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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の社会変化と再構築―革命の実践と表象を中心に」1８年度第２回研究会    2006.6.23 

（代表者：韓敏)        

20 年來華南人類學研究——從中山大學談起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族群研究中心 

 

一、中山大学人類學的緣起 

 

◆1924－1949 人類學研究的緣起  

 

1927 年中山大學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设立人类学组。史祿國為負責人，開設人類學的課

程和研究 

1928-1930 年杨成志对滇川彝族进行田野调查。這是國內人類學傢最早的田野調查 

1924－1936 年中山大學的民俗學研究逐漸嚮人類學研究的轉變 

1935 年校研究院设立人类学部，招收研究生。 

1948 年杨成志先生创办人类学系。 

 

◆1950－1980 年分散發展時期  

 

1952 年中央少數民族攷察團 

1953 年－民族識別及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1956 年攷古教研室成立和廣東文物攷古普查 

1958 年梁钊韬等发现并鉴定马坝人；西樵山文化的发現 

1962 年招收原始社會史方嚮研究生 

1963－1964，攷察雲南少數民族 

1972 年成立攷古專業，翌年招生 

1979 年招收民族攷古方嚮研究生 

1981 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 

1987 年教育部批准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二．人類學系現狀（1981－2004） 

 

◆教师 

人類學系現有教師 25 人，有 2 個本科專業（人類學/考古學）、4 個博士點、碩士點（人

類學/民俗學/民族學/攷古學），設有人類學博物館、四個教研室、1 個试验室（包括体

质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考古学年代实验室），另依託本系建立 2 個研究中心（中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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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研究中心、華南文化遺産保護研究與教學中心），跨系合作建立 2 個研究中心（歷史

人類學中心、民俗學研究中心）。  

 

◆在校學生 

在校學生規糢：本科生 280 余人，碩士生 50 人，博士生 36 人；另有 10 余畱學生和訪

問學者。按學校的要求，我繫本科生保持現有規糢，研究生的招生將持續遞增，到 2005

年，爭取在校博士、碩士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例達到 1:2:5。  

 

◆科研情況 

建系以來，已承擔了國家、省級、國際（境外）和其他橫向課題超過 100 項。出版各類

著作 78 部，論文 800 多篇。1996 年至 2000 年，我系教師共發表論文 185 篇，出版學

術專著 35 部；申請的各類課題經費超過 300 萬元，僅國家“九五”社會科學基金專案

就有 3 項。1996 年以來，我系教師科研成果獲國家級獎 3 項；獲省部級獎 9 項；獲其

他科研獎 2 項。2000－2003 年我系科研經費佔文科經費的 15％（教師約為文科的 3％）  

 

三、中山大學人類學的研究  

 

• 研究特色 

• 地域上以華南為主，兼边疆研究 

• 漢族和少數民族並舉 

• 强调多學科綜合 

• 田野調查為基礎 

 

四、餘論——1980 年代以來的人類學的反思  

 

• 民族研究的反思，莫爾根，社會形態“三段論” 

• 攷古學理論的匱乏，限于傳佈論與進化論 

• 人類學的睏境與挑戰-－喬健與黃樹民 

• 對學科認識不統一 

• 意識形態對學術派別的幹預 

• 功利主義的壓力 

• 現有人類學的方法不足以有傚地研究中國社會， 

• 民族學與人類學的整合——展望 2008 年世界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 

• 民族學的人類學情结，民族學向人類學的靠攏 

• 人類學更被人接受——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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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  

‧ 人類學理論與本土化研究: 如《人類學方法論》、《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現

代人類學》。 

‧ 人類學理論本土化已成爲我系重要特色，1999 年 9 月在南寧舉行“人類學本土化

國際會議”，並出版了中英文的論文集，如 Moving from Indigenization toward 

Globalization(CSA Fall2000)，2002 年在中山市舉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學術會

議”並出版了專集，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二）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  

 

◆族群和區域文化研究 

主要研究華南、西南地區和西北的族群現象，分析不同族群的歷史形成、文化標識、族

群文化以及族群內部的區域文化差別，揭示了漢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都市化與族群關

係都市化，以及漢族下的民系的關係，對西南民族文化的保護、開發和對瑤族、藏族、

客家、澳門等族群研究上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中國族群與族群關係》、《澳門的族

群》，《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上下），珠江流域族群与文化研究等。 

 

◆民族文化傳習和保護研究 

通過田野考察，瞭解民族文化的歷史和現狀，進而透析它的發展趨勢；通過與當地民族

真誠的持續的合作，使各民族增強對自己文化的信心，提高對其文化進行自我傳習、保

護和發展的能力；通過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促進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使這

些文化成爲全社會共用的財富。這項由鄧啓耀主持的專案經多年經營，已建立多種傳習

和保護基地，出版“民族文化文庫”之“田野考察叢書”、“文化史論叢書”、“西部

圖志”以及指導學生撰寫“中國民俗文化叢書”共十餘種。 

 

◆人類學分支學科研究 

我系積極開拓新的人類學分支學科理論與方法研究，開拓對本土的應用研究、直接爲政

府和社會的相關決策服務。這包括都市化人類學與現狀研究：如周大鳴的《現代都市人

類學》和《中國鄉村都市化》。醫療健康人類學研究：已有《醫學人類學導論》及多學

科專家合作的《多學科視野中的健康科學》等著作出版。“民情”調查和社會評估：（已

出版《失業者群體特徵及其社會保障》、《中國巫蠱考察》等專著） 

 

（三）民族攷古學的研究  

 

◆區域性民族考古研究 

首先利用考古資料揭示了史載不詳的嶺南古代民族（如百越）的來源與分佈；其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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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材料闡釋和復原了嶺南獨特的洞穴遺址、貝丘文化、和沙丘文化的特徵；其三是

珠江流域文明和遷移的研究。這些對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有重要意義。梁釗韜的《百

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濮、萊的關係及流傳》、容觀瓊的《文化人類學與南方少

數民族》等代表作。近年對環珠江口考古，尤其是香港考古的成就對於認識香港與和祖

國歷史文化的淵源貢獻頗大。商志香覃著《香港考古論集》爲代表性成果。 

 

◆中石器文化研究 

  本系利用民族考古學的經驗及其理論，對珠江流域的一批遺址資料進行分析和主動發

掘，這包括西樵山、封開、英德、馬壩、香港等地一系列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勾畫出中

國中石器文化的基本特徵。如《人類歷史的轉捩點——論中國中石器時代》。我系於 1999

年 12 月在廣東英德召開的“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國際學術會議和出版專題論文

集。農業起源成爲突破性成果：通過對英德牛欄洞等遺址的主動發掘重新認識農業的起

源、稻作文化的起源、嶺南在農業史上的地位甚至珠江文明在整個中華文明中的地位，

起到關鍵性作用。  

 

◆宗教考古 

利用民族考古學進行宗教考古是極具潛力的研究方向，一來考古發現的材料中可資利用

來研究古代宗教的材料極爲豐富，二來人類學在宗教研究方面有特別多研究積累，這爲

研究中國古代先民固有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資料和闡釋的理論。在這方面，梁

釗韜早年有對巫術及“氣”範疇起源的卓越論述，而近十餘年來發表的一系列研究論

著，如“道教考古”、“佛教考古”、“原始宗教考古”等。 

 

（四）人類學的應用研究  

 

◆專案策劃：利用人類學知識參與政府、公司重大專案的策劃工作。 

 

◆社會評估 

其目的是評價專案實施和潛在的社會效應。人類學家利用田野調查的經驗和創立的 PRA

技術在各類專案的社會評估上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僅國際投資專案要求社會評估，但隨

著社會評估的重要性已被我國政府和公司逐漸接受，人類學將在這一園地上大有可爲。 

 

◆醫療健康人類學 

  與醫學院、生科院合作，創立醫療健康人類學研究所，進行醫療健康人類學，民族醫藥

學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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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歷史人類學研究  

 

◆傳統鄉村社會研究 

  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相整合，廣泛收集、整理和利用地方文獻的同時，開展人類學田野調

查，重視文獻史料、口述史料和實地考察結合。把“共時性”的結構分析和“歷時性”

的過程分析有機結合起來，重點研究鄉村社會。 

 

◆民間信仰與社會組織 

通過對民間信仰的形式、過程與社會結構、經濟生活、政治文化之間關係的研究，揭示

民間信仰在社會歷史演變中的功能與地位。 

 

◆理論研究:將重點支援“珠江流域文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