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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中国人类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由于学术渊源的差别,自
上世纪30年代起,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传统:北方以燕
京大学、北京大学为基地,以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杨堃、林耀华等
人为代表,秉持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学结合紧密,
被称 为中国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南方则以中央研究院及厦门大学、中
山大学为基地,以凌纯声、芮逸夫、林惠祥、杨成志、卫惠林等人为主
将,受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具体主义影响深刻,与历史学关系密切,被称
为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学派”。这两大传统各有侧重,影响深远,并在理论
和方法上形成互补和呼应,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和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
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对于功能学派强调社区方法论、主张社区作为社会缩影的整体性、
注重社会构成的功能与结构分析、并以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为己任,历史学
派历来以从人类学视角关注历史问题并糅合史学方法为旨趣,着重于探讨
社会、文化的变迁,注重史料考据和古今比较,以分析和还原民族或社会、
文化的历史过程为目标。在长期的探索中,历史学派人类学在以下传统领
域形成了鲜明的流派特色。  

  ——中国民族史研究。既关注总体的中国民族史进程及其与国体史的
对应关系分析,又关注由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所构成的古今各民族分
类、形成、发展、演变的族体史及其与区域文化关系的追溯。由于强调以
人类学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材料,该学派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整体观。一是人
类学的学科整体性追求:践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
古学人类学及民族志的综合研究,因而具有“全域性”的特点,同时又自觉
回归历史,主张“人类学是一门用历史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科学”。
二是历史—文化的整体观:与功能学派强调社区作为社会“缩影”的整体
性相对照,历史学派的整体观注重民族或文化形态必须在历史过程的整体
性中加以解释,并在建立民族史的总体框架,以及对历史文献中民族志资料
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上贡献卓著。  

  ——物质文化研究。以物质文化为界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并以物质文
化的起源、形成、传播、变迁来复原民族过程和社会过程,是历史学派另
一个悠久而富有特色的传统。从史前物质文化到近现代各民族物质文化,
从物的经济到物的习俗,从物的类型比较到物的传播过程,从物的功能、器
用到物的观念、象征——历史学派所呈现的物质文化,不仅是构成社会发
展史的客观基础,同时也通过寻找“躲在文化背后的民族”还原出“物”
与“人”(社会)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创立了南方民族物质文化史的
谱系,而且由物质文化特征所抽象出来的概念,诸如“东南区”、“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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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东南—南洋区”、“环太平洋文化圈”等,成为经典的区系类型
学说和区域“民族—文化”模型的基础。  

  ——从民俗到宇宙观。由于历史学派与民俗学运动在南方的兴起关系
密切,两者的交叉互动不仅使民俗研究成为跨学科的试验场,而且促成了人
类学、历史学均重视民间文献与民俗生活的方法取向。这一领域的研究,
从民俗的起源、分布、变异出发,兼及相关的“文化丛”分析,在方法上强
调文献稽考与实态观察互参互证,主张从社会文化整体和历史发展脉络中
揭示民俗的性质,并追求从民俗解析达到对大众思想和观念世界的理解。
这些探讨开创性地体现了对“人观”和“宇宙观”的思考,并为打通“民
间文化”与“精英文化”提供了范例。  

  ——文化类型与文明史。以物质文化及区域“民族—文化”体系为基
础,历史学派初步建立了一种从文化类型到文明史的解释模型。该领域立
足于史前物质文化的区系类型,结合文化分析与社会分析,使对各时期国家
形态发展史的探讨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既突破了中原中心模式,又顾
及了不同文明形态与中原文明的密切互动,以及文明史与国家史的多维关
联,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模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些
研究对东南区域“民族—文化”体系在东亚、东南亚及环太平洋的“中
介”和“通道”地位的界定,为在当代寻求以“天下观”为纽带的本土人
类学文明比较研究开启了窗口。  

二 二 二 二  

  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功能学派由于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在“传统—
现代”的重大变革研究中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由这一传统所倡导的社区
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取向。相比之下,由于对历史学
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进化论、传播论等早期人类学理论流派已淡出
主流,加之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该学派的传统因受到多方挑战而有式微之
虞。毋庸置疑,历史学派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局限,但这些局限多属
“时代”的烙印,它“以人类学眼光处理中国材料”的基本立场决定了它
是一个可以与时俱进的传统,若在理论更新、视野拓展的基础上自我扬弃,
定能寻求与现实需求和当代学术热点的紧密结合,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物质文化研究仍大有可为。物质研究在当代国际人类学的回归,
已表明新时期的物质研究与后现代的有益反思并不矛盾。强调物质文化研
究的根本性,可以避免把物质与社会文化相割裂,过分强调文化的个体经
验、主观直觉从而导致某种“不可知论”的弊病。历史学派在物质的社会
属性、物质的文化史等方面多有建树,而物质世界的流动性与意义转换,
“物”与“人”的相互生产和塑造,中国传统社会不同时空、不同族群关
于物质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与更高层级的社会文化和知识体系的
互动关系等等,将极大地丰富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这一组经典关系的内
涵,并深化我们对其的理解。  

  第二,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的整体观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
历史学派的研究始终围绕“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这一大主题,同时
又能兼顾整体的综合与单个民族或文化现象的深入探讨,使“整体的局
部”与“局部的整体”之间有机的、相对的关系得到了辩证的体现。这一
方法既回应了在中国研究中如何做“厚描”的问题,又能有效校正当代社
会人文研究普遍存在的“碎化”倾向。相对于社区方法论之于中国“复杂
社会”研究的张力而言,历史学派在这方面的矛盾较不明显,正是因为他们
找到了连接“简单”与“复杂”、“小地方”与“大国家”之间的桥梁:
历史。而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和分层及其与中国的整体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则是近年来各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第三,从民俗到宇宙观,仍然是推动跨学科对话与整合的重要动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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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兴起并引起广泛参与和讨论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发端于此。由于民俗
与宇宙观所代表的恰是“文化”的两端——“表象”与“结构”,因此从
民俗到宇宙观的研究,既能打通社会组织与观念世界,也是摆脱“变—不
变”二元对立的纠缠、寻求文化及其传承机制的必由之路。对于时下文化
遗产热中视“遗产”为“碎片”、或把它抽离出民俗而使之“博物化”或
“商业化”的倾向,也只有把“穿越时间的文化”置于从民俗到宇宙观的
体系之中来把握,才能纠正其偏颇并充分还原“遗产”作为文化“活体”
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作为人类学的立足之本与最终诉求,文化类型与文明史研究,不
仅可以突破“国家—社会”框架的束缚,还能打破各种“中心主义”的偏
见,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和分析世界秩序的形成演变以及中国的文
化和历史在其中的位置。就近年来一再被强调的人类学的中国化努力而
言,在“国家”框架下积累的“地方性”民族志书写,虽成果丰硕,但也面
临“太过本土化”的批评。而重返并更新从文化类型到文明史研究的视
角,对于把中国人类学引领至更具有“世界眼光”的高度无疑具有积极意
义。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厦厦厦厦门门门门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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