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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Anthropolo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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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thropolo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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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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莹，女，汉族，1968年生于陕西西安。
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法学博
士学位。
现为云南农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致力于人类学、哲学、彝学研究。
编著了《黑格尔与列宁的逻辑思想》等著作，公开发表80余篇学术论文。
参与了南涧彝族自治县“彝族跳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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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多点调查中发现，以无量山系为主的跳菜和以哀牢山系为主的跳菜，无论在跳菜的舞步上，
还是在唢呐的曲调上都有明显的不同（详见第三章 ），各自分布在相对完整的文化圈。
而且，无量山系和哀牢山系恰好分布在以南涧镇为起点的“人”字形的“撇”、“捺”上，各自跳菜
风格特征明显区别于对方。
密村及其所在的小湾东镇以及碧溪乡就在“人”字的一“撇”上，跳菜的舞步和曲调基本相同，形成
了无量山系跳菜文化圈；宝华镇和无量乡在“人”字的一“捺”上，跳菜的舞步和曲调也大致一样，
形成了哀牢山系跳菜文化圈。
而位于“撇”、“捺”中间的公郎镇的一些地段的跳菜就兼具无量山系和哀牢山系的特点，呈现出明
显的交融性。
在我参加新合村委会盖瓦洒自然村的一场婚礼跳菜中，吹调子的鼓吹就请了两班，一班吹无量山系的
调子，一班吹哀牢山系的调子，跳菜艺人两边的曲调都可以和起来，当问及鼓吹是否会吹对方的调子
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但也明确表示：正式场合是绝对不会吹对方的调子的，下来还是可以彼此交
流。
这说明了在文化圈重叠处，无论是跳菜的表演者还是跳菜礼仪的受众具有了文化表征时的两栖性。
在与周边州县比较时发现，南涧跳菜的文化圈呈现出非常普遍的强势，而周边具有跳菜礼俗的地区较
少。
根据实地调查和访谈了解，除南涧以外，“跳菜”在云南省思茅地区的景东、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南华
、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弥渡等地也有分布，如普洱市景东县的安定乡和文井镇，把南涧叫的“捧盘”或
“托盘”叫“掌盘”，跳菜一般是男的表演，伴奏乐器主要有大号、长号和唢呐，偶尔也用小鼓、小
钹、海锣、竹笛、小磬（铜制的打击乐器）敲打节拍和演奏花音。
表演前，先要摆好桌子和板凳，并在桌子上摆放花心（酒），到开宴时，由号班大师傅先发大号，后
发长号，接着上菜，开始表演，上菜人右手掌举着掌盘，左手挥着手巾，与下菜人密切配合，踏着热
烈欢快的唢呐旋律节奏，翩翩起舞。
表演由号班和舞班组成，号班有4人，舞班少则4人，多则不限，但必须成双成对，表演最长时间有10
分钟。
又如楚雄州南华县兔街镇半坡村一般在红白两事时都跳菜，舞班人数一般也是4人，2人组一队，多的
时候有6-8人。
表演时用喇叭、芦笙为乐器，多用翻歌、三跺脚这些民族歌舞跳法，并随意穿插舞姿和逗笑的插曲来
活跃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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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以前的我，习惯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把所见、所闻、所思的东西都严格按照合乎逻辑的范式表达，感性
的我在徜徉于文字组合游戏时常陷入形而上求索之困境。
踏人东陆学堂，学业要求我用主位和客位的方式观察、记录、分析各种文化事象，研究范式180°的大
转弯令我深感踉跄，怀疑自己每一次的转角方向是否正确，更疑惑自己转移的距离是否到位。
忐忑中竞不知该怎样行为和言说，迷离彷徨时幸而遇到了许多充满爱心的人为我指点迷津，让我能将
今日之作呈奉大家。
首先我要感谢导师瞿明安教授给予我师从的机会，入学伊始即指导我选定了研究对象，增强了学习的
目的性，专业学习中无私地倾其所有相关书籍支持初学的我进行研读，用专题讲座和人物思想梳理的
方式磨砺我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每遇困惑和困难都以其高屋建瓴的视野为我拨迷排障，严谨治学
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风范让我受益匪浅。
正是导师的指导和关心不仅让我找准了前行的方向，而且帮助我走上了人类学求索之路，今日之作从
选题到最后定稿都倾注了导师的心血，“谢谢您！
”其次要感谢何明教授以宽容之心给予我的支持和接纳，专业课程学习和访问学者研修过程中既打开
了我的人类学视野也调整了知识结构，一次次的课业操练使我逐渐进人角色，为今日之作奠定了基础
。
特别是杜玉亭研究员几次专门约时间对本书的提纲及全文做悉心的指导，为先生高深的造诣和严谨治
学的风范深深感染。
同样要把这份感谢致以王文光教授在田野调查培训中给予我史学方面的指点，杨慧教授在人类学学科
训练中给予我的开放式学术探索心态，尹绍亭教授、杨德望教授、杨福泉研究员和郭净研究员给予我
文章写作思路和方法的点拨。
此外，还要感谢许多给予我间接指导的各位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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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跳菜":南涧彝族的飨宴礼仪》：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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