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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原是学哲学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人类学领域。
那个时候，中国人类学各学科，除考古学外，均因“文革”中被定为“资产阶级学科”中断研究多年
，正处于恢复，甚至部分重建过程中。
但当时的学术环境，却是宽松又积极向上的。
而我遇到的更是令人难忘的顺适条件：一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各
位学长的帮助指导，同事们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又有中国学术界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人
类学、灵长类动物学各学科相关专家的热忱相助和谆谆教诲。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连续参加了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以及全国人类学成
立大会等，与学术界的专家们由相识到相知，到学术的切磋共勉，从而踏入了人类学领域。
现在做这个集子，当时的情景犹如昨日。
这个集子展现的是我学习、研究人类学，以及后来关注文化学的科研轨迹。
《人类学论集》是按照时间顺序以及相近内容放在一起的原则编排的。
前面两组文章中《人类从前存在过血缘家庭吗？
》、《论群婚》、《关于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问题的商榷》，首次在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对摩尔根婚姻
家庭发展模式的质疑，并根据20世纪后半叶大量增长起来的新的人类学资料进行了修正。
《公社、氏族、家庭——三个相递出现的历史范畴》，对公社、氏族、家庭做了更严格的界定，按照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将公社摆在氏族之前，并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家庭放在公社与氏族的外延相
错开的场合——家庭在公社之内，却在氏族与氏族之间——此时，已经到了原始社会的中、晚期；并
且指出，家庭一开始就是个体家庭，从未有过所谓以群婚为基础的“家庭”。
《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个特征》，阐述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本身生产的社会结构，以及史前社
会与文明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特点对于形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摩尔根的唯物史观的不同的认识论意
义。
这些文章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
下面的文章，思维和语言的起源问题，中国神话，宗教问题，文字问题，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等，均
撰写于20世纪90年代。
《中华大地上史前时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可看做这些年来关于史前时代研究的一个凝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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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个《论集》作为哲学人类学成果，在国内比较少见。
就人类学论著而言，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多，但从哲学角度研究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少；就文化学论
著而言，从历史学角度、文学角度、哲学—人学角度、价值论角度谈文化的著作很多，而从哲学人类
学角度研究文化的著作也很少。
因而，此论著有其特定的视角和特定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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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这一原理，摩尔根还把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亲属制度科学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比较古老
的叫做类别式的亲属制度，它所反映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亲属关系，是群婚的产物；另一类属于现
代类型的亲属制度，叫做叙述式的亲属制度，它所反映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是个体婚姻
的产物。
摩尔根的群婚概念就基本上是依据类别式亲属制度制定出来的。
他把反映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的亲属制度叫做马来亚式的（即夏威夷式的）亲属制度，把反映普那路
亚婚姻和普那路亚家庭的亲属制度叫做图兰一加诺万尼亚式的亲属制度（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是其典
型代表）。
这两种亲属制度，乃是类别式亲属制度的两个基本类型，都是群体与群体之间亲属关系的反映，因而
都是群婚的历史见证。
以上这些就是摩尔根的群婚理论和群婚概念。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出版，至今已有105年。
在这段时期内，关于原始社会婚姻形态的研究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今天，回过头来重新认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可以明显地看到，摩尔根研究群婚的理论与方法是正确
的理论与科学的方法，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并一直指导着这一研究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但是，摩尔根的具体群婚概念则是有缺陷的。
这位伟大的民族学家本人也说过，他所提出的婚姻家庭发展序列“有一部分是假设的”，“要使这个
序列能完全确定，那必须等待将来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①我们认为，摩尔根的具体群婚概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点。
第一，由于摩尔根对波利尼西亚人，特别是夏威夷人社会发展程度的判断是不正确的，造成了他对夏
威夷式亲属制度的论述也是不正确的。
因此，摩尔根关于远古时代存在过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摩尔根把波利尼西亚人，特别是夏威夷人看做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之一。
可是摩尔根以后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在欧洲人到达以前，夏威夷群岛上的居民已进入阶级社会的
初期，并且形成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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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追寻远古.释秘现代:人类学文化学论集》为哲学人类学论著，共两集。
《人类学论集》考察史前时代社会结构，包括公社、氏族、婚姻、家庭等的形成和演变，以及与此相
对应的思维、语言、图腾、神话、宗教、文字等的生成和发展。
《文化学论集》提出了系统的文化学理论，并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统一的特殊性”展示为各自不
同的文化模式。
此外，还有关于当今文化发展前景等其他文化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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