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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传入中国虽然已超过整整一个世纪，但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真正发展则是近年的事。而学科建设
中最具有显示度的是博士点的建立。自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大陆
惟一的博士、硕士和学士授予单位（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台湾的台湾大学、清华
大学也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直到1998年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建立起人类学的博士点才改变
这种局面。
    进入21世纪后，人类学也迎来了新的世纪，首先是人类学学科点在更多的大学建立起来，如博士点
除原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外，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也有了
人类学博士授予权；人类学硕士授予单位已经超过20个，如武汉大学、上海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
南大学等。实际上还有许多人类学方向设在别的学科点下招收博士、硕士，如复旦大学招收“体质人
类学”博士和文学人类学硕士、博士，中国音乐学院招收“音乐人类学”，中国刑警学院招收“法医
人类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艺术人类学”，华南师范大学招收“体育人类学”等等，不胜枚举
。其次是人类学研究机构增多，如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成立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福建
师范大学以及一批民族院校等也相继成立了人类学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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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3加强社区建设研究的一些理念及方法　　参与社区建设的根本前提是对特定社区做出实事求
是的研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研究中融入一些新的理念及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是关注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的理念。探讨技术进步与文化进化之间的关联性虽是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但
是由于学科研究的群体对象一般是在技术上比较落后的族群，这就使得：代科技难以进入学者们的视
野。尤其是在"西方化"危机发生后，人们更是拿地方性知识来抗衡现代科技知识。当然，重视方性知
识并没有过错，但同时也应跟踪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应斥这样才能及时、充分、客观地反映出社区的发
展实情，也才能踏实地挖掘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其次是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工具。实际上，做项
目评估只是体现参与发展理念的一种好的形式，学者们在社区建设研究中；全可以把这一理念和工具
贯穿进去，以有效保证其论说或建议的合理性、可行性。理由有两点：一是研究能够充分反映出当身
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对社区建设的看法和意见，并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培养起他们对社区建设的
责任感，这样所选择的建设方案，不只是能获得当地人的充分认同和接受，并乐于实施，而且也体现
出以人为本、弱势优先的人文关怀性质。二是研究能够及时反映出社区的变化，保证获得的信息及时
有效。　　总之，以人为本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对人的、进而便是对他人文化
的尊重、理解和宽容，即文化多样化的倡导与实践。这就要求踏踏实实地针对一个个社区及社区发展
项目进行分析，为社区建设、人类进步出一份实实在在的力。　　11.2.4关于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的批
评与建议　　科学技术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原因是随着其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显
，科学技术已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有了自身的活动规律，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其加以研究的
兴趣。不过，早期科学技术人类学大多把注意力放在科学技术的内部和外部社会关系上，以期弄清其
发明、发现过程中的社会规律性，也就相对忽略了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参与到
社区建设当中，促使科学技术表现出更多的发展正效应。如果有意识地加强科技应用地研究，无疑会
有助于这种局面的改善及学科建设。　　另外，科学技术人类学关于科技文化现象的研究，不应只是
简单地理解为借助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等田野工作方法对实验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描述，而应当
引入一些人类学研究的理念及方法，在研究科技文化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科技为社区、为当地人服务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付出多倍的艰辛与努力。不过，完全可以这样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呼唤
科技人类学，科学技术人类学也将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中起到独特的作用，中国的科学技术人类学工作
者在这样一个天地里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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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长时间下农村，与广大农民在一起生活，积数年之努力，磨成此书。本书深入地探讨了科技
下乡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以及农村社会的发展等。最后，作者也对如何谋求乡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并对人类学的学科责任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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