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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铭铭 1962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硕士，1992年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1993
、1994、1995年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
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伦敦城市大学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英国皇家人类学
会会员。已出版译著《当代人类学》、专著《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社区的历程》，另发表中外
文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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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回应了关键问题，也回避了关键问题
2、王铭铭
3、梳理得很清楚了，作者试图通过梳理出西方现有汗学人类学理论的不足来清理中国研究的理论现
场，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脱出窠臼，他试图得出一种结论，有足够的理论雄心和大的综合是可以得
出中国学派的，但是这种想法本身不得不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述和思想模式。在我看来，也许正如
甘阳所说，重要的不是有与之匹敌的理论，重要的是在西方化的东方的语境中，有中国的话语权。说
到底，学术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西方化的宿命，东方化的隐形知识性的学问，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搞学术搞学术，不就是那一套思维训练和学术训练吗？如果要搞中国式的学术，恐怕还要从清理脑
子里的根深蒂固的二元论入手。
4、我觉得DJ一篇“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就能把这本书给概括了。
5、课讲的有点水，太狷狂，估计对是对中文系学生有偏见因为某些原因。。蛤蛤。。不过要做人类
学还是看看吧。。做的确实挺不错，学问比较扎实，也很有才气。【但为了他喷我一脸的烟我就对这
人印象不好，嗯】
6、思路清晰，文字流畅。
7、前面太理论了，读不懂啊
8、梳理详细
9、王铭铭说的是中国研究？！
10、读起来比较困难。以前读人类学太少。
11、这本也是抄袭
12、比较可读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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