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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机构。
从学科的设置和专业方向来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
、经济学、宗教学、文献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影视人类学、民俗学、古文字学等，还包括
蒙古学、藏学、突厥学等专门的学科。
这些学科和专业方向的多样化构成了研究所的多学科、综合性特点，而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
社会民族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着重于对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含义的民族共同体（people、ethnos
、nationality、nation、ethnic、group）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显示了研究所诸多学科的共同指向。
研究所以民族学和人类学冠名的目的是为多学科建构一个共同的学术平台，在研究对象统一性的基础
上实现多学科的互补与整合，在多学科的视野中建立综合性研究优势，增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
科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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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三辑）是一本很有趣的论文集。
书中有对民族历史的追寻，有对各种宗教信仰的探讨，有对外国各学术流派的介绍，更有对田野调查
的形象描绘。
《生前开颅，还是死后穿孔？
》是对中国5000年前即有开颅术的商榷文章，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博采百家汇聚成流》则对北京文化包容性进行了全方位解读。
另外，《妙意童真末后收五十三门一关钮》等文也很有新意。
总之每一篇论文都有特色、有深义、很耐读、读后定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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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丽，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曾在德国杜伊斯堡作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中国民间生育信仰》，论文《边缘文化论》、《文化现象的解释》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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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边缘文化——现代文化的平面研究象征人类学理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简介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意义上
的历史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动因分析西方宗教人类学理论回顾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
境生前开颅，还是死后穿孔？
——关于“中国5000年前开颅术”之商榷中国历史上文身习俗的功能与象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右与
左的象征——以《礼记》为例萨满教的兽主信仰萨满教的乌麦信仰妙意童真末后收五十三门一关钮—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概览元代二十诸天的图像志考察——以《护国寺元人诸天画像赞》为中心浅谈
浙江农村庙宇神明和信众的关系——以宁波市象山县为例浙江农村佛教信仰现状调查——以宁波市象
山县为例博采百家汇聚成流——从多种宗教杂处混设状态看北京文化的包容性延边地区基督教信仰的
由来与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三十年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自我、他者
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认同阿图什的巴拉外提麦西莱甫佤族的寨门习俗寄生在同一个链条上的两
害——乌鲁木齐市贩毒、吸毒人群与艾滋病人群的相关研究性格中的排斥与相容——读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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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边缘文化——现代文化的平面研究　　大到世界，小到中国，各种文化五彩纷呈，形成了人类文
化的同构体。
并且，这种文化的同构体里，不是无序无界混成一片的一体，而是在保持和发展各种文化特征的同时
，又呈现出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依或相离、自生或共生的状态。
在这个人类文化同构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辨析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渗
、互动或排斥状态；还可以观察到同一种文化之中存在的许多现象上的差异。
中国有一句俗话：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
实际上就是指同一种文化中存在的差异性。
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关于文化平面里所表现出的差异现象，其中包括：文化的边缘、文化的边际、文化
的边际值。
　　一 文化的边缘　　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是在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文化内容的形成受实践形式制约，不同的实践形式会形成特质各异的文化内容，从而产生多样化的文
化和文化间的差异。
这是其一。
其二，人们实践活动的方式，是受地域限制的。
地域不同，自然环境不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就不同，特别是当人们主要依赖于自然环境生存
时，文化因受地域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不同，就表现得十分表面化。
其三，各民族的文化是不相同的，而最大的民族也是有边界的，因此，代表其民族特征的文化也是有
界的。
　　在任何一种文化里，其全部内容不会均匀地分布在每一个角落。
“你只需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你并不是同一文化的，甚或是亚文化的伙伴之映象”①。
文化的中心，包含着此种文化最具特征、最为典型的内容和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结构，是经过长年积
淀、总结、传承下来的该文化经典代表，它是这一地区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的表达，支配着这一
地区人们的习俗、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延续和演变。
而文化的边缘区属于中心文化的传播范围，它虽然有与中心文化相同的核心内容，但不具备与中心文
化完全相同的文化内容，甚至有些起过支配作用的文化内容，在它那里已经淡化。
　　1.文化边缘　　文化边缘是相对于文化中心而言的，它是指在某种文化范围内，随着远离中心文
化而出现的，若干中心文化内容消失或淡化的文化区域。
这些消失和淡化的文化内容，是曾经存在过的，只是现在不再支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再影响人们
思维和行为的文化因素。
　　边缘文化是对文化边缘的文化研究，是相对于中心文化的文化区域，它没有中心文化的影响力，
也没有中心文化的顽固性，更没有中心文化那么强的传播功能，但是，有多少个中心文化，便会产生
多少个边缘文化。
当然，文化边缘的四散特性，使得它在不同朝向上出现与不同类的异文化相遇的可能，从而呈现出同
一文化的多样性边缘状态：　　边缘文化并不因为丧失和淡化了中心文化的某些内容而自行消失；边
缘文化属于中心文化的传播区域，也是中心文化的淡出区域，但在文化的核心内容上，它与中心文化
是同质的，保持着一致的文化认同，保留下来的核心内容依然是中心文化的延续，“一些特性自身是
按地区归在一起的，那就应该按地区来把握它们”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缘文化是中心文化的不完全现象；边缘文化不是缺损文化，它依然是一个完整的
文化体系，是丧失和淡化的文化内容，对它来讲，一定是不需要或者是可以补充、可以替代，而且已
经被补充的文化内容。
　　2.边缘文化的特征　　边缘文化的存在，反映着中心文化的传播与扩散的范围，显示着一种文化
的影响面；同时，边缘文化的存在，证明了中心文化传播的有限性，表现着一种文化影响的衰减状况
；边缘文化的存在，还说明在同一种文化内部，也会出现内容上的差异，这证明文化的发展是主动的
，并不仅仅依靠传播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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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播只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
文化的传播是被动的，而新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形成是主动的。
　　边缘文化是有弹性的。
同一种文化在边缘上的内容变化是不固定的，地区不同，变化的文化内容不同；同一文化内容上，变
异的程度也不同。
　　边缘文化依然是个文化体系覆盖着的层面。
边缘文化虽然是中心文化的渐远区，表现的是中心文化的不完全现象和若干内容上的差别，但是这种
不完全现象和内容差别与中心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区分的界线。
它就是通过五里、十里的习俗和规矩的演变，逐渐延伸展开的文化层面。
　　边缘文化有较强的兼容异文化的特征，而且中心文化内容丧失得越多，边缘文化兼容异文化的能
力就表现得越强。
这种兼容是指对异文化的吸收和借用，特别表现在对异文化内容的吸收和借用；这里讲的兼容能力，
是指对异文化非变异性或少变异性的接受程度。
边缘文化能兼容其他的文化内容，原因就在于远离中心文化，一方面中心文化的影响减弱，使边缘文
化有条件和可能选择吸纳异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受地域的限制，需要调整一些生活方式时，自
然会按照需求选择更适合当地生活条件的文化形式，而不会按照已经远离自己的中心文化去选择。
选择总是追求需要的最大化利益。
兼容性使边缘文化比中心文化在对待异文化的态度上，更富有灵活性。
　　3.边缘文化的几种形式　　边缘文化分为三种形式。
　　（1）距离式边缘文化。
这是一种以距离中心文化远近而确定的边缘文化。
　　（2）杂居式边缘文化。
两个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长期杂居在一起形成的文化区域。
“这些交叉地区脱离了和那些最富有文化特色的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接受了各种强大的外部影响
。
⋯⋯从而获得一种和他们的原有文化根本不同的结果，但是他们的行为中又带有原来那种文化的痕迹
”①。
这种边缘文化也许正好是多个边缘文化的交汇区，形成几种文化的共有边缘文化，比如，与几个民族
交界或几个省交界，甚至国家交界的地区。
也可能其中有一方不是边缘文化，只是置身于多个边缘文化的杂居处。
比如，小的聚居区。
在这种文化区域里，文化之间时时接触，“接触的结果导致文化特质的借用”①。
这种借用是双向的，可以看到文化的互渗、互动和相互吸纳的情况。
当然也存在相互问某种文化特质的排斥。
　　（3）插入式边缘文化（移民引起的边缘文化）。
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地区，从而形成进入者的边缘文化状态。
这种边缘文化只保留其迁来时的原有文化的基本内容，或仍然“带有原来那种文化的痕迹”，是“将
自身置于一种不同的文明区中”②，与迁来时的原有文化有距离而无实质性差别。
　　二 文化的边际　　一种文化除了有它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这种现象
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特质相遇时，或者在拥有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地区内，极易观察到。
本尼迪克特用过“交界处”这个词，来表述文化横断面上两种以上文化不协调的突出状态③，我将之
称为“文化的边际”。
　　文化的边际是指在某一地区直接反映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它可以确定性地划出你文化与我
文化的区别，明确地体现着文化的界线，是对文化质的描写。
　　1.文化边际存在的条件　　每种文化本身存在的特质，是文化边际存在的必要条件；同一地区不
同文化的共存，是文化边际显示的先决条件。
也就是说，能进行文化对比的地方，就是文化边际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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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共存于一地；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直接对比时，才能看到文化边际，在
单一文化内看不到文化边际。
文化的对比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特质与另一种文化特质的对比。
　　文化边际显示只有一个条件，即不同文化的共存，而不同文化的共存形式却是多样的：有一种中
心文化与另一种中心文化的共存，如耶路撒冷；也有一种中心文化与另一种边缘文化的共存，如知青
下乡等；还有几种边缘文化的共存，如民族杂居地区。
这就使文化边际的考察是多样化的，可以考察双边际，也可以考察多边际的文化不同。
　　2.文化边际的特征　　文化边际是一条文化界线。
文化的界线原本很难确定，而我们在生活中又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文化是有界的，它那么清晰，那么易
于描述，就在我们眼前，谁都可以指证它。
“那些对于我们似乎是最重要的生活侧面，在那些其文化丰富而又志趣相异的部族看来，却是不屑一
顾的东西。
甚或同一特性会被他们搞得非常繁复精巧，以至可能被我们看成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了”。
正是这些东西，从平面上看去，它构成一条线，一条区别出我、你、他不同文化的参照线。
当然，这条线不是鸿沟，也不是隔阂，它只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与
文化的不同，展示着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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