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与"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类学与"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976534X

出版时间：2014-12-1

作者：末成道男,刘志伟,麻国庆

页数：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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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与"历史"》

内容概要

2012年3月举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以“人类学与历史”为主题，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
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
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在此基础上，论坛还特别关注了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我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人类学与“历史”：第一届东亚人类学论坛报告集》即为本次论坛的研究成果，书中上卷为中文
（包括一篇英文），下卷为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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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信手翻过，印象不深⋯⋯
2、在季风翻过后连借的欲望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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