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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还记得1990年代初，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正是后现代学术横扫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时，权力、建构、再现、认同、身份、性别、种族
、酷儿（queer）等名词在前辈学者的著述和讲演中满天飞。
研究生们很是兴奋，议论纷纷，都说这一轮后现代主义来势凶猛，但不知会不会也像此前一波又一波
的学术新潮那样，转眼即逝。
一位英国来的高才生此时淡淡地说了一句话：“风暴过后的大海，难道还会是原来的大海吗？
”他的意思很明白，可是这句话却有点儿费解。
风暴过后的大海，恢复了平静，不还是原来的大海吗？
不过，仔细想想，也可能已经不是了。
谁知道呢？
因为费解，所以就留下了记忆。
不管大海的比喻是否恰当，事到如今，我们看到的经过后现代风暴洗礼的西方学术界的大海已经是“
换了人间”。
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真理、规律、客观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分析范畴成为批评的对象被重新审
视，权力和建构等新概念当仁不让地入主学术界，全面刷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路径、方法、目
标和作用，导致了汤玛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的革命，西方学术界进入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初见端倪。
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模式。
他的名作《诊所的诞生》（1963）、《疯癫与文明》（1965）、《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
（1976）等，对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王国发起了颠覆性的批判，揭示了对理性的顶礼膜拜是如
何导致了对个性和差异性的敌视，理性又是如何运用强大的技术手段去控制、压制并企图消灭差异和
不同，从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秩序的。
福柯的批判可谓石破天惊，打破了现代理性主义作为人性解放运动的神话，使人们看到了以理性之名
对个性和人性自由发展的种种干预：从个人的性取向到如何思想、如何做事、如何生活都必须依从理
性的规训，因为理性本身代表着某种类似被其推翻的上帝的最高原则。
福柯的著作描述了理性王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历史的终极。
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并非如其宣称的绝对真理。
理性是一个思想和言说的武器，是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利器，另一些人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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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启蒙运动中的法国》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查法国的启蒙运动，对这一时期法国的社会状况做了分析，涉及当时民众的日常
生活文化和巴黎的都市研究，展示了整个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法国城市文化全景。
作者考查了旧制度下法国社会、文化与政治辉煌灿烂的历史，描绘出一副空间与时间的地图，讲述了
政治、文化、物质怎样进入到日常生活的节奏中去。
《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所反映的并非是我们所熟悉的18世纪法国，而是社会生活的重组、思想的传播
、传统生活下普通法国民众的服装、食物和装饰、读物、日常用品等。
同时，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包括农民、商人、贵族、国王在内的18世纪的法国人的生存状态——从巴
黎到外省，从公共空间到私密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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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当今最负盛名的法国历史学家之一。
罗什是研究18世纪的专家，属于年鉴群体的第三代，按照埃曼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说法，这代人将他
们的兴趣“由地下室转向了阁楼”，由马克思以为是历史学“基础”的经济史转向文化史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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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作为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 Labrousse）的门生，丹尼尔·罗什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功底运用
于文化场，同时摒弃芒德鲁（R Mandrou）所倡导的思想史的综合分析方法。
1970年代，他将调查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知识性著作、各类藏书、书籍的历史、游记和书信，丰富了实
地调查法的内容。
他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始终把奠定新的方法论基础作为自己的一贯愿望，因而他不拘泥于文化
共和国关于古典历史学的各种约束，很早就开始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
1993年出版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是丹尼尔·罗什对历史学方法论的  又一次贡献。
作者勇于挑战学术前沿，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灵感，深入发掘研究主题，对历史时段
进行大胆的分割。
地毯编织工人西蒙（Simon）的自传为我们重建了曼恩省（Maine）的生活情境。
他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来叙述订婚，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的影响与年轻人的自由是如何达到
平衡的。
路易·西蒙和安娜·尚波（Anne Champeau）以第一人称的笔触和非常独特的手法再现了这一幕：对
于她来说，那是一见钟情，应该尽快在教区的结婚记录簿上登记；而对于他，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应该遵循非常明确的惯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这期间并不排除发生激烈的冲突。
温馨的爱情空间建立起来，幸福在两个家庭之间荡漾，在富于田园气息的高级餐馆，以及情侣们经常
约会的墓地、年轻人的节日盛会、夜总会等方圆5到10公里的土地上蔓延。
这一类的剧本一般都没有安排情敌的介入以导致乡村爱情的失败，因而都是很“大路”的手笔。
如果走出家庭进入国家的范畴来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出此类移动的规律。
在旺多姆瓦（Vend6mois），在位于佩尔什（Perche）到博斯之间的地方，J·瓦索尔（J.Vassort）分析
了大约3000份结婚证书，从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35％的新郎和仅8％的新娘结婚时不居住在堂区。
人们很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些位于边境的堂区并且进入这个圈子，但是一项人口统计资料分析显示
，由于婚姻关系而引起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移动构成了一种更为确定的移动类型。
首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大范围的移动，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10％的男性出生于旺多姆瓦以
外的其他地方，其中4％到5％超出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邻省的边界，距离远达20到50古里；女性的这两
项比例则分别下降到4％和1％以下。
这种迁移的地理学意义来自于他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地位：27％的显贵，69％的军人，手工业者和工
薪者占20％到26％，农村人的总数还不到10％。
这是一场劳动力的大迁移，他们来自法国西部拥有草地绿篱的地方，为边境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必
不可少的短工。
这样的移动不能当作“浪费时间”来体验，而应该把它看作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它可以无穷变幻。
塞巴斯蒂安·梅西耶（Sebastien Mercier）阐明了各种社会变化，因而对此很有感触：专属于富人的速
度、劳动者的一贯迟钝、对于溜达的一致偏好。
他揭示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吸引的圈子和排斥的圈子。
从家庭开始，这些圈子就安排着空间的惯例和实践。
房屋，从简陋的茅屋到富人公寓，是与第一个圈子相对应的：属于家庭的、灶台的、熟人的、让人安
心的那个圈子。
超出这个圈子，凝聚力就减弱了，彼此的了解就更复杂也更困难了。
关系网可以遍及乡村团体，遍及全国。
在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之间，在熟人与陌生人之间，时刻存在着一种对立。
随着空间的扩大，社会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规则、监督、习俗取代了基本出于本能的自由，取代了性格上的冲突。
规则、监督和习俗来自于机构（教会、教堂财产管理委员会），来自于当权者（大法官、领主）。
简言之，权力代替了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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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甚至也发生了改变，无偿的领域也都设立了账簿。
在农村，家庭圈子的概念将狭义的或者相对广义的家庭与开发经营、社会单元（甚至税收）、生产单
位等同为一。
这类似于城市的大多数阶层，在他们的生活中，“家庭温暖”是百姓生活的一个要素，18世纪的巴黎
便是如此。
作为传统的人口统计学，这种可能为生活的不确定性所打破的基本构架，就是在上代与下代的关系中
造成本质上不连贯的一个因素。
社会经济对于“脆弱生活”的压迫（在城市或许比在乡村更为严重）仍然是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
基于此，婚姻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为了两种主要的紧张关系，并且构成了空间必须扩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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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1935年出生于巴黎，历任法国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研究导师、法国
科学研究中心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法兰西学院教  授。
翻开法国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科学词典》，我们可以读到这位著名历史  学家的词条：1960年代初，丹
尼尔·罗什潜心撰写论文，探索启蒙运动时期外省的科学院和科学院院士群体。
这项研究在好几个方面突破了专题论文写作的传统规范。
首先，他与佩罗（Jearl-Claude Perrot）一样，致力于城市功能史的研究，并将文化和知识的构架引入
其中，从而阐明了现代城市起源的动力要素。
1978年出版的《外省的启蒙时期》着力描绘城市现象的新轮廓，被认为是城市历史研究方面的名著。
其次，作为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 Labrousse）的门生，丹尼尔·罗什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功底运用
于文化场，同时摒弃芒德鲁（R Mandrou）所倡导的思想史的综合分析方法。
1970年代，他将调查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知识性著作、各类藏书、书籍的历史、游记和书信，丰富了实
地调查法的内容。
他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始终把奠定新的方法论基础作为自己的一贯愿望，因而他不拘泥于文化
共和国关于古典历史学的各种约束，很早就开始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
1993年出版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是丹尼尔·罗什对历史学方法论的  又一次贡献。
作者勇于挑战学术前沿，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  灵感，深入发掘研究主题，对历史时
段进行大胆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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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法兰西国王的遗体，为编年学勾画了一条条清晰的边界⋯⋯重温关于这些事
件的记录，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时代的政治关系以及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这种政治关系是以何程方
式演变的超乎于事件之上显露的是一个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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