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节选

是苍蝇烦人吗？还是我们认为苍蝇烦人？在这

里，我学到了一种不认为‘苍蝇烦人’的观念。这

观念的背后，隐含着‘众生平等’的慈悲，甚至还

有‘一切唯心造’的哲理。这是我在一个从未上过

学、读过书的藏族乡民的言行中学到的。 

与县政府官员一同参加晚宴时，我发现县酿酒

厂把我上个月来拜访时拍的照片用在了广告宣传册

上。我品酒、与县政府官员干杯的彩照下面有烫金

的汉字：“著名美国教授黄树民品尝邹平啤酒！”

章以本看到宣传册后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确

信当某些教授不会设计研究模型时，他自己就会成

为广告模型！” 

于是，我开始逐渐学习放慢自己的时间。我也

知道了，藏族人所谓的“昨前天”、“明后天”只

是一个大致的约数，从明天开始到未来一年内，几

乎都可以被归为“明后天”的范畴。时间嘛，总是

大把大把有的是，不用着急。于是，在找不到人访

谈的下午，我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度过漫长的时间—

搬一把小板凳，坐在晾晒的屋顶上，看蓝天上云的

变幻。原来，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内心也可以如

此平静。 

但没想到还是未逃过一刦，被修理了一顿。

理由是我亲吻了当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男人)，却

独独没有亲吻她。这位女士高分贝的指责我对她歧

视，说我看不起她是一位土著女性。我一时被骂得

愣呆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没有想到她竟然真

得注意到我亲吻了所有的人，却独漏了她。她说的

是事实，但是她的指责十分严厉。在美国「歧视」

(discrimination)不仅是一种道德问题，也是严重

刑事犯罪。歧视女性土著，同时在性别上和种族上

犯了两种歧视罪，可不是小事。 

每年一次或几次的救火，在一定程度上为晋

祠镇，尤其是原来的晋水流域各村提供了一个确定

文化认同感的机会。今天救火的义井、罗城、姚村

等村落都不归晋祠镇管辖，但还是都来了，原因就

在于他们都曾受惠于晋水。村民都认为，自己的救

火行为不过是扯淡，真正救火还是要依靠解放军，

但还是很乐意前来，看来这个活动确实不是简单的

救火，而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社会联络和文化界定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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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苍蝇共饮一杯茶》 何贝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邹平田野调查趣事》 黄树民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 

 

 

 

 

 

 

《淡定的时间》 刘琪 

华东师范大学 

 

 

 

《田野、文化与身体：ALOHA, 夏威

夷给我抱抱！》 马腾岳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天龙山救火记》 张亚辉 

中央民族大学 



 
罗红光：寄语 

郑少雄：前言 

第一部分 相处之道 

一举两得（罗红光） 

三天以后才跟自己有关（鲍江） 

凭什么跪你！（鲍江） 

发自心底的尊重（景军） 

田野、文化与身体：Aloha，夏

威夷给我抱抱！（马腾岳） 

赤脚医生的剖腹产（邓焱） 

跨文化视域看中日关系（奈仓京

子） 

我在“社会”里的位置：边缘女

性群体的保护与包容 

（Yeon Jung Yu） 

看不见的手（刘谦） 

悲伤的田野：突发事件的伦理反

思（张多） 

色音：首次走进萨满世界（色音） 

田野工作中的“主”“客”关系

（张佩国） 

梅花拳的礼数（张士闪） 

邹平田野调查趣事（黄树民） 

“嘴巴多”的女人：女性人类学

者在田野（沈梅梅） 

田野惊奇事件见闻录（杨清媚） 

令我难忘的点点事（陈刚） 

人类学家拿什么和对谈者交换 

（蔡华） 

舌尖上的田野（郑少雄） 

那年﹒遇见花开（林红） 

示人以弱露真情（褚建芳） 

田野轶事一箩筐（侯豫新） 

今夜无人入眠（郑少雄） 

第二部分 文化的逻辑 

“德国鸟不吃大米！”  

——欧洲民族志日记（郁丹） 

我没死！ (罗红光) 

一只混在羊群里的狼（刘谦） 

身份的尴尬（刘正爱） 

淡定的时间（刘琪） 

走过那曲（朱炳祥） 

观﹒世音——

田野中的倾听与感悟（张原） 

照相机（侯豫新） 

“海”“岛”有别（王晓慧） 

转熟为生：就近的民族志两则 

（潘蛟） 

裤子和裙子（马祯） 

北极田野笔记：冲突（丁宏） 

“本土人类学家”在田野（战洋） 

田野工作：从犯错中成长 

（褚建芳） 

自以为是（罗红光） 

这些人像木偶一样（鲍江） 

来自步态的民族认同（鲍江） 

文化的差异与文野的倒置——

我在柬埔寨的两次“被骗”经历

（罗杨） 

第三部分 行走与责任 

安全感和自我意识（王宁彤） 

这个国家有没有未来？（王宁彤）     

北极田野日记：引子（丁宏） 

北极田野日记：认识涅涅茨人 

（丁宏） 

北极田野日记：等待返回（丁宏） 

田野消失了！ (罗红光) 

绝域苍茫塔吉克（吴乔） 

高山牧场——亲密空间（吴乔） 

彭雪芳：迷人的傣寨风情 

（彭雪芳） 

北美看樱（庄孔韶） 

怒江那只高傲的公鸡（黄剑波） 

高原、山地与大海（张建世） 

深山夜遇（朱炳祥） 

挥手一指便是出路——

“上山”（马祯） 

行者无疆（郭于华） 

田野之后的写作焦虑（李立） 

从此不说圣诞快乐（夏循详） 

第四部分 速写与素描 

林耀华先生印象（纳日碧力戈） 

纳木错湖畔的“候龙者”（朱炳

祥） 

佛爷的救赎（杨清媚） 

物心交错的几个瞬间（王铭铭） 

伦敦公园里（王铭铭） 

从石鼓到车轴：忆肖亮中（郭于

华） 

翻越卡拉苏达坂（刘湘晨） 

还俗者的自白（陈乃华） 

 

参与人 

目录（暂定） 

参与人员：

不分年龄、性别和田野国别，具有丰富田野经验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