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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世界民族学史就是指这门科学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形成与
发展的历史。
    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历史上的民族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们进行过有意义的探索，留
下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珍贵著述。
但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民族学的实践方法和认识方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和有效。
其中有综合归纳法、社会分析法、追踪法、类比法、还原法、田野调查法、比较异同法、立体思考法
、扩大功能法、语言结构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等。
总之，民族学的开放性研究使各种具体方法及方法论的研究十分活跃，许多具体方法的新探索，又进
一步促进了民族学方法论的新发展。
    作为一门世界性的科学史来说，《世界民族学史》20多万字，恐难称“学术力作”，然而我们却就
世界民族学的发展史构画出一幅脉络和轮廓，这在我国学术界尚属道次实践。
为了帮助学生和广大读者开拓视野，把握这门古老而又年轻学科的转机，我们应该立足于民族学的现
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虔诚地艰辛地去控索、去研究，必须保卫和增进那些作为传统研究对象
的民族的利益目的”，才是民族学的真正的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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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斯宾塞特别注意宗教信仰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并且同泰勒一道力求论证万物有灵论(虽然还没有
使用“万物有灵论”一词)。
他从原始的灵魂思想、相信灵魂在死后的存在和崇拜死者出发，描绘出全部宗教。
斯宾塞的这种理论，比泰勒更为直率、片面和简单化。
    作为英国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曾对其他国家的知识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但是，斯宾塞的著作对民族学本身并没有产生过特别显著的影响。
即使在个别问题上(如宗教起源)赞成他观点的民族学家，往往也不引用他。
由于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界限很难划分，故一般也认为斯宾塞是一位民族学家，但说他是一位社会学家
和哲学家更为确切。
    除《社会学基础》外，他的著作还有《社会学研究》(1873)、《社会静学》(1850)和《叙述社会学》
三种。
    3．爱德华·伯纳特·泰勒(1832一1917)，是英国人类学的奠基人，英国文化史和民族学进化论派的
创始人。
他出生于英国伦敦富有家庭，早年就学于托特纳姆教友会学校园林书院。
1865年随英国的热心研究史前时期的H·克里斯蒂到墨西哥旅行，写出《阿纳霍克，或墨西哥与墨西
哥人》(1861)一书。
其主要著作还有《人类早期史研究》(1865)、《原始文化》(1871)和《人类学》(1881)。
    泰勒的进化理论可分为三阶段，即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
19世纪后半期，泰勒建立了一套文化进化的序列。
他通过搜集欧洲政府官员、传教士和旅行家记录的大量资料，分析全世界数百个不同社会的情况，最
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体质的进化相似，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他抽出一些文化因素来排列，如居住方式、宗教信仰等，并且相信这些因素进化的步骤都是和整个社
会的步骤相一致的，即经历过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
    泰勒的研究及著作，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泰勒的万物有灵论。
在各种范畴的文化现象中，泰勒注意的主要是精神文化，首先是宗教信仰的发展。
他制定了宗教起源的万物有灵论，这使他在科学界极为驰名。
泰勒用“万物有灵”一词来表示“对宗教本质的信仰”。
他还以独创的努力，在“文化”体系中成功地塑造了“语言”、“神话”、“宗教”、“巫术”等概
念。
    其二，泰勒的文化残存说。
为了确定各种文化现象相互的历史联系，泰勒广泛地运用了另一种科学方法，即所谓残存法。
他认为，  “残存”是“这样一些礼仪、习俗、观点等，它们既由于习惯以它们所属的一个文化阶段
移植到另外一个较晚的文化阶段，同时又是过去的活的见证和纪念碑”。
对于这些旧有文化，我们说并非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虽然从形式来看，也许无多大变化，但其性质
和功能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这些无疑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三，泰勒提倡文化科学。
他指出，  “在最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文化或文明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
以及社会成员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等的总体性的复合物。
在人类各种社会中存在的文化条件，如果以普遍原理作为基础而进行探讨，研究的主体就是人们思考
和行动的法则。
另一方面，普及较广的文明之单一性一般也在于具有单一原因的单一的行为。
也许，文明的各个程度被看作是发展或进化的一定阶段。
换言之。
它们的各个阶段既是过去历史的结果，也是起构造未来历史的固有作用的”。
泰勒从进化论立场出发，提倡文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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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运用文化比较作为其文化研究的基础。
    其四，泰勒主张使用统计研究法。
1888年，他在《论研究制度发展的方法》一文中试图运用另一种方法，即对几种不同习俗分布的吻合
点进行统计的方法，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
在民族学调查上，泰勒是最先主张使用统计法的。
    由上可见，泰勒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并不将当代人类社会的差异归之于种族的原因，他提出了人类
“心性的一致性”观点，认为全世界人类的心性和智力大致都是相同的，但是他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
憾t过于偏重人类心理方面的研究，从而忽视了人类社会和个人心理之间的本质差别。
他“把发展看作减少和增加”，却始终没有摆脱纯粹数量的简单公式化的理论。
    4．弗格森(1723——1816)，英国进化论学派的一位先驱。
主要著作有《市民社会史》(1767)和《道德与政治科学的原理》(1790)。
他主张用进化的观点，来观察现实社会，从各个不同角度，多方面地进行研究，重视社会现象之间的
相互作用。
他提倡民族学的比较法。
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人类的特征，动物是没有文化的。
所以，他反对把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做比较研究。
    5．赫胥黎(1825—1895)，英国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兼体质人类学家，进化学说的积极倡导
者。
主要著作有：《就动物学的证据，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进化和道德》(1893)。
赫胥黎同达尔文一起为进化论的创立、传播奋斗过。
1863年赫胥黎通过研究、对比人和猿猴身体构造的大量比较解剖学的材料，作出了“人猿同祖矽的科
学论断，有力地支持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猿猴的思想，并用科学研究成果给当时宗教界和反动学
者以回击，捍卫了达尔文主义。
    6．卢伯克(1834—1913)，是英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考古学家。
主要著作有《史前时期》(1865)、《文明的开端》(1870)。
在进化论学派经典作家中他占有显著地位。
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他认为民族学和考古学这两门科学，是建立人类文化史特别是其早期阶段
史的工具，为此他提倡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地质学方法来研究民族学。
    第二，他是把资料分类的准确方法运用于考古学并加以分期的首创者之一。
他提议将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第三，在民族学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
他认为婚姻生活是由最早的“公共婚”发展为个体婚，外婚制的习俗也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第四，他注意研究宗教信仰形式的发展问题。
他认为许多落后的民族至今仍无任何宗教。
    7．弗雷泽(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
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任社会人类学讲座的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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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者说明《世界民族学史》作为一部专著和教材，它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世界民族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概述各国民族学重大流派、著名代表人物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民族学
史的基本知识。
    本书的编写工作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时由主编贾东海、孙振玉参考民族学史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实
践，共同设计出编写提纲，广泛征求意见后，进行修订，然后由作者按提纲分头执笔编写。
主编，副主编进行了统稿、修改和定稿。
贾东海、孙振玉在全书的编写中从组稿到定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邓文科、邵方承担了较多的写作任务。
邓文科还参加了全书的修阅和定稿工作，邵方参加了部分书稿的修阅任务。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民族学的世界通史，我们所编的这部拙作仅用30余万宇恐难概括世界民族学史
的全貌。
但本书力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吸取中外民族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和突破。
并在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力求做到史论结合，重点突出，脉络清晰，通俗易懂。
    本书除供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专业作为教材外，也适用于有关专业的研究人
员和广大读者作为研究、学习的参考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郭光华和马建文编辑对本书文稿进行了文字加工和修审，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给予了出版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辛勤的劳动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广泛征引了有关著作和论文的新成果、新材料和某些观点，这里不再一一
详加说明和例举，谨此致谢。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及院领导谢玉杰的支持，我们深表谢意。
    鉴于我们的水平和资料有限，疏漏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及广大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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