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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公共问题　　第一章　公共领域　　现代经常被用来跟罗马走向衰落的那些年进行比
较：人们认为道德腐化蚕食了罗马统治西方的力量，同样，现代西方称霸全球的力量也被道德腐化削
弱了。这种观念虽然极其愚蠢，但也有点道理。粗略地看，奥古斯都驾崩之后罗马社会的危机与当今
的生活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有关。　　由于奥古斯都时代已
然逝去，罗马人开始将他们的公共生活视为形式的义务。公共庆典、帝国主义的军事需要、和家人之
外的其他罗马人进行仪式性的交往，所有这些都成了义务；罗马人对这些义务的履行越来越被动，他
们遵从公共秩序的规则，但在这种遵从之中投入的激情日渐稀少。罗马人的公共生活远离了血腥，他
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追求一种新的信仰原则。这种私人的信仰很神秘，既逃离整个世界，也逃
离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公共秩序的各种礼节。当时这种信仰在近东地区有不同的派别，其中基督教
逐渐占据了主流；最终基督教不再是秘密流传的宗教信仰，它本身变成了新的公共秩序的原则。　　
如今，公共生活也变成了形式的义务。多数公民对国家事务漠然处之故不待言，而且他们的冷漠不仅
体现在对待政治事件上。在人们看来，对待陌生人的礼节以及和陌生人的仪式性交往，往好处说是形
式而乏味，往坏处说是虚情假意。陌生人本身是危险的人物，在大都会这种陌生人的世界中，很少人
会感到非常快乐。总的来说，非亲非故的人之间存在的纽带和法律关系可以被当成一种公共秩序，它
是人群的纽带，是“人民”的纽带，是政治的纽带，却并非家人和朋友的纽带。和罗马时代一样，今
天对公共秩序的参与通常被当作是随大流的事情，而这种公共生活开展的场所也跟罗马城一样，正处
于衰落的状态中。　　过去的罗马和现代社会的不同在于公共生活的替代品，在于私密性的含义。罗
马人私下追寻和公共秩序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原则，一种以对世界的宗教超越为基础的原则。而在私下
，我们追寻的不是一种原则，而是一种自省，反省我们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感觉中哪些才是真
的。我们试图生活在私人领域中，我们只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之
中就够了。　　现代心理学关于这种私人生活的观念并不清晰。今天很少人会认为他们的心理生活是
自发生成的，无关乎社会条件和外界环境。然而，在人们看来，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种内在的生活。
人们认为这种生活是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如果曝露给社会世界各种残酷的现实，它就会枯萎；而
只有被保护和隔离起来，它才会盛放。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
界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注自我，对我们来说，找到一种私人原则、向我们自己或
者其他人描述我们的人格是什么才变得极其困难。内中缘由是，心理越私人化，它受到的刺激便越少
，而我们就越难以感知到或者表达出感觉。　　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人私下追求东方的诸神，他脑海
中的这种追求和公共世界是分离的。通过让军令和社会风俗屈从于一种更高层次的、迥然相异的原则
，他最终将这些神明曝露给公共世界。而由于私人意义的现代界定，非个人体验和亲密体验的界限并
没有这么清晰。我们只有将社会转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系统，社会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也许
清楚一个政客的工作就是执行或者起草法律，但除非能从政治斗争中看出这个政客的人格魅力，否则
我们对他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兴趣。人们谈论一个竞选职位的政治领导人时，会看他的为人是否“可靠
”、是否“老成持重”，而非看他倡导的行动或纲领。这种无视诸多非个人的社会关系、过度关注个
人性格的看法就像一个过滤器，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它使发达工业国家中阶级的重要性变
得模糊；它促使我们认为社群是由一群彼此自我封闭的人构成的，导致我们低估了陌生人之间（特别
是城市的陌生人之间）的社群关系的价值。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形式制约了一些基本的人格优点–比
如尊重其他人的隐私–的发展，也阻碍了人们理解如下道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非常压
抑和紧张，所以只有当欲望、贪婪、妒嫉等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都被封锁起来之后，人们之间才可能有
文明相处的关系。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的进展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通过理解独一无
二的自我的内在运作方式，去除各种关于魔鬼和原罪的先验观念，人们也许能够从此不再害怕魔鬼和
原罪，人们也许能够得到解放，从而更加彻底、更加理性地参与到一种处在他们自己的欲望边界之外
的生活中去。人们大多空前地关注他们个人的往事经历和自身的情感，而这种关注被证明是一个圈套
，而不是一种解放。　　因为这种对生活的心理想象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我想用一个乍看之下似乎
不合适的名字来称呼它：这种想象是一种对亲密社会的憧憬。“亲密”意味着温暖、信任和敞开心扉
。但正因为我们变得在所有的经验中都期待这些好的心理感受，正因为如此之多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
都不能提供这些心理回报，外部的世界，也就是非个人的世界，似乎让我们大失所望，似乎变得无味
而空洞。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回到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所作的讨论。里斯曼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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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向的社会和他人导向的社会进行比较。在内在导向的社会中，人们的行动和承诺依据的是他们内
心的目标和情感；而在他人导向的社会中，这些行动和承诺的依据则是他人的感觉。里斯曼认为美国
社会，以及处于觉醒时期的西欧社会，正从内在导向社会向他人导向社会进行转变。这个次序应该颠
倒过来。西方社会目前有点像从他人导向社会向内在导向社会过渡–只是过于关注自我的人们说不清
内在意味着什么罢了。因而，公共生活和亲密生活之间出现了混淆，人们正在用个人感情的语言来理
解公共的事务，而公共的事务只有通过一些非个人意义的规则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　　表面上看，
这种混淆可能是美国社会特有的问题。美国社会加诸个人经历的价值似乎会导致它的国民用个人情感
来衡量一切社会生活。然而，虽则人们放大了个人情感，依赖它来理解世界的运作，但人们体验到的
并非强烈的个人主义，而是对这种个人情感的忧虑。这种忧虑来自资本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广泛变化。
而这些变化的边界并不局限于一国一地。　　这种对个人感觉的忧虑也可以被当成是罗马式“追求个
人价值”的延伸和世俗化。这种追求并非在社会真空中进行的；促使人们追求这种罗马式的自我实现
的，正是日常生活的各种条件。更进一步说，这种追求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要估量这些影响，
并非对这种追求的文学研究所能毕其功。　　要理解公共生活遭到的侵蚀，还需要某种常见的社会史
模式之外的研究。谈论在公共领域的表达，自然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人类在社会关系中能够有哪几
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当有人恭维一个陌生人时，他这种举动跟舞台上演员的表演一样吗？如果
缺乏一些关于表达是什么的理论，那就很难说公共生活中的表达都是空洞的。例如，对公共关系来说
得体的表达和对亲密关系来说得体的表达有什么区别吗？　　通过一个历史与理论之间的互动过程，
我试图创造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表达的理论。在本书中，为了构建一种社会中的表达是什么的理论，
我将一些公共行为、公共言论、公共服饰和公共信念中的变化拿来当证据。因为历史隐含着理论的线
索，我试图以所得的抽象洞察力为线索，用来向史料提出新问题。　　这种辩证的研究法意味着本书
的论点只有在全书即将结束时才完整。人们无法将“理论”一下子和盘托出，然后将它当作地图，用
来对历史进行按图索骥。然而，为了让这本书拥有一个清楚的开头，在本章中，我将会对公共问题在
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进行讨论，而在下一章，我将点明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表
达的理论的诸多要素。在本书接下来的篇章中，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将会次第登场。　　公共领域之
外的爱　　当代社会的公共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有些非个人的行为和事务并不激起人们的情感；有
些非个人的行为和事务，当人们误认为它们是个人的事情时，会激起人们的情感。由于公共问题存在
着这种双重性，它给私人生活带来一种麻烦。亲密情感的世界失去了所有的边界，再也没有一个人们
可以转而投身其中的公共世界将其包围。也就是说，丰富的公共生活遭到的侵蚀扭曲了那些人们真心
在乎的亲密关系。而过去四个世代以来，遭到最严重的扭曲的，正是最为亲密的个人体验：性爱。　
　四个世代以来，性爱被重新定义了，人们过去通过肉欲、如今则通过性[2]来定义性爱。维多利亚时
期的肉欲涉及到社会关系，性则涉及到个人的认同。肉欲意味着性表达通过各种行动–选择、压抑、
交往–得到揭示。性则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性爱的行为是一种被动
的后果，是双方有了亲密感情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　　19世纪的资产阶级提到肉欲时，几乎总是将
其视为洪水猛兽，因而他们对肉欲的表达非常隐晦。所有的性行动都被一种侵犯的感觉所笼罩–性行
动是男人对女人身体的侵犯，是两个恋人对社会规则的侵犯，而同性恋之间的性行动则是对更深层次
的道德伦理的侵犯。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害怕和讳言肉欲了，这是好事一桩。但是，过去
人们认为性爱是一种受到约束的行动，和别的社会行动一样，它有其规矩，有其约束条件，有一些必
要的、赋予这种行动以特殊意义的幻想；而现在，由于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已经染上了亲密观念的
色彩，这种看法已不再被人接受。性变成了自我的揭示。因而，一种新的奴役取代了旧的奴役。　　
我们的身份和感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性得到定义的。然而，作为一种表达的状态、而不是一种表达的
行动的性是混乱的。我们所有的经验必定跟性有某种关系，但性是自在的。我们发现它，揭示它，用
言语来描绘它，但我们并不掌握它。如果性能够被掌握，那就意味着它是机械性的、工具性的，是和
感情无关的–也即是将它和一些我们试图养成而不是顺从的情感一视同仁。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正
是如此看待性的，所以他们可以说从肉欲的生活中学习，只不过由于诸多限制性欲的条条框框，这种
学习来得太过艰难罢了。今天，我们不需要“从”性中学习，因为这意味着将性划离到自我之外。与
此相反，我们持续不懈地通过性器官追求我们自己。　　例如，来考虑一下19世纪“引诱”这个词和
现代“恋爱事件”这个词的不同含义。引诱是一个人的性欲望被另外一个人–不一定是男人–激起，
是对社会规则的侵犯。这种侵犯导致这个人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暂时出现了危机；通过负疚，这个人
的配偶、孩子和亲生父母被象征性地卷入到这种侵犯中去；而一旦这种侵犯被人揭露，他们将会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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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被卷进去。现代的“恋爱事件”这个词消除了所有这些危险，因为它断然否认性爱是一种社会行
动。如今，性爱是一种亲密情感的东西，它本质上处于人们生活中所有其它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之
外。以前的观点是，性事和为人父母之间有天然的关系，所以一个人–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若
和他人做爱，便会改变双方的孩子作为另外一个人的孩子的身份。但现在这么看已经不合逻辑了。现
在我们会说做爱是个人的事情，只跟个人有关，跟社会无关。在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人看来，婚姻也
是个人的事情，也与社会无关。“恋爱事件”这个空洞而含混的词汇恰恰意味着一种对性的贬低，我
们把它当成是一种可以通过言论公诸于众的事情。通过反抗性压抑，我们反抗了一种认为性具有社会
维度的观念。　　这种提倡性解放的努力既然给精神带来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还会致使自我陷入一种
不可化解的混乱呢？在一个以亲密情感为现实的万能标准的社会中，个人经验通过两种形式得到组织
，正是这两种形式导致了这种意外的恶果。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变得极其自恋，所有的人类
关系中无不渗透着自恋的因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否真诚和“坦率”地彼此对待成了亲密关
系中的交易的一个特殊标准。　　在一般人看来，自恋就是迷恋自己的美丽，但临床意义上的自恋与
此不同。临床意义上的自恋是一种性格疾病，它的界定更加严格。它是一种自我陶醉，使人无法理解
什么是自我和自我满足，什么不是。因而自恋就是不断追问“这个人、那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人
们总是不断地提出别人和外界的行动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所以很难清晰地理解其他人以及其他
人所做的事情。够奇怪的是，这种自我陶醉妨碍了各种自我的需要的满足，它致使人们在获得一个结
果或者与其他人接触时感觉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因而自恋具备了一种双重性：它既贪婪地陶醉
在自我需要中，又阻碍它们得到满足。　　自恋的性格症状如今是医生治疗的各种精神疾病最常见的
病因。歇斯底里症一度是弗洛伊德所处那个性压抑社会的主要疾病，但现在大体上消失了。这种性格
疾病与日俱增，是因为一种新的社会促使它的精神要素得到增长；也因为在这样的新社会中，处在个
人界限之外、处于公共领域之内的社会交往已不再有意义。为了避免弄错这种性格疾病得以广泛流行
的社会背景，我们得小心地界定它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病症。这种性格疾病并不必然导致精神错乱，受
到它影响的人也并不总是生活在一种迫切的危机状态中。承诺的退缩，对“我是谁”的不断追问，给
人们带来了痛苦，但并不造成已入膏肓的疾病。换言之，自恋并非一种可能会导致自身毁灭的病症。
　　在性的范畴之内，自恋致使性爱和任何个人的或者社会的承诺脱离关系。在人们看来，要得知自
己是谁，或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证明自己是谁，必须拥有“足够”的性经验；而对性爱做出
承诺，将会限制自己获得“足够的”经验的机会。在受到自恋影响的性关系中，双方相处的时间愈长
，从中获得的满足便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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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桑内特将社会理论和历史经验加入了引起争论的主题中：公共世界的平台已经被私人心灵场景侵
占了，造成了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桑内特的对现代工业社会中市民生活贫困根源的探询，开辟了一
个令人惊奇的戏院、政治、城邦生活和家庭功能改变之间的关系的独特视角。　　——卡尔·朔尔克
，普林斯顿大学　　令人惊奇地呈现着个人和公共表达风格的交替转换⋯⋯桑内特有时会立刻变身为
一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是精神分析法学说的学生、城市生活中的主持牧师。我从来没有读过一
本书像桑内特这本书这样，表达了如此多的现代经验。　　——罗伯特·莱卡赫曼，《星期六评论》
　　《公共人的衰落》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桑内特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我们身边上演。尽管他
探讨的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但阅读他的著作却是一个愉快的体验：流畅的文笔与深邃的思考合一，并
无一般学术著作的艰涩感。对于那个灰色的图景，他没有直接开出药方，但已经暗示我们：在人类文
明史上，城市通常总是积极的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马赛克式拼接的、孤独的个人或
小共同体组成的群岛式社会，而是一个所有个体积极参与的社会。　　——书评人维舟，《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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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所著，全书主要探讨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失衡以及
由此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桑内特对众多历史材料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完美地解答了诸多另人
困惑的问题：何以人们会把陌生人视为威胁？为什么时至今日，普通人参与公众生活的惟一方式和途
径就是保持沉默，充当听众？而这些反过来又给人们的精神性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桑内特的结论
是，孤独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后果，致令个人向私人生活靠拢，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公共人的衰落。该
书在海外声誉卓著，是历史社会学、社会生活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扛鼎之作。　　作为汉娜·阿伦特的
学生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好友，理查德·桑内特和他们两个人鼎足而立，分别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
理论的三种各不相同的学派。本书正是桑内特研究公共生活的扛鼎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本
书具体展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公共生活现状，从城市人口、建筑交通、户外空间、环境失衡等方面揭
示出人们的紧张和焦虑，由此证明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结果，而公共生
活的衰落，则是入侵公共领域的人格引起的。全书通篇对此观点作了细致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作者追
述了18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宫廷、布尔乔亚阶级、市民阶层的社会存在和交往进行了广
泛的涉猎：从文学、宗教、艺术到戏剧、音乐，再到服饰、话语、视觉、人格、角色。其中不乏对著
名作家巴尔扎克、狄德罗、卢梭等人的分析。最后还指出了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
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对于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国来说，这本经典的社会著作有助于我们理
解当今中国社会——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具
有很高的学术和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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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读完，做个标记。近期读完。
2、中医C913/19中医外借20120927
3、四星是给桑内特的，本来要五星的，扣一星因为翻译，这个译界毒瘤什么时候消失，我敲锣打鼓
庆祝
4、翻译水平可以再提高一点
5、和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齐名的桑内特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自由流动的各种符号进行的各种
精妙绝伦的历时性研究，渗透了巴尔扎克、狄德罗、卢梭著作的丰富引证，其非凡洞见实在令我等社
会学菜鸟叹为观止。
6、探讨了为什么今天领导人情感化的演技与bullshit能够遮掩他的劣行及无所作为 作为一部身体史著
作 可以和《身体形态》对照来读 前者揭示人们蜷缩到家庭之中的现实 后者却那样强调家庭的价值 
7、可信不可爱，难度太大
8、把这本书完完整整地看过以后，会有一段时间习惯性以桑内特的方式看人看事，这样不太好
9、既然桑内特看到了情感对公共领域的作用，但又没有区分情感，比如按照他的路径，人格的和非
人格的，那么情感也对应着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情感对公共领域不仅是导致其衰落（非自然的），也
有可能促进其形成，在绝境中。（自然的）
10、你上一次在公共场合跟陌生人说话是什么时候。
11、非常有意思，很系统。
12、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公共人衰落的原因，提出了颇多具有启发性的概念，是一本大作。
13、公共空间的非人格化特征；亲密和这个时代普遍的自恋型人格破坏了这种非人个性，进而导致公
共领域的衰弱。
14、书很不错
15、略有点难懂，从戏剧、文学等角度分析18世纪到现在西方城市中公共生活和其中人的变化。
16、还算不上读此书的最好时机，收获甚少。
17、读的好累
18、体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但有些例子还是略牵强，有还原论倾向，不过对文明的定义很有意思
19、这本书研究所研究的内容对于当今社会来说非常有意义 我知道这本书的缘由就是杂志《大众软件
》上关于“网络隐身族”的一篇文章中对于本书的引用 作者运用较多的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论述了
自18世纪以来至今由于人格侵入所造成的公共生活的衰落 让我们对于现代人冷漠状态的来由有了一定
的解答 本书引用资料庞杂 涉及音乐服饰戏剧等文化艺术领域以及一些历史事件和韦伯 佛洛依德的论
述和 “人间戏台”理论 所以要找出中心论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之前参照读一些哈贝马斯和汉娜
的著作可能会更好理解
20、开篇有些吸引人，之后就觉得作者过于罗嗦，或者说不够直接，不太喜欢行文风格。
21、被译毁了
22、和哈贝马斯一起看 很有趣
23、有些材料的处置恐怕有点随意了吧，但桑内特无疑是有洞见的，入得其内，出得其外
24、一位摄影老前辈推荐给别人看的书，看似和摄影没什么大的关系。
25、不错
26、胡乱吞枣看了一星期，太过晦涩，涉及的内容过多，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戏剧、城市
人口学、建筑设计。但查阅相关资料也总算多少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作为和哈贝马斯和汉娜·阿
伦特三足鼎立的公共生活讨论者，桑内特试图唤醒现代人的公共激情，重建公共社会。但我始终觉得
这个观点在全书中若隐若现，并未充分表达，可能本人水平有限。

27、标题有点吸引到我
28、读了太多坚硬的社会学，桑内特柔软得让我颇感为难。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本质上也只是一本他的
论文集，所以头绪很多主题也很多，两个主题之间的边走让我颇觉茫然。所以无论如何也把握不到衰
落作为一个过程（呃，我想到了赫伊津哈的那本书），而只能捕捉到一处处缺乏语境的社会史述写，
甚至去关注作者在文献引证上的一些近似率性的处理。不过至少就我能把握的部分而言，桑内特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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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还是深具洞见的，特别是在这样的时间点一手读着对韦伯和弗洛伊德的克里斯玛修正，一面看着一
位克里斯玛型人物何以用克里斯玛纾解危机。|||我不太相信李继宏的译笔，他敢于植入那么许多的中
国俗语，为啥非要把我们熟悉的法国总统德斯坦（d'Estaing）用（也许）原文的Giscard译成季斯卡...
29、学术论作，不敢兴趣的还是别看了，会精神崩溃的！！不过自己看着感觉不错。
30、书是好书，但翻译看的那个累···以后再不看社会学的译著了
31、看不懂的好书。。。不明觉厉。是不是我智商有问题
32、現在的公共空間不再是梵高畢加索的咖啡館，而成了愛德華·霍珀《夜遊人》。當然每個藝術家
都覺得自己身處在最糟糕的年代。桑內特解讀的也都是社會學上細枝末節的東西，無太多助益和全新
視角。大膽假設，公共人的衰落最大的原因就是國家政權的興盛。公共空間遭到破壞導致人們更加重
視共同體，共同體則催生出卡里斯馬（具有破壞性的集體人格）。
33、书写的有血有肉，挺有意思。但是搞不懂他凭啥和哈贝马斯、阿伦特齐名，凭他自己说？还有就
是，这种对所谓衰落的悲观论述，总有种拾人牙慧的感觉——已经被前人用多了，再用总感觉悲春伤
秋。
34、亲密性专制
35、对网络喷子的绝妙预言
36、豪普特在《纽约时报》撰文这样说道：总之买下这本书，认真拜读就对了。
37、内容很感兴趣，但是翻译让人不舒服。
38、三星半吧...觉得蜜汁啰嗦，感觉读个此书的书评就可以了，开头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那段还挺有
意思的，后面分析到演员和观众那里觉得论证不是很服人。
39、邹邹
40、主旨：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付生活体验的差异性，并且从这种差异性中吸取
养分。然而现代社会中人们过于追求亲密关系，导致了公共生活的衰落，而不再投身社会交往和政治
活动。
41、这本书 不知道为什么我都看不完,文字有点难懂,这当然是我修养太低的问题啦
42、不想读书不想读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3、@Destiny-你好忧愁  我明天要讲这本书，看晕了。什么公共领域的话语和服饰，私人领域的共同
情感表述。但是在公共领域则要发泄情感，私人领域则要克制情感。啊！！！！！！好担心。肿么办
？
44、只有强制性阻止你们的角色扮演了
45、一星行动
46、跳梁小丑李继宏。
47、伟大到可怕
48、很博学的著作，拍案叫绝。
49、这本我当心理学来读，尽管它的社会学价值或许更大些。。
50、2010-05-30
 有时候真是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果真是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owns its
disadvantages？ 如果说是轮回的话也不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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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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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公共人的衰落》的笔记-第370页

        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在其他小人物看来他是个英雄。他是一个明星；他被包装的光彩夺目，很少
抛头露面，对自己的情感从不遮遮掩掩，他统治着一个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不会有什么改变的领
域。

2、《公共人的衰落》的笔记-扉页

           
       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
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接触这些人，
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脑海里就算还
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
                                                    

                                                             —— 托克维尔

3、《公共人的衰落》的笔记-第331页

        描绘过去的方法之一是勾勒出某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兴盛和衰落的各个画面。这些画面自然会
产生一种后悔的感觉，而后悔是一种危险的感情。后悔虽然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的体会过去，让人能洞
察过去，但它也会使人屈从于现在，对现在的各种坏处照单全收。

4、《公共人的衰落》的笔记-第6页

        因而，公共生活和亲密生活之间出现了混淆，人们正在用个人感情的语言来理解公共事务，而公
共事务则只有通过一些非人格意义的规则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

5、《公共人的衰落》的笔记-第16页

            由于私家车的出现，空间和流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将空间视为流动的派生物。人们
开车并不是为了欣赏城市的风光，私家车不是一种用于旅游观光的交通工具——或者说，除了那些飙
车作乐的青少年司机，没有人开车是出于这个目的。私家车给人们以流动的自由，人们可以从甲地抵
达乙地，而不受地铁逢站必停的制约，不用改变流动的模式（比如说坐公交车、换乘地铁、搭乘自动
扶梯到人行道）。因而，城市的街道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功能——容许流动。如果城市通过诸如红绿
灯、单行道等手段给流动施加了太多的规约，开车的人会变得紧张或者愤怒。
    今天，就算要到一个从未涉足的乡下地方去，我们会对这种流动感到很自在；然而，流动同时也是
最让人焦虑的日常活动。焦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将不受限制的个人流动当作是一项绝对权利。
私家车自然是享受这种权利的工具，这给公共空间，尤其是城市街道的空间造成了影响，使得这一空
间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变得令人发狂，除非它能够允许人们在其中自由流动。现代流动的技术以一种
消除地理条件限制的欲望改变了街道的性质。
    德芳斯和利弗大厦的设计理念和交通技术正是这样接合在一起的。在这两个地方，公共空间变成了
流动的通道，从而失去了它本身原来固有的任何意义。
    到目前为止，“隔离”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居住在城市高密度建筑中的居民或者工人察觉
不到这座建筑及其所处的环境有什么关系。第二层意思是，由于人们能够为了流动的自由而将自己隔
离在一辆私家车中，在他们看来，周边的环境除了能够让他们到达流动的终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意
义。但公共空间的社会隔离，也即由于个人暴露在他人眼光之下而导致的隔离，却具有第三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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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含义远比上面两种糟糕得多。

6、《公共人的衰落》的笔记-第4页

          和罗马时代一样，今天对公共秩序的参与通常被当作是随大流的事情，而这种公共生活开展的场
所也跟罗马城一样，正处在衰落的状态中。
　   过去的罗马和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生活的替代品，在于私密性的含义。罗马人私下追寻
和公共秩序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以对世界的宗教超越为基础。而我们在私下追寻的不是
一种原则，而是一种自省，反省我们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感觉中哪些才是真的。我们试图生活
在私人领域中，我们只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之中就够了。
　   现代心理学关于这种私人生活的观念并不清晰。今天很少人会认为他们的心理生活是自发生成的
，无关乎社会条件和外界环境。然而，在人们看来，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种内在的生活。人们认为这
种生活是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花朵，如果曝露给社会世界各种残酷的现实，它就会枯萎；只有被保
护和隔离起来，它才会盛放。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
，而不是手段。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注自我，对我们来说，找到一种私人原则、向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
描述我们的人格是什么才变得极其困难。内中缘由是，心理越私人化，它受到的刺激便越少，而我们
就越难以感知到或者表达出感觉。

7、《公共人的衰落》的笔记-第373页

        现代共同体似乎是想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死寂世界中找到兄弟情谊的体验，但实际上它往往是一种
煮豆燃豆箕的体验。此外，如果人们过于沉浸在共同体内部面对面的亲密关系中，那么他们就不会愿
意去体验那些可能在较为陌生的地方发生的挫折。一个人只有碰到挫折，才会明白他自己信念的不确
定性——而这是每个文明人都必须明白的道理。

在这些角色中，人们在试图向对方坦胸露怀的同时，也试图控制对方。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的后果是，
人民追求地域共同体生活本来是为了在炎凉世态中得到友爱，但这种生活往往会让他们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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