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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古凯尔特民族文化的多学科探究 

● 李 铁 

(西安文理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研究及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 

家、各地区、各社区的文化异同，借以发现和归纳文化的普遍性及特殊性。从考古学层面来看，凯尔特人是世代欧洲历史 

上若干基于文化单元交往而生成的松散族群，属于古代型民族集团，它的各支系分别参与了后世欧洲许 多民族的形成过 

程；从民族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凯尔特民族并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因其活动 区域的差别导致彰显出不同的种族特征 ；从人 

类语言学角度来看，凯尔特人在当今则仅意味着一个语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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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 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 

化的过程，并研充及 匕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区的文 

化异同，借以发现和归纳文化的普遍性及特殊性。著名的德国语言学 

家诺德曾引用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北美人类学家迈克尔亚格(IVichad 

kgar)的观点，建议在处理民族文化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态度和方 

法。口瑚本文正=居 教授的理论启示下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 

学、民唉学与功能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出发，考察凯尔特民族的历 

史流变，探讨凯尔特民族的多层次历史发展及其多方位现实影响。 

一

、文化 类̂学研究的三个理论维度 

在 类̂ 包容的各种学科中，文化人类学可谓是影响最大的学 

科，西方学7f 寸它格外重视。在西欧，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同义 

语。在美国被叫做 |A一文化人类学’’。通常，文化  ̂类学与生物学、 

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遗传学等均有密 之关系。 

而最先把文化引人人类学研究的是德国人 A·巴斯蒂安和拉策 

尔，从某种意义匕讲，巴斯蒂安和拉策尔是文化人类学的开山祖。巴斯 

蒂安 历史上的人》(186O年)一书，成为文化人类学诞生的标志。打 

开文化 类̂等幼面的著作可以看到：人类的社会体系、语言活动、婚姻 

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惯、艺术、宗教等等都被啦 勃勃的文化 类̂学 

家戈0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中。但应当指出的是，在文化 、̂类学家眼 

中，所有这些可见的实际行为都不过是人类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文 

化 类̂学家共 的是隐藏于这些可见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与 

世 观，f电1f黝 拐潆的正是这些文化内容的生成撇 与发展规律等 

问题。D01年，美国学者何尔默(N H Holmes)第一次将人类学分为 

体质、文化两个方面，指出了这门学科的两大分支。这一划分沿用至 

今。因此，八．类学传统I：包括了体质 、̂类学和文化 类̂学，而文化人类 

学则包含有三个分支：考古学( ℃h 0gy)、̂、类语言学(Anthropologi— 

cal linguistics)及民唉学(Ethnology)。文化 类̂学的学科结构可以概括 

为下图。 

二、文化人类考古学与凯尔特民族文化的特点 

从号占学E来讲，文化人类学的实践操作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 

考古 ．̂类学的族属研究注重考古学文化问题，其关键在于理解考古资 

料和文献记载中人群集团的历史真实。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 

科，它滥觞于古代希腊。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所著的《史传与地理 

学 书被后来的文化 类̂学家认为是第一部文化生态学或人类地理 

学的著作。 

凯尔特 是̂欧洲历史 匕若干基于文化单元交往而生成的松散族 

群，属于占代型民唉集团，它的各支系分舄 欧洲许多民族的先祖 

与构成元素。这些族群与古代希腊罗马人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各民 

族的沮先。由于缺乏文字，有关凯尔特人自身历史自q记述，除其部落制 

度-f 口耳相传的神话传奇和近现代陆续出土的考古发掘材料之 

外，主要仍仰赖于希腊罗马学者留下的作品。这就是说，列凯尔特人的 

了解 

考古学界对凯尔特民族的性质属性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有人明 

确称之为民族集团(a group of peoples)；[ 坤也有人认为它谈不E是一 

个种族(raOe)或部落集团(a ou肿曲es)，而是—个语言集团(a l~lguage 

gtDL 或—种语言。[3] 有 猜̂测，‘铆尔特(Gelt)的得名可能与—种类似 

斧、锛的史前砍凿工具celt或sdt有关，[4]”因而他们擅长手工技艺和 

金属制作，使用那种古老的工具或已成为他们有别于其他族群的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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枥--、一--A~。根据考芒 显示，凯尔特 分̂布范围广泛，名称各异。在希腊 

一L显示凯尔特人为“高卢 

’(( li)和。 l啦太人”(Galalae)，前者分布在今法国、比利时境内．德 

国西部和意大利北部，后者流散在小亚细亚—带。~D'l-，今共恪兰境内 

的凯尔特人叫“不列颠人”(瞄tom)，在波希米亚又作“波伊人” 

(B。ii)。 

凯尔特民族的古老文化遗存具有多中心、历史悠久以及文明交往 

范围宽广的牦电。从日前考 资料的信息可以看出，凯尔特民族的文 

化遗存主要有钟形杯文化(Bell-Peaker Culture)、战斧文化(]3attle-- 

Axe Culture)、乌涅蒂采文化(Unetician QAture)、瓮棺文化(Ur eld 

Culture)、哈尔施塔特文化(~allstatt C~lture)以及拉登文化(I丑Tdne 

Culture)。这些文化中心历史悠久，最早的钟形 史化与战斧文化约在 

公元前3000年中期到公元前2000年初。最晚的拉登文化的时间范围 

也在公元前5 1 己到公元前 1 1i 己。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覆盖范围较 

广，包括伊比利亚半岛，中欧的匈牙 I，斯洛伐克西：部边界，摩拉维亚和 

捷克中部、西北部，德国中部的广大地区，中欧东部和意大利北部，西 

欧、北欧甚至东欧的乌克兰—带，今奥地利与瑞士境内的音l玢领土。 

从考古遗存叮以看出凯尔特民族文化文化中心并不是封闭式的 

自我发展，而是在同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平稳发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历了—个由小到大、再渐次缩减的变动过程。 

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地域扩张达于极点，他们广布于西起爱尔 

兰、不列颠，东抵喀尔巴阡山脉、波希米亚，西南至伊比利亚半岛．东南 

远达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辽阔区域内。各个文化中心也是呈 

扩散式的向周围辐射，推动欧洲的文明向前发展。如钟形杯文化文化 

的创造者已很萤观 驯养和役使马匹，对整个西欧的金属冶炼与金属制 

作技艺起了推动作．FI=J。乌涅蒂采文化人输出青铜器具，换回了爱尔兰 

金，I泉沃尔的锡，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毛皮。仲 。哈尔施塔特文化 

显示凯尔特 与̂希腊文明世界问已有贸易交往。拉登文化直接承袭 

r哈尔施塔特文化，同时也分别受到r来自希腊  ̂伊特拉斯坎 ．̂和罗 

马人的影响，与各地土著之问进行：文．化交融，由此而形成自己典型的文 

化风格。f 1在制造 I 艺．上创造性地利用了金属热胀冷缩的原理，以 

烧红的铁箍来紧固轮辋，使车轮既耐用又美观。 

据考古资料 示，凯尔特人正是同周邻的日耳曼人、伊利里亚人、 

利比 亚 、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民族集团的联系和文明 

交往中，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己，建树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三、文化人类民族学与凯尔特民族的生成与聚 

散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学涵盖面是十分广泛的，既包括了物质 

文f{二层面的内容，也包括了精神史 丢面的内容，还包括制度文化层面 

的内容。克拉克洪在《̂ 类之镜》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将文化人类学定 

义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l_7=] 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过 

1．·坤更觚关注其中最为核 的层面，即人们日常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及 

j4．4~为规范。因为任 潮 颁有一套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都要 

有自己的模 系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从民够撑的研究视角来看，凯尔特民族并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因 

活动区域的差别而显示出不同的种族特征。从头型特征来看，凯尔特 

民族的种族结构具有多降陛的特 。出土于今德囤 吁南部—带的9个 

早期凯尔特人头盖骨中，1个是长头型，4个是中头型，4个是短头型。 

从波希米亚出土的27具男性头盖骨看，其中多系长头型，也有少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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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型。在法国发现的有代表『生的高卢人，多为中头型、中脸型、上缘窄 

鼻、中等身材的类型。不列颠的头盖骨亦为中头型，但似乎缺中东欧那 

种短头型的代表。嘲109以上隋况表明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并不是完全 

单一的，种族背景应属一混合型集团，这表明其族源的差异性和多样 

性。 ’ 

从古代文献中挖掘的信窟可见，部分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在语言 

形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和武器类型等层面有着比较密切的关 

系。其实，民族集团的形成，无论古代型还是现代型，其族源可能都是 

较为复杂的。目己】够形成和发展中自勺‘‘同流异 象 不鲜的。所 

以，作为一个分布地域广袤的古代民族集团，凯尔特人各分支间存在体 

质形态上的某些差异，也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迄今仍可见到遗痕，同为 

【尔特 ．̂唇裔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成尔士人相比，身高、白肤、金 

发者颇多，而后者则身矮、体壮、肤略黝黑。 

那么维系不同凯尔特人之间成为-4"A4~诸多共性的古代族群 

的纽带是什么呢?这其中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农牧业经济生活，共 

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神话、风俗习惯、艺术旨趣、性格气质，以及在 

同其他族群的交往和后来反抗罗马的大起义中生发出的自我认同心 

理，其中宗教的作用特别突出。宗教信仰是凯尔特文化的—个重要组 

成部分，这既表现出凯尔特 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关系的—种观念体 

认，从而映照出f电{f丁宏富的创造 2瞠噱力，I司时也出于 蝴 寸精神 

慰藉的强烈需求。 

凯尔特人的占1 以督伊德教而著称于史。其名得自于在凯 

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的祭司阶层‘‘督伊德”(Druid)。督伊德的主要 

功能有主持祭祀(人祭)，沟通人、神；解释神谕，预测未来；仲裁纠纷，维 

护和平；消灾祛病，净化心灵．f 识，保护传统。[ 教义的核心是 

灵魂转世说，主张人死后灵魂不灭，由一躯体转投另 区体。所以，凡 

有 葡龟，或将于战争中面临生命危险时，即由督伊德主持为其献人 

祭。其做法 将活人置于人形柳条笼内燔烧。被献祭者多为罪 

犯．也有用无辜者或战俘的。 

很显然，极富权威l生的替伊德阶层的影响力，已非局促一隅，而是 

形成一种“跨部落集团”；督伊德教尽管还带有相当浓厚的原始崇拜的 

色彩，却已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演进为超部落的几乎所有觊尔特人的 

宗教，并在其}土会生活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督伊德教对于凯尔特人 

文化传统、风尚习俗、性恪 理的成型，对于凝聚凯尔特 、̂诸部成员，并 

将其与 他族群区别开来，无疑有着极深的影响。 

从凯尔特民唉的历史生成以及演化扩大的去向来看，其民族文化 

具有以下特点：_是以点带面的扩散性。凯尔特民族从中欧腹地出发 

逐渐向外扩段胜延伸，其范围包括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多瑙河、莱茵河 

上游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带，甚至还延伸到波兰与东欧等地。二是 

扩张的方式是流动式的武力掠夺。凯尔特人每逢遇有湿润丰腴之地， 

或征掠获胜，便定居下来；如若不适，即再举族迁移。 

四、人类语言学与凯尔特民族文化遗存的影响 

毋屠箍 疑，语言((1anstmge)是人类文化行为中极其重要的—个组 

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南达((S Nard)甚至说：“没有 类̂语言，人类 

文化即尤法产生。q啦 ̂ 类学家历米关注语言的研究，他们认为语言是 

文化行为的—部分，在文化 、̂类学的著作中，语言学往往被纳入文化人 

类学的范畴。纵观史化 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语言研究的作用与影 

响显而易见。我们看到，文化 类̂学家对语言学成果的运用首先是功 

能主义的，即把语 为研究人类文化的一种工具与手段。它旨 

在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述和解释语言系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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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上的各种特征。有关著作中多次提到研究者通过对亲属称谓词 

的分忻来重构蒙昧、野蛮时代的婚姻、家庭进化史、文化传播主义的代 

表 物̂格雷布内尔(Ffit~Graebner)在其《民族学方法论》中首次运用 

语言亲属关系研究的成果来确定文化区域，从而为文化要素与起源理 

论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文化人类学家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汲取还 

体现在方法论的引入方面。在语言学的影响下，文化人类学纷纷产生 

了—些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Structumlism)、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k~T)、符号人类学(Se otic anthm~logy)。 

类̂语言学角度来看，凯尔特 、̂足上古欧洲—个由共同语言和 

文化传统凝合起来的松散族群。当今欧洲自然已不存在一个完整的 

凯尔特单一民族，有的只是作为占凯尔特人遗裔的、依然操印欧语系凯 

尔特语族诸种方言的若干个新型民族，譬如爱尔兰人、盖尔人、威尔士 

人、布 尼人等。存j妻层意 义f：可以说，凯尔特人在当今则仅意味着 

—  吾言集团。凯尔特语言对英国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多层面、多维度， 

呈现出立体画的形态。 

首先，在语言形式上，英圈今天所讲的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和威尔 

吾犹是凯尔特语言的演变结果。凯尔特人有自己的语言，作为—个 

语言集团的凯尔特民族，语言因素在集聚这个族群中有着难以忽视的 

作用。随着原始印欧母语的分化，凯尔特语的音变逐渐完成。凯尔特 

语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两大支系。 

前者已不有泣 ，后 坝0指尚存于今天不列颠诸岛及法国市列塔尼半岛 

的语言。在一定意义匕，凯尔特语言实际上是有关凯尔特人共同来源 

的—条重要线索。凯尔特语言经过代代相传相当一部分凯尔特词汇 

被英语借用，成为英语词汇的一 E喊 部分。公元 17世纪，，威尔 

士语言学家爱德华·鲁伊络芷编纂一部语言学著作时发现，不列颠群 

岛上的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威尔上语和康沃尔语以及不列塔尼半岛上 

的不列塔尼语彼比之间存在共同的词根，于是．他借用乔治·布坎南的 

话，将这些语言统称为凯尔语。从此，该桶吾一直沿用至今。L“Ijl ” 

：，海岛凯尔特语仍然存在于不列颠群岛和不列塔尼半岛。海 

岛凯尔特语，亦称盖尔语((helic larguage)，包括古爱尔兰 讲̂的爱尔兰 

盖尔语(Irish Gaelic)、苏格兰人讲的厄斯语{Erse)即苏格兰盖尔语 

(~ots Gaelic)、盖尔人讲的盖尔语和皮克特人讲的皮克特语。后来，在 

大刁 岛，爱尔兰盖尔浯演变成了爱尔兰语，其备拍9贝 蛾 了苏格 

兰语。这些语言它仍然作为一种富有表现力和民族陛的语言用于下 

层人民的日常交流以及以他们的口语为基础的诗歌、报刊杂志的幽默 

和漫画栏目。作为凯尔特语系之一的威尔士语依然被居住在威尔士 

西部山区的兰彼德( n er)、阿伯里斯特维斯( ySt、v)曲)和其它 
— 些地区作为第 酶 来使用，人数大约为58万多人，占威尔七人口 

的2o 。第三，凯尔特人的民族精神对现在英国人民族性格产生了影 

响。古欧洲的文学艺 寸凯尔特 人有过不少生动的描写，从不同的 

侧面勾厨出这个群族鲜明的个性特征：悍勇刚烈、宁死不屈，将民族尊 

严置于个 、̂生命之 E。古凯尔特人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在英国 

被后来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日 兰人所 承，并演变成强烈的民 

族认同感，f电ff诗 汐卜族的入侵和锲而不舍地致力于I炙复民族独立斗 

争中所表现的勇敢顽强精神明显带有凯尔特民族的印迹。第四，凯尔 

特音乐的特殊魅力。凯尔特民族是一个经过长期迁徙并不断被不同 

民族同化但去fJ扔 特殊文化的民族，有着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无比乐 

观的精神。它沧桑的历史和远古的传说，个人潲自中的期遇与错失、思 

念与遗弃，无—不深深地输入了凯尔特音乐的血液里。凯尔特民族被 

称为高贵的音乐民族，他们的音乐具有纯美 

气质。2。世纪舳年代凯尔特音乐席卷全球，小竖琴和风笛奏出的音 

乐已成为连接不同地域凯尔特民族的文化纽带。典型的凯尔特风味 

是古老而源远流长，悲伤是凯尔特音乐的精髓。正如《爱尔兰民间音 

乐》f1名写道：“爱尔兰的压迫者们给她留下的只剩下了音乐。 I．砷另 

外，使其静乐独具特色的还有一些独特的乐器：风笛、竖琴、曼陀铃、七 

孔竖笛和风笛等。爱尔兰音乐冕0Ⅱ注重于情感的外露和奔，苏格兰音 

乐相对比蹬含蓄和内在，威尔士音乐不是很明显，这也是凯尔特民族地 

域风格的典型展示。 

五、余论 

凯尔特民唉作为西方蛮族世界的—部分，在广阔的欧洲大地 E长 

驱直入，畅通无阻，在文明交往史E流下了辉煌的篇章。凯尔特文化曾 

经横跨整个欧洲，其创造者是—群组织松散的贵族武士郎族，到中世纪 

晚期，凯尔特文化衰退，后退到欧洲大陆f『g边缘。失落的文明虽然在历 

史上沉疲≥ 了，但是 7婀 以绐令 以̂借鉴。 

第～，从目前来说，凯尔特民族已经成为历史的永久记忆，但f电f『1 

的语言、音乐以及深深渗透到英国民族骨子里的性格与精神仍在大西 

洋沿岸熊疗 燃烧 凯尔特语言作为一种消失民族的历史遗存长期流 

传下来，使凯尔特民族精神代代相传，6l而也吸引着无数的研究者投身 

于凯尔特民族语言、文化、风情民俗等历史符号的探究。 

第二，语言与英雄历史是凯尔特文化复兴的基石。除了语言以 

外，让威尔士的凯尔特人对家乡充满自豪感的是英雄辈出的历史。在 

威尔士，这种历史痕迹比比皆是：城墙围筑的市镇、没有房顶的教堂、雕 

有螺铤f髟图案的立石、神圣的水井、山上破败的堡垒，无不叙说着凯尔 

特人曾经主宰的过去。 

第三，凯尔特民族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来源之一。关于西方文化的 

根源。—般流行的说法是“二希’’，即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这种自 

近代以来rlI乎成为定论和常识的说法其实是一种笼统的“熟知”，它掩 

盖了另—条重要的文化根脉— — 凯尔特。2O世纪的西方文化寻根 

运动终于把这个被主流葡只形态的‘‘熟知’惭埋没的文明揭示出来，并 

在非常可观的程良E{是之在当代文化中“复 ’。 

《指珂汪 》f{渚 J．R R托尔金说，“任何凯尔特的事物，都是个魔 

袋，它可以包容任何东西，几 也可以变出任何东西。 切“ 这些影像资 

料行为体实际匕既是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批判与对非主流文化的寻根 

激情，更是以童话的魔幻想象方式恢复出凯尔特信仰的灵性世界观。 

历史步履蹒珊的行走至4"-X，凯尔特民族的昔日的物质实体已经难寻 

其踪迹，但有幸的lhb'}e~的多媒体科技将凯尔特民 督中留给我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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