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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洲近代生活》（三卷本）从文化的角度概述16-18世纪欧洲人的日常生活。
    《家与人》的阐述城乡居民在居住范围内的生活：出生和童年、爱情和婚姻、年老和死亡。
    《村庄与城市》阐述村庄和城市的生活世界，形象生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和商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
同业公会、庆典、习俗、公众的生活和国家的权力。
    《宗教、巫术、启蒙运动》研究宗教改革这场伟大的宗教运动、巫术、迷信和18世纪启蒙运动这个
巨大的精神转型的过程。
探索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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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德·范迪尔门是德国萨尔兰德大学近代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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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住户与家庭  第一节 住户  第二节 家政与家庭的规模  第三节 家长制的家政  第四节 住宅、
饮食和服装第二章 儿童与青年  第一节 生育与儿童的夭亡  第二节 教育  第二节 青年第三章 结婚与婚姻
 第一节 结婚：订婚与婚礼  第二节 作为社会机制的婚姻  第三节 性生活第四章 老年与死亡  第一节 老
年与养老  第二节 奉命预期与死亡的原因  第三节 死亡与葬礼第五章 市民家庭的诞生：乌托邦还是现
实考察结语注释参考书目插图出处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内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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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创造“现代社会”的条件深深地影响着职员的和牧师的妻子们，决定她们的世界的是社会行政
体制机构化的不断增强。
由于劳动生活和家庭生活被分隔开，增强了家庭关系的融洽，这也给她们的生活打下了印记。
职员的妻子所处的环境与其他女性所处的劳动环境截然不同。
在近代早期社会里，再没有一种家政能像这里一样，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是分隔开来的，职业生活和家
庭生活因为男人的工作场所被转移出去而被分开。
这一方面意味着，妇女不仅在形式上——尽管有的职业场所仍然还是安置在家中——离开了男人的工
作世界，而且对他的工作也完全不了解了；另一方面，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妇女完全被圈在了家里，
就必然要在这里创造一个世界。
在职业生活之后的丈夫可以在这个世界里放松，子女也可以在这里接受家庭希望他们成长所需要得到
的教育。
只要男女世界的这种分离还能给予男子“云雨之欢”和优势，住户家长制的结构仍然会增强，同时也
促进了家庭关系的情感化，强化了妇女的道德伦理。
前工业的家政首次为妇女提供了妇女社会平等的模式，当然它还不是一种生活的质量，虽然职员和牧
师家庭还没有改变经济的从属关系，但却为伦理精神的解放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牧师的妻子们起了很特别的作用，她们不仅要操持一个大家庭，而且还要作为主妇是教团树立的典范
，尤其是要协助丈夫履行社会的职责。
当然也没有一个女人准备追求不受丈夫影响的利益。
    妻子的角色在“整个”住户中无疑是无关紧要的，她从属于户主，她的职责没有限定在廉价劳动力
这个职能范围里，她负责家政的秩序、生育子女，尤其是要生一个男性继承人。
只有经济的观点就过于简单了。
常常有人提到，农民认为他们的牲畜比他们的妻子更值钱，“牛死了是个大灾难，女人死了不是厄运
”。
这只是一半的事实，在民间还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女人的家如同没有火的炉灶。
”说明也还有一种积极的评价。
在近代早期，肯定有很多关于妇女劳动方面的引入注意的评价。
男子们对他们自己活动的评价总是很高，但仍然对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发表了意见。
1745年，巴伐利亚的牧师约尔丹·封·瓦塞堡这样写道：    “农田里的劳动是男人的，女人要在家里
认真地打理家务。
这项劳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人敢说，女人应该忽视它，或者是放弃它。
也没有人说，这只是无意义的小事，是在不必要地浪费时间。
当然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女人织布、缝衣，清扫，洗衣、煮饭、烘制等等，男人穿什么、吃什么?”路
德也这样说过：“女人是一个友好的、可爱的、短暂的生活伴侣。
女人生育子女、抚育他们，管理家务，整理男人带回来的东西⋯⋯因此，她们被称为是家庭婚姻的神
圣灵魂，她们是家庭的荣誉、首饰和装饰品。
    18世纪以后，那些受过教育的市民得到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由出身决定的社会等级，而是基于他自己
的成就。
他可以谋求家族之外的职业，职业和家庭被严格地区分开。
在受过教育的和富裕的市民中，对教育儿童的重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的原则不再是参与整个住
户的劳动，而是有意识地让女孩子和男孩子接受家庭的和学校的教育。
也就是说，孩子们至少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当然主要是指女孩子，男孩子则从帮工中解脱出来。
这完全符合市民家庭的教育理想。
18世纪末，格拉夫就这样说过：“市民家庭教育儿子们的目的不同于教育女儿们的目的，对前者提出
的要求是要勤劳和获利，对后者提出的要求是持家的能力和管理家务的能力。
”    由于成人的世界和儿童的世界被严格地区分开，住户和街道之间也因此划出了清晰的界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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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实施教育。
与其他孩子们的交往也受到父母有意识的控制和监督，人们竭力地防止孩子们接受有害的影响。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儿童特有的世界。
在这里，劳动和游戏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在学习和游戏的结合中准备过成年人的生活。
父母们大多亲自进行教育，市民的孩子们最初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学习读和写，父母要为此倾注很大的
耐心，投入很多的时间。
据此可以推测出，在市民阶层不可能还存在着童工劳动，因为它会阻碍道德教育。
为未来的生活作准备是纯教育的，是通过学校——学习和阅读在其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通过参加
劳动，或者帮助父母的劳动。
他们因此而失去了与周围世界的联系，所获得的是熟悉“抽象”生活领域的能力。
这是形成公民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很难评价学校的教育对儿童们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刻。
自宗教改革以后，教育制度首先是在城市里逐渐地普及，而且公众、教会和国家也都对此有所促进，
但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差异相当大。
没有强制要求农村居民送孩子们去上学，他们无法脱身，而且也不理解读和写的必要性。
当然以前也一直有能读会写的农民，到了18世纪，有这种能力的人更多了。
那些在社会上平步青云的人都是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最基本的知识，父亲有意识地把孩子们送进学校。
手工业者的兴趣也逐渐地增加，他们自己在读、写、算方面需要一些基础的教育，而且出于宗教的原
因送他们的子女去上学，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虔信派的社会领域里出现。
知识和能力不是为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地位，而是在说明具有基督教方面的技能。
长久以来，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能读会写，但大多数贵族的子女都受过教育，通常不是在公共的教育
机构里，而是在自己的府邸里有一个教书先生，只有那些市民社会的上层才让子女在学校里接受普通
教育，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部分。
家庭教育或是雇用家庭教师或由父亲自己负责，有时候是母亲给子女们上第一课。
在这样的家庭里已经有了书籍，这些书籍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是它们吸引孩子们去阅读，引起了非宗
教的兴趣。
在手工业者的世界里正相反，他们大多只有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
歌德和他的姐姐就是这样接受基础教育，而且远远地超过了那个时代的一般程度。
他们从未上过小学，歌德的父亲给了他内容丰富的教育，此后他直接进入大学学习。
只有那些请不起家庭教师，父亲又没有时间进行教育的家庭，才把他们的子女送去上学。
18世纪末期之后，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义务。
    直到18世纪还没有统一的教育制度，虽然城市、教会和国家都在管理和支持建立学校，然而只是在
教育学得到发展，对受过教育的臣民的兴趣逐渐增大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一种具有体系的教育制度。
这里主要是指所谓初级教育的制度，中学和大学很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既没有明确的教学计划，也没
有固定的教材或者是一定的机制。
在小学里已经有了班级的建制，但大多不是按照年龄或者性别分班的。
女孩子一般只上小学，不上中学，而且也缺少受过教育的师资：18世纪末期，学校的教师才作为一个
“等级”出现。
管理学校常常是作为一种副业，由手工业者或者是牧师，或者是他们的妻子承担：通常是在他们的家
里开办学校。
不论是新教的牧师，还是天主教的教土，一旦发现具有天赋的孩子，都会敦促其父母送他们去社区的
或者教会的学校上学。
在很多地区，到18世纪末期已有了真正的学校生活——然而根据那些平面图往往会给人们其他的印象
，普鲁土费里德兰的克勒登这样生动地描写道：        “因为我不会写字，所以被送进了预备学校，由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管教。
她住在天主教教堂院内的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里面只有一个房间和走廊。
房间的地上铺着砖，靠近房顶的地方有一扇不透明的窗户，看不见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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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壁炉的旁边有一个用砖砌的炉子，老妇人整天坐在炉子前面编织着。
旁边的小凳子上放着一把木制的勺子和一根鞭子，这是我能记得的惟一的教具。
学生们，也就是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坐在按顺序摆放的三条长凳上，长凳没有扶手，是红色的，已经
磨得很光了。
坐在第一条长凳上的念字母，坐在第二条长凳上的读拼音，坐在第三条长凳上的开始读书。
孩子们就是这样凑合着学会了读书。
课程总是从唱一首固定的歌开始，因为反复地唱就记住了词和曲，还有一段简短的祈祷，也是固定不
变的。
一个孩子先背诵着哼唱出来，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地往下传，一直传到编织的老妇人那里。
她从初级课本里选出Hahn(公鸡)这个单词，让他们背诵它的字母，或者是‘a，b，ab’地背诵。
老妇人很少说话，如果一个孩子出了错，她就把绒线团挪开，用一只手把孩子拉在怀里，用另一只手
掀起上衣，抓起勺子或者鞭子打屁股，直到他通过为止。
轮到的另一个孩子并不向前挪，他们安静懒散地坐在那里消磨着时间，课就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
”    这篇报道没有反映小学校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说明存在着统一的规章，它既不受世俗政府也
不受教会的监督。
有简陋的农村学校，也有捐建的或者是议会资助的城市学校，它们的质量主要是看世俗政府和教会的
投入，仅靠学校的经费是无法维持一所学校的。
    毋庸置疑，宗教的因素在这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情感上的倾心是通过婚姻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不能将其归结为具有“浪漫”意义的绝对的感情投入的一类。
    这四例婚姻生活涉及的都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能展示自己才华的人的个案，从他们与身上明显
地看到了两种很普遍的倾向：其一，可以确定，对情感的感受在不断地增强，这就使性爱关系本身逐
渐成为谈论的题目。
虔信派和德国的教育运动为其开辟了多种途径。
路德和保姆加特纳，他们与妻子之间几乎都没有谈到他们的性关系——他们的“情感”却在他们的言
谈中，在分担日常事务的方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弗兰克和克洛普施托克以及他们的妻子则在描述
相互关心对方的情感。
这两对夫妻在常规之外相互找到了对方。
其二，恋爱关系逐渐地世俗化，克洛普施托克夫妇表现得最为明显。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义务，不是基督教的使命，而是共同的感情、幸福的感受，但路德、保姆加
特纳和弗兰克依然把他们的婚姻，也就是他们的性关系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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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文版序非常高兴我写的这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这不仅说明，在逐步全球化的世界中各种各样的文
化越来越频繁地相互碰撞，而且也在满足欧洲和中国想要相互接近的愿望。
    面前的这部历史著作描述的是“近代早期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它涉及的是德国历史学新开辟的文
化学这个领域。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文化史越来越重视探讨日常生活和人类学。
虽然文化史是为大众而写，也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的专业教科书，但它也反映了当前的研究状况，既
可以通过它了解人，也可以了解20年来文化史方面研究者和教学的情况。
这里阐述和分析的是德国，更确切地说是近代早期“老帝国”时期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可以把这几卷
书看做是欧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一个模式：德国历史以其自己问题特有的方式代表了欧洲的发展
，它促进了不同宗教教派生活方式的发展，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统治体系，促进了持续长久的法律
制度的发展。
这部文化史采用的是结构分析的方法，针对三个对近代史有着重要意义的体系进行分别研究。
第一卷阐述了社会和情感意义上的家庭——住户从生到死的生活文化范畴；第二卷关注的是等级生活
的世界，大多数人生活的这个等级世界在近代早期的村庄和城市社会中是怎样的形态，第三卷以宗教
和巫术为题目，同时也论述了知识和启蒙运动，探讨了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这个历史时期知识文化
的总体发展过程。
    在近代早期就已经确定了现代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发展是开放的，这样对此后的发展过程的想象
是有局限性的。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矛盾心理，即工业时代初期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我是从欧洲的角度来写德国的历史，当世界这个大文化越来越靠拢、越来越相互认识的时候，希望
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以和解的前景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到来。
    衷心地感谢出版社和译者，希望中国的读者有一部有益的读物。
                                              里夏德·范迪尔门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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