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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视野中，自杀往往用来对生命价值作黑色注解的。
本书想把这一表述置于俄国同时代的语境下考量。
藉以剥离出陀思胺耶夫斯基对人类存在之本真形态的思考，以及在现代条件下，人类对生命意义肯定
与否定方式。
显然，本书并不是希望作出某种判断，但它却开了内省之门，并努力把人们引进一种深度的自我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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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他一开始便驳斥了一种论点，即医学开始声称自杀是其研究对象：“如果设想在每·例自觉
自愿的死亡中都是精神错乱的现象⋯⋯⋯那么死亡便是一个纯粹个人苦恼。
”他通过质疑埃斯奎罗（Eequirol）那颇有影响的论点中的“仅仅”（“一个人试图自我毁灭仅仅是因
为他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从而打破那咒语，即：如果“精神错乱者的自杀并不能构成整个种属
（genuss），那么构成精神错乱的精神病态状态便不能为一般性集体自杀倾向提供线索”，亦即为道
德统计学所揭示的自杀率之规律性提供线索。
　　涂尔干最后的结论是，自杀的原因不在个体（肉体或灵魂），不在自然环境，而是在社会，即，
在于集体生活及集体活动。
他证明，对自杀与外在或内在于个体的自然科学及生物学特性（如气候、季节、土壤、性别及年龄，
对此特性道德统计学家们做了记载并将其归结于物质因素对“自杀倾向”的影响）的解释可以从“集
体生活”方面进行：“如果说自杀的女性大大少于男性，那是因为参与集体生活的女性大大少于男性
”；“如果说1月至6月的自杀者增多，但此后便减少，那是因为社会活动显示出类似的季节性波动。
”@只有当我们将自杀与社会环境的特定状态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最终“直面现实法则”。
读者受到预告警告，本书的每一页都会给人“一个印象，即个体受道德现实的控制大于受其自身，即
集体现实的控制”。
这个集体现实就是社会——社会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论自杀》的每一页也浮现了一个特别的社会形象：作为一个“集体人格”、一个充满“社会机
构”及“集体道德心”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
因此，涂尔干造就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隐喻，该隐喻已出现在了他之间的社会学家们，包括凯特勒、莫
尔斯利、孔德、斯宾塞以及利利恩费德的著作中。
但是与道德统计学家们不同，涂尔干将该隐喻发展成为一个充满强大解释力的连贯模型。
　　“集体人格”有一个与社会自杀率相联系的明显的特性：“所有这些个体案例的总和有其本身的
一致性和个性，社会自杀率是每个集体人格的一个明显特性。
”它是与凯特勒的“平均人”明显不同的一个实体：“混淆一个社会的集体类型与它的个体成员的正
常类型是一个大错误。
”涂尔干强调，集体类型与其成员的总和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集体习性与个体习性和思想是不同
本质的，”“前者具有后者所缺乏的性质。
”他期望得到无信仰者的反驳：“既然社会中只有个体，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说服怀疑者，他用原子
和细胞理论进行了类比：“既然细胞完全是由无生命的原子组成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生机勃勃的
自然界中除了无机物之外什么都没有。
与此类似，社会中似乎除了个体之外没有其他活性的力量；但是个体通过组合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
新物种，它具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特性。
”从原子到细胞到个人机体到社会机体形成了一条彼此相连的线。
沿着这种演化阶梯向上，我们了解到了由组合而生成新物种的过程。
一系列的突变在每一阶段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复杂的存在形式。
阶梯的顶端是“一个社会机体”——一个具有思想和感情的高度发达的生物体。
　　将自杀划分为利己的和利他的，这种著名的分类方法带有同样的隐喻色彩。
当“社会的某些部分或是全部不能充分地聚集，从而允许个体从社会中逃脱”时，利己的自杀会发生
；当“社会对个体的监护过于严厉，自我不是本身的特性，而是融入了不属于自身的某些特性”时，
利他的自杀便会发生。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对于自杀原因的解释并不符合这些分类：在医学概念从人体向社会的集合
体转化方面，隐喻的使用是不明确的。
比如，涂尔干声称社会的重要性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的凝聚程度。
他认为，“在一个紧密结合的、有生命力的社会中，思想与感情的交流来自集体对个人和个人对集体
”；这些贯穿社会机体的“潜流”使个体将营养自身的能量“与集体能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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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个体的生命是他加入社会机体的一个功能：“当我们感到从社会中分离出去时，由于生命来源的
目标是社会，因此我们实际与生命分离了。
”就像一个细胞，尽管个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重要的”单元，但它不能独立生存。
单个细胞脱离机体必然死亡——这就是自杀产生的原因。
自杀也是单个细胞病态增大的结果。
有人认为涂尔1=将个体自杀解释成一种自然死亡，由疾病引起的死亡——尽管不是个体的疾病，而是
社会群体的疾病。
　　涂尔于的表述充满了医学概念：“社会束缚的放松”是“一种集体衰弱症”，“一种社会不适症
，就如同当个体长期处于悲伤状态时。
悲伤便反映该个体虚弱的机体状态”。
作为个体自杀的一个原因，社会群体“衰败”与“堕落”的概念或许与塞泽尔·隆布罗索的退化理论
有关，该理论将“机体的衰败”作为自杀意向的一个原因。
涂尔干通过将描述个人机体的语言转化成了描述社会机体的语言，从而用字面意思解释了隆布罗索的
退化隐喻：在涂尔干的论述中，机体的“衰败”字面上被理解为整体分散成零散的部分。
　　总的来说，他的隐喻逻辑使《论自杀》的作者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
在他的论述中，社会机体的思想行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外在情况的一个症状。
在自杀流行病引起的“集体衰弱”时代，“形而上学和宗教体系出现生机，它们试图向人们证实生命
的无意义性”。
在涂尔干的论述中，观念是生理状况的一个“代号”。
与观念相对应的客体和独立个体似乎根本不存在；社会群体是惟一的客观现实。
　　然而，关于“现实”的论述使涂尔干像个唯心主义者——哲学现实主义的倡导者。
他曾说过，由于“集体人格仅仅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物质的或客观存在的”集体
人格并不存在；他又补充道，“然而，集体人格和其组成元素一样是真实的”。
如同杰克·道格拉斯指出的那样，涂尔干“勇敢地面对现实主义者与唯名论者之间无休止的冲突——
并且与现实主义者共命运”。
然而，正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医学隐喻的逻辑使涂尔干同时与唯物主义者共命运。
　　我认为他的理论和方法是科学实证主义与哲学现实主义的合成。
涂尔干对于现实的隐喻的论点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类比是互相结合的。
在讨论道德秩序的力量时，涂尔干认为：“无论怎样称呼这种力量。
重要的是意识到它们的客观存在，并且将它们看作是力量的总和，它们引发我们的行为，就像物理化
学力量一样。
因此他们是自成一类的真实事物，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实体，而是像电流强度或光线焦点一样，其本质
可以被测量，相对大小可以被比较”。
用与自然科学的客体相同的模式创建的社会学这一事实使社会学的客体充满“现实”。
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现实主义”混合进了哲学的、唯心主义的“现实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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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
“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苟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
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
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
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
源头活水之亟需。
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
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日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
，尤以古希腊为要。
二日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
三日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
四日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
五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
六日《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人“现代
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
者鼎力相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
，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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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视野中，自杀往往用来对生命价值作黑色注解的。
本书想把这一表述置于俄国同时代的语境下考量。
藉以剥离出陀思胺耶夫斯基对人类存在之本真形态的思考，以及在现代条件下，人类对生命意义肯定
与否定方式。
显然，本书并不是希望作出某种判断，但它却开了内省之门，并努力把人们引进一种深度的自我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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