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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是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考察，要写的是李安宅先生的人类学思想史。

我们要从李安宅最初的对中国经典的象征理解路径出发，看到这是对当时既有的中国史研究的不满足
和反思，我们要进一步把祖尼人类学看成是该理解的一种延伸和扩展，并由此诞生出互惠人类学。
进一步说，从上述脉络中，著者陈波把李安宅的人类学理解为带有结构诉求的象征主义的人类学，带
着历史的色彩。
它与英国和中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美国博厄斯历史学派人类学、意义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等有着密
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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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波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现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2005年-2006年前往美国访问，并在北卡大学
东亚系、杜克大学人类学系授课。
2007年-2008年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实地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文明／文化的历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民族社会学和学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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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李先生以第一章说明礼的本质、功用（即后来说的功能）、行礼的资藉和礼的理论。
礼的本质就是始于人情的文化，以人情为本，以节仪为文。
礼的功能，乃是别禽兽、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安身立命、治国、知人、防败等②。
这就为礼定下一个本质，也将礼作为文化的组织性的原则。
换言之，汉文明是一个文化的象征体系，其本质和组织原则是礼。
这为威氏的文化纲要赋予灵魂：这个普遍范型有一个特质。
康有为曾为维护中华文明发一言：“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
日：孔子之教而已。
孔子之教，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精粗，无一而不举。
”又日：“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义、法度，皆以孑L教为本。
”③若省却其政治目的，而专就观点而言，康有为和李安宅之间，是多么亲近。
这让人联想到吴文藻在1926年时写给冰心父母的求婚书。
其中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我们留学生总算是智识阶级中人，生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中国，要想图谋祖
国社会的改良，首当以身作则，一举一动，合于礼仪④。
王铭铭教授探讨中国式的社会理论时，将李安宅、费孝通和钱穆等学者在讨论“礼”方面的贡献并提
，以明了中国本土的概念对理觯西方文化概念的作用和建构中国式社会理论的贡献的潜力，他对李先
生的这部著作有一番评论，其文如下：李安宅是一位重要的人类学老一辈，他是出名的藏学人类学家
，也是中国人类学最早从事海外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印第安人研究，有相当的开创性）。
李安宅对于“礼”的论述，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注意得不够，其实它蛮有意味。
如同不少比较文化研究者，李先生谈“礼仪”时，注重它的层次性，更注重作为其核心思想的“中庸
”。
所谓“中庸”，在人类学中可以理解为一种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状态，古人称之为“文质
彬彬”。
“文质彬彬”，是既质朴，又文雅，“质”说的是原始，“文”说的是文明，所谓“礼”的思想，即
主张是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路线，不至于失礼，又不至于为了礼而变得过分的虚伪，“文过饰非
”。
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早已于1930年出版，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笔
下的“社会学研究”指的是一种以“社会”观念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的建树极高。
除了谈到礼仪的“文质彬彬”之外，李先生在书中提出了礼仪的诗学态度，李先生主张，礼仪这东西
，关键是表达感情（人情）。
礼仪的理论基于一种设想：人们是因为爱对方，所以才用礼仪来尊敬对方，这种爱和敬，如同诗歌里
表达的那样，是充满感情的。
古人之所以老将“礼”与“乐”混合起来谈，便是因为“乐”酌感情表现是“礼”的一个重要属性。
从李先生的书，可以窥见古代中国观念之特征。
他在书中的一个地方提到，在他看来，宗教与白日梦有密切的关系，说人因在白天做梦才发明了“宗
教”，这使我感触良多。
西方神学和人类学，都说宗教是人根据晚上的梦想象出来的，晚上做梦，人“灵魂出窍”，到处游荡
，人类学家想到“万物有灵论”。
而李先生说人白天做梦，“白昼见鬼”，“明知故作”，造就了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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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是四川大学“211工程”子项目，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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