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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结构和中心思想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不断观察、不断检验以及不断地用以后观察到的东西对以前
的看法进行修正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只有把这本书看作一个整体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每一部分，更好地理解其结构和方法。
    这本书也对“国家”的社会起源进行了研究。
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出其形成的历史，这是一个“权力垄断”的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

作者简介

诺贝特·埃利亚斯1879年6月22日生于布雷斯劳。
1915年应征入伍，赴西线作战。
1918年就读于布雷斯劳大学.专业为医学和哲学。

   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迁居海德堡，开始了学者生涯。
在认识了卡尔·曼海姆教授后转向社会学研究。

   1930年迁居法兰克福，为曼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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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与之紧密相关的是这两个概念的另一个区别：“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指一个过程的结
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而德语中的“文化”，就它目前的使用情况来
看，它指的是另一种倾向，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
就像“田野里的花”，指的是艺术作品、书籍以及反映民族特性的宗教和哲学体系。
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些。
   “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
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至少对于那些已经“文明”了的人来说是这样。
“文明”体现了某些民族的自我意识。
对于这些民族来说，几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界线和民族特性已无可置疑，因为这些东西早就通过他们的
扩张和殖民完全确立了。
    与之相反，德国“文化”的概念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
正是德国“文化”概念的这一功能，使它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远远地超过
了德国语言的范畴，超过了这个名词最初所表达的一个民族的状况。
与西方其他民族相比，这个民族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在政治上取得统一和巩固。
几百年来直至今天，它的领土总是被别人侵略或受到侵略的威胁。
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
这个民族必须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特性究竟是什么?”他们必须经常从各个方面进行探求，
以维持政治上、思想上与他人的界线。
德语中“文化”概念所表达的倾向，所界定的范围以及对民族差异的强调，正与这一历史的进程相符
。
“究竟什么是法国的?什么是英国的?”，很久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在他们的意识中提
出过这样的问题，而“究竟什么是德国的?”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平息过。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许多回答中的一个便是“文化”。
    因此，通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是很不相同的。
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起他们的“文明”。
尽管这两种自我意识有着很大的差别，大家却都完全地、理所当然地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了观
察和评价人类世界这一整体的一种方式。
德国人也许可以试着向法国人和英国人解释他们所谓的“文化”，但是他们却无法表述那种特殊的民
族传统和经验，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所包含的不言而喻的感情色彩。
    法国人和英国人也许可以告诉德国人，是哪些内容使“文明”这一概念成了民族自我意识的总和。
然而，不管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理性，多么合理，它也是经过一系列特殊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
，它也是被一种感情的、传统的氛围所环绕的。
这种氛围很难解释，但却是构成其整体意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如果德国人想对法国人和英国人解释，为什么“文明”这一概念在他们虽有价值，但仅是次一等的价
值时，这种讨论便失去了意义。
    “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往往会与那些仅在某个小群体、某个家庭、某个宗教派别、某个班
级或某个“同盟”内部使用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对于知情者来说这种语言内涵丰富，而对于局外人来
说却意义甚少。
这是因为这些概念是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同使用它们的群体一起成长、一起演变的，这些
群体的状况和历史就反映在这些概念之中。
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验或没有同样的传统、经历的人们来说，这些概念是苍白的，而不是生动的。
    自然，“文明”和“文化”形成的背景既不是某些宗教派别，也不是某个家庭，而是形成这两个概
念的社会，是整个民族——或许，最早只是在这些民族中的某些社会阶层。
从许多方面都能看出这两个概念与那些仅在某些小群体中使用的特殊语言有着共同之处，使用这种语
言的人们往往有着某种共同的传统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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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概念可以同表述它们的那些人无关，三角不用顾及历史便可以得到解释，而“文明”与“文化
”的概念则不然。
    可能是某个人用他所在群体内部现有的语言材料创造了这两个概念，——至少是给现有的语言材料
赋予了新的意义；于是这两个概念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其他人接受了其中新的意义和内容，又将其传播开去，并在谈话或文章中不断将其完善，一个传一个
，直到它们成为可供使用的工具。
人们用它们来表达共同经历过的东西，并希望通过它们互相理解，于是它们成了时髦的语言，成了某
个社会口语中流行的概念。
这表明，它们不仅符合了个别人的表达需要，同时也符合了群体的表达需要。
群体的历史在这些概念中得到了反映，人们也因为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而去使用它们；尽管他们知
道得并不很确切，为什么这些词表达了这样的意义和范畴，为什么其中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和某些新的
东西。
他们使用这些概念，是因为他们觉得理所当然。
他们从小就学会了通过这些概念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至于这些概念的社会起源及其过程可能早就被
遗忘了。
一个概念可以世代相传，但人们却无法将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作一个整体传下去。
只要过去的经验和状况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中还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只要世代相传的人们还能够从这
些词的意义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些概念便有生命力；一旦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与这些概念
的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经验相联系的东西，这些概念便会慢慢死去。
有时候它们只是停滞了，或者是其中某些特定的范围停滞了，以后又会从新的社会状况中再次获得新
的现实意义。
人们之所以重新记忆起这些概念，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某些东西借助过去的词?正得到了体现。
    中世纪西方国家用以表达其自我意识的主要对立命题是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
说得更确切一点，也就是正统的罗马和拉丁语国家的基督教与异教、邪教以及希腊和东正教之间的对
立。
    在中世纪，西方国家以十字军的名义，正如以后以文明的名义一样，发动了他们的殖民、扩张战争
。
尽管文明的口号已经非常世俗化了，然而，在这个口号里仍然能听出拉丁语国家基督教和封建骑士十
字军东征思想的余音。
骑士阶层和罗马、拉丁语国家的宗教信仰是西方国家发展中某一阶段的见证，而这一阶段是西方国家
一切大的民族所共同经历过的，关于这一点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当骑士阶层和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天主教土崩瓦解的时候，“礼貌”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里才有了意
义。
这一概念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这一缩影作为一个阶段和一种模式，对西方社会的教养以及“文明”这样一种特殊的形态所起到的作
用并不亚于这之前的封建社会。
同时，“礼貌”这个概念也标志着一个囊括了各种不同民族的社会的形态。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说一个共同的语言，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先是说意大利语，然后主要是说法语。
这些语言代替了以往的拉丁语，它们表明，欧洲在一种新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统一体。
同时也表明，宫廷社会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成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统一的欧洲的支柱。
宫廷社会的状况、自我意识和特点，在“礼貌”的概念中得到了表现。
    在将近十六世纪中叶的时候，“礼貌”这一概念才有了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特征和功能。
我们可以准确地确定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概念的。
这一概念的特定意义第一次是在1530年出版的由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所著的题为《男孩的礼貌教
育》这一本小册子里出现的，以后便为社会所接受。
显然，这本小册子所涉及到的题目在当时正合时宜，因为它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一而再、再
而三地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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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去世为止，也就是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的六年时间里，就再版了三十多次
。
前后总共再版一百三十多次，其中十八世纪再版十三次。
不容忽视的是还有大量译本、模仿和改编之作。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两年就有了第一本英文译本，四年后被改编成了问答手册，并开始在学校里被用作
男孩的教科书。
紧接着出了德文和捷克文的译本。
1537年、1559年、1569年和1613年不断有新的法文译本问世。
    以院子里解手这样的事情，至少是在这一类为制定模式而写的教科书中，会被认为“不重要”而不
提。
然而，在这儿它既不是特别既不是特别“不重要”，也不是特别“重要”，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和其他一切事情一样。
    如果今天有哪一个学生提到这类事情，那么他或是在开玩笑，或是太按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教师的
话了。
一般地说，他至少会以婉转的方式提到这类事情，或许他会微微一笑，以掩饰自己的尴尬，而别人则
会以“会心”的微笑来回答他，因为谈论这样的事情多少总是触犯禁忌的。
    成年人的行为与这些各种各样的制约形式相符。
长期以来，街道，或者是人之所及的一切地方都能用以达到与上面的院墙一样或相似的目的。
当某个人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在楼梯上、屋角里或宫殿墙壁的挂毯上解手，这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
事情。
例子E和F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这些例子也说明了，由于许多社会等级不同的、需要互相依赖的人长期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共
同生活在宫廷之中，所以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要求人们进一步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自我抑制。
    首先是社会等级高的人以某种形式要求或强迫社会等级低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也要求或强迫与他社
会地位相等的人进一步控制其情感，即要求和强迫他们放弃某些本能和抑制其情感。
直到较晚的时候，当市民阶层与其他许多社会地位与之相等的人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并成为上
流社会和统治阶层的时候，家庭才成了唯一的，确切地说，成了培养人们放弃其本能的最基本的，也
是最主要的场所；直到这个时候，子女对家长的依赖才成为推动社会所必须的情感调节和情感模式发
展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最有力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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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如果今天有谁对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进行研究并试图对此提出理论的话，往往会满足于将那
些对发达国家同时代人所作的观察作为实证材料。
也就是说，人们往往会不加考虑地认为，在对某一发展阶段的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比如对自己所处
社会到处可见的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便可以提出有关人，有关各个社会里的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已经有许多比较
容易得到的观察成果。
这些成果指出，在各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甚至是在同一社会不同的阶层里，人的情感控制水准
和模式也会各不相同。
不论是在对欧洲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进行研究，还是对位于地球其他部位的“发展中国家”几百年来
的发展进行研究，总会一再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社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所发生的总的变化中，描写
这种变化的专业术语是“发展”，人的行为和经验，由外部强制和自我强制来控制的个人情感以及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国家的人
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
这些解释中的褒贬成分显而易见，不清楚的是其所依据的事实。
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就目前社会学研究的水准来说，要对个人的结构、特别是对人的情感控制的长
期变化进行实证研究还是非常困难的。
目前，社会学所感兴趣的是较短时期内的社会进程，特别是一些与现时社会有关的问题。
总的来说，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长期变化的问题目前还无人问津。
    这本书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
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类型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将有助于对这本书的理解。
首先可以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上分出二大类：越来越多样化和统一化的社会发展以及与其相反的社会发
展。
第三种类型的社会发展是：虽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某些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既不是越来
越多样化和统一化，也不是与其相反。
最后，还有许多不涉及社会结构变化的类型。
到此为止还没有穷尽社会变化的所有类型，因为还有许多混合类型。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同一社会中好几种类型的社会变化，甚至是几种朝着完全相反方向发展的变化
，同时并存。
然而，这一简短的介绍已经足以说明这本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了。
这本书的第一卷所要探讨的是，是否能用可信的材料来证实一种建立在各种观察之上的假设，即在某
些社会中人的情感结构和情感控制结构长期地、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
这一卷展示了社会学的研究步骤及结果，与之相对应的，是众所周知的物理自然科学的实验及成果。
这一卷的目的在于揭示和解释那些确实存在的、尚未进行过研究的领域，以及揭示和确定其相互间的
联系。
    人的情感和情感控制结构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方向，即朝着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的方向
发展得到证实之后，又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是否可以在个人结构的长期变化与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
之间找到某种联系。
这种个人结构的长期变化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是同方向发展的，即朝着具有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
一方向发展的。
这便是第二卷所要探讨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长期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社会结构变化还缺乏实证材料，因此有必要把第二卷中的一部
分篇幅用于揭示和说明有关这一类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
问题是用可信的材料来证实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是朝着更高水准的多样化的统一化的方向发展是否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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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肯定的。
在第二卷中所谈到的国家形成的过程便是说明这类结构变化的一个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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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天"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在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倘若今天西方国家的文明人能够回到他所处的社会的过去阶段，比如回到封建的中世纪，那么他就会
所见甚多，他所看到的正是在今天被他斥为"不文明"的那些社会中所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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