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荷兰学者对于印度尼西亚
的观察以及葛兰言对中国婚姻
模式的归类! 在法国当代人类
学家埃朗 "

!"#$!%&' ("")$*

#$古
迪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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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
中%尤其是近年来巴里"

1)/"-$*

2)""3

# 都提出%&亲属关系的基
本形式' 中的分析应归功于葛
兰言的 &中国古代之婚姻范
畴'%尤其是其中关于中国的亲
属等级和丧服制度的部分! 我
们还应当记得%列维

#

斯特劳斯
也曾一度致力于缅甸克钦和印
度婆罗门的研究% 该研究也招
致了与埃德蒙(利奇 "

405%$0

1-67)

# 和 路 易(杜 蒙 "

1%/&'

8/5%$*

#的论辩!对我们而言却
是非常地清楚% 以澳洲为着眼
点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是一
个封闭的视角% 而亚洲则为我
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同样还应
注意到% 美洲却极其意外地很
少出现在该书中% 而是点缀性
地作为补充出现在他在

9:;<

答辩的论文里! 在&南比克瓦拉
的社会与家庭生活'中%他为我
们展现了% 这个小型游牧民族
通过交换妇女% 再现了社会生
活的初级状态!

同样的翻转性的举动还以
非常夺目的方式再度出现在列
维
$

斯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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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两
本书中%即&今日图腾'和&野性
的思维'! 重拾迪梅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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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

比较语言学家!文献学家#针对
澳洲图腾制度提出的疑问 %列
维
$

斯特劳斯跳脱出框架并将来
自亚洲的元素并入% 即形成了
&野性的思维'第三章"*变动的
系统+# 和第四章 "*种姓的图
腾+#的关键点%他指出,差异的
多样性)))也就是说使得多种
结构产生的逻辑)))令局限于
澳洲图腾的分类"因为一个自我
封闭的大陆上关于所有的动物
和植物的鉴定的变化都已经枯
竭#必须过渡到印度和印度尼西
亚的关于社会功能的分类!澳洲
的图腾世界必须向结构组合更
加丰富的亚洲开放! 列维

$

斯特
劳斯首先参考了高罗佩 "

C)$

?/B&6D

#的&古中国的性生活'%该
书展示了中国社会是如何构想
食物禁忌和婚姻禁忌之间的关
系%认为中国人对于性的过分讲
究带有美国的 *有牙阴道+"译

注" 拉丁语
!"#$%& '(%)&)&*

有牙

阴道来自民间传说!属于警示性

质的寓言# 在心理学分析中!显

示与男性潜意识中的阉割焦虑

有关#的意味!同样%他还在自己
的关于神话的作品中%参考和利
用了葛兰言的代表作&古代中国
的舞蹈与寓言'和&中国节日与
古代歌曲'!

亚洲和美洲的关系在列
维

$

斯特劳斯
9:=;

至
9:E9

年

创作&神话学'时以一种新的形
态出现%此间%他似乎专一的着
眼于美洲大陆! 之后他

9:EE

至
9:<<

年间完成了五次在日本的
旅行! 对日本的探索%尤其是北
海道% 佛教思想在都市之中的
传播

F

远古时代对自然规划在
今天的保存%毫无疑问使得"在
列维

$

斯特劳斯看起来#互相矛
盾的两张亚洲脸孔得到了缓
和!

9:<G

年出版的 &嫉妒的制
陶女'% 体现了列维

$

斯特劳斯
在十来年与同时代人相对隔绝
的状态之后的成功回归% 也是
对于远东和远西重新审视的成
果!他比较了西瓦罗"

H&,)"%

#关
于陶艺根源的神话和阿尔冈
昆夜鹰的故事 %以及日本的召
唤超自然力量的传说 -通过这
些不同的神话 %他批评了个人
无意识的弗洛伊德派假设

F

并
将其范围相对化! 对于心理分
析法的批评 % 列维

$

斯特劳斯
一派的主导动机 %首先是对于
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的关
怀 %然后根据来自地中海社会
的叙事 %将其扩展到美洲和亚
洲的更为丰富的思想和生活
形式!

我
们不禁发问, 列维

$

斯
特劳斯的著作中%非洲

占据着怎样的位子. 除了个别
与他文中主要分析的案例类似
的情况被当作例子列举之外 %

非洲在他作品中出现得非常有
限! 毋庸置疑%这也成了列维

$

斯特劳斯的作品在结构主义人
类学内部受到异议的一个原
因! 但是极有可能%因为非洲与
欧洲的历史上的关联%对列维

I

斯特劳斯而言还达不到足够的
距离让他对其抱以 *遥远的目
光 +%或者或多或少带着 *人类
起源+ 的意识 "去面对这块大
陆#! 涂尔干在澳洲发现了他向
往的人类的摇篮% 历史学家们
则认为是在非洲%而列维

$

斯特
劳斯则绕开了欧洲人对于起源
的激辩% 转而将目光投向亚洲
和美洲"列维

!

斯特劳斯一直主

张泛太平洋地区作为地中海的

反面! 是温和的新石器文明的

第二发祥地! 美洲和亚洲的神

话的统一性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也承认 % 以大陆划
分)))或者像学科内部所说的
那样)))按照文化空间来划分
的人类学%是否违背列维

$

斯特
劳斯提出人类精神的共性的心
愿.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
说列维

$

斯特劳斯曾努力证明
*人类总是一样地思考+并以此
来反对进化论和各种形式的种
族主义% 他还非常关注人类思
考时的具体环境%或者说

F

每个
大陆所处的环境% 确定了思想
传播的范围! 他还认为%结构主
义人类学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思
考% 而是立足于一块特殊的土
地! 而欧洲%由于历史的偶然%

被当作了其他大陆由此发散出
去的中心! 我们还可以这样描
述列维

$

斯特劳斯式的人类学%

从那些有所交流的大陆% 到被
疏忽的土地% 他审慎地关注人
们所行使的一切行为% 以便改
变我们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
处的位置的感知!

现
在%我要简单说一下为
什么以列维

$

斯特劳斯
对于亚洲的态度)))或者说以
亚洲为出发点)))能够解释这
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些现象 !

我认为% 在他对美洲和亚洲两
地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列维

$

斯
特劳斯有着一致的直觉, 两种
社会的划分方式% 能够维持一
种长期的秩序% 并且规避对其
造成威胁的剧烈骚动! 当然%需
要注意的是%列维

$

斯特劳斯在
美洲观察到% 一些国家正因西
方的征战而发生转型% 而在亚
洲期间% 他见证了一场以去殖
民化为动因的战争! 如果说美
洲和亚洲的差异是历史时期的
聚焦上的不同% 但我们在两地
所观察到的现象却完全雷同 !

结构主义人类学告诉我们 %为
什么它斩断了与涂尔干式的社
会学的联系% 是因为在某一个
时刻一个社会一分为二% 为了
在考虑到所分开的两半的差异
时仍维持一种秩序% 并将这种
初始的差异与其他各种可见的
差异都纳入到整个环境中去考
虑! 这就是&野性的思维'的启
示,通过自然的归类%一个社会
试图在它的整体环境中建立秩
序% 以便解决社会关系的内部
矛盾!

结构主义人类学% 并非是
要去除社会的历史性% 而是立
足于历史上的一些转折点 %或
者一些典型的事件)))我们可
以说%在列维

$

斯特劳斯后期作
品中或多或少出现的一个词 ,

灾难)))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组
织的矛盾!

列维
$

斯特劳斯对于亚洲
的观点也避免了两个暗礁)))

东方主义 "亚洲是一块神秘的

大陆%另一种文明在此发展#和
欧洲中心论 "亚洲应该以处于
民主和进步之中的欧洲的标准
来评判#! 列维

$

斯特劳斯把亚
洲视作一块更加宽广的土地 %

我们在此可以观察到比其他社
会更加丰富的各种分类现象 !

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将中国文
明 "父系社会系统和类比分类
法#和印度文明"种姓制度和对
于宇宙观的思辨# 视作两个特
殊的持久的文明发祥地% 各种
不同的现象在此诞生并发展 !

但是相比文明发祥地% 结构主
义人类学对于*边界+更加感兴
趣% 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在此
更加突出% 文明发祥地的 *产
品+也大都在此发生改变! 也只
有在社会的 *边界 +%各种现象
的分类才可以集体在此聚焦 %

而且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够得以
持续!

在我同时进行的对于香港
禽流感的监控的调研工作中%我
试图表明%在介于香港和中国南
部"尤其是广东#的这块*边界+

地区%其张力由于强行执行的禽
类流通规范而有所减缓! 事实
上%至少从

9::E

年开始%在人和
动物接触时具有高致命性的
JGK9

病毒%已经在广东和香港
地区出现!

>LLM

年
NOPN

危机
发生% 为了控制病毒的发展%公
共卫生领域的专家被紧急调动
起来%因此促使了两个地区一种
新型关系的上演,出现病毒的养
殖基地与检查出病毒的卫生警
戒系统!

然而%我并无意在此扩展%

我只是借此表明, 我的研究致
力于延续列维

$

斯特劳斯对于
亚洲的视角%并借此向其致敬!

如果说 *整个亚洲都带着一副
病态的面孔+%那么根据东方主
义者的陈词滥调% 这并不是因
为亚洲的人群被动地呈现出他
们曾遭受的所有 *病毒 +%而是
*疾病 + 通过亚洲式的聪明入
侵% 从而对组成了社会的社会
差异进行反思! 当我们接近香
港或者广东的拥挤人群时 %我
并不曾感受到列维

$

斯特劳斯
在

9:GL

年面对带来毁灭的现
代性时的那种慌乱

Q

我惊喜于%

亦如他在
9:MG

年的民族志考
察时体会到的% 社会群体在面
临全球化带来的混乱时懂得维
持秩序! 商品大流通%所有生命
体经历着一种全球性的疯狂速
度% 亚洲已经果断进入了全球
化之中- 通过结构主义人类学
的方法%我们能够勾勒出%在特
殊的地方环境下% 同时以古老
又现代的实践方式% 亚洲如何
维持其社会的稳定!

$作者为法国凯布朗利博

物馆科研部主任! 法国国家科

研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时有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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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中华民族的觉醒!!!

从政治文化视角的考察

主讲 !孙燕京 "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时间 !

!

月
"!

日
#

!

$%&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临琼楼二层

"

民间文艺之乡建设与

民间文化生态保护

主讲 !王锦强 "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研究部负责

人$

时间 !

!

月
"'

日
#

!

$%&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

区学津堂

"

康雍乾盛世的兴衰实

况与历史启示

主讲 !李国荣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

员$

时间!

!

月
"'

日
"(

!

%%&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

区学津堂

"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主讲 !李世愉 "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

时间 !

!

月
!*

日
#

!

$%&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临琼楼二层

"

温其如玉!!!中国古

代玉文化赏析

主讲 !孙庆伟 "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时间!

!

月
!*

日
"(+%%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

告厅

"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

学探索

主讲 !赵辉 "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教授$

时间!

!

月
!)

日
"%+%%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

告厅

学林
!

资讯

#

$上接
+

版&

,-./

年的列维
!

斯特劳斯

!

学人在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