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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证论 

 

实证论或实证主义是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论之一。实证主义者注重“确实性”和“精确性”。一切“以被观

察到的事实为基础”，以准确、可靠的资料来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或假设。实证主义者认为，不仅自然科学应从

属于观察和事实，社会科学也必须如此。社会科学只有以观察和事实为基础，把社会现象看作如同自然现象一样，

具有规律性并可预见的东西来把握时，它才能成为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因此，实证又是证实主

义，有人称之为“社会实证论”。大多数人类学家的方法论都是实证主义的，均以当时世界上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

和历史文献上的资料为根据进行分析比较，分析人类社会和文化起源、发展、传播及结构和功能等。 

 

二、整体论 

 

整体论是现代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整体论者认为，整体决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整体的性

质不同于构成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的性质，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理解各组成部分的性质。各种文化元素都不是独立存

在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在研究某一文化元素或文化现象时，必须把它放在该文化整体中进行分析，否

则就不可能理解其真实的意义。整体论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扩大视野，掌握全面的知识，认识事物的全貌，把握事

物发展的全过程，从整体的角度去分析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过程。整体论这一方法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功能学

派。他们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一个社会的各种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制度等）正像一个机体的各种器

官，各自发生功能，共同维持一个整体的存在。正如人体有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分泌系统、排泄系统、生殖系统

一样，虽然功能各异，但都是为了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存和健康而发挥功能。而且，一旦某一系统发生问题，都会影

响到其他系统。因此，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种文化元素时，如不从整体的关系去研究，则对任何部分的文化元素都不

能明了。应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整个文化有机体中进行剖析，既要探讨它与其他文化元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探讨

它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外界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主客二元论 

 

主客二元论即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两种方法。主位和客位这一对概念是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派克于1954

年提出来的。主位和客位这两个术语源于语音学的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鄄netic）。派克发现语音学中的

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netic）相互对立，于是去掉“phone”词头，发明了主位（emic）和客位（etic）

这两个术语。人类学家把“主位”和“客位”引入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并形成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两种方法。客位

研究是从研究者、文化外部的角度去研究一种文化，通常运用研究者自己或他人创立理论和方法对被研究者的文化

所进行的研究。也就是研究者使用像国际音标那样的、适用于任何文化的理论、概念、术语和分析框架，分析世界

各民族的文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并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和检验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正确与否，进而产生的新

理论和方法。主位研究法是从文化外部分析异文化的一种方法。人类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客位研究。主位研究

是从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的角度去分析异文化，研究这一文化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它提倡根据一个社会或一个民

 



族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架构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反对用研究者的价值标准从外部去审视一个社会的文化，反对

以在其他文化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规律等为框架去分析被调查民族的文化。主位研究以个别文化的研究为目

的，研究该文化是如何适应环境的。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长期生活在被调查者地区，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在调查

和分析中，发现该文化中像音素那样的有核心意义的概念和术语，并用其概念和术语分析该文化的整个体系。这

样，不必加入研究者的主观思维，而由研究对象来说话。结构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完全相反，结构主

义人类学采取的是从研究者的、文化外部的视角来研究的“客位的”研究方法；象征人类学采取的是从被研究者

的、文化内部的视角来研究的“主位的”的研究方法。客位 主位研究法提出的目的是在全世界文化中，首先进行

个别文化的“主位”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所有文化的比较研究，探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个别文化的特殊性。

因此，“主位”与“客位”研究，并不是对立的方法，而是紧密相连的方法，主位研究的主要目的除了客观地研究

个别文化外，同时也为客位研究提供更科学、更丰富的个别文化资料。关于田野调查的方法，究竟是采用客位研究

还是主位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主位研究，人类学界有各种不同的争论。对于完全陌生的、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或地

区文化，进行主位调查和研究是有必要的。对于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或研究自己十分熟悉的文化及与自己的文化相

似的文化，则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方法。在具体调查研究中，对于差异大的文化，研究者完全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

完全用被研究者的思维去思考，并非一年半载就能做到。在信息化时代，鲜为人知的文化已不多见。当前和今后的

人类学研究方法，应采用客位研究和主位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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