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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2辑）是由以王铭铭为首的人类学研究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编撰的人类学
批评文集，梳理过去25年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反思当代中国的现状问题，并对未
来的人类学发展提出构想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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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铭铭，1962年生，1985至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1992年6
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
1987年10月－1992年6月教委分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1992年6月－1994年10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聘任
博士后，1993至1994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聘任博士后，1995年7月－1995年10月访问学者(台湾)，现任教
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逝去的繁荣》（1999）、《人类学是什么？
》（2002）、《草根卡里斯玛》（2002，合著）、《走在乡土上》（2003）、《漂泊的洞察》（2003）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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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乡民社会生活的礼仪实践中，乡礼与俗乐的结合成为必然。
主动服礼的乡野之民，在“礼”的规范下，以“克己复礼”的标准规范情感的宣泄，何时痛哭、何时
欢笑、何时肃穆、何时喧闹，都要符合礼制，这似乎不合人情、人性。
“乐”成为人们选择宣泄情感的媒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人文现象，在汉族聚居地内，生活所用之礼，大同小异，都是以上述士绅阶
层建立起的道统观念为基础，制定出各类礼仪范式，只有增减之别，并无本质差异。
然而在今天，这些似乎以同一底稿为蓝本的众多仪式中，所用之乐纷繁各异，融听得见的与听不见的
、传统曲牌与流行音乐、地方戏曲与西洋乐器等为一体，但若涉及音乐形态方面，则多选择为当地人
熟悉的风格、曲调、旋律等要素。
可以看到，礼在消解地方感，乐则在强调地方感。
笔者以为，这与音声表述的人文特征相关，即仪式音声的表述需为当地人“听懂”，才能达到通礼明
俗的效果，方可拥有宣泄与交流情感的意义。
可以说音声是连接礼仪文明与俗人生活的纽带，是礼仪实现教化乡民的具体手段，是融合神圣与世俗
的机制。
因此，乡野中的礼乐文明使村民遵服礼制道德的同时，也以地方音乐使其情感得到了宣泄与交流。
（二）寻音救度 张光直曾言：“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
要的便是‘天’和‘地’。
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
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
”虽然张先生所言依据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物质呈现，但在现今乡野民间的诸多礼俗仪式中，“天神
”与“地人”的两个层次以及其他层次之间的沟通、融合，仍是音声表述的核心内容。
民间信仰中，“三教（儒释道）合一”普遍见于各类礼俗仪式的实践中。
对此，以往我们多以功利主义释之，认为民众的仪式行为关切信仰的成分较少，而关注仪式功效的心
理颇多，如期盼以五个桔子达成十二个愿望，或认定能治病的就是真神等。
笔者以为，这样的解释仅看到表面现象，而未深入中国人心。
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人合一”占据核心地位，这在历代圣贤的著作中均有论证。
“天人合一”讲述的是“天道”与“人道”互相通达的观念，而在乡野村民的仪式实践中，它又具体
表现为“信仰”与“生活”的融合。
若将“三教合一”放置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中来理解，则中国人的包容心表现于对天道广博的理解
，所谓在天的都是神；当老百姓将生老病死、婚丧冠祭这些“人道”琐事都与“天道”信仰相融合，
则天道之神是成全愿望、医治疾病、佑福禳灾的主事者，并成为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里关涉到一个价值认定的观念问题，犹如我们今天不会将去医院都想请主任医师而不是普通医生看
病视为“功利”一样，因为这已成为日常生活价值观的一部分。
中国百姓信奉的民间信仰的确不同于基督教、天主教那样追求精神层面的超越，中国人更多是将“信
仰”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是要解决生活上的人道问题，以此作为向天靠拢和融合方式，所谓“人
道”即“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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