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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生活的逻辑》

内容概要

《乡土生活的逻辑: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对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
进行学术性探索，尤其是试图透过对诸多具体的事实和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认识潜在
于生活文化之中的意识、观念、价值等深层的意蕴，发现日常生活的时空秩序“文法”逻辑以及知识
的结构，进而揭示世俗人生中的“意义”得以形成与建构的机制。作者基于自身较为丰富的田野工作
经验和实地调查资料展开专题性的论述，在动态地把握民众生活方式之变迁趋势的基础上，对于生活
文化和传统民俗在现当代社会中“再生产”的文化实践及其相关策略有着独到的理解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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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生活的逻辑》

作者简介

周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1995年9月-现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导
；2000年4月-现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民族学）、
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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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生活的逻辑》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日常的知识
“生”与“熟”：关于一组民俗分类范畴的思考
丽江草医与纳西民间的医药知识
四大门：中国北方的一种民俗宗教
作为民俗艺术遗产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人类学者如何看待民俗的艺术
人类学者的“知识”和访谈对象的“知识”
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点滴体会
第二编 生活的时空
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
谈谈当代中国节庆体系的整合与重构
汉民族的桥俗文化
阴宅的建筑仪式——以福建和冲绳的事例为中心
聚落形态与文化空间——以在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的民俗学调查为例
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第三编 文化的实践
中山装旗袍新唐装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
民俗、习惯法与法制：以凉山彝族社会的调查为例
“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他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基层社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的文化政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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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生活的逻辑》

章节摘录

版权页：汉人的社会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有自成一系的文字传统，因而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在汉人的社会与文化中，普遍存在着一些既相互关联，彼此或交错、或对应，但往往又自成单元的
分类系统或认知框架，它们集中反映在诸如“阴阳”、“五行”②、“内外”、“表里”、“寒热”
、“虚实”、“生熟”、“天地”、“上下”、“左右”、“君臣”、“善恶”、“公私”等许多主
要表现为“二元组合”的分类范畴中。这些范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至少部分地构成了汉人社会与
文化之复杂性的重要侧面，同时也是构成汉人社会及文化之传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类
似上述每一对这样的分类范畴展开深入研究，就有可能接近于理解汉人社会与文化的某一个特定面向
的各种问题，甚或接近于理解汉人社会与文化某些部分的比较深层的结构与特质。而且，对上述某些
分类范畴的研究，往往还能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比如“阴阳”范畴，实际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因而
也可以涵盖较为宽泛的面向，由此类研究得出的认识对于说明汉人社会与文化的原理及特质，自有较
强的解释力。在分别对这些基本范畴逐一展开分析和探索的基础上，进而发现或建构各组范畴间的关
联，这对于比较系统和深刻地揭示汉人社会及文化的奥秘，显然会有建设性的贡献。尽管有批评说“
二元对立”的分析已有泛滥的倾向，但就汉人社会及文化而言，相关的实证性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
重要的是，这些基本成组的概念和范畴，都是在汉人社会及文化的传统脉络中形成的，都是些重要的
“本土”概念，对它们反复进行推敲，自然是汉人社会及文化研究着重关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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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生活的逻辑》

编辑推荐

《乡土生活的逻辑: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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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生活的逻辑》

精彩短评

1、呵呵

2、不错，还没读，应该可以
3、这种书是文集形式的，说实话就是作者赚钱的工具，没什用处。中国的许多学者都是这样
4、北大的这一套丛书，汇编了该领域顶尖学者的最新成果，非常值得一买，趁着活动，赶紧收走~
5、拜读，值得收藏。
6、“生”与“熟”：关于一组民俗分类范畴的思考（周老师在饭桌上坦陈自己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和
利奇二人的结构主义模式影响，但也坚持了一定的理论对话。）
7、一本一本啃⋯民俗分类范畴的思考对于信仰仪式中物品的分析有一定参考意义。 “生\熟"分类作为
汉人社会文化的民俗分类范畴最初可能来自汉族饮食文化，这种早已内化于汉人文化底层的意识，通
常并不为人们觉察。就像我们把自己社会里的人们分为“熟人”和“生人”。一定程度上“生/熟”算
得上对“差序格局”理论的放大。另外，“熟苗”在整个苗区以“中介”作用传播中原历史文化的部
分让我联想到“把关人”这个概念⋯把关人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沟通者之间，起着中止信息或继续信
息的传递作用。因此，“熟苗”在苗族社会文化方面具体的影响、控制有待考证进一步挖掘。
8、民俗学研究者应该读读的好书
9、资料详实⋯⋯
10、后面一小部分没有看完，前面很不错。
11、周星
12、除了附会一些被嚼烂了的西方理论，那些所谓田野调查，完全没有意义。第一篇呢，是个好选题
，可惜，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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