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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人类学》由林惠祥所著，《文化人类学》通俗地介绍了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目的及其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学派；特别是具体介绍了原始物质文化、原始
社会组织、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及原始语言文字，对了解和研究文化人类学及原始人生活善有较大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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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惠祥（1901—1958），福建晋江人。
又名圣麟、石仁、淡墨。
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理论家。
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1927年考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次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
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后参加该院民族学组研究工作。
1931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1949年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我国第一个人类博物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
。
有《中国民族史》、《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
话论》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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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保存食物的方法后来逐渐发明，现在原始民族也多有晓得的。
在北极地方的爱斯基摩人把肉悬起来使它凝冻。
在热带地方的土人则常把肉切成一条一条，放在烈日下晒，晒干了变得极坚硬不易嚼，但南美洲和南
非洲的土人都很喜欢它。
新西兰岛人常晒海扇和龙虾，他们先用石块把它榨扁，然后放日头下晒，或给风吹干，瓜扣特尔族印
第安人（Kuakiutl Indians）的保存鱼蛤、乌贼也用这法。
熏干的方法也是很普通的，在新南威尔士土人所捕食的蛾类常熏干以保藏它。
易洛魁人把鱼和肉都熏干，用树皮包成一束一束，悬挂起来，或埋在近火炉的地下。
原始民族保持食品的方法以制造干牛肉饼（pemmican）为最巧妙，这是北美产牛区域的印第安人所发
明的；他们先用石槌把干牛肉捣碎，包起来，外面再淋以热油，可以保存很久。
食人俗（cannibalism）——如上所述，原始人类的求食真是凶得很，“上穹碧落，下及黄泉”，所有
动植矿物甚至至微极秽的都无不拿来尝尝它的味道，他们食物的范围是这样无限制的，所以他们同类
之中也难免相食起来。
食人的风俗现在还存于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至于过去则曾广布于许多地方，后来才逐渐消灭。
这种风俗固然极为可怖，但若试探它的原因却也离奇有趣。
略述如下：（一）需要：人类在饿荒或战争时逼于需要而食人肉，这是势所必至的事情，号称文明的
民族也还有这样的。
如撒克逊人在三十年战争之末，曾变成食人者（cannibals）；又如在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之围
，俘虏曾被杀食并发卖，其价视种族而异。
现在的原始民族如斐济（Fiji）岛人、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人，新西兰人、非洲的卡菲尔人
（Kaffir）、澳洲人、南美火地人（Tierra Del Fuego）、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等有需要时
便食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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