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玩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玩意>>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8655

10位ISBN编号：7532748650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  加里·克罗斯

页数：372

字数：273000

译者：郭圣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玩意>>

前言

　　过去的几十年，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能领略到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实证发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
最新成果，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场具有深刻而持续影响力的变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们的近期研究，是对当代人类学动向的极好阐释。
这套丛书，第一次使得中国的教授、学生和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能接触到这些研究作品。
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
、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等等。
而另一重要趋势，是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支的医学人类学，正逐渐占据日益显著的中心地位。
这一动向显示，人类学家正在转而研究影响当代各共同体的重点社会问题，并开始表达出努力转化人
类学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议、项目实施和一般传媒所用的意愿。
丛书中的部分作品也使我们看到，医学人类学已经成为一方联结社会和人文科学，另一方联结健康和
政策科学间的“桥梁”。
用跨越不同社会空间的“桥梁”来比喻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问的关系，尤其是新近创立的复旦一哈佛
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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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美国当代商业人类学专家加里·克罗斯撰写的一部商业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作品，也是学科交叉
研究的出色之作。
作品通过近百年来美国玩具业的发展史，论述小儿的玩意儿在塑造幼儿的童年生活，培养他们兴趣，
尤其在培养他们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体现的意义，并从商业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和阐明如何选择特定
玩具和玩具模式，无疑对少年儿童的成长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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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里·克罗斯（Gary Cross），美国宾州大学现代史杰出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当代儿童史，特别是儿童
商业文化及其对家庭和亲子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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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他们的玩具和我们的玩具第二章 现代的儿童生活，现代的玩具第三章 塑造孩子的未来第
四章 儿童想象力的释放第五章 构筑角色大厦第六章 婴儿潮孩子的玩具箱第七章 失控的旋转第八章 理
解现代玩具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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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类似地，18世纪的哲学家让一雅克·卢梭提出小孩子是天真无邪的，他们天生的纯朴就是他们的
美德。
父母应该通过赞赏个体表达和个性发展的教育鼓励这种自发性。
所以，卢梭和他的同伴们将童年看成是独一无二的。
孩子不是小型的成人。
应该允许他们有一个与他们自己同龄的伙伴一起度过的长长的童年时光。
就像卢梭所言，“自然要求孩子们在他们成人之前就是一个孩子。
如果我们有意地扭曲这一秩序，我们就会得到早熟的果子，这些果子既没有成熟滋味也不怎么样，而
且会迅速地腐烂。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早期的观念——它们具体地体现在儿童天才中——认为年轻一代应该尽可能早地进入成年队伍。
②　　但是，我们不能将现代玩耍观或者过度玩耍归诸洛克和卢梭。
他们几乎没有鼓吹过放任教育。
洛克发现童话故事会搅扰孩子们的心灵，他相信，为了学习生存所需的工作和原理，穷人的孩子从4
岁起就应该工作。
他的理想并不是自由玩耍而是成人控制下的玩耍。
卢梭的男孩教育手册——《爱弥儿》，今天也被认为是专制的。
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儿童玩具的鼓吹者们不仅强调自发性和想像力，而且关注道
德与智力训练。
玩具被认为能够传授理性主义者的价值观和对财产权的尊重。
这些理念仅仅在文学作品和富人阶层中实现了。
但是它们为广泛传播的现代观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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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玩意：玩具与美国人童年世界的变迁》以19世纪末美国现代玩具业的兴起为起点，讲述了美
国孩童在过去百年来所玩过的种种玩具。
这些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向我们诉说着20世纪美国人丰富的童年生活、多变的育儿观念，以及日益勃
兴的现代消费社会史。
玩耍是孩子的工作，而玩具就是他们的工具。
玩具向年轻一辈传递了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期望，也向父母诉说着年轻人寻求的认可和自由。
玩具在唤醒成年人童年记忆的同时，其日益商业化的影响，又使人不无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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