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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人类学，属于人类学分支。
语言人类学从文化资源、社会实践、历史记忆、话语权力等四个方面研究语言和语言现象，紧扣文化
、实践、历史、权力这四个主题。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处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
、哲学等多学科问题，其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注意推陈出新；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
人，是他们的历史和社会记忆；研究内容是现场话语和情感，是对话活动及其社会意义和社会分类。
　　语言是社会指号，是文化资源。
它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也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
方式。
语言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也是人类能动作用的一部分。
博厄斯、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及其他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高度重视语言对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
。
格尔茨把文化看作是文本和意义之网。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这本身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
这种开放的取向使我们能够从现代哲学观点和社会理论中广泛汲取营养，充实自己的研究，提高自己
的水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人类学>>

内容概要

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语言人类学理论的专著，在大量引入英美理论的同时，也介绍国内相关领域
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导论为语言人类学定位，从形式、内容、意义、能动、历时等视角讨论作为指号系统的语言
和语言现象。
    第二章从普遍性和相对性着眼，讨论语言作为文化资源的功能，涉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结构与认
知、语言的文化隐喻、时间和空间等主题。
    第三章介绍语言的由来，从进化论出发，讨论从猿到人的过渡对于人脑构造的重要影响，讨论人脑
构造的革命性变化和分节语言产生的相关性。
同时，对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异同进行比较。
    第四章从社会实践的视角讨论语言和语言现象，引进生物学结构耦合概念，强调互动，突出说话即
行动的说话民族志主题，对文化翻译实践作理论探讨。
    第五章重点讨论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及其功能，内容涉及文字的认知作用，其不在场的信息传
递功能，介绍汉字文化圈和书法的文化关联。
    第六章是对语言人类学前沿理论的重点评介，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经巴赫金、维高茨基的
对话理论和社会行动理论，过渡到皮尔斯的指号三性(或称指号三元)。
由雅各布森和西尔弗斯坦代表的“移动符”理论，仍然是语言人类学的前沿理论，仍然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
本章最后一节介绍和讨论认知语言学。
    第七章展望语言人类学的现状与发展，讨论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全新背景下本学科的传统研究课题
和新的发展方向。
语言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对语言的嵌入、媒体化文化、话语交互性等，都是崭新的学科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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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网上交流者并不在同一个场所，某交流者可能同时在收发电子邮件、观看
视频上的PPT演示，等等。
因此，交流者并不知道对方此时此刻还在做什么。
利用数字技术交流的人可能会同时关注几个话题，听说读写，诸感官各司其职，一心多用，改变了交
流方式，也改变了交流礼仪。
在各种会议上听众手持电脑匆忙打字，不知是在记录还是在收发信息、浏览网站，是在注意听讲还是
在做白日梦，谁也不知道。
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交流者与某些交流者在同在一个场所，如会议室，但他也通过网络与不在场的另
一些人交流，这样，他就置身于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交流空间，一个是真实的，其他的是虚拟的。
多重交流空间的存在为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主题：在数字化生存中，人们如何重新定义或维
持自己的族群认同？
如何与国民国家互动？
如何分配包括符号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
社会如何重新记忆？
历史如何重新书写？
文化如何重新构建？
如此等等。
在网络时代，数字语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计算机语言与社会行动合一，言即行，说话即施为，
编码控制了现代人的生活，密码掌握了他们的命运。
　　虚拟现实让人的肢体感觉发生变化，从而重新划定身体的“边界”：坐在计算机前的操作者可以
把自己的体感投射到某虚拟形式上，如虚拟手、虚拟动物等（MtlrryandSixsmith，1999）。
数字化生存把人的感知和感觉分解开来，形成新的体化记忆和体化实践，例如人们对电子游戏的体化
实践，对键盘的依赖，就像拐棍对于盲人、假肢对于残疾人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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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处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
、哲学等多学科问题，其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注意推陈出新；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
人，是他们的历史和社会记忆；研究内容是现场话语和情感，是对话活动及其社会意义和社会分类。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语言人类学理论的专著，在大量引入英美理论的同时，也介绍国内相关领
域丰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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