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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启福

访谈是民族学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手段。 资料图片

  民族学是通过文化来探讨人性、族性、社会和世界的一门学科。它旨在关注基层社

区、社会和国家，以书写“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历史和生活为学科宗旨，进而

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助和彼此尊重。在研究中，民族学倡导在文化相对论和整体

论的指导下，通过文献分析、参与观察、焦点访谈、系谱调查和社会学问卷等方法来收

集资料。这些方法论研究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关于方法论、研究主题和民族志作

品该为那些群体服务，却没有形成一致的范式。故笔者认为，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应

该对方法论、研究主题和民族志为谁服务做一定反思，以此实现更多反馈、交流与共

赢。 

  民族学家的反思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族学界在社会后现代转型的影响推动下，对学科研究过

程做过大量自我反思，其中最激进的代表是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

米开尔·费切尔、詹姆斯·布恩和格尔茨为数不多的学生保罗·拉比诺等人。上世纪80

年代，学界出版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和《写文化》两本标志性论著，成为人类

学界反思写文化研究的高潮。在这场“写文化”反思浪潮中，研究者们分别从阐释民族

志、实验民族志、文化翻译、科学主义、异文化表述以及本土文化等方面对各时期的经

典民族志文本展开检讨，并开放性地指出未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存在多样性的可

能。 

  在研究者身份的反思层面，美国华盛顿大学尤金·S·胡恩教授在《大河：半山哥

伦比亚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土地》一书中这样写道：现在，人类学家在印第安人中的名声

很差。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极力反对白人人类学家来研究他们。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类

学家都是一帮“文化小偷”，他们经常以学习的名义进入小村，然后住下。之后，每天

早起晚归地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的，看起来非常的奇怪。然而最可恨的是，他们时而还

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下别人说过的话，最后整理成书，完事后也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处

境。另外，他们也认为，考古学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他们到处乱挖，其中最能让他

们兴奋的事就是挖到古印地安人的骷髅。同样是拍照和记录，最后再把它们都放在博物

馆里当宝。胡恩教授对人类学家在印第安人中名声的描述，一定程度反映了现阶段美国

人类学家在本土研究的尴尬与缺位。 

  著名学者王铭铭指出：“人类学研究重视他者，但他者是谁，人们却没有给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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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定义。”如果“他者”是指异族异邦异文化或与“自我”不同的文化和人，那么

中国的人类学在本土（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方面的研究远胜于美国。但在海外研究方

面，由于中国并没有拓展殖民的历史，故在海外民族志方面起步较晚。虽然中国历史上

曾有很多商人、使节和旅行家对异邦社会的风俗和传说作过考察，如元代汪大渊的《岛

夷志略》、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但现代意义上的海外民族志书写在中国起步较

晚。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更多是针对国情和国人为增强对异域社会的了解和交流而提

出的，它与西方海外民族志的起源完全不同。但近些年，随着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互动

增多，中国的人类学发展有必要走向世界，走上国际舞台，传播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与经

验，研究和考察异国的民族与文化，增加各国之间的了解与自我反思。 

  那么，中国的人类学在开展海外研究时，应该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又该如何超越

和反思殖民人类学或者帝国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呢？另外，中国的人类学理论又该如何为

国际人类学借鉴和服务呢？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反思和研究。 

  民族学家的缺位 

  人类学源于西方，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但进入中国却始于20世纪初。起初，它局

限在学校，后来随着社会的需要、学者的努力以及科研领域的扩大，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开始扩展到汉民族（核心圈）、少数民族（中间圈）和海外民族研究（外圈）。人类学

的研究主题也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而丰富。但在一些话题和地域上，研究者或受很于文

化与政治疆界的双重束缚或由于自身的局限而无法将此纳入人类学领域。在一些所谓的

“敏感性”话题上，诸如艾滋病、尘肺病、卖淫、吸毒、逃税、偷渡、难民、矿工、矿

难和自治等方面，往往听不到人类学家的声音。大家往往以“敏感“为借口，忽视大众

的诉求和需求。笔者在调查矿工和尘肺病人的时候，曾被很多当地的官员和大学里的老

师告知，千万别去关注这些“敏感话题”和“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很敏感。而当笔者

调查矿工和患者的时候，他们却显现出相反的态度，极度要求笔者将他们的故事写进论

文，并且希望能将他们的苦楚告诉“政府”。然而，作为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这

样的处境时，我们是应该坚持所谓的“价值中立”，还是同他们一道拿起法律的武器为

他们维权，抑或逃避敏感性话题（村民的诉求）而只去研究或者关注少数人眼中的合理

性话题？这些问题都值得中国人类学家思考。 

  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区域，如边疆民族地区，在官员的眼中，这些地区都是敏

感的。但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农牧民来说，他们更期待以关注基层社区和“弱势群体”为

宗旨的民族学家来反映他们的生活现状，并聆听他们的声音。但吊诡的是，诸多的民族

学家们却在默默地寻找传统民族志里描述的村寨、社区和神圣空间，并没有去关注民族

地区的现实。更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少数民族和美洲原住民正在被学界浪漫化、原生态

化和怀旧化。尤其是一些环保组织者和人道主义援助者，他们打着环保、保护和人道的

名义，正试图将人类的家园建成公园和动物园。公园和保留地是美国社会一大特点，笔

者在某保留地调查的时候，曾与报道人交谈过保留地与公园的相似性。我们得出的结论

是，在某个时期，美国政府的确在用建设公园的思维来管理他们和设计保留地，并不考

虑当地人的感受与实际需求。 

  笔者之所以要做如上反思，一方面是基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关怀，即反思我们学

科不应过多关注少数人眼里的敏感而忽视大众的诉求。另一方面是笔者作为一名少数民

族研究生，在研究自己民族时，应该站在文化反思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

那样才能超越“自我”，实现与“他者”对话和相互学习。 

  民族学家为谁而写作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卫·M·费特曼在《民族志：步步深入》一书中讲到，

民族志学者的田野工作不是单单从主位的或者局内人的视角来收集资料，还要从客位的

或者外界的方法来阐释和反思研究对象。因此在民族志书写时，他建议“采用一种最清

晰的，可以让非学术界和不熟悉该文化或者研究的人敢兴趣且能理解的写作方式。”他

指出民族志作品应该以每个听众最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否则这些令人深思的故事将无人

了解。费特曼教授的要求势必给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书写民族志带来极大的挑战。如果

都按照研究对象所熟悉的语言来书写民族志，那又会导致民族志作品不易被异文化的人

了解的尴尬境地。那样民族学研究的路径可能会回到从“自我”到“他者”再回到“自

我”的研究模式，更不利于增进知识生产和凝聚共识。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他的民

族志能够真实反映研究对象的诉求，再加上朴实易懂的语言或方言，那无疑是一部为研

究者所做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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