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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99年开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在徐杰舜教授的主持之下，开辟了一个《人
类学学者访谈录》的专栏。
经过4年多时间的努力，徐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访问了20多位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人类学工作者，并以
翔实长篇幅刊登于专栏中。
由于我一直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忠实读者，所以几乎所有的访谈录都浏览阅读过，觉得很有意
思，增加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行内故事，因此也常常对这些访谈录有先睹为快的感觉。
如今，徐教授将这30多篇访谈录汇编出版为《人类学世纪坦言》一书，让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到学者们
的“坦言”，实在是很值得庆贺的事。
徐先生来信要我为本书作序，我也就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徐教授与他的同事们访问的学者们在年龄上包括了老、中、青三代，所以在时间上代表了一段相当
长的历史记忆；在区域空间分布上除去有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者外，也包括北中南各地区的人
类学工作者，所以代表了我国不同地区、受不同训练背景学者的经验。
在单一访问时也许没有真正很有计划的谈话原则，但是结集编辑成书后却似乎已构成了一部中国人类
学发展的“口述历史”，虽说少了较早期学者的访谈，却也代表较近代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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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典与现代、学科与分支——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
景军教授，欢迎您在阳春三月到南宁来讲学。
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在与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谈到大陆的人类学情况时，都谈到清华，谈到清华就
谈到您。
今天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
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想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简历和学术背景。
　　景军（以下简称景）：首先感谢学报采访我。
我步人人类学这个学科是比较晚的，真正开始做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
早期只是感兴趣，真正严肃的研究是从199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班之后。
在这之前我曾经当过记者。
当时我做专访的时候就经常觉得自己的学术功底不够，碰到历史人物、事件，甚至包括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总觉得知识不够，所以1985年我决定去深造。
我那时对亚洲地区的发展比较感兴趣，于是就申请了哈佛大学的东亚区域研究的硕士学位班。
　　徐：那您北外毕业是哪一年？
后来又在哪里学习？
　　景：我在北外念完大三之后被选到《中国日报》，而后公派出国进修新闻学，所以大四是在夏威
夷大学念的，1982年毕业之后回国到《中国日报》。
1988年我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并没有马上想上博士班，因为当时想先做一些事情，所以
就回国了。
回国工作就是在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费孝通先生创办的。
当时这个所有许多不错的学者，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
我真正对人类学感兴趣可以说是一个偶然。
1988年我们接到一个课题，是黄河中上游水库移民研究。
这个研究项目导致了我第一次真正的实地研究，时间是1989年夏天，地点是甘肃省永靖县大川村。
那里有三座水库，造成了几万人的移民。
这里的水库移民问题是费先生去西北地区考察的时候从地方干部反映那里听到的。
费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它牵扯到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对农村人口的冲击。
这个题目后来成为我整整10多年研究中的一个没有中断的课题。
我们当时所关心的问题比较简单。
第一个是移民社区的重新组建，第二个是生态问题。
到1997年，为了研究水库移民问题，我先后考察了国内六个大型水库，最后把我的研究一直做到长江
三峡移民的问题上。
世界水坝委员会在1998年成立之后，我成为该会的中国顾问，写了一个背景报告，即《水库移民在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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