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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早期，随着以王室财政转化为公共财政为发端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以及印刷书写文化的普
及，一个个人化的隐私世界得以形成，而所谓的宗教自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私人自律领域。
这个以礼仪、规范、隐私、品位等组构而成的私人世界，是近代西方“公与私分权而立”的公民社会
赖以形成的基础。
    本书由世界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浦&#8226;阿利埃斯与乔治&#8226;杜比主编，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最
终成果，共有包括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叶史学界
一项“革命性的成果”，革新了历史的观念，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译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性，且文字富有激情，颇具震撼力，加上富有史学价值的三千余幅珍贵插图，具
有很强的可读性，其影响已远远超越史学界，被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所推崇。
该书出版后，已译成20余种语言，在国际上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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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是法国年鉴派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历史学家。
本书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共有包括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
，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叶史学界一项“革命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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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插图:个人化的形式文学实践：公开个人生活1500年至1800年间，在建筑、文学、情感和物质生活
等方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正如菲利浦?阿利埃斯所概括的那样，变化可归为以下六类：举止，推动了有关身体的一系列新观念的
产生；自我了解，通过个人写作能够获得；隐居，不仅因为它的禁欲观念还因为它是一种娱乐形式而
受到赞誉；友谊，在个人之间培养；品位，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段而受到重视；便利，日常生活改
善的结果。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礼仪和私密之间的矛盾关系。
许多意在引导社会行为的规定，完全反对外露个人情感及其肉体或心理上的反应。
在社区团体、典型的宫廷及沙龙里的社交生活和社会仪式领域里要有礼貌，其标准适用于每一个个体
，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相反，亲密需要隐私，一个能避开集体并提供隐蔽、秘密和安静的地方。
花园、卧室（它的壁龛）、书房和藏书室等符合这一要求，能隐藏不能也不应该被别人看见的东西（
身体部位、自然功能和做爱行为）并为完全个人的活动提供一个场所，如祈祷和读书。
礼仪规则制约着个体在社会中的举止，在每一个体周围建立起一个保护带。
 对肌肤接触的禁令变得更严格了，因为新社交形式的特别之处是宫廷里实行了埃利亚斯所谓的“以形
式代表头衔”，使个体的本质越来越公众化和公开化。
人们开始单独睡觉，身体接触无论是在玩耍还是在争斗时都受到指责。
饭桌举止不再容忍人们从同一个盘子里拿东西吃或用手拿东西吃。
所有这些反映出身体与身体之间需要更大的距离，人们之间日益频繁的接触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
更强化了这一需要。
相反，亲密——肉体的或精神的或友谊的——要求相互之间身体的接近，或至少需要某个能代表身体
的物体，甚至能在身体不在的情况下再现它。
一套新的习俗规则应这一需要而产生。
可以通过拿着一个曾经接触过心爱的人的物体或保留一个离去的爱人的纪念品，或设法感受上帝出现
在个人身体里等方式和另一个人进行虔诚的交流。
某些行为在公众场合下禁止但却允许或被要求在相爱的人之间进行：亲密的举止消除了距离，再现接
触不到的身体。
在这本书涉及的时段中，这种需要会随着感情逐渐集中在一些爱人身上而变得更强烈，那就是家庭成
员之间。
礼仪和亲密在另一方面相互抵触。
礼仪意味着控制情绪，压抑情感和掩饰内心的冲动。
行为是理智的，理智要求在与别人交往时要考虑到对方的地位及愿望。
行为因此可被用来创造自我形象，显示自己所希望得到别人承认的那种身份。
在单独时或和其他亲密的人一起时，这一规则就不再适合了。
个体时常被非常冒失的情感和极端的情绪控制着。
礼仪并不能抑制住这种情感，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偶然的极端感情的流露。
在文明社会里，所有的行为都是公开的和富有象征意义的。
个人化削弱了这种公开的象征意义。
可从豪华一词向奢侈的转变过程中来理解，这得引用让斯塔罗宾斯塞对这两个词的区分。
在君主国里，豪华是一种艺术，意在证明，说服其他人相信国王的权力：首先是王宫里的人，其次才
是臣民。
纪念物和仪式是公众权力的象征——是可被操纵的意象。
然而就是在17世纪末的法国，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点，也就是说，这种象征体系开始瓦解。
从政府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民间团体表达了新的愿望，其中个人消费，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奢侈为
代表，逐渐与作为杰出人物标志的品位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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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有一章讨论了饮食的品位，因为这是现代意义的“好品位”的主要源地。
许多变化与从豪华到奢侈的转变有联系。
一个集中的、戏剧性的绝对权力显示让位于代表社会差异很大。
各社会阶层的奢侈扩大了少数幸福的人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
包括王子的财富炫耀代替了权力的炫耀。
同时，体现在良好行为举止中的高尚品位、对待生活的审美观念、对某些特别精致的趣味抱有的浓厚
兴致等等，都维护了品位的正确性，不再需要通过对朝廷礼仪的严格维护，而是通过个人舒适和方便
的行为来完成。
设备完善的公寓、为室内舒适而设计的服装及家具，以及一个严格分开生熟食物的厨房等都是新式生
活的表现，不再是为了显示外在的社会地位，而只是要让个人确实享有自我优越感。
把个人化形式和新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就是这样形成的。
可列出三种类似的新自我意识的表现：孩子以和家庭成员有区别的新形象出现；私人写札记及日记的
盛行；文学性质的变化，其真实性逐渐依赖探索、显示及对自我的欣赏。
当然，无论是从哲学意义、心理学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个人生活的历史不应该和作为臣民的个体
素质相混淆，但个体的新概念，对现代早期私人领域的定义有重要的影响。
避开众人的目光，人们的行为举止方式各有不同。
在家里，人们和孩子一起玩耍；对年轻人的慈爱伴随着个人化的展露过程。
作家们通过自传、表白及小说记下日常生活的细节并剖析个体。
这些新的写作习惯重新划定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界限。
自我解剖性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最隐私的秘密——如癖好、情感甚至一些反常习惯——满足了读者的好
奇心，他们总希望读到很多隐私。
以前，严格界定了什么是可以写的（当然是可以让他人看的）和什么是不可以写的，这种区分建立在
普遍（根据公众判断）和特别的（只适于作家的眼睛）划分基础上。
现在个体成了文章真实性的唯一保证人，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公开以前在社会里必须掩盖的一切。
由于亲密关系对礼仪及豪华对奢侈的胜利，私人领域拓宽了，最革新的文学把私人领域看作是最需公
开宣扬的首要主题。
这一领域既不受王子法律支配也不受其他人注视，对它的界定似乎使得这样的介入是合法的，公开坦
白也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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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文版编辑评论： 这是一部介绍中世纪私人生活史的优秀著作。
本书作者乔治·杜比通过艰辛的研究与探索，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有关中世纪生活的有趣故事，勾勒
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画卷。
作者渊博的学识及对历史事件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我们清楚了解那段社会历史大有裨益。
从城堡的宏大建筑，到农民普通的服饰，本书都一一提及。
我极力为对中世纪感兴趣的读者们推荐这部著作。
 鲍韦尔图书公司评论： 作为一部为世人推崇的著作，本书极其详尽地展示了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公民与奴隶们详细的生活状况：从成人的定义和性欲
，到婚姻和家庭、女人的作用、贞节与避孕、分娩的技巧、同性恋、宗教、美德的含义、私人与公共
场所的划分。
除此之外，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出现、基督教奉行的以节欲、独身与节俭为核心的
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与拜占庭帝国对神的不敬和放任的私人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与斗争、并最终
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通过图解，作者织就了一幅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私人生活画卷和艺术长廊。
通过这本书，作者展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发表了他们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而这些都是常人无
法预见得到的。
 其他评论： 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它只属于自己，与他人
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乔治·杜比 一到夏天，便见众多的旅游者手执导游手册，纷纷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
但是，导游手册并不是全部，它不会教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想象当时居民的模样，去想象他们的日常
生活、他们的室内活动以及他们亲密相处或相互保持距离等情形。
 　　　——保罗·维纳 该书以学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包括“他们的思想、情感、身体、态度与看法、习惯与居所、原则、标志和印象等”。
 　　　——《图书馆会刊》 本书所述，事实上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出
来的日常生活。
 　　　——《出版家周刊》 7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
法文版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
。
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
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南京大学许钧 我还受到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
发，因此希望能够为研究中国家庭找出新的理论模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 这一部《私人生活史》的目
标就在于探讨在各时代中那些影响私人生活的性质和观念的历史因素。
在中国史的范畴内，台湾学者此类的作品，尤其是围绕着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逐渐
展开。
 　　　——蒲慕州，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法
国年鉴派： 口号： 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 介绍： 所谓“私人生活史”，指的是法国年鉴学派所开
创、专门探讨人们的私生活与其相关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文化习惯等的变化之学。
本书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创造的方法论的产物，它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
年鉴学派最先采用其他社会学的方法与原则来研究历史,这种方法摒弃了以往把战争与政治作为研究对
象的做法，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平凡人的生活”上——也就是非达官显贵和将军们的生活。
本书主编阿利埃斯和杜比是该方法论的先驱和倡导者，是继享誉法国和世界史学界的费尔南德·布罗
代尔之后该学派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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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私人生活史3》编辑推荐：1.最独特的角度（正史和野史合一）2.史书中最好看的版本(双色,部分彩
色,近3000余幅未曝光的私人生活图片和图片故事)3.法国年鉴派最经典的传世之作4.史学上最伟大的历
险，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5.欧美一流高校世界史专业必读书（如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
桥大学等）特色：1．与“正史”相对2．与“公共舞台史”相对3．与男性统治史相对4．非纯粹个人
的秘密生活史5．私人生活史并不是记录一些逸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他的背后是国家。
私人生活概念：私人生活空间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逸的领地。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武器和防范工具，可以放松，可以随意，可以
身着“宽松的便服”，脱去在外面确保安全的那层招摇的硬壳。
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
这也是个秘密场所。
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
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丛书内容简介：以微观历史的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全面书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 ——围墙
中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小到家庭争吵，
大到王室血案——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
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是现今一部权威的人类私人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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