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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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调查，关于经验研究，“到海外去”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会。
社会调查的眼界有多宽，社会科学的格局才可能有多大。
几辈知识分子在“民间”、在本土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格局。
我们今天到海外去，到异国他乡去认识世界，则是为了中国社会科学明天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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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
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
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
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
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
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
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
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
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
可同日而语。
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
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
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
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
为过。
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士多年来突
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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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敏，籍贯福建，1975年生人。
2006年取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
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社会性别、穆斯林社群等，主要研究区域为马来西亚、东南亚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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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不寻常的马来西亚第一章　“习以为常”之蔽（导言）　第一节　“常”的意味　第二节　“
习以为常”与所谓“传统”  　第三节　权力的遮蔽　第四节　去蔽行动第二章　仪村概况 　第一节
　马来西亚和吉兰丹州基本情况介绍　第二节　“传说”中的马来人 　第三节　走进仪村第三章　日
常生活中的时间安排　第一节　一天五次礼拜　第二节　一年两个节日　第三节　一生三次仪式　第
四节　时间设置中的文化认同第四章　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结构　第一节　住宅里的空间布局　第二节
　甘榜里的公共建筑　第三节　居住在世界的中心第五章　关于性别的社会常识  第一节　驯服身体  
第二节　马来人的日常服饰  第三节　服饰的变化  第四节  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关系  第五节　性别平等
与政党之争第六章　个人与社会  第一节　称谓  第二节　家庭关系  第三节　亲属、邻里与社区第七章
　从教徒到国家公民  第一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常识的普及  第二节　当旧常识遭遇新常识  第
三节　绝望的爱情：一个典型个案  第四节　穆斯林？
马来人？
马来西亚人？
  结论参考文献附录说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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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习以为常”之蔽（导言）第一节 “常”的意味如同马来语“biasa”，中文“常”字也有类似
的多种解释。
在本文中，我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常”字：首先，“常”具有量的规定性。
只有在数量上占优，不断反复出现的事物我们才能称之为“经常”、“通常”。
而由于某种事物多次出现过，我们就会对它产生熟悉感，从见怪不怪到熟视无睹，甚至会由于单调、
平淡无奇而对它感到厌烦，就比如我们的日常生活。
第二，“常”也包含有质的规定性。
当某个事物因为出现的频率很高，形成了某种潮流、趋势或规律时，它就会从量变到质变，成为一种
标准状态，符合这一状态的，我们称之为“正常”、“常态”，否则就是“反常”、“变态”。
这种质的规定性使得“常”与法则、规范产生关联，因此第三，“常”往往涉及一个社会里的大多数
人所达成的共识，蕴含着人们共同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追求。
根据上述理解，“习以为常”这个成语在本文中与“日常”、“正常”、“平常”三者关系最为密切
。
一、日常这里的“日常”指的就是“日常生活”。
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家们把进行抽象的、超脱世俗的理性思维视为自己的崇高使命，而人们感性的、
现实的日常生活则微不足道。
西方哲学史上那个泰勒斯因夜观天象而掉到井里的故事就是经典的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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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出版既太迟，又太早了。
说它迟，是因为我国学术界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成果丰硕，但遗憾的是，对马来西亚人
数最多的主体民族——马来人的生活，我们了解得很少，至今也没有一部用民族志写就的关于他们的
作品。
但对于我个人而言，这部作品又似乎出版得有点早，因为里面有很多材料还没能好好消化，篇章结构
和文字上也没来得及细细琢磨，我仿佛能闻到这本书中到处弥漫着一股不成熟的青涩味道。
尽管内心充满了紧张和不安，但对于能将自己的阶段性成果呈现于世人面前，我不免还是有所期待。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平常的变奏：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它能
够最终得以出版，要感谢许多人，尤其是我的导师高丙中教授。
从课题的申请、田野调查经费的筹措，到博士论文的撰写、答辩，再到出版的策划、编辑，他在每一
个环节上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最让我感激的是，他对我们这些学生始终都严格要求，又不失亲切关爱。
这些年来，正是在高老师的引领和鞭策下，我才渐渐接近了神圣的智慧殿堂，我的未来才出现了这样
多的可能性。
我还要感谢许多直接或间接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过帮助的人，包括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的各位
老师和同学，包括我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以后遇到的一些老师和学生，也包括我曾经就这一研究课
题咨询过的很多其它单位的老师和朋友，当然还包括我至亲的家人。
虽然无法在这短短的篇幅里细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曾经给予我的支持、关心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
在心，也将以更加努力的工作，以更丰富、更令人满意的成果来回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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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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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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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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