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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收集第一手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新方法 参与观察法。

他一生非常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文化的调研、墨

西哥农民集市的调研等都是著名案例。他善于采用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调研社会制度的功

能主义方法及其它多种多样的方法。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当代意义和启示是: ( 1)倡导一

种积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做一个守株待兔式的民族志者; ( 2)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调研特定民

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 ( 3)坚守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格要求和自觉自律的人格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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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 B ron islaw Kas

parM alinow sk i) ( 1884- 1942)创立了收集第一手

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新方法 参与观察法。人类

学田野调查并不仅仅是资料的简单搜集,它本身

也是典型的理论生成的活动, 对社会调查研究具

有深远的意义。

一、马林诺夫斯基的几次重要田野调查

及其结果

1. 西太平洋的田野调查

马林诺夫斯基于 1914年至 1921年期间在西

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群岛, 运用参与

观察法调查该岛的土著文化,长达六年之久。

1914年至 1918年, 马林诺夫斯基到新几内

亚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是 1914年 9月到

1915年 3月。这次考察借助翻译,对象是土伦岛

的梅鲁人。后来的考察报告,加上 1913年的 澳

大利亚土著家族 , 使他在 1916年被授予伦敦经

济学院科学博士学位。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的时

间为 1915年 5月至 1916年 5月, 1917年 10月至

1918年 10月。后两次的地点都是特罗布里恩

岛,他都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学会了土著人的语

言,亲自用母语与土著人进行交谈。众所周知, 与

土著人进行交谈十分困难, 除了熟练掌握土著人

的语言之外, 更重要的是, 要消除他们的戒备心

里,土著人一般对于非本族的人总会或多或少带

点敌意,因此必须掌握一定的谈话技巧,尽量避免

谈及他们所禁忌的话题, 以免引起土著人的反感

和厌恶,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专业人类学家首

次使用土著语言进行田野工作。

马林诺夫斯墓的调查范围极广,社会的方方面

面都会涉及,部落的风俗习惯、信仰、制度、仪式自

然在重点之列,这与蛮族社会的社会制度等息息相

关。此外,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在旁人看来是旁枝末

节的东西,他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细心观察小

孩子们玩的游戏,例如绕圈游戏、人影游戏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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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明白这些游戏意味着什么。他描绘了部落中

房子的布局和建筑,研究这样的布局建筑的合理之

处。他还一点一滴的调查研究用绳索编织的图案、

孕妇身上穿的素白植物纤维裙、向孕妇施巫术的方

式、部落中流传的神话与传说以及对部落中的土著

人具有特殊意义的植物等等,并体会它们所蕴含的

某种意义。土人们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时,如果有可

能,他都会尽量去参加, 认真记录下仪式的举行程

序、仪式中的用品以及仪式中人们的祷告语。更难

得的是,他拍摄下许多有关土著居民日常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的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是土著居民的人物

照片,也有一些有关宗教仪式、孩子们玩的游戏、日

常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翻花线游戏图、房屋建

筑等等并且在这些照片旁边都加上了评注语,使读

者能明白照片所蕴含的东西。这些照片,不仅向人

们展示了土著居民的肤色、体质、形态,清楚他们的

衣着装扮,而且生动形象地呈现出一幅幅有关蛮族

社会的风俗、习惯、仪式、日常生活的真实情景。这

些照片,比起空洞的描述与叙写, 当然更具形象和

生动,充分证明了马林诺夫斯基对土著居民所作的

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更易于被人们接受

和了解。

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相当

多的时间花在了对库拉及其相关事务的调查活动

上。他在写作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一书的时候,

曾就调查资料的收集、田野工作的开展等方面所

遇到的种种困难, 谈了自己的感慨。外部条件的

艰辛, 以及自己的理论和实际研究经验的不足,无

疑给他带来了诸多的困惑。但这并没有成为他放

弃,或者说逃避的理由,正是在一种严格自律和渴

望获得知识的情况下, 马林诺夫斯基克服了种种

困难, 坚持下来, 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研究。

2. 墨西哥农民集市的调研

1933年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在康奈尔大学讲

学。3年后来到哈佛, 并在那里接受了荣誉博士

学位。 1939年, 他以访问教授的身份来到了耶鲁

大学任教,后来还担任过波士顿博物馆教授。在

美期间,他开始研究美洲大陆文化,调查墨西哥的

农民集市, 并与墨西哥学者胡里奥 德 拉 富

安铁 ( Julio de la Fuente)联名发表过一部西班牙

文的著作 (M a linow ski inM ex ico: TheE conom ics of

aM ex ican M arket System. London: Rout ledge&Kegan

Pau,l 1982)。马林诺夫斯基把这个期间的墨西哥

农民集市调研作为他最后的田野调查工作, 从而

为墨西哥和英国人类学界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马林诺夫斯基初访墨西哥是在 1926年,是利

用洛克菲勒财团之邀访美的机会成行的。第二次

访墨为 1939年, 与其妻子娃雷塔 斯万同行, 从

亚利桑那州乘车进入墨西哥, 逗留了一个月,并一

直南下到了莫雷洛斯州。此次赴美, 虽说是利用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给予的一年带薪休假而成

行的,他却没有按原计划返回英国。他后来一直

呆在美国,这可能并非马林诺夫斯基本人所愿, 而

是偶然因素所致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缩编,他收到了来自英

国的校长的信函, 信中劝他就在耶鲁大学就职。

1939年, 他成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1940年 6月

19日,他和娃雷塔一起离开纽约,乘船于 6月 24

日到达韦拉克鲁斯。由此开车前往瓦哈卡、普埃

布拉、乔尔拉、墨西哥城。随后,于 7月 24日在瓦

哈卡开始进行了田野调查工作,并在 9月底返回

了耶鲁大学。 1941年夏天, 他再次奔赴瓦哈卡,

继续调查工作。纽约的卡内基财团为他提供了资

助。墨西哥方面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协助他的

工作,还推荐胡里奥 德 拉 富安铁作为他的

研究助手。马林诺夫斯基指导调查, 胡里奥 德

拉 富安铁有效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资料。

由于有了马林诺夫斯基的问题意识和胡里奥 德

拉 富安铁的细致观察与奔忙, 使得从这次未

满 5个月的调查中, 形成了 20世纪 40年代一项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通过调查研究,他们首先发现瓦哈卡的市场

具有 太阳系市场网 的特征。在这个体系中, 以

瓦哈卡市的市场为中心,伴随着每周 7天的改变,

四周各村也逐次开市,卖主、买主和物资一起随着

一周 7日的不同而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

场,整体看来就形成了一个宛如太阳系的组织, 颇

为浓厚地保留了一些与该州地理相适应的土著交

换体系的色彩。其次, 该地区的市场是因为经济

上的必要性而发挥着它的功能。与更加侧重礼仪

性交换的特洛布里安德岛四周的库拉相比较, 瓦

哈卡的市场应该是专门满足 传统性的且经济性

的需要 的市场。每当万灵节、孤独的圣母之祭

日、新年、复活节等这些节日来临之际, 因人们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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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食品、礼仪用品等, 市场便呈现兴旺的景象。说

起来, 这终究也是人们为满足其传统的需要所致,

因此, 他们认为节日乃是创造出此种必要性的宗

教性的要素。第三,他们关注到了各种类型和层

次的商人,以及各种交易的形式方面的问题。他

们的关注至今仍给人以新鲜感。

3.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结果

马林诺夫斯基进行的大量人类学田野调查的

结果,为其创立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系

统的田野工作方法、文化全貌观、功能主义的科学

文化理论等方面。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本文将在

下节谈及。文化全貌观,即用一系列图表记录部落

组织及其文化构成之全貌概观;以民族志田野笔记

的形式记录 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

型 ;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

项目、巫术模式等的说明。功能主义的科学文化理

论,即文化整体各构成要素之间彼此关联,这种关

联就是 功能 ,即 对需求的满足 ,而生物有机体

的天然需求又是一切功能联系之基础;民族志研究

不仅要记录所见、所闻,还必须对其功能进行分析,

进而构建一门 文化科学 。这样,马林诺夫斯基将

民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统一了起来, 彻底改变了

以往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实地调查和书斋工作相

分离的状况,民族志也因此而真正具备了作为独特

研究方法和独特文本形式的双重特性。此后,大量

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族志方法研究非西方的部落

社会,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事实上,在 20世纪 20

年代至 60年代, 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

提出批评的不乏其人,但其民族志田野工作体系却

极少遭遇非难。

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主要体

现在他对蛮族社会的研究上。马林诺夫斯基在研

究小岛上土著居民的社会形态、文化制度、风俗习

惯等等时,把这些现象相互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

体,先从整体上把握蛮族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种社

会,这样就先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才把各

个部分放入整个文化体系当中进行考察和研究,

考察各个文化现象与整个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及各个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掌握

各个文化现象的功能。如果把各个文化现象孤立

的进行考察研究, 那么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是相互

矛盾,无法成为一体了。此外,在对整个文化系统

和单个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时,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应当以 功能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水平上的人

类学事实 , 即应当考察整个文化系统对社会发

展具有什么功能以及单个文化现象对整个文化系

统和社会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同时也要进行

比较研究,各个文化现象所体现的功能的相同点

和不同点,最后才能说明这些文化事实的性质和

真谛。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蛮族社会的婚

姻、家庭、性自由等风俗习惯乃至房屋构建等, 无

一不是从功能主义出发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马林诺夫斯基生活的时代,

正是由于 殖民地制度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

系,白种人和当地居民的关系,给了当时人类学实

地调查难于克服的科学观察上的局限性。调查者

和被调查者,或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既不大可

能有推心置腹的相互信任,那就限制了调查到的或

观察到的社会事实的真实性和深入性。这使马林

诺夫斯基内心产生了苦恼,因此他一再对他的学生

费孝通说, 要珍惜以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社会这种

优越的条件,他甚至采用了 令人嫉妒 这个字眼来

表达他的心情 。这种心情说明了在他的内心,除

了苦恼外,还蕴藏着一些渴望世界民族之间应该有

机会得到相互理解、真诚交往的进步思想。

二、调查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及特点

马林诺夫斯基作为英国的著名人类学家, 不

仅从著作上,而且从方法论上,都为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学术遗产;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还非常注

意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态度。他的方法论

不仅被很多国家的学者借鉴用来研究本国的人类

学和社会学,而且也被其他学科借鉴研究。

1.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

田野调查方法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方法, 而

且非常艰苦。它要求调查研究者必须亲自到他所

要调查的社会当中, 与当地的居民一起生活,要学

会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母语进行交谈,并需要运

用调查的技巧和方法, 避免交谈到他们所禁忌的

事情,以此来获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收集到想

要收集的资料。还须用犀利的眼光去捕捉当地社

会中一些奇特的风俗习惯, 并用一定的方法进行

分析。这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主观意识,尽量

86



浙江社会科学 2011年第 4期

得出最接近当地社会真实面貌的调查结论。

功能主义学派与以往的各个学派不同, 其最

突出的特点是主张走出书斋,摆脱理论束缚, 进行

实地的调查与研究。当我们集中研究某一具体社

会时, 应该与当地居民实地生活一段时间,并学习

他们的语言文字,在这种共同生活里,将获得最切

身的感受与体验, 从而更方便观察和了解其内部

的各种情况,进而了解其文化性质。在调查时,功

能主义学派重视理论的实践价值, 明确指出要用

理论来指导调查实践。这种调研方法,他们称之

为 局内观察法 或 住居体验法 。马林诺夫斯

基一向重视调查研究, 他认为一切科学结论都应

该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在西太平洋进行

田野调查时,和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了近 2年, 记录

当地的习俗和环境, 以期取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

材料。此外, 马林诺夫斯基在 西太平洋的航海

者 中将民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完美统一了起

来,彻底改变了以往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实地调

查和书斋工作相分离的状况, 而这种实地调查写

出的民族志也因此具备了作为独特研究方法和独

特文本形式的双重性, 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全局

观和科学化。

2. 调研社会制度的功能主义方法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中, 社

会系统有三个层次: 生物的、社会结构的和符号

的。人们能识别每个层次的基本需要或生存的必

要条件。要实现生物体、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一致,

就必须满足这些需要和条件。其次,系统层次构

成如下等级阶梯:生物系统处于底层,社会结构处

于中间,符号系统在最上层。他指出,某一层次系

统需要的满足方式必然制约着邻近系统层次需要

的满足方式。但是,他认为每一层次的系统都显

示了其自身独特的必要条件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过

程。他强调了在分析结构系统层次时制度分析的

必要性。在他看来,制度是把行动组织起来以满

足必要条件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方式。他认为,

所有制度都具有某些普遍的特征和 要素 , 这些

普遍的要素是: ( 1)人事组成, 即什么人和多少人

参与了制度。 ( 2)规章, 制度公开宣称的目标是

什么。 ( 3)规范, 什么是规定和组织行动的主要

规范。 ( 4)物质设施,在目标的追求中, 用来组织

和调节行动的工具是什么。 ( 5)活动, 怎样分配

任务和活动。 ( 6)功能, 某种制度活动方式满足

的必要条件是什么。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通过这

六个坐标来描述每一个制度, 就能为比较社会内

部和社会之间的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共同的分析标

准。用制度可以说明结构层次的和符号层次实现

功能的必要条件。

3.在调查过程中交叉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 采用文化人类

学的各种基本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调查研究中。

这些方法包括实地调查法、全面考察法、比较研究

法和个案研究法。

实地调查法强调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调查

和研究,通过实际调查以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要求调查工作者进行广泛的民间考察和深刻的生

活体验,籍以深入了解各地区各民族丰富的生活。

例如,马林诺夫斯基一直强调通过长期参与观察

来了解土著文化的内在特性。他相信, 学会土著

语言、在土著中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

度体验,在此基础上写就的民族志可以如实地反

映土著文化的本真面貌。

全面考察法是在实地调查研究后, 需要对其

进行整体文化环境的考察研究。以调查对象为一

个点,分横向、纵向两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横向

考察调查对象地区的社会状况、经济、教育、文化、

习俗、家庭关系等与调查对象相关联的问题;纵向

了解调查对象的历史变迁, 对调查对象在不同历

史时期表现的异同作出界定。

比较研究法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 运

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个案研究法

是经过个案的深入分析以解决有关问题的一种研

究方法。以特定的调查对象作为个案开展研究,

可以提高整个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结论的可信程

度。马林诺夫斯基综合、交叉运用上述种种研究

方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三、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

当代意义和启示

马林诺夫斯基在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中所

提出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那个时代影响了

一大批人,至今仍具意义。

1.倡导一种积极的研究方法, 而不是做一个

守株待兔式的民族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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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一个合格的人类学研

究者, 必须四面出击, 把猎物逼进网中, 或穷追

不舍, 不达目的不罢休; 同时, 民族志者应该受

到最新科研成果、原则和目标的启迪。 所以,真

正的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不只是一个躺在 安乐

椅上的 自说自话的人, 而是应该从书斋走向田

野。从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的整体论 田野民族

志 到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家倡导的

实验民族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经历

了现代向后现代的发展与转型, 理论范式的多元

化和包容性已成为人类学界的共识。但社会文化

人类学的关注点 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进化、

象征、功能和结构等主题, 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2. 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调研特定民族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制度

马林诺夫斯基调研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功

能主义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田野

调查研究是马林诺夫斯基在了解蛮族社会结构、

土著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法律制度等等所运用的

方法。在这一方法问世之前, 没有人对蛮族社会

进行过调查,所有人对蛮族社会的判断与描述都

是出自自己的主观臆断和推侧, 于是就产生了对

原始社会的许多谬论。针对蛮族社会的调查研究

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 马林诺夫斯基采取了田野

调查研究方法, 揭示了蛮族社会的社会形态。这

一方法,当年对费孝通产生很大影响。在费孝通

的多部著作, 如 江村经济 、生育制度 、乡土

中国 中都可以看到。功能主义学派另一个突出

的特点是,在调查时明确指出要用理论来指导调

查研究,重视理论的实践价值。面对当今中国学

界某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相脱

节的现状,马林诺夫斯基这种田野调查研究方法

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3.坚守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格要求和自觉自

律的人格品质

马林诺夫斯基不仅在学术上留给了我们一笔

丰富的宝藏,在如何做好一个真正的调查研究工

作者方面也树立了榜样。他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

格要求和自觉自律的人格品质都深深影响着后来

的人类学研究者。尊重少数民族及其文化, 是现

代民族学研究者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在田野调查

过程中,我们不应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俯视少数

民族,而应以平等的眼光和谦虚的心态去看待和

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虚心去学习他们的传统技

能,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马林诺夫

斯基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很难能可贵

的,直到今天, 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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