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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
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
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
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
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
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今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则萌发着另一种冲动，一种积聚了很久、压抑了很久的求知之志，这就是：“
到海外去”！
曾经，在大家都不能出国的时期，我们在政治关怀上满怀豪情地、当然只是浪漫地“放眼世界”。
今天，出国旅行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了，“看世界”的欲望已如春潮涌动。
中国的知识界要做的是以规范的学术方式“走进世界”之后“凝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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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凝视世界的欲望需要走出去的意志来展现。
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它们被用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社会世界。
看世界社会。
有眼珠子就能够看，有心才能够凝视。
人类学者也是知识群体的脚板子——它们要走很远的路，走很多的路，走陌生的路，也就是走没有路
的路。
有了这样的人类学者群体，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才能走得够远，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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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黎，籍贯湖南石门，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中文，系比较文学专
业、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公民社会及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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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导论第一节 印度民主的故事及的主题印度对于当代中国人曾经是一个引发想象的浪漫神秘国度
：佛天梵地，瑜珈与圣人，大篷车的流浪，优雅的纱丽和曼妙的歌舞⋯⋯可以说，印度一直是中国人
文化视域中一个不太切近的存在。
而近年来国人和学界对于印度兴趣的升温，主要源于印度经济尽管稍逊于中国但同样强劲的崛起。
随着媒体关注度的提升，随着人们更有机会通过旅游和工作踏上印度的土地并在网络上共享观感，印
度正在掀去神秘面纱，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经历一个去魅的过程：在佛陀的故乡佛教久已衰微，恒
河之水原来如许浑浊，城市的基础设施通常落后，大都市中繁华的市街与大片简陋的棚户区形成强烈
的反差⋯⋯印度，到底在诉说怎样的故事？
印度和中国有很多相似性：古老的东方文明传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庞大的人口，其中大部分生
活在农村。
“五四”一代的中国学人曾经非常关注印度，因为相似的面对西方冲击的殖民历史境遇和东方文明的
认同感。
不过印度和中国的现代历程也存在重要的差异：印度的改革和启蒙运动没有产生中国式与传统决裂的
激进主义，印度也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独立后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不同。
但两国仍然面对相同的历史任务，包括保持多文化、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印度可以说代表了与中国既相似又差异的一种现代历程。
理解印度的现代性，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如果要寻求亚洲或非西方后发现代
化地区的某种共通叙述，经验的研究和积累也是必要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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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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