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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内容概要

《结构与行动:西双版纳傣泐家庭婚姻的社会性别分析》运用女性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从社会性别视
角切入西双版纳傣泐的家庭婚姻制度和家庭婚姻生活，通过对三个村寨家庭婚姻制度基本样态进行的
历时性追踪描述和经验考察，阐释傣泐男女两性在生产、再生产和社区活动中性别分工的复杂性，剖
析日常生活中性别角色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并展示生命礼仪中性别角色的动态表演，力图揭示在社
会变迁中傣泐村寨家庭婚姻制度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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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作者简介

章立明，1968年生人，云南昆明人，人类学博士，教授。现供职于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
会工作系，主要研究方向：家庭婚姻理论与社会性别专题。曾在《民族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学
术界》《妇女研究论丛》《世界民族》和《国外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3部
，参编合著多部，计百万余字。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多项。获云南省文学艺术
基金文艺理论二等奖一项、云南省社会科学一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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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书籍目录

导论　西双版纳傣泐的家庭婚姻研究
　第一节　汉文记载中的傣泐家庭婚姻生活
　第二节　20世纪文献中的傣泐家庭婚姻研究
　第三节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傣泐家庭婚姻研究
　第四节　傣泐家庭婚姻研究的女性人类学方法
第一章　三个傣泐村寨的生态、人文历史背景与社会经济活动
　第一节　三个傣泐村寨的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
　第二节　三个傣泐村寨的人口状况
　第三节　三个傣泐村寨的教育状况
　第四节　三个傣泐村寨的职业分布和家庭生计模式
第二章　傣泐家庭婚姻制度的基本样态
　第一节　傣泐村寨的家庭制度
　第二节　傣泐家族组织与社会网络
　第三节　傣泐村寨的婚姻制度
　第四节　傣泐的生育制度
第三章　傣泐家庭婚姻生活中的性别分工
　第一节　傣泐家庭婚姻制度中的性别角色
　第二节　傣泐村寨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分工
　第三节　傣泐村寨的性别分工变迁
第四章　傣泐家庭婚姻生活中性别角色的生产与再生产
　第一节　傣泐历史记忆中的两性印象
　第二节　南传上座部佛教建构的性别角色
　第三节　傣泐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区隔
　第四节　女性做赕建构的主体性
第五章　傣泐家庭婚姻生活中的人生礼仪
　第一节　傣泐人生礼仪的四个个案
　第二节　傣泐人生礼仪的公共属性
结语现代性背景下的傣泐家庭婚姻变迁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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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章节摘录

　　自西双版纳设立土司制度，册封傣泐中的最高统治者为车里宣慰使以来的数百年间，基于土地所
有制的等级结构，西双版纳派生出宝塔式的等级关系，如领主集团的孟一武翁一鲁郎道叭（召庄、鲁
昆）一道昆和农民集团的傣勐一滚很召，小领主从属于大领主，大领主从属于更大的领主，而召片领
（广大土地的主人、车里宣慰使）则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这种等级划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比如实行严格的等级婚姻制度，领主集团盛行等级内婚，各等级之间不可逾越，禁止农民与领主通
婚，禁止各等级通过婚姻向上流动等。　　不同等级间结婚不仅受到等级界限的限制，所付彩礼金额
多寡也不相同。结婚的彩礼多寡与等级高低有直接关系，一般是等级高的身价就高，等级低的身价就
低。一般说来，高等级男子娶低等级女子为妻时，所付彩礼较少；相反，所付彩礼就多。因此，低等
级男子娶高等级女子为妻者较少。孟只能和孟这个等级的人结婚，孟的女性不能嫁给另一等级的人；
男子可以娶另一等级的女子为妾，妾所生的子女没有袭职权；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有等级的人见到
孟的儿女，要称召孟或喃孟，自己只能自称丕（小人）或卡（奴隶）。孟级由母系决定，凡娶孟级之
女为妻，本人等级不变，不能称孟，但其妻所生子女是孟级。召片领把姊妹、女儿、侄女儿嫁给召勐
为妻室，这样所生的儿子就可以世袭职位了。武翁和鲁郎道叭（召庄）之间可以互婚；傣勐等级的男
性要与前两个等级的女子通婚，须出买等级的钱；傣勐不与滚很召通婚。傣勐寨子对外封锁也很紧，
甚至不许滚很召寨子娶傣勐的姑娘，滚很召的姑娘嫁给傣勐等级不变，生下的儿子才算是傣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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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编辑推荐

　　《结构与行动：西双版纳傣泐家庭婚姻的社会性别分析》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
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结构与行动：西双版纳傣泐家庭婚
姻的社会性别分析》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过
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秀
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积
极贡献。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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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精彩短评

1、4-16 本书从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和性别这两个概念一直都是女性主
义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在本书中也可以清晰看到，性别与社会性别在傣族社会中的等同和延伸。印
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某个村寨佛寺必须拖鞋进寺庙时写的一句话“刺痛我的神经”。带有女性主义视角
的人去研究社会性别，总是让人处处觉得女性是受压迫欺负的角色。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女性成为被
压迫的角色不仅有文化和社会因素，其自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独立性格和独立思维在社会的教育中
仅仅只灌输与男性角色。从书里不乏可见傣族女性经济独立的行为，但从行为上升到意识，再从意识
回到行为却是漫长的道路。希望多出现这样的女性人类学的专著，让更多的女性能够从实际案例中发
现自己行为和意识上的不足。
2、我喜欢看里面生动的访谈实录，虽然主题是针对“家庭婚姻”，不过涉及了傣泐（傣族中的一支
；其它有的分支并不信仰佛教）的宗教、地理自然条件、经济各方面；并且对田野点的三个村子进行
对比，很多分析令人信服。很多劳动细节，比如如何割胶、如何经营冷饮摊，而且有如何制作米干哦
（米蒸熟 臼成浆、搓揉，挤成线状入开水锅、煮得）！景洪周边在90年代的烧烤曾经红极一时（另如
曼景兰），在本书也有不少反映。
也有大量的理论文本引用、对比和分析(吉登斯、恩格斯、涂尔干、弗雷泽、费孝通、福柯、列维-施
特劳斯、布尔迪厄、波伏娃等等等等)，我基本都跳过去了，但有的引用令我莫名其妙：P186在提及西
双版纳的自治历史时如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我就纳闷了
引用那几句想干啥，总不会充字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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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精彩书评

1、“结构与行动”，听上去是有些“宏大”，但若能确如作者所称的那样，将这一宏大命题切入到
对“婚姻家庭的社会性别分析”当中去，仍不失为一个好题目。根据作者的解释，我们大体可以了解
：题目中的“结构”，即指婚姻家庭制度；而行动，则是（打算）聚焦婚姻家庭制度下的个体。作者
怀着一个听上去还算值得期待的研究目的：“了解三个不同年龄段的男女两性的家庭婚姻生活，就可
以呈现出三个历史不同时期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泐村民的家庭婚姻制度与生活形态。”（P23）所谓
“三个历史不同时期”，作者进一步写道：第一，1956年以前出生的男女两性，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
，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是与土地制度、村寨等级、原始宗教与南传佛教信仰并行不悖的⋯⋯第二
，1956年以后出生的男女两性，他们经历的是土地改革、颁布新婚姻法、“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建立国营农场、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影响下的家庭婚姻制度⋯⋯第三，1980年以后
出生的两性，他们经历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实行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
加快等历史事件⋯⋯（同上）引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在这里所怀揣的，套用戴锦华的话，是
一个“空洞的预设”。我们当然无法了解这段写在“导论”中的话的写作时间是在写作本书的最初、
最后还是中间；但不管写于什么时段，作者将“社会变迁”确切说是巨型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性变迁直
接拉进云南的一个小小的边村当中而不提供任何证据以表明这些变迁是确切地发生在这个田野点了，
这就意味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想象在作者的行文中几乎被遗忘了。其实
我倾向于认为作者对所谓“三个历史不同时期”的概括发生在写作本书的最后时段，因为书中的报道
人的口述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时代特征”的影子，但非常模糊、含混，但作者大约试图从中提炼出“
大时代”的变迁背景，无疑是相当的一厢情愿的。在本书中，作者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时间点是1956
年的“民主改革”，但它究竟为何物作者竟全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所以，作者一方面试图将巨型社
会（在本文中指“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节点都引入一个（小小）地方中去，一方面甚至连对
这些巨大变迁本身都理解不足（至少没有给读者提供作者本人对它们的明确态度），我们就更不可能
指望作者会对身处这些变迁中的个体对变迁的认知与接受进行话语分析了。事实上，本书有几个关键
问题需要明确但作者却未能明确：一、究竟是变迁研究还是现状研究？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史料
，有的甚至能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固然，“田野不足文献补”，这大约是民族志写作常常使用的小伎
俩，我相信每个田野工作者可能都使用过这个把戏，尤其是在写作毕业论文被逼急了的时候。但这些
文献资料既然被引进来了，就不能仅仅是让它们孤零零地堆在那里凑字数，至少要跟自己的田野结合
起来。但如何结合？大体说来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弄成“历史人类学”研究，这是在文献无论在数
量还是重要性上都超过当下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或访谈）所得的材料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当然与
最初的研究旨趣更是相关；二是弄成“变迁研究”，这是严重依赖文献的一种研究方法，除非你打算
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持续关注一个田野点；三是弄成“比较研究”，这跟“变迁研究”的方式相似。
以上三种，都是在文献资料太多而田野资料不足的情况下而适用的研究方式，假如田野材料足够丰富
而且有价值，文献便只是锦上添花了。本书显然属于前者。尽管书中提供了不少访谈个案，但显而易
见完全不足以支撑一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而大量文献的引用，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既不是变迁研究也
不像现状研究，而是时间线混乱、模糊，过去和现在难分难辨的一锅乱炖。二、如何呈现“结构”与
“行动”？说白了，也就是如何紧扣题目来写这本书。结构与行动是社会学理论中被讨论已久的两个
关键词，不止是得到结构功能派的重视，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家那里也很受关注，尽管后者可能更多地
是带着反思和批判的眼光去重新挖掘它们的意义。我觉得作者能引入这两个关键词，足以显示出她的
聪明和敏锐，假如能清晰地呈现二者的意义，并围绕副标题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社会性别”来展开，
比如呈现出维系“结构”（婚姻家庭制度）的性别基础，或者在这个结构下对性别的运作，以及个体
如何在结构中有所行动并对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反作用，都会是十分切题的。但作者的笔墨主要花费
在性别分工、婚姻居制、择偶观念等仅有的几个方面；而第四章“傣泐家庭婚姻生活中性别角色的生
产与再生产”，我以为会是转向对性别机制的讨论，是本书的落脚部分；未料竟谈的是傣泐人的宗教
生活，最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内容全来自文献！它们其实是“过去的事”。三、口述能讲出什么？所谓
“田野工作”，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参与观察和口述访谈，而往往后者被视为比前者更重要一些，因为
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总需要在田野中获得解释。本书中的田野材料几乎全由口述访谈构成，因此，特别
需要清楚的是：我打算用这些口述材料来做什么？是支撑我个人的预设，还是为我提供一种反思性的
分析——即对口述的内容进行再分析？说到底就是：要不要对口述材料进行批判性分析的问题，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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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

思和批判的程度如何决定了文章的风格和走向——根据程度不同，它可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志、历
史人类学研究或者后结构主义民族志、反思人类学——连作者本人也构成了值得再分析的口述材料的
一部分。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不是指对口述者的“反驳”或“批评”，仅仅是指对ta所说的话进
行再审思。在本书中出现的口述材料则是用另一种更为古老的方式得来和运用的——研究者引导型访
谈（即那种被称作“结构性/半结构性访谈”的东东）。总而言之，本书还算是一本比较认真的学术作
品；但资料背后时间的模糊成了致命伤。最要紧的是：主要依靠田野访谈写成的人类学研究，如何让
它看起来更学术一点儿？更精致一点儿而不是那么粗糙得像个抠脚大汉？这个问题不是提给作者的，
是给我自己的。事实上，对这本书指出来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已经犯过而且可能依然很难避免再
犯的问题。因此，大约好的研究就是写作能完美地完成构想的研究，而差的研究，其差的程度就在于
写作与构想之间距离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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