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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人的亲属关系与橡胶贸易
＊

———以西双版纳扎松板老寨为例

□欧阳洁

［摘　要］　在对西双版纳扎松板老寨的橡胶贸易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阿卡社会的亲属关系如

何塑造了橡胶在村落级的市场贸易。他们通过对橡胶交易中关键概念的工具性操控，使得现代市场经济

中价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人们的经 济 行 为 主 要 依 据 传 统 社 会 由 父 子 联 名 制 基 础 上 的 家 族 谱 系 为 基 本

原则的一套亲属关系的多层等级网 络。阿 卡 人 正 是 通 过 其 在 村 寨 橡 胶 贸 易 中 亲 属 关 系 的 动 态 实 践 理 解

并诠释了橡胶贸易及其背后的一套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完成市场经济体系的本土化运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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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橡
胶是一种富 含 社 会 文 化 意 义 的 物。世 界 上

主要的橡胶产地都集中于非洲、拉丁美洲和

东南亚等非 西 方 国 家。早 期 橡 胶 在 当 地 社

会并没有使用价值，只有通过加工后，才具备与西方

工业社会的交换价值。因 此，它 成 为 了 探 讨 传 统 与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市场 扩 张 及 传 统 社 会

经济体系变迁的焦点之一，讨论大 多 置 于 反 思 资 本

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框架中。大部分研究展现了亚马

逊橡胶贸易的图景———橡胶被殖民大公司所垄断，

他们通过债务关系强迫、奴役割胶工人（ｒｕｂｂｅｒ　ｔａｐ－

ｐｅｒ）为其工作，来支持橡胶巨头（ｒｕｂｂｅｒ　ｂａｒｏｎ）的挥

霍消费。［１］直到 陶 西 格 在 其 晚 期 的 著 作《萨 满 主 义，

殖民主义和野人：恐怖和治疗研究》［２］才开始深入探

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殖民者与割胶工人以及各种中介

关系下所隐藏的逻辑。殖民者与当地印第安人彼此

对他者的想象滋长了各种暴力，这 种 想 象 的 恐 惧 世

界，成为双方可以行动乃至生活的唯一方式与依据，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南中国海族群互动与南岭民族走廊”（项目编号：１２ＺＺＤ７７００１１）。



　　　　
　　　　

５７　　　 　
　　

人
　
类
　
学

　
欧
阳
洁

阿
卡
人
的
亲
属
关
系
与
橡
胶
贸
易

最终以残暴血腥的方式完成了地方社会的文明化或

者说资本主义化。

新近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从当地社会文化的脉络

中来理解橡胶，来看它如何重塑当地的社会认同，生

产中的社会 关 系 以 及 当 地 人 的 观 念 体 系 等。Ｄｏｖｅ
在婆罗洲岛的研究中指出，传统社 会 中 强 调 物 的 创

造与破坏、财富的积累和分散之间的循环，这是通过

人与自然（神）、人与人的交换来 实 现 的。橡 胶 的 种

植打破了传统刀耕火种的节律，一方面，人们放弃了

相关的祭祀仪式，破坏了 人 与 自 然、神 的 交 换；另 一

方面，橡胶种植采取个体家庭的农作形式，以往家户

间的互助不复存在，同时财富不断积累，由于橡胶无

法在当地消费使得财富不再分散，破 坏 了 人 与 人 的

交换体系。因 此，种 植 过 橡 胶 的 土 地 被 看 做 是“死

的”，无法可持续的发展。［３］（Ｐ２０～５４）类似地，割胶被看做

“不可避免的罪恶”（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ｅｖｉｌ）
［４］等这样的观

念普遍存在于当地人的认知中。

橡胶在中国的引入无论从时间还是背景上来说

都与国外相差甚远。但在很多方面仍旧可以延续这

一学术脉络的讨论。尽管橡胶最初是作为一种打破

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战略物资，在 国 家 力 量 推 动 下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国营农场方式

种植。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国家开放橡胶的经营与

销售权，橡胶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少数民族村寨，进入

市场化运作模式。随着国 际 胶 价 的 不 断 攀 升，市 场

经济的利益驱动橡胶种植大规模扩张。国内学者们

普遍关注到由此产生的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和社

会文化的 迅 速 变 迁，［５］指 出“胶 树 已 经 把 他 们 与 国

内、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方式和思想观念”。［６］（Ｐ５）但这套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如

何与地方社会的“连结”显然还未引起重视。

曾经受过语言学和人类学训练的美国浸信会传

教士Ｐａｕｌ　Ｌｅｗｉｓ与Ｅｌａｉｎｅ　Ｌｅｗｉｓ夫妇，在他们多年

的泰北山区部落服务经历后，指出 所 谓 的 几 大 山 地

民族，基本上都有其文化的最高生活期望。其中，阿

卡人①强烈 盼 望 能 永 远 保 有 与 其 祖 先 的 传 承 关 系，

生活过程中 的 历 史“连 续 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特 别 为 族

人所重视。［７］（Ｐ１０）台湾学者谢世忠也指出阿卡人颇能

在贫困中维持山区生活稳定和族群认同正是在于他

们 不 愿 与 祖 先 断 了 连 结，对 坚 固 的 族 裔 传 承（ｄｅ－

ｓｃｅｎｔ）的文化根的强调。［８］（Ｐ１０２）这种传承是通过自古

沿袭至今的父子连名制的谱系完成的。谱系不断分

支后逐渐形成家族，阿卡语称为“阿 谷”。笔 者 通 过

对西双版纳阿卡人村寨扎松板老 寨 的 实 证 研 究，发

现：在橡胶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巨变的背后，有关家

族观念和基于父系谱系形成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

却仍然体现出了延续性。尽管如Ｄｏｖｅ所言，橡胶的

引入通过破坏了传统生计模式，中 断 了 人 与 人 之 间

的传统交换。但这套传 统 社 会 关 系，某 种 程 度 上 在

村寨的橡胶贸易中得以再现。与市场经济下一般商

品交换建立起所交换的客体之 间 物 的 关 系 不 同，阿

卡社会中的橡胶贸易所建立起的是交易双方之间人

的关系———一套基于父系家族谱系为基础运作的亲

属关系。

二、村寨的橡胶贸易

笔者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期间，对西双

版纳州勐腊县勐润地区曼贺南村委会下的扎松板老

寨的橡胶种植、贸易和 社 会 文 化 进 行 了 调 查。该 地

现有人口１０８户，５２６人，除 有１３个 汉 族 人 嫁 入 或

上门，其余为阿 卡 人。目 前，寨 中 共 有９个 家 族，威

扎、邦郭、威昌、勒涅、内喝、玛尤、杰耶、普 的、木 邦。

村寨地处阿卡文化腹 地，依 山 坡 地，林 地 资 源 丰 富，

收入基本全部来自橡胶。

在村寨一级，橡 胶 作 为 初 级 产 品 主 要 以 鲜 胶 乳

的形式进行贸易，每天从各个分 散 的 家 庭 集 中 到 个

体收购者，再由个体收购者贩卖 到 乡 镇 一 级 的 制 胶

厂。个体收购者会设立收胶点，目前在扎松板老寨，

共有三个收胶点，收购者都是本寨的，分别是：海则、

春张和捌聪。其中，海则属于邦郭阿谷，春张属于威

扎阿谷，捌聪属于勒涅阿谷。从收胶者的角度来看：

由于海则五年前开始从事收胶，时间长规模大，除本

寨人外，附近一些村寨的汉族、傣族也会在他这里卖

胶，多的时候能占到他收胶总数的一半；在春张和捌

聪收购点卖胶的基本都是自己家族内的亲戚。从卖

胶者的角度来看：尽管在扎松板 老 寨 村 民 的 日 常 活

动范围内有多处收胶点，但是，除去１２户不卖胶乳②

的家户，以及雨季山路陡滑，有的家户偶尔会在沿途

卖掉胶乳外，约有８０％～９０％的家户都相对固定地

在这三个收胶点卖胶。

在村寨市场，每天早上收胶之前，各制胶厂会告

知收购者当日干胶单 价。在 收 胶 点，收 购 者 同 样 会

开出一个收购干胶单价，对胶乳进行称重，并使用微

①

②

阿卡人在国内 属 于 哈 尼 族 的 一 个 支 系 自 称，他 称 为 僾 尼。

作为跨境民族，在老挝、缅 甸、泰 国，阿 卡 人／阿 卡 族 成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民族。由于国际学术界一 直 把 阿 卡 作 为 独 立 族 群 进 行 研 究，且 哈 尼

族支系繁多、分布广，支系之间的文化特征差异较大，本文仅针对 阿

卡进行讨论，故下文中统一使用这一名称。

主要包括两部分家户：一 是 由 于 橡 胶 需 要 种 植 后８～１０年

才能割胶，目前没有正在开割的胶林或刚开割胶水极少，只能依靠捡

地皮胶和碗底胶来卖杂胶或者帮其他家割胶的家户，有６户；二是胶

产量高的家户，有６户，他们将胶乳加入凝固剂成为胶块，存放 在 自

己家仓库，等到足够一车（约一吨）后送到制胶厂加工，可以省去中间

环节的差价，但要承担橡胶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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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仪测量胶乳的干含①。按照胶乳重量×干含×干

胶单价计算后得到收购价格。因此，理论上看，收购

单价应该被看做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在扎松板老寨，实际的情况则是：人们很少关注

不同收胶点的收购单价差异。即使他们得知有更高

的收购单价，也会认为买家会“吃干含”，最终到手的

价钱未必就高。干含本身是一个通过精密科学仪器

测定，并 依 照 检 测 标 准②计 算 后 得 到 的 客 观 数 据。

在当地，它意味着用一台“看不懂”“上万元”的机器，

再对照一张“密密麻麻全是数字”的表格，最终“他们

用计算器按出多少就多少”的一 个 主 观 结 果。与 收

购单价相比，针对不同收胶点和不 同 卖 者 干 含 的 变

化很难一目了然，更具隐蔽性。在当地，有“送干含”

的说法，人们讨价还价的对象也不是价格而是干含。

收购者私下也会抱怨扎松板老寨 喜 好 攀 比 干 含，使

得测量指标普遍过高，基本比实际 高 出８～９度，相

应地收购单价也是附近最低的。当地社会通过对干

含的操控，使得它失去原 有 的 科 学、标 准、客 观 的 属

性，成为了可商 榷、主 观 的 工 具。事 实 上，在 亲 属 关

系中，干含 的 操 控 是 最 难 衡 量 的，亲 属 间 的 复 杂 关

系、社会等级、亲属间财富的多寡都有效地影响着其

起伏。最为接近实际标准 的 情 况，往 往 出 现 在 非 亲

属的范围内，表现为纯粹的商品形式。

因此，在橡胶的村寨贸易中，人们经济行为所依

据的显然不是理想化的市场经济逻辑。在当地人的

观念中，橡胶贸易并未被看做是与 他 们 传 统 社 会 中

其他经济活动不同的一种所谓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活

动，他们通过买卖双方的贸易实践，改变了市场体系

下某些要素的属性，并将其嫁接到 他 们 熟 悉 的 社 会

文化脉络中。橡胶贸易不 只 是 一 种 经 济 行 为，交 换

的不只是货币与物，而是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所遵

循的经济逻辑是一套亲属关系的分类体系。

三、村寨橡胶贸易中的亲属关系现象

个案１　勒涅阿谷的亲属关系

图１　勒涅阿谷的家族谱系图

＊ 布里：意为“最小的”，由于其出生当日父亲过世，故按照习俗

不能联名。

说明：▲ 死亡男性 ●死亡女性 △男性 ○女性 ＝婚姻 ≠离婚

如图１所示，在勒涅阿谷中，除欧培家不卖胶乳

外，在９家中有７家是 在 捌 聪 家 固 定 卖 胶。捌 聪 是

２０１２年５月 份 才 开 始 收 胶，每 日 的 收 胶 乳 量 大 约

１．０～１．２吨，除 偶 尔 有 其 他 村 寨 的 卖 胶 人 外，大 部

分固定卖胶的都是本寨同一个家族内的亲属。其中

包括外地汉族上门的亲姑妈克罗和奶奶布里。尽管

都是亲戚，有时也会有 不 愉 快。捌 聪 的 亲 姑 妈 克 罗

曾经和笔者抱怨捌聪，说他年轻人，有时候自己赌钱

输多了就会压低干含，平时都是３９～４０度的干含他

才给３４～３５度。“要 是 我 们 这 些 家 族 亲 戚 不 卖 给

他，他哪里收得 到 胶 水。”话 虽 这 么 说，但 她 还 是 一

如既往地在捌聪家卖胶，她认为除非不卖胶乳，自己

家屯胶坨，不然如果其他家卖胶，“亲 亲 戚 戚 的，（脸

上）难瞧”。

当然也有特 例。在 勒 涅 阿 谷 中，没 有 在 捌 聪 家

卖胶的２家，一家是捌 聪 的 堂 兄 沙 龙。在 捌 聪 没 有

收胶之前，由于妻子桑拥是海则的堂妹，所以一直在

海则家卖胶。但在捌聪收胶以后依旧卖给海则。捌

聪有时喝了酒就会骂两句，也会在家族内引起议论。

另一家是堂叔欧克。因为欧克和妻子帕冲离异后就

到附近另一个寨子上门，其土地虽然还在，但实际上

是帕冲在劳作管理。对于离异的女性不再受前夫家

族的约束，可以有选择 卖 胶 点 的 自 由。她 自 己 是 威

昌阿谷的，总是和自己家族的兄弟姊妹一起，相对固

定地在海则家卖胶。

个案２　玛尤阿谷中白秧家的亲属关系

图２　玛尤阿谷中白秧家谱系图

图２反映的是寨子里的小家族玛尤阿谷中白秧

家的谱系，其中秧车与 威 扎 阿 谷 联 姻。由 于 家 族 内

①

②

干含是指胶乳中的干胶含量。是胶乳使用中橡胶的有效成

分。在１００克胶乳中 橡 胶 所 占 的 数 量（克）就 是 干 胶 含 量。单 位 为

“度”。受到胶树品系、树龄、环境等因素影响。胶乳的干胶含量通常

为２５度至３０度（即２５％～３０％）。

国家标准ＧＢ８２９９－８７《天然浓缩胶乳干胶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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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收胶的人，他们卖胶 的 情 况 就 更 为 复 杂 了。首

先，对秧车家来说，他的妻 子 则 刀 是 威 扎 阿 谷 的，与

春张家算是“也扯得上亲戚”的姻亲关系，因 此 秧 车

固定地在春张家卖胶。其次，对于秧支家来说，女人

都是外面寨子嫁过来的，没 有 本 寨 的 姻 亲 关 系。他

的大儿子已经结婚，但还没分家，两个儿子会轮流去

收胶和卖胶。支康没有固 定 的 卖 胶 点，他 总 是 这 家

卖几天，那家卖几天，“老卖一家他 们 给 的 干 含 低”；

支扎则不同，他和海则年龄相仿，是“一场的”（玩 得

好的朋友），在 海 则 的 收 胶 点 经 常 见 到 他 们 一 块 抽

烟、闲聊。因此他家卖的胶是因人而异的：支康卖胶

是流动的，而支扎则一直固定地卖给海则。

个案３　邦郭阿谷家的亲属关系

图３　邦郭阿谷家族谱系图

如图３邦郭阿 谷 中，车 飘 家 的 大 女 儿 飘 切 嫁 给

威扎阿谷的央鹊，是春张 的 母 亲。因 此 车 飘 的 三 个

儿子———飘胡、飘当、飘张即是春张的舅舅。春张是

从２０１１年才开始收胶的。在此之前，飘胡、飘当、飘

张３家都是在自己家族中的海则家卖胶。当春张开

始收胶后，他们 则 在 自 己 的 外 甥 春 张 家 卖 胶。２０１２

年７月份，春张的侄子出车祸住院，春张在医院照顾

他，有一个月没有收胶，这段时间飘胡、飘当、飘张又

一致地转到海则家卖胶。他们解释说，阿卡人有“大

不过舅”的说法。舅甥之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四、橡胶贸易中的亲属关系分析

从以上个案中可以看到橡胶贸易中的亲属关系

的种类主要包括：

１．同一家族的关系。卖给同一个“阿谷”中的收

购者显然是履行的义务之一。阿卡社会约定俗成的

一个习惯就是能准确无误地背诵自己家族族谱和家

庭分支。过去，对家族谱 系 的 熟 练 程 度 成 为 衡 量 一

个男性学识的重要标尺，也是每 个 男 性 争 取 社 会 地

位和公众敬意的手段。［９］（Ｐ４１）在当下的村寨生活中，每

个阿卡人的生老病死，婚 丧 嫁 娶，起 房 盖 屋，驱 邪 避

灾等仪式活动依旧围绕家族来展开。背诵谱系的意

义正是在于每个人都需要准确地推断出谱系的各个

分支，明确家族间的亲属关系及其亲疏远近程度，明

确自己所处的地位，以及与此地 位 相 应 的 权 利 和 义

务。在３个 拥 有 收 胶 点 的 家 族 中，除 不 卖 胶 乳 的６

户外，在５７户中共有４６户 长 期 固 定 地 在 本 家 族 的

收胶点卖胶乳。正如个案１中的克罗抱怨自己的侄

子干含给的太低，家族内部的交 易 常 常 是 非 竞 争 性

的。这也体现了传统交换中互惠原则———物质利益

被社会性所压制。

表１　家族与村寨橡胶贸易选择情况

家族名称 威扎 邦郭 威昌 勒涅 内喝 玛尤 杰耶 普的 木邦

总户数 ２７　 ２６　 １６　 １０　 １０　 ９　 ７　 ２　 １
卖胶乳总户数 ２４　 ２４　 １３　 ９　 ８　 ７　 ７　 ２　 １
流动卖胶 — — １０　 １　 ２　 ４　 １　 １ —

固定卖胶

同族关系 １８　 ２０ — ７ — — — — —

姻亲关系 ３　 ３　 ２　 １　 ６　 ２　 ６　 １　 １
其他（地缘、朋友） ３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说明：１．本表是以文章所分 析 的 对 橡 胶 交 易 选 择 的 制 约 因 素 为 分 类 原 则，实

际生活中选择可能是在多重因素共同 作 用 下，此 情 况 下 则 按 照 最 主 要 影 响 因

素划分。２．“———”意为本栏不存在此类情况。例如：仅有三 个 家 族 有 收 胶 点，

故剩余家族不存在卖给本家族的情况。３．“０”意为理论上存 在 此 类 情 况，但 实

际中没有发生。例如：其他家族中存在与收购者为朋友或邻 里 关 系 的 家 户，但

实际中这没有成为影响他们卖胶的因素。

２．姻亲关系。 每个人都同时属于两个核心家庭，一个

是他出生与被养育的家庭，另一 个 是 他 借 由 婚 姻 关

系而建立的家庭。［１０］（Ｐ１１３）在阿卡社会，基于婚姻所形

成的亲属关系体系被称为“呀咪”，即指 一 个 家 族 中

外嫁出去的女性群体。尽管她们通过婚姻离开了家

族，但与自身家族仍然存在密切联系，例如猪肉的流

动：她们在同一家族男性结婚时可以分到猪肉，同样

在同一家族男性过世时则要送出猪肉。

在“呀咪”体 系 中，最 重 要 的 是 舅 甥 关 系。在 阿

卡社会，强调以舅为尊，舅甥之间存在一套权利义务

关系。在所有仪式中，舅权象征着父权，必须由舅在

场主持方可进行；外甥 结 婚、上 新 房 时，都 需 由 舅 致

祝词；家庭内的摆酒由舅第一个开始吃。此外，在谱

系中偶尔出现的“子拥”现象，即是父辈非正常死亡，

不宜父子连名时，则与舅连名，改变承宗方向以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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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多福，如“威 昌”“威 扎”中 的“威”即 是 舅 舅（阿

威）的意思。除个案２外，类似的情况还有在捌聪的

舅家桑黑及其儿子黑章，都是固定在他家卖胶乳。

除此之外，当缺 乏 男 性 父 系 谱 系 或 者 依 靠 父 系

谱系建构起来的亲属体系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提供足

够的支持时，人们更多地 寻 求 姻 亲 家 族 的 支 持。主

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外来上门的汉族，他们在当地

没有谱系和家族，这样的家庭无论是在仪式活动，还

是日常生活都以女方的家族为重心。二是当女性离

婚后未改嫁或者家庭中男性死亡，尽 管 家 族 谱 系 还

在延续，但女性不再受到男性家族规范的制约，她们

的行为更多地寻求自身家族体系的支持。三是当男

性家族内没有收胶点时，则会优先 选 择 其 姻 亲 家 族

中的收胶点。

３．其他关系。其他人际关系的影响，包括地缘、

同学、朋友等。这些影响存在个体差异，与上述关系

相比也缺乏普遍性。例如，原 本 村 寨 中 家 户 的 地 理

分布大体与家族吻合，但由于村寨土地有限，邦郭阿

谷的番梭分家后就搬离传统家族 的 聚 集 区，从 寨 子

中部搬到寨子头，进入威 扎 阿 谷 聚 集 区。正 如 远 亲

不如近邻，他也就在春张 家 卖 胶。由 于 三 个 收 购 者

都是２０～３０岁的年轻人，因此朋友关系也主要在这

个年龄段中 起 作 用。但 正 如 个 案３，这 种 影 响 仅 局

限在个人而非家庭层面。

在这些亲属关 系 种 类 中，父 系 家 族 是 阿 卡 社 会

的重要构成法则。在橡胶 贸 易 中 体 现 为：在 村 寨 的

不同家族范围内，同一家族内的收胶者享有优先权。

只有在本家族内没有收胶者或者男性缺乏可追溯的

父系谱系时，才会卖胶给姻亲家族。所以，尽管如个

案１中的克罗抱怨自己的侄子干 含 给 的 太 低，但 一

如既往在捌聪家卖胶。当 然，实 际 生 活 中 个 体 化 的

亲属关系实践并非都是如此一致。正如个案１中捌

聪的堂兄沙龙将姻亲家族优先于 父 系 家 族，即 违 背

了这种理想规则。但这种“违规”会引起捌聪和家族

内的争议，其实恰恰说明了规则的存在。

这些亲属关系 不 仅 是 一 种 分 类 范 畴，同 时 也 强

调亲属关系的序列和等级。类似于汉人社会研究中

的“类”和“推”的概念，作为范畴，血缘群体（阿谷）、

姻缘群体（呀 咪）等 等 都 是 一 种 按“类”的 原 则 的 划

分。但是“类”的概念，只能说明一种静态的存在，而

不能说明其动态的运行逻辑。不同类别中的关系是

以“推”的原则来展开的。［１１］在阿卡社会，这套“推己

及人”的社会结合方式是按照由父子联名制形成的

谱系为原则向外扩展的。这意味着对一个阿卡人来

说，与同一个父系家族内的其他成 员 之 间 的 亲 属 距

离并不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能依据家族谱系的各

个分支衡量其亲疏远近程度，从而 明 确 相 应 的 权 利

和义务。在扎松板老寨，由 于 不 存 在 同 一 家 族 内 有

两个收购者的情况，因此无法在 橡 胶 贸 易 中 看 到 同

一家族内部的成员如何由“己”向外“推”的亲属实践

过程（某种程度上说，不存在这种情况即是防止家族

内部的分裂）。但个案２中作为 姻 亲 的 舅 甥 关 系 的

纳入为这一思考提供了可能。

在个案２中，飘胡、飘当和飘张三兄弟尽管属于

邦郭阿谷，但 在 邦 郭 阿 谷 这 个 大 家 族 中，每 一 个 分

支、每相距一代都会不断拉长亲属间的距离，如图２

所示，他们与同一家族 的 海 则 已 经 相 距 甚 远。尽 管

相比父系家族，姻亲缺乏谱系表述，亲属关系仅仅局

限于一二代内。但在传 统 的 仪 式 和 日 常 互 动 中，特

别是经济上，姻亲尤其是舅甥之 间 同 样 存 在 一 套 固

定的权 力 义 务 模 式。舅 甥 关 系 虽 然 不 在 一 个 家 族

内，但对于 个 体 而 言，却 是 家 庭 内 部 极 为 重 要 的 关

系。所以，当他们的亲属 关 系 中 出 现 了 二 个 收 购 者

时，并且处于不同的亲属关系种类时，他们就需要从

个体家庭的角度，通过评估社会 角 色 以 及 推 算 亲 属

距离来指导实践。

五、结语

人类学对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的研究一贯强

调从社会文化的脉络中理解。人类学正是以民族志

中广泛存在的“非经济”的行为，挑战了 资 本 主 义 经

济学中追求最大利润的“经济理性”的 普 适 性，以 寻

求资本主义经济以外的另一种可能。［１２］（Ｐ２３１）

在村寨的橡胶 贸 易 中，阿 卡 人 通 过 对 干 含 工 具

性操控的创造，使得现代市场经 济 中 价 格 机 制 难 以

发挥作用，因此，阿卡社会中的橡胶贸易在商品交换

的背后建立起的是交易双方之 间 人 的 关 系，其 本 质

是亲属关系的多层等 级 网 络。事 实 上，阿 卡 人 正 是

通过其在村寨橡胶贸易中亲属关系的动态实践理解

并诠释了橡胶贸易及其背后的一套西方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同时完成市场经济体系的本土化运作过程。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重新面对西方所谓的“经济

理性”可以发现，所谓的理性只 是 文 化 的 一 种 表 述，

是一种围绕经济行为 的 意 义 体 系。在 阿 卡 社 会，交

易的目的很难被简约为获取商 品 的 价 值 最 大 化，因

为在这个地方性的橡胶贸易中，货 币 不 是 衡 量 橡 胶

唯一的价值量度工具，甚至阿卡 人 对 交 易 的 期 望 并

不仅仅 在 于 经 济 利 益，而 是 扩 大 到 更 大 的 社 会 目

标———交易双方作为家族的情感维系和整个村寨整

合。同时在不断的变迁中，社会结构得以再生产，传

统社会秩序得以延续。

在一个更宏观层面上，市场经济的活力，并不仅

仅在于其经济的概念和结构，更 在 于 其 结 合 了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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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 形 式 而 产 生 作 用。市 场 经

济没有导致传统经济模式的终结，而 是 以 更 多 地 方

化、多样化的新形式出现。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资

本主义经济以外的另一种发展。

致谢：本文是在 导 师 中 山 大 学 麻 国 庆 教 授 的 指

导下完成的，并得到了博士班同学们的指正建议，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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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唐晓涛《俍傜何在：明清时期广西浔州府的族群变迁》出版

《俍傜何在：明清时期广西浔州府的族群变迁》是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唐晓涛的近作。

本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项目“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的结项成果，同
时获得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资助，由民族出版社于２０１１年出版。

书分为６章，主要内容包括：明清浔州府的历史与人群变动；国家军政秩序 在 浔 州 府 的 推 展 与“狼 兵”、
“狼人”问题；土著社会转型与族群标签的变化之一：以桂平崇姜里薛氏为例等。

本书是一部超越现有族群研究的探索，不同于以往过于注重从社会、习惯、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进行

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本书依据坚实的田野资料，并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各类官 私 文 献 重 新 释

读，尝试通过勾勒明清时期浔州府地区的历史进程及当地人群的身份标签的变化过程，阐明“狼”、“猺”、“客

家”等族群文化身份形成过程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由特定的历史场景和实践活动去理解族类划分的动态过

程与凝固化的机制。

本书利用的材料，大多系作者自公私收藏机构和民间发掘而来，基于多年的田野经验，作者从这些看似

鄙俚粗俗材料中发掘出学术意义，并作出颇具深度的解读。

因而，该书被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刘志伟先生称许为“具有开创性价值的著作”，在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结项

鉴定报告中，海外权威专家也对该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黄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