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先哲自古关心人类社会起源和历史演进

问题遥 自先秦时代起袁众多思想家对人类制度形成尧
人类道德和伦理规范起源等问题进行过探讨袁在
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的人本主义思想袁它对两千

年来中国思想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遥 近代以来袁西
方人类学思想发展迅速并影响了现当代西方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遥 虽然西方人类学学理渊

源跟我国古典哲学有异袁但二者在对人类文明发生

和社会政治制度探源研究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遥
结合西方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析袁我们可以看出袁
中国古代思想家自先秦时代就开始探讨一些人类

学范畴的课题袁对诸如人类进化尧人与自然环境的

关系尧人类社会组织-制度的伦理学意义等都有深入

的研究遥 同时袁中国古代学者也关心华夏与其他民

族的关系尧不同民俗与文化等问题曰中国古代积有

大量的民族学和民族志史料袁在考古学和语言学方

面袁中国也拥有大量的原始素材和成果遥 近代以来袁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和思想史做过研究袁但在古

代人类学思想方面的探讨和论述尚有不足遥 因而袁
结合西方现代人类学的观念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

审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这些文献和成果袁对中国

古代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研讨袁追溯中国古

代人类学思想发展的源流和形成袁这对我们研究中

国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和进步尧对理解中国古代哲

学和其后人文科学乃至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遥

古代中国人类学思想渊源及融汇路径

王海龙

渊广州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中心袁广东 广州 510260冤

摘 要院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明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学科遥 受益于现当代科技发展和思维科

学的助推袁这门学科在今天的文化和社会科学众研究领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 人类学发端并成就于西方袁
但通过与西方人类学发展史和理论线索相比较袁我们可以发现袁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自古就有着非常鲜明

的人类学思想发展脉络袁在其后西方经典人类学公认的各个领域里袁我们也都有着可贵且可观的成就遥 中

国古代学者早已关心文明起源及人类文化尧文化志和民族研究等很多人类学问题袁虽然他们的思考和著作

没有冠以人类学的名义袁但二者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遥 早在先秦时代袁中国先哲就从人类文明起源尧社会制

度形成的角度探讨人类群居尧社会化和伦理制度形成等问题遥 同时袁先秦思想家还研讨了原始进化论命题袁
提出了野天然冶野天均冶野天择冶等思想遥 中国古代学者在体质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思考上也有发展曰在语言人类

学这一分支上袁中国古代学者更是积有成果遥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袁它拥有着大量的民族学尧民族志尧风
俗志和考古学尧语言学资源袁这些都是研究和整理中国人类学思想发展史的宝贵材源遥 我们应该总结和梳

理这些宝贵的人类学资料并将其发掘出来袁以利于今天对人类文明的研究遥 人类学研究未来的方向应该是

中西人类学思想史研究的融汇和结合袁只有这样袁我们才能突破瓶颈袁撰写出未来人类学研究新篇章遥
关键词院古代曰中国人类学曰思想渊源曰融汇曰文化志曰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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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西方人类学思想溯源流变

人类学被尊为 20 世纪的一门显学袁它的本质

和优势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遥 人类学从 19
世纪末异军突起统领西方人学研究袁它囊括了自然

科学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诸多领域袁而且有效地

利用了这些学科的综合优势袁纵横捭阖文史哲多个

阈界袁解决了人类文明和文化史研究上的很多问题遥
在今天袁我们几乎在每个现代学科里都能看到人类

学的影响曰而且人类学开始更广泛地渗透到了科学尧
人文尧社会实践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遥 从文化人类

学尧体质人类学尧考古学-史前学尧语言人类学尧民族

志研究到现当代的思想史研究尧比较文化研究乃至

种族尧性别尧女权尧后现代尧影视尧环境尧未来学甚至

人机互动等领域袁它都有涉猎并引领潮流袁成了一

门富有认知和阐释意义的前沿学科遥 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袁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艾瑞克窑沃尔夫

将这门学科定义为野最具科学性的人文学科和最具

人文性的科学学科冶[1]遥
人类学既然是西方的显学袁若想了解它袁追溯

一下这门学科的发展史是必要的遥 我们在了解这

门学科的发展史和基本理论后就能更好地把握它袁
同时也能在研究其发展和成长的基础上将它作为

参照系来梳理中国人类学思想的渊源和发展遥
在对西方人类学思想史进行溯源时袁我们发现

它的缘起和兴衰跟西方历史-文明和科学的发展脉

络是相对应的曰西方人类学思想史暗合了西方文明

史的起伏线索袁这一学科的发展跟其意识形态的成

长有着血脉相通的关联遥
究其实袁西方人类学作为一门富有影响力的学

科袁其成长完形于近代遥 但西方在学术传统上也跟

中国传统类似袁都有喜欢慎终追远的学风遥 在对人

类学溯源时袁西方史学家喜欢把它的源头追溯到古

希腊袁将人类学思想溯源到古希腊史学家普罗泰戈

拉斯和色诺芬[2]袁而将野人类学之父冶的头衔扣在通

常被称作野历史学之父冶的希罗多德头上 [3]渊P4-7冤遥
其实袁古希腊虽然有着朴素的人本主义和人类学思

想袁但它跟后来兴起的人类学理论定义还是有较多

差异的遥 因此袁至今很多西方学者对人类学发展源

头是否出自古希腊仍然存疑遥 学界公认当代作为

学科术语的野人类学冶在表面上是由希腊语野人类冶
渊 淄兹籽棕仔紫 anthr侪pos袁可理解为野人类冶或野人性冶冤
和野研究冶渊-姿紫酌 琢-logia冤组成的复合词遥 但词源学

家考证袁这却是文艺复兴以后才被拼造出来的名称袁
是个假古董[4]遥 虽然有学者找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作中有野anthropologos冶这个术语袁但其又被研究

者从词义学上析出它并非今天野人类学冶一词的真

正语义[5]遥
虽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异说袁但西方学界公认人

类学思想的渊源的确滥觞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和塔

西佗著作中对不同文化和种族尧地理尧语言尧民俗及

宗教等的描述和比较研究[6]遥 其后袁西方文明的发

展伴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裂变和文明冲突袁西罗马

疆域陷入了千年沉寂和神学统治袁东罗马帝国成了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演练场遥 这段时期袁由于战争尧
贸易尧旅行和宗教活动等袁在近东和中东区域袁欧洲

和亚非地区的民族有着缓慢但持久的接触袁这一时

期出现了西方公认的著名的阿拉伯思想家和人类

学家遥 其中有早在 10-11 世纪间闻名东西方学界

的阿拉伯学者阿布窑雷汉窑比鲁尼渊973-1050冤袁另有

阿拉伯学者伊本窑赫勒敦渊1332-1406冤等[7]遥 有趣的

是袁旅行家和探险家马可窑波罗渊1254-1324冤也被后

世史家认为是人类学的一位先驱袁甚至赢得了野现
代人类学之父冶的称号[8]遥 这些学者尧探险家尧商人

和旅行家笔下对东西方不同文明尧人种尧风俗尧语言

和宗教等状态的描述向沉闷的中世纪西方展示了

一个离奇绚丽的世界袁激起了他们了解未知文明和

文化的愿望遥 比马可窑波罗稍后的伊本窑白图泰

渊1304-1369冤也被尊为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9]遥 白

图泰是一位旅行家袁他曾从摩洛哥去麦加朝圣袁足
迹遍布亚非欧几大洲曰并游历印度尧东南亚尧蒙古及

中国等 40 余国家和地区袁行程 11 万多公里袁写过

著名的叶伊本窑白图泰游记曳袁轰动了东西方世界袁也
促进了欧洲人对世界地理和人类学知识的理解遥

真正孕育西方人类学走向一门现代学科的是

文艺复兴和其后的地理大发现遥 这一时期的航海

冒险和科技革命精神刺激了欧洲人野探险冶和发现

世界的野心袁同时也诱发了其殖民主义的思潮遥 随

着达伽马尧哥伦布尧麦哲伦尧库克船长通过大航海运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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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现美洲以及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等探险亚尧非尧
美尧澳及大洋诸岛袁欧洲人开始了解以前未知的世

界尧人种尧民族尧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奇风异俗遥 这

一时期出现大量的笔记尧报告尧旅行记和各色荒诞

离奇的书籍袁几乎轰动了西方知识界遥 它们虽然算

不上是人类学著作袁但这些书籍的社会影响力极大袁
它们唤起了学界和思想界比较文化和人类学思想

的萌芽袁这是现代科学人类学产生的基础[10]遥
同时袁这些迥异于西方的文化类型也激起了哲

学家们探讨人类文明起源和比较其类型的哲思袁这
为西方的启蒙运动吹起了号角遥 西方学界公认现

代人类学是启蒙时代的产物袁百科全书学派和中世

纪后期兴起的殖民主义思想为其学理定义奠基曰而
其后西方思想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唤起了欧洲各

国的民族主义和对其种族尧语言尧宗教尧民俗和文化

志研究的重视遥 在这种积极的背景下袁现代人类学

已经呼之欲出了遥 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康德为代表

的思想家从哲学发展和人类政治文化发展角度探

讨文明路径遥 康德写出了叶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

学曳渊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袁
1798冤这一著作曰同时也出现了以研究比较文明尧
宗教尧 神话和风俗语言为职志的爱德华窑泰勒尧弗
雷泽等人类学家袁但是由于他们多是从哲学尧思维

和比较文明等阅读性知识角度去探讨不同文明而

缺乏实地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资料袁故他们被后世称

为书斋学者和野扶手椅人类学家冶[11]遥
随着上述积极的政治-文化背景袁西方的科学

革命也对人类学的最后完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

动作用遥 19 世纪中后期袁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异军

突起遥 它不仅仅唤起了一场科学革命袁而且在人文

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催生了史无前例的进化论运

动遥 人类学继承了进化论思想而蔚为流派袁在此基

础上袁又嬗变出文化传播学派尧文化功能学派和其

后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学

派遥 至此袁人类学学科完成了从近代向现当代思想

嬗变的进程遥
其后袁人类学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一路前行袁

跟现代其他新学科结合并举袁与认知-思维科学尧人
文-社会科学尧自然-科技和未来学尧环境-生态和

应用科学等广大学科群广泛结合袁并渗透到各个实

践性学科袁组合成了一个多元化尧跨学科的桥梁和

网络袁几乎在所有当代学科中都有人类学理念的参

与和贡献遥 人类学在当代世界的成功和发展袁对今

天研究文化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富有启

发意义的案例遥

二尧中西人类学思想异源同理

当代人类学在全球的影响几乎无远弗届袁它对

中国思想和学术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遥
特别在近几十年间袁人类学思想从复兴到重新引介袁
作为一种认知理念和方法论袁它影响了现当代众多

学科领域袁对今天的学界有过很多启迪遥 中国学者

在相关领域也做出了很多成绩袁特别是在比较文化尧
文化溯源尧神话尧文学批评尧宗教学尧民俗学和民族

学尧艺术学尧视觉人类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

科学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遥
考其渊源袁人类学这一学科乃至其名称虽是一

个舶来品袁但是它具有对文明研究全方位-综合性

的认知尧思辨和启发意义曰如果我们认真探讨其学

理根源及原则袁则会发现它的学术主旨和思维方法

乃至研究理念跟我国民族文化自上古以来对文明

起源尧文化本体论和分类学等的探讨研究的目标和

内容有共识和暗合遥 同时袁我们可以发现自先秦以

来到近代袁中国众多固有的文明文化概念尧认知理

念乃至研究方法等都跟西方人类学的范畴和目标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遥 我们有必要根据现代人类学

的定义和概念来发掘并整理中华文明的人类学思

想宝库遥
长期以来袁西方学者认为中华古代文明虽然对

世界有着丰厚的文史哲贡献袁但却没有系统的人类

学思想遥 他们在讨论中国人类学发展线索时袁往往

把中国人类学思想的起源和发端定为 20 世纪初袁
认为中国人类学思想是在西方人类学理念被译介

到现代中国以后才受其启发而发端的[12]遥 不止西方

学者这样认为袁过去中国学者基本上也持这种见解遥
笔者 1988 年研讨这个课题并出版人类学著作时袁
曾经涉猎对中国自先秦以来人类学资料的梳理和

考索袁惜诸种原因这项研究当年未能继续遥 三十多

年来袁国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发展突飞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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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袁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袁但在中国古代人类

学思想研讨和整理方面似仍有较大拓展空间[13]遥 所

以袁对这个课题应仍有关注的必要遥
就学术发展事实而论袁中国人类学思想发达于

20 世纪袁但却并不起源于 20 世纪遥自古以来袁中国

的人类学观念并非一片荒芜的土地遥 对照前述来

简单勾勒西方人类学思想史和其理论发展实践袁
我们可以看出院几乎在西方人类学思想发展的各个

时期袁我国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人类学思想实践和理

论贡献遥 人类学是一个西方的学术术语袁但人类学

思想并非西方的专利遥 中国自古不乏比较文化视

野和对人类学课题的关注遥 跟西方人类学发展史

和理论线索相比较袁我们可以发现袁作为文明古国

的中国自古就有着非常鲜明的人类学思想发展脉

络袁在其后西方经典人类学公认的各个领域里袁我们

也都有着可贵且可观的成就遥 我国从古至今皆不

缺乏人类学学科的渊源尧资料尧理论及成绩曰我们

缺乏的是按照西方或者国际学界能看得懂的格式

和语言来整理我们的成绩并昭示于国际学界遥
基于历史尧文化尧学术界定和语言规范诸种原

因袁我们很难指望外国学者来为我们梳理中国古代

人类学思想史料或为我们理清中国古代人类学思

想渊源脉络和发展史遥 这是中国人类学家和文化

研究者们自己的任务遥 诚然袁人类学是一个西方学

术概念曰在学理上袁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未必能完

全吻合西方人类学的定义和条例袁但这并不妨碍我

们在这个基础上去挖掘和建树中华民族人类学思

想渊源和理论知识的宝库遥 不惟此也袁如果我们按

照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来审视袁中国古代不仅有

着大量的人类学思想渊源的探讨和理论知识袁而且

还有着大量的史料尧实践实录尧民族志尧地方志和丰

富的风土记民俗学资料[14]遥 这些理论和知识是值得

总结和整理的袁它们就是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滥觞

和知识积累的材源和武库遥
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众多思想家探讨人类

文明起源并有着大量的表述和研究曰其后各个时期

的思想家也有对人类起源渊包括人类生物性基础和

文明及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冤尧人类文明发端及其

思想流变体系和民族志尧语言及文字起源等各种现

象的探讨遥 跟西方人类学起源和其各时期人类学

理论发展相比袁中国有着一条一以贯之的人类学研

究脉络可循要要要虽然中国古人并没有用野人类学冶
这个术语来表述渊其实袁如前所述袁在西方古希腊尧
罗马乃至中世纪也并没有人类学这个术语袁野anth-
ropology冶成为学科名称应是文艺复兴以后才被造出

来的假古董冤遥
人类学号称是研究人的科学袁它一般被公认是

西方学科袁有着全球性的影响曰在今天它几乎是世

界科学和哲学尧意识形态的标杆袁有着野高大上冶的
定义尧思维框架和影响力遥 但人类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西方并不单纯袁它跟生物进化论尧神学思想斗争曰
同时也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中心主义一直有割不断

的关联遥 在其发展史上它也跟殖民主义尧种族主义尧
废奴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歧视尧平权运动有关遥 人类

学也是多种现代主义思想的理论武库袁特别是作为

对当代思潮影响极大的野多元文化冶野后殖民冶和各

种野后学冶的源头袁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梳理遥
基于历史和时代原因袁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大部

分学科发展史的总结和撰著大多迟滞到 20 世纪初

才被近代学者根据西方定义尧格式和学理内容进行

梳理和编写遥 有的学科史的总结竟直接是由外国

学者始开先河袁如中国文学史尧中国科技思想史等

学科都是由西方人首先撰著[15]遥 但由于民族文化渊

源和发展历史不同袁 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等的内

涵尧分类和定义标准跟西方概念也不尽相同遥 比如

说袁按照西方野文学冶的定义和标准袁我国文学发展

并不完全吻合其野诗歌尧散文尧戏剧尧小说冶的轨范遥
在先秦以前的古代中国袁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袁人们

很难用今天西方的标准来生硬区分中国先秦文学尧
历史和哲学书写的分野曰中国学者应该更有资格根

据自己民族的文学成就来梳理尧研究并撰写出自己

的中国文学史袁并在这方面取得更高成就遥 近现代

以来袁中国学人在这些领域做了不少基本的尧建设

性的工作遥 比如中国学者撰写了叶中国哲学史曳叶中
国文学史曳叶中国美学史曳等袁达到了世界学坛的最

高水平遥 但是我们对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史的梳

理和研究却较欠缺袁甚至连初步整理尧资料性积累

和分析都尚待完成遥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人类学思想发

展史袁这是不争的事实遥 中华民族地大物博袁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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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多民族形成的文化共同体遥 它从原始社会尧传
说时代发展到夏商周和先秦时期袁有着不少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的积累袁也有先贤对这些文明积累的

思考和探讨遥 从甲骨文到钟鼎碑铭再到汉隶袁从古

陶符号到石刻尧兽骨龟甲尧竹木简编再到丝帛和纸

张袁中国先民-古人从原始到史前再到文明熹微的

各个时代都虔诚地记录并发抒着他们的观察尧思
考尧疑惑和天问遥 这些都是原始人类学资料遥

如果说西方人类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袁
我国人类学的源头或会更古远要要要从史前社会人

类起源到部落文明再到语言和文字起源袁古华夏民

族跟周边民族甚至其他大洲的人们已经产生了联

系和交往遥 由于生产尧交通尧游猎尧迁徙尧战争尧婚姻

结合和商贸活动袁我们的先民跟异民族和其他文明

产生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且更频繁的交往遥 被

后世奉为大哲的先秦诸子对这些文明和文化问题

都有过思考和论述袁这些无疑可被视为中国人类学

思想的源头和先声遥 此外袁中国大量的经典包括早

期史书如叶春秋三传曳叶周礼曳甚至文学作品叶诗经曳
叶楚辞曳中都藏贮着大量的原始人类学资料遥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西方人类学之父袁那中国伟

大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一众先辈则无愧于是中国

人类学之父遥 司马迁不只著史而且有着精辟的文

化学理论袁他不止有理论还有实践遥 从人类学思想

史的角度而言袁司马迁不仅像希罗多德那样有着大

量的历史知识和旅行实践袁而且做过大量的实地考

察和田野工作遥 同时袁他还有着鲜明的民族学思想

和比较文化的主张遥 由于司马迁作为思想家和学

者参与了当时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袁
他的人类学理念和民族学思想得以系统地在他的

著作叶史记曳中呈现出来遥 司马迁是一个有着真知

灼见的人类学思想家袁早在汉代他就推崇各民族互

相尊重尧融合统一尧反对分裂的思想遥 他主张民族

平等袁在其史学著作中开辟了叶匈奴列传曳叶南越列

传曳叶东越列传曳叶西南夷列传曳叶朝鲜列传曳叶大宛列

传曳等少数民族列传体例以及叶货殖列传曳等研究不

同种族文明和地理尧生态尧物产及民俗风土的专论袁
为此后史学和文化研究树立了标准而彪炳千秋遥
司马迁在远早于西方人类学成型的汉初就在人类

学思想方面创设了文化尊重和文化融合要要要文化

相对主义的理念遥 其后袁自先秦到中华文明发展两

千年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袁中国都有关于中原文明跟

国内不同民族乃至国外不同文明交往过程的大量

记录尧思考和地理尧民俗风土尧文化志尧风俗志方面

的著作[16]袁这些无疑是中国古代人类学学科的珍贵

素材和宝库遥
不止在文化-社会人类学方面袁中国自上古时

期就有着大量的体质人类学尧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
史前学方面的文献遥 在其后历代发展中袁不同时期

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也在不断充实比较文化尧文明认

知和不同领域内人类学思想的开拓和发展遥 除了

上述内容袁中国先哲也始终关心民族尧语言和文化

融汇互动课题遥 中国自古因商贸尧军事和民族迁徙

等原因一直与域外民族有交往袁这也扩大了先哲们

的眼界袁使得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研究不断壮大而

蔚为大观遥

三尧中国先秦及以降之人类学
思想发展

作为人类袁我们总会好奇并发问人类到底从哪

里来钥 我们的远祖如何走出了动物界钥 人类祖先何

时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袁他们又是怎样记录文明和文

化的形成和发展的钥古代思想家在几千年前就有着

同样的疑问遥
西方人类学同样也有追溯从其最早先驱到古

希腊思想家这类的思考和疑问遥 希罗多德通过旅

行考察不同人种尧风俗和文化尧制度尧宗教来进行比

较文化和原始人类学研究[3]渊P7-10冤遥 除了文化研究袁
古希腊人还继承了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并创造了

自己的神话系统来描绘其来源和未知世界遥 神话

就是他们对人类和文明起源最早的尧稚拙的解释[17]遥
当然袁希罗多德们不可能是最早研究人类学和人类

文明起源的学者袁这个课题对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

过于浩大和复杂袁在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和史前学建

立起来以前袁古典学者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18]遥
虽然受到时代和科技的局限袁古人不能精确地

回答人类起源等终极命题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根据

自己调研的人类不同种族和意识形态知识来探讨

诸如宗教和文明发生等重要课题遥 比如说袁在公元

窑30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23 年 第 40 卷



前 5 世纪袁希腊先哲色诺芬就试图探讨动物-人类

文明创造和神学等复杂课题院野如果牛和马或狮子

有手袁并且可以用手绘画或像人一样制作艺术品袁
那么马描绘的神应该像马袁牛的神是牛袁它们的神

像就是牛马的样子噎噎埃塞俄比亚人会使他们的

神祇是矮鼻子的黑种人曰色雷斯人的神祇则该是蓝

眼睛袁红头发冶[19]渊P31-32冤遥 这些希腊先哲的人类学

推导虽然朴素袁但其中却反映了后来人类学家普遍

关心的种族-民族中心主义尧宗教理念投射等现代

人类学的核心课题遥
回顾先秦时代的中国圣贤袁那时的文化先驱们

也已经在思考人类和文明起源的一些话题遥 中国

最早的历史典籍叶周易曳叶易经曳叶尚书曳等皆有关于

文明起源的探讨袁如野天下文明冶野刚柔交错袁天文

也遥 文明以止袁人文也遥 观乎天文袁以察时变曰观乎

人文袁以化成天下冶野其德刚健而文明袁应乎天而时

行袁是以元亨冶野睿哲文明袁温恭永塞冶[20]遥 而对于人

类学中至关重要的人类社会起源和人与万物区分

之探源的主题袁先秦思想家也有深刻见解遥 如关于

人类社会跟动物的分野和文明社会之优势方面袁墨
子有论述曰院野今人固与禽兽麋鹿尧蜚鸟尧贞虫异者

也遥 今之禽兽麋鹿尧蜚鸟尧贞虫袁因其羽毛以为衣裘袁
因其蹄蚤以为裤屦袁因其水草以为饮食遥 故唯使雄

不耕稼树艺袁雌不纺绩织纴袁衣食之财固已具矣遥
今人与此异者也袁赖其力者生袁不赖其力者不生冶
渊叶非乐上曳冤[21]遥 而杨朱则总结曰院野有生之最灵者

也遥 人者袁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袁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袁
趋走不足以逃利害袁无毛羽以御寒暑袁必将资物以

为养性袁任智而不恃力遥 故智之所贵袁存我为贵曰力
之所贱袁侵物为贱冶渊叶杨朱曳冤[22]渊P660-661冤遥 著名思

想家荀子却认为人野力不若牛袁走不若马袁而牛马为

用袁何也钥 曰院人能群袁彼不能群也遥 人何也能群钥
曰院分遥 分何以能行钥 曰院义遥 故义以分则和袁和则

一袁一则多力遥 多力则强袁强则胜物爷冶渊叶王制曳冤[23]

渊P194冤遥 荀子的论点已经有了严密的辩证法色彩遥
很显然袁动物的自然特征是野群冶袁但这里荀子讨论

的不是自然状态的野群冶袁他论述的野群冶乃文化和社

会化的涵义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遥
在叶非相曳篇中袁荀子又更进一步论证院野人之所

以为人者袁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袁以其有辨也遥 夫

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袁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遥
故人道莫不有辨遥 辨莫大於分袁分莫大於礼冶[23]渊P93冤遥
在这里袁荀子已然把野礼冶渊文化冤界定为区分人与禽

兽的标志遥
先秦思想家并没有止步于抽象地讨论人和文

化起源的关系袁而是将这种关系有机地纳入社会和

政治学的范畴去验证遥 如孟子将先贤明辨的人与

动物的区别及文明优势的讨论上升到了政治哲学

领域院野人之有道也袁饱食暖衣袁逸居而无教袁则近于

禽兽遥 圣人有忧之袁使契为司徒袁教以人伦院父子有

亲袁君臣有义袁夫妇有别袁长幼有序袁朋友有信冶渊叶滕
文公上曳冤[24]遥 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止是讨论抽象的文

化问题袁而且将这种讨论引上了人类学的高度遥 孟

子的论点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一样袁认为野人是政

治的动物冶袁并从社会学角度做了论证遥
除了文化和社会学的探讨袁先秦思想家也开始

对大自然物种嬗替迁衍尧生态尧环境等皆有探讨和

论述袁引入了对朴素的进化论思想的研讨遥 比如庄

子在叶天下篇曳中发问院野寂漠无形袁变化无常曰死与

生与钥 天地并与钥 神明往与钥 芒乎何之钥 忽乎何适钥
万物毕罗袁莫足以归冶[25]渊P1341-1342冤遥 这里庄子不

只是对文明文化发问袁也是对自然万事万物和生命

起源发问遥 继而袁庄子讨论物种和生物进化嬗变的

假说如野卵有毛冶野犬可以为羊冶野丁子有尾冶袁而叶列
子曳等著作也有讨论野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袁则天地安

从生钥 故曰院有太易袁有太初袁有太始袁有太素冶遥 叶周
易曳叶列子曳等书上还讨论野有生袁不生曰有化袁不化遥
不生者能生生曰不化者能化化遥 噎噎不生者疑独遥
不化者往复遥 往复袁其际不可终遥 疑独袁其道不可穷

噎噎故生物者不生袁化物者不化冶渊叶天瑞曳冤[22]渊P15-
16冤遥 而庄子则认为野万物皆种也袁以不太形相禅遥 始

卒若环袁莫得其伦遥 是为天均冶渊叶寓言篇曳冤[25]渊P1088冤遥
上面简单列举的诸子论述其实都已经是非常深刻

的原始进化论课题了遥 它们不仅讨论了万物的起

源袁而且讨论了野天然冶-野天均冶-野天择冶曰进而引入

从野天然冶到野天均冶乃至自然过渡到了野天择冶的理

论追寻遥
先秦思想家研究物种起源尧讨论进化的重要特

色之一是他们不止是研究自然和未知世界袁而是将

这种对自然的探讨引入社会和文化的层面袁如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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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物种原生生命状态野鱼处水则生袁人处水而死冶袁
寓意在于对环境的适性为好袁无为而治遥 而以上大

多数思想家研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文明和人

类的野种冶与野群冶的意义院从自然状态到文化状态袁
强调适者生存的进化观袁从而突出呈现了人是社会-
文化的动物这个中心主题遥 这个主题也是其后西

方人类学循环往复研究了数个世纪的文化人类学

和体质人类学的课题遥
在对上述综合命题探讨的基础上袁中国先秦思

想家在体质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思考上也有发展遥
虽然史前没有科学的医学和生物知识袁但先秦思想

家已经开始对生命尧人体尧阴阳尧五行尧医药尧生态等

内容有深入思考袁并撰写了大量关于人体的骨骼尧
血液循环和疾病等方面的医学典籍遥 中国最早的

医学方面的资料可见于甲骨文上的记载袁其后学者

也提供了许多殷朝武丁时期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活

动的记述遥
此后袁中国古籍叶左传曳等著作记载了源自阴阳

五行学说的原始中医理论对人体和疾病学的研究袁
并通过总结周秦时代著名医学家医和渊人名冤及后

来的扁鹊等人的医疗实践阐述原始的人体和医学

知识遥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叶黄帝内经曳特别是其叶素
问曳叶灵枢曳诸篇讨论了人体结构和解剖尧生理尧经
络及脉学尧病因病理尧病症及诊断尧治疗尧预防以及

养生等内容要要要其中有些课题遥遥领先于当时世

界医学界遥 这里言及的很多领域都是西方文艺复

兴以后才被关注的内容遥 中国人体和医学研究也

出现在叶山海经曳尧马王堆帛书医书尧叶神农本草经曳
及大量的史-志和专业医学方面的著作中遥 在古

代袁医学尧巫术尧致病原理以及人体和地理民俗等内

容往往融混在一起曰这里面不止有专业的人体和医

疗知识袁也有中国古代体质-生物人类学实践的大

量资料遥 这是我们今天整理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

渊源时应该留心的遥
在人类学的民族志和民俗学研究领域袁中国古

代也拥有大量文献遥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历史

并善用记录积累文献的国度遥 自中国文字记述系

统发明以来袁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到周朝钟鼎文至

先秦两汉的隶书袁先贤们不止遗留有大量的伦理和

哲学经典论述袁而且有着大量的关于民族学-民族

志方面的论述和原始记录遥 从叶易经曳叶尚书曳叶春秋

三传曳叶国语曳叶礼记曳叶周官曳以及其后的叶淮南子曳
叶穆天子传曳到叶山海经曳叶汲冢书曳袁先秦及春秋各国

族地域和民间都保留了中原王朝正史及其与各异

族和边疆民族接触的大量记载遥 其后袁自叶史记曳
叶汉书曳设固定体例始袁几乎历代的史家皆循例记录

和描写中华各地少数民族尧边疆以及不同文化的政

治尧经济尧地理风俗等情形遥
不仅廿四史中历朝历代有专门的少数民族专

志和列传袁还有各朝代官修和民间大量撰著的地方

志尧族谱家谱等皆可资补充曰此外袁还有大量的古代

文人著述和文学作品等内容的补阙袁使得中国历史

上有关各个民族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风俗的记录在

整个世界文明中堪称完备并值得骄傲袁这是研究中

华民族人类学史得天独厚的宝藏遥
在人类学的另一领域考古学和史前学方面袁古

代中国的理论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遥 中华文明历

史悠久袁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慎终追远和野好古冶传
统遥 中国人远在春秋以前就有着浓重的思古研古

的传统遥 从孔子修叶春秋曳兴灭国继绝世发思古之

幽情开始袁先秦就有对上古文物的关注遥 其时对先

朝礼乐制度尧礼器祭器尧服饰建筑尧营造家具乃至民

俗服饰等都有记录和研究遥 其后对古物和文物关

注的传统一直延续袁到宋朝发展成第一个高峰遥 宋

代出现了系统的考古学名人著作袁并对考古学内容

有了明确强调和分类袁如对上古石刻类尧金属类尧陶
瓷类等都定有范畴曰而具体范畴内再罗列严谨分支院
如石刻类又分石经尧石碑尧墓志尧造像和画像石曰金
属类分贵金属和铜铁袁又再细分钟鼎尧古钱尧度量

衡尧古印等细目遥 陶瓷大项又分古陶尧砖瓦尧模范尧明
器等专项袁每个专项都有大量文献和纪实资料等遥
除了资料袁难能可贵的是袁古代学者多能依据实物

和摹本并结合文献尧活的民俗和历史地理情形去研

究和还原实境袁努力探讨古物原始现场遥 这些都成

就了中国古代考古学的研发袁特别是近代中国接受

西方现代考古学理念和技术以后袁结合甲骨学等内

容研究中国史前文明的成就更是令世人瞩目[26]遥
在语言人类学这一分支上袁中国古代研究家更

是积有成果遥 自古中国学者素重语言本体论研究袁
从汉代起袁古代语言学家就将语言文字作为读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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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野小学冶渊文字尧训诂尧音韵冤来营奠遥 从叶尔
雅曳尧杨雄叶方言曳到许慎叶说文解字曳再到其后历朝

历代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学著作袁中国有着大量关于

语言和文字书写系统的起源尧汉字形音义尧符号寓

意尧汉语地理各区方言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

究著作遥 难能可贵的是袁中国古代不止对汉语研究

有着汗牛充栋的语言学著作袁对中国历史上的少数

民族语言也有着不少记录尧分析总结和研究著作遥
这些语言学的记录和素材是展示不同民族语言发

生发展的活化石袁它们就是理解不同民族的传说尧
历史尧民俗尧宗教和日常生活的某些独特内容的百科

全书遥 在对不同民族语言的记录和研究中袁有些优

秀的学者还具有分析和比较的视野袁他们从不同角

度将少数民族语言和其文化传统尧民俗尧宗教-社会

生活等贯串起来进行审视和研究袁探讨少数民族的

认知尧心理尧意识形态和其语言携带的不同民族文

化观念等袁这为各民族间文化的理解尧共融和共同

福祉架设了桥梁遥 现代人类学认为袁这些不仅是语

言史资料袁也是理解不同民族认知模式要要要文化史

的宝贵素材[27]遥

四尧中西人类学思想之异同和
互补的可能性

中国先贤对人性和人文社会发生学的研究是

我国人类学思想渊源的宝库遥 我们应该怎样总结

和梳理这些宝贵的人类学资料并将其发掘出来以

利于今天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呢钥
首先袁我们对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必须有一种

清醒和比较的眼光遥 对前人的成就我们要认真爬

梳分析并辩证地扬弃袁既不妄自尊大袁也不必妄自

菲薄遥 诚然袁古代中国先贤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思

考不可能跟今天西方人类学定义中的范式尧学理和

内容完全匹配吻合袁古代中国人类学思想渊源也不

可能跟西方人类学思想完全一致遥 虽然中西学术

渊源不同袁但对于人类文明终极探源和福祉的研究

的目标是共同的袁这正如古人所云野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冶袁人类学研究文明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对

其基本内涵的坚持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起点和

基点遥

其次袁人类学发端于西方袁中国古代虽有类似

研究和表述袁但因其研究目的尧出发点和方法的不

同袁我们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类比而做出某些理论中

国野古已有之冶的判断曰而应该根据今天的科学标准

进行细致和辩证的研究袁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遥 人

类学学术史的发展经验证明袁探讨文明渊源的方法

有多种袁既有殊途同归也有异曲同工遥 中国先哲对

中华文明探讨的立足点是植根于华夏民族传统基

础上的袁这是它的文化血脉袁他们致力解决的问题

具有着鲜明和深刻的民族特色遥
再次袁人类学虽然以研究人类文明文化为宗旨袁

但它毕竟受限于其产生之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袁某些

观点肯定会有着一定的时代尧地域尧文化甚至阶级

的局限遥 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和梳理的时候我们

应有清醒的批判和甄别意识遥
比如说袁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

盛行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观点遥 在古希腊时代有思

想家就认为他们是得天独厚的上帝造物袁希罗多德尧
色诺芬等思想家虽然研究异族袁但他们多把其他民

族作为低级或劣等种族来进行比较研究[28]遥这种倾

向一直延续至其后很多世纪遥 在中世纪袁虽然西方

一直处在政治尧经济发展落后的野黑暗世纪一千年冶袁
他们仍然存有这种偏见和优越感遥 后来的西方学者

自认为野欧洲人民的身体状况与创世时最接近袁但
在亚洲尧非洲和美洲袁由于气候尧疾病和繁衍导致其

身体状况恶化遥 这种恶化被认为是造成在非欧洲群

体中发现的各种相应文化的原因冶[3]渊P18-19冤遥
文艺复兴以后袁由于科技繁荣和在近现代文明

阶段中的先发优势袁欧美更是普遍持有一种倨傲的

救世主及文化优越心态袁这成了他们在大航海时代

霸占世界并在全球抢夺殖民地的政治哲学基础遥
这种思想当然也影响到了此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

发展袁以至于在 19 世纪某些人类学家借进化论思

想来对人类种族进行诬蔑袁为他们侵略乃至霸权宰

制制造借口遥 最有甚者袁他们甚至把非洲民族部落

人攫获并标上他们乃野猩猩和耶白人爷之间耶缺失的

环节爷的标签冶在欧美动物园笼里展览[29]遥 这是西方

借人类学名义和殖民主义尧种族主义合流的一种极

端意识形态表演袁是我们必须批判和甄别的遥
那么袁在总结和比较西方经典人类学演进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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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渊源发展的研究中袁我们应该注

意哪些基本原则和内容呢钥 我们认为袁虽然中国和

西方文化发展途径有异袁文明路径和地理尧历史不

同袁文化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袁但在人类学思想的

发展和文化进程中却有很多文明拓展的共性和可

以互资参考借鉴并进行平行研究的可能和必要遥
在这个原则下袁我们发现袁在古代袁中西人类学思想

发展从思想原则到发展进程乃至内容和方法上都

有一些可比较和互补的因素遥 中西古代人类学思

想发展研究在以下 4 个方面有着值得思考的重要

内容遥
第一袁西方人类学发端于古希腊袁后经过文艺

复兴尧人文和地理大发现尧启蒙时代后的科技革命

而蔚为壮观遥 观其发展路径袁其前期重镇在欧洲袁
但欧洲本土文明的相对单一性限制了其民族学和

文化起源研究的发展遥 18 世纪后对殖民地地区研

究的便利使这一学科跃升为研究文明起源和文明

类型的显学遥 19 世纪后欧洲本土缺乏人种学和当

代原始部族研究资料袁其局限性愈益突出袁人类学

研究遂转场到了材料丰富的原始印第安民族和作

为世界移民聚集地的美国遥 我们可以看出袁人类学

研究是需要地域尧种族尧复杂-多元文明发展形态等

基础的遥 欧洲中心转为美国中心就是这一态势的

呈现遥 在这种意义上袁中华文明在人类学研究上是

具有得天独厚的土壤的遥
中国地大物博袁不止有地域和历史优势袁而且

有多民族和文化多元的优势遥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

文明发展有级次的不同袁而且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

的文明文化发展形态遥 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尧宗教

信仰尧民俗尧科学尧艺术尧建筑等方面跟汉民族有诸

多不同袁而且中国各民族的古代学者几千年来一直

对这些内容有记述尧有研究遥 中国历史上众多民族

的不同文化使之具有取之不尽尧用之不竭的人类学

研究原生材料曰中国人类学发展没有转场断源之虞

却有后发优势袁这是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

力遥
第二袁中国古代一直有主流文明和次主流及边

缘文明间接触和交流的可能袁这产生了不同民族交

合融汇的条件袁也造就了人类学研究的厚实土壤遥
西方自古希腊的游历尧战争尧民族融合到野蛮族冶入

侵尧十字军东征尧宗教传播尧贸易交流尧传教尧探险袁
再到国家鼓动的殖民活动等袁这些是催生其人类学

研究的历史事件遥 而早在上古时代袁中华大地就是

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域遥 中原华夏民族成为主流

以后袁 这块土地上仍然繁衍着大量不同的民族袁他
们通过各种水陆渠道跟其他文明和其他大洲的种

族和文化有着初步的交流遥 这种交流就是中国古

代人类学思想产生的基础遥 随后几千年的各种文

化接触使得中原文明和中原周边乃至华夏边疆各

少数民族地区文明间互相沟通和了解曰同时还通过

迁徙尧战争尧商贸等形式交往互渗遥 如古代中原的

抵抗匈奴战争尧促进商贸发展的丝绸之路尧中国内

部南北方的交通尧中央政府对边疆和边缘地区的统

治和文化交流以及元朝和清朝对中原的统治和文

化融入等等都是促进人类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因

素和动力遥
第三袁中西人类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共同

特点是袁它们不仅是文人学者个体意识形态的反映袁
而且其形成有相关政府尧权威当局的行政介入和制

度化参与遥 在回顾古希腊早期人类学家原始人类

学思想形成时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思想家和历史学

家对其起源贡献甚伟遥 之后其在中世纪沉寂阶段

恢复酝酿袁中东和阿拉伯人类学家开始发挥文化使

者作用曰其后的马可窑波罗热唤起了航海热和地理

大发现狂潮袁各国政府竞相介入遥 航海家队伍中的

文人成了近代人类学家的先驱袁他们的身份显然有

着官方和半官方的因素曰因之袁地理发现带来的殖

民和其后的人类学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遥
而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身上也有着行政和制

度化的色彩遥 早期的旅行家尧史学家和其后的军事

家如司马迁尧司马相如乃至征匈奴战将-使节苏武尧
张骞尧班超袁史上因其他各种原因跟异族和异质文

明交往的蔡文姬等人袁佛教传播和译经者中大量的

文人尧官方代表如郑和及其后的各类近代使节等袁
都在中国人类学思想发展和史料构建中起到过重

大作用遥 同样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在欧洲袁近现代

的人类学家大多为学者和大学教授袁而美国早期人

类学倡导者却不乏行政长官等高官袁如美国开国元

勋本杰明窑富兰克林 1743 年起创建了美洲哲学学

会袁旨在研究当地印第安人[19]渊P36冤遥 这些政府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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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赞助乃至权威人士的介入是西方人类学和中

国人类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遥 它对推动人

类学的演进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遥
第四袁西方人类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人类学发

展史上共有的另一个现象是其起源于成熟文明对

周边和后起民族渊特别是无文字民族冤文化风俗及

历史等的研究遥 因此袁它葆有相当的记录和实证资

料及已发展文明对欠发达文明的观察尧调查研究实

践和文献资料袁包括民族志尧考古尧语言记录以及视

觉资料等袁这些都是研究逝去文化和文明的珍贵记

录渊曾被称作野文化救险冶和记录文明演进的野活化

石冶冤[30]曰特别是很多人类历史上的人种尧原始文明

和文化社会记录会逝去且永无法复现袁因此这些记

录和资料不止是研究西方及周边文明文化尧中国及

受其影响之东亚文化圈的宝贵资源袁而且成了研究

整个世界文明及多元文化发展的宝库遥 所以袁在这

种意义上袁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袁人类学研究未来

的方向应该是中西人类学思想史研究的融汇和结

合遥 只有这样袁我们才能突破瓶颈袁撰写出未来人

类学研究新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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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Study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WANG Hai-long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袁Guangdong, 510260)

Abstract: Anthropology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ester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riginated in ancient Greece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into the Present day. Evolving with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ments in cognitive science, this discipli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 today. Anthropology originated in the West, but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have long been concerned with many
anthropological topics such a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human culture, cultural history, and ethnic studies.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As early as the pre -Qin period, Chinese sages discussed primitive societies, soci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ical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pre-Qin thinkers
studied the propositions of primitive 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ories such as 野naturalness冶, 野natural balance冶, and
野natural selection冶.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also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on the environment, biology,
medicine and other disciplines. China爷s ethnic and geographic diversity generates extensive ethnology, ethnography,
folklores, archaeology, and linguistics data. These are valuable sources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anthropology; source of thoughts; integrate; cultural chronical; comparativ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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