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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 （ 旨 在辨析存在 的本相 与
“

真 实
”

的 要 素 ） 与 知 识论 （ 旨 在 辨析认 识 者 的知 识 之本质 ）是

相对而 言 的 ； 人类 学史上 ， 两 类 求 索 ， 是 民族 志 一贯兼有 的两 面 。 然 而 ，在 不 同 历 史 阶 段 ， 民 族 志却

表现 出 不 同形 态 ，个 中 因 由 ， 与 研究 旨 趣 向 二者 中 的
一 方 倾斜 有 关 。 2 0 世纪 7 0 年代之前 ， 民族 志

书 写 者侧重于 辨析 被研 究 的
“

土著
”

的存 在 与 价值 ， 致力 于 从 中 引 申 出 思 想
；

之 后 ， 在政 治 经 济 学 、

知 识 一 权力 思 想 及文 艺 批评理论 的 影 响 下 ， 则 侧 重 于处理 外 在 于 民 族 志 对象世界 的 知 识 论 问 题
；

2 0 世纪 9 0 年代 以 来 ， 民 族志领域 则 涌 现 出 致力 于 整理
“

民 族志 书 写 的 区 域传 统
”

、深 化 宇 宙 论研 究

及 哲 学 化
“

土著观念
”

的研 究者 ， 他们 将重 点 重 新放在
“

对象世界
”

（ 此 时 巳 作 为认 识 主 体存在 ） 的本

体 论 阐述上 。 民族志 形 态 史 ， 是 两 种 并存面 向 之 间 关 系 结构 的先 后 两 次
“

反转
”

（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 构 成

的 。 近期 提 出 的
“

本体论 转 向
”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
ｃａ ｌｔｕｒｎ） 指 的 是 第 二 次反 转 ， 这

一

转 向 意 味 着现代 主 义 民

族志 形态 的 重 建和更新 ， 而这又进 而意 味 着 ， 民族 志 对于
“

对 象世界
”

的客 观化 （本体 化 ） 既 不 可 避

免又有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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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国家对 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 。 它是 ［社会人类学 ］研究的初级阶段 ：观察和描

写 ， 田 野工作 （ ｆ ｉｅ ｌｄｗｏ ｒｋ ）

”

。

？ 然而 ，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 ，它得到过不 同 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

定义 ，总体形貌又有过数度改变 。 与过去一样 ，当下 民族志有着它 的时代特征 ， 而关于这
一

特

征为何 ，身处其 中的学者有各 自 的解释 。 如后文将重点解释的 ， 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

形容为
“

本体论转 向
”

。

？ 在本文中
， 笔者 以这些特征的 由来为线条 ，

＜￥素描出 当下 民族志形态

的历史样貌 ， 同时对这
一形态进行具有 自我倾向的评论 。

① ［法 ］列维
－斯特劳斯著 、张祖建译 ： 《结构人类学 》 （第 1 册 ） ，中 国人 民大学 出版 2 0 0 6 年版 ，第 3 2 5

—

3 2 6 页 。

？ 相关学者最近对此一提法 的表述 ，参见伦敦大学霍博拉德 （Ｍａｒｔ
ｉ
ｎＨ ｏｌ ｂｒａａｄ ）

、 哥本哈根大学彼得森 （Ｍ ｏｒｔｅｎＡｘｅ ｌ

Ｐｅｄｅ ｒｓｅｎ ） 、里约联邦大学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 （ ＥｄｕａｒｄｏＶｉ
ｖｅ

ｉ
ｒｏｓｄｅＣａ ｓｔｒｏ）为 2 0 1 3 年美 国人类学会年会 （在芝 加哥举

行 ）的一次相关圆桌讨论所写的召集 书
＂

本体论 的政治 ：人类 学立场
＂

（Ｔｈｅ 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ｓｏｆＯｎｔｏ ｌｏｇｙ ： 
Ａｎｔｈ ｒｏ

ｐ
ｏｌ ｏｇｉｃ ａｌ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

（未刊稿 ） 。

③ 之所以说是
“

线条
”

，是 因为笔者在此既不可能对现存 民族志 成果作全面 梳理 ， 又不可 能对所有 民族志方法学 著述

作分门别类 的概括 ，而只能择其要者加 以
“

过滤
＂

。

2 5



《民族研究 》 2 0 1 5 年第 3 期

一

、 民族志 ：

一种人文科学方法的 出现

在欧亚大陆这个广阔的 地域 中 ，在诸古代 文明板块 （尤其是印欧 ，特别是欧洲 ， 以及 闪米

特－阿拉伯 、华夏 ）上 ，
相近于 民族志的

“

文类
”

， 早在上古时期就与博物志一道出现了 ；
之后 ，这

些文明板块所涌现的旅行记 （含与远征有关的记述及诸如朝圣行纪之类的记述 ） 、方 国
一贡物

志也带有后人说的民族志色彩 。 然而 ， 民族志却特指一种人文科学方法 ，它的名 号是近代学者

据古希腊文综合改造而成的 ，用 以形容一种近代史上再创造出来 的
“

认识
”

与
“

文类
”

。 民族志

既指研究的过程 （ 田野工作 ） ，又指研究的成果 （作为志书的 民族志 ） 。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 民族志 ，有 了相当科学性的早期实践 ，出现于 1 9 世纪中后期 。 此前 ，

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文明和进步的观念 ，随后 ，德国 出现文化论 ，法国 出现关于进步的
“

科学研

究
”

，英国 出现诸多文明论述 ，圣经学者对创世纪作出 了新解释 。 在 1 9 世纪中后期 ，不少传教

士对 民族学问题产生兴趣 ，而 民间古物之研究也演变为民俗学 ，接近体质人类学的论述也得 以

提出 。 在英 国等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 ， 出现了 民族志类的记述 ，进化论思想得以系统论述与

传播 。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 ，

“

蛮荒 中人
”

与欧洲
“

文明人
”

之 间到底 属于祖孙关系 还是属于

异一 己关系 ，再度得到关注 。

？

对于 1 9 世纪的人类学 （正是在这门学科下 ， 民族志得 以系 统阐述 ） ，人们 的主要批评是 ，那

时的代表之作都是根据探险家 、商人 、传教士 、移民等所写的
“

业余民族志
”

和史料写就的 ，人类

学家 自 己是书斋 中的学者 ，不做 民族志研究 ，也不写 民族志 。 这些代表之作 ，如泰勒 （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Ｔｙ ｌｏｒ ）的 《原始文化 》 、弗雷泽 （Ｊａｍ ｅ ｓＧｅｏ ｒｇｅ Ｆｒ ａｚ ｅｒ ）的 《金枝 》及摩尔根 （ＬｅｗｉｓＨ 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 的 《古代社会 》
，体现了古典人类学家的这些

“

性格特点
＂

。 然而 ，如
一

位 民族志史研究

者指出的 ，
1 9 世纪还是存在着不少民族志研究 ：

4 0 年代末到 5 0 年代初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

究 ，
8 0 年代库兴 （ ＦｒａｎｋＫｕ ｓｈ ｉｎｇ ）对祖尼人的探究 、波亚士 （ＦｒａｎｚＢｏａ ｓ） 对因纽特狩猎

一

采集

人的研究 ，
9 0 年代斯宾塞 （ ＢａｌｄｗｉｎＳｐ ｅｎｃ ｅｒ ）对于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 ，及 1 9 世纪末 2 0 世纪

初里弗斯 （Ｗ． Ｈ ．
Ｒ

．Ｒｉｖｅｒ ｓ）对于托达人 的研究 。
？ 这些古典人类学家 的 民族志研究 ，各有所

长 ：摩尔根擅长对社会组织 、仪式 、政治 、社会变迁的观察 ，且最早具有参与观察的精神 ；库兴最

早用土著语言展开调查 ，
且重视土著宇宙论调查 ；波亚士 田 野工作 比较肤浅些 ，但在搜集故事

和文献方面 ，功夫极深 ；里弗斯对于亲属关系谱系的研究法则形成了富有启 发的经验 。

“

做 民族志
”

似乎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理想 。
1 9 世纪人类学兴起之初 ，

一些人类学家 巳 基于

田野研究书写了一批重要的 民族志 ；
尽管泰勒和弗雷泽没有机会做民族志 ，但在 1 9 世纪 7 0 年

代积极为英 国民族志调查手册的设计出谋划策 ，

3 5也积极鼓励学生从事 民族志 田野工作 。

①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Ｓ ｔｏｃ ｋｉｎｇ ］
ｒ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Ｙｏｒ ｋ
：
Ｔｈ ｅＦｒ 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Ｔｏ ｒｏｔｏ

：

Ｍａｘｗ ｅｌｌＭａｃｍｉ
ｌｌ ａｎＣａｎ ａｄａ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ＭａｘｗｅｌｌＭａ ｃｍｉｌｌ ａｎ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
 1 9  8 7 0

②参见Ｒ ｏｇｅｒＳ ａｎ
ｊ
ｅｋ

，


ｕ

Ｅｔｈｎｏｇｒ ａｐｈｙ ，

“

 ｉｎＡｌ ａｎＢａｒｎａ ｒｄａｎｄ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Ｓ
ｐ
ｅｎｃｅｒ ｅｄｓ

．，Ｅｎ 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ｆ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ｅｌ ｄｇｅ ，
 1 9 9 8 

？ ｐｐ ． 1 9 3 

—

1 9 8 。

③ 马林诺夫斯基正是带着这本手册去往 特洛布里恩德 岛的 。 关于此手册 的形成 ， 及英 国经验主 义民族 志 的历 史状

况 ，参见 ［英 ］爱德华 ？ 埃文思－普里查德著 ，冷凤彩译 、梁永佳 审校 ： 《 论社会人类学 》
，
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 2 0 1 0 年版 ，第 4 6 

—

6 0 页 。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 2 0 世纪 3 0 年代这本手册 已得到 中 国民族学家的认识 ，

凌纯声曾部分根据它 写出
“

民族学实地调査

方法
”
一文 。 参见凌纯声 、林耀华等著 ： 《 2 0 世纪 中 国人类学 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 ， 民族 出版社 2 0 0 4 年 版 ，

第 1

—

4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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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民族志形态 的形成 ：从知识论的转向 到新本体论的 回 归

到 2 0 世纪 初期 ， 民 族志进人 了
一

个新 阶 段 ； 这个 阶段 ， 与 马林诺夫斯基 （ Ｂｒｏ ｎ ｉｓ ｌａｗ

Ｍａｌ ｉｎｏｗｓｋｉ ）这个名字 紧密相连 。
1 9 1 4 年至 1 9 1 8 年间 ， 马 氏在西太平洋进行民族志 田 野工作

实践 ，并于 1 9 2 2 年开始发表一系列 民族志文本 。 从他的工作过程和撰述看 ，这位人类学家所

做的 民族志 ，综合了  1 9 世纪民族志的几乎所有优点 。 马 氏有摩尔根的参与精神和对社会结构

的兴趣 ，有库兴般的宇宙论研究素养 ，而马 氏对波亚士那样的故事 、文献整理专长及里弗斯 （马

氏相 当直接地受此师长的启发 ）那样 的谱系学研究法 ，也充满兴趣 。 在 田 野工作中 ， 马 氏研习

土著语言 ，活跃于他们的生活之中 ，努力从土著的观点理解土著文化 。 这些工作行为 ， 日 后成

为 民族志 田野工作的程式 。 对理论概括有浓厚兴趣 的马氏 ，还赋予民族志撰述以思想价值 ，他

的 民族志描述细致人微 ，但却总是充满着现实和思想关怀 。

？ 在其最著名 的 《西太平洋的航海

者 》
一

书中 ，他借助大量民族志细节论证了经济不能摆脱社会而独存的论点 ；
这个观点 ，既影响

了许多同道 ，
又影响了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

——波兰尼 （ ＫａｒｌＰｏ ｌａｎｙｉ ）
，波兰尼 的

“

嵌人
”

概念即主要来 自 马 氏 的民族志 。

＜ 2
＞

马林诺夫斯基的 田野工作与书写 ，

一方面有里弗斯 的方法学铺垫 ，

？另
一

方面 ，还有在他

之前早 已进人其研究领地的前辈的
“

业余 民族志
”基础 。

④ 致力于创新 的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再

综合 、再思考 ，给予民族志方法学规则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展示 。 此外 ，
马氏还培养出大批学生 ，

他们多数从事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工作 ；
其 中 ，

后来开启 了牛津大学 民族志风气 的埃文思－普里

查德 （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 ｄ）写出 《努尔人 》
＜？

，这是一部堪称 2 0 世纪 民族志最高成就的著作 。 马 氏

的影响范围波及美国 ，使波亚士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风格退居二线 ；更波及东亚 、南亚 、非洲与法

国 ，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革新 ，起到过重要 的推动作用 。

从 1 8 5 0 年前后的美国人摩尔根 ，到 1 9 2 0 年的波裔英 国人马林诺夫斯基 ， 经过 7 0 年 的时

间 ，现代民族志的传统得以建立 。

？

民族志成熟于 2 0 世纪上半 叶 。 正是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 间 （ 1 9 1 4 

一

 1 9 4 5 ） ， 民族志迅速成

长
； 此间 ，有了 田野工作法 、文本构成 、 比较价值的系统论述 ，在此基础上 ， 民族志拓展了研究的

地理区域覆盖面 。 在英国人类学界 ，学者们长期 在大洋洲从事研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他

们拓展 了
“

领地
”

，进入非洲 、印 度和中 国研究领域 ；

3 5在美 国 ，若干著名 大学与英国学界保 留着

关系 ，深受英国民族志工作风格的影响 ，美 国人类学家开始转向更广阔 的地理范围 ， 其中包括

① 参见吴文藻 ： 《吴文藻人类 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 ， 民族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
第 1 2 2

—

1 4 3 页 。

② 参见 ［英 ］卡尔
？ 波兰尼著 ，冯钢 、刘 阳译 ：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浙江人 民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③ 马氏 同样承认 1 9 世纪前辈对人类学 的贡献 ，
他说 ：

“

在 民族 学 中 ， 巴斯 蒂安 、 泰勒 、摩 尔根 、德 国 民族心理学 派 的早

期努力 ，重新塑造了旅行家 、传教士及其他人早先 的粗糙信息 ，
并 向我们展示了使用更深刻概念 与抛弃粗糙和误 导的概念 的

重要性 。

＂

参见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 ，梁永佳 、李绍 明译 ，
高丙 中校 ：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 ，华夏 出 版社 2 0 0 2 年版 ，第 6 

—

 7 页 。

④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Ｓ ｔｏｃｋ ｉｎｇ ， ｊ

ｒ ． ，


＂

Ｍａｃｌ ａｙ ，
Ｋｕｂａ ｒｙ ， Ｍａｌ ｉｎｏｗｓｋｉ ：


Ａｒｃ ｈｅｔｙｐｅ ｓｆｒｏｍｔｈ ｅＤｒｅａｍｔ ｉｍｅｏ 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ｌｏ
ｇｙ

＂

，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ｏｃｋ ｉｎｇ ，ｊ
ｒ ．ｅｄ ．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ｓ ： Ｅｓｓ ａｙｓｏｎｔｈ ｅＣｏｎ ｔ ｅｘ ｔｕ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 ｄｉ ｓｏｎ ：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Ｗｉ ｓｃ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 ｓｓ ，


1 9 9 1 ， ｐｐ ．  9

＿

7 4 0

⑤ 参见 ［英］爱德华 ？ 埃文思－普里査德著 ，褚建芳 、 阎书昌 、 赵旭东译 ： 《努 尔人 ：
对尼罗河 畔一个人群 的生活方式和政

治制度的描述 》
，华夏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⑥ 由于马林诺夫斯基带来 的转变具有革命性意义 ，因 此 ，人们时常将他 的作 品与之前人类 学家的 民族 志作 对照 ，认为

他导致的学术变迁是根本性 的 、断裂式 的 。 这就给人一种印象
，
似乎是马林诺 夫斯基 突然创造了这一传统 ，而事实 上历史则

不是 由这样或那样的突变构成的 。

⑦ 参见Ｇｅｏｒｇｅ Ｓ ｔｏｃｋ ｉｎｇｊ
ｒ ．

， Ａｆｔｅ ｒＴｙｌｏｒ ： Ｂｒｉ ｔｉｓｈ Ｓｏｃ ｉａｌ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1 8 8 8
—

1 9 5 1 ｆＭａｄ ｉ ｓｏｎ


：

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ｏ

ｆ Ｗ ｉ ｓｃ 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 ｓｓ
，
 1 9 9 5

， ｐｐ．  3 6 7
—

4 2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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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美洲 、环太平洋地 区 、南亚等地 ，
不再局限于北美印第安人研究 ；

＂＾在法国 ，在马林诺夫斯

基民族志时代到来前后 ，带有浓厚民族学旨趣 的年鉴派社会学家们 ，采纳从民族志研究得来的

结论 ，并对之加以归纳 、综合 、 比较 ，提出 了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社会理论

渐次回馈于民族志 ，使之得以丰满

二战后 ，美苏
“

第一世界
”

地位居高不下 ，势力与观念形态之地理覆盖面随之推展 。 在美

国 ，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之下工作 ，在苏联 ，则在民族学中工作 ，
有各 自 的研究

“

地盘
”

；在其
“

地

盘
”

的覆盖范围内 ，被研究民族已渐次建成
“

民族国家
”

（第三世界的
“

新 国家
”

） ，他们为 了 国族

建设 ，已经培育出研究 自 己社会的 民族志工作者 ；

？而两个超级大 国 的 民族志研究者 ，则主要

还是在
“

他者
”

中进行研究 。 由 于
“

冷 战
”

， 位于第三世界的众多 田 野调查地点 ， 对外来学者关

门 ，使身处
“

第二世界
”

的优秀人类学家丧失了从事实地 民族志研究的机会 。 但也正是 由 于这

一遗憾 ，英法人类学家获得了开拓 民族志新视野的机遇 ，他们有 的通过民族志素材的综合比较

提 出新见解 （如牛津大学和曼城学派人类学家的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和
“

冲突理论
”

，

④及法国列

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

，有 的对 民族志 的做法提 出新的看法 （如剑桥大学利奇提出的
“

过

程理论
”⑥

） 。 与此同时 ，第
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

“

冷战
”

，激发了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

相互观望和刺激 。 在苏联社会科学研究者致力 于批判地梳理
“

资产阶级民族学
”

的线索之 同

时 ，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受苏联民族学启发而致力于复兴进化人类学的重要努力 ，在这些努力

中 出现 的
“

多线进化论
”

与
“

生态人类学
”

都实属重要的创造 。

⑦

二 、民族志 ：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

到 2 0 世纪 7 0 年代 ， 民族志身后 巳 留下一条拉长 了 的背影 ；这一背影里 ，从帝 国到
“

新战

国
”

（指作为民族 国家时代 的 2 0 世纪上半叶 ）
，再从

“

新 战国
”

到阵营对垒的世界格局转变 ，历史

情境出现根本变化 ，民族志的研究和书写方式不免随之产生改变 。 然而 ， 这些方式 的变化 ，似

都未曾改变它 自 出现之初便已表明的主张 ：从具体地方人手 ， 由外而 内 ，进人
＂

社会事实
”

的 内

里 ，并将之与外部环境 （ 自 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相联系 。

① 在美 国 民族志的境外拓展 中 ，罗伯特 ？ 雷德菲尔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 ｅｌｄ） 提出 的
“

文 明人类学
”

起到关键 的作用 ，

“

文 明

人类学
”

尤其关注 中南美洲 、 中国 、印度的文明上下关系研究 。 参见 Ｃｌ ｉｆ ｆｏｒｄＷ
ｉ
ｌ ｃｏｘ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ｅ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ｔｈ 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Ｌａｎｈａｍ ：


Ｌｅｘｉｎｇ

ｔ ｏｎＢｏｏｋｓ
，  2 0 0 4 

？而更早一些 ，米德 （Ｍ ａｒｇｅ ｒａｔｅ Ｍｅａｄ ）于 2 0
世纪 2 0 

—

 3 0年代在

南太平洋展开的部落社会调查 ，与其导师波亚士坚持的美洲印第 安人调査彤成 了 鲜明区别 ， 开拓 了美 国人类学 的南太平 洋

视野 ，
其研究在风格上更接近于马林诺夫斯基 。 有 关米德 的民族 志 ， 见一部 批评 之作 ， 即 Ｄｅ ｒｅｋＦｒｅ ｅｍａ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ｅａｄ

ａｎｄ Ｓａｍｏ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


Ｈａｒｖａ 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 ｒｅｓｓ

，
 1 9 8 3 。

② 参见 ［法］埃米尔 ？ 涂尔干 、
马塞尔 ？ 莫斯著 ，汲喆译 、渠东校 ：

《原始分类 》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2 0 0 0 年版 〔法］诶米

尔 ？ 涂 尔干 著 ，汲 喆译 、渠东校 ：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法 ］马塞 尔 ？ 莫斯著 ， 汲喆译 、 陈瑞 桦

校 ： 《礼 物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以上 即属此类 ，它们后来成为 民族志研究者的思想源泉 。

③ 以中 国为例 ，
2 0 世纪 5 0 年代 ， 在新政权 的直接组织下 ，民族 志方法被运用于国 内少数民族

“

识别工作
”

和
“

民主改 革

工作 ”

之中 。 这一方法是从此前留 学归国 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那里 因袭而来 的 ，却既与马 克思 主义关于原始 社会 的论述

及苏联 的民族学结合 ，又带有中国 古代史志 的色彩 。 这些研究焦点放在作为新 国 家
“

内 部他者
”

的少数民族 ， 旨趣 既在于重

新拟制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秩序 ， 又在于賦予这一秩序
“进步 ”

的动力 。

④ ⑥ 参见吴文藻 ： 《吴 文藻人类学 民族学研究文集 》
，
第 2 9 4 

—

 3 0 8 页 。

⑤ 参见吴文藻 ： 《吴文藻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集 》 ，第 3 0 9
—

3 2 1 页 。

⑦ 参见吴文藻 ：
《吴文藻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集 》

，
第 3 2 2

—

3 3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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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民族志形态的形成 ：从知识论的转 向到新本体论的 回 归

为了建立社会科学客观方法 ，涂尔干 （Ｅｍ 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
ｉ
ｍ ）曾把

‘‘

社会事实
”

定义为
“

物
”

，并表

明 ，这一定义意味着 ：

“

在着手研究时 ，
要遵循这样

一个原则 ：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 ；

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 ， 以及这些属性赖 以存在的未知原因 ，不能通过哪怕是最认真的 内省去

发现 。

”？

若说哲学上的
“

本体论
”


（ｏｎｔｏ ｌｏｇｙ ）是指对存在者的本质和

“

真实
”

的要素的思索 ，那么 ，涂

尔干对于作为
“

物
”

的
“

社会事实
”

的定义 ，便可被理解为
一种对人 的社会存在 的

“

真实
”

的本体

论认识 。 这一本体论认识可以理解为一种 区分与融通 的辩证 ， 它先在作为认识者的
“

我
”

与被

认识者 的
“

物
”

之 间划 出
一

条界线 ， 以
“

分离物我
”

， 而后 ， 又要 求认识者暂时悬置
“

我
”

（尤其是
“

内省
”

的我 ）
，使之进人

“

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
”

的
“

无我之境
”

，
而沉浸于

“

物
”

（

“

社

会事实
”

） 中 ，对
“

物
”

所指的作为事实的
“

宇宙人生
”

，人乎其内 ， 出乎其外 ，在物我之间达成社会

与知识的汇通 。 涂尔干的这
一

论述是 1 9 世纪末才提出 的 ，但之前 的民族志研究者 ，却早 已暗

自实践着其所概括的研究取向 ，

？
2 0 世纪到来之后 ， 它更得到人类学界的广泛认同 。

对于什么是
“

事实
”

， 民族志书写者产生过不 同看法 ，有 的认为 ，它是可见的行为本身及规

范行为的制度 ，有的认为 ，它犹如涂尔干所说的
“

集体表象
”

，是集体的 宇宙论和人生论的观念

体系 ；
对于民族志试图复原的

“

事实
”

到底是一种秩序 ， 还是
一

种被秩序化 的冲 突 ，他们也产生

不同看法 ，有的 （如功能主义者与结构
一

功能主义者 ）把 民族志反映的
“

现实
”

形容成如
“

桃花

源 ”
一样 的

“

和谐社会
”

，有的 （如冲突论者 ）则反之 ，认为人间 的
“

乱”

必定是
“

治
”的前提 。 另外 ，

不同 民族志书写者之间也常产生有关被研究地方的地理与历史处境 问题 的不 同研究取 向 ：功

能主义者 、结构
一

功能主义者 、文化论者 ，多视其民族志描绘的
“

世界
”

为与历史和外部地理场

合有清晰界限的社会体或文化体 ；传播论者 、过程论者和结构人类学家 ，倾向于在 田 野地点周

围更广阔 的地理空间里寻找
“

社会事实
”

内涵的来源 ；而进化论者 、政治经济学派人类学家则倾

向于将民族志田野地点放在古今人类史的广阔时 间视野下加以解释 。

不同学者之间对于作为
“

物
”

的
“

社会事实
”

有不 同 的评判 ，且带着这些评判赋予作为 民族

志对象的
“

社会事实
”

以各 自 的含义 。 然而 ，在视
“

社会事实
”

为
“

物
”

、以对之加以客观研究这
一

“

方法 的准则
”
上

，他们之 间没有异议 。

至于民族志到底是科学还是人文这个问题 ，历史上的众多 民族志书写者似乎也并不存在

过多争议 ：无论是受涂尔干影响 的社会人类学家 ，还是受波亚士影响 的文化人类学家 ，
多数倾

向于兼容康德 （ Ｉｍｍａｎｕ ｅｌＫａｎｔ）与赫尔德 （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 ｔｆｒ ｉｅｄＨｅｒｄ ｅｒ ）所代表 的两种对立而同

构的因 素 ，并蓄科学与历史 、 自 然与人文 、规范与思想等不同立场 。

③
在学科存在的 大多数时

间里 ，他们 中曾有不少人反复提及
“

科学
”

两字 ，用 以表 明 ， 民族志是
一

种不 以答案而以 问题为

出发点的 ，不以学者生活 中形成的观念形态为情感偏 向而以审慎 的归纳和推论为判断前提的

① 参 见 ［法 ］埃米尔 ？ 涂尔干著 、狄玉明译 ：《 社会学方法 的准则 》 ，商务印书馆 1 9 9 5 年版 ， 第 7 页 。

② 在这方面 ，
马林诺夫斯基堪称典范 ，在他的民族志里 ，

“

我
”

很少 出现 ，存在的似乎只有
“

他们
”

（也就是被其观察 和描

写 的
“

其他人”

） ，而这被悬置的
“

我 则通过穿行于我与
“

他们
”

之 间的界线上 ，以
“

无我
”

为形式表述这
“

有 我
”

的 内容 。 由 此 ，

特罗布里恩德群 岛的库拉睡代表一种新鲜却不荒诞 的事实 ，它
“

事实上是基本的人类活动或思想态度 的形态
”

。 参见 ［英 ］ 马

林诺夫斯基著 ，梁永佳 、李绍 明译 ，高丙中校 ：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 ， 第 4 4 5 页 。

③参见Ｇｅｏｒｇ 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ｊ
ｒ

． ，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Ｂａ ｓ ｉｃＡｓ ｓｕｍｐｔ ｉｏｎｓｏｆ Ｂａｏｓｉａｎ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
ｉｎ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ｊ

ｒ
．

ｅｄ ． ，
Ａ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 Ｒｅａｄｅｒ

：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1 8 8 3

—

1 9 1 1 ，Ｃｈ ｉｃａｇｏ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ｏ ｆＣｈ ｉｃａｇｏＰｒｅ ｓｓ
，
 1 9 7 4

，

ｐｐ．  1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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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方法
”

。 然而 ，在实际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及撰述中 ，很少民族志书写者隐瞒从客观研

究方法得出 的结论所具有的道德的 、政治经济学的 以致世界观 的和人生观 的丰富含义 。 若这

些含义因具有主观性而可被界定为与
‘ ‘

科学
”

不同的人文思想 ，那么 ，那时的民族志便已可谓是

一项不缺乏历史 、人文 、思想 内涵的工作 。 正是这样
一

种既科学又人文的研究姿态 ， 容许了
一

些具有反思性倾向 的 民族志书写者将 自 身的 作为界定 为人文主义的 。 埃文思＿普里查德将民

族志解释为
一

种接近于历史的人文学 、

一

种 以 自 己 的语言翻译别人 的文化的 工作 格尔兹

（ Ｃｌ ｉｆｆｏｒｄＧ ｅｅｒｔｚ ）将 民族志定义为一种
＂

浓厚的 描述
”

，认为描述充满研究者 田野之所见 的
“

细

微末节
”

，有
“

科学
”

的所有特点 ，但并非局限于
“

科学性
”

，它主要陈述被研究人群的
“

精神
”

、

“

世

界观
”

，但其中也兼有研究者的主观看法 。

？

2 0 世纪 7 0 年代 ，来 自几个方 向 的挑战 ，冲击着 民族志的这些固有 特点 。 首先 ， 在
“

冷战
”

尚未结束 、后现代主义尚未流行 的 2 0 世纪 7 0 年代 ，西方学界出现了对民族志与殖民主义之间

密切关系的批判性研究 ， 这些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它们揭示出作为观念形态的现代

民族志书写如何由 其政治经济基础 （近代殖民制度 ）所决定 。 与此 同时 ，

一批致力 于第三世界

研究的 欧洲学者提出依附理论 ，
？以之解释

“

现代化
”

如何将第三世界化为发达国家 的 附属地

带 。 至 2 0 世纪 8 0 年代初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直接进入美国社会科学界 ，并渐渐在其中

获得广泛接受 ；在它的影响下 ，新一代人类学家对帝 国主义缔造的
“

现代世界
”

与在其支配下的
“

他者
”

之间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这些研究 ，既已 引发对于 民族志描述 的怀疑 。 批判性的政

治经济学进而在
“

破
”

了 2 0 世纪前期的民族志三原则 （经验论 、 整体论及相对论 ） 的 同时 ，

＂

立
”

了将 民族志撰述中的
“

他者
”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关联的近代世界史研究模式 。
⑤

从 2 0 世纪 7 0 年代起 ，法国继结构主义之后出 现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其中 ，不少著

述从知识论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 ｏｇｙ ）的不同角度介入现代性的研究 ；

？解构主义 ，
及与之相联 系 的其他

法兰西思想 ， 传到英语世界后 ，成为另 外
一些理论 ，

？这些理论 ，起着破除
＂

现代派民族志
”

的
“

科学
”

体制与
“

结构
”

观念的作用 。 在英语世界 ，在引进法兰西人文思想之同时 ，从苏联引进文

艺理论 ，

一时也成为潮流 。 随之 ，
巴赫金 （Ｍ ｉｋｈａ ｉｌＢａｋｈ ｔ

ｉ
ｎ ）的对话、 狂欢 、复调等源于文学研究

的概念 ，
？成为社会科学家赖以替代

“

科学 民族志
”

的
“

社会
”

、

＂

文化
”

、

“

结构
”

概念的东西 。

若后现代主义者玩味过涂尔干关于
“

表象
”

即
“

事实
”

的论点 ，他们也许便能理解 ， 自 己展开

的批判性论述 ， 只不过是将
“

表象
”

概念施加在知识者身上 ，指 出其为
“

社会事实
”

的本质 。

？ 然

而 ，
2 0 世纪 8 0 年代 出现的后现代主义 ，似乎对此不假思索 。

① 参见 ［英 ］爱德华 ？ 埃文斯 ＿普里查德著
，
冷凤彩译 、梁永佳审校 ： 《论社会人类学 》

，
第 1 2 8

—

1 4 4 页 。

② 参见Ｃｌ
ｉ
ｆ ｆｏｒｄＧｅｅ ｒｔｚ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Ｂａ ｓｉｃＢｏｏｋｓ

，
1 9 7 3

， ｐｐ
． 3 

—

 3 2 。

③参见Ｔａ ｌａ ｌＡｓａｄ ｅ ｄ ． ，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ｌｏｎ ｉａ ｌ Ｅｎｃｏｕｎ 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ｔｈａ ｃａ Ｐ ｒｅ ｓｓ ， 1 9 7 3 。

④参见ＳａｍｉｒＡｍｉｎ
， 
Ｌ 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ｐｅｍ ｅｎ ｔＩｎ ｅｇａＵＥｓｓａ ｉ ｓｕｒ ｌｅ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ｄｕＣａｐｉｔａ ｌｉｓｍ ｅＰｅｒｉｐｈ ｅｒ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

Ｅｄ ｉｔ ｉｏｎｓｄｅＭｉｎｕ ｉ ｔ ， 1 9 7 3 ？

⑤ 参见 ［美 ］埃里 克 ？ 沃尔夫著 、赵丙祥等译 ： 《 欧洲与没有历史 的人民 》
，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 2 0 0 6 年版 ，第 8 页 。

⑥ 此外 ， 固 然 还 有 深有 影 响 的
＂

实 践 论
’ ’

。 参 见Ｓｈ ｅｒｒｙＯｒｔｎ ｅｒ
， 

”

Ｔｈｅ ｏ ｒｙｉｎＡｎｔｈｒｏ
ｐ
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ｃｅｔｈ ｅＳｉｘｔ ｉｅｓ

，

＂

Ｃｏｍｐａ ｒａ 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ａｎ ｄ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Ｖｏ ｌ

．
 2 6 ， Ｎｏ ．  1 ， 1 9 8 4 。

⑦参见ＰａｕｌＲａｂ ｉｎｏｗａｎｄＨｕｂｅｒ ｔＤｒｅｙｆｕｓ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ＢｅｙｏｎｄＳｔｒｕｃ ｔ ｕｒａ ｌｉｓｍａｎｄＨｅｒｍ ｅｎｅｕ ｔ ｉｃｓ ＊Ｃｈ ｉｃａｇ ｏ

：

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ｏｆ Ｃｈ
ｉｃ 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 1 9 8 3 0

⑧ 关于 巴赫金的著述 ， 参见 ［苏 ］ 巴赫金著 、晓河等译 ： 《 巴赫金全集 》 ，河北教育出 版社 1 9 9 8 年版 。

⑨ 如瓦格纳 （ ＲｏｙＷａｇｎｅｒ ）所言 ， 民族志描绘的
“

文化
”

，无疑可谓是在 民族志书写者与其
“

对象群 ”之 间的社会关系 中

创造出 来的 。 参 ＪＥＲｏｙ
Ｗａｇｎｅｒ ，

Ｔｈ ｅ Ｉｎ ｖｅｎ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ｏ
ｆＣ ｈｉｃａｇｏＰ ｒｅｓ ｓ ，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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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志形态 的形成 ：
从知识论的转向 到新本体论的 回归

后现代主义 民族志论述得以确立的前提有两个 ：

一个前提是 ，到 2 0 世纪 7 0 年代 ， 人类学

界 的新一代学者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和法兰西式的话语解构与知识
一

权力理论推导出
一

种将权力与知识 、知识与观念形态相联系 的观点 ，并将之施加在过往 民族志研究的 构成上 ，揭

示这类研究与西方对非西方的支配之间存在的关系 。 这个前提进而与 1 9 7 8 年出版的赛义德

（ 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ｉｄ ） 《东方学 》
？—书相结合 ，成为 民族志批判者借以 考察学术与政治关系 的方法 。

另
一

个前提则是文学批评 ，借这种批评 （其 中显然也借重了前面提到的 巴赫金的文艺理论 ） ，后

现代主义者可以把 民族志文本等同于小说来解读 ，通过这样的解读 （尤其是通过揭示这类文本

缺乏作者第一人称 的特点 ）
，揭开民族志的

“

科学面具
”

，

1？指 出
“

科学报告
”

与小说
一

样有虚构 。

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的批判性论述的确是有着明 确 的新异之处 ，它反对被运用
一

个多世纪

的
“

客观方法
”

，认为现代 民族志知识体系 的建立 ，是为了支配其他社会 ，为了通过政治经济支

配形成以 自我为 中心的
“

世界秩序
”

， 因 此需要在文本形式上有所伪装 （在文本中清除作者的
“

我
”

字 ，便是伪装的手法 ） 。 有这样的主张 ，后现代主义者便既不能接受涂尔干关于作为
“

物
”

的
“

社会事实
”

的论述
，又不能接受波亚士从康德与赫尔德哲学里综合引 申 出来的科学

一

人文

研究态度了 
；在他们眼里 ，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 ，都是有主观意见 、情绪和偏见的
“

人
”

。

他们提 出的观点 ，带有浓厚的知识论色彩 。

所谓
“

知识论
”

，研究的是知识的本质 ，可以指作为集体表象 的物我关系 ，也可以理解为研

究者的
“

表象
”

。 在知识论转向 （亦即后现代主义 出现 ）之前 ， 民族志书写者能涉及知识的前一

种含义 ，即被研究社会共 同体的
“

社会知识
”

，但他们极少想到他们 自 己 的 民族志知识到底有什

么本质 ，这些知识又到底是否反映
“

真相
”

。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起 ，

一代思考者一反他们的前辈

的
“

常态
”

，将精力集 中于思考 民族志知识 （及它的文本表达方式） 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而总是得

出
一

个结论 ，
这种知识的本质是权力 ，

因而
，
不具有其所宣称的

“

客观性
”

。

三 、 民族志 ：新本体论的回归

在现代主义 （本文中即指 自 1 9 世纪中 叶起形成的 民族志方法的 总体取向 ） 与后现代主义

之间 ，存在着一条界线 ， 它区分着两种处理
“

物
”

与
“

词 关系 的方法 ：在现代主义那里 ，叙述者

的言辞与被其加以民族志描述的
“

对象物
”

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距离 ，但 民族志工作应 旨在

尽研究者之所能缩小这
一距离 （如 ，通过学 习马林诺夫斯基的做法 ，采纳

“

土著概念
”

对
“
土著

”

的生活和观念世界进行解释 ）
；
在后现代主义那 里 ， 这一不可避免的距离 ， 事出有 因 ，是在

“

我

者
”

的认识论背景 （现代性 以来的
“

词
”

与
“

物
”

的分离术） 中形成的 ，因此 ，克服它带来 的 问题的

唯一方法 ，是使 民族志不同程度地
《

回归于我者
”

，对其词物分离术加以反复辨析和不断批判 。

持后现代主义观点 的论者并非是只破不立的
“

破坏主义者
”

，在对词物分离术加 以批判之

后 ，其中一些也设计出若干具有建设性的 民族志计划 。 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为三个人

①参见Ｅｄｗａ ｒｄＳａ ｉｄ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ｌｉｓｍ ：


Ｗｅｓ ｔｅｒ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 ｔ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 ｌ ｅｄｇｅａｎ ｄＫｅｇ ａｎＰａｕｌ

， 1 9 7 8 。

② 为这些批评者所不能理解 的是 ，诸 如马林诺夫斯基之类现代人类学家 使用
“

科学”一

词时 ，关 注的其实是
“

人文
”

的

事 。 马氏说过 ，
现代科学使民族志研究显示 出

“

土著生活
”的关系制度与政治秩序 ，并使人们理解 到 ，

“

野蛮 人“也有着他们 自

己的
“

冒险事业和活动 ”
，且

“

对艺术 品同样不缺乏意义筘美感
”

（参见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 ，梁永佳 、李绍 明译 ，髙丙 中校 ： 《 西

太平洋的航海者 》 ，第 7 页 ） 。 这无异 于说 ，

＂

科学
”

就是对于被研究者生活世界 的整体性的把握 。

③ 参见 ［法 ］米歇尔 ？ 福柯著 、莫伟 民译 ： 《词与物 ：
人文科学考古学 》 ，上海三联书店 2 0 0 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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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代表 ， 他们 是 克利 福德 （ Ｊａｍ ｅｓ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 、 马 尔 库斯 （Ｇ ｅｏｒｇｅＭａｒｃｕｓ ） 及泰 勒 （ Ｓｔｅｖｅｎ

Ｔ ｙ ｌｏｒ ） 。 他们在大的 主张 （后现代主义民族志 ）上有
一致意见 ，但提出 的具体方案却不尽相同 。

紧随拉宾诺 （ ＰａｕｌＲａｂ ｉ
ｎｏｗ） ，

？克利福德主张将 民族志改造成跨文化对话过程的记录 ，认为 ，

作为研究过程 ， 民族志本就是代表
“

本文化
”

的研究者与代表
“

异文化
”

的被研究者之间对话的

过程 ，因此
，作为志书 ，民族志若不反映这个过程的本质内容 ， 便不

“

真实
”

，若 以
“

科学
”

来形容

我们的调查研究 ，那就等同于将被研究者的 主体性一笔勾销 了 ， 民族志应反映田 野过程中的各

样声音 、 各种故事 ，并使 自 身成为
“

寓言
”

。

② 马尔库斯主张将 民族志改造为基于
“

异文化
”

研究

经验展开的文化 自 我批评 ，尤其是对近代西方世界体 系的 自 我批评 。 泰勒则对后 现代主义

者 自身尤其爱好的
“

表述
”


（ｒ 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词发难 ，认为这个概念等同于说明还是有
“

事实
“

存在 ，而对书写者而言 ， 民族志 的对象世界除了不可知 的
一切之外 ，仅存一些书写者可以主动

“

召唤
”

（ ｅｖｏｃａｔ ｉｏｎ ） 的观念 ，这些观念的总特征是 ，它们与
＂

我者
”

的理性存在巨 大不同 ，将之
“

召

唤
”

出 来后 ，

“

我者
”

可达成对 自身的理性 的批判 。

？

这些主张并非毫无价值 ，至少 ，它们能使学者在认清 民族志
“

形势
”

（其与
“

我者
”

的生活与

观念的关系 ） 的情况下 ， 富有
“

文化 自 觉
”地定位 自 身 然而 ，在将 民族志导向

“

我者
”

的
“

寓

言
”

、

“

罪恶
”

和错误观念 （如纯粹理性 ）的 自 我剖析过程中 ，它们存在着将民族志改造为漠视
“

其

他人
”的 内省术 ；其最终的结局可能是 ，

“

词
”

替代了所有
“

物
”

，成为覆盖以致磨灭世界 （

“

物
”

）的

秩序 ，而这正是被后现代主义者们奉为圣贤的法兰西新旧结构主义者所不愿看到的 。

后现代主义内化于
一

个悖论 ：

一

方面 ，这些批判者坚持一 种知识论 的泛权力主义观点 ，并

时常 以之批判作为现实 的民族志文本 ； 另
一

方面 ，为了赋予 民族志 的
“

我者
”

以 良知 ，他们在认

识者与被认识者之 间 划 出一道供 自 己 穿越 的绝 对界线 ， 这条界线 ， 实 有极端相对主 义 的

色彩 。

⑥

后现代主义者将对立 的
“

我者
”

与
“

他者
”

概念施加于民族志史 的认识上 ，将历史上存在过

的研究都
一
一描绘成

“

我者
”

与
“

他者
”

之间对话的过程 ；殊不知无论是
“

我者
”

还是
＂

他者
”

，都不

是纯一的 ，研究者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经验与心态上 的诸多差异 ，而被研究者更是分布于不 同地

区 、有着不同的人文世界的
“

人
”

。 而在认识实践中 ，现代主义 民族志书写者向来不可能真的落

实所谓的
“

我他二分法
”

。

一如法尔顿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ａｒｄｏｎ ） 指出 的 ， 回到 民族志研究 的历史现场

便可 以知悉 ，研究者从来没有二分的
＂

自我
”

与
“

他者
”

关系 圈定 ；相反 ，他们的研究和书写 ，首先

是针对 ，在不同区域生活 的不同的被研究群体展开的 ，为了对所去往地区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者

除了要了解学科的一般性论述之外 ，还要费更多心思 了解相关于所研究地区 的既有民族志文

献和它们 的解释 。 这就使研究者既要与有特定地区 的人群产生关系 ，
又要与研究 同一地 区的

① 参见ＰａｕｌＲ ａｂ ｉｎｏｗ
，
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ｓｏｎ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ｉｎ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Ｂｅ ｒｋｅｌ ｅｙ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 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 ｓｓ ？ 
1 9 7 7 ｃ

② 参见Ｊ ａｍｅｓＣｌｉｆ ｆｏｒｄ
，

＂

Ｏｎ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
ｃＡｌｌｅｇ ｏｒｙ ，

”

ｉ
ｎ

Ｊ ａｍｅｓＣｌ ｉｆｆｏｒｄ 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Ｍａ ｒｃｕｓｅｄ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ｅ ｒｋｅ ｌｅｙ  ： 

Ｕｎ
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 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 Ｐ ｒｅｓｓ

，
1 9 8 6 ，

ｐｐ ．  9 8
—

1 2 1 。

③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 ｒｃｕ ｓ

？

“
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 ｙＰｒ ｏｂｌ ｅｍ ｓｏ ｆＥ

ｔ
ｈ ｎｏｇ ｒａｐｈ ｙ 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ｒｌｄＳｙ ｓｔｅｍ

， 

＂

ｉ
ｎ

Ｊ ａｍ ｅｓＣｌ
ｉ
ｆｆｏｒｄ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 ｅＭａｒｃｕｓｅｄｓ ．，
Ｗｒｉ 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ｈｅ Ｐｏｅ 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ｐ． 1 6 5 

—

 1 9 3 。

④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Ｔｙ ｌ ｅｒ ，

‘ ‘

Ｐｏｓ ｔ

－

Ｍｏｄｅｒｎ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ｏｍＤｏｃｕｍ 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ｃｃ ｕｌｔｔｏＯｃｃ ｕｌ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
ｉｎＪａｍｅ ｓ

Ｃｌｉ
ｆｆｏｒｄ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Ｍａ ｒｃｕｓ ｅｄｓ ．

，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 ｅＰｏｅ 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ｐ ．  1 2 2 

一

 1 4 0 。

？参见 Ａｋｈ ｉ
ｌ 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Ｊ

ａｍｅ ｓ
Ｆｅ ｒｇｕｓｏｎｅｄｓ．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ｏｃａ ｄｏｎ ｓ

 ．

？
Ｂｏｕｎ ｄａｒｉｅ 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ｆ ａ Ｆｉｅｌ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ｅ ｒｋｅ ｌｅｙ ；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Ｃａ ｌ
ｉ
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 ｅｓｓ ， 1 9 9 7 。

⑥参见Ｅｒ 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 ｅｒ ＊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 ｔｌｅｄｇｅ ， 1 9 9 3 。

3 2



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 ：
从知识论的转向 到新本体论的 回归

民族志作者产生关系 。 从 民族志升华理论的工作 ，正是在两种关系 的关系 中进行的 ，它久而久

之孕育出几个
“

民族志书写 的 区域传统 （ 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ｔｒ ａｄ ｉ ｔｉｏ ｎｓｏ ｆｅ ｔｈｎｏｇ ｒａｐ

ｈｉ ｃｗｒｉ ｔ ｉｎｇ）

”

。 这些

区域传统 ，有内部的关系机理 ，但相互之间也存在观念上 的交流对话 ，在交流对话中 曾 涌现一

些影响力超出其所研究 的特定区域的概念或理论。

一言 以蔽之 ，

“

不同民族志叙述之间弥漫着

明显的或隐晦的相互参照关系 ，这些参照关系 既存在于学者所研究 的地 区内 ，也存在于不同地

区之间
”

。 法尔顿的这些观点 ，是在其主编的《地方化策略 ： 民族志书写的诸区域传统 》
一

书 的

长篇导言中表达的 。

？

这本 1 9 9 0 年苏格兰学术出版社和斯密松年研究院联合 出版的文集 ，
收录 了 1 4 篇来 自 不

同民族志区域传统 的论文 。
② 这些论文的作者 ，绘制了一幅民族志 的

“

世界地图
”

，展现 了西方

人类学中担当主角 的几个地区 ， 包括
“

狩猎
一

采集 区
”

（分处南北半球的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

土著 ） 、

“

亚撒哈拉非洲 （苏丹 、埃塞俄 比亚 、西非 、 中南非洲 、东非 ）与美拉尼西亚 区
”

及
“

亚洲

区
”

，该书主要涉及 中东 、伊朗 、阿富汗 、 巴基斯坦 、 印度 、斯里兰卡 、 印尼 、 日本的 民族志 。

《地方化策略 》叙述的
“

区域
”

，
不是美式

“

区域研究
”

（ ａｒｅａｓｔｕｄ ｉｅｓ ）意义上 的区域 后者之

设置 ，意在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综合促成区域知识的形成 ，前者则将视野严格限定于民族志 内

部 ，将 区域知识 的形成视作民族志研究的前提 。

这本书 旨在阐述有几个区域持续得到学界的关注 ，这些区 域曾对人类学整体作出 过重要

贡献 ： 首先是对爱斯基摩和澳大利亚土著的 民族志叙述 ，这些叙述告知人们狩猎
一

采集社会的

简单生活 ， 因而 ， 曾 引起关注人类史与社会生活的
“

基本形式
”

的学者之重视 ；其次是非洲和美

拉尼西亚民族志区域 ， 与狩猎
一

采集区
一

样 ，这些 区域也位 于世界的不 同地方 ，但随着研究的

深化 、对话的密集 ， 它们成为亲属 ．制度 、政治人类学和交换理论的来源地 ，为社会人类学上的
“

自 然法
”

、社会组织 、无政府主义 、相对于理性经济人 的社会人等理论的形成提供素材 ， 自身也

成为对理论争论反应最敏感的地区 ；

亚洲 区是个 巨大的板块 ，在这个地 区做研究 ， 研究者面对

着世界宗教和厚重 的文献记载 的压力 ，不能像从事部落社会的人类学家那样轻 松地获得承

认 ，
？矛盾的是 ，在这个地区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多数选择在村 庄中研究 ，他们 的主要

辩论是 ， 到底村庄研究能不能代表
“

文明
”

的整体面貌 。

为 《地方化策略》贡献论文的 ，是十几位长期致力于各 自 区域 民族志研究而且在社会人类

学一般理论上有显要建树 的学者 ， 他们各 自 将其在不同 地区从事研究 的经历与这些地 区的

民族志历史遗产相联系 ，指出既往所有的人类学理论都是在区域 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的 ，

而这些研究地区 的内部对话与对外交流 ，对于推进理论起到关键作用 ：不能想象 ， 倘若没有狩

①参见 Ｒ ｉｃｈａｒｄＦａ ｒｄｏｎ ？

＂

Ｇｅｎｅｒ 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
＂

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ａｒｄｏｎ．ｅｄ． ， Ｌｏｃａｌ ｉｚｉｎｇ
Ｓｔｒａ ｔ

ｅｇｉｅｓ ：

Ｒｅｇ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ｓ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Ｗｒｉｔ ｉｎｇ ｒ
Ｅｄ ｉ ｎｂｕｒｇｈ ： Ｓ ｃｏｔｔｉ ｓｈ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
Ｗ ａｓ ｈｉｎ

ｇ
ｔｏｎ ｊ Ｓｍ ｉ ｔｈ 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Ｐｒｅ ｓｓ ， 1 9 9 0
， ｐｐ

．  1 

—

 3 6 。

② 这些论文 曾 于 1 9 8 7 年 1 月 提交于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召 开的
一次会议 。 此次会议是为 了 回应 1 9 8 6 年在大西洋彼

岸 问世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之作 （ 《 写文化 》和 《作为文化批评 的人类学 》）而召开的 。

③参见ＤａｖｉｄＳｚａｎｔｏｎ ，

＂

Ｔｈｅ Ｏｒ ｉｇ ｉｎ
，
Ｎａ 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Ａ ｒｅ ａ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ｉｎ ｔｈ ｅＵ ｎ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 ，

”
ｉｎＤａｖｉｄＳｚａｎｔｏｎ

ｅｄ． ，Ｔｈ 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Ａｒｅ 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Ｂｅｒｋ ｅｌ ｅｙ 

： 

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ｏ

ｆＣａｌ
ｉ
ｆｏ ｒｎ ｉａＰｒ ｅｓ ｓ ， 2 0 0 4 ，

 ｐｐ
． 1

一

1 1 。

④ 在亚洲区做研究 ，得到承认的学者主要是东方学家 、
历史学家 、 印度学家 、汉学家 。

⑤ 这些学者包括研究狩猎
一采集区的马克奈特 （ＤａｖｉｄＭｃＫｎ ｉ

ｇ
ｈｔ ） 、瑞奇 思 （Ｄ ａｖｉｄＲ ｉｃｈｅｓ） ，研究非洲的詹姆斯 （Ｗ ｅｎｄｙ

Ｊａｍｅ ｓ） 、童金 （ Ｅｌ
ｉｚ ｅｂｅ ｔｈＴｏｎｋｉｎ ） 、 瓦伯 纳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ｅｒｂｎｅ ｒ） 、 帕金 （Ｄａｖ ｉ

ｄＰａ ｒｋｉｎ ） ，研究美拉尼 西亚 的斯 特雷 森 （ Ｍａｒ ｉ
ｌ
ｙｎ

Ｓｔｒａ ｔｈｅｒｎ） ，研究中亚的吉尔思南 （Ｍ ｉｃｈａ ｅ ｌＧｉ
ｌ ｓｅｎａｎ） 、斯特瑞特 （Ｂ ｒｉ ａｎＳｔ ｒｅ ｅｔ ） ，研究 印度 的博尔嘎特 （ Ｒｉｃｈａ ｒｄＢｕ ｒｇｈａ ｒｔ

）
，研

究斯里兰卡的卡培菲勒 （ ＢｒｕｃｅＫａｐｆｅｒｅｒ ） ，研究印度尼西亚的霍 巴特 （ＭａｒｋＨ ｏｂａｒｔ ） ，研究 日本的莫瑞安 （Ｂｒｉａｎ Ｍｏｅｒｉａｎ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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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
一

采集 、非洲 、 美拉尼西亚 、 印度这些区域的实实在在民族志 ，
生育制度 、 继嗣制 、交换 、 等级

人等概念 ，是否有可能会出现 。

《地方化策略 》
一

书 ，运用了一种地区特殊性与理论
一般性 的辩证法 ，这一辩证法的存在 ，

让其作者们能够避开分离经验与理论的后现代主义陷 阱 。 作 为这本论文集 的主编 ，法尔顿清

楚地看到 了
“

新批判
”

（后现代主义批判 ） 依赖 的泛权力主义前提 ，

？但并未纠缠这一前提 的是

非 ，更未从其反思中引 申 出有益于丰富民族志 内涵 的 主张 。 幸而 ，在 《地方化策略 》 出版前后 ，

萨林斯 （Ｍ ａｒｓｈａ ｌ ｌＳ ａｈ ｌ ｉｎｓ ）在
一系列历史人类学与宇宙论研究的著述 中 ，矛头直指政治经济学

与话语理论的泛权力主义倾向 。 萨林斯指出 ，后现代主义者犯的
一个最大失误是 ，以 自 我批评

为戏法重新扮演 了进化论的故事 ：在欧洲文 明进人世界其他地 区之前 ，那里没有过历史 ；
这一

失误又使他们误以为 ，被研究者的文化在民族志研究者到来之前并没有存在 。 而事实上 ，即使

是在西方势力扩张的年代 ，它带着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和权力概念也没有成为能够普遍适用 于

解释世界之实在的理论 ，原因是 ，与这一势力接触的
“

土著人
”

，仍 旧 以 自 己 的宇宙论解释着世

界 ，并将外来的 白种人改造纳入 自 己的社会 ， 使之成为被动的存在者 。

②

致力于重建文化理论的主流地位 的萨林斯 ，
以

“

文化
”

和
“

宇宙论
”

来与政治经济学和话语

构造 的近代世界史作斗争 ， 这就使他的著述 留给人们一种相对主义色彩 ；
然而有深厚结构理论

（这是一种普遍主义学说 ）涵养的萨林斯 ，观点并不是相对主义的
——

正相反 ，他主张 ，通过 民

族志式的研究 （萨林斯的研究是历史民族志类的 ）进人被研究者的世界 （尤其是其心灵世界 ）
，

能使我们获得具有普遍启 发的认识 ，这些认识 ，甚至有益 于解释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 ， 而那些

声称是普遍适用 的泛权力 主义理论 ，则不过是 自 古有之的 、特殊的西方宇宙论的变相 。

？

法尔顿等英 国人类学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时 ，致力 于重新焕发 民族志书写区域传

统的活力 ，他们告诫我们 ，没有一项理论创新不是与民族志研究者沉浸 的特定区域有关 ； 萨林

斯这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回应同一主张时 ，则致力于重新焕发民族志书写中 的宇宙论传统 ，

？他

告诫我们 ，恰当 的人类学诠释 ， 只诞生 于与
“

我者
”

自 身所处的 观念形态 （宇宙观 ） 处境疏离 的
“

习惯
”

之 中 （即只 能从远离
“

我者
”

的观念形态 中提炼出来 ） 。 可将二者分别 比拟成保守的英式

经验主义和典型的美式文化主义 ，但必须认识到 ， 正是这两种
“

再创造 的传统
”

所表达的信念

（这些信念也为那些并不这么表达的研究者所坚守 ）
，足以 使民族志从知识论的压抑 中脱身 而

出 ，在否定 （本体论 ）之否定 （知识论 ）中 ，将后现代主义时代之后的 民族志带人
一

个新阶段 。

这个新 的阶段起初并没有得到标识 ，十来年前 ，

“

本体论转向
”

这个新名词 出现 ，之后 ，不少

人借它来形容民族志所处的
“

现时代
”

。 2 0 0 8 年曼城大学召集 了一次题为
“

本体论不过是文化

的代名词
”

理论辩论会 ，这次辩论的记录 ，于 2 0 1 0 年作为专辑发表于《人类学评论 》 。

⑤
专辑主

①参见Ｒ ｉｃｈａｒｄＦａｒｄｏｎ ，

“

Ｇ ｅｎｅｒａｌｉｎ ｔｒｏｄ ｕｃｔ ｉｏｎ ／
＇

ｉｎ Ｒ ｉｃ ｈａ ｒｄＦａｒｄｏｎｅｄ ‘ ， 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ｒｉ ｔｉｎｇ，
ｐｐ ．  5

—

7 。

② 参见 ［美］ 马歇尔 ？ 萨林斯著
，
蓝达居等译 、刘永华等校 ： 《历史之 岛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 0 0 3 年版 。

③ 参见 ［美］ 马歇尔 ？ 萨林斯著 ，王铭铭 、胡宗泽译 ： 《甜蜜 的悲哀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 0 0 0 年版 。

④ 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戴木德 （Ｆｒｅｄｅｒｉ ｃｋＤａｍｏｎ
）
也从被研究者 的角度定 义着 民族志的世界 ，通过库拉 圈北 部 的研

究 ，他表明 ，这个地 区也构成一个
“

世界体 系
”

， 只不过是此 体系不 同于彼体系 ，
相 比而言 ，它具有更为 深刻的关 系性 。 参见

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 ｋＤａｍｏｎ ，ＦｒｏｍＭｕｙｕｗ ｔｏｔｈ ｅ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 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ｉｄｅｏｆｔｈ ｅＫｕ ｌａＲｉｎｇ，Ｔｕｃｓｏｎ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
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ｅｓｓ

，
1 9 9 0 。

⑤ 参见Ｏｎｔｏ ｌｏ
ｇｙＩｓＪｕｓ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ｏ ｒｄｆｏ 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Ｍｏｔ ｉｏｎＴａｂｌ ｅｄａ ｔ ｔｈ ｅ 2 0 0 8Ｍｅ ｅｔ ｉｎ

ｇ
ｏｆｔ ｈｅ 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Ｄｅｂａ ｔｅ ｓｉｎ

Ａｎｔｈｒ ｏｐ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Ｔｈｅｏｒｙ ，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ｆＶｏ ｌ

．
 3 0

，
Ｎｏ ． 2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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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志形态 的形成 ：从知识论 的转 向到新本体论的 回归

编在引言 中追溯 了
“

本体论转 向
”

的 由 来 ，说这与 巴西人类 学家维 韦 罗斯 ？ 德 ？ 卡斯特 罗

（ＥｄｕａｒｄｏＶｉｖｅｉｒ ｏｓｄｅＣａｓｔｒｏ ）在 2 0 0 3 年曼城大学召 开的社会人类学学会年会餐后发言中 提

出的一个观点有关 。 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 当 时说 ，

“
一贯影响人类学 的那个基本价值是

（人类学家 ）致力于创造人或人群的概念


我指 的是本体论 自决 （ ｓｅ ｌｆ
－

ｄ 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 ｉｏｎ ）
“

。

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的这
一宣言 ，迅即在人类学界引起激烈反响 。 在 2 0 0 7 年出版的 《 由

物而思 》 中 ，

？
何纳尔 （Ａｍ ｉｒｉａＨｅｎａｒｅ ）等三位主编提出 ， 民族志 的本体论进路 ， 不重视知识论

的研究 ，认为知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被研究 的人如何
“

表述
”

唯
一的现实世界 ，而本体论进路重

视的是诸世界 （ｍｕｌｔ ｉｐｌ ｅｗｏｒ ｌｄ ｓ） 的存在 。 对他们而言 ，本体不同于文化 ， 正是文化这个概念将

世界定义为
一

个单
一的现实 ，将世界观 （文化 ）定义为多样 的 。 本体论反对文化的这种观点 ，它

承认现实 （ｒｅａ ｌ ｉ
ｔ
ｉｅｓ ）与世界 （ｗｏｒ ｌｄｓ ）的复数存在 。

？

从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 自 己 的一篇讲话稿看 ，其所谓
“

本体人类学
”

的号召包括三项 ：

致力于把实践定义为与理论不可分的领域 ，并在这
一我们可称之为

“

知行合一
”

的 领域之 中展

开
“

概念
”


（ ｃｏｎｃｅｐ ｔｓ）研究 ；

基于对
“

知行合
一

”

的世界民族志叙述 ，提出 一种关于概念想象的人

类学理论 ， 以此为方法 ，创造出知识与知识的关系 ，
以共 同丰富诸人文世界的内涵 ；为提出这一

理论 ，尽力从一个事实中引 申 出所有必要的含义 ，这个事实是土著话语论述的事情绝非只与土

著有关 ，这话语论述的是整个世界 。

③

维韦 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 的这些号召 ，
听起来十分接近马林诺夫斯基在近

一

个世纪前说

的 ， 即
“

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 （即使是野蛮人 ）
，我们无疑会拓展 自 己 的眼光

＂

。

④

这些号召 ，不是空谈 ，而是 由其长期 的亚马逊流域 印第安人 民族志所支撑 。

在 民族志研究中 ，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极其重视萨满的贯通 ；在他看来 ，在 萨满的存

在方式 中 ，

“

土著
”

用接近于泛灵论的观念看待他们的世界 ，将 自 然看作是多样 的 ，将人看成是

多样 自 然中的一个无文化 区分的统
一

种类 ，而在其 中 ，精神不是文化的 ，而普遍存在于 自 然世

界中 。

⑤ 这种多样 自 然与单一文化的存在观察方式 ，
全然与西方 的唯

一

自然 、多样文化观念相

反 ，而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认为 ，这一美洲 印第安人宇宙论 ， 自身 即为哲学概念 ，表达着一

种别样 的本体论 。 西方哲学 的本体论 ， 将 自 然与社会两分 ，并将二者之关系 定位为 自 然性质

的 ；与此不同 ，美洲印第安人本体论 （宇宙论 ） ，贯通 自然与社会 ，认为 自然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是

社会性质的 ，这一本体论的泛灵论内涵 （即其 自 然多元主义 、文化一体主义的 内涵 ）
，表达 的是

自然与社会的社会贯通性 。

？

①参见Ａｍ ｉｒｉａＨｅｎ ａｒ ｅ
，
Ｍａ ｒｔ ｉｎＨｏｌｂｒａａｄ

’
ａｎｄＳａ ｒｉＷ ａｓ ｔｅｌ ｌｅｄ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 ｅｏｒｉｓｉｎｇＡ ｒｔｅｆａｃｔｓ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ｌｙｔ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 ｔｌ ｅｄｇｅ ，

2 0 0 7
，

② 考虑到人类学 中
“

文化
”

既已 用以指 多样 的现实与世界 ，有 的与会的学者坚持认为 ，本体论不过是文化的代 名词。

③ 参见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 2 0 0 3 年在社会人类学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讲话稿 ，题为
“

ＡＮＤ、

④ 参见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 ，梁永佳 、李绍 明译 ，髙丙 中校 ： 《西太平洋 的航海者 》
，第 4 4 7 页 。

⑤参见ＥｄｕａｒｄｏＶｉｖｅｉｒｏｓｄｅＣａ ｓｔｒｏ
，

“


Ｃｏｓｍｏ ｌ ｏｇ ｉｃ ａｌＤｅ ｉｘｉｓ ａｎｄＡｍ ｅｒｉｎ ｄｉ ａｎＰｅ ｒｓｐｅ ｃｔ ｉｖ ｉｓｍ

，

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 ｅＲｏｙａｌ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 Ｉｎ ｓｔ ｉｔｕｔｅ（Ｎ．
Ｓ

．
 ）

ｔ
Ｖｏ ｌ ．  4

，
Ｎｏ － 3

？
1 9 9 8 ＜，

⑥ 尽管维 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指责列维－斯特劳斯为文化
一

自 然二元论 的实践者 ，但正是列维 －斯特劳斯指 出 ， 包括

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所研究 的人群在 内 的
“

看来完全屈从 于维持生计的民族
”

，

“

能够完 全不受这种利益关系的影 响而

进行思考
”

，

“

他们被需要和愿望所驱使 ，去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大 自 然和社会
”

，

“

为了 达到这 一 目 的 ，
他们完全 同哲 学家

一

样 ，甚至在某些程度上 同科学家
一样

，用理智 的方法去思考
”

。 参见列维 －斯特劳斯 ： 《神话 与意义 》
， 叶舒宪 编选 ： 《结构 主义

神话学 》 ，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兆 8 年版
，第 6 9

—

1 0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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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从
“

土著
”的本体论 （ 即

“

土著
”

的生活与观念中 的
“

在
”
）直接引 申概念 的做法 ，

不 同于

后现代主义阶段的泛权力主义和 自 我反思做法 ，而与早 已为人类学家坚持的
“

土著宇宙论
”

研

究主张相续 。

？ 这类 民族志 ，对于贯通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 ， 给予了空前的关注 ；并且 ，

由 于其侧重点不是
“

作者的解释
”

而是作者与
“

被书写者
”

之间 关系所依赖的共 同概念基础 ，
因

而 ，无论是相对于萨林斯的结构
一历史论 ，还是相对于主张

“

召唤
”

的后现代主义者 ， 都更具有

现代主义的风格 （尽管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刻意将 自 己 与所有几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区

别开来 ） 。

“

本体论转 向
”

将 民族志研究者的注意力 引 向被研究
《

世界
”

本身的生活之认识 ，
引 向

这些
“

世界”的构成原理之求索 ， 因而 ，有着促进 民族志书写者与
“

土著
”

形成合乎情理的道德和

政治关系 的作用 。

②

维韦 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 对民族志所作的本体论界定 ，是过去一二十年间旗帜最鲜明 的

主张 。

？ 然而 ，在地方化的深入 民族志研究 中贯穿本体论关注这
一学风 ，不是他 引领的那个

“

学派
”

所独有的特征 。
2 0 世纪 9 0 年代 以来 ，堪称

＂

本体论民族志
”

的文本 ，
既有与维韦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相联系 的贯通 自 然与社会的 民族志 ，

？有受亚马逊河谷 民族志影 响 出现的 狩猎
一采集区宇宙论民族志 ，

？又有致力 于贯通 民族志与 现象哲学的
“

生活世界 民族志
”

，

？更有基

于既有区域性人类学概念 （如来 自 印 度民族志研究 的
“

等级
”

概念 ） 而拓展开来 的 比较 民族

志 。

？ 应当承认 ，致力于恢复
“

土著
”

活动和思考的
“

地方
”

的
“

世界”

本质的学者 ，也早已有之
；

？

这些学者通过将
“

地方
”

历史化和世界化 ，指出 了被社区 、群体 、 民族 、社会 、文化等等概念
“

缩小

了
”

的
“

世界
”

之难以化约的丰富 。 这些基于丰富经验素材的研究 ，呼应着早些时间 出现的有关

民族志区域书写传统与文化
一

宇宙观的论述 ，共同开创了
一个

“

后知识论
”

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① 不应忘记 ，泰勒于 1 9 世纪 7 0 年代出 版的《原始 文化 》
一 书 （十一至十七章 ）

，
主要讨论 就是围绕

“

泛灵 论
”

（万物有灵

论 ）展开的 。 参见爱德华
？ 泰勒著 、谢继胜等译 ：

《原始文化 ： 神话 、哲学 、宗教 、语言 、艺术和习俗 的发展之研 究 》 ，广西师范 大

学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② 从某个 角度看
，

“

本体论转 向
”

起到纠正民族志知识论反思 的
“

事实虚无主义 ”偏向 的作用 ；
在

“

转 向
”

之后 ， 民族志取

得的主要成就在于拓展了
“

社会
＂

的概念 ，并将其从偃硬的
“

团体格局
”

（参见费孝通 ： 《乡 土中 国 》 ， 生活 ？ 读书 ？ 新 知三联书

店 1站 6 年版 ，第 2 1 

—

 2 8 页 ）的囚牢 中释放出 来 ，使之回归 于其来 自 的民族志世界 ，
成为充 满灵动 、易于适应非

“

团体格局
”

社

会的民族志与比较民族学概念。

“

社会
”

有时也可被理解 为
“

民族精神
＂

或
“

文化 ”

，而其基本 内 涵是
“

关系性
”
（ ｒｅ ｌａ ｔｅｄｎｅ ｓｓ）概

念的边界。 沿着这一方向 的努力 ，早在莫斯 的论著 中 即 已 出现 （参见 王铭铭 ： 《 莫斯 民族学 的
“

社会 论
”

》 ， 《西 北 民族研究 》

2 0 1 3 年第 3 期 ） 。 莫斯 阐发 了他从涂尔干那里继承的将经验和知识 （尤其是作为
“

集体表象
”

的分类 ）放在作为
“

物
”

的
“

社会

事实
”

中 考察的观点 （参见 ［法 ］埃米尔 ？ 涂尔干著 ，汲喆译 、渠东校 ：《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 ） 。 莫斯 的民族志世界 ，包含着 广

义的
“

它 ＂

（

“

它 ”物 、

“

它
”

神及他 ）
的意 味 。

③ 基于这一界定 ，
2 0 1 1 年ｉ 奥 ‘

． 民族志理论杂志 》 （Ｈａｕ ：Ｊｏ ｕｍ ａ丨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ｈ ｅｏｒｙ）得 以创刊 ，其宗 旨在于直接 在

民族志 中 阐述理论 。 此 外 ，

“

本 体论转 向
”

在 其他诸多 领域也产 生 了 广泛影 响 。 参见 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Ａｌｂｅ ｒｔｉ ，

Ｓｅｖｅｒｉ ｎＦｏｗ ｌｅｓ ，

Ｍａ ｒｔ ｉｎＨ ｏ ｌｂｒａ ａｄ
，
Ｙｖｏｎ ｎｅＭａ ｒｓｈ ａｌｌ

，
Ｃｈｒ ｉｓｔｏ

ｐ
ｈｅｒＷ ｉｔｍｏｒｅ

＞
Ｗ ｏｒｌｄｓＯｔｈｅｒｗ ｉｓｅ

＇

：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 ｏ
ｇ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ａｎｄ

Ｏｎｔ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ｃｅ
．

＂
Ｃｕｒｒｅｎ ｔ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 5 2
，
Ｎｏ ． 6

，
2 0 1 1

。

④ 例如 ，
Ｐｈｉ ｌ ｉｐｐ ｅＤｅｓ ｃｏ ｌａ

，
ｔｒ ａｎｓ．Ｊ．Ｌ

ｌ
ｏ
ｙ
ｄ

． 
ＢｅｙｏｎｄＮａ 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

ｆ

Ｃｈ ｉｃ ａｇｏＰｒｅｓ ｓ

，
2 0 0 3 。

⑤ 例如 ，
Ｒａｎｅ Ｗ

ｉ
ｌｌｅ ｒｓｌｅｖ

，
Ｓｏ ｕｌＨｕｎｔｅｒｓ ：

Ｈｕｎ 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ｉｓｍ
，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 ｅ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Ｙｕｋａｇｈｉｒｓ ，Ｂｅ ｒｋｅ ｌｅｙ 

：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ｆ Ｃａ ｌ
ｉ
ｆｏｒｎ ｉａＰｒｅｓｓ

，
2 0 0 7

。 此类 民族志易于被英格尔德 （ Ｔｉｍ Ｉｎｇｏ
ｌｄ）看待为

“

狩猎 一采集人本体论
”

，即 ，

一种将人

与动物之 间关系视作
“

能动者间关系
”

的看法 。 参 见Ｔｉｍ Ｉｎｇｏｌｄ
， 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 ｅ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 ｅｎ ｔ ：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Ｌ ｉｖｅｌｉｈ ｏｏｄ ，

Ｄｗｅ 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ｅ ｌｄｇｅ ，
 2 0 0 0 ， ｐｐ ．


4 0
一

 6 0
。

⑥ 例 如
’ 
Ｍ ｉｃｈａ ｅｌ

 Ｊａ ｃ
ｋ ｓｏｎ ，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ｓ ：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 ｔｉａ ｌ Ａｉｌ
 ｔｈ 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Ｕｎｉｖｅｒ ｓ ｉｔｙ

ｏｆ Ｃｈ
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 ｓ ，  2 0 1 3 。

⑦ 例如
，
ＫｎｕｔＲｉｏ ａｎｄＯ ｌａ ｆＳｍｅｄａ ｌｅｄ ｓ ． ’Ｈｉｅｒａ ｒｃｈｙ： Ｐｅｒｓｉｓ ｔｅｎ ｃｅ ａｎｄＴｒａｏ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Ｂｅ ｒｇ
ｈａｈｎＢ ｏｏｋ ｓ ， 2 0 0 1 。

⑧ 例如 ， Ｓ ｔｅｖｅｎＦｅｌ
ｄａｎｄＫｅｉｔｈＢａｓ ｓｏｅｄｓ．

， Ｓｅｎｓ ｅｓｏｆＰｌａｃｅ
，ＳａｎｔａＦｅ ： ＳＡＲＰｒｅ ｓｓ ，

1 9 9 6
ｉ

Ｆｒｅｄｅｒ ｉｃ ｋＤａｍ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ｕｙｕｗ ｔｏｔｈ ｅ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ｓ ：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 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 ｔｈ ｅｒｎ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ｌａ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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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民族志形态的形成 ：
从知识论的转向 到新本体论 的 回 归

中 ，
回归于被研究者 （即所谓

《

土著
”
） 的生活与世界 （复数的

“

诸世界
”

）
，成为理论或哲学背景不

同的 民族志书写者的共同事业 。

四 、结 论

在 1 9 世纪后半期的实践和论述基础上 ，
2 0 世纪上半叶 ，

人类学家给民族志 以体系化 的方

法学阐述 ， 以
“

科学
”

为名 （仅是
“

名
”

，其
“

实
”含有诸多

“

人文”

色彩 ）
，对研究实践加以规则上 的

界定
；
之后 ，民族志 内涵得 以丰富 ，研究得 以深化 ，地理空 间 的覆盖面得 以拓展 。 随着 2 0 世纪

下半叶的来临 ， 民族志 出现 了两度转变 ： 首先 ，其所述
“

对象
”

在地理 、历史上的上下文关系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引起了关注
；
接着 ，批判知识论视野被引 入 ， 民族志先后 由诠释学加以反思 以及 由

后现代主义加 以批判 。 两次先后发生的转变 ， 使民族志 的本体论求索？退让于知识论的
“

考

据
”

。 然而 ，到 了
2 0 世纪 9 0 年代后期 ，情况再次出 现了变化 ，

民族志走出知识论批判 ， 回到 了

对知识形成的 区域性的关注 ，并以新姿态重新进人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经验研究领域 。 此后 ， 民

族志研究空前重视存在的关系性与世界的意义 ， 由此被概括为
“

本体论转向
”

。 基于这
一

对 民

族志的历史形成的论述 ，可以得出 以下三点认识 ：

第一 ，
2 0 世纪 7 0 年代之前 ，民族志书写者侧重于理解被研究的

“

土著
”？
的存在与价值 ，而

这符合本体论
一词 的含义 ，亦 即 ，对存在之本相及现实之意义 的研究 ，因此

，
可被称为民族志的

本体论阶段。

第二 ，之后的 民族志研究者多侧重于处理外在于民族志
“

对象
”

的政治经济上下文关 系及

民族志
“

认识主体
”

与其制造的 知识或文本之间 的
“

权力
”

关系 ，做法颇类 旨在求知
“

知识之本

质
”

的哲学知识论 ， 因此 ，可被称为是民族志的知识论阶段 。

第三 ，
2 0 世纪 9 0 年代 以来 ， 民族志领域中 ，涌现出 不少致力于在既有 民族志书写 的传统

区域基础上进行进
一步研究和思考 ，致力于以文化概念的 复兴而 回归被研究者世界观和社会

观 ， 以及致力于结合民族志与哲学思考而直接从
“

土著观点
”

的 描述提 出概念 的学者 。 他们建

立的风范 ，在接近 民族志的本体论阶段被广为运用的规则之同 时 ，有其新意 （尤其是 以
“

世界
”

概念替代
“

社会
”

概念 ）
，
可谓是民族志的新本体论阶段 。

以本体论 、知识论 、新本体论来表示民族志三个不同 阶段 的不同特征 ，并不是说各个阶段

都只有
一

种民族志范式 。 本体论与知识论总是并存于每个阶段 中 ，并且可能是难解难分 的 。

以
“

本体论转 向
”

为例来说 ，这种论述主张回到本体论 ，但事实上 ，

“

回到本体论
”

的主张 ，却又是

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 ， 只不过是这一主张与后现代主义主张不同 ，后者几乎认为知识

论是一切 ，却又放弃不了
“

在世界中解释世界
”

的本体论追求 。

一个阶段被我们形容成
“

本体论

的
”

或
‘ ‘

知识论 的
”

，原因只在于在那个特定的 阶段 中 ，

“

本体论
”

或
“

知识论
”

成为民族志两面 中

相对突出 的
一面 。 既然不应设想

一

个完全没有知识论的本体论阶段的存在 ，也不应设想
一个

完全没有本体论的知识论阶段的存在 ，那么 民族志的历史 ，便可谓是 由本体与知识两个概念代

① 有必要重 申 ，

“

本体论 ”是相对于
“

知识论
＂

而言的 ；后者辨析的 ，主要是认识者 的知识之本 质 ，前 者辨析 的则主要是

存在的本相 与
“

真实
”

的要素 。

？ 之所以加 引号是因为所谓
“

土著
＂

并不实指
“

原始人
＂

，而是指作为 民族志认识之
“

物
”

的广义
“

对象
”或广 义的

“其他

人
”

，既包括
“

原始人
”

，也包括
“

乡 民
＂

、

“

城里人
”

，甚至
“

文明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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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两种并存做法之间关系结构的两次反转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ｓ ）构成的 ，
？其本质 内容为两种方法

学势力消长的过程 。

当下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论的反复 自我反思中解脱了 出来 ， 回到重视 民族志
“

世界
”

本体的传统 ，并赋予这
一

传统以新的 内涵 。 这
一具有创新性的 回归表明 ，被后现代主义者形容

成
“

现代主义
”的那套民族志认识方法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质疑之后 ，声名 和活力得到 了部分恢

复 。 这意味着 ，
所谓

“

现代主义
”

早巳蕴含着
“

后现代主义
”

的 内涵 ，有穿越
“

我他
”

界 限 、 自 我批

评及
“

召唤非现代性的宇宙论
”

的
“

自 觉
＂

。

② 用拉图尔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 的话说 ，现代主义民族志

的本体论求索 ，与现代性对世界的二元主义区分之间 的关系不是单
一

的 ： 民族志书写者既可能

通过所谓的
“

纯化分类 （ｐｕｒｉ ｆ ｉｃａｔ ｉｏｎ ）

”

，扮演人
一

物 、 我一他 、文化
一

自然 、人
一

神之 间疆界 的勘

定者或守护者的角色 ，又可能通过
“

翻译式的穿梭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 ｉｏ ｎ ）

”

，扮演分类鸿沟两边的对立类

别牵线搭桥的角色 。

？
维韦 罗斯 ？ 德 ？ 卡斯特罗 的努力 ，在于在

“

土著本体论
”

中发现贯通土

著与人类学话语的概念 ，但在贯通之前 ，他也花费大量笔 墨对土著话语与人类学话语加 以区

分。

？ 他 的这
一

两面性 ，正源于现代认识
一

本体论 的
“

纯化分类
”

与
“

翻译式穿梭
”

。

哲学家兼人类学家盖尔纳 （ Ｅｒｎｅｓ ｔＧｅｌ ｌ ｎｅｒ ）说 ，世间 的 知识立场 只有三种 ：相信 自 身拥有

真理 的原教旨 主义宗教 ？

，发誓抛弃独特真理的观点而假装所有文化和话语都是
“

真的
”

的后现

代主义相对论 ；相信一个独特而科学的真理存在但从未相信我们可以 确然地 占据这一真理的

启蒙理性 。

⑤
若盖尔纳的评论有什么启 发 ，那么 这个启 发便是 ：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 ，

民族志书写者们终于认清 ，原教 旨主义宗教式的
“

科学
”

和后现代相对主义相对论式的
“

巫术
”

，

都无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生活与知识的本相 ； 民族志书写者除了遥望
“

真理
”

之外还能做的 ，是

在拒绝伪装成通灵者似的
“

真理代言人
”

之同时 ，
尽其所能谨慎地接近于它 ，

“

敢于求知
”

。

后现代之后 ，来 自 不同 国家 、 不同
“

阵营
”

的研究者对 民族志书写的区 域传统的 整理 、对宇

宙论的历史人类学的
“

考据
”

、对作为
“

关系 的土著
”
的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的贯通 ，构成

了 民族志的新形态 。 以田野工作和书写为主业 的民族志 ，
是人类学研究的

“

初级阶段
”

，而正是

在对这一
“

初级阶段
”

的内涵之界定 、反思 、再界定中 ，人类学走出它的
“

殖民
”

阴影
，渐渐趋近于

一门人文科学 。 它未能使我们克服长期面临的两难抉择 ， 即如涂尔干所言 ：

“

如果把人类 高超

的 、特殊的能力与他们的卑贱的存在联系起来 ，把理性和感觉联系起来 ，把精神和物质联系起

来 ，
去解释人类的这些能力 ，那么就等于否认了人类 的绝无仅有的性质 ；而如果把人类高超 的 、

特殊 的能力归结为假定的超验实在 ，那么又无法通过观察使之得以确立 然而 ，它却巳通过

对经验、 整体 、相对的 民族志观的再界定 、再综合 ，
及对 区域知识 、世界观及

“

土著哲学
”

的再辨

析 、 再提升 ，创造着本体
一

知识兼合的
“

民族志理论
”

，接近着人文科学 的那个
“

物
”

。

〔责任 编辑 刘海 涛 〕

① 关于结构的
“

反转
”

概念运用于历史时 间形态研究上之可能 ，参见王铭铭 ： 《人生史与人类学 生 活 ？ 读书 ？ 新 知三

联书店 2 0 1 0 年版 ，第 1 6 1
—

2 3 5 页 。

② 参见王铭铭 ： 《王铭铭 自 选集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第 3 3 2

—

3 6 1 页 。

③参见ＢｒｕｎｏＬａ ｔｏｕｒ
，
ｔｒａｎｓ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 ｅＰｏｒｔｅ ｒ

，
Ｗｅ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

ｔ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 ？

Ｍａｓｓ ａｃ ｈｕｓｅ ｔ ｔｓ ： Ｈａ 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ｔｙＰ ｒｅｓｓ ， 1 9 9 3 。

④ 参见ＥｄｕａｒｄｏＶ ｉ
ｖｅ

ｉ
ｒｏｓｄｅ Ｃａ ｓｔｒｏ ，

＂

Ｔｈｅ ｒｅ ｌａ ｔ
ｉ ｖｅ ｎ ａｔ ｉｖｅ ，

”
Ｈａｕ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
 3 ， Ｎｏ ． 3

，
2 0 1 3 。

⑤参见Ｅｒｎｅｓ ｔＧｅｌ ｌｎｅｒ
，
Ｐｏｓ ｔｍ 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 

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 Ｒｅ ｌｉｇ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 ｌ ｅｄｇｅ

， 1 9 9 2 。

⑥ 参见 ［法 ］埃米尔 ？ 涂尔干著 ，汲 喆译 、渠东校 ：
《 宗教生活 的基本形式 》 ，第 5 8 4 页 。

3 8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ｓ ？Ａｂ ｓ ｔｒａｃ ｔｓ ａｎｄ Ｋ ｅｙｗｏ ｒｄｓ

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ｇＳｏｎｇｔｏ ｔｈｅＥｔｈｎ 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 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Ｄａｈｕａ （ ｌ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ｎ1 9 3 8

，
ＹａｎｇＳｏ ｎｇ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ｏｎ ａ ｓ 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ａｊｏ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

ｓｕｃｈａｓ
＂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ｎａｔ ｉｏｎ
＂

，
＂

ｅ ｓｔａｂｌｉ ｓ ｈｍｅｎ ｔｏｆａｎａｔｉｏ ｎ
＂

，
“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ｅ ｌ
ｆ
－

ｄ ｅ ｔｅｒｍｉｎ ａｔ ｉｏｎ
＂

，ｏｎｈ ｉｓ

ｓｅｒｉａ 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ｐ ｅｎ ｅｄｉｎＭａｒｘ
－Ｌｅｎ ｉｎ ｉｓｍＩｎｓｔ ｉｔｕ ｔｅ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 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 ｅ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Ｃｈ ｉｎａ ．Ｔｈ ｉｓｗａｓｔｈｅＰａｒｔｙ

＇

ｓｌｅ ａｄ
ｉ
ｎｇｃａｄ ｒｅｓ

＇

ｆ ｉｒｓｔ ｔｈｅｏ ｒｅ ｔｉ ｃａ ｌｅ 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 ｎｏｎｍａ
ｊ
ｏｒ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
ｉ ｓｓｕ ｅｓ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ｆｏ ｕｎｄｉｎｇｏ 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Ｆｏｒ

＂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ｎａ ｔ ｉｏｎ
＂

， ｈ ｅｅｍｐｈａｓｉ ｚｅｄ

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ａｍｕｌ ｔ ｉ

－

ｅ ｔｈｎ ｉｃ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 ｅｎａｔ 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 ｎｎａｍｅｏｆＨａｎ

ｐ ｅｏｐ ｌｅａｎｄ
＂

Ｈ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ａｎｄａ ｌ ｌ
ｐ ｅｏｐｌ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ｅｑｕａ ｌ

；
ｆｏ ｒ

＂

ｅ 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ｍ ｅｎｔｏｆａ

ｎａｔ ｉｏｎ
＂

，
ｈｅｐｒｏｐｏ ｓｅｄｔｈａ ｔ

＂

ａｎｅｗＲｅｐｕｂ
ｌ ｉｃｏｆＣｈ ｉｎａｗ ｉｔｈｉｎｄ ｅ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

ｈａｐｐ
ｉｎ ｅｓ ｓ

＂

ｓｈｏｕ ｌｄｂｅｆｏｕｎｄｅｄ
，

ａｎｄ ｉ
ｔｗａｓｄｉｆｆ ｅｒ ｅｎ 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ｄ ｅｍ ｏｃｒａｔ ｉｃｒ ｅｐｕｂ ｌ ｉｃｓｓ ｕｃｈａｓ

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ＵＳＡ
，

ａ ｌｓ ｏｄｉ 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ｃ ｉａｌ ｉｓ ｔＳｏｖｉｅ ｔｓｔａ ｔｅｓｏｆｄｉｃｔａｔｏｒ ｓｈ ｉ

ｐ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 ｌｅｔａｒｉａｔｌｉｋｅＵＳＳＲ
；
ｆｏｒ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 ｌｆ
－

ｄｅ ｔｅ ｒｍ ｉｎａ ｔ ｉｏｎ
＂

，ｈ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ａ 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ｅ ｌｆ
－

ｄ 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 ｉｏｎｓｈｏｕ ｌｄｂ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 ｉ ｔｈｉ ｔｓｐ ｒｏｐ ｅｒｕ ｓｅ ，ａｎｄＭａ ｒｘ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

ａｄｖｏｃ ａｔｅｄｔｈｅｒ
ｉｇｈｔｔｏｓ ｅｌｆ

－

ｄ 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 ｉｏｎ
？
ｂｕｔｄ ｉｄｎｏｔａｄｖｏｃ ａｔｅ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ｄ

ｉ
ｓｐｅｒｓ ｉ

ｏｎ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ｎａｔｉｏ ｎａ ｌａｕｔｏｎｏｍ
ｙ
ｗａｓａｎｅｆ ｆｅｃ ｔ

ｉ
ｖｅｗａｙｔｏｓｏｌ

ｖｅ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ｐ ｒｏｂ ｌｅｍ ｓ
．Ｔｈｏｓ ｅ

ｉｄｅａ ｓａｂｏｖｅｈａｄａｄｅ ｅｐｉ
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ｔｈｅｏｒ ｙｏ 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ｓ ｔＰａｒｔｙｏ ｆＣｈ ｉｎａｄｕ ｒｉｎｇｔｈｅｐ ｅｒｉｏｄｏｆ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ｒ ｅｖｏｌｕ ｔ 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ａｎｇＳｏｎ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ｎａ ｔ ｉｏｎ
；ｅｓ ｔａｂ ｌ 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ａｔ ｉｏｎ

；

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ａｕｔｏｎｏｍ ｙ．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ｏＹａｍｉｎｇ（ 1 3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ｎｔｅ 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ｏｕｌ ｄｂｅｕ ｓｅｄｔｏ ｉｍｐ ｒｏｖｅｉｎｔｅ ｒｇｒｏ ｕｐ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 ｉｎｇｍｕ ｔｕａ ｌｕｎｄ ｅｒｓ 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 ｌ
ｉｅｖ ｉｎｇａｎｘ

ｉｅ ｔｙ ，ａｎｄｐｒ ｏｄｕｃｉｎｇｅｍｐ ａｔｈｙｍ 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ｓａｍｅｔ ｉｍｅ ，
ｔｈｅｇｅｎｅ ｒａ 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 ｔｅｆ ｆｅｃ ｔａｎｄ 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 ｔａｃ ｔｗａｙ

ａ 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ｒａｍａｔ ｉｃａ ｌｌｙｔｈｅｐｏ ｌ ｉｃｙａｐｐ ｌ
ｉｃ ａ ｔｉｏｎｖａ ｌｕ 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ｇ 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 ．Ｉ ｔ

ｓｈｏｕｌｄｂ ｅ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ｏｓ

ｉ ｔｉｖ ｅｅ ｆｆｅｃ ｔｏ ｆ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ｇ 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ａ ｓｃｏ ｎｄ ｉｔ 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ｌ ｉｍｉ ｔ ｅｄ ：

ａｓｅｒｉｏ ｕｓｂｒｅａｃｈｏｆｏｐ
ｔｉｍａ ｌ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ｓｍａｙｒｅｓｕ

ｌｔｉｎｎｅｇａｔ ｉｖ 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ｃ ａｕｓｅｄｎｅｇａｔｉｖ ｅ

ｅｆｆｅｃ 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 ｅ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ｙ ， ｉ ｓｓｕｅ ｓｓ ｕｃｈａｓｔｈｅ ｉｒ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ｄ ｉｆｆｅｒ ｅｎ ｃｅ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 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 ｔｓｃｏ ｕ ｌｄｎｏｔｂｅｃｏｍｐｌ ｅｔｅｌｙｒｅｓｏ ｌｖ 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 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ｐｏ ｌ ｉ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ｎｔｅ ｒｃｏ ｕｒｓ ｅ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
ａｎｄｃｏ

－

ｍｉｎｇ ｌｉｎｇｈ
ａｓ

ｔｈｅｓａｍｅ ｌｏｇｉｃｐｒｅｓｕｐ 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ｉ
ｎｔｅｒｇｒ 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ｔｈｅｒｅｌ ａｔ ｅｄｓ ｔｕｄ ｉｅ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ｃｏｎｔａ ｃｔｉｓｏｆ
ｇｒｅａｔｓ ｉｇｎ ｉｆ 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

ｐ 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ｏ ｕ
ｒｃｏ ｕｎｔｒｙ

＇

ｓｐ ｒａｃｔ ｉｃｅ ｉｎｔｈｅｅ ｔｈｎ ｉｃ

ｉｎｔｅｒｃｏ ｕｒｓ 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
ｅｔｈｎ ｉｃ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 ｓｅ

；
ｅ ｔｈｎ ｉｃ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 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 ｌＴｕｒｎ

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Ｏｎｔ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ｔｕｒｎ Ｗａｎｇ
Ｍ ｉｎｇｍｉｎｇ（ 2 5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ｅ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ｏ ｆｔｈｅｒ ｅａ ｌｉｔｉｅｓｏ ｆ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 ｌｅｍ ｅｎｔ ｓｏｆ

＂

ｆａｃ ｔ

＂

ａｎｄ
＂

ｗｏｒｌｄ
＂

） ａｎｄｅｐ
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ｕｎｄ 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ｕｒ ｅ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ｏｆ

ｔｈｅｋｎｏｗｅｒ ）ａｒｅｒ ｅｌａｔ ｉｖｅｔｏ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 ｒｙ

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 ｔｈｒｏ ｐｏｌ ｏｇｙ ？ｏｎｔｏ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1 2 3



Ｅｔｈｎｏ
－

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 ｅｓ ，Ｎｏ ．  3 ，
2 0 1 5

ａｎｄｅｐｉ ｓ ｔｅｍｏ ｌｏｇｉｃ ａｌ
ｐｕ ｒｓｕ ｉ ｔ ｓｈａｖｅｂｅ 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ｓ ｉｄ ｅ ｓｏｆ ｔｈｅｓａｍ ｅ

“

ｃｏｉｎ
＂

ｏｆｅ ｔｈ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ｙｈａｖ ｅｂｅｅｎｒｅｌａｔ ｉｖｅａｎｄｒ ｅｌａ ｔｅｄｔｏｅ ａｃ ｈｏｔｈ ｅｒ ．Ｅｔｈ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ｈａｓｎ
ｏｔｂ ｅｅｎｔｈｅｓ ａｍ 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ｏｗｎｈ ｉｓｔｏｒｙ ；
ｒａ ｔｈｅ ｒ ，ｉｔｈａｓａ ｌ ｔｅｒｉ ｔｓｃｏｎ ｆ ｉｇｕｒ ａｔ ｉｏｎｓｓｉｎ ｃｅｔｈ ｅｅａｒ ｌ

ｙ 2 0 ｔｈｃｅｎｔｕ ｒｙ．

Ｐｒ ｉｏ ｒｔｏｔｈｅ 1 9 7 0 ｓ
，

ｔｈｅｅｔｈｎｏ ｇｒａｐｈｅ ｒｓｐａ ｉｄｍｏ ｒｅａ ｔ ｔｅｎ ｔｉｏ ｎｔｏｔｈｅｂ ｅｉｎｇａｎｄｖａ ｌｕ ｅｏ ｆｔｈｅ

＂

ｎａｔｉｖ ｅ
＂

， ｅｎｄｅａｖｏ ｒｉｎｇｔ
ｏｄ ｅｒｉｖ ｅｉｄｅ ａ ｓｆ ｒｏｍ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ｌ ｉ ｆｅｗｏｒｌｄ ｓａｎｄｃｏ ｓｍｏ ｌｏｇｉｅ ｓ

ｏｆｔｈｅ
＂

ｏｂｓ ｅｒｖｅｄ
＂

．Ｆｏｒａｐ ｅｒｉｏｄ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 1 9 7 0 ｓ ， ｕｎｄｅ ｒｔｈｅｉｎ ｆｌ ｕｅｎｃ ｅｏｆｔ 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 ｆ

ｐｏ ｌ ｉ ｔ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ａｓｗｅｌ ｌａｓ ｌ ｉ 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 ｔｉｃ ｉｓｍ
，ｔｈｅｙｒ ｅｄｅ ｆ ｉｎｅｄｔｈｅ ｉｒ

ｃ ｅｎｔｒａ ｌｉ ｓ ｓｕ ｅ ｓ ， ｓｅｅｋ ｉｎｇｔｏ ｒｅｖ ｅａ ｌ ｔｈｅｅｐ
ｉｔｅｍ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ｌ

“

ｐｏｗｅｒ ｓ

“

 ｉｍ ｐａｃｔ
ｉｎｇｅｔｈｎｏｇｒ ａｐ ｈ

ｉｃ

ｉｎｖｅ ｓｔ ｉ

ｇ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ｗｒｉ ｔ ｉｎｇｆｒ ｏ
ｍｏｕｔｓ ｉｄ ｅｔｈｅ

“

ｌ ｉｆｅｗｏｒ ｌｄｓ
＂

ｏ ｆｔｈｅ
＂

ｏ ｂｓ ｅｒｖ ｅｄ

＂

．Ｈ ｏｗｅｖｅｒ
，ｓ ｉ

ｎｃｅ

ｔｈｅ 1 9 9 0 ｓ
，

ｔｈｅ ｒｅ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ａｆｅｗｒｅｔｕ ｒｎ ｓ ｉｎＷｅｓｔｅ ｒｎｅ 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ｏ
＂

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ｉ ｔ ｉｏｎｓ ｏｆ

ｅ ｔｈｎｏｇ ｒａｐｈ ｉｃｗｒｉ ｔ ｉｎｇ

＂

？ｔｏｃｏ 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

ａｎｄｔｏｏｎｔｏ ｌｏ ｇｉｃａ ｌｒｅｖ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

ｏ ｂ
ｊ
ｅｃｔ ｉ ｆ ｉｅｄｗｏｒｌｄ

＂

．Ｔｈｅｈｉ 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ｒｅ ｓｕ ｌ 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ｗｏ

ｓ ｕｂｓｅｑ ｕｅｎｔａ 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 ｔｅｍ 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ｅ
ｔｈｎｏｇｒ ａｐ ｈｙ （ ｅｐ

ｉｓ ｔｅｍ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ａｎｄ

ｏ ｎｔｏｌｏ ｇｉｃａ ｌ ）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ｃｅｎ ｔｄ
ｉ
ｓｃｕｓ ｓ

ｉ
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

ｏｎ ｔ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ｔｕ ｒｎ
＂

ｃａｎｂｅｕｎｄｅ ｒｓ ｔｏｏｄａｓ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
＂

ｏｎｔ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ｒ ｅｔｕ ｒｎｓ
＂

ｗｈ ｉ
ｃｈ

，ａｓｒｅｖｉ ｔａ ｌ ｉｚ ａｔ ｉｏｎ ｓｏｆｍｏ ｄｅ ｒｎｅ 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ｒ ｅａｎｉｎｅｖｉ ｔａｂｌｅ

ａ ｌ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ｖ ｅｒ－ｅｐ ｉｓｔｅｍ 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ｏｒ ｉ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

＂

ｐｏｓｔ
－

ｍｏｄ ｅｒ ｎ
＂

Ｗｅｓ ｔｅｒｎ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 ｌｏｇｙ ．

Ｋｅｙｗ ｏｒｄｓ
：ｅ 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ｐ ｉ

ｓ ｔｅｍ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ｔｕｒｎ ；ｎｅｗｏｎ ｔ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ｒｅ ｔｕｒｎ．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
Ｎｉ

＂
Ｒ ｉｔｕａｌ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ｏｆＬｕｏｌｕｏｐｏＰ ｅｏｐｌｅ

ｏｆＹｉｉｎＺｈ ｉ
ｊ
ｕＶｉ ｌｌａｇｅ ：

ＡｎｄＤ 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ｗ ｉｔｈＥｒｉｋ

Ｍｕｅｇｇ
ｌｅｒ
ＨｅＳｈａｏｙ

ｉｎｇ
ａｎｄＬｕｏＭ ｉｎｇｊ

ｕｎ （ 3 9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ＷｉｌｄＧｈ ｏｓ ｔｓ ，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 ｏｌｏｇ ｉ ｓｔＥｒｉｋＭｕ ｅｇｇ

ｌｅ ｒ

ｅｘｐ ｌｏ ｒ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 ｆｗ ｉｌ ｄｇｈｏｓｔｓ（

＂

Ｎ ｉ

＂

）ａｎｄｄｉｓｃ ｕ ｓｓｅｄｔｈ ｅｉｎｔｅ ｒａｃｔ ｉｖｅ
ｐ ｒｏ ｃｅｓｓ ｅｓｂｅ ｔｗｅ ｅｎ

ｔｈｅｎａ ｔ ｉｏ ｎ
－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
＂

ｈｕｒｔ
＂

ｌｏ ｃａ ｌｓｏ ｃｉ ｅ ｔｙｂｙｕｔ
ｉ ｌｉｚｉｎｇｍ ａｔｅｒ ｉａ 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

Ｎ ｉ

＂

ｒｉｔｕａ ｌ

ｃｅｒｅｍ ｏｎ ｉｅｓｏｆＬｕｏｌ ｕｏｐ ｏｐ ｅｏｐ ｌｅｏｆＹ ｉｉ
ｎＺｈ ｉｊ ｕｖｉ

ｌ ｌ ａｇ 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ｉ
ｔ

，ｈｅｒｅｖｅａ ｌｅｄｔｈｅｍ ｅｍｏ ｒ
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ｃ ｅｏｆｔｈ ｉｓｌ ｏｃａ 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


＂

Ｎ ｉ

＂

ｒ
ｉ
ｔｕａ ｌｃｅ 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ｆｒａｇｍ ｅｎ ｔｓ

ｗｅｒｅｕｓｅｄ ａｓａｓａｄｅ ｓｃ ｒｉｐｔ ｉｏｎｔｏｏｌ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ｎａ ｔｕ ｒｅ
，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ｂｅｈ ｉｎｄｔｈｅｓ ｅｃ ｅｒ ｅｍｏ ｎｉｅｓｄ ｉｄｎｏｔ ｂ ｅｄｉ ｓｃｏｖ ｅｒ ｅｄ ，

ｗｈ ｉｃｈｔｈｕｓ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ａｆ 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ｒ ｅｌ
ｉ ａｂｉ ｌ ｉ ｔｙ

ｏ 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 ｓ ｉｏｎ ｏｆｔｈ ｉｓｂｏｏ ｋ．Ｂａｓ ｅｄｏｎ ｉｎ
－

ｄ ｅｐ
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ｇａ

ｔｉｏ ｎｓｉｎｔｏ
＂

Ｎ ｉ

＂

ｒ ｉ
ｔｕ ａ ｌｃ ｅｒｅｍｏｎ ｉｅ ｓ ，

ｔｈｅ
ｐ ａｐｅｒｇｉｖｅｓａｎｅｗ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ｏｒ

＂

Ｎ ｉ

＂

：ｉｔｉｓ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
ｇｈｏｓ ｔ

，ａｇｏ ｄ ，
ａｄｅｍ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ｂ ａｓ ｉ ｓｏ ｆ

＂

Ｎ ｉ

＂

ｉ ｓａｎｉｍｉ ｓｍｗｈ
ｉ
ｃｈ ｍ ｅａｎ ｓ ａｌ ｌｌ ｉｖｉｎｇｔｈ ｉｎｇ ｓｈａｖｅｓｏ ｕｌ ｓ

．Ｔｈｅ
ｇｏａ ｌｏ ｆ

＂

Ｎ ｉ


“

ｒ ｉｔｕ ａ ｌｃｅｒｅｍ ｏｎ ｉｅ ｓｉ ｓｔｏｅｎｓ ｕｒｅａｎｃ ｅｓ ｔｒ ａｌｂ ｌｅｓｓｉｎｇｓａｎｄｐ ｒｏｔｅｃ ｔｔｈｅｌ ｉｖ ｉｎｇ．Ｂ ｉｍ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ｏ ｙｂｅ ｔｗ ｅｅｎ
＂ Ｎ ｉ

＂

 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 ａｎｗｏｒｌｄ ，ｐ ｅｒｆｏｒｍ ｓ
＂

Ｎｉ

＂

ｒ ｉｔｕ ａ ｌｃ ｅｒ ｅｍｏ ｎｉｅｓｔｏｒｅ ｔｕｒｎｔｈｏｓ ｅ

ｓｐ ｉｒｉ ｔｓｔｏｔｈｅ ｉｒｒｉｇｈ ｔｆｕ ｌｗｏｒ ｌｄ ，ｗｈ ｉ 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ｖｅ ｌｙ
ｍａ ｉｎｔａ ｉｎｓ ｔｈｅｄｙｎ

ａｍ ｉｃｅｑｕ
ｉ ｌ ｉｂ ｒｉｕｍｂｅ ｔｗ ｅｅｎ

ｔｈｅ
＂

Ｎ ｉ

＂

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 ａｎｗｏ ｒｌｄ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Ｙｉ

ｐｅ
ｏｐ ｌｅ

；Ｌｕｏｌ ｕｏｐｏｐｅｏｐｌｅ
；

＂

Ｎ ｉ

＂

Ｒ ｉ ｔｕ ａｌＣｅｒ ｅｍ ｏｎｉｅｓ．

ＴｈｅＳｏｃ 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Ｓｕｒｖ ｉｖａｌＲｅａｓｏｎ
：
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 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

ｆａ

ＷｏｍａｎｏｆＭｉａｏＰｅｏｐｌｅＺｈｅｎｇ
ＹｕａｎｄＺｅｎｇ

Ｊｉｎｇ（ 5 2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 ｓｐａｐｅ ｒｆｏｃｕ ｓｅ ｓｏｎｔｈ ｅｌ

ｉ
ｆｅｈｉ ｓｔｏｒｙ

ｏｆａｗｏｍａｎｏｆＭｉａｏｐ ｅｏｐ
ｌｅｗｈｏ

ｍａｒｒｉ ｅｄｆｒｏｍＶｉｅｔｎａｍｔｏＣｈ ｉｎａ
．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ｓ ｕｃ ｃｅｓｓ ｉｖ ｅ ｌｙａｎｄ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ｌｙｍａｘ ｉｍ ｉｚｅｄｈｅｒ

ｓｕｒｖ ｉｖａ ｌｓｅ ｃｕ ｒｉ ｔｙａｃｃｏ ｒｄ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ｃｒｏ ｓｓ
－

ｂｏｒｄ ｅｒｔｒａｄｅ ， ｅ 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ｉｎｇｎｏｍｉｎａ ｌｋ ｉｎｓｈ ｉｐ ，

ｒ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 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 ｌｒ ｅｌａｔ
ｉ
ｏｎｓａｄｊ

ｕｓｔｍ 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 ｃｔ 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ｐｅ ｒｎａｔｕｒａ ｌｗｏｒ ｌｄ

，ｅ ｔｃ． ，

ｗｈｅｎｓｈｅｓ 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ａｓ ｅｒｉｅｓｏ ｆｍ ａｊｏ ｒｃｒ ｉｓｉｓｅｖｅｎｔｓ
，ｓ ｕｃｈａｓｈｅｒ ｆａ ｔｈｅｒｄｉｅｄｗｈｅｎｓｈ ｅｗａｓ

ｙｏｕｎｇ ，ｔｈｅｂｒ ｅａｋａｇ ｅｏｆｃ ｒｏ ｓｓ
－

ｂｏｒ ｄｅｒｒｅ ｌａ ｔ ｉｏ ｎｓ ｈｉｐ ｓ
，
ｈｅｒｄａｕｇｈｔ ｅｒｄｉ ｅｄｏｆａｎｉ ｌ ｌｎｅ ｓｓ ，

ｔｈ ｅ

ｓｕｄｄｅｎｄｅａｔｈｏｆｈｅｒｈｕｓ ｂａｎｄａｎｄｓｏｏｎ ．Ｔｈｅｓｕ ｒｖｉｖａ ｌｒｅａｓｏｎ
ｐｒｏｍ ｏｔ ｉｎｇｈｅｒｓ 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ｃｔ 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ｐ ｒａｃｔ ｉｃａ ｌ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ｗｈ ｉｃ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 ｌｅ ｃｏ ｎｏｍｉｃｒａｔ ｉｏ ｎａ ｌ
ｉ ｔ
ｙａｎｄｇ

ｒｏ ｕｐｍｏｒａ ｌ

ｒ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ｉ ｔｙ

ｉｓ ｕｓ ｅｄａｓｔｈｅｂａｓ 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 ｉｍ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 ｉ ｆｅｓ ｅｃｕ ｒｉ ｔ

ｙ
ｉ ｓｕ ｓｅｄｉ ｔｓ

ｃｏ ｒｅｏｂ
ｊ
ｅｃｔ ｉｖｅ

，ｆｕｒｔｈｅ ｒｍｏｒｅ
，
 ｉｔａｌ ｓｏｗｅ ｉ

ｇｈｓｔｈｅｓ ｏｃｉａ ｌｒｕｌ ｅｓａｎｄｍｏｒ ａｌ
ｐ 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ｓａ ｔｔｈｅｓ ａｍｅ

ｔｉｍ ｅａｎｄ
ｐｏｓ ｓ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ｏｆ ｉｎｓｔａｂ ｉ

ｌ ｉｔ
ｙ 

ａｎｄｄ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
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 ｒｖｉｖａ ｌｒ ｅａｓｏｎ
；ｓｏ ｃｉａ ｌｃｈａｎｇ ｅ ；ｗｏｍａｎｏｆＭ ｉａｏｐ ｅｏ ｐｌｅ

；
ｃｒｏ ｓｓ

－

ｂｏｒ ｄｅ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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