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忧郁的热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忧郁的热带》

13位ISBN编号：9787300110080

10位ISBN编号：7300110088

出版时间：2009-09-30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页数：522

译者：王志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忧郁的热带》

内容概要

《忧郁的热带》是结构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的著名的思想自传，更是人类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之
一。青年时代，列维-斯特劳斯亲访亚马逊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寻找保持最原始形态的
人类社会。本书记述了他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
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
列维-斯特劳斯以全新的路径、开放的眼光，根据敏锐的洞察力，辅以生动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笔触，
将这些部落放在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脉络之中，提出了引人入胜的相互印证和比较研究。
《忧郁的热带》是一部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人类学、文学及人类思想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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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热带》

作者简介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著名
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
在者。
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1908年，早年就学于巴黎大学。青年时代爱好哲学，并醉心于卢梭、弗洛伊德和
马克思的思想；嗣后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达50余年之久。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巴西考察当地土著社
会多年；40年代旅美期间钻研英美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自1959年起任法
兰西学院教授迄今。他的学术影响波及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
在素重人文科学理论的法国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应为：存在主
义哲学家萨特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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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结束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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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黄金与钻石
二十二 有美德的野蛮人
二十三 生者与死者
第七部 南比克瓦拉族
二十四 失去的世界
二十五 在塞尔陶
二十六 沿着电报线
二十七 家庭生活
二十八 一堂书写课
二十九 男人、女人与酋长
第八部 吐比卡瓦希普族
三十 独木舟之旅
三十一 鲁滨孙
三十二 在森林之中
三十三 蟋蟀的村落
三十四 贾宾鸟的闹剧
三十五 亚马孙流域
三十六 谢林葛尔
第九部 归返
三十七 奥古斯都封神记
三十八 一小杯朗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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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塔希拉遗址
四十 缅甸佛寺基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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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热带》

章节摘录

我们坐的老福特车用一挡吃力地往陡坡上面爬的时候，我很愉快地发现好多种以前在亚马孙河流域时
相当熟悉的蔬菜，不过此地的名称和亚马孙一带的名称有出入——亚马孙地区称为fruta doconde的蔬
菜，此地叫caimite（这种蔬菜外形像朝鲜蓟或小凤梨，味道像梨）；巴西称为graviola的，此地称
为corrosol；Hlammao则叫做papaye；mangabeira则叫sapotille（即sapodilla）⋯⋯一边高兴地看着这些我
曾经很熟悉的蔬菜，我一边想着刚发生的令人痛苦的一幕，试着把那痛苦的一幕和其他类似的经验联
结起来。对船上同行的旅客而言，他们以前的生活大体平静无波，现在一下被推进这种大冒险似的旅
程里面，他们所遭受到的那种愚蠢与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种听都没听说过、非常特别、非常例
外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把这种现象对他们自己所产生的切身影响以及对虐待他们的人的影响，看做
似乎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前例的大灾难。但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倒看过一些，此前几年也
曾亲历过一些不寻常的经验，因此这种现象对我而言并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当代人类由于人口数目
太多，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再加上交通与通讯工具的急速改进，当代人类的皮肤似乎被因此
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物质与知识交流弄得越来越不耐烦，结果就是类似我们早上经历过的痛苦经验慢慢
地出现。在马丁尼克这个法国殖民地，战争与战败所带来的唯一后果，是把这种普遍的过程加速推进
罢了。战争与战败只是促成一种持久性的污染的触媒，而污染本身并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某个地方的
污染也许会暂时消沉，但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一旦社会人群所拥有的空间开始紧缩的时候，愚蠢
、怨恨与容易轻信受骗便会像脓一样的产生，马丁尼克岛的经验并不是我所碰到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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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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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Page 8



《忧郁的热带》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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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热带》

章节试读

1、《忧郁的热带》的笔记-第81页

        属于同一个时期，在附近的另一座岛屿，印第安人把这些人捕捉来，活活淹死。淹死以后几个礼
拜以内，印第安人派警卫看守尸体，目的是要看看这些白人的尸体会不会腐烂。比较一下这两种截然
不同的研究方法，可得到两个结论：白人相信社会科学，印第安人则相信自然科学；白人认为印第安
人是野兽，印第安人则怀疑白人可能是神。这两种态度所表现的无知程度大致相等，不过印第安人的
行为显然表现了更高的人性尊严。

2、《忧郁的热带》的笔记-第50页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天真的信念和这么贫乏的知识能力结合在一起，蔚为奇观。

3、《忧郁的热带》的笔记-第55页

        人类学像数学或音乐一样，是极少数真正的召唤（vocations）之一。人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召
唤，即使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4、《忧郁的热带》的笔记-第4页

        对观众而言，探险者实际上跑了20000多公里路这件事，似乎就把他一大堆其实待在家里也可抄袭
到多老生常谈和平淡闲话，都神奇地变成有重大意义的启示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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