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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

内容概要

《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的首要目标是向学生全面介绍文化人类学。本书吸取了一些人类学思想
流派的研究成果和理念，向学生展现了各种研究方式，如演化论、历史特殊论、传播学派、功能主义
、法国结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相结合的情况。这样兼容并蓄的做法，反映了作者的信念，即各种
不同的研究方式都谈到人类行为的重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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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得倒是很全面很清晰，但导论书避免不了的就是比较浅，所以感觉解除了一堆名词但其实具体
内容还需要别的更深入阅读。
2、就翻譯太差了
3、过了一遍。很教科书的教科书，比较全面，也还算清楚。只是有不少人名前后翻译都不一致，17
页hypothesis这个词拼错了。
4、各种涨姿势，天哪我好想学人类学
5、看完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人类学不是我的菜。
6、终于扫完一遍！这本对自学者超级友好！
7、文化人类学课的教材⋯
8、是因为翻译的原因很多人给低分吗？我翻译注重得少，不过在看的过程中这本比第十版的各章小
标题设置更详细，更有系统感，也更多了些新知识
9、教材。继续在推各种版本教材和原著的路上。哈维兰这本教材比科塔克的写得好，只是这本的翻
译实在太糟糕了，简单一个博厄斯，居然不同章节分别出现了鲍亚士、布尔亚什、博厄斯三个时代的
译名。涂尔干和迪尔凯姆更是一章用一种，太糟糕。
10、在四趟共8次上海往返长沙的飞机上看完的= =。。。以后这样子读书速度一定会加快很多！！！
11、就是课本嘛⋯⋯跟老师讲课相比，不同的逻辑，一样的无聊⋯⋯考前扫完一遍一会儿去看ppt，祝
明天满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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