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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东北野山参”为研究对象，以“物的生命史”为线索，利用人类学的“手术刀”剖开纵
、横两个切面：纵向的是宏观“人参史”的历史切面，横向的切面则关注清朝和现代人参完整的社会
生命过程，即生产、流动与消费等环节。
本书试图通过对纵横两个切面的观察与研究，探讨在清朝与现代两种社会、文化范畴内，人们对东北
野山参意义的建构及价格的生成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作者采用文献法及“多点”田野调查等方法，分别在野山参的产地、流通地及消费地进行了集中的田
野调查。

“野山参冶概念的生成、传播与变迁, 又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重影响。
围绕对“ 野冶的不同认知,
三者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实践与行为。
就当前而言, 野山参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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