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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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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孔孟老庄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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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有奇葩竞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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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头活水之亟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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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现代
性”的曲折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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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并非一
部标准的文学批评。
它将文学视为作为人类自己所纺织的意义网之一部分。
从最广义的角度而言。
研究了文化的不同领域——科学、法律、报刊、文学——如何构成人类体验之意义：其中文学与陀思
妥耶夫斯基扮演中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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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想把这一表?置于俄国同时代的语境下考量。
藉以剥离出陀思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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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肯
定与否定方式。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并不是希望作出某种判断，但它却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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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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自杀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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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位记者的特写：阿尔伯特-科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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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德统计学挑战的不仅仅是“赋予自杀以自由和自发等特性”的“形而上学”、“感伤主义”以
及“个人主义的古代哲学”，而且是医学。
作为一名实证主义者和内科医生，莫尔斯利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行为只不过是大脑的器质性功
能而己，与肌肉收缩或反应行为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他相信即使是“最正确的研究模式”，当应用于个体情形时也不够揭露那
些大量的影响，“如自杀与犯罪等的最致命的、同时表面上看是最随意的行为”的因素，以及“总体
上是普遍的、永恒的和强烈的”影响因素。
　　基督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医学及社会科学提供的知识模型的基本区别在于它们彼此如
何构造其研究对象：人类。
基督教人类学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和不朽的灵魂。
对于实证主义的医学而言，人类就是身体。
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忙于构造其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提出了另一种模型。
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过程。
　　第一次尝试是由凯特勒做的，当时他在其著作《关于人类》中假设了一种他称之为“平均”人类
，一种“虚构的生命”，它的肉体的和道德的特性是通过采用许多个体的数学平均值来决定的。
对于凯特勒来讲，有一个“平均人”的事实。
他宣称大多数个体在一定程度的波动范围内复制这种平均模型，在“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只有一小
部分偏离平均类型。
另外，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体与平均类型的偏离逐渐消失。
人们可以说这种虚构的生命正在取代活生生的人。
　　正如凯特勒承认的那样，这种取代标志着文化趋势的一种改变：“似乎从第一眼就能看出，艺术
与文学必须忍受事物的这种状况⋯⋯社会中的任何具有传奇色彩的事物⋯⋯均应该消失。
即使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仅就欧洲本身而言，我们看到了这种趋势对于人们失去他们的国家特性以及
人们被合并成一个共同的类型等方面是多么巨大”。
　　在凯特勒的个人发展中，在年青时代（他成长于拿破仑时代）曾教育他并激励他从事文学事业的
感伤情怀让位于对社会的关注，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对社会的关注激励着他在统计学领域的活动。
在他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个人主义日趋衰退。
　　大约40年后，涂尔干在其《论自杀》一书中宣称，凯特勒的平均人的理论是完全不令人满意的，
因为这种理论使道德的起源成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既然个体总体上不突出，如果道德表达的仅仅是个体性情的平均值，那么它在建立自身的过程中是
如何成功地远远超过个体呢？
”这些问题吸引了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
为了使道德有可能存在于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中，人们不得不把个体与除上帝之外的一种更高级的外
部现实相联系。
道德统计学提供了人类的一种新模型？
一种既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惊人规则性又能满足这种需要的模型了吗？
　　根据涂尔干所说，平均人的理论“仍然是”对道德统计学家们的发现的“唯一系统的解释”——
即“某种社会现象在一定的时期内重复自身惊人的规则性。
”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不是作为一种“系统的解释”，而是作为隐喻。
人类的新模型可以在道德统计学家们的措词中找到：它是作为一种集体个性的社会的隐喻——一种社
会有机体或社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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