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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把“人类”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或者经验研究所指涉的对象，这是人类学长期追求的目标。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人类关于人类的经验，实质上是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人（很有限的一部分人）
对另一部分人的观察、感知与言说。
只有全球化在当代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以致不得不用“地球村”来表现，以致新闻节目每天都讲述
着世界各地新闻，以致人类广泛地能够借助交通、媒体感受到我们是作为人类的存在，尤其是在人类
能够认识到人类的共同问题的时候，人类关于人类的经验知识才具有充分的人类性。
本书就是人类进入这种状态的产物，就是经验性学术发展到充分的人类性的产物，就是人类学真正面
对人类的共同问题或普遍问题的一部学科代表作。
作为经验研究，早期的人类学是欧洲人对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非欧洲人的调查研究，是欧洲人把各
种其他人通过类比进行学术关联的研究。
北美印第安人与太平洋上的岛民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人类学家用耗财长脸的浪费性宴会（夸富宴
）、图腾等等相似性文化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可是在当代，能源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切切实实就是人类共同面对、一起感受着的问题，此
时的人类学已经是能够提出人类共同议题的学术了。
本书看起来是一部应用人类学的著作，其实是可以从对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人手进行阅
读的。
可以说，恰恰是人类学对于人类处境的思考、人类问题的关怀，反过来大大改进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的有效性。
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研究“异文化”为起点的学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无论是从学科设置、价值
取向、研究对象还是从理论基石等角度看，无疑相异于其诞生之初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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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对于当今人类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评估，这些问题在全
球各地给人类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人类面临的问题包括富裕与贫穷、环境危机、自然资源衰竭与可持续发展、营养不良、食品体系的进
化、工厂化食品生产体系的问题，以及冲突和人口问题，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作者将人类学作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及其深邃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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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博德利，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华盛顿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1992-1996年任该校人类学
系主任，2001年被评为人类学梅耶（Edward R. Meyer）杰出教授，现为该校Regents教授。
1987年任西德兴格拉德巴赫公司科学顾问，1991-1994年为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有关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
会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2000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家人文基金会专门小组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原住民、文化生态学、当今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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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和主要国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认为更大程度上的经济增长才是解决世
界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20世纪后半叶，这种对增长的强调仍然支配着官方话语。
以上援引的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也表现出这种乐观主义的增长姿态，并常常强调需要扩大由
自由市场经济原则驱动的全球贸易，这是发展更大的全球经济的主要手段。
坚持经济增长优先也明显体现在1990年英国政府的环境策略《共同的遗产》中。
英国的环境策略将富裕国家持续经济增长的需求与环境忧虑联系在一起，主张进一步的增长需要治理
污染和保护环境，要使将来的工业产品更加清洁。
联合国千年项目最近建议的主要特点也是全球贸易增长和更大的经济发展，其执行的千年目标是
到2015年全球极度贫困的人数减少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贫穷国家的发展是解决贫困的出路，但还是将它连接到了全球体系持续的经济增长。
许多高资产净值人士和跨国公司精英也接受这种对持续经济增长的强调，因为他们可能从中得到更高
的短期经济利益。
使用增长这剂处方达不到可持续性实际要求的影响广泛的文化变迁，因为它没有把富裕国家的过度发
展作为一个全球问题，也没有把过度发展与贫穷国家的不发达联系起来，没有提出国内或国际对增长
的任何限制。
到20世纪末期，随着贫穷持久化和环境问题增多，经济增长最大优先权可能不是世界的最好出路这一
点变得日益明显。
有关未来的其他可选择观点逐渐开始出现。
1987年“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引入，是官方话语转变的第一个突出例子。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说明一些政府开始质疑经济不断增长这个当前衡量指标的价值。
例如，2003年英国“向可持续发展前进”的报告号召“社会进步要认识到每个人的需求”，并宣布“
可持续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发展的质量必须比过去更高，必须减少污染并减少对资源的不可持续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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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面前这本《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中译本终于要面世了。
此刻，距离本书动笔翻译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一年半有余，真可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回想一年多来围绕这本英文原著进行翻译的系列情境，的确一波三折。
2008年底，我刚从云南西北部中缅边境的独龙族村寨回到校园不久，时空似乎还没有完全转换过来，
头脑中一直萦绕着那些在深山峡谷中生活的场景。
因此，当我在浩如烟海的外文资料中查找有关社会结构研究的文献时，有意识地关注着部落社会的研
究资料。
很巧，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外文资料库中，我无意间翻到了第四版的“Anthropolog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Problems”，封面上一位缠着头巾的妇女正在往水稻田抛撒化肥，其情景与我在独龙江峡谷看
到的劳动场面简直一模一样。
事实上，远离都市中心的边缘社会已经被卷入到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
这顿时激发了我的好奇心，翻开该书，扉页上赫然标着“美国亚洲之桥基金会惠赠”的字样，看来这
样的书籍在市面上很难见到。
我在书架旁席地而坐，饶有兴致地读完了前言，书中对小规模部落社会的评述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决定仔细地读一遍，看能否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在读完前两章后我为书中看待人类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所折服
，遂向作者发了一封邮件毛遂自荐，告诉他我打算与人合作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两天后作者回信说这本书在美国已经是第五次出版，后来我才知道作者在32年内不断修订和补充此书
，在美国已经销售了近8万册。
这在人类学著作市场相对低迷的国内来说，可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当然，美国对人类学的关注和普及自然毋庸多言，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本书的分量。
其后，作者将第五版的电子文档发给了我，并鼓励我们早日译出，他会负责找出版社转让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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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第5版)》：培文书系,社会科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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