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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7年《读书》选集，书中具体收录了：《循康德、马克思前行》、《对现象学的误析》、《
读报感受一九六一年》、《“底边”的叙事》、《米沃什的错位》、《廿年辛苦，披沙拣金》、《尘
事的史边》、《“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贵妃的红汗》、《短长书》、《国家主权与公
民理论》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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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生活在闽粤沿海和内陆水面的蛋民，曾是地方上历代文人墨客热衷的话题。
由于各种歧视性的记载和浮萍般的水面生活特点，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对蛋民进行民族识别调
查。
尽管国家的社会政策惠及少数民族，然而，大概是惨痛的历史际遇，蛋民群众并不愿意接受与主流社
会人口有别的特殊对待。
蛋民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族群性个案：一旦一个族群被污名化（stigmatized），只要可能，其成
员会否定自我，转而认同于践踏他们的主流群体。
蛋民长期以来为社会所歧视，当能理解那些贴附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标签和名称。
在很长的时期内，对蛋民的排斥和践踏并不仅仅来自某一个阶级，而是来自整个主流社会。
阶级、身份与“法礼之外”　　由“底边”出发，我们首先涉及到两个说法，阶级与社会。
谈到阶级，我们总会想到马克思。
简单而言，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占有程度，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分析来界定阶级。
共产党则通过将社会的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来分别确定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
马克思大概不会想到，阶级划分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被用到了极致。
他所不看好的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被改造成革命的主力军。
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曾竞相在法礼之外的底边社会里活动。
　　我们之所以能用“阶级”来指这样一群特定的人，是因为这一群人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一直
被框定在特定的、被认为是不体面甚至丢人的职业结构里，因此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与凌辱。
他们被排除在社会迁升的可能性之外。
但就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而言，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边缘，却同样受到权力的监控与宰制。
他们被嵌入社会的底层无法自拔，就是来自当权者的法律规定。
而谈及“底边社会”时，我们会考虑某些人群的集合，尽管他们内部形成某种类亲属结构，却可以处
于社会法礼之外，权力经常对他们也感到无奈；主流社会也许在骨子里看不起他们，却也惹不起他们
，这就是所谓的会道门组织。
他们可以勾结官府横霸一方。
对此，许先生的演讲里多有提及。
所以，把“底边阶级”用到这类群集时，可能产生语义上的混淆。
但两个概念无疑有所重叠，我们因此能根据语境交叉使用。
　　与阶级相关的概念“身份”（status）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重要课题，因为它直接表明一定
社会结构中人的不同地位，体现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质。
考虑到主观的因素，韦伯认为，阶级构不成社区。
所以，他宁可用“身份集团”（status group）。
在他的眼里，“阶级意识”不容易在同一阶级的个人中萌生，因为阶级毕竟是根据一些客观的经济标
准来划分，但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则很自然。
它可以通过习俗、生活方式和既定的态度来表现。
这些，都建立在“社会估断”的基础上。
　　既然底边阶级被权力所宰制，那是否还可以说他们被排除到法礼之外呢？
如果考虑到法礼包含了天理伦常的意思，那我们便可做如此想。
传统中国的统治秩序如家庭伦理的延伸。
在历史上，政府权力似只达县一级，但国家权力意志却可以通过“教化”过程，即教育的普及，以及
对地方神祗的敕封，在地方上建立统治秩序。
科举制度的确立是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得以渗入基层社会的关键之举。
它培育出整个乡绅阶层，这些人的存在使得国家利益得以维护。
他们不仅成为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缓冲环节，而且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国家意志的表达。
他们的成功使他们成为地方上的精英，因此也成为地方上一般民众仿效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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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闽南乡间历史上劝学成风的重要原因。
葛兰西说，意大利乡间的教师、医生、教士等实际上扮演了国家的角色，道理就在这里。
　　劝学背后的动力是传统的慎终追远的理念。
这种源自对先人的缅怀的情感，在儒家那里被充分强调，成为体系化的说教。
宋明理学的兴起，更使这一传统儒家的说教达到顶点。
费孝通和李亦园先生将中国文化的动力归结为“光宗耀祖”，很恰当地归纳了这一理念的精神。
然而，在过去，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公开表达缅怀先人之情。
对祖先祭祀是一种体现身份的特权。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统治者不允许庶民祭祖。
祭祀的程序是一种规制，构成了礼制的核心部分。
因此，一般人只能在家中设祭，但不得祭祀远祖，更不得建立宗祠。
这在明清律法中都有规定。
虽然，官方法律对民间祭祖和立祠的限制自明中叶起便形同虚设，但建祠立制之风的盛行仍与教育的
推行与普及并行不悖。
正因为统治阶级规定的等级制度使拥有宗祠祭祀远祖成为特权和象征资本，人们才会想方设法地去拥
有它们。
然而，从事“贱业”的底边阶级成员却被禁止参与科举，身份也就无由迁升，这是他们与庶民的最大
区别。
庶民可以通过考取功名，改变身份，从而合法地祭祀，实现儒家的伦理实践，所以身份迁升的阶梯对
他们是开放的。
而不能参与科举，则意味着身份低于庶民，自然也就无由祭祀先人，伦理纲常在理论上也就与之无关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处于“法礼之外”。
这与韦伯有关身份区隔的论说同样道理。
他说，身份区隔（status distinction）的保证不仅来自习俗和法律，而且还得益于仪式（ritua1）。
科大卫先生为本次研讨会所做的主题演讲亦指出，在传统中国，构成正统的主要不是法律，而是礼仪
。
于是，“法礼之外”，自是底边。
权力话语中的底边阶级　　“法礼之外”，还使我们联想到中外相类现象之间的某些差异。
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以前的美国、南非等国的种族隔离制度，也都是制造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制度。
然而，在他们那儿，是底边阶级者构成底边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状况则不太一样，组成底边社会的成员，并不一定出自底边阶级。
中国历史上的底边阶级对主流社会而言，不啻为“放逐者”和“不可教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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