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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
的发展。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
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
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
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
参与了这一变迁。
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
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
，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
“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
（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
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
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
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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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萨林斯是当代人类学大师，确立了人类学的新风范。
他在本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与斐济人、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物质实践是殊途同归，只是
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
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将一半收成送给了姐妹的丈夫，被我们认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当我们逛商店时
，选择鱼还是买回肉，其实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
所以，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
理性与文化绝不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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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出生于美国犹太人家庭，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
大学受教育，从博士论文研究开始，他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兴趣，并专门研究过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
，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
1956年至1973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73年以来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文化与实践理由》（1972）以及《历史之岛》
（1985）等，这些著作对晚近西方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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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原初丰裕社会　　如果说经济学是门使人心怀忧虑的学科，那么对狩猎采集经济的研究
，注定是它最令人烦忧的部分。
几乎所有人类学的教科书，都会谈及石器时代生活的艰辛，使人难以想象当时的狩猎者何以维生，更
要令人多虑，这算哪门子生活？
满纸望去，唯有饥魂饿鬼如影随形。
据此一说，石器时代的人们技术落后，劳作终日仅能维持生计，更无休歇与积余，遑论“闲暇”来“
建立文化”。
即便这样，狩猎者们倾注全力也只能获得数值最低的热力学单位——每人每年所获能量都少于其他的
生产模式。
而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中，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就注定成为反面教材：成了所谓的“糊口经济”
（subsistence economy）。
　　成见总是根深蒂固的。
要想通过辨析破除成见，亟须辩证地审视这一观点：当你重新发现石器时代的生活时，就会发现那实
际上是个原初丰裕社会。
令人困惑的是，这一重新发现却不期产生了另一个有益的结果。
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丰裕社会中，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
我们肯定了狩猎者的丰裕，也就否定了石器时代人们悲惨的命运，他们便不致沦为艰辛劳作的囚徒，
囿于无尽欲望和有限生计手段间的商参之隔中。
　　实现丰裕有两条可行的途径。
要么生产多些，要么需求少些，欲求便能“轻易满足”。
我们熟稔的加尔布雷思方式（the Galbraithean way），恰是为市场经济所设想：人们的欲求纵然不是无
限，其也巨大，而生产手段纵使可以开发，其也有限：因此，生产手段和欲求之间的鸿沟要靠工业生
产力来弥合，至少可使“俏销物品”变得丰富。
但还有一种禅宗的方式可以实现丰裕，这在前提上多少迥异于我们的方式：禅宗使人们在物质上变得
寡欲无求，使得在技术手段不变的情况下，还能满足所需。
应用禅宗的方式，人们可以尽享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代价就是生活在较低水平下。
　　我以为，后一种途径所描绘的就是狩猎者的状况。
这有助于解释一些比较有趣的经济行为：比如他们的“挥霍”——他们倾向于立即耗尽手边所有积攒
，而且确实身体力行。
狩猎者可以摆脱市场稀缺性的桎梏，所以他们的经济目的与我们相比，更倾向吃光用光，一身清爽。
虽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也是个“冷血的资产阶级空想家”，但他毕竟使马克
思同意他的观察，“人们在穷国中活得滋润”，而在富国里“他们都差不多很穷”。
　　无可否认，前农业时代的经济确实深罹困乏之扰，但我仍要坚称，从现代狩猎采集者的证据来看
，狩猎采集人群往往成功适应了他们所处的环境。
在谈过这些证据之后，我会在文末重提狩猎一采集经济真正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当前对旧石器时代穷
困状况的论述中，还没有被准确地认识。
　　错误观念的源头　　“仅能糊口的经济”，“除特殊场合外有限的闲暇”，“对食物无尽的索求
”，自然资源“匮乏且相对无依”，“没有经济剩余”，“耗尽资源所能维持最大人口所需的能量”
——这些就是关于狩猎采集活动最常见的人类学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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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向经济人类学说再见吧。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类学的经济学。
　　——马歇尔·萨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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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与斐济人或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物质实践虽然方式不同。
但殊途同归，它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
无论西方与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它表现为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理性与文化绝不
是对立的。
我们难有像研究他者一样，凭借人类学的敏锐观察。
才能了解我们本身的经济。
其实我们也是无数的他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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