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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在中国崛起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人类学的本土化。
笔者在《人类学本土化论纲》一文中曾说：“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
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
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
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
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
无到有，从依附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
系的建立。
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
法。
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的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
来审视其研究对象。
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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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
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
化。
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
无到有，从依附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
系的建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乡村人类学书林>>

作者简介

　　冯雪红（1968－　），曾用名冯学红，宁夏中宁人，博士，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硕士
生导师。
2003年春夏之际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访问学者。
2006年底始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
主要从事民族学、女性人类学研究。
　　参编著作有《回回古文观止》（副主编）、《回回旧事类记》（副主编）。
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宁夏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40余篇。
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1篇，被科技部《管理科学文摘》转载1篇。
《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几个问题》一文，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论点摘编选录。
获省级科研论文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获校级科研论文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级、校级项目多项。
2002年1月被评为第三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版系统优秀工作者，2006年5月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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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思想颇具民粹主义色彩，认为流传于百姓间的民间文化或俗文学比“精英文化”或“正统文学
”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因而，要“到民间去”，找寻改造中国文化的新鲜元素与动力。
　　民俗文化派学者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有共鸣之处。
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五四”时期，那些从事新文化活动的学者们，大都是具有爱国思想和受过近
代西洋文化洗礼的。
同时他们又是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
他们觉得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
而传统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层社会的那些文化。
至于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的部分，甚至还是极可宝贵的遗产。
尽管在他们中间，由于教养等不同，在对个别的问题上，彼此的看法有参差的地方，但是在主要的问
题上却是一致的。
这就形成了他们在对待传统里中、下层文化的共同态度和活动。
　　为了到民间去寻找改造中国文化的新元素和动力，民俗文化派的学者们首先在北京大学发起了中
国民俗学和俗文学运动。
1918年，刘半农等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展了一场对近世歌谣的采集和刊行活动。
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印行了周刊和丛书。
1923年和1924年，又先后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民俗调查会，开展了相应的调查和研究活动。
这些做法影响到了全国各地，民间文学和民俗的收集、研究蔚然成风，为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建
立与成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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