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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

内容概要

作者从利科尔、弗洛伊德、黑格尔和荣格的著作以及象征人类学著作中吸收了一些观点并加以综合，
认为礼仪式食人俗根据人对生命力和死亡的理解，表达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并运用这种
理解来控制那种被认为是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命力。食人俗在某一文化中存在与否，源于人对生命
和死亡的基本态度，并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结合在一起。本书不仅在食人俗以及由食人现象所决定的
一般人类问题的理解上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而且在通常的人类学分析上也提出了一些相当中肯的理
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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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

作者简介

　　佩吉·里夫斯·桑迪：美国当代人类学家。1937年生于美国长岛西部。196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
学，1966年获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9-1972年任卡内基-梅隆大学人类学与城市事务系助理教授
，1972年至今，先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教授。1981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对苏门答腊岛的
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u）作田野调查。主要著作有《女性权力与男性统治：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起源
》（1981）、《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俗》（1986）、《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内的轮奸：校
园里的性行为、兄弟关系和特权》（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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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

编辑推荐

　　食人习俗在某些文化中因其邪恶而被抵制，而在其他文化中，它在仪式的规则上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关于食人俗的存在，虽然人类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各种解释，但P.R.桑迪认为没有一种解释是充分
的。在本书中，她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来认识食人现象。通过对选定的部落社会中的礼仪式食人俗的详
尽考察，以及对那些不存在食人俗的案例所作的比较分析，她证明食人俗是与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
的某种基本倾向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充当某种区分“文化自我”与“自然他者”的具体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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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

精彩短评

1、没看完，分析框架受教了
2、人类系统中的食人俗，真不错
3、看完就吃不下了⋯
4、让人觉得吃人是一件多么正常的事啊
5、颇有意思的小册子。说起来，食人也是历史习俗，按照持历史必然有理之论支持食各种物者的看
法，现在应该继续吃下去嘛。。。
6、呵呵，吃是种文化
7、今年读的最猎奇的一本！为了论文坚持看完顺便刷新了一下三观QWQ
8、终于买到，开读开读！！
9、这么好玩的事都能讲得这么无聊...
10、神经病 
11、有趣的书
12、在藏研所里读完这本书，桑迪所研究的内容都比较惊世骇俗，比如中学里的性行为等等，不过读
完这本书我会陷入自己一直以来存在的纠结，如果某一天我发现一个食人的部落，是应该把食人现象
当做一种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而是应该让这些“野蛮人”不再食人呢？
13、这是论文吧。然而并没有想象中有趣_(:зゝ∠)_ 心脏变成晨星，食肉指名，月经与父系⋯⋯以饥
饿的名义。
14、看起来荒谬的事件 存在于原始部落 却也来自骨子里的人性
15、去年老师讲食人习俗就开始看，感觉云山雾罩的，拖了好久ORZ
16、哇塞....主奴辩证法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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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

精彩书评

1、我記得我在大學里上《考古學思想史》的時候，我們系最引以爲傲的帥哥說，做人類學方面的研
究，首先要明確這個研究要解决什麽問題，其次，則是要明確使用的是什麽方法論。由這個角度來看
，這本標榜（或者至少編者標榜）爲所謂“藝術人類學”的著作，就稍嫌主題不够明確，而方法又嫌
老套了。按照編者的前言，這所謂“藝術人類學”乃是近年來（順便說此書成書于1986年，是否爲“
近年”還有待斟酌）人類學研究的一個新熱點，能上升到方法論層面上的全新方法，本質上乃是哲學
人類學（這又是啥東西！）的一部分，云云。但是反觀此書，結構上的問題先不去說它，簡單地總結
，這本書的著者試圖通過分析各種類食人習俗的具體儀式，來說明整體文化中某些部落有食人俗某些
又沒有的原因，是由其部落自身的世界觀与本體論來决定的，這樣。我的問題是：1、這和藝術人類
學到底有什麽關係？當然能翻譯出版一些國外的人類學著作自然是很好，可是我全然不能理解這個書
系里出現這本書的理由。此書作者的分析方法，仍然以早期社會學家的思路爲主，走的是弗洛伊德的
老路（我承認我對這個老頭有偏見，我是很想說你丫自己戀母不要以爲全世界人都戀母好不好=___=
），偶爾會用上點榮格，我全然無法理解這有什麽新的。無論是所謂的文化人類學，還是所謂的藝術
人類學，我至多只能將其視之爲一種研究的方向，想要提升到方法論的高度，那還差得遠了。2、此
書的研究意義究竟是什麽？或者不如說是研究目標和結論到底是什麽？不去管她分析的角度，最終的
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就爲了說明有些部落的人食人，有些不食人，那是因爲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
？這我也知道啊，不需要一大本書拉扯這麽多的來告訴我，這結論完全是廢話嘛。重要的是爲什麽會
對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對此作者僅稍加解釋，認爲是由其物質世界所决定的，那又走了馬克思主義
人類學的老路了，何况也沒有深入分析。3、關于框架。其實上面兩點是我對這本書的編者以及書后
簡介的挑刺，我就看不得別人寫介紹的時候亂煽情亂戴高帽⋯⋯-___- 其實這本書最大的毛病是框架
結構上的問題，就是這點叫我看得極爲不爽。她的分析結論在前言中全然沒有清晰提出來過、却是RP
地放在全文最後倒數第三小節上這點我能忍，但是一本就三百多頁的書里有近一百頁是在寫自己的分
析框架，還說了半天不知道她在說什麽，實在讓人忍不住想要掀桌。在分析框架里她總算清楚明白地
將食人習俗分爲禮儀類（ritual）、饥馑類（famine）、品位性（gastronomic）和复仇性（revenge）等
四種類型，但後面的分析里只是不停列舉各個部落的食人習俗而毫無分類可言。所謂從禮儀角度進行
分析也幷不深入，或者不如說是材料全然不充分，這也有可能是由于她所引用的，大多都是二手乃至
三、四手的材料之故。順便看了她的簡歷，後來貌似是去做女權主義研究去了，果然是這條路走不通
么。[撇嘴當然，單純從收集食人習俗的材料來說，這本書還是很有趣的，雖然就總體而言，離開我的
期待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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