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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中国化与学科化》介绍了人类学进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其中人类学的中国化呼
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只有在回答什么是人类学的中国化、人类学的中国化要化什么、人类学的中国
化目的是什么等问题后，人类学的中国化建设才能有的放矢。因此，抛弃那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
法，根据中国人类学的自身发展状况，夯实国内与国外民族志的田野基础，在田野中修正与完善人类
学的原有理论，我们才有可能在经历漫长学科建设期后迎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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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着题目像课题接结项报告，看了内容就是一团和气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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