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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书写中的记忆与时间

姜成洋

摘要：历史书写一直面临体验缺失的困境。即便书写人的故事，进入反思状态的感受性文字实际已经远

离了体验的原初状态。体验是一种沉浸，一种现象学的前反思，一种无时间、无自我的状态。就此而言，无

论通过史料、回忆还是空间感受，对历史中人的体验的追溯都无法实现。体验的呈现，终究需要从自身出发。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历史书写是否一定是回溯性的。一个人记录自己日常体验，并在未来利用这些体验进行

非虚构创作，是否可以看成是关于体验的历史写作，这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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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ὡ Ằ ҇˼ ˵

河道溢满了水，浑黄。秋季涨水，记忆里未曾见过。一夜的雨，可能上游下得猛烈。雨仍在淅沥。

河边几棵速生杨。抬头看着叶片。人有很多时间是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意识不到自己走路，意识

不到自己来到这里，意识不到自己抬头，看着树叶。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人有很多时间是意识不

到的。这大概就是“忘我”。当人突然意识到这刚刚所有的“意识不到”时，一种存在主义的趣味

才会发生。这“存在主义”并不容易解释，它可能更依赖体验。（2022.10.2）

̤͢ ς ˾ᾛ  ͟ ὗ ᴬ ˵ Ȋ

ȋ˵ ļ Ľ ς ↄ ̾ȋ

ς ҝ ặ ᴞ̸҇̕͟כ ς ȋ ς ̾ ὗ תּ ᾊכᴞ̕

͟ᾊσς ͻ /ᾇ כ ͟Ằ́ᴱ ẓ ̕ᾊσᴌ ײ ς ‚ᴞכ σΊ ᴞ̕כ

͟ ς ᴞ̸҇σΊכ ѩכᴞ‚ ב ς ᾊ ȋ

ᴴ̎ν ȋ ў Ấ ‚₅ ȋͻ ♬ ĸĸȐ ι ȑĸĸְת

ќ ̾₯ Ȋ ᵷς ȋ ̥˻ Ȑ ι ȑְת ≢ ‚ ⅓˾ᴛ ω˵

ᴞ̸҇ĸĸכ ̾ļ˵ Ľ Ấ Φȋ ‚ ᵖ ͖̾Ӎ •β Ҳ

̵ ̝ ȋa ꞊ ̕ е ᷈ ᾊ ᵪ Ȋ ֛ Ἶ Ὀ Ȋ

ệ ξ˾רȋ ᾊѴ ϝ͟ Ằ Ȋ ȋ ̾ ֙

̝ Ȑ ι ȑְת ᴓ˵ Ѭ̝͟ב ᾊσ ℓ ̝ ȋ

‚ᴞכ ι̩ № ᵉ Ȋ ᾊѴ ϝ ὗв Ằ ‚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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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法 ] 亨利 • 伯格森：《材料与记忆》，肖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6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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һ ἇȋμ ︡ ᵖ ̾ ς Ằ ȋ

ᴓ˵ν ѯכᴞ‚₅′Ѡ ₔ ȋͻ ˵νẰכᴞ̸҇ ἇ ļς Ľ ᴞ‚₅

͍ ˵ Ҳ ωĸĸȐ▪ ᴞכ ȑȋͻ ӑ Ằכᴞ‚₅˾Ӿ ặ ₧

⁵ ӡ̦ײ Ằ ᵷ Ҳ̦ӡ Ằ ᴛΊΪ ̦ӡ Ằ ΐ ς ȋa

ᴞȊ ꞊ ᴞᵷ ὗ ֙ᴞ ᴛ ωѱ̈́ς ᴞ҇ωכᴞȋↄכ ͍˾ᴯ Ợ Ѵ̕

Ằ̈́ ײ ͟ΐᾊσς Ᵽ ̅ ͍ς ˿ ΐ ᴃ ΐ̅ σ˾ᴯȋẰ ς ν

̈́⁵ς˵ ν̈́כᴞ‚₅ ₧ ₯ ˵ ȋbȐ▪ ᴞכ ȑ ̾₯ ˿ 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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Ấ₅ ᴞכ ѰᴯςȋaЃ •︠ Ҳļ Φ Ľ ̈́

Ằכᴞ ᴴᴋ ̕ Ϊ  ͭ Ἇ ļ̈́ ς Ľ ˵ ȋb҂ᾊ ļ ֙ Ľ˿ ļ ̀ӈάĽ

ᴌ Ҕ ᴯ ϩ ᵷ ͭ≢̈́ ς ȋcμļ ς ĽЯ 

ͮ ˼ Ҳᴇ ײ Нӿ ײ Ằ ̾ ͕ ȋdļ ς Ľ

ấ ˿ Θ ѱ μὠ Ἠ ς Θ  ȋļ ς Ľ

֙̾ ˿ Θ ͇͒ ᶞ ͟ Θ ὗ Ȋ ȋeײ ˵ ς ᵖ כ

ᴞ̕͟ ς ὑ ᾖȋ ̵₲ ̾ ˵ ₯ ѱ ₯ Έᴞ‚

Я ᴞ ˵Ϊ ᴆᴍ ᴓ˵ ₲ᴁג ̾ ᴞ ὑѲᵷẓ ȋf

ᴞ̸҇כ ᵰ ļ᷈͟Ľ ẓ ȋg ˾ ˾ Ѡ •ⱬ Ѡ ᴞכב ѱ ļ̈́ ̕ ͟Ľ

‚ȋhⱬ Ѡ ₂͟ ‚ᴞכ ̜ ᴞ‚ѱכ ͟ Ѫ ֒ Ѵ ςȊ Ȋ

˾ͧ ᵷ Ӿȋᾊ ᴞ‚˾ѱכ ͟ ς ̵ ᴞכ₂̾ ‴Ѫ ͮ Φᵷ Έ תּ

͟ȋiↄ ᴞ̸҇כ ᵰ᷈₯̒ς ȋ

ᶛⱬ ̒ς ς ả Ѵ ΖШ μ ︡ ̒ς Ằȋ˵

̒ ֵ ᴯ˵̒₅ֿב ὠ  ᾃ ͻ /ᾇΐ₯₅ ᴞכ ᴌ ̵Φ ⱡ ͇ ᴁғ ȋ

˾ᴯ̒ς ̵ ȋj ς Ӷ ȋ

̒ς ⁵ ‚ᴞכ ȋͮ↨ᴛ ᴞכ תּ

μ Ằ̝ ↄᴛΊ ᴞכ˿̜ ᴯ ȋכᴞ‚

˵̒ ȋkᾊ ₿̒ς ω ₯ ֙ȋ ў ᴃ

ȋ͟ΐΊ̜תּ Ᵽ ̾ ת ́  ᴛ ӎ͟₯ ́ ᴌ ȋ͟ΐΊ̜

Ᵽ ̾ ײ ̒  ᴛ ̾ӎ͟ ˵ כ Ᵽ כ μẰᴆὑẓ ̕

Ɽ ὧ ȋכ

ᾊ ˻ ҕᴛΊ ω ₯ ̤ Ằ ̕ Ӻ ι̵̩ ͟Ѓ ́

Ӷ ȋ ᵷ ͒ Ằ˵ Φ֒ᵅ һ +˾ ᾧפפӾặὑ˾₴פ ׇ ȋ

Φ ᴇ ѩ һ ӶↄΦ +Ἥ ˾ ȋ ᴆὑ ὑ

ᴪ ᴢ Ί  ẰȋẰ Ӊᴆ ᵷ ‴ѪᴛΊ ᴌ

ӑĸĸ ӑ פ ⱣẰ ȋμ ѵᵎ Ӷ Ί ̈́͟ΐẰ́ᴱ ͮ ̕Ӥ

ͽҲ Ӊ ὠ ԀӶȋ ϝᴌ ∕ͮ̈́ Ợ ̵ ֙̾

Ѵ₯ᴌ ΰȊב ἲ̕ ς Ӷȋl

︠ͮ һ ̥‚ תּ Ϩ̾ ̒ς ȋͻ ̜ ₵ ̝ς ₯

a　参见 [美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b　[ 美 ] 保罗 •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0 页。

c　参见 [ 日 ] 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李鹏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年。

d　Cohen, P.(2014). 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　Burke, P. & Stets, J.E. (2009). Identity Theory(pp.1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　王晴佳：《记忆研究和政治史的复兴 : 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悖论》，《史学理论研究》2019 年第 4 期。

g　参见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

h　[ 法 ] 马克 •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7 页。

i　[ 法 ] 马克 •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 7 页。

j　Chengyang Jiang.( 2022 ). Peasants’Fatalistic Thinking in Chinese Communism: an Analysis of a Rural Family’s Oral 
History,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56(2).

k　Lynn, A. ( 2014). Memory as Both Source and Subject of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al History, Stefan Berger and Bill 
Niven, ed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mory, London: Bloomsbury.

l　[ 美 ] 丹尼斯 • 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 陈德民、陶庆、薛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35—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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ӎ͟ ͻ ᴞȋa˵̒͟ᴴὕ͟כ ̕ ὠ һ ẰὨ ̕ + ᴛ

Ί ὑ ȋ ᵪ ͟Ằ Ὅ̕ ͍ ἲ +Ằ ̕₱ ײ ȋ

ὢὗ Ί ͍ ẰὨ ̕ᾧ ‴Ѫảȋ ˾ ͟ẓ ̤̾͢ ͟

Ằẓ ȋͻ /ᾇΐ ặᴋ ̾ͻ /ᾇΐ Ҳ  ȋ͟ΐ˾ ֵặ ̒ς ẕ̜ͻ /
ᾇΐѪ Ѫ ặ ̈́ͻ /ᾇΐ Ίᴃ ͍ ϝͻ /ᾇΐ ᴊ ᵱ ȋ

Н ̵ᴛΊ Ằ̒ς Ằ ȋb͟ ͻ І

Ᵽ ᴌ ͟ᴖ ̒₯ ω ͻ ȋ ͻ б К ͻѴ

̒₯ +˾ ͻ ͻѴ Ӷ ᴆ Ὰ ȋμ ᾊ ͻ Ȋ

ᴆ Ὰ ͻↄΦ ӑ ὠ ᵷ ὲ ӑ˵̒ ‘ ẕ̜ὧ̾ײ˵Ҽ₯ ӑ

ȋcↄ ̒͟ ⅓ Ằ ̕ ̅ ̒̅ Ѵﬞᵠ˿ Ѵ̕′ ̾≢̈́

Ᵽ Ȋ Ȋ͟ ᴃꜞּׁ̾ש ȋ ͍ ̕ ὧ ̊ ˿ ˼̍ὧ Ȋ

ם ̊ Ằ˵ ȋd

ẓӑӇ ̒ ᴯ˵̒₅ֿב  ᾃ̜σᵖ ˿ ȋ˵̒ ẕפ ͻ /
ᾇΐҲ Ằ˾ᴯתΈ ᵪ ͻ /ᾇΐΦ˿˾ᴯתΈ ὠכᴞᴇ ȋ⅛ѴẰ ӡ̦ת Ἠ

ת ̒͟˿˾ᴯכᴞ́Ε ₯ͻ /ᾇΐ ᴱ ᴃ₯כᴞ ͕ ̾ ὠ ᶞȋe

ᴬ Ѡ •ⱬ Ѡļẓ ᴞĽכ ͮב ˼ Ҳᴇ ẓ ᴞכ + זּ ₧

̒ς ᴇ≠ Ѵ כ ԜԎҔ̒ς ˿ᵱ ẕ ȋf ˵ ļᴇ

‚Ľ  ˾ ֵ˵ặͮ Ằ ẓ ײ ҂ֵ ặ ẓ ˼ ˵̒ ˼˿ ײ ὑ

ȋ

ͮᴓ˵̒ תּ ̒ς ὗњ̵ ᴃ ˿ ѱ ȋ‚ ĸĸ⅛Ѵ Σ

ĸĸ ΖШ ꞊ ̜̾ ̒ ̾ ȋ ѯ • Ѵ Ә

ặ Ҳ ļ +˾ ₯ ᵁ ˵ ȋĽgᴯ ̵ ļ̾

Ľω̜˵ ӈ Ӷ ΖШȋ ↕ ᴇ ȋẰȐכᴞ‚₯̈́ Ӎ˿ ȑ̕ ↕ ̂ һ ̾ļ

Ľ ΖШ Ҳļ ᴞặĽכ

无眠、反刍、历史感都有一个度，一到这个度，生存者就受到伤害，并最终走向毁灭，无论它

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非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对于一个个人、一个民族、

一个文化的健康来说，是同等必要的。h

‚ᴞכ ả ᴛΊ⁶ Ᵽ ặ ᴴ ˾ĸĸᾩ̃ײ ᴛ ˾Ằĸĸμ₯ ‚ᴞכ

ὠΣ϶ב ᴉѱ̈́ ײ ͍ ͻͭ ˼ б ᴴ ȋ

̒͟ ᴪ Ᵽ ȊӶ ᵷ ײ ѱ̈́ ײ ₯̈́ Σ ͻΐ

̜ͧͧ̾ ȋi

Ί˻һ ᴞȊכ̾ ᴃ̎ ѱ ᴞᵷכ ͇͒ ᶞ ᴞכ ⁵ ᴇ ᴞכ Ἠ

ᴞכ ́ᴱ ᴞכ ᴞכ ́ᴱ ᴞכ ̸҇ Ằ ͇͒ ᶞ ̕‴ ȋ

a　[ 法 ] 雅克 •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46 页。

b　[ 法 ]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77 页。

c　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世界哲学》2009 年第 4 期。

d　[ 瑞士 ] 荣格：《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成穷、王作虹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19 页。

e Chengyang Jiang.( 2022 ). Peasants’Fatalistic Thinking in Chinese Communism: an Analysis of a Rural Family’s Oral 
History.19 页。

e 拉康：《

页。

e 拉康：《昆 》与虚被背77 年

页。e2019页Ά 77 年

页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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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中的他者体验

′Ѡ ₔ ˿Ϊ ᴞכᴞ̸҇ᵷכ ᴃ ᴯς ̜ ȋaᴯ ς

֙˾ᴯ ̒ς ᵖ ˿ᴞכ ὗњ͇Ӿ  ᵖ ᴞ̕͟כ ς ι̩ ̜ ȋ

˵˼ Ыᾊ ᵖ ̒͟˵ᴞ̕כ ς ὠ ˾ ˼ Ҧ ȋ

˵ ͮ ᴞ ̕ ͟ײ ς ȋ ҕ ᴞ̕כ̒ ͻ ḱ ꞊ς ̃

ͻ /ᾇ ꜞ͍̾ ȋ ᵪ ͻ /ᾇ ˾ ֵ ᴩḲ ˾ ὑײ

Φ Ằᴇ ὤ Ыᾊ ͍ὤ ͻ /ᾇ ς ĸĸ ᴆ ὠ һכᴞ‚₅ΐ Φ

͍ὤᵎ ȋͻ /ᾇ₯ς Ӿ ȋ ᾊ ͻ /ᾇẰ ˵ ב ̅מ

ļ˵ Ӎ ̋ԎοѾ ˵ Ľ ặ ļ Ľȋͻ /ᾇ+˾Ә ᾊ

ᾊѴ ς ᴛ ᾈҦὡ̸҇ȋ

ᴞכ ˻ ᴞ ̩Ѵ ȋ ᴞ ̖₡ μ ᴞ ̕ ς

ג ȋ̪֣תּ Ȋẓ Ȋ ͍  ҇ ὠ ˾ ͟ȋͻ /ᾇΐᴛ
Ѓ ̾˿͟ ѱ  μ №̾ς ȋ Φ ᵷ ᴊ ᴒ μᾊ ˾

 ͍ ς  ὗ ˵ ᴆ ˼ ̸҇ȋ ᵪ ς ᾖ˿

ὑ ᴛ ȋ ς μҧ ֙   Ɽ ѩ̾ᴆ ȋ ̵ ‚ͮ

ᴴ̸҇ ̘ ȋμ҂ ὑ ҇ ˾ ͟ ˿ ς

ⱡӎȋ ς  ˿ς פ Ằ˾ℓⱡӎȋ

ᴛ ₯ ᴞ̕כ ᴰ ˿ͻ /ᾇ ѱ ᴞ Ѵ ȋ ҂ ꞊

˾ ̾ ˾ᴖẕ̜ ̸҇  ̶ ĸĸᾊ — ̷Ắ̕Ấ ςΦĸĸ ˵

͟ Φ ̸҇  ȋ ₯̈́ ᵷ ȊӾω ļ Ľ ϶̈́Ϊ ȋ

Ȋ ч̒   ͟˿̦͟ Ѭ ֙̾ȋ͟ΐ Ằӟ ⌐ ϝ ͟

ȋb

ῇἩ • 16̅ Ấ҉ ᾇ ₯ ᴯ ᴞ ֣ ȋᾊẰ҇Ȑ ˶ • ℗ ȑ

ặ І ꞊̖₡ μ ͟ ᴞ ͧ ˵ ֯ ȋ б Ш Н ᾇНӿ ᴯ

ặ Ѵͻ ԀӶᴇ ͻ /ᾇΐ̵ ӑ ̅ ͻ /ᾇΐ̵ ᴆּכȋcНӿ

ᵖ ͟ ς ᴁ ̾˵ ȋ ‚ᴞכ̜ Ϩ ײ Ἇ μᾊ ↄ

˵ +˾ ᵪ ΰ ˵ ᴌ ♫ȋd ̥˻ Нӿ ̕Ѵͻ͟ ς ײ

ᴯ ᴓ˵̒͟ ς ֙ ςς Ӻ̈́ѵς̒͟ȋ

ᾊ ̕ ς ̾ ςς ẓ З ̾ ̒͟ς ᴛ ́ᴱẓ

ת ̾ ⱡ̾ᵪ ȋ З ̾ ̵↨ᴛ ̾͟ ς ᴛЫᾊ ᴆ

̸҇ĸĸ ὠ һ ᾊ ς ͍ ȋ

͂ ͮ́ᴱ ᴌ ̕ ς ȋ ̝Ӿ Ә ặ ̝ ȋ˿ 

˿͟ ς ι̩ ȋμ ˿ẓ ι ˼ ᴌ ˿ ײ Ᵽ ̾ ȋ ̦

 ͭẰ̈́ ѩ̾ᴆ ȋ ᾩ̃˾ ӡ ֙Ȋ̝ ȋ ↄ₇

˵ תּ ͬ̈́ Ӊ ˿ᴆ ̦ ₿ᴆ ӑ Ӊ ̕ ̾˵

ᴬ Ᵽ Ыȋ ᴃ ˿ ѱ ȋ

ὕ ς Ȋ ᾊѴ ΦẰ ̝ ̕ᴋ זּ ᾊᴯ ẰȐ ȑ҇̕

a [ 荷 ]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 206 页。

b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第 13 页。

c　[ 美 ] 娜塔莉 • 泽蒙 • 戴维斯：《马丁 • 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6 页。

d　[ 美 ] 娜塔莉 • 泽蒙 • 戴维斯：《马丁 • 盖尔归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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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的。……可是当你讲述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

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

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

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

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a

˾ᴖ ᴃ ̵ ᴃļ Ľȋ Ằ Ѭ͒ ļ Ľ ˾Ằ ȋ

ӎ͟ Ѭ͒ ļ ĽҲ ̾ȋ ᴒ ͟ ẰפӉς ̕ ͻ /ᾇ ˾ӑ ˼ ̒

ļ ĽẰȋ ˵̒͟ ̾ ₵ ₯ ͻ /ᾇ ӑ ˼ ̒ļ Ľ ̵ ͻ /ᾇͮפӉς
̕ Ҳ ̾ȋb

ᴞ̕כ ς ẓ ˼ ₯ ̒ ԀӶ ļ  Ľ ͟ ᴞ̸҇כ ᾊσ ļ

Ľ ᾊᴯ͟ΐ ־₯ Ȑ ȑ ̒ ₱ ļ ĽẰσ ̥˻ ļ Ľᵤ Ἡ

₉ Ἇ₯־ ặ ͻ ͭ ˵ Ѱ ᴯ ˾ᾛ

自我不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静止，恰恰相反，我就是那焦虑不安本身，它禁止我停歇下来。正

是在我摆脱原先被我当作原始给予物的事物（它刚被给予，就被即刻收回了）的过程中，我自身的

真理得以显露，而我原以为在这事物中找到了“真实自我”。由此，我的所有行动、错误、虚构、

谎言都体现着我的天性：我本真地就是这种不忠实的状态，即背离那永远吸引我、却永远躲避我的

平衡状态。不存在无法被自我之整体性所吸纳的疯狂或谵妄。整体性的所有侧面都同样可疑、同样

非法，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则奠定了主体之不可磨灭的价值与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必须被

讲述、被坦白、被揭露，由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才得以从那无比完整的混沌中显露出来。c

˺ ͮ ς ȋ Ấכᴞ‚₅ Ỷ℗ • Ҳļ ̦ẺĽ ȋ ấ

ȊᴐᴢȊΎ Ȋ Ȋ Ȋ Έ ѯ Ấ₅ ̕ ѬѰ ˿ ᴯȋd

ͮ₈ ̥˻ ļ ̦ẺĽ ̃Я ς μ ̒ ˵ ͮב ᴛ₱ כ

ᴞ̕͟ ς ȋ

 ˻ ͟ ‚ ₧ ˵̒ ấ ̜̾ ᴞכ ᴞςכ ȋ ȋ ᾊ

ύ ӑ̕Ấ ˵Ὅ Ἲקּפ ֯̒ὗ̅ ӡ ˵ ̊ ֥פר ͟Ử ͕ȋ ̈́

ҟ ᾈặςΦ Ửת ͟ ς ȋ Ȋ ֭ӗ џȊ

͟Ằ Ἶ˻ ℓ ͍˿ ς ѱ ς ̤ ι̩˵˼ ↄ ύꜞѩ̾֯̒ὗ̅ ӡȋ

ύ ˾ ᴇ ς Ҳ ᴣ ג ̾ Ằ К Ίӡᾈὗ̾ Ίӡ ҏὡὗҗ

Ằ Кᴋ ̵פּ ᾧ Ѓ ἲ̾ȋύ ӑ ͧͧ֯̒ὗ̅ ˵Ὅ ֥ἇ Кↄ

ᴛ ᴇ ᴋ ̵ ᴋ̾˾ᴯ ̕ ͟Ằ ᴯ ς ȋ

ᴛ ᴞ̕͟כפ Ӊςפ ᴞ̸҇כ ̘̾ὢὗẛ Ѵ̕ Ί ͭ ȋ

ΐ ͮ  ̎̒˾ᴯ̒ςẰσὍ ̾ς ᴏȋ′Ѡ ₔ һ Μ ᶛ˿כᴞς

ͻ ײ ̜ ςȋ′Ѡ ₔ ᴞכ ˿͟ΐ₯ ˵ ̜ὑ ȋ

ļכᴞ ҕ˿ ̝̥̅ ᴆȋẰכᴞ‚̕ ύ ὑ ᴴ Ἇ Ȋ

ֵ ̊ ύѴ Ằ ᴴ ᴴ˾  ȋכᴞ ςặȊѪ ặ ̘ӑ ΐ ᾊẰ

̕ᵷ⁴ ̕˵ ΐ ặ ײ ᵷ ˼ ̊ ȋĽe

a　[ 法 ] 萨特：《萨特文集》（第 1 卷），施康强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0—51 页。

b　[ 加 ] 马克斯 • 范梅南：《实践现象学：现象学研究与写作中意义给予的方法》，尹垠、蒋开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140 页。

c　[ 瑞士 ] 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论让 - 雅克 • 卢梭》，汪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15 页。

d　参见 [ 法 ] 皮埃尔 • 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e　[ 荷 ]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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ᴇ≠ ҕⱤ ˾ᴯȋẰļ ς Ľ ᴞ̕כ ᴞכ ̻⅛Ѵ ȋ˾ᾛ ˵˼

Ᵽ ˾˻ ́Ε μ˿ ᴯ ΐ Ằ ₯ ѱ

Ѵͻ˾ ᴋӾ ́ ȋς ˿ὠכᴞ ѱ ς ̵˿ὠכᴞ ѱȋ ς ȋ

˿ ѱ ᴞ̕כ ȋẰ ᴞכ ̕ ₯ ײ

ᴞ́Εכ Ὠ ̵ ⇔ȋ ὠς ⁵ Ȋ ȋ ̾⁵ ̦ὕ ˵

Ằ ̝ב ȋ˿⁵ ̝ ᴞᴌכ ₯ ӂһẰⱡ ȋẰ כ

ᴞ́Ε ὨȊ ⇔ ̸҇ ᴛΊ οΗσ ω̜ ὨȊ ⇔ ˵̒

תּע ȋa

ᴞכ ς Ằᴌ ᴞכ Φ˾ ᴋ ȋ Ҳ ͟Ằẓ תּ ὑ

϶͕ ̾ ᴒ ̏ ם ̵Φ ≠ ͟ב ͍ѱ Ằ͟

ᵷ ̕ Φһ║ ẕ̜ ς е ᴊ ͕ ̾ ̝ ˿

זּ Ҧ̩ ѱȋẰļ ς Ľ ᴞ̕כ ȋכ϶בᴞ̸҇ ϩ

μ ς ˿ᵖ ˾ג ȋכᴞ̸҇ᴋ ̾ ˿ײ ˼ ὑ ȋ

ᴞ̕ѵς̒͟כ˿ ς ᴏ ς ᴏ ͻ ˼˿

ײ ς ᴏȋ ᾊѴ +˾˵ ב Ằ ̝ ͟ᴛΊ ặ Ẻ

̵ᴛΊ ̃ ₯ ײ ẓ Ằ₯Ӈ ̦ὕ Ằ ẓᵪ̕ȋ ͟ ς

ᾊ Ὠ ȋ͟Φ ӑ ₯ ς ˵ Ȋ ȋ̸҇

ς ᴒ ι̩ᴛΊ ̝ ȋļ Ľ ặᴇ Ὠ ̝ ̸҇ ↄὍẰ ̕ĸĸ

+˾ ̸҇ ̸҇ ̕ ̝ ȋ

̕ е ₯ ײ ͟ Ằ ב ˼ς ̕ 

ϝ͟ὍẰ̾ ̦ὕȋ₯⁵ ᴇ ᴞכ ˼ᴖ ͮ ͟ ᴖ ₯ ײ

ẓ Ίᴃ₯ ȋμẰ ꞊ ̕е ᷈ ς ̕ ͟ Ằ ᵷ ὧ̕

͟ ˼ȋ

ᴞ̸҇כ σ˾ ς ₿ ב ς ѩӑ ̸̒҇̕ᵤ ᾊ ύ ᵁ

₯ ˵͕ ˵͍ ב Ὠȋύ ˵͍ ᵎ ג ̾ᴓὕ ὗ

ᴱ Φ ˾ ₧ ȋύ˿ ₧ ₯ ͇Ӿ ̵Φ͕ ͍ ς ȋΐ˾ ˿ύ Ᵽ ѱ

̵˿ύ₿ ᴞכ ѱ ȋ ᴃω₅ ӑ̾ω₅ ͻ ļ

ᴇ ̸ ˵ ͂ ̸ ↄ ꞊ ̥ ˵νὠω₅+˾ Ɽ 

Ằ̈́ ΐ ̒͟ ˻ ͻᴖ  Ҳ ȋĽbᴛΊ ӑ ѡ ӑ ȋ ᾊ ᴞ̸҇כ

Ѓ ⁵ ѡ Ᵽ ѩ҇ωȋẰκ ℗̦ӡ ỈІכᴞᴛΊ פ ײ +ᵖ ѱ̈́͟

ᴞ̝̥כ ΐ ͻΐ₿˵Ҽ ᴞ֙̾כ ᴖ ͮ ₿ Ᵽכᴞ֙ȋ κ ℗

ᵷ ᴇ ᴞ‚₅כ ̝ς ᵷ ײ ⁵ς כּ бѰ ˵ ς Θ ӡ כּ˾ Ằ ˵Ѱᴯ

ς ̦ὕ ̦˻ ֥ἇȋc

ς ᴞ̸҇כ˿ ͟ ѱ ₿ ײ Ӌ ͍ ᴞכ

ȋ ᴞ̸҇כ ⁵ ̒ ↄ ˵ ̝ ˿ ᴯ ̝ ̵ ˵ ⁵ Ằȋ

ᴃ ᴞכ ᾊσὍ ˼˿ ȋײ Ӈ ѱ ὗ ˼ς

ᴞ҇ωכב ב ȋ ̒  ̾ ˼Ȋ ᵷײ ȋ ̸҇ב˼ ב

ӆײ ̸҇ ₯ Ә ̝ ̾ ײ Ɽ ̜˵ ⁵ Ằȋ

a　尚杰：《解构与时间》（第 1 卷 • 瞬间与永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8—19 页。

b　[ 法 ]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 • 重现的时光），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193 页。

c　参见 [ 德 ] 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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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如何认识自己的时代？他 / 她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经验是怎样的？在他 / 她们自己的生

活中，什么是最具决定性的事实？人们对这些不应怀疑或畏惧，把它们都看做是对所谓的历史客观

性的威胁，而应珍视它们，视之为历史学家努力穿透神秘过去的最重要的资产。当然，在历史学家

述说过去时，这些最私人的情感不能且不应成为论据，因为我们想读到的是关于过去的而非历史学

家的东西。虽然如此，就对历史学家向过去经验的开放而言，它们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反过来，这

种开放又是历史学家及其读者通往过去的桥梁。a

ᴁ Ҳ̾ᴓ˵ ב ѩ̾ ς ̸҇ Ɽ Я ᴞ̸҇כ̾ ȋμᾊ

˼ς Ằ ᴋ  ˵ Ɽ ᴞȋ˾ᾛכ̜ ᴞ̸҇כ ὗ̾˵ ∑ᴞכ ̸҇

 ᴬ̾ ₯ ς Ȋ ˿ ̵ ѩ̸̾҇ Ᵽ ς Ȋ ˿ ȋ ̥˻

̵ᴛΊ ₯ω̜‚ ᴞכ ѩ̾כᴞ‚Ȋ͟ ‚Ȋ ‚Ȋ ‚ ὗ‚ ȋ

ᴞ̸҇כ ˵̒ ̸҇ ̵͟ ˵̒ ̒ ὠ

ↄ ‴ ₯ ̸҇ᴖ ˵ ȋ Ὠ ӑ ̾ ̝ Ȑ ι ȑְת

˵ ̝ Ѭ̝͟ב ᾊσ̸҇ ℓ ȋↄ ᴞ̸҇כ ѩ₯ ς

̵ↄ֒ᵅ̾˵ њᴌ ȋ₯כᴞ̕ͻ ˿ ˼ ς ϝכᴞ̸

҇ ᴋ ᴞכ ᴇ ‚ ȋ

五、余　论

ᵖ ς ̥˻ ↄ ᵖ ȋ′Ѡ ₔ ̜ ▪ ᴞכ ײ ˵ ȋb

˾ᾛͮכ ב˿ ̎̒ תּ ȋכ ԀӶײ ᴞ̕ͻכ ς

ȋב ײ ˵ ς ȋↄ ᴞ̸҇̕כ ς ὗ

 ᴞ̕ͻכ̾ ς ͟Ằ́ᴱẓ ̕₯ ςײ ᴌ ̵֒ᵅכᴞ‚ ᴞ̕ͻכ₯ ς

ᴞ̸҇כ Ᵽ ב ς ȋ

ᾊ ļᾊͫ ў ΐ҂̵ ӑȋĽc ς

˾ᴛᵖ ϶ב ς ȋ Ằς϶ב ӇӇ ײ ȋ

̾ ̵ Ϊ ȋ ς ᴹ ₯ ͍ ́

͟ΐ ς ᴹ ӑ͟ תשּׂ ᴖ ӑ ͟ ̒ςⱤ Ằ

͕ К ͟ ļ Ľ֒ ȋ ‚ ӑὗ̢̦ӡ

ͮ ˻ӑ ̦ӡȋd

̒ς ̜̒ςȋ ᴋ ̸̾҇ ᾊσНӿ ↨ᴛ ᵖ ͟ ς ȋᾊ ˵

ↄ ̜ ˾ Ḻ ᴇ ˿ᴇ ̎ ˾ᴯ́ ĸĸ ˾ᴯ ĸĸ̦

ι ᴱ Ҳ ļᾈчĽļↄчĽ ȋ ὧפײ ₯ Ӿפ

ↄ ļ Ľ ᴉΈ̾ ℗ ˿ ̦ ѱ Ӌ ȋe

ẰȐ ȑ La nausee ̕ ↄᵖ ˵ ᴛΊ᷈ ς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做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

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有些许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利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

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要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

a　[ 荷 ]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 150 页。

b　[ 荷 ]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 53 页。

c　[ 意 ] 吉奥乔 • 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 页。

d　[ 意 ] 吉奥乔 • 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第 69 页。

e　尚杰：《解构与时间》（第 3 卷 • 时间的空间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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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走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

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a

Ѷặᵖ ̾͟ ₯̅ ᾊѴ ᵷς ̜ ‚ͮ ᴴ

Ϩ̾ ᴞ̸҇כ̵̜ Ϩ̸̾҇ς ȋ

On Memory and Time in History Writing

JIANG Cheng-yang
(Si-M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History writing has always faced the dilemma of lack of experience. Even when writing human 
stories, the perceptual words that have entered the reflective state have actually moved away from the original 
state of experience. Experience is an immersion, a phenomenological pre-reflection, a timeless, selfless state. In 
this regard, whether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s, memories or spatial percep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trace back the 
experience of people in history. The presentation of experience, after all, needs to start from oneself. This lead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historical writing is necessarily retrospective. Whether a person records his or her daily 
experience and uses these experiences to create non-fiction in the future can be regarded as historical writing about 
experience.

Keywords: Human Experience, Memory, Time, Ankerschmidt, Proust

[ 责任编辑：赵蔚平 ]

a　[ 法 ] 萨特：《萨特文集》（第 1 卷），第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