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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与文化寻根 

叶舒宪 

来源：新华网 

 

    ●人类学是19世纪后期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为基本

对象。人类学一般划为两大分支：体质（生物）人类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 

 

    ●文化寻根使当代人意识到：现代社会的根本弊端在于它必然在资本和利润

的追逐中彻底改变远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人

类引向无法在这个地球上持续生存的危险境地。正视危机，谋求超越，是人类必

须做出的选择。各国在强调经济转型的同时，重审本土的文化资源，引导全民的

文化自觉，重建国家文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人类学是19世纪后期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为基本对

象。人类学一般划为两大分支：体质（生物）人类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对

于后者，欧洲学界一般习惯称“社会人类学”；北美学界则称“文化人类学”。

在一些欧陆国家、前苏联和我国的学科体制中，又常称作“民族学”。这些由于

历史原因带来的不同名称造成今日很多尴尬。如会碰到一些含混的嫁接式说法：

“民族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人类学”之类。 

 

    人类学家关于文化起源与文化进化的新知识图景，大大更新和拓展了人类对

自身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打一个比方（也许不很恰当）说，当今一位普通的人类

学专业本科生对人作为“文化动物”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会超过19世纪最博学

的哲人，如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学的研究极为关注，也

为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了基本遵循。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以后，对当

时处在学科萌发阶段的人类学成果情有独钟。他大量阅读并写下详尽的读书札

记。这即是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

现并于1972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又称《人类学笔记》）。

有人推测，以马克思的天才和勤奋，假如他能多活一二十年，会成为杰出的人类

学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次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示出

唯物史观与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的社会文化进化理论之间的对应之处。关于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人类学的学术和思想姻缘，学界正在形成探讨的热潮。 

 

    人类学的学科创立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大致处在同



 

一时代知识背景中。人类学的学科初衷，深受达尔文影响，是要按照西方科学范

式，构建一门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人的科学”。然而，经历约一个世纪的

发展，到20世纪后期，出现人类学研究目标和学科性质的显著转变：即从“人的

科学”转向“文化的解释”。前者秉承的是自然科学的理念与研究范式，希望探

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普遍规律；后者则要求转向人文学立场，强调

每一个不同族群文化的本土特征和“地方性知识”。从最近的发展态势看，文化

人类学目标和范式的重要转向激起学界持久的反响和争论，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

的“写文化”问题的大讨论而引人注目。争论焦点在于：科学和人文，哪一种研

究范式能够更加精确和有效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上数以千计的不同文化呢？目前看

来，争论虽然还在持续，一种基本的理论共识也已显现。那就是，对于人类学而

言，研究作为生物的人（体质人类学），无法离开科学范式；研究作为文化主体

的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光有科学范式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人文学、

解释学的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特定文化群体内部的体验和感知，以便充

分把握每一族群文化特有的精微之处和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目前，科学实证

性的研究和人文理解、解释性研究在人类学内部齐头并进，二者都取得辉煌业

绩。科学范式的前沿性探索以人类基因学为代表，描绘出三百万年来人类进化蓝

图和“走出非洲”后的世界文化传播与人种分布蓝图；人文范式的探索趋势则催

生出田野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变革，有“文学人类学”或“人类学诗学”等名目出

现，旨在揭示从非洲沙漠部落狩猎文化到青藏高原族群的半农半牧文化的各自特

异之处，彰显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探索与发现，汲取每一特定族群的可持续生存

之智慧与经验。这两方面的进展表明，人类学的知识具有专业以外的普遍启示作

用，它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寻根意识。 

 

    按照克鲁伯在教科书《人类学》中的说法，“文化”是20世纪的伟大发现。

由于文化概念具有整合的性质，使得原来的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等学科

都争先恐后地同文化人类学结缘认亲，乃至交叉再造，产生出一批活力四射的新

兴交叉学科或新领域——如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文学人类

学、政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和医疗人类学等。从学术史看，没有哪个世纪像20

世纪那样催生出众多的新兴边缘学科；也不曾有过哪个独立的学科能够具有如此

宽广的知识交叉辐射作用。“文化”的整合性大视野，启迪着划分过细的原有学

科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调试和建构自己的专业范围，寻求知识创新视角。 

 

    着眼于人类思想史，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对当代思想和知识变革的主

要贡献，使得人类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本学科的界限，成为引导现代人创新思考

人类文化及其前景的基本理论参照。英国人类学家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

利合著的《原始人的挑战》，有助于说明该学科理论发现及其再启蒙意义： 

 

    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200万年。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人靠从大地获

取食物而存活下来。99%的时间里他都是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的。农业仅仅有

一万年多一点的历史，工业社会只不过才300年。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800亿人口

中，90%是狩猎采集者，6%是农人，只有剩下的4%是依赖于农业的工业化社会成

员。 

 

    通过这样的宏观性审视，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和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和

一万年的农耕生活相比，仅有区区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久

远。两位作者的悲观看法是：技术社会迄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至多还可以发展

200年。取而代之的，或者是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一场全球灾难中终结，人口急剧减

少；或者是我们成功地调整现在的工业主义生活方式，开辟另一种能够长期持续

生存下去的方式，不再饥不择食般地在数十年内耗尽地球数十亿年才积累起来的

 



有限资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叫停粗放式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人类新的共识，

而转型的关键是探寻有效的替代模式，文化问题由此得以空前凸显。 

 

    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进行全面调研，以民族志的形式积累成为一

笔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资料宝库。作为借鉴和反照的镜子，众多还存活的原住

民文化和部落文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和文化观产生了反思和批判作用。

文化寻根思潮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影响，各种土著文化成为渴

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一面反光镜。女性主义者从这面镜中看到的是母性

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

共生；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和谐。着眼国内，自

上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新儒家和新道家，到当下的国学复兴和孔子热，唐装和复

古建筑等，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

可以理解为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潮流波及本国的必然表现。对于文化寻根，理论界

过去偏重于从文艺思潮去理解，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有待于提升到全民文化

自觉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去认识。 

 

    笔者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曾概括西方文化寻根的几大主题。如

“黑色风暴”和“凯尔特复兴”。针对白人种族主义的长久统治，以黑非洲文化

他者为再认识焦点的思想潮流，揭示东方古文明影响下的西方文明发生轮廓。针

对白人人种内部盎格鲁-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发掘和复兴西方文化自身的非主流的

少数族裔文化。理论代表是《凯尔特智慧》，文化产业的最成功代表是《哈利·

波特》小说和电影产品。再如“女神复兴”。在女性主义运动激荡下，反思五千

年以来确立的父权制文明的统治与压迫，希望找回史前女神文明的、阴柔的、和

平的价值，同时恢复女神信仰时代尊重大地母亲的生态智慧，使今日百孔千疮的

地球母亲得以在工业文明的摧残下保持生命存续的可能。代表著是《活着的女

神》；大众文化方面则有21世纪以来全球第一畅销书《达·芬奇密码》。又如

“东方转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不能代表人类未来的完美生存选择，向西方以

外的文化传统寻求新的替代性出路。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寻求拯救现代文明病症的

异文化药方，以及引导人类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误区的路径。代表著是

卡普拉的《转折点》一书。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风靡知识界，被翻译成

47国文字在全球流行，表明世人如何殷切期待“东方的时代”的到来。与此类似

的还有中国《易经》热和瑜伽热等现象。最后是“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

原来被殖民者征服和作为传教对象的“原始人”，成为陷入现代性危机的西方人

需要重新学习和效法的正面形象：天人合一的原生态形象。代表著除了前面提到

的《原始人的挑战》，还有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大众文化代表有去年轰动

全球文化市场的3D大片《阿凡达》。编导卡梅隆想象出的外太空潘多拉星球之纳

威人，作为想象中的原生态人，显然是以人类学家调研的各类原始人为原型的，

其批判目的是拯救濒临绝境的地球。无论是生态女性主义呼唤的女神复兴，还是

东方转向所追求的非西方价值观念，都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全球思想的生态

转向，势在必然。其对经济理论转型的影响，体现在泰国佛教学者佩尤托《佛教

经济学》一书，要求不能脱离环境与社会的整体去看待经济，尖锐批判增长癖和

GDP崇拜。 

 

    以上文化寻根的各种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呼应的文化大潮，体现

着20世纪后期全球思想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变革趋势。它会影响到21世纪世界

文化走向的基本格局，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战略具有必要的参照意义。文化寻

根使当代人意识到：现代社会必须注意改变或防止在资本和利润的追逐中忽视人

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强调经济转型的同时，重审本

土的文化资源，引导全民的文化自觉，重建国家文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在

认识中国文化与中国模式方面，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提示从文明发



生源头入手，探寻华夏文明发生的独特因素，重新区分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重建多民族互动融合的中国文化观，探寻中华认同的核心价值及凝聚力，并将中

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作为再认识的目标，努力揭示华夏文明特有的生

命力之谜：她兼容并包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她克服天灾人祸的自我复原能力和

地大物博所带来多种生态环境适应能力。希望能够提出更加贴切地认识和表述中

国文化复杂性的新方法范式，相对弥补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之间的对立与隔阂，

为全球多元文化共存提供理论参照和丰富的事实依据。 

    （注：作者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10）“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本文为项目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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