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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理论史》

作者简介

学人黄剑波，祖籍重庆郁山，于20世纪90年代初负笈京城求学。初学外语，后随张海洋教授研习人类
学。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名师氤氲氛围的熏陶下，立人类学为志业以薪火相传，继而考入林耀华
、庄孔韶二位学者名下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黄剑波以论文《四人堂纪事》获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
位，此文荣获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设立的“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博士论文奖”，并
于2012年以《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为题在香港出版。尔后，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美国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
会研究中心“荣誉副研究员”，到美国圣母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并于2005年
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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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人类学理论史的写法
一、人类学（理论）史的写法
二、人类学理论史的立体撰写
三、说明和定位
第2章：人类学、理论与历史
第1节：作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
一、人类学的史前史
二、人类学的“创世纪”
三、人类学的争论与基本共识
第2节：理论的意义及理论的产生过程
一、知识的经验性与先验性
二、人类学理论与哲学议题
三、现代人类学的主要思想资源
第3节：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类学
一、历史中的人类学
二、社会中的人类学家
三、国家传统与人类学的历史
第3章：历时范式
第1节：古典进化论
一、进化论与进化论人类学
二、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观
三、泰勒的《原始文化》
四、弗雷泽的巫术与宗教研究
第2节：新进化论
一、普遍进化论
二、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
三、文化唯物主义
四、社会生物学和突变论
第3节：传播论
一、传播与传播论
二、文化圈
三、传播论要点
第4章：共时范式（一）
第1节：社会决定论
一、杜尔干和“社会学派”
二、列维－布留尔和“原始思维”
三、社会决定论要点
第2节：历史特殊论
一、博厄斯和“历史学派”
二、文化区理论
三、文化与人格研究
第3节：功能论
一、文化功能论
二、结构功能论
三、功能论评点和反思
第5章：共时范式（二）
第4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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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
二、神话的结构分析
三、结构主义的影响及回应
第5节：认知与象征
一、认知与“民族科学”
二、象征研究的不同进路
三、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第6节：现象与阐释
一、埃文斯－普理查德：现象学意义上的宗教研究
二、格尔兹的“深描”和文化阐释
第6章：互动范式
第1节：冲突与过程
一、冲突
二、过程
第2节：马克思主义与实践论
一、结构马克思主义
二、政治经济学派
三、实践论
第3节：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重构
一、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
二、反思人类学与实验民族志
三、阿萨德的后殖民批判和现代性批判
四、理论范式多元化与人类学重构
第7章：人类学理论的中国思想资源
一、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渊源和梳理
二、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
三、人类学理论的中国思想资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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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男神，不解释！
2、教材。从历时、共时和互动三个范式爬梳人类学理论史，视界比较新颖。
3、从社会史、思想史和个人史三个维度来写的学科理论史。梳理得很清楚。
4、理论讲的挺清楚的。不过还得配合读大量原著才能真正明白。
5、理得很清，入门推荐
6、也太薄了吧，基本对我没什么帮助了
7、普世论 比较论 特殊论 范式 历时性 共时性 古典进化论 新进化论 传播论 社会决定论 历史特殊论 文
化区 功能结构论 结构主义 互动 后现代主义 反思人类学 深描 化约论 阈限 魁阁时代
8、我觉得蛮好诶，框架很清楚。
9、纯粹为了完成课题任务而写⋯⋯
10、我总觉得我应该配着原著读才行 光看书吃力
11、教材写成这样很难得了，几乎没有废话。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有时过于微言大义了
12、介绍的逻辑脉络很赞！人类学理论入门推荐！
13、看目录就好了。。
14、听过老黄的课再读他的书感觉挺奇妙的
15、教材写到现在，重点就是看作者怎么分类了，但说实话我不觉得历时共时互动的讲法很有意义，
为什么不把结构和文化抽出来呢？感觉有一个隐含的线却又写得不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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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刚出来的时候一阵欣喜，国内关于人类学理论介绍的著作实在很多，不乏许多经典之作，原以为
这本书应是记众家之所长，结果拿到手后发现薄到拍蚊子都拍不死呀！薄也就算了，毕竟还是不能以
外表来看人是吧，于是从头到尾把书看了一遍，两字：骗纸！理由三点：1.作者用自己观点从历史的
角度对各理论学派进行探讨，全文完全就是在写自己感受一样，夹叙夹议的方式不能称为教材吧？何
况那教材二字貌似是出版商为了吸金给弄上去的，竟然就两本书还能称为系列吗？坑爹不是。而且作
者许多观点并不认同，我保留意见，教材就免了，莫误导了广大人民群众。2.之前说了此书薄也就算
了，还薄到了感觉没有一点精华的地步，完全就是为了赚课题费匆忙搞本书来赚钱的流氓招式啊！好
歹写的认真一点写的稍多内容多一点吧，许多流派的重要人物和观点压根就没有提到，大哥你知道，
不代表看你书的学生就知道啊！出书也要有点职业操守才是啊！3.本书前言作者写道，这是庄孔韶教
授建议他写的，我不知道庄教授看到此书会有什么感受，应该是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没有感受吧。
2、作者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文化人类学教i师，此书基于其近十年来在人大讲授人类学理论史课程的基
础之上，加之参考了巴纳德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与莱顿的《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入门》等优
秀的理论史教材等写就的，作者力图重新梳理浩浩荡荡的人类学百余年理论史（作者定位为重新梳理
而非重构，a history not the history），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其立体式的写法，综合了社会史、思想史、
个人生活史三个维度，可谓有理论的地方皆有其来源（这一点深表赞赏）。这对于向来被认为枯燥的
理论史来说是本相当不错的入门书（注意，本书较薄，可作为入门书，想深入把握理论史仍需结合其
他理论史文本）。最后还想说的是，书中的内容充满了其哲学辩证式的思维与丰富的人文关怀，尽管
因其对于宗教人类学的兴趣偏好这一部分略多（这一点对不同的读者可能是好消息或反之），我从拿
到书认真读完第一遍用了三天整，这趟理论史的RRA不可谓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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