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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

内容概要

朱晓阳有一手好的文字，尤其擅长写故事，而且他写的故事不署名，我也能看出来是他写的。l985年
，我在北京念研究生，朱晓阳在中国文化报当编辑。他毕业后分在省物价局，呆了不到一年，辞职跑
到新疆伊犁靠中苏边境的一个兵团学校教书。教了两年，辞职到了北京。当时我们大学同班的何道峰
主持一个乡镇企业研究项目，我和朱晓阳参加搞调查，经常在一起。这段时间，我读过他的一些文学
作品。朱晓阳的文字是有个性的，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
时，吸引我们的只是故事。朱晓阳讲故事用的是一种在表现情节的同时，同时能够感觉到作者存在的
方式。这种表达是与众不同的。现在这种表达方式在文学作品里是比较多的了，但当时是很少见的。
读朱晓阳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小村故事》时，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独特的文风。一种能够让你感觉到
表现的对象的同时，又能够感受到作者的表达方式。其实，文字是作者的，所谓文如其人，但这都是
读后思索的结果，能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作者存在的文字并不多。人类的智慧究竟是在文字中，还是
在大脑中，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利科尔认为，作品完成后，作者就死掉了。读者只是在与文本
交流。显然，利科尔认为，人类的智慧是在文字中。我们阅读一篇作品，究竟是在与作者交流呢，还
是在与文本交流，这同样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阅读朱晓阳的作品，我能明显感到他的存在，并且
能够感觉到他在思想着并且以与别人不同的话语在表达自己的思想。    要我对朱晓阳的这本人类学著
作作比较专业评论是困难的。他在写作中，尤其是在第二章中涉及到很多外国哲学家的作品，我都没
有读过。好在写序并不要求都要做非常专业的评论。这里只是谈谈我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其中也包括
我对人类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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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

作者简介

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民族
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先后获得过经济学（学士）、社会学（研究生毕业证）和社会人类学（博士）的学位或文凭。
　　主要研究方面是法律人类学、人类学发展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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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导言：不确定时代的整体论第二章　整体论与社会科学的传统摆荡第三章　“延伸个案
”与乡村秩序第四章　“误读”法律　第五章　事实与情理第六章　时间·空间.“共有地”附录　施
惠原则、“垒大户”与猫鼠共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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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不确定时代的整体论　　面向语言混乱：费孝通和格尔茨　　本书是对当下的中
国基层社会规范秩序或“法”的阐释。　换一句话说，这是对中国社会实践中的“草根之道”的理解
。写作本书的一个原因是作者试图回应费孝通先生的一个长期困惑。　因此，本书是带着现实问题上
路的一次学术旅行。　　我在阅读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他晚年的一些作品时，深感在他的学术
视野中一直浮现着一种无以排解的困惑。此种困惑体现为费先生对社会发展和对知识论或研究方法论
基础的看法等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可以以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对20世纪前半期乡土中国建设现代
法制的描述为例；后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其称之　　为“93存稿”或《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①的文章中。　　《乡土中国》中有几段不少人能背下来的有关法律下乡的论述。它们都意在突显“
现代法治／制”与乡土秩序间的矛盾。在此且引其中二例。其一是关于旧小说中的听讼程序。其文如
下：　　“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
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苛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申了，大呼
青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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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

精彩短评

1、读过里面的两篇文章，作者一直在倡导“延伸个案法”，不过里面涉及较多哲学的东西，读起来
颇为费劲。
2、本书的阅读困难在于要既要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又要面向作者的语言混乱
3、一种社会科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建构与示范。他援引了很多哲学大家，整体论哲学的很多论证
，都值得认真读读。可以和以前所读的赵鼎新、张五常、周其仁、赵汀阳的方法论同参共悟。对我还
是有很大启发的。个案的论证，没尽显分析力度。
4、迫使我再次去思考格尔兹，延伸个案法也非常有用。其中讲工人那两章，更是让人血脉贲张。可
谈到语言哲学时，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简直就是闹那样。
5、还复印了
6、朱晓阳与人类学
7、“整体论”理论与四个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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