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延伸的平行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延伸的平行线>>

13位ISBN编号：9787301214893

10位ISBN编号：7301214898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兴帜

页数：248

字数：24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延伸的平行线>>

内容概要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延伸的平行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以“滇越铁路”为
对象，通过对这一“事件之物”的民族志式研究，在揭示滇越铁路所具有的“物性”体系在不同历史
时期对边民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影响基础上，认为滇越铁路已经成为边民社会不同人群与个人自我的延
伸。
作者提出从关怀人的角度去关怀滇越铁路，对滇越铁路进行遗产化处理，从主体的视角去审视客体、
尊重客体，延续滇越铁路的社会生命和书写滇越铁路的文化传记。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延伸的平行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以滇越铁路为切入点，
为沿线的边民社会绘制了一幅全景式的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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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兴帜，男，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安徽合肥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民族文化遗产。

　　先后在《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课题、国家民委课题各1项，参与各类课题研究近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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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象征符号与技术载体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构人类学在人类学谱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列维-斯特劳斯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为研究模式，以南美和其他地区的神话以及负载神话寓意的物质
文化为研究对象，探求人类普遍相同的、无意识的、深层次的心智结构。
《神话学》四卷本以物质文化为其描述对象，分析物质文化所蕴含的二元对立结构，如生与熟、自然
与文化、世俗与神圣。
他认为物质文化符号个体并不具有意义，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远远要重要于个体本身，真实有意义的
唯有关系，没有个体和事物。
列维施特劳斯关于深层次的结构研究对于后来的象征人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象征人类学是以研究文化符号及其意义为主要内容的。
作为象征符号的物的意义要在具体的仪式情境和过程中动态地来理解。
以格尔兹（Geertz Clifford）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物质文化所隐含的“意义体
系”，而维克多·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认为象征之物最重要的本质就在于可以代表多元意义和
动态的特征，从而促进了对事物的多义性与现实的多侧面性的了解。
随着象征人类学的发展，在人类学关于物的民族志研究中，物自身构成被分为“能指”（signifier）—
—物的构成——和“所指”（signified）——概念和意义——两部分。
物的“所指”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事件过程，给予不同的表述。
　　埃德蒙·利奇把列维施特劳斯理性主义的无意识结构和经验主义的社会结构综合起来，对象征体
系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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