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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人类学出现了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

长的学派—功能主义学派，这一学派对以后的人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

为现代人类学产生的标志。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

布朗。而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学生的埃文思·普理查德既继承了马林诺夫

斯基田野调查的精髓，又继承发展了布朗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成为人类学界经

典实地调查方法与人类学经典理论结合的人类学大家。本文将对《安达曼岛人》

和《努尔人》两书进行比较，以求发现同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布朗与埃文思的

共同之处与差异之处。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安达曼岛人》   《努尔人》   结构功能主义   民族志 

 

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人类学出现了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

的学派—功能主义学派，这一学派对以后的人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

现代人类学产生的标志。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布

朗。而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学生的埃文思·普理查德既继承了马林诺夫斯

基田野调查的精髓，又继承发展了布朗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成为人类学界经典

实地调查方法与人类学经典理论结合的人类学大家。本文将对《安达曼岛人》和

《努尔人》两书进行比较，以求发现同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布朗与埃文思的共

同之处与差异之处。 

二二二二、、、、著作概述著作概述著作概述著作概述    

《安达曼岛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 1906—1908 年在安达曼群岛考察的



 

 

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民族志巨著。全书分为六章，前四章是民族志描写，在这些文

字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安达曼群岛原住民的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

教巫术信仰和神话传说。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布朗运用功能主义观点精彩地分析

和解释了安达曼人的仪式习俗和神话传说。他认为，安达曼人的仪式、神话和传

说具有相同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维持安达曼社会赖以生存（并构成其本身）

的情感倾向，并使这些情感倾向代代相传”。1 

《努尔人——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是埃文

思·普里查德研究尼罗河下游一个苏丹人群得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其在人类学领

域中的代表作，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被认为真正起到了人类学

认识范式更新的作用。2突破原有的“主张从非西方的民族中寻找人类共同生活

的共同原型”的范式，以埃文思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者则主张“从非西方的民

族中寻找不同于西方的特色”。3通过对努尔地区这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

非洲部落的田野调查，埃文思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

政府统治的部落里，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本书开篇作者便已表示，“政治

制度是本书的主题，但是，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

这种政治制度”。全书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前两章作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讨

论了牛与人的关系，并指出努尔人在随着雨季和旱季变换而迁徙的畜牧经济中适

应了像牛一样的生活方式。第三章说明了努尔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反映了生态

与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最后三章对政治制度、宗族制度、年龄组作了描述，指

出了宗族制度和年龄组与政治制度的密切联系。 

三三三三、、、、英雄所见略有所同英雄所见略有所同英雄所见略有所同英雄所见略有所同    

1111、、、、功能分析功能分析功能分析功能分析    

功能学派最大共同点之一是在分析的时候讲功能，即“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

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4

在《安达曼岛人》和《努尔人》这两本民族志中处处体现了功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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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曼岛人》中处处闪现着功能分析的影子，尤其是书中第五章和第六章，

全面运用功能分析方法剖析仪式习俗和神话传说。我们选取“哭”的例子来说明。

在日常生活中，哭习惯被看作是表达悲哀时采用的方式，而在安达曼岛发生哭泣

的场合有很多，当两个朋友或亲戚分开一段时间重逢后，他们会哭泣；在媾和仪

式上，曾是敌人的双方会哭泣；在婚礼上，新郎新娘各自的亲属对着新人哭；在

成人仪式的各个阶段，新成年的小伙子或姑娘的女性亲属对着他/她哭……这所

有场合的哭泣不仅仅是具有表达悲哀这个简单的功能了，它们共同的功能是“对

仪式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团结纽带的肯定，通过唤起依恋之情来使他们意识到这种

关系”。5 

《努尔人》中体现功能分析的一个例子——亲属制度的功能。通过族外通婚，

努尔人在部落内外建立广泛的亲属联系，其扩展范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通过这

种特别的亲属制度，他们将对立裂变的分支成员联合起来，这样就具有了使各个

政治裂变分支彼此分崩离析、互相敌对的同时又把它们维系在一起的功能。 

2222、、、、整体观整体观整体观整体观（（（（全局观全局观全局观全局观））））    

布朗和普理查德都不单是研究社会组成的某一方面，而是考量和社会组织相

联系的各个方面，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在《安达曼岛人》中，作者先明确告知读

者这个社会的组织，然后精彩地分析了各种仪式、神话和传说的功能。普理查德

在对努尔地区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时，并没有单单就此地区的政治如何组成如何

结构进行描述，而是先从生态环境入手，以期了解生态因素对政治制度形成的影

响，而后再继续分析年龄组制度、宗族等等和政治制度相关的联系。 

3333、、、、共时分析共时分析共时分析共时分析    

两人都采用共时性研究方法。共时性研究是与历时性研究相对应的，前者侧

重研究同一时期的相互关联的人物与事件，后者则关注人物与事件的整个发展过

程。在《安达曼岛人》中，布朗一再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本章的研究主题都

只涉及当今存在的习俗，而不受这些习俗历史起源的影响”。6 

在普理查德眼中，努尔人的生活似乎一直如此，其社会和文化从未发生变化。

虽然说他注意到了欧洲白人的到来对努尔人社会的影响及最近蔓延到努尔人地

区的牛瘟对努尔人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对这些进行更深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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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埃文思·普理查德在努尔人中发现的那种无政府的社会模式，正式在他剔除了

历时性视角等方面后所构建出的一个理性化的社会模型。 

4444、、、、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的影响    

涂尔干认为事先存在的团结是某种共享的情感创造出来的，这个共同的情感

在安达曼岛和努尔地区这种机械团结的社会中，表现为集体意识，依靠集体意识，

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在《安达曼岛人》中，作者证明了“仪式习俗是社会借以影响其个人成员、

将某种情感体系在他们思想中保持活跃的手段。没有仪式，那些情感就不会存在；

没有那些情感，社会组织就不能以其目前的形式存在”。7这种情感体系就是集体

意识，这个情感意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使社会成为可能。 

努尔人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地缘关系上，而这种地域性的政治体

系，在土著的观念中，却是用世系群的概念来表达的。8每一个部落里都有一个

父系氏族占优势，每个氏族又层层分支为较小的父系单位，因此部落中每一个成

员都与占优势的父系氏族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包括姻亲关系），每个人都觉得自

己是亲属谱系中的一点，这种亲缘关系使个人形成了一种与其他人同属于某一共

同体的感觉，为此会使个人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保卫共同体，而这便是集体意

识。努尔人的集体意识在平时没有那么强烈，“一个人只是为一个比部落小得多

的地方性群体的成员来思考和行动”，9而在发生械斗时，集体意识会唤起他为保

卫自己的部落而奋战的力量，从而维护了所在集体。 

四四四四、、、、差异之中各见功夫差异之中各见功夫差异之中各见功夫差异之中各见功夫    

1111、、、、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田野调查    

在田野调查上，普理查德一定程度上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马氏认为田

野调查的要素之一是“研究者应该和土著人完全生活在一起。普理查德做到了这

一点，在努尔地区调查期间，“他不断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尽量和他们交流，并

且住在当地村落和营地里，每天观察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进行直接的交流，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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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来获取所要研究的材料”。10而布朗获取资料的途径是

与当地口述人和驻地官员的交流，而且书中多是引用、整理前人的资料，这让人

不得不怀疑他获取的信息的准确性。但布朗的严密分析弥补了他在田野调查上的

瑕疵。 

2222、、、、记叙方式记叙方式记叙方式记叙方式    

在布朗的民族志记载中，他对于民族生活场景描写较少，而对理论的阐述占

相当多的篇幅，这或许与他对功能主义理论的全面运用有关。他过于注重寻求社

会文化领域内的一般法则，以致于他致力于努力寻找可以制作和证明法则的材

料，同时造成他对其他生活场景的忽视。 

与此同时，普理查德却重视对努尔地区的直接观察，并亲自参与其中，将努

尔人的生活画面生动完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例如他对努尔人挤奶场景的描写以

及书中配的挤奶的插图，细致生动，活灵活现，仿佛挤奶的场景就在我们眼前。 

3333、、、、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布朗在书中第五章和第六章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发现和分析每一种习俗

与其他习俗之间的关系，以及该习俗与安达曼人的整个思想和情感体系之间的关

系。在对舞蹈进行功能分析时，作者运用舞蹈心理学描述舞蹈对参与者的精神状

态产生的影响。舞蹈时个人虚荣心得到满足，在愉快中激发自尊情感，从而使他

在自我满足、洋洋自得的状态中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价值；舞蹈也影响到舞者对同

伴的情感，舞者所感到的快感辐射到他周围的一切，使他对同伴充满了亲切和善

意。 

普理查德在书的引言中就指出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

能理解努尔地区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对努尔地区的

社会结构的影响入手，以期让读者对无政府、无国家统治的努尔社会的政治制度

有更深刻的理解。在此层面上看来，普理查德似乎有点倾向于生态决定论。 

五五五五、、、、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在读了人类学经典民族志《安达曼岛人》和《努尔人》后，我认为同作为结

构功能主义论者的拉德克里夫·布朗与埃文思·普理查德在观点、写作、调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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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关于相同点，首先，两人在书中都秉承功能分析法对调查地区作出阐释；其

次，二者都有全局的观点，即“任何具体的社会文化都是有机的功能整体，整体

之内的任何部分都要依靠在其对整体的功能上才能认识，始终是贯穿在其调查和

分析中的”11；再次，两人都强调共时性研究；最后，二人都明显受到涂尔干思

想的影响。 

关于相异点，首先，田野调查中，普理查德与被调查者朝夕相处，以从他们

口中获取可靠信息，而布朗在书中未曾提及与当地人相处和交流的场景，只提及

从口述人和驻地官员得到信息的情况；其次，记叙方式上，普理查德将努尔人的

生活生动展示给读者，而布朗对当地生活描述则多是围绕理论分析展开；最后，

分析方法上，布朗运用心理学观点分析安达曼岛人的各种仪式习俗，而普理查德

似乎有生态决定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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