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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类学引论》

前言

　　中国的人类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重建，到90年代以来，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
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
培养问题o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
发展成熟成为学科的骨干力量。这些学者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
、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许多人在国外求学数载，直接沟通了中国
和世界的研究。　　2．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
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
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望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有的高等学校利
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
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
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
和生态进行研究。学科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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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人类学引论》主要内容：人类学对民族的研究，实质上是跨语际的，是在多种文化和制度的接
触和碰撞中展开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意义，并非只是为人们贮存下对那些已经消亡的、或者正在消
亡的，以及实存的个别民族的记忆和知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并非是要提出什么“民族主义”
的问题，囿于“民族”的框架，是无法表达出人类整体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人类学对文化民族性及其
与实存发展关系的强调，实际上是把其对“另一个”和“另一处”的探寻和研究最终归结到对人的类
整体的全面理解上；而在其研究中“民族”一词的歧义性使用，则表明它已对以往研究的旧有语境和
客观诉求提出了根本性的疑问，即：怎样重新认识“学科行为”中的认识论机制？人们何以取得他们
所取得的知识？这些知识背后的认识论前提是什么？话语和知识怎样参与历史的真实创造？等等。
十分清楚，人类学正在重塑其研究的新基点，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范围。民族的社会性存在既然
包含着多重的发展的关系，就必然的理解，才能获得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对话的广泛基础，也才
能把其研究真正扩展和贯穿到整个历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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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1世纪人类学文库》总序引言：走进人类学　一　人类学的形成基础和构成　二　人类学的学科精
神与发展趋向第1章　发展理论的渊源与演变　一　发展概念的社会主义人文基础　二　发展理论在
经济学中的成长　三　发展人类学的萌生第2章　民族发展中资源博弈的战略性选择　一　人类发展
的本质性要求与实现方式的差异　二　经济发展中的民族同化与认同　三　民族主义在资源博弈中的
本质意义第3章　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要素　一　人类社会的文化存在及其内在制度性要求　二　
经济过程与制度要素　三　制度要素的性质分析第4章　民族经济与文化差异　一　民族文化差异的
原因分析　二　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存环境问题　三　民族文化差异与资源利用的多样性第5章　民
族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互动　一　文化互动的特点及本质　二　文化互动与文化变迁　三　文化互动中
的民族经济秩序第6章　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　一　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联　二　民族文化的资本
化运用实践　三　民族文化资本化运用的意义　第7章　区域发展与民族发展　一　区域经济活动中
的民族差异　二　非一致性发展中的民族特殊性　三　区域性民族分工与交换利益差异第8章　民族
发展的生产力基础　一　生产力流动与经济发展　二　生产力流动与历史差异　三　技术变革的功能
与性质第9章　经济运行形式与民族经济的变革　一　资源配置的社会组织与外化运行　二　市场经
济的一般历史性质与发展差异　三　中国民族经济中的市场运行形成与结构第10章　民族经济中的生
产要素转换　一　物质资源的势能转换　二　人力资源的开发　三　投资形成的理论研究第11章　民
族经济发展中的生产组织创新第12章　民族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第13章　传统农业的改造与民族经
济的发展第14章　社区发展的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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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发展理论的渊源与演变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发展问题就一直成为地球上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和各个不同民族始终关注的首要问题。今天，发展不仅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范围中的
社会结构以及其中各个子结构如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资源结构、人力结构和文化结构之
间不断调整与相互推进的过程、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和人类对地球生物圈以及人类自
我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同样成为人类各个不同民族之间和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之间和谐
共处的主旋律。这样一个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共同面临的时代性的焦点话题，促使人们对
以往的经济发展观进行反思，以寻求新的发模式。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从本学科
的视野出发，对发展内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和解释，但是，何谓发展？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发展
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呢？这些都是人们仍需探究的问题。　　一　发展概念的社会人文基础　　在现
代社会的统一世界框架中，包容着具有广泛差异性的多元民族。它经历了殖民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
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以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超越过去一切时代的巨大生产力，开创了
一个人类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它以商品的低廉价格作为摧毁一切民族间隔的重炮，“迫使一
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它所建立的特
殊文明体系中，最终确立了目前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和动态结构。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趋势
中，以资产阶级的主导价值体系、经济体系或整体文明体系为基本参照系来理解实存的民族差异，并
力图实现人权的精神努力，使“发展”和“进步”的观念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一个时代产物和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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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展人类学引论》为《21世纪人类学文库》丛书之一的《发展人类学引论》分册，书中具体包
括了：人类学的形成基础和构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存在及其内在的制度性要求等内容。21世纪的中国
人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为了适应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和本土化发展的需要，由云南大学
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学者编写了一套反映当代人类学最新研
究成果的系列教材《21世纪人类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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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陈庆德老师所写的这本书内涵丰富，内容耐人寻味。是学习人类学的很好的工具书！
2、很新的理论,总结了陈老师多年研究的总和,受到很多启迪,很值得一读
3、经济学理论萌芽的发展人类学，被用于当做改善第三世界的工具，人类学的眼光让发展更具主体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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