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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个围绕着文化接触、地景与传闻而展开的历史民族志报告，研究的田野点在贵州省中部的一
个历史上曾被称为“半边山”的地区。
本研究尽量呈现了自明朝中期以来这一区域的文化接触与区域整合机制的变化，以及当地居民在这一
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感，并指出，居住于当地的不同人群在其社会生活的互动交往中所缔结的是一种等
级性的“社会盟约”的关系。

作为一个探讨文化接触的民族志个案，本研究关注的是不同人群间的关系结构，但采用的却是从物看
人的方法，即从地景来研究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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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芸，湖南益阳人，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人类学博士学位。
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助理研究员
。
主要研究方向：象征人类学、社会记忆与景观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接触与空间观念等。
已发表：《从他者看“夷汉杂处”》、《“大传统”和它的影子：“正统”观念与一个仙姑的“灵力
”》、《社会记忆·景观-叙事》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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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立体的民族交流便简化为地理边界的穿越式的平面互动，抹杀了族群互动的多层次性与文
化交流的丰富生动性，而这也正是费孝通先生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一文中所反思的问
题（费孝通，2004：152&mdash;166）。
尽管与费先生有着同样看法的学者有很多，近些年来有不少研究将考察点集中于人群间复杂的社会互
动及其文化接触的意义上，并且在民族史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向来注重人群间的交流与互动，强调
西南的链接、融合、团结的特征（如尤中，1984；方国瑜，1994），但是，当我们梳理学术史中的西
南观念时，却发现。
西南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或民族研究的认识论中的&ldquo;民族马赛克式的西南观&rdquo;恰是在对空间
的分类与人群的区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在今天，这样的知识框架又有了新的特点，从而影响着
，甚至可以说是束缚着学者们对文化接触的探讨。
　　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始，&ldquo;西南&rdquo;这一地域概念开始出现于&ldquo;中
原&rdquo;的知识体系，并成为&ldquo;中原&rdquo;的一个他者。
对于这个他者的认识，司马迁是从分类学开始的，他依照有无&ldquo;耕田&rdquo;，有无&ldquo;君
长&rdquo;之标准，将西南人群分为等级不一的多种类型。
①这是一种基于&ldquo;华夷之辨、夷夏之别&rdquo;，而从&ldquo;华夏&rdquo;之世界观出发的具有明
确等级区分的&ldquo;西南分类学&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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