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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文集中的文章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下称“民社院”）的“人类学前沿及
进展”系列讲座。这个讲座创于2009年秋季学期，经费最初来自北京市“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学科
建设与研究生培养项目-重点学科人类学”，以及民社院研究生学术活动经费。如今，北京市教委的资
助仍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也把这
个讲座列入了资助重点。　　“人类学前沿及进展”讲座旨在邀请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类学及
与之相关各科学者前来我校发表他们最近取得的研究进展或正准备进行的研究计划。我们希望由此能
为中国人类学研究进展的发布和思想的交流构建一个重要平台。　　受邀前来讲演的专家学者均来自
校外，此举当然是意在以有限的经费诚邀天下菁英为我校培养人材，让我校学生一睹各路专家的风采
，领略各校专家的讲学风格，但是，通过听讲，提问、讨论、茶歇、聚餐等互动，事实上也为校外专
家学者了解我校的人类学传统和现有的学生、教员的知识关切创造了机会。　　这个讲座是对我校人
类学专业博士生一年级和硕士生二年级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程。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觉得，
再快的专著或期刊出版都会滞后于学者实际的所做和所思，通过这个讲座能让学生接触到尚未出版发
行，今后会出版发行，甚或今后不会再出版发行的成果和思想，由此不仅能尽快把学生带进学术前沿
，而且能让他们对于学术成果和思想的成熟过程有所了解，因此我们把这个讲座看作了比一些常规系
统课程更为高端和重要的研究生训练课程。　　此讲座虽是人类学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但却是对
校内外开放的，以致更多的听众其实是来自校内外其他相关专业，其中既有学生也有教员。把这讲座
当作课程来修的学生每期其实不过三四十人，但我们却必须设法把民大文华楼一层那个能容三百多人
的报告厅抢订下来，免得听众来了没有座位。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倒也是很给面子，一学期十多讲演场
下来，这个报告厅至多也不过是一二场没让我们订去。然而，即便如此，这个讲座仍有爆棚的时候：
报告厅通道上的阶梯全被坐满，有的围坐到了讲台周围，有的甚至在厅尾和厅的边缘一直站立着听。
记得JamesScott就曾遭遇过此况，以致他感叹从未料到自己也会像明星一样受到如此热捧。被民大师生
对人类学知识热情所感动的中外学者，远不止JamesScott一人，很多人因此把民大的这个报告厅当作了
人气最旺的人类学讲场，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期望。　　当然，讲座是否爆棚主要取决于讲演者人望的
高低，但的确有也不少人类学讲演者是在民大确认了自己的人望竟可以是如此之高。这个讲座被安排
在秋季学期的每个周五晚上的7-10点，其中2小时用于讲演，1个小时用于提问和讨论。与此讲座竞争
听众的并不仅是校内其他院系开设的讲座，而且还有文华楼斜对面广场上的周末露天舞会。庆幸的是
，这个露天舞会并没有抢走多少听众，反倒是此讲座散时涌出的人流让广场上的舞会显得有些寂寥。
　　民大学生喜欢这个讲座，他们常常相互打听周末会是谁来讲演。以致有人戏称，“倘没有这个讲
座，周末学生们都不知该干什么”。判定民大人为什么会对人类学有如此高的热情，这可能是一件容
易惹麻烦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说，这可能是因为民大师生关心人类学对于人类多样性所做的探讨，更
喜欢这个学科因此生成的对待人类多样性的态度。　　这个讲座的成功得益于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众
多教员的积极参与。他们与学生一起在座听讲，创造出了一种难得的师生同堂受业，相互砥砺、切磋
学问的氛围。教员们在场评议和提问有助于学生印证自己对于讲演的理解，也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和提
问，活跃和深化了对于讲演的讨论和理解，而通过学生们的提问和讨论，在场的教员对他们也有了更
多的理解。　　这个集子中的文稿绝大多数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而成，其中大多数文稿经过讲演人的
审阅校订。少数文稿未经讲演人审阅，原因据称是他们太忙，没能按期交回审阅稿。但我猜测，这或
许是因为他们想交回更为完善的稿子，一时抽不出足够的时间罢了。但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我怕他
们大改这录音稿，添加许多学生们在讲座中不曾听到的东西，以致讲座上的评议、提问和讨论互动失
去了根据。因此，我没有坚持去催稿。此文集中的一些稿子，后来的确也被讲演人经过加工完善后投
放到了其他一些刊物和专著中去发表，但这并不是我顾忌的，因为通过这个文集，我想反映的除了是
这些作者的起初成果和思想之外，而且还有这些作者当时与民大师生的教学互动。为此，除了因没能
收集到更为完整精细的加注讲稿而觉得有些遗憾之外，我也还心怀侥幸地以为，这些作者或许也还是
喜欢以这种方式发表其讲稿的，因为这毕竟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他们当初的讲演，及其引来的评议、提
问和讨论，较为充分的反映了他们讲演时与听众发生互动的真实场景。　　最后，我想说的是：谢谢
民社院的各位领导！没有您们在资金和人事安排上的大力支持，这个讲座将难以为继。谢谢民社院研
究生会的各位同学！没有您们提供的组织支持，讲演录音整理，办成这个讲座和编成这个文集将十分
艰难。谢谢周末前来参加这个讲座的所有师生！没有您们在场，这个讲座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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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讲堂(第一辑)》，本书收录中央民大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关讲座、论
文14篇，内容涉及民族国家及权利，生命、生计及信仰；文化、历史及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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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蛟，教授，博士生导师，彝族。1954生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
族学院历史系，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后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
系任教，并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20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族群理论。代表作有《略论等
级制度的起源》（合著）、《人类学通论》（作者之一）、“两种生产说争论的症结何在”、“从民
族学史看民族学的发展趋势”等。主要讲授族群认同与民族主义理论、西方人类学史、当代人类学理
论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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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态与多族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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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体现、体验：以身体为出发点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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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社会体系概念的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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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名校一系列讲座的整理稿子，阅读此书，等于去听了多个讲座，值得。
2、没想到09年秋季没去听的讲座居然整理出版了，还有学校居然把很多人类学的书放在Q打头的中文
理科区，前面是鸟类书，哈哈好像越狱里的，tbag还假装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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