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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
题。
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
成为学科的骨干力量。
这些学者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许多人在国外求学数载，直接沟通了中国和世界的研究。
    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
性。
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
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期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
如有的高等学校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
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
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
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
学科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
这种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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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主张通过跨文化的理解冲破长期使现代社会科学家自我封闭
的框套，“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
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
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例子，作为众多个
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
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
”　　他的最著名的观念“浓厚的描述”，即以浓厚的描述去“理解他人的理解”，站在一个“异文
化”的位置体察人类学家自身的“本文化”。
吉尔兹的很多著作都有文化比较的色彩，但他在研究异文化的时候往往是把西方作为一种有限的文化
类型加以比照的，如他1980年出版的《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一书，通过民族志个案从巴厘
人的剧场国家揭示出长期被西方政治学意识形态所压抑的政治符号学的重要性，以此对西方的知识状
况展开了反思。
吉尔兹被称为反思人类学的先驱，他是第一个敢于承认自己和被描述的对象一样，是一个符号体系、
一种文化的解释的人。
他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解释本地人的文化，钻进土著人的脑子里去解释他们的文化，这就是一种跨文
化的理解。
另外为了实现对人的真正理解，他认为还应该把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发现都结合
起来，为此他提出在具体调查和特别分析的层面上首先探索文化的普世性因素和经验一致性因素，“
尽管全世界和各时代的习俗有多样性，但可以到处找到几乎同形的这样的普世性因素和一致性因素⋯
⋯如果能够从一系列杂乱的世界文化现象中，找出和文化的所有这个地方变体共有的一些习俗，进而
如果能够在亚文化层面上，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把这些习俗和某种恒定的参照点联系起来，那么，至少
可以取得一些进展，指明哪些文化特征对于人类生存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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