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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提要提要提要：：：：涂尔干的宗教思想与其分类思想密切相关，宗教和分类思想都是集体

的产物。二者也相互联系，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一种分类体系的作用，它以

图腾制度为基础，用社会中的组织去映射整个自然，然后通过禁忌消除分类边界

所带来的焦虑，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不同的仪式来巩固分类所形成的秩序。分类在

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宗教的产生，通过“凡俗-神圣世界”的二分，个体生存与

集体生存的两种状态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和起源。此外，无论是宗教，还是分类，

它们背后共同点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关注，这也是涂尔干一直对“社会秩序是如何

可能”问题的进一步阐述。本文正是通过涂尔干分类思想与宗教思想来进一步理

解涂尔干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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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问题的研究上，人类学和社会学一直是主力，与所谓的神学不同的是，

二者很少关注作为文本的宗教，很少研究作为宗教的经典，而是将宗教视为重要

的社会制度，研究宗教的本质与产生的根源。涂尔干在宗教问题的研究上更是综

合了人类学家经验材料与社会学的整体视角，对宗教的产生和根源问题进行了深

刻的解读。他以宗教作为集体的产物为基本观点，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框架

下建构起了自己神圣-凡俗的二元宗教观。  

涂尔干的宗教观与他的分类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分类思想主要集中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原始分类》两部著作中。本文主要在这两部著作的

基础上谈一下自己对涂尔干宗教与分类思想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一一一、、、、宗教宗教宗教宗教、、、、分类与集体表征分类与集体表征分类与集体表征分类与集体表征    

在对宗教的认识上，涂尔干首先驳斥了将宗教归于对超自然的崇拜和对神性

的信仰。归于超自然让宗教走向冥想，崇拜神性则降低宗教解释力。“正是人类



本身，亲手塑造了神秘的观念以及与此相反的观念”，
1
“也并不是所有的宗教力

量都是从神性人格中产生的，很多膜拜关系的目的也不是将人和神祗联系起来”

2
 

在此基础之上，涂尔干发现之前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特征：他

们对所有的事物都预设了分类，把人类所能想到的所有事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

理想的，都划分为两类，或两个对立的门类，即神圣和凡俗。世界在此被分割成

两类，这种二元分割的产生在于人的二重性，涂尔干认为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他作为个体存在，它的基础是有机体，因此他的活动范围是受严格限制的；二是

社会存在，它代表我们通过观察可以了解到的智力和道德秩序中的最高实在，即

我所说的社会。在作为个体存在的时候他的生活体验是平常的，例行化的，但走

向“集体欢腾”时，作超越个体的社会会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兴奋剂，使得个人

在集体活动的过程中内心感到一种异常的力量，并且试图喷涌而出，这就使得个

体在集体活动中感受到一种超越自身的无形的强大力量。对于身处其中的人很难

理解这种强大力量的真正来源，只能将它归之于神圣事物所具有的力量，将自己

视为他的代言人，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构成宗教的源泉，这种力量是集体的力量，

它也构成了图腾神圣性的基础，作为图腾在本质上就是氏族集体力量的投射。 

分类思想在根本上也是来自于集体生活。涂尔干认为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分

类，但人类的心灵并不具备建构这宗复杂分类的能力，也即分类在自然生活总是

找不到的，个人存在也不需要分类，分类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又是作为集体意

识的产物。涂尔干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这种观念安排的模型。
3
分类

是集体的事件，首先在于分类的逻辑范畴是集体的范畴，任何早期的逻辑都来自

于经验，所以分类的观念首先来自于集体的生活经验，例如在划分动物时候，将

所有作为图腾动物食物的东西以及和图腾动物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都与该图腾

归为一类，这样的归类就是源于集体日常生活。这样看来，所谓分类就是人们把

食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自有归属，并确定他们包

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
4
而作为分类标准的范畴首先表现的是集体的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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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范畴表现的是事物之间的秩序，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时间和空

间这两大范畴为例，前者是集体活动的节奏在集体记忆中的延展，个人的时间是

没有意义的，有的只是集体的时间，普遍的时间，它反映的是集体生活的节奏，

而空间的划分是集体所依赖的情感价值，比如普韦布洛人将自己生存的状态演化

为空间的状态，他们分七个氏族，相应的他们的空间只包含了七个区域，而不是

我们上下、左右、南北之分。 

宗教是集体力量的表征，而分类则是集体生存状态的映射。二者都根源于集

体，根源于社会。更因宗教“神圣-凡俗”二元分割的特点，使得宗教成为原始

分类的重要形式。那宗教又是如何在集体生活中践行着自己分类的职责呢？ 

 

二二二二、、、、宗教与分类宗教与分类宗教与分类宗教与分类    

宗教是一种分类的体系，其神俗二分的特点是最好的表现，而作为一种宗教

基本制度的图腾制度上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分类思想。宗教中最重要的几个要素如

图腾、禁忌、仪式在宗教作为分类系统的过程中分别行使着不同的功能，禁忌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分类的边界，是所分之物之间的中间地带。仪式，无论是消极

仪式还是积极仪式，都是在维持着一种分类的秩序。下面本文就主要从这三个方

面讨论一下作为一种分类系统的宗教。 

图腾是用来命名氏族集体的物种，两个不同的氏族不能共用一个图腾。作为

图腾的对象大多来自于动物界和自然界。图腾制度对分类的作用在于原始人以自

己部落的社会组织来组织事物。在一个部落中，部落下面是胞族，胞族又可以分

为不同的氏族，胞族和氏族就是分类的纲和目。以甘比尔山的部落为例，这一部

落有两个胞族，分十个氏族，不同的氏族拥有不同的图腾，然后他们将自然中的

每一个事物都划归到这是个图腾之中。在分类的过程中，所有作为图腾动物食用

的东西以及和图腾动物关系最密切的动物都与该图腾归为一类。这种由事物所引

起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直觉在分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分类，不同的物

种在图腾制度下被安排到了不同的位置，从而使得部落内部显得统一有序。对于

原始人来说，混乱与无序意味着危险，未能被分类的陌生者是威胁的来源，正是

通过分类，原始人获得了安全需要的满足与世界的可理解性。除此之外，这种以

图腾制度为基础的分类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功能。 



第一，饮食禁忌。对于不同氏族来说，构成本氏族饮食结构的物种是不一样

的，这和氏族在分类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有关。任何氏族都不能吃划归到本氏族

的所有可以食用的东西。“一个人不能把与他同属一个次级分支的动物杀掉，也

不能以之为食。”
5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氏族不能食用。 

第二，身份认同。被划归同一类的事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联盟

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其中所有的部分彼此联合，交相呼应，在内部形成纽带

把这些事物和所处的群体相互联系起来，个体在群体中产生归属感，即认同自己

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第三，仪式有效性的范围。分类为仪式的有效性划定了有效范围圈，仪式不

会在所有的地方都有效，也不会对所有的个体有效。同胞族的仪式只能在同胞族

的事物总产生效果，比如巫术，同胞族的巫师在施展巫术的时只能使用同样本胞

族的事物。因为其他事物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是不能被分类的，所以巫师就不知

道如何让他们服从自己，巫术也就没有了效用。 

第四，功能分化。我们知道图腾动物是神圣存在，被划归到该图腾中的事物

共享了这种神圣性从而也可以执行神圣性的功能，此外图腾还可以继续下分为亚

图腾，或成为辅助性的图腾，图腾的层级性划分使得分类出现多元性的特点，这

样神圣性的存在在不同的场合也就可以执行相应的功能，原始社会最初的功能分

化就此形成。 

分类是一种各个部分都依据等级进行安排的体系。
6
在安排事物的过程我们

将形式相似、内容也相似的拉近同一个框架，但相似从来就是很模糊的界定，因

此分类的内容实质上是由模糊和变换的意象构成的。
7
那这样对于那些处于中间

地带，模糊边缘的事物将是很难被归类的，靠近这个模糊边界的事物也会给人造

成焦虑，禁忌的存在正是人们消除这种焦虑的努力。首先，禁忌针对的行为是那

些试图打乱分类的行为和穿越不同分类的行为。神俗世界之间有着不可穿越的鸿

沟，但是神俗世界并不是完全隔离的，中间地带的模糊性也提供了穿越神俗的可

能性。穿越神俗的行为意味着玷污神灵，这种行为会带来危险，因此必须对这种

行为进行禁止，从而保证神俗之间互补侵扰，相安无事。因此禁忌的存在首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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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分隔神俗，任何企图穿越或者打乱这样秩序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惩罚，禁忌主

要有接触禁忌—凡俗之物不能接触神圣事物；话语禁忌—凡人必须禁止对圣物讲

话等形式，通过禁忌的规定，消除了越界行为的威胁，保证了分类边界的稳定，

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分类秩序。分类边界地带的不稳定与不可理解造成了原始

人的普遍性焦虑，然后通过禁忌的形式执行界定分类边界的功能，使得分类边界

得意明晰稳定。 

与禁忌的相类似的还有仪式，仪式在维持分类秩序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仪式对分类的作用首先在于提高某一类别的进入难度，比如成年仪式，很

多原始部落存在有割礼和割阳的残酷仪式，通过这些仪式运用痛苦的手段残害器

官，从而赋予器官以神圣性，以此作为进入某一类别的代价，以结婚为例，如果

没有通过这些仪式的话，年轻人是不能够结婚的，只有通过这些仪式，他们才会

获得特殊的品性，才拥有结婚，享受良性结合。如果没有这些仪式的话，原始部

落的婚姻定会处于混乱的状态，这就如同现在婚姻中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法律执行的功能与原始部落的仪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维持一种分类秩序的稳

定。 

此外仪式还可以通过一种积极的形式来维持秩序的稳定。祭祀制度中最重要

的是共享行为和供奉行为
8
。祭祀过程中通过共享牺牲的行为，人们将神圣性得

以巩固，神俗之分中的神圣世界，在涂尔干看来就是社会本身，是集体意识的产

物，但是由于个体生存这一形式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神圣性，神圣性会随

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殆尽，这样维持和补充神圣性就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通

过祭祀，通过共享行为，人们可以从相应的植物或者动物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补充

的能量，以便使自己得到恢复和再生。
9
而供奉行为的目的也是取悦神圣主体，

以便能够重新获取所需要的神圣力量。这样通过祭祀，人们便巩固了之前的分类

体系。 

 

三三三三、、、、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宗教思想与分类思想有着密切的关

系。宗教和分类思想都具有社会性，是集体的产物。二者也相互联系，宗教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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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中起到了一种分类体系的作用，它以图腾制度为基础，用社会中的组织去

映射整个自然，然后通过禁忌消除分类边界所带来的焦虑，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不

同的仪式来巩固分类所形成的秩序。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宗教的产生，通

过“凡俗-神圣世界”的二分，个体生存与集体生存的两种状态阐明了宗教的本

质和起源。此外，无论是宗教，还是分类，它们背后共同点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关

注，这也是涂尔干一直对“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问题的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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