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的解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本土的解说》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8603

10位ISBN编号：7516118605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兰林友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本土的解说》

内容概要

《本土的解说:宗教、族群与公共卫生的人类学研究》是宗族、族群与公共卫生的人类学研究。《本土
的解说:宗教、族群与公共卫生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包括：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路径的探索；田
野工作点与样本选择；民族志文本：一种学术遗产；人类学再研究的本土实践；人类学再研究的方法
论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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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兰林友，浙江武义人。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2005—2006年哈佛大学哈佛一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旅游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公共卫生等。在《读书》、《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社会学研究》、《民族研
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著有人类学专著《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
（2007年）、《莲花落：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2012年）；合著《时空穿行：中国乡
村人类学世纪回访》（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8年）；参编《人类学通论》（2002年）、《人类学概论》（2006年）、《
人类学经典导读》（2008年）。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国家艾滋病防
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国家级配套经费项目、中国一默沙东艾滋病合
作项目、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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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本土的解说：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引子：“常在金沙江边走”
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路径的探索
一田野工作点与样本选择
二民族志文本：一种学术遗产
三人类学再研究的本土实践
四结论：人类学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编宗族、村落与国家：宗族研究的本土实践
小地方与大话题
一义序的宗族研究
二义序与宗族范式
三中心与边缘
村落研究：解说模式与社会事实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一个分析性概念
二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一种模式化解说
三大小派斗争：宗族／村落／国家的视角
四国家经纪：类型划分与社会事实
五结论：情境性关系，一种新的解说模式
满铁调查村落的历史与现状
一历史情境中的华北村落：封闭与开放
二村落性质与村落类型：宗族、村落与政治
三当下情境中的华北村落：发展路径及趋势
村落领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一村落领袖的参政动机与目的
二村落领袖的任职资格与当选条件
三村落治理与领袖类型：历史的、过程的情境性考察
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同姓不同宗的本土解说
一移民传说与外部力量：多姓村的发生学原理
二华北宗族特征及弱化趋势
三同姓不同宗的普遍性：细部观察
四历史情境下的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
五当下情境中的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同姓不同宗与同宗不同盟
六宗族、社会与国家：夹缝现象与原子裂变
七结论
第三编族群与旅游
族群与族群认同
一族群：一个捉摸不定的概念
二族性：一个飘忽不定的概念
三族性理论：两种主要研究视角
四结论
河中的文昌阁
一
二
三青
春棚叙事
民族风情与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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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没有畲族的小黄山畲族风情村
三族群文化表述的真实性与商品化
四文化展演、符号盗用与消费
五结论：符号盗用、表述真实与文化消费
第四编人类学与公共卫生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背景与话题
小姐群体特征与艾滋病防治：趋势、挑战与对策
一小姐群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文化路径的分析
二小姐群体的职业特征：入行原因与退出机制
三结论、讨论及对策
性工作者艾滋病防治知识的KAP调查
一艾滋病防治知识
二艾滋病防治的态度
三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实践
四结论与讨论：知识与行为的分离
性行为数据品质与艾滋病行为干预——P市T社区小姐群体性实践的个案研究
一探讨的问题
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两种不同来源数据的品质比较
三洞见、问题与对策
心瘾之战，还是心理一社会之战——美沙酮维持治疗脱失问题的人类学研究
一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有效性与评估
二主位视角的脱失原因与不同门诊哲学
三对策：三位一体的干预模式
附录一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反思——访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兰林友博士
附录二我国人类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一学院派的传统研究及其扩展
二影视手段：特定的人类学诉求
三应用人类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发展
四应用人类学：文化遗产保护
五人类学的问题与前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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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婚姻状态、居住方式、返乡时间、社会关系网络考察，第一，即使小姐是已婚的
，但婚姻关系一般不稳定，多半处于离异或半离异状态，这本是小姐入行的诱导性因素之一，容易导
致类婚姻关系的结成。第二，无论异地从业，还是本地从业，小姐都容易构成仿婚关系——这种婚恋
或仿婚关系极为不稳定，呈现明显的居民生活化特征，强化了小姐群体的隐蔽性，加大了行为干预的
难度。第三，正因为部分小姐既有正式的婚恋关系，又有仿婚关系，大多在客人与正式的婚恋对象或
仿婚对象之间进行分类性实践。这就是说，在商业性行为上，也许会用安全套，但与正式的婚恋对象
或仿婚对象发生性关系则不戴安全套。在我们持续多年的田野调查中，这是最具文化意义与公共卫生
意义的发现之一。这无疑启示我们，必须加强小姐同居对象的行为干预。第四，从婚姻、同居、返乡
频率、社会关系视角看，因小姐职业和空间的高度流动性以及现实婚姻状况，小姐最容易成为普通人
群中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第五，从居住方式、交易方式与空间场所来分析，小姐类型极其多样，
有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碰电线杆吸毒小姐和打青山吸毒小姐甚至居无定所，或只是栖息在大桥涵洞
里，对她们展开行为干预，即使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这些特殊类型小姐对于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
最具有杀伤力，研究证明，身体资本越递减，毒资需求越强劲，那么高危行为就越多，感染艾滋病病
毒的风险就越大，构成公共卫生问题的极大挑战（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即使这些小姐因违法犯罪被
抓，派出所、强戒所都不会或不敢收留）。 根据从业时间、经济收入、满意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
尽管小姐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也确实有些流出了本行，但对绝大多数小姐来说，空间流动主要是地
区与场所的流动，而非退出。多年不间断的追踪式深度访谈个案证明，当初表明过退出意愿的有些小
姐，事实上并没有退出。除了流向外地或本来就异地从业之外，最多的是在同一城市的不同片区进行
转换，甚至只是在不同场所或不同档次场所之间变换。影响空间流动的最大因素是保鲜度与竞争力，
随着从业时间越长——一般而言，除了新近人行小姐，大多从业三年以上，至少从我们接触开始已经
三年了，年老色衰，只能往更差的场所和交易类型切换，如碰电线杆或打青山（如果吸毒或已经感染
艾滋病病毒的话，更是如此），不难想见她们的交易对象和服务对象层次之低，安全套使用之少，高
危行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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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土的解说:宗教、族群与公共卫生的人类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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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半段说人类学再研究的部分提到几个本土经典民族志挺让我长见识，至少知道了林先生研究的'
义序'是地名而不是概念。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的部分似乎是作者主持的公卫项目的报告。看到KAP等一
系列国际组织喜欢用的词汇，就联想到我在各种大会seminar里无助又无力吐槽的时刻。做个人类学家
别总是嘴上说'文化相对'、'价值中立'嘛。附录一谈'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反思'，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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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以龟爬的速度读完这本书了，总体感觉就是作者煮了一锅杂粥，一大堆食材在里面，我吃到快化
了的豆子、小米等等，但是他们还没融为一体。我读这本书几次读不下去，原因之一是前面部分主要
是作者提到的大牛们的作品很多我都是草草就看过去了的，因此作者在对比分析的时候跟不上速度的
感觉，但是作者的对比分析还是显示出自己对于材料的掌握能力。作者一直在强调“本土”的问题，
勉强算是本书的主旨吧。但何为本土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话题。作者的大抵来说是通过历史观的引
入和情景化的分析来支撑起“本土”，以解决中国目前学术界中出现的本土话语的缺位。这个说白了
就像是当年学苏之后发现行不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历史观固
然重要，但现在的很多历史观的引入在很多时候引发了“复古”，一堆人开始大喊着要穿汉服、学国
学什么的。即便是作者说道北大不像北大，很多时候我们无非都是在建构自己想象中的过去而已。而
情景化的解释，我有时候觉得是大家都解释不清楚发现的整坨东西，用一些规则已经无法解释，那么
就用情景化决策来说明。无论某个学科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学科研究是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我们研究
的所有也许还真就是个混沌而已，大家都说上个三言两语，可谁也无法真正掌握他的规律。对于本土
化，其实更多的问题不在于本土化，而是整个学术乃至学习都欠缺着自我观点的提出，哪怕是一个平
凡的精致也无法做到。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也会常常感到深深的拙计，所以现在哪怕是拿到调查资
料，我都会抛开所有理论去想象。这个时候才觉得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妙，
同时也伴随着悲伤。就如同梦中一般，似乎看到了些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可又触之不可及。学术（
虽然我还不够资格谈论）总是伴随着天真与深邃，用儿童的双眼去好奇地看待这个世界，用天马行空
的想象去解释，同时又回归于巨人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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