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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自然两分是晚近以来的分类"这样分类在许多传统社会里并不存在"狩猎采集社会

得以存续至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文化与自然两分的宇宙观与价值观"这是狩猎

采集者理解与处理自身与周遭环境关系的源泉!体现了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性智慧"正因

为如此!与$原始%结缘#$停滞%不前的狩猎采集社会对于理解当下事关发展的命题具有重要的启

迪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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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类如何养活自身并且繁衍至今3 从生物有机体的角度而言#我们在

自然界远远不是最为强健的动物$仅靠我们机体的生理学能量#人类祖先无论如何都无法在

自然选择中胜出$然而#我们胜出了#而且是!完胜"$我们的祖先通过!社会性"来应付自然界

的挑战000改变生物体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早就不是我们的!选项"$那么#!社会性"又是

如何使我们在演化的过程中不断地繁衍%壮大#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和最为成功的物种3

狩猎采集)

H/:+=:

B

.:>

B

.+H01=:

B

*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分布最为广泛的生计方

式$经营这样的生计方式的群体大多经常性地进行食物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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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处于游动

之中$本文将重点阐明这样的生活方式尚能延续至今的道理#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意义$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文化本身就是因为不同的适应策略而有了不同的形貌$在许多人类

学家的眼里#文化又是人类社会用来适应自然环境的工具或者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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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

那如何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因果关系或者彼此间的相关性呢3 例如#安第斯高原的一些社会与

西藏社会有着相似的文化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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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在地理上距离遥远$有些人类

学家会说#这是因为所处环境类似#因此采取相似的适应策略$那么#这到底是人类的适应过

程导致文化相似#还是相似的文化决定了相似的适应方式3 前者与人类通过文化来应付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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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挑战#或文化是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这一基本预设似乎相悖$后者也很容易被证

伪#因为文化面貌不同却有着相同适应策略的社会也不少见$

在这样的命题和思考方式里#文化与自然被明确地划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在这样

的解释中#文化的意义在于#它必须通过与自然关系来定义自己$所以#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互

动关系成为因如此分类所引起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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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换言

之#文化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建构$那么#是否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这样的划分3 答案是否定

的$即便在西方思想里#自然与文化也是到了非常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分类$

! 现在#依然存在

很多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环境里的狩猎采集社会$狩猎采集社会能够存续至今有诸多原因$其

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性智慧取决于他们的宇宙观与价值观#这是

他们千百年来生活经验的累积$这种累积是他们理解自身与周遭环境关系的源泉$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狩猎采集可能是最好的适应方式#如果没有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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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出于

偶然的驯化#人类将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 也正因为如此#狩猎采集社会的存在对于我

们理解有关发展的命题#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提及文化#我们往往说文化是象征的$这一说法背后的事实是这样的&作为高等灵长类#

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群居是社会性动物的特性#离不开个体相互间的沟通$既是沟通#那就

需要一定的媒介#无论这样的媒介具体到肢体语言%叫声%身体接触#或者是语言%符号等象征

形式$人类与其他高等灵长类最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具有独一无二的象征能力#这就是使

用语言$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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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文化与语言同时起飞$"

#因此#我们

可以这样来理解前面提及的悖论&我们的社会性要求我们沟通#而我们的语言能力使我们主要

通过象征来进行沟通$的确#语言在人类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很

重要的证据就是#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的族群不会有冰%雪这样的词汇或者概念$同样的#我

们的文化里#也不可能创造出因纽特人关于不同颜色的雪的范畴000他们祖辈都生活在北极

圈内#对冰雪的认识当然与其他地方的人类极为不同$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文

化中的象征去适应的$正因为具备象征能力#人类在进入不同的自然环境时便会交流沟通#从

而建立起自身的适应策略$这样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通过近十多年在文化人类学领

域出现的所谓!本体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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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窥之#这类表述在跨文化的理解里却存在

着一定的缺陷#主张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家力图克服这些缺陷$

长期以来#人类学领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即&关于世界的文化概念是否为相关成员自身

社会结构的投射+或者相反#人们有关外在的%非人类世界的知识是否采用了关于自己的)人

的*社会与自身)人*的概念模式3

$在许多人类学家的眼里#对待文化与世界的基本态度似乎

应该可以多种多样#但自然%环境%世界均只有一个$正如斯特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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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

的那样#文化或者社会在传统上被理解为所有的人都拥有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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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案例中#它们的内容是不同的$

! 同样#因文化不同#建立于其上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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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

相同+无论何物#不同的人们对之皆有不同的文化观照$主张本体论转向者无法同意这样的

观点$

"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对世界的各种不同看法#与世界本身没有必然的%本质性的关

系$观照和所观照之物之间的关系#同语言里的象征和所象征之物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是一

样的$中文里的!狗"#在英文里是!

>,

B

"#在法语%德语里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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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象征

与所象征之物没有本质或者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各种概念或者字眼有其自身的象征性含义#

但所指涉的客体依然是同一个客体$这种关系体现在我们头脑中大量的二元对立范畴#如主

体与客体%认识论与本体论#当然还有文化与自然等$主张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家据此认为#

!文化"携带过多的意义和隐喻的包袱$人们面对自己的世界或面对其他的物质或者自然的客

体时#可能有着不同的理念和观点#但这些客体本身并不因为这些理念或者观点而随之改变

)

K.1=0>

*$换言之#文化可以不同#但自然)

:.+/10

*依然如故$

#

对此#也许有人要问#当年萨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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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

观$归纳为!特殊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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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是考虑到文化与具体生态环境的关系么3

这一例子怎么能说明所谓!文化不同世界如故"呢3 对萨林斯和斯图尔德而言#自然与文化的

对立结构对他们)也包括我们*来说#在观念里已然根深蒂固$萨林斯虽然关注具体的生态环

境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但仍然是把人的能动性与相关的一切视为因应生态环境的特殊性

所采取的适应性行动$而这一点#恰恰是主张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者所难以接受的$很明显#

在萨林斯的分析里#文化与自然是对立两分的#所谓的进化不外就是人与自然博弈过程中所取

得的适应性进步#这样的进化是文化变迁所带来的$

法国学者拉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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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社会科学家不要试图决定何者构成!社会"#以及何

者构成!自然"#建议应当将这样的分类视为人们与客体斡旋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在把世界

分为!自然的"和!社会的"客体之前#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无法与世界自身分离$

& 这一对自然

或者社会%精神或者物质不加区分的观念是构成本体论转向平台的主要依托#意味着从理念%

世界观%文化等认识论关怀转向本体论关怀000承认自然和存在的重要性$

' 德斯科拉

)

GH=88=

A

50SL,8.

*指出#涉及文化与自然这样的两分或者二元对立#是启蒙运动之后才有的$

这样的分类到了相当晚近才出现在人类的认知里#这显然与现代性的滥觞有关$

( 大量的民

族志和文献资料证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并不存在着这么一组对立的范畴#而且这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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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范畴也不见得在当今的所有文化里都存在着$因之#本体论转向主张抛弃文化所携带

的过多的隐喻性牵连与含义#力求在方法论上有所行动和改变$因此#任何意义上的方法论问

题#如文化和认识论#或者自然与本体论等#都有深入探讨之必要$观照主义就代表了部分人

类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

狩猎采集群体的生存性智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们有自己的宇宙观#对周遭自然有

着不同的理解$他们并不将自身及与自身有关的一切与自然区分开来#而是把自己视为自然

的一部分$亚马逊印第安文化的成员认为#动物也把自己视为人类#无非有着不同的外表$所

以#所有的物种从自身的观照出发#也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其他物种都看作自然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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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观照告诉我们一个最为重要的观念是#自笛卡尔甚至柏拉图以来便

对西方文明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各种二元论#在亚马逊文化的观照里#本质上是一种误导$西

方文化观照里的自然世界的当然代表000动物#内在地认同于人类#是为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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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照下形成的宇宙观#提供给人们与自然

融为一体的相处之道$这完全不同于!现代人"对待自然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经历

的发展过程所体现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接受现代性的一种后果$但是#现代性是否必须意味

着!发展"3 这是在!发展"已经构成当代人认知世界之重要维度的时代里一个被反复质疑的

问题$

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狩猎采集社会#文化上虽然丰富多彩#但在生存策略%社会组织%宗教

生活上又呈现出趋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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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同性说明#生活在充满变数和风险#同时又被

赋予一种神秘的甚至神圣的氛围的家园环境里#个人必须仰仗群体$人的社会性在这样的条

件下是第一位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群体与个体间的血肉相连#决定了这种趋同性$狩猎采集

群体的生存性智慧#集中地通过社会生活的集体性体现出来$这种集体性在这些社会里是由

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另外#还与狩猎采集者那种观念上未将自身及与自身有关的一切从自然

分开来的观照特点存在着亲和性$因此#在很多狩猎采集社会里#文化反而是与自然相辅相成

的$这种观念是这些社会能够与环境处于一种和谐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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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原因

之一$

二%狩猎采集与!原始"因何结缘3

多年前#我国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童恩正翻译出版了'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一书$

#

原书作者是耶鲁大学人类学家乔治,穆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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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达克最有名的工作之

一#大概是试图为世界各地的文化建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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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人类社会关系档案或者这本书来看#原始)

A

1=T=+=K0

*是他看待生活
!%

世纪狩猎采集者的

基本概念#他把与我们同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称为!原始的同代人")

A

1=T=+=K0L,:+0T

A

,1.1=0S

*$

书中描述的对象在时间的维度上既是!现在的"#又是!过去的"$在空间的维度上#他们都生活

在世界的!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学家利用他们现实的空间存在来指代!过去"$所

以#这样的表达体现的还是一种单线演化的观念$穆达克当然不是建构!原始社会"的第一人$

在这方面#他不过是
$'

世纪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的继承人$为了更好地理解所谓的!原始社

会"的滥觞#我们有必要对被冠于!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做一鸟瞰式的分析与描述#以期进一

步理解创造!原始社会"概念的历史脉络$

在走出非洲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习惯于规律性的游徙#寻觅搜集各种可食之物以果

腹$

! 大自然是他们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大自然的恩惠使他们有足够

食物$对于他们而言#大自然中最为危险的莫过于在同一环境里栖息的食肉动物$大型食肉

动物无疑是我们祖先的最大威胁$为了对付它们#就必须合作$然而#它们既是威胁也是食物

来源$为了从它们身上获得食物#也得合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就是在对付这类既是威胁

又是食物来源的大型动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一个容易理解的事实是#狩猎并不能保证每次

都有所收获$所以#人类祖先不可能仅凭猎杀动物而生存#他们还得花费时间寻找其他可食性

的植物果实%根茎等等$采集在事实上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以往有人类学家相信#人

类社会早期是母系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在狩猎采集生活中主要担任采集

工作$由于采集收获比打猎稳定#所以女性在经济上居于主要地位$这就决定了她们在社会

上的话语权$大量的民族志资料已经证明#这种说法纯属臆断$事实上#男性也经常参与采

集$在许多社会里#女性也参与捕猎000尽管在分工上这主要是男性的工作$在当今那些以

狩猎采集为生计的社会里#主要的决策者均为男性#但是女性有充分的表达意见的权利$迄今

为止#人类在自身历史上至少
'%E

以上的时间里#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人类从食物搜集者)

?,,>L,880L+,1

*转变成食物生产者)

?,,>

A

1,>/L01

*迟至
$!

#

%%%

多年

前方才发生$大自然虽然慷慨大方#但是也隐藏着各种险境#人类祖先便是在探索和探险之中

不断前行$每日为果腹而奔走#终有偶然发现#并由此转变成为食物生产者$实现这一成就应

当是经验累积的结果$人们在猜测为什么我们祖先会对动植物进行驯化时#有些合乎逻辑的

推断$例如#当人们因为在年复一年地采集某种食物的地方#终于对为什么总能在这里发现吃

的进行观察和思考#并试图自己种植它们时#最初的驯化就产生了$动物驯化的起因应该也大

致相同$人们在猎杀那些经常食用的动物时#难免会遇上猎物的崽子#将它们带回养大#让它

们繁殖#这就开始了动物的驯化$这些#都是导致人类告别狩猎采集生活的起因$但是#这些

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在澳洲大陆至少生活了数万年#但从未有过任何食

物生产的尝试$美洲有许多可以驯化的动物物种#但美洲原住民从未试图驯化它们$

除了狩猎采集生活之外#这些与我们身处同一时代的人又是因为哪些方面与我们有所不

同而被冠以!原始"3 为什么这些被冠以!原始"的行为或者生活方式被理解为!原始"3 对于所

谓原始的理解#在文明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上#往往将之与没有文字联系起来$是否有文字往

往又被用以定义是否!文明"$没有文字的族群世界上很多#从生计方式来看#有许多已经处于

$#

狩猎采集社会及其当下意义
!

!

这是从他们获得食物方式而言的#他们未必没有相对稳定的住处#考古学上大量遗存)如洞穴等*和民族志材料证

明#狩猎采集者还是有相对稳定的住处的$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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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没有文字并非构成!原始"的唯一条件$过去的人类学者并不见得用!原始"来称呼

那些没有文字但已经处于农耕的社会$构成!原始"的条件还有生计方式$狩猎采集是不事生

产的生计#社会构成简单#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奉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群体的任何成员获

得猎物之后都必须与其他成员分享$在这样的社会里#阶级自然无由产生$这一切都迎合了

人们所想象的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

今天的地球上还生活着数十万狩猎采集者$他们大都分布在极地%热带雨林%沙漠这类边

缘地区$他们当中一些族群生活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很特别#多为小生境)

:=LH0

*$在生态学的

意义上#这些小生境与周围的大环境无论动植物种群或者气候条件都不太一样$比之于其他

人群#当代的狩猎采集者都生活在世界的边缘#在地理上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不易抵达#更不易

进入$他们是最迟被现代性所感染的一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这些使用简单工具的当

代狩猎采集者视为石器时代的活化石$著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

F,8>0:

4H=8>0

*曾说过大致如此的话&今天仍然在过着石器时代生活的人们绝不可能与生活在石器时

代的人类相同$外观上#他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但他们的思维呢3 言下之意#当代的狩猎

采集者绝不可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而思维能力也绝不可能没有发展$

! 了解石器时代的

人类生活主要通过考古发掘$今天的狩猎采集者可以为我们理解早期人类的生活#以及我们

如何演化发展至今提供参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狩猎采集社会无一不是生活在

现代国家当中#无一不受到国家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狩猎采集社会的成员都是国家公民#他们

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可以自由地在现代和传统生活中穿梭%往来%转换$这些狩猎采集社会也都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和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大事的波及和影响$总之#今天的狩猎采集者

是我们的!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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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描述这类社会时要用!原始"一词3 亚当,库柏)

[>.T7/

A

01

*在'发明原始社

会(一书中对此有许多深刻的分析$库柏认为#所谓!原始社会"是人类学家制造出来的幻象$

随着人类学在
$'

世纪下半叶诞生#关于原始社会的探讨出现了一些十分特别而且如同小说那

样的版本#使得这种有关人类社会早期的幻象具体化$人类学史上的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

派%功能学派#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都反复强调这样的观念$一直到
!%

世纪
"%

年代#这一称

谓才渐从人类学研究领域淡出$有趣的是#在人类学里#对热带雨林里的!原始社会"进行比较

系统或者有一定规模的实地调查是在
$'

世纪的最后
$%

年里才出现的$

"因此#!原始社会"不

是一个经由实证研究所建立的概念$对此#库柏认为#!原始社会"的出现与!进步"这类观念在

$'

世纪中叶以后广为流行有关系$

$&)'

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在紧接着的
!%

多年间#出现了一系列研究 !原始社会"

的专著$这些作品都关心!原始"社会的本质#但在字里行间都贯穿着!进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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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S=,:

*的

预设$而进步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需要经过几个阶段$这些学

者#从巴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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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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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人类学历史上都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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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学说里并没有强调!进步"#相反#进化在达尔文的眼里并不一定带来进步$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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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进化是适应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此一来#达尔文的进化可以说是没有方向

的$如果说这些古典进化论者有任何程度上受到当时科学界进化观的影响#那就是拉马克

)

X0.:c-.

A

+=S+0O.T.1LV

*的!用进废退"理论)

+H0,1

R

,?/S0.:>>=S/S0

*$拉马克的学说包含了

!进步"的观念#而这才是
$'

世纪的古典进化论者所需要的$达尔文学说当时所引起的巨大社

会轰动#以及所形成的氛围#无疑使这些古典进化论学者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他们可能没

有意识到#达尔文的学说与他们的理论之间存在着相悖之处#正如库柏认为的#!达尔文的凯歌

催生了一种非常不达尔文式的人类学"$

!

其实#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上这些人类学家#包括后来的社会学家涂尔干)

<T=80

5/1VH0=T

*#其进化观更多地受到了赫伯特,斯宾塞)

601J01+@

A

0:L01

*的影响$斯宾塞是一

位顽固的拉马克主义者#他的进化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伦社会与人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于许多即非科学家又非自然学者出身的进化主义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而言#影响他们

思想至巨的是启蒙运动及其以降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因为达尔文彼时已被视为进化论的代表

人物#各种有关进化%进步的思想才会与达尔文的学说聚拢在一起$事实上#它们之间并非都

存在着谱系上的关系#有的毫无关系#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就像达尔文与拉马克两人学术之间

的关系那样#存在着诸多矛盾$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当一种思想在社会上引起轰

动时#对之趋之若鹜的人当中#许多往往是一知半解#但都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在自己的思想

库里挖掘一些在事实上未必准确#但与新的思想有着某种似是而非关联的知识或者旧有观念#

去附会新的%产生轰动效应的思想$拉马克的进化观就是这样$在达尔文的贡献刺激下所形

成的时代思想氛围里#通过斯宾塞的影响#拉马克的进化观成为古典进化主义人类学进步观产

生的内在机制$

把!原始"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范畴或者阶段性划分#不仅与启蒙运动以及现代性的滥觞

有关#而且也与基督教世界固有的!存在大链"观念有关$这是一种很早便有的观念#相信宇宙

万物有简繁高低的排序#虽然所列的对象在分类上混乱不堪#却是基督教出现演化%进步这类

观念的内生性资源$这是其他文明所没有的$启蒙以降#讴歌理性%进步+张扬以精神%物质%

技术成就所体现的文明蔚为风尚$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和全球范

围内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谓的!现代性")

T,>01:=+

R

*#在吉登斯)

[:+H,:

R

F=>>0:S

*看来#即为
$"

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产生于西方的一系列制度和生活方

式$

"现代性涉及时间概念#它割离前现代的一切#从而在时间的维度上将
$"

世纪以后的!现

代"定位为一种超越性的阶段$这一阶段产生的各种人类的成就代表着进步与文明#在此之前

则为不文明%传统%落后#乃至于野蛮%蒙昧$从这个角度考虑#原始社会与其他的前现代的一

切是现代主义者或者启蒙主义者为定义自我所建构出来的!他者"$

今天#!原始"之所以被国际学界所弃用#除了考虑到对人类文化高低排序伤人自尊之外#

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学术界已经否定了人类社会存在着这种自启蒙以降人们便已深信无疑的

硬性的%线性的社会发展规律$标准化和分类是现代性的特质#所谓!原始社会"既是现代主义

的发明#又是现代性对时间和空间重新组织#的结果#更是人类学家参与建构的社会类别$当

(#

狩猎采集社会及其当下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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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类学者相信#我们可以从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与文化中获得新知#

他们在自然界中生活的技巧和生存性智慧一定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某些启迪$

!原始社会"的发明者应该知道#在他们的时代依然有人过着!原始的"打猎和采集生活$

为什么这样的生活能延续下来3 为什么从物质和技术的层面看#这些人似乎在!原地踏步"3

寻求这样的解答#还需回到狩猎采集生活中来寻找$

三%!停滞"与生存性智慧

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是人类最为古老#而且可能是最为成功的适应$因此#他们的生存智

慧一定包含着许多值得!现代人"借鉴之处$在
$!

#

%%%

年前#所有人类都是猎手和采集者$直

到最近的两个世纪内#狩猎采集者才在现代性压路机进迫之下陡然内缩$而关于狩猎采集者

及其生活却始终具有一种令人纠结的魅力$不难发现公众和学界对狩猎采集的一切感兴趣的

原因&首先#对于今天地球上大部分人所生活和体验的现代都市社会#狩猎采集社会显然是另

外一个极端$其次#当代的狩猎采集者或许持有钥匙#能帮助回答一些有关人类条件)

H/T.:

L,:>=+=,:

*的核心问题$这些条件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社会性别#以及食谱和营养等$所涉及

的核心问题包括人们如何在无国家组织的状态下生活3 在没有技术积累的条件下#人们是如

何生活的3 以及如何做到在大自然里生活却又不会对之造成破坏3

!这些都是与人类生存性

智慧相关的问题$

正如柴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当代狩猎采集者思想一定不会停留在千百万年前$

" 我们千

万不要以为当代的狩猎采集者不知!生产"为何事#因为在事实上他们当中的有些群体不仅了

解#而且还尝试过种植等生产活动#但最终还是放弃$这说明#他们没有必要为获取足以生存

的食物花费太多的时间$大自然的赐予使他们满足$在接触过多的现代文明之前#他们不会

有强烈的物质欲望$即便当代的许多狩猎采集者都能享受现代工业和科技文明所提供的物质

和生活条件#但是千百年的集体性的狩猎采集生活所形成的!惯习"#依然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都延续着许多传统$这些传统在全球化的当下#成为他们强调自身文化价值和认同

的精神之锚#也成为他们在现代国家的语境内为维护自身权利进行抗争的资源$今天生活在

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狩猎采集者都是现代国家的国家公民$他们的生活不仅受到国家政策的影

响#而且也会受到国内外大事的波及和影响$我们再也不能将!现代"的他们与!前现代"的他

们同等看待$

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狩猎采集者之所以!原地踏步"#客观上当然与他们身处!世界边缘"#

难以被现代性所!感染"有关$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所生活的环境$

许多族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着大致恒定的人口规模$人类学家对卡

拉哈里)

7.8.H.1=

*沙漠狩猎采集族群的研究证明#这些族群的生存智慧令人惊叹$理查德,

李)

9=LH.1>-,1SH.

R

O00

*对生活在博茨瓦纳境内的昆桑人)7

7/:

B

@.:

*的民族志研究说明#他

们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他们具备的!地方性知识"使自然界成为!粮仓"#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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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游刃有余#仅靠最简单的工具就足以满足自身温饱$这一状况挑战了长期以来十分流行

的看法#即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充满危险#十分艰辛#人们的生命处于!自然状态")

S+.+0,?

:.+/10

*&肮脏%粗野%短暂$事实上#昆桑人所食用的野生植物果实和根茎的物种达
$%)

种$

这说明昆桑人开发了所居环境里至少是绝大部分根茎和果实等可供食用的植物$多样性的食

物使他们即便在旱涝严重的季节也有能力保证基本的营养需求$美国科学院甚至从他们多样

的食用性植物中推举出一种豆类000晋豆)

+S=:J0.:

#

-./H=:=.0SL/80:+.

*#列为世界上最有前

景解决粮食匮乏问题的
(#

种植物之一$

!

无疑#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他们是贫穷的#但从其他标准来看则不尽然$如果使用时髦

的!幸福感指数"来衡量#至少在理查德,李从事田野研究的
!%

世纪
#%

年代和
"%

年代#他们

的幸福感是强烈的$理查德,李根据他的田野经验指出&比起许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昆桑

人花费更少的时间在生计上#而有着更多的闲暇陪伴家人$比起其他社会的男人#昆桑父亲们

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

"他们的许多植物学知识#对周围环境的认知#都是人类的宝

贵财富#值得所谓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去学习%了解$正因为狩猎采集社会有这么一

些特质#萨林斯才称之为!原生的丰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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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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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猎采集生计的基础是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可食性植物#以及捕鱼$除了狗之外#他

们没有任何驯化的作物或者动物$这是定义狩猎采集者的出发点$近几十年来#人类学研究

使我们对狩猎采集者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们对于谁是猎手#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能够

持续至今这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诚然#狩猎和采集代表了人类最初的状况和
'%E

以上的人

类历史$当代的狩猎采集者则是通过多样的路径才使他们的传统坚持到今天$

有些人类学家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社会大致上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统

)

L,:+=://T

*$在这个连续统的一极#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或多或少保持着固有的形态$他们包

括澳大利亚原住民%美洲西北印第安人%南美热带雨林里的印第安人#以及零星分布在世界其

他地区的一些群体$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连续统的另外一极&尽管

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狩猎采集者#但在过去的一万多年间#这数十亿人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已经不再是狩猎采集者$在两极之间#则是许多与非狩猎采集社群经常保持接触%

交流的狩猎采集者$南亚和东南亚的狩猎采集者与定居的村民和市场直接联系#用动物毛皮%

蜂蜜%药用植物等森林物产交换大米%金属制品和其他消费物资$

在中非#俾格米人)

G

RB

T=0S

*与相邻的农业村落保持几个世纪的庇护关系$在一年中#俾

格米人总有一段时间在森林里过着传统的狩猎采集生活$

$ 而在东非#狩猎采集的奥其克人

)

*V=0V

*在传统上一直以蜂蜜和其他森林物产与马赛)

P..S.=

*等族群交换他们所需的物资$

%

南美的狩猎采集个案更为有意思$考古学家在亚马逊地区发现#务农曾在几千年前取代狩猎

)#

狩猎采集社会及其当下意义
!

!

#

$

%

"

参见
9=LH.1>-,1SH.

R

O00

#

QH0

7

7/:

B

@.:

&

P0:

#

,̂T0:

#

.:> ,̂1V=:.\,1.

B

=:

B

@,L=0+

R

#

4.TJ1=>

B

0

&

4.TJ1=>

B

0

Y:=K01S=+

R

G10SS

#

$'"'

#

AA

3!)#;!)'

$

P.1SH.88@.H8=:S

#!

U,+0S,:+H0*1=

B

=:.8[??8/0:+@,L=0+

R

#"

=:93-3O00.:>a350̀ ,100>S3

#

P.:.:>+H06/:+01

#

4H=L.

B

,

&

[8>=:0

#

$'#&

#

AA

3&);&'3

参见
P=+S/,aLH=V.I.

#!

QH0PJ/+=,?U,1+H01:4,:

B

,

#"

=:9=LH.1>-3O00.:>9=LH.1>5.8

R

0>S3

#

QH04.TJ1=>

B

0

<:L

R

L8,

A

0>=.,?6/:+01S.:>F.+H01S

#

AA

3!$%;!$2

$

参见
4,1=::0 [371.+d

#!

QH0*V=0V,?70:

R

.

#"

=: 9=LH.1>-3O00.:> 9=LH.1> 5.8

R

0>S3

#

QH04.TJ1=>

B

0

<:L

R

L8,

A

0>=.,?6/:+01S.:>F.+H01S

#

AA

3!!%;!!2

$



采集#因此#在有些人类学家的眼里#这一地区的狩猎采集应该是!退步性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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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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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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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到
$&

世纪#在面对欧洲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过程中#当地许多群

体发现#流动性强的狩猎采集生计可以使他们在殖民开拓和压迫面前不那么羸弱$另有一些

群体则早在前殖民地时期就一直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当今#所有南美热带雨林的狩猎采集群

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也经营园艺种植$与此类似还有东北亚地区的所谓!小民族")

ST.8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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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除了狩猎和采集之外#往往还养有驯鹿#如我国和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

"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
2%

多个国家内#还有一部分人过着传统或者半传统的狩猎采集生

活$他们当然并非!原地踏步"#但主要的生计活动的确是绵延了千百年的传统方式$之所以

如此#首先是他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所居住的环境#与自然浑然一体$他们只需使用最为简单

的工具便能满足温饱#每天都有较多的闲暇与家人包括孩子共度时光$其次#他们都生活在极

地%热带雨林%沙漠边缘等地球上的!边缘地区"或者地理学意义上的!死胡同"#这样的地理位

置决定了他们必然是最晚受到现代性感染的一群$再次#这些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周围的

务农族群形成了事实上的共生关系#这也是他们固有生计方式得以维系的原因$最后#为了避

免外来的殖民主义或其他势力的影响#有些已经务农的群体再度成为机动性较强的狩猎采

集者$

四%狩猎采集社会的当下意义

我们没有必要为所谓的!政治正确"或者其他道义上的需要#美化当今仍然维持着狩猎采

集生活的社会$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即使生活在最简单的物质条件下的人类社群#都保持着一

些令人惊叹的传统和价值$狩猎采集社会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千百年来的生活实践#因而能为

我们理解现代文明社会与人类的!过去"之间的关联与鸿沟#提供鲜活的例证与参照系$狩猎

采集不仅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类既往的且长期存在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对人类的长远未来也

有重要启示$当代文明如果要长期持续下去#需要从狩猎采集者那里获得钥匙来解开持久性

之谜$事实上#狩猎采集文化存在的时间远远长于当今产业化的!商业文明"$正如一位已故

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和学者所言#现代生态学可以从很好地经营和维持自己的世界
)%

#

%%%

年以上的人们那里习得许多东西$

#

历史告诉我们#绝大部分的狩猎采集生计从历史舞台退出#是人类社会发展使然$例如#

农业的发明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另一种可能性同样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殖民主义

和现代性的扩张$直到公元
$)%%

年#狩猎采集者仍然生活在全球总面积
$

6

(

的土地上#包括

整个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北美洲#以及南美洲%非洲和东北亚的大部分区域$

!%

世纪是狩猎采

集者的生活境遇发生戏剧性变故的世纪$当许多狩猎采集者依然以血缘%动植物以及精灵世

界为中心形成小群体的形式坚持固有的生活方式时#自诩为!文明人"的现代国家或者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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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通过引进学校%建立诊所%设立行政管理机构来改变他们#同时还不时窃取他们的土地和

资源$

进入
!$

世纪之后#大部分的狩猎采集群体已经定居#在生活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不

少人认为#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将在本世纪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真的会这样吗3 不少研究狩

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者相信不会$在现实里#狩猎采集者并不仅仅生活在人类学的作品和历

史文本里#他们依然生活在我们当中#生活在
2%

多个国家当中$最近的几十年来#他们当中涌

现出一些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联合世界上的支持者#为世界上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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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了强烈的呼声#要求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人权$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狩猎采集的想象摇摆于两极之间$其中的一极延续了几个世纪#狩猎

采集者被视为野蛮%无知却又奸诈狡猾#完全如同在中国古籍里被描绘为!生番"的!化外之

民"$这种歪曲的形象往往来自那些!定居者"#他们不仅掠夺了原住民的土地#而且还以各种

负面的刻板印象来刻画被剥夺者$另外一极在近些年比较流行#即认为采集狩猎者具有的美

德#正是当代物质主义和不平等的都市生活所缺乏的#这些采集狩猎社会可被看作人间美德的

仓储$

!一些人类学家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现代性把狩猎采集人群视为野蛮就是一

种不平等#狩猎采集群体内部奉行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和具体实践则代表着一种!自然正义"

)

:.+/1.8

W

/S+=L0

*$这些人类学家通过揭示所谓!文明人"对狩猎采集社会的所作所为#结合卢

梭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对现代社会进行批评#他们比较间或发生在这些社会中的血族仇杀

)

J8,,>?0/>

*与!文明人")

L=K=8=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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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奴隶贸易%战争等大规模杀戮#提出了到底谁才是

真正的!文明人"的问题$

"这些研究同情狩猎采集社会#充满正义感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

怒#会对!价值无涉"的学术立场有所偏离#但他们的研究也推动了学者重新审视前农业时代狩

猎采集社会所隐含的价值$

当定义食物搜寻者时#必须认识到#当代许多狩猎采集者实践的多是夹杂其他经济成分的

生计#如南美热带区域有园艺业#东北亚则放牧驯鹿+在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一些地区#狩

猎采集者与农牧业人群保持着规律性的交换等$鉴于这种多样性的事实#应如何给予狩猎采

集以更为合理的解释呢3 人类学家认为#生计仅仅是定义狩猎采集者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

外#还应该有社会组织#以及宇宙观和世界观$这是理解当代狩猎采集者的三个标准$正如大

量民族志所描写的那样#狩猎采集者最为常见的社会组织方式是!游群")

J.:>

*#人数三五十

人不等$群内成员均为亲戚#由血亲和姻亲所构成$游群既是经济和社会组织#也是政治性单

元$无论在旧大陆或者在新大陆#都有这样的群体分布#而且这些群体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

质$在这些特质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些群体都奉行平均主义)

0

B

.8=+.1=.:=ST

*$群体的领导权并不正式#而且领导者经

常广为接纳成员的意见或者建议$因此#游群成员往往有着等级社会成员所难以享有的自由$

其次#流动性)

T,J=8=+

R

*是一大特质$群体经常移动#通常一年中多次游动$游动的主要目的

是寻找食物#但也不限于此$游动也与群体政治有关$成员通过!用脚投票")

K,+0I=+H+H0=1

?00+

*来表示他们不欢迎一些政治领导$流动性还使游群比起定居者更易于解决各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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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游群还经常根据情况聚合和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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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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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根据生存条

件而定$在一些季节里#由于动植物种类较为稀少#游群就会让成员分开觅食#以适应季节性

变化$在其他有着较多食物来源的季节#群体成员就会聚在一起行动$猎杀较为大型或者凶

猛的动物时#群体协作至关重要#群体成员#甚至不同群体的成员#都会聚集起来一起行动$最

后#游群把土地视为公有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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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群社会里#个人拥有猎具等随身的财

产#但土地基本为亲属组织所掌握$在互惠原则支配下#人们可以在一些地面上获取食物资

源#但整个社会毫无节制地进入其他群体控制的地面的状况却十分罕见$

狩猎采集社会其他特点还在其道德与伦理方面$分享)

SH.1=:

B

*既是社会美德#也是群体

内成员互动的主要原则$分享与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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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并存$在人类学上#狩猎采集群体的

互惠形式称为!一般性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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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惠意味着赠与者并不期待有所回

报#或者立即回报#也不在意回报的具体形式和是否等值$这种互惠形式常见于!熟人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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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狩猎采集群体里#这种原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原则在有些人

类学家的眼里又与缺乏私有财产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构成!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基本

条件$

有些狩猎采集者还有一种大部分社会所没有的概念#即赠予的环境)

+H0

B

=K=:

B

0:K=1,:T0:+

*$他们把自然视为他们生活的赐予者#因此完全没有犹太
;

基督教文明那种将

之视为亟待给予!人气"和有待!征服"的!蛮荒")

I=8>01:0SS

*的观念$在这些狩猎采集者的眼

里#环境被视为他们的灵魂和精神的家园%道义和所有美好事物的源泉$根据这种宇宙观#文

化与自然浑然一体#全然不同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将二者截然两分的观照方式$他们生活

的世界#如同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

9,J01+-088.H

*所说的#是一个!神话世界与现实世

界难以区分"的世界$

"许多人觉得这样的宇宙观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并往往将这样的混沌观

念与!迷信"混为一谈$然而#在科学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应当重视一些所谓!直觉"或者

!非理性"的东西$有些东西看似非理性#但并非纯粹!先验"的#而可能是人们生活经验的累

积$重要的是#这种把自然环境视为美好的源泉和不求回报的母亲的观念#恰恰是一些狩猎采

集文化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的重要条件$他们视环境为家园#将森林里的动物视同自身的同

类#雨林则如同自家的花园$这些观念可能是他们形成他们所独有的%!舒缓"的生活节奏的因

素之一$

狩猎采集者把自然环境当作!家")

H,T0

*#与我们将家视为情感所系之处是一样的#无非

他们的家比我们的要大得多#丰富得多$在布迪厄的眼里#!家"就是习得文化#养成!习性"的

基本场所之一$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在!房子"里成长为基本上符合社会文化所期待的

成员#狩猎采集者则在自然环境里成长成为他们的社会文化所期待的成员$正如我们会照应

我们的居处#他们也会关照他们所在的环境$许多族群都对周围自然有敬畏之感#懂得善待

它%尊重它$这些习惯在许多非狩猎采集的族群里同样存在$例如#蒙古族牧民善待草原#每

换草场之前#他们总是仔细熄灭篝火#并将生活垃圾埋好或者带走$许多狩猎采集社会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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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珍视是与某些信仰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一旦将周围环境看作自己的家园和各种灵性之

所在时#人们还会对它滥施淫威吗3

与这样的宇宙观相关的是#狩猎采集社会普遍存在着萨满信仰)

@H.T.:=ST

*和万物有灵

)

.:=T=ST

*$萨满)

SH.T.:

*一词源于东西伯利亚的鄂温克人#原来的意思是#!兴奋和腾飞的

人")

,:0IH,=S0ZL=+0>.:>1.=S0>

*$其实#就是灵媒$他们可以治病救人#为族人提供精神保

护$他们能来往斡旋于人类社会与超自然的危险和不可预知的世界之间$长期以来#萨满信

仰都被排除在宗教的殿堂之外#是人类学家使它更多地为人们所认识$灵活地运用语言和隐

喻所产生的力量和言语性运动想象#是萨满作法的主要形式$由于萨满作法产生的影响力显

而易见#一些技法适应了西方医学中的想象疗法)

K=S/.8=d.+=,:+H01.

A

=0S

*#可用于帮助癌症病

人和缓解病痛$今天#在现代医学的行医实践中#已经有医疗团队将一些有助于帮助病人康复

或者缓解病人痛苦的传统手段应用于治疗过程中$坐落在杭州西湖区某医院团队采取一种

!全身心关爱疗法")

IH,80

A

01S,:L.10

*#这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在近些年来发展出来

的新的医护方法$这一方法是因为医疗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对医疗现状不满所引起的$这种医

护方法强调医患关系应当成为治疗方法的重要部分$为了提高疗效#医护人员应该考虑到病

人的宗教%文化以及其他与精神信念有关的背景$全身心护理的理论相信#人们对于现代医

学%疾病以及治愈的看法受到自己从属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医疗提供者在治疗过程中#应该考

虑到患者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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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人类学家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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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

来的概念#用以指涉狩猎采集社会普遍的信仰形态$泰勒关于万物有灵的讨论大多是关于其

如何发生的问题$这在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类学家当中就已经遭到质疑$但质疑者同样站

在一种进化主义立场上#认为泰勒把万物有灵作为宗教的最原初形式$万物有灵不应当是人

类最早的信仰形式#因为按照泰勒的理解#万物有灵是拟人化的)虽然不是人形*$最原始的宗

教信仰形式应该是!马纳")

P.:.

*信仰$这是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信仰及

其实践$马纳是非人格的力量)

A

,I01

*或者!势")

?,1L0

*#它们弥散于天地万物之间#但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为人类所控制或者驾驭$而一个人是否有影响力就在于能够驾驭多少这种神秘力

量$马雷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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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之 称 之 为 !前 万 物 有 灵 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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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泛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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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人类学家对万物有灵的兴趣已经不是关于

发生学的问题#而是这样的信仰所代表的宇宙观和自然观$既然举凡万物皆有灵#这样的观念

必然会对人的行为有所影响$人类学家感兴趣的是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元论观念#以及

在这样的观念下所衍生出的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的价值观念与态度$

五%结
!

语

综上#当今世界的狩猎采集文化虽然难以代表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的漫长历史#但对于理

解人类历史全貌无疑具有参照意义$与我们同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都分布在世界的!边缘"地

区#这是他们得以将传统生活方式保持至今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但是#他们对所处环境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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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适应也会使他们顽强地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民族志资料证明#有些狩猎采集者一直

与农业社会毗邻而居#却依然保持固有的生活样貌#他们甚至与相邻的农业社会形成了某种程

度上的共生关系$也有些狩猎采集者原先以务农为生计#后来却转向狩猎采集生计$尽管历

史条件显得如此不同#所有的狩猎采集社会基本上都通过相似的社会组织和观念解决了个人

生活在群体里的问题$蒂姆,英戈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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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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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称之为!独一无二的社会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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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T,>0,?S,L=.8=+

R

*$

!

曾几何时#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总爱将!原始社会"这样的标签贴附到狩猎采集社会身上#将

他们置于社会发展图腾柱底端的位置$这样的观念和分类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启蒙运动

讴歌!理性"与!进步"#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振聋发聩$在笛卡尔二元论思想影响下#挟

启蒙运动思潮的进化观#加上达尔文对进化的!科学证明"#综合性地催生了这种!理性的"线性

进化观#并因此建构了所谓的!原始社会"或者!原始民族"之类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正如库

柏所批评的那样#人类学家作为主力军参与了这一建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兹

)

P08K=880X3601SV,K=+S

*曾有!文化是环境的人为部分"之说$

"这样的断言对狩猎采集者没有

任何意义$在他们的观念里#不存在着这样的区分$他们虽然是食物搜集者#但对于环境并非

只是一味地索取#他们懂得善待它%照顾它%敬畏它$这大概是他们能将自己的传统生计顽强

地维持到科学如此昌明的
!$

世纪的主要原因$文化人类学一向将文化与环境或者自然对立

两分#但是众多的狩猎采集社会并不如此$人类学家带着这样的两分范畴进入狩猎采集社会#

却最终理解了狩猎采集者为何!二者不分"#并从而提出超越自然与文化的命题$

#通过这样一

种新的理解#大量存在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民族志资料可以重新解读$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既看

到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也见识了发展所带来的凋敝$当我们借助于狩猎采集者的观照来思考

这样的问题时#当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体会他们的自然观%价值观%宇宙观的同时#我们也

应想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也有许多类似的表述3 难道我们传统的阴阳五行宇宙观所表

明的#不正是将人)文化*与自然融为一体#善待自然的基本价值与态度3 是时候反过来从地球

上那些被现代性排除在外的观照%知识%智慧汲取营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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