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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弱势关怀》共收录了关于人类学弱关怀的论文45篇，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学关注艾滋
病》《艾滋病预防研究中的医学人类学述评》《医学人类学的中国想象》《乡土医学的人类学分析：
以水族民族医学为例》《现代化与发展主义语境中的农民工发展困境》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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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样，在亲密关系的两性中是否使用安全套也有亲疏的意义表达；夫妻或情人间若要求使用安全
套，会引起猜疑、疏远甚至关系破裂。
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也与社会性别关系、消费者和服务者的权力关系、等级和种族成见等社会文化定
位有密切关系。
女性工作者在与丈夫或情人发生性关系时，往往不用安全套，以此将亲密关系者与顾客“分类”。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艾滋病的文化定义也是不同的。
在中国，目前艾滋病普遍被定义为“绝症”、“道德败坏的恶果”等，并由此导致极端的社会歧视。
　　一个高中学生写道：我在同学中做了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调查，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看怎么得
的病。
艾滋病儿童是无辜的，我们同情他们；行为不检点的，活该。
目前，在我的同学中，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缺乏艾滋病的医学常识，而是给艾滋病涂上了强烈的感情色
彩，不能积极正确地看待艾滋病及患者。
1.我们恐惧艾滋病，只要和自己沾边儿，就草木皆兵，像躲避瘟疫一样惶恐，到了“邻居得了就搬家
，自己得了就自杀”的程度。
2.我们给艾滋病划分了严格的道德界限，甚至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
3.我们不知道我们居住在一个艾滋病易感的环境，也不清楚我们正受到艾滋病的威胁（夏国美，2002
：78）。
青少年对艾滋病的看法正是整个成人社会文化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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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学·弱势关怀》社会性弱势群体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以及他们生存状态的恶化
程度成为了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政策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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