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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追问中国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入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解释学等社会学理论与视角，通过对
记录隐士形象的传记文本的综合分析，系统地澄清了中国隐士的身份建构机制，并在发掘隐士身份建
构机制的过程中，全面呈现隐士自身实践角色规范所表现出来的人生准则与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社会
群体接受隐士、认同隐逸的心理倾向，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隐士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由此从
总体上透视出中国隐士承载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大众接受隐士和隐逸所蕴含的社会思想。

　　本书由胡翼鹏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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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翼鹏，男，内蒙古察右中旗人。
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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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以“士”为中心词构成的称谓中，有一类就是隐士。
与“士”以道艺为身份标识特征不同，隐士的身份根据首先在于“隐”，然后才是道艺。
既然春秋战国以降，“士”指涉的对象并不构成一个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独立阶层，那么隐士作为“
士”的一个特殊类别，是否因其特殊而构成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独立阶层？
答案是否定的。
葛兆光根据汉字的分类和归类方式指出，古代中国分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
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并以此表象作为现象与事务分类的依据。
这种分类观念与西方的、近代的分类观念不同。
①李培林在谈到传统分类与现代社会分层的差异时认为，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是习惯于根据现象特
征进行归纳性的区分，而不是根据本质特征进行分析性的区分。
②社会分层的本质根据是，人们在核心社会资源获取方面具有相似的能力或权力，而隐士，甚至“士
”构成类别的根据并不是在核心社会资源获取方面的能力或权力，而是他们的行动表现和精神内涵。
　　事实上，隐士及其各种称谓所涉及的具体个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
文化地位等方面的特征霄壤悬隔，由此造成历代学者对隐士的身份界定和辨识莫衷一是。
何为隐士，谁为隐士，人人言殊。
因此，隐士虽然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但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高度同质的阶层，如此我们才能够
理解“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才不至于将隐士简单粗暴地置于某个静态的、单一的审视框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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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隐士是一个身份群体，建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动模式，以及社会对这种生活和行动的声
望评价。
隐士坚持不仕，通过逃遁、托病等方式拒绝与官贵接触，以不入城市、山衣野服与纵情饮酒等形式塑
造自我，而社会舆论、政权机构和史家则根据隐士的角色实践进行甄别和确认。
因此，隐士身份是一个动态建构过程，即“隐”不是个别人的专利特权，而是社会的共享价值。
意欲成为隐士的个人和尊仰隐士的各个社会群体，共同致力于“隐士”身份的建构。
不同社会层面接纳与尊崇隐士，在于借助“隐”来表达各自的思想诉求和价值观念，如士人以“隐”
委婉批评国政并表示政治不合作，官员向“隐”以寻求精神解脱并彰显不俗情致，帝王借“隐”以敦
风厉俗并制造政教清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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