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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诸学科的分工中，人类学是关于异国、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之学。
这种定义的人类学，要纳入中国社会科学的体系却不是容易的事情。
发达国家的人类学主要是调查异国他乡（又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社会”）的学问，发展中国家
的学者模仿来他们国家做调查的（西方）人类学家的做法在自己国家进行类似的研究，发展成“家乡
人类学家”。
他们是在西方人类学家对世界的表述框架中开展对于自己社会的表述。
只有在下述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走出去看世界并表述世界：1）他们的国家在突破世界
政治经济格局，2）他们不满已经表述的世界图景，3）他们具备国外田野作业的经济条件、知识工具
（如对象国的语言）、社会路径（进入具体社区的社会关系）。
这恰恰就是中国的当下状态，所以就有中国的人类学田野作业成规模地走向世界。
    排在文集第一篇的文字是在记录，最后一篇文字完成得最晚（2008年1月整理），也是在记录。
这种记录像是流水账，也显得有所选择，关怀着呼之欲出的一些东西。
人类学是从日常生活的普通性中做出文章来，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是政治学、历史学占据着的研究对
象，我们混迹于小地方的普通人的生活中也无缘见证大事件。
写流水账写出文化，那是一种预期，我将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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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男，196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从1978年开始在湖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学习语言文学、民问文学、民俗学，随后在北京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研修文
化人类学；从1999年开始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
、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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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间文化的复兴：个人的故事　　民间文化在过去20年的复兴从结果上看称得上是文化盛事，但
其过程却是由无数的小人物、小事件积聚而成的。
对于民间传统在全国渐进式的恢复方式，人们可以用“游击战”来作比喻，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以春蚕
一口一口吃桑叶或蚂蚁啃骨头的劲头慢慢获得了生存空间，终于成就了覆盖全国各地城乡的复兴。
这个复兴的过程是奇妙的，可惜的是知识界对此所知甚少，而这些比喻只能给人一种宏观的和泛泛的
印象。
我们在此引入个人的故事，作为这一过程的一个见证。
　　笔者近几年特别关北京京民间花会的复兴，和几个朋友一起也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于1997年11月30日在小西天观看了“万年永庆太狮老会”的重整仪式。
后来我个人又在1997年12月25日专门访问了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杨师傅，地点是杨家，时间大约为5个
小时。
杨师傅的妻子有时在座，她的插话用方括号标出。
下面是对这次访谈的部分内容的整理。
　　一、个人与会的历史渊源　　问：杨师傅，你上个月在重整仪式上的精彩表演，真正当得起“老
当益壮”这四个字。
你玩狮子的这番工夫是怎么练成的？
　　杨：我1935年出生，一开始练的五虎棍，解放后才练狮子。
我从开始学五虎棍的会叫“万年同乐”，会首是黄锦芳（汉），教武场的老师是白玉（回），会员有
回、汉、满三个民族的人。
黄家比较有钱，在德胜门外开钟表铺。
除了武场（即玩棍的），还有文场（即民间器乐），有鼓、镲两种乐器。
我的功夫是在他这个会打下的基础。
　　我到17岁，开始练狮子，太狮、少狮两种都练。
先是跟着练，后来也可以演狮子头了。
我父亲、爷爷都练狮子，我就跟他们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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