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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何为文化人类学一、人类学的诞生及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二、文化：文
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者的文化四、理解文化：学习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第二节　如何学习文化人类学一、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　二、关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三、
文化人类学课程学习的具体方法第二章　符号、文化与人类社会第一节　人与符号一、人的符号性二
、符号的功能三、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公共符号第二节　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一、文化的差异性及
其理解二、文化的相似性及其理解三、文化是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统一第三节　文化的特性及其结构功
能一、文化的特性二、文化的层次结构及其功能第三章　文化生成的基础第一节　生境、适应及文化
的生成一、文化与环境关系的不同界说二、生境与文化的生成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
用第二节　人类社会的生计方式一、狩猎与采集二、园圃农业三、集约农耕四、畜牧业第四章　田野
调查与民族志第一节　田野调查及其历史一、什么是田野调查二、田野研究方法的确立三、中国人类
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历史回顾第二节　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及过程一、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二、调查
课题的选择及提纲拟定三、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四、进入田野五、文化震撼六、价值中立与田野伦理第
三节　民族志及其反思一、什么是民族志二、西方科学主义民族志的确立三、民族志的反思第五章　
语言与文化第一节　语言的本质和功能一、语言的本质二、语言的功能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二、语言与文化结构的关联第三节　语言濒危与文化多样性危机一、世界濒危语
言现状二、濒危语的成因及抢救第六章　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第一节　性别与社会性别一、性别与社
会性别二、社会性别理论三、性的禁忌第二节　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一、婚姻二、家庭三、亲属称
谓四、继嗣群第七章　族群与族群认同第一节　族群概念一、西方族群概念的认知历史二、中国学术
界对族群概念的界定第二节　族群与民族的关系一、族群与民族的学术论争二、族群与民族的区别第
三节　族群认同研究现状一、族群认同的基本特点二、族群认同的基本理论第八章　宗教与仪式第一
节　宗教的含义及类型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宗教二、超自然存在的类别三、宗教中介第二节　仪
式与巫术一、仪式二、巫术第九章　濡化、社会化与涵化第一节　濡化、社会化与涵化一、濡化——
文化传递的方式二、社会化三、涵化——文化输入的方式第二节　文化中断与文化适应一、文化中断
二、文化适应第十章　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流派第一节　范式与理论流派一、起源——历时阶段二、结
构——共时阶段三、意义——互动阶段第二节　人类学中国化一、何为“人类学中国化”？二、中国
人类学的实践三、人类学的中国经验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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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文化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的理解　　第二节　如何学习文化人类学　　作为一
门课程的学习方法，与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侧重点上肯定有所不同，尽管二者之间有许多的联
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内在地规定了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方法。　　一、文化人类学的学科
性质和特点　　1.文化人类学的人文取向　　人类对世间万物的认知方式是不一样的，由此也形成了
不同的学科传统。从大的方面，我们经常讲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或有时我们扩大一点将
社会、人文并称而为“人文社会科学”）分别将自然现象（物质世界）和文化现象（精神世界）纳入
到了“科学”的研究视野中。文化人类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在这里稍微讨论一下自然科学与人文
科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在“科学主义”
居于一种强势地位、拥有几乎毫无限制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认真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②　
　首先，“科学”的含义并不是自然科学的专有名词。就“科学”概念的希腊传统而言，“科学”主
要是指广义而言的“学问”。如在亚利斯多德的学问体系中，除了“理论的学问”外，还包括了“逻
辑的学问”、“生产的学问”、“实践的学问”等。而“实践”以下又可细分为“伦理学”、“政治
学”、“经济学”等，这些都是与人类的心智活动息息相关的。在德文中，“科学”（Wisen-schaft）
一词是源于德文“知识”（wissen）的抽象名词。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一般都用以泛指任何有
一定规模的学问。康德明确界说了“科学”的定义：　　“任何一门学问，只要能构成为一系统，即
一按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的知识整体，都可称为科学。”③　　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基于不
同认知对象而产生的系统的学问。不应该将二者截然地对立起来。　　其次，二者在研究方法和具体
的研究路径上有显著的区别。举例来讲，自然科学的许多具体的研究可以通过反复实验的方式进行论
证。而这种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却无法实施。这不是人文科学的“先天不足”，而是由于人文科学
研究对象的特点，使人文科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自己的研究。例如，文化
人类学属于人文科学，其探究的文化和心智大体上属于能感知却无法精确度量的精神世界。对这样一
个世界的探索，是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式进行论证的。　　与自然科学相比，文化人类学致力于探讨
人性（如善恶、美丑等），无论是从其传统的主要论题，还是从其现实的关怀来看，这一学科都更具
人文取向。它不是一门冷冰冰的学科，它追求的是在理解文化的基础上弘扬属于人类的人文精神价值
。这种态度贯穿于人类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领域。　　2.文化人类学的实证性　　实证
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特征，并构成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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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于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研究来理解文化的本
质（进而理解人）的学问。编著《文化人类学概论》的目的是向没有任何民族学和人类学基础的同学
尽可能全面地介绍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在通过一段不长的时间的学习后，能够初步掌握文化
人类学的基本历史、主要的议题、重要的观点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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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薄薄的一本书，花两小时翻完，很是长见识
2、比较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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