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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学，作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基础学科，起源于 19 世
纪中叶的欧洲，后传播到世界，在 20世纪初传入中国。该学科

试图依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研究人及其生活

日常、熟悉的事象、以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意在消除文化间的

误解，构建起和谐沟通的文化桥梁，并与多学科互动形成跨领

域的合作[1]。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公共基础课作为专业

教育课程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教学资源。人类学

以公共基础课形式存在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他者”，反观自己，

扩展视野；消除歧视、偏见和误解，避免偏激狭隘；提升多元文

化与全球化素养；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

2 人类学学科价值

人类学作为一门发展不到两百年的学科，形成了以体质

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四大门

类分支的学科。从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到人体的形态、结构、遗

传及基因的变异；从人类的语言、民族到跨文化的分析研究；

从婚姻家庭、宗教仪式到考古遗存的探索；从政治、经济生活

到全球化问题凸显等都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2]。作为最早出

现于西方，一出现就关注“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学科，通过进

入“他者”的生活常识，从而进入其社会构成的原理，得到学科

在知识互惠的意义[3]。人类学解决了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多样性、

社会整合、种族主义问题，对跨国间的文化交流、文化遗产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社会

问题具有广泛应用价值[4]。

3 国际人类学教育简述

欧美作为人类学的发源地，自然也是最早建立人类学及

相关教育体系的地区。19 世纪中期，英、法、德等国先后成立

了“民族学会”和“人类学会”，普遍关注于非欧洲民族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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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民族。作为现代人类学诞生地的法国，流派众多，大师辈

出，其人类学的教育和培训有高等院校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及相关博物馆和实验室两大分支。其中高等院校重点承担人

类学的基础教育，而国家研究中心和博物馆等机构重点培养

高层次人才和专题研究。19 世纪末，美国相继在佛蒙特大学

开设人类学专业并创立了美国人类学学会，于 20世纪初将人

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美国学者休伊特

发表《人类学与教育》一文，倡导把人类学知识融合到初等学

校的课程中，提出教育的研究要借鉴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及科

学教育学要从文化史等有关人的科学中吸取资料，强调人类

学学科自身建设和人类学知识的积累。同一时期，《东京人类

学会杂志》的刊行标志着日本，乃至亚洲人类学的开端，当时

的日本人类学家将目光关注于东亚、北亚、东南亚及中国南部

地区，进行体质人类学及考古学调查研究。经过一战和二战，

日本人类学形成有建制的科研队伍并扩展了海外调查的发展

道路。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日本人类学形成了完善的学科基

础教育体系，大学专业教育、科研机构及世界性资料收集积累

等方面，发展水平基本与欧美发达国家持平。

中国学者中，梁启超是较早使用“人类学”一词的，1902 年
其所著的《新史学》中这样写到：“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

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

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次年，清政府颁布

的《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的“中外地理学门”的主课中

即有“人种及人类学”，“万国史学门科目”和“英国文学门”的

选修课中也均有“人种及人类学”。王国维执教江苏师范学堂

时，即有“教育人类学”相关知识的讲授。1926 年，蔡元培发表

《说民族学》，介绍了这门学科的内容和意义，倡导在中国开展

民族研究。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开设了“家族社

会学”“人类学”相关课程大力提倡并推行人类学中国化的主

张。同一时期，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以及

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相关专业，人类学

知识在中国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形成了具有学科体制的

制度体系。中国最早开设人类学课程之一的复旦大学，历经近

百年的发展，在“文理交叉、学科融合”的传统背景之下，借助

人类基因组研究，开创了一条把人类遗传学的研究思路和工

具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并于 2018 年建立了“复旦大学人类遗

传学与人类学系”。

时至今日，人类学经过了近二百年的发展，其理论知识对

于扩大人类视野，丰富人类知识，提高人的素质产生了重要影

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校均开设有人类学/民族学专业或相

关课程。甚至在有的国家或地区，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已融入到

了基础教育阶段。在中国，人类学相关知识的教育主要集中在

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

4“他者”

人类学一直以来就对异文化的“他者”情有独钟。关注于

不同的民族与族群、不同的社会文化，探索与自我文化的不

同，通过对异文化社会中“他者”的研究，提供新的文化见解。

“他者”是 19世纪中叶欧洲探索者眼中欧洲之外的原始社会、

部落、族群等。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通过对特洛布里恩岛的田

野调查，发现了其最有影响力的“库拉”交换制度。通过对该地

区“库拉”贸易的民族志考察和详细分析，发现正是当地土著

人的生产生活、宗教、经济、社会制度、婚姻和权力等等众多环

节的相互配合让“库拉”交换得以形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者”从原始社会转向都市、从少

数族群转向边缘社群。艾滋病在 20世纪 80 年代后在世界范

围内广泛流行，一直威胁着人类健康乃至人类社会。人类学学

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开展田野调查来评估社区的卫生

和需要。调查得到经济贫困和人文贫困与艾滋病不是直接的

因果关系，但经济上的贫困会导致许多引发艾滋病的易感行

为，例如：劳务输出、家庭破裂、居住拥挤和无家可归等，都增

加了贫困人口从事高危行为的比例。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患者普遍受到社会歧视和排斥。身份一旦暴露，他们会面

临被社会、家人抛弃的困境，甚至家人也会受到连累，并且影

响其正常的工作、学习、就医和社会活动等。

人类学学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进入田野开展调查，通

过个案的研究，以小见大来反映社会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方法

可以有效的被学生吸收或有取舍的采用，运用在主修专业的

学习中。人类学学者的介入和采访调查，通过关注少数群体的

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重视，一方面，可以让相关部门或组织

有机会关注到弱势群体，能够架起两者间的桥梁起到信息传

达的作用，推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相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

这一桥梁的沟通，让大众的知识增加，从而消除大众的刻板印

象、偏见和歧视。观“他者”，除了理解“他者”，可以更好地认

识“自我”，这种理解、包容应该让每一个大学生都具备。

5 开设人类学公共基础课的思考及建议

5.1 人类学与各学科相互渗透

作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学

科都和人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学从体质人类学、文

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扩展到

包括旅游人类学、饮食人类学、影视人类学、音乐人类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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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固定板块“人类学理论”

人类学、灾难人类学等数十个门类。21 世纪是跨学科交叉大

发展的时代，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一系问题都与人类学

学相关。环境污染问题和自然灾害问题，自然科学的学生可

以利用人类学的知识到事件发生地进行采访，利用地方性知

识同当地居民解决相关问题。新闻采访时，新闻媒体的学生

可以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知识展开采访或调查。并且社会

科学的学生在开展调查时可以把人类学知识和人文关怀作

为有效的补充，在工作时避免出现影响到访谈对象不悦的忌

讳或禁忌。

5.2 设置人类学公共基础课的建议

5.2.1 对象及目标

在高校开设人类学公共课的对象应为除人文社科类相关

专业以外的其余各专业，覆盖全专业。目标则是为了打开学生

的视野，开启对他者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洞见；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纪观、价值观。以深层的方式打开对个体

的理解，用敏锐的眼观观察“他者”、反观自我。消除种族、民

族间的误解，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理解与沟通。

5.2.2 授课内容及形式

授课内容分为两大板块，即“固定”和“非固定”。“固定”也

称为“人类学的理论”板块，如图 1 所示，内容包括：人类学的

概念，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学科，人类学

的研究方法，种族、民族与族群，文化与文化变迁，亲属制度、

宗教仪式、经济生活及政治权利等。“非固定”分为两部分，如

图 2 所示，一部分为“主修专业与人类学”，一部分为“日常生

活与人类学”。板块主要根据学生主修专业进行相关设置和调

整，例如：学习环境生态专业的增加生态人类学相关知识、学

习旅游类相关专业增加旅游人类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

识、学习新闻媒体专业的增加影视人类学相关知识、学习医学

专业的增加医学人类学相关知识等。

授课形式可以采用“理论+影音/案例”。为了避免非专业

的学生在学习时有枯燥乏味的情况出现，可以采用一节“理论

课”搭配一次“影音作品赏析”或“案例分析”循环进行授课，

“理论课”主要由教师讲授，而“影音作品赏析”或“案例分析”

则由学生讨论，教师只做引导或提炼。作品或案例的选取应尽

量和学生主修专业相关联的内容，以此来对学生的专业学习

进行扩展。

6 结语

自然科学带给人们力量，而社会科学引导人的方向和

思想。人类学所关注的视角多且跨度大，打破了学生在学习

中偏科的单一思维模式。通过在高校开设人类学公共基础

课程，将人类学知识在高校普及，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客观

的了解世界，认识到世界的多元，学会包容、理性的理解和

看待他人。让学生认识到一切文化都是平等的，一切文化又

是独一无二的，从中也提升自己的文化自信。尤其是在“一

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下的今天，跨文

化的交流越发频繁。人类学在高校的普及会大大提升我国

国民的素质，避免或者更好的处理文化冲突带来的矛盾和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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