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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唯一以发展和促进社会科学为目标的联合国授权
代理机构，其主要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来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对世界和平与大众的福祉
作出贡献”。
　　50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已在全球各个国家展开工作，它一直十分关注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并且致力于证明社会科学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一事实。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强调人类学学科以及人类学方法对于理解日渐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的社会发展
动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这本书原来计划是一本人类学教材，但实际上成书之后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本的期望值。
该著作将带领读者进行一次启迪思想的航程，它涉猎到人类学的方方面面，并深入探讨了一些当今社
会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虽然该书向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全面的人类学画面，但其读者绝不仅仅限于学术界，任何对目前某
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哪怕对人类学知之甚少，仍能从该书所涉及的不同领域中找到令人欣喜又不乏
洞见的观点。
在此，我也向那些从事发展研究和实践的工作者强烈推荐这本书，因为该书向当今正在主宰政治和经
济决策的一些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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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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学>>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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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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采取一定形式的方法论层面的相对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严肃的调查研究如果同当地人的思想
观念没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点和应有的尊重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在渴望把握和分享当地人的“观点”的同时试图将这种观点纳入一直由欧美社会科学来界定的
理论分析话语之中，这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极其深刻的对立关系。
人类学家全身心地从事自己的职业调查活动，这种职业活动赋予了人类学家特殊的专业途径，而这一
途径对于有可能对人类学家的思想观念感兴趣的大多数门外汉而言是难以企及的。
即便村人有兴趣将自己的文化同其他特定的群体进行对比，这一纯粹比较研究范畴仅局限于邻近村落
的村民、殖民者、城市精英以及村人四处流动打工时所感受到的不同文化，几乎没人关心民族志的细
节描述同人类学家探求人类生活环境的全球性洞察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们可能对二者都感兴趣，但除了人类学家之外，绝没有人会试图将二者的关系联系起来。
承认受访者都是人类学家（例如Crick，1976）的观点尽管很合乎道德准则、很吸引人，也很让人尊重
，但我们还是应该将人类学家和普通受访者之间的差异考虑在内。
　　另外还有一种能产生误导的观点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这种观点认为能轻易将当地人不同的观点综
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对民族志撰述任务颇为乐观的估计经常遮掩了各方利益暗中的活动。
谁是为整个社会代言的能者？
是谁授予的权利？
人类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考虑面对这些不和谐声音的奏鸣时应注意的认识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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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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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但同时又巧妙地躲避开它们的“剑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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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