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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不要“田野”？ 

 

    根据研究者的终极目标不同，研究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与此相应地，田野工作的意义也是

多重的。按照所谓“检验假设”为特点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无疑是收集资料、验证

假设的环节，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过程。然而，从人类学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已经出

现了“不用田野工作”的流派，或不用到“异文化”中做田野的观点。在人类学大量吸收语言学

方法，开始对思维结构进行探讨之后，田野工作赖以存在的实证基础究竟还存不存在？既然承认

人类的“结构”相同，似乎坐在家中，或观察周围人已经足够从事人类学了，不必做田野了。 

    从人类学理论流派自身的发展，或用某一种人类学理论来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要陷入一场永

无止境的辨证中去。如果我们回到最原初、最直接的层面上去，就不难看到，田野工作的必要性

在于，它是与思辩活动不同的一种实践活动，它不是想，而是做，它不是想象，而是生存，田野

工作与其他方法的关系，就像一个气功师与一个报道气功活动的记者之间的区别。一个是用自己

的身心去做，另一个是用一套语言符号去讲述。什么是藏传佛教？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因为每个具体的人都只是说出一部分，那么，这无数个“一部分”就是这里的信仰呢？还是那个

写在佛教论著中的完整的“佛教”是这里的信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自己去寺庙，暂时放

弃批判和否定，认真地、严肃地做一个佛教徒该做的事，你会对这种信仰有一个认识，一个不同

于道听途说或坐图书馆得来的认识。 

    又如，“西藏文化”在哪里？旅游小册子里写的东西是人为“整理”出来的，大部头的西藏

文明的著作是不是研究者编制的一个幻象？在田野中，你会看到、想到另一些不同的东西，你可

能会像村民一样惦记着“前几天邻居借的农具还没有还”，“这几天该去寺庙朝佛了”，“过几

天该准备望果节的郊宴了”，“该进城买一点茶和酥油了”，“这几天会不会下雨，一年的收成

会不会毁于一旦”……这些具体时间地点中的活生生的感受，论述文明的专著中是很少提到的，

但这恰恰是那些人全身心关注的，也就是那些人的生活。在此之后，再去读那些“论著”，你就

获得了一种接受或批评的参照系。 

    “分类”可能是认知的基础，理论上说，你可以按照任何假设去进行分类。但是，田野工作

会提醒我们，可能性并不表明随意性。在田野中，“分类”首先不是学术研究或课题的需要，而

是基本生存的需要，你必须知道你生存的人文环境，必须考虑如何问路、如何找到某人、如何维

持基本生活，这种被迫的交往中，你会发现人是可以根据语言、态度来分类的。从这种兼备“学

术”与“生存”的重叠状态下，我们可以最直接地意识到“不同”与“相同”的人和环境，我们

会实际感受到异族、同乡、异教徒、同文化等等概念的现实意义。 

抽象而又烦琐的理论论证总是导致一种封闭式结尾，而田野工作总是开放式的。原因很简单，

在田野工作中，感觉层面的东西是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一旦表述，就不是感觉，而是符号了。

而在我们可能发现的所有研究方法中，只有田野工作是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提供新的东西。田野带

来的思考、感受、体验，不是越来越严谨、精致，而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广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少数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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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考察 
 

蒋力蕴 

 

    维吾尔族是我国比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该民族长期从事

农业，教育水平和生产力水平都比较低，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

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获得了飞速的进步，迅速进入了现代化的行列中。

但是，维吾尔族又是一个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民族，宗教影响深远，地理上与其它地区相对隔绝，

这又使得维吾尔族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不能不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现代化的先锋力量知识分

子身上，这种历史的积压与对未来的追求之间形成的张力表现得更加突出，并深刻地影响着新疆

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因此，考察一下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们选择新疆大学由维吾尔族组成的一个本科班、一个二学位班作为我们的调查个案。本科

班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年龄从 19 岁到 23 岁，平均年龄 21 岁，其中男 20 名，女 17 名；二学位

班都是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以后，再参加考试攻读第二学位，他们一般都是所在单位比较优秀的人

才，年龄跨度从 24 岁到 42 岁，平均年龄为 32 岁，其中男 20 名，女 10 名。他们在进入大学之

前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因此，基本上都可以说出自传统氛围极其浓厚的地区，进入大学以及大学

毕业以后就发生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我们采用英克尔斯的从分析的角度测量人的现代性

的指标来衡量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其中包括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变

革、意见的成长、信息、时间性、效能、计划、信任感、对技术的重视、教育与职业的志愿、对

人的尊重、特殊主义、乐观主义等 13 个指标，1 由此设计 13 个问题进行测量。 

 

一、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 

 

反映人的现代化水平的 13 个问题分别是：1、乐于接受新经验：商人也多是正派、诚实的人；

2、准备接受社会变革：安稳比赚钱更重要；3、意见的成长：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习惯；4、关

于信息的测量：是否知道美国总统的姓名，并请回答；5、时间性：开会迟到几分钟没关系；6、

效能：对于当官的话要听从；7、计划性：我每天工作、学习都是有计划的；8、信任感：我只相

信熟人；9、重视专门技术：人有知识、技术才能在社会上立足；10、教育与职业的看法：希望

自己的孩子从事什么性质的职业？——教师、医生、干部、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

干部、其它、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道。其中教师、医生、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

都算是强调技术职能，因而代表现代化的一方选择；11、对人的尊重：妻子应该听丈夫的话；12、

特殊主义（公正的主题）：做事应尽量少靠亲友；13、乐观主义：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除了 4、

9 题以外，其它的答案选择都是“同意、不一定、不同意”。其中 1、3、7、9、12 题的“同意”

得分为 1，“不同意”为 -1，2、5、6、8、11、13 题则反之，“不一定”得分为零。第 4 题知

道为 1，不知道为 -1，第 9 题强调技术职能的选择为得分 1，不知道为零，其它为 -1，通过加

                                                        

1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 1 月版，第 25

到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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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计算，这样我们得出了调查个案的现代化水平（见表 1）。 

 

表 1：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程度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评 

得分 0.76 -0.21 0.82 0.88 0.36 0.27 0.71 -0.21 0.82 0.64 -0.36 0.67 0.01 0.40 

 

    以“-1”作为完全传统的标志，“1”作为完全现代的标志，我们看到，作为维吾尔族先进

阶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处于中度偏低的现代化水平上。 

 

二、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特征 

 

    通过对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测量，我们发现他们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这么

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1、表现出较强的接受新经验的愿望，但对社会变革的准备不足。 

    历史上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地区曾经是商业相当发达的区域，但随着航海路线的开辟，

新疆就成了中国最为闭塞的地区之一，商业精神也因此受到压抑，建国后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更

是限制了个人商业的发展，因此，在维吾尔族大多数地区的传统中，与内地多数地区的传统一样，

经商的声誉是不高的，对商人的评价也因此较低。改革开放以后，经商热在全国兴起，新疆也不

例外，因此对于商业、商人的评价也发生了转换，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商人的评价也处于较高位

置，绝大多数人认为商人属于诚实、可靠之列，认为自己若有机会也可以试试经商，表现出较强

的接受新经验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暴露出与这种愿望相反的行为倾向：多数人在安稳和

赚钱之间更加倾向于安稳。实际上，在新疆的各民族经商人员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在文化

程度较低的人员中，维吾尔族经商人数比例要高于汉族以及其它民族，但在文化高的群体中，维

吾尔族经商人数比例就要低于汉族。在新疆各高校校园中，一般从事包括业余经商在内的勤工俭

学活动多是汉族学生，因此，尽管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表现出较强的接受新经验的愿望，但思

维深处并没有作出相应转变，因此也不可能在行动上付诸实施。 

    2. 意识到工作、生活中作好计划的意义，但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够做到。问题 5、7 反映出这

方面的矛盾。尽管有 73%的人回答他们一天的工作、学习都是有计划的，但对开会可以迟到几分

钟的否定率则只有不到 45%（见表 2）。 

 

表 2：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现代化各项指标分布比例（%）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同意 77.6 55.2 82.1 88.1 9.0 9.0 73.1 31.3 85.1 64.2 43.1 71.6 25.4 

不一定 20.9 10.4 17.9 0.0 46.3 56.7 23.9 58.2 11.9 8.9 49.2 23.9 47.8 

不同意 1.5 34.3 0.0 11.9 44.8 35.8 3.0 10.5 3.0 26.9 7.7 4.5 26.8 

注：第 4 项问题对应的答案是“知道、不知道”；第 10 项问题对应的答案是：教师、医生、技术人员、研究人

员合起来为技术倾向，对应于“同意”，干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应于“不同意”，说不清、不知道对

应于“不一定”。 

  

   很难想象经常迟到的人会在日常生活以及规划中能有严格的计划。对有计划出现较高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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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大概与学生的角色有关，在学期初许多学生都有很像象样子的计划，但绝大多数都是半途而

废，所以，表面上看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计划性挺强，但通过考察他们相对较差的时间性——

据笔者调查了解，新疆大学各系普遍来说维吾尔族学生的迟到率都要高于汉族学生——他们的计

划性实际上是不够强的。 

    3、在生活、工作中希望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因而具有较强的反权威思想，但在日常生活的

交往中又表现出对陌生世界的疑虑，既对合理性社会缺乏信心。36%的人不认为必须一切听从上

级指挥，不到 9%的人认为必须听从当官的话，但在反映相关的合理合法观念上，比例颠倒过来：

超过 31%的人认为只能相信熟人，只有 10%的人不认为自己只相信熟人。一般而言，一个现代

人比一个传统人更能相信一个陌生人，表现在对自己能力有较高自信，能够控制生活、工作带来

的挑战，包括与上级的矛盾等，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中，对自己能力都有一定自信，但自信后

面的基础、资本却不够牢固，因此对与陌生人的合作这种现代社会不可避免且越来越频繁的现象

又表现出怯场的心理。 

    4、重视专门的技术，但在具体职业选择上，非技术性倾向增加。对于问题 9，85%的人同意

拥有知识、技术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只有 3%的人反对这一观点，但在子女职业期望选择上，强

调实际技能选择的下降到 64%，而希望子女做机关干部等的选择上升到了 20%以上。作为具有

大学本科学历的少数民族中的精英人物，对知识、技术的重视有着充分的理由，但在现实的选择

中，他们倾向于孩子坐机关当干部的传统心态仍在顽强地发挥作用。 

    5、在意见的成长上，他们具有较高的现代人思维观点：82%的人认为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

习惯和选择，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但是，这种现代性思维是残缺的，他们尽管具有这种现代思

维，但却缺乏实现这种现代人的个性特征的有效手段：有 43%的人同意妻子应该听丈夫的话，这

种观点在传统的伊斯兰教农业社会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反对的声音相比较就微弱的多：只有约

7%的人反对这个观点。显然，在缺乏夫妻平等地位的家庭培养出具有承认并接受生活、工作中

存在不同意见，并以协商方式来解决的现代思维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心态

也是矛盾的：有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却难以接受将这种方式变为现实的手段。 

    6、在行为上具有较高的普遍主义观点，但在心灵深处，宿命论的影响却非常强大。有约 72%

的人在行为上持有普遍主义观点，认为做事应该靠自己努力，只有不到 5%的人对此怀有异议，

但在心灵深处，却有约 25%的人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反对这种非常传统的看法的人不到 27%，

因此，实际上对未来持有乐观主义态度、相信自己能力的人是不多的。 

    因此，虽然总的来说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处于中等程度的现代化水平上，但他们的现代化

程度实际上可以从内部分为三个层次：在具有更多身份特征的要素方面，如对信息的掌握、对知

识、技能的重视、对新经验的认可、以及意见的成长等（问题 1、3、4、7、9）方面，具有较高

的现代化水平，评分值都在 0.7 以上；在可以操作化的行为方面，如时间性、效能性、公正性、

和职业的选择上（问题 5、6、10、12）具有中度的现代化水平，评分值在 0.2 到 0.7 之间，而在

其余的更主要是反映深层思维观念的指标中，则是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传统倾向，评分值在 0

左右或以下，因此，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出现大量言行不一、行为与思维不合的矛盾

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既具有自然生理原因，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现代化水平出现矛盾的原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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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中，自然性别对其现代性的影响不可忽视。相比较而言，女性比

男性更传统化一些（见表 3）。 

 

表 3、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男、女的现代化程度比较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评 

男 0.75 -0.08 0.90 0.90 0.41 0.35 0.70 -0.20 0.90 0.70 -0.50 0.68 0.08 0.43 

女 0.78 -0.41 0.70 0.85 0.26 0.15 0.70 -0.22 0.70 0.56 -0.15 0.67 -0.07 0.34 

 

    我们看到，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女性在所有 13 个方面的现代性测量中，有 10 个方面低于

男性，一个方面等同，在高的两个方面中，其中差距较大是明确牵涉到女性自身地位的第 11 个

问题：妻子应该听丈夫的话。但即使是这个问题，在 30 名女性被调查者中，只有 1 名明确回答

不同意，近八成的人是回答不一定。在接受社会变革的准备、时间性、效能性、意见的成长、对

技术的重视上，女性知识分子和男性相比都有较大差距，这既与女性自身的生理、心理特征中较

多的被动、防御成分有关，更与传统维吾尔族社会中女性角色和社会地位有关。维吾尔族社区一

般都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教气氛，按照伊斯兰教教规，妇女地位是非常低的，在社会、家庭中所发

挥的作用都受到很大限制，这种传统在知识分子中间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差

现象是，在新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筒子楼中，维汉杂居，一般在做饭的时候，汉

族一般是男主人在执行伙夫角色，而维吾尔族则无疑是由女性完成。 

    2、工作经验比大学教育更有可能影响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工作过一段时

间的二学位班成员的现代性要高于在读的大学生。（见表 4） 

 

表 4：在读大学生与二学位班分别的现代化各项指标测量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评 

本科 0.73 -0.38 0.89 0.91 0.05 0.14 0.76 -0.22 0.84 0.54 -0.38 0.62 -0.13 0.34 

二学位 0.80 0.00 0.73 0.97 0.86 0.43 0.63 -0.20 0.80 0.60 -0.33 0.73 0.20 0.48 

 

    在所有 13 个指标中，平均年龄约小 10 岁的大学生现代性程度在 10 个指标上要低于二学位

班成员，其中在时间性、效能性等可操作的行为指标上差距非常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大

概有，首先，在读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还是人生的门槛，对许多问题的思索还不成熟，实际上，

在读大学生的各项指标值之间的差距也远远大于二学位班的学生。其次，工作经验可能更有助于

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因为在工作中，他们的切身利益与现代社会中所必须

的科层制密切相关，在工作中他们也时刻能体会到现代科技的作用以及压力。第三，我国少数民

族地区的大学双语教育体制也影响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现代性的提高。按有关规定，象新疆这样地

区的高校都实行民、汉两种语言教学，在实践中表现为维汉两套教育班子，造成维族学生用维语

授课，汉族学生用汉语授课，客观上限制了维汉学生来往密度，用维语授课也影响了维族学生对

现代科技、思潮的接受程度。但在工作中，维汉存在大量接触机会，二者互动大大加强，因此，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经历的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与汉族的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一般来说，有过工

作经历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汉语水平都会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这样，即使通过一般大众媒介，他

们的现代化水平也会得到提高。这也说明，大学毕业以后的续社会化过程对人的思维、行为所起

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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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造成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水平方面出现许多矛盾的现象与我国社会正处于激

烈改革中有关，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在新疆要比沿海、内地稍微滞后一些，因此，当今维吾尔

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前几年内地广大青年学子中盛行的浮躁心态颇有相似之处。处于社会转

型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行为、思维上出现矛盾是不足为奇的。 

    4、形成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在言行、行为与思维方面大量的矛盾现象，还有他们自身的

特殊地位问题在起作用。 

    一方面，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本民族的精英成分，肩负着引导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沉

重历史负担，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不能不进行深刻的反思，许多传统的东西在现代化过

程中都要被抛弃。但是，另一方面，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还面临一个对汉族青年知识分子来说

不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化就必然意味着对主体汉族文化的大量接受，这样，他们的边缘身

份就面临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认同：传统与本民族文化；现代性与汉民族文化。在这个难堪局面

面前，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虽然实际上现代化并不等于汉化，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通过汉语、汉

字这个媒介，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例如，指标 10 对孩子职业

的选择上，对干部的比较钟情就不能排除汉文化传统中官本位的影响，在这个项目上，二学位班

的选择干部的意向要高于在读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般有着比一般

人更加看重、热爱的倾向，但要实现现代化，偏偏要求经过他们手中对许多本民族的文化因子进

行抛弃。所以，他们的心灵深处经历的折磨是相当厚重的，在行为、语言、思维上就往往体现出

巨大的矛盾。    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所处的这种边缘地位使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挫折后

往往会导致走向极端，在现实中就可能表现为伊斯兰教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如泛突

厥主义等，也有可能导致极端反传统。如何在这些可能产生的极端中保持一种平衡，不仅对维吾

尔族青年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化，对维吾尔族这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顺利过渡都是一种严峻的

挑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 95 级博士生） 

 

 

 

【学术动态】 

 

近期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学术讲座： 

 

（1）1998 年 3 月 13 日：  Marshall Sahlins（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讲演题目：“The Native Anthropology of the West”。 

（2）1998 年 4 月 6 日：   中生胜美（日本和光大学人间关系学部副教授）， 

                          讲演题目：“现代中国研究与日本人类学：殖民主义与历史认识”。 

 

 

【学术著作】 

《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