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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人类学评论》 的问世，自然是恰逢其时，也必将为政治人类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 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既非常古老，又十分年轻。说其古老，是作为一种以事

实为基础进行追根溯源研究的学科方法很早就为人运用;说其年轻，是作为一门完整

的学科兴起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且活跃于当下。政治入类学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为

中国政治学界所关注，一些学者也自觉不自觉运用其方法研究问题，但总体上一直进

展不大。

·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中国实践正在不断产生中国经验，中国

经验也将不断丰富中国理论。要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践和中

国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 ((政治人类学评论》 因此应运而生，也将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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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

化与民族志、"写文化"的统一体(代序)

陶庆

一、新政治人类学"三化"的

分流与同一

《政治人类学评论》第二辑主题

现形式与表达方式。

如果仅仅看一眼本辑标题"民

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似

乎"民族志"与"政治学科学化"两者

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或者草草翻

为《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 动书中全文，虽然..民族志:政治学

刀" )) ，这是新政治人类学关于"政治 科学化‘手术刀'"等冠名之下收录

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川民族志 了十篇雄文大作一一熟知中国文化

‘写文化'"不可分割内在同一的表 (社会)人类学领域者知道这十位作

作苦简介:

陶庆(1%5 )，男 ，安徽宁国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

专业博士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上后 ， 获得h北京大学优秀博上后奖人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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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 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者无一不是民族志研究的同内学术 先贤亚里士多德( ÄrÎstotJc)所言，

权威一一但该辑没有一篇学术论文 "人夭生是政治的动物"任何形态

专门讨论"政治学科学化"这一 专 的人类社会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政治

题。 相反‘政治学科学化"这一话 共同体，因而人类学研究也元一例

题并非这些权威作者的专业领域与

志趣所在 、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刻意

越过文化人类学的 ..红线\或者产

生过要来变惬它甚至改造它的念

头 。 毕竟，文化(社会)人类学推崇

·‘各美其美川美美与共"他们或许

在职业惯习上就不具备 . 甚至也不

能潜滋暗民这一番与自身学术导向

外地都具有政治情节与政治倾向 。

即使是本辑主要收录的都是国内吁

下人类学领域民族志的精品，但细

读之下 .1哪一篇民族，ι作品剥离得

了人类社会的"权力"与H权利"等因

素I呢?从"文化科学"的民族志 . 到

"文化闸释"的民族忐，再到干脆..写

文化"的民族志 ， 又有哪一篇民族志

相抵悟的"外，仨川野心" 或许这 作品能够脱离各自所处的政治生态

正是传统政治人类学思维下的一般

理解与基本结论。

然而 ， 诚如1拙刊第一辑 《政治

学 · 人类学的对话与融合 》之主题

所指.政治人类学实在是政治学与

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的先贤前辈与

当下同仁们 .从各自所处的学术"领

地"中勇敢地走出 .. 圈"外 . 向着对方

学界友人友好地"喊话'\接触甚至

部分融合的结果。 个人愚见，政治

人类学不是哪一个学科单独能够肩

负且来的学科建设使命. 真的需要

至少政治学(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

与人类学(包括民族学在内)这两个

以上学科的合作与共建。 因为. ftll 

和各自所表达的政治观念呢?特别

是 .文化(社会)人类学强调"文化"

在人类学领域的奠基性功能，那么 .

明哪F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形形色色的

仅力 .，场域呢? 不管是偏僻遥远、

人迹罕圭的..江湖之远..或者是繁

花似锦、Jt怪陆离的 ..庙堂之高"都

有自己的独特的具有排它性质的

"文化 " 而这种人种与文化差异之

F的"排它性正是"权力"滋生的

肥沃土壤。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

析，政治人类学学科的正式产生在

人类学领域里或叶需要遵循既有的

理论与实践 . 肉为人类学终于从 2tl

世纪 .+0 年开始才终于"呐喊"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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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政治学主张。 (参见 Fortes.

M. and E. E. Evans-Pritchard. 

l <J .. HL African Polícic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css) 也就是

说句只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人类学才

终于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政i治台学领

域的[.印;斗币1口]具具.丰而有f丰人类学学科特征的另一

类"政i泊白学

秩序之类的特有政 I治台号学:现象'人类

学领域臼命为"政治人类学"。 从这

个角度来看‘人类学学科的政治人

类学的确是大大丰富发展 f人类社

会的政治学研究范畴.大大拓展延

伸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时空也围.

这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实际内涵与

生命活力的 。

但是 . 人类社会生活时时刻刻

都是政治化的产物.任 fuJ-种政泊

位态也离不开活动主体即人类. P,! 

而政治人类学的学术理念与学科背

景必然是贯通在人类学兴赳与发展

的整个历史过程之巾 从这个角度

未说.传统政治学.包括政治哲学与

政1fì科学等两大也|峙.没有像人类

学学科主动于 2() Iit 纪斗() {!-ó代重新

H发现"人类学慧义上的政治学内 i的

从而创造了人类学的政治学研究范

畴即"政治人类学"郎样‘ t1 己 t动

在政治学研究的无限时空里也重新

"发现"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内涵

从而也创造出政治学的人类学研究

范畴即另-种类型的"政治人类

学" 。 如果文化(社会)人类学与政

治学等至少两个学科能够各自重新

"发现"并创造出符合各自学科特征

的"政治人类学"那么可以肯定的

是.无论这两个学科的"政治人类

学"学苦多么强调自身学科的重要

性与她占性 . 他们最终无疑会大吃

一惊地发现:原来他们所谓的自命

不凡的"政治人类学"原来有那么

多相通的知识生产.有那么多共识

的学术内涵 . 有那么多合作需要对

话交流。 总而言之 . 在"政治人类

学"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学术历史进

程巾.政治学的"政治人类学"已经

大大 t落咨后于人类学的"政 i泊台人类

学

2卫川(门)世纪 R阳{υ) 年代起刚刚恢复发展至

今斗才-三十多年的 r巾F 国政?治台学'在政

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地

借鉴与运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

..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理论。

其中，文化(社会)人类学的h政治人

类学.，也峙中五彩缤纷绚丽多姿之

..民族忐不啻政治学科学化转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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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过程中可以"包医百病"的":f-术

刀"因为这把学术"于术刀"不仅能

够"医治"政治科学成民过理中的各

种不足与"疾病"而且也是政治科

学重新扭负起发现各种政治共同体

问题、了解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

题、研究这些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

等重要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的"不

二法门" 。

在政治学科学化以及社会科学

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社会)人

类学田野研究、民族志阳写文化、以

及扎恨理论等范盹.元不扮演 f 关

键性的重要角色 口 包括政治学领域

在内的中国且他社会科学研究‘虽

然一方面顽强地模仿两方文化(社

会)人类学语境中的理论创新.广泛

地借鉴西方文化(社会)人类学理论

中的分析工具『以期能够在国内外

学术圈进行"对话"甚或"争锋但

另一方面包括政治科学在内所有社

会科学研究也从来没有忘记自身的

学术生命惊泉一一深入水土发掘

H地方性知识"以期解决H本J坛"社会

的诸种问题。 诚然‘自己的才是大

家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撞地气"

的研究才有学术生命扎根"的创

新才有..文化自觉"。 包括政治学在

内所有社会科学勇于"撞地气"的本

上研究中.学者们纷纷提出并采用

Ji者如"让会调查.".社会实践"..个

案研究"..案例研究 tl..经验研究 'f.，实

践研究"等方法 . 甚至动用起诸如l

H探入基坛"..蹲点工作.，，，试点工作"

..典剧样极"‘·群众观点 "u群众路线叫

"JrH论联系实际 't.'-实践第一性nH从

个别到→股，...实践是检验J且工E理电唯一

标j准佳tË'叫川'

政治资a揽源E且't ，以期从中得出一般指导

性的政策结论直歪有辞遍意义的理

论创新。 但是.文化(社会)人类学

领域以外的基于实证分析之仁的社

会科学研究.在行动七几子都是各

自为战、缺乏共识性的经拍总结;在

方法上儿乎都是"私雄" ..协制"、缺

乏通识性的"偏方 "10 .秘方在理论

k几子都是自说白话、缺乏包容性

的"百家争鸣" 。

相反‘文化(社会)人类学拖崎

下的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点，成为

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

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

的..通 JIJ" 书写形式.借flJ忐把人类

学与民族忐贯jm为一体的英间人类

学家If合营 (Alfred C. Haddon) 的~;!i

来比喻.人类学民族，ι是名副其实



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的统一体(代序)

的"一座共有 l坚固结陶的连贯整体"

( [英] 晗登: (( 人类学史 )) ，廖烟灰

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t ，)H~ 年

版 .第 l 页) :作为政治学实证研究

与分析工具(19" 民族志"研究方法与

归写形式，在政治学科学化的学科

发展史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扮

演了分析政治问题解剖政治社会治

愈政治..疾病"的"予术刀"角色 。

本专辑取名为《 民族忐:政治学

科学化"手术刀" >> .这是有关人类学

田野研究之后如何..打磨"书写文尔

并在此基础上提;陈扎根理论的论文

汇集，它 L式图反映我闻学术界关于

"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成就与前沿成

果 。 这不仅对于政治人类学学科建

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而且对于

促进中国政治学科学化也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毕竟嗡政治学科学化

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题中应有

之义 . 而人类学政治化以及民族志

"写文化"(U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

政治化""民族志.. ~l弓'文化，..以下简

称"政治人类学·二化'" )等学术维

度则彰显出政治人类学学科也设的

民主政治价值概言之.政治人类

学本身就是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

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同

一.三者源赳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

化背景‘{D.殊途同归地汇集到政治

人类学的..旗下"政治学科学化离

不开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扎

根"与民族忐的"深描"予法.人类学

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学的民主价值与

民族忐的"复调"表达 . 民族志"写文

化"尚不开政治学的协商包容与文

化(社会)人类学的 ..多元h对话" 。

二、政治学科学化的

前因与后果

虽然政治人类学在总体上表现

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和

民族志"写文化"的总体态势，但是.

他们并不是平行而动.也不是简单

地交叉复合.而是各内带着自身学

术特 L~ 向着其他两者的"领地"汇

合.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这样一种不分彼此、互相市衬、

交相辉映的均衡学术生态 口

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人类学田

野工作与民族忐书写 。 现代人类学

及土具其lLi科学民族忐叮以称得上是政i泊台

科，学芷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之..前因

而政i泊台学科科-学化则在某种程度度-上收

袭 f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忐的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科学研究风气 . 向然可以称得 t是

其"后果" 。 说到政治学科学化的发

展趋势 ， 当然强调的是政治学的实

然研究.而非应然研究 : 也就是要通

过实实在在、中规中短的社会调查，

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时空 . 以亲身

实地观察、亲手获得资料、亲自比较

分析 ，获得付合实际情况同时又超

越个案实情并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

知识。

虽然政治学科学化的思维可以

边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 ， fft 

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科发展.一直

到 20 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形成。 法

国的政治学学者让 · 布隆代尔

(Jean Blonde\)指出、政治是在共同

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

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 。 政治学就

是有关政治共同体利益决策与实施

活动的系统知识 ;从方法论来看.它

基本上遵循jB辨哲学或者规范研究

的路线 . 以及科学研究或者实证分

析的路线 ; 井由此产生了政治哲学

和政治科学等政治学两个基本类别

之分。 英国哲学家大卫 · 休庭

(David Hume) 在 17-l8 年初版的

《人类理解论》中 . 把人类思考活动

分为 "观念的连结" ( Rela tion of 

Ideas)与 "实际的真相飞 Matters of 

Fact)等 。 这一关于政治科学与政

治哲学分野的表述 ， 在美国政治学

研究领域得以完静 一是美国政治

学学者阿兰 · 艾萨克(A1an C. 

I saa k )ill一步阐发这一思维政治

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来自事

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即来向 ‘ 是'

与‘应当'之间的区5JIJ 0 ""科学活动

处理是什么的问题， 而价值判断则

表明政治哲学家认为应当是什么 。 "

( [美]阿兰 · 艾萨克 : ((政治学的视

野与方法机 张继武、段小光译，南

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1 t.J HH 年 . 第!()

页)同时 .美国社会研究方法论学者

艾尔 · 巴比 (Ea rl Robert Babbie) 

把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 F

三点 : 科学支柱是观察.也即资料收

集 ( da ta collec LÌon ) ; 是逻辑 . 也即

资料分析 (data ana l ys is) ; 更是创

新 . 也自/l 是理论提炼理论 ( theory

innova tion ) . ( [ 美 ] 又尔 · 巴比 :

《社会研究方法 ))[第 8 版] .北京 : 华

夏出版社 . 20()() 年版‘第 35 73 页)

二是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征途上 ，

历经 1 9 世纪之前较为流行的历

史一-比较主义研究方法时期， 19 

世纪至 2() 世纪 50 年代之间准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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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时期. 等显著效应，但越来越 ..屈脱"第一

最终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行为

主义研究方法时期得以确立;政治

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政治哲学

的思辨方法中脱顿而出 。 始于美国

的行为主义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广

泛流行 F政治学领域.并被认为是

科学的政治用论，即从经验和事实

巾抽象出来并接受经验和事实检验

的科学化政治学.简称为政治科学

但是.目前学界在归纳总结政

价学科学化也即政治科学研究的历

史进程中，往往过分片面地强调了

美国行为主义方法论的"能化，，-，熔

化"作用.而大大忽视了兴起于 20

世纪 20 年代并不断成熟于 óO 年代

的现代人类学与科学民族忐对于政

治学科学化发展趋势的奠基性作

用 。 行为主义研究法一般衷现为抽

样测量法 (survey study) 号个案研

究法 (case study) 等两种基本的实

证研究方法 一方面.行为主义的

抽样测量法 (survey study) 一经诞

牛即滑人数字游戏并依赖统计工具

展开垦化分析而不能自拔 一 尽管

这一态势也基于一定数恒的概率分

析并突出了所谓"叶 I 心极限定理"

(central [imit theorem)的正态分布

手资料为基准的经验研究而依赖于

第二子甚至第 N 予的数字统计并冠

以"实证研究"之名:另一方面.行为

主义研究法 H 益深入的个案研究

(case study) 范式又越来越具有人

类学田野研究的基本特征 . 并在"质

的研究"的声援巾直接借鉴应用以

英罔社会人类学功能 结构主义

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raw 

Kaspcr Malinowskí)与美国文化人

类学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弗朗茨 · 博

厄斯(Franz Uri Boas)共同开创的

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方法

论 政治科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研究范式(提出研究问题 .确定理

论假设 . 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撰写

研究报告.提炼扎根理论)与研究原

则(客观原则.因果原则，系统原则.

检验原则) ;它与政治哲学根本之处

在于.它始终把去"伪，.求"真"与去

..虚"务..实"作为唯一使命。 ..一个

被认为是科学的陈述必须是可检验

的;如果它可检验.那么就有可能是

假 一个命题只要是经验的、科学

的‘就必须是可证伪的 。 倘若无法

说明这个命题是假的‘倘若没有足

够的观察证据对该命题的妻点提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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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话 . 这个命题就不可能是科

学命题。所以.一个科学命题既然

允许证伪.它就不可能必然为真.，

亿美]阿吃 . Jt萨克政治学的视

野与方法队张继武、段小光详.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 lJHH 年版.第

5 贞)

在政治学科学化发展态势徘徊

于 lυ 世纪末期而后终于奠立于 2()

世纪。o 年代左右之时.源于 2ll 世

纪 :w 年代的现代人类学泣其科学

民族忐方法论就已经基本完成内己

的"文化科学"历史使命. 正遭到反

思阐释人类学及其以符号仪式为

表征的象征民族志的挑战甚至扬

弃。虽然此一时期政治人类学刚刚

萌芽于 2() 世纪 .+0 年代 . 政治人类

学"三化"之学科特征尚没有整体形

成，但是.行为主义为主下内容的政

治学科学化全过程元疑都深深员染

缸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所张

扬膨胀的学术氛围之中 。 n 20 世

纪 HO 年代以来 .包括政治学科学化

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与文

化(社会)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忐传统

相接近.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系统的

政治科学范式 ..在调查方法上 .这

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

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它在

相当程度 _t体现于货孝通郎样的现

代中国的社会学。 11二是这个传统为

我们指出 r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

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黄宗智:

H认识中国 - 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

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 \2()()S 年第

1 期)

三、人类学政治化的

殊途与同归

人类学政治化的发展态势也是

一个从元到有 .从科学化到政治化的

漫长过程。人类学( anthropology) 

首先表现为研究人的一门学科，最

早它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种

差异性的一门自然科学。这个学科

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 M 亨

德在 1501 年的作品《人类学- 关

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人的

成分、部位和1要京》。在英文世界.

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来指称一门

研究人类的内然科学‘肯见于 lSlJ3

年。 lυ01 年 . 美!玛提出"文化人类

学"范峙 : 20 世纪 20 年代 . 英国形成

·‘社会人类学"范畴.当下也通称为

文化(社会)人类学也崎.它试图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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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而不 纪 70 年代以米，人类学对于自身的

是过k片面注重生物持征.强调人 单纯科学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批判

类、种族与文化的差异性与相对性 甚至解构..桂魅从而从过去单纯

而不娃过去片面注重差异性。 正因 与科学化同步的"现代化"人类学 .

为此，当代人类学具有向然科学、人 在民主政治的更高层面逐步反身回

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等学术服头的综 到了人类社会终极命运这一政治哲

合性意义而 1 1二过去片面注重的向然 学命题。

科学属性。 一般而言.人类学可以剧分为

纵览人类学的发展轨迹 ， 我们 广义的人类学(人本主义学 ， 人道主

可以看到，人类学最早在古希腊肯 义学，人文主义学;人学) .挟义的人

罗马时期及其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 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占人类学 ， 1:再

期，主要表现为记录风土人情的史 言人类学 . 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

学文献等特征的人文学科 : 约 16 世 会)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 . 社会人

纪 17 世纪左右时期，则在生物进化 类学 . 社会文化人类学)等 一 个主要

论的鼓噪下逐步演变为一门片面强 类型和八个主要历史时期(古希腊

调人种差异性与进化性的自然科 古罗马时期‘巾世纪时期‘文艺复兴

学 ; 约在 18 世纪 19 世纪左右时期. 时期 .启蒙运动时期 . 占典人类学时

则在西方社会对于所谓"非文明"社 期、现代(应用 /科学)人类学时期 ，

会的殖民过程中连步走向带有强调 闸释象征人类学时期和1后现代人

"殖民政治"特点的社会科学 ; 约在 类学时期) 。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时期.经 在广义的人类学类型中 .人类学

过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志合而为一不 与民族志仍是 -?1' ')g二.人类学家借

再分离 . 以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 用别人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 美国

人类学融合生长捎除隔离.特别是 人类学史专家马文 · 哈里斯(Marvin

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忐贯通一气 Harris>将人类学学科史回溯到古希

为"科学民族志"等历史过程巾 . 现 腊与古罗马时代.某些占代作家与学

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忐的科学主 占口[能被认定是人类学家的先驱 ‘ 因

义旗帜高高树立趋来:再约到 20 世 为他们曾经研究并提述了不同民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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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种与文化的

差异性。 (参见 Harris ， Marvin. 

The Rise of Anlhropological 

Theory. Alta Mira Prcss. 2()()(] 

[ revised from 196R J; Harris. 

Marvin. Theories 0/ Cullure in 

PoslmαJern Tim臼Altamira. 附加)一

是古希腊占罗马时期( Ancient 

Greecc Rome). 时间约在公元前

4 世纪一公元 5 世纪，主要代灰人物

是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学者荷罗

多德(Herodotus) .和公 JG 1 世纪古

罗马学者塔阿伦(Cornelius Tacitus) . 

这是人类历史学丰富发展时代‘他

们的作品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对于

他人记录资料的归梢整理。

二是中世纪时期 (The Mcdieval 

Era) .时间约在 5 世纪至 15 世纪.

这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人类学者眼于

研究民间风俗化时代‘主要代表人

物有 11 世纪的占波斯同学者本·

艾哈迈德·比鲁尼(Al-Beruni) ， 13 

世纪意大利学者若望·柏郎嘉宾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和

14 肚纪，在大利人马可·波罗

(Marco Polo) ，他们的作品主要是

人类学意义 t的列国游历和风俗

游记。

在挟义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

学与民族忐仍处于一分为二的状

态.人类学家被比作"摇岗上的学茜

(armchair scholar)" ，借用别人收

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大榄呵以分为

两个时期。一是文艺复兴时期 (The

Renaissance) 、时间约在 15 世纪至

17 世纪.这可以说是人类学生物化

时代.这一时期的人类学作品克多

的4呈现出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

属性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

国哲学家亨德 (M. Hanùt)在 15川

年的作品 4 人类学一一关于人的优

点、本质和特性以县人的成分、部位

和要东扎 吁川才"人类学"一间就是人

的体质构造.革:在研究不同地理环

境中的种族差异性。

-二 是启蒙运动时期( Thc 

EnglightenmcnO . 时间约在 17 世

纪至|只世纪.这是人类学理性化时

代.人们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

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也

为后期的人类学科学化奠定 f思想

基础 这一时代的代表作是德国学

者康德(]mmanuel Kant)花费 20 多

年时间才最终撰写的人类学专著

《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 》。 虽

然，康德不是一位严恪意义上的现



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的统一体(代序)

代人类学学 J号，因为他没有对人类

学下一个科学化发展阶段作出论

证;但是.在人类学政治化的演化历

史上‘我们再回到康德行关人类学

的论述、特别是受到过康德人类学

思想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的人类学

思想.已经远远跳过紧临其后的现

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时代‘为

百年后兴起的人类学政治化思潮打

开了门户.从而具有人类学政治化

的先驱作用 在批判地继承康德人

类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矢忐不

渝地从政治哲学层面来关注程个人

类的命运.他们甚至对近代以来用

得很滥的所谓生物化科学化的"人

类学"一词卜分i、J-1天在(( 1 H-l4 年经

济学哲学子稿 )) '1' .凡是费尔巴哈使
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的地方.

马克思都以..人道主义.， (Humanismus) 

代之，以彰显其人类学政治属性的

观念与思维 。 (参见: [英] 托 · 博

托摩尔[T. B. Bottomore] : ，~ 马克思

主义思想辞典 )) .英国 Blackwell

Reference. 19H3 年版)

在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

中.人类学与民族忐开始合二为一 .

人类学学者也同样是民族志撰写

苦:人类学从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

民族志出发.历经约四「多年之后

即对科学主义倾向发起反思与批

判.并从符号与文化意义的角度，重

新问到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与政治哲

学的终极门标。 不仅如此，人类学

挟袭后现代主义的"桂魅"思潮 . 在

20 世纪后期从文化多元与文化宽容

的民主政治维度、展开了民族志的

..多声道"表达与平等对话的"写文

化"探索.为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进

程涂悚上 一遇绚丽迷人的民主

风采。

一是古典人类学时期 . 时间约

在 IH 世纪末至 19 世纪.这是人类

学的学科化时代，人类学的研究重

心开始已由人类的身体转向人类的

文化 .但仍没有形成"文化科学"的

规范研究。 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开

始越来越注重作品中的政治现象.

更多地展示出人类学政治化的学术

倾向;其IbJ 咱有两个重要的表现。

第一.这一时期涌现出直接研

究政治权力和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

建筑方面的重要作品 。 如. (( 古代

法H[英 ] H. J. S 悔因 .1861 )、 《古

代社会 );([美 ~ L. H. 摩尔根， 1877 ) 

有1 ((金枝 >> < [英] J. G. 弗雷j手 .l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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