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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洲调查

1909年，许烺光出生在辽宁庄
河，1933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获社会
学学士学位。1937年，他赴英国学
习，在伦敦大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
学习人类学，这让人有理由相信，
他曾多少受人类学功利主义理论
熏陶。1941年回国后，许烺光在云南
大学担任教授，并在有名的魁阁工
作室做兼职工作。1944年，他赴哥伦
比亚大学讲学，并随林顿研究心理
人类学。1977年至1978年，他曾担任
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

许烺光在云南任教时，于1941
年7月和1942年6月两次进入喜洲，
沿袭社区调查的研究方法与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对喜洲的生活
习俗、宗教仪式、亲属关系等方面
展开全面系统的人类学研究。

喜洲，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的
一座古村落，西临苍山，东临洱
海，与滇缅公路的距离非常近。在
许烺光进入喜洲时，喜洲有大约
1000户人家，8000左右的人口。对于
镇内日常事务的管理，喜洲有明
确的宗族制度和外在的公共选举
管理模式。虽然是少数民族聚集
地，但喜洲居民汉化程度较高，男
女均穿汉族服饰，说汉族语言，延
续汉族文化习俗。镇内居民的日
常食物以大米为主，与中国大部
分村镇一致，是一个以农业生产
为主的农村集镇，却有着十分兴
旺的贸易经营。在喜洲，商业贸易
才是整个村镇的经济支柱，并且
处处都散发着现代化的气息。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
并未有社会学学科，随着第一批
留学学生的归来，国内才逐渐发
展起社会学学科体系。直到1931
年，孙本文在中国第一次社会学
年会中提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
社会学”，社会学的本土运动才逐
渐展开。随着吴文藻创立云南大
学社会学系，对社区调查研究方
法进行再三考量之后，云南大学
社会学研究室的成员们正式拉开
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序幕。

1939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研
究室在呈贡县的魁阁成立，魁阁
坚持“社区研究”的类型比较研
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工作，为怎
样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
题而进入实地的调研。魁阁围绕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城乡关系、民
族史研究、民族志等进行研究考
察，其中，许烺光的《祖荫下》为魁
阁时期民族志的代表著作。

另外，在喜洲的长达一年多
田野调查过程中，许烺光恰逢一
次瘟疫疾病侵袭喜洲，并在此期
间收集了大量有关宗教仪式活动
的详细记载，他也曾言不会有人
比自己更了解“打醮”仪式了。
1952年，他回顾整理相关资料，又
完成了《驱逐捣蛋者》的写作，通
过详细真实的资料，对马林诺夫
斯基关于魔法、宗教和科学之间
的经典理论提出质疑，以中华文
化整体举例，阐述了宗教在人们
的生活中所发挥的意义。

独特之处

许烺光选择喜洲作为重要田
野研究地点的原因，在于其独特
之处。

“有一个现象使得喜洲与中
国其他村镇迥然不同。镇内富豪
大家之多令人瞠目。一些富裕家
庭不仅仅在当地闻名方圆百里，

就是在省城昆明，也是首屈一指
的豪富。”通过继续深入了解，许
烺光得知喜洲镇富裕家庭的收入
部分来自于当地普遍种植的鸦片。
随着政府对种植鸦片的禁止，喜洲
镇从事鸦片贸易的家庭从中谋取
了更多的利润，在镇内一抽样调查
中显示，有超过50%的居民从事鸦
片买卖或经营活动。这些富裕家庭
中的子女，在当时得到了前往中国
最先进城市，甚至日本、美国读书
的机会，从发达城市带回的新思
想、新观念，促使喜洲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前就搭建起非常完备的
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三所现代
学校、一所医院、一所邮局和一所
公共图书馆，但除赌场与茶楼外，
却未设立任何专门的娱乐场所。

另一个独特之处体现在精神
信仰方面。全镇处处有本地保护神
的寺庙，拥有众多的祭祀节日，每
逢重大祭祀节日便会大摆宴席，且
不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镇内的居
民每家每户都有祠堂，对祖先崇拜
的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宗族内
的每个成员的住宅，都会将家族成
员的荣誉刻成匾，挂在住宅的大门
之上，最早荣誉可追溯至十几代前
的元朝时期。

许烺光对喜洲的田野研究，不
是对田野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具
有明确选择性的。此前对中国北方
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使许烺光发
现，中国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习惯

性习俗，对伦理观念有着深刻影
响。喜洲的研究，使他更加深入发
现了传统文化中，以祖先信仰为核
心的多神论的信仰偏好。调查中，
他参加了喜洲镇全年中大大小小
的祭祀仪式，观察每个人在仪式过
程中的状态，并结合个别案例的访
谈调查，将喜洲镇的传统习俗、祖
先崇拜、宗教仪式、宗教观念，详细
地梳理出了一个完整的喜洲传统
宗教信仰体系。

许烺光对喜洲的人类学调
查，包含了诸多领域。喜洲调查之
前，许烺光翻阅了广泛的历史书
籍，有针对性地查寻“中国家族兴
衰问题”，对中国历代名人传记进
行仔细研究，对家族亲属关系进
行整理，并总结出兴盛家族与衰败
家族的人物个性。为了在普通百姓
阶层中发现答案，许烺光在调查过
程中，利用了当时较为科学的简单
统计方法，对喜洲的家庭人口分
布、亲属关系分布、姓氏分布等进
行了详尽的统计。他对喜洲的地
图、居民建筑、墓地分布、宗祠结构
等重要文化产物，都进行了巨细
无遗的绘画，并利用科学的逻辑
模型，对喜洲亲属关系做了明确
解释，又使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喜
洲文化、人格等重要研究结果做
出了明确分类，对喜洲人类学调
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归纳。

值得一提的是，许烺光并没
有局限于喜洲或西南地区，而是

将研究视野放眼更广阔的中国，
通过结合中国其他地区可供参考
的案例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
进行了相关的假设推论。个体及
家族的“富”与“贫”，是许烺光对
亲属关系、阶层流动、个性结构、
社会变迁的相关推论的主要延伸
方向。随着中国社会国情的变化，
许烺光又将其研究理论延伸至政
治领域，并指出，国家要实现发
展，应该先解决中国传统亲属关
系之间的束缚。但是对于“父子同
一关系”以及社会变迁流动的传
统因素如何实现变革，他只进行
了理论范围内的推测，并没有搜
集到充分的案例和证据。

以小见大

许烺光一生虽大多时间都在
海外度过，但是其学术根源起源
于中国，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脱
离过中国视野，研究关注也从未
脱离对中国家庭和宗族的探讨。
其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说是
既传统又超脱的，在不断坚持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世影响的发掘
中，他不断建立新的研究方法，为
学界提供许多洞见。

在他之前，并没有学者对中
国家庭变迁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
联系思考，并应用于整个民族国
家进行推论，许烺光此举无疑是
大胆的、充满挑战性的。目前，学

术界对于许烺光喜洲研究比较一
致的评价为：这是魁阁时期一本
重要的民族志，在多位当代中国
人类学者的验证下，证明了田野
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回顾时代背景，当时中国正值
抗战时期，文化和社会领域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对喜洲的人类学研
究，无疑让当时的中国人能够更加
理性地了解自身个性来源以及传
统父系社会所构建的文化，这具有
积极意义。时至今日，他的研究成
果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
让国内外了解到在中国文化变革
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个性”
的关系和一些主要特征。

正如《祖荫下》标题所揭示的
那样 ,许烺光紧紧抓住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命脉：祖先像大树一样
荫庇着子孙后代，每一个个体，实
际上都是在祖先的荫庇下成长
的。许烺光认为，这种祖荫其实是
祖先努力的延续，且通过这样，给
予我们短暂的生命以永恒的意
义，这就是中国式的个体。简单来
说，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家庭
当中，处于和祖先关系比较密切
的联络当中，也意味着，中国式的
个体不可能脱离家庭、社会关系
和日常伦理而存在。

许烺光认为，虽然有的个体已
经走出了他们祖先的祖荫，反叛了
他们的家庭，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而
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相反，在摆
脱传统的伦理约束之后，个体会表
现出一些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所
以，他们可能会在依靠他人支持的
情况下，满足一些自己物质上的欲
望。作为子女，无论反叛也好，自主
独立也好，其实都是在这一前提下
所进行的。因此，子女很难冲破这
样的一个关系，去达到真正的独立
和自主。

基于这样的理论预设，许烺
光在《祖荫下》书中认为，理解了
喜洲的文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理解中国人，这是一种中国社会
的微缩观。实际上，我们确实是生
活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传统和现代
的社会氛围中，那些传统的优秀
美德，更像许烺光书中描述的“祖
先的庇护”。这样的文化，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认识了解
喜洲的文化，也就了解了当时西
南乡村的文化以及整个中国的文
化。从中可以看到，生活在传统与
现代相互影响的时代之中，传统
宗族和宗族中的人们努力通过改
变机制来适应社会的发展，避免
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由此也提
示我们，落后且限制社会发展的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然会被淘
汰，取而代之的，将是既保留优秀
传统文化，又能体现时代精神的
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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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荫下》
[美]许烺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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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传统中国社
会的基本单位。理解中
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
离不开对“家”的研究。
许烺光是中国第一批前
往西方进修，并受过系
统的西方人类学训练的
中国学者。20世纪40年
代，他基于云南西镇的
田野调查，在《祖荫下》
一书中勾画出一个社区
中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
理。通过参与观察等人
类学方法，探入传统中
国乡村社会的问题，勾
勒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图景。《祖荫下》被视为
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重要
研究成果，使大理喜洲
成为此后地域文化研究
的热门田野点。它与《江
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
活》《金翼：中国家族制
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个
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
数部同类作品，成为永
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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