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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努尔人——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是埃文思·普里

查德研究尼罗河下游一个苏丹人群得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代表作，也是

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被认为真正起到了人类学认识范式更新的作用。通过对努

尔地区这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调查，埃文思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

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里，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也是许多社会理

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书中较深刻地诠释此问题的是第四章政治制度，本文作者将着重阐释此

部分的主要内容及其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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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人——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是埃文

思·普里查德研究尼罗河下游一个苏丹人群得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其在人类学领

域中的代表作，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被认为真正起到了人类学

认识范式更新的作用。1突破原有的“主张从非西方的民族中寻找人类共同生活

的共同原型”的范式，以埃文思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者则主张“从非西方的民

族中寻找不同于西方的特色”。2通过对努尔地区这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

非洲部落的田野调查，埃文思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

政府统治的部落里，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也是许多社会理论分析的核心问

题。书中较深刻地诠释此问题的是第四章政治制度，以下我将着重阐释此部分的

主要内容及其思考与启示。 

    

一一一一、、、、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普利查德和弗提斯提出，政治体制可大致分为两类：“金字塔型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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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所谓的“无邦国社会”，其中“无邦国社会”又可分为队群社会和以分

枝世系群结构为基础的政治制度。3《努尔人》描述的就是分枝世系群结构。 

努尔人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地缘关系组织之上的。部落是最大的政治

群体，部落中最大的裂变支称为一级支，一级支可裂变为二级支，二级支可裂变

为三级支，三级支包括许多村落社区，这些村落社区由亲属性和家庭性的群体构

成。在这种分支结构中，愈往下层的群体，内聚力愈强，他们的一般社会纽带越

多样、越亲密，有争执也较容易解决。在某一个特定层级上，分支单位的作用只

有在和同层级对等单位相对应时，才看的出来。4当Z1与Y1发生争斗时，Z1与Z2

便联合成Y2与Y1对抗；当Y1与X1发生争斗时，Y1和Y2便联结与X1作战，以此类推。

（见图一）埃文思称这种不同层级上或分或合的过程为“分裂与融合”。他指出：

“政治体系乃是朝向于分裂和融合的对立趋势之间的一种均衡”。5 

 

 

  

 

 

 

 

图一图一图一图一    

在努尔人的社会中，并无任何形式的政府，那它是如何统一的呢？这离不开

一种政治制度——世仇。世仇是指“在部落内部，各个地方性社区之间的长期的

相互敌对状态”。6从表面上看，世仇造成了部落裂变支之间的分离，但在更广泛

的意义上，通过小的父系亲属群体间的世仇可被转译为两个宗族之间的世仇，甚

至两个宗族所在的各个社区之间的血仇，这些群体得以在结构上对被扰乱的关系

进行表达，从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因此，世仇的实质功能是“在对立的部落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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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之间维持结构平衡，而后者在同更大的单位发生关系时，又会在政治上融为一

体”。7 

在凶杀以外的争端中，努尔人没有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虽有习俗性的赔偿，

但如非凭借武力或武力威胁很难获得，同时也存在豹皮酋长调解的方式，但作者

从未看到过这种方法的应用。豹皮酋长的职能是政治性的，他的政治意义在于调

解世仇。“努尔人的酋长是神圣的人物，但这种神圣并没有赋予他们在特定社会

情境之外的任何一般性的权威”，他们的社会职能是“一种能使政治制度通过世

仇的制度而得以维持的机制”。8 

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又介绍了一些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角色，如：

牛人、图腾专家、战争专家、巫师等。其中，对于预言家，作者给予了特别的关

注。预言家被视作“神灵的附主”，努尔人很容易跟从他们。预言家的重要性在

于他成为部落性的人物，“一个单一的个人便第一次象征了部落的统一体，尽管

这种象征仅是就某一适当的程度而言并且主要是以一种精神的和非制度化的形

式来进行的”，9他们在最大的意义上把努尔人在反对外敌时的一致和统一人格

化。从一定意义上说，预言家有了政治领导身份的影子。 

    

二二二二、、、、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思考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思考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思考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思考    

（（（（一一一一））））分裂与融合分裂与融合分裂与融合分裂与融合 

埃文思将地域性群体之间的关系看成政治，努尔人的政治关系基本上是一种

地缘关系，分裂与融合的趋势是其政治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那么出现这种特征

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既分裂又融合或许是出于人类本性。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自私的心理，

这种心理势必造成人与人的敌对与竞争；但一旦出现自身利益受损，以自己的力

量无法解决的现象时，人又会与同类群体相联合共同应战。因此，在努尔地区中，

A村落与B村落发生战争时，A村落中发生械斗（包括刚刚发生械斗）的两个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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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共同投身到攻打B村落的战争中去，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符合逻辑的。 

其次，分裂与融合的趋势或许与生态环境有一定关系。努尔地区环境较恶劣，

适宜放牧与种植的地区比较有限，人们选定一个地区后便在这繁衍生息，但一个

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当人口扩张到极限时，一个村落中的一部分人将

会迁往别地，去寻找新的家园。但与此同时，因为努尔人处于食物缺乏、技术落

后的状态，因此获取食物必须由群体合作的方式实现，这又造成努尔人的相互依

赖。 

（（（（二二二二））））集体意识集体意识集体意识集体意识    

埃文思所描述的以分枝世系群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已被认定是典型的“原始

社会”机械团结的实例。10根据涂尔干的理论，我们知道，机械团结是以强烈的

集体意识为基础的，那么努尔社会的集体意识具体指什么呢？ 

前面已经提到过，努尔人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地缘关系上，而这

种地域性的政治体系，在土著的观念中，却是用世系群的概念来表达的。11每一

个部落里都有一个父系氏族占优势，每个氏族又层层分支为较小的父系单位，因

此部落中每一个成员都与占优势的父系氏族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包括姻亲关系），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亲属谱系中的一点，这种亲缘关系使个人形成了一种与其他

人同属于某一共同体的感觉，为此会使个人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保卫共同体，

而这便是集体意识。努尔人的集体意识在平时没有那么强烈，“一个人只是为一

个比部落小得多的地方性群体的成员来思考和行动”，12而在发生械斗时，集体意

识会唤起他为保卫自己的部落而奋战的力量。 

（（（（三三三三））））““““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涂尔干曾指出社会类型不同，法律不同。早期的小型社会中，大部分法律是

惩罚性的；而在大型的现代社会中，法律更多是赔偿性质的。 

努尔人的法律13必须与血仇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对于血仇主要有两种解决方

法，其一是通过受害的一方使用武力解决血仇，这可以视作惩罚性的法律；另一

种是通过欠债人因认识到可能会诉诸武力并引发世仇而予以让步——用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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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受害一方接受赔偿即可视为争端被解决，但是这种赔偿大多数情况下是以

武力为基础的，否则很难实现，因此也可视为一种惩罚性的法律。努尔地区的法

律证明了涂尔干命题的正确性，同时，可以反映出努尔地区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法律，但已经有了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的趋势。 

    

三三三三、、、、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联想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联想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联想关于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联想————————民族性格与政治前途民族性格与政治前途民族性格与政治前途民族性格与政治前途    

书中提到，“努尔人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种冷酷的、平权的教育。在他们内心

深处，根植着一种民主的意识”14，因此，努尔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

存在奴役与压迫。再看当今西方国家，民主意识的觉醒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

精神也有一定关联。民主需要根植于人民的头脑中才能得以发展。 

当前，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但政府官员欺压百姓、人民上访困难

等现象还是频频发生，对于民主法制建设，应该抓住核心——民主和权利意识的

教育。只有首先培养出具有民主平等意识的人民，民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发扬，

民主建设才能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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