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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

朱国佳

【提要】在调查对象与目的方面，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充分体现了其真切关注现实大众生存状况

的理念。审视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发展概况，亦可见其独特之处，即重视言必有据，心理历史溯源

性较强，强调科际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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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人类学研究从1895年开始几乎没有中断过，并始终以田野

调查为学科研究的基石。相比之下，大陆人类学研究的起点略晚于台湾，而且于50年代中后期直

到80年代左右才有所恢复。受这种历史条件限制，大陆人类学显得相对滞后。一方面，大陆人类

学研究虽然在近几年开始得到我国学术界更多的认同与重视，有一定的发展，但仍未能形成适合大

陆本土具有共识性的人类学研究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于人类学的学科涵义，我国的学术界仍存

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例如近几年涌现了许多冠以人类学头衔的学科：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

学、艺术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人口人类学⋯⋯等。虽然某些学科的建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某

个角度而言，它也反映了一些学人对人类学的误解，把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体系直接等同于它的学科

体系，从而使人类学面临泛化或消解于各个学科之间的危险。所以，我们除了对西方人类学理论进

行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并对本土文化反省外，还应对处于学术地理性边缘的有交融性的台湾人类学进

行充分观照。而人类学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学科的主要标志之一，因而本文力图对台湾人类学田野调

查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定的阐述和反思，以求对大陆人类学界的学术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关于田野调查理念的建构

台湾人类学研究始终对田野调查的重视可以说是其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而田野调查作为一种

文化实践，必然要受先行文化理念所限制。当然，这种理念作为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在具体操作过程

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意识，是可变性与恒定性的矛盾统一。对于人类学家而言，田野操作甚至人

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其时代、特定生活环境和特殊心态的烙印；对于整体的人类学研究而

言，它具有一定的学科独立性，因此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必有自己恒定的内涵。正如李亦园先生所

言：“其实人类学家并非真的是喜欢寂寞生涯，人类学家之所以乐于奔走于蛮荒之地，忍受土著的

不耐与行政人员的讥讽，原也只是为了～种信念，一种遥远的理想在鞭策着他，就乔健兄在书中

《漂泊中的永恒》一篇所描述瑶族人追寻他们的千家峒一样，人类学家只是在追寻他们对人类永恒

本质的信念。”①

因此，我们认为，台湾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必然存在这样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建构过程较

为曲折。一方面，这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密切联系。因为在历史上台湾一直处于相对动荡的状

态，使台湾多民族文化包含有它多层的意蕴，从而产生了对这种不稳定的文化融合过程认识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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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一方面，台湾之所以产生这样相对稳定的田野调查理念，是因为日据时期对日本田野作业的

研究方式之潜移，20、30年代对北大歌谣征集的田野采风之继承，60、70年代直接受英美传统的

异文化、风俗之调查所影响。日据时期为了满足日本政府在台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鸟居龙藏、森

丑之助、伊能嘉矩等许多日本学者对台湾各族体质、语言、历史、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

计类型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查，④保存了一定的珍贵资料。此时围绕台北大学“土俗人种学及语

言学研究室”注意田野工作的文化史学范式开始形成。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随行学者李济、董

作宾、芮逸夫、石璋如、陈绍馨、林衡立、陈其禄等一批在大陆已有田野采风思想的学者，调查台

中县仁爱乡力行村瑞岩泰雅族，凌纯声、何联奎、卫惠林、杨希牧、董同和也加入并分别进行调

查。尽管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初期，对文化发展进行严密控制。“只要书籍报刊的内容稍不利于国民

党的统治，不管是否在八条禁书标准之列，一律查禁。”④由此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偏向于考古学研

究而漠视现实社会的研究，但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念却一直得以坚持并发展。当然，1955年以后

台湾政局趋向稳定，对文化的限制相对宽容，并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部分留学学者不但继承了中

华主流文化的传统，而且受到英美系统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教育，因而对台湾原有人类学研究理论建

构和田野调查的价值取向进行一定的反省。

以上只是对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作了纵向的表层论述。实际上，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还

包含有十分丰富而深层的内蕴，受历史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日据时期其目的是为了推行

殖民政策，研究范围是殖民地区，研究对象是“异文化”(相对于日本学者而言)，主要为日本政府

服务。国民党退守初期目的是为了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客观上却可巩固政府的统治，研究范

围为台湾地区，研究对象主要是高山族——有九个支系的少数民族。60年代台湾统治相对稳定时，
以功能学派为主，逐渐向服务于现实转变。1980年12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举行“社

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1983年港台学术界再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讨论会，并专

门讨论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问题，从而标志了台湾人类学学术界研究的主向转入了汉族社会中的闽

南人，即主流社会的深层研究。这一转变说明了原有西方的异文化视角的各种人类学理论难以直接

用于台湾社会现实的研究，而必须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和创新。因此，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类学界

(包括香港、台湾、大陆)，仍然十分关注本土化命题。由此而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人类学应该研究

什么?田野调查由此而应调查什么?这种研究以及这种调查有什么价值?

1．田野调查的对象

从学科内在的必然联系而言，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开展田野调查的依据之一，因此，确定了人

类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对田野调查的对象提出规定性的要求。一般认为，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

和文化人类学。本文所述的人类学指的是文化人类学，即如童恩正先生所言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

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

程，并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处，藉以发现文

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只不过，童先生

只重视了文化人类学的动态变迁、整体观念、跨文化研究的特征，而忽视了田野调查、实证研究也

是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由此看来，文化人类学(本文皆简称为人类

学，除非有特别注明)研究的对象即文化现象。所以，关于“文化”概念的界定至关重要。早期英

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tor)也作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

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

能力及习惯。”⑨另外其它的人类学家或学者也对“文化”作了许多界定，在此不再赘述。

其实，尽管前人对“文化”进行充分论述，但是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人们潜在的生活观念不

断变化，这种大而泛的界定给田野调查者带来某种程度的迷茫。在此背景下，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

对“文化”又作一系列论述，并形成了一定的理念体系。在《人类的视野》中，李先生认为：“对

于人类学家而言，所谓‘文化’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层次与意义。首先，文化可以分成可观察与不

可观察的文化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文化一方面它可以存在于最具体的日常食衣住行与科技的物质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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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表现在较抽象的伦理道德或信仰艺术之中，同时，它更可以归结为行为底

层的逻辑思维结构。”@何星亮先生对其文化观和文化理论进行一定研究后认为，与这种文化观相对

应，李先生提出了根据中国的材料与特点创立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自成一体，较为完善的“三层

次均衡和谐”理论模式，即自然系统的和谐、个体系统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④其实，何先生

是在世纪之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进而对李亦园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这个角度的反

思。由于现代主义文明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命危机、人性摧残、精神崩溃、人

际疏远等负面影响，以寻求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和谐为内涵，提倡人作为大自然的成

员存在而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存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后现代思潮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

所以，现代主义文明影响下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所取得的成果，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亦成为田

野调查的对象。正如吴燕和先生所述：“人类学的研究应对目前中国社会，甚至全世界最关注的焦

点问题有直接贡献。”@人类学研究以及田野调查的对象已不再限于边远的少数民族或相对落后的国

家、民族，故台湾学者刘还月先生建议现代的田野工作者：“从我们身边熟悉的东西着手，而且不

必避讳别人经常报导的东西。”㈣

总而言之，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文化的外延拓展，田野调查的对象也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2．田野调查的目的

目前，台湾人类学者对田野调查研究的目的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类学研究应有纯学术

的价值取向，充分运用并建构文化理论，注重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与政府的政策、政

治的操作无关；另一种意见认为应研究社会所关注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和管理，为政府机关

的政策提供充分的现实材料与合理的建议，为老百姓谋利益。前者以庄英章为代表，如以北埔姜家

为例，通过对其帐簿资料的研究，认为姜家中的壮丁在壮年时骤然早逝，日据殖民时期无法将传统

资产“土地”转换成“资金”，给殖民政府交纳税收过多，是其经济负担沉重的原因。㈣这～结论显

然无太大现实意义。后者以李亦园的研究为代表，在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的长处，进行本土化理论

建构的同时更强调价值中心与历史联系，李先生的这种价值取向在他的研究中随处可见，故而不必

详细说明。

以上两种意见表面似乎冲突。其实，根据文化发展经验可引申出这样的假设：在面临根本性冲

突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整合现象，即双方冲突的过程其实也是互相认证的过程。因此，我们认

为，第一种意见漠视现实问题固不足取，但其理论建构的主张对于人类学学科的长远发展是有益

的；第二种意见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过分强调也易于忽视高层次学术品位的建构。当然，这并

非简单的折中主义。从部分台湾人类学家做学问的历程可得一种宽容的理解：50年代李亦园先生

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上学时，同班同学仅有唐美君先生一人，稍晚一点的乔健先生则是一人为一

班。应该说，其时人类学研究偏离社会主流，现实功利性极淡，以致于学科研究的现实存在陷于险

境；近几年人类学研究范式转轨，关注现实，研究者众而逐渐热门，但只能认为对原有体系进行超

越是其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而不能否定50年代人类学研究的奠基意义。因此，台湾人类学研

究发展历程暗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在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而不是简单地

强求二者“以和为贵”。

客观地说，由于人为现实的存在，故进行人类学研究和田野调查时，有远见目光，不排斥某些

纯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应提倡关注现实，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而注重人类学研究现实意义的同

时，应力图超越原有范式，构建更具普遍性与贡献性的理论体系。这种学术研究的趋势在台湾人类

学界已得到普遍认可，并取得一定成就。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自1970年开始，“积极参

与社会问题的探讨”。∞而最近即1999年3、4月份台湾法鼓山的圣严法师组织了“人文关怀与社会

实践”系列研讨会，建议“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并倡导心灵环保、礼仪环保、生活环

保、自然环保。它充分体现了关注民生的情怀与学术发展方向。

因此，台湾人类学的现代研究导向表明：关注现实大众的实际生存状况，探求人类如何在与自

然、与自我、与社会和谐的同时更全面、更合理地发展自己，正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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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田野调查的方法

与其理念相对应，台湾田野调查的方法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相对成熟的过程，而且具有～

定特点，并很值得借鉴。

在日据时期，受先行理念左右，日本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即使不全是也主要是为了达到认

识台湾，从而更好地推行殖民政策。故而其调查方法正如张海洋先生所述，“日本人从异文化角度

调查台湾民俗，采用技术为准民族学式，其记录详实且巨细无遗，包括人口普查、体质特征、生态

环境、风俗习惯、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体系等等方面，具有很高参考性价值。”∞而1949年国民政府

迁台以后，虽不再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异文化视角，但由于仍主要以汉民族作为参照体系，研究台湾

土著民族，强调异族文化视角；故而其调查方法未有实质性变革。这主要表现在其田野作业注重考

古学方式操作，即田野调查注重标本的采集与收藏，并成立相应的标本室。而且，注重民族历史文

化的调查，从而其田野调查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利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时田野调查的介

入点仍是关于边缘性民族的文化历时性材料积累，在方法上未有更多的突破性发展。

而6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当然，这种改观与其理念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张海洋先生

认为，理念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认知场域变化。∞为此他采用一种典型的由上层建筑变革转

而向经济基础、社会因素方面找原因的分析模式，这也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思维方法，而且也确

实值得推崇和赞誉。然而，总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未必是学术研究的幸事，而应超越原有模式，以求

更深入认识。

如前文所述，60年代后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转入对主流社会的研究，注重对“中国化”

问题的研究。这种转变以功能学派理论的应用为前提。因此，除了张先生在其文中所论及的几个原

因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它具有独立性，有自己一定的变革

规律。1895年以来，台湾人类学研究长期以文化史、民族史范式为主、以致于其资料的积累达到

了一定程度，虽然可体现此范式的丰功伟绩，但同时也体现了它向僵化与古板方向发展的趋势。同

理，与这种范式相关，作为田野调查的方法更具自主性。原有田野调查方法注重文化与民族史建

构，因而强调对具体研究对象的科学考证，并对其细节详实而准确地记录。这种方法的层次性决定

了它必被超越和取代的前途。而到了60年代，采用这种方法而积累的学术资料已大体呈现了同向

性、单向性的不平衡态势，若不进行变革，必然导致这一方法的消极灭亡。而此时由西方引人的功

能学派理论又成为这种变革的最佳契机。毕竟，功能学派理论的文本色彩较淡，即其适用的情景限

制较少。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功能论这种研究工具，是从事于田野工作和比较分析不同文化

种种现象所必须具备的。”@故而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为台湾人类学者所用。而且，功能学派理论是对

历史学派理论与方法横向的超越与深化，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由线性向网络性结构转变的需要，

并易于为台湾人类学者所释解。

而今在西方各理论流派的影响以及力图不失本色的矛盾冲突与整合下，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方

法逐步形成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

首先，重视微观实证的方法，有准确细致的调查记录，讲求“言必有据”的传统。这一特点在

刘还月先生的《台湾民谷田野行动人门》一书中有明显体现。一方面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强调充分的

行前准备，以期顺利获得详细无误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强调行前硬件要准备笔、笔记本、相机、录

音机、地图、指南针、手电筒以及其他个人所需的小装备等。同时还提出行前背景材料的准备，

“地方志书、旅游指南、游戏回忆、古书、地方社团的专刊、期刊、地方报纸、写实小说、回忆录、

地方人物传记、地理杂谈、地方性的杂志，以及地方文献、宗庙简介⋯⋯等等，都是最好的基本资

料来源。”@其调查的细致性可由此略见一斑。相对于某些大陆学者仅重宽泛的文本概念而无多种实

证基础的关于某一民族性一般化探讨，体现了一种反差。另一方面，强调田野调查者做好资料采集

中的完整记录。为此，观察过程中善用身体的感官，事先记录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完整记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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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主、配件甚至时间。访问过程中，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应该留下基本的记录⋯⋯这些基本资

料，除了可以佐证资料的真实性，更是人力资料库中的重要资源。@这种具体的操作技术其实传递

这样的信息：台湾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仍体现其史学传统的实证烙印，但又有所突破，即趋向主

客位研究，不但重视他者的感受与所提供的信息，也强调自我感受与实际所观察的信息。

而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对田野调查方法的改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近几年一些研究者

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进行了反省。∞为此，香港人类学家吴燕和先生提出了让

当事人百家争鸣，多重反复对话的多义文化描叙，使田野调查的方法更进一步，人类学研究的准确

性相对提高。但如上所述，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并未提出明显的新专门术语，因此相对而言在

方法上似乎未有很大贡献。而且，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其文章的注释中就曾提及一些西方学者的看

法，认为台湾人类学是一种繁琐的模式。他们只是报告说这个庙里有多少的神祗，有多少人去了庙

里，他们在市场上买了什么东西⋯⋯大多数台湾人类学家实际上只在搞初级的民族志，而不是民族

学。o很显然，这种评价是带有偏见的。但反思之余，我们认为，这种片面和夸大的见解也并非无

任何依据。相对于西方人类学已有理论成果而言，台湾人类学研究理论的构建确实有差距。而且田

野调查中过于强调微观材料的积累，追求细节的精确化，忽视田野调查的真正目的，为调查而调

查，使得学术研究缺乏远见视野。

但纵观台湾以及大陆的社会现实，结合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人类学家不能只是躲在书斋中忙

于纯理论研究，而必须关注社会现实的状况和广大民众的喜怒哀乐。为达此目的，人类学家必须对

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田野调查过程微观的第

一手材料。

因此，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这种特点，适应于中国人类学注重自我应用研究的需要，与西方

人类学研究视角有所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台湾人类学在广泛吸收西方先进理论的基础上既发展自

己又不迷失自我的保证。

其次，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心理历史溯源性较强，而且越来越重视对现实的研究，这与台湾特殊

的历史以及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作为深受海洋影响的海岛，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移民现象

最为突出，而且移民的来源又各不相同，并长期受西方文化直接影响，这种转折所产生的心理冲

突，使得本土文化具有某种神秘性。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台湾民间信仰以及庙宇建筑在人们生活

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为此，田野调查必须首先做好基本的阐释工作，而这种阐释必然要追溯渊源。

刘还月先生在其《台湾民俗田野行动人门》一书首先就对台湾的历史材料进行整体梳理与介绍。例

如分荷西时期、明郑时期、清朝时期、日本时代初期、日本时代末期至国民政府时期等阶段列举相

应的史料，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当然，在台湾人类学研究成果中，此特点亦有充分体现。如李亦园先生96年提交中国社会科

学季刊的论文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和地方宗教活动的转变，“并从历史传统

的脉络中，介绍中国文化里人与神界之相通和转换的有趣过程。”而在其他不少台湾人类学家的研

究成果中亦具这些特点。而大陆人类学真正从文化意义的深层内蕴去调查研究并不多见。正是由于

忽视这方面的调查，因而也较少在相应适当的方面加强人们信仰结构的建设，从而造成了精神家园

某种程度上的空白，因而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故而值得大陆学人深思。

再次，其调查强调科际整合，体现了方法运用的独立性。自1970年开始，台湾民族学研究所

设三个研究组，其中的行为组以行为科学科际整合方法研究人类文化及其行为，涉及学科包括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等。明显受西方有关的理论与方法影响，同时也表明了台湾人类学

田野调查方法创新探索的一种尝试，并力图超越原有民族志方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借鉴其他学科

的方法与思维方式，达成更深入准确的共识，从而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而且，值得

注意的是其人类学研究在这一尝试中始终坚守其本位的学科主旨：尽管借鉴他人成果，但创出“新

我”而非同化为“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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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的了解(主要为其优势方面，因目的为借鉴之需)，对

于未来人类学的发展，可获一些启示：

第一，台湾人类学研究不仅处于地理性边缘，而且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其学术研究也处于边

缘，故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并整合不可避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大陆人类学研究的路

标，预示学科发展的最佳方向。

第二，台湾人类学与大陆人类学皆重视纵向的田野资料积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它相对

于文化发展的动态性必然滞后。欲谋求新的发展，在微观实证的田野基础上，必须把研究的视点更

多地转到与横向的理论建构结合，从而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形成先见之明，使学科的发展更具现实合

理性。

第三，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的不断更新与进步表明，随着新时代新发展的到来，

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不但从边缘性对象转入对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的研究，而且越来

越强调田野工作者应肩负这种责任：不仅关注本族群本国的发展，而且关注全人类的生存与进步，

并且以宽容的胸怀为之做出切实贡献。

第四，同时还表明了人类学研究总是在实践中不断超越和发展。唯有加强对现实的调查研究，

才有多层次多角度地超越，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蓬勃生机。

注释：

①⑥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第46、10页。

②⑩张海洋：(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上)，《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35页。

⑩⑩张海洋：(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中)，《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

③茅家琦：《台湾三十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9页。

④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④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9、119页。

⑦何星亮：《李亦园的文化观与文化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7月，第9至11页。

⑧吴燕和：《跨越东西方的香港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春季卷，第8页。

⑨⑩⑩刘还月：《台湾民俗田野行动入门》，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1999年3月，第1版，第98、102至103、114页。

⑩庄英章、连瑞枝：《从帐簿资料看日据北台湾乡绅家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北埔姜家为例》，《汉学研究》第16卷第2期，

汉学研究中心，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出版，中华民国87年】2月，第79页；庄英章先生类似文章仍有如《福建惠东

妇女文化丛初探》(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49期油印本，中华民国82年12月出版)，也只是停留在伴随长住娘家婚

俗所引申出来的一连串文化现象。

⑥潘绥铭：《社会调查，何谓真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秋季卷)，以及王清钢、潘守永：《人类学田野研

究的几点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2期，第13页。

⑩[美]顾定国傍，胡鸿保、周燕／译：《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眼里的“人类学中国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
年10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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