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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经济
”

的理念来解释社会及其转型的逻辑
,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

间里一直在学界居显要位置
,

并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的常识
。

最

近对此理念的反思
,

表明它的主要误区在于把原属于特定社会语境或

整体一部分的层面
,

抽离于这 一语境或整体之外
,

成为与文化价值无

关的孤立物
。

不过
,

对诸如
“

利益最大化
” 、 “

理性人
”

等等概念的质疑
,

虽颇有针对性
,

却业已造成了文化二元对立化的极端倾向
。

经济人类学的实质论和形式论争辩的主要问题是
,

适合于西方社

会的
“

经济人
’ `

理念是否可以运用到非西方社会 ? 换言之
.

非西方人的

经济行为与西方人的经济行为所存在的差别是
“

实质性的
”

还是
“

形式

上的
” ? 而无论是实质论者还是形式论者

,

都想当然地把世界分为西方

与非西方两半
,

其论说的分类基础向来以萨义德所称的
“

东方论
”

或文

化人类学者所称的
“

文化他化
”

c( ul t盯 al ot h er i n g) 为出发点
。

这种文

化二元对立观的形成
,

可以推至上个世纪的社会进化论
,

而它的影响

至深
,

即便是到了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关于
“

农业社会经济
”

的争辩

中
,

也还是充当
“

焦点
”

的角色
。

在《理性农民》 (一九七九 ) 一书中
,

P o p k in 说农民与资本主义者

一样是十分狡诈
、 “

计较的
” ` e a l e u l a t i v e )理性人

。

S e o t t 则反其道而行

之
,

在称为《农民的道德经济》 (一九七六 ) 为题
,

写 出了关于农民的理

念如何与西方理性人迥异的故事
。

在中国
,

经历 了一段长期对
“

传统
”

和
“

农民落后
、

浪费
、

迷信
”

(一言以概之
,

即
“

非理性
” 、 “

非现代性邹

的批判之后
,

某些学者从本来他们据为己有的
“

经济学
” ,

转向了
“

文明

论
”

和
“

文化观
” , ` “

勇敢地
”

表现出从理性主义范式
`

迈向
”

文化相对主义

范式的
“

本土化
”

征途
,

而更多的学者则无意识地徘徊与普同论 与相对

论之间
。

我们的学者善于提出并解答
“ `

韦伯
、

帕森思的范式是否适用 于独特

的国情
”

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

至于被我们想当然地当作
“

理性
”

起源地的



欧美
,

则很少人对之加以文化的反思
,

似乎
“

他们西方
”
永远是理性的

王国
,

而
“

他们之外的我们
”
则有一些

“

两难的问题
” 。

真正敢于把问题

倒过来问的人很少
。

不过
,

十分幸运的是
,

近年一位叫做萨林斯 ( M ar
-

s h al l S a hl in s) 的人类学家已经成为这样的大胆勇为者
。

他提出的问题

不乏有玩娱之色彩
,

但却将使严肃的学者们难以忘怀
。

萨林斯的问题是
: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人的生产和消费取决与

美国文化的符号结构 ? 乍一看
,

这个问题不免显得过于荒唐了
。

只听

马林诺夫斯基 ( M al in o vs ik )说过
,

西太平洋的航海民族做交易和消费

时总带有
“

库拉仪式圈
”

的图谋
,

也只听莫斯 ( M a us s) 说过
,

一些印第

安民族组织一种叫做
“

夸富宴
”

的仪式
,

十分带有
“

符号
一

威望交换
”

的意

味
,

没人听说过西方工业文明的最高代表者— 美国人— 以符号促

发行为的
。

然而
,

萨林斯的说法不是怪论
。

他的著作《文化与实际理由》 (一九

七六 ) ,

是对人类学领域以及一般社会科学思潮中的功利主义思潮进行

的一种大胆的批评
,

也是对二元化社会理论的实质性讽刺
。

他认为
,

文

化人类学所该做的
,

不是去证实
“

异文化 ,’( of h er c lu t ur se )的特质或西

方文化的理性
,

而应是去发明一种文化概念
,

把思想与物质
、

唯心论

与唯物论等古代二元论丢在脑后
,

使对文化意义的探讨优先于对实践

利益和物质关注的探讨
。

这种文化论主张
,

从自然的利用中获得的满足
、

以及人们之间自

我利益的关系
,

都是通过象征符号系统而被建构起来的
,

象征符号系

统具有它们自己的逻辑或内在的结构
。

对于人类而言
,

并不存在未经

过文化建构的纯粹自然本质
、

纯粹需要
、

纯粹利益
、

或纯粹物质力量

等等
。

这并不是说没有生态学或生物学上的制约
,

而是说文化传达人

类对自然的所有认知
。

对文化传递的理解
,

远比关于 自然对人的制约

的理解
,

更为重要
,

因为文化是解释人类事件的关键
。

事物 ( 自然界 ) 与观念
、

价值观及利益一样
,

是文化的建构物
。

荣

誉
、

贪婪
、

权势
、

爱情
、

恐惧
,

这些是行动的动机
,

但它们并非千篇

一律
。

它们都是由十分不同的文化形式来界定和再现的
。

在萨林斯看来
,

人类学的任务是写作文化的报道
,

揭示文化的独



特意义结构
。

而现代人类学方法的创立者 ( Boas 和 M al in ow s ki ) 在从

事这方面工作时存在失误
。

他主张
,

这些大师从未真正地克服深藏于

他们概念框架中的实 际理由中 ar ct ic al er as
o n)

,

从而使英国和美国

的人类学风格从未真正地领悟到他们所关注的文化的核心
。

由于不能

够窥探到异文化意义的深层结构
,

早期人类学者几乎不可能提供一种

强有力的
、

批评性的文化理解和解释模式
。

为了对二元论的文化观进行批判
.

萨林斯主张回到人类学成长的

环境 (西方社会 )
,

在精致的分析法的武装 下
,

对物质社会的符号性加

以结构主义的阐释
。

于是
,

我们的问题再也不是非西方的符号体系
,

而恰恰是一个西

方社会本身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相同效应
。

萨林斯在把实际理由酝酿和

提炼成一种享有特权的思想模式的中心地带 (美国
、 .

展开认识论的批

评
。

他策略性地选取食物
、

衣服及色彩作为分析对象
。

这些通常未被

仔细考究的熟悉事物
,

被他组合成严密的分类代码
。

通过展现功利主

义唯物论思想发挥作用的地方中分类世界的情形
,

萨林斯试图去除原

有思维类型的优越地位
,

把这一 思维类型作为其读者当中一种常识化

的思考方式
.

对它进行人类学反思
。

他说
,

如果美国人原来的主食是狗肉的话
,

那么他们的粮食及耕

牛生产将会改变
,

他们的国际贸易也会将改变
。

不过
,

情况并非如此
。

美国人对食品有许多禁忌
,

其经济核算的机会成本从属于我们的有关

何种动物可以食用
、

何种不 可以食用的禁忌
。

在美国
,

牛排依然是最

贵的肉
,

尽管其绝对供应量大大超出人们的食用量
。

穷人食用较便宜

的肉
,

这些肉之所以比较便宜
,

是因为它们在文化
_

七被视为是不好的

肉
,

而不是因为它们象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
,

供应量太小
。

萨林斯用讽刺 口吻宣布
: “

美国是狗的神圣国家
。 ”

在美国文化的餐饮模式中
,

核心的肉成分是牛肉
,

牛肉唤起一种

性的代码
,

即男性气概
,

其起源可以追溯古代印
一

欧传统那种把牛看作

男子汉气概的认识
。

可食用 /不可食用的代码
,

具有一种清晰的逻辑
,

即把诸如牛和牲畜等可以食用的动物 区分成具有高贵形象的牛排和可

食用但形象低劣的
“

内脏伙如肠子 )
。

因此
,

美国存在着一种整体性的



“

图腾
”

体系
,

在这一体系里
,

社会地位等级与可食性程度成正比
。

类似地
,

在服装生产部门出产产品的种类
,

是依赖于对身份
、

时

间和空间的预先分类
。

服装是符合特定的条件
、

活动
、

以及不同范畴

的人而存在的
。

着装条件
、

活动类型
、

人的种类
,

是服装工业生产所

应回报的情况
,

也是广告业塑造的品味
。

因此
,

伴随着产品生产
,

不

仅出现文化分类系统
,

而且此一分类系统还促成对人的不同范畴的象

征定义
,

男与女
、

精英与大众
、

成人与未成人
,

所着的服饰不同
。

例如
,

羊毛就被美国人认为是比较男性化的东西
,

丝绸则被认为

是比较女性化的东西
。

因而
,

在 日常言语的比喻才有
“

丝一样的柔软
”

s( il k y ) 的形容
。

在这种意义上
,

生产变成了某一文化逻辑的物化过程
;

产品的生产成为美国文化的体现
,

不在于产品的物质意义
,

而在于物

质代表的符号代码
。

萨林斯的作品是一种认识论批评
:

他 向我们揭示了
,

西方人眼中

的
“

自然物
”

实际上是由一种
“

人为
”

的文化逻辑所建构的
,

而且他也展

示了
,

西方社会中的不同文化局部 (农业
、

性别
、

烹饪规则 ) 如何在文

化上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相互联系
。

萨林斯的讨论对于身心俱在现代性场景中的人是一个激刺
:

那些

只消费现代产品的人
,

可以用
“

落后
” 、 “

浪费
” 、 “

迷信
”

来形容对这些

产品一无所知的
“

乡巴佬
” ,

却不能否认他们 自身对现代性 ( m o d er
-

in yt )存在
“

迷信
” 。

不过
,

萨林斯的目的不停留在
“

激刺”

人类学家是文化时空间的旅行家
,

他们也是泛文化旅程上的思考

者
。

萨林斯是这样的一个旅行家和思考者
。

与大多数人类学家一样
,

他

一直在做的是到久远的过去中去寻觅
“

现代
”

的
“
以往

” ,

到远方去探索

人文类型的不同可能性
,

而这样做的共同目标不仅在于发现人文类型
,

而且在于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实质
。

在他提出美国物质生活的符号论

之前
,

他已经跨越了大洋和时间的距离
。

他的思考不是偶然地从其当

地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反省
,

而是在泛文化和时空的跨越中的融会贯通
。

在《石器时代经济学》 (一九七二 )一书中
,

他走进古老的过去
,

而
`

并没有在其中留连忘返
,

他的灵魂回归到现代世界中
,

面对业已成为

时髦的
“

增长论
” ,

对西方工业文明作为增长高峰和
“

其他社会的
”

目标



提出反论 他说
.

比起原始人个体所拥有的能源和资源来说
,

现代人

是贫困交加的穷人 因此
, “

增长
”

、 . `

发展
”

、 `

现代化
”

是符号化的梦
。

接若
.

他又跑到夏威夷 上著文化中间去 在此时
,

不同人文世界

的变动均被视为是外来的
“

西方动因
”

引起的
,

一如理性是西方的产仅

一 般
,

而萨林斯追随另一种历史
。

他把对夏威夷 上著的研究写成 、 历史的隐喻和虚幻的现实》 ( 1 9 8 1)

一书
,

试图在结构主义分析的框架内解释早期夏威夷人与欧洲人接触

的事件 他以结构王义分析法辫认夏威夷文化中意义的代码
,

解释这

些代码如何既影响 了夏威夷人与欧洲人接触事件的过程
,

又被这些事

件的过程所改造
。

萨林斯通过集中描写英国探险队长库屯的受害故事及其发生的场

景
,

描绘 了库克和英国人如何被夏威夷社会的宗教神话结构所吸收和

仿造
。

在夏威夷人的传说中
,

库克的到来被说成与当地宗教神话的年

度仪式同时发生
,

这样做
,

夏威夷人不仅保证 J
’

池们文化结构的持续

性
,

而且同时也带有对文化结构转型的认可
。

库克到来的偶然时间选择和环岛航行的方式
,

与马卡西基人所进

行的
`

罗诺
”

神灵节 日游行仪式正好发生了巧合
,

而库克就被误认为是

他们的神灵
“

罗诺
`

’ 。

L岸以后
,

库克被护卫陪同走进庙宇中
,

并被仿

造成马卡西烤人所怨象的
“

罗诺
” ,

并把 一头猪供奉在他的面前
。

他被

按照罗诺的样
一

子浑身涂油
,

并被与统治社会的酋长有关系的祭司所喂

食
。

就象人们期侍
“
罗诺

”

神灵去做的那样
,

库克在仪式结束时张帆续

航
。

可是
,

他出乎怠料地返回岸 上
,

因为他的
一

条船折断了桅杆
。

这次
,

他受到 J
’

完全不同的接待
,

紧张的气氛环绕着他
,

使他突

然陷入 了突发的暴力行为之中 在暴力冲突中
,

他被一伙受雇佣的夏

威夷人杀死了
。

然而
,

夏威夷人把这 一事实上的死亡 当作是
’ `

罗诺
”

神

的年度仪式性死亡
,

他们将库克的尸骸归还给英国人并间他们罗诺神

来年是否再能返回 在 马 卜西基 入的仪
J

戈期间
,

库克尸骸的部分将在

随后而来的罗诺神巡游仪式中再度出现
,

此时这些余骸被认为载有库

克的
“

马那
”

神灵
.

而库克终于被理解为某个先祖酋长

显然
,

在上述第一次戏剧场面中
,

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被吸收到一



个周期性宗教神话结构中
,

这种吸收并不是很完整
,

因为库克出乎意

料的被杀
,

没有被解释
。

实际上
,

这引起人们对夏威夷人社会结构是

否能够维持其本身产生怀疑
。

库克到来的故事
,

也正好与政治继承的宗教神话结构相吻合
:

在

夏威夷人看来
,

酋长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篡权者
,

而他们通过娶被弃的

当地妇女为妻并生育孩子而被本土人民所归化
。

夏威夷人就是从这些

方面来看待库克的来临的
。

作为神或酋长
,

库克和其他英国船员按酋

长和平民的区分而得到区别对待
。

前者被期待拥有特权
、

荣誉和贵重

财宝
;

后者奉献礼物以期寻得庇护
,

平民妇女尤其寻求与船员发生性

交关系
,

以期通过生育子女
,

来利用外来者的一些威力
。

可是
,

库克的船员水手们
,

把妇女的性诱惑解释为商业交换关系
,

赠给她们贵重物品
,

而她们的丈夫鼓励她们去接受这些物品
。

妇女们

也来与水手们分享饮食
,

因此败坏了夏威夷社会中对于
“

男女共食
”

的

严格禁忌
。

通过与来访的白人进行这种模式的交易
,

整个夏威夷人的仪式
、

政

治
、

以及社会结构被相当戏剧性地改变了
:

建立在与欧洲人不同的利

益基础上的一种阶级结构在酋长和平民 (包括男人以及明显地更具破

坏作用的妇女 )之间发展起来
,

取代了男人之于女人
,

酋长之于平民
、

以及神灵之于酋长这样一种等级制度
。

同时
,

欧洲人 自己的观念和看法也改变了
。

通过贸易的逐步非神

圣化
,

通过与妇人共同进餐所导致的无意砧污
,

一度被当成神灵的英

国船员变成了夏威夷人中的男人
,

尽管他们是一奇怪的种类
。

库克船长死后过了大约二十五年
,

禁忌系统才完全地和正式地土

崩瓦解
。

在一八一九年一次的著名的事件中
,
已经去世的国王卡梅哈

梅哈之妻
,

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主动
,

她在库克船长死后以政治力量团

结了夏威夷人
,

与其夫的继任者
“
利火利火

”

一起共同用餐
,

扮演利火

利火的共同摄政者之角色
。

宗教神话结构中的模糊性
,

被卡梅哈梅哈的遗墉和她的派系所利

用
。

在传统上
,

这一禁忌系统被暂时中比其效用
,

直到一位新的国王

被确立为止
。

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
,

国王遗婿的所作所为具有了革命



的意蕴
,

尽管它在技术上与夏威夷人的风俗习惯相一致
。

卡梅哈梅哈

的遗蠕把这种禁忌悬置风俗延至利火利火死去
,

利火利火国王去世的

时候
.

新的禁忌系统被重新建立起来
,

但这时基督教加尔文派和传教

士与她的派系已建立 了联盟
。

萨林斯对一个连续的造反过程中两个派系之间政治竞争作出杰出

的叙述
。

这两个派系
,

一个是
“

欧洲人
”

通过联姻从卡梅哈梅哈双系地

衍派而来的派系
,

另一个卡梅哈的直系单线继承者的传统派系
。

直到

一八三〔
_

年
,

就是萨休斯叙述大致的时代下限
,

夏威夷人社会体系的

宗教神结构从内部发生 了改变
。

从过去到现代
,

从土著到发达的本土社会 (美国 ) ,

萨林斯无处不

在寻求一种对其所处的现代社会的符 号性说明
。

石器时代的富足是工

业时代贫困的映照
,

夏威夷土著对历史和变迁的态度是对民族中心主

义的单线进化史观和变迁动因论的反思
,

《文化与实际理由》对美国生

产与消费的符号解释因而不是偶然的
。

非西方社会的经济
,

最易于成为霸权性的术语
、

价值观念以及判

断的补充材料
, _

j二业增长论
、

各种有限的变迁动因论
、

庸俗的物质主

义沦
,

最易
一

J
立

提供简单明了的未来蓝图
,

因而也最容易成为文化的霸

权
。

因此
,

数据可以成为宗教迷思
、

商品可以成为拜物教的偶像
、

朝

代更替的历史可以成为
`

想象的社区
’ ` .

而很少人愿意承认它们
。

在现代社会科学中
,

或者人文类型被分为理性与非理性
,

或者统

一地被称为理性的面具
,

而许多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分立和统合的论争

中获得自身的定位的 叮是
,

萨林斯是一个例外 在他的洞见中
,

生

产没有导致消费和拥有
,

消费和拥有没有导致社会差异
,

社会差异没

有
一

导致符号生成和意识形态
。

相反
,

消费和拥有者的符号结构导致他

们的消费和拥有
,

他们的消费和拥有才导致生产的
` .

增长
” 。

与其说变

迁是经济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 (往往
“`

更为现代
’ “

)形态的转型
,

倒不如

说是类似于 夏威夷土著神话结构重组的符号替换

有人说
,

萨林斯的研究
一

与格尔茨 ( lC i f f o dr G e e l’t z) 一样
,

过于强

调文化符号体系
,

而忽略世界经济过程的霸权
〕

这一批评也许不无道

理
。

然而
,

他的夏威夷人神话的分析便不是如此
。

并且
.

更重要的是
,



如果说他真的忽略了事象的某一面
,

那正是在一种有趣的
“

天真无知
”

之中
,

他提出了激发我们思考的问题
。

萨林斯的研究法是典范的
“

文化并置观
, ,

( e u l t u r a l j u s t a p o s t i o n )

的体现
。

我们难以否认现代性之与传统性的断裂
。

但是
,

对这种断裂

的过于强调导致了文化张力的强化
。 “

理性人
”

概念的局限
,

不在于它

在非西方社会的解释困境
,

而在于它在文化张力强化过程中的效力
。

文

化相对论的缺陷
,

不在于它在制造非西方文化他化中的效力
,

而在于

它在回到西方之后所面临的挑战
。

文化并置观是我们看到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
,

而且在它

的躯体中
,

我们可以发现古老符号制度的生命力
,

同样地
,

在它的躯

体之外
,

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可能性
,

只不过有些不能被当成
“

奇风异俗
” ,

因为它们是可以沟通的人文类型
。

M
a r h s a ll S a h li n s

,
`

19 7 2
,

S才
口” 。 通承 2 还飞口” o 水概 hC i e a g o :

A ld i n e :

1 9 7 6
,

uC l tu er a n d P ar e ti ca t R eas
o ” ,

C ih e a g o : C h i e a g o U n iv e r s it y

P re ss ; 1 9 81
,

刀比ot ” c a l 月4己忿动 h
口灯 a ” d 五勿ht ica l R ae 位艺“ , A n n

A r b o r : M ie h i g a n
U n iv e r is t y P r e s s

,

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邮购 目录
郑州市农业路 2 1 号 ( 文化路 口 > 邮编 4 50 0 0 2

哩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 12
.

60 元

忏悔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 n
.

90 元

思想录 〔法〕帕斯卡尔 14
.

90 元

论法的精神 (上下 )
一 〔法〕孟德斯鸡 23

.

40 元

利维坦 〔英〕霍布斯 20
.

00 元

爱弥儿 (上下 ) 〔法〕卢梭 28
.

50 元

第一哲学沉思集 〔法〕笛卡尔 巧
.

40 元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德〕费希特 9
.

30 元

法哲学原理 〔德〕黑格尔 n
.

70 元

小逻辑 〔德〕黑格尔 12
.

80 元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奥〕弗洛伊德 7
.

40 元

战争论 (一 ) (二 ) (三 ) 〔德〕克劳塞维茨 31
.

90 元

以上书均为定价
,

请汇款时另加书价 10 % 的邮资
。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商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