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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 馆藏信息： 理科馆基础学科借阅室/ Q98-53

• 共收录16篇斯特劳斯应意大利《共和报》之邀而写
的专栏文章

• 相较于其他人类学著作，本书更适合普通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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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 1908-2009

• 生于比利时，犹太人，曾受到纳粹的迫害

• 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

• 代表作：

• 《忧郁的热带》、

• 《神话的结构研究》

• 《结构人类学》

• 北美温内巴戈人（Winnebago）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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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 “结构”一词在1895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首先使用

• 1916年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使用“系统”来代指“结构”，以及
“能指”和“所指”的二元论思想

• 随着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诞生，一时间形形色色的“结构
主义”思想涌现
• 皮亚杰：结构主义心理学
• 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 皮亚杰对于结构主义特点的定义
• 结构本身是一个独立自足体，对它的理解不需要结构以外的东西
• 结构是形式化的，具有普遍性
• 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

• 结构主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主张，在类似于“结构”的概念下自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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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的思想特点

• 结构主义是研究方法而非哲学主张

• “要素和要素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变形

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

• 关注“共时性”和“历时性”

• 二元对立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

• 结构来源于人类心灵的无意识运作（受到精神分析
的影响）

• 受到的质疑
• 对于经验事实的漠不关心，田野考察较少
• 偏重于“共时性”研究，而非“历时性研究”
• 是某种“形式主义”

《我们都是食人族》

5



《被处决的圣诞老人》

• 1951年12月23日，法国第戎天主教教会在大
教堂前焚毁圣诞老人，以反对其商业化的形
象

• 第戎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场景

• 宗教人士希望“杀死”圣诞老人来渴求诚
实和真相

• 反对教权人士以捍卫圣诞老人而成为迷信
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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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圣诞节

• 圣诞节的火热并非完全由于美国的文化入侵

• 18世纪的人们已经十分热衷庆祝圣诞节了

• 圣诞书和圣诞老人是近期融合了多种意象的
发明产物

• 圣诞老人并非神话产物（玉皇大帝）也非传
说人物（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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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老人究竟代表着什么？

• 共时性分析
• 印第安人卡奇纳的回归

• 同“未启蒙者”的交易

• 历时性分析
• 农神节之王的一系列变体（疯狂教主等）

• 圣诞节中的非基督教内容和农神节十分
接近

• 基督教将圣诞节定于12月是为了挤压异
教的12月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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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男人）与“死”（孩子、
女人、奴隶、客人等）的交易，

• 死者复返带来威胁，最终满载礼
物，离开生者

• “异教徒向死者祈祷，而基督徒
为死者祈祷”

• 圣诞老人是疯狂教主的继承者

• 圣诞老人信仰是异教徒最坚实的
堡垒

• 所以法国基督徒烧对了



《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

• 斯特劳斯试图展示近现代物理和神话结构间某种出人意

料的对等关系

• 由此，我们甚至会发现古人的神话成为了当今物理现象

的寓言

• 易洛魁人构筑了一个如波如粒的世界（波粒二象性）

• 古希腊的原子学说

• 其实是不涉及“真实”的探究，只是“追随想法”

• 神话世界的意向被“铭记”在属于世界的社会结构中，

并在有一天契合于这个世界，并且用来展现世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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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鲁病（Kuru）

新几内亚内陆

受害族群有食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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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雅氏病（ Creutzfeldt-Jakob ）

法国、英国澳大利亚

注射由人类脑垂体萃取的荷尔蒙或移植
人脑黏膜

赋予可能性

揭露食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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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人是真实存在的
• 否认食人的学者认为“食人”在加深野蛮和文
明的鸿沟

• 而斯特劳斯认为，我们其实也在“食人”

• 食人的形态和目的各不相同
• 食物性

• 政治性

• 巫术性

• 疗愈性

• 野蛮迷信和科学知识之间模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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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祭祀和赤裸生命

• 或许是我的幻觉：
• 我总记得读过一句斯特劳斯的关于食人是将外族人融入本族的方法
• 斯特劳斯引用卢梭“社会生活的起源在于我们能认同他人的感受，而最终，使他
人认同自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吃了”。

• 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被诅咒的部分》
• “生产性消耗”和“非生产性消耗”
• 过量的能量不可阻挡地必须被浪费，否则系统就会崩溃
• 活人祭祀和食人就是“非生产性消耗”的一种形式（阿兹特克人）

•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 神圣人：可以被杀死，不能被祭祀
• 至高权力：决定例外状态的权利
• 科学是否已经成为了某种“至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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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生命”的时代

• 并非鲁迅意义上的“吃人”

• 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在各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的潜在的
食用和控制对象

• 遗体捐赠？换血？

• 祭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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