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1086102

10位ISBN编号：7811086107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中央民族大学

作者：王建民，汤芸  主编

页数：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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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前言

年的发展历程，从恢复学科设置、确定学科地位、建立学术团体、引进学术理论、进行田野调查、发
表学术论著、培养学科人才，到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话，呈现出纵向发展和横向扩张局面，然而其
中亦有诸多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检讨之处。
在2008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于中国召开之前，系统地梳理学科发展的得失更有必要。
2006年12月1日至3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民
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召开了“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一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
西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首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和学术
机构的三十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北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近两百名相关专业研究生及爱好者到会聆
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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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部分中国人类学家就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发表的专题论文集。
论文作者来自当代中国大陆最主要的人类学学术机构，他们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研究角度反映
了中国人类学最新的研究动向。
在本书中，作者们通过区域性研究的追溯和学科发展史的回顾，对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人类学的学
科进行了讨论；借助学科史的梳理，来反思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基于各自在人类学不同分支的研究实
践，说明了这些分支学科的最新进展。
本文集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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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二、背景与反思在中国，作为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与人文学科三个层面对人的存在及其多从关系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整体范式，人类学是舶来品。
其主要在近代由外部输送者和内部引进者的“推”、“拉”合力造成。
但是在这内外之问，不仅路径有别，而且目的各异。
外部输送者所依托的在表面是现代西方。
其内在的脉络则是“两希传统”，即古代希腊和希伯莱。
此二者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分。
因此就整体和来源而论，舶来的人类学之根底与其说叫“西学”不如称为“希学”。
其与本土的“汉学”形成对照并产生冲撞和竞争。
这“希学”里面，相对来说，古希腊一脉，秉承的是强调人之自我的理性认知，也就是由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开启的以人为起点、目的和中心的人本主义宇宙观及其所关联的世界图式。
希伯来一脉，则贯穿着犹太教一基督教等《圣经》体系所共同信奉的上帝创世论及其推演的人类赎罪
说。
由于二者均楷有整体和根本的普世主义逻辑与动力，其向非西方地区的播化是迟早的事，在近代传人
东亚与中国等地则『不过是“殖民扩张”与“世界归主”的地缘拓展而已。
并且相比较来看，这时候通过西方向外扩展的“希学”，在结构上其实同时包含着可称为神学、物学
和人学的三个方面。
启蒙运动后，同时兼容着上述两大传统的“希学”越过中世纪的积淀，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科的分工合作方式在世俗化社会日益彰显，并借科技和教育的力量深入民众，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
活的新型话语方式和形塑市民行为的公共基准。
这时，人类学自有的整体谱系中，生物与文化的面向逐渐因各种现实需求的缘故而朝着更加科技化和
政治化的趋势推演，成为用以进一步改造自然和殖民扩张的利器。
与此同时，其哲学面向则退守于较为深层隐蔽的思辨之中，延续着自古相传的“认识你自己”这样的
对人类之谜的自我解译。
可见，“希学”传统的人类学诸面向并未中断，彼此间的互渗补充内在连接，此起彼伏。
也就是说，其对人类存在和世界问题的关注、解答仍旧是在整体的推进着。
这一点，倘若只凭观察人类学在当代各分支形形色色、好像杂乱无章的表象，或许感受不到；但如果
能更为完整深入地来看，则可以从无论康德还是卡西尔和萨林斯乃至舍勒、福柯等的相关著述里一一
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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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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