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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内容概要

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能够
找到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这种残酷的仪式何以在他们眼中如此“好笑”？十八世纪法国人
的文化有珍奇的一面，也有寻常的一面，作者一一召唤而出，藉以邀请读者思索这一类的问题：为什
么巴黎的一群工匠觉得猫大屠杀那幺有趣？玩笑如何在旧制度的工人间发酵？《猫大屠杀》揭露一个
文化的万花筒视野，既熟悉又奇妙。作者在书中提供了治疗文化震荡所不可或缺而且入口难忘的一帖
药剂。尽管这是一本学术著述，在作者以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写作的策略下，读者绝对可以
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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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作者简介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欧洲文化史专家 ，1939年出生于纽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
欧洲文化史专家。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奖金、美国的国家
图书评论奖；以及法国的美第奇奖提名。本书为他赢得1979年美国历史学会的Leo Gershoy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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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书籍目录

译序
序
一 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
附录 故事的变异
二 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
附录 孔塔记叙的屠猫记
三 资产阶极梳理他世界：城市即文本
附录 省区社会阶级杂处
四 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
附录 三份纪事
五 哲学家修剪知识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策略
附录 三棵知识树
六 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
附录 兰森的购书单，1775—178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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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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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编辑推荐

　　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
能够找到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这种残酷的仪式何以在他们眼中如此“好笑”？　　达恩顿
在那些非权威文本的幽时间处探索隐藏的历史真相和人类心灵状态：一个中产阶级市民对其城市的一
份“完整”梳理，一名警探保存的令人称奇的档案；《百科全书》的序论；一位同时代读者对畅销书
作者卢梭的评价。　　本书探讨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述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
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种探究的途
径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也可称作“文化史”，因为那是以人类家研究异域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
自身的文明。那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　　在作者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的写
作策略下，读者绝对可以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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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精彩短评

1、十一蹲宿舍，厌学情绪暴涨得我希区柯克都懒得看，瘫痪在床草草翻完。最关键的一章或许是讲
《百科全书》的分类体系的一章，分类中饱含权力和知识张力关系，而作者在此书中一以贯之的手法
像是意想不到地切入来照见传统层次分明的历史叙事中的缝隙。不失有趣，但前面对精神分析的批评
似太过轻易。
2、挺有趣，六个小窗口，窥见十八世纪的法国。
3、随着阅读，渐入佳境，越来越好，结语是一篇非常棒的方法论宣言。比较可惜的是，大陆出版译
名没有改过来，罗什、沃维尔之类都不算大陆常用译名。
4、新文化史写作。每章都以一些故事作为起兴。
5、意義世界
6、上大学之前
7、一本关于法国18世纪文化史的散笔，却写的趣味盎然。在做到易读性的同事，学术性不减。很有收
获的一本。
8、除了末尾以外写的极好，但是最后反复讴歌卢骚，差评。
9、农民/工人/资产阶级/警探/哲学家/读者
10、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警官艾梅里为巴黎作家们包括卢梭等名家编写的档案。档案不仅记录了作
家出身，职业情况，重要事件，还有对其面相人品、作品水平的评论。艾梅里很有鉴赏力，所以对作
家文学作品的评点也极为出色。
11、看到卢梭的读者来信我惊呆了。。。
12、法国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封建贵族，法国三个等级的思想文化钩沉。关于猫的隐喻
，格林童话的变种，狄德罗，卢梭等哲学体系的流变⋯⋯达恩顿没有停留在告诉你法国人在想什么，
而是告诉你怎么想。最重要的是，将历史研究再次聚焦于普通人的思想文化，而不再只是宏大的政治
经济叙事。希腊罗马大菜要有，普通人的思想文化小菜也不能少。
13、从文本到世界观。
14、很有趣味性
15、考虑到这是一部开山之作，其对于新手的视野有开阔作用，在后记里面也详细探讨了研究当面的
问题以及可以用来解决的方法，值得五分。但是从当下角度而言，其内容和论证并不新鲜，很多论证
也过于繁琐。
16、最近在上民间文学的课，正好这书里有篇关于鹅妈妈的文章，挺有意思。
17、这种类似新史学的研究方法的确很诱人，降低了历史研究的门栏，从私密野史档案中也许的确能
够得出些新的东西，但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光顾着摧毁，最后能建立连贯的叙事吗。
18、那些夫人们为《新爱洛伊丝》留下清泪，同时幻想着和写出小说的一等一的男人卢梭来一段不可
名状
19、通过文本进入到两百多年前的农民，技工，资产阶级和文人的世界，试图考察其所思所想
20、最喜欢卢梭的一篇。
21、当年的史学启蒙，印象深刻
22、由小见大，趣味横生
23、前两个案例很棒~后几个有点片面，只能作为一个小案例或者个案，不适合作为整体社会学研究
范本。
24、读鹅妈妈那篇时候在想 n多年后 如果人类没灭绝的话 我们现在的流俗文化是不是也会被群体文化
水平上去的后人们嘲笑成狗⋯⋯
25、非常有意思的新文化史著作。崭新的角度与认知使它看起来不像一本史学书更像是文学。关于童
话与民俗那些内容很有趣，童话爱好者可以读读。
26、《旧制度与大革命》天才洞见，《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抽丝剥茧，《马丁盖尔归来》精微妙趣，
《屠猫记》曲径通幽⋯
只是读罢《屠猫记》之后很难再去正视那些似曾美好的“童话故事”了~
27、传说中的经典必读名著
28、這內容太豐富，從第一章一上來就慘無人道地嘲諷了精神分析學家對童話的分析開始，註定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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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備嚴謹地跟你分析數字，而是用人類學的玩法解析文本。第一章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小紅帽了，看完我
決定把那本小紅帽分析重翻一次＝。＝第二章屠貓肢解一個印刷工人的笑話，第三章分析一個資產階
級看當時他們理解的等級和特權，第四章從一個思想警察的記錄來展現當時文壇的生態現狀，第五章
講百科全書派玩分類定義世界，第六章講盧梭玩弄讀者，趣味橫生，良心翻譯。
29、虽然人类学倾向的研究方法不是我心中的白月光
30、有意思的角度
31、p118 图卢兹
32、（部分）第三章 视角很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过度阐释啊
33、童话入门、研究入门
34、法国历史研究者的写史风格 有些观点在《洗浴的历史》里似曾相识，不过本来也都是新文化史
35、这本书名气很大，但读来觉得并不靠谱。要借由档案文本中的只言片语触抵古人的心灵，进而还
原历史情境，只能注入过多的想象和阐释的成分，微观视角见树不见林自不必说。另外，对18世纪巴
黎生活场景的描述充满了“东方学”般的猎奇注视，却缺少人类学要求的自反意识。
36、忘记有没有买过这本书了TT还想再看一遍⋯⋯
37、嗯，2016-1-28，＃刷书＃＃新文化史＃
法国文化史的钩沉，达恩顿是高手，先读启蒙运动的生意时候刷新知识，这次刷新的不仅是知识，更
多是方法论。姜老师说的好，新文化史是方法，慢慢来，不着急。
38、章二
39、重组象征世界
40、关于“心灵史”的论述
41、喜欢，要求有文化底子
42、写的真好，这么新颖的角度配上严谨的分析。可惜他用的材料太刁钻以及需要非常深厚的文化理
解。我们用在自己的世界史分析上基本不可能了，期待中国史的同学能仿照这种模式挑战一下。
43、外国史学史。个人觉得翻译被改过，和译序里差别挺大的。内容的话，自己不熟悉法国文化语境
，没有太多同情感
44、读者对卢梭的反应
45、沒有想象中那麼readable，在歷史時期做人類學研究，不得不承認新文化史套路深⋯/18世紀法國
：“我們的社會竟分裂至如此地步”/盧梭竟然有那麼多迷妹？？？
46、第一章讲述了欧洲大陆的童话变化,特别是法国与德国童话的区别,前者更注重教育儿童实际生活的
残酷,后者更偏向于浪漫神话色彩.第二章讲欧洲大陆的屠猫传统,把猫看成女巫的化身.第三章讲资产阶
级划分上与马列的不同,第四章讲艾梅里记录中作家的生活状态.第五章 讲狄德罗编写的<百科全书>对
法国的影响以及在文坛上引起的学科划分的争论.第六章讲卢梭写的<新爱洛伊丝>成为法国的畅销书
以及读者对本书的反响
47、有趣的18世纪 黑童话/工人虐猫暗示/阶级与JC/卢梭
48、大三的时候孙秀老师推荐的，俨然不记得内容了。这次孙燕京老师上课要讨论就又翻了翻。我对
作者的整个建构都不大赞成，这是一本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著作，见微知著通过一件小事来研究历
史不强调历史是连贯的，有点碎片化。以童话，某工人记载的屠猫以及某警察的调查记录和某商业寡
头的书单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似乎少了一丝严谨的真实。
49、鹅妈妈和屠猫这两章很精彩
50、大篇卢梭
51、有结构主义和福柯的味道。但这种研究方法木有什么实践层面的伦理价值和指导意义。在我国也
完全可以就同样的主题进行类似的研究，但结论呢？虐猫有历史文化根据所以就虐猫合理？这也是结
构主义方法的一个弊端吧。存之待论。卢梭那篇，研究角度很独特，浪漫主义的发轫其实就是上帝之
死的开端，文本将自身摆置到了上帝的位置。这个结论很有启发性。想关注一下大革命、宗教以及浪
漫主义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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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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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章节试读

1、《屠猫记》的笔记-文明=文人=哲人=哲學精神

        

2、《屠猫记》的笔记-卢梭赢得的读者狂热和泪水

        销售相信确有其人女性爱慕道德作用

3、《屠猫记》的笔记-分類與邊界

        

4、《屠猫记》的笔记-第3页

        屠猫记我看过三遍。第一次是十几年前在清华蹭课，读了第二章的英文版，当时的主题是阶级、
反抗与仪式。所以我以为这是研究工人阶级意识的书。第二次是去越南的火车上，有了中文版，看完
颠覆旧印象，记了一肚子八卦和文人共和国这个词。看完丢开，默默归类到新文化史。第三次是在看
完《阅读的未来》之后，文人共和国再一次被反复提及，却是在数字时代讨论电子书和纸质出版的未
来。如果这是同一个主题，它究竟是怎么跨越时代，从屠猫记里那些谣言绯闻无厘头幻想花边新闻，
过度到今时今日正襟危坐的理想？我只好回头再来看，终于才看明白，这本书并非各种书评以为的文
体实验集锦，唯一目的只是尝试用人类学的方法探探18世纪古人的心态。

这其实是一本有关阅读及其意义的书，而这一点，其实在前言便开宗明义，却被几乎所有人忽视。

“阅读的概念乃是串连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因为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
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考据的模式或许有所不同，但是不论采用什么模式，阅读无非是为了寻
求意义。当代人所铭记的意义，在他们人已作古，而且在他们所见的世界景象时过境迁之后，仍能幸
存的意义。因此，我试着读出自己的一条路来贯穿18世纪。”

第一章：乡野鄙夫阅读民间故事；
第二章：屠猫记录者阅读仪式；
第三章：中间阶层代表阅读城市；
第四章：监察阅读各种文人作品；
第五章：哲学家阅读世界和人类知识；
第六章：读者阅读卢梭。

所有的人通过阅读来寻求意义，而达恩顿则通过阅读他们的阅读，来找到通往这些意义的路，逆水行
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怎么阅读古人的阅读？

这个问题听起来就很帅，直接把人勾引上方法论那条道，云里雾里地讲心态史何以可能，我们究竟需
要哪种历史，扒拉扒拉。但这个帅要想耍起来，达恩顿其实耍了个小玄虚。在所有方法论的讲法之前
，研究靠的只能是古人的记录。说白了就是档案。如果阅读只是停留在眼睛，哪怕连宇宙意义都看明
白了，也只能湮灭在时间里。

让我们更老实一点，把问题变成：如何通过阅读档案，来探求古代人经由阅读来呈现的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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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记》

文人共和国的意义终于跑出来。其实照字面理解恐怕更直接：字的共和国。在这个时空设定里，人们
热衷于通过阅读世界来把握世界对自己的意义，然后认真地用字纸记录下自己的阅读过程。凭借着共
和国公民对字纸的崇拜与珍惜，它们得以穿越漫长时空，携带着18世纪的鲜活记忆，经由历史学家的
“阅读”，终于在今日重生。

悖谬的是，即时储存全民写作的网络时代，字的共和国却可能面临崩解。今天的屠猫仪式，会在数日
之内达到关注的顶点，人人都要说上两句，却不一定有人事无巨细地去记录细节、详细阐述观感。人
们已经不在乎阅读仪式，他们要的是话题与交流。而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便几乎没有人再记得，那些
轰轰烈烈的即时性意见，往往也就再无人问津。谁敢保证一百年后，还能找得到18世纪那么详细的记
录与分析。

这些年，达恩顿转身变成社会活动家，大声疾呼保留纸质出版，推进临时性网络资源的整理和存档，
跟各界联手建立一个没有私利的公立图书馆。大把人表示不能理解。批评者一般都嘲笑他对产业界和
消费者心理的揣测过于冬烘气：对过去的留恋明明只是迅速可被消除的惰性，根本不值得拿来作为未
来产业预测的心理基础。

这种现实主义的批评对于达恩顿来说，只怕有点跑偏。他的战场或许并不在眼下这个消费主义的时空
横断面。他的气脉接在以书籍为联结由“字”创造的架空世界，而在那里，一旦失去了严肃的阅读、
书写和记录，人类大概也就失去了通往未来的路。

5、《屠猫记》的笔记-作為象徵的巴士底獄

        

6、《屠猫记》的笔记-对年鉴学派的质疑

        

7、《屠猫记》的笔记-第107页

        这些工人操弄仪式也是左右逢源。他们利用猫一举兜拢猎巫、节庆、闹新婚、戏仿审判和黄色笑
话。然后，他们以默剧的形态重演整个事件。工作累了，他们就把工作场所变成剧场，制作“复本”
——是他们特有的复本，不是作者的。商家剧场和仪式一箭双雕吻合他们行业的传统。印刷工人虽然
是制造书籍的，他们却不是使用文字传达他们追求的意义。他们使用肢体语言，利用本行的文化，在
大气中铭刻他们的声明。&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8、《屠猫记》的笔记-"啓蒙運動"?

        

9、《屠猫记》的笔记-第265页

        

_(:з」∠)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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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会用颜文字的但丁大大之后  又发现了语C达人卢梭菊苣⋯⋯

作者本人亲自语C  圈子何愁不火啊⋯⋯

#我想静静#

10、《屠猫记》的笔记-第34页

        雖然動物變成王子是常見的逃避形態，可是動物不儘然是王子變成的。

11、《屠猫记》的笔记-搜集文人反動言論

        

12、《屠猫记》的笔记-百科全書的意義

        

13、《屠猫记》的笔记-第150页

        一个中产阶级认识如何阅读旧制度之下的城市？《现况》其实提供了三种解读。书中呈现蒙彼利
埃，起先视其为展示头衔的列队行进，然后视其为三个等级的组合，最后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场景
。这三个版本各有内部觉得矛盾，彼此也有矛盾存在---这正是文献迷人之处，因为透过不搭调的地方
可以辨识出一种前所未见的世界观分离要冒出头。这位作者持续写了数以百页计的篇幅....因为他感受
到一股驱策的力量，觉得有必要理解它的世界，可是他找不到适合这个工作的架构.....写到这一点的时
候，我们的作者依据推翻他那些古老的术语，转向一种文化上的阶层概念靠拢，此一阶级概念塑造了
城市的新主人;就确认城市新主人的身份而论，“资产阶级烹饪”所发挥的作用超过工厂。那样的说似
嫌夸张，却不该等闲视之。理由是，那是对现实的认知，他塑造了现实本身，而且即将形塑随后百年
的法国历史，那以半年不只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巴尔扎克的世纪。

14、《屠猫记》的笔记-警察叔叔對狄德羅的記錄

        

15、《屠猫记》的笔记-第50页

        50

63

16、《屠猫记》的笔记-童话故事

        (因为影印版PDF没办法复制,就把随手发的几段微博贴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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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法国农民在围炉边讲述的“小红帽”故事中，小红帽被狼骗着不觉中吃了奶奶的肉喝了她的
血，然后一件一件询问并脱掉衣服上了床，被狼外婆吃掉。法国民间有它的35个版本，小红帽携带法
国的血缘，辗转经德国，最后偷渡进英国的文学中。

“入夜后人们围坐在炉火边，男人修理工具，女人缝补衣物，边听已经流传几个世纪，三百年后将由
民俗学家记录下来的古老故事。”这种迷人的讲故事传统是文学最早的慰藉，柴火噼啪作响的烧的正
旺，夜深了，讲故事的人也不知为何也压低着声音像是怕惊扰了神灵，小孩子努力争着眼睛在母亲怀
里等待⋯

每一次讲述一或者说表演一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可没有什么超人的记忆力，要不为什么一个《灰姑
娘》就有105个版本，在夜里，一个戏剧性的停顿，狡黠的眼神，夸张的动作，根据其他人的反应临时
发明的段子⋯一切都吊足了容易满足的观众的胃口，甚至再讲几遍也不觉得烦

无论童话有多大的教化功能，民间故事里人物所居住的是把道德撇在一边的草莽世界，饥饿死亡与继
父母遍地，横祸无端上身，毫无道理可言，机智常常意味着不道德和反既定法则的行为，四周危机四
伏，邻居不怀好意，耍诈是普遍道德，最大的愿望是食物的满足，主角往往是有缺陷的下层小人物，
傻瓜是典型.

法国故事对傻瓜并无同情，傻瓜显示着“纯朴之罪”，因为在骗徒横行的世界，纯真无异于邀请灾难
上门。法国傻瓜都是装傻以便操纵残忍无道却容易上当的世界于股掌之间，弱小者通过诡计以小搏大
（有弱点的巨人/魔鬼），为下层人提供反抗有产者压迫的策略（但也不至于革命，只是戏弄和恢复生
活）

法国版的《贪吃鬼》讲了一个吃货的故事：一个农村女孩坚持每天吃肉，她父母没办法满足只好去墓
地割了尸体一条腿给她。第二天在厨房时尸体出现了，命令她给他洗脚，她发觉左脚没了，鬼大喊：
被你吃掉了！ 然后就把女孩带回墓地吃掉了.

17、《屠猫记》的笔记-小红帽故事的传播

        

小红帽携带法国血缘,辗转经由德国,偷渡进英国文学传统.

18、《屠猫记》的笔记-卢梭的读书法

        文学和现实合一书籍被人生兼并,进入角色和书本之中印出自己的名字,公开亮相,这在很少印作者名
字的年代极不寻常铲除了作家和读者之间的障碍非享受文学,而是适应人生(婚姻,爱)

19、《屠猫记》的笔记-第203页

        分门别类无异于行使权利

20、《屠猫记》的笔记-第39页

        德国的故事保留恐怖和幻想的语调，法国却敲出幽默和家居生活的声调。金鸲鸟就住在养鸡场里
。举凡精灵、妖精、山鬼，印欧民族整个阵式堂皇的超自然生物族群，在法国被简化到只剩两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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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食人妖和仙人。而且这些退化的生物无不具备人类的弱点，因此通常让人类有机可乘，用他们自己
的方式化解灾厄，也就是靠“诡计”和“笛卡尔作风”——法国人惯于用此术语表达他们机心巧诈的
倾向。

21、《屠猫记》的笔记-童话中的小人物,压迫,虔诚与诡计

        

22、《屠猫记》的笔记-第230页

        巴厘岛人在为尸体下葬做准备时，总彼此读故事，读他们最熟悉的玄机里头的寻常故事。一天２
４小时读个不停，持续二或三天，为的不是分神抚悲，而是驱煞辟邪。厉鬼趁断气的瞬间抵抗力最弱
的时候侵附灵魂，故事却有镇服厉鬼防护灵魂的功效。就像中国的百宝箱或英国的树围篱，巴厘岛人
说的故事一个套一个，情节峰回路转却环环相扣，直到最后抵达叙事空间的核心，对应于家中天井摆
放尸体的所在。厉鬼不会转弯，因此无法穿透这一片空间。它们面对“读者“所建造的叙事迷宫徒呼
负负，阅读就这样形成一种围绕巴厘岛仪式的防御工事，阅读创造出一堵”字语墙“，其作用有如彼
此干扰的无线电广播。这不是娱乐、训诲或教化，也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以覆瓦状的叙事结构和
不协调的声响保护灵魂。

23、《屠猫记》的笔记-第85页

        (Nicolas Contat，一个印刷所学徒，目击了1730年代末巴黎圣塞佛伦街的一场猫咪大屠杀。对猫钟
情是印刷业风气，师娘甚至能养几十只猫，喂它们吃烤肉，学徒却吃腐烂的肉，猫叫春声令学徒通宵
不眠⋯学徒模仿猫叫吵了师傅一夜，得到赶走猫的命令，接着，一场大追捕和审讯展开了⋯⋯)

    多亏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早期现代人划分历年的仪式周期已经相当熟悉.这些周期当中,最重要的
是狂欢节与大斋期.狂欢节期间,一般民众暂时搁置常态的行为守则,仪式性的点到社会常规,或者是在游
行中恣意放纵以求惊世骇俗.狂欢节是以学徒为主的青年团体恶作剧的大好时机.

在某些闹趣中,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勃艮第，群众在狂欢节时期会把折磨猫变成一场粗犷音乐会。
戏弄出轨丈夫或破鞋时，年轻人抓起一只猫，轮流传递，扯它的毛，惹它喵喵叫⋯他们称之为“弄猫
”（faire le chat).德国人把这样的一场闹新婚叫做“猫式音乐”（katzenmusik),可能源自猫遭受折磨时
发出的哀号.

猫在施洗者圣约翰周期也占有一席之地.圣约翰纪念日是6月24日.也就是夏至那一天.大伙在户外放火,从
火上跳过去,围在四周舞蹈,把具有魔力的对象丢进火堆,借此为下半年驱煞祈福.最受请来的就是猫----
把猫绑起来装进袋子里,或是用绳子悬吊,或是绑在柱子上烧.巴黎人喜欢用布袋装,然后放火烧.圣夏蒙的
追猫族则喜欢沿街追逐身上着火的猫.在勃艮第和洛林,人们围绕类似大火熊熊的五月柱跳舞,柱子上就
绑着一只猫.在梅斯地区,他们把成打的猫装在一个篮子里,摆在火堆上.此一仪式在梅斯可以用奇观来形
容,一直到1765年才被禁.镇上的显要参加游行的行列,抵达PlaceduGrand-Saulcy之后,点燃柴堆,猫在哀号
中化成灰烬时,在要塞列队以待的来复枪手子弹齐发.虽然措施因地而异,要件各处相同:节日篝火,加上猎
巫的热闹气氛.

24、《屠猫记》的笔记-第260页

        26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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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25、《屠猫记》的笔记-第238页

        238

239

26、《屠猫记》的笔记-第79页

        察觉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可作为从事一项探究工作的起点，因为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
方似乎就是穿透异质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
原来这就是章清说的幽暗的入口啊、、、

27、《屠猫记》的笔记-18C阅读革命

        

28、《屠猫记》的笔记-第3页

        书中讨论的方式是从表达世界观最含糊笼统的陈述着手，而后越来越精确。第一章是民间传说的
考据，论及的故事在法国几乎无人不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第二章诠释的是一群都市技工流传的故
事。循社会阶梯往上爬，第三章说明都市生活对于外省或乡下的资产阶级到底有什么意义。随后场景
转到巴黎以及知识分子的世界——先是警方所见，他们有自称一格的方法形塑显示，这是第四章的内
容；其次是根据认识论从启蒙运动的主要文本挑选所得，这份文本就是《百科全书》的“绪论”，即
作为第五章的内容。最后一章则说明卢梭和百科全书学派分道扬镳一事如何开启思考与感受的新途径
。。。

29、《屠猫记》的笔记-作家掙錢不容易

        

30、《屠猫记》的笔记-第一章

        1. 法國的故事傾向於寫實、樸拙、黃腔與喜感，德國的故事則偏向超自然、詩意、離奇與暴力。

2. 雖然每一個故事都堅守同樣的結構，傳統不同則版本有別，產生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樣：意大利的版
本富喜感，德國的版本以恐怖著稱，法國的版本特具戲劇效果，英國的版本逗趣。

31、《屠猫记》的笔记-第118页

        首先，猫暗示巫术。不论在法国哪个角落，夜晚惹猫是冒着邂逅魔鬼、魔鬼的手下或出门做坏事
的女巫的危险。白猫可以和黑猫一样邪门，白天、夜晚都一样。
为了做法害人，女巫变形为猫。有时候，尤其是在肥美星期二，男巫、女巫集体参加众巫夜会。魔鬼
化身为一只大公猫，亲自主持盛会，大伙儿叫嚣、打斗、杂交，无法无天。要保护自己免受猫魔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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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认为有一个祖传秘诀——使猫残疾。割掉它的尾巴，打断它的腿，拔或烧它的毛，这样就
能化解它的魔力。残废的猫不能参加众巫夜会或四处游荡下咒。农民遇到夜间挡路的猫往往赏它一顿
毒打，也经常在第二天看到被认为是女巫的妇人身上出现瘀伤——他们的村子是这么传说的。村民也
提到农民在谷仓里发现怪猫，打断它的腿，因而救了牲畜。毫无例外的，第二天早上，可疑的妇人会
出现断腿的情况。

32、《屠猫记》的笔记-第63页

        羊拴在哪里，就得在哪里吃草

33、《屠猫记》的笔记-貓的象徵和文化意義

        首先,貓暗示巫術.女巫,魔鬼的象徵.

貓有魔力,能對事物發生作用,甚至治病.

貓法力所及的範圍:家眷.主人和主婦.和死亡相關.

貓法力的最大作用:性.生殖.

34、《屠猫记》的笔记-"資產階級"概念的發展

        圖好多..可能刷不出來....

知識份子群體

35、《屠猫记》的笔记-第22页

        1950年代首度使用的时候，“静止的历史”这概念--历史是长时期的结构上的延续--乃是用于修正
历史为一连串政治大事的倾向。大事纪要史，亦即之叙述重大事件的历史，通常只发生在农民的头顶
上方，在遥远的巴黎和凡尔赛。高官大人一代换过一代，战争停了又开打，乡村的生活仍未受到波及
，印象中自有记忆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36、《屠猫记》的笔记-第205页

        知识就像爬虫与老鼠，能够从一个类别滑入另一个类别，咬痕清晰可见。
这里在说消解知识边界然后重新界定可能冒犯的危险，就像猫身上的古老巫术那样，稍有不慎就会崩
坏世界。想到了科学就是划定人类可能的边界之类的说法了、、、

37、《屠猫记》的笔记-三棵知識樹:狄德羅,達朗博,培根

        

38、《屠猫记》的笔记-第47页

        　　虽然每一个故事都坚守同样的结构，传统不同则版本有别，产生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意
大利的版本富喜感，德国的版本以恐怖著称，法国的版本特具喜剧效果，英国的版本逗趣。

39、《屠猫记》的笔记-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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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笑不出来，正说明了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察觉到那一段距离的存
在可作为从事一项探究工作的起点，因为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明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
想的入口处。当你了解到队在他人特具意义，而你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西，不论是一个笑话，一句谚
语或一种仪式，你就能够晓得从什么地方抓得到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一一系统。掌握对猫
大屠杀的笑点所在，或许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之下技工文化的要素

40、《屠猫记》的笔记-奇妙的巴厘岛阅读葬礼

        

41、《屠猫记》的笔记-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者在解析民间故事时完全无视那些故事的历史。【6】

民间故事，在当时伴随着表演【14】，每个讲述者在讲述故事时都有自己的添加，每一场表演都是独
一无二的【15】。只是现在无从所知其具体形式。

我们不能够把法国的故事和特定的时间挂钩，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应该把法国故事稀释成没有时间坐
标的普世神话。那些故事着着实实落在中间的地带，那个地段叫做近代法国，依旧是存在于15-18世纪
的法国。【20】

近代法国尽管有战争、瘟疫和饥荒，存在于乡村层满的社会秩序总能维持惊人的稳定。法国社会始终
被困在僵化的制度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条件限制，经历一段停滞不前的时期。（l'histoire immobile）
【22】大部分农民的农村生活时一场生存竞争【24】⋯⋯（史料）⋯⋯近代法国初期农民生活在一个
举目皆是后母与孤儿，天地不仁，劳力无止尽、感情生活之粗糙与压抑令人不忍卒读的世界，从那以
后，人类的处境迄今已有了大幅度变化。

法国农民的主角最大的心愿就是填饱肚子。【32】

乡村守贫和走上公路两者之间的进退维谷【37】

然而，为何要以这种民间故事的幻想和避世趣味来表现社会现实？农民本身能够体会到现实。

小拇指：没提到穿着和神仙的帮助，法国人把他摆在一个无情的农民世界中，让他独立抗衡土匪、野
狼和村子里的教士。他靠的是机智，那时小人物对付弱肉强食世界的唯一法宝。相比之下，英国的故
事则温煦得多【43】

彼得兔：意大利的版本富喜感，德国的版本以恐怖著称，法国的版本富戏剧效果，英国的版本逗趣。
【47】||法国的故事倾向于写实，朴拙，黄腔和喜感，德国的故事则偏向超自然、诗意、离奇和暴力
。文化的差异当然不能化约为公式，说什么法国狡诈而德国残暴之类的，这太武断了。但通过比较研
究，能够辨明法国人赋予某些特殊的变异，以及他们说故事的方式提供了他们关照这个世界的线索。
【51】民间故事有助于辨识法国故事特定的风味【53】

如果这个世界是残忍的，乡村危机四伏，而且人类多是恶人，怎么办？法国民间故事似乎没给出明显
答案，按法国古老谚语说：逢狼学狼嚎。主角在农村要尽情展现耍诈的才能。【56】
傻瓜代表的是与诡计作风对立的一极，他们具体而微显示淳朴之罪。【57】
诡计作风表达的是一种处世之道，而不是激进主义的潜在压力，它提供的是跟无情的社会打交道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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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不是把那个社会搞得天翻地覆的妙方。【61】

佩罗是朝臣，但却把民间故事引到沙龙。虽然旧制度的社会处处可见社会阶层和地理特征的区别，这
些故事所传达的特性、价值观、心态、关照世界的方式都是法国特有的。【66】

他们（农民）试着理解这个在混乱声中不断进展的世界，仰赖的无非是唾手可得的材料，他们以自己
的方式重新整理那些故事，用他们来平凑现实的图像，今儿指出这些图像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
说具有什么意义。【66】

它们不像启蒙思想家那样，它们不经营抽象的观念，不过，它们表明这个世界时怎么组成的，以及如
何去应对这个世界。法国的民间故事某种程度上传达这样的讯息：这个世界时由傻瓜和骗子组成的，
为人宁可当骗子也不要当傻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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