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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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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  认为人类学是用综合法研究人类的学问
,

即不管是从体质 上 还是

从精神上
,

不管是动物性的人类
,

还是对文明的人类综合研究的学问
,

同时将人类学分

为动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种
。

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综合调和物
,

如果抽去精神
,

那只是 已经死去的躯休 如果抽去肉

体那又只是亡灵
,

而不是生命的存在物
。

因此要从本质上把握人
,

就必须从肉体性和精

神性两个方面来探讨
。

这一观点早 已被很多哲学家在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 中谈到
。

考察人类
,

确实可以区别出体质性特征和文化性特征
。

研究体质性特征的叫体质人

类学 又名动物人类学
,

研究文化 性特征的叫文化人类学
。

体质人类学要通过部族
、

民族或种族的体质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特征概括出结论
。

即综合皮肤的颜色
、

眼睛
、

鼻子
、

嘴
、

耳朵的样子
、

大小或胭体的长短
、

腿部的曲线
、

斑点
、

牙齿等身休上的诸现象
,

从中抽出共同点和区别点然后得出论点
。

根据前额
、

鼻梁
、

下 巴领的角度推测进化程度已是老方法
。

鼻梁高角度就锐
,

鼻子

扁平角度就钝
。

从这个锐饨度看进化程度
,

如角度锐便是文明人的特征
,

角度钝则属于

野蛮人
。

如果照此分析
,

那么西方人
,

象戴高乐总统那样鼻梁高的人就是文 明人的代表

了
,

这种看法却大不利于象韩国人这样带扁平鼻子的民族
。

脸面的长相也如此
,

宽平表

现野蛮
,

窄平而向前突出的脸形则表明文明现象
。

看牙齿
,

有时根据犬齿判断
。

犬齿是

在二十岁左右的青春期长在 白齿里面
,

长时非常疼痛
。

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产生爱情
,

所 以又叫情齿
。

自从人类发明了火
,

把它用于饮食生活
,

使饮食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

没有火的时

代
,

人们不会烧熟食物
,

一切就得生吃 而有了火就会烧熟食物
,

人们就没有必耍吃硬

生食物
。

吃熟食时对保护牙齿起了很大作用
,

但反过来也带来了牙齿的弱化
。

根据进化

规律
,

人适应飞
‘

某些必要的东西
,

’没有必要的东西却被淘汰
‘ 。

这时
,

牙齿再也没有

必要咬硬物
,

白然也没有必要的那么坚硬
,

不长一个大齿也不碍吃东西
,

现在大齿逐渐



退化
,

只徒有其形式
,

对嚼食物毫无用处
。

于是
,

犬齿在吃熟食的文明民族中 早 被
’

淘

汰
,

只在野蛮民族中保留一些
。

即使长出犬齿
,

在实际饮食生活中也没有什么 实 用 意

义
,

从而根据有无犬齿看文明和进化程度是有一定道理的
。

朝鲜人刚从母体生下来的时候
,

’

在婴儿的屁股或腰部上会发现青色斑点
,

传说这是

产神奶奶促婴赶出母胎而用手打的痕迹
。

可是这样的斑点在东北亚西亚族远至美洲印弟

安族身上也有
,

是同样的现象
。

人类学把它叫蒙古斑点
,

这是 蒙古族人种在体质上的特

征
。

可见它不是产神奶奶的手迹
,

而是蒙古族体质的一种特征
。

有一些人具有只动耳朵或只动身体某部位的技能
,

一般人不具有这种技能
,

但偶然

有那样的人
。

牛或马往往是动身体的某部分皮肤来赶走身上的苍蝇
,

有时可以用尾 巴赶

走苍蝇
,

它们的神经发达得可以只动部分皮肤
。

拿耳朵来说
,

动物一般处于警戒状态时

动耳朵
。

人所做不到的
,

别的动物却做到了
。

狗
、

猪
、

牛等动物一听到奇异的声音
,

就

会本能地直起耳朵环视四周
。

但人的耳朵即使处于警戒状态也不会动
,

当初
,

人也象一

般动物那样会动耳朵
,

也能动部分部位的皮肤
。

但随着手足的进化和以智慧克服困难
,

导 致 人 们 不怎么需要动耳朵或部分部位的皮肤了
。

至此
,

无必要的神经经过钝化逐渐

失去了原初的技能
,

这也算做一种进化现象
。

但我们还会发现一些人有这样的技能
,

那

就是残存动物性现象的证据
,

而这种人正在越来越少
,

但仍然存在
。

通过这些体质性特

征的比较可以得到共通和差异的结论
。

以上种种方法被采于体质人类学领域里
,

尽管有其疑点
,

但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

所

以做为一种测定动物的方法被采用着
。

体质人类学在解剖学
、

自然史以及人类史的协助

下发展并取得成果
,

这是事实
。 ‘

但是
,

对人类只根据动物性特征一体质现象来下结论是

不 全面的
,

所以还要从人类构成的社会组织
、

意识形态等智力和文化的角度考虑
,

有产

生文化人类学的需要
。

从大体上看
,

东
、

西方人的体质特征是不同的
,

即使是 同属东方

人
,

朝鲜人
、

中国人
、

日本人之 间也存在差异
。

我们平常对某人单凭初次见面的印象判

断某人象中国或象 日本人等
,

这就是说某人的体貌象中国人或 日本人的体貌
,

意味着人

们无意识地把身体特征做为前提而进行判断
。

也就是说
,

不同民族有 自已体质 上 的 特

征
。

这些特征的研究也是属于动物人类学的范畴
。

如同人类有身体特征
,

文化也有种种类型
,

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英 国
、

德国
、

法国文

化有各 自的特色
,

而且在东方的朝鲜文化
、

中国文化
、

日本文化也各有不同的内容
。

同

样是朝鲜文化
,

也因地方的不同
,

其特征也不同
。

这种现象的出现
,

是因为文化人类学

的对象是在 自然
、

社会以及历史
一

的影响下形成的文化
, 它与主要受自然制约的动物人类

学的情况不同
。

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组织生活的智力
,

当然它的范围很广
。

因为它把绝大部分由精

神产生的文化都做为 自已研究的对象
,

所以心理学
、

社会学是它理所当然的对象
,

另外

它还 与十义上如考古学
、

语言学
、

民俗学
、

工艺学
、

宗教学
、

说话 等智力影响下形成

的各种学问都发生关系
。

从这种意义上看
,

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综合性学问
。

人类文化在个人和集团中都有自已的特色和规律
。

对人类精神或对特定人的研究是

心理学的范畴
,

对社会集团及其生活的研究则是社会学或集团心理学的范畴
。

集团心理

学又叫民族心理学
。

在集团中形成的文化是脱离个别性而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
,

‘

臼集约



攀
了人们所具有的共通性的东西

。

因而集团文化‘”丧着集团心砂
、

集团生活
,

换句话说这

就是民族叉化
。

人类生存下去
,

这是共通的现象
,

但是生活的方法却各异
,

思考和生活

样式也多少有差别
。

人之生存
,

并非人类生活的全部
。

为了生存
,

他们要生产
、

盖 房

屋
、

做衣服
、

吃东西
,

还要有做为表现手段的语言
、

音乐
、

舞蹈
、

戏剧等艺术
,

还要与

邻相处
、

有社交
、

协作以及 习惯风俗与制度
。

人们要有生物性繁殖
。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

非个人的由集团构成的生活和文化
。

当各民族的文化有了大串联时
,

才成为人类文化
。

集团心理学对其规律也要研究
。

集团心理学又分为民族学 和民俗学 一
,

在一般情况

下
,

民族学指研究野蛮人的生活
,

民俗学则是指研究文明民族的生活
。

西欧人曾发现

白人 自身的生活与殖民地野蛮民族的生活有许多差别
,

他们感到应从宗教
、

迷信文化和

野蛮等这些相反的现象中找出各 自的规律性
。

于是把研究 白人生活的学间叫 民 俗 学
,

研究野蛮人生活的学问则叫民族学
。

但这只是他们为了自已的方便所起的名称
。

还有一

种广义学派
,

他们认为 民族学是包括研究野蛮人的民族学和研究文明人的民 俗 学
,

它

是 以 一 个 民族的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

从而民族学和民俗学成为互助相交叉的

泛称
。

在 日木
,

民俗学和民族学的发 音相同
,

所 以存在一种不加区别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

而混用的倾向
。

从 口本的政治实情来看也是这样
,

它不象西欧列强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就拥有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 民地
,

而主要 向大陆延伸
,

所 以没有面临过研究野蛮民

族生活的切实需要
,

自然没有西欧人那种非区分野蛮和文 明不可的必要性
。

因此他们没

有打算设立起两 门学说
,

而只是在部分地使用西欧式分类法而 已
。

我国的学术界受 日本影响较大
,

我们的现实是忙于研究自身的间题
,

没有机会去研

究原始 民族的野蛮生活
,

也未 曾有过研究原始氏族野蛮生活的紧迫感
。

因而一 般 多 用
“

民俗学
” ,

民族学却很少从学术角度进行讨论
。

民俗学是研究在文明民族生活中传承的残存文化的学问
。

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线很难

明确地划准
,

但是文明毕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
,

具有较高的价值
,

而我们的民族的

确是具有文化传统的民族
。

文明民族的生活不可能均属民俗之间
,

只有在生活中传承的才能列入民俗之 中
。

传

承用通俗的话来讲
,

就是指不是突如其来的
,

而是从古代到今天传下来的现象
,

因此具

有历史性
。

一时传沿是风俗
,

不是 民俗
,

必须从古代传承下来流传至今的残存文化才是

民俗
。

已消亡的不属 于民俗学领域
。

研究传承下来的文化的学间就是民俗学
。

在现存现

象中
,

那些只有被某个人所保存的现象不能算做是民俗
,

只有很多人相关联并引起人们

共鸣的普遍现象才可能算作民俗
。

即集团性的
、

民族性的
,

不是个人的
,

而是共 同所有

的才是民俗学的对象
。

把民俗学归类于社会学
、

集团心理学 或者是 民族心理学 的原

因就在于此
。

在民俗学中
,

有时涉及到其他学科从未涉猎的极其微小的间题
。

在我们的生活中
,

有很多历史的
、

文学的传统现象
。

历史传统和文学传统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

他们反

映着漫长的民族生活
,

这早 已被历史学和文学史所提到
。

然而
,

在生活的现实中常会发现

一些起着决定性影响而又被这些学科所唾弃的事实
。

世宗差遣朴埋 , 搜集民歌的事例在



厉史学和文学史 。值得大
铸

书
,

但是把真实反映民俗情况的男女相悦之词当作淫词变

风来剔除
,

这倒是件使人遗憾的事情
。

新罗的三国统一
,

乙支文德 的 萨 水 大捷
,

以及由双冀的建议而实施的科举制度等重大事件在历史上为人瞩目有其大书特 书 的 价

值
。

但这些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个部
。

这些事件固然谊要
,

但是有些事情虽没有 文 献 记

载
,

但从精神上对我们的生活或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
。

朴素的 自然信仰决定 了他们的生活观
,

从老奶奶讲的故事中学到了经验和智慧
。

还

有一些人 信巫婆的占 卜言行
,

从而信服命运
,

听从命运的安排
。

可见
,

从个人的角度

看
,

有时这些琐事比历史性的大事件更能左右个人的生活
。

对于这些事情
,

在过去不仅

没有一门学科把它们当作对象
,

反而歧视它
,

并视为无价值的东西
。

有人说
,

历史是在

一夜间形成的
,

然而在人类生活的形成中许多重要契机往往比历史性大事件更重要
,

这

些事表现在生活周围发生的民俗现象中
。

因此民俗学不仅对大事件
,

也对 日常的平凡小

事也进行研究
,

只要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

是我们相信和例行的事情
,

就应做研究对

象
,

从而连那些其它学科过去所忽视的无书面记录的现象也应注意到
。

民俗学是现在的学间
,

以传承下来并残存于生活中的现象为对象
。

己经消失或过去

存在过的事情不能列为对
一

象
,

只是在追溯民俗由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做为问题来研究
,

但

是又属于风俗史的研究
。

近来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彩响
,

出现流行外来潮流和宗 教 等 现

象
,

这不能算做 民俗
,

一

因为这只是一时的现象
,

还没有被生活化
,

不过是一种 风 俗 而

已
。

民俗学因为把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全部作为 自已的对象
,

所以又具有历史性
,

它

在长久的传承中集聚了民族的共性
,

因此对 同一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适用
。

民俗

的形式
、

传播
、

以及传承都不以某一特殊人计划或执政者的强劝所形成
,

而是 很 自 然

的
,

在 大 家的支持下形成
,

木家也都是那样生活下来的
。

民俗的集团合理性 就 在 于

此
。

民俗学的范围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国民集团
,

不是无限制地把好多民族
、

好多国

家的国民为对象
,

而是局限于跟同样民俗有关联的集团一民族或国民
。

中国民 俗 学 以

中 国 民 族或中国国民为范围
,

英国民俗学则以英国国民为范围
,

民俗学具有这种狭窄

性
。

朝鲜民族在某所具有的 自然条件和历史
、

社会条件下
,

并在长期一同生活的过程 中

产生了自已特有的民俗并且传承下来
。

同样
,

别的民族也在他们 自已的生活条件下形成

了他们的民俗
,

在同一集团里形成的生活样式和生活观念
,

长期传承下来成为民俗
。

因

此
,

民俗学不能同时把几个民族或国民集团做为对象
,

那是人类学要担负的任务
。

民俗学里有英国民俗学
、

德 国民俗学
、

中国民俗学等提法
,

在人类学里却没有英国

人类学
、

德国人类学
、

中国人类学等提法
。

但可以有英国人类学会或英国人类学界等“

法
,

这也是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区别
。

民俗学只局限于一个民族集团
,

人类学却是以人类为对象的综合学问
,

所以它是范围

比民俗学的范围广
。

人从狭义上看是一个个的人
,

从集团的意义上
,

一个人则是洞民
、

市民
、

国民
、

民族
,

从广义上看一个人又是人类的一员
,

民俗学只研究大集团中的国民
、

民族
、

至于人类则 由人类学来研究
。



人类学一词
,

可换成比较民俗学一词
,

人类学所涉及的资料都是民俗学的资料
,

它

只是把范围扩大为全人类
,

而它最终还要靠民俗学
。

民俗学和人类学都是以资 料 为 前

提
,

一

才有可能进行下去的实证学
,

所以没有民俗学的协助
,

人类学是不可能进 行 研 究

的
。

学科的分化是现代韵特征
。

学科的细致分化只可能把握人类的某一方面
,

但不能综

合地把握人类
,

所以有必要综合地了解人类
,

人类学的产生即源于此源
。

因此在人类学

中民俗学 自然要起基础性作用
。

从一个民俗现象得出结论的时候
,

在当初曾有 其 合 理

性
,

但在人类学中把各民族的民俗现象比较分析之后
,

往往出现修正最初结论产生新命

题的情况
,

从此可见
,

人类学是多样而广泛的
。

不能因为民俗学的范围比人类学的范围狭小
,

并且因为人类学建立在各民族的民俗

学基础之上就认为民俗学从属于人类学
。

这好比在世界整体中存在很多独立的 国 家 似

的
,

民俗学仍有它自已独立的领域
。

相反
,

民俗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
,

对 民俗学 自身的

发展有垂要影响
。

译者注

形而下学 就 解 , 过去泛指以感性现象为对象的学问
,

即物理 学
、

动 物

学
、

植物学之类
。

说话 指民间文学中散文叙事性体裁的作品
,

通常包括神话
、

传说
、

民间故事
、

歌谣等
。

世宗与朴理 世宗是朝鲜朝中第四代王 , 乃 的 在内政外治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
,

世

宗大王在历代君王中留下最灿烂的业迹
。

朴埋是世宗大王时期的一位文巨
,

音乐家 朝鲜古代三大乐

圣之一
。

乙支文德 高句的 代时的将帅
,

智勇出众
,

也能写诗文
,

年在与隋国的萨水大战中歼 灭

三十万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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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就简
,

土法上马 开展大讨论
,

出动宣传车
,

张贴标语
,

出版黑板报 等 条 件不 算

好
,

由于指导思想对头
,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效益

。

电影
、

电视
、

录象
、

出版物是开

展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
,

不可等闭视之
。

必须严行禁止黄色录音录象和非法出版物
,

少

拍武打片
、

娱乐片
,

多拍社会教育育片
,

充分发挥宣传阵地的作用
。

中国民俗的现代化道路是民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其内容之丰富
,

远非本文所能概括

其难度之大
,

我们确是力不胜任
。

提出以上粗浅看法
,

旨在引起争鸣
,

以期得出正确的

结论
。

作者 单位 山 东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