。 由此可见，
我们没有理由希望， 一 个庞大的帝国会统治全球， 也没有理由设想，
战争的可能性会受到彻底的压抑。 另 一方面， 虽然文明国家的统一 至
少使其联盟越来越符合人们的欲祖， 越来越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 然
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障碍并不会停止增长；爱国主义的豪情和偏见、 民
族的对立情绪、 误解、 狭隘的集体利益、 积累的历史记忆— —所有这
一切障碍都不会停止增长。 对H益增长的联盟的渴望被日益增长的困
难钳制住了， 也许这正是 文明注定要人类经受的内心煎熬。 这就像海
市质楼，永恒而普世的和平呈现在我们眼前， 越来越五彩斑澜、 光辉
灿烂， 可是它离我们却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然而， 在有限和相对的意义上， 我们又可以相信， 这个理想也有 390 

可能短暂地成为现实， 由一个民族靠征服来完成， 这个民族叫什么名
字我们一无所知， 然而它注定要扮演一个光荣的角色。 到了那个时候，
等到这个帝国建立之后， 等到它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赋予的安全和罗
马治下的和平有一比的时候， 等到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罗马帝国的

0 纪德先生明确引用
“

模仿律 ”， 他是最早接受我这个观点的学者之一， 他的《政治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d'economie politique) 用很多篇幅阐述我的价值论；这是我很久以
前应用模仿律所做的价值论分析， 发表在几篇文章里， 载《哲学评论》 。 作者注

＠ 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1558) ， 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19—1558) 时称查

理五世，任西班牙国王 (1516-1556) 时称查理一世， 后来成为奥匈帝国末代君主 。 中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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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十倍以上的时候叭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

0 历史学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鄙视语言、 宗教、 战争、 艺术等方面的重大的社会相
似性，或假装鄙视这些社会相似性，这是没有道理的。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相似性，那是由于
它们模仿某种威望高的范本，无论这些范本的威望是征服者的威望还是陌生人的威望。 伟大
的社会聚合体比如罗马帝国就是靠模仿威望高的范本形成的；历史学家往往以鄙夷不屑的态
度对待伟大的民族聚合体，他们宣告这些聚合体不自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过高估计其他
的相似性、 其他的聚合体，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既自然文自发 。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相似性
也是模仿造成的，这样的模仿在有些情况下是无意识的、 不假思索的，而不是有意识的、 有
意而为的；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叫模仿。有人对无意识的尊敬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对模仿
在主要的人类事物中以许多或明或暗的方式扮演的角色浑然不知，这就使许多聪明盖世的人
犯下了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的错误。

兹举一例说明这种糊涂一 时的错误，这是从保罗·维奥尔(Paul Viollet)非常博学的
《政治制度史》(Histori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256页）中挑选的例子 。 和大多数历史学
家一样，这位杰出的学者把老态龙钟的罗马帝国和成果丰硕、 精神抖擞、 青春勃发的日耳曼
族野蛮人做了一番对比。 他认为，罗马帝国的大一统是不自然的，所以他的结论是： 罗马帝
国解体而成的每一个小小的帝国，就是自然的、 自发的 。 他认为，6 世纪至 10 世纪可怕的混
乱，仅仅是种族发展过程中的小小的危机，其阴霾是

“

黎明前的曙光”；长期的混乱到了查
理曼帝国时代才得到缓解 。 对他而言，整个过程似乎都值得赞美，首先是瓦解的过程值得赞
美；然而这个过程显然是倒退，我不知道倒退了几个世纪；而且他企图在重新扩张的民族的
形式下重新构拟破碎了的统一，他这个倾向显然是徒劳的、 矛盾的 。 他说： “西方的瓦解令
人高兴、 明确无误，再也不存在无可争辩的纽带，只剩下一个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社会，

． ． ． ． ． ． ． ． ． ． ． ．

或其他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是从相似的欲望里自发产生出来的。 这个社会将呈现出千百倍
丰富多样、 成效卓著 、 和谐一体的壮丽景色，远远超过精心设计的同质性。” 可是，我们不
能够忘记，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长期辉煌，如果没有语言、 思想、 仪态和制度方面的长期的
模仿潮流，在原本异质的民族之间，欲望的相似性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所谓的宗教信仰和哲
学信仰的社会，显然是经过许多转换以后才能够形成的，显然是经过许多脑袋和心灵之间的
模仿性传染才能够形成的，这样的心灵接触恰恰是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形成的。由此可见，我
以景仰的心情引述的维奥尔的话，他所谓帝国大一统不自然的话，其源头本身就在帝国 。 如
果压制了这个结论，仅存的东西就是无限的分崩离析，那就会使我们倒退回野蛮的状态 。

除非社会里的人是在搞发明，除非他是在听任本能的冲动，他总是随时随地在模仿，思
想和行为两方面都在模仿；发明是难得的事情；本能冲动的源头纯粹是有机体的反应， 因而
也是难得发生的事情；当这个社会人模仿时，无论他自觉与否，无论他是受制于所谓模仿性
冲动还是从许多模仿对象里进行理性的、 慎重的挑选，他都在模仿。 如果我们充分理解模仿
律包含的真理，如果理解这一点，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抱定 非常审慎的态
度，就不会以小孩子那样的迷信去赞赏社会现象中无意识的、 不假思索的模仿；另一方面，
我们就会承认，自主和理性模仿行为是略胜一筹的 。

倘若我们能够充分理解模仿律包含的真理，我们就能够承认，万物走向一致性的动力是无坚
不摧、 难以抗拒的。 我不否认，墨洛温王朝和迦洛林王朝混乱时期

“

丰富多彩
”

的一面是那个封
建时期多产的一个因素。然而到了现代，不是发生了走向一致性甚至是拓宽一致性的回归吗？换
句话说，当前的文明难道不是在被单一的模型塑造吗？如今，为了避免千篇一律的帽子、 衣服、
雪茄和报纸，难道我们不应该到非洲的大漠深处和中国的乡村里去寻找新的灵感吗？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长期挥之不去，我们还是能够构拟一个理想的社会
水平。 这不能够归因于罗马帝国那样的政治上的统一，不能够把政治统一看成是它唯一的或主
要的原因。 罗马人的征服促进并加速了欧洲的趋同，从而对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为
文明正是这样的统一，正是社会的复杂化 。 这是互相的模仿与和谐的模仿。 不过，即使没有发
生罗马人的征服，欧洲的社会统一还是要实现的一 一不过，它实现的方式只能是亚洲或非洲的
方式，也就是不太理想的方式、 不太和平的方式 。 按照那样的方式，就会发生可怕的大屠杀，
发明和发现的进步就会放慢脚步，亚洲和非洲的情况正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 。

因此， 我们不能够同意这样的一种意见：罗马帝国的统一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正是它留下
的记忆，也是中世纪幻觉的源泉。

“

普世王权的可怕思想长达1 000余年。

” 在哪方面可怕？封建
领主互相攻伐的无政府状态，帝国大厦坰塌的尘埃，不是在小范围内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秩序与和
谐吗？这样的秩序与和谐难道不能归因于帝国的梦想与记忆吗？倘若 没有教皇这个精神上的皇
帝， 即使是没有德国皇帝，帝国的尘埃还有希望恢复活力 、 实现重组吗？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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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阐述的原理既不符合又不对立的社会现象，就可能呈现在我们的

后代面前。 当然我们会问，服装、 字母表、 语言、 科学、 法律等方面

普遍在目前形式和未来形式之下隐藏着的相似性，是否就是文明演进 392 

的终极成果。 我们会问， 这种相似性是否就是文明存在的唯 一理由，

其终极后果是否就是个体差异的逐渐展开，而且这些个体差异是否就

比业已被摧毁的差异更加有效、 强烈而极端， 同时又更加细腻？有一

点是确定无疑的： 一场全球范围内的
“

大洪水
“

沉淀了人类大星的思

想和风俗之后，被摧毁的民族就不可能恢复原貌了；人们绝不可能回

到中国人式的祖先崇拜，绝不可能回到对外国风俗的鄙视；他们绝不

会强调自己偎化的特色，而是会加速全人类共享的变革。 不过有一点

是完全可能的： 总有一 天，文明会停止后退并且会诞生新的后裔；总

有一天，模仿的洪水会得到疏导产总有 一 天，社会交往的过分发展

会导致交往需求的减少，或者说会 产生普遍讨厌交往的情绪。 这个交

往减少的趋势和商业交流及经济交流的减少是完全协调的，经济交往

将会被严格限制到必需的地步。 这个趋势很适合加强我们每个人的个

性特征。 到那时，我们的社会生活就像是艳丽的花朵，我们的审美生 393 

活将万紫千红，所有的人都能够分享这美好的生活。 目前，这样的条

件既罕见又不完美。 届时，就会出现一个使社会生活功能受限的、 单

调重复的复杂机制，社会生活将显示社会生活的本色，这个机制颇像

它顺应和补足的有机体生命。 这是一个漫长、 朦胧而曲折的过渡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活从初期的多样性阶段过渡到个体特征显著的

阶段。 这个过程颇像一个 由无数螺旋形曲线构成的神秘的蒸熘塔；在

蒸熘塔里，一个又一个的成分升华出来，无数的特征被扭曲、 粉碎和剥

夺，由此而产生的是精神上短暂的人格特征；个性特征将成为基本的短

暂的原理，今天基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到了明天将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0 我们模仿邻居或陌生人的倾向并不一定和我们与他的关系的增加成正比。 当然如果
根本就没有关系，那就不存在模仿的倾向， 因为不认识他；然而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对他了
如指掌， 因而不再嫉妒或钦佩他， 我们就不会再把他当作我们模仿的对象 。 由此可见， 在交
流太少和交流太多之间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点， 这是最迫切需要与人交流的一个点 。 我们如何

确定这个点呢？确实难 。 我们可以说， 这个点是最佳的观景点， 近到足以将景观的幻影尽收
眼底， 远到不至于把舞台上那些机关看得一目了然 。

注意刚才这个事实的后果至关重要。 后果之一是， 民族和阶级之间依靠铁路 、 电报和电
话的多重交往， 使他们回头欣赏自己的特点， 以虔诚的态度保存自己的特点， 使他们欣赏自
己的风俗习惯。 目前回归民族的精神潮流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虽然遮住回归的主要原因是
军事主义， 难道不是吗？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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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nte, de 巴朗特 217 

Barth 巴特 152 N. 1, 222 N. 1 

Baudrillart 波德里拉 49, 217, 218 

during periods of custom and of fashion 

风俗时期和时尚时期的艺 术 342, 

346~355 

religious origin of 艺术的宗教源头

345 

its origin in handicraft 艺术的手工

艺源头 353 

Assimilation, of modem civilizations 现

代文明的趋同性 xxiii. 16, 388~389 

of civilizations through imitation 文

明凭借模仿而产生的趋同性 21, 

128 

social, point of departure for social ad

vance 作为社会进步出发点的趋同

性 72

produced through cities 城市产生的

文明趋同性 228 

due to language 通过语言产生的文

明趋同性 264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国际政治的趋

同性 290 

due to mediaeval preaching friars 中

世纪修道士布道产生的趋同性 338 

Astronomy, acctlIIlulable discoveries in 

天文学发现的累积性 174 

modem, reducible to a single formula 

现代天文学简化为一个公式 178 

discovery of 天文学发现 235 

Atomism 原子论 178 

B

Beaunis 博尼斯 76 

Belief, transmission of, a fundamental 

social relation 信念是基本的社会关

系， 信念的传播 xvi. 

a social force 作为社会力量的信念

145 sq. 

I282l攀仿滩I



the final object of desire 信念是欲望

的终极目的 147 

lowering of plane of 狂热欲望的降
温 172N. 1 

credulity, imitation of 轻信的模仿

197 
Beliefs, interferences between 信 念 的

互相干扰 24 sq. 

expressed by statistics 用统计数所

表达的信念 104~107 

their relations to invention 信念与发

明的关系 109

tendency to geometric progression of 

信念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 115 
three phases of 信 念 的三个阶段
126 sq. 

conflict between 信念的冲突 149 

spread of 信念的传播 210 
Bentham 边沁 iii 
Bergson 柏格森 145 N. l 
Bernard, Claude 克劳德·贝尔纳 12 
Bernheim 伯恩海姆 76 
Bertillon 贝蒂荣 111 

Binet 比奈 76 

Biology, less advanced than sociology 

比社会学落后的生物学 13 

statistics of 生物学统计学 110~ 

111 
Podin 博丹 199 N. 2 

Bopp 褒朴 260 N.1 

Bordier 博迪耶尔 239 
比urcleau 布尔多 42 N. 2., 46, 219, 

N. 2

Bountmy 布米 168 N.1, 289 N. 1 
Broca 白洛嘉 328 N. 1 
Bronze, spread of art of working 青

铜器铸造技术的传播 17 

same transition in America and Eu

rope from age of stone to age of 美

洲和欧洲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

的相同过渡 39 N. 1 

unknown inventor of 发明青铜 器
的无名氏 91 

uniform composition of pr咖storic 史

前青铜器成分的一致性 329~330 
imitation of flint implements in 青
铜器对燧石器的模仿 364 

Brune ti ere 布伦蒂埃 357 N. 1 

Buckle 巴克尔 269, 346 N. 1, 357 

Burckhardt 布 尔克哈特 134 N. 1, 
191, 219 N. 1, 293, 363 

Burgess 伯吉斯 306 N. 1 

c

 
Candolle, de 康多尔 100 
Cannibalism, a fashion 吃人的时尚

仪式性管束， 仪 式性管束的增加
61N.l, 192N.2, 211N.l 

127 Chi pies 希佩 57 N. l 
explanation of 吃人习 俗的解释 Cibrario 齐布拉里奥 334 N. 2 
273 Circumcision, among Aztecs and He-
not typical of primitive society 吃 brews 阿兹台克人和希伯来人的
人并非原始社会的典型习俗 348 割礼 41 N.1 

Ceremonial remonial governrnent, increase of Citi ities, increase in populations of 城

巨平n,， 2831 



市，城市人口的增长 104~105 史前时期的传播 47 

the modem aristocracies 城市里的 essential to imitation 传 播是模仿

现代贵族 226~229 的必要条件 115, 370 

cause of social superiority 城市社 originally one-sided 起初的单向传

会优势产生的原因 236 播 205~206, 371 

intensity of imitation in 城市里模 between French and English courts 

仿的密集性 248, 288 法国宫廷和英国宫廷之间 的 传 播

of refuge 庇护外来者的城邦 288 229 

uniformity of laws in German 德国 amount of, necessary for imitation 

城市法律的一致性 314 模仿所必需的传播量 292 N. 1 

Civilization, causes social differentia- its relation to democracy 传播与民

tion 文明， 社会分化的原因 xxi 主的关系 307~308 

239, 252 effects of 传播的效应 392 N. 1 

types of 文明类型 69 Comte, Auguste 奥古斯 特 · 孔德

causes of set-backs in 文明挫折原 iv., xi. 285 N. 1, 303 N. 1, 344, 

因 163 N. 1 381 

defined 文明定义 180, 390 N. 1 Condorcet 孔多塞 xxiii. 

American race the outcome of Euro- Confession, rite of., among Aztecs 

pean 欧洲文明塑造了未来的美国 and Cathoilcs 阿兹台克人和天主

239 教徒的忏悔仪式 41 N.1 

formula of development of every 各 Coulanges, Fustel de 甫斯特尔·德·

种文明发展的公式 254 库朗日 228 N. 1, 239, 242, 288 

relation of religion to 文明与宗教 Cournot 库尔诺 iii., xi., 260 

的关系 279 sq. N. 1, 380, 381

See assimilation 又参见趋同化 Courtesy, origin of 礼 貌 的起源

Civilisations, imitation between 文明 217, 223 

间的模仿 48 transition from unilateral to recipro-

independence of, different 不同文 cal in 从单向礼貌到双向礼貌的过

明的独立发展 53 渡（德尔伯夫， Delboeuf) 372, 

decomposition of, in archaeology 377~379 

考古学中对文明的解构分析 99 Couvade “产翁” 习俗 209 

Colins 柯林斯 153 N. 1 Crime, imitation in 犯罪行为中的模

Commune, origin of 村 社的源头 仿 iv.

227 

spread of charter of 村社特许状的

传播 313 

Tarde on problems of 塔尔德论犯

罪问题 v. 

statistics of 犯 罪统计学 104, 

Co mmunication, in prehistoric periods 114 

l 2 8 4口吻归｀|



class山cation of 犯罪的分类 113, 

119~120 

effect of marriage upon 婚姻对犯

罪的影响 117 

widespread publication of 报纸披

露的犯罪行为 345 

Cross, widespread use of 弓箭的广

泛使用 47 N. 1 

Curtius 库尔提乌斯 144 N. 1, 

291, 299, 300, 322 

Custom, interplay of fashion and 风

俗， 时尚和风俗的相互作用 164 

its relation to reproduction 风俗与

复制的关系 253~254 

effects of transition from, to fashion 

and from fashion to custom in Ian

guage 风俗向时尚过渡、 时尚向风

俗过渡的效应 255~265 

in religion 风俗在宗教里的作用

D 

265~286 

in government 风俗在政治里的效

应 287~309

in legislation 风俗在立法中的效应

310~312 

in usages 风俗在成例中 的 效 应

322~333 

in industry 风俗在产业中的效应

333~344 

in art and morality 风俗在艺术和

道德中的效应 344~365 397 

paternal prestige in the source of 

父权威望在风俗里的起源 276 

relation of price to 价格与风俗的

关系 339~340 

empire of, in language 语言里的

风俗帝国 344 

See Custom-Imitation under Imitation 

又参见模仿条件下的风俗模仿

Darmesteter 达姆斯特泰尔 266 istocracy and 托克维尔对贵族政治

N. l 与民主政治的区分 303, 387 

Darwin 达尔文 xvii., 12, 17, 37, increasing resemblances do not ne-

67 N. 1, 370, 382 cessitate 日益增长的相似性后果

Death, necessity of 死亡， 死亡之必 未必就是社会越来越民主 388

然性 7 Desire, transmission of, a fundamen-

a justification of pessimism 为悲观 ta! social relation 欲望， 欲望的传

辩护 266 N. 1 播， 作 为基本社 会关 系的 欲 望

Delahante 德拉汉德 119 N. 1, 129 xvi. 

N. 1 growth of, to invent 欲望增长与

Delboeuf 德尔伯夫 7, 76 发明的关系 43 

Democracy, tyranny of the many dur- specific character of 欲望的具体性

ing 民主条件下的多数暴政 84 44, 93 

血tation during 民主 时期的模仿 for a maximum of belief 作为最强
225 烈信念的欲望 50 

Tocqueville's distinction between ar- a social force 作为社会力量的欲望



145 

for reason 作理性的欲望 149 

duction 消费欲望增长的速度超过

生产的欲望 329sq. 

docility, imitation of 顺从的模仿 Diabolical possession 魔鬼附身

197 

for equality 争取平等的欲望 303 

Desires, interferences between 欲望

的相互干扰 24sq. 

expressed by statistics 统计数字表

现的欲望 104~107 

their relation to invention 欲 望与

发明的关系 109, 159 

tendency of towards geometric pro

gression 欲望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趋

势 115, 124 

for fraternity 追求兄弟情谊的欲

望 ll2, 12lsq., 266 

competition of 欲望的竞争 115 

for truth 追求真理的欲望 125 

for property 追求财产的欲望 125~

126 

three phases of 欲望三阶段 126 

sq. 

increase of, in civilization 文明进

程中欲望的增长 148 N. 1 

conflict between 欲望的相互冲突

149sq. 

spread of 欲望的传播 210 

50~51 

Discovery of gallium 嫁的发现 12 

the successful, of the present deter

mines that of the future 当下的发

现决定未来的发现 19 

of Cicero's Republic 发现西赛罗的

《共和国》 34 

of the steamboat 汽船的发现 44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血液

循环的发现 44, 170 

of mineral springs in France 法国

矿泉水的发现 92 N. l 

of tea, coffee, tobacco 茶、 咖啡、

烟草的发现 93 

for the pleasure of discovery 为追

求快乐而去发现 94 

of beet sugar 甜菜的发现 104 

of fire from friction 钻木取火的发

现 235, 270 N. 1 

See invention 参见发明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animals 动

物界的劳动分工 60, 6lsq. 

original lack of 起初劳动分工的缺

乏 327

satisfaction of, by industry 产业 Dostoe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207 

对欲望的满足 322 N. 1, 246 N. 1

of consumption spread more rapidly Dubois-Reymond 杜波伊－雷蒙德
than corresponding desires of pro- 125 

E

Eagle, two-headed, spread of, 

through imitation 双头鹰， 通过模

仿的传播 47 N. 1 

Ellis, Havelock 哈弗洛克·埃利斯

v. 

Emission theory 微粒说 48 

English Language, illustration of !in

guistic refraction in 22, vowel differ-



entiation in 英语，语言折射的显

示，元音的分殊 143 

spread of 英语的流布 257, 331 

grammatical simplification in 英语

语法的简化 265 

Envy, the effect of obedience 羡慕，

嫉妒， 顺从的效应 201 

assimilation produced by 羡慕产生

的趋同性 202 N. 1 

Erigeron, spread of the 飞蓬属植物

的蔓延 17 

Eructation, as an act of courtesy 打

喝，表示礼貌的打喝 42 N.1 

Espinas 埃斯皮纳斯 xvii., 3, 4 

N.1, 59 N. 1

F

Family, the nation developed from the 

家庭，从家庭演变而来的民族国家

xxn. 

spread of dialects 方言的 流播

17, 255, 287 

relation between imitation and docili

ty and credulity shown in the 家庭

里表现出来的模仿和顺从及轻信的

相关性 199 

the patriarchal 父权制 202 ~ 

204, 267 N. 1 

imitation in the primitive 原始家庭

里的模仿 250, 269 

the, not the unique source of society 

家庭并非社会的唯一源泉 268 

religion cradled in the 家庭里依存

的宗教 280, 287 

the, the original of social group 作

为社会群体原初形式的家庭 287 

origin of and art in the morality 道

德的源头与艺术 314~315, 345 

industry in the 家庭里的产业 328 

undermining of the 家 庭的瓦解

358 

See Adoption 参见领养

Fashion, progress of, in European so-

cieties 时尚， 欧洲社会时尚的 演

变 16

in crimes 犯罪中的时尚 113 

interplay of custom and 风俗与时

尚的相互作用 164 

in dress 服装里 的 时 尚 199, 

212, 334 N. 2, 385 

contemporaneous prestige, the source 

of 在当代，威望是时尚的 源 头

276 

parliamentarism a 议会制时 尚

293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eriods of 16世纪和18世纪的时

尚 293 N. 2 

the secret ballot a ib 无记名投票

时尚

spread of municipal law through 通

过时尚而传播的市政法 314 

jury system a 陪审团制度 317 

trial by torture a ib 刑讯逼供

birth of political economy during ages 

of 时尚时代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320 

increase of nationality through 通

过时尚对民族性的促进作用 321 

tobacco-chewing a 嚼烟草的时尚

327 



398 

naval in America 美国海船的时尚 Fere 费勒 76 

334 Feudalism, assimilation of 封 建 制

unchanging, of monastic dress 修
道士服装不受时尚影响 334 N. 1, 
383~384 

in eating 与价格的关系 336 N. 2, 
340 
relation of price to 饮食的 时 尚
339 
its relation to individualism and natu

ralism 时尚与个体主义和自然主
义结合 341~342 
its relation to invention 时尚与发
明的关系 343 

the assumption by, of the mask of 

custom 时 尚戴上风 俗的面具
361 sq. 

Latin poetry a 拉丁语诗歌的时尚

362 
Roman jurisprudence a, ib 罗马法

度， 封建制的趋同 62~63 
formation of 封 建 制 度 的 形成
73, 239~343 
persistence of titles of 封建贵族名
号难以退场 152 N. 1 
a harmonizing factor 封建制度中

的和谐因素 186 
opposition of communes to 与封建
制度对立的结义公社 226 
failure of agriculture to progress un-

der 封建制度下衣业难 以进步
335 
a stag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unilat

era! to reciprocal authority 从单向

权威向双向权 威过渡的一个阶段
374 

disappearance of 封建制度的消亡

380 

的时尚 Friday, superstition about 星 期 五，
See Custom 参见风俗 关于星期五的迷信 106 N. 1 
See Fashion-Imitation under imitation Friedlander 弗里德兰德 257 N. 1 

又参见模仿条下的时尚模仿

Garnier 加尼尔 42 N. l 

Gaudry 戈德里 25 N. 1 

Generation. See Reproduction. 生育，

繁衍 参见生殖
Gerontocracy, influence of, in primi

tive societies 老人政治， 原始社会

老人政治的影响 268 
Giard 贾尔 388 

Gide 纪德 382 N. 1 

Glasson 格拉松 240, 241 

Gobineau, de 戈宾诺 xx止

1 288 ＾ 心气 贮」

G 

Goblet d'Alviella 戈布勒特·德·阿
尔维耶拉 4 7 N. 1, 27 4 N. 1 

Government, originally an answer to a 

demand for security 政治，起初是

回应安全需求的形式 174 
distinction between additions and 

substitutions in 政治形式中积累和

替代的区别 180 

a political idea 治国之道是一个政

治理念 182 

etiquette of 礼节的约束作用 191 



language, an instrument of ．五兮
扫 口 与艺术和道德的关系 345 

是管制的工具 206 See Ceremonial government 参见

conservatism and liberalism in 政 礼节性管束

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288 Grimm 雅各布·格林 22, 260 

compared with religion 政 治与宗 N.1

教的区别 289 N. 1 Guibert, Louis 路易·吉贝特 186 

in times of fashion 时尚时代的政 N.1

治 342 Guyau 居约 332 

relation of art and morality to 政治

H 

action of imitation the first principleHaeckel 海克尔 12, 370 action of 

Heredity, inaccurate use of term 遗 of 模仿行为是历史 的首要原理

传， 不精确的使用 xv. 49 

its relation to imitation, xxi. -xxii. relation of archaeology to 考古学

遗传与模仿的关系 25 N.l, 280, 与历史的关系 90, 102 

328, 357, 368 as commonly understood 一般人理

organic progress dependent upon 解的历史 92 

有机体进步对遗传的依赖 7 definition of 历史之定义 139 

analogous to imitation and vibration a tissue of tragedy and comedy 喜

遗传与模仿和振动的相似性 11 剧和悲剧的篇章 172 

during custom-imitation 风俗模仿 the reversible and irreversible in 历

时期的遗传 36 史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 379 sq. 

first repetition in 第一次重复的遗 Horse, its disappearance from Arneri-

传 43 can fauna 马， 在美洲动物界的灭

idea of, combined with that of varia- 绝 46

bility 与变异结合的 遗 传思想 superseded as a means of locomotion 

382 作为承载工具的马被取代 158 

Hesitation, opposed to imitation 模 introduced into Egypt 马被引入埃

仿之前出现的犹豫不决 165 及 214 

Historic method, excellence of 历史 advantage of the, in war 马在战争

方法， 历史方法的长处 14 中的利用 236 

History, interpretation of 历史的阐

释 3, 109 

methods of 历 史 方 法 8 ~ 10, 

101 

continuity of 历史的连续性 12 

primitive possessors of the 驯养马

的原始初民 277 N. 1 

Houzeau 乌佐 331 N. 2 

Hugo, Victor 雨果 98, 226, 352 

Huggonet 修果内 42 N.1 

" :` 2 8 9 | 



Hypnotism, compared to social phe

nomena 催眠术， 和社会现象的比

Idealism, its relation to materialism, 

xviii., in soiciology 唯心主义， 与

唯物主义的关系 2, 3, 177 

Ideas, geometrical progression of 理

念， 观念， 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观念

18, 115 

constituting a social type 观念是

构成社会类型的要素 68 

imitation of, precedes imitation of 

their expression 观念的模仿在前，

观念的表达在后 207 

spread more easily than usages 观

念比成例更容易传播 323 N. 1 

Imitation, meaning of term 模 仿，

模仿的意义 x.iii~x.iv. 

of self, xiv. N. 1 自我模仿 75, 

88, 115 N. 1 

counter- 反模仿 xvii~xix.; 

non- 非模仿 xix. ~xx. 

Custom-, its path prepared by non

imitation of foreign models 风俗模

仿， 不模 仿外国对象为风俗铺路

XIX磨

influence of heredity during 风俗

模仿过程中遗传的影响 36 

predominance of, over fashion- imi-

tation 风俗模仿在先， 时尚模仿在

次 52 N. 1, 244 sq. 

较 76 sq., 199 N. 1, 204, 275 

N.2

I

路 xix., 192, 221 N. 1, 231 

compared with custom-imitation 与

风俗模仿比较 244 

in France 法国的时尚模仿 289 

N. l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时尚模仿在美国的形成 296

individualistic 个人主义的时尚模

仿 320

use of flint spread by 使用燧石习

俗的传播 325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s of 时尚模

仿时代的特征 328 N. 1

contemporaneous 当代的时尚模仿

357

assimilation of 时尚 模 仿 的趋同

369

In Japan 时尚模仿在日本 xx.，

216 N. l, 254 N. 1

progress a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laws of 进步是模仿律的必然结果
．．． 

xxm.

its relation to invention 模仿与发

明的关系 3

analogous to vibration and heredity

模仿与振动和遗传 的相似 性 7,

70~71, 189~190, 211~212, 386

its relation to historic facts 模仿与

399 

in England 英格兰的风 俗 模 仿 历史事实的关系 12

289 N. 1 the cause of all social resemblances

Fashion了 its path prepared by non- 模仿是一切社会相似性的原因 14,

血itation of anterior models 时尚 37 

模仿， 对以前模式的非模仿为其铺 linguistic 语言模仿 15, 17 



role of, in statistics and political e

conomy 模仿在统计学和政治经济
学里的角色 16

of Qilumbus 对哥伦布的模仿 20

of Greco-Roman civilization 对 希
腊—罗马文明的模仿 21

its relation to vibration and heredity 

one-sided 模仿与振动和遗传的单
边关系 34

suppression of embryonic phases in 

模仿在胚胎阶段受到的压抑 35~

36 

not dependent upon direct contact 

模仿不依赖直接接触 48

spreads through education 模仿通

过教育传播 62

of Louis XIV. 对路易十四的模仿
64 

its influence upon instinct 模仿对
本能的影响 67 N.1

biological 生物学模仿 75 N. 1

psychological 心理学模仿 ib. 

mutual 相互模仿 79

relation of respect to 尊敬与模仿

的关系 87

a kind of somnambulism 模仿是一
种梦游症 ib. 

of turning movement at Ulm 模仿
在乌尔姆的转向 91 N. 1

effect of laws upon 法律对模仿的
影响 91 N.1

of Greece by Etruria 伊特鲁里亚
人对希腊的模仿 98

its relation to sociological statistics 

模仿与社会统计学的关系 111

effect of, upon public expenditure 

模仿对公共开支的影响 119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 世纪
的模仿 151

modes of 模仿的类型 189

spread of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through 通过生理活动而传播的模

仿 194~196

correlation between credulity, docili

ty and. 轻信、 顺从和模仿的关系

197 sq.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主观模仿

和客观模仿 197 sq., 301

of the superior by the inferior 低位
人对高位人的模仿 213 sq., 368,

369 

of the inferior by the superior 高位
人对低位人的模仿 215

of the foreigner 对外国人的模仿
221, 247 sq., 266 N. 1, 269~270,

337, 340 N. 2 

of the nearest 对身边人 的 模 仿

224 

under democracy 民主制度之下的

模仿 225

in cities 城市里的模仿 228

in preaching 布道里的模仿 229

N. l

mutualised and specialized 相互式

和特化的模仿 232~233

emancipated from heredity 摆脱遗

传的模仿 280

of English parliamentarism 对英国

议会制度的模仿 293

of Greece 对希腊的模仿 301

Tocqueville'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

ory of 托克维尔对模仿说的贡献
309 N. 1 

of jurisprudence of Paris 对巴黎司

、 ～ 29 1 1 



法的模仿 312 

from within out 从外到里的模仿

323 N. 1, 332 sq. 

professional 职业性模仿 328 N. 1 

among the Persians 波斯人内部的

模仿 334 N. 2 

sumptuary laws a check upon 限制

铺张浪费的法律对模仿的遏制 337 

N. l

Roman plebs assimilated to patricians 

through 罗马平民与贵族的趋同

348 N. 1 

in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

turies 16 世纪和 18 世纪的模仿

351~352 

its tendency towards indefinite pro

gression 模仿有无穷增 长的趋势

366 

rapid spread of commercial 商业模

仿的快速传播 370~371 

transition of unilateral into reciprocal 

从单向模 仿到相 互模 仿 的过渡

37lsq., See Animals 参见动物

Imitations, geometrical progression of 

模仿量以几何级数增长 20 

matification of 模仿的修正 22 

interferences between 模仿行为的

相互干扰 23 sq. 

control of, by statistics 通过统计

数宇控制模仿 111 

career of, the exclusive interest of 

history 唯一对历史有意义的东西

是模仿的历程 139 

order of, distinct from that of inven-

tions 发明的顺序和模仿的顺序有

区别 381 

Individualism, promoted through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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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imitation 通过普遍模仿而

传播的个人主义 xxiv. 

in sociology 社会学里的个人主义

2 

a special kind of realism 一种特殊

的现实主义 7 

in Greece 古希腊的个人主义 301 

relation of fashion to 时尚同 个体

主义结合 341, 357 N. 1 

lndo-European languages, identity of 

roots of 印欧语系语言的根基始终

如一 8 

common progenitor of 共同的原始

母语 15, 103 

vowel softening and verbal differenti

ation in 元音的软化与言语的分化

143 

Industry, logical conflicts in 产 业，

产业的逻辑冲突 157~158 

interplay of fashion and custom in 

产业里时尚与风俗的互动 164 

lated accumulated inventions in 产业 里

累积的发明 174, 180~181 

substitution of ends in 产业里目的

之相互取代 179 

morality the end of 产业里的道德

目标 182 

progress of modern 现代产业的发

展 184

relation of evolution of, to art 产

业演进与艺术的关系 303 N. 1 

its progress dependent upon uniform

ity of law 产业的进步依靠 法律的

一致 321~322 

its progress dependent upon spread 

of same wants and tastes 产业的进

步依靠相同欲望和爱好的扩张 333 



effects of transition from custom to 

fashion, and from fashion to cus

tom, upon 风俗向时尚的过渡和

时尚向风俗的过渡对产 业的影响

333 sq. 

transition from the unilateral to the 

reciprocal in 产业里单向关系到双

向关系的过渡 375 

170~172 

of the telescope 望远镜的 发 明

171 

of the cart ib. 马车的发明

of bows and arrows 弓箭的发 明

235 

of bone needles ib. 骨针的发明

of feudal royalty 封建王权的发明

ial Inti皿dation, social meaning of 威 292

胁， 恐惧， 其社会意义 85 

Invention, meaning of the term 发明

XIV. ~xv.

distinct from counter-imitation 与

反模仿的区别 xviii. ~xix. 

its relation to imitation 发明与模

仿的关系 3 

of printing 印刷术的发明 5, 22, 

153, 364 

of gunpowder 火药的 发 明 11, 

22, 171 

of the mill 磨坊的发明 11, 152, 

171, 235, 376 

of railroads 铁路的发明 11 N.1, 

131 

theory of, in Logique sociale 《社

会逻辑》中的发明理论 13 N. 1 

tendency of every, to expand 发明

的扩张性 17 

every, an answer to a problem 每一

个发明都是对一个问题的回应 45 

of steam engines 蒸汽机的 发 明

104 

of marriage 婚姻的发明 111, 117 

exhaustion of 发明的枯竭 138 

of oil painting 油画的发明 160 

logical duels of society ended through 

通过发 明而结束对立面的决斗

of means of fishing 捕鱼工具的发

明 326 N. 1 

its relation to fashion 发明与时尚

的关系 343 

one form of the interference of repe

血ons 多次的重复发挥干扰作用

382 

See Animals. 参加动物

Inventions, definition of 发明， 发 400

明之定义 2 

tendency of, to expand 发明扩张

的趋势 17 

interference of 发明的干扰 20 N.1 

composed of prior imitations 发明

由以前的模仿构成 45 

non-imitable 不可模 仿 的 发 明

91~92 

relation of history to 发明与历史

之关系 92 

causes of social necessities 作为社

会需求原因的发明 93 

history of, given by archaeology 

考古学提供的发明史 100 

progress of 发 明 之进步 127, 

250 

interference of 发明之干扰 129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发明之一

般分类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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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ble 发明之累积性 154, 

173 sq. 

cosmogonies representative of series 

of 作为一连串发明表征的宇宙论

270 N. I 

imitative nature of 发明的可模仿

性 344

in morals 道德的发明 346~347 

Jametel 雅梅特尔 42 N. l 

Jannet, Claudio 科洛迪奥· 雅内

306 N. 1 

in art 艺术发明 347 

in law 法律发明 376 

their order distinct from that of imi

tation 发明的顺序有别于模仿的顺

序 381

relating to weaving 纺织技术发明

384 

J

Jansen 詹森 187, 2.19 N. 1 

Jusserand 朱斯朗 336 N.l, 337 

K 

King-gods, as initiators 作为创新者

的王一神 81 

La Bruyere 拉布吕耶尔 229 N.1, 

378 

La Fontaine 拉封丹 67, 241 

Lake-dwellings, of Switzerland and 

New Guinea 瑞士和新几内亚的湖

滨居所 47 

Lang 朗 275

La nguage, transmission of Coptic 语

言， 科普特人语言的流传 8 

the great vehicle of imitations 语言

是模仿伟大的载体 15 

loved as well as feared 既令人恐惧

又受到爱戴的王—神 202~203

L

physical causes in 语言的物质原因

140 

role of analogy in 类比在语言里的

作用 142 

itation and inventi 皿itation and invention in 语言里

的模仿与发明 142 sq. 

irrevers伽lity in 语言之不可逆性

143, 385 

conflicts in 语言里的冲突 154~ 

155 

substitutions in 语言里的替代现象

spread of 语言 的传播 17, 255 163 

sq., 331 

refraction in 语言的折射 22~23 

resemblances in 语 言相似性

40~41 

origin of 语言的起源 42, 20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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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ls in 语 言 里 的决斗 164, 

166, 167 

verbal accumulation in 语言里的言

语积累 173~175 

grammatical additions in 语言里的

语法增加 175 



inflation in 语言的膨胀 176 Spanish or Gallic influence on 西班

grammar, the essential side of 语 牙语或高卢语对拉丁语的影响 22

法是语言的基本侧面 182 Vowel differentiation in 拉丁语元
conventionality of 语言的约定俗成 音的分化 143

190~ 191 imitation of 拉丁语的模仿 144

ideas borrowed before 借用以往的 different verbal forms in 拉丁语的
理念 201 动词变位 155

survivals in 语言里的遗存 209 worsted in conflict with Romance ton 

contraction in 语言里的紧缩 210 gues 拉丁语与罗曼语的冲突 163

皿tation of the inferior by the supe- grammatical solidarity of 拉丁语语
rior in 低位人模仿高位人的语言 法的稳定性 175

215 Greek influence upon 希腊语对拉
monogenism of 语言同源论 255 丁语的影响 259

N. 1 decom position of 拉丁语的瓦解
classic literature dependent upon 259 sq. 

spread of 古典文学依靠语言的传 Lavelaye, de 拉维勒耶 125

播 264, 333 Lavisse 拉维斯 227 N. 1

attributed to animals 语言的兴起 Law, importance of, in social relations 401 

归因于动物 274 N. 1 法律， 在社会关系里 的重要地位

ition from fashi transition from fashion to custom in 61 

语言里时尚向风俗的过渡 297 logical conflicts in Roman 罗马法
three phases of 语 言 的三个阶段 里的逻辑冲突 168

311 substitution and accumulation m 

in periods of fashion 时 尚时期的 法律里的替代与积累 178

语言 342 etiquette of 法律反映的礼节 191

persistence of custom in 语言中风 principles of, borrowed before pro-

俗的持久性 344 cedure 司法原理的交换在法律程

ion of interpretation of renascences in 语 序之前 201

言复兴现象之解释 362

irreversibilities in Language 语 言
的不可逆性 385~386

See English Language, Inda-Europe

an Languages, Latin Language, Ro

mance Languages 参见英语、 印欧
语、 拉丁语、 罗曼语

Latin Language, spread of 拉丁语的
传播 9, 219, 257 N. 1 

survivals of feudal 封建法 遗 存
209 

a particular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法律是宗教的具体发展 310

distinction between common and 

statute 习惯法 与制定法 的差异
310~311 

three phases of 法 律 的三个阶段
311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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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welve Tables adopted through 
fashion-imitation 通过时尚模仿采

用的十二表法 312 
spread of Roman and French 罗马

法和法兰西法的传播 312~313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
ern 古代法与现代法的区别 314 
history of penal 刑法史 316 ~ 
317 
in times of fashion 时尚时代的法

律 342
renascences in 法律里的复兴 362 

Laws, relation of wants and ideas to 
法律， 欲望和思想与法 律 的关系

209 
sumptuary, illustrative of imitation 
of superior by inferior 限制消费的

法律， 说明低位人对高位人的模仿

218 
spread of new 新法律的推广 313 
如tinc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equity 

in 法律中正义与公平的区别 釭8
Roman 罗马法 318, 331 
industrial progress dependent upon 

Maine, Sumner 梅恩 95, 267 
N. 1, 288, 292, 293, 314, 315, 
316 

Malthus 马尔萨斯 17 
Marriage, its effect upon mortality 

婚姻， 婚姻对死亡率的影响 11l 
statistics of 婚姻统计数宇 117, 

120 
of Emperor of China 中国皇帝的

婚姻 192 N. 1 
by capture 抢婚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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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产业进步对统一法律的依

赖 321~322.
Lecoq de Boisbaudran 勒科克·德·

布瓦博德朗 12 
Lenormand 勒诺尔芒 329 
Like-mindedness, not the final criteri

on of society 心态相似性， 并非社

会终极标准 60 
law and 法律与心态相似性 61 
spread of 心 态 相 似 性 的 传 播

115, 358 
international 心态相似性的国际传

播 345
Littre 利特雷 260, 262, 270 N. 1 
Logique sociale 《社会逻辑》 vi., 

xiii., 13 N. 1, 34 N. 1, 169 N. 1, 
198 N.1, 339 N. l 

Lubbock 卢伯克 209 
Luchaire 吕谢尔 227 
Luxury, spread of 奢侈品的流传

217~219, 335 
of shrines and reliquaries 圣殿与宗教

338 N. 1 
Lyall 莱亚尔 80 N. 2, 265 N. 2 

imitation of patrician, at Rome 罗

马人对贵族婚姻的模仿 234 N. 1, 
348 N. 1 

transition from unilateral to recipro-

cal in 丈夫单方面掠夺妻子的婚姻

向夫妻双方互相拥有的婚姻过渡

373 
Mathematics, science of, dependent 

upon repetition 数学， 数学对重复

的依赖 15 
Maudsley 莫兹利 78, 79 N. 1, 88 



Maury 麦利 80, 96, 98, 99 

Mendelejeff 门捷列夫 12 

Menger 门格尔 血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383 

Mimicry, suggested explanation of 

模拟， 可以作为对模仿的解释 40 

N.1

Monadology 单子论 177 

Monasticism, a fashion 修 道 生 活，

作为时尚的修道生活 127 

an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ion of re

production to imitation 生殖服从

模仿的解释 251 N. 1 

Monogenism 人类同源论 43, 255 

N.1

Morality, rivalry between old and new 350 

道德， 新旧道德之争 32 

N 

Nadaillac, de 纳代拉卡 96 N. l 

Naegeli, von 冯·内格利 6 N. l 

自然主义 xvii. 

Obelisks, satisfy a social need 方尖

碑， 满足一种社会需要 58 N. l 

Origin of species, suggested explana-

tion of 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的解

Pangenesis, theory of 泛生论 45 

a form of industry 作为一种产业

的道德 158 

its relation to religious proselytism 

道德与宗教劝诱的关系 281 

the spiritual equivalent of ritual 道

德是仪式的精神对应形式 284 

the supremacy of 道德至上 也

religious origin of 道德的宗教源头

345, 347 

inventions in 道 德中的发明

345~347 

during periods of custom and of £ash

ion 风俗时期和时尚时期的道德

346 sq. 

social character of 道德的社会性

power of 报纸的作用 206, 225 

N. 1, 335

Naturalism, suggested by the super- Newton 牛顿 26, 36, 48, 177, 

natural 自然主义， 超自然隐含的 178 

Niebuhr 尼布尔 294 

relation of fashion to 时尚与自然 Nominalism, its emphasis upon indi-

主义的关系 341, 357 N. 1 vidual variation 唯名论， 对个体差

Newspapers, future development of 异的强调 7 

报纸，报纸的未来发展 136 Novicow 诺维考 331 N. 1 

。

释 4

compared with that of atoms and of 

civilizations 物种起源说与原子 说

和文明理论之比较 13 

p

Paulhan 保罗汗 88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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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otism, originally aristocratic 爱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的 威 望 402 

国主义，爱国主义的贵族源头 231 216 

N. l

an enlarged family sentiment 爱国

主义是家庭情感的放大 291 

American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297 

spread of, in Greece and France 

古希腊和法兰西爱 国 主 义 的传播
351 N. 2 

re-awakening of Greek 希腊爱国主

义的重新焕发 362 

Pelitot, Abbe 佩里托 223 N. 1 

Perrens 佩伦斯 231 N. 1 

PPrrot 佩罗 56, 57N.1, 58 

Political economy, made possible 

through effects of fashion 政治经

济学，时尚使之成为可能 16 

birth of, during ages of fashion 政

治经济学的诞生， 时尚时代的政治
经济学 320 

Pottery, art of, not instinctive 陶

瓷， 陶瓷艺术并非本能 325 

Prestige, force of 威 望，威望的力
量 78

a non-logical social cause 作为非逻

辑的社会原因的威望 141, 214 

of political majorities 政治大多数

的威望 230 

of power and weal th 权力和财富

的威望 233 

of antiquity 古代的威望 246 

parental 父母的威望 269~270, 

276 

animal 动物的威望 276 

of the foreigner 异域人 的 威 望
291 

of Rome 罗马的威望 236 N. 2 

Property,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personal, connected with that be

tween custom-and fashion-imitation 

财产， 不动产与个人财产的区别，
与风俗模仿和时尚模仿相关的财产
319~320 

Public opinion, on spread of railroads 

in France 公共舆论， 围绕法国铁
路发展的公共舆论 131~132 

control of 公共舆论的控制 230 

relation of honour to 荣誉和公共
舆论的关系 358, 360 

Q
 

Quatrefages 卡特拉法格 38 Quetelet 凯特尔 114, 119, 120 

R 

Rambaud 朗博 227 N. 1, 334 N. 2 

Ranke 兰克 370 

Raynouard 雷努阿尔 22 

Redus, Elis如 雷克吕斯 326

Regnaud 勒尼奥 143 

Religion, refraction in 宗 教里的折
Realism, its emphasis upon resem- 射 23

blance and repetition 现实主 义，

对相似性和重复的强调

12981氯仿硉 l

rivalry of science with 宗教与科学

的较量 32 



beginning of 宗教的发展 42 

futility of persecution in 宗教迫害

的徒劳 153 N. 1. 
logical conflicts in 宗教里的逻辑

冲突 156, 167 
interplay of fashion and custom in 

宗教时尚与习俗的相互作用 164 
non-contradictory myths in 宗教里

的非冲突性神话 173 
non-accumulable dogma and ritual in 

宗教里的非累积性教义与仪式 176 
narrative and dogmatic 宗 教 的叙

事成分和教义成分 176~177 
dogma, the essential side of 教义

是宗教的全部要义 182 
etiquette of 宗教礼仪 190~ 191 
belief in a, precedes practice of a 

宗教信仰走在宗教践行之前 200 
spread of 宗教的流布 208, 287 
survivals in 宗教遗存 209 

originally a luxury 宗教 起初是一

种奢侈追求 231 N. 1 

distinction between barbaric and civ1-

lised 野蛮人的宗教与文明宗教的

区别 283~284 
compared with government 宗教与

政治的比较 289 N. 1. 
transition from fashion to custom in 

宗教里从时尚到习俗的过渡 297 

three phases of 宗 教 的三阶段

311 
usage connected with 与宗教有关

的成例 322 
the need of sentiment prec�

、

des the 

need of genius in 宗教情感在宗教

天才出现之前 331 
in times of fashion 时尚期的宗教

342 

undermining of 对宗 教 的破坏

358 
the assumption by fashion of the 
mask of custom in 时尚的宗教预

设， 宗教里时尚 的面具 361~362 

social importance of 宗教的社会意 irreversibility in 宗教的不可逆性

义 244 N. 1 386 
distinction between proselyting and Renan 勒南 172 N. 1 

non-proselyting 劝 诱 性 宗教 和 非 Repetition, relation of, to variation 

劝诱性宗教的区别 265~266 重复， 重复与变异的关系 7 

animism, the beginning of 万物有 forms of universal 普遍的重复 形

灵论的起源 268 式 ib. 
primitive forms of 原始宗教

267~279 
spiritualisation of 宗 教 的精神化

279~280 
relation of civilisation to 宗教与文

明的关系 279 sq. 
relations of custom and fashion to 

风俗和时尚与宗教的关系 281 

cause of all resemblance 一切重复

相似的原因 14 
resemblance of parts of space appar

ently not due to 显然并非重复引

起的太空各部分的相似性 15 
cerebral 大脑的重复现象 74 
interdependence of, forms of 重复

的独立性， 重复的形式 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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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titions, role of, in science 重复

在科学里的角色 5~6, 14 

geometrical progression of 重复以

几何级数增长 17 

the source of universal 普遍重复的

根源 366 N. 1 

interference of 重复的干扰 382 

Reproduction, resemblances due to 

重复产生的复制和相似性 14 

Malthusian law of 马尔萨斯律

17 

relation of vibration and imitation to 

振动与模仿和 重 复 的关系 34, 

249~250 

analogous to vibration and imitation; 

its relation to custom 重复与振动

和模仿的相似性 70 ~ 71, 189 ~ 

190, 211~212, 386; 253~254 

Resemblances, r6le of, in science 相

似性，在科学里的作用 5~6, 14 

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相似性 57 

in decorations of tombs 墓葬装饰

的相似性 96 

in prehistoric remains 史前遗迹中

的相似性 ib. 

linguistic, essential to other social 

resemblances 语言相 似性对其他

相似性的重要意义 264 

in municipal legislation of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12世 纪和13

世纪立法中的相似性 313~314 

in modem ways of living 现代生活

里的相似性 323~324 

in Oriental usages 东方习俗里的

相似性 324~325 

consciousness of, necessary to in-

dustry 对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相

似性意识 337~338 

during periods of custom and of £ash-

ion 风俗时期和时尚时期的相似性

due to repetition 因重复而产生的 346 

相似性 14 Respect, social significance of 尊敬，

biological, not due to reproduction 

imitation 生物学的相似性， 而不

是由于重复而产生的相似性 37~ 

38 

尊敬的社会意义 86~87 

Reuleaux 鲁洛伊 63 N. 1 

Ribot 里博 34 N. l, 197 

Richet 里歇 76, 81 

Social, not due to imitation 社会 Riv面e, Emile 埃米尔 · 里维耶尔

403 相似性， 不是由于模仿产生的相似 326 N. 1 

性 38~39, 325~326 Romance lanirnages, f Romance languages, formation of 罗

between arts and practices of Old 曼语 259 sq. 

World and New World peoples 旧 Romanes 罗马内斯 37, 67 N. 1 

世界和新世界民族在艺术与实践中 Romanism 天主教（贬）；罗马古风

的相 似 性 38 ~ 39, 41 N.1, 47 9~10, 21, 63, 200 

N. 1, 96 N. 1 Roscher 罗沙 227, 334 N. 1, 336 

spontaneous 自发的相似性 50 Rougemont 鲁热蒙 329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Royer, Clemence 罗伊尔 39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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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Simon 圣西门 217 
Sayce 赛伊斯 142 N. 1, 192, 255 

N.1
Schelling 谢林 12 
Schliemann 谢里曼 277 
Schulte 舒尔特 314 
Science, place of affirmation in 科学

肯定的地位 4~5 
nature of 科学的性质 4~6 
startingpoint of 科 学 的起点 6 
N.1
demands of 科学的需求 10
subject of 科学的论题 14
source of social revolution 科学是

社会革命的源泉 80 N.1
born from Christianity 基督教诞生

的科学 125
extension of 科学的延伸 177
comparison between industrial inven
tions and facts of 工业发明与事实

比较中的科学 180
the future religion 科学是未来的

宗教 286
Seeley 斯莱 316 
Sensations, the statistics of the exter-

nal world 感觉， 外部世界的统计

数字 315 
Sewing, use of tendons. and fish bones

m 缝纫， 用筋睫和鱼骨针缝纫

47 
Slavery 奴隶制 64, 171 

imitation under 奴隶制度下的模仿

219 N. 3, 375 
origin of 奴 隶 制的起源 278 ~ 
279 

at Athens 雅典的奴隶制 349 
disappearance of 奴 隶 制的消亡

380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79, 130 
Social causes, distinction between logi

cal and non-logical 社会原因， 逻

辑原因和非逻辑原因的区别 141 
Social dialectic 社会方言 168 
Social forces, composition of 社会力

量，社会力量的构成 19 
Socialism, a special kind of realism 

社会主义， 一种特殊的唯实论 7 
future conversion to 未来向社会主

义的皈依 30 
suppression of competition through 
state 社会主义国家对竞争的压抑

33 
its spread in cities 社会主义在城

市里的传播 228 N. 1 
modern tendency towards 走向 社

会主义的现代趋势 306 
Sociality, defined 社 会性的减少

69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65 
Social logic 社会逻辑 xxiii., 150, 

166, 238, 285, 310 N.1, 382, 
388 

Social organization, its relation to imi-
tation 社会制度， 它与模仿的关系

74 
dependent upon agreement or opposi
tion of beliefs 社会制度随信念的

一致或对立而变化 146 
Social progress, cause of 社会进步，

其原因 43 

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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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社 会进步的定 义

148 

Social reason 社会理性 149 

relation of fashion to 时尚与社会

理性的关系 341 
Social survivals 社会遗存 152N.l, 

209 

Social type, analysis of 社 会 类 型，
社会类型分析 68 

Society, starting-point of 社会， 社

ology 社会学比化学和生物学都先

进 13
distinction between social philosophy 

and 社 会哲学 与社 会学 的 区 别
ib. 

power to predict in 社会学的预见
能力 19 

position of race in 种族问题在社会

学里的地位 19 N. 1 

distinction between analogies and ho-

会 生活初期 28 mologies in 社会学中相似性与同

definition of 社 会 定义 59, 68, 源性的区别 40 

7 4 Somnambulism 梦游症see Hypno-

economic conception of, criticised tism参见催眠术

被批判的经济学概念的社会 59~ 
60 

distinction between nation and 民

族和社会的区别 65 

the organisation of imitativeness 作

为模仿性组织的社会 70 
a conception of primitive 原始社会

构想 95 
equality in primitive 原始社会的平

等 348
Sociology, as conceived by Comte 

and Spencer 社会学， 孔德与斯宾

塞构想的社会学 iv. 

scope of pure 纯社会学的研究范

围 ix. ～
兄

misleading character given to 被赋
予错误性质的社会学
relation of human to animal 人与动
物的关系 3 

difference between methods of natu

ral science and of 自然科学与社会

学方法论的差别 8~10 
more advanced than chemistry or bi-

|302 I攀切聿l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iv., vxii., 13, 61 N. 1, 147, 192 

N. 2., 202, 207, 210, 217 N.1,

302 sq., 370, 371 N. 1, 377, 381

Statistical curvse, superior to statisti

cal tables 统计曲线， 统计曲线对

统计图表的优势 105 

interpretation of 统 计 曲 线解读

116 sq. 

compared to visual images 统计曲
线好比是视图 132~133 

Statistics, made possible through 

effects of fashion 统计学， 时尚效

应使统计学成为可能 16 
definition of 统计学定义 102 

the physiology of society 统计学是

社会的生理学 103 

comparison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ib. 考古学与统计学之比较
methods of 统计学方法 105 
gaps in 统计学的空白 108 

function of sociological 社会学 统

计数字的功能 110~111 



relation of medical to sociology 医

疗统计数宇与社会学的关系 111 

meaning of commercial 商业统 计

数宇的意义 112 

future of 统计学的未来 133 sq. 

beginnings of 统计学之滥觞 137 

measurement of tendencies to trans

mission through皿itation dependent 

upon 借助模仿而传播的趋势要依

靠统计数字来计量 194 

calculation of actions through 通过

统计数字来计量人的行为 307 

Sympathy, the result of propitious in- 404 

terferences of ideas and volitions 

同情， 思想和意志有利干扰的结果

25 

relation of prestige to 威望与同情

的关系 79 

T 

Taine 泰纳 74 Tattooing 纹身 41N.2, 127 

Tarde, Gabriel, birth and education of Thierry, Amedee 阿梅代·蒂耶里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出生与教育

Ill 

his analysis of motive 他对动机的 里 227

分析 iii. ~iv Thompson 汤普森 70 

writings of 他的著作 iii.' v. vi.' 

vii., ix., 108 N. 1, 145 N. 1, 310 

N.l, 317N.1., 339N.1, 351N.l

See Logique sociale 参见《社会逻

辑》

public and proffessional career of

他的公共生活与职业生涯 vi.

336 N. 3 

Thierry, Augustin 奥古斯丁·梯叶

Tocquueville 托克维尔 225 N. l., 

229, 231, 257, 296, 297, 302 

sq., 334, 387, 388 

Totemism 图腾崇拜 41 N. 1, 275 

Tylor 泰勒 45 N. 2, 353 

Tyndall 廷德耳 12 

u

 

Undulation. 波德 See Vibration 

参见 “振动”

United States, spread of telephones in 

the 美 国， 电话在美 国 的普及

115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the 美国人

口的增长 127 

imitation among Negroes in the 美

国黑人模仿的情况 219 N. 1 

future carrying trade of the 美国运

输业的未来 220~221 

Anglo-American type in the 盎格

鲁裔美国人 252 

formation of the 美 国 的形成

295~297 

centralization in the 美国的集中制

306 N. 1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美国的运输与通讯 309 

tabacco-chewing in the 在美国嚼

l，
六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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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习俗 327 

changeability of naval fashions in the 

美国海船时尚之演变 334 

Universal suffrage, value of 美国普

选， 普选的价值 108 N. 1 

V 

calculation of desires through 通过

普选来计量欲望 307 

kingship the necessary an�ecedent of 

王权是普选必要的先行条件 375 

Vibration, analogous to heredity and Vico 维科 13, 348 N. 1 

血itation 振动， 与遗传和模仿的 Viollet, Paul 维奥尔 211 N. 1., 372 

相似 性 11, 71, 189, 211 ~ 212, N. 2, 390 N. 1

386 

resemblances due to 振动引起的相

似性 14 

relation of reproduction to 振动与

复制的关系 34, 249 

w 

Vogue, Melchoir de 沃盖 224 N. 1 

Voltaire 伏尔泰 294, 328 N. 1, 

341 

Votex theory 旋涡理论 70 

Walras 瓦尔拉 iii 相互关系的过渡 377 

War, two opposing sides in 战 争， Weber 韦伯 57 

战争中敌对的双方 156~ 157, 161 Whitney 惠特尼 191 

accumulable inventions in 战 争 中 Wiener 维纳 93 

累积的发明 174 

strategy constitutes 战略构成

182 

a substitue for individual struggless 

战争是个体争斗的替代物 186 

leads to peace 战争导致和平 187 

imitation in 战争中的模仿 216 

its effect upon morality 战争对道

德的影响 350 

more civilizing for conquered than for 

conqueror 战争对被征服者的开化

作用胜过对征服者的开化作用 368 

priority of the chase over 单向的追

逐走在双向的战争之前 372 

transition from the unilateral to the 

reciprocal in 战争中从单向 关系到

| 304 |；集妇拿l

Women, assimilation of, with men 

妇女， 与男人趋同 66 

imitation among 妇 女 的 模 仿

212~213, 223 N. 1 

smaller number of, in cities than 

men 城市妇女的人数少于城市男

人 228

originally not the associates of men 

妇女起初不能与男人同事 348 

emancipation of Athenian 雅典妇

女的解放 349 

the slaves of primitive men 女人是

原始社会男人的奴隶 375 

dress fashions. less reversible for men 

than for 男装时尚不如女装时尚那

样容易逆转 384 



Writing, unkown inventor of 文 宇，

发明文宇的无名氏 91 
its relation to discoveries 文宇与发

现的关系 149 
conflict between cuneiform and Phoe
nician 樑形文宇与排尼基字母文宇

的冲突 154, 168 
sacred character of 文字的神圣性

205 

adoption by Japanese of Chinese 日

本人采用汉字 216 N. 1 
from right to left of sacerdotal origin 
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的神圣源头

322 
habit of, necessary to extensive pa
pe广making 书写习惯是造纸术普

及的必要条件 337 
Wurtz 伍尔兹 70 

z

 

Zoborowsky 扎波劳斯基 330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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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译后记

我在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的译者后记里说，
翻译塔尔德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历程。 这使我 ”恍然

大悟： 原来社会科学是相通的， 许多社会科学都享有相
同或相似的思想源头” 。

《模仿律》是塔尔德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传播学、

社会学、 心理学、 社会心 理学、 刑事犯罪学、 统计学和

哲学的学者， 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塔尔德文笔平易流畅， 一般的读者会感到非常亲切。
本书的英译者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教授是20世

纪初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她的译文之准确备受赞赏。
书中注释一 共有3种， 明确标示的注释有2种： 英

译者注、 中译者注， 未明确标示的即为作者注。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宝贵支持。 法语难题

承深圳大学文学院段映虹博士帮助解决， 拉丁语和德语

的理解和翻译承深圳大学文学院赵东明先生惠助， 法律
难题承深圳大学法学院叶兴平教授指教， 特此深表谢忱。

何道宽
200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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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治。国家的双重起源：家庭与部落群体。从远古开始，每一个国家都有两党人：风俗党和时尚党。皇族常常有外国血统的现象。人的执著使采邑这个发明得到推广；封建君主制也因为人的执著而得到推广；现代君主制同样是因为执著而得到推广的。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域外引进物最终将实现民族化。美国是如何形成的。奥古斯都（Augustus）、路易十六与伯里克利（Pericles）。斯宾塞军事主义、产业主义对立论批判，斯宾塞此论与托克维尔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论的比较。
	  四、立法。司法演进。习惯法与制定法。风俗时代的法律是形态非常多样、非常稳定的，时尚时代的法律是非常一致、容易变化的。契约（charter）从乡间走向城市。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用三阶段节律说来分析刑法演变的程序。法律的传承性特征。法律分类。
	        五、成例和需求（政治经济学）。成例的多形态与稳定性。继起的统一性与快速的变化。生产与消费，普遍适用的区分方式。消费需求的传播速度总是比生产需求快。这种非对等的传递速度产生的后果。风俗时代隐蔽的排遣渠道，时尚时代外在的排遣渠道。中世纪的产业。规模产业相继出现的顺序。时尚的代价和风俗的代价。模仿在变迁的过程中从经济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相继借用的特征，这两种特征的比较。这些变迁的原因。
	    六、道德与艺术。义务起初是原创性的发明。道德公众与艺术公众的规模逐渐增大。风俗艺术诞生于手工艺；风俗艺术是专业艺术和民族艺术。时尚艺术是非功利的艺术和新奇的艺术。时尚—道德与风俗—道德。未来的可能走向。道德复兴和审美复兴的历史现象。
	第八章　结语和结论
	    总结和结语。以同样的眼光来审视所有的模仿规律。结论。
	    一、从单向模仿到双向模仿的过渡。举例说明：从命令到合约；从教条到自由思想；从猎头到战争；从宫廷礼节到市井礼节。上述过渡的必然性。
	    二、历史可逆性与不可逆性的区别。模仿律后果的不可逆性，发明律后果的不可逆性。发明律不可逆性简述。风俗移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逆转的。未来的大帝国。最后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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