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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者总是走进田野，走出田野，在这一进一出中，有多少文化体验就有多少故事化成人类学
的叙述跃然纸上。
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仅仅是把中国社会的文化理念停留在书写的文本里，还要付诸于行动之中，这正
是恩师费先生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理念所在。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汉人社会的研究。
这一研究以家族与社会结构为核心，考察现代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以何种方式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在
其变化过程中国家、民间精英等所扮演的角色，进而讨论儒学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此基础上引入中心和周边的概念，考察汉族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如何对周边社会发生影响。
这种影响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拥有众多民族的中国社会，汉人社会结构的内在特点如何对少数
民族社会产生影响；第二，同受儒学影响的东亚国家和社会（如日本）在社会结构上表现出何种特点
；第三，从周边看中心，即从汉人社会周边与汉民族相互接触和互动中的“他者”观点，来重新审视
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
在此基础上讨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中心”和“周边”如何相互转化。
基于这一观念，我通过在中国国内和日本所作的田野调查，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比较论在当今文明社会
比较研究中的内在特点。
二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态的研究。
此项研究围绕传统上作为狩猎民族的鄂伦春族、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和作为山地民族的瑶族，以定
居化过程为切入点来讨论文化的生产、消费、消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等，从以上研
究思路中可以洞悉国家中的民族的内在特点和含义。
本书集中体现了我的第一个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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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人类学的社会研究传统和文化研究传统通过家、传统的惯性、社会结合等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展开讨论。
作者通过在中国不同民族和地域的田野调查和理论提升，给读者展现家族文化的传统与延续、家的社
会结合与周边社会、家族与民族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机制，并把其纳入历时性与共时性、文本与情境、
中心与周边、民族与国家、全球和地方、和而不同与文化自觉的视野下进行比较研究。
重新思考文化和社会的延续性以及在不同时空视野下，人类学之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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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间概念　　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它更应关注的是与这
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
因此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应该超越社区研究的界限，立足于实证同时要超越实证，要从一种例证的人
类学进入到一种论证的人类学，寻得更广阔的视野。
这一点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这当然也是人类学的一个中国化问题。
人类学的中国化需要一些重要的切入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对民问概念进行释义和实证
。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概念诸如面子、人情、关系、缘分、家等，事实上反映了我们这一文化的重
要特性。
这也是关注于民间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的一个文化视角。
　　家是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提及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红楼梦》，想到巴金的小说《家
》。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天不谈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同是一个汉字——“家”，但其内涵和寓意却完全不同。
这一符号概念的背后蕴涵了个人、群体、社会与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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