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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雷的这本《人类之城》是一本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基础文献深读和理论反思的生态人类学作品。

其中，理论梳理部分涉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博士课程
的核心文献，作者从个人阅读和研究角度进行了介绍和反思。

通过理论阅读、田野经验、人类学反思，本书试图实践一种知行合一的研究方式，并针对环境问题、
生态认知、发展症候等问题提供另外一种思考路径，以期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人类之城》的写作和构思，始自作者针对云南滇池的人类学博士论文研究，并逐渐延展开来，讨论
了清迈、曼谷、伦敦、利物浦、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现象，这种“地理观”和案例使用，在作者看来
，更是一种认知和思考方式呈现，而非确凿的民族志证据。

在此，作者试图尝试一种个人理解中的人类学思考方式和文本表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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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雷，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长期关注中国的生态问题，研究兴趣为媒介政治、生态人
类学、认知人类学。
已在《伯克利大学环境规划学刊》（Berkeley Planning Journal）、《美国威尔逊总统研究中心—中国环
境专题》、《亚洲人类学家》、《二十一世纪》、《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等中外杂志发表文章十余篇
。
于2009年底，创立了专门记录中国生态问题的公益写作网络，同时担任中国第一本面向南亚的英文时
政月刊的执行总编。
　　教育及研究经历：云南大学人类学博士，英国外交部资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志奋领学者，南京大
学新闻学硕士，曾供职于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泰国清迈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新
华社对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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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态人类学：理论简述
第二章  重新理解生态和环境：经典概念和典型谬误
  一、自然和人文的二元对立
    1.“宗教性人格”的柱式：一种解释学的假设
    2.日常生活的“混沌旋转”：由敬畏和幻想驱动的世界
    3.神山想象域的金字塔：构成藏族人精神结构的塔顶
  二、知识融合理论：从西南大旱分析生态危机
    1.西南大旱背后的中国水生态危机
    2.西南旱灾启示录：反思城市化模式和生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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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态认知缺陷与公共环境运动的知识转型
    2.城市化的甜味与西南环境的“甜蜜诅咒”
    3.生态问题背后的认知危机
  四、理解“系统”：生态知识如何构建起来？

    1.谷俄罗多海的故事
    2.可见物与不可见物
    3.青铜叙事和“八景”背后的生态认知
第三章  生态故事：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民族志
  一、《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
  二、生态哲学：对更多西方理论源头的介绍和反思
    1.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2.卡西勒《启蒙时期的哲学》
    3.霍布斯的《列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
    4.安东尼·派格登《自然人的堕落》——美国印第安人以及比较民族学的起源
    5.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类学：乔治·斯多金，水晶宫之前·文明的思想（1750-1850）
  三、后现代思想者的集中登场：他山之思
    1.反思性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原则
    2.布尔迪厄的反思性原则
    3.鲍德里亚的理论
    4.虚幻化的时间
    5.关于身体
    6.拟像文化的特征
    7.福柯的学说
    8.关于知识
    9.知识考古学——中国语境的应用（个人短注）
    10.知识考古学与权力系谱学的关联
    11.福柯对语言论述形成的扩散过程的分析
    12.西方文明史上关心自身的基本方式演变
    13.利奥塔的知识信息化
    14.变迁研究中的信息分析视角：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些他山之思呢？

    15.信息化对伦理价值体系的冲击
    16.维特根斯坦论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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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关于语言中心主义
    18.再提福柯的权力观
    19.关于身体和政治：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
    20.布尔迪厄——语言象征性权力的论述
    21.符号象征性互动
    22.日常语言和生活世界
    23.象征互动论
    24.读书的个人小结：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
第四章  中国的经验和困境：人类学反思
    水葫芦的困境——《云南十试》的社会植物学引论
    1.西双版纳：人类的放纵和逃遁与热带丛林的远离
    2.香格里拉：卡瓦格博雪山与艳遇酒吧
    3.大理：被叙事劫持的古城
    4.丽江：白沙壁画、东巴教和艳遇之都
    5.保山：一座中国的超现实主义城市
    6.澄江：宣传的湖泊动力学
    7.昆明：西南夷、宦官、第三亚欧大陆桥
    8.个旧：金属梦和工业梦魇
    9.河口：泛亚铁路和越南妓女
    10.滇池：从谷俄罗多海到东方日内瓦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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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思维角度，中国西南的水系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地理概念，它具有重要
的宗教、文化、历史意义，许多河流和水系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区域文明的基础，跨国的物质纽带和精
神联系。
应该有一个国家资助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对西南中国的水系进行系统研究，为西南中国的水安全和自
然生境设计一个可持续百年的发展规划。
基于这种水的研究，同时应该延伸的是基于这个区域的生态现实而展开的“人文经济学”和民生设计
——西南中国的植物、动物、地质、人种、气象学资源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是世界级的资源，完全可
以设计成一种面向22世纪的生态中国发展计划，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
同时基于这种自然和人文经济学设计，整理思考西南中国在宗教和认识信仰系统中的重要意义，这个
文化区域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小流派和世俗宗教思想观，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去理解顺西南国际河流
和众多跨境民族所延伸的“泛西南”文化区域。
　　应该千万警惕，在这次惨痛的旱灾之后，西南民间开始一种大跃进式的引水、找水、蓄水工程—
—对于雨水的截留是应该鼓励的，但是不要以此为借口开始对水源地、敏感水生境、生态湿地、已经
贫弱的地下水进行透支式开发。
　　总的来说，在以上的研究之下，我们完全可以为西南的旱灾，以及更多的水文学、气象学、地质
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设计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应对方案，建立联系普通公众
、政府、学者、民间知识群体、国际组织等多种主体的反应体系。
将一种知识融合灾害学，立为中国的下一个基本国策，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和国运的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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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自然力研究院学术系列·人类之城：中国的生态认知反思》集纳了一名学者对生态问题的
柏拉图式反思。
　　基于在大英博物馆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长达一年的文献深读，本书试图介绍前沿生态理论。
长达七年的实地调查过程，从冈底斯山到长江入海口，书中记录了这个时代的生态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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