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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内容概要

《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身体在人类精神和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深刻
原因，指出现代社会往往区别对待人和人的身体——后者通常被看成是某种被动的占有物，而不是一
个血肉之躯的特定根源。《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在法国出版后，受到了持续的关注：作者提出了一
种在学术界极具影响的观点：身体具有特殊的地位，是自我存在和自我表现的不可缺少的舞台，同时
还是个体的标志，形成了与外界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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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作者简介

大卫·勒布雷东（1953－），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教授，多种人类学
专业期刊的编委会成员，致力于人类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演化过程等课题的研究，拥有“当代社会
杰出的分析家，个体存在的细腻的发现者”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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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难以捉摸的身体
身体之惑
“你们为我们带来了身体”
身体的多义性
第二章 追溯现代身体观的源头：被解剖的人
个人的诞生
个人主义的上升
脸的发明
身体，个性化因素
民间身体
宇宙人类学
圣骨
被解剖的人
莱昂纳多·达·芬奇与维塞留斯
维塞留斯的《人体构造》
作为残余的身体
第三章 追寻身体现代观念之源：身体机械
伽利略革命
笛卡儿哲学中的身体
多余的身体
动物机器
机器模型化的身体
一种“政治解剖学”
机器抑或机体
第四章 医学与非常规医学：从一种身体观到多种人类观
身体的多元性，医学的多元性
残余人类学
內科学的特点
一门以人为本的医学?
身体观念的大杂烩
民间医学
从精神与身体医学专家到身体意义学家
从象征的效力到宽心药效果
其他医学，其他人类学
治疗师与现代性
一个失落的群体?
第五章 日常生活感觉
日常及知识
极端情形下的身体：转向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感觉流通
视觉称霸
噪音
气味
生活的味道
触觉
第六章 身体的例行抹去或身体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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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身体的例行抹去
多余的身体
从容出行
作为第二自我的身体
从不可捉摸的世界到可捉摸的身体
面对残疾身体的矛盾情绪
“发疯”的身体
第七章 无法容忍的衰老：走样的身体
不讨喜的身体
衰老
身体的表象
他人的目光
衰老的面孔
第八章 外表专制：作为第二自我的身体
外表专制
女性身体的落伍
男人身体的外观
第九章 令人费解：从医学图像到身体想象
被观察的身体
透明性的想象
外部的想象
心理表象：想象的目光
第十章 怀疑之路：科学技术多余的身体
怀疑之路
自我分裂：器官切除与移植
面部移植：面部重造?
被中止的死亡与可逆转的死亡
无性繁殖
临时子宫
胎儿与母亲的博弈
DNA崇拜：人作为纯信息
克隆及对自身的探索
人的赛博化
告别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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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章节摘录

　　病人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醉心练习瑜伽或佛教冥想，武术或中式及曰式按摩，同时又认为身体凝
聚着欲望与压抑之微妙且无意识的活动，因而连续几年坚持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　　深陷“自我恢复”泥潭之中，面对生命能量、格式塔治疗、原始尖叫治疗、再生期、气功、太
极等建立在不同理论基础之上的疗法或身体措施，病人往往犹豫不决。上述疗法充斥着当今治疗或象
征产业，彼此间差别迥异，甚至相互对立。但是，追求疗效的患者却可以同时采用上述几种方法。患
者即使采用某种方法治愈或缓解了病痛，也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以后就唯此独尊了。　　与人及其身体
相关的意义内涵变幻不定，相互交融渗透。各大东方哲学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瑜伽、萨满教、日本
佛教、针刺疗法、各类按摩、武术都化为寥寥几条思想精髓、几剂经典处方和几种基本手法，融人身
体技术中。它们仅占据一周中的几个小时，而非一种存在哲学。　　生物医学建立的身体模式并非一
统天下。如今，关于身体的知识，无论它来自东方、加利福尼亚或过去的某个时代，还是引领某些医
院的顶尖科技，均同时被认可；它们仿佛人们在进行个人治疗活动或在诊断治疗时信手拈来的休闲穿
着，搭配随意。各层身体知识交相融合，急于找到有效治疗方法的患者根据各自的病情需要，会毫不
犹豫地从一类治疗师或医生转身投向另一类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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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编辑推荐

　　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把握难以把握的身体和生命　　当代社会杰出的分析家，个体存在的细腻的
发现者　　大卫·勒布雷轰动性的话題之作开启隐藏身体秘密的月光宝盒　　“随着解剖学知识的发
展，身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环。科学与技术试图抹去身体，同时却又不断地仿效着它。在这一充满
矛盾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正逐步实现着其主宰世界的宏伟蓝图，挑战身体极限，对其进行重建并干涉
其运转程序。身体意味着短暂、死亡与衰老，当务之急是与身体开战以避免损失。或许会屡战屡败，
希望却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燃起。必须控制这令人难以捉摸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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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精彩短评

1、概论式
2、也许美中不足，但对我来讲是一本振聋发聩的书。了解西方个人主义，必须明白身体的诞生。
3、仔细看封面觉得好吓人==、翻译看着有点痛苦
4、身体必须是存在于感知的母体。
5、某些人名的翻译有些别扭 但对于身体的定位 我只看到了机器 没有看到现代性的改变
6、书的纸张感觉不是太好，其中有一张纸边缘还有黑黑的墨迹，不知怎么回事。
7、“心—身二元论”实为“人—身二元论”，这一本体论裂隙的经典表述是：人“拥有”身体。如
果说现代性对身体的洗劫、脔割、罢黜与诳骗早已臭名昭著，那么吊诡之处恰在勒布雷东的开宗明义
：身体之为身体，原本就是现代性以资建构个体身份的一项发明。译、校、编皆糙，但没有大碍。
8、关于身体的人类学描述，对于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
9、很喜欢，也对自己影响很大！
10、易读
11、这是比较通俗偏向哲学发展的学术书籍，阐述系统观点新颖，是本好书
12、学院派
13、希望对身体的认识有全面的了解
14、有点启发有点罗嗦有点零碎
15、20130226-0312.有很多启发，但观念上很多共通点，更让人欣喜。好读。前三章比后半好很多，后
面缺乏分析。王圆圆译得也还可以。
16、回答我们是如何与自己的身体分开的一本书。正好过两天会到一本维塞琉斯的人体解剖图册，配
合起来，估计更加精彩。
17、可能是法语翻译的原因，反正看着没啥感觉，哈哈
18、相关话题都蜻蜓点水涉及到了，更多是评论而非理论。一、没有又臭又长的句子，二、观点表达
的还算浅显直白以至于能看懂，基于以上，有理由怀疑作者并不是真正的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家！
19、封面原来是这个，才看出来。。。。象征，生命的厚度
20、落脚已故的历史，只能大面积地和医学死磕，对于clone对于cyborg这些需要在现代性和未来历史
无限展开的深度话题，染指不够
21、若想要做身体社会学，这本书值得一看
22、翻译真是⋯⋯⋯
23、简明读本，看个热闹。
24、开头和结尾不错，中间是跳着看
25、身心二元 身心合一 天人合一
26、一部身体的文化史！
27、大致梳理了身体作为人之存在根本到与人两分最终滑落至多余的机械的身体的历史发展，行文简
介视角多元
28、将人类身体发展史和现下出现对身体的异化和变化，简明扼要的阐释出来，值得一度，拓展思维
29、范用先生说过：凡是不整理索引的编辑都是犯罪！我敢打赌他没看过连参考书目都直接省略的编
辑⋯⋯
30、中规中矩的分析啦
31、看看目录，非常有兴趣读，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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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9



《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

章节试读

1、《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的笔记-第103页

        为了更好地了解疾病，医生将疾病去个性化。疾病不再被视为一个有时间地点的人的个人经历中
的历史遗留，而是被看作一种功能或一个器官无个性特征的一种缺陷。病变直接涉及的是人的机体，
而人只是被间接涉及。疾病是一名闯入者，由一系列机械因果关系所造成。医学忽略了主体，主体之
历史，社会环境，主体与个体户、焦虑和死亡的关系以及疾病的意义，研究化身为各种形态的“身体
机器”。结合这段理解梁漱溟的“中西结合”的观点，因为中医恰恰关注或者说过分关注整体，任何
病症都与整个主体有关，因而其内服药（中药）永远是那种需要时间才能发挥功效的。说起来是有那
么个理念在，但具体要如何施行结合中西呢？

2、《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的笔记-第102页

        分别代表一种对身体与疾病的理解方式。⋯⋯任何医学对另一医学都不具有限制约束力，任何医
学都只是经由治疗关系通向身体与疼痛的一条可能之路。

3、《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的笔记-第4页

        对环境的感知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在变幻无穷的人类学极限范围内，万物都在转变为一种社会
、文化组织体系。身体也无法逃脱这一定律。

4、《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的笔记-第8页

        （美拉尼西亚社会里）身体既非个体的载体，也非个体存在的客观证据⋯⋯“身体”不等于界限
，不是原子，而是象征性整体中的一种不可分离的元素。
（这一节后面，不是这一页，说）西方现代文明让其他文化中的人“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发现我应
当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为它提供衣食

5、《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的笔记-第3页

        身体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它是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人通过它获取人生的主旨要义并将其
传达给他人，为同一群体成员之间所共享的符号体系充当这一过程的媒介。
第4页：人通过自己的实体性，将世界转化为自身体验的衡量标尺。

6、《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的笔记-第108页

        身体降为客体之后，疾病直接发生在身体，与主体的关系是间接的，对主体而言，是种外来的打
扰。现代医学解决身体问题时，我们交给医生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但是主体在社会轨迹中遭遇的问题
无人可交付，只能留给自己。但这些问题最终只能依赖于身体问题的解决，所以留给自己的不是处理
，只能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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