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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

内容概要

《地方知识》于1983年面世，2000年再版，乃格尔茨代表作；全书涉及从艺术、常识、卡里斯玛到自
我人观的论题，曲折迂回，文采飞扬。其中，尤以作者在东南亚和北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地方
社群如何理解社会思想，本土人如何想象伦理道德，乃至法律背后的文化意蕴，并以地方知识的立场
戳穿了现代英美法治的普遍性神话；启迪了中国上世纪末的“法治本土资源论”。这种地方知识的立
场，亦足以与中国古人的“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理念
及共生思想相呼应。本书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等学科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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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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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

书籍目录

2000年版序言
导言
第一部
第一章 文类的混淆：社会思维的重新揣摩
第二章 在翻译中发现：论道德想象的社会史
第三章 “从土著的观点来看”：论人类学理解的性质
第二部
第四章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常识
第五章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艺术
第六章 中枢、帝王与卡里斯玛：对权力象征的反思
第七章 当前我们的思维方式：通往一种关于现代思维的民族志
第三部
第八章 地方知识：比较视角下的事实与法律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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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

精彩短评

1、读过地方知识中的地方知识
2、好书，但是读不太懂
3、如果对地方文化的常识性描述不只是为了单一地揭示“地方”，更重要的是考虑地方文化和更宏
大的社会文化结构相遇时，究竟会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
4、翻译真的很棒。
5、有对比才觉得翻译有多棒！格尔茨修辞也好华丽。算是方法论的探索，文化阐释的进路如何能相
互理解，一二三八这几章值得再读。
6、阅读格尔茨对我来说是一段痛苦的历程
7、看不懂......
8、太犀利，太鲜明，太一针见血。格式纵横捭阖、掷地有声的文风我也实在是爱极。
9、研一拿到杨德睿老师的签名本，没读下去。到了现在还是读得似懂非懂。啊，格尔兹。
10、若一切都失败了，我们就将晦暗的言语编纂成帙，以待将来有某人为我们解开谜团
11、没有读第三部。时间并不允许我继续徜徉在格尔茨无限华丽的词藻，细腻而显冗长的修饰，以及
不厌其烦的旁征博引之中了。我想要写些什么。老头的伟大，就我个人而言，他说出了想说而没说出
的，也说出了没有想到而实际看到过的方法论、认识论。但是他自己也没有能完成自己提出的事业，
留待后人做一些无限接近的工作。或许时髦的术语总是在十年、二十年间被替换，但是核心的要义总
是那一些老生常谈。格老的提示不仅让我们转换问题的角度，甚至让我们思考为何发问？我佩服他。
12、有两篇棒棒棒
13、累赘的比喻显得花哨、令人厌烦...
14、体会到了 译者所说的 “体会到阅读中的癫狂沸腾才是重点” 获益许多 仍需要好好消化才行
15、有时专心有时走神地翻完了。看进去的部分都觉得好。
16、美国学者格尔茨关于阐释人类学的论文集。尽管只是文集，但这本书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不可小视。格尔茨借助大量的一线田野调查资料，详细有力地探讨了地方社群的运作方式，以及
社会习俗、文化意蕴和伦理道德的本土化建构。这种对于他者文化尊重和平视的地方知识立场，是对
现代英美社会哲学普遍主义神话的有力修正与回应。
17、迷失在格尔茨繁复华丽的修辞中
18、文类混淆作为引子，似乎在为后者的人类学进入其他学科毫无压力作出准备。不得不说格尔兹的
哲学基础在铺陈为阐释所应用于法律感性此块领域的道路上颇具功力，而卡尔斯玛又似乎与引子呼应
，所有借助于描述的地方知识有兼具趣味与思辨。
19、话说之前看了，都忘记了⋯
20、未读4-6、8章
21、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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