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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笔者对《努尔人》这部书的全面解读和认识，然后着重分析了本书

第四章：努尔人的政治制度，并对努尔社会的部落制度、世仇制度、豹皮酋长、预言家进行

深入解读。笔者从努尔社会分裂与融合联想到自己生活的社会组织中的分裂与融合，将努尔

社会具有象征性地位的豹皮酋长与《萨摩亚人的成年中》萨摩亚社会有绝对权威的酋长进行

对比，从而综合分析努尔地区得以在无政府状态下有序的组织和发展的原因。阅读全书之后，

笔者发现，当地部落的分裂融合相关的集体意识、规则（法律）与现代社会行政组织相比，

无论在结构、运行、成员的基础联系方面都存在截然的不同。由此联想到我国目前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立。在文章最后，笔者由《努尔人》联系自己

熟知的其他结构功能主义和功能主义著作，做出相关评价。 

【【【【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 努尔人   裂变   融合   政治制度 

 

《努尔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对非洲苏丹地区

的努尔人进行为期一年多田野考察完成的一部经典人类学著作。1930 年，普理

查德出于政治要求开始对努尔人的居住地进行田野考察，在1930年到1936年间，

他曾多次进入努尔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在那里，他克服各种陌生、恐惧、无助等

困难，不断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住在当地努尔人的村落和营地里，每天观察他们

的生活，与他们进行直接的交流，真正地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获得所要研究的

第一首资料，并于 1936 年完成《努尔人》这部著作。 

这本书共有六个章节，第一章：对牛的兴趣；第二章：生态学特征；第三章：

时间与空间；第四章：政治制度；第五章：宗教制度；第六章：年龄组制度。有

学者提出，这本书概括起来也就是两大部分：（一）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二）

三种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亲属关系。它为人们描述了一个无政府的部落

是如何通过自身所分化出来的各个血缘组合和地缘团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冲突和

合作，从而达到有效的社会控制，并增强其社区内部的凝聚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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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论中，作者提出“尽管政治制度是该书的主题，但是，如果不把其所在

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的话，就无法理解这种政治制度。” 

因此，本书在前半部分着重写了努尔地区的环境因素和努尔人的生活方式。

这其中，出现最多的与努尔人息息相关的一个事物便是“牛”，牛是了解努尔人

生活经验的唯一窗口。努尔人对牛有一种特殊的珍视和特别的关爱，努尔人的日

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都与牛有关。牛是努尔人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和最重要的

社会财富，它是努尔人最为珍视的财产，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作者在书中这样

说道：“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一个畜栏中的每一头牛的历史都有所了解，他就不仅

在同时也了解了主人的所有亲属及姻亲关系，而且还了解了他们的所有神秘关

系。”努尔人的大部分社会行为都与牛有关，比如战争、婚丧、祭祀、生育等等

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们有一种倾向，即把所有的社会过程和关系都用牛来界定，

如果不借助牛，要想与努尔人讨论日常实践、社会关系、仪式行为、或者实际上

的任何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努尔人与牛的关系是共生性的，他们与牛群之间

形成了一个有着一致利益的共同体。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随季节而变动的居民的构成，展现了当地社会生活与自

然生态间的密切关系。而后，又说明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反映了生态与社

会所组成的活动的相互影响。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依次讲述了努尔地区政治的、继嗣的、年龄组的制

度，从而详细客观的为读者分析了努尔地区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和年龄组制度，

进而对“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里，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给于

解答。 

接下来，我将把这篇文章的重点落在本书的第四章——努尔社会的政治制度

上，以期实现对这本书的重点把握。 

从作者的看法出发，在裂变和融合制度的综合作用下，努尔地区得以在无政

府状态下有序的组织和发展。努尔人的最大的政治裂变分支就是部落，除此之外，

没有更大的政治群体。从裂变裂变裂变裂变的角度来看，部落被分成许多地域性的裂变分支，

这种裂变分支并不仅仅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划，因为每一裂变分支的成员都把自

己看成是属于一个独特的社区。最大的裂变支被称为一级部落支，把一级部落支

的裂变称为二级部落支，再由二级部落支裂变为三级部落支，三级部落支又由许



多村落构成。村落是努尔地区最小的政治单位，它由家庭性的群体构成，包括村

舍、家宅和棚屋。“每个部落支都有独特的名字、共同的情感及其专属的区域，

裂变支越小，其领土越紧凑，成员越毗邻，他们的一般社会纽带越多样、越亲密，

因而其团体情感就越强烈。”
2
从融合融合融合融合的角度来看，则更多的体现在战争的时候，

“任何一个裂变支的成员在与毗邻的同级的裂变支作战时，会与这些毗邻的同级

裂变支对抗起来，而在与较大的分支相对抗时，又会与这些毗邻的同级裂变支联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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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下图所示： 

分裂分裂分裂分裂：：：：    

总体裂变为 A、B 两部分，其中 B 裂变为 X、Y,当中的 X 裂变为 X1 和 X2；Y

裂变为 Y1 和 Y2，其中 Y2 又裂变为 Z1 和 Z2。 

融合融合融合融合：：：：    

⑴ 当 Z1 和 Z2 发生对立争执时，他们是各自相区别的个体 

⑵ 当 Z1 与 Y1 发生争执时，Z2 则会与 Z1 融合成为 Y2 再与 Y1 抗争。 

⑶ 同理，当 Y1 与 X1 相对立时，Y2 就会帮助 Y1，而 X2 也会帮助 X1，使这

种对立表现为 X 与 Y 的对立。 

⑷ 因此，当与 A 对立时，他的对立面就是整个 B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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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述这种在努尔地区的分裂与融合，在西方社会。中国社会也是如此。

以山东大学的两个学院“哲社学院”和“经济学院”为例，两个学院内部彼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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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裂：哲社学院有四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专业，每个专业有 1 到 2 个班级。

假设进行一场篮球比赛，如果是 10 级社会学的比赛，那么 10 级社会学一班和

10 级社会学二班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如果是 10 级社会学与 10 级哲学比

赛，那么社会学一班和社会学二班便融合成一个单位，与哲学班进行对抗。同理，

如果是 10 级与 09 级比赛，那么每个年级社会学专业便会与哲学专业融合，一起

对抗另外一个年级。以此类推，当哲社学院与经济学院比赛的时候，这个哲社学

院四个年级，便会融合为一起，齐心协力对抗经济学院。（下图即为哲社学院内

部的分裂与融合示意图。） 

 

哲社学院学生 

 

 

大三大四哲社学生(08、07 级)        大一大二哲社学生（09、10 级） 

 

 

 

 

 

 

 

因此，在作者来看，这种部落的裂变和融合的制度将努尔地区的人们从地缘

上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小团体，再融合成一个大的部落，从而在使之其有序运行

下去，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无政府状态中起重要作用。 

在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上，世仇制度和豹皮酋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关

键的。在努尔社会“酋长”是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没有政治上的权威。事实上，

努尔人没有任何政府，他们的情形可以描述为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 

“世仇”这个词实在努尔人政治制度这一章中最常出现的词语。世仇是指在

部落内部，各个地方性地区之间的长期的相互敌对状态，它是一种部落制度。努

尔人非常好械斗，因此部落间的世仇较多也不足为怪。引发努尔人械斗的原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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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比如，关于牛的争执；牛羊吃了他人的高粱并遭其痛打；一个人打了别人的

小儿子；通奸；畜牧权；未经主人允许而取走别人的物品，尤其是舞蹈饰品等等。

如果一个努尔人认为自己遭到侮辱，他会当即进行械斗。这种习惯的形成得从努

尔人小时候说起，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被大人怂恿用械斗来解决所有争

执，长大以后，他们认为械斗中的技能是最必要的本领，胆量是最高贵的品质。

这一系列原因，造就了好械斗的努尔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没有法律、

没有政府的地区，努尔部落的豹皮酋长、预言家们就处在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如果一个努尔人杀了人，他会赶到豹皮酋长家里躲避对方的报复，因为酋长

是神圣的，他的家宅中不允许飞血四溅，所以复仇者很难找到报复的机会。为了

尽快解决这次凶杀案件，只能通过赔偿来消解对方的怨气。“杀人偿牛”这是用

以解决努尔人杀人以后的保护凶手生命的唯一办法。在这个赔偿的过程中，唯有

酋长才能做好调停谈判的工作。但是所有的努尔人都认为，尽管有了赔偿和献祭，

世仇仍会永远继续下去，因为死者家属在复仇中想索取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不

是他的牛。所以，虽然表面上频繁的械斗和持续不减的敌对行为没有了，但极度

的怨恕和世仇争斗却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需要注意的是，世仇发生在与外族之间和与近亲之间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其

当事人之间的结构距离很窄、关系很近的的有限的社会环境中，世仇解决起来会

相对容易；但随着环境的扩展、关系的疏远，世仇就变成了战争形式，就会更加

难以解决。世仇既可以通过复仇来解决，也可以通过赔偿来解决。但是，只有当

争执双方主观上希望事件得以和平解决的时候，酋长的介入才可能成功。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酋长只是被看做是“某种类型的世仇得以解决以及某种

类型的污秽得以拭掉的代理人。所以说，在努尔社会豹皮酋长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神圣的人物”，而没有政治上的权威。 

这使我想起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对当地政治制度的描述，在萨摩亚

社会，政治权利主要是由酋长和议事酋长组成最核心的政治组织“福努会”行驶，

最高统领者是大酋长。一个萨摩亚人的村庄由三四十户组成，每一户由一个被称

作“玛泰”的头人负责管理。这些头人或具有酋长似的头衔，或具有议事酋长的

头衔，他们是公共事务的发言人，是酋长的代言人和使节。一个户由一二十个人

或因血缘、或因姻缘、或因收养和玛泰或她的妻子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们彼此间



往往没什么亲密关系，与西方社会的家庭不同。村庄里有才干的男青年则被推举

为“玛泰”，进入权力圈。如果一个男青年被推举为玛泰，那么就意味着他再也

不能跟以前的同伴自由亲密的交往了，因为玛泰只能跟玛泰交往。每个村庄有一

两个大酋长，他能把自己户中的女孩子封为“陶泊”，“陶泊”具有礼节上的崇高

地位，作为每一户的代表参加对外交涉，某种程度上也是全体妇女的崇拜偶像，

代表贞洁。 

等级在萨摩亚社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村子的地位取决于该村大酋长的等级

地位，而一户的名望取决于该户玛泰的头衔。头衔有两个等级：酋长和议事酋长；

除了该户的领导者身份外，每个头衔都还负有许多其他责任，也享有许多其他特

权。因此，萨摩亚人把等级堪称是利益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萨摩亚社会的统治者有一整套的统治制度和继承制度，他们地位尊贵，有名

义上和实际上的权威，甚至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例外，这就与努尔社会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没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机制也间接为努尔社会“分裂与融合”的政治

制度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从而实现努尔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有序、稳定的发展。 

除此之外，我想要探讨的是努尔地区的“预言家”，在努尔人看来，预言家

是一个被天上的精灵或神所附身的人，他们认为这些精灵或神是天帝的儿子。因

此，预言家在努尔社会中获得了比别人更神圣的地位和更广发的影响力。但是，

与豹皮酋长不同的是，预言家并不是部落结构的一种机制，而是毗邻的部落之间

进行联盟的关键人物。因为，预言家是领导并发起对丁卡人的袭击行动和抵抗阿

拉伯和欧洲人侵略的行动的人。他是部落性的人物，是部落的象征。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努尔诸部落与其他人群之间以及部落与部落之间

的结构关系是通过战争的制度而得以维持的，同一部落的裂变支之间的结构关系

则是通过世仇制度来维持的。他们没有中央行政管理，豹皮酋长只是一种仪式代

理人，而预言家的出现，则使努尔部落与部落之间形成了凝聚力和和团结一致的

机制。这种政治制度是以亲属组织为基础的，当地部落的分裂融合相关的集体意

识、规则（法律）与现代社会行政组织相比，无论在结构、运行、成员的基础联

系方面都存在截然的不同，这种基于分裂融合的表象触及的社会文化的实质，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还可以将其政治制度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资本主

义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进行比较分析，形成更全面的认识。 



通过对第四章“努尔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解读，深刻理解了作者引入的对立

裂变概念——用裂变和融合的制度作为努尔社会内部整合的机制进行描绘和分

析。它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名篇，但其中有很多功能主义的分析，使我想起了另外

两本人类学著作：《安达曼岛人》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虽然他们有很多相异

之处，但三本书都是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都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以社会全貌

观为指导，考察与研究对象相关联的各个方面的现象，比如西太平洋的库拉交易

中的巫术、仪式、经济生活；安达曼岛人的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巫术信

仰；努尔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政治结构等等。通过对此类作品的阅读，也加深了我

对人类学的认识，带来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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