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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经过修订和大家见面了，这套教材是由王铭铭教授策划的，包括国际
人类学界在世纪之交前后出版的五种著作，作者也都是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
考虑到作为一套丛书，这五本书也是各有侧重。
从基本概念、人类学概论、学科发展史和理论史到田野工作方法，覆盖了作为文化人类学基础的几个
主要部分。
然而，选人这套丛书的这些著作又不是简单的教材。
如《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一书，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编写的，领衔作者迈
克尔·赫茨菲尔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著名教授，没有像通常的《文化人类学概论》那样四平八
稳地展开教科书式的讨论，而是用一种反思“常识”的眼光来展开思辨性的讨论。
其他几种作品也是可以用作教材但又高于教材之作。
这套丛书出版之后，以学术著作难有的速度很快售罄。
我们在这一次修订中，将过去改译书名的两本书重新订正，回归本来面目。
　　学术史是学术研究和训练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人类学家的成长道路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
有些人可以先搜集和积累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或者说对生活的详细观察有所收获，开始觉得有研究
的必要，需要解释这些材料。
于是乎通过阅读和请教，学习人类学理论，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熟悉不同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路径，
再加上用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技术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成为人类学家；另外一些人
，在已经学术制度化的今天主要是从院校中培养出来的。
在大学课堂中学习相关的课程，阅读人类学经典著作，听各路名家的讲座，然后再去进行田野工作，
进行田野民族志写作，最终完成从学生到人类学家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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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它旨在对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做一个总览。
该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材，它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在人文视角与科学视角之间、在象征与实质
之间开辟一片“积极的中间立场”。
著名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摒弃传统的学科布局，将他的同行——那些在人类学各领域中的专
家——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对话空间，来探讨如何让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照亮并揭示那些隔岸观花的研
究所无力企及的人类状况。
    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作品，它展现了人类学家长期从事的理论研究和一向坚持的伦理道德感，从
而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批判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缺乏宽容感的人类行为中始终都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该书所探讨的话题涉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各个领域，学生们能够从中对该学科进行宏观的把握，但或许
更重要的是，读者将发现，在一个通讯与交流接触日渐频繁的今天，他们可以透过该书对文化和社会
中的各种复杂现象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目前出版著作7本，论文数篇。
曾任现代希腊研究协会会长和欧洲人类学学会会长、《美国民族学家》杂志主编。
曾获斯特雷奖（1994）、皇家人类学学会里弗斯纪念勋章（1994）以及多项研究基金，其中包括古根
海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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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化　过去为什么会变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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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没有用于贸易的商品　商业协作与家庭生产：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　经济体系：社会的、政治
的还是文化的？
第五章  政治　对“权力”研究的批判性回顾　权力与权力的表象　政治机构与政治网络　政治礼仪
：仪式与权利　从后民族到多元文化：新的研究视点第六章  边界、交点与分类群体　支离破碎的定
论　鳞片与孔隙　由城市到交点（Nodes）　必要的区分：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交流主义　对方法论
所做的修正　交点、边界与群体的重新分类第七章  发展论　作为文化实践的干预行为　发展人类学
中的文化与经济　措辞与关于发展的人类学　人类学与发展：实现新的实践理论、实现新的理论　实
践　实现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展时代的人类学？
第八章  环境论　作为范式的实践行为？
　生态木偶剧：环境决定论的故事　文化生态学与文化唯物论　反应与分歧　文化相对论及其含义　
什么是“自然”？
　环境话语与人类学的观点第九章  字宙论　在宇宙中生存　大众神正论与教义神正论　神话与宇宙
哲学　时间与“瞬间”　仪式与宇宙秩序　宇宙哲学与表象　认知与宇宙哲学第十章  苦难与学科　
学科、标准和关怀　古典遗产：重温神正论　苦难之为教育学　物与人　亲属关系与神正论　苦难政
治经济学　司法制度和官僚体系对苦难的盗用　提供证词第十一章  感官　常识、感官　感官人类学
？
　受到挑战的三种假想　感官与系统知识　本领域的奠基工作　感觉未来第十二章  秩序的展示　秩
序的工具　转换：仪式的超逻辑　官僚秩序和国家展演　呈现：展演的超逻辑　反抗之地，服从之地
第十三章  美学　艺术之声　其他美学第十四章  传媒　规模宏大的密切关系　想象，身份，权力　媒
体的背景　政治舞台：观众和选民　娱乐性与严肃性：对平凡的赞扬参考文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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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认识论　　悬而未决的知识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曾就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区别进
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是这门学科的确切名称更多地意味着这是一门地方性的学术历史，而不具有任何
实质上的区别。
这门学科归根到底是一门经验的学科，但它是否也是经验主义的却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本书包含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二是本学科对民族志研究及撰述的依赖性。
在此我们应尽力摒弃后者所隐藏的简化论的观点。
一方面，不应过分相信那些当场的和实用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同时也不能将所谓的“民族志过于自
负的权威性”批判得一无是处（其中较为激烈的批判可见Clifford，1988），人类学应该介于两者之间
，不偏不倚。
从历史角度而言，这一立场是很有意义的：民族志撰述者的观点可能隐含着殖民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
，大多数人类学家对此深表忧虑，也进行了批判（例如Asad，1973；Clifford & Marcus，1986）。
殊不知，这些批判民族志的人类学家本身就带有这种偏见，并在实践中娴熟地加以运用。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对这些隐含的殖民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过于敏感，反倒使得
自己的田野工作一开始就带有了一种过于丰富的批判情结。
　　格尔茨1973年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_《深描：朝向文化的阐释理论》（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在文中，他将文化的阐释和人类学等同视之，并宣称文化的阐释“并非是为了寻求定律的实践科学，
而是为了寻求意义所作的阐释” （Geertz，1973a：5）。
这一观点无疑过于极端片面，对这门学科的困扰总是挥之不去。
和其他任一学科相比而言，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它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
科学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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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著作——它在各方面都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天地。
这本处处闪耀着思想火花的作品并不是要讲述人类学从何而来，它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学目前的发展状
况以及人类学将往何处去的问题。
该书的发行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玛丽·道格拉斯，伦敦大学学院大学　　这是一本十分引人入胜的不寻常的著作！
它既汇集了不同学者的思想，同时又是一部作者个人的作品。
赫茨菲尔德不愧为“击剑”大师，他将同事的著作吸纳为己有，但同时又巧妙地躲避开它们的“剑峰
”。
该著作处处充满睿智，使学者间的对话能够进行到底。
像这样的“教材”应该更多一些才好。
　　——玛丽莲·斯特森，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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