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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露丝·本尼迪克特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人类学家之一，《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她的理
论“对于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有关文化与个性这个领域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两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看到她这本《文化模式》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她，以及她
这本书所具有的意义。
看后促使我去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的，是书中对待文化：确切地讲，是所有不同形态的文化，尤其是异
己文化的态度，以及作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为我们提供的对文化的新的认识和理解。
那正是文化讨论刚刚热起来的时候，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经济各界都来参与了这场讨论。
一时间，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如何改造中国文化这些题目都成了热门话题。
大凡社会上的变革到了一定程度，没有不触动文化这老根儿的。
而中国文化于中国人来说，这根恐怕是太深，一次次来势汹汹的冲击都奈何它不得。
自五四以来这类不了了之的冲击，非但没有解决点根上的问题，且一次次增强了病灶的抗药性，使得
问题的解决一次比一次难。
近年来的文化热以匆匆几个月的时间回顾了五四前后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历程，却仍停在了这样一个二
难命题上：中国文化非重建不可，然而却是在中国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土地上，由那些被
中国文化塑造起来的中国人来进行。
若武器或工具再不能从外面引进些来，这重建的工作几乎是无法进行的。
我们之所以翻译本尼迪克特的这本《文化模式》，只不过是想为这文化重建工作找来一些镜子或尺子
之类的东西，不管这工程现在是停了，还是下马了，我想今后总会有一天用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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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模式》是《菊与刀》的作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
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
该书也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有关文化问题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已被译成14种文字，有着广泛
影响。
果勒认为，可以“以此书出版的年代，作为国民性的科学研究诞生之年”。
玛格丽特？
米德在1958年的新序中提出，此书是“20世纪第二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文化模式”这一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和意思。
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模式的理解也不同。
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
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
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
价值趋向。
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
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台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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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大不列
颠百科全书》称她的理论“对于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有关文化与个性这个领域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
　　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生于纽约，20世纪20年代师从于人类学大师博厄斯门下，1923年获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任助理教授，1948年任教授。
1948年9月本尼迪克特病逝，享年6l岁。
其代表作有《菊与刀》、《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种族：科学与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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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致谢第一章 关于习俗的科学习俗和行为——孩子的继承——我们的错误观点——地区性习俗
和“人类本质”的混淆——我们对其他文化的无视——种族歧视——由习俗而非天性塑造了人——“
种族的纯化”是欺人之谈——研究原始部族的理由第二章 文化的差异生活之杯——选择之必要——不
同的社会是如何对待性成熟和青春期的——从未听说过战争的部族——婚姻习俗种种——习俗特性之
交混——守护神灵与梦幻——婚姻与教会——这些联系是社会的而非生物学之必然第三章 文化的整合
行为相关物之所有准则——文化之模式化——大多数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弱点——整体观——施宾格勒
之《西方的没落》——浮士德式的人与阿波罗式的人——西方文明对于研究来说太复杂——向原始部
落迂回第四章 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一个未遭冲击的社群——祖尼之礼仪——祭司与假扮神——巫术
社团——一种强社会化的文化——“中庸之道”——带着父辈的希腊观念——与之形成对照的平原印
第安人习俗种种——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与梦幻——毒品与酒精——祖尼人对无节制持怀疑态度
——蔑视权力与暴力——婚烟、死亡与悼念——丰产礼仪——性象征手法——“人之与宇宙为一”—
—典型的阿波罗式文明第五章 多布以恶意与背叛为美德的地方——惯于与人为敌——诱骗新郎——丈
夫的屈辱地位——所有制的极端排外性——笃信巫术——园艺仪式——致病符咒和巫师——极好贸易
——瓦布瓦布，一种精明厉害的交易实践——死亡——幸存者间的互责——不准笑——强做正经——
无情的斗争第六章 美洲西北海岸海岸文明——温哥华岛的克瓦基特尔人——典型的酒神式——坎尼包
尔社团——与普韦布洛人是对立的两极——经济竞争——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滑稽戏——自我吹嘘——
羞辱宾客——散财宴交易——虚张声势之高潮——迎新娘——通过婚姻、谋杀和宗教手段得来的特权
——萨满教——怕遭奚落——死亡，最难堪的当众侮辱——百感交集第七章 社会的本质整合与同化—
—不协调因素的冲突——我们自己的复杂社会——有机体与个体——文化解释与生物学解释——利用
原始部落的教训——没有稳定的“形态”——传布的意义与文化完形——社会评价——亟须自我评价
第八章 个体与文化模式社会与个体并不敌对而是互相依赖——准备适应模式——对挫折的反应——惊
人的失调——接受同性恋——取得权威的手段：阴魂附体和僵直症——“不适者”在社会中的地位—
—宽容的可能性——文化类型的极端代表：清教牧师和成功的现代自我主义者——社会相对性，一种
希望而非绝望的学说参考书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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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习俗的科学　　人类学把人看做社会的产物来研究，它关注的是那些将某一社群与
其他具有不同传统的社群区别开来的东西，诸如自然特征、工业技术，以及惯例、价值等。
　　在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的显著标志在于，它还包括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之外的别的社会进行严肃的
研究。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人类学看来，任何社会有关性交和繁衍的规则都如同我们自己的那些规则一样
有意义，即便这样的规则是属于那些海上达雅克人①的，而且与我们的文明所具有的规则毫无历史关
系。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我们的习俗与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的习俗只是解决同一社会问题时的两种可能是
不同的社会范型而已，因此，只要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就不应该对它们有轻重厚薄之分。
人类学家应当对人类行为感兴趣，而不管这种行为是由我们自己的传统形成的，还是由别的什么传统
形成的。
人类学家应当对在各种文化中发现的全部习俗感兴趣，其目的在于理解这些文化变革和分化的来龙去
脉，理解这些文化用以表达自身的不同形式，以及任一部族的习俗在作为该民族成员的个体的生活中
发挥作用的方式。
　　习俗至今仍未普遍地被看做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一般都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只有我们自己大脑内部的活动才是值得研究的，而习俗只不过是最
平常的行为。
可实际上的情形恰好相反。
世间流行的传统习俗就是大量的琐细行为，这比任何个人在个体行动中（无论他的行为有多古怪）所
能展开的东西更令人惊讶不止。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无关紧要的一面。
至关重要的是，习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都起着一种主导性作用，并可以显露出如此众多殊异的形态。
　　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
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
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
俗的影响。
约翰?杜威①曾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讲过，习俗在形成个人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个人对传
统习俗所能发生的任何影响，这就像他的母语所含的全部词汇远远超出了他的家族土语中所含的他儿
时戏语的用词。
如果人们严谨地研究一下那些曾有幸自发地发展的社会秩序，就会看到，这个比喻是精确而合乎事实
的观察，丝毫没有夸张。
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
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
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
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
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
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
理解习俗的这种作用对我们来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
没有其他哪个社会问题比它来得更紧迫。
在我们明了有关习俗作用的规律和多样性之前，人类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复杂事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不
可理解的。
　　只有在某些最初的主张被接受了，而某些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之后，对习俗的研究才于事有补。
首先，任何科学的研究都要求，在这一学科所选择来加以考察的系列中绝不偏重这一项或那一项。
在所有那些争议较少的领域，诸如有关仙人掌、白蚁或星云本性的研究中，研究所必须具备的方法就
是，先把相关的资料分类，然后考察一切可能的差异形式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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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有关天文学规律或社会性昆虫（请允许我这样比喻）的习性的知识。
唯有在关于人类自身的研究这一领域中，主要的社会科学却以关于某一局部变异，即西方文明的研究
取而代之了。
　　只要我们自己与原始人、我们自己与野蛮人，以及我们自己与异教徒之间的差别仍旧支配着人们
的头脑，人类学按其定义来说就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确有必要首先修炼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我们不再认为自己的信仰比邻邦的迷信更高明；我们确应
认识到，对那些基于相同的（可以说是超自然的）前提的风俗必须通加考察，而我们自己的风俗只是
诸习俗之一。
　　19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的这一基本前提尚不能为西方文明中的有识之士所意识。
有史以来，人总是把自己的独一无二性当做一种荣耀来捍卫。
在哥白尼时代，对于至高无上性的这种欲求竞如此之胆大包天，甚至还包栝了人们所居住的地球，乃
至14世纪的人们会满怀义愤地拒绝承认这个行星隶属于太阳系。
到了达尔文时代，人们姑且承认了日心说，却仍极尽其昕能来捍卫灵魂的独一无二性——这一上帝所
赋予人类的神秘属性——并以比来反驳人类的远祖源于动物王国的说法。
这类争议从未停息，从没有人去怀疑过这“灵魂”的本性，甚至也没有人去过问这样一种事实——19
世纪的人们未曾留心过哪怕是维护一下自己的群体与任何异族群体之间的兄。
弟情谊，这类事实中没有一件有悖于那种由于受到奇耻大辱而引起的勃然大怒，而这种奇耻大辱又都
是由于那个反对人的独一无二性观念的进化论所带来的。
　　可以公正地说，这两场论战都是我们赢了——如果眼下尚无定论，那么不久也会明见分晓。
但是，论战却没有结束，只不过转移到了另外的战场。
毋庸讳言，从地心说到日心说，或是证明人来自动物这类革命都与人类成就的独一无二性了无牵涉。
假如我们居于广阔无垠的太阳系中某一任意选择的行星之上，那我们的荣耀将更为伟大；假如彼此有
别的人类种族皆因进化而与动物沾亲，那我们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可以证实的差异就越远，我们风俗的
独一无二性就越显著。
然而，我们的成就、我们的风俗确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确是一种与那些较小的种族的成就与风俗不同
的秩序，于是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地对之加以维护。
因此，时至今日，无论是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关于种族偏见问题，还是关于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比
，我们仍然执拗于这种独一无二性，虽则这独一无二性并非是大干世界上种种人类风俗的独一无二性
——对此，从未有人哪怕是稍微粗略地关心一下——而只是我们自己的风俗和成就，我们自己的文明
的独一无二性。
　　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环境，西方文明较之迄今所知的任何其他地区群体的文明更为广泛
地传播开来。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西方文明已使自己成为楷模了。
因而，我们便产生出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的行为具有某种一致性；而在其他的环境下，这种一致性就
不会出现了，即使极其原始的部族有时也比我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文化的作用，这并非没有理由。
他们对于不同的文化向来具有深切的体验。
他们曾经目睹了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经济体系、他们的婚姻禁忌在白种人文明的冲击下日趋没落。
他们放弃了某种文明并转而接受另一种文明，尽管时常是毫无理解地这样做了，但他们却十分清楚，
人类生活有各种不同的安排方式。
他们有时会把白种人的优势归于白种人的商业竞争或战争风气，这种看法倒颇似人类学家的观点。
　　白种人却有着不同的体验。
也许，有的白种人从未见过一个外来人，除非是已经欧化了的外来人。
如果他曾经外出旅行，也多是走马观花，从未在外边的大都市饭店住下来好好了解点儿什么。
他对自己之外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
他所见之弥漫于他周围的习俗与观点的一致性似乎是可确信无疑的；然而对他来说，这一致性却遮蔽
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一致性毕竟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他索性把人类本性看成是与他自己的文化准则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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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白种人文明的广泛流传并非一种孤立的历史环境。
近来，波利尼西亚群体已从安东、爪哇向复活节岛，从夏威夷向新西兰流徙；而班图语系的部落也从
撒哈拉迁向南部非洲。
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只把它看成是人种的畸形发展所引起的区域性变化。
西方文明历来具有先进的运输工具和发达的商业布局来作为它广泛流传的背景，从历史上看，就很容
易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白种人文化传播的心理效应历来与其实际效果不相称。
这种世界范围的文化扩散使得我们不必当真去接受其他部族的文明，而此前人类从未得到过这种保护
。
这给我们的文化以一种广泛的普遍性，从而使我们早就放弃了对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做历史的考察，
只是把它看成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们把在我们文明中对于经济竞争的依赖说成是一种对于“经济竞争是人类本性之所依的原动力”这
一命题的确证；或者，我们把在我们的文明中形成的，以及在儿童诊所里记录下来的幼儿行为看成是
儿童心理或人类幼年行为的一种必然方式。
同样，无论这是我们的伦理问题还是我们的家庭组织问题，结论都一样。
我们所论证的是每一个我们熟悉的原动力的必不可免性，因此，就总要把我们自己的局部行为等同于
一般行为，把我们自己的社会化了的习惯等同于人类本性。
　　眼下，这个论题已然成了现代人一思一想、一言一行中都关切到的问题，而它的来源却需回溯到
遥远的过去，回溯到古已有之的、“我自己的”封闭性群体与外来人之间具有种的差异这一观点上，
就其广泛流传于诸原始部族这一情形来看，这种观念似乎是人类最古老的区别之一。
所有的原始部落都对外来者这一范畴持有相同的看法。
那些外来者不仅不受那限制一个部落的自己人的道德准则的诸规定的制约，而且一般说来，也被剥夺
了仟何一种做人的地位。
很多部落的名称用的都是很一般的字，如祖尼、丹尼、基奥瓦等，都是些原始部族用以自我识认的名
称，可也都只是他们的土语中用以表示“人类”——即他们自己——的专门术语。
在这封闭的群体之外便无人类存在。
这种观点忽视了如下事实：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每一部落之外都环居着其他部族，那些部族分享着这
一部族的技艺和物质发明。
他们共有复杂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活动则是借助部落彼此间的你来我往才得以发展的。
　　原始人从未通观世界，从未把“人类”视为一个群体，也从未感觉到他与他的种之间有一种共同
的缘由。
他从来就是一个画地为牢、自缚手脚的乡巴佬（Provincial）。
无论是选择妻室，还是推举首领，头等重要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群与其范围之外的其他人群之间的差
异。
他们自己的群体及其全部行为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而。
现代人之所以把上帝的选民与危险的异族人相区别，即保持一个在其文明之内在血统上和文化上相互
联系的群体，就像澳大利亚丛林中那些部落一样，实是因为在现代人的这种心态的背后有着深远的历
史连续性为其依据。
俾格米人一直持有与此相同的看法。
我们似乎并不能很容易就从根儿上弄清人类这一特性，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学会认识它的历史以及它的
各种各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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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菊与刀》作者、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经典力作；著名翻译家王炜精心翻译！
　　《史努比漫画》可算是舒尔茨的自画像，就像那个不幸的查理·布朗在雨中站在投手丘上，其间
的悲哀和羞辱不言而喻。
　　——托德·利奥波德（CNN）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模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