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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是人类学经典中少有的涉及中国研究的著作，强调埃德蒙·R.利奇关于
克钦、景颇人的著作是如何将理解中国西南的族（ethnicity）建构放在了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彼此相联的
大背景下，从而为这种理解提供了诸多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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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理出来的空地上栽种诸如旱山稻、玉米、黍米、荞麦和罂粟之类的作物。
一旦土壤原有的肥力以及草木灰追加的肥力用尽（大约一到四年），开垦地便被废弃，还原为芜杂的
灌木和蕨类植物。
由于原始林要比次生林木容易清理，所以很少有人重新利用长久被弃的通垭，附近合适的土地肥力耗
尽后，整座村寨就全部搬迁。
这些做法自然会造成严重的毁林和土壤侵蚀。
 24 这一明显带有偏见的记述歪曲了事实。
地图2显示克钦山区根据气候可划分为三个区域。
 A地带是典型的季风雨林地区。
这里的气温和年降雨量非常适宜，所以只要未被粗暴滥用，被废弃的开垦地会很快长出茂密的次生林
。
整个这一地区克钦人有一套明确的理论说明该如何进行垦植通垭。
我把这一方法称为季风通垭。
要求之一是耕作只能持续一年，然后休耕；要求之二是一块土地初次开垦之后的12或15年之内不应再
次使用。
如果能遵循这样的程序，那么森林就不会遭到滥伐，土壤流失微乎其微。
在这样的条件下，旱山稻的产量可接近灌溉水稻。
 这种耕作方式意味着任何一块土地垦殖之后至少要休耕l2年。
所以每一单位人群所要求的耕植总面积大得惊人，对于人口密集的永久定居型大村落社区，其边远田
产会在方圆几英里之外。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克钦社区通常由一大群小村寨或小村庄组成，散布在整个社区的领地上。
 这就存在着军事安全问题和经济便利问题上的冲突，考虑到前者，就会提倡有某种防御工事围绕的大
规模定居点，考虑到后者，则会提倡靠近各自耕作地的分散小定居点。
英国殖民官员经常抱怨克钦人喜欢把他们的定居点分散为越来越小的村寨，这可能是因为英国强权下
的和平促成了克钦居民点的进一步分散。
以前居住在一起使用共有围栏相互保护的群体，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更愿意相互分离，居住在自己的土
地上。
不过，少量关于英国统治25之前克钦人带围栏村落规模的记载，并没有说明那时的聚落模式与现在有
很大的差异。
 不过，这正是要点所在。
虽然整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而且如果人口均匀分布的话，土地供应也还充足，但实际上人口分布
并不均匀。
存在着一些地区性的聚落中心，人口密度相对较高。
这些聚落中心因以往的政治事件而形成，例如地区间的战争或外部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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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是人类学经典中少有的涉及中国研究的著作，强调埃
德蒙·R.利奇关于克钦、景颇人的著作是如何将理解中国西南的族（ethnicity）建构放在了当代中国与
东南亚彼此相联的大背景下，从而为这种理解提供了诸多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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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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