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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由于受前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专业划分过细且死板，无法跨专业选修
。
改革开放以后，虽引进了一些试图打通专业壁垒的东西，如学分制、要求文科学生选一些学分的理科
课程，理科学生选部分学分的文科课程等，但由于积弊太深，专业过细，难以打破藩篱的弊端。
因为，每个专业的教学计划都有自己一套循序渐进的课程和时间安排，学生选课时经常会碰到“撞车
”的现象，教务处也很难安排课程、教室等。
其后果就是，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素质教育薄弱，社会适应性多有问题。
而现代社会较普遍的问题就是某些专业人才缺乏，某些专业人才扎堆、过剩，就业困难，因而出现了
一些困境。
近些年来，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深切认识到这种严峻的形势。
几年前，教育部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推出了经大幅修订的新的本科专业目录，使本科专业的种
类调整得更为宽泛。
各高校也进一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研究和修订教学计划，改革教学内容，努力使专业壁垒渐趋弱化
，基础知识教育得到强化。
通识教育的提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通识教育的好处，主要就是通识教育的每一门课都是专门为其他学科的学生开设的某学科的基础知识
，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拓宽知识面，涉猎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进入社
会后的适应能力。
为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地平线策划工作室组织了这套通识书系，并邀请我承担《文化人类学
导论》一书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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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了文化人类学导论或概论的著作，你虽不可能对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知识有非常精深的认识与体
验，却大致可以了解世界上有哪些不同的生计方式或经济制度，有哪些不同的缔结婚姻的形式、不同
的亲属称谓制度，有哪些不同的组织社会群团的方式，有哪些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的阶级与等级结
构，有哪些不同的宗教形式、认知体系和心理状况，等等。
这些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现象，对那些成日就想着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所谓“理性的
经济人”来说，是一些必需要了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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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国际交流和交往的增加，上述差别有渐趋一致的倾向。
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有关高等教育中社会科学设置的研究报告中把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
，而且认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大致相同，都是人类学之下的二级或
三级学科。
此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包含在人类学名称之下的分类格局普及开来。
　　发展至今日，由于人类是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的高等动物，因此，研究人的生物性问题主要是
体质人类学的任务；而研究人的社会性、文化性问题则是文化人类学的任务。
就这样的学理来看，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发生、发展规律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
它通常包含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三个主要分支。
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至少有200万年，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多也不过四、五千年，如果我们要了解文
化的发生以及过去的演变，就得利用考古的手段收集过去的资料并加以研究，这才可能研究文化的起
源以及至今曰的发展。
其次，人类是通过文化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而在文化中往往是透过语言这一象征体系来界定事物及其
意义并与此交流，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研究文化的学科，文化人类学中也需
要有这样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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