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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主义》

内容概要

现代意识形态以全体社会从属于代表道义、独立和主权的个人为表征。这种意识形态将西方社会与其
他社会区分开来，后者坚持以全体社会为价值主体，并倡导个人从属于社会。西方人为何如此不同于
其他国家的公民？在本书中，作者从基督教最初发源的年代开始，探讨了西方个体主义的成因，内容
涉及起源、宗教及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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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主义》

作者简介

路易·迪蒙（1911—1998），是战后法国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马塞尔·莫斯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
他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上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理论上，他修正并深化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
构主义，使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的仆人回归到民族志的事实，从而复兴了社会学年鉴派的基本主张。在
方法上，他结合了田野民族志和意识形态研究，落实了莫斯提出的“总体社会事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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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主义》

书籍目录

序言
导言
一 现代意识形态
1 起源（一）从出世的个体到入世的个体
个体主义在基督教中的起源
加尔文
2 起源（二）13 世纪以来的政治范畴与国家
导言
托马斯· 阿奎那和纪尧姆· 德· 奥卡姆
从教会的至高权力到政治主权（14—16 世纪）
现代自然法
个体主义的蕴涵：平等，财产
霍布斯的《利维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人权宣言
革命的反弹：“universitas”的复兴
3 一个民族变体：赫尔德和费希特眼中的人民和民族
极权制的疾病：阿道夫· 希特勒的个体主义与种族主义
二 比较原则：人类学的普遍性
马塞尔· 莫斯：生成中的科学
人类学共同体与意识形态
人类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平均主义不适用
现代人与其他人眼中的价值
关键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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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主义》

精彩短评

1、较为期待。。
2、感觉书中好多印刷错误......
没懂
3、论文合集，从宗教、政治、经济角度对现代意义中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个体主义进行高度概述式
的溯源。这部分我觉得写得just so so吧⋯迪蒙强调比较的视角，esp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等级对比
，这点还行⋯总之越翻越觉得没意思⋯【摊手
4、高屋建瓴
5、路易·迪蒙的一本论文集。刚好他的研究是集中在个体主义这个角度上的，所以他就把几篇论文
合在一起出版了，当然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概念解释的重复等等东西。从题目就可以看到迪蒙的学术野
心，他要把握个体主义，包括个体主义的起源以及比较，很宏大的东西。很明显他的论证是先验的，
就是基于自己的观点然后裁剪资料进行比较、说明，这点是明显的缺陷。当然也有很多把握是很精准
的，观点眼前一亮。总的来说，本书的方法论意义更大。
6、翻译实在是让人捉急！莫斯对人类学的定义和判断 “生成中的科学”。作者对当今人类学发展的
堪忧，让我想到刘新上次讲座中对当代人类学的批判，看到这位刘推崇的“搞思想”的人类学大师对
他一些观点的影响。[翻译估计懂了50%，我再看懂了50%，所以可能已经远离杜蒙了，良心话不推荐
读此版本。但是不知道其他有无更好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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