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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国人类学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为学术文集，创办于2007年初。
    二、《评论》是兼有评论性、记述性及思想性的学术评论文集。
    三、《评论》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评论》作为中央民族大学
“985工程”当代民族问题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科研成果出版，受该基地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心有关科研经费资助。
    四、学术编辑委员会由来自国内不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部分中青年专业工作者组成。
    五、《评论》内容以社会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为主，不排斥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民
俗学、文学等学科）学者之作品，主办单位视培养年轻一代学人为己任，故将开辟相当篇幅供新生代
学者发表其作品（特别是述评、书评及研究札记）。
作为学术探讨平台，《评论》将视具体情况，亦开辟相当篇幅选登相关主题的已发表论文。
    六、《评论》每辑字数在25万字左右，可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1．学术论文；    2．对话、辩论或学
者访谈；    3．田野札记或学术随笔；    4．研讨会纪要；    5．讲座；    6．述评；    7．书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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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他者与人类学　　王：您提出一个对话的好主题——“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而不仅
仅是“他者”。
这个题目让我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克利福德.格尔兹对人类学和比较方法的论述。
具体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他说过，人类学并不是那种伪善的谦逊’而是将我们自己的世界看做众多
世界中的一个，我们的处境只是众多处境中的一种。
这是您的言下之意吗？
当您说“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时，是苟同格尔兹呢，还是有进一步的想法？
　　萨：这的确就是我想说的。
“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是指，除非把自身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自身。
卢梭曾经说过，如果你想研究人们，环顾四周即可；如果你想研究人或人类，那就必须观察整个世界
，因为若要理解人的共性，必须得知道其差异。
我们的社会只是众多社会中的一个，每个社会都按照自身种属及精神发展，它们合在一起构成整个人
类。
我们谁都不比别人高明，我们都依赖于他者。
因此，我认为格尔兹对人类学的理解是对的。
　　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这个提法理解可能“通俗”些，也许我可
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谈。
我的外婆，她村子里的人把她叫做“猫眼女人”，因为她的眼睛既不是黑色，也不是棕黑色，在汉人
看来，她的眼睛是“有颜色”的。
因为所有汉人的眼睛都是黑色、棕黑，所以黑颜色就相当于无色，但其他颜色就被认为是有色的。
我外婆的绰号让我想起元朝时的一种等级观念，在蒙古帝王统治下，中国人分成四等。
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北方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猫眼女人”也许正是我们所知的“色目人”，可能还包括欧洲人和印度人。
因此，当您说“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也许可以说，在体质而非文化的意义上，我作为我外婆的
外孙，也是“他者之一”。
不过，当这些村民叫我外婆“猫眼女人”的时候，那却是一种偏见，可以说有点不好。
因为她不是汉人，而是属于其他民族，因此体质也具有文化的意义，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对自己
家乡的文化混合就比较敏感。
我们有这种了不起的混合’但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您所谓的“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因为您刚才所
谈的听起来似乎更右深意。
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跨学科讲坛文明的比较2007年5月，我在北京的讲座上讨论了关于文明的常见标准，即共同的参照
中心，相互关联的实践与事物，一种或数种相关的、提供方向感和生存意义的宇宙观，以及知识、艺
术的等级和服饰、饮食、礼仪的差异等。
也许文明概念中最有趣的部分就在于它在一些人的观念中的瑕疵：如同文化人类学家的“文化”，或
结构人类学家的“结构”概念，文明的各组成部分是松散的，不是整体的组合。
虽然文明的再生产，可以看做与社会关系、象征体系与物质实践的再生产类似，我们无须将其所有的
成分化约为一个单一的整体与再生产的过程。
文明如同“文化”，但它强调的是文化的传播；它接近“社会”，但只是一部分，这就促使我们去思
考和推断文化组成部分的惯性关联、实践和生产的方式，以及它们怎样被异地、异文明的附加成分转
化的问题。
文明很广泛，但并非社会、文化和物质生活的综摄概念。
我喜欢探讨文明概念，因为它促使我们去分析文化的融合，彼此间的传播与结合。
同时我也想强调这样的事实——对于同一文明的诉求往往来自于数个中心，它们对已经建构起来的中
心持批判的态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2辑）>>

文明不仅仅是风格、行为准则、差别和知识的传播，它同样也是同一文明不同中心的争鸣，如同某一
宗教传统的魅力与感召是在其已成就的中心之外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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