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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技术与社会生活

——以《规训与惩罚》为文本

刘　婧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规训与惩罚》是福柯 20世纪 70 年代发表的重要作品，福柯重点研究了“权力技术”是如何对待身体的，即“约

束技术”，他认为权力施加于身体的方式不仅是变化多样的，还愈发地由可见性升级为隐形性，成为规范社会成员重要和

隐蔽的技术手段。

【关键词】权力；身体；约束；隐形。

1 社会生活里约束技术的模式

“约束技术”是福柯的系谱学主要研究的两种权力技

术之一，它用于作为客体的人，是权力通过各种技术来控制、

操纵、塑造、训练、规范人的肉体，使这种肉体达到被社会

所驯服的程度，同时人也拥有不同的技术和能力被社会支配，

在不同的行业或领域中发挥作用，使得人的能力和对人的支

配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这种约束关系的实现，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三种表现约束技术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层级监视”，监视是约束技术的一个

重要环节，观察、注视和监视在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中

都履行着重要职能。监视，在中文语境里常常被局限于某些

情景之中，我们总觉得似乎特工的跟踪或者警方对犯罪分子

的布控才是监视。其实监视一词的内涵十分广泛，并不单纯

是一个贬义词，现代国家和现代企业通过对个人信息的系统

化审视，有效地推动社会的运行，所以监视本身是一个中性

词。特工盯梢是最典型的监视，你爸妈定时偷偷翻看你的日

记以表关心是监视，老板记录员工上班打卡情况也是监视。

日常监视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已经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 

第二种模式是“正规评价”。福柯认为，除了法律予

以明确规定的刑罚之外，每个社会都有无法为法律所包容的

微观惩罚，而这种微观惩罚就是“常规评价”。上学迟到会

受到老师批评，成绩不够好会遭到同学嘲笑，比赛获奖会受

到身边人群的表扬，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参与人类社会生

活，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整套的正规评价。

第三种模式是“检查”，这是“层级监视”与“正规评价”

的结合。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在接受着检查，定期的体

检报告，每学期的成绩单，各阶段的工作履历等都会被记录

在册，每个人的人生活动轨迹都被公开且清晰的呈现。我们

发现，被检查的对象是多元且可见的：病人、学生等，而运

用权力的检查者却是不可见的，这种隐形的权力有效地约束

着人体的行为。

如今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下，我们的社会生活已经

不知不觉地被大数据监视、评价、检查着，搜索引擎掌握你

的搜索习惯，饿了么美团拥有你大量的饮食行为信息，智慧

城市中家家户户的能源使用也以大数据的形式被收集。个体

的生活细节如今已经被各种技术企业占据，特工盯梢的监视

行为、病入膏肓才知道去医院的意识已经落后了。在这个时

代，审视你生活细节的人和你可以相隔万里，信息收集的目

的也五花八门。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欣然地或者无意识地

把各种关于自我的信息交付给这些陌生的企业或者组织。尽

管我们看不见引导控制我们生活背后的权力，但不可否认的

是，这种隐形的权力在关注我们的身体，监视我们的生活，

约束我们的行为。

2 约束技术的集中表现 

福柯认为，对人的肉体进行约束规范的技术集中表现

为现代监狱制度。《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即是一大段关于

1757 年法国因行刺国王而被判死刑的达敏斯 (Damiens) 在巴

黎教堂前被六马裂身的惨烈酷刑公开处决的描述。这是一种

残酷的社会惩罚方式，到 18 世纪末，直接的残忍和痛苦才

开始减少，而新型监狱的建立把权力对罪恶的惩罚转入一种

看不见的隐形状态。

为了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监狱成为了一个三位

一体的机构：囚室、工厂、医院。囚室将罪犯囚禁起来，剥

夺自由行动权，既减少了对社会的危害性，又能让罪犯静心

反省过错；工厂即是劳动，劳动可以使罪犯锻炼身体，参与

生产活动，使其养成自力更生的品格，让罪犯适应社会的生

产秩序。监狱就好像一个医院，可以治病救人，监狱看守、

医生、牧师、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专业人士，

通过监视犯人、观察犯人、鼓励犯人，帮助罪犯改过自新。

这是建立监狱的目的，但是监狱真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吗？

福柯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监狱在不断强化教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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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贯彻教养目标，监狱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罪犯并没有减

少，可以说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那为什么监狱的犯罪

率不会被降低呢？福柯认为，首先监狱存在着滥用权力的情

况，犯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便不会服从法律，也不会有

认罪悔改之心；其次监狱给罪犯提供了恰当的环境，犯人之

间相互学习和交流犯罪经验，这为罪犯们增加了技术和趣味

性；最后重要的是犯人们出狱后都不会找到好的工作，社会

的排斥和生活经济的压力，很大可能会再次被迫犯罪。

如杀害南京 9 岁女童的恶魔单某被抓获后，人们发现，

他竟然是个十恶不赦的惯犯，曾经因为强奸、故意伤害被判

刑，被释放不到 2 年，就再次因为强奸入狱，出来后的他没

有一丝悔改，竟将罪行升级，残忍杀害了 9 岁的无辜女孩；

孙小果死而复生事件，多次犯罪多次入狱，直至 2019 年 1

月案件移送至官渡区人民法院后，引起高度重视，并发现其

在 1998 年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随后公安机关对其刑满释放

后又涉违法犯罪一事展开全面侦查。

无数血淋淋的教训让我们足以看清，监狱制度如福柯

所说，监狱不能消灭违法行为，而只是把违法行为纳入到一

种规训策略之中。福柯认为，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机构和监

狱相比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权力约束身体的场所。学校、

医院、公司、军队和监狱没有不同，这些机构被福柯称为“监

狱群岛”。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我们的社会生活时刻被规

训约束着。

3 约束社会生活的灵魂

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科学与法律紧密相关，相互依赖。

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上，首先福柯认为，传统的权力

运用指向的是宏观的国家统治权，与宪法和国家机器等相关

联，掌握在个人的手中，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知识追求

的则是真理，只有在权力作用发挥不到的地方，知识才能存

在。而现在权力通过对知识的管理给权力的运作提供了专业

知识，使人们自然地接受了权力的运作状态；其次权力与知

识结合必然是与知识分子脱离不了关系的，福柯将知识分子

分为普通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普通

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是追求知识、宣扬真理，而现在的知

识分子是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在自己的

行业领域中认识和确立一种真理，掌握足够的话语权，如工

程师、社会学家等，他们不再以普遍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自

己的地位讲话，由此权力与知识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知识如何进入权力领域，成为权力新的保证人呢？

例如当某人的行为在法庭上需要被评估的时候，法庭会依据

这些学科的专家给出的鉴定结果来决定，那些作证或提供鉴

定的专家通过熟读该学科的话语和文本来掌握专门的技能

和知识。

2003 年的操场藏尸案中，杜少平为减少刑法而辩称，

他和罗光忠各自用锤子对着邓世平头部右侧太阳穴位置用

力打了一锤，但被告人罗光忠辩解说没有击打邓世平。对于

二人是否都参与击打邓世平，公安厅鉴定中心对杜少平、罗

光忠进行了测谎实验 ( 心理测试检验 )。测谎结果表明杜少

平在击打被害人相关目标问题上有相关特异心理生理反应，

倾向认定杜少平击打被害人嫌疑 ; 未发现罗光忠在击打被害

人相关目标问题上有相关特异心理生理反应，据此可以排除

罗光忠击打被害人的嫌疑。因此知识人员在自身的专业领域

不仅占有很大优势，并且有一定的话语权。

在科学与法律的关系上，主要体现在令人恐怖的犯罪

成为科学的对象。当犯罪成为科学认知对象时，惩罚变得合

法而正当，手段也具有科学程序和克制性，控制是可防范且

能超前预估的。过去刑场上罪犯遭遇的那种挥舞砍头刀的刽

子手的肉体痛苦，开始被一支身着科学知识长袍的“技术人

员大军所取代”，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参与谋杀

的主体已经是用种种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专家。现在的刑事

司法只有通过这些不断迁入的非司法知识，才能展开有效的

运作。

权力通过约束技术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科学与知识就是约束技术的灵魂，科学与知识辅助权力无

形中织造成一张社会网，我们在这张社会网下被操纵、规范

着行为。

4 结语

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研究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系谱

学提出的新的权力观，时至今日，依然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

义，分析他对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的看法，结合实际的社会生

活，我们更加感受到福柯敏锐的洞察力，对人类生活境况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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