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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神圣性》

前言

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15篇文章，是我这几年学习人类学的一些习作。既然是习作，写作之初便也没有
考虑什么体系问题，不过结集出版的时候，居然发现自己这几年关注的问题也还是有连贯性的，这让
我倍感意外和欣慰。当然，将这些已经不再听命于我的文字强行区分成历史和神圣性两个主题，多少
有些牵强和一厢情愿。对历史的关注大概是今天任何一个严肃的人类学从业者不能免的。张光直前辈
曾力言中国的史学将成为西方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源泉，这令中国学者兴奋不已，但怎样将
“历史”的概念经过批判引入社会科学，至今恐怕仍然不甚明朗。汪荣祖所强调的史料与史学之分，
柳诒徵对国史背后的书法的细致分析，至今还没有在社会科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作
为今日之人类学的重要理论发源地的历史哲学已经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了，20世纪初一直持续到今天
的德国哲学与中国经史学的相互发明并没有给予社会科学太多的启发。我无法断定是历史哲学本身出
了问题，还是政治之于学术的压力让我们望风止步。在第一编关于历史人类学的习作中，我总是希望
能够穿透史料的屏障，去看看历史的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言说的东西。为此，这几年我尝试着涉猎了
思想史、学术史、宗教史、制度史等多个领域，但结果却是带给自己更多庞大得无法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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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神圣性》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作者试图通过这些看似无关的论文，将历史的概念批判的引入社会科学，以引起
社会科学界对史学的重视。全书共收录15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历史，下编为神圣性，这样
的区分恰恰与书名相契合，也直接表达了此书的主旨。在历史人类学的习作中，作者希望能够穿透史
料的屏障，去看透历史背后不可言说的东西；同时在历史与神圣性两个距离遥远的概念之间建立某些
联系，并且依此路径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恢复中国史学体验神圣性的能力。关于神圣性，作者将其应用
于人类学研究，对是不是要认真面对神圣性问题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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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亚辉，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后，春希文化研究院执
行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出版专著《水德配天》、译著《社会与文化人类
学的关键概念》（合译），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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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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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礼法之辨
2.2 周文疲弊与皇权的绝对化
2.3 以法容礼的中国社会
03.田野工作中的口述史困境
3.1 口述历史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学的垃圾?
3.2 两种真实性
04.作为水利社会的传统中国——读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4.1 基本经济区概念的解析
4.2 治水的起源
4.3 基本经济区的移动
4.4 结语
05.亚美文化关联与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潜力
06.法律长出牙齿会咬人——读《原始人的法》
6.1 渔猎社会的低级形态
6.2 渔猎社会的高级形态
6.3 农业部落的法律
07.等级人与平等人——读《论个体主义》
下编 神圣性
08.神的身体、松果体与神圣性
8.1 柳春英的四个身体
8.2 地脉今昔
8.3 德行与身体
8.4 结论
09.人类学研究中的经学：几种路径的探讨
10.经学与西学——读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10.1 经学史简述
10.2 从《易经》到西学
10.3 结语
11.文化、夷夏之辨与史学的道统——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11.1 问题的提出
11.2 自我的形构：从上古到汉末
11.3 西来之法
11.4 汉以后诸族之文化
11.5 文教昌明
11.6 结语：道统与史学互为表里
12.挖掘与解释——读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13.作为他者的乐户
13.1 戏剧、傀儡与自律道德——一段与《乐户》无关的讨论
14.作为道德的历史与表征价值的宗教
14.1 不同的历史表述不同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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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神圣性》

14.2 我的看法
15.一个无父无母的世界?
15.1 Yap人的案例对亲属制度研究的挑战
15.2 亲属关系的三个公理及其问题
出版后记

Page 6



《历史与神圣性》

章节摘录

我在山西晋祠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这样一次争论：两个老汉争论，中国共产党到底算不算是
“朝廷”，一个说既然已经成为国家事实上的领导者，自然应该算作朝廷的；而另一个则认为，毛泽
东时代应该算是的，甚至邓小平时代也是的，但之后就不再是了，原因在于，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都
没有“出像”。所谓“出像”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最高领导人的塑像或者照片。这个简单的争论发
生在一个不足600人的小村子里，后来也没有引向什么重大的“历史问题”。但这个多少有些没头没脑
的对话至少表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即便是生活在“乡土中国”的地道农民，其实也在持续地想象着
国家，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网络当中。第二，至于什么才能被当地人认
可是朝廷——也就是传统意义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元首个人是不是具备了类似“皇帝”的
地位——“出像”正是一个获得这一地位的现代象征。从山西回到北京，王铭铭教授在课上非常强调
“礼”和“礼治”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专门用两个小时讨论了费孝通的“礼治秩序”和钱
穆的“礼与法”就在课堂上，我突然想到上面这段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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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神圣性》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宁愿相信，任何基于“世俗人”的理论都应该被看作是对神圣性问题的存而不论——“子不语
”是一种很微妙的形态，而彻底的世俗人就像彻底的理性人一样，都是一种无法找到客观对象的意识
形态。　　——张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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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神圣性》

编辑推荐

《历史与神圣性:历史人类学散论集》：我宁愿相信，任何基于“世俗人”的理论都应该被看作是对神
圣性问题的存而不论——“子不语”是一种很微妙的形态，而彻底的世俗人就像彻底的理性人一样，
都是一种无法找到客观对象的意识形态。——张亚辉

Page 9



《历史与神圣性》

精彩短评

1、：开始读读，静静心，不能过于陷入日常生活的纷繁芜杂中去：
2、很不错的一本书，是我研究的内容车vdf
3、读里面的某段文字还是会笑出来，因为很生动。但是真的需要一些读书的功底，才看的懂，求功
力额~~
4、要是对历史与宗教感兴趣的话，值得一读。
5、找亚辉兄送一本
6、挺能掰的
7、都很短的散论，正在读，没有上课精彩
后半部分读得很潦草，但是最后一篇很好看
8、文笔还行，仅此而已⋯⋯⋯⋯
9、克罗米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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