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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及其《金枝》：西方人类学变革史的一面透视镜

———评《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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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曼博士的《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
西方的影响研究》于２０１７年９月由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出版，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

统地研究弗雷泽及其《金枝》的专著。该书分上下

两编，上编是对《金枝》的本体研究，下编是关于

《金枝》在西方的影响研究。这样的结构安排，具有

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研究思路和研究旨趣：以回溯性眼光还原弗雷泽的

人类学思想与学术旨趣，探查《金枝》主题观念之渊

源与流变；以“魔杖”“阴影”为辨析线索，梳理和评

述弗雷泽及其《金枝》在西方的复杂影响。该书也

因此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将弗雷泽及其《金

枝》的研究历史化或语境化。

阅读全书，我们注意到，刘曼博士在材料的梳

理中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在辨析中

理清了弗雷泽的地位变化以及西方人类学的发展

脉络，在评述中形成了一定的个人见解，从而彰显

了该作独特的学术价值。

　　一　对弗雷泽及其《金枝》进行了有价值的回
溯性研究

　　刘曼博士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回溯性研究
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从知识语境追溯弗雷泽的学

术思想渊源和研究旨趣；从时代语境探究弗雷泽的

人类学思想及研究；从社会语境揭示《金枝》所隐含

的社会现实问题；从古典学研究考察《金枝》的人类

学写作及文本特性。

从知识语境出发，刘曼博士反复强调，必须将

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及《金枝》的写作置于苏格兰

启蒙时期形成的独特知识传统背景中加以考察和

理解，因为在启蒙时期形成的苏格兰知识传统对弗

雷泽的思想倾向、知识观念以及人类学研究具有决

定性的塑型作用。这种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一是受苏格兰知识传统影响，弗雷泽把原始

宗教问题作为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二是受苏

格兰知识传统影响，弗雷泽把人类“原始心智”问题

作为他一生探究的中心课题，“他的诸多理论观念

如巫术理论、神话－仪式理论、图腾、禁忌观点等都
建立在他对原始心智的研究基础之上”［１］３１；三是苏

格兰道德哲学中关于人性与人类心理研究的“科

学”方法影响了弗雷泽的理性认知方式；四是苏格

兰道德哲学中关于人类心灵相似性、人性稳定性和

一致性的思想，影响了弗雷泽对“人类心智一致性”

问题的持续性思考；五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

的人类原始形态观和“推测历史观”，影响了弗雷泽

的历史总体性思想———文明由野蛮发展而来，研究

野蛮是理解文明必不可少的手段。不仅如此，刘曼

博士还指出，苏格兰知识传统也奠定了弗雷泽接受

进化论人类学思想的认识基础，这主要是因为苏格

兰知识传统与进化论人类学在思想倾向、知识观念

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上有思想渊源关系或

契合之处。她说：“在笔者看来，如果要对现代人类

学进行学科溯源的话，可以说，人类学即滥觞于

此———人类学在１９世纪中期的肇始之初即随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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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世纪里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范式，正是苏格兰哲

学家们所开拓的异域社会研究。”［１］４０

从时代语境出发，刘曼博士指出，弗雷泽的人

类学思想、研究方式方法及写作都与英国人类学传

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在弗雷泽思想的形成期及其人类学研究的初始

阶段，进化论思想已成为当时英国学界的主流思

想，这是弗雷泽（主要地）吸收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思想、泰勒的文化遗留物观念以及人类心智同一

性、文化发展阶段论思想的重要原因；其二，比较方

法是当时英国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其三，书

斋研究也是当时英国人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式。

概言之，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及写作是时代范式在

其个体研究中的一种渗透或反映。

从社会语境出发，刘曼博士认为，弗雷泽的《金

枝》暗含了对当时社会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首先

是随着生物进化论的勃兴而引起的宗教之本质及

其与巫术的关系问题；其次是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

诸多现实问题，如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传统与变革、

宗教与科学、进步与停滞、乡村与都市、异域与国内

以及性和暴力等等。

从《金枝》的人类学写作及文本特性来看，刘曼

博士认为，古典学研究几乎贯穿于弗雷泽的一生，

讨论《金枝》的写作及文本特征必须考虑到弗雷泽

作为一位古典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修辞风格；同时还

应注意到，弗雷泽的古典阐释不同于彼时古典学家

通常采用的语言学路径，而是融入了人类学和考古

学的视角，在对内米狄安娜崇拜和祭司习俗这一古

典问题进行了独特阐释的同时，也为当时的古典学

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回溯性研究，刘曼

博士认为：以人类心智进化三阶段图式作为认识主

线，采用跨文化比较方法，通过广泛的古典学和人

类学材料，对巫术与宗教、禁忌、图腾、神圣国王、神

话与仪式、替罪羊等主题观念进行人类学解释，以

此来揭示人类心智由野蛮到文明逐渐进化的问题，

这是弗雷泽写作《金枝》的主要目的。

　　二　对弗雷泽及《金枝》的学术影响及地位变
化进行了深刻分析

　　刘曼博士指出，弗雷泽对西方学界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弗雷泽开拓的某些研究领域

以及对某些主题观念的系统研究，发展成为后世人

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问

题；二是弗雷泽与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共同

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三是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

及其影响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四

是弗雷泽对西方现代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他既影响了艾略特、乔伊斯、康拉德等

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深刻影响了剑桥神话－仪
式学派以及后来的神话－原型批评。

刘曼博士认为，从总体上看，弗雷泽及其《金

枝》的影响与价值在人类学之外都得到了极大的肯

定，但其在人类学界的境遇却相对较为复杂，这与

人类学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西方人

类学发展史来看，人类学界对弗雷泽的态度主要有

三：被肯定和被推崇，被遗忘和被冷冻，重读弗雷

泽。刘曼博士分阶段考察了西方人类学界百年来

对待弗雷泽的不同态度。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是第一
个阶段。这一时期，弗雷泽的学术地位及人类学研

究尽管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其学术地位并未受

到撼动，原因主要在于弗雷泽由于《金枝》的“流

行”和影响而居于英国人类学的中心地位；弗雷泽

的书斋研究和比较方法是当时通行的人类学研究

方法，特别是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之前。１９４１年至
１９５０年代末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弗雷泽及其作
品处于一种被遗忘、被冷冻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

于功能主义人类学所确立的人类学理念、所倡导的

实地调查方法以及“科学”民族志写作方式已成为

西方人类学的主流范式，弗雷泽的人类学思想、方

法及写作方式在新理念、新方法、新写作范式的冲

击下遭到了遗弃和“冷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至
７０年代末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西方人类学
界有学者试图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和

意义进行重估，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论争。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至今是第四个阶段。这一时期，在对
“表述危机”和“写文化”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

“重读弗雷泽”的现象，西方人类学界对弗雷泽人类

学的写作等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理解和阐释。这

一历史过程，正如刘曼博士所总结的：“人类学界对

《金枝》的认识和批判主要与人类学自身语境的发

展变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１］２８８

　　三　对有关《金枝》思想价值及文本性质的论
争进行了公允评价

　　西方人类学界有关《金枝》思想价值及文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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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论争集中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有
关这两次论争的具体情形，刘曼博士总结如下：６０
年代的论争焦点为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

８０年代的论争则集中于对田野与文本的关系进行
检讨，以及对人类学写作中的理论问题进行重估。

从６０年代的论争焦点来看，弗雷泽的支持者
们在肯定其人类学贡献的同时，也通过阐释《金枝》

的隐喻性来发掘蕴含其中的现代思想与价值观念；

反对者则极力否定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

和文本的可读性。如贾维则指出，弗雷泽的人类学

研究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差异不

在于方法论的不同，而在于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是

对人类及其文化整体性的一种形而上学研究，马林

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则是对当代具体社会的一

种精密化的实证科学研究。维森格和海曼等人赋

予弗雷泽现代思想开拓者的美誉；主流人类学家利

奇等则不遗余力地抨击弗雷泽的思想观念，认为其

理论价值不值一提，作品也不具有可读性。

８０年代的论争是由随着解释人类学的兴起而
出现的重读弗雷泽现象引起的。论争双方一是集

中于对弗雷泽的人类学写作（或人类学文本）的修

辞特点及文本价值进行探讨。如玛丽琳恩·斯特

拉斯恩、罗伯特·弗里斯等人认为，弗雷泽人类学

写作的文本力量及影响首先在于其作品的虚构化

和文学化特性；曼加纳罗认为，弗雷泽的人类学写

作及作品具有互文性的特质与效果；玛丽·贝尔德

认为《金枝》经久不衰的秘密在于它具有“知识百

科全书的象征”性质，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有关

殖民旅行与探险的隐喻性故事；泰勒、马库斯等人

认为，弗雷泽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文本写作反映的是

完全不同的文本类型：弗雷泽采用互文、并置的写

作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形成了文本的讽喻和阐释

性特征，而马林诺夫斯基则采用同一种方式来讲述

许多不同的故事，形成了其文本的象征和辩证性特

征。二是集中于对现代主义人类学进行检讨与重

估。如布恩就质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认

为田野是由民族志话语所构建的想象，实际上也是

一种“虚构”。

通过对两次论争的实质进行梳理和阐释，刘曼

博士揭示了西方人类学自弗雷泽以来所倚重中心

的变化轨迹即“书斋———田野———文本”路径以及

弗雷泽的境遇与此历史变革脉络的辩证关系问题。

此外，以“魔杖”和“阴影”为辨析线索，刘曼博士还

指出，西方人类学界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论争陷

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认识困境中，欲理

性、客观地对待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思想价值、文

本特性和人类学意义，就须将弗雷泽及其《金枝》的

研究历史化或语境化，以多元视角审视弗雷泽及其

《金枝》的学术价值及意义。

刘曼博士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历史化与语

境化探究，不仅可让读者系统了解弗雷泽的思想渊

源、学术旨趣、重要观念和人类学写作特性，而且她

以“魔杖”与“阴影”为辨析线索，将弗雷泽的境遇

变化置于西方人类学发展脉络之中，有助于读者深

刻理解人类学历史以及弗雷泽及其《金枝》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雷泽及其《金枝》实际上是西方

人类学变革史的一面透视镜，读者既可以把《魔杖

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作为

一部研究弗雷泽和《金枝》的专题著作来研读，也可

以将其视为对西方人类学历史进行反思的学术著

作来阅读。笔者认为，这也是该书独特的学术价值

之所在。

白璧微瑕，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受写作

主旨的限定，以及在梳理繁琐材料的过程中受制于

被研究者阐释观念的影响，著者对书斋人类学理

论、田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人类学写作理论的阐

释与总结力度较为薄弱；另外，在阐释弗雷泽的人

类学方法时，过于强调其比较方法，而忽视了他的

结构主义方法与“三重证据法”。以上两点，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该作的理论分析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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