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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
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国的隐喻>>

内容概要

对中国人而言，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方面有着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地域崇拜及其节庆的制度。
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巅峰状态．突出反映了一种生与死的感受，并且于其中呈现出来一种中国人政
治关系的整体图画。
    本书是一部享有盛誉的宗教人类学著作，作者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为案例，用“他者
”的目光，客观考察了如上现象，为人们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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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格理的结论认为，与印度的纯粹的等级观念或者西方的那种科层制的等级观念都不一样，中华
帝国的行政是一种完全由仪式性的秩序原则所掌管的地位等级制。
他援引了对这一现象的另外一项研究：“中国人在说到法律的时候，是用‘律’这个词，这个词确切
地是指乐音和谐的规则。
而社会秩序的长久保持，正像是一定音高的搭配一样，其会永久保持和谐的秩序”（ Vandermeersch
1985：13）。
　　依照韩格理的观点来看，这种政治制度类型是根基于一种明晰的、界定很好的角色预设之上，从
理论上说，只有当任职者不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时，才会诉诸权威。
以他的观点来看，对这种等级制而言，至关重要的就是一种用“孝”这个词所描述的关系，通常是将
其翻译为“孝道”。
韩格理恰当地将这一孝道概念加以扩展，从而包含了一种既是臣民又是统治者这样的双向角色在内的
一种地位等级结构对孝道的责任。
这是一种对责任的确认，而不是对一种统治的服从，也不是一种对臣民的支配。
这些双向的关系，被安排到由少数地位群体所组成的一个等级中去，每一个群体都有其自身的统治，
但并没有普遍的统治制度，只是要求对责任的相互约制的状态给予认可。
而国家行政的官员便属于此类地位群体之一．其他的群体则是皇帝位于其上，家庭和家户位于其下。
还有一类群体是不在上述所有群体之内的，即韩格理所谓的“外人”。
这些外人缺乏一种确定的角色，担当的是地位群体之间的中介。
作为外国顾问、办事员和衙役、奴仆、太监、妓女、土匪和乞丐等等，他们让等级清楚显现。
他们也受到排斥，要么被归类为非中国人，要么就被说成是“贱民”。
　　而“乱”就是指孝的道德秩序的崩溃。
这就是已经忘记了、忽略了或者放弃了对关系的服从以及对责任和角色的认可。
在地位等级中的由上而下或者是由下而上的任何一个方向上，依照帝国的意识形态，不管平民和帝国
的官员，若是忽略了对这种责任的认可，都同样会受到威胁。
这种威胁便是要失去作为中国人的地位和尊严，从而变成局外人或者成为“贱民”。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作者，都曾饶有兴趣地对恶魔和鬼有过解释，它们代表着由平息动乱以及受到
排斥而成为土匪、奴仆以及妓女的那类威胁（比如，Wolf 1974； Feuchtwang 1975和Weller 1987）。
最近，沙哈和魏勒（Shahar&Weller 1996）在他们所编文集中，非常详细地指出了对诸神明也有取笑和
妖魔化的时候，如迷狂、醉酒、赌博、淫荡以及当土匪等等，这种做法有悠久的传统，正统称之为“
淫祀”（亦可参阅：Stein 1979）．淫乱的诸神除非受到尊敬，否则就被妖魔化，其所依据的就是4世
纪编的《搜神记》中的故事，对此简乐为（Levi 1989：205-6）亦有引述。
赫瑞（Harrell 1974）已经指出了在台湾从魔鬼到神的转变，而田海（ter Haar 1990）随之也指明，在福
建省的民间庙宇崇拜中，这种转变谱系实际上带有典型性。
民间仪式寻求的是魔力。
儒家对此则是压制与诋毁，尽管在帝国的宇宙观中已经暗含有这种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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