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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流派

!功能人类学派"英国社会人类学派#又称结构功能主义$于%&世

纪%&年代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

化现象$无论是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抽象的社会现

象$还是衣物(工具(器皿等具体的物质现象$都有满足人类实

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

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不可分的一部分#在学术

上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又不尽相同#马林诺夫斯基

偏重对人类生物需要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侧重社会结构的

研究$因而后来人们把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称为 )结构’功

能论*#他们的分歧使功能学派内部分为两个不同的传统#功能学

派强调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放弃重构基于推测的人类文化

史的尝试$认为追溯文化的起源是没有意义的$现存文化因素的

意义与实际功能$才值得研究#主张保留殖民地传统社会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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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实行间接统治"功能学派的研究!是共时和静态的!具

有某种反历史的色彩"功能学派是作为古典进化主义人类学与传

播主义的反题而产生"

#心理人类学派$又称文化心理学派或心理分析人类学学派"美国

人类学%民族学流派"&’世纪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等人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

的影响下!开始注重于生理学%心理学的人类行为心理研究"在

美国!先后出现了文化与人格理论%国民性研究!并一度成为精

神分析人类学学派的主流"主要代表人物除本尼迪克特外!还有

米德和卡迪涅尔等"心理学派以人格与文化的关系为主题!侧重

研究文化精神%人格%气质%人类行为的下意识冲动%青春期%梦

幻%异常等)将心理学测验与分析方法引进人类学!并试图从心

理层面解释文化差异和人格差异"对心理学派的评价毁誉不一*或
以为它是披着心理学外衣的种族主义!称之为种族心理学派)或

以为它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色彩!批判了种族主义"心理学派将

心理学方法引入人类学!开拓了认识人类及其文化的新角度"不

足之处是倾向于把文化视为心理活动的结果!从个体心理的角度

来把握文化整体!甚至把整个文化或民族视为精神异常者"由于

心理学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吸收文化人类学的成果!自 +’年代!逐

渐形成了心理人类学"

#结构主义人类学派$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界中运用结构分析法的

流派"兴起于 &’世纪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莱维-斯特劳斯%
利奇等人"莱维-斯特劳斯于 ./,0年在他的 1语言学和人类学的

结构分析2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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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开创了结构人类学的认识方法!对整个人文

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构主义学派具有以交换的符号体系

##语言为模型!时常尝试大胆的跨文化研究的特色"以亲族$婚

姻$联盟$神话$礼仪为研究主题!并将文化的基本结构本身!理

解为符号的交流体系"结构主义学派的主要分析概念有%女性的

交换体系 &婚姻的基本结构’$连续状态 &自然’与非连续状态

&文化’$互酬体系 &社会的结构’$分节体系 &语言的结构’$(辨
别因素的二元对峙)$(意味与被意味)$(转喻与隐喻)$(野性思

维)与 (栽培思维)等"主要来源有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尤其

是莫斯的整体的 (社会事实)学说和索绪尔$特尔别茨科$雅各

布森等人的结构语言学"

*新进化人类学派+,-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初西方尤其是美

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考古学

家柴尔德$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斯图尔德和萨林斯等"该派坚持

进化论的思想!同时又提出了一些与 01世纪进化论不同的观点!
故被称为 (新进化学派)"其理论核心是以环境适应与生命过程的

物质基础为根据!研究文化和社会的进化!努力以唯物论探求文

化进化的因果关系"怀特认为!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人类进化是

普遍的!文化是由技术决定的!文化的发展动力是 (能量)"主张

技术决定论!用数理方法提出 (文化能量)的公式"斯图尔德则

是新进化学派理论中文化生态学的奠基人"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必

然适应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生产

的专业化!决定社会关系的性质"从文化对环境的适应看!文化

的进化是多线的"第二代新进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萨林斯和塞维斯

则致力于综合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说!提出 (一般进化)与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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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进化!的概念"分别对应于怀特的 #普遍进化!与斯图尔德的

#多线进化!学说$萨林斯和塞维斯认为"文化进化的两种基本形

式或类型便是 #一般进化!与 #特殊进化!"分别揭示了人类文化

进化的不同侧面和不同的内在机制"因而都是有意义的$新进化

学派全面地重新评价了摩尔根的进化学说"恢复了摩尔根在西方

人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化相对论&美国人类学’民族学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人类

学评价文化价值的一种理论$其基本论点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

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在比较各民族文化时"必须抛弃以

西方文化为中心的 #本族中心主义!观念$每个民族的文化时常

会有象征该民族文化中最主要特征的文化核心$例如"现代欧美

文化中的技术(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现代大洋洲的美拉尼西

亚人中的社会威望(印度托达人的水牛(大洋洲加罗林群岛的波

纳佩岛的薯蓣等$文化相对论认为"尽管各民族文化特征的表现

形式不同"但本质是共同的"其价值是相同的"即都能起到对内

团结本民族’对外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作用$首先提出文化相对性

观点的是芬兰学者韦斯特马克"他在)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一

书中指出"道德观念没有普同性"而且因时因地而异$这一观点

在英国称为 #伦理相对性!"美国人类学家多接受此种观点$博厄

斯学派提倡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本尼迪克特将其视为文化人类学

的基本方法$文化相对论主张以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

识为基础$赫斯科维茨认为"文化的价值判断以经验为基础有多

少种文化体系就有多少种人类心理状态"单线进化的人类心理一

致说不能解释文化现象$文化相对论的不足之处"是常常忽视人

类文化同一性与普遍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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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学派"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界中主张进化理论的学派#$%世

纪中期&西方的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在以达尔

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都是

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向复杂循序渐进地发展的进化论思想#德国

民族学家巴斯蒂安是进化学派的先驱#此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英国的泰勒’斯宾塞’弗雷泽’拉伯克’麦克伦南(瑞士的巴霍

芬(美国的摩尔根#侧重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起源发展的原因及

过程#认为任何社会’民族或文化的进化&都经历了一个大致相

同的过程&因为人类具有心理的一致性#其中摩尔根集大成的进

化学说影响最大#摩尔根对重建原始社会史&以及对婚姻家庭和

亲属制度的研究成果&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进化论

者首先开创了对于文化的系统的科学研究&强调并论证了人类文

化和社会的统一性#进化论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存在一些严重缺陷&
如把社会进化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心理的一致性(用直线或单线进

化解释一切文化现象#在 )本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把

$%世纪的西欧文明视为文化发展的顶点(不计时空距离和民族实

际的文化背景进行空泛的比较研究等#

!传播民族学派"西方民族学派之一#$%世纪末至 +,世纪初形成

于德国#作为 $%世纪后期进化主义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反题&传播

论者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相似的文化要素的分布为线索&旨

在 重构更为严密的文化史体系#这一理论是在地理学家拉策尔

)人类地理学派*的观点的影响下形成的#其创始人为民族学家格

雷布纳#其哲学基础是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伪历史主义&认

为只有独一无二永不重复的现象才是历史现象#传播学派否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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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人民的文化创造性!将民族文化的进步"发展看成是独立自

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 #物质文化"社会制度和宗教观

念等$都是在某个地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出来!便开始向外

&传播’%各个文化现象传播到某个民族中间以后!便在那里机械

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的 &文化圈’%他们认为!各族人民并不是

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只是从世界上到处传播着的各种文化

现象中 &借用’了某些现成的东西%这种文化传播和借用的过程!
便是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传播学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各种不

尽相同的学说(德奥文化圈学派 #弗罗贝尼乌斯)格雷布纳"施

米特$"英国的极端传播主义与太阳巨石文化说 #史密斯"佩里$
等%美国历史学派中的克罗伯"维拉等人!也有很浓厚的传播主

义色彩%该学派现已完全丧失了过去的影响!但积累的民族学资

料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人类学派+西方民族学学派之一%又称批评学派或历史批评

学派%,-世纪末至./世纪初形成于美国!其创始人为人类学家博

厄斯!故又称博厄斯学派或美国历史学派%在学术上该派主张以

实证论和经验论为基础!认为只有具体的才是历史的!只有具体

的历史才是可靠的!任何抽象和理论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因此!
倾向于把人类学的研究局限于民族志范围之内%历史学派强调所

谓 &历史的方法’!即只对具体事实进行描述和记录!反对摩尔根

的 &思辨的方法’!认为过于武断和穿凿%在批评传播学派的同时

提出了 &文化特质’"&文化区’和 &文化丛’等概念%所谓文化

区!最初是博厄斯为在博物馆陈列和整理展品时!便于分类民族

志和考古学的权宜之法!后来由维斯拉发展成为 &年代区域假

说’!其理论核心是原生文化中心及其传播!实际上与文化圈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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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之处!故西方一般又把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总称为文化历史

学派!历史学派承认文化价值的相对性"认为任何一种行为"必

须首先置于它所在的独特文化结构之中"并与该文化的价值系统

相联系来加以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历史学派开始发

生分化"现已不复存在!

#社会学年刊学派$又称法国社会学派或迪尔凯姆学派!西方文化

人类学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世纪末形成于法国"主要代表人

物为迪尔凯姆和莫斯!由于他们以 ’社会学年刊(为阵地"故称

社会学年刊学派!该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强调整

体的社会事实的意义"认为社会学正是研究这些作为自然现象的

社会事实的科学!迪尔凯姆反对古典进化论的心理学基础"主张

对社会事实进行生理学和形态学的研究!用 )集合表象*解释原

始宗教及原始思维!莫斯也认为"社会是一个复合整体"社会现

象人为地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该学派的主要研究领

域是社会分工+原始宗教+自杀+馈赠+分类+原始思维+婚姻

体系等以及各种部门社会学!社会学年刊学派对后来的莱顿学派+
功能主义学派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中外民族学家

#吴泽霖$,%-&-. / 中国当代民族学家+教育家!江苏常熟

人!%&%0年考入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前身/"%&11年留学美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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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大学获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

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海外

文化事 业 部 主 任 和 教 务 长(#$-#年 %月 赴 昆 明 西 南 联 大 任 教(
#$-.年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兼教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先后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中央民族学

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年调中南民族学院任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

著作有/0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0现代种族1!0社会约制1!0世界

人口问题12与叶绍纯合编3!0贵州苗夷社会调查12与陈国均合

编3!0贵州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1!0贵州青川江流域部分地

区苗族的婚姻1等’并有译著多种"

4林惠祥52#$6#+#$*&3 中国当代人类学家"福建晋江人"#$%.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为该校文科社会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后考进

菲律宾大学研究院’#$%&年毕业’获人类学硕士学位(#$%$年任

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后参加该院民族学组研究工作(#$)#年

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先

后多次进行了台湾高山族!台湾新石器遗址!武平!龙岩!长汀

等新石器遗址的民族学调查与考古学发掘"从事东南亚和中国东

南地区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研究’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

行调查研究的学者’著有 0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2#$)63"他的

0文化人类学1一书提出了中国人类学体系"著述还有 0民俗学1
2#$)#3!0世界人种志12#$))3!0神话论12#$))3!0中国民族

史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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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 中国当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

家,江苏江阴人,$%$-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年赴美国留学0
先后在达特默思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社会学和人类学0$%.%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年任燕京’云南大学社会调查所主任,$%/%年在云南大学创建社

会学系1$%2$年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0专门研究边

疆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年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该学

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当选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中国民族学学

会+中国人类学学会顾问,倡导并致力于社会学的 3中国化4,鼓

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0注重社会群体中质的文化因素的研究,认

为中国地方志中对于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文化的强调

为他所主张的文化因素研究提供了基础,认为0旧中国的主要问

题是西方文化对农村内部的侵入,民族问题主要是由于文化因素

而产生的边缘人口的离心倾向所造成,主要著作有 5见于英国舆

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6#英文专著+博士论文*+5中国社区

研究计划的商榷6#$%/-*等,

!杨!"#$%&$’ * 中国当代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河北大名县人,$%.$年赴法国0就读于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巴黎

大学0获理科硕士和文科博士学位,$%/$’$%2%年先后在河北大

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华

北大学+云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0在北平中法

汉学研究所任研究员0曾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会0并任 5民
族学研究集刊6特约撰稿人,主要著作有75人类学大纲6+5民族

学与人类学6+5灶神考6+5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的研究6#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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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

法论$等%对介绍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起

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深入彝族"白族"傣

族"苗族"佤族"哈尼族居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实地考察%’(
世纪 )(年代撰写的 #什么是民族学$"#试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

人类的学说$等&是中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学和

人类起源的著作%他先后发表了 #民族学概论$" #民族与民族

学$"#民族学调查方法$"#原始社会发展史$等专著及近 *(篇论

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中国

社会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和中国民

俗学学会副理事长%

+凌纯声,-./(’0./1.! 中国当代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江苏

武进人%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师从人类

学家莫斯等研习人类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国立边疆教育馆

馆长"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年赴台湾任台湾大学考古人

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等%曾先后调查

了赫哲族"苗族"畲族"彝族等%致力于将民族学应用于边政建

设等实际问题的研究%从事台湾高山族的调查"中国古代南方文

化和东南亚文化关系等问题的比较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主要著

作有2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3*!"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1!"#中国边政制度$-./*1!"#边疆文化论集$-./)3!"#中
泰 文化论集$-./)1!"#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
-./45!"#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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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志"#$%&’( ) 中国当代民族学家*广东海丰人*$%’+(
$%’,年就读于岭南大学*$%’,年任中山大学助教*$%’-年受中山

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尔后深入四

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奴隶社会结构及彝族生活情况/风

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特征.写出 0云南民族调查

报告1/0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1/0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1等专著.
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考察著作*后由中山大学派赴法国留学.
获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世纪

+&(2&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及研究院秘书长/文科研究所所长/
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为南方各高等院校培养了最早

的一批人类学学者*这期间主编了 0民俗季刊1和 0民族学刊1.
发表了 0广东人民与文化1/0人类科学论集1/0人类学与现代生

活1/0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1/0海南岛苗黎调查1/0广西苗瑶

侗壮访问记1等专著及调查报告*$%22($%23年由教育部选派赴

美国.考察印第安人保留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民

族学院教授兼文物室主任*

!陶云逵"#$%&2($%22) 中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原籍江苏

武进.寄居天津*$%’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年赴德国.先后

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

位*$%+2年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员*抗日战争

期间.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南开

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主编 0边疆人文1杂志*对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彝族图腾制的发现.云南大学社

会学系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的发展均起了重要作用*著有关

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报告专文 $&余篇.散见于 0西南边疆1/

,-’’民 族 学



!边疆人文"等刊物中#

$费孝通%&’(’)* + 中国当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

家#江苏吴江人#’(--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考取清华大学社会

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年底入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在人

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并根据农村调

查资料写了题为 !江村经济"的论文/第一次将人类学的方法用

于研究现代农村/’(-(年出版后/被国外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列

为必读参考书#’(-0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回国在云南

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

究室#’(1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率领中央访问团在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访

问,调查#’(2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22年到贵州进行民

族识别/’(2.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

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云南民族地区#’(24年以后主要从事翻译

和边界研究工作#’(4(年当选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0)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历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中国社

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中国民主同盟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0-年 .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5!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
土中国",!乡土重建",!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社会学的探索",!小城镇大问题"等#’(0)年 -月/国际应用人

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0’年’’月/英国皇

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0’年度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

荣誉的中国学者#’(03年 ’3月由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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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荣誉院士推选委员会推举为该校荣誉院士!

"林耀华#$%&%’( ) 中国当代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

家!生于福建古田!%&+,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间的主要学术成就是 .金

翼/与 .凉山彝家/二书的出版0前者以文学体裁表现了中国南

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后者论述了对凉山

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的考察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深入藏区*东蒙草原及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居住地进行民族工

作和学术考察!参加并领导对云南省诸少数民族的识别与社会历

史调查工作0担任 .辞海/编委会编委兼分科主编及民族问题五

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0并担任全国民

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会的领导职务!著有 .从猿到人的研

究/0主编 .原始社会史/等!被聘为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主

编的 .当代人类学/通讯编辑*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

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国际名誉顾问!

"巴霍芬#$%2%,(%223) 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生于巴塞尔!
曾在巴塞尔*柏林*牛津*剑桥*巴黎等大学学习法律和法学史!
%2-%(%2-,年在巴塞尔大学任罗马法教授1%2-4(%255年任巴塞

尔州刑事法庭法官!%25%年所著的 .母权论6根据古代世界的宗

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简称 .母权论/)
$%25%)一书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作品!他根据大量史

料0对原始社会的两性关系进行了开辟新途径的研究0从而论证

了群婚制和母权制的存在以及从群婚制到对偶制的过渡形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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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试图把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提出母权先于父权的观点"恩
格斯认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 $%&$年即巴霍芬的 ’母权论(出版

的那一年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页-"巴霍

芬的著作还有 ’罗马民法学理选集(.’古信札!特别是对最古的

亲属关系概念的了解(等"

/摩尔根0*$%$%1$%%$- 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古

典进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年毕业于罗切斯特联合学院"
$%++年 起 在 罗 切 斯 特 开 设 律 师 事 务 所!终 生 以 律 师 为 职 业"
$%++1$%3%年多次调查北美印第安人尤其是易洛魁族的民族制

度.亲属关系.部落联盟"$%+&年被塞纳卡部落鹰民族接纳为养

子"摩尔根发现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氏族制度!认为氏族制度是

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还研究了亲属称谓与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
并由此提出了人类婚姻与家庭形态的进化学说!进一步将其扩张

为一部系统而全面的原始社会发展史"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不

断进步!是基于人类的心理一致"他将技术的进步作为衡量进化

的尺度!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主要著作有 ’易洛魁

联盟(*$%,$-.’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3$-.’古代社

会(*$%33-.’美洲土著的房屋及家庭生活(*$%%$-等"$%34年

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

/麦克伦南0*$%531$%%$- 苏格兰法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家"早

期进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麦克伦南长期致力于原始社会的研

究"主要贡献是指出了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并认定

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但他有关 #外婚制部落)与

#内婚制部落)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被后来的研究所推翻"他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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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崇拜"一书中#首次系统地叙述了原始人的图腾信仰$主

要著作有 !原始婚姻%婚姻仪式中掠夺形式源流考"&’()*+,!古
代史研究"&’(-)+等$

.泰勒/&’(012’3’-+ 英国人类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学进化学

派的创始人之一$历任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牛津大学人类学讲

座第一任教授和英国人类学会会长#并创建了牛津大学人类学系$
泰勒反对当时广泛流行的认为落后民族已经衰退因而是不够格民

族的退化论#提出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化的思想#并把文化看

作一个整体#认为一切民族对此都作出过贡献$在方法上是把统

计学应用于研究处理社会事实的第一个人$所著 !论调查制度发

展的一个方法"&’(((2’((3+一文对后来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

起了很大作用$尤其重视人类精神与宗教进化的研究#提出了著

名的万物有灵论$对 4文化5的定义#也为后来的人类学所接受$
主要著作有 !人类早期史研究"&’()*+,!原始文化"&’(-’+,
!人类学"&’((’+等$

.米克卢霍2马克莱/&’(6)2’(((+ 俄国民族学家,旅行家和

社会活动家$’()(年毕业于耶拿大学#毕生从事澳洲,大洋洲和

东南亚民族的研究事业$’())2’()3年#访问了加那利群岛,马

德拉群岛,摩洛哥,西西里和红海沿岸$’(-’年#在俄国地理学

会的资助下#远航至新几内亚东北海岸考察#先后在此生活近 0
年$’(-62’(-3年游历了该岛西南,东南海岸#及马六甲半岛,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及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诸岛#并在澳大

利亚和爪哇生活多年$在旅行中进行动物学和地理学考察的同时#
十分重视对各民族进行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在人类学方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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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种的种的统一和相互亲近的思想!首次描述了美拉尼西亚

的人类学类型!确信巴布亚人同欧洲人在体质类型上并无原则区

别"在民族学方面他确切地描绘了所考察诸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生

活习俗!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一生写了大量的旅行札记!出

版 #米克卢霍$马克莱全集%&卷"搜集了大批民族文物!藏于列

宁格勒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

’科瓦列夫斯基()*+&*$*,*-. 俄国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法

学家/社会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01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

学法律系!后去柏林/巴黎/伦敦深造!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0+$*++0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先后三次去高加索考察"*++0
年因思想激进被解聘后去欧美研究和讲学"*,2&$*,*-年任彼得

堡大学教授"*,2-年创立民主改良党!鼓吹君主立宪!被选为杜

马代表"*,20年为国家参议院议员"是实证主义者"学术上既受

英国历史学家梅因和古典进化学派的影响!又受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坚持母系氏族制是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父系家庭公社是母

系家庭向现代个体家庭的过渡!明确划分两种公社!即家长制家

庭公社和农村公社!认为后一种公社是氏族瓦解的形式"著作主

要有3#伏特州公社土地所有制解体史纲%)*+0-./#公社土地占

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0,./#现代习惯和古代法

律%)*$1卷!*++-./#原始法权%)*++-./#高加索的法律和习

惯%)*+,2./#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2./#现代/近

代和古代的氏族生活%)*,2&./#社会学%)*,*2."

’弗雷泽()*+&4$*,4*. 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任利物

浦大学/剑桥大学教授"其治学方法受泰勒影响较大!曾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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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仪式和社会风俗制度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并收集了空前丰

富的资料"#$%&’#%#(年间出版其毕生巨著 )金枝*#+卷!#%,-
年又出补遗一卷"书中阐明了宗教和巫术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以及

两者之间的区别!论述了宗教信仰.仪式与社会政治组织及各种

制度之间的关系!被誉为民俗学和原始宗教学的宝库"弗雷泽是

英国民族学界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先驱!提出的宗教仪式和

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制度间有密切联系的观点!对今日人

类 学 界 仍 有 很 大 影 响!主 要 著 作 还 有/ )图 腾 崇 拜 和 外 婚 制*
0#%#&1.)不朽信仰和死者崇拜*0#%#,1.)旧约中的民间传说*
0#%#$1.)自然崇拜*0#%+-1.)原始宗教中对死的恐怖*0#%,-1.
)澳大利亚的土著种族*0#%,%1"

2迪尔凯姆30#$($’#%#41 又译涂尔干.杜尔干"法国社会学

家.民族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创始人"#$$4
年受任波尔多大学为他特设的社会学客座教授!#$%+年任巴黎大

学社会学与教育学教授"主编的 )社会学年刊*在西方社会学与

民族学界形成了有名的 5法国社会学派6"当时法国的社会学属于

哲学范围"迪尔凯姆主张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

立的社会科学7并提倡将一切社会科学统一于社会学中!变为各

种特殊社会学!如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经济

社会学等"认为除去各种特殊社会学外!还有社会形态学 0包括

人口论与人文地理在内1!将社会形态学与各种特殊社会学合在一

起!便构成普通社会学"对一切社会问题的解释!全应在社会事

实中找原因"社会学的对象便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社会学的方

法也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比较的方法"但只有属于同

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事实!才能互相比较"所著 )社会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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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一书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主要著作还有) *自杀

论!"#$%+’,*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道德教育论!,
*逆伦罪及其起源!,*社会学与教育学!,*社会学与哲学!,*社会

主义!等(

.博厄斯/"#$&$0#%1-’ 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2历史学派

的创始人(早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2后转向人文地理学与人类学

研究(历任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副馆长,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

系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美国人类

学协会主席,纽约科学院主席等(是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

人(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克罗伯,罗维,萨皮尔和威斯勒等曾是他

的学生2所以历史学派又被称为 3博厄斯学派4(该学派的理论基

础是实证论2反对进化论和摩尔根的观点2认为历史只能对各个

事实和现象作经验描述2不应有任何抽象推理2因而被称为批评

学派(在其倡导下2这派学者对美洲各部落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了

广泛的调查研究2并将南北美洲按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分为若干文

化区(理论上2文化区的分类和欧洲文化历史学派的文化圈学说

没有实质的区别(博厄斯在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

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 *孩子的成长!"#$%5’,*原始人

的心理!"#%##’,*文化和种族!"#%#6’,*原始艺术!"#%-+’,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0#%6$’,*普通人类学!"#%6$’,*种
族,语言和文化!"#%17’等(

.施密特/"#$5$0#%&1’ 德国,奥地利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和

宗教史学家2文化圈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会神父(先

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75年创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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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杂志"#$%&年创建传教士民族学博物馆"#$’%年创建人类学

研究所(主张用格雷布纳的文化历史方法和文化圈理论研究民族

文化)语言和宗教(研究了原始民族的 *有神思想+,认为一神教

自古就存在,原始人早有上帝观念(反对进化学派研究民族文化

的观点和方法"宣传文化 *一次发生论+和 *传播论+(重视文化

的接触与传播,从文化圈学说的立场出发,主张对各种文化的产

生发展以及相互联系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以他为代表形成文

化史学派中的维也纳学派,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主要著

有 -近代民族学及其起源)目的和性质!.#$/&0)-南岛语系各民

族宗教和神话之比较概要!.#$#/0)-神的观念的起源!.#$#%1
#$220)-民族和文化!.#$%30)-种族和民族!.#$%40)-民族学

方法!.#$’40)-人类最古阶段的财产!.#$’41#$3%0(

5鸟居龙藏6.#74/1#$2’0 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

家(#$%#年以 -满蒙史前时代!一文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

学位(历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上智大学教授(#$’3
年应聘为燕京大学外籍教授,#$2#年回国(鸟居龙藏坚持历史与

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重视通过考察古迹文物,钻研中)日古文献,
参阅英)法)德文有关资料对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等进行全

面调查研究,对民族文化进行纵横分析(是学术界认为的日本对

东亚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调查研究的创始人,为民族学)
人类学)考古学开拓了道路(又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

研究的日本学者(主要论著有8-史前期的日本!)-千岛阿伊努

人!)-苗族调查报告!)-东北亚人类学人种学问题!)-极东民

族!等(#$421#$4&年朝日新闻社出版了 -鸟居龙藏全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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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布纳"#$%&&’$()*+ 德国民族学家,$(-$年获博士学位,
历任波恩大学教授.科隆博物馆馆长,$(-/年在柏林人类学.民

族学和史前史学会发表 0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2首创 3文化

圈4学说,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在某个地方一次发生2向四周

传播2形成以该地的文化现象为中心的 3文化圈42而一个文化圈

的边缘又与另一文化圈相交叉5文化现象的传播过程2就是文化

历史的基本内容5研究这种传播过程的方法称文化历史方法,由

他所创的传播学派亦称文化历史学派或文化圈学派,其反历史观

点由奥地利民族学家施密特和德国文化人类学家科佩斯作了进一

步发展,在此派影响下2美 国 人 类 学 家 博 厄 斯 及 其 继 承 者 克 罗

伯.罗 维 等 人 组 成 传 播 学 派2又称历史批判学派,格雷布纳及

其学派完全否定各族人民的创造性2否定文化的进步发展2否定

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2与 $(世纪进化学派的观点针锋相对,主要

著作有 0民族学方法论1#$($$+.0民族学与历史1#$($$+.0文
化历史问题的图腾崇拜1#$($/+.0民族学1#$(6)+,

!马林诺夫斯基"#$%%*’$(*6+ 英国人类学家2功能学派创始

人之一2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开拓者之一,$(-%年获物理学.数

学博士学位,受弗雷泽 0金枝1影响2转攻人类学,历任伦敦大

学讲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66年2发表

了民族学调查专刊 0西太平洋的探险队1首次运用功能主义的思

想描述了土著居民的社会和文化2并在其他论文中进一步阐发了

这 一思想,所著 0科学的文化理论1#$(**2中译本名为 0文化

论1+是其功能主义理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总结,与英国人类学家

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起创立了英国功能学派,在学术观点上对进

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持反对态度,认为物质器具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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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时!才能存留和

传播!若失去这种功能!便会在历史上消失"提出对历史起源的

追溯是没有意义的!文化只是人们满足需要即功能的行为!社会

人类学的任务就是分析土著社会里的这些功能的观点"主要著有#
$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性

生活%&’()(+,$自由和文明%&’(--+等"

.本尼迪克特/&’0012’(-0+ 美国民族学家,女诗人"美国人

类学历史学派开创者博厄斯的学生和学术继承人"’()3年在哥伦

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自 ’(3*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在

学术思想上与博厄斯有所不同"与人类学家米德一起!结合心理

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

理学派!又称文化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重视实地研究工作!
曾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塞拉诺人,皮马人,普韦布洛人,阿帕切人,
祖厄人,黑足人作过调查"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泛文化心理的研

究上"认为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心理素质!在生

活上表现为不同的系统反应"并认为每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具

有一种特有的 4心理定向5和判断事物的能力!这种定向实际上

决定了其成员看待和处理来自周围环境信息的方式!即文化决定

着思维方式"提出不同的文化模式有优劣之分的说法"把美国西

南部的普韦布洛人,北美西北海岸诸族和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的

民族性格按其所说的文化模式分别称为 4日神型5, 4酒神型5,
4狂想型5"主要著作有 $文化模式%&’(3-+,$种族#科学与政

治%&’(-6+,$菊与刀%&’(-7+等"

.怀特/&’(662’(17+ 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新进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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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创造人之一!"#$%&"#$’年间攻读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

学)获心理学学士(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年任教

于布法罗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研读摩尔根的著作!"#*%年转入密

执安大学任教!"#+%年获瓦伊金普通人类学奖金!"#,-年当选为

美国人类学会主席!学术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文化唯物论基础

上的进化论!提倡普同进化论)重新评价和解释以摩尔根为代表

的古典进化论)恢复摩尔根在美国人类学界应有的地位.重新界

说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概念及其研究范畴.以具体材料和有力的证

据反驳文化无规律可寻的观点)指出用心理解释文化现象的片面

性.建立文化学体系等!学术界认为其学说的缺陷表现在/0"1认

为 2人类文化过分发达会导致毁灭3.0$1在文化能量学说中过分

强调技术(能源的作用!主要著作有 4象征/人类行为的起源和

基 础5 0"#-%1( 4能量和文化进化5 0"#-*1( 4文化的进化5
0"#+#1(4文化体系的概念50"#’+1等!

6托尔斯托夫70"#%’&"#’,1 前苏联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东

方史学家!民族学中苏维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年毕业于

莫斯科大学历史民族学系)"#*#&"#+"年任该校历史系主任兼民

族学教研室负责人(教授!"#-$年底至"#,,年任前苏联科学院民

族学研究所所长)"#+*年当选为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乌兹别

克共和国科学院荣誉院士!"#-,&"#,,年任 4苏联民族学5杂志

主编!主要从事中亚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原始公社(古代和中

世 纪史(宗教史研究!主要著作有 4民族学和现代化50"#-,1(
4民族学中的苏维埃学派50"#-’1(4古代花拉子模50"#-81(4苏
联民族学的四十年5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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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斯特劳斯#$%&’(" ) 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结构

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年就读于法国

巴黎大学+%&-&年获法学硕士学位,%&/0"%&/&年巴西圣保罗大

学社会学教授期间+开始调查卡杜维奥印第安人,又先后访问博

罗罗人*南北夸拉人*图皮"卡瓦黑布人等民族+进行民族学研

究,%&0%年流亡美国+结识布拉格结构语言学派的大师雅各布森+
受其音位学结构分析法的启发+于 %&01年发表了 2语言学和人类

学中的结构分析3一文+将音位学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

究+并吸取法国社会学派的成果+提出一般交换*限定交换*神

话的基本结构*野性思维等概念+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自%&/4
年 以来+发表了 %’’多篇学术论文和十几本学术著作+其中有

2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3$%&0&)*2苦闷的热带3$%&11)*2野性的

思维3$%&4-)*-卷本的 2结构人类学3$%&1(+%&./)+0卷本的

2神话集3$%&40+%&44+%&4(+%&.%)等,

民族学著作

!原始文化#英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泰勒的著作,%(.%年出版,
追溯了人类从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进化过程+描述了原始人开

始运用理性去解释超乎他们控制之外的自然和人类事物的情形,
系统阐述了以大量文化资料为依据的古典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

文化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人类文化是逐渐进步和完善的+文化

形式的多样性产生于逐步发展的各个阶段+而每个阶段既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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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本身又在未来的形成中起一定作用"这些依次发展的各

个阶段把人类从最落后的到最文明的各民族文化彼此联结成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系列"全书列举丰富的文化事实!并根据进化系列!
即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安排"指出#野蛮和文明作为一种类型的

低级和高级阶段是相互联系"不仅应当根据艺术和精神文明成就

去研究文化!还应根据各个发展阶段的技术和道德的完善!去考

察文化"是第一部从近代科学意义上研究人类文化的学术专著!被
视为文化人类学的创立标志"书中对 $文化%所下的经典定义是#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习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原始文

化(成为文化人类学的奠基著作之一"

)古代社会*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著作"副题为 ’人类从蒙昧时

代经 过 野 蛮 时 代 到 文 明 时 代 的 发 展 过 程 的 研 究("写 于 +,-+.
+,--年!+,--年在美国出版!原著为英文!多次重版!被译成多

种文字"中国从 /0世纪 /0年代起曾多次翻译出版"此书进一步

发挥了作者 ’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2一书中提出的

家庭进化理论!全面阐述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进

化学说"分四编"第一编 $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
概括地叙述了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认为人类遵循大体一致的途

径前进!从阶梯的底层开始!不断进步!登上文明的门槛"根据

生产资料生产的进步!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野蛮两个时代!又

各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每一阶段以某一发明或发现为主

要标志!阶级社会归入文明时代"第二编 $政治观念的发展%!指

出人类社会有两种组织方式!原始时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

族制度社会组织!文明时代的阶级社会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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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即国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途径"论证了原

始时代氏族制度存在的普遍性!氏族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基本组织

单位的观点#阐明了氏族的本质"指出氏族是从母系制发展到父

系制的!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力是私有财产的出现#氏族发展的结

果!必然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它的对立物$$国家#
第三编 %家族观念的发展&!从研究各民族的亲属制度入手!探讨

了家庭婚姻的历史#认为亲属制度以婚姻’家庭形态为基础#人

类自脱离了原始杂交状态之后!经历了顺序相承的婚姻’家庭形

态即血缘 (婚)家庭’普那路亚 (婚)家庭’对偶 (婚)家庭’父

权制家庭 (特殊形态)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介于群婚制和一夫一

妻制之间的对偶家庭和父权制家庭未能产生新的亲属制度#普那

路亚婚和级别婚都是氏族产生的根源!而氏族组织又使通婚的群

缩小从而形成对偶婚#并把家庭婚姻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的发

展相联系!认为共产制的生产方式同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和

对偶家庭相适应!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继承财产

的需要而确立的#第四编 %财产观念的发展&!阐明了历史上存在

两种财产所有制!即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及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论

点!指出私有财产导致奴隶制和国家的产生#本书的出版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被视为进化学派的经典著作!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写了详细的摘要 (*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

书摘要-)"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引用了摩

尔根的研究成果#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0全名为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所作)-#恩格斯著于 1223
年#根据关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度的大量材料!引用马克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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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提出的卓越见解%以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系统而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

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

的过程&分析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和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

关系发展的特点&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是第一部以人类学

资料为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之一’

(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法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论著’
副题为 !澳大利亚的图腾体系$’+,+-年出版’主要论述了澳大利

亚土著的图腾主义信仰’提出人类开始并无宗教%直至母系氏族

时代才出现氏族宗教%氏族宗教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这种宗教

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就是图腾信仰的见解’认为图腾信仰是与

氏族外婚制紧密相关的%凡是持同一图腾信仰的人%即同一氏族

内的人%不能结婚’著作涉及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关于一般

宗教的实质和起源问题’作者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图腾信仰的仪

式中%发现了其前辈所没有发现的某些本质的特征%得出一个结

论.任何宗教崇拜的对象%即任何的 /神0%都不过是统治人类的

社会力量的化身’由于每个个体自身感觉到无法认识其来源的社

会力量的强制力或压力而产生一种思想%认为在人之外存在着一

种或几种他所依附的道义的并且是实在的力量%因此宗教观念产

生的真正和唯一的根源%是社会*社会环境’神是人不了解其来

源%因而不为其所屈服的社会力量的体现’该书是社会学*民族

学和比较宗教学名著%也是宗教社会学的代表作’

(科学的文化理论)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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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理论著作!"#$$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系统地阐述了

功能主义理论%指出文化是满足人类生物需要的手段!人是动物%
因而首先要满足普通的生物上的需要!在满足需要时%人要谋取

食物&燃料&盖住房&缝衣服等%从而产生新的&第二性的派生

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文化!文化是由部分自治制度&部分协调

制度构成的%其中每一部分起着自己的一定作用%完成自己的功

能’各部分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统一而不可分割!因此%研究

文化的方法首先要求把任何一个民族的习俗和文化作为一个完整

的整体%作为一个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体系来考察!书

中对进化学派&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的共

同缺点%是把文化特征理解为孤立的&互不相干的现象%把文化

视为一堆僵死的事物%而不是有机的整体%忽视了文化的功能性&
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中文版系费孝通等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初稿

翻译而成%以 (文化论)为书名%商务印书馆于 "#$$年出版!

*+*,民 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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