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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概论》

内容概要

《人类学概论》特点有三：一是涵盖了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例如对影视人类学的最新发展
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且介绍者为该领域的体验者，具有较高的信度。二是突破一般教材纯文字静态
讲述的传统，以文字、图片、光盘等展示当代人类学概貌，12位著名人类学家的素描，9部出色的人类
学纪录片佳作等，使学生真正体认到人类学的博大与丰富。三是行文难易结合，深入浅出：重要概念
、术语的解说呈点状分布，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贯通，便于教师授课时取舍；理论分析概括性强，并配
以“实例解读”加深学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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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孔韶，人类学博士。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弗里茨博士后研究（1990-1992）。现为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著有《教育人类学》（1989），《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
与文化变迁（1920-1990）》（1996），《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合著，2004），
主编《人类学通论》（2003）。出版景视人类学作品《端午节》（1992，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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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
第一章　人类学要义
第一节　何为人类学？
第二节　人类学的领域
第三节　认识论与方法论主题

第二章　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
第一节　进化论
第二节　传播与社会，文化
第三节　功能论

第三章　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续）
第一节　自然，结构与符号
第二节　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理论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的重构

第四章　人类体质的属性
第一节　什么是体质人类学？
第二节　生命起源与人类进化
第三节　人体差异与人类文化

第五章　考古与博物
第一节　考古学，考古史和考古人类学
第二节　博物的研究

第六章　田野研究的特征
第一节　田野工作的研究取向
第二节　田野研究的类别选择
第三节　研究性质和田野伦理

第七章　田野调查方法
第一节　进入田夜工作地点
第二节　田野调查方法举要
第三节　田野资料与整理

第八章　沟通的意义
第一节　理解语方
第二节　语言的社会文化关联
第三节　交际民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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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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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买这本书是冲着庄孔韶的名字，他的《银翅》是本不错的著作。一般而言概论都是多余的书，让
学生死记硬背那些学者、书名、理论，是无用的，没过几天，考完试就忘掉。要学一门知识，不是读
这一门的概论，读了《文学概论》而成为文学家的，估计是一个也没有。读了《人类学概论》而成为
人类学家的，有没有我就不好断言了。概论都是大而全，想样样都说到，但样样都只说到皮毛，无法
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它就像一瓶纯净水，无色，无味，无臭，最后自然后是无迹。我就奇怪，教材为
何没有编者自己的立场，偏好？一本好书应该是留下编者的体温、气味，痕迹——哪怕是劣迹。中国
的教材一直是没有“迹”的，这种种学术洁癖的根源说到底，正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德道洁癖。扯
得远一点，自由国家的政府与政党是不管道德的，不在道德方面引导或批判，因为道德归社会领域，
而不归政治领域。但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与政/党则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样样要管，连道德也要
归，当政治介入道德，除了需要道德为自己服务之外，剩下的，只允许道德做一个有严重洁癖的修女
，最佳状态，要“洁癖”到如蒸馏水，要“修女”到如透明人，也即是“无”。在这种国家洁癖的影
响之下，教材，自然也要学术洁癖了。教材的学问洁癖到了极致，便是放弃判断，只用中性的词陈述
发生过的事，并且，还要屏蔽掉、忽略掉政治不允许的那些著作、学者、学说。这样的教材，如果还
难给读者留下“痕迹”，那简直是“神迹”了。当然，不是说这本《人类学概论》编得不好，让入门
者了解人类学，还是用得上的，我买它的目的是给开堂读，开堂读了，没评论过，我读了，也没什么
印象，故聊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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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人类学概论》的笔记-通向跨文化比较

        1如何设计文化比较
（1）按地理区域进行的比较。
（2）按样本大小进行的比较：小样本比较个案不超过10个。
（3）按数据搜集人的不同进行的比较：分为基于田野调查建立的初始数据，和从他人研究中获取的
二手数据两种。
（4）按共时性和历时性进行的比较：共时性比较为在在同一个时间段内的横向分析；历时性比较为
在较长时间里进行的纵向分析。
2操作模式
（1）隐含的比较法：较为常见，颇具成果价值。指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当看到目标文化的某种
实践活动时，总会不时地反思自身文化的相似实践。导致在人类及其文化的性质方面做出理论建构。
（2）两元文化比较法：对两种不同文化里的相似实践进行系统的对照和比较，识别出相似和差异。
目的在于识别作为两种文化共同基础的恒定要素，并离析出导致两者间差别的可能因素。这种因果环
节一旦建立，研究者就能提出解释这些差别的各种理论。
（3）多元文化比较法：不尽相同的方式。
3什么是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是人类学家在对从世界上不同民族获得的经验材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验证理论假设，发现人类行
为的共性与差异，以实现理论概括或发现某种通用的研究方法。
    跨文化比较建立前提：承认文化具有多样性、整体性和相对性的特征。而且，人类社会各种不同生
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还需相信“通过习得当地人的语言，民族志工作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即诸种视野的融会），同时承认存在着超越文化和语言界限的客观现实”。并秉
承人类文化【普同性】、相对性、适应性和整体性的认识，不断思考与规划，从一个个孤立的田野个
案调查点逐渐走向扩大的比较研究之路。

Basic abilities for anthropologists: 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 

2、《人类学概论》的笔记-前三章

        1、人类学学科简介：
a人类学概念--研究人性与文化，横跨自然社会学科
b学科特征--田野研究与民族志
c学科对象--他者与他者性
d分类--生物/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社会人类学/民族学
e方法论--普同论；文化相对论；生物-文化适应；整体论；跨文化比较
2、人类学理论流派
a进化论
b传播论--埃及中心论；文化圈理论
c历史特殊论→文化人格理论
d功能论--文化/心理功能论；社会/结构功能论
e新功能论--社会过程论；平衡论；社会冲突论
f新进化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
g结构主义
h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
i结构马克思主义
j政治经济学派
k实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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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反思人类学/后现代主义

3、《人类学概论》的笔记-第326页

        我们也需要在政府（government）和政治（politics）之间作出区分。政府的职能在于代表整个群体
为获得公共目标而做出决策。这包括发动战争以维持群体安全、处理日常法律和秩序事务。政治关注
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层面，如果说政府涉及取得共同目标，那么对权力的竞争就叫做政治
（politics）。政治聚焦于对人与资源的操控，增强权势的计谋，竞争权力的派别的出现以及带有不同
观点的政党的形成。政治强调对立的观点，以及不同而不是共同的目标。可能是我个人比较理想主义
，对于政治从来就没有好感。“谋权”涉及太多人性层面的东西，强调对立引起冲突不是什么好事情
。并不是要忽略黑暗面只是人总是向往安稳的吧⋯越是看着绝望越是要自己给自己希望。

4、《人类学概论》的笔记-第四章到第八章

        4、体质人类学
a体质人类学概论--定义、研究领域、研究属性
b生物起源及进化--进化、变异、选择
c人类起源及进化--森林古猿、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
                非洲起源说、多地区起源说
d生物学差异、人类节律与文化惯习

5、考古人类学

5、《人类学概论》的笔记-第7页

        我们常常只能在有限的田野中面对一般性的和个别性的文化，于是，我们观察和参与的不同文化
中人性的差异也就呈现了——即人类学家卷入的他者的文化和他者的人性呈现了。不仅如此，他者的
文化与人性是如何在时空中转换的也在此列。因此，针对人类本身的整体观以及反身之自我认识，都
将透过对他者的文化和人性的理解而受益。在这一意义理解上，可以说“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
。

他者（others），不仅指向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的是指向与自己不同的文化（other cultures）。换
句话说，我们所主要关注的不是作为人群的他者，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

早期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是在试图解决本文化与他文化接触时出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评价问题；而晚
期近来的人类学家是在运用他文化和对他文化的研究成果——“他者性”来反观、诠释与重构本文化
。如赫斯科维茨（M.J. Herskovits）所言：我们有欠于培植我们的社会，必须长期地偿还它，即用我们
对了解文化的性质和进展的基本贡献，并借此以解决一些我们自己的基本问题。所以，今日人类学的
学术工作有一个“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它最激励人的特性，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
发现的生命旅程”。
【涉及】
1、他者
2、研究他者的意义
3、研究人类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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