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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内容概要

自1986年出版以来。《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已成为欧美文化人类学乃
至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和理论反思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施赖德（Schneider
）说：“这是一本出色而非常重要的书⋯⋯它不仅是一本关于人类学的书。还是一本全面体现了当代
学术气氛的作品⋯⋯”
本书牵涉到社会人文科学的普同论--相对论之争，对于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范式和本土理论思考有重
要参考价值。本书也关注到社会科学的文本形态问题，对国内研究者很有帮助。此外，本书“实验民
族志”和“文化批评”的概念也已引起国内学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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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是美国Rice大学两位著名人类学教授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他们是人类学的后现代思潮的主要
代表人物，在国际人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专长是民族志方法论与文化批评，他
们曾在多篇论文和《写文化》（1986）等著作中提出人类学与人文学科的文本问题，对于人类学学科
的反思和重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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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书籍目录

第1章 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

第2章 民族志与解释人类学

第3章 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

第4章 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

第5章 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

第6章 当代人类学的两种文化批评方法

结语/注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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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精彩短评

1、翻译的始终不那么准确。。
2、压力太大~就这么写了一篇读书报告
3、翻译没有传说中的差嘛
4、对传统民族志表述危机的反思和修正，揭示民族志的两种实验趋向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两种方法，
探讨在一个均质化和贫富分化的世界体系中如何描写文化的差异性，整本书实质上讨论的焦点是知识
的危机。
5、老大的翻译，能没看过吗
6、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异文化就是好，越原始越古老的人类文明就越是时下现代社会最好的批判
参照物，但事实却往往是，一个久居城镇的人来到蛮荒偏僻的小山村，喝着井水，吃着咸菜，与种种
千奇百怪的各种虫类为伴，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即使是偶尔看见了萤火虫，最终还是想逃离。好
龙的就是叶公
7、我想念梅菜扣肉里的梅菜的味道。该书叙述方式有路路哥之风～
8、好几次，试图，但是都被弹出来
9、作为“实验”的民族志写作，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最后提出的两个观点（原文表述忘记了，
个人印象写的）：基于认识论的和基于文化比较的“由熟转生”的反思方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其实人
类学多少都一直在践行这样的方式，只是对于文化的批评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更为突出了而已，由此而
来的“实验”的民族志写作是其表现。
10、导师课上读的第一本书
11、知识量很大，观点也很新颖，看完后有很大的收获
12、嗯 很有启发
13、民族志大纲，要补的课太多了以至于不敢嫌弃翻译....
14、最值得纪念的一场阅读
15、到最后的两种文化批评的方式——认识论批评和泛文化并置——的差别其实并不遥远啊，很多时
候不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吗⋯⋯啊还是去看民族志仔细斟酌好了；怎么觉得文章还是写的略啰嗦，表述
危机似乎还是没有讲透，怎么突然战后就把对统一规律、制度的追寻转移到意义、观念了呢；以及我
对开头提到的贝特森的控制论还是挺感兴趣的。
16、好艰涩，费老大劲才啃完
17、太好了。值得多翻几遍，有很多思考。
18、比莱顿有趣一点点
19、經歷兩次睡着終于讀完了，中間部分真的很枯燥
20、不算很激进嘛~~
21、这书理当再版！！
22、概念引得太深了吧。。。这种反思自身总觉得有危机感却毫无实验性可言。
23、不错的起点~~
24、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25、后现代人类学的扛把之作，相较与写文化的极端倾向，它的反思还是很中肯的。
26、。。。我已然看不下去了这种研究类著作。。辛苦了翻译的蓝蓝~
27、时代分析，颇为“激进”
28、学科反思
29、不仅仅是人类学。
30、值得反复咀嚼。
31、表一表读书前详后略的重要性。。。
32、作为对未来的探索还需检验~但作为学术史，已然十分犀利~
33、4-6好像都没读？
34、大概自己读书不够多，亦或是翻译不好，读得有点吃力，不过大概搞清了人类学里的后现代意涵
。还是得多看民族志去，这书简直像本书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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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35、一串的地方民族志书单
36、什么才是好的民族志？
37、比《写文化》好读得多，但是还是有很多不懂 sign
38、可惜买的不到纸质版的了。此书什么时候再版呐！
39、翻译翻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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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精彩书评

1、本没有真假，所有的描述和纪录都只能是盲人摸象，大家都只能描述和纪录一部分而非所有和全
部，这一点像人生，你只能寻求一条或几条（有限）的道路，而非所有的都能尝试。
2、这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两本人类学著作之一，买了许多年，至今方读，读得很慢，因为很
受用，深受书中观点的启发，对我的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会很有帮助。后现代的本质是文化开始反思
自身。解释人类学，本质上是人类学开始反思自身，这种反思包括：对异文化的态度是否客观、是否
禀持文化相对论、对本文化是否反思与批判、对民族志写作是否有危机感并具备实验性。最重要的是
民族志写作的表述危机，传统民族志的写作是一种作者绝对权威的、上帝视角的表述，但这种表述在
后现代遭遇了质疑与否定，后现代不相信这种看“起来如此”的报导式的表述，更看重表述者对表述
自身的怀疑——一种元写作。在“怎么写”的反思之上，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分为了心理动力民族志
（民族志如何能够围绕着个人的概念和本土话语对情感的界说来进行改造从而为揭示所有社会的文化
经验提供最透彻的洞见，如罗伯特·莱维的《塔希提塔：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奥贝耶斯科尔的
《马渡莎的头发：关一起个人象征符号与宗教经验的一项研究》）、现实主义民族志（生活史，如马
尔国丽·索斯塔克的《妮莎：一个昆布须曼妇女的生活与言辞》；生命周期，如米歇尔·骆萨多的《
知识与激情：伊龙哥特人的自我概念和社会生活》；仪式，如文森特·克拉潘扎诺的《重返仪式：摩
洛哥人的割礼》；美学文体，如约翰·切尔诺夫的《非洲人的韵律和非洲人的感受》；戏剧性事件，
如布拉德·索尔的《萨拉依鲁雅：一个萨摩亚人的神话》）、现代主义民族志（如法弗雷特—萨达的
《致命的言语：博卡吉人的巫术》；文森特·克拉潘扎诺的《图哈米·一上摩洛哥人的图像》）。在
如何表述的焦虑状态中，人类学家们寻找种种实验性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在其间怀疑写作的有效性，
怀疑田野作业的科学性。进而，以文本的“间隙”为企机，人类学开始批判自己的本土文化，从观点
上、态度上、写作方式上，以文化相对论的方式为异文化解释，批判西方文化的中心主义，颠倒“野
蛮”与“文明”。所以人类学成为“文化批评”。于中国人而言，这本书具有启示意义，中国的民族
志几乎还是传统民族志：对一个区域的制度或事物或仪式进行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的解说。中国民族
志几乎未出现现代主义的实验。中国民族学家们有待学习西方的方式与视角，中国的人类学家方不是
一个个的“土包子”。同时作为批评的人类学，于中国而言，正好可以批判汉文化的中心主义与精英
主义，揭示汉文化的“本土殖民”的真面目。这种种反思，恰恰是中国人类学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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