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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内容概要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收录录的第一篇文献，为《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这篇文献是为1898年发表在
《社会学年鉴》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足以其在涂尔干本人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学年鉴”学派的思想
传承中举足轻的地位。除形式上的重要性外，《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在内容也也可以说是涂尔干思想
转向的一个标志。《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是涂尔干中晚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宗教社会学和
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本文中都已露出端倪了。
以“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英与民主”和“1789年的原则与社会学”等重要文献，对
理解涂尔干的思想发展。理论倾向、现实关怀和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极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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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稿合集。禁忌那篇研究得感觉不够尖刻，不太好看
2、非常经典的一本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 感觉涂尔干的思想的确比较有深度 而且蕴含丰富的辩证思想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更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人类学经典文献 后面还有介绍刑罚演化的文章 不知福柯
同学当年是否有从这里面汲取一些养料⋯⋯如果能让老涂和“黑马”一族珠联璧合的话 肯定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
3、涂大大就是清楚~
4、蛮有意思
5、...
6、外族的女性跟本族的图腾之神无关，她们的血液不带有本族人视为神圣的力量，所以迎娶外族的
女性才是合法的
7、完成了<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部分,对“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英与民主”
感兴趣. 图尔干很好的结合了宗教与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分子寻求个人精神依靠有所启发.
8、只读了同名论文。翻译很赞。涂尔干很威武。
9、对乱伦禁忌蛮有兴趣便找来一读，从塔布外婚制度图腾一点点分析开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一种见
解。追根溯源很多被奉行的行为的源起，反而觉得所谓禁忌，不过是人类自己提出来的戏剧形式一样
的东西。其他的一些论文因为对讨论对象诸如康德等等实在不够了解，看的有点模糊。
10、忘记那些陈词滥调和冠冕堂皇的理由，溯源于历史事实，真相才可能逐渐浮出水面
11、迪尔凯姆好厉害。真正做研究的人好钦佩。
12、咬着牙看完了，对图腾制度和婚姻关系比较感兴趣，坚持看吧，慢慢就会理解了。
13、长知识的。
14、只读了同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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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倘若有人向大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近亲之间为什么不可以结婚，乱伦现象为什么是一种社会禁
忌？想必会有一部分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因为《婚姻法》不允许如此。然而他们忘记了法律规定原
本就是集体意识与习俗惯例的产物，禁止近亲结合的规定恰恰来源于大众对近亲婚配和乱伦行为的普
遍反感态度，这种回答无异于混淆了因果。也许还会有人引证现代遗传学的观点作答，譬如近亲结合
对子孙后代的智力与健康不利，然而事实却是直到晚近时期，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一些家族病的产生与
近亲婚育有关，这并不足以说明为何乱伦现象在古代社会甚至某些原始部落中就受到禁忌。伟大的社
会学家涂尔干告诉我们，在探究这类社会现象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将自己头脑中业已形成的固有观念
抹去，&quot;变成一块白板&quot;，忘记那些陈词滥调和冠冕堂皇的理由，溯源于历史事实，真相才
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涂尔干严格遵循了这条社会学的研究准则，在文集《乱伦禁忌及其起源》的一篇
极其精彩的文章中，他细致搜罗了大量人类学的证据，条分缕析地考察出乱伦禁忌以及外婚制的起源
，得出一个出人意表的答案：原始人对同一氏族成员之间的性禁忌竟然与他们对血的敬畏有关。原始
人视血液为神圣之物，&quot;血液是肉身之灵魂&quot;，是生命的运载者，氏族图腾之神就栖身于血
液之中。一旦鲜血流出，图腾之神也就散溢开来，沾染上血的物什必须经过隔离，否则氏族成员将会
遭受灭顶之灾。而成年女性在每月的经期都会自然而然地与这种神秘的力量相联系，所以禁忌与隔离
也就牵连到女性身上。涂尔干举出很多证据表明原始社会中的女性在经期和怀孕期间，受到的约束尤
其严苛，有时甚至必须被囚禁在牢房中长达数月之久。与之密切相关的事实是同一氏族的男性与女性
不得随意交往，性关系更被视为最大的禁忌。但因为外族的女性跟本族的图腾之神无关，她们的血液
不带有本族人视为神圣的力量，所以迎娶外族的女性才是合法的。这真是个令人大跌眼镜的解释。我
随之联想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有一个细节：江村百姓在祭祀的时候，绝对不允许经期中的
女村民靠近祭品。倘若没有读过涂尔干的考据，我们很有可能拥有这样一种印象——经血乃是不洁之
物，会亵渎祭祀的神圣。然而有谁能够断定被社会群体视为理所当然的厌恶之情就是此种禁忌诞生伊
始的缘由？我们所熟知的只是最终保留在社会中的通俗说法，它未必能用来解释经过了漫长历史变迁
的事实的起源。这篇精彩的论文是涂尔干中晚期宗教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里程碑。不过在这本文集中，
更加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几篇论个人主义的文章，因为其中一篇《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与另一篇
《1789年的原则与社会学》对个人主义的看法似有矛盾之处。我留意了两篇的写作时间，前一篇作
于1898年，后一篇作于1890年，八年之间作者的态度有些转变也属正常。早先的《1789年的原则与社
会学》并未区分功利主义与康德和卢梭的道德个人主义，对两者都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涂尔干认为
，无论是经济学家宣扬的功利主义，还是卢梭的唯灵论个人主义，都使得个体对立于社会，未将个体
整合到他所在的社会背景中去，而实际上这样的抽象个体在社会中并不存在。功利主义设想人们为了
实现其欲望把社会和他人当作可资利用的工具，而卢梭的个人主义则是把社会视为压迫自我、对抗个
体的力量。反观涂尔干较晚时期所作的另一篇《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尽管他依然反对功利主义思
想，倒不再批判康德与卢梭的个人主义，并且赞同个人主义道德是一种维护个人权利，将抽象的个人
置于神圣地位的宗教信仰。法国大革命的教义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推广至整个欧洲，成为法国民族的
道德遗产。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是对&quot;德雷福斯事件&quot;的回应，大概涂尔干感觉到他的
论敌对个人主义的攻击已经威胁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所以才会撰文挽回个人主义的信誉吧。这本
文集还有一篇论述刑罚演化的法律社会学综述，它提取自《社会分工论》的一个相关章节。涂尔干对
压制型法律和恢复性法律的划分对应于两种社会团结类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在涂尔干看来
，越是初级的社会，其刑罚制度往往越是残酷，因为这种酷刑惩罚的是对集体感情的冒犯，它并不关
注单个的人，而是集体存在。反之，在较为高级的社会中，恢复性法律关注的是对个人财产或权利的
侵犯，成为调解个体纠纷的方式。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集体意识日益衰落，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刑
罚的强度也随着集体意识的衰微而减弱。刑罚早先带有的宗教色彩逐渐褪去，对人的攻击成为了刑罚
的惩处对象。这篇法律社会学综述提出的观点曾受到一些治法律史的学者质疑。西美尔曾说道，在古
代日尔曼，最严重的罪行，直至谋杀罪，都可以用金钱来赎罪；从7世纪开始，教会悔罪也可以用金
钱来代替；而现代的刑法中，只有非常轻微的惩罚能用赎金来低偿。这无疑可被视为涂尔干总结出的
社会规律的一个反例。无论如何，这是一本非常耐读的文集，其中有几篇文章我反复读过多次，前后
比较推敲，每回都有不同的收获。说句题外话，文集中还收录了不少读书笔记和书评，既然时下大家
对书评该是怎样个写法颇有争议，那么读读大师的书评或许能澄清一些问题。【读品】·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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