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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
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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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
处都会明白的。
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的东西便由此诞生。
关系学在世界上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
该书力图呈现在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
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毛崇拜的背景当中去。
笔者沿着古代关系学的谱系，追踪到清代之前对建立国家官僚权力的法家形成抵制的儒家伦理制度。
二十世纪，关系学在掀起密集的关系学网络并阻止和切断国家机器垂直运作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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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宗教研究和东
亚研究教授。
1981年首访大陆，并先后在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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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在一种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微观政治学的民族志　　第一章关系的方言和辞汇　　1947年
版的《辞海》里并没有“关系学”这个词，《辞海》是和《牛津英语辞典》相似的一部辞典，引语都
出自古代作品和经典作品。
在台湾，它也不是日常用语中的一部分，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关系学”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出现的。
对“关”字的理解，《辞海》里有两个定义，都与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有关：“‘联络’或者‘建立
联系’，以及能关闭和有人守卫的通道和大门”（舒新城，1947：1412）。
辞典上的这两个定义与现代关系学直接有关。
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搞社会联络的能力，关系学赋予一个人应付生活中无数的门路的能
力。
要琢磨出这些关系学辞汇的各种社会用法和社会态度，我们必须到辞典的定义之外看看日常生活中人
们的思想和看法。
　　我一旦决定把关系学作为研究重点，就到处找人给关系学下一个定义，我得到的回答表明，尽管
我想弄明白“本地人的看法”（Geertz，1984），可实际上他们对关系学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相反
，当地人有多种的看法和定义。
这种不明确性表明，关系学包含了模糊和善变的文化意义以及人们对关系学活动的又褒又贬的模棱两
可态度。
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多种奇妙的相互冲突的态度，不仅说明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里不同职业、不同阶层
、不同性别或不同伦理的观点，而且也说明一个社会正在经历着特殊的变化，或者说正经历着从一种
世界观、一套习惯和解释转向另一套的历史性巨变。
同时，人们思想中变化的方向和新秩序的轮廓尚不明朗，对新的关系学的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定论。
因此，在这个开放式变化过程的中间位置提出关系艺术的问题，会遇到不同话语多重性的交锋，所有
话语都寻求适当的辞汇对历史做出独特的解释。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迅速发展的关系学研究的先锋之作，同时也是一本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
这本浓厚的民族志向读者展示了多年来研究分析的成果以及天才的口述史。
从方法论的优势来讲，意义深远，它为自我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的分析者提供了一个框架。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现任职务：人文社会科学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是一本出色而精彩的批判民族志著作。
它定义了一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构成——关系，同时还证明了它复杂的产生路径，共鸣以及在各种
或大或小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乔治·马库斯（现任职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系主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编辑推荐

　　《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是迅速发展的关系学研究的先锋之作，同
时也是一本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
这本浓厚的民族志向读者展示了多年来研究分析的成果以及天才的口述史。
从方法论的优势来讲，意义深远，它为自我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的分析者提供了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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