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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法文版，以下简称《纳人》）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证了纳人（即摩梭人）社会的原型为一个既无婚姻制度亦无家庭组织的社会，并提出了关于社会结
构的两条基本原理：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和欲望原理。
　　这本书写完之后，我对亲属制度的研究告一段落。
可是以下问题一直萦绕脑际：为什么亲属关系人类学始终把生物维度作为研究人的亲属身份的基础？
如果说人类同时具有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属性，那么在他的自然与文化特性之间有着明确的边界吗？
因此，亲属关系人类学本身的研究困境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根本原因之一。
认识研究对象的基本实体是提出普遍理论假说的前提条件。
作为后续研究的主题，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使我把基本目标进一步确定在“是什么原则或立场在知识
论层面画地为牢，把亲属关系人类学锚定在人的生物属性上”、“什么是社会的基本实体”、“这些
实体怎样相互作用”这几个基本问题上来。
　　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对人类各民族文化和社会呈现的多样性的研究，在不同的国家被称做“民族
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
尽管在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中，对这些名称的不同使用者来说，这些差异微妙而意味深长，但是，
就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社会”和“文化”这一点而言，似乎没有歧义。
然而，对于什么是“民族”、“社会”和“文化”，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
　　与《纳人》不同，本书不是以单一民族为主题，而是以四类人类繁衍再现系统的比较研究为基础
，尝试重新建立亲属制度的理论框架。
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为求解上面那些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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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社会科学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以不同的形式一再出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
面对社会现象如此纷繁的多样性，有望出现一种普遍理论吗？
    继对中国纳人的研究之后，从对四类人类繁衍再现系统的比较研究出发，作者对亲属关系人类学中
以生物事实为基础提出的几种主要论点（摩尔根、迪尔凯姆、冯·惹奈普、列维—斯特劳斯和施奈德
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并且在此尝试重新建立亲属制度的理论框架。
这一框架廓清了“文化”、“民族”、“社会”等概念，并且对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社会科学研究对
象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区分。
蔡华对人的三重性——生物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区分，在依据这一区分对人类
学的方法进行反思之后，他阐明了，在人类学的视角下亲属关系的属性纯粹是文化的和社会的，进而
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知识论命题。
这些新命题质疑了西方的某种理性主义，而且，从整体情形观之，这些新命题可能适用于其他人文社
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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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人们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体液，以及子宫分别发挥的作用有不同解释的话
，对于另一种东西则正好相反，人们的认识常常是一致的：这种东西被当做基本材料，来自两性的这
种东西，在各种变化之后，用于构成一个新生命的躯体，并喂养胎儿和孩子。
这种东西就是“血”。
　　例如，对于法国人而言，正是“血”，作为人们的说法，与社会事实相符：“血缘联系”，“血
亲”，“同血兄弟”，等等。
当地语言的词典证实了这种一致性。
例如，《小罗贝尔辞典》对血的解释是：“血，传统上被视为种族特性的遗传载体”。
　　教会法和民法都以这种身体再现系统为基础，建构了下述身份认定制度：对于己身，在直系中，
所有出自同一个男性或女性祖先的、或者出自同一对真实祖先的人，所有通过每个人的生父或生母、
双亲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而能够与上述祖先相连的人，都具有同样的血，并且被视为永远的血亲。
这构成了关于个体身份认定的第一规则，一条肯定的规则。
同样，在这个社会中，直系血亲之间被禁止交合，即这条否定性的规则适用于全体血亲。
　　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条规则，它规定己身的旁系亲属中仅仅一部分被性禁忌所涉及。
在旁系中的界限被确定在某个亲等上，这个亲等随着不同时代的教会法和民法的变化而不同，并且因
使用罗马计算亲等的方法或教会计算亲等的方法而异。
①为此，这第二条规则将第一条规则确定的一部分血亲排斥在了交媾禁忌的打击范围之外。
　　最后，在这一切中又加上了第三条规则：豁免权。
根据不同时期的法律，对处于被禁止结婚范围内的旁系亲属，确实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需要结合时，
可以向婚姻事务管理机构申请豁免权。
显然，这后两条规则与第一条是矛盾的，它们构成了某些不和谐。
这在上文陈述的两类案例中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必要的。
　　根据这一身体再现系统，不论对于一个个体和一个集团来说，血亲的身份在这里也同样被视为是
永不变易的。
像纳人和汉人的身份认定制度一样，这套制度能够运行，这是肯定的。
可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注意到一个问题。
根据直系的规则，因为B与c分别与A相等，所以B当等于c。
但是，根据旁系规则，B不等于C（见第29页图2a）。
因此在它们之间的交媾，进而婚姻，都是被允许的。
这个矛盾从何而来呢？
换言之，似乎由直系规则确定的“血亲”的范围与被性禁忌实际涉及的人的圈子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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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
作者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便接受的某些理念投以摧毁的目光⋯⋯从紧扣对亲属关系主要理论（如迪尔
凯姆、摩尔根、冯·惹奈普、列维-斯特劳斯和施奈德的理论）的研究出发，依据对l生禁忌起源解释
的多样性，在与上述每种理论逐一对话的过程中，作者建立了一个普遍理论。
借助这个普遍理论，他出色地重新审视了文化、身份和价值观等问题。
——摘自法国大学出版社的期刊《知识》，2008年7～9月，第30期　　蔡华对纳人的研究让人们认识
了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亲属制度专家。
此后，在本书中他阐述了对人类学具有广泛意义的理论思考。
如何思考文化差异，又能同时保存人类的统一性？
作者阐明，对信仰、文化性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识别使区分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成为可能。
为此，他着手重建人类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引进了文化血缘关系的理念，质疑了关于自
然与文化的对立的僵化诠释。
《人思之人》是一部开拓广阔前景的和革命f生的书，因其清晰和严谨而卓越。
　　——Marc Abeles　　蔡华通过他发表于1997年的著作《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给亲属关
系的分析引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在社会科学内部引起了重要的讨论。
自那以来，他的思考在横的方向上拓展并且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又一次以精彩的方式更新了对一些关
键主题的科学讨论：怎样才能使人类学摆脱不断歪曲它的生物学杂质？
怎样才能使人类学与民族中心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了结，从而给文化理念以完整的位置？
并且，最后，什么能授予我们权利来肯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堪作科学看待？
蔡华在最佳的水平上与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展开了讨论，而且在论证中成功地将对学者的尊重与严谨熔
于一炉，而该论证对于他所破除的论点常常是摧毁性的。
显然，通过这部新著，他向我们提供了-个决定性的贡献，此贡献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
有效，远远超出了人类学-个学科。
　　——MichelWievlorka，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EHESS研究员，CADIS所长　　蔡华在最佳的水平
上与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展开了讨论，而且在论证中成功地将对学者的尊重与严谨熔于一炉，而该论证
对于他所破除的论点常常是摧毁性的。
显然，通过这部新著，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贡献，此贡献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都有效，远远超出了人类学一个学科。
　　——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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