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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 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

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 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

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 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 以建立宏大

的历史叙事。然而, 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 引发了社会史学的 文化/语言转向 , 从

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 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 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

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 使得西方史学界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

超越文化转向 的趋势, 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 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

称为 实践的历史 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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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与历史学的悠久历史相比, 诞生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社会史研究 (本文称之为 社会史

学 ) 是一个年轻的领域, 现在仍处在发展之中, 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成长的烦恼, 其中一个

重要问题是社会史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目前, 社会史 这个概念通

常指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指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研究, 人们主要是从 社会的 ( social) 和

社会 ( society) 这两个词的字面意义上去界定社会史。结果, 社会史要么局限在较狭窄的范围

内; 要么看上去无所不包, 实际上却容纳不了或忽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内容。例如, 对大众文

化的历史研究仿佛独立于社会史, 人们喜欢把这种研究称为 新文化史 , 以示与 社会史 的

区别。 而社会史学家在界定社会史时也没有把 新文化史 纳入自己的领地, 似乎将新文化史

当成社会史的异类对待。

除了概念不清外, 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不同研究类型之间的纷争不断。在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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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0年代的 新社会史 阶段, 社会史学家追求对社会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 他们讥讽屈维

廉所说的那种专门化的社会史只是政治史的剩余史, 甚至他对社会史的界定也被说成是 臭名

昭著 的定义。 到 80、90年代, 史学风尚转向, 在历史学的修辞和实践中发生了从 社会的

历史向 文化的 历史的大转移, 历史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即新文化史盛行的阶段。新

文化史学家针对新社会史忽视人的经历和行为等问题, 主张要把文化的因素找回来, 注重人作

为行动者及其行动的积极作用, 推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叙述历史。 他们不仅标榜自己的研究

不同于社会史, 一些人还把社会史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 甚至要终结社会史。 大约从 80 年代

初到 90年代中期, 新文化史学家与新社会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 形成 越来越具有敌意

的氛围 , 社会史研究面临着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危险 。 这种情形使人明显感觉到做社会

史学家的好时光 已经一去不复还了。不过, 新文化史也是好景不长, 从 90年代中期起, 对新

文化史的批评和反思越来越多, 史学出现了超越新文化史的动向。人们重新认识到 社会的

重要性, 并且认为只有把文化分析模式和社会分析模式结合起来, 才会产生最好的研究成果。

而新社会史研究者在经历文化 (语言) 转向的洗礼以后, 也承认社会史研究应更加注意文化的

重要性, 将历史人物的经历、解释、象征性行为和文化实践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进程结合

起来。

社会史学的艰难岁月由于开始 超越文化转向 而得以度过, 现在依然处在 超越 的阶

段。但是, 人们的困惑还没有消散, 新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仍未得到

很好的理解。 超越文化转向 也引出了新的问题: 超越 之后的历史研究前往何方? 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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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或许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形态, 但是, 形成中的新形态究竟应该被称为 实践的历史 还是叫

后社会史 , 现在还不得而知。它是否仍属于社会史, 也无人谈及。社会史研究者的这些疑问

表明, 尽管历史学家已经投入很大精力思考文化转向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 但社会史学仍然面

临身份认同的困境。

社会史学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对社会史这门学科基本特征的把握。通过身份认同, 我们可以

确认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具有社会史的特性, 以便把社会史研究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区分开来。

在明确身份认同的基础上, 再来辨认社会史学内部的各种范式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决身份认

同问题有助于平息社会史学各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可以避免学术研究走太多的弯路。 确

认社会史学的身份, 与界定社会史概念一样, 其目的都是为了给社会史研究在历史学中寻找一

个适当的学术定位。但不同的是, 前者意在把握这一学科的基本特征, 而不是给社会史限定一

个明确的范围。我们主要根据社会史的基本研究对象而不是根据研究对象中某一个方面或根据

某种研究方法, 来确认某种研究的社会史性质。尤其重要的是, 社会史学的身份确认完全摆脱

社会史 这一概念中的 社会 一词的束缚, 不依 社会 / 社会的 或 文化 / 文化

的 这些词汇本身的含义来确认某种历史研究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因此, 身份认同将使社会

史学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本文认为, 书写人民大众 (或大众社会) 的历史是社会史学的根基及其存在的理由, 也是

它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 因而属于社会史学。最

近几年正在兴起的超越新文化史的历史研究, 继续坚持了为 人民大众 书写历史的方向, 当

然也是社会史。社会史学是一个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开放性的史学领域, 它在一个多世纪的

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多种研究范式, 每一种新型的社会史研究的出现, 不仅丰富了社会史学的多

样性, 而且推动了社会史学本身的进步。

二、社会史学以民为本

以政治制度、杰出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传统, 然而, 到了启蒙时代, 政治史的

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大约在 18世纪中期, 一些学者就已经在关注社会历史, 伏尔泰就是其中

的一位。 到 19世纪时, 依然存在着要求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呼声和实践, 比如米什莱就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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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那些受苦、劳作、衰老和死亡, 却又无法刻画其苦难的人的历史 。 不过, 个别人的呼

声在当时还不足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即使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人民大众 在历史作品中的份

量依旧不大。

从 19世纪末起, 欧美主要国家的历史学家纷纷提出了史学革新的要求, 一些人认为, 历史

学要研究政治史, 但不能局限在政治史, 应当把人民大众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要求广泛存在,

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史学潮流。

德国是兰克史学的故乡, 主张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与兰克学派史学家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大

争论。在这场被称为 兰普雷希特之争 的新旧史学交锋中, 新派人物卡尔 兰普雷希特斥责

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大人物, 要求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 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全

方位地考察人的活动, 并提出要从其他学科, 如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借用概念和方法来

改造历史学。1891年, 兰普雷希特推出了 12卷本 德国史 的第一卷, 与主流的历史著作不

同, 这部著作主要不是写历史上的大人物, 而是着重书写社会和文化, 为人们理解政治史提供

了一个背景。他的历史虽然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 但民族国家的中心不在政治组织中, 而是在

文化中。 在美国, 被称为社会史开拓者的爱德华 埃哥斯顿和约翰 麦克马斯特在 19世纪的

最后二、三十年就提出要把社会的一切都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埃哥斯顿心目中的美国史是

民众取代政治和军事伟人 成为描述的主要对象, 史家的主要笔墨要用于叙述 人民的家庭和

社会生活、服饰、食品、情感、思想和生活方式 。麦克马斯特在 1883年发表的 美国人民史

第一卷, 同样有意识地将 人民 作为该书的主题。1900年, 埃哥斯顿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

席, 他在主席演说中号召史学同行写出 男女民众的真正历史 。 在法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 一些历史学家撰写或期待的历史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男女, 力图将社会和文化的各

个方面整合到历史作品中。 到 20世纪 20、30年代, 年鉴学派形成, 早期代表人物吕西安 费

弗尔和马克 布洛赫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 也提出了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主张, 力主全面、整

体地研究历史。在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中, 政治史或政治人物被放在不起眼的位置。 社会史学

家与将重点放在政治精英、政治传记和官方文件、党派政治和选举的传统史学进行斗争。他们

将重点放在下层群体, 放在以前为人们所忽视但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信息的资料上 , 社会史

学在这种背景中应运而生。

回顾这一段历史, 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确定社会史研究的特性。历史学要关注人民群众,

这种想法早已有之。但是, 在那个时候, 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社会史也不可能真正发

展起来。只是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开始, 史学的大趋势才发生转变, 新史学家倡导并实践为人

民大众书写历史的主张, 形成了一股创新的潮流。新史学在研究对象、方法、资料等方面都提

出了革新的要求。根据鲁滨逊的说法, 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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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痕迹, 都包括在历史的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 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

的习惯和感情 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新史学也是开放的, 它应当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

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 来从事

历史研究, 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 。新史学还追求运

用新资料, 鲁滨逊说, 历史学 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 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

发展 。在他看来, 某个地方的石斧和报纸, 都是史料的来源。

不过, 那时的新史学家并没有为社会史划定一个范围, 甚至也没有刻意为社会史研究争一

个名分。社会史学在诞生之初没有领到一张标记身份的证明, 事出有因。社会史学虽然起源较

早, 但在很长时间里, 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确切地说, 它主要依附于经济史。 即使到 20

世纪 50年代和60年代初, 即新社会史即将风靡于欧美史学界的前夕, 社会史在学术界的地位仍

比较低下, 比如在英国, 社会史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 大学里没有设立专门

的教席, 没有独立的社会史系, 没有专业刊物, 甚至也没有像样的教科书。因此, 在当时的英

国, 社会史仍属于历史研究中的 灰姑娘 。 据学者考证, 如果按照通常的专业标准, 晚至

1962年, 社会史几乎还不存在。 但是, 有没有社会史之名, 它当初的学术地位如何, 这些问

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人们确定, 社会史研究起源于新史学潮流。

新史学 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 在新史学中, 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被我们认定为社

会史? 有学者曾指出, 社会史最好根据它不想成为什么, 或者以它所希望的为背景来界定 。

这个看法对于确定社会史的身份和确认某种研究是否具有社会史的属性具有启发意义。新史学

中发展较快的方向是经济史而不是社会史, 这意味着, 经济史才是新史学的主流。在美国, 思

想史也是历史学家有意识超越传统政治史而形成的新史学分支。但是, 如果历史学家不想研究

政治和政治人物, 也不太关注经济和思想观念, 而只是希望研究下层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历史,

那么, 他所研究的历史就是社会史, 社会史 感兴趣的是与权力无缘的社会大众, 是受制于这

些权力的人 。

当然, 人民大众 、 社会民众 、 普通人 等说法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理解。比如谁是 人

民 ? 人民 是指每一个人, 还是指穷人或被压迫阶级? 人们通常是根据比较双方是国王与民

众、富人与穷人、有教养者与头脑简单者等来辨识谁是 人民 。 人民 的范畴也不尽一样,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人民是通过剥削关系构成; 在民俗学家那里, 人民是由文化差异所造就;

在政治学中, 人民则由政治统治而形成。 人民 一词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涵义。在法国,

19世纪的 人民 观念打上了大革命的烙印, 所以, 人民 一词与阶级力量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在英国, 由于长期的宪政主义传统, 人民 一词与保卫政治和社会权利联系在一起。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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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人民 这个词是根据客观的外在性来定义的, 人民是受到外族影响和统治的民俗共同体。

对于民俗学家来说, 人民 基本上就是农民;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 人民 是工人阶级; 而

在文化民族主义者那里, 人民 的范围与某个特定族群的命运共消长。 与 人民 一词的众

多涵义相应, 有关 人民 的历史也可以有不同的版本。根据研究, 人民的历史 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内涵和名称, 在有些情况下, 人民的历史 聚焦于工具和技术; 在某些情况下又以社会

运动为重点; 在另一些情况下, 家庭生活成为 人民的历史 的中心。 人民的历史 这个词也可

以适用于 60、70年代试图撰写以档案为基础的 自下而来的历史 ( history from below) 的各种史

学活动, 如 历史工作坊 ( the H istory Workshop)。在从事 自下而来的历史 的各种史学活动

过程中, 史学的重心发生了从民族国家向地方/区域研究、从公共制度向家庭生活、从治国理政向

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变。现在, 自下而来的历史 这一说法与 普通人的历史 、 日常生活史 等

说法一样, 用来指称人民大众的历史。 总之, 对 人民 一词的理解和对 人民的历史 的研

究深受现实的政治、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文化生活、学术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就难怪

历史学家会写出各种不同的人民史, 但所有的人民史都是关于非政治精英的大众史。

以人民大众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这对社会史的身份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新社会史

号称 自下而来的历史 ; 新文化史 也以研究历史上的 大众文化 相标榜; 试图超越文化

史的历史研究也仍然在探讨着大众社会的象征、经历、行动、实践等之间的关系。它们都行进

在社会史的大道上。

新文化史具有社会史属性是由这种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 大众 即社会中的群众, 大众的

文化就是生根于社会、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因此, 不存在离开社会生活的大众文化,

这个事实决定了历史学家无法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的文化课题。从史学实践来说, 根据一定的

社会背景来理解大众的文化, 是新文化史研究产生有价值成果的必要条件。

例如, 马丁 盖尔归来 的故事表明, 马丁 盖尔的经历绝对离奇和独一无二。但是, 随

着故事的展开, 读者可以发现马丁 盖尔的经历完全是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情景中发生的,

他的经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对爱情、婚姻、性关系的习惯和一般性看法, 也受到当

时的财产继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约束。戴维斯认为, 马丁 盖尔的故事中所涉及的几位主要

人物的活动与他 (她) 们的邻人们的经历其实相差不大, 当有关人物的资料缺失时, 她就 借

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 。 可见, 马丁 盖尔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 它也需要被放在 16

世纪法国乡村生活与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来理解。戴维斯后来在一次访谈中更加明确地指出,

就马丁 盖尔而论, 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

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广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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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对话, 并将对话所可能具有的意蕴充分发挥出来 。 拉杜里的 蒙塔尤 也是以小见大

的历史研究的典型, 拉杜里通过 蒙塔尤 来反映13世纪晚期到 14世纪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生

存状况和农民的意识, 他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前言里用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来比喻教区与宗教

裁判所。他在书中引用 奥义书 的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一团泥, 人们可以了解

所有泥制品, 只有泥是真实的, 变化的只是名称而已。所以, 一部好的微观史作品, 应该是一

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 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 的作

品。 反之, 这个故事就可能是 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 , 立足于 奇闻轶事 无法说

明更广泛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坚持某种历史发展的视野 。

一旦解决了社会史的身份认同问题, 社会史的领域就会变得非常开放。由于大众社会具有

丰富的内容, 社会史的选题范围更加广泛, 从阶级、集团、家庭、婚姻这类传统的 社会的

题材, 到仪式、象征、身体、性别、感觉、气味等通常被看成是 文化的 新题材, 统统可以

纳入社会史研究范围。题材的多样化容易使人产生 碎化 的感觉, 不过, 它们来自于大众社

会, 因而不失社会史的属性。尤其重要的是, 社会史研究从此可以超越社会的/文化的、宏观的

/微观的、分析的/叙事的、总体的/专题的等争执, 而把它们看成是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不同范

式、途径和方法。各种社会史研究范式并存, 表明它们在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过程中都发挥着

各自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追求社会的历史而贬损屈维廉式的社会史, 也没有理由因为研

究大众的文化而将这种研究置于社会史之外, 使其成为社会史的异类。

三、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 (上) 新社会史

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 从而产生多种类型的社

会史研究, 体现出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特征。

新社会史在战后发展起来, 到 60、70年代达到鼎盛, 这时的社会史研究已完全摆脱了从前

对经济史的依附地位。以英国为例, 那时, 一些大学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社会史教席, 如在兰开

斯特、爱丁堡、埃克塞特、伯明翰、纽卡斯尔、沃里克等大学的社会史教席, 而且, 几乎所有

的经济史教席都改换了名称, 称为 经济和社会史 。专门的研究机构也建立了起来, 专业

杂志陆续创办, 如 社会史 ( Social H istor y )、 历史工作坊 ( H istory Work shop ) 等。到 70

年代, 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已经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可以从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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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言语中感觉出来, 除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 现在是做社会史学家的好时光 那句经典名

言以外, 哈罗德 珀金教授也指出, 从某种角度看, 社会史是太成功了。现在从事政治史、经

济史、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宣称要把他的专业牢牢地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 现

在, 我们都是社会史学家了 , 一切事情都发生在社会中, 因而, 一切都是社会事件 。 到 70

年代中期, 社会史果真发展到了一个 好时光 , 在主要的欧美国家, 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从事

社会史研究。 相关的期刊和学术团体大量涌现, 通常在社会史的名义之下开设的课程大量增

加。研究方法的革新, 加上新的研究主题的发展 (如妇女史、闲暇史、性史、人口流动史、老

年史、性别史等) , 将社会史置于聚光灯下。

社会史研究能出现如此兴旺的局面, 首先是与时代相关。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 要求历史

学家从历史上寻找根源和答案, 社会史研究明显呼应着时代的需要。60 年代, 西方国家的妇女

运动、青年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活跃, 这些运动促使历史学家研究历

史上妇女的地位、两性关系、婚姻状况、家庭生活, 以及族群和有色人种、青年人的历史。结

果, 妇女史、性别史、性史、阶级和种族的历史都成为社会史的重要课题。比如青少年和儿童

的历史研究就是由社会史学家在 60年代开拓出来的新领域。一方面, 由于人口史和家庭史研究

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青少年史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 社会情势也推动了这

一方向的研究, 1968年学生激进主义和普通年轻人的反叛激发了人们对青年亚文化的兴趣 。

60年代晚期和 70年代早期, 这一研究与犯罪、规训、法律、监禁等社会史研究的新题目结合在

一起, 迅速发展成为最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德国社会史的时代烙印也极为明显。德国两次发

动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历, 引起西德历史学家对近代以来德国所走过的 独特道路 的探索,

他们在 60、70年代越来越转向社会科学的模式以寻求解答 纳粹的独裁政权以其全部的野蛮性

是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一问题 。根据伊格尔斯的看法, 他们当时之所以对社会科学产生强烈的兴

趣, 是与 他们渴望批判地对待德国的过去和他们之献身于民主的社会紧密相联系着的 。

其次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战后的较快发展, 新社会史在 60、70

年代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二战以后, 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迅速, 新的理论和方法, 如现代化

理论、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历史人口学、以计算机应用为基础的计量统计方法等, 为历

史学家进行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在 20 世纪中叶起就已建

立, 法国的 年鉴 杂志、英国的 过去与现在 都是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先驱。1958年创办的

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 ( Compar at ive S tudies in Society and H istor y )、1967年创办的 社会史

杂志 ( J our nal of S ocial H istory )、1970 年创办的 跨学科史学杂志 ( Journal of

I nter discip l inary H istory ) 都是进行跨学科对话的新场所。历史学家应用现存的社会科学理论

和方法, 被比喻为 社会科学的消费者 。 当年西德的社会史学更是被称为 历史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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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学家一心要把历史学建成一门社会科学。¹

第三是有关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为新社会史研究整体社会及其变迁提供了理论支撑。韦伯、

涂尔干、帕森斯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分层、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论, 被历史学家用来研究历

史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变化趋势。现代化理论, 以及在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发

展理论, 也被人们广泛应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 强调工业化、城市化、现

代化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社会的总体会发生这种转变, 而且像

家庭这样的社会微观组织也会发生从结构复杂的大家庭向以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的转变。

战后的各种社会理论,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是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º 马克思主义

不仅为研究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等 60、70年代社会史的重要主题提供了理论指

导, 而且为研究历史上的革命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宏大的理论框架和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因

果性解释, 适合对社会进行总体研究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社会史学家的影响尤其突出,

60、70年代英国重要的社会史学家几乎都是或曾是马克思主义者, 或者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史学家。还在二战刚结束之时, 英国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组成了 /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0, 成员包括莫里斯 # 道布 ( M aur ice H . Dobb, 190021967)、

乔治 # 鲁德 ( Georg e Rude, 191021993)、罗德尼# 希尔顿 ( Rodney H ilton, 191622002)、克里斯

托夫 # 希尔 ( Christopher H ill, 191222003)、爱德华 # P. 汤普逊 ( Edw ard P. T hompson, 19242

1993)、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 ( Eric H obsbaw m, 19172  ) 等。在 50 年代, /共产党历史学家小

组0 主要研究英国历史中的两大问题, 一是劳工史, 二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史。1952年, /共

产党历史学家小组0 创办了 5过去与现在6 ( Past and Pr esent ) 杂志。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

/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0 中的这些成员几乎都退出了该小组, 从而导致该历史学家小组的解体。

但他们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 采用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历史。¼ 马克思主义对新社

会史的影响世所公认, /从历史编纂学上来看,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深刻洞察, 从文艺复

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社会史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0, ½ /英国历史学尤其是自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0。¾

上述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决定了新社会史的突出特点是对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的、总体化的

研究。法国年鉴学派一直提倡总体史, 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是对历史研究的追求, 而并非只针对

社会史研究所提的要求。根据勒高夫的说法, 年鉴学派早期的历史学家在创办 5年鉴6 时使用

了 /社会0 一词, 就因为 /它能包括历史的整体而被选定0。¿ 不过, 从 5年鉴6 杂志的刊名上

(创刊时的名称为 5经济社会史年鉴6, 1946年, 杂志更名为 5年鉴: 经济、社会、文明6) 看不

出总体史等同于社会史的意思, 社会史更像是总体史的组成部分。我们从费尔南 # 布罗代尔的

5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6 一书中看到这种情况, 一般人理解的社会史, 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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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团的历史, 相当于他所划分的三个时段历史中的中间部分的历史。¹ 因此, 年鉴学派的总体

史并不专指社会史。但是, 关于社会的历史, 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总是用总体的观念和视角去

研究, 马克# 布洛赫的 5封建社会6 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综合性著作。

在社会史发展到新社会史阶段时, 全面地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就像是对社会史学家的一种

召唤了。霍布斯鲍姆在 70年代初发表 5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6 一文, 倡导对社会历史进行全

面研究。º 他认为, 社会史不能像经济史等专门史那样专门化, 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不能与

人类生存的其他方面分割开来, 从专门史的角度看, 像对普罗旺斯的诗歌和对 16 世纪的通货膨

胀这些主题完全异质的历史研究, 都是社会史要研究的内容。因此, 从理论上说, 对社会历史

的研究包含着对人类的一切活动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所有方面的研究。

西德 60、70年代的社会史也具有英法社会史学家的那种进行综合研究的雄心。1962年, 沃

纳# 康策把社会史定义为 /社会的历史0 ( histo ry o f society) ,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社会的结构、

进程和运动的历史。» 当时西德社会史学派 /比勒费尔德学派0 的代表人物韦勒和科卡都追求在

一个研究计划中把历史学的不同领域整合进来, 从史学分支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 到经济史、

商业史, 扩大到劳工史、政治史、观念史和其他的历史领域, 他们通过跨学科的方法, 把各个

领域的研究整合起来, 通过综合以达到理解德国历史的目的。¼ 对科卡来说, 总体史就是力图揭

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的关联及其相互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即社会总体的结构。他认为, 若

要理解历史, 就不能将其基本组成部分割裂开来。½ 对韦勒来说, / 社会的历史0 ( societal

histo ry) 植根于可以导向 /历史的整体0 ( the unity of histor y) 的某种综合, /在这一意义上,

社会的历史致力于分析由经济、权力和文化这三个同样重要的维度所构成的社会整体。其综合

的能力将表现在它比老式的整合观念能更加充分地协调现实这个由不同维度组成的复合体及其

联系0。¾ 这就是德国式的总体历史研究的希望。

社会史学家的总体史取向通常受某些特定问题的引导, 他们围绕某个问题, 挖掘和分析有

助于说明该问题或与该问题有联系的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形成总体的认识。前已提及, 西德的

社会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德国近代以来所走过的独特道路。英国历史学家则关注现代早期或前

现代的历史, 着重讨论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以及与此相关的专制主义的兴起、

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起源、宗教改革的社会动力等重大历史问题。1954年, 霍

布斯鲍姆的文章 517世纪总危机6 的发表, 引起 5过去与现在6 杂志创刊头十年多次组织由很

多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参与的大讨论, 有关的文章后来结集成书。¿ 对这种宏大题材的探讨是历

史学家对整体社会的历史进行概念化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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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追求总体史, 新社会史学家必须进行宏大叙事, 将社会理论用于分析历史社会的结构,

他们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 把它们当成历史变迁中的决定

性力量, 以解释和描述长期的历史进程。在新社会史研究中, /人民大众0 以概念化的形式或各

种匿名 (无人物) 的阶级、阶层、集团等集体形式出现。写作方式基本上是分析性的, 大量的

历史内容以数字、曲线和图表的方式来表达。

与老式的、专题性的社会史研究相比, 新社会史的盛行明显反映了社会史学的发展。比如

屈维廉, 他是老式社会史的代表, 不具备总体史的思想, 但他试图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各方面的

历史。他在讲到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相互关系时说, / 没有社会史的经济史是平淡无聊

的, 没有社会史的政治史是难以理解的0。¹ 可见, 屈维廉并不孤立地看待社会史。但是, 他的

实际研究结果却使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割裂开来, 把社会史变成了比较狭窄的专门史研究。

新社会史的兴起无疑表现了社会史学的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 在 60、70年代, 社会史专题

研究并未衰退, 反而是更加兴旺, 社会史研究题材激增, 以致人们经常抱怨 /碎化0, 这说明此

类研究仍然活力十足。所以, 社会史学的发展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过程, 社会史的

总体化研究和专题化研究并存, 这是社会史学在新社会史阶段就已表现出多样化的基本事实。

四、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 (下) ) ) ) 新文化史

作为 20世纪 80、90年代兴起的对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 º 新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社

会史的基础上, 并从新社会史内部产生的。新社会史, 无论是它的成就, 还是它的不足, 都成

了新文化史研究产生的条件。同时, 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史内涵, 弥补了以往社会史研究的不足,

而且也有助于纠正新社会史的一些偏向, 新文化史的流行是社会史学的又一次发展。

社会史学本身一直就有大众文化研究的传统, 是新文化史的来源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那

里, 大众文化方面的内容以 /心态0 来表达, 因此, 心态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大众文化的

历史研究。在法国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那里, /心态0 概念就已经出现。不过在那个时期,

总体史主要由经济、社会这两个领域所组成, 心态领域的研究没有与经济、社会领域区分开来。

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 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仍占主导地位, 而心态史研究在 /第二代中已黯然

失色0。» 但是, 经济社会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人口史, 却使心态史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复

兴。由于历史人口学的发展, 历史学家掌握了近代初期法国人口变迁的轨迹, 经济史的研究方

法是探索人口变化与物质生产状况、饥荒、疾病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但是, 人口运动的统计模

式背后也隐藏着经济史无法解释的东西, 比如, 人口统计材料表明, 在 18 世纪以前, 人口变动

状况一直呈有规律地上下波动, 这可以通过经济的、疾病的和人口方面的原因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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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避孕技术也为当时的人们所了解, 但人们并没有广泛地去运用这些技术, 所以, 避孕技

术对法国人口变化的影响不大。但是, 到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 历史学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避孕

技术广泛传播, 其影响达到了全面改变人口运动和年龄结构的程度。那么, 如何解释这种变化?

局限于一般的经济社会史和统计数据已经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从心态方面进行解释很

好地解决了历史学中的难题, 人口运动曲线的秘密在于对家庭、性、生命、死亡的态度的变化。

这样, /人口史不仅重新复活了年鉴学派创始人的那部分已经冻结了的遗产, 还使一种新的心态

史从文学传统的轶闻趣事般的印象主义中脱胎出来, 并使其具有统计学的基础, 最后还使心态

史能对各种现象作非经济学的、更为广泛的解释0。¹ 结果, 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那里,

/心态史0 成为研究重点, 比如菲利普 # 阿里埃斯对儿童和死亡的态度的研究, 就是心态史研究

的杰作。º 心态史与经济、人口及社会的历史研究之间的继承关系显而易见。» 值得注意的是,

史学家将心态史当作社会史看待, 米歇尔 # 伏维尔曾明确表示, /作为一个心态史学家, 我同其

他一些同行一样认为, 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 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

在这一层次上,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0。¼

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发展也可以说明新文化史在新社会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过程。性别

史的前身是新社会史重要领域之一的妇女史, 到 80、90 年代, 由于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积极鼓

动, 性别史成为新文化史中十分活跃的前沿地带。有趣的是, 妇女史在开始时并未引起社会史

学家的足够重视, 而这一领域发展之快又超乎人们的预料。1997 年, 霍布斯鲍姆在他的论文集

5论历史6 一书收录他在 70 年代初所写的 5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6 一文时, 加了一段说明性

的文字, 其中讲到当时对妇女史认识不足。他说, 回想社会史的发展, 他对于该文未提及妇女

史感到吃惊, 并且感到 /尴尬0。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 妇女史这个领域在 60年代末以前基本

上尚未开展; 另一方面, 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学家都是男性, 他们 /似乎都未能意识到这一缺

陷0。½ 的确, 社会史学家起初主要关注阶级、家庭、婚姻这类题材, 女性的内容有所涉及, 但

历史上的妇女并未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妇女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与 60、70年代的女权

运动有关。受女权运动的影响, 一些历史学者, 特别是女性历史学者, 开始关注历史上妇女的

地位和权利问题, 从而形成妇女史研究的热潮。所以, 妇女史也被称为 /政治上的女性主义的

女儿0。¾ 然而, 妇女史研究者后来发现, 用原先的方式研究妇女史, 只不过是把妇女的历史内

容添加到已有的历史框架上而已。而这一框架原本为男性所建构, 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 反映

了两性间的不平等。她 (他) 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 性别,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是社

会文化建构起来的, 性别的差异和不平等也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所以, 她 (他) 们主张要

研究性别的历史。对于性别史研究, 原来的理论和概念显得苍白无力, 比如 /阶级0 的概念就

无法说明 /性别0 问题, 甚至可能掩盖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结果, /性别0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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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畴被提了出来。¹ 妇女史研究就这样逐渐地发展为性别史研究, 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新社会

史基础上的成长过程。

由于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和发展的关系, 我们就不用奇怪新文化史

学家中的一些著名学者以前都以社会史学家著称, 勒华拉杜里、林 # 亨特、娜塔利 # 泽蒙 # 戴

维斯、卡洛# 金兹堡、汉斯# 梅迪克等都曾从事社会史研究, 他 (她) 们曾经都是著名的新社

会史学家, 后来又成了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

以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汉斯 # 梅迪克、于尔根 # 什鲁鲍姆等人为主体的 /原

始工业化0 研究队伍转向日常生活史研究, 更像是从经济社会史学家向新文化史学家的一次

/集体0 转型。在 70年代初, 位于德国哥廷根的马克斯) 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梅迪克、什鲁鲍

姆等人, 与美国历史学家富兰克林 # 门德尔斯共同研究近代早期乡村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他

们的研究在那个时期属于典型的经济社会史研究, 他们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概念和

方法, 着重考察家庭结构和功能、婚姻和生育、生产和消费、财产继承等农民家庭的生产、生

活细节。同时, 他们也把农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放在近代早期资本主义起源和世界市场形成这

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来理解家庭这个微观的经济社会单位在外部世界影响下所做出的反应

和对策。º 显然, 原始工业化研究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 对于文化领域没有给予更多

的关注。从 80年代以后, 以马克斯) 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这些历史学家为主体, 加上其他的一

些历史学家, 如美国人戴维# 萨比安, 从他们过去较为一般的原始工业化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

步考察具体的乡村或教区, 并把文化的内容也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 他们把人口数据、财产清

单、审判记录、识字率等大量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 产生了有关文化的信息, 比如从财

产清单中整理出书籍拥有量的信息。日常生活史研究者还拒绝不是直接来自于微观历史资料的

理论、模式和一般性的术语。在他们看来, 历史世界是 /从下面和从内部0 被建构起来的, 而

不是对理论有兴趣的社会史学家用 /冷冰冰0、概念化的语言来分析和解剖的。¼ 这种研究取向

与 60、70年代德国社会史注重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的学术风格大不相同。为此, 这些被称为

/日常史学小伙计0 的历史学家与从事宏大叙事的 /社会史学大师0 发生过激烈的争论。½ 然而,

日常生活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史, 这也是后者所承认的。¾

除了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之外, 新文化史的流行也反映了人们对新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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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主导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满。新文化史学者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人口等历史

研究模式进行集中而激烈的批判, 尤其是对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倾向发起挑

战,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新文化史潮流逐渐形成。¹

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都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根源, 这种理论被应用到历史研究,

就造成文化方面的内容和个人的活动不受重视, 其历史作用被轻描淡写。而文化转向则挑战了

上述史学倾向。这种挑战最先可以在 E1 P1 汤普森于 1963年发表的 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6 一

书中看到, 他的研究为历史学家从经济之外、但在文化之中寻找历史原因打开了一条道路, 被

认为是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架起了桥梁。º

历史学中的文化转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现在看来, 这一转变的轨迹还是很清楚的。对历

史学转向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本书, 即海登 # 怀特的 5元史学6» 和克利福德# 格尔茨

的论文集 5文化的解释6, ¼ 在 1973年就已经出版, 不过, 那时显然还是新社会史最有魅力的时

期。在 70年代, 皮埃尔 # 布尔迪厄、雅克 # 德里达和米歇尔 # 福柯的著作也开始影响历史研

究, 但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比如福柯的一些重要著作, 如 5事物的秩序6、5知识考古学6、

5规训和惩罚6 等, 从70年代初起就已陆续地被译成英文, 但在 70年代出版的关于犯罪、律规、

监禁等主题的最早的社会史作品中完全看不到福柯思想的影响, 到 80年代初, 历史学才明显地

关注福柯。½

大体上,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感觉灵敏的人已经发现有一股 /潜流0 正在将很多杰出

的新史学家再次拉回到某种形式的叙事体中。¾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并未感知到文化转向有

什么特别之处, 社会史学家以为仅仅是社会史研究遇到了某些局限。然而, 在重新思考文化、

意识形态、意义、主观性等问题的过程中, 一些学者已经进入了当时的社会史可容忍的前沿。

其中, 语言转向使文化史研究终于突破了新社会史的传统范式。

在 80年代, 几部重要的史学作品陆续问世, 展现了历史研究中的语言/文化转向, 以及向

语言/文化决定论演变的轨迹。1980年, 威廉 # 休厄尔发表 5法国的工作和革命: 从旧制度到

1848年的劳工语言6 ¿ 一书, 探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该书所说的 /劳工语言0 不

仅包括工人的言论和有关的理论话语, 而且还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设置、礼仪、工作实践、斗争

方式, 以及能给工人世界带来明确形式的习惯和行动。尽管作者承认经济力量及其变迁在劳工

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但否认经济因素的优先地位。通过研究 /劳工语言0, 作者发现语言对于形

成工人的革命意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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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加雷斯 # 斯特德曼 # 琼斯发表 5阶级的语言: 1832 ) 1982 年英国工人阶级史研

究6。¹ 作者认为, /阶级0 一词体现在语言中, 因而, 要在阶级的语境中来分析。对宪章运动意

识形态的分析必须从宪章派人物实际所说和所写的开始, 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想象中某个特定阶

级或社会集团所面临的物质经济方面的危情来推断, 不能只根据人们所表达的社会和经济苦难

而写出令人满意的宪章运动史。不过, 琼斯仍认为, 语言的分析并不能穷尽对宪章运动的解释,

他的研究也不是要用语言的解释取代社会解释, 而是要重新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琼斯的语

言分析使得各种相关的社会史观点发生动摇, 从而引发很多社会史学者的不安。º

1984年, 林 # 亨特发表 5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6» 一书, 认为法国大革命的

政治文化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 或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中推演而来。政治实践不是作为

/基础的0 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简单表达。革命者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塑造的形象和日常的政治

活动改造了法国的社会和社会关系。在林 # 亨特看来,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由象征性的实践

活动, 如语言、形象和姿势所组成, 这些象征性的实践 (比如某种修辞的使用、某些符号和仪

式的传播) 在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群中受到较为热烈的欢迎, 产生一种团结和认同的意识, 从而

创造出新的政治阶级。

1988年, 琼 # 斯科特发表 5性别和历史中的政治6 论文集, ¼ 表达了更加激进的立场。她

认为, 性别是关于两性差别的知识, 这种知识不是绝对的或真实的, 而是相对的。运用这种知

识成为构建权力关系的手段, 知识成了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她认为, 除非把两性差异看

成是关于我们对身体的知识的一种功能, 否则, 我们就看不到两性差异。这种知识也是不 /纯

洁0 的, 它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对历史学家来说, 问题不再是女人和男人发生了什么, 以

及她 (他) 们如何对这些事情做出反应, 而是女人和男人作为身份的范畴, 其主观和集体的意

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样一来, 女性主义史就不只是对过去的纠正和补充, 而是成为一种

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如何作为性别知识生产的场所而发挥作用的方法。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

注于经历。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 在历史人物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证据证言, 成为

历史资料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但她认为, 经历是日常话语的组成部分, 不是个人拥有经历,

而是主体通过经历被建构起来。如果说经历是主体的历史, 那么, 语言就是历史表现的场所。

经历不是人类行动的真实来源, 它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½

从这些史学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从开始时作为对新社会史的补救, 逐

渐转化为对文化、语言或话语的重要性的不断强调, 最终挑战了经济社会决定论, 并走向另一

个极端))) 文化/语言决定论。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学术争论不断, 有时甚至十分激烈, 很多

社会史学家斥责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历史学的使命, 退缩到游戏历史研究, 甚至斥责他们否认

历史学家对证据的通常规则。而一些自我标榜的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社会史学者守着过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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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 尤其批评经济社会决定论者的阶级概念。¹

与新社会史一样, 新文化史也有相应的理论支撑, 并受到这些思想的推动。结构主义是新

文化史研究重要的思想来源。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将结构主义应用于语言学, 认为语言是

一个具有内在秩序的符号系统。在结构主义看来, 文化本身可以像语言一样进行分析, 所有行

为的意义经常是从体现在行为中的无意识的或隐晦的结构规则中获得的。结构主义思想吸引新

文化史学者的地方在于它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 符号的意义由符号之间的相互关

系来决定, 这就否认了语言或话语来自于外在的、先于语言的某种实在的说法, 否定了语言/话

语是实在的反映的观念。

然而, 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比结构主义走得更远。因为结构主义至少还承认语言有一个

独立的体系和结构, 并且坚持它客观、科学的本质。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则在批判结构主

义强调确定性的、严密的意义结构的同时, 质疑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着重指出了语言

形成知识, 以及语言形成有关实在的观念的路径。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历史学者反对在历史研

究中运用现代理论, 反对探讨历史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反对将经济、社会结构和进程看成是文

化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 而把话语 (或语言) 看成是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结果, 一切

都成了文化的产物。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都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 比如有人

把卡罗 # 金兹堡当成后现代主义史学家, 他 /听起来觉得很奇怪0。º 彼得 # 伯克也承认自己与

后现代主义保持着距离, 他说他对后现代主义着迷, /但是我仍然觉得与它多少有些疏远0。» 纳

塔利 # 泽蒙# 戴维斯不认为 /后现代0 这个标签对于 5马丁 # 盖尔归来6、5蒙塔尤6、5奶酪与

蛆虫6 等微观史著作来说能够说明多少问题。¼ 在她看来, 后现代专注于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

并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受其制约; 后现代的路数抵制普遍化, 更爱谈论碎片而不是融贯的整体。

但这三本书均认真对待地方性文化, 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 而且都希望对

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½

的确, /不可能想象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完全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并用后现代的语言和字

汇写成的。0¾ 伊格尔斯在 20世纪末下过一个结论, 可以作为我们评估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中的影

响的重要参考, 他认为, /在 20世纪 80年代下半叶, 占领了 5美国历史评论6 和其他美国杂志

篇幅的 -语言学转向., 并没有同样地风靡于北美以外的历史学界0, /语言决定论所激烈总结出

来的各种理论对历史著作的影响都是有限的0。¿ 结果, 大约从 90年代中期起, 西方史学界已经

出现了批判语言/文化决定论而试图超越文化转向的迹象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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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 露西娅# 帕拉蕾丝) 伯克编: 5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6 , 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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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7 页。

安克斯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关注的中心是 /历史的碎片0 , 并以拉杜里、金兹堡、戴维斯等人的

微观史作品为例。F1 R1 Ankersmit, ÷H istor iog raphy and Post modernism, " H is tory and T heor y , vo l. 28,

no . 2 ( M ay 1989) , p. 149.

玛丽亚# 露西娅# 帕拉蕾丝) 伯克编: 5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6 , 第 74页。

Law rence Stone, ÷Histo ry and Post- M odernism II I, " P as t and Pr es ent, no . 135( M ay 1992) , p. 191. 又

见埃娃# 多曼斯卡编: 5邂逅: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6 , 第 330 页。

伊格尔斯: 5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6, 第 155 页。也可见汉斯 ) 乌尔

里希# 韦勒: 5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思考 ( 1945) 2000)6 , 保罗# 利科等: 5过去之谜6 , 第 86页。



五、/实践的历史0 ))) 形成中的社会史新范式?

/超越文化转向0 表明, 人们已经发现了新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着语言/文化决定论的弊病。

激进的文化史学者坚持认为语言作为一个自立的体系先于并建构社会实在, 他们过多地强调文

化的作用, 看上去有助于纠正以经济和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决定论, 但在实际上, 这只是在他们

的分析过程中用文化和语言替代社会和经济, 用 /符号0 取代 /阶级0、/社会共同体0, ¹ 是用

一种决定论取代另一种决定论, 他们本质上并未摆脱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这种二

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此而言, 激进的新文化史学者其实是追随了新社会史学家的思维模式。

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要得到发展, 就必须跨越二元思维模式, 跨越决定论的障碍。正如有人指

出的那样, 已经到了该抛弃福柯的时候了。º

大约从 70年代早期起, 在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很多领域都陆续出现了反对结构主义的

动向。学者们针对结构主义否认有意识的主体在社会和文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及否认历

史 /事件0 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 开始思考可以使人的行动和事件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

理论模式。1977年, 博德里厄的著作 5实践理论纲要6» 的英文版发表, 大约到那时, 学术界

对于重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¼

这样, 到 80年代以后, /文化0 概念突出了 /实践0 的内容。人们反对把文化说成是逻辑

上必然的、有内聚力的、统一的和静态的观点, 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域, 充斥

着有意识的行动、斗争、冲突和变迁, 强调文化中人的活动。在分析中, 学者们对一系列相关

的术语 ))) 如实践、习惯、行动、交互作用、活动、经历、表演等 ))) 的兴趣越来越大。与此

相关的另一组术语, 如行动者、自我、个体、主体、身体、意志、知识、语言/话语等, 在相关

论著中也普遍出现。广义而言, 人们惯常的行为方式、人本身的运动、处理客观事物、对待主

体、描述事物、理解周围的世界, 等等, 这些行为都是实践的内容。不过, 人类为达到一定的

目的而从事的有意识活动, 才是人类学家真正关注的社会实践。

实践理论试图解释人类的行动与作为 /体系0 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表

现为体系对人的行动, 即对人的实践的影响, 也可以表现为实践对体系的影响。关注实践的人

类学家认为, 社会和历史不是简单地对某些特定的积极因素做出专门的反应或适应这些因素而

造成的结果, 而是受到有组织的、有价值的系统的支配。正是这些系统 (具体体现在制度、符

号和物质形式之中) 构成了体系。此外, 体系并不分割为类似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和

文化这样的单元, 体系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无缝整体。一个制度, 比如说婚姻制度, 同时就是一

个由社会关系、经济安排、政治过程、文化范畴, 以及道德、价值、观念、情感模式等所组成

的体系, 不应将这些元素分为若干层次, 并且使一种层次成为另一个层次的基础。同时,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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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H unt, eds. ,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 pp. 63, 73.

Garet h Stedman Jones, ÷T he Det erminist F ix : Some Obstacl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 f the

L inguistic Approach t o H istor y in the 1990s, " H istor y Workshop Journal, no. 42, 1996, pp. 19235.

Pier 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 heor 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 ice, Cambridge: Cambr 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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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stor y , vol. 26, no. 1( Jan. 1984) , p. 145.



理论认为, 尽管体系是一个整体, 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维度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某

一时间、某个地方, 体系内部存在着非对称性的、不平衡的现实, 这是引起体系矛盾运动的关

键, 实践理论要解释的就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发生、再造, 及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¹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超越文化转向的过程中对 /实践0 进行思考后提出来的观点, 反映

了社会史学已达到的理论前沿。威廉 # H1 斯韦尔试图协调文化作为 /体系0 和 /实践0 的关

系, 认为 /体系0 和 /实践0 无需分离,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可以互补。从事

文化的实践意味着要利用现存的文化符号去达到一定的目的, 同时, 文化体系离开了实践就无

法存在。因此, 体系也意味着实践。斯韦尔认为,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 独立于其他

维度; 作为一个符号体系, 文化具有 /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0, 它不断被实践所突破, 从而发生

转变。º 与斯韦尔一样, 马歇尔 # 萨林斯也是辩证地理解文化秩序与个人行动和经历的关系, 认

为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 一是作为一般的体系或结构, 二是文化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中的

出现和运用。他认为, 结构是静态的, 而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中不断地展现开来。行动在结构中

开始, 也在结构中结束, 但人的行动或实践的积累性、集聚性的效应将使结构发生变化, 从而

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所以, 文化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 而 /结构0 也就变成

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理查德 # 比尔纳克把意义的生成放在语言和物质实践交汇的地方, 在他

看来, 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 符号的使用者才逐渐地从经验上感到符号的真实存在。

所以, 是行动者自己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¼ 罗杰# 夏蒂埃提出要关注社会的集体表

象, 以避免那种根据社会起源来解释文化和政治的社会简化论, 避免那种认为政治和思想完全

自成一体、与社会相分离的镜像观念。人们在社会表象中所看到的不是先在的社会关系的复本,

而是构建社会分化的一个场所, 这由实践来表现。½

这些探索代表了当前历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过程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趋势, 探讨的重点

在于行动者是如何使文化发生变化的问题。¾ 不过, 当前关于实践的研究极为多样, 关于实践的

理论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为方便起见, 我们不妨称之为 /实践理论0。¿

实践理论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的理论, 这种理论特别适用于以人

民大众为本位的历史研究。然而, 正如实践理论是一种未成形的理论一样, /实践的历史0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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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 pp. 35261.

M arshall Sahlins, I s lands of H istor y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ress, 1985, pp.

vii2xv iii, 1362156; M ar shall Sahlins, Cultur e in Practice: S elected Essay s , N ew Yo rk: Zone Books,

2000, pp. 2772291.

见 Richard Biernacki, ÷Language and the Shift from Signs to P ractices in Cultural Inquir y, " H is to ry and

Theory , vol. 39, no . 3 ( Oct . 2000) , pp. 2892310.

Roger Chartier, ÷T he Wor ld as Representation, " in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 unt, eds. , H istor ies:

Fr ench Constr uctions o f the Past , pp. 5442550.

见William H . Swell, Jr . , ÷A Theo ry o f St ruct ur 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 A mer ican

Journal of S ociolog y , vo l. 98, no. 1( July 1992) , pp. 1229; R ichard Biernacki, ÷M ethod and M 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 istor y, " in Vict or ia E. Bonnell and Lynn H unt, eds. ,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 pp. 61292.

Andreas Reckw it z, ÷Toward a Theor y o f Socia l P 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 ur alist Theor izing , "

Europ ean Journal of S ocial Theo ry , v ol. 5, no. 2( M ay 2002) , pp. 2432263.



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研究。¹ 尽管如此, /实践的历史0 在当前已成为 /受到社会理论与文化

理论影响最大的历史写作的新领域之一0。º

/实践的历史0 涉足的新题材有语言史 (尤其是言语史, histo ry o f speech)、宗教实践史、

旅游史、收藏史、阅读史等, 甚至像文艺复兴史、科学史这类传统的历史研究主题由于 /实践

的历史0 的影响而出现新的面貌, 比如科学史的注意力从以前集中于杰出科学家及其思想, 转

向常规科学中方法的变化, 从而使科学仪器制造师和实验室的助手和工作人员所做出的贡献也

在科学史中找到了应有的地位。»

在社会史的传统题材如婚姻、家庭、亲族关系的研究中, /实践的历史0 也有新的收获。还

在 70年代早期, 皮埃尔 # 布尔迪厄就用 /实践0 的思想研究了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的婚姻问题。

他发现, 当地的农民们往往会在婚姻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 以确保家系的延绵和他们对生产工

具的权利, 这些策略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策略。¼ 此后, /策略0 成了家庭史研究者在描

述农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 尤其是应对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时经常用到的

一个词, 比如劳伦斯 # 方丹和于尔根 # 什鲁鲍姆就专门探讨了现代早期欧洲和当代第三世界国

家中贫困家庭的生存策略问题, 揭示这些家庭和个人在一定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下

如何根据有利的条件和资源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½

其实, /策略0 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它不仅指人们有意识地制定

某个计划以达到一定目的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计谋, 而且也可以指依赖亲朋关系网来组织行动,

使人们能够实现许多不同生活目标的一般方法。人们的行动策略是结合习惯、性情、感情、世

界观等因素而形成, 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因素的联系而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然而, 文化总是

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符号、仪式、传说, 文化犹如一个 /工具箱0, 行动者从中选

取不同的工具来建构行动的路径, 行动者无论是作为个人, 还是作为集体, 都知道在不同的环

境下如何利用相应的文化资源而采取不同的行动。¾ 这样一来, 人们的行动 /策略0 就成为人们

在变动着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已有的文化资源来实现目标、达成心愿的一种方法。同时, 由于时

代和现实环境的不断变化, /策略0 也总是在变动之中, 因而, 文化对行动的影响也极为复杂,

文化既制约着人们的策略和行动, 也为人们的策略和行动提供可用的资源。

/实践的历史0, 或称为 /后社会史0, 是人们赋予超越文化转向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暂时的名

称, 这种历史研究是在考虑了 /社会的0 和 /文化的0 两方面因素 (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突出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 使人成为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经

济、政治、生活等环境中有意志、有计划、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实践的历史较好地体现了社

会史学书写人民大众历史的追求。就此而言, 这种正在形成中的史学形态可能成为社会史学的

又一种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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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 re Bourdieu, ÷M arr iage Str ategies as Str at eg 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 in Rober t Fo rster and O rest

Ranum, eds. , Family and Society : S elections f r om the Annales , Baltimo re: John H opkins Univ ersit y

Pr ess, 1976, pp. 117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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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ternational Rev iew of S ocial H istor y , v ol. 45, no. 8, 2000, pp.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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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转向但不偏向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社会史研究几经变化。然而, 社会史学不论经历多少范式,

它以民为本的基本特性连绵不绝。社会史学的研究对象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民大众, 变化的只

不过是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理论、方法、视角和资料, 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就是这些变化

的产物。

每一种新范式的出现都体现了社会史学的发展, 但也要看到, 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付

出了代价, 过于激进的态度容易使研究出现偏向。语言/文化决定论就是一种偏向。这种偏向虽

已得到部分纠正, 但对待新社会史的偏见到现在也未完全消除。人们在欢迎超越文化转向、重

新把 /社会的0 因素带回学术的同时, 认为社会史研究不可能回到 60、70年代的状态。¹ 这听

起来很有道理, 比如新社会史发展阶段盛行的各种 /决定论0 当然不会再在历史研究中大行其

道。人们也不会相信那种认为只有用计量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观点。º 但

是, 对于不会回到 60、70年代的新社会史,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新社会史不是 /决定论0 的代

名词, 它有更丰富的内涵, 不再回到新社会史是否意味着在新社会史研究中曾采用过的其他理

论、方法和视角都要随决定论一起被抛弃? 同时, 我们也要思考, 即使 /实践的历史0 是对新文

化史的超越, 历史研究是否只要专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观察和理解他们所运用的各种行动

/策略0, 而不需要阐述宏大的历史进程? 行动/行动者的作用的确不应轻视, 因为历史就是人们

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但是, 行动者的作用也应该区别对待, 而且, 作为个人的行动者与

作为集体的行动者对历史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很多情况下, 作为集体的行动显然能

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 对作为集体的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重视必将使历史研究重新审视社会和

社会结构等新社会史关注过的历史内容。不过, 到目前为止, 专心于 /实践的历史0 的历史学

家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 这也意味着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史新范式并未消除对新社

会史的偏见。

要做到转向而不偏向, 尤其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理论主要是关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宏观理论, 用宏观理论来把握社会整体的、长时段的变迁仍

是历史研究的必需。因为历史就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了宏

大叙事, 一个社会在文化上就不能 /存活下去0, » 历史学的作用和意义也会受到贬损, 史学会

面临着碎片化的危险。¼ 同时, 微观史研究也需要以宏大叙事做依托, 微观研究本来作为观察更

为宏大的历史社会的一种视角和方法 (通常比喻为显微镜) , ½ 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微观史一旦

游离于宏大历史架构而成为历史研究的目的, 历史学就可能走向 /昏暗的角落0, 并且会受到

/回报递减法则0 的作用。¾ 只要承认对宏大叙事的需要, 我们就不能绕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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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演变和发展的宏大理论。

其次, 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对 /实践的历史0 的指导价值。关于行动/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及其

作用, 当前实践中的历史主要从博德里厄和吉登斯等人的理论中汲取营养, 而很少直接利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从事有关实践的历史研究。其实, 马克思主义关于 /实践0 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

博德里厄作为实践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就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他的几本重要的实践理论著作均经

常提到或引用马克思。¹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自己创造着历史, 这就指出了人作为行动者、作

为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又认为, 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人们是在

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创造历史的。而且, 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的过程

中, 历史被创造出来。这样, 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 /平行四边形0, 而无数人的行

动最终可能出现谁都没有预想到的结果。º 这又指出了人的行动的约束性因素。可见, 马克思主

义理论对于发展 /实践的历史0 仍不失指导意义。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不是 /决定论0 的典型, 马克思主义讲究辩证

法, 而辩证法与 /决定论0 是不能兼容的。况且, 恩格斯曾明确反对过分看重经济和把经济当

作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 强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我们需要把马克思的社会和历史理论与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决定论

区分开来, ¼ 而不是在反对决定论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一起否定。

总之, 实践表明, 关于人民大众的历史研究确实可以侧重于不同的方面, 借用不同的理论、

方法和资料, 回答不同的问题, 并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范式。没有理由因为探讨宏大历史进

程而只分析结构和忽视人的行动, 同样也不能因为转向实践而放弃对大结构、大进程的阐述。

未来对于中国社会在过去 30多年所经历的大转型的研究, 应用任何一种社会史范式, 都将大有

作为。当然, 缺少了哪一种范式, 关于这 30多年的历史阐述都将是一种缺憾。

1责编编辑: 焦 兵 责任编审: 姚玉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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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ing w as aw are of this issue in the w rit ing o f L aocoon. We w ill obtain new f indings if w e

reexamine this problem in the contex t of ÷the era w hen literature encounter s im ages. " T 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is asym metr y lies in the dif ferent sem io tic at t ributes of the two :

language is a symbol o f actual reference, w hile im age is a symbol o f not ional reference, so the

fo rmer is ÷strong" and the lat ter ÷w eak. " As a result , w hen both of them appear in the same

tex t, the image may be deconst ructed, expelled, defer red or forg ot ten under the overw helming

inf luence o f language. T herefore in the contex t of the ÷picto rializat ion of literature, " language

itself, as a pow erful symbol, comes to no harm, whereas image sim ply plays the ro le of an

instr um ent and vehicle in the service o f language. In this w ay literature g oes into self2im posed

ex ile.

( 12) The Rise of the Vernacular and the Evolution of L inguist ic Style in Novels of the Song Dynasty

Meng Zhaol ian # 185 #

The w rit ten vernacular initially appeared in the H an and Wei dynast ie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it spread into a gr eat many literary for ms in the Song dynasty along w ith the

tr ansit ion f rom ref ined to popular culture. T his period saw great changes in the style of the

novel. On the one hand,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w ere w rit ten in a cruder, mo re popular style,

w ith plain narrat iv es replacing f low ery dict ion. This w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later

generat ionsø judgment that ÷Song novels are not as g ood as those of the T ang. " On the o ther

hand, the form ation of the style of vernacular novels is dir ect ly related to the m 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 he texts of stories (话本 huaben ) are neither story2

tellersø orig inal scripts nor handw rit ten copies. Instead, they represent a new sty le of novel

w ritten in the ver nacular in imitat ion of the sto rytelling art with a view to sat isfy ing the

publication demands of block print ing . The f lourishing of vernacular novels increased the

propor tion of the vernacular in the w rit ten language and fur thered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m odern

Chinese language.

( 13) Peopleøs History: The Research Tradit ion and Paradigm Shif t in Social History

Yu J inyao # 199 #

Social history o riginates in ÷new history " and different iates it self from other form s of

histo rical study in that it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ordinary people. T he new social history that

em er ged in the post2Wor ld War II period cont inued the A nnales Schoo løs comm itment to total

histo ry. It tended to find the ult imate determ inants o f social change in economic foundat ion and

social st ructure, with a view to establishing a g rand histo rical nar rative. H ow ever, the failing s of

its socio2econom ic determinism gave rise to a ÷cultur al/ linguistic turn" in social histo ry and the

result ing new cultural history. N ew cultural histo ry, w hich gave pr im acy to culture, sym bo ls and

discourse, ended up going to the opposite ex tr em e, of cultur al/ linguistic determinism. In the

1990s, Western historians, dissatisfied w ith its radical tendencies, w ent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A ccordingly , scholars are at taching increasing im por tance to the role of practice, and social

histo ry has embarked on a new explor at ion o f÷the history of pract 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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