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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它旨在对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做一个总览。该
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材，它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在人文视角与科学视角之间、在象征与实质之
间开辟一片“积极的中间立场”。著名人类学家麦克尔·赫兹菲尔德摒弃传统的学科布局，将他的同
行——那些在人类学各领域中的专家——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对话空间，来探讨如何让社会与文化人
类学照亮并揭示那些隔岸观花的研究所无力企及的人类状况。    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作品，它展现
了人类学家长期从事的理论研究和一向坚持的伦理道德感，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批判种族主义以
及其他缺乏宽容感的人类行为中始终都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该书所探讨的话题涉及到人类学研究中
的各个领域，学生们能够从中对该学科进行宏观的把握，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读者将发现，在一个通
讯与交流接触日渐频繁的今天，他们可以透过该书对文化和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现象获得更为深入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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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麦克尔·赫兹菲尔德，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目前出版著作7本，论文数篇。曾任现代希腊研究协会
会长和欧洲人类学学会会长、《美国民族学家》杂志主编。曾获斯特雷奖（1994）、皇家人类学学会
里弗斯纪念勋章（1994）以及多项研究基金，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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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国人类学就是强大涉及到人类学的各种概念，宇宙论那章对二元论的分析特别有趣。
2、从家回来的第一天就把本书最后的100多页看完。除了一些微小的瑕疵，翻译得很好！早些时候同
一年出版的《写文化》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两本书算得上学科本身知识生产与方法论的反思
。但从跨学科视野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反思，重新走上了建构之路！
3、世界观的一次颠覆
4、这些&quot;人类学家&quot;比较弱智,至少在有一些经济学思维的人看来.
5、翻译得太糟糕。
6、好棒！上一次看书看到这么有感觉已经是一年前读到《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时候了！看到
有人写书评说翻译得不好，但我分明觉得这是我近期读过最顺口的一本人类学著作了！
7、翻译和排版吐槽不能。
8、还是看原版吧。总觉得这套书的翻译都很微妙。
9、总算读完⋯⋯翻译算良心了，就是不太懂
10、很不错，总结人类学研究的最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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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翻译得很不好，书本来就艰深晦涩。书本身是开放性的架构，以关键词作为纲，很多叙述在学科
历史的脉络里才有意义，这些背景，我能了解的也就三分之一，听说过的再三分之一，剩下的是完全
没接触过的。对我这个外行来说，整个书闪烁着很多火花，不过很多地方翻译得不可索解，不知道是
语境问题，或者是翻译者的误译。以我猜想，翻译者很多细节上也并未读懂作者的意思。希望能有更
好的版本，能接触到作者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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