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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的人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完成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人类学的蜕变。
自60年代以来其面目的多元化进一步加深，近年来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却没有了之前作为学派的中
坚力量，导致学术理路芜杂不精，更使学习者感到困惑。
　　《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便是以改变人类学现状这一使命为编辑宏旨，对20世纪的著
作遗产加以整理并辅以简要介绍，意在梳理学术脉络，为读者提供科学的人类学入门基本阅读的指南
，从而使读者准确把握人类学思潮的流变。
《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遴选的58本西方人类学著作，均是对20世纪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发
展创新产生过重要影响且为欧美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的代表之作。
对这些著作的介绍，包括了作品基本内容和叙述框架、关注的问题、缘何学理进行探讨、相关的争论
和背景，以及对作品的简要评论，等等。
同时辅以著者生平及其主要著作的简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延伸阅读。
　　作为一部导读性的编著之作，《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通过对书目的选择、对人类学
家的介绍，以及对人类学著作的评介，勾勒出了20世纪西方人类学“故事”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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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塞尔·莫斯　　《巫术的一般理论》（1902）　梁永佳　罗攀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出生于法国埃皮纳勒，先后在波尔多学习哲学和高等研究学校学习宗教史。
此后，他在法兰西学院任职，并于1925年与别人共同创立了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
他与涂尔干一起编辑出版了《社会学年鉴》（Annee Sociologique），并在涂尔干去世后继续出版这本
刊物。
虽然莫斯从未做过田野调查，但其百科全书式的广博知识使他拥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他由此也将法
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转向了民族学，他还试图表明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这
体现在他与亨利于贝尔（Henri Hubert）合著的《献祭的性质与功能》（Sacrifice：hs Nature and
Function，1899）一书中。
莫斯最负盛名的著作就是《礼物》（TheGift）。
1950年，他在巴黎去世。
　　1902年发表的《巫术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是马塞尔·莫斯宗教人类学专
题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为数不多的由他单独完成的作品之一。
早在1899年，莫斯就曾与于贝尔（Henri Hubert）专门探讨过“献祭”问题。
他们的结论是，献祭的机制与神圣性有关，它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体系。
神圣事物被当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之源，每一种仪式的基本观念就是关于神圣的观念。
莫斯希望用巫术的研究来延续这个关怀，从而建立一个对宗教事实的自然分类。
　　显然，莫斯在着手之初，就把宗教和巫术截然分成两个领域。
他提出的问题颇具基督教的文化情怀：如果说宗教仪式是有关神圣的观念，那么非宗教的仪式（包括
巫术）是不是也是有关神圣的观念呢？
不过，他的分类不无道理，因为与宗教相比，巫术确实有它的私密性与个人性。
巫术看上去游离于社会之外，所以，要揭示巫术的性质必然要理解巫术的发生背景。
因此，定义巫术并关照它的神圣性和社会性便成了研究巫术性质的三个任务。
　　此前，巫术的研究者们都把巫术视为一种前科学。
弗雷泽（James Frazer）是这项研究的集大成者。
他提出的“相似法则”和“接触法则”，基本上把巫术定义为“感应巫术”，巫术代表着人类的早期
思维方式。
莫斯认为这种观点以偏概全，因为一两种巫术行为和巫术形式，不能概括所有的巫术，到底弗雷泽的
说法能否成立，必须经过验证。
而验证的第一步，就是尽可能多地观察巫术现象，并对这些现象加以分类。
在此，莫斯择取了有关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印第安、墨西哥、马来亚、印度、闪族，以及欧洲各
族的翔实资料。
　　莫斯采用了演绎的方法，预先给巫术一个尚不圆满的定义。
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已知的各个社会中，似乎都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巫术的东西。
这可以让人们从描述这些事项的共同特征开始。
巫术和巫术仪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都源自传统，是可重复的行为。
巫术的仪式性使它不同于法律行为与技艺。
宗教虽然同样具有仪式性，但宗教以献祭为特征，巫术则以邪咒为特征。
“宗教总在制造一种理想，让人们向它致以圣赞、誓言和牺牲，是一个靠训诫（prescription）支撑起
来的理想。
巫术对这个空间是避而远之的，因为巫术仪式中有跟鬼怪联系的一面，这让人类常常会产生一些粗鄙
而普遍的巫术观念。
”而且，巫术的范围总是比宗教小得多，借用格林兄弟的定义，巫术是一种“宗教类型，在家庭生活
这个更小的范围内使用。
”而且，宗教和巫术的外部特征也不同：第一，一个人一般不会巫、教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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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巫术仪式通常不在教堂或家祠实行，而是选取偏僻幽深的地方实行。
宗教仪式是公开的，而巫术仪式却要秘密进行。
所以，巫师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存在。
第三，巫术是没有道德的，而宗教则一定牵涉道德的问题。
第四，巫术几乎都没有教会，而宗教则必须有教会。
莫斯根据这些特征，把巫术定义为：“跟任何有组织的教派无关的仪式都是巫术仪式——它是私人性
、隐秘的、神秘的。
”　　巫术的基本要素包括三个方面：巫师、行动、表象。
巫师具备很多特别之处，他要处于不平常的状态，如节欲、斋戒、冥想等。
巫师对巫术拥有所有权，使它成为一种“职业”，甚至他生来就具备这种特权。
　　成为一个巫师并不是个人意愿所能决定的，他们的巫师身份或是后天习得，或是继承而来。
巫师身份即使掩饰也很难完全遮盖住，因为他们身上往往带有明显特征，或是具有特殊身份，并与一
些职业有重要联系。
莫斯精辟地指出，这类人“实际上构成的是某些类别的社会阶层。
他们之所以掌握了巫术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具备的个体特异性，而是因为社会对待他们以及他们这
类人的态度。
”例如，女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别。
由于女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多社会中，人们都相信女人容易成为巫师，她们经常被排除在宗教生活之
外。
医生、理发师、铁匠、牧羊人、演员和挖墓者的从业者也可能被当成巫师。
这些力量不再属于个体特征，而属于群体特征。
同样，在社会中占据权威地位的特殊身份也可以使人成为巫师。
例如，有的祭司就经常被怀疑从事巫术活动。
一个社区的外来者也被分成跟巫师一类。
例如在吠陀印度时期，巫师与“外来者”同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某些人从事巫术活动是社会对待其身份的态度的结果，所以巫师（
他们并不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必然都是强烈的社会情感针对的对象，而且就是这些情感的一部分，
这些情感指向了那些专职的巫师，指向了那些我们已经论及的所有具有巫术力量的阶层有相同性质的
巫师。
而且，由于这些情感基本上都是被巫师的反常特征激唤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如果巫师有
社会身份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身份可以被界定为反常的社会身份。
”这些巫师的性质，“不是在描述虚幻，而是在描述一系列表现真实的社会习俗的事实，它们有助于
我们判断巫师的社会地位。
”莫斯认为，“是大众舆论造就了巫师，并创造了他所拥有的力量；是大众舆论使他懂得了一切并且
可以胜任一切。
如果说自然对他再没有秘密可言，如果说他从基本的光源、从太阳、从行星、从彩虹或者从江河湖泊
的最深处获得他的力量，那正是公众的观念希望他如此。
而且，社会不会总是授予每位巫师以无限的力量，或者相同的力量。
绝大部分情况是，即使是在紧密编织在一起的社会单元里，巫师们拥有的力量也各不相同。
巫师的职业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化的职业，而且职业本身也有它自身专业化的特点和功能。
”　　行动方面，巫师以仪式为行动方式，这些仪式非常符合莫斯此前在献祭的研究中得出的关于仪
式的整套概念。
与宗教仪式相符，巫术的操作过程，对时间（如深夜、夏冬至、春秋分）、地点（鬼神出没的地方、
边界）、器物（如草药）的要求很严格。
巫师与他的主顾所扮演的角色跟牧师和信徒在献祭中的角色是一样的。
巫术仪式也可以分成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两种。
积极仪式中，要操演的象征数量往往是有限的，咒语、发誓、请愿、祈祷、唱赞美诗、感叹和简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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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也都与宗教仪式相似。
同样，消极仪式中，巫术也与宗教有着共同之处，如要求巫师及其他参与仪式的人禁欲。
　　我们熟知，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the Religious Life，1912）中
，提出宗教是一种“集体表象”的论点。
实际上，莫斯在此前10年，就已经有意识地用“行动”和“表象”来区分研究对象的性质了。
在探究巫术的表象上，他用“抽象的非个体表象”、“具体的非个体表象”、“个体的表象”来区分
巫术的不同方面。
与涂尔干10年后的结论相仿，莫斯认为这三种表象实际上都是集体的，尽管它们看上去没有那样明显
。
　　通过对巫师、仪式和表象的一般性观察，莫斯又回到了弗雷泽的问题上。
他看到，巫术似乎真的介乎宗教与科学之间。
但他还指出，他的观察不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巫术系统是一致的，即存在一个可以被称为“巫术”的自然范畴。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巫术是一个整体，巫师、仪式、表象三者缺一不可，“要成为一个合格
的巫师，必须要实施巫术；反之，任何实施巫术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就是一个巫师。
⋯⋯表象，可以说它们在仪式之外无立锥之地。
”巫术是一个“整体”。
与宗教相比，巫术的社会性并不逊色，只是它在总体社会事实中处于社会之外而已。
宗教就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集体现象。
每件事都是通过群体来做，或者迫于群体的压力。
信仰和宗教活动，就其本性而言是强制性的。
而巫术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社会力量，它跟宗教一样，具备集体的特征。
　　一旦确定巫术的集体性后，莫斯就转入了对巫术的分析。
莫斯把对巫术的研究简化为探求在巫术和宗教中都起着积极作用的集体力量，他相信一旦找到了这些
集体力量，就可以对巫术整体及其组成部分进行解释。
为此，首先要关注各种巫术信仰的问题，然后再去分析巫术效应的概念。
　　从定义就知道，巫术是被人相信的，但由于它的相互混融性，极其明确的信仰也不会把它们当做
对象。
但与此同时，巫术全部又都是同一个承诺（affirmations）的对象。
这个承诺不仅包括巫师的力量、仪式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巫术的整体性及其背后的原则。
巫术的整体要比其组成部分更为真实，因而对巫术的信仰比对其组成部分的信仰植根更深。
跟宗教一样，巫术被视为一个整体，只能选择全信或全部不信。
　　巫术信仰的性质与科学不同。
科学是基于归纳的信仰，要求仔细观察，并且只相信合理的证据。
巫术却是一种演绎的信仰，它自然而然地弥散在整个社会当中，并具有很高的威信。
以至于一次矛盾的经历并不会摧毁一个人的信仰。
巫术不受任何羁绊。
就算是最为不利的事实也往往被认为是敌对巫术的作用或者肇始于仪式中的失误或是仪式所需的条件
没有全部具备而重新转化为利势。
巫术中偶然间的巧合被当做正常的事实而接受，所有矛盾的事例则被否认。
所以说，基于演绎的巫术信仰是半强制性的，它与宗教信仰极其相似。
　　由于巫术的目的往往难以达成，因此执行巫术必然面临作假问题。
莫斯告诉我们，“巫师的骗局骗的是他自己，就像演员忘了他是在扮演角色一样。
”巫师之所以伪装，是因为人们要求他伪装，因为他受到公共信仰的左右。
他是社会授予其威信的官员，社会也当义不容辞地信任他。
巫师是由社会任命的，社会把它培养巫师的权力委派给一个有严格限制的巫师群体，是这个群体在接
纳巫师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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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个群体非常重视，是因为他被慎重地挑选出来；而这个群体之所以慎重地挑选，乃是因为人们
有求于他。
巫师的信仰和大众的信任无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反映了后者，因为倘若没有大众的信任，巫师是不可能进行伪装的。
巫师与其他人共享的正是这种信任，这意味着他手上的技巧和巫术中的失败都不会使巫术本身的真实
性遭到任何怀疑。
“巫术是被相信的，不是被理解的。
它是集体灵魂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通过自身结果而得到确认和证实。
不过，甚至对巫师本人来说，它也是神秘的。
”　　“信仰”意味着所有人都坚持一种观念，进而坚持一种情感状态、意志活动，并同时坚持一种
思维过程的表象。
从巫术的集体信仰中，我们看到了存在于共同体中的一致情感和普遍意志，也就是我们一直孜孜以求
的那些集体表象。
随后，莫斯转而探究巫术是否完全依赖于这类仅因为被人普遍接受就不再遭怀疑的观念。
　　在讨论巫术表征的时候，莫斯首先考察了巫师和理论家用来解释巫术信仰之效应的那些观念：感
应的规则、品性的观念、鬼的观念。
他认为这些观念都不足以解释巫师的信仰。
莫斯认为在感应巫术中感应规则（相似生成相似，部分代表整体，相对作用于相对）不能说明仪式的
全部。
象征符号本身并不足以组合成一个巫术仪式。
除了感应规则以外，实际上还有两个观念存在，其一是力量释放的观念，其二是巫术环境（magical
milieu）的观念。
莫斯倾向于相信这两个方面是巫术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
感应巫术的规则只是散播在整个巫术中非常普遍的观念的抽象表述。
感应是巫术力量传递的路径：它自身并不能生成巫术力量。
在巫术仪式中，感应规则被抽析后的剩余则成了巫术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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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初窥门径，按图索骥，登堂入室　　非专业读者如何使用《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 为
非专业读者初步感知人类学提供一条线索，帮助线索，帮助我们认清西方人类学的真实面貌，了解人
类学的价值，思考它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产生的启迪，并帮助我们找到与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相关的西学
论著。
　　专业研究人员如何使用《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 通过阅读《指南》涉及的人类学代表
作，专业研究人员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学的世界观， 以及在中国开展人类学研究所需要认识的知识
的跨文化气质与“文化自觉”的风度，比较透彻地理解学术观点与研究风范的生发与转型，深入了、
解作品的内涵和主要学派之间的差异与关联。
　　专业本科和硕士教学如何使用《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 依据文本类型和研究内涵将原
著区分为民族志类、比较或综合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著作类、地区人文关系类，学术史类、人类学大家
随笔或札记类五种， 并提供多种组合方案，帮助我们把握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思想风格和学术思想史
脉络，培养专题研究的能力。
　　游走于琐碎的事物与抽象的思想之间，企求在一种对常人而言略显古怪的求索中探知人的本性，
人类学家采集常被其他学者视作细枝末节的资料，自己却坚信，对细枝末节的观察包含着某种关于人
自身的宏大叙事。
 作为一部导读性的编著之作，本书通过对书目的选择、对人类学家的介绍，以及对人类学著作的评介
，勾勒出了20世纪西方人类学“故事”的主线。
　　本书适用于人类学、社会科学等相关专业学生的专业教材、大学其他社科类选修相关科目入门读
物、人类学专业本科和硕士教学的辅助教材、专业研究人员用以扩充知识的专业图书、非专业对人类
学感兴趣的普通社会读者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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