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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回顾 

口 张 宁 赵利生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从无到有，经历 了译介国外学说和理论到逐步 

呈发展之势，并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转向自觉本土化的应用研究。本文回顾了三十年来学界对此所做的研究 

212作，意在对学者们在理论分析与田野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与不足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讨论后续可能的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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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宁，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赵利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 

究中心教授 、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20) 

一

、 引言 

十年来学界对医学人类学研究从无到有，经历了 

译介国外学说、理论到逐步呈发展之势，并在吸收借鉴的 

过程中转向自觉本土化的应用研究。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中国人类学学会编辑的《医学人类学论文集》和《人类学 

研究》①的出版，标志着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我国 

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期刊论文、 

专著、学位论文等形式 ，研究 内容大体包括 以下四个方 

面：一，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体质性研究；二，医学人类学的 

社会文化性研究；三，医学人类学对民族 、传统医学的研 

究；四，医学人类学对公共卫生、临床医学问题的田野调 

查研究 。 

同时在学科建设方面也取得 了较大成绩，一些综合 

性重点大学和研究院所都 已建立 了专门从事医学人类学 

研究的机构 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 

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招收医学人类学方向 

的研究生；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招收医学人 

类学方向博士后；复旦大学成立 了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与哈佛大学合作开展学术交流 、研究等活动；兰州大学西 

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合作研究“西北地区穆 

斯林妇女的健康问题”；中山大学成立“医学人类学与行 

为健康研究中心”并与昆明医学院健康所合作开展交叉 

研究与研究生培养 ；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 

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上海 

市社会科学院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华 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 

院，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 ，辽宁医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等。 

我国学界关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 自一开始，就以生 

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形成了两大学术研究视角。2009年7 

月底在昆明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 

大会上召开的医学人类学分会中，就提交的会议论文研 

究内容 上分析，基本上仍然遵循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两 

大研究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张有春博士撰文详细介绍了 

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视角。 中山大学陈华博士将 

医学人类学定义为“医学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观点和方 

法，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 

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的一 

门学科。” 但随着学科之间以及内部的研究分化、细化、 

交叉 ，医学人类学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领域 、新方法。医 

学人类学这两种研究视角源于其 自身学科的特点性质， 

云南大学王筑生先生指出：“它不仅仅是人类学对人类医 

药卫生的边际兴趣 ，也不仅仅是医学对人类学知识的实 

用主义地借用 ，而是人类对于自己的文化多样性的新认 

识 ，对于人、社会 、自然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解与探索。简言 

之 ，医学人类学是对于过去知识领域的反思和新的综合 

的结果 ，是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产儿。” 

综上所述，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体质性研究 ；医 

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性研究(包括医学人类学对民族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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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医学研究；医学人类学对公共卫生、临床医学问题的实 

证研究)两个方面对学界j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同顾。 

二、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体质性研究 

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体质性研究是该学科重要组成部 

分，学界对此有广泛共识。生物体质性对于人类来说 ，其 

研究范畴就是针对人体结构和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群 

体和个体在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下，有机体任生 K、发育和 

衰老过程，形或的结构、机能和代谢上相对稳定的特殊状 

态，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机体生理反应的特异性，机体对某 

种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病变的倾向性。瓮乃群先 

生指出：“其渊源可 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体质人类学对进 

化、适应、比较解剖学和人种的探泔。” 张有春认为：“2O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人类学家试图重新整合各分支学 

科，他们吸收来 自进化生物学尤其是生态学的概念与理 

论框架，考察疾病、环境及人类文化二者之间的动态关 

系，提出物理环境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足疾病与治疗的 

首要决定因素，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义化视角，显示 

了医学人类学贯通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努力。相关研 

究涉及进化生物学 、遗传学、营养学、生态学及文化适应 

等问题，其 中“适 应”(adaptation)是该视 角 的核心概 

念。” 

张有春博士的论文对西方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研 

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一些研究个案进行了介绍，文章 

指出“从疾病 、环境及人类文化 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可 

以发现物理环境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疾病 与治疗的首 

要决定凶素，此即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视角。2O世纪 

8O年代末 ，生物文化视角受到了持批判视角的医学人类 

学家的猛烈抨击，他们主张有必要把宏观的社会政治 一 

经济变量纳入到其生态学模式之中，但生物文化这一源 

自人类学整体论传统的研究视角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疾 

病与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对以文化解释文化的丰_卜会文化 

行为做了补充。” 文化博士存其文章中对医学人类学研 

究领域之一的医学生态学概述为“医学生态学以生态学 

的观点视人类群体为生物的和文化的单元，研究生态系 

统、健康和人类进化之间相互关系。它以健康是人类适 

应环境成功的表现，生病则是人类没有完全适应环境；疾 

病与人类的体质和文化一样，也是进化的且同步的为理 

论前提。它的关键概念是“适应”(adaption)，即人类群体 

为增加生存与繁育成功的机会而进行的变化和凋整。研 

究的主要对象是生活在恶劣环境中与外界隔绝的群体 ；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生计方式 与营养、慢性病与传染病、群 

体规模 、人 口密度与迁移性 ，长期的人口变迁等。” 陈华 

博士的论文对医学人类学的生物研究渊源于体质人类学 

的研究进展评述道 ：“曾在医学院校解剖学系执教的许多 

体质人类学家对人类生物学课题非常关注。他们开展关 

于营养与生长发育、体格与诸如关节炎、溃疡、贫血和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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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等各种疾病的关系以及血清学等方面的研究。美国 

人类学家安德伍德(J·H·Underwood)等人试图观察人 

类进化的影响以及诸如迁徙、建立殖民地和都市化的发 

展等文化 素对各种群体的不同影响，以期对疾病过程 

有更厂 泛的 _『解。英 囤学 者法 因斯 (R ·Fiennes)甚 至认 

为，自从农业发明以来，人类群体所遇到的疾病是文明生 

活方式的特定结果。体质人类学家还长期从事对人类遗 

传病的流行情况、法医人类学和应用人体测量学的研究 

lT作 ．” 辽宁医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席焕久先生的《医学人 

类学》 专著里在第六章专门论述医学人类学与生态学的 

关系，分别包括了：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疾病生态学、饮食、 

疾病与进化 、生态学与人类健康、人类对环境的适应 、占 

病理学等六个部分。将医学人类学生物视角应用于实践 

研究中的有：“广东外来人群的适应性”课题，形成研究成 

果《流动人群的适应与健康》 。课题探讨流动人群的适 

应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问题 ，选取流动人口最多的广东省 

的广州市以及番禺区、珠海市、南海市等流动人群比较集 

中的地区为田野调查点。该研究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证实 

了气候适应和心理适应 与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随着学科间的交义研究 ，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体质性 

研究中出现 了一 新 的研究领域，并取得 了很大进展。 

分子人类学 (Molecular Anthropology)、法医体质人类学 

(Forensic Anthropology)、 人类学(Paleo Anthropology)等 

都是生物体质人类学与医学人类学相互交叉研究的新领 

域。尤其在民族基【大I方面，我国学者也进行卓有成效的 

研究工作。费孝通先牛指出：“总之，我们在进行民族基 

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 、人文特点，同时 

还应考虑来 自各民族 A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 、疾病医药 

的关 系。我相信这 ·研究 ，除 自然科学 的意义之外 ，在学 

术上和实践应用上，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力推 

动。” ‘随着 20世纪 90年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兴 

起 ，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周家参与了国际基p寸组的研 

究工作。同时，开展 了中国多民族国家遗传多样性的研 

究 ，对中同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和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 

取得 与圈际先进水平相差无几的学术成果 金力先生 

与其研究生通过 Y染色体系统地对东亚人群北迁进行的 

研究。吩此外 ，通过遗传学和基因的方法，研究传统体质人 

类学的变异究竞是哪些变异造成的。⑩辽宁医学院席焕久 

教授主编的《两藏藏族人类学研究》町从医学人类学 、分子 

人类学、法医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等角度，对藏族人的体 

质特征、掌指纹特点 、DNA遗传多态性及口腔健康等进行 

了深入的论述，得出了两藏藏族体质特征和藏族青少年 

的各种体质常数，同时与其他民族做了对比与分析，并提 

出了西藏藏族起源的生物学线索及改善西藏藏族青少年 

身心健康的建议。王希隆与谢小冬二位教授合作开展对 

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民族基因的研究∞丁作有助于社会 

科学工作者解决回族的起源演化问题，还将为回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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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学基因组学、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直接 

为回族群体的人 口健康服务，将对回族学研究产生重要 

的推动作用。另外在古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 成功运用 

考古学与医学人类学方法探讨一定文化时期内一个群体 

当中疾病发生的原因(病冈学)及频度(流行病学)，从所 

取 得的疾病模式找出社会 、经济 及政治方面的差异 。 

综上所述，我 圈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体质性研究立足 

于人类 与环境变 迁 的“适应 性 ”视角 ，通 过 田野调查 的 研 

究方法借鉴多学科知识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与外部环 

境的互动、适应进行深入的分析 ，在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人 

类适应环境行为的干预措施从而改善人类的健康。正如 

格鲁克曼和汉森教授对尼泊尔境内夏尔巴人在极端环境 

生存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指出“人类可以在某些极端环境 

中生存，我们可以使 自身与多种环境匹配。环境与 自身 

构造越是错位，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种代价为错 

位范例 ，这种错位的代价往往是疾病。”∞环境 、疾病与人 

类的适应_==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构成医学人类学生物体质 

性研究的基础。此外，引进生物学“基 ”和遗传学方法 

对造成民族个体变异和个体疾病 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为 

服务各民族人 口健康有重要意义，也是学人们这些年研 

究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三、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性研究 

疾病与健康问题的丰t会文化性反思对医学人类学研 

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伴随着医疗领域层出不穷的问题， 

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疾病观受到巨大挑战，西方学界开 

始对西方医学机械的、传统 的、单一化 的疾病 观进行批 

判。与此同时我同学者将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译介到国 

内，学人们撰文从不同角度介绍 国外 的研究成果和讨论 

医学人类学相关问题。 对此我们将划分为两个时间段来 

评述。 

(一)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前期，积极译介国外 

学说并就相关议题展开学术对话与讨论。 

随着我国人类学专业的恢复重建和与国外学界同行 

的交流日益广泛，人类学的各分支学科得到 了相应 的引 

介 ，这其中包括医学人类学。上世纪 80年代到 9O年代前 

期 ，对医学人类学的介绍分别从医学界和人类学界几乎 

同步开始 ，这与学科 的联系紧密程度有关。医学界受医 

疗模式从生物模式转向社会文化模式反思思潮影响，讨 

论社会科学在疾病控制和治疗中的作用。李 国光 的《社 

会科学研究在病因探讨和疾病控制方面的应用》一文提 

到“今天已开始觉醒到，公共卫生的焦点应转移到人类本 

身及其社会，特别是同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 

状况和人类行为方面来。”鐾，文章介绍 了人类学家参与国 

际公共卫生运动的起源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医学领域的 

应用途径等。此外，还有直接对 幽外学者文章进行翻译 

介绍医学人类学概念 、研究方法的。Helman CG的《生物 

医学解释的局限性》固一文中介绍医学人类学研究范围和 

一 些研究实例，要提高现代医学模式的效率，必须摆脱西 

方医学的机械论和简 化，确立预防保健战略与社会参 

与相结合的体系。哈佛大学教授 Arthur Kleiman的《医学 

人类学：一门新兴的社会医学学科》 一文概括性的介绍 

了学科特点、发展历程、研究对象等。 

在医学界对医学人类学热烈讨论 的同时，人类学界 

的也关注着这门分支学科的发展。1985年召开的第二=届 

全国人类学学术会议其会议主题围绕“人类学的应用”展 

开 广泛的讨论，其中就包括医学人类学方面。 中山大 

学人类学系陈华博士是国内较早关注和研究医学人类学 

的学者之一 ，他的研究工作包括与黄新美合作译介了美 

国学者福斯特和安德森合著的《医学人类学》(1978年 

版)④，并于 1998年出版了专著《医学人类学导论》。王筑 

生先生在《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交叉——医学人类 

学》固中阐述了医学人类学在产生的背景和基于人类学 

“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广阔视野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应 

用性前景 ，并列举应用性研究的几个典型例证。王宁的 

《医学人类学》嚣一文对医学人类学在西方研究的历史沿 

革、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发展趋势进行全面梳理，对 

国内人类学研究丁作者了解、认识医学人类学学科起到 

重要作用。刘小幸博士的《医学人类学简介》@一文对西 

方医学人类学界主要是美国医学人类学学者的经典论著 

的梳理，介绍了自医学人类学兴起迄今学者们研究的领 

域和特点 ，文后参考文献 中列出了部分美国医学人类学 

经典 论著 ，为后 学查 阅相 关 文献 提供 了方 便。徐 一峰 的 

《医学人类学简介(1)、(2)》 文章也从不同角度介绍了 

西方医学人类学学者的部分研究观点和内容，并对医学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重点介绍。 

学人们除对国外相关医学人类学概念、学说、研究方 

法、研究内容等译介外 ，还纷纷著书立说讨论相关问题。 

杜治政在《健康 、疾病与文化环境》 一文中从生理病理过 

程的文化意义 、文化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健康疾病防治的 

理想文化环境三个方 面探讨健康疾病与文化之问的关 

系。阮芳赋认为“医学人类学研究原始部落里的医疗行 

为，原始部落的或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 、医疗观念以及它 

们对疾病和病患的发生、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研究，显 

然与医学社会学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是相互重合的。” 邱 

鸿钟提出“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所要研究的 

正是受社会文化特征影响的医学现象，和从医学方面来 

阐明的社会文化现象”。∞彭先导∞则在文章 中重点讨论 

了人类学与流行病学的连接点和可以相互借鉴研究方法 

等问题。旅英归来的马伯英先生和陈乐平先生∞更是直 

接探讨人类学在中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问题。郑晓云在 

《文化人类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中的应用研 

究》@一文中提出在防治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疾病时，必 

须借助于人类学的研究 ，从不同角度去寻找其发病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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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素，才能有效防止 与文化有直接关系 的疾病 出现。 

郑凡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生育健康中的应用》∞一文 

中对“生育健康”问题研究须加强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 ， 

从与医学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人的行为、观念与健康和疾 

病的关系，健康问题的性别因素、社会或社区因素、文化 

传统及经济基础的因素。陈运飘的《文化人类学与医药 

研究》圆一文以医药为一种文化现象，解释和探讨文化对 

医药的影响和作用。 

这一时期，国内还先后出版了几部关于医学人类学 

的研究专著，邱鸿钟的《医学与人类文化：医学文化社会 

学引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1月)，席焕久的 

《医学人类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月)还有陈华 

的《医学人类学导论》(中山大学 版社，1998年 5月)， 

这几部著作对医学人类学 的理论流派、学科特点、与社 

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关系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是国 

内学人最早接触和了解医学人类学的必读书目。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精神卫生问题的一场学术对话固 

在湖南医科大学的(现今的中南大学湘稚医学院)杨德森 

教授和肖水源教授与美国著名医学人类学家阿瑟 ·克莱 

曼教授(Arthur Kleinman，又译凯博文)之间展开，其结果 

引起了国内许多学人对双方埘话问题的关注，纷纷发表 

各自看法参与讨论。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在中国的医学人 

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粜，蚓时也摊动着 

内学人对医学人类学相关 问题研究 的关 注。阿瑟 ·克荣 

曼教授曾在上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在我国长沙的 

湖南医学院(后来的湖南医科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有关中 

国社会的病痛和医疗照顾的人类学和精神病学 田野研 

究，后形成著作《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 中同的抑 

郁 ·神经衰弱和病痛》(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2008年 3月)，他的研究将来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 

医的神经衰弱患者当作研究对象，以“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为主题，在倾听每一位应诊者自身关于苦难体验 

的诉说中提出了“躯体化”(somalization)的核心概念。另 
一 位来到中国做 田野调查研 究的冯珠娣教授 (Judith 

Farquhar)关注点集中于中医的医学人类 学研究，她于 

1982年 一1983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在 

1986年完成其博士论文《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Chi— 

nese Medicine))在随后的 1990年和 1991年在山东省继续 

做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Field research on rural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family illness management in Shan— 

dong Province”。冯珠娣教授认为从医学人类学视角研究 

中医潜力巨大，并对相关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综上所 述 ，这一 时期对 医学 人类学 社会 文化 性 的译 

介、讨论 、研究T作对国内学人们认识医学人类学这门学 

科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拓宽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视野。 

阿瑟 ·克莱曼教授与杨德森教授之间关于精神卫生问题 

的学术对话，让学人们开始反思“疾患”与“疾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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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及从医学人类学社会文化性的独特研究视角巾获 

得的渚多启发和兴趣。 

(二)20世纪 9O年代后期至今，学人们开始在田野调 

查 基础上 进行本 土化的 实证研 究。同时继 续译 介国外最 

新研究成果并与国外学界开展丰富多样的交流活动。 

与前一阶段医学界和人类学界共同关注医学人类学 

相 比，这一时期的我国 医学 人类学发展 的主要特点就 是 ， 

人类学界对医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本土化实证应 

用研究特别是针‘对一些流行疾病问题和传统民族医学应 

用开展了成效显著的田野调查研究。重大传染性疾病诸 

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相继在全国范围的爆发 

流行 ，对人民生命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以上传染性疾 

病的爆发促使人类学界加入对疾病问题的研究，探讨疾 

病背后的社会、文化、行为等影响 素，医学人类学通过 

特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存调查研究传染性疾病问题上获 

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对防治当地疾病的 

流行和日标人群的高风险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参与 

疾病研究的过程中，医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取得了空前的 

发展，在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中逐步丰富了我国医学人类 

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进一步构建中国医学人类学的 

中层理论奠定了基础。 

1．医学人类学对公共卫生、临床 医学问题的田野调 

查研 究 

在医学人类学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中，对艾滋病问题 

的应用研究可谓首屈一指。瓮乃群 。通过对云南四个村 

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河南一个村落的访问的基础上，提 

出艾滋病的蔓延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 

会文化制度不相协调的问题，艾滋病或性病的传播是与 

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并对质性研究方法 

在公共卫生和艾滋病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庄孔韶 

及其研究团队 存对公共 p生领域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包括：第一，以新的研 

究视角和方法论分析彝族 “虎 日”民间成毒法应用实践项 

目。第二，研究高风险人群之女性性服务者组织的流动 

特点，以便找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应对措施。景军 对艾 

滋病的分析集中于艾滋病谣言分析，面临艾滋病风险的 

人群行为分析、中圉血液买卖市场的后果分析，以及青少 

年吸毒问题。靳薇 提出“艾滋病女性化趋势”概念表明 

女性在艾滋病传播中的易感和脆弱，强调在研究中注意 

“社会性别”的视角。侯远高曲同绕两部少数民族地区毒 

品伤害与艾滋病传播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参与 

建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 发展 中心 开展致孤 儿童救助和 艾 

滋病家庭生计发腱等方面的实践活动。兰林友 与地方 

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利用人类学的主位视角，通过连续 

的累积的田野工作，积极探索地方文化特性 ，摸索具有地 

方特点的更具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防治策略。探讨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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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有效动员方式，推广定时定 

点 的干预模 式 ，探究 吸毒 人群 美沙 酮 维持 治疗 策略 推广 

过程中脱失率高的世界性难题 ，与美沙酮维持治疗 门诊 

点合作 ，尝试建立综合的医学的心理学 的社会学的十预 

模式。富晓星 通过对北京两个建筑工地(人民大学 、两 

四环某新建小区)，四川I、河南、湖北籍的建筑业农民工的 

调查，分析了他们的组织和流动特征及易感因素，提 出了 

有针对性艾滋病干预措施。此外 ，以“主位”视角同性恋 

草根组织志愿者身份深入沈阳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生活中 

参与观察，探讨了异性同性恋群体的身体 、行为和社会关 

系实践如何在城市空间“点儿”中得以组织 、表达和理解。 

并发现通过与同性恋群体 自身特点的互相作用，城市空 

间“点儿”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构建了能动 

平台。 

此外，关于医学人类学的应用研究还有庄孑L韶 主持 

的临终关怀的研究，运用人类学理论切入临终关怀实现 

了人类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跨学科 的临终关怀的理论与 

应用研究。潘天舒和张乐天 通过对浙北海宁地 禽流 

感流行 时所 采取的应对策略 的分析 ，阐述 当地 传统 的“调 

适性智慧”与现代流行防疫知识的有机结合，共同抗击瘟 

疫的传播。郭于华∞关注转基冈食品安全，从社会制度、 

文化传统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演变过程与特性中探讨中 

国社会结构背景和主流话语(知识——权力场域)下对转 

基冈技术的本土反应和消费荇的处境。吴飞 关于 中国 

自杀问题的研究阐释了 自杀现象背后深刻的文化、社会 

背景，特别是对中国华北农村妇女和老人的自杀的分析， 

对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文化有重要现实意义。其《浮 

生取义一一对华北某县 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被凯 

博文教授称为“这是全球范同内迄今为止关于 自杀问题 

最认真的田野研究，也是涂尔十以来最优秀的自杀研究。 

其结论挑战了，但也补充了精神医学的观点。同时，它也 

对中国农村文化的研究做 了重要贡献。”余成普 对近 

年来“血荒”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血荒”问题归根 

到底是一个组织问题的观点。而后，通过 中南 c市的案 

例，分析了采血机构应对血荒的决策和行动，指出采血机 

构对资源，尤其是行政资源的合适动员是可以转化为对 

民众的动员，从而实现血荒的消解。郇建立谚运用凯博文 

所倡导的“病痛叙述”思路对乳腺癌和产后抑郁症患者的 

心理体验加以考察研究，并探 讨相关社会支持系统 的构 

建。 

2．医学人类学对民族、传统医学的研究 

医学人类学对传统、民族医学的研究也取得 了丰厚 

的成果 ，主要集 中在对巫医和地方民族医疗体系的研究 

这两个方面。关于巫医的研究有乌f■其其格西、郭淑云 

对萨满和安代仪式功能的分析，刘小幸@、李永祥 对彝族 

毕摩和苏尼参与医疗实践的调查，还有杨文笔 对宁夏南 

部山Ⅸ回族都哇师的观察。以上对巫医的研究都注重阐 

释巫医参与医疗的仪式文化和功能作用，并分析巫医在 

当地民族社会文化场境 下存在 的合理性 和长久性 。关于 

地方民族性医疗体系的研究，医学人类学将医学体系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的情境 中对其进行解释。认为 

在复杂社会，医学现象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一系列医学体 

系的混合，即医学多元主义。在地方民族性医疗体系中， 

患病时都会有两种以上的治疗选择，每一种都可以作为 

其它方法的替代措施，它们共同在生活中发生作用。在 

这种多元选择之中，对病患原因的信仰，起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这种信仰是和当地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的。张实、 

刘志扬、徐君、孙金菊、龚方、刘平安、杨善华、杨蓉等@的 

文章通过对不同地区、民族医疗体系的田野调查 ，论述了 

地方 民族医疗体系发挥的积极作用，对国家医疗资源起 

到了重要补充作用。 

这一时期学人们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探讨医学人类学 

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著作 ，包括 ：邱鸿钟的《医学与人类文 

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月)，席焕久主编的 

《医学人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 7月)，徐一峰、 

严非编著的《文化与健康 ：医学人类学的实践》(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5年 6月)，陈华的《寻找健康——医学人类学 

调查与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 8月)，郭秀娟的 

《医学人类学》(新文京开发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2 

月)。在周外医学人类学著作译介工作方面 ，一些权威专 

家学者的论著被翻译出版，对国内学人学习和掌握国外 

学界研究现状起到 了积极作用。译介的著作 中包括有： 

苏珊 -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2003年 12月)，凯博文的《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 

与痊愈之道》(广州出版社，1998年 10月)、《道德的重量 ： 

在无常和危机前》(上海译文 出版社，2007年 12月)、《苦 

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现代中国的抑郁 ·神经衰弱和病 

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3月)、《疾痛的故事：苦难、 

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罗伯 

特 ·汉的《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东方 出版社，2010 

年 3月)，图姆斯的《病患的意义》(青岛出版社，2000年 5 

月)，古德的《医学 、理性与经验 ：一个人类学的视角》(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特罗斯特的《流行病与文 

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5月)，菲利普 ·布儒瓦的 

《生命的尊严 ：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北京大学出 

皈社，2009年 5月)，佩特里娜等著的《全球药物》(上海 

译文出版社，2010年 1月)米歇尔 ·福柯的《临床医学的 

诞生》(译林 出版社，2001年 8月)、《疯癫与文明》(生活 
·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月)、《性经验史》(上 

海人 民出版社 ，2005年 9月)。 

这一时期的学术交流合作活动也非常活跃，特别是 

哈佛大学 与 中国相关研究机构 的交流合作引人注 目。 

包括 2002年6月 ，由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哈佛 

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主办的“清华一哈佛 医学人类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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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举行；2007年 10月，南复且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组 

建的“复旦 一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基地 这对于推动 

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罩程碑意义， 

引起了中国人 类学界 的极大关 注。2009年 12月 ，以“健 

康与文化”为主题的首届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囝际学 

术研讨会在 中山大学举行等等 。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不论从深度 

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显然 

扮演 了重要角色 ，医学人 类学 的应用 研究 和对各 民族 医 

疗文化的研究已悄然兴起。医学人类学对疾病和健康的 

关注，更多的体现 学科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医学的社会 

学、人文性本质特征的需求。值i导注意的是，医学人类学 

家更加频繁的介入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领域和民族地区 

医疗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对我同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起 

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的 

最大特点就是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另一特点就是与 

国外学界的积极互动交流效果显著，一些学说 、理论漂洋 

过海介绍过来，使得国内学人们有了更好的学术指导并 

在 田野调查中广泛应用 。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学人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我国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还处 

于学科建设初期 ，无论从教材编写、人才培养 、理论构建 

还是本土化实证研究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而都还比较 

薄弱。在总结回顾上述研究成绩的基础 上，对后续可能 

的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几点讨论。 

(一)学科建设的加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学科建设首先要组织协调国内相关专家(包括医学 

界和人类学界)，统筹规划编写医学人类学的本科和研究 

生课程教材，基于医学人类学学科的特点，在课程授课时 

要加强医学界和人类学界的交流；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需 

要不断地加以 自我认识，处理好学科的规范化和本土化 

之间的关系，从、I 者要强调专业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学科 

基础理论和专业规 范是把 应用研 究 引向深入 的前 提 ，也 

是医学人类学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的必要条件?医学人类 

学的研究对象是建立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基础上的， 

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 

(二 )注重中层理论的提炼总结 

两方医学人类学界在扎实田野调查研究基础上，产 

生了“文化亲疏说”、“地方性的道德世界”、“社会的疾痛 

体验”、“生命文化过程”等众多中层理论和核心概念，对 

推动医学人类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理论的提炼总结是 

建立在对研究对象深刻观察和体验基础上的，我国学人 

们在借鉴吸收西方相关理论 的同时，也存一 领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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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研究的范式，比如庄孑L韶教授提出“作为文化的组 

织”存研究商业性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 、性病上起到的作 

用和吴飞存研究中国农村 自杀问题时 ，从哲学维度提 

“美好生活”和“过 日子”对理解不同于涂尔干关于西方社 

会自杀的“失范”有重要启发意义。疾病和健康问题也是 

社会 、文化问题，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面对 

的各种疾病和健康问题 与H俱增，单从医学角度很难理 

解和处理各种各样的疾病问题，所以存中国医学人类学 

研究的田野非常广泛 ，学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层理 

论的提炼总结成为可能和现实。 

(三)增强民族志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当前对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民族志质量的高低决 

定了该学科发展的深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相辅相成， 

民族志建立存田野调查上，田野调查需要民族志的深描 

来对疾病背后的文化进行阐释。没有深入的民族志研究 

过程就成为无本之木，通过高质量的民族志对所要研究 

的问题才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研究结果。高质量的民 

族志能体现出医学人类学学科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提高 

学科的应用价值一 

(四)加大 学术 交流范 围和译介经典著作 的力度 

医学人类学l在西方学界特别是是在美国、英国人类 

学界均是比较庞大的⋯个研究群体，全美从事医学人类 

学研究的人员在整个从事人类学研究人员中占很大 比 

例，这说 明了疾病与健康问题早已存人类学界引起了高 

度关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学府都是医学 

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同内许多学术机构已与上述大 

学开展各种交流活动。在新阶段，进一步加大对国外著 

名医学人类学著作 的译介和学术交流T作是非常必要 

的，对提高国内研究水平和拓宽研究视野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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