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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anthrG，pology）是对人类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它有英美等国的广义概念和德奥等国的狭
义概念之分；民族学（ethnology）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
大致而言，德奥等国的民族学即相当于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
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之中，对于民族学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
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舶来的学科，其状况类似日本，虽然学界同时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
个名称，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本丛书名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即沿袭我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长期并用的惯例。
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文化或人类行为的学问。
具有文化和学习文化的能力，是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最根本的区别。
文化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使得文化的学习成为人类终生不可缺少的功课，正因为如此，文化的研究
便不可或缺。
人类学在发达国家之所以为社会民众普遍熟悉和重视，并始终被作为大学基础教育的学科，原因即在
于此。
然而，当前该学科所显现的稳步趋热的现象，却另有缘由。
在当代社会，崇尚工业与信息、物质和技术，文化往往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然而许多涉及国际政治、
经济、环境等领域的重大的危机、纷争和问题，根源却非工业信息和物质技术，而在于文化。
例如现在有的国家因捕鲸而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而当事国却不甘示弱，认为坚持本国的“文化
传统”无可非议：又如西方国家惯于攻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展中国家则以“应理解和尊重国
别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予以回应，政治性的指责被判别为文化的偏见；再如时下全球变暖危及人类生
存成为热门话题，如果追究人为的因素，那么工业文明的弊端无疑就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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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和理论方法的主要特点以及发展趋向，向
国内外学者充分展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取得的重要成就。
具体内容包括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某某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学术取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
鲜明特点；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著、论文或工具书的介绍和评述；该分支学科形成、发展的
背景、过程和现状，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本书中的“当代”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一直到现在，尤其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主；“中国
”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其中以大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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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第二节 学以致用：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新发展20世纪7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重新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蛰伏已久的学科重新焕发了生机。
20年的摧残和磨难，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
为了尽早赶上西方人类学发展水平，在世界学术舞台上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争得一席之位，中国的
民族学、人类学界开始加紧补课，并学以致用，把人类学真正运用于实际，作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良
性发展。
一、文化人类学学科重建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重新确认了科学技术和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地位。
随后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以往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
学"的民族学与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确认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至此，沉寂20年的中国人类学终于迎来学术发展的春天，开始了学科的重建和恢复。
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称开始恢复，并成为民族学和社会学分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各类学会和研究机构纷纷复建和成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了"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
会议讨论了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计划，并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民族研究学会。
一些民族学家被选定担任了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的领导人和理事。
在会议期间还建立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
1980年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选举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理事会，制定了简章和宗旨。
1981年5月，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成立，随后一些地方性的民族学研究团体也纷纷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大部分边疆省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都先后建立了民族或民族学研究所，或专门从事
以当地少数民族调查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
学会和机构汇集了全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加强了学术交流，为学科新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
时逢此机，高校内的学科培养机构也陆续开始复建和新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下）>>

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下)》作叙事宏大，囊括了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和理论方法的主
要特点以及发展趋向，充分展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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