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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

内容概要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是由以王铭铭为首的人类学研究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编撰的人类学批
评文集，梳理过去25年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反思当代中国的现状问题，并对未来
的人类学发展提出构想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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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2年生，1985至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1992年6
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1987年10月－1992年6月教委分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1992年6月
－1994年10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聘任博士后，1993至1994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聘任博士后，1995年7月
－1995年10月访问学者(台湾)，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
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逝去的繁荣》?1999）、《人类学
是什么？》（2002）、《草根卡里斯玛》（2002，合著）、《走在乡土上》（2003）、《漂泊的洞察
》（2003）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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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

精彩短评

1、相关论文虽然大多冷门，但是也是了解人类社会的一组重要论文。这本已是第19辑，相信前面的几
本也是一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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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的笔记-第101页

        宝力格： ⋯⋯要想做成清那样，他必须是一个超人，才能做到，也只有像康熙、乾隆——雍正还
差点一这两个非凡的英雄，才能够做到这样。可这种人历史上毕竟少见。我在这里说的是，我们还要
从历史角度去看，清比较顾及很多人的看法，顾及汉族人的看法，蒙古人的看法，藏人的看法，穆斯
林的看法，但是，往往出现顾此失彼，当他推崇蒙古人，与蒙古人建立很好的、友善的关系，用特权
、婚姻来巩固的时候，同时把蒙古抬到清朝的“副主人”的地位的时候，汉族的士大夫们就觉得心理
不平衡，所以清就要安抚他们，恢复汉族的许多东西，比如科举制度，用这些来拉拢他们，通过几个
“统”，学统、血统、道统等，但是他做得有些过分之后，又惹着蒙古人了，蒙古人要明明白白的问
清，朋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你究竟是认我呢，还是认他?后来甚至出现了蒙古人深切地感觉到清
背叛了他，以至于清自己也开始不信任蒙古人，从最初的联盟走向分裂。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俄罗斯帝国，蒙古人开始与它联合。清又觉得蒙古人具有反叛性了，本来蒙
古是他们的一个屏障，清靠着蒙古征服中原，现在信任开始松动了，怎么办呢?开始启用汉人，移民实
边，这时与蒙古就完全决裂了。所以导致蒙古从19世纪对清有了一系列的反抗。

    我的观点是：在推翻清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有很大的功劳，蒙古人的反清革命与中国的革命是同步
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过去中国史学界里边从来不承认这点，总是要把蒙古和清放在同等的地
位，总是要“驱逐鞑虏”。(笑声)

    清太过于计较别人怎么看它，汉人和蒙古人又具有排他性，互相之间排斥，清要去协调这个东西，
来来去去，筋疲力尽，最后没捞着好处，众叛亲离，蒙古、汉人、藏人、回回都反叛他。没人喜欢它
，这就是它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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