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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流，自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中山大学起，中山大学就成为人类学、民
俗学、民族学调查研究最活跃的园地。
顾颉刚、钟敬文等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开展民俗学调
查，开创了走出书斋、面向民间的学风。
1927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建立语言历史研究所时特设置了人类学研究组，聘请苏联人类学家史禄国
负责该研究组，杨成志先生为助手。
1927—1929年，杨成志先生独自前往云南彝族地区进行调查，开创了国内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从
此，重视田野调查成为中国人类学“南派”的重要特色，杨成志先生也成为“南派”的领军人物。
1935年，中山大学研究院下设立人类学部，招收人类学研究生，江应梁、梁钊韬、曾昭镟、容观琼、
张寿祺等著名学者都是杨氏门下的弟子。
1948年，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杨成志先生任主任，黄文山、卫惠林、岑家梧、梁钊韬等为专任教
师。
不幸的是，1949年年底，人类学系被取消，学生转入社会学系；至于老师，则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转
到历史系。
院系调整时，部分老师被抽调去创办民族院校，杨成志先生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岑家梧和容观琼先生
调到中南民族学院。
20世纪50年代，从事人类学的老师们积极投身于中央组织的少数民族历史与社会调查活动；20世纪50
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民族学模式的影响下，人类学学者开展了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梁钊
韬先生还在1962年招收了3名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其中2位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后的骨干
教师）；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学者仍然在各种政治标签下从事人类学专业的研
究。
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制度，于1979年开始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民族考古方向）的研
究生。
1981年，在梁钊韬先生多方奔走下，教育部批准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招收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的
本科生，以及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年，中山大学又获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建立起
从学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人类学人才培养体系，人类学从此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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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人类学概论》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为大学本科和硕士研
究生水平的文化人类学导论课程设计的。
其目的一是向学生概述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过程，使学习者能够对文化人类学有全面的理解，并
领会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整体观、参与观察等理论核心和田野调查方法；二是在学习者心中播
下文化意识的种子，并促使他们积极地面向田野和实际，以消解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给人
类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另外，《文化人类学概论》的编写者都是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者，因而《文化人
类学概论》也是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成熟性的梳理和检验。
　　《文化人类学概论》共二十章，分为四编。
第一编首先从文化研究的基础说起，使学习者从文化人类学的定义、研究目标、理论发展以及研究方
法等方面对该学科有整体的了解；第二编围绕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及其结构如族群、生计方式、社
会组织、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使学习者在理解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能够充分领会文化与人类的密
切相关性；第三编就文化人类学的应用性及其所产生的分支学科如语言人类学、政治人类学、都市人
类学、经济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旅游人类学进行了叙述，从而为学习者架构了文化人
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桥梁；第四编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人类学，并对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使学习者对该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的认识。
　　《文化人类学概论》的个案大多来自于编写者的田野调查，因而可读性和可信度都较强。
每一章的阅读文献基本上涵盖了相关经典著作和新的研究成果，为爱钻研的学习者提供了进一步的研
究思路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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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关键词／复习思考题／阅读文献第五章 族群、民族与种族第一节 族群一、族群概念的系谱二
、族群的定义三、族群性四、族群认同五、族群认同理论六、族群认同与文化相对论第二节 民族一、
民族概念的系谱二、民族的定义与发展三、民族与族群的关系及其运用四、中国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政
策第三节 种族一、种族的概念二、种族主义三、种族(族群)冲突及其根源四、种族与民族关键词／复
习思考题／阅读文献第六章 生计方式第一节 生计和生计方式一、生计二、生计方式第二节 狩猎采集
第三节 畜牧和游牧第四节 粗耕和农耕一、粗耕二、农耕三、耕作的连续体第五节 分配与交换第六节 
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关键词／复习思考题／阅读文献第七章 家庭、亲属关系与继嗣第一节 家庭：社
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一、家庭的功能二、家庭的种类三、传统社会的中国家庭第二节 亲属关系一、亲
属关系的概念二、亲属分类的原则三、亲属称谓制度四、亲属称谓制度的应用第三节 继嗣一、继嗣规
则二、单系继嗣三、复系继嗣关键词／复习思考题／阅读文献第八章 婚姻第一节 婚姻概述一、婚姻
的定义二、婚姻的功能第二节 婚姻的分类和发展形式一、婚姻的分类二、婚姻的发展形式第三节 婚
姻缔结的形式一、掠夺婚二、媒妁婚三、买卖婚四、劳务婚五、交换婚第九章 性别第十章 宗教第十
一章 艺术第三编 文化研究的应用第十二章 语言人类学第十三章 政治人类学第十四章 都市人类学第十
五章 经济人类学：探索人类整体的经济现象第十六章 医学人类学第十七章 发展人类学第十八章 旅游
人类学第四编 变化与变迁第十九章 变迁中的世界第二十章 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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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农耕　　由于驯养动物、兴修水利、修筑梯田等技术的持续进步和累积，使得农耕文明，尤
其是像古代中国这样，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达到了非常完备的阶段。
关于农耕技术，此处主要以科塔克的描述为线索，以便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耕技术概貌，但同时我们
将以中国为实例，以期对最高水平的农耕文化有所掌握。
　　（一）驯养动物　　许多农耕者运用动物作为生产工具——用来运输、作为耕作工具；以及运用
他们的粪便。
亚洲农耕者往往以水稻作为农耕经济体系的基础，他们将黄牛或水牛纳人这个体系中。
稻作在插秧前，让牛双踩过水田，使土壤与水分充分混合。
许多农耕者使用牛双犁田与耙平，完成在种植或插秧前的准备工作。
农耕者也收集这些动物的粪便为农地施肥，以增加产量。
动物除了作为耕作工具外，也可佩挂拖车作为运输工具。
　　（二）灌溉　　当粗耕者必须等待雨季来临才可展开种植时，农耕者可以预先计划农事，因为他
们控制了水源。
如同菲律宾其他擅长灌溉的专家一样，伊富高人从河流、溪流、池塘，兴筑水渠灌溉他们的农地。
灌溉使得年复一年的耕作得以实现。
灌溉涵养了土壤肥力，因为灌溉农田是一套独特的生态体系，多种植物与动物包括许多微小生物的排
泄物使得土壤肥沃。
　　一处灌溉农田是一项资本投资，这往往使得农地的价值升高。
开垦一块农地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只需耕作数年后，就能达到完整的生产能力。
伊富高人和其他灌溉者一样，在地块田地上代代相传。
然而，在某些农耕地区（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灌溉水源所带来的盐分，会使得这些田地在50年或60年
之后无法再被利用。
　　在中国，自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
当时中原地区已使用了牛耕和铁口犁，有了这些耕作技术，完全可以淘汰原始的石、骨、蚌、木器，
更可以代替用人力踩耒耜的劳动。
这样，就为大规模地开垦荒地，进行深耕细作和兴修水利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上引起了一场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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