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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内容概要

16世纪的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盛行着一种奇特的夜间活动，出生时有胎膜的农民在一年中的某些夜晚陷
入沉睡，而灵魂则离开躯体去参加在田野上与巫师们的“战斗”。这一古老的祈求丰收仪式引起了天
主教会的注意，一系列的调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展开，宗教裁判所竭力想把夜半外出的“本南丹
蒂”纳入异端的巫术活动，他们的介入最终导致了这些传统信仰的消亡。
卡洛·金斯伯格从天主教会的档案中整理并研究了弗留利地区一系列宗教审判案例的细节，不仅生动
描述了这些“本南丹蒂”如何在教会的一步步压力之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混淆，进而把自己归为巫
师的过程，而且高超地复原了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态，使得本书成为大众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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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作者简介

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微观史学”的先驱。1939年生，1961年获
得比萨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在博洛尼亚大学等多所意大利大学任教，1988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分校教授，研究领域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与欧洲近代早期史。主要代表作品为：《奶酪与蛆虫—
—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年)、《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196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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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书籍目录

前言
英文版序言
意大利文版序言
第一章 夜间的战斗
第二章 亡灵的游行
第三章 调查官与巫师之间的本南丹蒂
第四章 参加半夜拜鬼仪式的本南丹蒂
附录
译名对照表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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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章节摘录

书摘但莫杜克仍坚持他的立场：“我是说每个生下来有胎膜的人都得去。”调查官坚持认为自己知道
进入这个“职业”领域的真实情况，但莫杜克所说的话又让他难以置信；莫杜克简单地回答道：“灵
魂离开身体、四处游荡，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个本南丹蒂的回答必定在费里切修士的头脑中
引起了极大的怀疑，他问道：“是谁召唤你的呢?上帝、天使、一个什么人还是一个恶魔?”“他与常
人无异，”莫杜克告诉他说，“他只是职位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罢了，他敲着鼓，召唤我们。”在回答
另一个问题时，他补充说：“我们是一个大集体，通常我们有五千人或者更多⋯⋯有些人是一个村子
来的，互相认识，另外的人则不认识。”调查官并不罢休：“谁把他置于你们之上?”“我不知道，”
莫杜克说，“但我们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因为我们为基督信仰而战。”至于队长，“他是本南丹蒂
团的首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当到四十岁；⋯⋯他从科隆来，二十八岁，身材高大，红胡子，白皮
肤，有妻室，有贵族血统”；他的徽章是白色的，“他握着横木垂到头顶的旗子是黑色的”，他又补
充道：“我们的标准标杆上挂的是白色丝质、烫金、绣有狮子的旗子”，而“巫师的旗子则是红色丝
质、烫金的，绣着四个恶魔”；他们的队长是个长着黑胡子、又高又大的德国人。他们在各地作战，
像阿扎诺境内，像库尼亚诺附近，有时“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或在科吉尼斯附近的某块地里”。    但
调查官仍要求知道更多，最首要的，是其他本南丹蒂的名字。莫杜克拒绝了，理由是“我将受到整个
团的报复”。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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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卡洛·金斯伯格是一位具有高度技巧、极富想象力的史家，在这部早期作品中他作出了对探索
大众意识的史家来说极具蛊惑和刺激的研究。”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一本代表性的著作，
以分散而细碎的原始资料重构、扩建起一个读者可以进入的广大世界。”    ——安东尼-帕格顿，《伦
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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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精彩短评

1、只有故事没有论述。当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了解作者的论辩对象，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想证明什
么。强烈期待《奶酪与蛆虫》的中译本。
2、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完全不能从广大的看似被蛊惑得很厉害的群众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些
夜间的战斗给他们的心里满足和朴实寄托。“理性主义”盛行前人们不能相信“灵魂”出窍，当事实
上没有丰收时，他们又能以“夜间战斗”的失败来象征。这其中模糊的因果关系，看来不用灵魂出窍
一般的神秘手段就无法自圆其说。
3、抵挡不住诱惑差不多一口气看完的。看完之后很想感叹一句，微观史什么的很有爱...其想象力以及
这种想象力的生命力把我华丽到了。隐伏于显性史料之下的断裂、模糊、逻辑不连贯、被抑制的声音
的上述特性本身就是重要史料，给出了想象、寻找、体会、理解原本那条生活轨迹的内在动力。
4、在民间与教会之间的农民不同的心理状态。
5、很有意思
6、订购后到达的时间很快，而且服务态度也很好！关键书的质量和内容都让我满意，因为金兹伯格
是我喜欢的史学家之一！
7、好玩而诡异的故事，不过没有看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去找点相关论文看看了
8、书还是要读两遍才能比较消化
9、奶酪与虫子的译本什么时候才会有。。。。
10、反正不如《蒙塔尤》和《不轨之举》。感觉像小时候看俄国小说，人名、地名犹如肥腴的奶酪，
当中夹杂的事件叙述犹如半生的蛆虫——话说我们等了快十年依然看不到《奶酪与蛆虫》中译！任何
人要质疑翻译质量，请细考译者后记
11、非常喜欢~~~~~~~~~~~
12、精英文化同化大众文化
13、16世纪的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盛行着一种奇特的夜间活动，出生时有胎膜的农民在一年中的某些夜
晚陷入沉睡，而灵魂则离开躯体去参加在田野上与巫师们的“战斗”。这一古老的祈求丰收仪式引起
了天主教会的注意，一系列的调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展开，宗教裁判所竭力想把夜半外出的“本
南丹蒂”纳入异端的巫术活动，他们的介入最终导致了这些传统信仰的消亡。卡洛&#183;金斯伯格从
天主教会的档案中整理并研究了弗留利地区一系列宗教审判案例的细节，不仅生动描述了这些“本南
丹蒂”如何在教会的一步步压力之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混淆，进而把自己归为巫师的过程，而且高
超地复原了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态，使得本书成为大众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14、所有的尾注都变成了脚注，堆积在每一页的下方，甚至有好几页只有四五行正文，底下全是注，
看得我全身难过⋯⋯
15、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记录真是一笔无价的财富；这本书是从历史性的眼光出发，研究了本南
丹蒂作为一种民间传统祈求丰收的活动，在教会的压力下自我混淆、异化为巫术的过程；没想到狼人
起初也是为了保佑丰产而战斗的善良力量，好奇妙
16、如果喜欢看稀奇又学术的话，我想金斯伯格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在掌握和梳理
资料方面我觉得还行。
17、翻了一半还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讲的也不好。
18、说实话 虽然我看完了 但是真的木有看懂啊！！
19、此乃微观史学，非后现代史学，如同《蒙塔尤》一般被人误认。
20、还未读完，不过看了两章后觉得此书是以相信大多数裁判所所审的案例的真实性的前提下写成的
，不过关于本南丹蒂的信仰的起源等说法还是值得参考的
21、基督信仰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这背后也蕴含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博弈，古今中外莫
不如此。
22、《奶酪与蛆虫》何时出中译本，是已经在计划中了还是尚未启动？就本书来看，金斯伯格讲故事
的水平比我想象得要一般很多，在处理丰富而冗长的史料时往往给人重堆砌轻论述的感觉。响应文化
转向的微观史研究，意大利学者是主要的战斗力，他们的工作是试图以小见大地提供历史因果的解释
。本书着力论述宗改时期民间与官方信仰间的落差与变形，本南丹蒂们最初强调自己虽然使用异术，
却基于一种善意的丰产渴望，然而群体身份在调查官的诱导和暗示下逐渐发生改变，本南丹蒂成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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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坏巫师差别不大的异端。本书暗示了宗改时期，鼓励自主信仰并非完全只有积极意义，改革同样触发
了精神漂泊感。从民间信仰被消解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官方对底层人群身心需求的忽视，无论是官方
的傲慢还是民间的妥协，都可以看到人们对现实中政治经济失败的焦虑与无力。
23、一个特定地域小范围人群的集体癔症。
24、一本很有意思的微观史学方面的研究著作，看不出史料运用的痕迹，但整个故事都建构在史料基
础上，对当时人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勾勒得很生动，不是晦涩的历史著作。
25、信仰的建立、面貌变化及至最终崩溃   都由一个个案例表现出来了   很不容易的耙梳、构建工作   
但阅读体验没有想象的好
26、其实看着真的挺无聊的。。。
27、丰富多样民间信仰在制度性宗教的整编下变成善恶二元论的过程。关于宗教需求和社区关系的话
题其实还可以做更多分析。受制于材料，只能从问与答双方找本南丹蒂演变成“巫师”的原因。对于
中国读者而言，很多背景性的知识还是很模糊。
28、语言有些艰涩，有些乱，感觉还不如最后附录的案件卷宗有价值，相比之下还是《金枝》最权威
，可惜没读完⋯⋯
29、不怎么好看~
30、对研究中世纪欧洲社会史很有帮助。很好看，内容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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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精彩书评

1、Carlo Ginzburg的这本早期的著作，在史学理论、观念、材料和实践上都是史无前例地创新，可读
性也非常高。民俗传统的演变、流传和宗教裁判所的宗教理想、预期之间的鸿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理解16、17世纪世俗社会和宗教政治权力斗争的大门。宗教调查官们费尽心机暗示、引导当地人对“
本南丹蒂”的夜间农业祭拜仪式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并沿着他们所预设好的“半夜拜鬼仪式”的暴
力活动解释自己的民俗行为。这种宗教裁判所的劝诱使得当地人从对“半夜拜鬼仪式”一无所知到后
来逐渐地把自己的民俗行为自觉地向凶暴的“拜鬼仪式”靠拢，把“本南丹蒂”等同于向魔鬼卖身的
“巫师”。“理性主义”盛行前人们难以理解“灵魂”出窍、四处游荡。Ginzburg的著作在说明“本
南丹蒂”向“巫师”转变的过程中，还向读者解释了有关灵魂出游的民俗和宗教的说法。此书在一定
程度上与孔飞力“叫魂”的叫魂有类似之处。双方都涉及民间的民俗信仰、官方的忌讳和恐惧。但从
行文来讲，孔飞力的书远比Ginzburg这本著作精致、有深度、翻译水平也更好。《夜间的战斗》把注
意力过多地放在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官们所作的笔录以及暗示性的提问上。而调查官们本身的背景和他
们所代表的权力层次，至少在我看来，不是那么清晰明了。上层的宗教人士和基层宗教人士对于这些
事件的看法，代表着不同权力对地方“异端”的态度，可能值得深究。就像孔飞力的著作中，皇帝代
表的权力与地方官员对“叫魂”习俗的容忍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
2、以微观史方法闻名的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格，在其1976年的成名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
主的精神世界》的十年前，还有一本为当今史坛所不可忽视的著作，即这本《夜间的战斗：16、17世
纪的巫术与农业崇拜》。我要说的《夜间的战斗》这本书，是微观史学方法的最初尝试。但是，金兹
伯格写作《夜间》的时代，是欧洲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方兴未艾的时代；同样利用法庭审讯档案的学者
并不止金兹伯格一人，但后来的史学发展可以反过来证明，金兹伯格处理史料的方法是有道理的。从
《夜间》，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微观史学方法最初的相貌，而且可以了解凯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等等里程碑之前，比较重要的巫术研究成果是什么；这从而
进一步有助于我们去从整体上理解“新文化史”的背景。在第一章“夜间的战斗”中，作者以1580年
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的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的案件为全书的开始。这个卷宗的原文我们还能在该书的“
附录”部分看到。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将自己辨识为“本南丹蒂”（benandanti）；而“本南丹蒂”在
调查官和法官那里当时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知识阶层从这两位“本南丹蒂”的口中得知了一种前
者无法理解的民间信仰：本南丹蒂是出生时带有胎膜的人，他们在中年得到其他人的指引而获知自己
的特殊身份。在一年中的几个特殊的晚上，他们的灵魂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离开躯体，骑着公鸡、山羊
等等动物前往一块平地或田野。在那里，同去的本南丹蒂会遇到另一队人，后者即是前者所指责的“
巫师”。本南丹蒂与巫师各自有首领，各自有旗帜；其中本南丹蒂持茴香束，巫师持高粱杆，双方将
进行一场打斗。如果本南丹蒂获胜，该年将会是丰年，否则将遭到歉收的厄运。聚会结束，本南丹蒂
的灵魂要回到躯体。但如果这时躯体有人拿着灯在看，或者被翻了个身，或者被认为死亡而被埋了起
来，灵魂就回不去了。金兹伯格援引了其他学者对此类“巫术”活动的研究，指出上述情景可能只是
一种药物所致的幻觉，或干脆是癫痫症病人的感受。那么夜间的战斗是否真的存在呢？那么这是否是
一种关于农业丰产的仪式呢？作者提到，同时期意大利的教会（官方）同样在田地里实行祝福丰收的
宗教仪式，但显然，官方并不能理解除了基督教的祈祷之外的，这些农民的奇怪的脑子里的掺杂着这
么多神秘因素的民间仪式。所以知识阶层必然是一概否认民间丰产仪式的真实存在。金兹伯格还提到
了1692年德国的一起狼人案。一些农民自认为有着狼人的特殊身份，他们也会在夜间出动，他们到地
狱里与巫师和魔鬼作战。如果他们能从后者手中抢回谷物的种子，那么这一年他们就能获得丰收。这
是一个类比。但金兹伯格在类似的类比中重复强调，类比并不能说明两地的信仰有真实的联系，他不
希望给这种“相似性”给出过多的归纳性解释，不愿意得出一个概略性的趋势一般的结论。第二章“
亡灵的游行”。1581－1582年的拉罗莎案中，拉罗莎为了收取报酬而声称自己可以见到死去的人们的
灵魂，见到他们在做什么，需要在世的亲人做些什么。1582－1583年的阿奎利娜案中，女嫌疑人则被
指控可以辨认受到巫术伤害的人，并有能力祛除这些邪恶的魔法。实际上，同时代的知识阶层已经有
一种灵魂出窍的概念，他们也能够记述在民间确实存在“狂暴人群”（“疯狂人群”）的夜间之旅，
而且教会也有祛除巫术的职能。然而，与农民的口供比较，知识阶层的印象实在无法作为让我们更好
地理解民间信仰的参照。但作者注意到，这里灵魂的夜间出游，以及与巫师的分别和对立，都与第一
章所提到的本南丹蒂信仰有关；作者还举了其他一些细节上的相似点，从而认为亡灵相关的信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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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战斗》

种“坚定而一致的信仰核心”，这些核心正是本南丹蒂信仰中本南丹蒂的不可或缺的特征。金兹伯格
同时注意到某些“狂暴人群”的案例还和丰产仪式有关。从而，一种比本南丹蒂更为广泛的民间信仰
的影子显现出来了，这种民间信仰有着稳固的结构与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在个体的精神领域中一直在
延续，而且数量丰富的“梦幻”场景还表现出某些一致性。这种信仰与社会习俗的力量、社会生活的
希望与需要发生关系（如人们愿意见到死去的亲人，对某些疾病的束手无策，社区中的人际关系或利
益冲突等等）。与本南丹蒂相对立的巫师，在亡灵信仰中是带来厄运亡灵，又被称为“马兰丹蒂”。
而且，一些农民相信，出生时有胎膜的人具备看到亡灵的能力——这是另一处联系。第三章“调查官
与巫师之间的本南丹蒂”。作者发现，除了一开始提到的加斯帕鲁托与莫杜克案之外，其他牵涉到本
南丹蒂的案子很少能结案的，或者审讯和调查过程非常拖沓。这可能与当时本南丹蒂身份的模糊性有
关，而17世纪以前，知识阶层还没有找到办法来辨别一种明确的本南丹蒂身份。但是在众多案件中，
法官对供词引导的重点（也就是法官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农民口供中的“丰产仪式”，而在于本南
丹蒂“治疗中邪者”的本领。本南丹蒂既然要能治疗中邪者，那么他们首先要能辨别出谁是中邪者，
谁是巫师。这一点和巫术搭上了边，所以说，“治疗中邪者”本领重要性的兴起，是与知识阶层贬抑
巫术这一先入为主的信念有关的。既然巫术是一种异端，法官们又想在宗教裁判所的领域（而非世俗
法庭的领域）内治本南丹蒂的罪，那么他们就倾向于引导出以巫术、邪恶和恶魔为中心的口供。这同
样是上层信仰与下层信仰之间的鸿沟，如果上层坚定地认为丰产仪式是一种幻想，一种癫痫的症状，
那么丰产仪式便可能成为“巫师们”规避异端行径的借口。1622年的一个案子中，本南丹蒂正在法官
的引导下逐渐自我厘清身份。他们辨识巫师的能力受到重点关注；他们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强调自
己与巫师的对立，而在法庭上指控同一社区的某些邻人为巫师。法官调查后认为这种指控是一种诬告
，会带来地区的动荡。而从社区其他居民看来，胡乱指控邻人为巫师的本南丹蒂显然是道德败坏的“
恶棍”。可见，知识阶层的诱导导致本南丹蒂必须抛弃自己模棱两可的地位，而奔向一种二选一式的
简化了的诉求：要么做一个“恶棍”，要么做一个巫师。而在教会法范围内，宗教裁判所对“恶棍”
无法实施判罚。最后一章“参加半夜拜鬼仪式的本南丹蒂”。本南丹蒂正在迈入深渊。在17世纪前半
期，他们不论是在法官眼里还是在邻人眼里都是与巫师紧密相关的人，而法官在这个时期成功地使得
本南丹蒂自己承认是巫师。当然一开始本南丹蒂还在这种矛盾中挣扎。1618年的玛丽亚·潘伯娜案中
，潘伯娜尽管承认她与其他人一起参加了一个敬拜魔鬼的聚会，但她反复强调，因为她是一个信仰上
帝和圣母玛利亚的本南丹蒂，所以她决不参加她身旁巫师的凶暴行为。她在夜间的聚会中是那么地鹤
立鸡群，当然这种供词在法官的眼里便是那么地幼稚而狡辩。1627年，乔瓦尼·西翁供认说自己以本
南丹蒂的身份参加了巫师的凶暴聚会，他一开始强调自己忠于上帝。裁判所用了刑罚。西翁不得不推
翻自己先前的供词，承认自己和聚会中的魔鬼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可是，正在这个关头，上级的
宗教机构却开始丧失了对此类巫师案件的兴趣。西翁案于是不了了之。1649年，“犯罪事实清楚”的
本南丹蒂，米凯莱·佐佩，在受审之前已经收到了社区居民的太多指控。对他的指控主要在于两点：
一，佐佩声称能治疗中邪者和驱除巫术，但他收了别人的钱却很少成功过（看来很不走运，诈骗技术
也不高明）；二，他在驱邪过程中指控“无辜的人”为巫师，引起了社区的不安宁。可见，佐佩在被
捕之前已经是一个品质败坏的“恶棍”了。同样地，佐佩的供词经历了从自相矛盾到完全承认自己的
巫术与异端罪行的转变；也是同样地，在他完全摸清官老爷们想要什么样的供词的时候，知识阶层发
生了奇妙的变化。首先是世俗法庭希望可以收回对这类嫌疑人的审判权，其次则是受过教育的人们对
巫术和巫师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这便是17世纪中叶社会史上十分明显的“巫术的衰落”现象。知识
精英不再认为巫术和巫师有什么实际的威胁——后者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疾病或歇斯底里的幻想罢了（
一种较普遍的看法）。金兹伯格对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们〔本南丹蒂〕变成巫师是如此之
晚，以至于还没有收到迫害就在法官的视野中消失了。”（第214页）得到“祛魅”的“夜间战斗”是
如何的呢？1666年，在一位名叫安吉奥拉八岁女孩回忆中，“战斗”只不过是一场淫乱放纵的、有伤
风化的聚会罢了。当然这个个案不能说明夜间聚会的一般面貌。但金兹伯格仍然总结说，肉体的欢娱
需要、社区的矛盾、家庭的矛盾一起促成了本南丹蒂这一原始农业信仰与巫术的结合，而且，本南丹
蒂信仰在知识阶层面前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巫术信仰最后忠于凌驾于农业崇拜之上在意大利弗留利地
区扎了根。以上便是1966年金兹伯格的梳理与分析。1978年，彼得·伯克在其《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
文化》一书中的理论，或可用来解释这种仪式：即夜间的战斗的胜利象征农民对丰收的期盼，而丰收
一定得通过艰苦的“斗争”才能赢得。当事实上没有丰收时，他们又能以“夜间战斗”的失败来象征
。这其中模糊的因果关系，看来不用灵魂出窍一般的神秘手段就无法自圆其说。而与“战斗”仪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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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存在的淫乱、饮酒、吃肉，和聚会经常发生在四旬斋这一要素联系，我们便能将这种聚会解释
为与丰产仪式并存的狂欢。彼得·伯克指出，狂欢节中会有一种“狂欢节”象征物与“大斋节”象征
物的“战斗”，后者将获得胜利以表示狂欢节的结束。而狂欢节中的暴饮暴食和放纵肉欲的行为，同
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表示对天主教平日清修以及漫长斋期的反动。最后，巫术信仰战胜了本南
丹蒂信仰这一事实说明，在该个案中，上层文化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下层文化；而上层文化在此之前吸
收了下层文化以后才产生出属于上层自己的巫术文化。所以，上、下层文化之间的代沟其实并没有那
么深阔。
3、名声在外，而且看似内容有意思，可以我积累不够又是洗脑过的死硬唯物论...看完书居然不知道本
南人到底是灵魂出轨还是想象还是真身...巫术和仪式分别又在哪里～～～（而且第三第四章看得非常
不认真，随着时间变化而出尔反尔的证词，列出来，我也不怎么能看出来作者的分析。）但是作者（
比如对冬夏仪式的联系），横向和纵向地寻找类比以求解释夜间战斗的尝试还是蛮有意思。问题只是
在于，我对那个时代（资料是尤其难找吧）不太感兴趣，然后，也没有逻辑～～更大问题是在，我不
能设身处地地从广大（看似被蛊惑得很厉害）的群众角度看这些夜间的战斗给他们的心里满足和朴实
寄托。反正就是没读懂，求解，郁闷。

Page 11



《夜间的战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