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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艺术人类学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
发展历程，在中国也有岑家梧等学者很早就进行过相关的研究。
不过，作为一个明确的、有特色的分支学科的艺术人类学历史并不算长。
近年来，艺术人类学时常在中国学界圈里圈外被人们提及。
然而，究竟艺术人类学应当是什么模样，怎样去进行艺术人类学研究，却是许多接触这一概念的人说
不太清楚的。
我主张，在中国发展艺术人类学首先应当要强调学科的规范性或者纯洁性，应当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建
设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
　　在中国语境里说到艺术人类学，　目前来看大致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人类学学科定位的“艺术人类学”，另一种是作为一些研究者有兴趣的共同的研究领域。
这样的志同道合者(甚至也许并不要求真的“志同道合”)或者希望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艺
术，或者艺术学、文艺学，也许只是某个特定的艺术领域。
日前建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后一种想法的实践。
理解不同，却不应该影响我们大家各自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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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莱顿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在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所授课程教案的基础上完成的。
莱顿为读者介绍了非西方社会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强调了跨文化的审美赏析问题，讨论了多
样化的使用艺术的种种形式，进而提出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构成了艺术？
莱顿将特定的艺术产品和仪式、神话与权力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他还探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当代理论
的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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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莱顿，一位在国际人类学界颇为活跃的人类学家。
他是英国达勒姆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教学研究组主席，主要研究兴趣在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本土人
权利和非西方艺术方面，主要在法国农村及许多澳大利亚土著社区从事田野工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人类学>>

书籍目录

原作者中文版序图像列表插图列表致谢第一章  他文化的艺术  原始艺术  艺术的定义  小型社会中的艺
术  美学  艺术家的价值观  审美传统的多样性  艺术和恰当的意象  理念与对象  表征的顺序  宗教与艺术  
结语第二章  艺术和社会生活  西非的非中央集权社会  布瓦米财富和艺术品的分配  宗谱的故事  领导权
理想的实现  传统王国中的艺术  奥约的崇拜艺术  贝宁皇家艺术  结语第三章  艺术和视觉交流  澳大利
亚地区的宗教信仰  艺术与表现  艺术和语言  视觉能指  意象的文化基础  构成与规则  埃及第一王朝的
艺术  东北阿纳姆地区的树皮画  对称与冗余  结语第四章  风格  自然摹仿的局限  风格的评价  作为视觉
表达的风格  艺术品与客观世界间的一致性  西北海岸的剖分式表现风格  风格与精神图式间的一致性  
东北阿纳姆地区的几何与写实风格第五章  艺术家的创造力  创造力的源泉  对延续与变化的刺激  保守
环境中个体的创造力  阿斯马特  变革环境中个体的创造力  努比亚房屋装饰Refrences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人类学>>

章节摘录

　　关于第二种方法的探讨将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例证。
亚里士多德并不赞成将诗的定义集中在“美好的形式”上。
他指出，如果诗人利用测量仪来安排他的词句，那么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就会根据一个测量仪来写作(
这样的例子明显见于古希腊)，但是赋予作品和谐的形式并不必然使其成为诗句。
同样，使用罕见的或华美的辞藻可以增加一首诗的效果，但这一做法并不是诗学所专有的。
但是，“迄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善于使用隐喻，这无法从他人身上学到而且也是天才的一个标志，因
为好的隐喻包含了对不同事物中的相似之处的直觉”(《诗学》第22章，House，1956译本)。
由此可见，诗歌的结构特征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意念的安排。
　　一般来说，两种定义法都可行。
我们从外在的形式感定义艺术品，因为我们发现艺术品带给我们美学意义上的愉悦，它们通过特有的
意象运用手法，增强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有时候第一条标准似乎比第二条更有适用性，而有的情况下第二条标准更适合
。
事实上，不管在诗歌、戏剧、雕塑还是绘画中，象征性和审美性经常都被看作艺术的必要因素，而不
认为它们二者其一或许构成了实现艺术核心的一种普遍的特性．艺术的核心会是什么?它通过哪些多样
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些问题无疑是我的研究所关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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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任何想要了解外部世界的读者来说，是一本介绍人类学对西方以外的社会研究成果的精彩导
读。
　　——《时代周刊》　　莱顿为社会对艺术的使用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经得住考验的理论，他的这
一著作将很快推动进一步的跨文化研究。
　　——《美国人类学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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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国际著名人类学家莱顿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在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所授课程教案的基础上完
成的。
全书主要论述了小型社会中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与视觉传达、艺术的风格特征、艺术家的创造力等
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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