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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迈向异国田野，解读他者文化

2007 年下半年，我制订了开展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计划 。 两年

多来，先后到泰国、缅甸 、 越南等国进行实地考察与洽谈合作，多次

向高丙中、王铭铭、麻国庆、袁同凯等专家讨教，与云南大学西南边

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有志于此项工作的诸位同人反复讨论，还于

2008 年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爆田诚之教授在云南昆明合作召开

了"中国边境民族的跨境流动与文化动态"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赴

日本与爆田诚之、长谷川清 、 松本真澄、片岗树等日本学者研讨大帽

公河次区域国家民族研究问题 。 经过校内外 30 多位师生的共同努力，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今天终于面世了 。

在此 ， 我把组织与推进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构想和实施体会做粗略

介绍 。

实践与学术:国外民族志研究的价值

许多学科都参与了国外研究，如归属于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和国际

贸易，归属于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归属于史学的世界史和

国别史，归属于文学的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等 。 这些学科都运用

其学科的理论方法对特殊领域或问题开展国外研究，换言之，研究国

外的学科 、 方法及其学术文本和路径是多种多样的 。

人类学/民族学如何开展国外研究呢?当然方法和文本也是多样

的，可以采用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通常的文献研究方法研究世界民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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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但作为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手段和以民

族志作为学术核心产品的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的国外研究必然需要

到国外做田野调查并撰写民族志 。

民族志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社会文化的方法和学术文本 。

作为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须到国外去，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参与观

察，以切身体验与理解其社会文化、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作为

学术文本，民族志既不是对国外社会文化进行概括性的宏观评介和

抽象性的理论分析，也不是非学术性的国外民俗风情的表层描述和

感性评议，而以特定群体或区域为边界对其社会文化进行深入系统

的描述与分析，进而呈现与解释特定群体或区域的社会文化的运行

逻辑和特征 。

因而，民族志的国外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 、 学术文本还是研究

内容，与其他学科和方法的国外研究具有明显的差异，也不能为其他

学科和方法的研究所取代 。 其间的差异大体有几个方面:一是直接与

间接的区别 。 民族志研究需要研究者"到国外去"与其研究对象直

接接触并深入其社会生活之中，切身感受、体验其社会文化过程，通

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获取主要的研究资料;其他学科和方法则可以主

要通过文献资料开展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具有间接性 。 二是

微观与宏观的区别 。 民族志研究常规方法是"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选择小型社区或特殊群体作为研究焦点，也就是说，要设定出

研究对象的空间边界和社会边界;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则可以不进

行空间边界或社会边界的明确界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大区域开展整

体性研究 。 三是具体与抽象的区别 。 民族志文本大都包含了有关研究

对象的大量事件、人物和细节及其过程的叙事，有的民族志甚至选择

了小说式的叙事模式，研究性的分析与解释融汇于或结合于具体的社

会文化运作过程之中;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采取"论

证"或"论述"的模式，极少对研究对象进行详尽的叙事，呈现给

读者的主要是研究者的分析论述过程，而不是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过

程 。 四是主位与客位的区别 。 民族志研究特别强调从研究对象出发的

"主位"视角，力求阐释研究对象如何体验、思考与评价;其他学科

和方法并不特别强调研究对象的视角，更多的是从研究者的"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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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占主导的是作者的"我认为"而不是研究对象

的"他(们)认为" 。 此外，民族志研究还具有关注"底层"或"平

凡"、研究对象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等特征 。

由此 ， 我们可以说，在国外或世界研究中，民族志是不可或缺

的，它与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形成相互补充的作用 。

然而，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的国外研

究是最薄弱的。其他学科都有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西

方哲学、世界史、欧美文学等专门研究国外的分支学科，反而以

"异文化"研究为特色、因研究"异文化"而创建学科的人类学/民

族学，在中国学界却极少对国外进行民族志研究 。 中国人类学/民

族学创建之时正值国家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织的时期，救亡

图存是国人最迫切的使命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研究国外特

别是欧美最根本的目的，借助西方的思想、模式 、 方法以及学科解

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元疑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人们无暇也无力

关注与解决本国问题并无直接补益的国外社会文化 。 费孝通和林耀

华两位被奉为楷模的大师在国外求学时没有沿着西方人类学/民族

学的常规路径调查研究"异文化"，而选择了研究"本文化"，以

家乡民族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井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典 。

他们的这一选择，既迎合了其导师研究"异文化"特别是研究历史

悠久的中国的学术志趣，也满足了作为那一代学者的社会理想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所奠定的学术传统对中国大陆人类学

/民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乡民族志"成为国内诸多学者的选

择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特色，"异文化"或"异国文化"研究失

去了引路人 。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闭关锁国"制度选择扼杀了

国人向外看和到国外去的欲求与实践 。 80 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激活

了与国家制度转型和社会实践直接相关学科的国外研究，而那些不

能"立竿见影"地直接解决制度创新、经济增长、技术改进等问题

的研究领域则只能"画地为牢"地做国内研究，需要"到国外去 "

做田野调查的经费支持和制度支持的民族志研究则几乎成为"天方

夜谭"而无人染指 。

进入 21 世纪，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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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世界前列，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 ，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性

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之后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大国崛起"梦想逐渐变成了现实 。 同时，各

个行业、各个领域都经历了"迈出国门 、 走向世界"的努力，中同

与世界各国的互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频繁、更为密切、更为

深入，激发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强烈诉求，而且这一诉求呈现出从有

什么向为什么、从表层(如国外旅游)到深层、由鸟瞰到细察的演

进 。 国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应当下中国之运而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其

所生产的知识满足的就是中国了解世界新阶段的需求 。

从人类学/民族学本身来看，"异文化"或"异国"研究是学科

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促进国内研究和整个学科的建设发展不可或缺

的基本条件 。 放眼世界，凡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强国(如欧美和邻国

日本) ，元不重视与开展国外民族志研究，无不积累了丰富并高水平

的民族志成果 。

无论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来看，还是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

展来看，国外民族志研究都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 。

以跨国流动为主线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依据与

意义

"东南亚"指亚洲的东南部地区，包括越南 、 老挝、缅甸、柬埔

寨 、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 10 个国

家 。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中国人以"南洋" 、"东西洋"或"南海"

称之，西方则用"远印度"、"外印度"或"印度群岛"指称 。 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军队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以指挥

这一区域的战争，"东南亚"一词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指称这一区

域的通用称谓 。

对东南亚进行以跨国流动为主线的民族志研究，既有自然的基础

也有社会的基础，既有历史事实的依据又有社会现实的依据，既有学

术探讨的目的也有实践应用的目的 。

从地理角度来看，东南亚东临太平洋，南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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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颜印度洋，南、北分别与"南亚次大陆" (印度和孟加拉国)、中

国接壤，是亚洲 、 非洲 、 大洋洲三大洲的交汇地区和太平洋、印度洋

两大洋的交通枢纽 。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亚洲和澳洲两个次大陆的人

种 、族群 、 文化以及动植物在这一地区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

文化格局和自然生态景观。东南亚与中国毗邻，其中越南、缅甸、老

挝三国与中国接壤 。 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把中国与东南亚天然地连为

一体，为历史与现实的频繁交往提供了自然条件的便利 。

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地处亚洲、非洲、大洋洲三大洲交汇位置

和通往太平洋 、 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东南亚成为历史上中国走向世

界的"第 一站"和必经通道，先辈们通过 "over land" 和" over 

sea" 两种方式来到东南亚，或驻足于此创业发展、繁衍子孙，或途

经此地后继续前行 。 在东南亚，无数中华儿女"下南洋" 、 闯世界的

足迹举目即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途经东南亚多个国家并

在所经之地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至今犹存。 他们把中华文化和技术传播

到东南亚，又把东南亚人民的思想智慧带回中国，促进人类文明的共

同进步发展，定居于东南亚各国的 2000 多万华人为东南亚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

从族群关系来看，东南亚半岛与中国西南为族群迁徙与互动的走

廊，形成了许多跨国民族和亲缘民族 。 在历史上，诸多族群沿着澜沧

江一泪公河 、 怒江一萨尔温江 、 红河等河流从中国南下定居在东南

亚，如从中国湖南、贵州、云南迁入东南亚的"蒙" (苗族)、从中

国西双版纳迁入东南亚的泰族支系"泰勒"，等等，也有东南亚半岛

族群北上定居在中国西南边境一带"老缅人"等。泰族、越族、佬

族、掉族、岱(岱依)族、芒族等东南亚民族与中国的壮族、傣族 、

布依族等同属"百越"后裔，母瑟族 、 保族 、 保傣族、克钦族、阿

卡族、拉瓦族等东南亚民族与中国的彝族、哈尼族、保镖族、纳西

族、拉枯族等民族的共同渊源于古代的"民羌" 。在语言上，东南亚

半岛国家民族语言主要包括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划分有争议)、孟

高棉语族、印度尼西亚语族、马六甲语族五大语族，其中，东南亚的

保、保僚 、 阿卡、母瑟、拉瓦、拉枯等与中国的彝 、 镖僚、哈尼、拉

枯 、 纳西 、 基诺等民族的语言同属藏缅语族彝族支，东南亚的缅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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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阿昌族的语言归属于藏缅语族缅语支，东南亚的泰 、 弹等民族

与中国的壮、傣、恫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恫台语族(又称壮恫语

族) ，东南亚的蒙 、 瑶等民族与中国的苗、瑶等民族的语言共同归属

苗瑶语族，东南亚的越、崩龙 、 阿倪等民族与中国的低、德昂 、 布朗

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南亚语系孟一高棉语族 。 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

东南亚与中国西南为族群流动 、 迁徙与融合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现

代国家形成之后，尽管受到国家的阻止和国界的限制，族群的跨国流

动仍然以不同的方式频繁发生着，如跨国通婚和迁徙等人口流动，物

质交换和经济流动，互访等文化流动，等等 。 总之，东南亚与中国之

间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和多重交织的交流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动人心魄

的文化动态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出了魅力无穷和数不胜数的研

究论题，也为许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文化传播、社会变迁、民族

或族群与国家关系等学术悬案和理论难题的解决或重新解释提供了丰

富有力的资源 。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与社会

文化交流的不断密切提出了开展东南亚国家民族志研究的需要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迅猛发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呈现迅速上升趋势 。 近年来，在东

南亚的对外贸易中，中国排第四位;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东南亚处

于第五位 。 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 。 2002 年 11 月，中国与由东南亚十国组成

的在政治 、 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协调合作的区域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

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一东盟自由

贸易区 (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 , CAFTA) 即" 10 + 1 " 

正式形成，这是继欧盟 (European Union) 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

TA) 之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三大区域性经济合作区 。 2010 年 l 月 l 日，

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正式生效，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相互

开放市场、建立密切关系、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自由贸

易区建设全面启动，各国通过相互取消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

措施，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实现贸易、投资的

自由化等措施推动区域合作与联系登上新台阶 。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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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

国家社会互动与文化接触的频繁与深化 。 在这一背景下，运用民族志

方法对东盟国家的研究，无疑对于消除文化误解、增进互相理解 、 推

动和谐交往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

三 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困境

在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试验与推进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

到开展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但同时我

也切身体味到其难度和困境 。

困境之一来自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等客观方面的制约 。 东南亚国

家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异巨大，其中一些国家对于外国人在其国内的活

动实施程度不等的管制、限制和监控 。 作为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作

为最基本调查方法的民族志研究，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基层社会做田野

调查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 。

困境之二来自研究者队伍学术准备不足的主观方面的制约 。 中国

的许多东南亚研究依靠的是英文等文献，而不是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语

言，其所提供的信息大都比较笼统，对于深入小型社区开展田野调查

来说远远不够 。 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在中国都纳入"小语种"的范围，

普及面非常有限，掌握者寥寥无几，况且对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

来说，不仅要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而且还需要掌握研究对象所在国

的官方语言，在目前情况下两者兼备者几乎无处寻觅 。

为此，我必须坦诚地告知读者，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是在上述

条件下完成的，必定存在诸多缺陷甚至谬误，因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

而导致田野调查不够深入细致 、 文化解释不够准确透彻则是本套丛书

普遍存在的问题 。 但我信奉的做事原则是:有胜于无，先有后好，敲

门需砖 。 因为包括东南亚民族志研究在内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 。 我相信，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东

南亚国家的整体开放程度将不断扩大，而随着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推

进，一批具备从事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学术队伍也将逐渐成长起来 。

到那时，堪称为"玉"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作品就会涌现出来，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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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

我真诚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到东南亚及其他

区域 、 其他国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队伍中来，因为这是一片有

待开垦的处女地，也是一个极具魅力和挑战的研究领域!

何明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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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样一些没有多少可能去西太平洋岛屿胀游，也很难申报

到什么基金然后去看努尔人(还有他们的牛)或者安达曼岛民的人

来说，为什么要去认真读 《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 《 努尔人 》 或者

《安达曼岛民 ~ ，或者说那些交换手锡和项圈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呢?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连钓鱼都不会，也不会去近海打鱼，更别说

去远海作业了 。 那我们又为什么要求了解他们的巫术呢?我们生活中

有的是法官而不是豹皮酋长 。 安达曼岛成了军事基地，就是有钱也去

不了 。 读这些书的是什么人，读了这些书又有什么用呢? 说实话，那

些经典民族志的读者从来都是小众，但确实有人在读 。 对于一部分民

族学或者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读这些书是为了拿到学分 。 甚至有

不少学生根本没有读，只是找一两本导读性质的书看看，能应付考试

即可 。 当然，那些经典民族志的读者也并不限于民族学/人类学专业

的学者和学生 。 做着和文化沾点边的研究的人似乎都应该读一读这方

面的书 。 因为，许多人都已经相信，了解他者是更好地了解自身的一

个前提 。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可以对人类的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

无论如何，有许多的民族志成了经典，而且这些经典中也不乏来

自中国的，如 《江村经济》 等 。 但是，成为经典就意味着逃不脱在

被膜拜的同时被批判的命运 。 学术的发展从来都要有批判，惟其有批

判，新的学术发展才成为可能 。

后现代色彩很浓的新一代人类学家在解构这些经典 。 如克利福

德和马库斯编辑出版的 《写文化 ~ "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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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爆炸的余披也逐渐冲击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 。 在过去 20

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被引用最多的一本书 。 一些资深人类学

家因为认为它对以参与观察为途径的经验研究的反省破坏了科学民

族志的学术基础，对它颇为不满 。 但是这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它

在 20 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

推手" ①。

近年来出版的民族志也确实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如果可以把民

族志定义为"一种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

的精致方法和文本"②，那么，何为"社会事实"、如何定义"社 区 "

以及"叙述体"包含那些具体的要求 ，甚至何为"精致方法"，何为

不"精致"的方法等都是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的 。 我们过去都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不破不立 " ，其实现在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光破不

立" 。 后现代当然能给人许多启示，能激发人的思想，但后现代也有

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乱了对手 但也乱了自己" 。 尽管民族志写作

的"全景式"角度或"全知式"视角都受到了不少的批判，但这并

不意味着就不再有人继续采用这种角度 。 那种"天神降临，君临天

下"般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所有的对象都被弄得清清楚楚，所有的

事件背后的关系都一目了然，都符合逻辑 。 作者也是保持了"客

观

这种全景式的角度的民族志写作因其表现出的看似"客观"而可能

更多地被喜欢用第二手材料进行研究的人引用 。 而那些在写作中将写

作者也放进"田野"，甚至在不断反思自己的观察及写作本身的一些

问题，思考并呈现自己的"知识产生"过程中的漏洞的民族志则看

似不那么自信，因而不那么"客观" 。 也常常不为那些只靠二手甚至

三手材料做民族学研究的人所真正青睐 。

① 高丙中: " <写文化》 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代译序)" ，见詹姆斯 · 克和j 桶

德、乔治·马库斯编 、 高丙中 、吴晓黎、李霞等译 《 写文化一一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 ，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一版，第 6 页 。

② 高丙中"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见詹姆斯·克利福德 、 乔治·马库县ír 编、

高丙中、吴晓黎 、 李霞等译 《写文化一一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一版，第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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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下过田野的人都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

弄清楚。在他们呈现他们眼中的事实并给以文字呈现及进行理论分析

的时候，他们甚至都在有意强调某些部分，有意忽视某些部分 。 在重

新进入田野点的时候，甚至常常发现前次田野调查竟然没有看到的东

西是那么的多 。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而不断延长调查的时间就能解决这

个问题吗?也是很难的 。 马克思曾说过，"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

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

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①。 这些相当

严谨的话语中也流露出真正不受干扰的科学实验的不可能 。 社会生活

远比物理学研究的实验室复杂得多 。 经验的增加并不必然能够完全解

决知识的确定性问题 。 事情的发展有其历史性，各种此刻发生着的事

情不断对从前发生过的事情进行覆盖的情况并不罕见，同时也还会有

更加遥远的相关记忆被激活而叠加在这些眼前发生的事情上面的情

况 。 更何况每个调查者都是特定的个人 。 不同的调查者的知识素养、

文化背景是不同的，这也会便不同的调查者面对发生的事情会有不同

的理解并呈现出不同的"写出的事实" 。 那么，把调查者个人的田野

经历放人民族志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我也不能同意 。 只是，这样

的写作可以保持一种警惕，不会像全知全能角度那样给人以十分客观

的诱导，因为这样的写作甚至可能使写作者自己都被自己所写的东西

所误导一一那是客观存在的呀 。 有点儿絮絮叨叨地陈述个人如何获得

课题，如何进入田野，如何与当地人发生关系，并且呈现调查中的各

种困难，甚至承认一些事情搞不大清楚等做法的作用就在于，一方面

可以使读者保持一种警惕，可以引起他们进行学术批判的冲动;另一

方面可以使写作者保持一种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保持对已经呈

现的材料进行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关键的还在于可以保持对来自学术

界批判的更加包容的心态 。 最终被置于公共话语空间的文本应该有这

样的作用 。 此外，如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人希望认识一切，也

希望认识他自己 。 而且他并不是在他所希望认识的事物之中唯一的一

种 。 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

① 马克思: < 资本论> (第 l 卷 ) ，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版，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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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一半认

识 。 " ① 认识到自己在认识才可能使学术研究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 相

信自己只是普通人，明白自己的认识本身完全可能存在弱点和问题这

一点是很重要的 。 这会促使调查者不断去思考自己的弱点和问题 。 用

阿尔都塞的话说就是，"一门科学的进步或者说它的生存只是由于把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的理论的弱点上 。 由此看来，科学的生命不在于

它所知道的东西，而在于它所不知道的东西"②。

人类学家不是长舌妇 。 人类学调查不仅会涉及国家认同 、 民族认

同等一些重大问题，还会涉及婆媳争吵、兄弟阅墙之类的家长里短的

东西 。 人类学不应只是把这些东西作为谈资，而是要将它们作为社会

事实或者文化事实来进行研究 。 也许在此我们还会面对"何为事实"

的问题 。 限于我们此刻的话题，就只好暂时不再去讨论这类很玄的问

题了 。 至少民族志研究总得呈现出一些材料，尽管我们知道要慎重使

用"事实" 一词，就是说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我们看到了事实， 呈现

了事实，但我们总得讲一些我们看到的事情 。 我们叙述的东西何以指

望别人来看一看呢? 利奇说的那句话是让人服膺的，"我想，每一位

人类学家都必须面对的主要困难就是如何处理事实 。 当我读到一本某

位人类学家同事写的书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常常会被各种事实搞

得不胜其烦 。 我既不期望哪天去造访波利尼西亚或是黄金海岸的北部

地区，对蒂科皮亚还是塔伦西的文化特色也提不起什么真正的兴趣 。

我读弗斯教授和福蒂斯的作品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兴趣，而是为了可以

了解事实背后一些原理方面的事情 。 我可以肯定，大部分读这本书的

人对于克钦人也大概也会抱着同样的想法"③。 "了解事实背后一些原

理方面的事情"，这应该是民族志写作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 。

然而，面对事实，人们在其背后发现的"一些原理方面的事情"

① [英]柯林伍德著 ，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第 一

版.第 290 页 。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 、 文蒂安 · 巴里巴尔著 ，李其庆、 冯文光译 {读〈资本

论 n.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第 23 页 。

③ [ 英 ] 埃德蒙 . R. 利奇著，杨春字 、 周欲红译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 对克钦

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第一版 ，第 2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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