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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

内容概要

作者希尔斯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这部倾其25年心血的著作，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第一部全面、系统
地探讨传统的力作。作者从社会学角度着重探究了传统的含义、形成、变迁，传统与启蒙运动、与现
代化的关系，社会制度、宗教、科学、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传统，以及传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或
缺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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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译序
原序
导论
一、声名日下的传统
二、启蒙运动
三、传统的涵义
四、理性的传统性
五、积存和沿袭
六、传统和非传统的交织
七、作为指导范型的传统
第一章 在过去的掌心中
一、现存事物中的过去事物
二、传统作为新信仰和行为范型的出发点以及组成要素
三、个人行为中传统的不同深度
四、历史意识和历史编纂学
第二章 过去事物的持久性
一、现存器物中呈现的过去
二、超越物质器物的暂存性
三、知识传授过程中呈现的过去
四、宗教知识
五、科学和学术著作中呈现的过去
六 寸堂作品由呈现的过去
第三章 过去实践惯例的持久性
社会中呈现的过去
第四章 传统的稳定性与变迁——为什么现在总处在过去的掌心之中？
一、过去的既定性
二、传统提供的方便
三、传统作为合理反思的经验之累积
四、过去，作为依恋的对象
第五章 传统为什么会变迁：内部因
一、理性化和修正
二、想象力
三、积极反传统主义的诱惑力
第六章 传统为什么会变迁：外部因素
一、通过相互融合而发生的传统变迁：外来传统的压力
二、传统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传播所产生的相互融合
三、中心在社会内的扩张
四、中心的跨社会扩展
五、中心的扩张：抵制
六、对内部中心扩张的抵制
七、抵制外部中心
八、传统变迁和环境变迁
第七章 传统的变迁范型和传统的稳定性
一、传统的载体
二、一项传统的界限：传统的族类
三、众传统的交融
四、传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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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

五、传统的解体
六、传统的消亡
第八章 传统与社会的理性化
一、理性化的理想
二、世界的理性化
三、理性化的限制
第九章 传统的前景
一、理性化的前景
二、从进步主义的挫折中看传统的前景
三、近期前景和远期前景
第十章 永恒的任务
一、世界的混沌性
二、社会的时间整合
三、传统性作为一种内在价值
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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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在过去的掌心中　　三、个人行为中传统的不同深度　　如果整个一座历史纪念碑在几乎
同一时间内建成，那么，传统所经历的时间就像这座纪念碑那样持久；或者说，它就像一座旧建筑，
人们长年住在里面，使用它，并对它进行翻修。然而，它仍然基本保持原来的面貌，人们也不会把它
说成是另一座楼房。　文化的一部分更像一座旧建筑而不是历史纪念碑。卡尔·曼海姆以及在他之前
的威廉·平德尔（Wilhelm Pinder）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有些人（他们
认为是几代人）接受的信仰和确立的范型，其历史比其他人所接受的信仰和范型的历史要长一些。社
会各群体所特有的信仰和行为范型在年代上的这种差异，同样表现在个人的信仰和行为范型之中。　
　从任何种类的行为和信仰来看，个人都拥有一个其组成成分属不同时代产物的文化。根据知识新发
现，一个人的某些信仰，尤其是源于科学研究的信仰可能是相对的新的（比如，关于如何减少动脉硬
化可能性的信仰）。就是这同一个人可能是圣公会的忠实成员，他根据1662年的祈祷书来作祈祷，而
他的穿着式样却曾在五十年前流行一时；他可能是一位画家，其绘画风格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而他
身上穿的则是波希米亚式的衣装，这种式样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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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一本人类学著作
2、有利于对传统的再认识。
3、惊喜终于读到了解久盼的伟大的书,待读完再写详评.
4、美国人一向不自信，顶礼膜拜欧洲
5、该书有一定的分量，要认真阅读。
6、常听人说，批判传统，继承优良传统。但无人系统论述，何谓传统。想了解这一问题，请读希尔
斯的这本书。
7、个人观点：这是一个伪命题。另外，如果说对其规范性的动态解释，库恩的范式理论更为清晰有
力。当然，对于启蒙运动来说，是该对其反传统进行清算的时候了，但是这本书成书于80年代唉！倒
是可以应和社群主义。
8、已经读了一半了，感觉不错
9、草草看完的...书到期还了
10、应该有方法上解释的效用~~
11、我是一名硕士在读生，2010年就要毕业了，我买这本书就要就是我要写一个关于经典的毕业论文
，这个经典问题里面就包含有影响和传统的问题，所以看到希尔斯的论传统的觉得这本书很适合我的
论文，现在读了一部分觉得还真的是适合的。书的内容不是很深奥，算是简单，很容易理解，但是我
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是怎末样的，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买来读
12、品相不错。
本人历史学专业出身，对传统感兴趣，所以购买这部社会学名著。但读下来颇感生涩，可能隔行如隔
山吧，不太理想。
13、我喜欢这个本书，感谢了。
14、本科学位论文的参考书籍之一。
15、写了传统的很多方面，但与中国的传统概念有点不同
16、社群主义入门级读物
17、经典，肯定要看。
18、爱德华希尔斯是一位严谨的所谓保守主义者，《论传统》一书据说是他25年磨一剑的成果。就我
所知，就传统本身的探讨而言，此书是谓开山之作！在理性化和进步口号高昂的今天，读读此书也许
能让我们头脑更加清楚些，不管是“所有先辈的传统向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还是我们永远“
活在过去的掌心里”，都告诉我们：那些成天叫嚷着打破传统的人，抛弃传统的人只不过是活在过去
的掌心而尚不自知罢了！在中国经济实力大增的今天，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是有传统的，我们应该重
新看待我们的传统，我们才能创造新的传统！
19、本书是研究文化变迁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参考著作
20、提供了方向没有提供思路T.T
21、非常好的选题，但语言风格比较怪异，有时读着会有不知所以然的状态。
22、博学
23、chapter5,6,7,8
24、其他还好，就是写得那个碎啊。。。跟刚炸出来的薄脆掉地上似的。
25、遗风
26、很棒，不过借鉴韦伯的路数。
27、一个没有太多传统经验的人理解的“传统”。
28、传统很重要，制度以及其他的基础
29、作者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传统的含义、形成、变迁，传统与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与现
代部分深受启发
30、这个系列的书没话说，质量都很好，就是定价偏贵
31、传统的界定略显宽泛。保守主义在社会学中的集中反映。
32、值得反复读的书
33、有点泛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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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同学说挺好的。。
35、给同学买的民，同学比较喜欢
36、写得不错，但有些碎。
37、其实这个也可以缩小到个人的范围上，恋旧方面。
38、书包装不错。鉴于西方的立场，读者要批判的读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读者切入的角度。
39、历史的掌心
40、我被作者的传统定义搞懵了，究竟什么是传统还是仁者见仁吧。
41、很多时候，我们会摈弃传统，可是这本书中将传统娓娓道来，比较学术化，挺好的。
42、传统是很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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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研究历史，经常见到那些“最背叛”的人是如何跳不出传统的掌握。希尔斯甚少谈论古史，我
是觉得从古史观察特定族群的生活方式的源与流，还更有力。为了一般人能够明白，希尔斯挑了一批
“可见的”传统向人们说明，一般情况下，皆可说是明白晓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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