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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前言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
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
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人类已经跨入充满
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
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
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其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
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
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
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
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
臼，发扬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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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内容简介：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
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
和队伍的本土化。人类已经跨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
一百余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向独立发展，从引
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
，其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
，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
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
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
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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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容蕴含着本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数千年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青海藏族在特殊严酷的自然环境
下生生不息，世代守望，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过程中形成了对周围环境的独特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
有效的文化适应，以千百年绵延的文化理念及行为与周围生态环境达成协调一致，形成一套特殊的适
应模式。以往许多学者把藏族生态伦理的思想完全归结为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青海藏区的一些
民族志资料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藏族民间信仰与藏族生态伦理观的这种文化关联。①青海藏族游牧生
活具体来说是以畜牧业为核心的，是一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畜群资源的生活方式。青海藏族在长期
的游牧生活中，总结出了许多畜牧经验，例如据不同畜群的习性、种类和特征进行移牧、轮牧和游牧
，随季节而移动，随季节而移动，以“草”与“水”的状况决定牧场的选择和承载的牲畜数量、种类
，就是草原各种生存资源保护的一种自发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形成基础是民俗生态学或民族地理学的
空间知识。否则他们不会不避严寒酷暑频繁倒场，逐水草而牧。这不仅能很好地适应于干旱大风的草
原气候以外，它对于脆弱的青藏草原生态环境不构成太大的压力和破坏。它确保了这青海草原脆弱的
植被和稀少的水源等生态环境，同时又注重节约牧草、水源等自然资源。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环境压力
，而且在流动中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还促成文化多元性。二、青海藏族保护草原环境的民间信仰及习
惯法主要内容青海藏族生活在高原之中，他们以牧靠牧，以草靠草，以山靠山。他们生活中的主食就
是牛、羊肉，而牛、羊主要以草为食。革、牛、羊与牧民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是维系他们生命的
纽带，因此，牧民对草犹如生命般珍惜。有经验的放牧者对草原的各种生存环境和生存资源具有敏锐
的观察力，求生经验使他们即使在夜间也能用鼻子嗅到附近草的种类和土质。对草原的生存依靠决定
了其民间信仰和习惯法必以对草原、水源和牲畜的保护为重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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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人类学高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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