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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1921 年 12 月 22 日—2018 年 3 月 3 日），法国著

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

院士。《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他对南宋社会史一
次深入研究，具体到一个时期，一个城市的研究。也是西方视

角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阶段的描述。学术界对于这本书的探究

分析多集中于书中所描写的时代特征和他的分析方法，较少与他
同类型的历史著作作比较，分析中国社会形象在西方视角下的不

断变迁，探究西方视角下中国社会形象的建构过程。

1 　“小事件，大视野”
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谢和耐从一

些市井生活日常出发，来看当时社会发展基本图景。

为何选择了南宋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
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谢和耐在前言中给出了理由，这一时间

节点正好是南宋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

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

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除去时
代和地点的特殊性以外，还有丰富的文字资料可以了解到当时最

真实的杭州，“选择这个城市来描绘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马可·

波罗曾于那里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时值1276至1292年间，也就
是从坑州落入蒙古人之手起，直至他启程返欧止。在这段时间内，

杭州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1]

社会史的研究需要丰富的历史材料支撑，中国古代对于社会
风貌的叙述多以文人笔记散文为主，史书中也有记载当时社会风

俗的篇目。如：《食货志》、《艺文志》等。也有诸多方志为我们展

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图鉴。社会史的研究涉及中国和近代人们社会
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生

活方式、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规制及习尚等问题。

谢和耐在书中对南宋时期的除去对一些民间习俗和社会生活
的叙述以外，对基本家庭组织结构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认

为“存在于理想家庭中的亲缘关系，却是整个道德信念的基础。甚

至连法律—无论从其总体结构来看还是从其量刑尺度来看—也无
非是这种理想家庭伦常关系的集大成。”[1]105正是这种理想型的

几代人同居的家庭关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单元，不断

地强化子嗣繁衍，教化人民，用道德感来归束人民。在谢和耐看
来礼法将“中国的孩子被教养得和气、文雅和恭顺。他们被教导

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时必须学会乐天知命，并与亲

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处。礼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甚至
已经传播到了下层百姓之中。这种礼法反映了某种对人生的理解，

并且自有其动人的魅力。”而尚武的精神则在南宋时就已消磨殆

尽，每个人的个性被压制，国家自然而然走向了下坡路。文化中
展现出的消极因素，才是一个社会消亡的根本力量。他认为这个

西方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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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述了南宋灭亡前十年，都城杭州平静而富饶的日常生活图景，大到都城选址，小
到街巷吃食。平静的市井生活下是广大农民对生活的绝望；繁华奢靡的上层生活对应的是各个阶层的分崩离析。谢和耐铺陈出最简
单的南宋生活实例，叙述出一个现代西方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没有马可·波罗时代的梦幻，没有马戛尔尼时期的鄙夷和另类恐慌，西
方开始理性认识中国社会变迁过程，力图进行客观而又真实的叙述。西方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这种过
程产生建立在西方对于中国不断深入了解之中；从神秘梦幻到二元对立再到多样化中国社会认识，西方视角里的中国社会形象日渐
清晰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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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国与西方开始分道扬镳，西方从文化层面开始衍生出权利

观念，进而发展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从而最终走向了市民社

会。而中国却在少数人的奢靡和大多数农民的苦难中挣扎。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对于史料中反馈的细节，还

是整体运用基本中文资料的书写都是西方视角下的中国社会。西

方视角里的南宋的日常不再只有士大夫高层的忧虑，更多是底层
谋生的需求。文中的第三视角或是西方视角的日常生活描述是切

入口，辩证论述宋元时期经历的社会大变革是核心。所有叙述都

在力图贴近最真实的南宋社会，没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有
的只是各类生活风俗，各种日常生活缓缓道来；将文中所有的场

景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去看的时候我们便能看到重要的地

方，就会发现南宋社会内部潜藏的巨大矛盾已经达到了一种不可
调和的地步。

这部作品的视野并不仅仅止于南宋的日常生活，单纯叙述南

宋最后十年。谢和耐在书中的论述里中国社会与之前中西史学家

大面积认定“停滞”的定义是不同的，他认为在数千年来不停发
展的过程中，中国与远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法律、

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上，都是相互影响的。一个曾经建立起来

的中国固有形象正在西方经历着变化，谢和耐的作品在试图破开
一些固有的东方意象，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是停滞，而12—13世

纪正是中国社会经历又一次巨大变革时期，虽然受到了战争阻碍，

但历史事实不可更改。那么西方人是怎么看待在历史时期中国社
会所经历的一系列变迁和发展，西方视角下中国社会又是什么样

的面貌，东方学产生和西方汉学研究的热潮从出现到冷静与中国

社会的形象变迁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2　东方从传说到真实

根据《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中有

关“契丹”的介绍，东方形象开始进入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东方
形象的建立，从来不是因为东方世界的文明而是东方世界蕴含在

传说中的数不尽的财富。中世纪晚期西方有关东方世界的文本，

最著名的有三大“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鄂
多立克东游录》。这些“东游记”在西方塑造的东方世界是一个富

庶的充满财富的大陆，是因为在中世纪后期西方贵族和国家都在

渴望财富的不断扩大，从十字军东征开始欧洲本土的资源已经被
划分清楚，那么非欧洲的地方呢？上帝的光芒有没有降临？另一

片大陆的财富可否为西方获取，这些美好的幻想一同促进了东方

传说世界的建立。
在急需改革的欧洲，一个美好的帝国出现了，它在东方，一

个充满想象的国度。金尼阁在“致读者”中说“有两类写中国的

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假思索就照样出版”。
[2]当时的西方需要一个浪漫的东方，一个带着朦胧面纱的伟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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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将体育运动融入日常活动。
熬夜作为高校群体中的一种常见的生活习惯，想要完全纠正

并不容易。有些人在熬夜的过程中，都会意识到这样对身体并
不好，但是这并不会停止熬夜行为。想改变这样的行为可能除
了自身的意志力之外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持。可与有着相同困扰
并寻求解决的人形成互助团体，互相监督，互相鼓励。由于高
校学生多数选择住校，如果能在同一寝室中找到同伴，效果会
更加好。

前文的分析部分也提到了团体的对于高校学生运动和心理健
康的影响，运动类的团体活动是最简单且接受度较高的一种团体
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对运动更感兴趣，也能为一些不善于人际
交往的同学提供更多的人际交往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
支持。运动类的团体甚至不需要特殊的场地，也不需要额外的
工具。因此，高校学生可自行通过学校的渠道，寻找志同道合
的同伴组建团体。

针对运动动机，首先明确运动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躯体
的审美要求，而是为了健康。然后坚定自己的目标，最后要将
自己的运动动机传递给主要给自己提供社会支持的人群。比如，
女生可能更多的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而对于男生而言更需要朋
友或同龄人的支持。

最后，关于身材焦虑；比起满足审美的需要，我们的躯体
更需要健康。投入时间去运动，不仅可以收获好的体型还能收
获一份健康。可能运动相比一些其他项目，效果没有那么明
显，可带来的变化却不仅仅是体貌上的。如果真的深受其害，
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学习生活可向老师或者直接向专业人士寻求
帮助，不要自己承受。针对这一问题高校的心理老师，也可以
就此类问题在一些活动中多为学生科普，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

有条件的话甚至可以就此类问题举办心理剧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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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被夸大的扩大了的国度，它“包装其政治—经济利益和动

机以便表达它们，掩饰它们，在时空中扩大它们并牢记它们的

领域”。[ 3 ]

西方世界开始强大，乌托邦的愿景开始落幕，一个拥有丰

富资源可以获取的东方大陆，就像上帝馈赠的宝物，等待探险者

到来。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东方已经跌落了神坛，整个东方世界
开始陷落，美丽的外衣被残忍的剥下，伊甸园的传说结束。结束

了东方的神话世界，东方成为了西方世界争夺资源的战场，乌托

邦也好，伊甸园也好，那些都是过去的幻灭。无论是传说的东方
还是最后真实的东方，其实西方世界想要的不是大陆的另一端的

奇异世界，想要的是另一个夹杂了许多美好想象的“西方”而已。

“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旅人认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却
发现那庞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4]

中国的社会从来不是乌托邦的。当西方了解到真正的东方时，

中国作为东方世界最具瞩目的帝国，面临的是西方幻想破灭后，
走向另一个极端意向的中国社会。在西方人看来漫长而又久远的

历史，是停滞的，不断倒退的。财富变得不可再生，所有的制度

都被高度垄断。
随着西方话语主体的建立，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慢慢回到一种

理性认识，中国是否是“停滞”的社会，西方和东方都开始

了新一轮思考。随着研究深入，这种单纯二元对立模式并不能
维持很久，多样化的历史形象终究还是会浮出水面。文明与野

蛮的转化，西方世界也在不断思考，东方世界也在思考。从史

学作品到社会学作品，发展的中国，不断变化的中国逐渐清
晰。“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都在完善。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方

面多了东方影响，少了西方附会。

3　结语

中国社会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轨迹，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动力，

这种动力即是道统与政统之间存在的张力。谢和耐眼中东方中国虽
然有些神秘和好奇，但仅限于这只是一个和西方拥有不同文化源流

的一般国家，并无更多的特殊性。虽然是西方的视角，但谢和耐仍

在保持作为一个史学家应有的客观和谨慎进行本书撰写。
不论是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客观

而又严谨的叙述，还是马可·波罗时代对于遥远东方帝国的神奇

幻想，都代表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好奇；不论是前期东方
神秘大国遍地黄金的财富驱使，还是后期严谨的学术精神指导，

都是西方视角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古代

社会与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古代社会，值得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一切事物的变化，一切认知的改变，都会有它变化的原因和根本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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