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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以文化交流、冲突为中心视角对西班牙征服美洲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阐释，以探险家、征服者
、不同时期传教士共四类人物的活动为中心，研究了新旧世界这一历史性相遇的不同进程中“我”与
“他人”的关系模式。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西方基督教的传播、罗格斯中心主义的思想都不同程度
地参与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导致殖民者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将对特定知识的控制转化为权力，
并用知识的生产强化固有的权力结构。作者带着强烈的道德诉求呼吁深入反思这类文化交流中的不平
等，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历史债务，这对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代社会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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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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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发现
一、发现美洲
二、宗教经典阐释者哥伦布
三、哥伦布与印第安人
第二章征服
一、胜利的原因
二、蒙提祖马与信息
三、科尔特斯与信息
第三章热爱
一、理解、攫取和摧毁
二、平等或不平等
三、奴隶制、殖民主义和交流
第四章了解
一、与他人关系类型学
二、杜兰，或文化融合
三、萨阿贡的著作
结语
拉斯·卡萨的预言参考书目介绍
参考文献
插图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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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哲学的部分没太看懂
2、人生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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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征服美洲》的笔记-第60页

            ......他们需要锻造历史这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不可能存在完全不曾发生的事，重复性压
倒不同性。
    在环形的、重复的、固定在一成不变的框架中的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是事先预见，任何简单的事情
都是早已存在的预言的实现。
    这是一个没有（或者不重视）未来与发展的文明——所有都被过去发生的事情所决定——但却拥抱
永恒的稳定

2、《征服美洲》的笔记-第149页

        杜兰列举的某些相似的确显得有些牵强；但当读者发现宗教领域的相像尤其多时，惊奇变成了震
惊。不再是印第安人有意无意地将异教元素混入基督教仪式中了；杜兰本人发现，在古老的异教仪式
中存在基督教因素。其数量多得让人不安。 接154页杜兰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阿兹特克人，他与马
琳奇一样，是最早的墨西哥人之一。《编年史X》原本的作者应该是一个阿兹特克人；杜兰的读者应
该是个西班牙人；而杜兰本人则联通了二者，他是自己最卓越的作品

3、《征服美洲》的笔记-第78页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在互动过程中担当主动角色本身就使西班牙人占有了无可争辩的优势。在
这种形势下，他们是唯一采取行动的人，而阿兹特克人则是，只满足于现状，满足于应对。是西班牙
人穿越大洋找到印第安人，而不是相反，这一事实已宣告了两者相遇的结果。阿兹特克人不在南美或
北美扩张。他们不愿交流，也不愿意生活有任何改变（两者经常以混淆），这与他们遵从过去和传统
的观念如出一辙。相反，那些被压迫的和不独立的民族却能够更积极地参与互动，而且在冲突中获取
更多的实惠。比如变成西班牙人同盟的特拉斯卡拉人，他们在政府结束后的一个世纪中，都是这个国
家的实际主人。

4、《征服美洲》的笔记-第126页

           拉斯·卡萨热爱印第安人，但并不总是理解他们；而科尔特斯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他们，尽管他对
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

5、《征服美洲》的笔记-第91页

        ...也就是说，不是能与“我”所定义的主体相提并论的。在他的头脑中，他们的地位更介乎于两者
之间：他们是主体，但他们只能是地位卑贱的造物工人、工匠或杂耍艺人。他是带着一种与之相距甚
远的心态去欣赏这些人的技艺的
  哥伦布将印第安人当作物来看待，至科尔特斯时，这种看法有了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建立在侵略者
们浮浅地了解了阿兹科特的物质文化上的，他们的造物被认为高于他们自身，因此两种文明尚未能平
等对话

6、《征服美洲》的笔记-第93页

        然而，只有当我跟“他人”说话（不是给他下命令而是跟他进行谈话）时，我才承认他是一个和
我一样的主体。这样，才可能确切地讲清楚组成我的头衔的那几个字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解没有附上
完全承认“他人”是主体，那么这个理解就很可能被利用于“攫取”；“理解”就将从属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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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征服美洲》的笔记-第68页

        在用自己的优势强占这片土地的同时，欧洲人毁灭了自己融入世界的能力。在后来的世界中，他
们幻想着原始的美好，但原始已经死亡或者早被同化，因此这个梦想终将无法实现。失败和胜利同样
巨大，对此，科尔特斯根本无从知晓

8、《征服美洲》的笔记-第54页

        在阿兹特克人中，权力与驾驭语言练习非常紧密......阿兹特克人注意的是礼仪的语言，即在形式上
和作用上有规定，而且总是被引用的记忆语言。最令人惊奇的语言就是由“先人语”组成的语言，这
是人们烂熟于心的讲演，或长或短，包含了非常广泛的主体，符合一整套社会环境：祷告、宫廷仪式
，人一生中需要经历的不同阶段的礼仪（出生、青春期、婚礼、死亡）、出发、会面，等等......作为
一一个没有文字社会中的所有语言，作用是使社会记忆物质化，是保证集体特性得以延续的手段。

9、《征服美洲》的笔记-第136页

            每个人对他人而言都是野蛮的，只要说一种他人听不懂的语言就算是，对他人而言这种语言就
是一种嗡嗡声.......斯特拉博认为，这是希腊人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后者说不好
希腊语。但从这点看，对他人或其他种族而言，没有一个人或种族是不野蛮的。
    .......拉斯·卡萨指出，人的地位是相对的，他们是根据不同的地位而判断事物的；而布鲁诺则从天
体物理角度出发，拒绝承认所有优越地位的存在    现在多多少少可以理解古代征伐及仇恨的部分原因
了，不同文明都将对方视为“野蛮”，尊称自己为“文明”，交往中难免抱着高傲与怜悯的心态，殊
不知这些只是相对的概念，实在难有高下之分

10、《征服美洲》的笔记-第102页

             这里可能有必要谈一谈杀人祭祀型社会和纯屠杀社会，在16世纪，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可分别以
阿兹特克人和西班牙人为代表。
    ......
    屠杀揭示了这个社会组织的虚弱，揭示了保证族群凝聚力的道德准则被废弃...西班牙人的“荒蛮”
绝不是返祖或是动物属性，它完全是人类的，而且宣告了现代的来临。

    就好像我们形容强奸犯时常使用“兽性大发”这个词语，但实际上动物界却并没有这种行为一样，
强奸，亦或是其他暴行，更多时候除了是邪恶本性流露之外，更多是关于权力、征服等现代性心理的
体现。
    我本人很好奇的是，古代是否存在这种群体性屠杀或虐杀？如果有，是为什么？

11、《征服美洲》的笔记-第35页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却没有发现美洲人...我们看到，他不去理解别人，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
加于人；但他常用来比喻自己的字眼，也是他同时代人经常用的字眼是：异乡人；如果说那么多国家
都寻求称为这个异乡人的祖国，那是因为他不曾拥有过祖国

12、《征服美洲》的笔记-第45页

        阿兹特克人确信，所有关于未来的预言都会实现，他们只是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才与命运抗争，
在玛雅语中，“预言”与“法律”是同一个字。“没人能摆脱即将来临的事物”（杜兰）......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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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预知的，一切都已被遇见。于是，中美洲社会的关键字就是“秩序”。接47页由于这种强大的
一体化，人的一生远不是一个开放和未知的领地，不是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由打造的，而是一个已经
存在的秩序的结果（尽管改变命运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个人的未来是由集体的过去决定的，个人不
创造自己的未来，未来是被设定的，它取决于日历、预测和占卜
多么迷人的社会，人们仿佛活在一种永恒之中，

13、《征服美洲》的笔记-第29页

        ....或者，他认为印第安人完全属于人类，与他有同样的权利，因此他不但觉得他们与他平等，而
且与他完全一样，这种想法导致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们，要将他们完全同化。或者，他的出发
点是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很快被解释为高贵与低贱，他拒绝人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除非是他本身不
完美的形式。这两种态度的根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把自己的价值观等于普世价值观，都是把“
我”等同于宇宙，都是认为世界就是唯一。   
    感觉那时候很多文明都是如此，人们将自己不理解的语言或文化斥责为野蛮，而不是质疑多样性是
否存在。

14、《征服美洲》的笔记-第180页

        西方文明在其他文明当中，因其在人类沟通方面的优越性而取得了胜绩；此外，这种优越性的确
立有损于与世界的联系。拜托了殖民时期的我们模糊地感到重新恢复与世界联系的需要......20世纪60年
代的美国嬉皮士拒绝接受自己国家的理想，这个国家轰炸越南，他们师徒重新恢复善良的“野人”的
生活。这有点类似于塞普尔韦达描写的印第安人，他们希望用不着钱财，忘记书本和文字，对穿着毫
不在乎，不再使用机器，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但是，这些社团显然注定失败，因为它们将这些“未开
化的”特点加载了完全现代化的个人主义精神状态中。

15、《征服美洲》的笔记-第64页

        总之，战争只是实施交流原则的另一个场所，战时的交流原则与和平时期所遵循的原则毫无二致
，因此在战争中，人们面对选择所表现出的行为与和平时期也是相似的。至少在开始时，阿兹特克人
进行的是服从于传统和仪式的战争：时间、地点和方式都是事先决定的，这很和谐，但却不那么有效
发动战争并非为了掠夺，而是为了捕获俘虏进行祭祀，或者衡量双方实力，简介地成为解决争端的一
种方式。这样的战争观也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16、《征服美洲》的笔记-第178页

        最后，在认知方面，杜兰和萨拉贡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却宣告了文化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没
人能胜出，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别的声音降为简单的客体地位，人们从中得出更多的相对于别人的外在
性
......
既远又近，我希望他们成为我们对话的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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