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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是在武汉大学“十五”规划本科教材
《社会人类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增加了“后现代人类学”一章，对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作了逻辑梳理，强调了
人类学的基本精神与研究伦理，部分章节进行了调整与改写，补充了当前国内外人类学界对田野工作
的反思内容，删除了某些过于专门化令人费解的内容，等等。
　　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对“人类学”这门学科中研究文化的分支学科
的称谓也各有不同，如“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一文化人类学”等。
这些称谓就其不同国别而言，的确存在某种差异，但它们的主要内涵并无根本性区别。
本教材是一本人门书，不展开名词概念的繁琐辨析，本书的“社会人类学”概念与“文化人类学”、
“社会一文化人类学”等大体同义，它是指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学科。
为叙述简捷起见，有时亦径称“人类学”。
　　这本入门教材知识的宽窄与内容的深浅是以综合性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生为基本对象进行设计的
。
①人类学理论史与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本可以作为两门课程开设，然而当前综合性大学社会学专业本
科生只开设一门人类学课程，安排54学时或72学时，需将两部分内容结合起来方能构成相对完整的知
识体系，故本教材包含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第一章至第四章）。
第二部分为社会人类学的视野（第五章至第九章），这是一些基本知识介绍，包括社会人类学四个传
统分支学科以及文化变迁两方面的内容。
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学科分支细化，但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只有四个领域，故人类学研
究也只能是四个基本领域：（1）经济与生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2）亲属制度，解决的是群体合
作与社会继替问题；（3）政治制度，解决的是秩序问题；（4）宗教与仪式，解决的是信仰问题。
而文化变迁解决的是对变化环境的适应问题。
第三部分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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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包含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第一章至第四章）。
第二部分为社会人类学的视野（第五章至第九章），这是一些基本知识介绍，包括社会人类学四个传
统分支学科以及文化变迁两方面的内容。
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学科分支细化，但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只有四个领域，故人类学研
究也只能是四个基本领域：（1）经济与生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2）亲属制度，解决的是群体合
作与社会继替问题；（3）政治制度，解决的是秩序问题；（4）宗教与仪式，解决的是信仰问题。
而文化变迁解决的是对变化环境的适应问题。
第三部分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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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间相互交换、相互影响的直接性，以及技术在此过程中的显著作用，表明生
态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但另一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随着整个社会系统日趋复杂而减弱。
更先进的技术将跨越环境的约束，虽然社会集团仍然是由过去铸造而成的，但劳动对自然的依赖将日
趋减少。
社会变迁受到超越自然限制的影响。
因而，人类和自然之关系，就不是如动物那般的被动地适应和调整，文化因素对于环境改造的重要性
十分巨大。
现代国家组织起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对环境的大规模改造的例证举不胜举。
　　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意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对西方与非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过度发展经济的一
种反向思考。
人类在采集狩猎社会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他们的数量必须与他们所依存的动物、植物种类
的数量成比例。
这种适应策略——低能源需求、广泛的资源基础、有控制的人口的混合结果是采集狩猎者对环境干预
很少。
他们的生态系统显示出一种均衡状态，他们的资源基础也能持久不受到威胁。
当精耕农业发展起来后，灌溉和用牧畜耕地等新农业技术的使用导致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每一种新
技术的发展最终都以更多的人口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更多食物的需求促使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去获取更
大的收成。
因此，他们开始重新塑造他们的环境——开凿运河、种植作物、消灭虫害等，他们封闭在为保存自身
的斗争中，却不知他们已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现代工业化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改造。
在这个社会里，自然界的相当一部分现在已成为人造产物。
我们对环境的重新塑造有很多是破坏性的，这种改造是我们持续扩大消耗能源的一种丑陋的副产品。
陆地由于一片片采矿而被钻出一个个孔洞，海滩被溢出的油所吞噬，鱼儿被来自核电厂的热能污染所
杀死。
这些就是对能源持续增长的需要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此外，消耗能源的机器每天都将成千上万吨的废物倾泄进我们的空气和水里。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能源，部分是因为我们人口的增长，但也是因为工业社会在使用能源方面没
有效率。
②而且，大量的能源都消耗在非食物生产活动上面，特别是战争的现代化，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不但
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而且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
我们这种自以为聪明、善于计划的动物并不能在实施计划之前预见我们行动的全部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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