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人类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艺人类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3934605

10位ISBN编号：750393460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王列生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01出版)

作者：王列生

页数：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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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人类学>>

内容概要

　　《文艺人类学》涉及的学科概念是文艺人类学。
就像文艺学这一学科概念没有等值的西学译名一样，文艺人类学在任何西学学科词典里同样找不到名
录。
但这并不妨碍东西方在确定知识领域内获得理解，一方面因为问题的隐存最终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
事态呈露和解读进程中也将遭遇一系列不期而至的立场，更何况全球化历史延伸中早已有文化人类学
的公共语义播撒东西，所以学科概念诞生的合法性并不是问题。
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中国知识空间清晰地陈述出文艺人类学的所在和所往，否则就会像
最近二十年来的任何一次学术涉伪事件一样，成为又一个没有学科逻辑和学理内存的伪学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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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列生，男，1959年生人，文学博士，中国第一位文艺学博士后。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艺人类学方向硕士生导师，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博士生
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主要著作有：《文学母题论》、《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小
康社会的中国农村》、《中国日常问题》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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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论文艺人类学的学科目标、知识边界及理论框架第二章　人类何以需要文艺的问题拟
设第三章　终极提问抑或现象提问第一节　小引第二节　原始思维切入第三节　原始符号切入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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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知识方式第四节　哲学知识方式第五章　合力论解读方案第六章　文艺与人类当前关系的谱系学
分析第七章　文艺存在的存在性分析第八章　人类中心意义合谋第一节　道德文艺论的语指与语误第
二节　宗教文艺论的可能与不能第三节　政治文艺论的权力与暴力第九章　人类边缘意义合谋第一节
　性本能的文艺魅力维系第二节　民间仪式的文艺承载第三节　时尚与文艺的意义互动第十章　世界
市场时代的文艺生产与消费第十一章　文艺未来论的知识向度第十二章　集体体验对个体体验的颠覆
第十三章　文艺生活中的身份消失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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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论文艺人类学的学科目标、知识边界及理论框架就像文艺学这一学科概念没有等值的
西学译名一样，文艺人类学在任何西学学科词典里同样找不到名录。
但这并不妨碍东西方在确定的知识领域内获得理解，一方面因为问题的隐存最终具有共在性，另一方
面事态呈露和解读进程中也将遭遇一系列不期而至的在场，更何况全球化历史延伸中早已有文化人类
学的公共语义播撒东西方，所以学科概念诞生的合法性并不是问题。
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中国知识空间清晰地陈述出文艺人类学的所在和所往，否则就会像
最近二十年来的任何一次学术涉伪事件一样，成为又一个没有学科逻辑和学理内存的伪学科概念。
西学知识语境里虽然没有“文艺人类学”一词，但语义逼近的语词和学科概念却很容易找到，例如沃
尔夫冈？
伊塞尔在走出接受美学后所呼唤的“走向文学人类学”，就是非常典型的语义案例。
他所反思的“然而在我们将自己转变为我们自身的可能性，在我们无休止地尽情于我们自身潜力的游
戏中——尽管我们懂得它是什么——得到极大的满足时，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文学人类学必须涉及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以及他所命名的“文学人类学”，与我们的学科思考路向
就具有极大的趋同。
尽管保罗？
霍金斯主编的：《影视人类学原理》并不存在严密的学科范畴体系，但其指称的“影视人类学”
（Visual Anthropology）亦与我们瓦以看做是学科伙伴，甚至可以局部选择性地作为子结构纳入“文艺
人类学”的更大框架之内。
尽管文集中小约翰？
科利尔所说的“摄影给予人类学的帮助在于，它在人类行为研究中为人类特有的研究环境提供了科学
的可触知性”，旨在强调人类学进展，而大卫？
麦克道戈所说的“人类学必须承认电影可以替代书面样式而成为人类学的一种理解的形式；电影应该
创造出能够真正反映人类学思想的表现形式，最终电影将证明这些可能的真实性，而不仅仅是推测”
，则旨在强调文艺的延伸，似乎彼此间还存在较为明显的观念差异，但这丝毫遮掩不了大家在更高学
科视野和价值层面的一致。
这种一致性的要义就在于，影视作为特定文艺类型可以获得人类学方法的有效阐释。
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换句话说，我们所要选择的一致性要义在整个问题境况中存量较小，即那
些友邻概念离我们的文艺学知识边界还有遥远的距离，因为无论是所谓“影视人类学’’还是所谓“
人类学电影”（Ethnographic Film or Anthological Film），都不曾将价值重心向文艺学作倾斜性的语义
转移，而是更加立足于“电影是工具，而人类学是目的”。
很显然，在一种“文艺类型+人类学”的陈述结构里，存在着学科价值向度完全不同的两种语义取向
，其一是依附于文化人类学，视为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或案例研究，其二是依附于文艺学，视为文
艺学的子结构或分支学科。
取向分异极容易导致学科矛盾及进一步的语用紧张，所以我们在涉入文艺人类学问题域和确立文艺人
类学学科目标时，就必须既保持宽容姿态亦保持严谨姿态，宽容处在于坚信一切知识努力最终都具有
人类利益中心性，严谨处则在于坚守每一知识谱系的存在边界，一旦这种宽容租严谨能够在学科实践
中获得统一，那么也就既不会疏忽此—界面的任何问题，也不会偏离不同叙事目标所应有的叙事方式
和叙事重心，既不会绕开共同遭遇的境况事态和全部对象事实，也不会模糊不同研究者的旨趣目标和
解读路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总体性的文艺人类学就既可能是文化人类学的衍生物，亦可能是文艺学的延伸体，
一切取决于研究者的学科操作选择，而我们就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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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人类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就像文学这一学科概念没有等值的西学译名一样，文艺人类学在任何西学学科词典里同样找不到名录
。
但这并不妨碍东西在确定知识领域内获得理解，一方面因为问题的隐存最终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事
态呈露和解读进程中也将遭遇系列不期而至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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