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记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会记忆》

13位ISBN编号：9787301120262

10位ISBN编号：7301120265

出版时间：2007-5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哈拉尔德·韦尔策

页数：286

译者：季斌,王立君,白锡堃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社会记忆》

内容概要

人的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建筑、景色、声响、气味和触觉印象等等本身也承载着历史和回忆。回
忆是如何进行的，是如何传承的？在此过程中，日常的象征性和社会性实践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记忆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探索。本书是来自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和神
经心理学等学科的国际学者跨学科合作的成果，历史和回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本书研讨的核心，他们
提出了“社会记忆”这一概念，作为对文化记忆和沟通记忆的补充，集中研讨了无意图地传承历史的
形式和实践。
作者们初次尝试提供一种有关“社会记忆”的理论，为考察进行回忆和忘却的社会组织打开了一个崭
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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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哈拉尔德·韦尔策，德国汉诺威大学心理学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研究领域为记忆与传承研究、
政治心理学等。
论文作者包括：阿莱达·阿斯曼（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简·阿斯曼（德国海德堡大学）约翰·博兰（
美国班戈威尔士大学）马克·弗里曼（美国麻省伍斯特圣十字学院）安哥拉·开普勒（德国德累斯顿
技术大学）格特鲁德·科赫（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多力·劳布（美国耶鲁大学）汉斯·马尔科维奇（
比勒菲尔德大学）耶尔恩·吕森（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彼得·塞沙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萨姆·温伯格（美国华盛顿大学）詹姆斯·扬（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摩西·齐默尔曼（以色
列希伯来大学）古斯塔夫·亚霍达（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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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鸣谢
社会记忆（代序）
第一部分　历史与回忆
1　传统与对自我和文化的回忆
2　在历史与回忆之间
3　古代东方如何沟通历史和代表过去
4　回忆有多真实？
5　感情或效果：图片有哪些文字所没有的东西？
第二部分　建构过去
6　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
7　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
8　制造意义：世代之间的回忆是如何形成的？
9　历史与学校——论传授和学习历史过程中意图与偶然的关系
10　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回忆形式
第三部分　社会回忆与回忆集体
11　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
12　图像的延续：论心目中他人形象的连续性
13　北爱尔兰的墙上涂画、游行和日常文化
14　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的迫害神话
15　多产的过去：历史精神创伤的延续
作者简介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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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历史与回忆　　1　传统与对自我和文化的回忆　　马克·弗里曼　　若干年前我第
一次来柏林。由于它拥有的音乐、艺术、建筑和五彩缤纷的街头文化，当然还有它的历史，从抵达的
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它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城市。它有别于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一座城市。许多东西都
给我的那次访问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恰恰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有几件事儿却是我没有事先预料
到的。首先是表现在大众传媒和人们日常谈话中的一件事情，它让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对过去的罪
行进行没完没了的、痛苦的集体反思似的。我倒不是想说这是大家唯一谈论的事情，也不是想说大家
别无乐事可言等等。然而对于许多柏林人来说，这些话题是如此地存在于他们的理智和感情之中，实
际上甚至是“无所不在的”，这却实在令人——至少令我——感到惊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脑子
里简直油然就联系到了弗洛伊德。我当时觉得，仿佛整个柏林社会一直还在对过去的情况进行“检讨
”似的，而这当中有一种双重的治疗目的。弗洛伊德在《回忆、重复、检讨》这篇随笔中写道：“描
述性地说，这是为了填补回忆空白；而动态地说，这是为了克服抑制阻力。”　　至于说这个检讨过
程究竟有多么成功，人们倒是可以就此展开争论。迈克尔·盖耶和米丽娅姆·汉森就此指出：“在这
一时刻，回忆涌向外部。”不过我认为，还是把这种“迟到的胜利”说成是“由大众传媒促成的事件
”最为恰当，而从这些传媒的本意来看，它们是要让这种事件来代替了断过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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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记忆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探索。《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是来自历史学
、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等领域的国际学者跨学科合作的成果，历史和回忆之间的复杂关
系是《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研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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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章集子，再翻也还是没有看出大的价值来。多围绕纳粹相关问题展开，略有收获的三个议题是
：历史教学、家庭记忆的传承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记忆
2、内容佳，翻译极其流畅，赞！
3、一直在当当上买书，性价比高
4、古代东方如何沟通历史和代表过去
5、想收齐
6、对社会记忆的历史解读，很值得一读。
7、对我的论文极其重要的一篇文章终于有了中文版！翻译有小伤~不重
8、可塑性的记忆
9、相对来说，书本比较干净了。
10、是一部论文集。都还是有学术见地。
11、因为对社会记忆感兴趣，所以买了，是本论文集，还不错
12、偶然买到的书，回来一读发现很有用！MARK
13、记忆的绵延支撑着个人也构筑着社会
14、作为口述史研究很受用！译者水平也很高（可能是出版社起点的缘故）昨天我们谈《强制、资本
与欧洲国家》的翻译，一言难尽！这种翻译水平就是糟蹋了经典和学人的人格！
15、很一般。。。
16、不晦涩
17、也是一个集合的版本，内容上还算不错
18、我是在当当店庆的时候买的这本书，才6.6折，超级便宜和划算。怎么现在没有这种活动了呢，我
还想买呢
19、需要认真读一读。继续啃书。
20、老调重弹，论文质量参差不齐
21、阿斯曼一家的讲座没去听，遗憾
22、书不错，只是人大出版社贵了点。
23、欧洲前沿的应用历史学，我们还差得很远
24、可惜这些作者都不认识⋯
25、可耻地没读完，历史学科味道太浓看的我囧了个囧。还是马克一下。
26、历史是人群的记忆，通过记忆解读历史。
27、专业需要买的，内容很不错，很有启示
28、87.选读。
29、断断续续地看完，与其评价书不如评价这场1999年召开的研讨会。发表者或演讲者让我们看
到Halbwachs、Nora、Jan & Aleida Assmanns可以如何被批判反思。也能看到犹太与大屠杀当道下，家庭
与生活等维度的集体记忆如何成为讨论可能。按文索骥，短文背后是博论或专书，非常有帮助。
30、会议论文集。显得比较零散，除少数几篇有点意思之外，大部分都更像是散文，不太像学术论文
。
31、不好懂的一本书
32、是可读的
33、省去了我许多时间，方便，实用。
34、网罗多学科专家的文章，提出的问题颇有趣。全书侧重案例列举，期待更深入分析的读者可能会
有些许的失望。所列参考文献，如能找到，倒是不妨读读。
35、记忆确实不太可靠，人只想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东西，集体也是这样。
36、论文集，名家手笔。可作参考之用。有几篇写得非常之好！
37、都读了两遍了，还没有特别明白，看来读的不够细啊
38、如果对“记忆”感兴趣，一定要读读！
39、这套丛书编的很好，价格也不贵
40、什么是记忆，如何记忆，记忆作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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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估计原书是一本好书。但是翻译比较垃圾，这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此外，该书不是
普及读物，没有专业背景的，读起来有点困难。
42、作为读亚里士多德穿插的休闲读物。⋯⋯嗯，学术会议编的论文册子。选文参差不齐，领域杂多
，还有神经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 基本来讲，是对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的回应。总的见
解几乎没有超过哈布瓦赫。 另外最出色的是第三篇文章。翻译尚可。
43、99年会议15篇论文，学科背景丰富，思想资源单薄，理论乏善可陈，经验聊备一观。口述技术、
屠犹记忆、历史教育、记忆心理、认同政治等焦点分散。“记忆”生成机制和样态面尚可，“社会”
传播效果和权力面不足。2、13尤佳。4、8、11还行。译文小错不少，大致可读。
44、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这篇我觉得是极好的
45、对于想开阔思路迸发思考而非只想阅读各领域浅显综述的人，这本书很可能会让你失望。
46、历史学家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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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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