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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户籍和狱制为线索，经由刑事规制将家国勾连一体，主要探查的是红色中国秩序的可能性问题
。
其间，秉持福柯的“谱系”方法，配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等西学时尚热论，通过系统回顾历史而指
证制度的历史连续性，加上不时比对西制以例说中国式制序的独特性，作者希望还原当代中国社会控
制的真实图景。
此处的“当代”，时间起始主要限于1949年之后的40年间，并同时含括清末狱制改良至人民共和国诞
生前的中国近代化进程。
本来，百年沧桑分解为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时段，虽有迂回，却又恰成接力。
合而论列，以“近代（化）”一言以蔽之，自属恰切。
    当年作者一介愤青，来华本意是要探索中国的“继续革命”，汲汲于为腐朽的西方寻找一剂解药，
不料月朦胧、鸟朦胧，端的是见不如闻，于是催生出这部理述中国的社会控制与刑事体制之间的纠葛
，爬梳其中从“父权本位”向“人民本位”转型的汉学著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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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调控与惩罚关于“封建残余”的争论如前所述，“封建残余”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
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不仅如此，它还出现在很多领域中——从法律领域到领导问题，概莫能外。
甚至邓小平也谈到了渗透到各个领域的“封建残余”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危害。
因此，在1986年万里呼吁政治改革之后出现的这次关于“封建残余”的争论，至少在表面上看是既不
新鲜也不激进的，充其量也只是对新的正统观念的评论。
然而在实质上，这次关于“封建残余”的争论和之前（1949年后）的讨论有着常重要的区别。
1986年之前的正统观念如果用毛泽东思想的话来说，就是：在主要打击资本主义残余的过渡社会中，
“封建残余”仅被视为次要矛盾；1984年，最终流产了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重申了这一观念。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重申”，在这场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人道主义学者提出了对这种观念
的异议。
他们联合起来，重新对“封建残余”的（相对于资本主义残余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定位。
到1986年，反精神污染运动所重申的正统观念让位于一种新的激进的批评，这种批评把“封建残余”
问题摆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中心。
这引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有学者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重影响”不仅在于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且还在于严重影
响了“关于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这种强调“残余”的封建性质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给那些主张社会单线发展模式的人提出了尖
锐的问题，并且还对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性质提出了更为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他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建成的，因此要采取一种
特殊的社会形式。
这就是南斯拉夫理论家所说的早期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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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承蒙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推荐，译者有幸翻译了达顿教授的这本著作。
许师曾言：“汉学家们的能耐是常能于国人熟视无睹的不经意处，发现蹊跷，小处着手，层层解说，
而蔓延开来，铺陈深意。
”作者在立意和进路上的优势诚如斯言；在此前提下，作者凭借深厚的内功（汉学功底和福柯等理论
利器）和丰富的经验（历经六载，走访各类人物，观摩实地景观），终成此书。
可想而知，它定不会令诸位有志于此道的读者失望——否则那一定是译者的罪过。
译本乃合作之成果，二位译者的分工如下：第五章以前由郝方昉译出，第六章以后由崔洁译出，然后
进行互校，最后由郝方昉统稿。
翻译汉学著作，一项特别的工作就是要把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再还原为中文。
译者在这方面用功甚多，但是囿于能力和环境，并未能找到所有作者所引用之版本。
故对此类未能找到者，只能用其他可得之版本替代；原书所引之版本的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亦不
得校对，此点还望读者见谅。
此外，凡原文引注中文资料所述未明者，另加“译者注”；资料于坊间难得者，“译者注”略长——
如读者不喜，自可略过。
关于译者对原书中一些表述的疑惑，也在“译者注”和“附录2勘误表”中体现了出来，以期求证于
方家。
另外需交待的是，关于英语人名，考虑到全部译出并不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更多的方便——甚至可能
造成混乱，所以除少数所涉人物有中文名（如：J．J．L．I）uyvendak，戴闻达；A．F．P．Hulsewfi
，何四维等）或有中国大陆所通行之译名（Michel Foucault，福柯；Karl A．wittfogel，魏特夫等）以外
，多数均未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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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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