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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内容概要

本书以后天的人为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呈现了著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的田野工作及其
背后的理论框架，梳理了本学科理论之间的脉络及其理论分析色彩。书中反映了不同人类学家所关注
的思想理论及学术的焦点、难点问题，还注重了在收集、分类、归纳、分析的过程中不同学派的方法
及方法论等内容，提出了科学精神的文化。

Page 2



《人类学》

作者简介

罗红光，北京人，文化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经
济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曾主持“公共服务社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湄公
河论坛”（发展与环境）、“亚洲论坛”（文化与社会）等大型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主要作品有《
黑龙潭：一个中国村落的财与富》（日文版，2000年）、《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
（2000年）等。

Page 3



《人类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类学与文化
第一节 人类学的研究性质与范围
一 学科性质
二 学科划分
三 理论上的公共性
第二节 作为人类学的分析基本单位——文化事实
第三节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特征
一 方法特征
二 方法论
三 面临的问题
第二章 身体——身体技能与存在方式
第一节 “生物学”的身体——文化事实（一）
一 生物学背景
二 人种学背景
三 身体的性学背景
第二节 文化的身体——文化事实（二）
一 身体的秩序
二 身体的社会化
三 信仰与身体
第三节 举止及秩序——文化事实（三）
一 作为象征的身体
二 姿态的社会性
三 审美的身体
四 科学话语中的身体
五 生命权力
第三章 语言——符号（象征）的世界
第一节 符号的世界
一 符号
二 能指与所指
三 客位与主位
第二节 表层结构与分析方法
一 表层结构
二 分析方法
第三节 作为文化事实的语言
一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二 语言和社会的关系
三 书写文化
第四章 性——血亲与姻亲的意义系统
第一节 性经验与婚姻
第二节 家庭类型及婚姻关系
第三节 亲属制度及其身份表达系统
一 亲属称谓
二 亲属制度
三 社会关系及联盟的雏形
第四节 生活共同体的性质
一 家庭经济
二 家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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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仰决定人的社会属性
第五章 物——物质文化
第一节 物的种类及属性
一 自然物
二 造物
三 文化遗产
第二节 社会结构中的物
一 生产关系中的造物
二 社会关系中的造物
第三节 象征意义的物
一 “物”背后折射的思想
二 文化变迁
第六章 空间——地方在场
第一节 空间的物理属性
一 组织空间
二 信仰的空间
三 意义的空间
四 虚拟空间
第二节 人的“社会（化）”平台
一 社会过程与交融
二 公共性：公共平台的建构
第三节 空间符号及其意义
一 超越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二 超越物质主义的分析视角
第七章 时间——历史过程
第一节 时间的种类及其意义
一 时间的种类
二 时间的意义
三 客位与主位
第二节 时间的文化色彩
一 努尔人的时间
二 黑龙潭人的时间
第三节 时间的属性
一 结构性时间
二 象征性时间
三 历时性时间
四 时间背后的政治立场
五 关于时间的焦点问题
第八章 差异——建构的阶位
第一节 存在的条件
一 差异的文化现象
二 品味欲望嗜好
第二节 阶位与阶序
一 传统结构
二 现代社会的结构
三 社会再生产
第三节 对存在方式的占有
一 资本形式的空间结构
二 象征意义的竞争——身体习性的卓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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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交换——生产与消耗
第一节 商品交换与礼品交换
一 交换的属性
二 交换的规则
三 交换的形式
第二节 动机：欲望与需求的文化
一 劳动交换
二 生产财富与道德的问题
三 礼物的动机
四 交换：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机制
第三节 交汇：从交换的手段到手段的交换
一 礼物交换研究给我们的礼物
二 交汇：劳动交换与消费交换
第十章 信仰——理念与归宿
第一节 信仰的表现与意义
一 自然崇拜
二 鬼魂崇拜
三 祖先崇拜
第二节 仪礼
一 仪礼与仪式
二 过渡仪礼
三 国家仪礼
第三节 两种思维
一 真善美
二 宗教人类学
三 信仰理论
第十一章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研究规范
一 田野工作：程序
二 田野工作：参与观察阶段
三 田野笔记
第二节 研究范式
一 方法论
二 研究范式的外延
第三节 著述文化
一 主流民族志
二 跨界民族志
三 虚拟民族志
第十二章 人类学诸理论与方法论
第一节 达尔文主义
一 社会进化论
二 线性的历史观
三 方法论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
一 无产阶级的信仰
二 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
三 方法论
第三节 功能主义
一 复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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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整体论
三 方法论
四 比较
第四节 文化相对论
一 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田野研究
二 人格
三 方法论
第五节 结构主义
一 两种结构主义
二 方法论
第六节 象征论
一 象征与社会性隐喻
二 意义系统
三 方法论：隐喻与符号的诠释学
第七节 东方主义
一 关于东方的韦伯悖论
二 儒家文化圈内外
第八节 反思主义
一 围绕理性的讨论
二 反思人类学与文化表述
三 方法论
第十三章 科学精神的文化
第一节 科学行为的文化现象
一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二 科学与文化的关系
第二节 文化范式的可能性
一 文化科学
二 跨学科的理解机制
三 范式转换的可能性
四 文化范式下的物质基础
第三节 科学文化的应用基础
一 对科学的期待
二 面向自然的自然科学
三 面向人性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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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研究生的教材，和国外的那些做过天野的人比起来，很生硬。但是，从知识普及和概貌
的角度，发现又不会像西方的教材那样拐弯抹角。算是作为提纲挈领的吧！
不过，另外一个感觉是：杂合在一起！
肯定是看了很多的书，把那些内容整合在一起了。
2、一本多好的教科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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