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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程》

内容概要

埃利亚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文明的进程》是埃利亚斯的成名之作，出版后轰动西方世界，成为
畅销书。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财富，但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表现”绝
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传统社
会学把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而作者推翻了这种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宏
观的社会和微观的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个人、国家乃至社会的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
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
不仅重视重大事件，也从小处着手，探讨人的行为举止和日常生活，以小见大。 作者将历史学、政治
学、心理学、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熔为一炉，使这部作品成为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本
百科全书式的人文经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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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4页的年份有误。社会结构的分析辛辣，给了详实的论据，但主论点过度重申。
2、在图书馆大略看了看，内容很有趣不过暂时没有时间细看，Mark之后有空在看~
3、易读但是冗长，即使引文可以略过（如果我不这么八卦。。。）还是翻不完。。。
4、像某豆友所说：既有趣又冗长。
5、大书
6、法国人餐桌上的讲究和中国的礼数，埃利亚斯认为都是先从社会空间最狭窄的宫廷、禁城内发展
出的。深受弗洛伊德影响，埃利亚斯不认为这种礼仪是什么好东西，相反是文明对个人的压迫。对弗
洛伊德来说，这种压迫就是集体文明让个人变成性变态的原因。后来的实证调查也确实证明了高密度
对健康、安全的负面作用。
7、所谓的文明，不过是一个习得的过程。
8、人类到底是越来越文明，还是只是越来越会通过礼貌来掩饰野蛮？
9、文明与文化（布罗代尔）；个人&组织；”文明化“过程；”垄断社会化“、”国王机制"；社会
发展理论——线性发展史；社会生活史；Parsons；西方国家文明演变的原因和动力；“文明”与“文
化”的定义，宫廷文化的影响传播*、扩大化、平民化；礼仪大多起源于16世纪，伊拉斯谟；语言与礼
貌；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强制导致自我强制(心理化、internalization)；羞耻感、难堪(p.498)；文明与本
能、情绪控制；
10、好书，关于个体的“文明”行为的分析太赞！但关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太啰嗦繁琐了...匆匆读
罢，感觉思维很混乱，改日有空把读书笔记完善完善
11、很学术的著作，对于普通的理科生来说不太适合，但是也给我看了看欧洲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生活
与文化
12、看看
13、埃利亚斯的大器晚成及其犹太人、资产阶级、德国人、知识分子四位一体身份在纳粹时代的矛盾
使其从生活到学术都陷入了矛盾，也正如此《宫廷社会》《文明的进程》下不同国家间历史视角的社
会心理学研究使其最终名满天下
14、中世纪以来的社会解读挺有意思 后面感觉读出了复杂系统的思路？
15、任何的文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16、埃利亚斯勾勒出了宫廷社会的社会学——发现了作为现代人原型的宫廷人，在那里出现了公私的
分离。读《文明的进程》，会对现代社会起源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17、人装逼都是为了钱权，装着装着就有了贵族和巴子的区别⋯⋯其实论点蛮集中的，能写五十万字
实在厉害。
18、论证很详细 论点集中 就是 好长啊（ ）
19、文明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区别阶级贵贱，反而引起的效仿上流生活的强迫性影响。不过，全书有趣
而冗长。
20、真是一本有趣的书，需要慢读
21、分工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22、一句话概括：文明的进程是相互交织关系强制导致的自我强制进程。500多页的正文至少有200页
内容是重复论证或离题的，80年前德国人写的书就是这么难读！
23、挑着有用的看。
24、吐槽翻译。滕尼斯译成特尼厄斯就算了，麦克恰维尔（马基雅维利）、布勾尼（勃艮第）都是什
么鬼....
25、我敢推断，普通读者喜欢看书中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和作者在再版序中所阐述的德国式思辨的认
识论问题，基本上是一书两读。读完之后感叹，第二章之后实在太唠叨，要么是没译好，要么就是个
失语的流亡德国犹太人在无人聊天时记录下来的太长的思绪。两页不分段，十数页不分节，看似反复
陈述的抽像推演。。。
26、对此书（至少从翻译来看）的评价有些过誉
27、文明尚未结束，它还在形成之中。
28、只读文明论纲部分就可以了......无奈篇幅太长....总算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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捋平了很多常识中的小细节。
在武士贵族和平民的宫斗争宠中生成的文明，就问你服不服吧。
29、翻开书瞬间就被40页的前言击溃了，然后又被作者各种证据淹没了。
30、埃利亚斯的结论还是有很大漏洞的，但是他对史料的执着真的很让人倾佩。翻译不错
31、十分有趣 
32、羞耻感，个人主义，社会规范，文明。
33、下午忍痛、含恨、负气看书，反而想明白了一些事。正如书中所认为的，礼仪的推进和情感的束
缚有很大关系啊
34、只能说聊备一说吧，特别是独占国家形成的基础——税务独占的发生过程感觉作者的阐释不够充
分（也许是我没看懂），按照作者的标准，在欧洲，中央集权形成前都不能算作国家，那么对于中国
这样早早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文明来说，作者的理论似乎又不太适用了
35、埃利亚斯的观点的大胆之处认为，中产阶级和大众对于上层贵族的”宫廷社会”的文化模仿，推
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并且是首要推动力。
36、超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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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文明论纲”部分，埃利亚斯对《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重要观点和核心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
具体阐发。他分别从社会强制到自我强制的转化、武士的宫廷化、人的本能的抑制和难堪情感的生成
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化等角度入手，阐明了全书的分析框架。“文明”是人的行为与感觉在某一方
向的改变，但并不是“理智”的产物，而是由在历史中渐进的偶然性导致产生的。单个人的计划和行
动，感情的冲动和理智的律动，都一直是或配合或对立地相互交叉而行。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
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
实的秩序，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形成，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 。也即，并不存在设计
或强制向某个固定方向发展的决定者，而是身处社会中的每个人按照情感和习惯、遵照社会规范做出
的选择，各自的选择交织在一起，推动规范和行为标准的生成，而这一标准又反过来限制社会中的我
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越来越多的人的行为一定要相互配
合，人与人之间的依赖越发加强，单个人在组织中的行动也就会越谨慎。由此，无论是社会规范，还
是他人监督，甚至是自我强制，都会促使个人越来越细致的约束自己、培养自己。从没有稳定的暴力
独占的社会走向国王机制下和平的社会，外在的强制减少，逐步内化为自我强制，部分有着意识自我
控制的形态，部分则是以自动运作的习惯的形式出现 ，它们按照一种细致的、与社会状况相符的范式
影响人的本能与情绪表达，使其得到缓和抑制，持续不断的克制，以及精心的调节。个体的文明，和
社会的文明一样，盲目地进行，却在长远的视角里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相互交织。人际交往的行为
交际方式由宫廷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之上，又被其他阶层影响，彼此渗透，并随着时间不断扩大范围
。宫廷化对于文明进程的意义，举足轻重。西方武士的宫廷化从11或12世纪开始便逐步进行，直至17
世纪和18世纪才逐步结束 。武士一步步逐渐与其他阶层和集团日益紧密地相互依赖，从原先的独立阶
层变成越来越依赖他人的社会阶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丧失了军事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同时，他们
完成了宫廷化。文明进程中，从社会强制转化为自我强制的重要机制是“羞耻”和“难堪”，这两种
奇妙的感情促使人们面对“文明”的行为标准时选择遵守，羞耻和难堪界限的前移也正与文明的进程
相契合。埃利亚斯认为，表现于羞耻—恐惧的冲突，不仅仅是个人与社会舆情的冲突，而且也是个人
使其行为与部分自我的冲突，那种代表社会舆情的自我。这还是一种自我心灵的冲突，冲突是对自我
劣势的承认 。人们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喜爱与尊重，明白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但身体的某些本
能与之相悖，内心中的自我产生分裂，故而羞耻感和难堪的情感就产生了。文明越是向前发展，羞耻
感和难堪的范围就越大，界限就越向前推移，同时人们内心的自我约束也就越紧，个体之间的互动造
成整个社会的文明状况随之发展。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文明和个人文明的
发生，从社会结构对人的决定作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复互动、情感气质与行为习惯的不断提升等
角度展示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个人的“文明”行为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互交织在一起。西方
社会的等级制度使得各个阶层之间存在差异，而差异一方面使得上流社会获得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另
一方面使下层社会对上层产生向往之情；下层社会的人不断模仿上流社会的“文明”行为，约束自己
，在货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获得地位上升的条件，从而接近上流社会，接触到高贵的宫廷礼仪。接纳
了一部分下层社会的人融入的上流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礼仪中夹杂着下层社会的“俚语”与较为
“低端”的行为方式，从而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差距缩小，但出于维持阶级地位的需要，上流社会
又会重新树立一些行为方式，以区隔开来。在模仿与渗透之中，在不断树立差异的过程中，文明得以
推进。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文明的行为标准要通过内心的羞耻感和难堪的情绪来发生作用。身处社会
中的个体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在遵循社会规范和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停地遭受到自我的内在分裂，
感受到本能与规范的斗争，在对本能的压抑和对规范的学习中慢慢变得“文明”，每个人出于自己的
目的做出的选择，在集体上形成了整体的“文明”进程。随着羞耻、难堪等情绪界限的前移，越来越
多的行为被纳入到羞耻的范围内，同时也就有越来越多的行为约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外部强制逐渐
内化为自我强制，对自己的情感控制随之加强，“文明”进程也就是每个人自我强制下对本能的抑制
和对规范的效仿，整个社会的约束越来越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历史的发展
交织进行，社会结构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提供基础和背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联系又反过来影响
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留给我们很多思考，也留下了很多疑问和引申的问
题。埃利亚斯在书中向我们展示，所有习以为常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应当的。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习惯于
接受现状，以现状、自身为中心进行“发散性”思考，站在目前对过去、未来，同时对他人、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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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这似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自小接受的教育、家庭中父母的训导以及社会上的主流
思维都告诉我们，以前的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这种历史进步观本身的对错暂且不论，过去和现在的
决然对立、对于落后和先进、原始和文明的粗暴划分就已经值得我们深思。埃利亚斯并未对于西方社
会自诩的优越的“文明”给出评价，他只是尽量客观的描述，这种“文明”如何在社会中发生，如何
扩散、如何发展。过去和现在的对立、落后和先进的对立体现出的是一种以现状、以当代人为骄傲的
思维，一种仿佛是自然而然的高贵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自小根植于我们接受的教育、我们所处的社
会氛围中，无从破除，也从未想过要破除。《文明的进程》这一声当头棒喝，唤醒了我们固有的对自
身的美好设想，揭示出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的过程，把个人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复杂的个体与
社会的重复互动一点点剖开、解析、展示。反思现在，也反思过去、“反思”尚未发生的未来，以游
弋的视角、变动的方位看待历史，远比固定地站在现在伸长脖子试图假装看到更多的过去，更开放，
也更包容。埃利亚斯在书中多次强调，文明的进程不存在一个强制的、设计好的方向，只是从长远看
来，个体与社会在整体上向同一个方向——文明迈进。与帕森斯着眼于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不同，埃
利亚斯始终以变动的眼光看待世界历史，他始终以个体间的关系变化、社会与个体的互动、阶层的流
动等角度作为切入点分析文明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埃利亚斯认为，变化是社会的常态，文明被长远
的历史证明是发展的方向。那些历史上出现的文明“倒退”只是小小的回流，正是因为稳固的社会规
范和文明标准存在，人们才敢于从事那些看起来似乎对文明构成挑战的行为。但，既然以社会变化为
常态，又认为变化时不存在一个先设的、强制的引导力量，所谓的“文明倒退”现象能否简单地被归
为回流便不那么肯定。按照埃利亚斯的分析，个人对自己的情感约束越发严格，社会对个体的规范越
发紧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依赖越发增强，而长远的几百年的进程又展现出了文明的发展，所以
站在现在已有的文明的社会结论上，这个进程的规律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以社会变化的眼光来看，
变化本身是盲目的，处于变化之中的每个人都是独自做决定的，那么独自决定的整体就一定是好的结
果吗？虽然埃利亚斯并未表露出对西方文明的赞扬态度，但是就其全书的笔调而言，他还是倾向于认
为这种文明是有利的。但几百年间的发展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站在几千年后回
头看，或许那些被他认为是回流的恰是主流，而“文明”只不过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面向而已。站在
今天往前看，固然很多人会陷入以现状为中心的考虑，将一切接受为理所应当，不问缘由的接受、不
作反思的接纳，但埃利亚斯难道就不是另一种以现状为中心的思考？他挑战了帕森斯对社会状态和变
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但他并未走出局限于现状的思维。他的梳理和分析带有浓厚的倒推意味，建立在
已有的已经接受的“文明”现状上向前倒推，探询文明的发生，埃利亚斯的进步在于，他对我们习以
为常的事物进行了反思，但他并未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和叩问。或许所谓的“文明倒退
”现象与“文明”现象在历史上占据的比重相差无几，甚至更多，只不过埃利亚斯进行了有选择的甄
别，呈现的是有利于文明进程的那部分史料，这样的疑问难以得到确切的回答。那些“回流”或许是
隐含在文明进程中的另一种“发展”，或者更广发地说，变化。以开放的视角看待西方这几百年的进
程，得到的结论未必是“文明”，即便是“文明”，也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回流”具有其他独特的
意义。进一步地，建立在对“文明”和“倒退”现象关系的质疑基础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就变得
不那么确定。虽然埃利亚斯承认，历史在发展的那个时刻，并不具有确定的规律，但他也指出，从长
远的角度看，社会历史的发展仍然是按照文明的方向前进的。这种规律是埃利亚斯眼中的规律，或许
是社会主流意见的规律，但或许所谓“文明”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征战，国家内部社会阶层的流动虽
然使得每个人更去约束自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向“和谐”社会，也并没有完全消除社会中存在的
矛盾与冲突。与几百年前的西方社会相比，如今的西方社会难道就一定是进步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
的各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并不逊于当初军事斗争，形式的改变并不触动内核。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
》中引发我们去思考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也触动我们对于历史进程做更深入的分析，将个体与社
会有机结合在一起，以互动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关注人的情感气质、行为举止等细微的方面，从更整
体、更完满的角度去看待“人”，更全面地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我们也需要
进一步对埃利亚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隐性态度做一个甄别，在他的分析框架内提出质疑，对他的历史
观和分析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我们不仅要分析现存的社会，也应当去回顾往昔、畅想未来；我们
不仅要眼观全局，也应当要细致入微、深入角落。这不仅仅是对所谓宏观和微观二分下两个层面的结
合，更是一种整体、全面的视角，既有穿梭历史时空的客观冷静，也有横跨社会国别的宽广视野。关
注彼此间的关系和互动，破除先入为主，也破除习以为常，更要破除自己试图建立起的破除前辈的思
维方式。这是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给我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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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明的进程》的笔记-第21页

        两个工业阶层进入了国家机构⋯⋯这两个工业阶层飞黄腾达，他们的代表人物在这些国家中程度
不等地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两个工业阶层越来越把自己与民族等同起来，如上所述，所有这一切都
更加促使他们形成当时社会观中的一种信念，即把自己的民族视为人类生活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民族。
国与国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加强和扩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增加，大规模的民族战
争和从未中断过的战争危险，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这种以民族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发展
这段话当为“论民族主义的危害”，实让人醍醐灌顶。尽管我们很多人自认为不会傲慢地认为“中华
民族”或者“汉民族”为“人类生活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民族”，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喜欢从一些鸡毛蒜
皮诸如饮食这类发面来展示我们的“最高价值”。

而从“朕即国家”到“民族即国家”的转变，也并非是从危险到安全的转变，实在是从一个危险到另
一个危险的转变。

2、《文明的进程》的笔记-第154页

        幸好我晚上不想吃东西。。。二次复读又看到这段揩鼻涕和吐痰的。。。猎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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