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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与石头》

内容概要

本书是部从城市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生活互动视角切入的另类的文化史著作。作者打破传统史学研究框
架，独辟蹊径，聚焦于人类身体和城市这两大要素，考察了人类文明演进，确立了复原人类文明史的
架构。 
在桑内特的架构中，人类自希腊以来的城市发展史被浓缩概括为三种身体形象，分别以身体的不同器
官来命名，相应再现了三个重要时段的身体体验与城市形象的相互关系。第一种类型命名为“声音与
眼睛的力量”：以具体社会生活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人们如何以声音和眼睛
来参与城市生活、塑造城市形象，以及城市的形态如何规训f着人们的身体行为；这些身体行为在城市
空间的展示，从具体的角度反映了希腊和罗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第二种类型称作“心脏的运动
”，主要是探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理念和身体的体验，以及这两对矛盾如何体现在城市空
间方面。第三种类型称为“动脉与静脉”。作者认为，哈维对人类身体血液循环理论的发现，极大地
影响了城市理念的改变。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道路犹如人身体中的血液的动脉和静脉，而循环系统
成为城市结构中最中心的设计。强调畅通、迅速和舒适构成了迄今为止的现代城市设计的模式，而这
种设计给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排斥了人的身体对城市的参与和在公共空间的停留。过去的公共空
间不存在了，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意识，人们的感觉和感受的能力越来越弱，舒适和快速是以麻木人
的心灵和同情心为代价的。 
通过这三种类型的描述，桑内特试图告诉我们，文化在创建和利用城市空间方面曾经起到过重要的影
响，但现在的城市理念却在造成文化的缺失和人们心灵的麻木。人类只有重新回归身体，回归感觉，
才能真正恢复被现代城市文明所排挤掉的人的身体和文化，这是本书写作的目的，也是本书所得出的
结论。
本书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忧思，从另类视角阐述了历史和现代发展，涵盖历史学和社会学，视野开阔，
观点新颖，颇具参考和借鉴价值。

Page 2



《肉体与石头》

作者简介

（美）桑内特，作者桑内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早年，他投身音乐学习未
果，转而投入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先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桑内
特写过一系列的著作，包括三部小说，知识涵盖建筑学、装饰学、音乐、艺术、文学、历史和政治经
济理论，借以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人类体验的细节。   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城市》（1969）、《阶级
中隐藏的伤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1994）、《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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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涉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个人与世俗或者说城市的联系。“不管中古的还是现代的形式，身体政治
都按照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建立了社会的规则”，这个优秀的利益未能被桑内特彻底把握和阐述，“
在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和建筑的相关方面更近似分开描绘而并非对其联系的解释，应向世纪末的维
也纳学习，那一本在核心论述，即建筑和文化的联系上做出了一个让人惊叹的典范。但是这本的优越
之处在于其脉络和反思，从雅典时期公民和城市无法分离的纠葛，到早期基督徒时期回归身体但依然
与世俗相连，到中古时期可以切断联系但依然受控制，不断探索身体与石头的关系，从而再指向现今
这个共同命运的信仰分化的年代。“找出一个中心让自我能够完整”，最后对愉悦和疼痛的反思，他
涉及的点是同情，在我看来不过“存在”。第一章中涉及的古希腊男子之恋真是让人窃笑啊。
2、没看完。
3、思想贫瘠的我
4、空间社会学著作中的精品啊
5、捶朴会选读
6、肉体与石头的眼睛心脏血管的各种比喻，突然让我想到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
7、: �
C912.81/7942
8、个人主义逐渐将咖啡馆变成一个个沉默独处的公共空间。
9、人类学、历史学著作
10、4.5分
11、好玩！
12、C912.81 cs4
13、不想读了 欠缺逻辑性
14、是本高潮迭起的书23333 看下来最大的高潮在罗马帝国段 虽然希腊也非常亮 一路看下来的感觉是
另一个角度的城市发展史 很有趣 学规划的同学一定要看看啊虽然是被划在社会学范畴内的（但是规
划难道不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会学？）最后收尾的结论略⋯⋯反正我持保留意见
15、很有启发
16、虽有点道理但略生硬
17、！！！！
18、古雅典躶体骄傲；古罗马身体几何学；基督教身体信仰（受苦与被动）；现代身体与空间
19、身体看城市，肯定是受到福柯影响最大，至于哈维的理论时候有那么大作用有待考察
20、不是很来电啊！
21、我喜欢用简单的句子把事情讲清楚，又好读的书
22、一个现代城市空间对感官剥夺的问题集合所带出的一长串历史。作者超级博学！
23、配合《公共人的衰落》食用，效果更佳
24、结合《城市发展史》一起看，很有意思。城市发展和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的发展相关联。
25、不错

26、OCT,2012,城市读书小组，看完序便不用看下去了 的那种书..这种书应该是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类
别吧:)
27、偶然翻开忍不住看完。石头既可以是冰冷的规训，也可以有互感的温度，总之是身体通向共同生
活的某种形式。跳跃的史料和思路令人眼花缭乱，和其探讨的对象一样，这本书用各种隐喻换喻来实
现各个论域的联结，似乎不够有逻辑说服力，但是有洞察力和想象力，重读会有新启发。身体-疼痛-
不足-信仰的联系耐人寻味。
28、惊艳
29、肉体的痛苦是此书的一条隐线，这个思路很有趣。
30、比较浅。选择了身体与城市这一独特的切入点，看的过程中觉得有些混乱，到了最后倒发现了清
晰的脉络。不过有些例子实在是牵强附会。
31、非常喜欢这样的城市“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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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14年开学典礼院长的演讲让我顺着近两年的研习方向继续思考，刚刚读完的这本书，则带我追
溯了历史，放眼观看了世界。人的身体和灵魂在于城市设施和空间构成的石头的碰撞中，擦出的火花
，星星点点，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修饰着过去的棱角与缺憾。我很幸运，总能在书籍和演讲中找寻到
研习方向的点播。
33、长了好多历史学知识，社会学味道不太浓
34、人类学家的观点很不同，有些犀利，有些不太有理。。。
35、我说怎么有点眼熟的名字
36、“声音与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人们参与城市生活、塑造城市形象，以及城市的形态如
何规训人们的身体行为；“心脏的运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理念和身体的体验，以及两者
的矛盾在城市空间中的体现；“动脉与静脉”：道路犹如血液的动脉和静脉，循环系统城市城市结构
的中心设计，这种设计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排斥了人的身体对城市的参与和在公共空间中的停留，个人
主义取代集体意识。
37、梳理意识挺好，但是感觉，还是有些笼统。将城市只分为三种，感觉有点少。毕竟只是依托身体
的阐释来结合城市，有点简化。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38、C912.81/S16/:1 SHU
39、其实整体上翻译得不错，没有翻译腔，但个别语句也有错误。另，台湾译本直接拿来用啊，“都
市化”，“都市计划”都不改一下的，规划巴黎的奥斯曼成了霍斯曼啊
40、字里行间可见作者的对建筑知识还是泛泛而论的，对城市风格的研究不应该只研究这几种人造典
型。觉得结论太过牵强了点。
41、有一个很好的理论，但没有更好的展开，逻辑性有待加强
42、在图书馆论文写的昏昏欲睡，作猎奇状翻完了这本，很适合猎奇⋯⋯稍有那么点儿重口味⋯⋯
43、虽然很多地方云里雾里一知半解，但是书写的是真的好！
44、太过深邃的书写，以及天马行空的思路，坦白说还没怎么读懂
45、福柯在此
46、具身认知
47、恕我愚昧，我看了一晚上，有趣愉悦，甚至说后面很爽快，对于身体，宗教，民族，经济，城市
的联系，很多东西，十分惊叹。可是。。可是最后静脉和动脉最后那个结论，是什么情况，我没有完
全找到和前文风格的联系。感觉有些地方，不好说啊，比如格林威治，还有强烈的道德规范，还有同
情⋯⋯书读得少⋯⋯的确难以理解。。。
48、以前的教授推荐过，很有意思的书~
49、前面一小半不大好懂
50、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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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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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肉体与石头》的笔记-第311页

        巴黎18世纪末，革命时期艺术家大卫（《马拉之死》作者，1793年）和德昆西导演的节日庆点。
先是街上游行而后到达若干节点最后在露天广场（净空间）达到高潮。这些节庆让自由的意义收到更
大程度的局限。自由要战胜阻力、排除障碍、重新发展——在这样的构想中，自由像是一种纯粹而透
明的空间——这样的自由，只会让身体弱化。它是一种麻醉。自由想让身体产生反应，就得接纳不洁
、困难和阻碍，并将它们作为自由经验的一部分。法国大革命的节庆是西方文明中鲜明的一点，其中
西方文明对于自由的情感体验在运动机械学之下被驱散的无影无踪——有能力前往任何地方，通行无
阻，自由行进，在完全净空的空间中享有最高度的自由。运动机械学成为现代经验的一部分——把社
会、环境或个人的阻力（呆着间歇性的挫折感）当成略带不公平或不正义的东西。人际关系中的轻松
、舒适、“便于用作”个人行动自由的保证：借由感情的阻力，身体会注意到他所生活的世界。这是
被逐出伊甸园的世俗版。身体在面对阻碍时才能产生生命力。

2、《肉体与石头》的笔记-第375页

        在现代世界里，共同命运的信仰已经遭到分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人民共享同一种命运，
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如此认为。然而，城市存在本身就否定了这样的说法。19世纪时，城市发展运用了
移动、公共卫生以及私人舒适等技术；市场的运作，街道、公园和广场的规划都抑制了群众的需求，
并让个人拥有特权。如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个人对于“彼此间的共同命运感到陌生”。托克维尔也
与其他对个人主义发展提出批评的人一样，看到了个人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广泛关联。他写道，一个“
高尚的唯物主义，不会腐化，但会让灵魂无力，并且无声无息地松弛你的跳跃力”。个人一旦从共同
生活中退出，自己也将失去生活的意义。
⋯⋯
格林威治村的生活也许可以说明我们能获得最大成果：愿意在生活上拥有差异；虽然有不同意见，但
仍能共享同一命运。

3、《肉体与石头》的笔记-第184页

        橱窗街道带有一种威胁性的印记，它是一块人们在主张权利与权利之后所生下来的空间。街道不
是以一般劳动建设而成的花园，更不是修道院的“场所”。如果街道缺乏“场所”的性质，那至少它
还拥有某种视觉特征，让它可以作为一个经济空间而产生功能。这些特征可以从街建筑，利用窗户来
陈列商品以吸引街上走过的人群：窗户有一块木制窗户，可以往外打开，放平当成柜台。第一个具有
这种窗户设计的建筑物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期。商人出了用这种方式来陈列商品，也可以让人们觉察
到商店里面有东西吸引他们往店里面看。走在街上的买主看着街墙，墙的表面现在变成了主动的经济
区域。这种充满气孔的经济街道空间，它的发展激励了街道时间的改变。上古城市仰赖的是日光，而
中古巴黎的贸易延长了街道的时间。

4、《肉体与石头》的笔记-第80页

        罗马圆形竞技场，这场表演让人民习惯于帝国征战时所造成的大量屠杀。

5、《肉体与石头》的笔记-第170页

        中古时期认为花园设计上有3个要素，可以创造出鼓励省思内在的功能：凉亭、迷宫以及花园池塘
。凉亭只是个用来遮蔽日光的地方，上古时期的园丁用木头屋顶或只是在板凳上佳哥格子框架就成了
凉亭。中古时期的园丁则开始在各自框架上种植物（最常见的是玫瑰与金银花，创造出由花草所构成
的封闭空间，人们可以坐在这里，避免他人侵扰。中古时期的园丁为了要创造出休息的地方，于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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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迷宫形式——另一种上古形式。希腊人用低矮的灌木从来制造迷宫。散步者迷路了可以轻易地跨
出去，但是中古的迷宫“篱笆比人高”在中古时期初期，迷宫象征着灵魂努力地想在灵魂自己的中心
找到上帝。在城市中，迷宫则有着比较世俗的目的。一旦某人能够破解迷宫，他或她就可以撤退到迷
宫的中心。而不用担心会被别人轻易地找到。花园池塘使人们可以照的镜子是可以反射的表面。人在
旁边可以沉思。

6、《肉体与石头》的笔记-第1页

        人类自希腊以来的城市发展史被浓缩概括为三种身体形象。分别以身体的不同器官来命名，相应
再现了三个重要时段的身体体验与城市形象的相互关系。

No. 1 “声音和眼睛的力量”

一、希腊人更注重声音，也就是自我的表达和彼此之间的袒露心胸。希腊人对裸体的注重与其实是对
自我公民身份的强调，对彼此真诚表露自己的肯定。

希腊的城市建筑是开放式的，易于沟通和便于声音传达。

（这些声音引导人民更加关注集体，关注城邦集体的利益。无论是公共集市还是公民大会的地方，或
是普通公民的房顶，都是一个聆听声音和发生的地方。）

二、罗马人注重眼睛。

罗马人的建筑注重中心，强调一直秩序。万神殿、竞技场，以及所征服地区的城市，都典型地体现了
这理念。指望通过这些建筑驯化人们的眼睛，让人们观看并相信，把威严永恒的秩序的观念浸透到人
们的内心。

（中世纪城市理念主要是考虑如何设立慈善机构以及如何配置礼拜问题，以外表装饰转向内部气氛的
营造——“城市就‘如同一个修道院’，能够制造‘晕厥’的效果”。）

No. 2 心脏的运动。

主要探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理念和身体体验。通过两对矛盾，以及他们如何体现在城市空
间方面。

一、基督教平等、禁欲的理念如何塑造城市空间，如何消除了希腊和罗马“声音和眼睛的力量”。

No. 3 动脉与静脉。

四通八达的道路就是血液的动、静脉，循环系统成为城市结构中最中心的设计。这种理念强调畅通、
迅速和舒适。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迄今为止现代城市的设计模式。

这种设计在给生活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排斥了人的身体对城市的参与和在公共空间的停留，过去的
公共空间不存在了。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仪式，人们的感觉和感受的能力越来越弱。舒适和快速是以
麻木人的心灵和同情心为代价的。

7、《肉体与石头》的笔记-第325页

        19世纪的确可以称为个人主义的时代（Age of Individualism），这个词汇首见于托克维尔（Alexi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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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第二册。个人主义好的一面在于它是独立自主
的，但托克维尔却看到了其阴暗的一面，觉得个人主义造成了市民孤独。他认为，个人主义能为社会
带来秩序——人们只看重自己，因而能共存，并且因为冷漠，所以能宽容他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在都
市空间有着特定的意义。19世纪的城市规划目标是创造一群能自由移动的个人，并且让那些有组织的
团体在城市里移动时遭受挫折。（防止人民暴动）个人的身体在都市空间移动时，逐渐与他所赖以移
动的空间脱离，同时也与在同一空间的其他人群分离。移动时，空间价值被贬低了，个人命运逐渐与
人群不相干了。城市的动脉与经脉P340地铁同时是动脉与静脉。⋯⋯不过，如果说伦敦动脉与静脉的
地铁系列创造了一个比较混合的城市，那么这种混合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限制。白天使，城市的人类
血液从地下流到市中心。到了夜里，当人们搭乘地铁回家的时候，这些地表下的通道就变成了静脉，
将大众运离市中心。通过这种地铁模式的大众运输，现代都市空间的时间地理于焉形成：白天人群密
集并多样化，晚上则稀疏而同质。白天的混合并没有造成阶级之间的广泛接触。人们只是去工作、购
物、然后回家。舒适舒适是一种状态，我们会把这种状态与休息和被动连结在一起。19世纪的科技逐
渐让运动变成了一种被动的身体经验。移动的身体如果越舒适，在社交场合就会越退缩，独自沉默地
旅行。之后举例说了椅子、马车、咖啡馆、酒吧。如下。顺利排便成了19世纪的私人活动——完全迥
异于上一个世纪的习惯，当时的人一起坐在便桶椅上谈天说笑，椅子下放的就是尿壶。现在，房间里
有澡盆、清洗台与马桶，一应俱全，人们安静的作者想想事情，也许还读点书或喝些什么，完全放松
，不受干扰。在屋内的交谊空间放一把安乐椅，让人们在累了一天之后可以不受打扰地好好休息，这
也显现出个人从公众场合的退缩。美国的火车车厢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它的作为可以满足人们的需
求，让大家可以享有自己的沉默空间。美国的火车车厢没有分割出小房间，而是让每个人都面朝前作
者，这样就只会看到别人的背部而不是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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