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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田野工作经验，将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总结为: 心存异

趣、扎实描记、留心古旧、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神游冥想、克己宽容以及文字天下八个方面，

笔者称其为“田野八式”，也就是田野工作的八种程式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延伸

出“点线结合、特征追溯、线面统一、微观聚焦”的田野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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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是人类学从事实际研究的基本

功，也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必备知识。借助

我自己田野研究的经历以及授课经验，贡献一

下从我自己的角度所理解的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做研究跟生活、工作

一样，都需要工具，人类学提供的就是一种展开

实地田野研究的工具。但这工具又不是简单的

工具本身，实际上任何一个工具背后都是有哲

学的，如果没有背后的哲学，肯定发展不出精致

适用的工具，尽管这种哲学不一定都是能够明

确写下来的。比如车轮为什么是圆的这样一个

问题，最早的人类可能没有想到车轮可以是圆

的，后来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才发现车轮

做成圆的会比较好。各种工具背后所隐含的哲

学思想是什么，这可能就是各大文明史研究的

一部分。同样，在中国，因为有了毛笔这个工

具，才培养出中国那套“士”的风范，或者至少是

一个影响的要素。现在我们每天都像工人一样

在敲文字，智能化的工具越来越缺少毛笔的那

份儒雅的魅力，这也可能是使得日常的生活变

得单调、无聊和乏味的原因之一吧。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上。在人类学研

究中，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里要论述的

田野研究方法，它成为了现代人类学的看家本

领。显然，人类学跟别的学科不一样是因为它

有“田野”，其他的学科学习这种田野工作的方

法，就变成了各种人类学的不同分支，法律人类

学当然也不例外。只要是在谈到这个田野工作

的方法的时候，每个人类学家都可以很自豪地

对别的学科的人说: “那是我的田野，我待了一

年，你没有吧，那就得听我的”。
说到田野研究方法，我想，最好的方法和工

具都应该是属于自己专门制造出来的。但方法

上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这其中，最为重要

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实

际上很简单，那就是你要在现场，这是人类学的

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针对现代的人类学而言。
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不同于社会学家，人类学

家要去感受，可能有时一句话都不说，但是观察

到的却很多，这就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观察。参

与观察中有很多的人造物，从人造物中可以发

展出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我在四川大邑县

老街上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一个老人在做生意，

一个墙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科学取痣”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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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这时候人类学家就需要反思，这里的

“科学”两个字是指的什么意思? 很多人会说，

要相信科学，好像传统的那些方法就是不科学

的。但实际上，科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效用，在田

野中所观察到的“科学”，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清

楚的，不像是实验室里的实验出来的那么科学。
但对普通的百姓而言，科学不科学关键问题是

有没有更多的人在用这位老人的药，如果有，那

就是有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生活世

界中的灵验的问题，它很值得细致地研究。［1］

图 1 科学取痣

( 赵旭东 2011 年 5 月摄于四川大邑县老街)

我曾经讲过两三个学期的“田野工作方法”
这门课，为了便于知识的梳理和对田野工作的

理解，我曾专门对此一方法的内涵做了一些知

识上的整理，算是对这样一种方法的中国意识

的总结，我把它称为“田野八式”，也就是田野工

作的八种程式或方法，这分别是心存异趣、扎实

描记、留心古旧、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神游冥

想、克己宽容以及文字天下。在我看来，至少可

以从这八个方面去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进

行一种归类，便于我们的学生理解和掌握。下

面我就很简略地说明一下这些我眼中的田野工

作方法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一、心存异趣

显然，一个人对于外部的世界没有任何的

激情，是不可能做人类学的，或者不可能会有社

会科学的原创性的发现。这里一个人的内心世

界是最重要的。你对人类学感兴趣，首先就要

对一个跟你每天衣食住行不一样的世界有一种

兴奋感和激动感，这是人类学家基本素质测量

的一种指标。我们招学生的时候有时就会问一

些这样看起来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 “你吃老

鼠肉吗?”假人类学家气质的学生就会回答说他

不吃，因为他对这个动物心生厌恶; 聪明一点的

学生就会回答说会吃，即使他不敢吃。不要认

为这是后者在撒谎，这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态度，

你不喜欢并不是直接的表露出来，而是要有一

种宽容的精神，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礼。可能

人类学最值得大家研究的内容之一就包括这撒

谎了，每个人一辈子如果不撒谎，这个人不一定

就是个完人，尽管我们的日常教育中，不撒谎是

很重要的一项道德品质，我自己也很赞成这种

教育，只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注意的是，从来

都不撒谎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说白了，文化就

是在各种的谎言的衬托之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因为任何的文化都强调其对社会的一种修饰作

用，修饰说白了跟撒谎有结构上的同质性。因

此，你可以做一项自我观察，大家应该是每天都

在一定程度的撒谎，真真假假才是社会的常态，

可以说撒谎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

们将它叫做文化或文化的一部分。不要扭曲的

去理解撒谎，要分辨什么是道德意义上的不诚

实与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宽容，这是很重要的去

田野之前以及在田野之中的训练。

二、扎实描记

“扎实描记”对于人类学家的基本功而言是

极为重要的。“心存异趣”是人类学家的基本素

质，转化成日常语言就是: 你不要太认真。很多

较劲认真的人就没有什么“异趣”。你如果对一

个这样的人说，“你看那个女孩儿的屁股长的很

好啊”。他就会说: “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
流氓。”但是一个人类学家不能像后者这样去思

考，因为只有不这样想才能真正考虑到人们对

身体的看法，据说乡下的老百姓有一种观察身

体的智慧，看女孩子就是看那个部位，然后再决

定这个女孩子是否适合做自己的儿媳妇儿。换

言之，恪守乡俗的人选择儿媳妇就是看那个地

方，别的不看，他看你屁股大不大，背后想的好

不好传宗接代，这种看就不是我们今天个体主

义的人身伤害意义上的流氓的思考，而是想着

那里是管他们家族后代的事儿，也管祖宗的事

儿，那就是很重要的社会大事了。在今天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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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把个体价值放在社会之上之后，这种趣味就

变成是一种邪恶了，不能为社会接受，当然也就

不能公开随便说这样的话了，说了就要负伤害

的责任。
可以说有了上述这种专业要求的心存异趣

的本领之后，“扎实描记”这一点就变得很重要

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用科学的范式来

规范你所描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一点

正是人类学自身成败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并不是说扎实描记就是人类学的全部，只是

八式中的一种而已。你只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即写出一部属于自己的民族志作品出来，正如

马林诺夫斯基写过《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

才知道为什么这种方法不是全部，是有它的问

题的。
描记扎实的程度不仅仅是靠访谈、录音以

及录像等记录方式，还可能会有与人生活在一

起的各类物品、各种空间以及衣食住行诸方面

等等，有的时候，没有理解上的耐心之人，往往

都会直奔主题，不太去关心这些细枝末节的事

情，但实际上这些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文化存

在的真实形态，物比人撒谎的几率终究是小了

许多。这种以物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的研究

未来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一个越来越物化的

世界，人为物所累，不能不考虑这一层的文化对

人的存在而言的意义。而今天的研究也越来越

面向现实，而且现在的研究都是靠钱来资助的，

没钱似乎就别谈研究。尽管这不是绝对的，但

是做田野一定是有一定的金钱做支撑的。当

然，完全靠钱支撑起来的研究既有好的，也有一

般性的，甚至很差的，但要做到原创性的不太容

易，这往往是从来没有人碰过的主题，有的时候

金钱不一定资助到那类题目上去，需要有风险

投资的意识才能开展这类的研究。
由“扎实描记”而写出来的民族志中，《西太

平洋的航海者》是一部典范。即一个人类学家，

不必引用太多任何他人的文章，在一个小地方

待上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把自己的扎实

描记的观察像写小说一样写下来，并以一个作

者的主体存在去做一种对发生的事件的叙事。
但它和小说不一样，它要保证是完全真实的。
他的理论最重要的是“田野工作的科学取向”，

我称之为“实验室范式”，实际上就是你怎么样

去描述像科学实验室里发生的那些反应，只是

这里关注的不是物和物之间的接触反应，而是

人和人之间往来互动的行为反应及相互的关系

结构，这有时甚至要比实验室里描记物理化学

的反应更为难于把握，所以在田野里待的时间

比较长，目的就是要去做这种准确的把握。最

好的人类学家至少都要待一年以上的时间，这

似乎成为了一个惯例。但应当记住: 这种描记

并不是最终目的或者不是人类学的全部，人类

学更需要思想的发现，这种发现的路径往往都

是从边缘的弱者以及微不足道的角度去挑战一

些主流的、宏大的看法。马林诺夫斯基所作的

一切就是试图去挑战当时的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的理性经济，即他的借助扎实描记所指出的“库

拉交易”背后的非理性的经济，因此人们之间的

交换不单单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西方现代社会

中表现突出的等价交换、市场逻辑以及理性交

换，很多时候人们之间的交换是非等价的，很多

是具有象征性的。甚至可以说，库拉告诉我们

的乃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中的交换这种理性

的行为背后更多是非理性的做法或观念在做一

种支持，日常生活之中的礼物交换可能就是这

种非理性交换的典型。
人类学要求你一定要住在那里，而不是呆

在这里。去那里并住下来，这是保持和当地人

有一种融洽关系的前提，这一途径很难把握，需

要时间。但今天，很多人试图用钱来完成，用钱

雇人做访谈，再分析二手的访谈资料，这种方法

在课题满天飞的今天也许是一种做快速研究的

通行潜规则，但它在人类学家看来绝对是没有

办法的下策。换言之，真正的人类学家不大可

能会这么做，不把这当做是标准，而是用一些能

使自己融入其中的办法，那才能够有真正的体

验和对当地人生活世界的理解，你拿钱去做一

种交换，但当地人不是把钱放在第一位的，那你

交换回来的就不是他们真实想法。但显然这样

的思路自身也在变迁当中。对于在中国从事田

野研究的学者中，特别是在乡下和在少数民族

地区做研究，喝酒就是很重要的，甚至在我看来

是第一位的，喝了酒，大家就是朋友，不喝酒，对

不起，不一定不是朋友，但总是隔着那么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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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到当地人的世界里面去，那自然理解也就

是差了一层。对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想有

扎实描记，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人类学应该

是时间的富有者，他可以任情地在田野之中待

上足够长的时间。大概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

时间节律中，年度的周期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

的周期性轮回的基础，即人们的社会生活就是

按照这个周期来不断地重复的，因此在人类学

中，呆上一年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惯例。在这个

一年的周期里，人类学家有可能对当地人生活

的各个方面给出一个总体性的描述。
另外，人类学还强调空间，即强调时空坐落

下的聚焦观察。在这一点上一个村落可能是容

易把握的一个空间范围。它的范围往往大小合

适，范围适中。比如做一个诉讼案件的调研，很

多人就只是盯着法庭看有没有诉讼，但实际上，

一个村里女人在街上叫骂，非要找出偷她家鸡

的人，因此民间的纠纷解决不是一上来就上诉

到法庭上去的，由法官来说了算，那你说这个街

头骂人算不算她表达自己的正义理解的一种方

式呢? 而这是否转而又可以透露出来当地人解

决纠纷的一种风俗呢? 至少研究法律的人类学

家会认为这算是一种表达正义的途径。还有，

很多同学去乡下调查可能是不大会去关心厕所

问题的，但人类学家就会关注这个偏僻的地方

和人的社会生活的关系。我记得在汶川的羌族

村寨里走访时就发现好像自己不会上厕所了，

因为，院子角落里的就一个厕所，门儿没有插

销，你正在上厕所，有人走过来了，那你怎么办?

老乡是这样做的，听到来人的声音，里面的人就

咳嗽两声，这样事情就解决了。所以，你要学会

他们的交往规则，这就是一种对于本土文化的

理解。换到城市空间里，这一套就不行了。在

这个意义上，法律实际上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

延伸出来的，我们今天专门叫它法律，是因为它

本身太复杂了，是在复杂的社会里专门分离出

来的一个领域，但在村落社会的关系相对简单

的生活里，法律实际是镶嵌在其中的，比如法律

就可能是嵌入在当地的宗教之中。
我曾经读过云南大学法学院王启梁教授的

一篇文章，文中就提到了“琵琶鬼”，他是从社会

控制的角度去做分析的。［2］而读这篇文章对我

来说，实际更为关心的是为什么这个正常的人

她会被界定为琵琶鬼。可能她之前曾经是个美

女，年纪轻轻地丈夫就死了，当地人在找不出元

凶的时候，总会有这样一种归因，把全部的责任

都赖在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身上，认为是她的

超乎常人的美貌的原因，这背后也可能是社会

嫉妒的一种文化的表达。她本来就是一个不幸

之人，却又被大家所羡慕，羡慕得不到，嫉妒也

就会产生出来。这个演绎逻辑社会化之后，那

里的人们往往都会把这种逻辑硬塞进社会的一

种结构性的安排中，形成一种整体的社会认知，

进而会把这样无端发生的事情，污名化地界定

为“琵琶鬼”，或一般意义上的“鬼”。换言之，任

何一个社会，无论现在、过去、还是将来，也不论

社会规模的大小，都要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制

造出一种“鬼”来，以泄元凶找不到以及羡慕得

不到的私愤。比如我现在住的小区，过去只要

谁家一遭偷窃，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院子里

来来往往样貌突出的农民工。实际上这些案件

根本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污名化的

对象总是那么少数的几类。因此，这个社会里

有一套不言自明的逻辑，就是有一些人终究是

要变成大家泄愤、宣泄和污名化的对象，社会的

一些紧张和危险才能从人的感受上得到一些消

解。这种逻辑就是社会与文化的逻辑，而不是

法律和宗教的逻辑。

三、留心古旧

所谓的“古旧”就是身边留存下来的各种事

物。历史就是这样，当你一说话、一写字，它一

旦留存了下来了，就会成为一个古旧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从中分辨出来它们的存在与我们

生活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古旧得以产生的时代人

们可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像我在这里所

展示的地契、毛泽东的头像等，这些在今天似乎

都可以不时在村子里的家户中看到，你看当时

这个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照片是可以作为礼物来

相互赠送的，现在如果我们再这样做，就会被认

为是疯子，不合时宜，不是那个集体意志高于个

体意志的时代是造不出这种交往方式的。今天

时代不一样了，个体觉醒的程度很高，超过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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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集体的认同，这时对于礼物的理解也就不一

样了。

图 2 作为礼物的毛主席像

( 赵旭东 2012 年 9 月摄于山东)

还有，对于各种遗存的建筑物也是一样，要

把它们都放置在社会建构里面来加以认识。也

许大家觉得中国的汉碑或者魏碑，就是汉字，但

是你要知道，这可是那个时代人们思考方式的

一种反应，我们今天称它们为风格。比如拿汉

隶来跟汉代建筑风格做一对比，思维方式的相

似性就出现了，你看西安的现代仿古建筑也许

能看出来一点，建筑像汉隶，汉隶又似那时的建

筑，体现了汉代的一种在水平方向上不断去扩

张张扬的气魄。而再看看西方遗存的建筑，因

为有长时间的天主教的影响，观念中最高地位

的是上帝，那是在往天的高处去追寻，并以之为

崇高的居所，也就是跟天近而跟上帝接触。而

看看汉代的建筑风格就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从

平面上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虽然皇帝是天子，但

他不是呆在天上的，而是活生生的在人间统治

着尽可能广袤的土地和人民，即古语里所谓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

观念。

四、知微知彰

“知微知彰”出自《易经·系辞下》，所谓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人类学

强调对于微观之处的考察，并强调由这微观而

生出来的意义上的差异。借用英国的哲学家赖

尔在《心的概念》里提到的“眨眼”的概念，我们

应该清楚，眨眼本身实际上是一种生理现象，在

这个层次上每个人都会表现得一样，具有人和

动物的普遍性。但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去考察，

你又怎么知道这样一个眨眼动作是一个人因为

真的迷了眼睛，还是在含情脉脉地向她的心上

人暗送秋波呢? 这单单从生理学的层次上去做

一种测量是测不出来的。但是，一个男孩儿看

一眼一个女孩儿，是轻佻还是喜欢，他一眼就能

看出来，大家也都看得出来，这就是文化里才能

表达出来的共同意义，是很专门的一种文化的

表达。在人类学里，自从格尔茨在 1973 年发表

了《文化的解释》一书，“浓描”的概念就成为人

类学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但是在这里想提醒

大家，实际上我们不要简单从“浓描”这两个翻

译的字的字面含义上去理解，它还可能有更为

丰富的意思，或者说在这浓描之外还有一种中

国人擅长的描写方式，就是“轻描淡写”，但轻描

淡写并非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浓描。我们的文

化里，至少很大的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齐白石那

种轻描淡写，那被称之为意境，已经就不一定完

全是靠浓描能够反映出来的，反倒是淡抹更出

一种意境。
当然，除了浓描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从

蛛丝马迹的线索中引出来的东西。比如我们在

城市中做民族志的话，就不像村落中那么清楚，

也就是聚不了焦，现象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所

以如何做城市中的民族志，方法就要随着转变，

要追溯一种事件发生的线索，慢慢去做一种理

解，这是我说的线索的民族志所要求的，对这个

问题另有文章叙述，在这里不再细谈。谈个例

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当下北京的街头

人行道上，到处都贴着“包小姐”的小广告，作为

一个普通人你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你对此

有好奇之心，那这小广告就是一个线索，依次不

断地追溯下去，你就会理解这个广告和整个正

式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贴这些广告的人和消

费这些广告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一个大

的且复杂的社会而言，实际上了解事情发生的

线索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个线索你不仅看到了

城市的生活，还可能一下子把农村也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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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了，因为你如果顺着这个线索一追溯下去

就到了某个村落里面去。这份广告的线索可能

是从色情的角度上反映了现在的一些人们在心

灵上的一种追求，其中又把社会中存在的一些

欺骗的因素累加了上来，那样，你对于城市某一

部分人生活的理解就会逐渐加深并逐渐扩大你

的理解范围。

五、知柔知刚

“知柔知刚”也是典出《易经》，这里想要强

调的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思维，即不极端也不走

极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对于研究者

的性格进行过一种分类，他说世上有两种人，一

种是“硬心肠的”，另外一种是“软心肠的”。前

者可以归到刚性这一面上来，而后者则是可以

算是柔性这一端。就我的观察，凡是那种做社

会统计的人，一般都是需要“刚性”的“硬心肠”。
而心存异趣的人类学家，往往更多有柔性的“软

心肠的”这一面。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是个

大概的分类，并且我们要追求的是真正能够将

这两者统一起来的人。

六、神游冥想

这是关于人类学究竟追求什么样的一种境

界的问题。开始那几项是要求大家趴下别站起

来，做仔细的观察，就像观察两个蛐蛐儿打架，

你要趴下去看才清楚，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到了这个“神游冥想”的阶段，就要求大家

去做一种站起来的思考，这实际上是跟费孝通

先生晚年的一些对于社会学这个学科发展的一

些批评是有关系的。记得我那时还在北大社会

学人类学研究所。1998 年 2 月 7 日上午，费先

生把研究所里的所有人都叫到家里听他老人家

讲话。费先生那时话里话外实际上是在语重心

长地启示大家。他说的话原文可以在他的文集

里找到，今天回忆起来大概的意思是说: “你们

这些人都在干什么，难道趴下来就不再起来了

吗? 现在我们要站起来，别趴下，你们的脑筋如

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不行，不能平面走，一个

飞不起来的人他的关系都是平面的，立不起来，

现在我们的思想不但要立体化，还要有四五个

维度的东西，你们看东西要看到里面去，不能表

面上看东西，不要记录下来就算了，背后的那个

东西会抓住了就活了。”这并不是原话，是我的

记忆的复述。但这记忆对我而言实际上是很深

的，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往往都是去到当地，收

集数据，然后以为这就是重要的个案资料了，实

际上很多人只是把个案罗列在那里，但这显然

没有什么解释的力量。
文化的背后既有近因，也有远因; 既有宏大

的东西，也有细致入微的内容。这些都需要在

我们的头脑里做一番仔细的思考，形成一种让

读者感受到有所教益的启示，这也许就是一种

费先生所谓的神游冥想吧。比如婚姻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觉得，如果相互不喜欢就不会结婚

的。但是，我们看一些统计就会发现，比如英国

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的时候，统计结果就

很清楚地表明，只要粮价一上涨，结婚率就上

涨，粮价一落下来，结婚率就下降，看起来是个

人的行为，实际上背后有一种社会的逻辑，这中

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动脑子去想才能想出来。所

以，一个小小的村落如何和整个社会以及更大

的文化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一种神游冥想的能

力。因此，大家不要认为街头广场上的舞蹈就

是锻炼身体的，古代人并没有这个概念，舞蹈最

初就是沟通人和上天的，这些沟通的动作慢慢

地演化成了今天的舞蹈。我们在平面上趴着做

田野研究的时候，最终需要有这种超越。文化

理解的逻辑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一个人就不

敢抢银行，但如果有一万个人在一起，有人振臂

一呼，可能就会做出这种社会暴力的行为出来，

只是在于这样一种群体行为是否真的有其发生

的条件。比如小的时候一个人不敢走坟地，但

是三个人就敢走，这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

是一种整体观念上的超越。再说一遍，一个村

落如何跟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联系在一

起，这在今天是一个极需思考的大问题，这种思

考会把人类学引向一个新的方向去。
下面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是关于我的庙

会研究。你只有在庙里才能真的看到民间社会

里人们怎样调解纠纷，这不是在法庭上的纠纷

解决，法庭上是另外一种方式。你会看到庙会

上有这种现象，华北叫“看香”( 见图 3) ，点着香

之后他会吞到嘴里，出来香还能燃着，这是他最

基本的权威表达的方式，如果没这两下子，他根

本不可能让人信服。在这里有一种三角形的关

系，我叫它做“灵的三角”，即如果香代表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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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看香的人和求香者之间就有一个三角的

互动关系。你在庙会上会看到来看病的人，她

会盯着这个跟她有关的香，香在被看香的人点

着之后就是一个燃烧的过程中，这个过程的所

有变化都有着可解释的意义。当地人对这个细

节的解释过程，对人类学家就很重要，要做一种

扎实的描记。比如，当香燃烧从红突然变黑的

时候，这个时候解释就变得很重要，看香的人对

这个女士( 求香者) 说:“你家里有事情”，我想农

村妇女除了家里有事，还有什么国家大事吗!

这个女士脸色马上就变了，接着看香的师傅说:

“你胃不好，”这个时候她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

来了，我想胃疼和肝疼，农村人也不一定分得很

清楚，但是腹部疼痛是能够感受到的。然后看

香的人就说:“这是实病，你也有虚病，家里有老

人，你没有照顾好，”这个时候她眼泪就成行成

行流下来，为什么? 她自己就说了: “我婆婆躺

在床上，我看见就烦”，这个时候看香的人会说:

“你回去要好好照顾老人，这样虚病就好了。”我

想经过看香的人的这番调解之后，她回去不会再

对她婆婆不好了，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私心。最

后，看香的人还会给她一点儿药，很便宜的，大概

是治胃病的药，用来医治她的实病。老百姓在这

方面是很实际的，你只要给她一个明确的解释，她

觉得灵验了，就会非常相信你。这就是为什么一

个宗教在农村会突然有许多信众的原因，背后就

是灵验在起作用。当然也有不灵验的，随后这种

宗教或者庙宇可能也就逐渐衰落了。

图 3 灵三角: 香、看香的人和求香者

( 赵旭东 2005 年 3 月摄于河北赵县范庄)

七、克己宽容

我认为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对他者的研究，

也就是对你生活之外或者对你而言陌生世界的

研究。这里就有一种克己宽容品格的修炼。面

对异样的世界，如何去克服自己的不舒服或者

不愉快，然后平心静气地观察各种的社会反应，

这对人类学是很基本的一种学术品质。你去瑶

山，当地人给你上山抓一只芒鼠来，那芒鼠看起

来比老鼠还恐怖，个儿很大，说是煮来给你吃，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如果不吃，你就不可能进

入他们的生活境遇之中去，也无法真正地了解

他的世界。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首先要克服

自己的偏见和不宽容，这是心存异趣要加以解

决的。还有比如住在北京地道里的那些人，基

本上都是流浪汉，很少有人去关怀他们，更没有

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值得追求的。但真

正好的学者往往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流浪汉”。
我认为如果没有先前的物质的流浪，精神又怎

么流浪呢? 但研究他们、体会他们以及理解他

们，即一种流浪汉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可以给我

们生活以启示的一种方式吗? 所以，我们没有

这份理解，可能都不会成为真正的精神上的流

浪者。我们应该从流浪汉的世界里去理解这个

世界，然后再想人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

么，这些可能也是我们人类学最应该去思考的

一些基本问题，这样你的学科就不仅停留在一

种方法的层次上，而是进入到一种真正的哲学

层次了。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想这背后

的文化意义是未来中国本土人类学可以真正贡

献给世界人类学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

去排斥所谓的异己，也不应该去排斥与我们不

同的生活方式及在那里的文化的存在。
我最 近 写 的 一 篇 文 章，题 目 就 是“在 一

起”［3］，大家不要看这个词很通俗，似乎是很容

易理解，但它却是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其价值

的一个概念。可以说，今天所有的制度安排都

试图让我们彼此分离开来: 夫妻本来是在一起

的，但是法律的规定是让大家彼此分离开来; 因

为财产从法理上是属于个人并彼此分离开来

的。社会中其他方面的分离就更多了，这方面

我讨论得很多，有兴趣可以看看我最近的相关

文字。［4］所以，“在一起”这种观念就与社会的分

离之道大相径庭，且在今天的社会是值得提倡

的。显然，如果医生说你的肺因为有阴影需要

切掉，你会说不吗，你不会，你怕死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你也没有权利选择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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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权威和权利都在医生和医院的那里。去看

牙科最为简单，去的时候可能还是挺好的，患者

和医生之间可以寒暄地聊上两句，当医生戴上

口罩，然后让你躺到躺椅上去，这个时候你就不

是“人”了，怎么证明你不是人呢? 很简单，你躺

下以后，医生取出一块用来遮你脸面的蓝布，遮

上脸以后，只剩下他要处理的牙齿的圆洞，这样

你就是牙齿和身体之间的象征性的分离，这时

你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就是一个医生要理性

去处理的器物而已。西医最近遭到的诟病说到

底要克服的就是如何能像中医一样有一种对于

人的整体性的关怀，并不是说西医本身不好，只

是它离人的医学越来越遥远了。其实很多医疗

背后都有些巫术的效果存在，病人有时候很相

信医生的话，那样身体状况似乎就会慢慢地跟

随着改变。说白了，西医对正常的人而言是一

种恐怖的存在，很多人应该是被医院的环境吓

死的，躺在洁白的床单上，身上到处插着管子，

头顶上还挂好几个输液的瓶子，这跟那种望闻

问切的传统中医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八、文字天下

我们每个人说白了都是一个写手，只要你

想把你看到的、搜集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呈现

出来。因此，用怎么的方式来写就成了一个问

题，在文学上叫作叙事研究，在人类学上叫做

“写文化”。而中国自己的人类学里有一种说法

叫“不浪费的人类学”［5］，就是人类学家的笔下

没有垃圾，散文、诗歌、摄影等等都可以是人类

学家的作品，都在反映那个看到的和反思到的

文化。显然，不是文字书写都在文学家手里，每

个人能用文字来表达的人，都是一个写手，一个

作家，他因此怀有的抱负就应当是文字天下，即

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形成一种共享的知

识，促进文化的融通和发展。我的经验就是，要

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见闻，每天都要下功夫去写，

特别是在田野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写的实践成

就了你对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理解。因为，很多

时候是你的文字决定了你的思考，而不是相反。
这就是文字天下这一点所要真正表达的意义所

在。
最近对于田野工作的方法，曾对上面的八

式有所拓展，总结出“四统”的工作思路，所谓

“四统”就是“点线结合、特征追溯、线面统一、微
观聚焦”。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在此过多展开。
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人类学

为什么会远离江河文明”［6］，讨论为什么中国文

化里江河文明这样的话语进入不了民族志的描

述，我有自己的看法和细致讨论，核心就是基于

通过“点线结合”的思路调整而提出来的，供大

家阅读批评。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知识就是从黑暗

中透露出来的一丝亮光，只是恰好你把握住了

而已。”希望大家都有知识。
( 2014 年 8 月 3 日改定于北京四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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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meth-

odology is very important，especially the methodol-

ogy of fieldwork which we discuss in this article—it

has become the modern anthropologists' skill． Ｒe-

garding the methodology of fieldwork，the author

states that the best methods and tools should be

created by oneself． However，there are also some

common questions in methodology． Among the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what is anthropologi-

cal fieldwork?”Actually it is very simple—name-

ly，you must be“on the spot”． This is a basic

principle of anthropology，especially for modern

anthropology．

This article makes an effort to sort ou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methods for doing anthropologi-

cal fieldwork，and calls it the“Eight Formulas for

Fieldwork”，that is，eight methods for doing field-

work． The author states that these could make it

easier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ub-

ject by classifying the methodology of anthropologi-

cal fieldwork into eight formulas．

The first formula is xincun yiqu ( 心存异趣，

or always being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ings) ． It is obvious if a person has no any pas-

sion for the outside world，he /she cannot do an-

thropological research，or he /she cannot make any

original discove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ere，

one's inner world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f

one is interested in anthropology，one should at

first have a feeling of excitement and enthusiasm a-

bout the worl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your daily

life． This is a kind of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one's

basic quality for becoming an anthropologist．

The second formula is zhashi miaoxie( 扎实描

记，or“solid recording skills”) ． This is very im-

portant for an anthropologist's basic skills，and is

important factor related to the anthropologist's suc-

cess or failure． However，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olid or strong recording skills constitute al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 methodology． Actually，it is

just one within the eight formulas． “Solid record-

ing skills”do not only rely on the ways to record

an interview，such as conducting an interview，au-

dio recording or shooting video，but should also in-

clude observations on people's lives， objects，

space and all other aspects of life's basic necessi-

ties． Sometimes，those people who are not patient

in understanding these things will go straight to the

subject，and ignore these kinds of details． Howev-

er，these things might be more helpful for us to un-

derstand the true form of cultural existence． This

kind of research，which takes material things as its

center，is increasing because this is more and more

a materialized world． Therefore，we have to con-

sider the meaning of culture to the people．

The third formula is liuxin gujiu( 留心古旧，

or paying attention to the“antiquated”) ． The so －

called“antiquated”refers to those various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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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survive around us． History is like this － once
what you had spoken or written has survived，then
it will become part of the“antiquated”． However，
we should distinguish the relationship of their exist-
ence to our lives and the possible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of the people who created these“an-
tiquated”elements of the past．

The fourth formula is zhiwei zhizhang( 知微知

彰，or understanding both the micro and macro) ．
This expression comes from the I Ching． Anthro-
pology emphasizes doing investigation on the mi-
cro，and also stresses the differences of meaning
derived from the“micro”．

The fifth formula is zhirou zhigang ( 知柔知

刚，or understanding both“hardness”and“soft-
ness”) ． Obviously，this also comes from the I Ch-
ing． What we want to highlight here is to promote
a way of thinking way that combines hardness with
softness，that is，not going to extremes．

The sixth formula is shenyou minxiang ( 神游

冥想，or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 It's about what
kind of realm anthropology aims to pursue． The
formulas mentioned above require us to“lie down
and not stand up”in order to do a careful investi-
gation—which just like observing two crickets
fighting． Only when you“lie down low”can you
observe the fight clearly and know what happened．
However，when it comes to the stage of shenyou
minxiang，we need to stand up and think． There
are both proximate and remote causes，both macro
and micro contents behind culture，and all these
things need us to do careful thinking before they
are formed into a kind of instructive revelation to
the readers．

The seventh formula is keji kuanrong( 克己宽

容，or restraining one's selfishness and being toler-
ant with others) ． I think that the core of anthropol-
ogy is research about the“other”，that is，a re-
search on“the outside world”of the other． And

then here we should cultivate a kind of character
and morality with which to restrain our own selfish-
ness and be tolerant of others． Facing such a
strange world，how to restrain our own uncomforta-
ble and unhappy feelings，and then to observe va-
rious social responses calmly—this is a very basic
academic quality for anthropology． It is said that
“sihai zhinei jie xiongdi ”( 四海之内皆兄弟，or all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brothers) —I think
the cultural meaning behind this is that Chinese
anthropology can really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world． On this point， we
should not reject the so － called“other”，and also
should not reject the ways of life and cultur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ours．

The last formula is wenzi tianxia( 文字天下，

or write for the world) ． All of us are writers if we
want to present what we have observed，what we
have collect or what we think． Thus，using what
kind of method for writing becomes an issue． It is
called narrative research in the literature， and
called“writing culture”in anthropology．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have its own saying: “Anthropology
without Wastefulness”．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no
wastefulness under the pen of anthropologists － pro-
ses，poems and photography can all be regarded as
the works of anthropologists，and all reflect obser-
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culture，Obviously，not
all“writing”is in the hand of literary specialist． －
Every person who has the ability to express them-
selves with words is a writer． Therefore he should
desire to write for the world，that is，to express his
mind by writing，form a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can be shared，and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My experience is that we should record our obser-
vations by writing． We should write every day，es-
pecially when we are in the field． To a certain de-
gree，the practice of writing reflects your achieve-
ment from your understanding to the thing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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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observed，because for most of time，your
writing decides your thinking，but not the reverse．
This is the meaning of what the formula wenzi
tianxia attempts to express．

Key Words: anthropology; fieldwork; meth-
odology; eight form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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