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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非中》

内容概要

“无处非中”，出自艾儒略《职方外纪》。较完整的句子，已引在这册书正文的前面。它的意思，现
已是一个地理常识，那就是，地球既是圆的，世界上便没有一个地方不能被定义为中心。在这样一个
新时代，来引古代在华欧人的书，不免显得过时。可是，对今天的我们，这四个字却还没有失去其重
要性。对我来说，“无处非中”隐约道出了社会人类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阐述的那一简朴的道理；如
果我们自以为拥有天底下惟一“合情合理”的文化，那就可能失去理解我们自己的机会，甚至可能失
去我们的邻人。承认他人的世界是中心，并苦读这一中心，才能善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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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非中》

作者简介

王铭铭
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著述《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村
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王铭铭自选集》等，针对“中国问题”展开人类学式
的分析；《社会人类学》、《人类学是什么》等，从一个侧面试探社会科学的“汉语叙述”。近年更
关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问题，同时对海外民族志的传统产生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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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非中》

书籍目录

在伦敦的小教室里
帝国残影
“席明纳”
费孝通的记述
进入小教室
大师缺席了
直言不讳
多文化
坏天气带来大好处
书院风度
“圣地亚哥之路”
到圣地亚哥的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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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非中》

章节摘录

　　芝加哥三种建筑空间的第二种，是那些社区之间隔离的房屋和被排斥在都市中心之外的“街角社
会”。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看，这些空间碎片的存在，正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基本特
性，它们容纳着的，是那些被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性制度——或马克思说的“生产方式”——压抑着的
下层人的生活。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些社区分化、族群分化的空间碎
片，为西美尔所说的都市身份和地位，提供了可供参照的体系。倘若没有与现代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相
区别的以及被邻里关系、族群关系、阶层关系制约着的下层人文化和社区的存在，那么，就谈不上都
市当中的上层时尚、身份、地位和主体解放了。从这个角度看，像芝加哥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都市提
供的，就是一个整体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中，维持着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异的那套规则，同时
也为个人打破身份差异和地位差异提供了可能性。或许，西美尔社会学的引人人胜之处，也正是芝加
哥学派社会学对于现代都市场景中“街角社会”的解释的引人人胜之处，因为这两种社会学的研究，
都指出了同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现代性，既可以从它的直接表现来理解，也可以从隐藏于所谓
“街角社会”的生活态度来说明，并且，二者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互通关系。　　受庸俗的唯物主义
制约的学者会简单地说，像芝加哥大学这样一所产生、发展于现代资本主义都市的学府，必然是这种
资本主义都市的特定产物。事实上，这样一种看法，并非没有它的依据。芝加哥大学确实孕育了数目
巨大的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家，其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他们的追随者，都以“伟大的方式”从技术
和意识形态双重角度，为主流的现代性提供物质和理论的支持。因而，在近二十年来“后现代主义”
流行的日子里，芝加哥大学的知识分子，似乎从一个相反的角度，从城市中的“街角社会”观察中发
展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加以简单的“下层人抵抗”的学术风格，运用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文化
研究的分析办法，这些被大学高薪聘任的学者，一反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实证主义”和“资本主
义”，而以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姿态来反思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联想不可能完全没
有道理。但我们不应忘记，芝加哥大学是由一批虔诚的宗教信徒倡议建设并设计的，它的追求被界定
为“心灵之命”的实现，而“心灵之命”的生活方式若真要被实现，则它对于大学知识分子有一个进
一步的要求，即，他们不仅要进得去他们生活的世界，还要出得来，依据他们对于这种生活世界的“
参与观察”，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提供有意义、能超脱的养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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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非中》

精彩短评

1、一本很有学术感觉的文化随记，我是当做游记来看的，好多学术性的东西有点深奥。不过内容很
丰富，很长见识。可以看出作者很用心
2、作者的学术经历。喜欢
3、访学文丛
4、“三圈”中的外圈
5、萨林斯与芝大一章最值一读。
6、它似乎可以引發人對於到國外做人類學學者的美麗幻想
7、我不知道该贴什么标签所以我贴了作者的名字。
8、于散文之中见方法，寓方法于文笔游走之间。一路看来很有启发。
9、这样的随笔很有趣，不做作
10、很多照片很好看 以前写作业总爱从里面抄 哈哈
11、游记文风很好，特意去写带点民族志笔调的反而少了神采；写萨林斯和芝加哥那章值得一读
12、地即圆形，则无处非中。
13、十多年前读过，当时的感觉还不错～
14、从作者的行走中，了解人类学视角下的别的世界（包括处所和人物），以及人类学领域里的东西
关系和南北关系。很有趣的一本书。
15、无处非中
16、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南西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艾儒略《职方
外纪》
17、王铭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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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非中》

精彩书评

1、前些日子读完了王铭铭先生的《无处非中》，一本新出的“旧作”。所谓新出者，这本书是去年9
月份出版，算得上是新书；而其中收录的皆是02年之前王先生在国外的游历散记，故可谓之旧作。收
录的文章完成于1998至2002年期间，正是先生关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期间，因此尽管书中描写的
地点从伦敦的“席明纳”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城，从法国的安德烈山的小山村到撒哈拉非洲举办的“
学术会议”，从意大利的早期文化到颇具特色的芝加哥城，无论所写的是哪种风土人情，何样特色人
物，作者的笔端流露出来的文字无不指向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价值——对“他者”的包容与理解，这种
包容与理解，正是作者对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体悟。“无处非中”语出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
：“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大地是球面”
这个概念，对各个文明的心理冲击都是相当巨大的，在古代世界，无论中国、西欧还是阿拉伯，无不
将自己文明所居之地定义为“中”，而一旦“地球”的概念被接受，人们发现这种心理优越感的根基
动摇了，不能不深感恐慌。然而这种优越感并非简单的来源于“中”的定义，更多的是对己文明的文
化模式的优越性的天然的和根深蒂固的信仰。当然，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这种优越感的外显方式也
不同。西方人给“我”与“他者”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鸿沟，毋庸讳言，对自己种族的崇拜与“上帝
选民”的信仰，使得他们很难去包容“他者”，不仅文化的交流难以达成，甚至民族的共处也颇为困
难。而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天下观”虽然也将自己定义为“中”，但却通过一道又一道界线模糊的
同心圆，将“他者”纳入自己的体系。“夷狄”和“华夏”的冲突，从来没有达到过不可调和的仇恨
和相互灭绝的程度。而在中国古代，对异文化的包容、接纳和吸收，其时间之持久和内涵之深刻，大
大超过了文明或民族之间的对立，在中华帝国最为强盛的汉唐两代，尤为如此。从这一点说开，文化
人类学所提倡的“多元共存”与中国的“天下观”很有几分神似，我处是中，“他者”也是中，这就
是所谓“多元”；而彼此之间何妨模糊一下界线，用包容和接纳的态度彼此交流，“各美其美”的同
时也“美人所美”。长期以来，尽管文化人类学以左派的面目出现，以文明之间的“平等”的提倡者
自许，但西方的人类学家总不免流露出固有的优越感。他们一方面反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异文
化的破坏，一方面却也总希望那些“原始”的文明原地踏步，好作为人类学动物园中的展品，供后人
参观。而王先生提出的却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传统的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那些尚
未进入“文明”的原始部落，已经所剩无几，而人类学也不能满足于对这些原始部落甚至比如中国的
传统村落的猎奇式的研究。在书中，王先生对西班牙圣城圣地亚哥的发生学探索，对法国山区村落的
观察，甚至在芝加哥对这座现代文明都市的遐思，都展现出与西方人类学迥异的另一种视角——为什
么不能从东方的眼光来研究西方呢？对这个所谓“先进”文明就不能进行人类学的考究了吗？“无处
非中”也即“无处是中”。当人们的思维冲破“一个中”而达于“无处非中”的境界，那么最后，我
们总能抛弃各种“中”的束缚，无处是中。
2、同与不同在我们的宗族村落里，对于祖先的祭祀活动，与民间信仰中的神和鬼一起，构成了村社
仪式活动的核心，也构成了村社群体认同的基本内涵。我们的村社祖先祭祀仪式，一般分为“家祭”
、“祠祭”和“墓祭”三类。家祭是以户为单位的，它祭祀的祖先，一般而论是还没有经过超度并进
入祠堂的祖先的牌位。祠祭以村社整个家族为单位，一般于春秋二季举行，属于全村社的公共仪式。
墓祭于清明或其他节日举行，作为家族集体的祭祀活动，一般在家族的公共先祖的坟前展开。⋯
⋯p180
3、人类学家注定是位浪漫制造者，他们总是舟车劳顿的到远方去寻找异邦，从事着似乎神秘的事业
。对于这种旅程，人们大都将它想作优美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中的琐碎与烦顿。可是，旅行就是人类
学家的宿命，即使如此的“忧郁”，也不得不将其进行到底。《无处非中》记叙了王铭铭历次访学历
程，其中人类学家的洞察是他力图表现给读者的主要内容。什么是“无处非中”？它是王铭铭以人类
学的视野去体察他所观察到的世界。在这个集子中，他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去阐释他在访学过程中的体
验，分别叙述了7则主题。现将其梳理出并归纳为几个关键词。一、�伦敦大学的席明纳王铭铭讲述了
他在留学期间所经历的“席明纳”制度。“席明纳”英文写作“seminars”，大意相当于中文的“讨论
会”。这种制度源于人类学巨匠马林诺斯基所开创的教学方式。以王铭铭的观点，这种教学方式更加
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在席明纳中，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教师之间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互相分享各
自的知识经验。教师则通过讨论的形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学生则通过席明纳学开拓知识视野。据
说，王铭铭就在北大、民大等高校中以身作则与学生们共同参与到席明纳中。在这篇有关留学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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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非中》

叙述中，他还论及了英国人类学的传统与在不同高校中的差异，以及费孝通当年的足迹与中英间文化
的交流等。二、�圣地亚哥的灵魂西方的城市总喜欢为自己创造一些关于城市的故事。故事中，这些城
市或与神话关联，或与宗教关联。在圣地亚哥，与后者相联。宗教是圣地亚哥的灵魂。相比起来，中
国的城市似乎更多的与风水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信仰相关。归结原因，在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王铭
铭在此中讲述了圣地亚哥的历史与传说，并以宗教为切入点，阐明了他的思考，比较了中西方城市及
信仰上的差异。三 、波伦亚的“他者”今次王铭铭去了意大利。他先从埃柯谈起，从他的小说及电影
开始切进他的思考。然后他又谈起了康有为。我以为，王铭铭力图驱除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希
望能从国人的角度去看世界。“他者”是王铭铭探求的脉络，同时这里的“他者”指的是相对于中国
的他者。以此，便转换了思考的角度，也符合近年他所提倡的人类学者写作海外民族志的“志向”。
四、�萨林斯的狮子口在这篇文章中，王铭铭主要讲了芝加哥城的历史与故事及萨林斯的个人生平。同
时对萨林斯学术观点与成就有所介绍与述评。这些让人颇为受益。据传，近日萨林斯到中国访问时，
出场费要价10万美那个金。××他狮子大开口。不知消息是真，或假。五、撒哈拉沙漠上的熊我想象
中的非洲大陆是块充满野性之地。不过，从那些到非洲开会的学者口中，听说到那儿是让人哭笑不得
之地，包括李银河、王铭铭，还有最近刚看过的《天真的人类学家》作者巴利。会议的安排让王铭铭
一行学者哭笑不得，不过他反而将这股学者当成了他研究的对象。从两个维度看：不同国家不同学者
们的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们在日常中不同的表现。整合为一：冲突。在讲述埃柯时，说
他在学术上有点霸道，而当他跳起非洲的舞蹈时，说他的身躯象熊。六、�圣安德烈山的乡族法国乡村
圣安德烈山是这次的考察对象。在本篇文章中，王铭铭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将法国乡村作为一个社
区，谈到家族、讲到信仰，涉及地方传统等等；并且其中间杂与中国的对比。以此，从比较中西方文
化的角度显现他人类学的视野。不知怎么地，圣安德烈山让我想起了蒙塔尤以及环法自行车比赛中风
光秀丽的阿尔卑斯山。七、�地球是圆的尾篇算是总结。王铭铭将世界地图重新编排，将大西洋当成中
心，而围绕它的则是他曾走过的过程。这便冲破了人们所惯常的思维，去除了西方中心地位，甚至可
以去除以国家为单位的分类体系。在王铭铭的思考中，将“东方”与“西方”当成了知识建构的体系
，也因此触及到了知识形成的本来层面。因此，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其实在为圆的地球上都只不过是
一个无方向的所指。即，无处非中。
4、最近总是碰见Eco，在抬头低头，或者无意回首，或者有心旁骛之时。就像我的中学物理老师二十
年前教导的那样：E-c’-o无处不在。譬如：豆瓣评论中有所疏漏的Eco研究综述、Eco作品《美/丑的
历史》的火气有点大的中国编辑维京先生的豆瓣日记、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中国头号粉丝阮一
峰兄的陈年旧志：他不因卡尔维诺给Eco题献过语带三关的谀词「Eco在上游、Calvino在下游」爱屋及
乌反倒爱卡（I... Ca...）恶柯（Um... ...co），在那篇四年前的博客里他其实要介绍google trends，爱憎只
是附加值，反映在对Eco的风劲和卡尔维诺的曲高（和寡）之不平。上游、下游之说，见诸Eco在诺顿
讲座上的开场白，中文版《悠游小说林》正文第1页有载。语带三关并见正文中「是的，他老是这样
，很烦人的，而且有时讲起话来令人受不了，每句话都有几种不同的意思，他以为是在讲究语言艺术
，可我有时听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一段，请搜索定位。而最能帖合我之恶趣味的，有两则文
字：一是一位叫「我的名字叫青」的豆友所发明的Eco的译名，不好意思，我已经将此现学活用博人
眼球——谨在此志谢一下——抄袭到我的题目中了。还有就是以下我所钞录的，人类学家王铭铭一本
随笔集里的不同章节。出乎我意料的，这位我学生时代的学术偶像乙居然两次、在两大洲与我学生时
代的学术偶像甲Eco相晤，言谈甚欢，带著人类学家的好奇与天真，把相关的场面追记了下来。其书
名在这种情形之下，滑出一道超出其作者之预料的轨迹，震动并暗示著我：《无处非中》。前文已经
交代，由於其作者与他笔下的那一位俱是我的前偶像，我愿意以跨文化、跨人种、或跨人际交流应具
备之宽容与相对主义来面对以下引文，而不像我的好几位好友那样，对风头上正炙手的Eco和无心酿
过风波的王铭铭更加严厉，即：我把这些段落视作是一个值得阐释的、而并非可批评的文本，如题所
示，它由人类学家无意之中记录下来的，初衷是类似日记体的一种自我中心结构的备忘录，因与Eco
同在，而在不同段落中，有意窥探或无心涉及地把他装载到些许句子中去。现在，我将这些文字以段
落为单位连缀起来，构成了一个带有民族志色彩即异文化风情的人物志。其中，人类学家（王铭铭）
因近距离接触之便，描述了一个与自己同样具备观察知识与整合思惟能力的族群（符号学家与哲学学
者）之中个体（Eco）的言行状况。该族群的世界观与知识谱系，跟描述者所在的文化背景有著一些
明显差异，表现为那个叫Eco的个体在关注人类学家时会产生误读与不理解（见马里，2月25日。「误
读」可以被认为是Eco所擅长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他自己亦落入彀中，是该族群世界观之能自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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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反映，同时，这种世界观也因此被包括其审察对象在内的若干外部知识衡量，边界自显。）这一
观察的情境是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场所（跨学科学术会议），观察过程包含一个完整周期（贯穿会议的
始终），具有重覆性（第一次非洲马里，第二次意大利），并有更换族群原生态背景的尝试（欧洲学
者到非洲去，以及在欧洲观察欧洲学者）。而这位被关注者（Eco）拥有族际间的声望，他甚至还是
一个文化创造者，他的作品和评论文本还有口碑构成了丰富的预设视野，但是人类学家并不是历史学
者，他们更信赖直接观察的习惯，这使得本文与其他同一个体的相关文本之间迥异其趣⋯⋯未完，有
圖，故請移趾于此：http://www.douban.com/note/6463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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