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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导论是的课本，本书将宗教人类学内部观念与争论的起源和演进，同这些论题的最新发展结
合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引导学生深入探索这个领域。
通读本书，读者将会发现，人类学不应仅仅被看做阅读和田野调查，更应被看做人认识自身、认识世
界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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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菲奥纳·鲍伊（Fiona Bowie）是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人类学与宗教研究方面的高级讲师，撰写
过多种有关精神、宗教与人类学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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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洁净与危险　　当代从事象征分类与身体研究的著名人类学家之一，是道格拉斯，她的著述对其
他学科的冲击比对人类学的冲击更大，特别在1966年她的论文集《洁净与危险》　(Purity and　
　Danger)出版之后。
　　道格拉斯详细论述了人体用做社会的和宗教的象征的各种　方式。
在《洁净与危险》中，道格拉斯像尼达姆一样，认为人　类身体的普遍性，可以用做共有意义的有用
的源泉：　　没有经验卑微到不能在仪式中得到采用并被赋予崇高的意义。
仪式象征的源泉越是个人的和私人的，越能有效地传达它的信息。
象征越是来自人类经验的共同积淀，对它的接受就越是广泛和固定。
(Douglas，1976，p．114)　　道格拉斯进一步强调了身体作为承载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的重要性：　
　身体是一个模式，它可以代表任何有限的系统。
它的边界可以代表任何有威胁的和不牢靠的边界。
身体是个复杂的结构。
它的不同部分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为其他复杂的系统提供了象征的源泉。
如果我们不是将身体看做社会的象征，看做微缩地再现于人体的社会结构所面临的力量与危险，我们
也就难以解释关于排泄物、母乳、流涎等的仪式。
(Douglas，1976，p．115)　　恰如赫兹所论证的，右手与左手的生物学差异，一直用来建构一个象征
的和社会的关联领域，道格拉斯说明了最低的私密的身体过程，能够赋予最复杂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
。
纯净的规则由其聚焦于共有的供给与排泄的生物学体验而导出其普遍性和力量。
　　在《洁净与危险》一书的导论中，道格拉斯仔细考察了肮脏及其与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的关联的
卑微的问题：“对肮脏的看法，包含着对有序与无序、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非形式、生命与死亡的
看法。
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肮脏的观念，它都是高度结构的，对它们的分析展示了这些深刻的主题。
”(Douglas，1976，pp．5—6)将肮脏作为一种基本的观念，并将它与那些抽象的和哲学的观念(诸如存
在与非存在，生命与死亡)联系起来，似乎是一种奇思怪想，但却是洁净的规则与污染的观念是如何作
用的表现。
正如道格拉斯指出的，洁净的规则由此构成了一种进入宗教研究的极好路径。
　　在《洁净与危险》第二章“世俗的弄脏”中，道格拉斯先概述了所谓的“医学的唯物主义”
　(medical materialism，这个术语来自William James)。
医学唯物主义总是用科学的、医　　学的或卫生学的原则解释洁净的规则。
作为这种探讨的例证，是将犹太人不吃猪肉归因于避免绦虫的侵染。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假若避免绦虫的侵染是希伯来人制定这条规矩的理由，那为什么其他的具有
相似环境和相似的知识水平和卫生水准的相邻民族，却继续吃猪肉?为什么在绦虫的危害已经极小，甚
至不存在时，犹太人和穆斯林还是保持他们的规矩?医学唯物主义将洁净的规则归结于纯粹理性的、科
学的解释，与此相反的是将所谓“原始”人的仪式与规则看做完全是非理性的。
但是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西方人的观念与较简单社会的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
道格拉斯用下面这段话概括了这种观点的特征(她本人并不属于此列)：“我们的实践牢固地以卫生学
为基础，他们是象征的；我们杀死病菌，他们驱逐精灵。
”与这种论证方式相关的问题，正如道格拉斯指出的，是“他们的某些象征仪式与我们的卫生学之间
的相似性，有时会奇怪地接近”(Douglas，1976，p．32)。
　　医学唯物主义力图通过科学的、医学的和卫生学的原理解释洁净的规则。
　　神秘的互渗描述的假设是，“原始”人的所有仪式和规则，全都是非理性的，只有巫术的和神秘
的意义。
　　道格拉斯用来说明洁净规则与社会结构之联系的例证之一，是印度社会称为“哈维克”(Havik)的
婆罗门群体，以及他们与“不可接触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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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传统地作用于一个由不同“族内婚姻”群体组成的等级制度。
在这个制度中，人们只能在自己的群体或“种姓”内婚姻，不同种姓间的关系，得到明确的规定。
作为祭司种姓的婆罗门，位于等级制度的顶端。
不可接触者是一些职业的群体，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使他们变得肮脏以至于被完全置于种姓制度之
外。
他们处理排泄物、尸体以及种姓制度内的人所回避的生活方面的问题。
尽管婆罗门与不可接触者为了维护各自的社会而相互依赖，但他们的接触是受到严格规定的，并以一
套洁净与污染相对的习语为背景。
道格拉斯以此为例解释说：　　精确的规定赋予各种可能带来污染的间接接触。
一个“哈维克”，在他的花园里与不可接触的奴隶一起工作，他会非常严格地不与奴隶同时接触绳索
或竹竿。
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同时接触竹竿或绳索。
“哈维克”不能直接从不可接触者手中接过水果或钱。
某些物体可能处于不洁净的状态中，接触后会成为不洁净的导体。
污染继续逗留在棉布上，金属烹饪器皿上和烹饪食物上。
对于各种姓间的合作来说，幸运的是土地不作为导体。
但是铺在地上的稻草却是。
(Douglas，1976，p．34)　　道格拉斯指出，“我们越是深入这些以及相似的规则，就越是发现它们是
我们所研究的象征系统”。
她所提出的问题是：“难道我们的观念是卫生的，他们的观念是象征的?”她的回答是一个强有力的“
不”。
道格拉斯与列维一斯特劳斯及其他人一样，主张“肮脏的观念也表达了象征系统，所不同的在于污染
的行为在一方乃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在另一方则只是个细节　　问题”(Douglas，1976，pp．34—35)
。
　　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指出，我们关于肮脏的观念，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被“病原性”的知识改变了
——细菌的存在导致了疾病的传染——因此医学唯物主义和我们的肮脏观念，都成为　　卫生的问题
。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这并不能解释我们的行为以及肮脏与污染的分类系统。
这些肮脏与污染的观念，仅仅用细菌理论的知识无法解释。
这种认识导致道格拉斯提出　　了那个为人广泛引用的结论：“假如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肮脏观念中抽
象出病原与卫生，那我们就放弃了将肮脏视为格格不人的问题的古老定义”(Douglas，1976，p．35)。
道格拉斯指出，　　这种将肮脏视为“格格不入的问题”包含着两种状态，一个是一套秩序的关联，
另一个是对那种秩序的违犯。
　　因此，肮脏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和孤立的事件。
无论在什么地方，肮脏都是个系统。
肮脏只是我们将事务系统地秩序化并加以分类的副产品，而在这种秩序化的过程中，包含着将不适当
的因素排除在外。
这种肮脏的观念使我们面对象征的领域，并使之与更明显的纯净象征系统汇合起来。
(Douglas，1976，p．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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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宗教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显学”。
　　在西方学术界，面对着伊斯兰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内的勃兴，穆斯林和清真寺在西方许多城市中
的涌现；面对着佛教和印度教乃至某些中国宗教不单在亚洲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方扩大地盘的事实；
面对着基督新教在中国和东亚、基督正教在俄国和东欧、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迅速
复兴和发展的现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的局面；面对着社
会生活世俗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学者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宗教相
关的问题，不得不尽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
、现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甚至不得不时时更新研
究的方法、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
凡此种种，都使得宗教学不但在学生众多的大学课堂上经久不衰，在种类繁多的学术会议上热闹兴旺
，在自成一类的学术出版中日益发达，而且在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样古老的传统哲学问题，到新兴宗
教的作用这样紧迫的当代社会问题上。
在从精神生活的趋势这样普遍的社会人生问题，到宗教对话的基础这样现实的文明共处问题上，都继
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因此之故，宗教学在西方，以130岁的高龄（就宗教科学言），甚至2 500岁的高龄（就宗教哲学言）
，而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
　　在中国学术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宗教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对学者们的工作提出了纷
繁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步发展以适应宗教形势和社
会形势的现实要求。
而研究宗教的学者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领域，尽管面临缺少资料、缺少资金、缺少语言训练、缺少社会
理解等等困难，仍然依靠自发、自愿的艰苦、卓越的努力，继承了前辈们中断30年的宗教学术事业，
使中国宗教学在短短20余年间，获得了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
现在，对于宗教学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社会各界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宗教团
体，已经越来越重视宗教学的研究，不少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关心和支持这门人文学科
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宗教学界众多学者20年努力的可喜结果，不但是中国学术全面发展之福，也是中
国社健康发展之福。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宗教学发展还面临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困难。
除了需要社会上下各界的进一步理解和思想解放，以便进一步消除研究禁区和填补研究空白之外，曾
经夭折而新生不过20余年，因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弱小的中国宗教学最需要的，一是培养人才，二
是积累资料。
在前一方面，现在已有一些高校设立了宗教学系，更多的高校设立了名称各异、侧重不同的研究所或
研究中心。
尽管这些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总体上说还存在“倒金字塔”（即研究生多于本科生）或类似现象，
但毕竟已在开始扭转人才缺少的困境。
在后一方面，现在国内在资料的翻译引进方面依然十分零散，在发达国家宗教学百花齐放、分支细密
、大师辈出、名作如林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更如一鳞半爪，少得可怜。
这不但使研究者难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扩大视野，难以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分，大
大拖了现有研究工作的后腿，而且使有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难以得到教学所需的资料，难以了解基本
（更不必说最新的）学术进展情况，直接拖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后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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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人类学导论》一书卓尔不群。
鲍伊所作的杰出著述，为所有对宗教人类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湛的文本，并为他们提供了一
种丰富宗教认识的方式。
　　本书材料新颖，风格清新，简单易懂，全面涵盖了宗教人为学课程的诸多主题。
引入了宗教人类学的核心理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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