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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杈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中国处境 譹訛

赵旭东譺訛

今天所讲题目实际上应该是出于我最近的一些连续性思考，田野当然是我非常喜欢去做的，但是

却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出去扎到田野里去。虽然一年里总是东跑西颠的，但真的在一个地方做田野的时

间却越来越少，但这反过来又刺激我去想一些田野之外或者之上的一些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人在这

个国家里，面对这个国家如此之多的变化，该用哪些概念去涵盖这样的变化或者巨变呢？这样的概念在

我看来可以让更多人能够理解今天的社会究竟是什么。除此之外，还会关注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那

些东西，并且不用刻板地去追随那些既有的西方概念，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自己

发明工具性的概念去解释一些东西？我认为自己最近所写作的跟“文化转型”这个概念密切相关的那一

系列的文章，其初衷便是这样的。

社会的不确定性

我们这代人当初读书的时候，还没有感受那么大的中国变化。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
变化我认为是极为巨大的，可用“巨变”来加以涵盖。实际上我在北大上学读博士的时候，那个时候各行

各业还属于是单位制，那个时候的口头禅会说“我们单位的车”或者“我们单位的房子”，但是现在大家

不提或者很少提这个概念了，我们现在街头巷尾说的是“我的车”或者是“我的房”，这就是财产归属和

自我认同上的一种巨变。

讨论文化转型这个题目，实际上在以往的文章里也讲了许多，但是所关注的核心主题都不一样，因

为这终究属于是一个大题目。譻訛回忆起来，最初刺激我想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跟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有关

系。1998年夏初，也就是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费孝通先生作为我的导师以及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
席，他提了一个问题是跟乡土社会的概念如何在当下社会中还可以得到延续相关的，费先生当时是从

譹訛此文依据2015年1月9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讲座录音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最初讲座
题目为：“从乡土社会到枝杈社会———文化转型的中国处境”。在此感谢包智明主人的特别邀请，也感谢潘蛟、王建民、周

勇、巫达、朴光兴等诸位教授的批评，并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许中波、曹琳、覃程、张瑶、张悦对于讲座录音的最初整

理。本文写作曾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文化转型背景下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研究》（15ASH012）；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费孝通思想研究：人类学视野的展开》（15XNL025）；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项目
的资助，在此一并感谢。

譺訛赵旭东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00872）；Email: zhaoxudong@ruc.edu.cn
譻訛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

期，第11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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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向上去提这个问题的。记得他当时说：“如果乡土社会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情况会是怎

么样的？”实际上，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跟着老师读书，老师的概念我们直接照用就是

了，今天看来，做研究生的，反思和创新该有多么的重要。“乡土社会”的概念虽然是费先生自己提出来

并加以论证的，但是他深度地反思到，并且凭借自己的人类学观察也着实注意到了，中国在20世纪90年
代以后那个新的变化可能已经不能再用“乡土社会”这个概念来去加以概括和分析了，而是需要有一些

新的概念，这可能是费先生当时所真正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想后来费孝通讲文化自觉，讲很多东西，实

际上都是在试图超越那个既有概念的思维束缚。自从那次答辩之后，我自己实际上也是在一直想回答

老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提了很多的概念，并用一篇篇的文章去加以

论证，最近又在提一个我在最后会提及的有关于“理想”的问题或者说是“理想人类学”的概念。这个理

想也不是大家说的那个完全纯粹的那个理想，可能还有我所指涉的具体含义在其中。

首先，我想不论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可能都要去触碰“社会”这一概念，我是觉得，我们做研究不能

就事论事，也就是单就一个问题而谈这个问题本身。而是首先要问，我们作为一个学科，它最为基本的

概念是不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假如说我们是社会学、人类学，或者一般社会科学，它的基础是研究人类

的某种社会的存在，或者与之不同社会的其他形态。那么，我这里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社会？实

际上，每一本社会学的教科书开篇都会给究竟什么是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那样一个概念对实

地的研究者而言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告诉不了你你所遭遇到的某一个真实的社会究竟跟这

个书本上的概念之间有什么相关性。但是，我们在对这个社会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加以深入追问的时候

会发现，它实际的含义却又是很多样的。

对此问题的理解我这里想要用一个万花筒的比喻。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玩过万花筒。这个万花筒比

喻的概念的核心就是，你用眼睛看见万花筒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世界，五颜六色的，但是你稍微转动一

下它的位置，它就会变成是另外的一个存在形态。那么这背后的含义是说，社会就像万花筒不断变换的

样态那样，它的种种变化和样态可能就构成了一个我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的意象基础。实际上我

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种社会的隐喻，即在其中可能会因为大家的口味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所有

这些不同聚合在一起就会造成那个万花筒一般的社会样态的变化，甚至有时要比万花筒本身还要具有

一种由人的能动性所主导的社会的随机应变。所以你也许可以把任何一个社会学古典三大家的理论引

入到中国社会中来，但实际都会存在一种适应性的问题，需要结合本土社会的实际而展开适应性与否

的思考。当涂尔干在反复论证“社会事实”（Social fact）这个社会学基本概念的在社会中存在的确定性的
时候，我们今天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很多东西确实就不是那么样的有一种确定性的社会存在，特别

是面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的处境，情况可能更是如此。

我们的制度看起来设计合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发生比如说刚刚过去的上海跨年踩踏

事件这样的悲剧，这可能就不是任何一个良好设计的制度所能真正预期到的。因为突然间就发生了这

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去放到一种制度框架下去做解释呢？一定会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

所以，这到最后就发现，实际上我们是回到了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俗民的社会观。这种俗民的社会

观是我在从事实地调查之时感受特别深的。当我跟一个村民在一起很熟了并喝了酒以后，他就会说：

“你们是北大社会学系，那什么是社会啊？社会就是扯淡，社会就是那么回事，社会就是谁可以欺压谁。”

人们用这样一套俗民的话语来解说社会，他实际是在解构你原来非常坚定的“社会事实”这样一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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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概念。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概念的存在呢？这时，当你拿着那一套理论去解释中国现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存在有各种的变化，难以捉摸。很多时候，所谓的社会真实其所呈现给我们的不过就是一

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虚幻，虚与实之间的辩证便可能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样态。

当然，这是个理论家们乐于去讨论的一个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用一些概念去描述这样一

个真实的现象世界时，它可能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来做说明。比如说有一种价

值观认为，男女之间的结合理想的是要“郎才女貌”，大部分的人大概是不会反对这种价值观的，并会在

自己的异性追求中去努力去实现这种价值观，如此才被认为是一种极为幸福与圆满的生活。所以在生

活中你就很自然地去相信，男的应该有才，女的则应该是要有美貌。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则叫作“红颜薄

命”，它实际上是跟这个“郎才女貌”的婚姻观对立着的并在意义上是相反着的。那什么又是“红颜薄命”

呢？我经常举《无声戏》譹訛这部小说。我认为这部小说写得特别好，它是讲在中国明代社会里面的一些类

似万花筒一般的社会状况，从中你会发现，一个长得很丑的人他要求并不高，一门心思想要找一位长得

丑一点的女孩子结婚，满足他的传宗接代生孩子的愿望就行了，但是偏偏他的“命”里面接二连三的都

是遇到美女，结果娶了三个媳妇都还是美女，但可惜这三个媳妇都是红颜薄命。当然，对当事人而言可

谓是一种遗憾了，但是，实际上在这背后也反映出一种似乎不大容易改变的结构性的关系，很多时候我

们在当下一些女孩子的诉说当中，你隐约会看到与之类似的一种叙事模式。所以，我在这里是给大家抛

出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希望大家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一直在不断变动当中的存在，因此要从一种变动

性中去理解社会究竟是什么。那么，对于这种变动性该有怎样的一种理解呢？我认为既要看到现象，同

时又要看到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这就是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必须得到我们的认识，同时我们也要去

关注这样的一种转变的发生。

循环社会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可能就会从“乡土社会”（抑或我说的“循环社会”）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入

手。实际上费孝通所提及的乡土中国或者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我有意把它强化成的一个概念），也是

因为费孝通而闻名于世的一个概念，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概念还是没法完全去涵盖现代社会以前的

所有社会。我认为对于人类而言，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或者断裂就是出现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

间的那种断裂，没有这样一种理解作为基础，其他的理解也都不能成立。所以，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它可

能能够涵盖农业社会的一大部分。但是，它不能涵盖像狩猎或者是石器时代或者更早期的社会形态。所

以我认为，用循环社会的概念可能范围会更加广阔。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说，乡土社会是约等于循环社

会。进而从所谓乡土社会转换到枝杈社会；实际上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从循环社会转换到枝杈社会，后

面我会将枝杈社会的概念加以更为细致的讨论。

何为循环社会呢？我说，循环社会的核心就是它的匀速运转。这个匀速运转把很多因素在内部做了

一种自我的循环。我们今天讲的现代社会它就不是一个循环社会，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外部的力、外部

的物质以及外部的要素在使这个社会变成是一个不能匀速运转的社会。实际上，在分析一个社会的时

候，或者是面对现代的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速度”这个概念。以前“速度”这个概念是一种物

譹訛《无声戏》又名《连城璧》，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作者李渔，是清初著名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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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验室里的概念。但是今天它已经转变成为一个老百姓生活之中最为普通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世界

不同国家之间争先恐后竞赛GDP的高低，背后实际上就是一个速度以及加速度这样的概念。但是在一
个循环社会里面则没有这些的概念，它虽然也是如今天一样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的社会，但都是在

其自己内部做一种相对而言的匀速循环运转。我们说中国传统时代“天人合一”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无

意之中构想的一种循环社会的模型。当然，还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那就是在循环社会之中，它是没有

一个所谓垃圾概念的存在的，而现在社会则是不断制造出很多很多的垃圾的社会。但是你想一下你所

知道的传统社会，其中包括狩猎采集和农业社会，它们实际上是一些并不会生产现代意义上的垃圾的

社会。

结合我的研究以及前人的研究，可能我会更为注意到循环社会或者乡土社会它的两个核心特点，

那就是周期性和节律性，即这个社会会按照一定的节律和周期来进行运转，这个节律往往是自然而然

的，比如说生活一定要按照太阳的运转、按照月亮的运转来运转，然后将这种运转的模式应用到社会的

方方面面，并使之延绵不断地保持下来。它也会按照这个模式而将人生的轨迹划分成一些阶段，然后人

们也会相信它并遵循这个模式去行为。

我们过去会相信人的长相决定你的命运，大家也都很相信它，所以，大家会接受一个命定的现实，

将之归因为因自己的运气所致，这是一种通过主宰人的命运的面相来形成的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种自我

的循环。在我研究乡村庙会的时候注意到了庙会上的一种被称之为“扫堂”的仪式。我在河北李村做调

查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在他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会被家人抱去放在庙里来寄养，这个寄养不是说把

孩子天天放到庙里去，而是一种名义上的或者象征性的寄养。然后等到孩子长大到十二岁的时候，就要

将其通过扫堂的仪式而把他或她扫出庙堂去，这中间有很复杂的仪式，大略类似于文化人类学所说的

成人礼。这个社会里的人并不认为生下来的孩子就一定是属于真正的社会中的一员，孩子生活在家庭

社会之中，但至于他或她是否能够健康成长，都属于是一种极不确定的事情，而只有经过从零岁到十二

岁的一个时间的循环，他或她才会被认为真正能够进入到下一个社会的循环之中去，当地人无意识之

中是有这样一种人生观的。

再有一个跟循环社会密切相关的概念便是“库拉圈”（kula ring）譹訛的概念，我想这可能是人类学中最
为基本的概念之一。但我认为，在我们研读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作品之时，那么快的就把“库拉圈”的

概念忽略掉，或者说惊鸿一瞥，一带而过，单单认为它不过就是一种互惠关系的体现，但是在我看来，恰

恰这个互惠概念对人所构成的社会而言可谓是一个很基本的向度，对此概念的新解释，可能会激发出

来一种新的社会理解上的新价值，我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去做更为深入的探讨。譺訛

单就库拉圈的本意我就不去细讲，因为所有学人类学的人都知道，它实际是两种物品在做一种一

方是顺时针而另一方是逆时针的有方向并不断周期性循环的交换，而且，这种交换一定是带有仪式性

譹訛库拉交易圈是周围岛屿按两种不同方向进行贵重物品推销的一种圈子，每半年交易一次。每个岛上的男人长途航
行，横穿公海，按顺时针方向，输运红贝项链；另一些人则按逆时针方向输运白贝手镯。在所去方向的交易岛上，每人都有

他的交易人，并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千方百计地讨价还价，争取优惠。这样，珍物便转了整整一圈，当然新的珍贵物品也会

不断增加进去。

譺訛赵旭东：《互惠、公正与法制现代性———一个华北村落的纠纷解决》，《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1999年第1辑，第100~
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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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非实质性的。我重点要说的就是我自己所调查的那个村子，你不经意之间也会发现，这里也会有这

样一个有似库拉圈运行逻辑的循环的存在。这就是年度性的不同村落的庙会之间相互馈赠“香油钱”的

仪式。人们最初去某个村子赶庙会，会头会写一个请帖，告诉那个村自己的村子的庙会日期，意思就是

你要去送香油钱就在那个时候，然后自己在这个庙会上放下几块钱的香油钱，记上账，这个村子就知道

今年究竟有哪些比邻村落的庙会组织送来了香油钱，而有了他们的今年的“送”，那明年自己则一定是

要去“还”回去的，送与还之间构成了一种互惠的循环。比如常信村的娘娘庙就会邀请我所调查的这个

李村的张爷庙庙会组织在来年的哪天哪天去它那里，而李村的庙会组织一定会按照常信村庙会组织发

来的请帖所标明的时间准时参加，这样一种区域性的庙会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乡土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循环关系。譹訛实际上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库拉圈背后的意义，

我认为，如果联系到我们当今的生活实际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在社会交往逻辑中，也就是你在社会之

中，先要有朋友的关系存在，然后才能做其他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想跟他谈钱、谈

交换以及谈帮助，这样的情形不大可能发生，至少不会那么容易发生。换言之，咱俩之间如果是一种库

拉伙伴关系，那其他的所有事似乎都可以谈，甚至把你最不愿意拿出来交换的宝贝拿出来交换都可以，

原因就在于我们是朋友，或者首先是有朋友的关系存在。但是如果连朋友都不是，你上去就说我给你五

块钱，你把你家里的某件东西给我，那在传统的社会肯定不行，那是会引起别人猜疑和惊恐的一件事

情。这就是库拉的意义，它跟所谓经济理性的东西不一样。在这个村子也是一样，外村的人不是说把带

来的礼物直接送给这个村子，而是要有一套仪式的表演，这表演就是舞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欢快而又

有节奏的舞蹈。当然，在名义上所有这些仪式都是用来娱神的，但实际上不过就是双方一起对跳，在双

方一起对跳的过程当中建构起了彼此相互之间的认同、联系和纽带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交换它是先

以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的建立为前提的，这种亲密关系同时又是在舞蹈的戏谑性的身体舞动之中通过

彼此的会意而相互构建起来的，它绝对不是一种刻板化了的仪式性舞蹈，而是眉来眼去、彼此在舞动之

中的互通、互动的舞蹈，这些也都必须在田野之中由研究者去亲自观察才能真正看得到。比如说舞蹈之

中可能有相互挑逗的意思，这是必须建立在相互要有一种默契才能够彼此理解的一种文化意义，而所

有这些总体上又都是以献给神的名义而延展开来的。

而这一舞蹈的仪式实际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接”与“送”的社会交往的逻辑，它发生地点就是在庙

会空间的入口之处或者说内外之别的界限之处。换言之，这意味着从仪式上而言一个人是不可以随随

便便进入到一个村子中来的，你必须跟这个村子首先是这样一种村庙之间的伙伴关系，之后你才能真

正进来村里来，否则是没人去接待你的，你存在的状态就是村里人所想象的孤魂野鬼的无归属感的状

态。在这个区域你会发现，为什么传统时代在华北平原上有那么多秘密社会的存在？我认为很多人在称

谓某个组织为秘密社会之时似乎还没有懂得什么是秘密社会在乡村社会中的真正含义，实际上背后就

是当地人称之为“串通”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构成的机制，即大家通过庙宇之间的往来互通，实际上形成

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的相互联系的群体，它的范围有可能延续到几百公里以外，有的通过敬香等仪式

来相互凝聚在一起。所以，在过去时代很多白莲教、一贯道以及现在的传福音，实际上都是依靠这个东

譹訛盛燕、赵旭东：《从“家”到“庙”———一个华北乡村庙会的仪式变迁》，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0~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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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编织起相互联系的一个组织网络。

这里就不再多谈循环社会，但有一点很明确，循环社会的特征一定会伴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而有

所延伸。实际上也可以说，人类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讨论循环社会的特征，所以任何一部民族志实际

都在讲传统社会跟现代社会之间种种的不一样，但是它不是去有意地建构现在的社会是什么，它只是

在通过一种深描的方式而去呈现传统社会的特征究竟是怎样的。那么我认为，今天的人类学应该开始

做一种有关于现代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深度民族志的研究。为什么曾经远离现代社会的人类学要重

新回到现在社会之中来呢？我认为这是跟人类学自身面临着一些困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也影响

到了中国人类学的自身发展。譹訛这些困境我后面还会返回来再去谈，但首先有一点需要明确的就是，实

际上人类学家只有真正看到了当下社会存在的意义，他们才能够真正看到人类学自身未来可能有的一

些研究区域和领域。说白了实际就是，原来我们人类学很确信地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现在都逐

渐被抹平掉，变成是一个过于同质化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比如说过去我们可以到西太平洋诸岛屿上

去寻找和猎奇，很容易就能看到跟西方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今天你再去看，可能他们也是在

使用网络，也是在进行全球性的网购，也是在看好莱坞大片等等，所有这些技术手段似乎都在变得跟我

们没有什么两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原来通过一种空间区隔所显示出来的一个西方以外

的世界，作为一种异文化的他者存在，跟西方作为自我主体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扁平化，距离感也在逐渐

地消失之中。那这个时候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领地越来越被这个世界削平了。譺訛那么，这个时

候我们就需要去考虑，人类学需要添加上一种对于现在社会的重新关怀。这种关怀的一个核心的原则，

我认为就是要把你看起来很熟悉的生活让它陌生化，你因此也就会看到可能跟其他学科不太一样的一

种社会现实。那么同样，反过来的过程也是可能，那就是你也可以把原来很陌生的东西逐渐熟悉化，成

为你头脑中文化知识储存的一部分，这种知识建构显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枝杈社会

原来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原始部落中人类学家所做的那些亲属制度之类的研究，可以拿来检

验一下在当下这个社会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或者不一样的形态，这样一种形态，其核心的特征有别于

传统的社会。面对今天的社会，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判断，即今天左右我们社会形态的乃是一个像

树木的枝杈不断地向外延伸、不断有节外生枝现象出现的社会，这个社会我称它为枝杈社会。

这个枝杈社会的命名可谓是建立在对一些既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讨论之上，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贝

克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譻訛，这是一个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秩序构成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在
我看来，贝克所提出来的风险社会概念可能还是单向度的。我认为风险在西方的理解里可能更多的是

负面意义上的，即人为事务所带来的种种风险。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概念那就是

“危机”，它的含义跟单一向度的风险概念略有不同，危机指的是在危险或者风险的背后同时隐含着种

譹訛赵旭东：《迈向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74~85页。
譺訛Thomas L., Friedman，2008，Hot，Flat, and Crowded: Why We Need a Green Revolution and How It Can Renew Ameri原

ca.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譻訛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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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转机或者机会。那么，由此可以推断，我们所谓的经济的一些发展，一些福利制度，包括一些工作方

式等等，实际上就是体现出来风险社会的一些意涵，这可谓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作为同时又

带来了种种的生活、福利以及效率的改观，这又是事物发展的另外一个方面，二者之间实际上很难真正

的分开来看，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你我。

显然，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指标略低于某项食品安全生产标准的食品生产，那么生产和消

费这些物品的人的生活可能都会变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实际上是有其两面性

的，有风险自然也就有契机。譹訛今天看来，风险社会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的泄露事件启发了贝克这位欧洲的理论家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所思考的核心是跟现代性的反思性密切

关联的，那就是当我们人类的一种科技理性达到一定高的程度之时，它究竟会带来怎样一种社会发展

和后果的问题。我认为，包括贝克和吉登斯在内的一批人实际上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譺訛，但是我觉得，中国

近三十几年的发展可能有另外的一些新的形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的变化，值得我们
去重新予以注意，包括金融危机的讨论，中国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案例。我在鼓励我的一个博士生在做今

天社会之中的“钱”的社会生活的研究譻訛，因为我觉得，今天的钱跟社会的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的时代都

更加有意义，也更加的突出。今天钱的存在既有信用卡，也有实际的纸币、硬币以及各种的储值卡，除此

之外，还有各种具备象征性意义的钱，分析这些形式的钱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肯定是极为重要的。

与此同时，人们是不是真的意识到所谓的在全球范围内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其究竟属于一种怎样的社会存在状态以及钱的生活跟当下的社会生活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所有

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值得大家更深一步地去做讨论。

如前文所述，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枝杈社会概念，其核心的含义是指不断向上提升，然后分出枝杈的

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实际上相比风险社会而言更为容易让人理解。我一直认为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

应该提供这样一种在意象上更为容易让人理解的隐喻去让大家清晰地理解社会究竟是什么。说得再直

白一些就是你想理解社会，纯粹用社会事实，即“社会就是社会”这样一种方式是根本理解不了社会究

竟是什么这样的一种提问的。社会就是要用各种隐约来去对它进行理解。过去我们讲社会是一个有机

体，但是现在我们要抛开这个有机体的隐喻，而说社会是一棵树木的枝杈。言外之意，这个社会也有它

自己的节律，也在生长之中，但这个节律可能已经不再是能够更多地跟我们或者集体这样的共同体的

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是它越来越多地跟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义以及个人的生存等都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包括我们今天的健康概念，包括福利的概念等等，这个节律说白了就是建立在一种自我发展上的从

无到有、从低到高以及从卑到尊的自我成长的发展节律之上。

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来做说明。有一幅在北京某十字路口树立起来的宣传广告，大幅广告的图像

上左边是著名的雷锋的头像，而右边则写着这样三句话：“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2014年的3

譹訛赵旭东、周恩宇：《乡土社会重建过程中的风险与契机———应用人类学视角的侗族斗牛仪式与地方性价值意义的

重塑》，载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70~192页。
譺訛赵旭东：《连续的插曲与插曲的连续———吉登斯对一般功能论关于社会变迁看法的批判》，《江海学刊》，2012年第4

期，第54~62页。
譻訛付来友、赵旭东：《从文化货币到货币文化———非市场社会中的货币及其现代转型》，《河北学刊》，2015年第4期，第

121~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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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我恰巧路过并看到这幅带有公益性质的广告，把它用照相机拍下来作为一份田野的资料。为什么

我会对这幅广告这样敏感呢？我想大家如果出生年龄属于80后、90后可能就不那么敏感了，他们也许认
为，天经地义就该这么说，就该这样表达，政府也应该这么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年龄出生是60后的
可能就不这样看。大概60后的人能理解或者说熟悉前面两句话，那就是“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我们实
际上从小一懂事就是这么教育的，但是最后一句就不同，我们从小的教育中是没有“提升自己”这一说

的，自己是要服从并融入集体之中去的。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吃饭，有一个包子是我的，这确实

是我的，因为它是先放在我这的。然后因为我妹妹比我小，我父亲就从我这抓过去了，我想说“这是我

的”，但“我”字还没完全出口就被父亲给了一个耳光，一个很重的耳光，说小孩子怎么能有“我”，动不动

就提“我”在那个时代里被认为是不应该的或者说不属于人应该有的观念和行为。当然，我们那个时候

是这么受教育的，所以后边这句广告语就特别会刺激我，我心里暗想，这是通过政府的口径而制作出来

的公益广告，那就说明现在政府也这么明目张胆的“搞自私”了，或者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提升自

己”。而在我们读书受教育的时候，对这些统统都是要去加以“斗私批修”的。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班上有

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只是因为捡拾了一个从运菜车上滚落下来的茄子被人看见而在班级田头劳动的批

斗会上成为“斗私批修”的对象，为此抄了15遍的《毛主席语录》，这样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大概在今天是
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年轻人中间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提升自我”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一种号召，或者是一种宣传，并且在

政府的新一代80后的官员中已经在潜移默化将这种“自我”的观念渗入了进来。我认为这种广告牌子立
在那里并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它实际起着一种暗示的作用，就是说这样一种广告语在你看到它

的时候也就在你心中无意之中留下了这样的一种意象，或者给了你一种现代人的合理理性的暗喻，意

味着你所做的这些最后都可能是为了提升你自己。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暗示，大家可以去想，这样一种

暗示的未来的结果将会是怎么样的。我认为这就是在今日枝杈社会之中，每个人似乎都在拼命地往高

处生长，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个性和追求的在广告语这种流行文化之中的体现，但是人们可能并没有

认真地去考虑这棵树本身的树冠的形态、承载能力以及营养汲取之类的东西，即作为一个整体的树木

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种枝杈社会的存在呢？我认为这就要回到现代性本身的讨论上去。人类学家要

想弄懂非现代性的意义，就要先弄懂现代性究竟是指什么。所以我认为，建立在现代性之上的枝杈社

会，它体现出跟传统社会之间有着一种很明显的对立，其中包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有对立性的差

异存在。我想现在街上要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比如他戴着一顶用烤鱼编织成的冠帽，你一定会感觉到很

奇怪，因为现在的人实际已经不这么穿戴了，但是作为少数民族的苗族头人，在他们每年举行的古藏节

仪式上还这样穿戴，由此而体现其在这个社区中的权威地位。

由此而可以去判断，现代性的核心就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拉开一种距离”，这就

是所谓的现代性了（参见图一）。这里必然有早期人类学家们的独特贡献，虽然今天可能大家不认为它

是一个贡献，或者是一个不太被看重的东西，但我认为这贡献还是存在并且巨大的。就是说，早期人类

学家以外的历史学家试图要去解释人类早期的存在状态，比如最早的英国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样的问

题。但是，要清楚历史学家的这种建构是不能够依据某种真实的场景来做判断的，他们最多是靠考古学

的、历史编纂学的以及文献学的材料来建构历史究竟是怎么样的。但人类学家的聪明之处是在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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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说我不去看你那些虚的历史建构，作为本土的英国那时无疑是很现代了，但那里的人类学家就跑

到非洲、南亚以及西太平洋诸岛屿上去，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对于空间的时间化。也就是说在空间上他

要做到离英国本土很远，好像是早期的英国人以及他们的传统生活遗落在那里一般，所以要仔细地去

看他们“那里”的生活就能知道早期英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文化比较的方法，即通过空间上

的文化差异来体现时间上的先后以及文化上的优劣。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也大都相信北京猿人就是那样的存在，它甚至在暗示我们说，北京人的早期也

许就是“北京猿人”那样的一种穿得很少、披头散发的形象，但谁又能保证这份历史撰述是真实发生过

的呢？等早期的人类学家后来跑到了新几内亚，到了整个非洲一看，发现那里的人也不穿衣服，也披头

散发，那他们就真的相信这种对于原始人的描述实际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后来的人类学的做法说得

再直白一些就是对于时间问题的空间化。为什么人类学家要去做田野，目的就是要把原来历史学家这

种时间性的，从无到有的进化等他们本来说不清的事情，用人类学家擅长的到田野中去的把时间问题

空间化来加以说明或阐释。

所以，依照这样一种思考的逻辑，要想说明我们城市人生活的原因就要先熟悉农村人那样的一种

生活，因此在图一中城市中心主义者会认为，先进的地方和文明都是在“现在”（now）以及在“这里”
（here），而对于早期的人类学家而言，就是像在英国这样的发达社会或者先进的文明，而所有这些人类
文明的成就实际都是在这里；而反过来，如果是在遥远的地方，在“那时”（then）、在“那里”（there），而所
有这些的东西都是属于“野蛮”（savage）的社会，这就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拉开一个距离的最为早期的
人类学叙事传统。这样一种叙事所造成的结果，我看就像是在100年前的一本杂志所刊载的一幅漫画所
要表达的那般。这大概是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流行杂志，大家都知道最近法国刚出了这个
《查理周刊》杂志社遭遇恐怖袭击这件事。实际上100年之前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差不多是一样的西

图一 现代时间和空间：拉开距离譹訛

文明 现在

英国 这里

那里

野蛮社会那时

譹訛图一转引自：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第27页。

枝杈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中国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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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非西方人的模式。这本在美国很有名的杂志在那个时候把中国人是做怎样一

种描述的呢？这本杂志的几幅漫画的图解就叫作“达尔文理论的再解释———即中国人和猪的创造”。

今天看来，这很显然是一种侮辱。我们过去在100年前的信息没有今天那么发达，不知道美国人是
那么想我们的，描画我们的，也当然不会拿着枪去给画漫画的人脑袋上开花。但那个法国杂志把伊斯兰

人信仰的神的形象描摹成为不穿衣服、赤身裸体之类的形象，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一种对于其他异文

化的存在的一种带有偏见的侮辱，今天但凡有人类学文化比较视野的学者大都是不会这样去做为的。

当然，法国人的文化传统可能就是这样的带有批评的随意性，但它却是没有考虑在其他文化接受这种

批评性表述的时候的一些情感纠结，尤其是在我们已经逐渐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觉醒了的这样一个时代

里头，所以我想这根本可能是由现代性带来的一些问题，即便是到了今天也仍旧还没有结束。

那么与枝杈社会相关的还有就是技术发明和应用的问题。今天知识的特征便是其存在的不确定

性，即它会带来一种不断出现的对既有的知识和技术的一种否定性的抛弃，即一种知识存在的自我颠

覆性。换言之，今天可能创造和发明出来的知识和技术，明天就有可能会被颠覆掉、抛弃掉，而这种状况

实际都跟技术的发明、传播以及开放性的接受等都有关系。这个问题我实际在许多的地方讲了很多，而

关于知识和技术造就的分离的问题也已经有一些文章讨论过了。譹訛这种分离技术的核心就是指，现代的

知识和技术把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生活方式真正的做了一种彻底的分离，这实际上是跟现代性所追求

的目标之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的那种拉开距离的最为核心的作用就是要把人和人之间本

来是依据于血缘、地缘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切分开来，造成一种人为的隔离，最后是把一个人自己和自己

之间分离开来。最后这一点似乎是有点抽象，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就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地发生了。过去

一个人得了疾病，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等着死掉就完了，这就是所谓的寿终正寝，被认为是一件很

自然且幸福的事情。但现在医院里如果检查出你的肺有了问题，要必须通过手术的方法来切除肺的一

部分，这肺虽然是属于你的，属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私有物，但随着人体手术技术的高度发展，摘除掉

肺让你减缓甚至避免死亡的可能都在增加，这类的技术在今天并不少见，那问题是作为一个人，你究竟

是会让医生去摘除还是不让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我想你肯定是要求被摘除的，因为医生已经先期

灌输了你一种什么叫健康的概念，而一个原始人可能就不会这样思考，他们更为强调作为一个人自身

身体的完整性。但现代人接受了手术摘除的健康观念，最后只能变成是你自己的肺部跟自己的整个身

体都分离开来了，而这就是一种现代才兴盛起来的分离技术。这里说到分离技术，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种

分离技术便是我们今天的通信技术———智能手机。一个人有了手机，我们可能会变得可以和身边的人

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但是对于遥远的地方的存在，我们却可以通过手机包括微信在内的各种智能形式

而跟非常遥远地方的人进行一种非常愉快的交流。这带来一种对于原始社会关系构成上的很重要的挑

战，这种关系构成便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讲过的“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譺訛

原来，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就是强调跟自己越近的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越近，亲疏远近

譹訛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第36卷，2014年第2期，第32~48页。
譺訛赵旭东：《差序正义与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载周晓虹、谢曙光主编：《中国研究》，2012年秋季卷总第16期，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3~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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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关系像水波纹一般很自然的一层层地向外推开去，越远越疏，越近越亲。但在大家都使用了手机

之后，你会发现，可能越近的人之间变得越疏远，而越远的人之间变得越亲近，这可能是一种传统的差

序格局关系的颠倒。而且，从人们的个人选择上似乎也在发生着这样一种差序格局的颠倒。似乎我们每

天通过电视、网络以及微信朋友圈等等新的分离技术的引入，而越来越对身边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因

此通讯和网络技术的方便会特别关心现在究竟法国发生了什么，美国发生了什么，这可能是世界性的

文化转型带来的一种改变，即人们开始借助远距离沟通的技术而可能越来越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感

兴趣，而对身边的这些生活琐事，比如父母生病，或者亲戚家里、朋友家里、同事家里的什么事情，似乎

并不那么愿意将其看成是公共的事情而投以关注或者给予一种特别的关心，但实际离我们似乎很遥远

的上海或者更遥远的非洲那里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类似电视报道中的相互踩踏或者恐怖袭击这样的

事情一发生，有很多人会一天到晚都感到不舒服，觉得那些事情也都跟自己有关系。但你反过来再去想

一下，要是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或者说压根就没这些遥远的超乎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信

息传递到我们的头脑之中，那么我们每一天可能至少都会过得很快乐，或者很安详，没有那么多让人揪

心的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的产生。而一旦有了这些信息传到我们的头脑之中并在那里加工转化之后，

我们就有了一种全球性的人道关怀的集中意识的出现。所以，这个当下时代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

之间的差序格局的颠倒，是不是可以去作一种重新的讨论，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可以说循环社

会就是建立在费孝通所说的那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但今天面对枝杈社会的成长，情形

可能正好反过来了。

多次乘坐北京的地铁，我想其他地方的地铁情形也都会差不多，一进地铁车厢你就可以看到，或者

你可以粗略地去做一个调查，一个车厢里的人相互之间肯定是不怎么交流的，而是约有90%以上的人
都在自己看自己的手机，这些人被社会戏称之为“低头一族”，他们之间尽管可能是夫妻，但也不大会有

什么特别多的交流，而是各自玩各自的手机。那天一个四川的教授听我讲完之后说，他在考虑回去是不

是要跟媳妇离婚的问题，原因就是两人上床了靠在床头上也是各自看自己的微信，拿着苹果iPad各自在
刷自己的朋友圈，互相实际上没有什么交集，同时生活中也是各自拿着各自的银行卡，各自花各自的

钱，他说这实在没什么意思了。当然他讲这话肯定是在开玩笑的，但实际的家庭生活状态确实可能也就

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本身就是由一种新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一种文化上的大转变。可能很多

的人类学家仍旧在保持着一些原来很保守的对于文化的看法，他们会相信有一些原初的文化存在，并

固化地看待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因此而将它们称之为文化遗产，并加以保护，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

是要是进而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处于恒久不变的状态，从来都是稳定的，最多可能会有一种文化的变

迁（cultural change）的存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cultural transformation），即一种带有根本性的
文化形态上的转化，那就是对文化存在的真实状态的一种误解，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转型变化之中

的。譹訛

面对今天世界文化变化的现实，我认为可能越来越难用变迁，或者文化变迁这样的概念来看待文

化的问题了。特别是伴随着一些快速的通信技术、快速的道路交通以及快速的网络连接等等这些“快”

譹訛赵旭东：《文明的固化与信念的变异———围绕华北乡村庙会中龙观念转变的再思考》，《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第61~66页。

枝杈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中国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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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思维、思想以及价值上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在带动着中国文化自身处境的一种转型。这个转型

视角的核心是要求我们重新去面对当下文化上的一些改变，我认为当下恰是处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之

中，即这种文化的转型尚未结束。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观察身边正在变化着的东

西，这种变化我认为是由各种新技术空间的不断扩张而造成的。所以你现在如果不对微信感兴趣，不对

手机感兴趣，不对吐槽感兴趣，那我认为你就真正落伍了，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思维，跟不上大家的思考，

结果可能会被世界转型的这个大轮盘不知甩到哪里去了。

还是说一下跟自己有关的一个事情。今天早上上网查了一下，因为前天我都还不知道今天有这个

讲座，我记得是有个网站拍讲座视频的人跟我说是有这么一个讲座消息，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并把

它拍下来传到微信朋友圈中去。那个网页上究竟是怎么写的呢？那就是页面这边一栏写的是我的讲座，

而另一边的一栏大概就是说人如何不需要太多努力就可以实现什么事情的一个宣传海报。换言之，在

网络的页面上，你是可以同时看见两种或者更多种完全不同的宣传品，这边可能是严肃的学术讲座的

海报，另一边就会告诉你如何世俗性地去讨巧做各种的事情。所以我刚一把这网页的照片发出去，就有

朋友吐槽说，“你可以去讲一个不用多少努力就能造就结果的理论”，大约是讽刺今天的人不必有太多

学问、知识，或不做什么努力，也一样的能获得成功。总之，在你发出去的信息到了朋友圈中去之后，你

可以得到各色人等的评价和解释，无法用某一种的原则去加以概说，更不可能拿这一原则去对网络加

以约束，也就是你并不知道在这么一个圈子里相互的交往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因此而出现的误会也

是层出不穷的。我从今年10月份使用微信以来，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通过微信而产生的交往过程。我发现
借助这个媒介，大家的表达方式和原来也是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不一样中又似乎有一些一样的东

西和一些不变的东西，总之值得再去深入的研究。

可能你会认为本来应该是这样表述的，微信圈中的他却不以为然，但你想当然地认为他会“信以为

假”的东西，他偏偏就会“信以为真”。我曾经尝试在朋友圈中发出一条微信，一条可能是假的微信，即所

谓的“虚假信息”。这是有关我喝过的红酒的故事，我在微信里说，刚刚将喝了五分之一剩下五分之四的

国产红酒放进冰箱常温层里，然后就凝固了。之后有很多人就开始呼应说，这个中国酒太差了什么的，

实际上他还没仔细去想，脑子里就先有一个图示（schema）性的东西在引导他得出“中国的”或“国产的
酒”不好的结论。其实这可能是我自己当时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在我把酒喝完之后把酒瓶塞进冰箱之

后，因为可能是我喝多了，剩那么一丁点儿酒就又放回冰箱里去了，但忘记了酒瓶实际是空的了。那天

又从冰箱里拿出来酒瓶来喝，但拿出来再一倒很纳闷，厚重的酒瓶倒出来怎么就这么几滴了呢？之后我

甚至还感觉这个瓶子很沉，我就想当然以为是酒出问题了，以为里面的酒突然是凝固了的。而第二天早

晨，在太阳光下一照才发现，瓶子当中确实仅有几滴酒了，这原来是我的记忆的丧失以及视错觉所致。

在没有任何觉知的情形之下，我就在微信圈里制造这条信息发到朋友圈中，结果这样一个无意的实验

设计引来了朋友圈的朋友们跟我差不多的错误认知和反应。这可以说是微信的文化陷阱，需要小心又

小心。

中国处境

实际上我就发现，今天本来应该相信它是真的东西，我们可能不再那么容易去相信它了，而不该相

信它为真的东西，却又那么轻易地去相信，由此，在我们的头脑之中被灌注了很多不应该有的概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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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很难一一加以去除。这便是我所说的中国处境特殊之处。我觉得“中国处境”（china situation）这个概
念很有趣味，是人类学值得去研究的一个大的论题。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这里

所面对的就是中国的处境会是怎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西方没有真正的碰到过。我们玩吐槽、玩手

机的方式可能是文化意义的，它跟西方人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我们的乐趣以及我们在微信朋

友圈中的说话方式都与西方人的表达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去看到有这个中国处境的存在并了解这个处

境的存在和转化的方式。

我最初上微博和微信很想去研究一下“吐槽”这个概念的由来和实际的表现，因为可能还没有一篇

人类学的博士论文去真正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面对这样多的发生在中国的吐槽行为，这方面的研究

应该及时跟上来。举个实际的例子可以作为说明。我2014年的秋天曾经在厦门大学外面的沙波尾的一
个酒吧里与学界的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这是一个90后开的酒吧，你会发现这里的招牌很有意思。原来
店的招牌是明码标价写上咖啡或者啤酒卖多少多少钱，但这里的新招牌则是要特别强调营业时间上的

懒散和吐槽，玻璃门上写着这样几行字：“正常开门：14:00；睡过头了：睡醒开门；旅游去了：不开门；泡妞
去了：不开门；正常打烊：0:00；姑娘太多：2:00；有美女：不打烊；全是爷们：提前打烊。”这可谓既是年轻
一代的吐槽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一种经营的策略。我跟他们的店主聊天，知道这明显就是90后出生的
孩子们自己的开店和经营的方式和选择，他自己在挣钱生活之余也在其中享受这种状态和感受。

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关注这类的社会现象，同样是那家酒吧，从它门上的种种标志符号你就可以知

道，这里实际上是跟世界各个地方通过网络而连接在一起的，这也似乎在暗示在这里不用去关注现实

发生着的东西，真正所强调的乃是在无线网络覆盖下的一种无拘无束的忘却时间的生活，在这里可以

骂、可以喊，当然更可以吐槽。我从网上曾经下载过一些有关“闪族”的照片，我认为由“闪”、“暴走”之类

行动而形成的各种“族”的概念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新现象，也是制造出一种社会虚幻状态存在的

新尝试。另外还存在有各类对于电视片的吐槽，比如最近热播的《武媚娘传奇》，大家就吐槽说有关部门

对片子的剪辑，把政府归因为去剪这个敏感部位的始作俑者，网上出现了很多一个人只剩下大头照并

由漫画家来补充胸部的漫画。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属于是当下不同社会群体的民众的一种自我创造和表

达，你想要把原来这些电视剧剪下来又把自己的绘画和解说补充上去，我感觉这个过程比做一项研究

还要难，但如果网民不愿去做这事情，你即便是给他五万块钱他可能也不一定要去做，但对这类吐槽的

事情，即便是一分钱都不给他，他照样愿意去做，做出来的吐槽视频也是颇具创意。

那我们则是要问：这背后的动力基础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政府不去考虑这些问题，那它的任何严密

的控制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即便可以要求并约束编辑导演去剪片子，也就是通过官方正规渠

道可以这样去做，但在生活的实际中你会发现，大家会很疯狂地表现出对被剪掉内容的猜想、模仿和追

求。人们也并不去问这背后的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只是因为它曾经是被政府的某个审查机构所删减掉

的内容。还有一些新的语汇的问题，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很值得做细致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点赞”这个

新词汇，这个词应该是跟“吐槽”联系在一起并与之在意义上是对立的。现在连总书记偶尔都在用这个

词，我想这个词定会成为未来几年一个最为流行的词。另外，对于什么什么“体”的吐槽，也值得去注意。

比如说网上吐槽的“梨花体”，有谁知道是指什么吗？另外还有什么“作死”、“萌萌哒”以及“逗比”这类的

网络语汇，据说连研究生的论文里都开始出现了“萌萌哒”这些的表述，那作为老师的我们，该如何去加

以应对呢？实际上你看下面这首诗歌，这就是所谓的“梨花体”，作者的名字就不在这里说了，应该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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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认可的大作家之列。但你看她写的诗不过就是这样的：“我在路上走着，想着我的爱人；我坐下来吃

饭，想着我的爱人；我睡觉，想着我的爱人；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

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这样的诗句竟然是在中国

最一流的诗歌杂志《诗刊》上发表的诗歌，发表之后就遭到网民一系列的吐槽，说这属于是一种“口水

体”或者那个作者名字谐音包含在其中的“梨花体”。但是你可以想想当年，有些很有名的诗人不也是在

写那种令人厌烦的“口水体”或“梨花体”的诗作吗？也许在今天被吐槽的这位作者，她实际也不过就是

在模仿那些在特殊年代里产生出来的前辈，只是自己因为世俗化的生活而变得更加庸俗化而已，当然

这同时也是更加通俗化了，但是现代性在一种自我的追求上不也是暗暗在鼓励这样一种人人堕落的通

俗化吗？此外，在民众语汇的新创造上还包括“粉丝”、“扫一扫”、“国民岳父”等词汇，这些实际都属于是

很露骨也很直接的一种吐槽，我认为今天的网民已经不再受所谓的一些传统的规则、道德和楷模的行

为所约束了，一般而言，他想说就说，更不在乎最后的结果究竟会是怎样的，而高悬于他们头顶之上的

社会这根大棒，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虚幻而已。而随着这些词汇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可能就会

造成我们本来是稳定的循环的社会的样态变得多样且不确定，不经意间便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很多的人会说“自己躺着中枪”就是个道理。他自以为把图片或者视频放到网络上或者朋友圈中去“晒

一晒”就没事了，但实际这不经意之间的一触，便可能会激发出一些让人自己意想不到的后果，数年之

前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大概是这类行为的一个典范。上面说到过自己就曾经尝试过晒信息的后效，开

始自以为把讲座信息传上网就完事了，但很多人他就偏偏不去看你讲座究竟是在哪天以及在哪里举

办，他就专门看网页一边的广告信息，然后想着办法来调侃你，有时调侃真的让人有不知所措之感。但

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也会收到很多的反馈信息，中间总会冒出来一些新鲜事以及一些新鲜的词汇。今天

早上就曾收到“像你这样的大咖”如何如何之类的微信回复，我开始也大不明白什么是“大咖”，他就又

讽刺我一通说，“老师不看电视剧啦”等等。他隐藏自己的身份在一个角落之中，调侃之后又冒出来自己

的学生身份，从这种形式的互动之中你就会发现一种师生往来关系的新变化，它既影响着教师自己的

自我认同和价值选择，同时也在改变着学生从小到大所养成的对于老师的认知模式。

关于吐槽，网上可谓是随处可见，任你挑选。比如有这样一个段子颇为有趣，有人问：“小文，长大

后，有什么理想？”回答说：“我要做官，搞它几千万，包个二奶，买钻石给她，和她坐自己的飞机去玩。”接

着又问小丽：“小丽，你有什么理想？”回答倒也干脆，“我想做小文的二奶”。借助这个段子的叙事我们可

以看到，新一代的群体在有意地将原来被认为是世俗化的理想加以正当化，他们开始接受这些，而不再

是认为拥有这些有什么特别的羞耻可言。这里反映了什么样一种社会与文化的问题，人类学家真的想

过这背后的存在意义吗？去年我在教授《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的时候，设置了“社会观察”的课程，这一段

课程是要求学生们为此而自己做一个有关手机的社会生活的实验，实验要求小组中一半的学生早上八

点之后就关掉自己的手机，另外一半是一直开着的，这么一做之后你就会发现，两组的反应实际是不一

样的。关了手机的那一组会表现得很是焦虑，甚至感觉到惶恐，很着急自己远在异乡的母亲在寻找他

们，或者是家里会出现什么急事而找不到他们，许许多多的联想甚至妄想都会在此时出现。另外这个小

组的人还观察到，手机这东西在大家吃饭的时候用得比较多，即便是四个人一桌，大家也都各自相互用

手机来发短信联系，或者坐在那里与他人联系，尽管他们是一起来吃饭的。换言之，虽然两个人面对面

相距极近，仍要使用社交工具来交流，而非直接的谈话交流。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孩子在自己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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