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林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版面编辑! 黄春宇

&'()*+,-.&/0+)

青年时期的列维
!

斯特劳斯与!忧郁的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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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版封面

当
欧洲尤其是法国正在
准备庆祝列维

!

斯特
劳斯的百岁诞辰时 !我正在香
港进行着一项深受结构主义
人类学启发的田野调查 "亚洲
正在发现这位法国媒体所称
的我们 #最后的大师 $!一系列
向其致敬的主题研讨会随之
在北京 %上海和东京举行 " 我
也趁此民族学转折之际 !提
出一些关于列维

!

斯特劳斯
与亚洲的关系的思考 " 我的
思 考 主 要 围 绕 两 个 方 面 展
开 &一方面以重述列维

!

斯特
劳斯笔下的亚洲为主 ! 另一
方面我运用结构主义人类学
的方式来阐明在地球这一端
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首先!我
要提出一个引发我思考的悖
论 & 如果说列维

!

斯特劳斯 !

这位纽约生活以及南美洲一
些小部族的颂扬者 ! 似乎并
不那么喜欢亚洲(((他在 )忧
郁的热带 *中曾这样描述 &#整
个亚洲都带着一幅病态的面
孔 $+((但是 ! 他的作品却可
以令我们更好地了解亚洲社
会 !甚至以一种与科学有关的
情愫去热爱它们' 立足于身处
世界的两端 ,远东和远西 -的
亚洲和美洲 ! 列维

!

斯特劳斯
将.遥远的目光$投注于古老的
欧洲/ 我们试图勾勒出这种姿
态下的情境/

首先
"

我们将追忆由两次
旅行的田野笔记撰写而成的
)忧郁的热带*! 第一次是由列
维

!

斯特劳斯讲授社会学的巴
西圣保罗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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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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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别组织的在巴西的
两次探险0第二次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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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教
育框架下进行的巴基斯坦之行
)

此处 #$巴基斯坦 % 应为复数

&译注' 法文的名词
!

形容词和

冠词都有单复数之分(#因为列

维
"

斯特劳斯也曾游览东巴基

斯坦#

"#%"

年之后其取得独立

&成为孟加拉国(# 而巴基斯坦

是在
"#&%

年摆脱英属印度的

殖民#宣布独立) 之后#东巴基

斯坦的一部分以及西巴基斯坦

与印度曾因边界问题发生混

战
'

/ 在之前的两次探险中!卡
都卫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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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南部

的印第安人- 的脸部绘画之美
和 南 比 克 瓦 拉 牧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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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中部的原住

民-的裸体启发了列维
!

斯特劳
斯对于布洛洛 ,

807070

-村庄的
复杂性的思考/ 而在巴基斯坦
的旅行! 正值印度与巴基斯坦
战争之际! 面对芸芸众生+++

毫无疑问是那些由于战争而流
离失所的人+++坐落于吉大港
山丘的佛教的庙宇令他展开了
第一次对于知识的虚无的思
考!并产生了这样的构想&美洲
为我们重现了小型的人类族群
重新创造社会存在的初级形式
的景象!而由神圣土地%廉租房
和工业城市构成的亚洲! 则赋
予我们一种虚无的智慧和过剩
的人口造成的强烈反差的印
象/ .亚洲让我感到最为担忧的
是! 它提前呈现了我们的未来
的样子/对于美洲原住民!我非
常珍视几个短暂的印象& 在那
个时代里! 物种仍然与其所处
的世界成比例! 对符号的使用
和自由的行使之间延续着恰如
其分的关系/ $在巴基斯坦之行
四年之后!)忧郁的热带* 以小
说的形式出版! 是对于在美洲
的经验的沉思! 是在身处地球
两端时! 面对着由战争导致的
流离失所的人和由于客体的不
成立而失效的知识而产生的沉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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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忧

郁的热带" 一书中提及亚洲的

部分重复了东方主义的老生常

谈# 表达了初到亚洲的西方知

识分子的惶恐# 胜于民族学家

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

然
而! 在这两者之间!还
有第三块大陆& 澳洲!

图腾制度的土壤/ 确实!如果不
是与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的联
系! 也就没有其他因素导致列

维
!

斯特劳斯对有关澳洲的材
料进行工作/ 在斯宾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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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吉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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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民族学家#人类

学家-对澳洲的细微研究之后!

涂尔干将澳洲大陆描述成宗教
社会学建立实验室的地方/ 通
过寻找宗教的社会起源! 涂尔
干发现! 对植物或是动物的崇
拜!透过丰富的仪式!体现出神
圣的象征特质/ 然而!涂尔干并
没有像之后莫斯那样运用比较
研究法! 一个独立的案例就足
以展示他对于宗教社会学的论
断! 该案例能够同时凸显逻辑
的单一和现象的丰富! 以此便
能够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案例
中/而列维

!

斯特劳斯重拾澳洲
的案例并以此向我们展示 &我
们并不能通过一个所观察到的
现象的根源而推断出其他社会
的情况! 但是加上其他社会中
的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提出结
构性的变动中的普遍逻辑/ 澳
洲显示出!在古老的欧洲!各种
宗教在起源问题上互相角逐 /

通过加入美洲和亚洲这两个不
可或缺的伙伴!列维

!

斯特劳斯

重置了整个游戏/ 我们可以说!

结构主义推翻了 ,文化- 进化
论/ 当只有两者进行比较时!一
方总是被作为另一方的根源
,一方被礼赞 ! 另一方则被贬
低-/ 当这种比较被取代!四方
参与的游戏体现了差异的多样
性! 关于原始性的指派就不再
可能

)

从这个角度 #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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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关于四

种 $世界观% 的结构主义论题

&万物有灵论#图腾制度#自然主

义和类比法(是非常中肯的
H

/

这
一翻转性的举动!还体
现在列维

!

斯特劳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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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在期刊 )复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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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名为 .亚洲和
美洲艺术中的拆半表现$ 一文
中!后来该文又被收录在

#$&'

年出版的 )结构主义人类学 *

里 / 他重拾法兰兹1鲍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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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洲西北部的
面具的解读! 并与新西兰地区
毛利人的纹身%古中国的容器!

以及他在亚马逊地区亲自观察
到的脸部绘画进行比较/ 在上
述的四种情况中! 拆半表现以
一根对称轴将表现的元素拆分
为两半并展示此元素内部的不

平衡/ 我们所见的绘画的并不
是事物本身所要表达的! 非涂
尔干的理论那样认为图腾是社
会的符号/ 拆半表现更像对二
元性所作出一种心智上的图
解!是由活跃的逻辑所支配的/

列维
!

斯特劳斯偏离了涂尔干
对于图腾根源的解读! 并提出
一种更加深刻的逻辑+++它是
无意识的+++在亚洲和美洲的
艺术作品中均可见/

在美学分析之中展开的这
一翻转!继续在列维

!

斯特劳斯
另一作品 )亲属关系的基本形
式 * 中得到了展示 / 有限交
换+++在上一辈获取妇女的群
落我们必须给出一个妇女作为
回馈+++这一由拉德克利夫

!

布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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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
社 会 ,原 住 民 部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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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到的现
象! 被错误地认为是亲属关系
的起源!相反 !列维

!

斯特劳斯
认为这只是一般性交换的缩简
模式!后者被认为更原始!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给出一个妇女!

而收到作为回馈的妇女可能发
生于若干代之后/ 他还以此来

列维!斯特劳斯与亚洲!

"美国之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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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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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娇

本文原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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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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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经作者授权翻译刊发#部分注释合并入正文$ 作者在文
中分析了亚洲在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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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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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位置#并提出了一些
针对亚洲的结构性的分析建议$如果说列维

3

斯特劳斯似乎在&忧郁的热带'这部文学沉思的作品中
曾贬低亚洲的话#那么通过在美洲大规模延续的社会转型和更为丰富的分类现象#列维

3

斯特劳斯
又在其科学性的写作中为之礼赞$ 这一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引导列维

3

斯特劳斯批判了涂尔干
对于澳洲的聚焦#也致使他相对地忽略了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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