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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文库”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的中外学术经典。
”文库“分为两大类，即著作类与译作类。
”文库“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
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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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布瓦赫，涂尔干的弟子和年轻同事。
1925年，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
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
在摒弃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对记忆的几种心理学解释之后，他指出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
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
为了证明自己的核心论点，他指出，在稳定的社区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其私下的记忆与秘密，只向自
己的成员揭示。
这种"家庭记忆"并不只是个人记忆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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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犹太以色列的意识中，为什么梅察达占据着一个光荣的位置，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
许多民族的纪念活动纪念的都是这个民族的起源和兴衰，因为这些过程被队为对这个民族随后的历史
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但是梅察达之役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特征。
在犹太历史上，它只是一个扫尾工作，对后来的事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在哈布瓦赫的眼中，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
正如施瓦茨等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样，哈布瓦赫试图揭示现在的情势是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历
史具有选择性的感知的。
　　虽然在犹太复活主义出现之前，梅察达保卫战在犹太人的共同意识中并没有被特别地提起，但是
，对近几代的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象征着英勇无惧的抗争精神，象征着不
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象征着不畏强暴的民族尊严。
一旦犹太民族共同体中大部分的人们都决定要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走奋起抵抗之路，梅察达也就变
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民族象征了。
以色列人长期生活在四面包围中，这样一种环境造就出了一种始终处于动员状态的感受，因此，在这
种形势与一个在犹太历史中长期遭到忽视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力，正是这种亲和力导致了对
拉姆丹的史诗《梅察达》的接受和广泛传播。
他充满激情的感受，反过来又把这些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事件移入了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
识的最核心部位。
　　三位研究者敏锐地评论说，这首诗在两种对立的情感——目空一切的乐观主义和绝望无助的悲观
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并且在这两种从来就没有缓释的情绪之间又制造出了一种张力。
这首诗的许多热心读者都明显觉出这首诗反映了他们自身陷于困境的心态，反映了他们不只面对现在
而且还有未来的一种矛盾心情。
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首诗在那些出生在以色列本土、充满自信与乐观的一代人中间已经失去了影
响力这样一个事实。
　　三位研究者论证说，为生存而奋斗的社会可以在英雄的过去中寻找榜样，投合现在的情势，这也
是作者的结论。
如果一个社会对基本的生存安全已经树立起了牢固的信念，那么到了这种时候，它也就不再需要梅察
达来提供支持了。
人们只能这样期盼，在将来，以色列将长期不再需要梅察达的形象了。
　　　　但是，情形往往是这样的：我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重读以前读过的书，而实际上却似乎是在读
一本新书，或者至少是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
我们会觉得这本书似乎少了几页、缺了一些情节发展或者细节，而我们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
时，这些内容明明存在；同时，因为我们的兴趣和反思集中在我们现在很清楚但当时却无法注意到的
行为和人物的许多方面，书中似乎又增添了一些内容。
而且，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像当年那么不同寻常了，而是多了一些程式化，少了一
些生动性。
在我们眼中，这些故事丧失了许多魅力：我们不再理解，它们当时为什么能够以及又是如何把这样一
种振奋传达给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
；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
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
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
这种记忆并非是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们的整体。
人们不如把它们比作在某些罗马剧场里找到的那些安置在里面的石头，在非常古老的建筑中，这些石
头被用作原材料。
它们是不是年代古老，并不能通过它们的形式和外表来判定，而只能通过它们仍旧显示出已被磨蚀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集体记忆>>

古老特征的痕迹这么一个事实来判定⋯⋯　　成年人专注于日常关心的事务，对那些与现在关心的事
务无关、属于过去的东西不感兴趣，这看起来相当合乎常理。
成年人恰恰是因为要迫使自己进入现在的框架之中，所以才使得童年的记忆发生了变形，难道不是这
样吗?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并非如此。
这些老年男女已厌倦了劳碌奔波，因而从现在抽身而退，所以，他们所处的位置最适宜唤起对过去事
情的回忆，仿佛这些事情真的出现了一样。
但是，如果这些事情真的重现了，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一直就在那里吗?这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可
以证明，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根除的记忆实际上仍然保存下来了吗?⋯⋯　　按照柏格森的理解，如果说
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记忆——一种是由习惯构成的记忆，指向行动，另一种记忆则包含着对现时生活的
某种漠不关心，那么，这就会在实际上诱导人们以为，因为老年人脱离了人和物的实践方面，因为普
遍来说，他们已从职业、家庭所强加的，乃至为了在社会中积极地生活而面临的种种束缚中解脱了出
来，所以，他们就发展了重返过去并在想象中重温过去的能力⋯⋯　　　　将现在的社会与我们在沉
思时浸没在其中的社会区别开来的首要特征是什么?首先，后者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而且，不论何时，
只要愿意，我们都能随心所欲地唤起对它的回忆。
我们可以从过去当中自由地选择我们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
我们在不同时候认识的人，要么于不同的类型，要么展现出了他们各自的不同方面，所以，是由我们
在其中来选择希望自己所属的社会的。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里，我们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并服从随之而来的种种约束，但相比来说，记
忆给了我们一种幻觉，让我们觉得自己正生活在不会囚禁我们的群体中间，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
群体，它们才能加诸我们身上，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群体，它们就能加诸我们身上。
如果某些记忆给我们带来了不便，或给我们造成了负担，那我们就总是要把它们和与现在生活密不可
分的现实感对立起来。
但人们还能更进一步。
在记忆中，我们不只是能在这些群体中信步漫游，从一个群体走到另一个群体，而且，在其中的每一
个群体里，即使我们已决定在沉思默想中和它们厮守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像现今这般强烈地感受到这
种来自于他人的约束。
而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记得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已经或远或近地离开了我们，在我们的眼中，
仅仅代表着死去的社会——或者至少是一个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很不相同的社会，这个往日社会里
的多数清规戒律如今都已弃置不用了。
　　昨天的约束和今天的约束在许多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只能残缺不全、不尽完整地想象
过去的那些约束。
因为我们把两者都放在了完全包含它们的同一个框架中，所以，我们能够唤起对地点和时间的回忆，
尽管它们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点和时间有所不同。
但是，当昨天和今天的这些约束互不相容时，我们又如何才能同时体验到某种社会秩序的不同约束呢?
这里只有一个框架是重要的——这个框架由我们现在社会的戒律组成，它必然排除了所有其他的戒律
。
人们相互之间形成关系，并创造出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但是他们也相互竞争。
这酿成了许多痛苦、恐惧、敌对以及憎恨。
然而，我们今天经历的竞争，已取代了昨天的竞争，而且，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
。
今天的人们也会关注不久的将来或者遥远的未来。
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既可能更好一些，也可能更坏一些：但无论好坏，都是不确定的。
过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现在都被固定在一个清楚界定的框架中间，对于我们，他们也许曾经
表达过或好或坏的意图，但是，对于他们，我们现在无所期待：他们在我们身上唤起的情感，既不是
怀疑、敌意，也不是嫉妒。
我们既不能爱他们，也不能恨他们。
简言之，因为约束只有运作才能被感觉到，而根据约束的定义，过去的约束已不再发挥效力，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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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
　　　　首先，当一个社会改变它的宗教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
一开始，社会还没有预见到它所主张的新原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相互斗争，最后某些社会力量获胜，使得群体的重心偏移。
但是，为了使这个重心保持均衡，就需要重新进行调适，以便使构成共同生活方式的所有制度的各种
趋向相互适应。
社会意识到，新的宗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开端。
社会希望采纳这些更广博、更深刻的信仰，同时又不完全破坏此前的观念框架，社会正是在这个框架
中成熟起来的。
因此，社会在把它新近阐发的概念投射回过去的同时，也一心想把可吸收进新框架中来的旧崇拜的要
素纳入到新的宗教里面。
社会必须劝服其成员，他们自身已经至少部分地持有了这些信仰，或者他们将恢复一段时间以前已经
抛弃的信仰。
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不是完全与过去相对立，至少保存着过去的某些形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甚至正当社会不断演进的时候，社会折回到了它的过去。
社会把新的要素置于框架之中，并将其推至由记忆、传统和家庭观念构成的总体的前沿。
　　　　公务人员的真正角色，可能就是使其所有那些专业以外的社会生活渗入到技术组织之中。
剩下的则是只代表着他的活动中最无足轻重的部分，也是最少有困难的部分，在这部分活动中，下属
能很容易取代他。
法官会遇到某种情形的事件，不能轻而易举地纳入现有的技术框架，只有碰到了这种特殊的情境，法
官才会像律师或所有同类的公职人员一样，被要求施展他的才能。
事实上，技术只适用一般的规则；它不认“人”。
公务人员的任务就在于，能够自信而灵活地在以下两种观念之间作权宜性的选择：一种观念是技术性
的、普遍性的，另一种观念则是人性的、社会性的。
实际上，正是在社会(家庭和世俗生活)中，人们的群体本身彼此产生关系，并根据他们的个人品性建
立起等级秩序，所以，每个人都根据群体成员的评价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没人能取而代之。
正是在社会中，我们习惯了理解和评价个人的行动、言辞和性格的品性。
在社会中，我们找到了足够复杂的规则，能够将这些价值分出三六九等，并对它们加以逻辑推断。
这些社会情境所承担的任务正是保存这样的价值。
培养出这样的一种精神气质，其手段多种多样：家庭中的教育和传统、对话、智识关系和以感情为基
础的关系，从各个历史时期、从社会中的三教九流那里，以及从日常的聚会中得来的观念和经验的彼
此交汇，最终还有戏剧，以及那些有教养的群体经常阅读的文学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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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后记　　本书译事得以告竣，首先要感谢李猛、李康两位老师，是他们对我们的殷切鼓励和自
始至终的关怀，才使我们有信心坚持将这本书翻译完成。
在本书翻译工作正式展开前，李猛老师校阅了序言和第一章的初步译稿，为我们纠正了“系统偏差”
。
翻译基本完成后，他作为本书的校对者，又逐句逐段地校阅本书的全部译稿，纠正了许多错误与不当
之处，改进了很多句子的译法，使译稿不断完善。
在翻译过程中，李康老师于百忙中抽出大量宝贵的时间，耐心地为我们答疑解惑，传授翻译经验，指
导我们攻克了许多疑难句子，并对许多地方进行了调整，使译文更为流畅。
本书的翻译，凝结着他们两人的心血。
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们要特别憾谢我们的导师孙立平教授，孙老师将我们带进这个“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这
个课题之中，正是在由孙老师主持的口述史课题里，我们开始对社会记忆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我们要感谢孙老师这些年来对我们学业的悉心指导，感谢他对我们生活上多方面的关怀和爱护。
我们也要感谢杨善华、杨念群、景军等几位关注本书翻译的老师。
　　1998年的时候，在北大口述史研究中心的一次读书会上，曾就本书英译本进行过讨论。
这次讨论加深了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认识。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美好的夜晚，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我们要感谢参与讨论并始终关心着本书翻译，给予我们大量帮助的应星、方慧容、晋军、程秀英、李
放春、白春燕、何江穗、刘建华、任道远、姚映然等诸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还有参与讨论的顾杭(
顾杭先生还解答了本书中一些有关法国史的问题)、郁宁远两位先生。
我们要感谢渠敬东先生，他为我们解答了有关涂尔干的问题。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学长吴飞，他—直关心着本书的翻译，并欣然应允校阅本书的第二编，虽然十分遗
憾，在他赴美之前，我们还没有最后完成本书第二编的翻译。
本书中译本得以问世，应归功于这个学术共同体。
请允许我们将这个译本献给他(她)们，以及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我们以帮助的各位同学。
　　本书的许多章节，尤其是第六章和第二编，涉及许多我们专业以外的知识。
对于书中出现的大量专用术语、地名、人名、《圣经》典故的翻译，我们尽量查阅有关文献，力求做
到有根有据，但还是遗留下来诸多疑难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承蒙张旭、周伟弛、瞿旭彤、王献华等几位专业人士，以及互联网上一些
不知名的热心网友的指点，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线索，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感谢。
　　我们要衷心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施宏俊先生，感谢他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使我们有充分的
时间来从容地完成这项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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