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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秩序》

内容概要

本书从作者、文本、书籍、读者四个方面入手，介绍了14到18世纪之间书写文字如何分门别类、编目
归档，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对文字和印刷品的领会和感受。本书无论是在文化史上还是在
文化史相关的理论上都堪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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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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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秩序》

精彩短评

1、零散论文成集，方法宏愿颇多
2、?
3、法国新一代年鉴学派代表同时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夏蒂埃的“书史”研究的理论作品，但为论文
集，看完非常受启发，其中涉及对福柯和巴特有关作者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及批评让我觉得受益匪浅，
私下可能更认同他们的文化社会史研究模式，日后准备继续挖。
4、福柯、巴特的对立面，年鉴学派，感觉收获不小，期待其余作品引进中国。
5、是我比较满意的接受史学
6、改天一定写一篇长长的读书报告
7、很驳杂，提及了作者，赞助-题献体系，读者，文库编撰，大众文化，以及对高乃伊一幕戏剧的解
读⋯⋯
8、七篇文章拼成的书，体系性略差。作为书籍史大牛，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9、佔個坑回頭寫篇書評。
10、作者？ 读者？ 阅读？ 大众文化？
。。。
11、商务这套书史集子都很有意思。最受启发的是作者对一个问题的解读方式，比如说对莫里哀的《
乔治·唐丹》的一篇具体研究，书写无法脱离权力的制约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我恐怕只能对两者
之间的关系做最浅层次的解读，但从夏蒂埃那里学到了如何关注一份文献不同物质形式所传达的意义
效应，如何通过其他路径去抓住最核心的本质，甚至是如何通过一个细节（例如国王的笑）去推理和
证明整个社会机制的情况。
12、维科把使用字母注音的语言称为“通俗文字”，把知识从神的意志或国家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孔
多塞从印刷术革命出发定义了另一个概念：“公众意见”；以马尔泽布尔为代表，文人们被赋予了一
项真正的公职，具备了司法能力，公众的审判高一一切其他审判。文字本身的功用、书籍的制作、阅
读的方式这些变革，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行使权力的方式，改变了培养智力的技术。对于正
在颠覆文字交际与接受模式的这场变革，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进行思考。愿意与否都得思考。
好高级好博雅的书～
13、最大的启发在于点明书写文化的形成条件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被带着理了理出版行业运作方式
的历史轨迹，清晰、精要，视野一下子打开了。以史为镜的道理不言自明。
14、图书馆和阅读历史研究者可读
15、内容丰富，但各篇之间太独立了....
16、诶这书没标过么？称得上形散神聚的一本，比文化起源那本来看，是更纯粹的书籍史，图书馆那
篇，是我梦中书籍史和社会史结合的形式。Chartier真的是让我想向书籍史走的重要原因之一嗯。
17、作为一个出版专业的学生我也读得好累。。。果然是学渣。。。
18、信息量非常大，需再次细读。
19、值得借鉴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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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秩序》

章节试读

1、《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页

        （对于全书的简单梳理和摘录）
本书所收录的七篇文章目标不同，辖域有别，风格迥异，却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左右书写之条件，
决定传播之形式，给文本的意义建构强加上种种限制，我们如何理解这些限制？

书籍的秩序三个寓意：

一、文字的表现形式

（一）三个文本以不同的方式和语言提出关于书面传播形式及其载体与书写符号的关系，即维柯的《
新科学》、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刚要》和马尔泽尔布的《关于税捐的谏书》，三本书的研究
步骤都是根据不同的书写形式或传播方式来切分年代或时代。(P9)

1.《新科学》中，维柯将人类史划为三个时代——神的、英雄的和人的时代。(P9)
（1）在神的年代，“最初的语言是诉诸心灵的神言。构成其内容的是心有默契的宗教活动或拜神仪
式。”（语音含糊的无声符号，只能借助实物或实物形象来表意）。
（2）英雄时代的语言，开始使用符号，并操纵各种意向、隐喻和类比（象征符号）
（3）人的语言，即音节清晰的语言，其书写形式是字母，字母“成为类，可以用来记录所有的话语
”。

2.《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孔多塞建议根据人类可能拥有的不同知识模式来划分人类精神进步
的三阶段——音节清晰的语言出现之前、音节语言出现后和拼音文字发明前、拼音文字出现后。
                                        
3.马尔泽尔布在《关于税捐的谏书》中划分三个时代——先祖之时、书写文字的时代、新时代（印刷
时代）。
（1）先祖时代，权威全在话语中，国王须面对民众公告裁决，大领主们也须公示裁判，即“口头约
定”的时代，故而法律多变，含糊而不确定。
（2）书写文字时代，立法和裁判管理皆诉诸文字，“公民的权益”建立在“固定的条款”之上，因
此出现了双重隐晦。
（3）在新时代，各种呈件、审议和决定被公开，法律被固定且获得稳定。

（二）在漫长的书籍史、阅读史和人与文字的关系史中，我们如何对电子时代的革命进行定位。

1.书籍史的变革
（1）谷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被认为是一次技术革命，但事实上这一革命并没有改变书的基本结构。
一方面，印刷书籍基本上照搬了手抄本的形式，另一方面，谷腾堡前后，书的本质都由折叠之书页所
构成，书页订成集便成书。
西方印刷术的使用，并不是书本文化强大和印刷文化普及的必要条件。（中国的雕版印刷）

（2）但现今的电子革命，不但改变了文本再生产的技术，同时还改变了将文本传递给读者之载体本
身的形式和结构。

2.阅读史的变革
（1）阅读史上有两次重大转变。
第一次转变的重点是身体、生理行为在读书中的转变（12世纪快速发展）。即从大声朗读到默读，这
一转变离不开文字功能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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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秩序》

第二次转变是阅读风格的转变，即由“精读”转化为“泛读”（18世纪下半叶）。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书籍的猛增。

（2）电子文本所引发的革命也将是一场阅读革命，下面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新的阅读方式、新
的与文字的关系、新的知识处理技术。
用无定所的虚拟书取代了实体书；
印刷品字、画依托于纸的版面要求，电子文本却允许可随意操纵的碎片自由组合；
书本所含的整体内容看得见且能即可感知，而电子板式却能让人长航在海岸漂移的文本岛之间。

（三）电子文本给我们带来什么？
1.在文本表现为电子形式的世界中，两种一直以来的命定局限可能消失。
（1）第一种：印刷术极大地限制了读者介入的可能。但是在电子时代，读者不仅可以对文本进行各
种操作，甚至还可能参与合写。
（2）第二种：无所不包的图书馆难以实现。但是在电子时代，所有现存文本，无论是手抄还是印刷
，都被数字化，即被转化为电子文本，这种文本可以抵达任何一个读者。

2.两点要求
（1）从历史、法律乃至哲学角度进行思考，更好地确定和理解这样一场变革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
然后重新界定法律概念及图书管理方面的概念等。（百度文库侵权）
（2）不能抛弃早先载体，而应该对过去的文字作品进行收集、保护和统计（比如以国家集体子目录
的形式，开始建设国家历史文献的总体目录表）。

二、作者的角色

长期以来，书籍史的研究中坚信艺术品或文本的自足性，仅仅关注构成文本的符号系统的内在运作。
但现在的研究试图将作品重新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将文本与作者、作品与生产者的立场和意志又联
系在了一起。

作者功能：作者的名字划分出文本的界限，区分不同的文本，显示出文本的存在方式，它指向某些话
语组的存在，并指涉这组话语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一）三种制造作者的基本机制
1.司法
（1）文学产权的产生，远非是出于实施某项个人财产权的特别需要，而是为了捍卫出版界的著作所
有权，该特权让书商一旦获得某书版权便能独家发行。

（2）著作所有权，当书商想用它来捍卫其永久版权时，它是绝对的，当政府承认它以构建一个出版
物的公共领域时，它是有限的，因此，著作所有权必须经验证。就这一问题，英法德同时采用了两套
相互竞争的作者法权体系。
第一套体系参照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学说，认为作者产权是个人劳动的成果，由此其合法性被确立。
第二套体系认为让思想成为私有财产有害于社会。因为思想属于公众，而无限版权与启蒙进步背到而
驰。

2.物质
（1）在18世纪下半叶，一方面，文学创作趋于职业化（为作者带来直接收入，有可能以笔为生）；另
一方面，出现了一种自认为天赋异禀的作家意识，其基础是艺术作品孤芳独立，创作活动不言利。

（2）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并不以笔为生，而是靠其资产或职位过活；他蔑视印刷品，认为它败坏了宫
廷文学所具有的私密珍奇的古老价值。而由于新的文学世界建立在以印刷技术之实现及其市场经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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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以作者需要完全现身，作为作品的原创者，他有权期待利润。

3.压制
（1）作者功能的诞生，与话语“追责法”，即作者应负的法律责任存在关联。

（2）在对异端书籍的镇压中，印刷商、书商、买书者似乎与作者同罪。

（二）作者在书中的现身方式       
1.作者署名。这一形式并非印刷时代所特有，而是出现在印刷术之前，明示书之所属，基本上是所有
手稿的共性。
2.作者肖像。不管作者肖像是否经过加工，都是为了让写作成为个性表达，个体乃作品并非伪作的基
础。
3.对文本版式的控制。作者对出版品的干预，表明对自己作品的传播方式拥有话语权。

（三）福柯关于作者功能的历史轨迹的论断
1.“科学”文本的思想若想成立，就必须从属于一个已然存在的命题的“系统集合”，而不是依靠某
个专门作者的权威性；而在中世纪，那些谈论宇宙和天体、医学和疾病、自然和地理的文本想要被视
为真言，就要标明作者身份。
2.“文学”文本的思想在现今“没有作者就不再被接受”，但在中世纪，故事、童话、史诗、悲喜剧
等，在被接受、被传播、被重视的过程中，从未有人提过作者问题。                 

三、赞助与题献
（一）王家图书馆的传统
1.王家图书馆的两种功用
（1）就其基本格局而言，它是为公众服务的而不是供君王消遣的，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君王的荣光
与名望。（P53）
（2）国王也要读书。除“公益图书馆”外，他们还会在各住地散存一些书。

2.王室藏书的来源：出征获胜的战利品；王室成员藏书的汇集；对书商、印刷商上交样书的强制性规
定；图书交换；他人的捐赠；购买或拍卖得到；向国王献书。

（二）献书及题献
1.一般来说，题献给国王的应该是一本特别的书，它能够丰富国王馆藏，为他提供读物，让他对作者
青睐有加。这里特别举出：科学论著和“设想中的图书馆”两类。
（1）科学论著以伽利略的题献和献书为例，为了拿薪水但不教书，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靠上一位集
权君主，于是他将自己书《星空信使》献给美第奇公爵，同时献上的还有一副望远镜。

序言中写道：“以极其明显的征兆，创造星辰的造物主仿佛亲自敦促我，要我把这些新星献于陛下，
他在万众之中挑选的光辉姓名。”
       
（2 ）1583年，拉克鲁瓦·德·迈写了一篇论文，“关于建设一座理想图书馆的规划，一座完美无缺
、面面俱到的图书馆。”但就其规划来看，对知识的分门别类、对学科的等级排序还不成系统。

2.题献画和朗读传统
（1）题献最初是一幅图画，一般分为三种形式
国王和作者被一些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或代表某种概念的化身包围（力量、正义、信任）
展现书及献书行为，书被作者递交给献书人。
作者为即将接受其书的君主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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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秩序》

（2）即便在印刷时代，人们仍然按照“发表”之古义行事，即面对接受题献者，国王、领主或某机
构，大声朗读其作品。

在16世纪的法国，给国王念书的官员还有一个专称，即“御读常侍”，读书者不仅要善于高声朗读，
还应能边读边讲解，甚至进行评述。

（三）书商及赞助人
1.向国王献书的，并非只有作者或者译者，此举在书商那里也很常见。围绕题献签名，写书者和制书
者常有争执。（P60） 

2.在一个图书市场尚未成熟、文人和学者还不能以笔谋生的时代，赞助人慷慨施与的恩典便是他们获
得地位与酬劳的唯一途径，但不乏存在很多假仁假义的赞助人。

（四）献书对于王家图书馆的充实和构成微不足道，但这种行为却能反映出若干重大张力和关键问题
。向国王献书，国王在随后随意给点恩典，我们不应将其理解为一项不平等的交易，它的实质是一个
形象工程。

国王在其中看见自己被誉为所献之书的首要启示者和第一作者，就好像学者献给他的书是他创作似的
，这种极端凸显军权形象的行为，实际上成为一面映照国王绝对权力的镜子。

四、无墙的图书馆
（法语词Bibliotheque的三种释义：图书馆、文集、目录）
（一）图书馆
 1.建一座囊括所有知识传承、并容纳所有人间书籍的图书馆，这样一个梦想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贯穿
整个西方文明史。

2.将人类所有文字遗产集于一馆，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图书馆应该包罗万象，也不
得不进行筛选。
（二）文集
1.18世纪的印刷商们大量出版多卷本文集，文集收录属于同一题材（小说、童话、游记）的许多作品
，此类文集的优点：
（1）将多个部头汇集成一册，大大减轻了图书馆的负担；
（2）一书在手应有尽有，我们无须费心四处搜寻；
（3）购买合集最为省钱。

2.文集、辞典和百科全书构成了18世纪出版业的重头戏。因为文集主要追求的是穷尽性和普遍性，因
此根据实际需要又出了许多便于携带的小型简装本（被称为“摘抄”、“精粹”、“简述”、“赏析
”），但这类简装本基本有害无益。

（三）目录（作者认为是理想的无墙书店）
1.图书馆馆藏目录
布里埃尔·洛代在“关于建图书馆之我见”中阐释了建立开放的万有图书馆的理想目录形式。“对于
馆藏目录，无论其图书馆是老是新，公用还是私用，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都必须逐一抄写到手。
这不仅涉及那些著名的大图书馆，也涉及那些默默无闻、无人问津的学舍和书屋。”

2.关于某一主题的所有书目录
安东·弗朗赛斯科·多尼1550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图书目录》（收录所有用俗拉丁语写作的作家）和
拉克鲁瓦·德·麦内的《拉克鲁瓦·德·麦内爵士文库卷首，本文乃五百余年以来所有用法语写作的
作者目录》（收录500多年来用法语写作的作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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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秩序》

�《图书目录》�《作者目录》
相同点�1.收录的都市俗拉丁语的创作或译作；
2.为收录其作品的某些作者作简短传记；
3.严格按字母排列作者。（作者目录做出了特别说明）
不同点�小开本，便于携带�对开本，桌上书
�目的是赢得君恩�牟利为主

（四）一座无所不包的图书馆只能是非实体的，只能是一份目录、一份索引或一项统计。相反，任一
座设有专门场址、拥有真实藏书供人查阅的图书馆，无论其藏书量有多大，都只是无涯学海的冰山一
角。
 
五、读者群体
米歇尔·德·塞尔托对照了阅读和书写：书写存储，宁定经久；阅读过眼，转瞬即逝。阅读活动，少
有留痕，它离散为无穷的独特行为，而且比较任意，不守清规。（p87）

对于一部试图清点和论说阅读活动的史书来说，原则上需要两个公设：
1.文本对阅读不做预先设定，在给出的意义和读者对其的诠释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见的差距。
2.一个文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有一个读者赋予它意义。

（一）阅读史的得失、问题和可行性
1.阅读史的得失
今天，曾经被当作书之影的读者，却已脱离了书，影离体而自称一体，得到独立。但这种独立绝不等
同于完全的自由，还会受到一系列规范特定群体实践和习惯的约束。

2.阅读史的问题（以法国为例）
（1）法国书史的研究现状
量化旧体制下社会各群体对书的不同占有量，因而建立了一系列揭示文化程度差异的指数：比如针对
某时某地，死后遗产中有书的占百分比多少，根据藏书量对图书拥有者进行分类。
这种做法认为，了解16-18世纪法国人的阅读活动，首先要建立起一系列的数据和量化标准，找出社会
差异在文化活动中的反映。

（2）存在的问题
预定社会阶层必然导致文化差异；
假定文本的类别反映文本特征，并以文本类别为依据，勾画出种种文化景观。（无视文本在阅读中产
生意义的过程）

3.阅读史的可行性
（1）需要承认，对于共享的阅读物品，不同的阅读方式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差异。
（2）重建阅读实践网络，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群中，该网络决定了人们获得文本的不同模式。
（关注以前的阅读方式）
（3）文本无法脱离物质载体而独自存在，任何一种对文字的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读者所接触
的实体形式。

（二）作品、书籍和阅读的三边关系
1.作品文字恒定不变，其印刷形式常变常新。（文本表现形式的变化必然会改变其诠释方式。）
2.应订单之需，版本形式变迁，文本被改造，形成新的读者群。（蓝皮文库）
3.书籍在改变，不是因为书籍改变，而是阅读模式在变。（默读和泛读）

六、从宫廷到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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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作品所再现的建构社会的原则是相互矛盾的，莫里哀认为悲剧和小说是虚构之物品，而喜
剧则是现实的再现。
1.1688年，《乔治·唐丹》首演时的社会背景
（1）时值君主制全盛期，路易十四守护王朝，开疆拓土，需要得到颂扬。
（2）乡绅贵族改革：限制人们进入第二等级，恢复秩序（只有国王拥有确定其臣民等级的权利，唯
有国王颁发的白纸黑字的证书具有法律效应。P137）

2.莫里哀再现了何种社会现实？
莫里哀和吕里为1668年7月的这场欢庆准备了一个混杂剧形式。它除了必须逗人笑之外，还有一个意义
：混杂之中亦有序，这个次序就是德行之序，就是贵族与平民的绝对区别，因为贵族在灵魂上和身份
上更为高贵。(P116)

3.宫中的受众和城里的受众各赋予了该剧什么含义？
宫中的受众：贵族决定农民身份，后者只能被动接受；而贵族地位离开了国王就失去了合法性。
城里的受众：本时代的社会理想便是人人永远安其位，等级差异明确，生活境况有别，唐丹式的奢望
千万不能有。

（二）支配《乔治·唐丹》创作的背景（旨在颂扬君主荣耀的庆典）如何构建出该剧对17世纪观众（
或读者）的意义。
1.研究该剧的演出形式
喜剧情节与演出环境做到了水乳交融，前者展示了一次不可能的僭越，后者被用来歌颂绝对的王权。

2.重建该剧不同的接受情况
一派观点认为这部剧有意义是因为其“滑稽桥段”和“搞笑主题”，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它首先是一
部“反映”（或批判）了当代显示的喜剧。

3.分析如何道出构建社会身份地位的种种机制。
身份构建的模式是用经济资本构建社会资本（剧中反复强调“我这么有钱”、“用我所有的钱”）；
无法改变的地位（唐丹的衣着）；阶级分类的规则（均来自于王权）。

七、大众阅读

（一）批判“大众文化”概念
1.大众文化的两大类诠释和描写模型
（1）视大众文化为一协调自主的象征系统，它的运行逻辑迥异于并独立于精英文化逻辑。（P141）（
大众文化自成一体，封闭而独立）
（2）强调组织社会的上下等级关系，着眼于大众文化之于统治文化的附属关系和种种不足。（偏离
正统文化，不具有文化合法性）

2.大众文化的历史分野（17世纪君主专制，集权统一，新旧教会，同化镇压）
（1）大众文化的黄金时代，原生独立。
（2）审查和限制的年代，令大众文化衰败解体。

3.对以上概念界定及分区的怀疑。
（1）将某个转折时期界定为大众文化繁荣与衰败的分界，这种做法在现代也常发生，只是别的史学
家将其放在别的时期（P143），例如13世纪区分高雅文化和民俗文化。
一种专制的改革（或反改革）文化，会利用某些规范和纪律、某些文本和话语来驯化大众。但事实上
，在规范与实际、上命与下行、预定方向与实现的方向之间，肯定有一个距离，一个修正和篡改悄悄
进行的距离（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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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法文化和遭贬文化界限并不分明，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流。

（二）从阅读实践和出版角度如何研究大众文化
1.如何研究大众文化
“大众”定义的是一种关系模式，一种使用方法，即对流通于世间的规范和物品的使用方式，当然，
在接受、理解、操控上各群体是迥异的。（P148）
所以对于史学家来说，研究大众文化，不是要找出那些所谓的“大众”文化集合本身，而是描写吸纳
它们的种种不同方式。

2.作为吸纳方式之一的阅读的特点
（1）阅读过程中的“注意力偏斜”：对于统治集团、官方、市场或权威强加给它们的模型。大众文
化或者保持距离、或者在其中导入自身逻辑并吸纳之。
（2）意义之建构，说到底是一项人类活动，虽然师姐愈来愈为物所役、为消费所役，但这项人类活
动永远不会从世界消失。

3.文化和社会的关系
（1）文化和社会决定了差异和自由，总体规范系统所固有的漏洞（或其间的矛盾）留给行动者的差
异和自由。
（2）大众文化始终处于关于文化的合法秩序中，合法秩序要求它必须在线自己的依赖地位。

2、《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55页

        GSS：
关于 
祝圣一座教堂 和 敬献一本书
 教堂－上帝   和  作家－君王
知识／人 与 神性 的偶然联系。。。
——疑似牵强。。。

此外，参考《人的境况》，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9750545/

3、《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99页

        GSS：
作者 总结了 什么是“经典作家”
为什么 莫里哀 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家 的作品 有着多种可能的读法，
为了让人窥见 社会运作的那些极为现实的原则，
他编造了一些 在社会生活中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境。。。

4、《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5页

        GSS：
作者论语言文字存在形式，与法律形式的关系；
技术对法律形式的影响，进而对法律性质、作用的影响。。。
口头、书面、印刷——分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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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00页

        GSS：
作者分析了：
a.控制创造力机构的能力 与
b.读者创造力 的关系。。。制定法规的机构介入得越多，其成效性越大（控制创造力的机构额弱，读
者的创造力就越强）。。。

除了 书籍中设置的种种限制 读者阐释的机制，还包括 外在的审查制度的种种模式，包括：
a.行政的
b.司法的
c.宗教裁判所的
d.社会的。。。

6、《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29页

        GSS：
法律是通过对人自由的限制 以实现人［个体、群体、人类］自由。。。
比如 相邻关系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 与 对所有权／自由的实现

著作权法 宗旨探讨的基本出发点：是 人创造＋接触／接触＋再创造 知识的自由／需要
背景：人类科学技术［印刷术、网络］对人之能力、需求的影响
这个出发点＋背景，能不能作为著作权法伦理的“元观点”而存在？。。。

7、《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09页

        GSS：
作者 以莫里哀的喜剧 说明：
什么是小说？
什么是悲喜剧？

8、《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8页

        雕版印刷术，也就是先将文本刻在木板上，然后再拓印下来。这种8世纪在韩国、9世纪在中国就
已成熟的技术，让印刷文本在明清两朝的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广泛流通作者是不是有点高丽血
统捏？还是天朝宣传得不到位？

9、《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46页

        从“文化共享”到“文化分岔”，其中蕴含着双重的流变：一方面是一个抽身隔离的过程，于是
乎文化活动越是不被分享，其价值就越凸显；另一个方面是一个贬低和排斥的过程，将那些与大众娱
乐有关的作品、物件和形式统统摒弃在正统或神圣的文化之外。
这种理解模型，与前边提到的描述16-18世纪西方社会文化轨迹的模型相比，其相似性让人讶异。那模
型也提到精英的抽身对大众文化的隔离，由此产生的文化分流破坏了长期存在的公共基石，即“巴赫
金式”公共广场文化，一种民间的、节庆性质的狂欢文化。针对两种模型，我们可提出相同的问题。
共享文化作为早期文化，其内里就真的那么一致吗？文化分流，拉开差距之后，合法文化与遭贬文化
就真的那么界限分明天地相隔吗？在谈论19世纪的美国时，大卫·霍尔（David D. Hall）对以上两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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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一方面，19世纪上半叶的“公众共享文化”也遭遇过种种阵痛，其内部有分裂
，其外部有竞争；另一方面，表面上看来与市场无缘的文化财富变成了商品，大众商业文化将合法文
化的价值和符号据为己有，于是，在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量的交流。
另一个问题是欧美两种文化轨迹在年代上的分别。西欧旧制度下的文化转型，在美国似乎晚了一两百
年，人们有权这样说吗？或者说，跨大西洋的人口流动，已经让西方世界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在19世
纪下半叶的整个西方世界中，文化的转变让精英们皆鄙视大众文化并将其贬斥为工业文化？一方面，
追求“纯”（或净化了的）文化，与低级趣味保持距离，摆脱经济生产法则，立足于作者与选定观众
间的美学默契；另一方面，是步步进逼的商业文化，其主导者乃企业资本，其对象乃广大消费者；这
两者之间的联系一定非常密切。皮埃尔·布尔迪厄最近致成，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形成了一块新
的文学领域，它被视为一个分离的世界，产生了一种美学立场：在创作中自主、不谋利和绝对自由。
上述二者都与唾弃奴颜婢膝的“工业文学”直接相关，因为后者靠迎合大众口味而获得成功：“作家
、艺术家与市场的关系，因一只看不见的手而生出种种不协调，于是便导致他们对‘广大群众’的想
象产生歧义，既令人着迷又遭人轻视的广大群众，其中既有蝇营狗苟俗不可耐的‘商家’，也有被生
产活动所愚弄所忽悠的‘人民’。”

长久以来，在欧洲，在美洲可能也一样，关于大众文化的经典主流定义皆基于三个想法：其一，用不
是大众文化的那个东西，即主流精英文化来界定大众文化；其二，有可能将某些文化产品的受众定义
为“大众”；其三，认为文化表达方式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纯度，其中的一些在本质上属于大众。三
种公设，在法国（及他国）引出许多关于“大众文学”和“大众宗教”的传统研究，大众文学即货郎
书摊上的常备书，大众宗教即大多数人因敬畏而生的信仰和行为集合。
毫无疑问，上述观点令人生疑。“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大众宗教”与教会宗教，后者将自己的
书目和模型强行推广，但前后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完全属于大众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在分享大
众文学或大众宗教；后者既同化亦被同化。
因此，根据假定中的某些文化物品或模型的特殊分布来确定大众文化，是完全不成立的。它们的分布
，远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其实，由哪些群体或个体对其占有，其意义也非同小可。一个分布社会学未
言明地假定：每一个阶层或群体的等级，都有一个与之平行对应的文化生产的和文化习惯的等级，该
理论已无人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除了在社群所特有地文化实践形式外，对共享文
本、编码、模型地纳入方式亦是异相纷呈的。以为只要找来、汇齐并描写了某些材料就能发现“大众
”的成分只是妄想：“大众”的成分不在此山中。说到底，所谓“大众”，它定义的是一种关系模式
，一种使用方式，即对流通于世间的规范和物品的使用方式，当然，在接受、理解、操纵上各群体却
是迥异的。上述思考必然会导致史学家的工作的转向，因为他所要做的，不是找出那些所谓的“大众
”文化集合体本身，而是描写吸纳它们的种种不同方式。

10、《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35页

        GSS：夏蒂埃 是如何把 关于作品／著作权／版权规则 的各种观念 连接起来 进行历史分析的。。。
版权规则价值观念、“思想v.表达 二分法”、新美学观、作品新定义、写作意识／作家意识、创造力
／独创性。。。
太精彩＋强大＋令人震惊了。。。

GSS：
夏蒂埃 分析了 版权价值基础的差异、作者产权基础的差异，以及由上述差异 产生的世界版权争论和
不同的 作者法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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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顺便阐明了“思想v.表达两分法”学说 提出的背景，和意图解决的问题／回应的争议。。。

1.对于著作所有权的认识／定性，是建立在不同的 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著作所有权，
a.当书商 想用他来捍卫 其永久版权时，他是绝对的。。。
b.当政府 通过承认＋赋予 版权——手段，以构建一个出版物的公共领域时——目的，他是有限的。。
。

2.世界版权争论＋不同作者法权体系：a.法＋德
价值基础：洛克自然权利 学说
基本内容：认为作者产权 是个人劳动 的成果。。。
——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无论被视为一项完整产权，还是一种补偿，
当协作被看成劳动时，写作＋文本产权 的合法性基础就找到了。。。
标志：法国行政法院1777颁布的法规

b.英
价值基础：让思想成为 私人财产 对社会有害。。。
基本内容：反对永久版权的人，认为应当将文学作品 与 机器发明 等同视之。。。
所以，版权作为产权 有限期限。。。
标志：安妮法，14年

正是为了回应b的价值基础的争议，
a又发展出了 思想v.表达 二分法的学说。。。

3.思想 v. 表达 两分法 学说。。。
提出背景：为了回应b的学说，a／永久独占权说 又发展出了新的观点，以支撑其永久独占权理论。。
。a.思想－属于公众，并应该分享，当属无疑。。。
b.而表达形式－体现了 个人独有风格 和 特殊感情。。。由于思想 v. 表达 两分法，而产生了新的美学
观。。。
这种新美学观又成为 著作所有权的合法性基础。。。新美学观：
——作品乃独创，独创及其可识别的特殊表达形式。。。这种新美学观 还促成了 作品的新定义：作
品的特征不在于他所承载的思想（因为，思想不应该为个体独占。。。），
而在于其形式：
——即作者生产、组合、表达其观念的独特方式。。。
由于上述过程：文本 获得了一种独特身份，该身份不再与天意、传统或体裁发生关系，
而是直接委身于作者主观性。。。
福柯所理解的“作者功能”，基本特性在 这种作品理论中 得到宣示：
——视作者为“某个写作单位的原则”，该单位有别于其他单位
——视作者为“一个表达策源地”，他体现在作者的每个创作活动中。。。

GSS：
接下来，夏蒂埃 指出，正是基于上述观点的不断发展，
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个现象／趋势：a.文学创作职业化趋势
b.自认为天赋异禀的作家意识。。。夏蒂埃还提出，这两个方面还存在矛盾：a.天赋异禀作家意识的产
物 本应被视作 自由灵性的产物，仅取决于作者内心需要
b.而同时，文学作品 成为了可转让的财产，具有商业价值，最终成为合同对象，并用来交易，换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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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 导致 人们关于写作的意识也发生变化——矛盾的变化：
——写作的根本是创造力。。。

把灵感当商品，颠覆了关于文学创作的传统概念。。。
a.自古人们即认为：科学的报酬是名誉。。。
而当下观点与之对立：认为靠写作挣钱天经地义，理直气壮。。。
b.从前，无官＋无资财的作者 依附权贵 实属正常
现在，超然独立，成为创作的基本条件。。。
c.无私的创作天赋，保证了作品的独创性。。。
对作品的文学价值有可能＋必须给出相应的金额评价，因此，创作成为有报酬劳动＋服从市场规则。
。。

GSS：
夏蒂埃 这段阐释了几个关键问题——以及关键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a.版权规则价值观念基础 的差异 和 争议。。。
b.“思想v.表达 二分法”提出的背景＋意义
c.二分法 所引发的 新美学观
d. 新美学观 促发的 作品新定义
e.写作意识／作家意识 矛盾变化为： 写作根源于 创造力／独创性。。。

11、《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56页

        另外，文化社会学或历史，若将其理解为意义建构史，其基本对象就始终处在一种张力之间，张
力的一边是个体或群体的创造力，另一边是约束、规范和惯例；后者限制他们思想、述说和行动的可
能，限制的强弱，取决于他们在统治关系网中的地位。此论点对于雅文学史完全成立，因为此类作品
始终处在可能域，亦即可能被想到。对实践史来讲它也成立，实践便是对意义的创造，创造会受到种
种（社会、宗教、制度等等的）限制，后者为每个社群确立合法的行为和遵循的规范。
一方面，大众文化始终处于关于文化的合法秩序中，合法秩序要求它必须再现自己的依赖地位。另一
方面，统治关系，象征的也罢非象征的也罢，从来就不是对称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其定义
首先不是它放弃了什么；而被统治者，无论他做什么，隐忍、放弃、否认、抗议、模仿或压抑，他所
遇到的是统治者拒绝他什么。”

两种解读模式，一种描写诱使机制，让被统治者自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合法；另一种则承认某些表达形
式，被统治的文化依靠这些表达形式“完成了对自己境遇经验的组织，而且在象征上协调一致，拥有
自己的原则”。

12、《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56页

        GSS：
作者 在最后 定义了自己 对于 大众文化的理解。。。大众文化 指涉 文化的自主性。。。

GSS：
大众文化的自主性
和 大众 的自主性 有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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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 与 自由 有毛关系？

网络时代 大众文化 当中 的共享自由 与 作者的论述是否相关？

主题：网络时代 的 大众文化 与 著作权规则。。。
？

13、《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32页

        GSS：
夏蒂埃提出：
当 作者角色 再次被重视－“作者角色的历史社会分析”时，
就必须考虑 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作者功能”如何构建？
。。。
夏蒂埃说，“作者功能 是给话语分类的基本功能”。。。
GSS：作者功能 理解为 “作者”这一概念解决什么样的社会需求：
——那些阶层，出于什么性质的需求，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赋予“作者”概念 怎样的内涵。。。
这样理解 作者概念／作者功能 似乎更方便。。。

PS：
关于 作者概念 的问题，一定要参考波兹曼：《童年的消逝》，P29，波兹曼论“作家”概念。。。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9237640/

作者：根据文本与某人的关系，将该人指为作者。。。
作者的“身份”，在此有着极特别的功用——这就是所谓的“作者功能”。。。

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的初版中，分析了作者功能的三个历史阶段。。。
［GSS：作者这里的论述，是按照 现在显而易见的功能 －－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功能－－到其他功能
－－这样排序。。。现在按照历史顺序重排一下。。。不是作者的排序不好，而是历史顺序重排，似
乎更有利于GSS的思路＋说明问题。。。］
1.作者身份 便于“认定责任”
此前，托名于某些神话人物或圣贤先哲
作者身份，使文本、书籍、报告拥有真正作者。。。
目的：惩罚作者＋认定某些言论违禁＝责任认定。。。
手段＋过程：拥有 权力／权威［公权力／宗教权威］ 对 制裁对象公民／教徒 进行管制、裁判、惩罚
。。。

2.作者身份 便于明确产权归属
此前，不存在文本产权的问题。。。
作者身份，使文本产权体系建立
手段＋过程：立法机构 颁布了 关于著作权／版权、作者－出版商 关系、作品复制权等方面的严格的
法规——文本产权体系 据此建立。。。
时间：18世纪末19世纪初。。。

3.GSS看不懂。。。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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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S：
从历史着眼，作者 的 责任认定功能 先于 明确产权归属功能
也即是说，责任先于权利＝公法先于私法［GSS：仅就作者身份的法律意义问题而言。。。］

据上文，最初的著作权／版权规则 所确立的 文本产权体系，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1.版权
2.作者－出版商关系
3.作品复制权
。。。

14、《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6页

        GSS：
作者论历史与未来；
论历史不具有预言属性。。。

15、《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87页

        GSS：
读者 是什么？

作用是什么？

写 是什么？

阅读 是什么？阅读：一系列具体实践 和 一系列诠释步骤。。。
“新读者创造新文本，文本的新意 直接依赖于文本的新形式。。。”

16、《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29页

        GSS：
夏蒂埃 分析了文献学 和 法国书籍史的研究 的特色 和倾向。。。
1.文献学［“经典定义：对书本本身的研究”］
（1）宣称“作者已死”，“认为 a.作者意图 与 b.文本意义 没有任何关联”。。。
（2）拒绝承认“阅读、接受、诠释一部作品的方式 有可能极大的影响到 人们 对于 作品意义 的理解
”。。。
最后，作者总结：这种状况 在英语世界（英美＋澳新）占统治地位——书的历史 成为一个 与 a.读者
b.作者 无关的历史。。。

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
a.书的制作过程，
b.辨认书籍中 种种物质痕迹，
c.参考一系列编辑决策、印刷工坊的制作和印刷业习惯，最后
d.达到解释并说明该书的目的。。。

荒诞的是［GSS：表明夏蒂埃的观点／态度－反对］：
——传统上研究书籍本身，其首要宗旨 一般来说应该是 确定＋复原 最初＋正确的版本，
但是，上述文献学传统 却企图 抹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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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杀作者——成为符号学 称霸时代的特征。。。

GSS：文献学在关于 其研究宗旨 和 研究手段的问题上 矛盾－宗旨v.手段 不匹配。。。

2.法国书籍史
特征： 重视文化和社会的因素。。。
可是他主要关注点 使其走入歧途。。。
法国书籍史主要关注两个方面：a.致力重新揭示生产和销售书籍的业者 等级、合作关系、待遇，
这涉及：书商、印刷商、排字工、印刷工、铸字工、刻版工、装订工等
b.企图再现书籍 传播情况，不同社会团体对书的不同占有率，束对人心动影响。。。

荒诞的是：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 被遗忘。。。
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关于书的社会史学传统中，书有读者却无作者，或者说——作者在此领域［书籍史
］不太重要。。。
［GSS：作者在哪个领域重要？］
作者只属于：
a.文学史 以及其他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
b.传记
c.学派 或
d.思潮研究 或
e.关于一个知识阶层的描述。。。

GSS：分析了文献学 和 法国书籍史的研究 的特色 和倾向之后，
［夏蒂埃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态度］提出了 后来发展出的几种新观念－作者回归：a.“接受美学”－旨
在勾勒 作品 与 其读者“期待视野”的对话关系，也就是为其受众所共有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参照的集
合。。。
认为：文本意义远不是普遍＋单一＋稳定的。。。
b.“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作品放在他与“普通”文本（应用、司法、政治、宗教的文本等）的关系
中来考察，后者是文学创作的原料，文学作品因而可被理解。。。
c.“文本的社会学”－注意力集中在文本载体的物质形式上。。。

上述这些方法的共性：
——把文本＋作者、作品＋生产者的立场＋意志联系起来。。。

17、《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1页

        GSS：
隐喻V.借喻V.提喻

18、《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141页

        GSS：
作者 分析了 何为 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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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和大众文化。。。

19、《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24页

        GSS：
作者提到 电子文本 与 著作权 的问题。。。
——电子文本 读者 的 “自由权” 与 著作权／版权法 的冲突！
提到了 电子文本 的读者 和 手抄本 的读者 的相似性。。。电子文本 的读者可以：
a.对文本进行各种操作：编索引、加注、拷贝、分解、重组、移位等，还可能
b.参与合写。。。读者成了成就一部作品的众多写手之一，或者至少，
有可能自由的切割或拼合文字片段 以构成一个新的文本。。。

手抄本 的读者，可以将不同性质的作品收在同一本书里，是否将其汇集成册，构成一本合集，仅仅取
决于 他本人的意愿。。。
电子文本 的读者一样。。。只要他愿意，可建造各种原创文集：
文集的存在、组织，甚至外观，皆取决于读者本人。。。
他随时随刻都有可能 介入文本，修改，重写－将他们变成 自己  的东西。。。

上述这种  可能性 威胁＋质疑 了我们界定“著作”的种种范畴——著作权／版权法。。。
Copyright这个概念（该词1701年首次出现）
可以被理解为：作者对其 原创 作品的拥有权，
作品是其作者 创造天赋 的产物。

对电子文本世界而言，Copyright显然太不合适了。。。

GSS：版权 的 概念 于电子文本的冲突。。。
进而引发 谷歌电子书项目，所造成的与 版权法冲突的反思。。。脱离了 旧日的：
a.物质载体 和 
b.固定位置，
呈现为电子形式的文本 可以抵达任何一个读者。

假如所有现存文本，无论是手抄 还是印刷，
都被数字化 都被转换为 电子文本，
全部文字遗产将为全人类所支配，就成为可能了。。。

GSS：作者 也许把 电子文本形式，视为 文字 知识形态 全人类 真正共享的 最佳途径／工具。。。

20、《书籍的秩序》的笔记-第33页

        GSS：
夏蒂埃 从福柯关于“作者功能”的思想出发，
专论 “文学产权”概念。。。
特别是 文学产权概念产生的背景。。。确认文学产权，远不是出于实施某项个人财产权的特别需要，
而是为了捍卫出版界的著作所有权——该特权 让书商一旦获得某书版权 便能独家发行。。。

书商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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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作者对作品的 拥有权，
也就等于 默认 书商自作者处购得 的版权 不容剥夺。。。

然而，实际上，君主制国家［GSS：即英国。。。］曾多次尝试取消这一传统上的无限期特权。。。

根据1709年《安妮法》，作者享有14年版权保护，期满作者健在＋14＝28年，
就意味着，最初版权保护1709+28=1737年即将过期。。。
因此，伦敦书商反对有期限保护策略。。。

狄德罗撰文：文本所有权 是完整的，是永恒的产权，而非君赐。。。

GSS：
夏蒂埃本段论述了 文本产权／版权 的两个特征：
1.有期限［虽然不断延长。。。］
2.特权性质
也就是说，版权最初表现出来的特征：依行政许可而产生的合法垄断特权。。。
因此，夏蒂埃认为：著作所有权／文本产权 与 绝对财产权（比如土地／不动产所有权）挨不上边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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