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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演进博弈》

内容概要

《族群的演进博弈:中国图瓦人研究》以中国图瓦人的族群社会文化事实为依托、探讨族群普遍特征和
规律为基本归宿点，主要有以下四个目的：一是较可能多地展现中国图瓦人的社会文化现相和社会事
实，梳理图瓦人的族源及发展演变历程；二是通过对中国图瓦人的研究，把演进博弈理论引入社会人
类学的研究，用演进博弈理论方法研究族群及其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三是探讨现代背景
下族群尤其是小小族群是如何维持其边界的；四是揭示、分析和探讨中国边缘族群的社会问题，并以
此考量其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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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丙胜，社会人类学博士（厦门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青海大学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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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透过演进博弈理论解释了中国图瓦人的基本社会文化面相，并以此说明演进博弈是族群发展的基
本途径，因此也是人类族群性的一部分。读《族群的演进博弈--中国图瓦人研究》时，我们可以时时
想着自己生活经验中的种种结构、规范，以及自己对它们的依循与背离（抉择），如此再艰深复杂的
理论也将变得十分简易。毕竟，复杂的是人类社会，而非学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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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恕我蒙昧，没在绝大部分章节看出作者所说的演进博弈在哪里。似乎不用这个“理论”也完全可
以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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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中国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中，真正经得起国际学术领域品评的成果并不多，如果说我们确有一些
好东西的话，那么以人类学研究居多。人类学研究需下苦功夫，需深入观察，它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工
具已基本固定，所以中国学者容易后来居上。毫无疑问，本书就是一本颇有高度的作品，为读者带来
多方面的启迪。本书聚焦于中国图瓦人，他们生活在新疆喀纳斯一带，共2000多人，以往多将他们看
成是蒙古族的一支，可他们使用的却是突厥语系。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口述史分析，作者倾向于中国
图瓦人来源于两支，一是成吉思汗时的军队，留在此地，另一是清代受俄罗斯的压迫，迁移至此。两
支图瓦人，如何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定？随着学界对图瓦人历史越来越多的揭示，今天不少图瓦人认为
他们并非蒙古族，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却毫不犹豫地认定，成吉思汗是他们的祖先。这是本书最有趣
的地方，即：基于具体的个案分析，展现了历史形成的过程，人类通过对超级精英的推崇，形成自我
身份的认同，然而，当这个认同与现实出现裂痕时，人们往往根据现实需要重新建构历史，他们把有
利的元素贴合在一起，以获得新的身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我们为自己划出的边界。一个民族在没
有外来者时，是不需要自我认同的，当别人加入时，为了和他区分出来，就需要说明“我是谁”。在
初期，语言、身体特征往往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关键，因为很直观，清人嘲笑西方人留胡子
，西方人嘲笑清人留辫子，其实都是在强调我们是谁，你们和我们不同。然而，人和人都是差不多的
，当直观的区分失效时，我们需要新的标志物。于是，我们发现彼此的记忆呈现出的鲜明不同，于是
，历史诞生了。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纠纷与摸索、碰撞与屈服，当环境改变时，我们往往要对历史
进行重新阐释。比如炎帝与黄帝，本是征战的双方，可当他们站在一起时，我们就都成了“炎黄子孙
”。历史是一连串的妥协与协商，于是，它可能并非真相，它不过是一代代人基于当时需要而建立的
共同解释，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人甚至已经无法理解前人的具体需要是什么了，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
解释路径，但我们只能接受历史的结果。所以，对于历史我们需要反思：五千年中华文明，真的是一
成不变的吗？儒家传统，真的是传统吗？而古人说仁与道，意思真的和今天是一样的吗？历史共识的
基础，究竟是什么？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演进博弈的结果，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历史就成了神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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