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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培养经验五人谈

3

□周大鸣 ,彭兆荣 ,林敏霞 ,等

[摘 　要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换为普及教育、素质

教育。适应这种变化 ,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的工作应该强化。在增加数量的同时 ,不降低质量。中山

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广西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做法值得借鉴。

[关键词 ] 　人类学民族学 ;硕士研究生 ;培养

[中图分类号 ] 　C9121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 - 3887 (2006) 01 - 0051 - 07

A Group Discussion about the Education of Master Graduates
Majoring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ZHOU Da2ming , PEN G Zhao2rong , L IN Min2xia

Abstract : Since t he middle 1990s ,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as shif ted f rom
elite educ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Accordingly , educa2
tion of the master st udent s should be intensified , i . e. when t heir quantity is on
the increase , t heir quality should not be under2emp hasized. The practices of t 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of Sun Yat2sen University , t he Depart ment of An2
t hropology of Xiamen University and Guangxi U niversity are worthy of refer2
ence.

Key Words : ant hropology and et hnology ; master graduates ; education

徐
杰舜 :人类学的发展很需要后继力量、新生力量不

断涌现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节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问

题。所以在这次论坛中 ,我们就专门对人类学民族学硕士

研究生培养问题作一个探讨 ,下面主要发言的三位教授 ,周

大鸣教授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他们那里培养硕士研

究生的历史是相当长的 ,培养博士研究生也是很长了。所

以 ,我们有时候说周大鸣教授是我们中国的博厄斯 ,硕士、

博士培养了很多。第二位要发言的是彭兆荣教授 ,他是厦

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人类学民族学系主任 ,他也是经

验丰富 ,他会介绍一些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经验 ,厦门大学培

养硕士生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第三位是中南民族大学的

段超教授 ,在这里我首先要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他最

近一直在辛勤的穿梭飞行 ,他昨天去北京晚上赶回来 ,好厉

害啊 ! 昨天上午飞去 ,晚上坐火车今天早上到 ,然后到我们

这里开会 ,为我们中南民族大学申博真是费了心血 ,据说现

在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段超教授对我们中南民族大学研

究生工作是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今天就请段超教授讲讲中

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情况。另外是两位同学 ,一

位是中南民族大学的梁正海 ,他现在是研二 ,是柏贵喜教授

的学生 ,他现在想提前毕业 ,那就看看他有什么“招数”要告

诉大家。最后一位是广西民族学院的林敏霞 ,她是研三。

今天下午为了抓紧时间 ,每一位教授发言是十分钟 ,每一位

同学发言是五分钟 ,可能有点不“平等”,但这没有办法 ,你

们就把要讲的话做个即席发言。下面请周大鸣教授发言。

周大鸣 :徐老师出的这个题目 ,我自己想了一下。其实

3 发言顺序为周大鸣、彭兆荣、段超、梁正海、林敏霞 ,会议由徐杰舜主持。本文主要由徐杰舜、林敏霞等整理 ,未经其他发言者审阅 ,特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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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当过学生、当过研究生 ,也带过研究生 ,实际上像

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研究生管理的方式应该是大同小异

的 ,制度上就是按照国务院的研究生管理条例。另外 ,我们

自己也定了一个制度 ,就是“研究生培养手册”。这个“研究

生培养手册”是每个学生一本 ,每个导师也一本 ,这个手册

讲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学籍的管理、学位的申请、成绩的考

核、处罚条例、请假条例等全有 ,这些就不需要再讲了。

我们系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其实有一个转化 ,早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 ,80 年代初期、70 年代末期开始招硕士

研究生 ,那个时候是精英教育 ,把硕士研究生教授看成是精

英教育 ,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以前我们招

的研究生非常少 ,大概一个老师招一个 ,招两个就算多了。

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这时候研究生的课就是导师

上 ,就有点像家庭式的方式 ,我们叫做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实际上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开始 ,我们国内研究生招生

数量大规模增加 ,硕士生增长很快 ,像现在我们学校每一年

招收硕士是四千多人 ,我们系在 80 年代是每一年招两三

个 ,现在每一年硕士生招二十几个 ,博士生 10 来个 ,这时的

规模和过去相比是增大了。我觉得实际上从 90 年代中期

开始 ,整个国家把硕士就没有再作为一种精英教育 ,实际上

已经把它作为一种普及教育、素质教育 ,我们说这样是为了

延缓就业、延缓就业危机。所以在这种转化过程里面 ,因为

研究生的数量增加了 ,那么怎么样在增加数量的同时不降

低质量 ,就是摆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 ,当时我们

就是资源共享 ,再不允许导师给自己的研究生单独开课 ,我

们要求所有的课程都必须 open ,就是都必须是公开的。我

们每个学期都要做的就是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 ,每个老

师把自己要开的课拿出来 ,请学生们自己填名字、选课程 ,

如果达不到一定的人数就不开 ,我们规定人数要到三个以

上。这是因为过去没有管理改革的时候 ,一个老师说给自

己学生上了多少课 ,你是没有办法考证的 ,有些就是在自己

家里上课 ,这样也不方便管理 ,所以我们后来就说由我们全

部统计落实 ,这样我们就是淡化了导师的决策 ,这是我们的

一个措施 ,就是资源共享。

另外 ,一个就是原著导读 ,我们专门强调原著导读 ,开

了这门课 ,要求每个硕士生要读 100 本 ,博士生读 200 本

书。当然 ,这个对于不同的专业、方向 ,我们会开不同的书 ,

这是书目的问题。另外 ,就是学生自己有沙龙、有田野调查

报告会、有读书会 ,所以这样学生就蛮活跃的 ,他们自己也

请一些老师给他们讲 ,老师是自愿参加 ,学生也是自愿参

加 ,其实这种是很好的。就像有些同学做完田野调查回来 ,

带来很多问题 ,自己又想不通 ,其他的同学一讲再加上一些

老师一讲 ,他可能就提炼出很好的东西来 ;再有的同学想选

论文题目 ,他也提出来题目和可行性等 ,同学们也可以讨

论。我觉得这样的沙龙实质上就是老师和同学互动的场

所 ,因为比较自由 ,大家就都可以参加。

第二个 ,我想就是加强和学校的其他院系的合作 ,让学

生去选其他一些院系的课 ,这样就打破原来那种的分割 ,这

也是我们目前做的第一个。

第三个 ,就是严格管理 ,像刚才所说的 ,一个是课程的

开设 ,每个老师要开设的课程 ,你要开这个方向 ,我们就要

求你必须开设这个方向的课。我们很多老师都喜欢在招生

广告上开很多新方向 ,但是他没有开出课 ,我们就不批准。

我说你先要把书目和教学大纲拿出来 ,我就同意你开新的

方向 ,要不然的话就不行。就是严格从老师这方面先把关 ,

要想开新方向必须把这个方向的课程和书目都开出来。

第四个 ,就是导师开课 ,我们规定必须要上够多少课

时 ,过去我们有些老师一学期上课三四个小时就完了 ,这是

很普遍的现象 ,现在是不许这样的。就是一定要上够多少

学时的课 ,比如说我们人类学 ,20 个星期你就至少要上够

15 个星期的课 ,不能给学生“放羊”。

第五个 ,就是严格考核制度 ,我们中山大学在这一点上

是很严格的。凡是作弊抄袭的 ,我们就开除学籍 ,没有商量

的余地 ,这是非常严格的 ,在这一点上还要加强。

再有一个转折 ,就是我们过去是三年制 ,从前年开始我

们改成两年制 ,这样对我们的学科来讲就非常的严峻 ,我们

现在就是一年之内把所有课都学完 ,然后假期就去做田野

调查 ,回来就做开题报告 ,然后再回到田野去做调查 ,写毕

业论文 ,然后就完了。现在就是这样培养的。所以 ,现在两

年制就是第一年把所有的课做完 ,然后第一年的学期末就

要把论文的题目定下来 ,然后利用暑假为选题去做田野调

查 ,然后 9 月底就做开题报告、中期考核。所以 ,我们现在

一个是选题 ,就是刚才讲了 ,比较自由开放的 ,老师学生都

参加 ,自己自报你的选题 ,大家觉得可以了就做田野调查。

我们开题部分是比较严格的 ,你开题要是没过 ,就必须

重新开 ,我们就想把工作做在前面 ,要不然到了毕业的时候

不过的话就很惨 ,学位也拿不到、毕业证也拿不到。在开题

的时候 ,我定的规矩就是表扬的话免谈 ,专门提批评、提意

见 ,帮助学生把开题报告做好。开完题以后就是导师和学

生的互动 ,就是说发现学生在田野过程中的问题、在主要的

流程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 ,我们论文评审也是要求一定

要有系外的评审 ,不能只是系内的评审 ,还有我们的答辩委

员会也是要求一定要有系外的教授来评审、组成答辩委员

会。我们的论文评审是一票否决制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评

议 ,只要一个不同意 ,就不进入答辩程序 ,就是一票否决。

如果答辩委员会一票否决 ,我们就建议他修改再来 ,实际上

就是一票否决了 ,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再给他们一次答辩的

机会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生的培养。所以 ,这几年是三年制

的、两年制的都有 ,现在基本上研究生就业是百分之百 ,还

算是可以的 ,我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彭兆荣 :其实刚才大鸣教授已经把大概的情况都介绍

了一下 ,那么制度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现在教育部

基本上有一个原则 ,就是向西方的大学学习 ,在博士上有数

量上和质量上的严格的把握和要求 ,一直以来博士的增长

是零增长 ,那么相反硕士就相对扩大了 ,从原来的精英的教

育 ,慢慢地变得不是这么精英的 ,在硕士方面有点向西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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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因为在西方大学里面硕士教育没有任何严格的 ,比如说

在法国 ,法国都没有硕士教育 ,它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

“DAR”,就是大学本科毕业以后进入了博士的预备阶段 ,是

一年叫“DAR”,一年之后就上完课了。在国内 ,因为法国是

发达国家 ,所以就把那个 DAR 当成是 Master ,像在法国是

找不到硕士这个文凭的。像我们厦门大学也差不多是这样

的一条路 ,我们没有中山大学走得那么快 ,我们现在在硕士

上也是做了两年的规划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实行 ,现在还是

三年 ,是希望有个过程。我们的博士是以四年来规划 ,先是

试验阶段然后就进入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硕士时间上

会比较短一些 ,这样困难也就跟着来了。至于说厦大在硕

士培养上如果有什么招生以及教育上有什么特点的话 ,那

么我们的石奕龙教授也在这里 ,他也做了很长很长的工作 ,

如果哪位同学想更详细的了解 ,可以私下里向石教授去了

解。

厦大的硕士实际上是“量”问题 ,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个

研究所 ,它还不是完全按照系的教学单位来实施 ,所以我们

有我们的特点 ,也就是说硕士进来以后除了规章制度 ,加上

厦门大学学生处的要求以外 ,我们基本上会比较开“小灶”。

当然我们这个研究所主要就是配合 ,是研究生跟导师来学

习。我们的特点是招进来的硕士第一年是没有导师的 ,有

一个想法就是让所有的导师给所有的学生上课 ,如果第一

年学生一开始就跟一个老师 ,然后造成老师之间、学生之间

有些担心 ,就可能会产生是在你的名下招进来的 ,其他的课

就不怎么敢去上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这样就等于是第一

年没有导师 ,没有名 ,名下的导师全部都是你的导师 ,所有

的课全部都要上 ,不要求第一年有一个老师。因为我们中

国的情况是很特别的 ,我们有人类学本科的很少 ,所以有些

硕士是外学科进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年给他恶补 ,强

化他们去读很多的书 ,开很多的课目 ,比如说石奕龙教授开

始就给他们开很细很细的教材 ,开给他们 ,从最根本的科目

开始 ,然后所有导师的课都要求你尽可能的听 ,你读过也

好 ,没有读过也好 ,我们是希望在第一年的时间内让学生在

人类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补习的过程 ,具体的做法 ,归纳一下

有几个。我是非常强调读经典的东西 ,学生说要读什么书

啊 ? 我就说你去把经典的民族志能找来的就都去找来 ,就

我本人来说我会根据我的研究 ,会给他们印一些国内没有

的外文资料 ,强迫他们去读。我们现在国内的人类学的资

源也很多。我就帮同学准备一些 ,你要是让学生去找的话

他们也找不到 ,然后就复印一本给他们让他们去强读 ,然后

让他们把所有可以找到的翻译过来的经典民族志都交上

来 ,所以第一年要他们所有导师的课都要上 ,所有能找到的

经典民族志都要读。到了第二年 ,就是第二年的第一个学

期我们才开始选导师 ,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双向的 ,因为学

生已经是经过一年的修炼学习了 ,然后根据自己导师的情

况、自己的研究方向、兴趣、自己根据自己的未来的前途等

等 ,加上发展的可能性、自己跟导师取得沟通。这样第二年

结束以后就开题、选导师 ,然后经过导师的启发和沟通、互

动选择一个题目做开题报告 ,再通过以后去田野 ,田野回来

修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论文 ,大概的程序是这样的。

当然 ,在具体的要求上 ,我本人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会

跟他们做一次交流 ,我大概是这样跟他说 ,我还记得大概是

三句话 :我说你们在这里作为人类学的学生 ,我要求你们做

到第一个 :为人 ;第二个 :读书 ;第三个 :立事。所谓为人 ,不

是说叫你去怎么样 ,因为人类学 ,就是说你们毕业以后将是

一个人类学家或者说人类学者 ,你们基本的是要做田野 ,做

田野就是跟人打交道 ,如果你们有些为人的方式、为人的个

性等等没有做一个准备的话 ,以后做田野要在最短的时候

里面获得你的调查对象的认可 ,你要沉的进去 ,成为他们当

中的一员 ,如果你不学会与人打交道 ,不学会真诚的待人 ,

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获得你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

告诉他们 ,读人类学的研究生首先你要做一个合格的民族

志田野工作者的基本的为人的一个素质要求 ,就是要跟人

打交道。因为有些同学以前就很封闭 ,又不敢讲 ,话又不

多 ,那你怎么去做田野 ,所以这些会去教他。然后读书 ,刚

才我讲了 ,要大量读 ,读原著 ,读民族志。

立事 ,我主要去从田野调查当中给他们介绍 ,怎么去经

历这样那样的东西。因为在田野的过程中 ,硕士研究生要

求田野的时间不是很长 ,你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拿出

录音机 ,什么情况下可以拍照 ,对什么人说什么问题 ,在什

么情况下等等 ,我们都会做一个参考的案例 ,我自己会给他

们做这个。因为我们不是记者 ,我们也不是采风者 ,我们不

能学记者一下去录音机就拿上去 ,这样是非常不尊重人家

的 ,你能够收到真实的东西吗 ? 人家看了就怕了。所以 ,事

实上人类学做田野调查这些非常细的东西 ,非常关键性的

东西都是很有讲究的 ,所以像这些立事的技巧也会作为一

个内容告诉他们。

大概我还会强调一点 ,就是作为研究生你是一个研究

人员 ,一定要强调你的理论的色彩 ,你下去以后不是写一个

随感、观感的东西 ,那么你怎么体现你这一篇是研究论文 ,

你就是要体现你的研究色彩。你的色彩除了你在训练当中

形成一套比如说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你要大量去读理论的

书籍。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女生越来越多 ,现在在

美国的伯克利也是这样 ,女生越来越多 ,那么特别要求女生

去加重理论色彩。怎么读 ? 理论里面大约有很多条路 ,比

如说你要先普遍去阅读 ,在一年级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理论 ,就是所有导师的课你都要去听 ,当你选择一种理

论 ,要进入你的田野分析点的时候 ,我是要求你要做一份基

本的谱系梳理 ,这个理论人家做到什么样了。你要大概的

搜罗来 ,你要做一个文章综述 ,在前任线索的基础上你来综

述、分析、评论 ,才能创新、批判等等。如果这点做不到的

话 ,你就没有研究的特点 ,所以我就要求理论谱系的梳理 ,

当然对于硕士研究生 ,我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 ,但是比如说

你要做仪式研究 ,讲到几个西方的比如说“Van Gennep”、

“Turner”、“Geertz”等 ,这些比较有名的 ,你要大概了解 ,你

哪怕不知道原著 ,但你要大概知道它讲的是什么 ,否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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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半天 ,人家是很早就已经做过了的 ,你做它干什么 ? 所

以 ,我会很强调这一点 ,我也看了很多外校的博士论文、硕

士论文 ,好像这一点是中国蛮普遍的一个毛病 ,台湾在这一

点上是比较强调的 ,我也很强调这一点。

当然 ,就是我还会讲一下我个人的学习方法 ,怎么来学

习。特别现在年轻人读书 ,也读了很多书都是浪费掉了 ,读

了很多书可是你不知道把你读的书用到自己的论文当中

去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你要学会不浪费。在最年轻的时

候、精力最好的时候 ,你要教他们怎么把对你有用的东西、

你读到的东西最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化到你的论文

中间去 ,这个我会教他各种各样的可以借鉴、可以参考 ,他

们可以接受的方法 ,让他们按着这个方法去做。我想我要

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徐杰舜 :两位教授时间都掌握的非常好 ,下面把时间交

给段教授。

段超 :前面两位教授都把各自学校的培养研究生的做

法做了一个介绍 ,那我就把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的教育向

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中南民族大学在培养民族学研究生上

的一些做法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研究生在招生过程

中 ,就是我们的生源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学校的特点 ,和两

位教授的学校有区别的。目前我们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研

究生的来源上 ,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进 ,是一个方面 ,但

是另一个方面还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全国

都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做研究生工作知道这个问题 ,很多

学校的生源不是很好 ,连湖北省调剂来的都是比较多。我

们现在的民族学这两年在自己的努力下有了很大的改进 ,

每年都完成了自己的招生计划 ,但是前几年这个问题还是

比较严峻的。目前 ,我们有这几个问题 ,就是在生源的质量

上有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就是报民族学的学生本科期间就

学习民族学的人是比较少的 ,我说这个是包括我们的大民

族学的 ,包括民族理论、民族史、民族经济。实质上除了民

族经济以外 ,都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按照我们的一级学科下

来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今后我们国家民族学人才的培

养和质量的提高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现在我们民族学的

本科生要减少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本科生的就业率

有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彭教授说的 ,是国家的人类学

方面本科生教育的人数少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研究怎

么样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问题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

实 ,留在了我们在培养阶段解决它。当然现在我们的很多

导师对这个问题都很有看法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中等城市、

重点大学以外的学校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包括还有历史

学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第一个方

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培养的环节 ,研究生的培养是我们最

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我们跟重点大学的做法大体是一致

的 ,只是有些具体方面还要进一步的规范 ,在课程体系方

面 ,我们主要是三个层次 ,一个是公共的专业基础课、专业

课、方向课 ,方向课是在最后的导师这里体现出来。第一个

层面的专业基础课我们是想把它打通 ,同一个一级学科下

打通它 ,掌握和学科有关的最基本的、最广博的知识 ,这一

点我们还要进一步做这个工作 ,我们中南民族大学准备在

明年开一个全校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这些也是我们的

一些特点决定的。到目前我们中南民族大学还没有开一次

全校的关于研究生教育的会议 ,这次我们学校党委开会讨

论准备总结我们研究生教育二十多年的经验 ,来明确一下

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 ,这个方面就是想在下学期把培

养的环节经过调研以后来落实、规范它 ,现在就是在课程体

系上我们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 ,其他有关的

比如说怎么发展学生的能力、个性方面这样的课程设置要

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 ,这就是我们

中南民族大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做的一些事情。从民族学

来看 ,我们这方面也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但是还有一些问

题 ,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民族学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已经申

请下来 ,博士授权点也很有希望 ,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

怎么通过教学的改革来促进培养质量 ,我们想通过一些研

讨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研究生的出路 ,就是学生毕业的问题。现

在本科生的招生是根据它的就业情况来决定的 ,现在和原

来的体制不一样 ,你就业情况怎么样招生情况就怎么样 ,国

家现在已经是这种变化了。就业是现在大学教育的一把手

工程 ,校长、书记都在抓就业 ,这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就

业作为教学评估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学校办得好不好 ,其中

一个指标就是看就业率高不高 ,对于本科生教育是这样的。

对于民族学的研究生教育来说 ,我觉得就业还是很重要。

现在的学生很现实 ,选择什么专业、读什么研究生和他毕业

以后的就业、去向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就业去向不能很好地

得到解决的话就会影响它。从我们民族学专业来看 ,我们

目前的就业率是百分之百。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乐观 ,我想

过三五年以后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

作为研究生的主管部门也在进行调研 ,在这个学科的今后

去向上到底怎么做。这么多硕士点相对来说 ,很明显报我

们民族学的人偏少 ,很多学生就是考虑毕业以后很难找单

位。这个问题是社会的需求和我们研究生的培养怎么相结

合起来的问题 ,这是影响我们民族学学科发展的 ,从后备人

才上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研究生教育有很多目

的 ,为社会服务 ,为民族学的发展 ,民族学的发展后来的人

要接上 ,这些人要是生计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 ,我觉得对这

个学科应该是很有影响的。民族学在我们国家 ,在文科中

是它应该是属于小的学科 ,从培养的人数上来看是个小学

科。那么我们要发展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民族地区 ,应该是民族学施展才

能的地方 ,但现在有几个问题。一方面就是民族地区都比

较贫穷 ,我们的学生们期望值都比较高 ,都不愿意回去工

作。民族地区考来的学生都是为了摆脱到民族地区才考来

的 ,这种人占了 90 %以上。这样就是对他的培养能够奠定

基础 ,能够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他又不愿意回去 ,当然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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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地方都比较贫穷 ,现在国家从制度制定了优惠政

策 ,比如说一些人才引进战略等等 ,但这些东西如果跟不上

的话 ,民族学学生的就业面就受影响 ,特别是要为现在服务

发挥作用 ,民族学同学我觉得应该在民族地区更能发挥作

用。按照国家人才培养的要求来说应该是个重要的方面 ,

为民族地区服务 ,不然的话 ,民族学都去搞研究、读博士 ,博

士毕业以后都留在大学里面工作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

是我们教授们说的 ,现在研究生教育正是一个转化 ,从精英

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 ,目前正在这种转换之间 ,但是如果没

有介入一种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话 ,为社会服务就是一

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它 ? 我想我们民族学的研究

生都有这样的困惑。现在经过时间的推移 ,这个问题今后

可能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就是谈了一些感受 ,研究生教育

特别是民族学研究生教育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研究生教育

上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上述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主要是我们培养单位经过一

些论证 ,通过一些学校先进单位的经验在培养方面要做得

合格。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牵扯的问题比较多 ,我也没有

想出一个什么更好的办法建议 ,只是提出这个问题 ,怎么把

这两个问题解决好 ? 有利于民族学硕士研究生的发展 ,有

利于我们民族学的人才培养 ,有利于民族学这个学科的持

续发展。

徐杰舜 :下面梁正海同学发言。

梁正海 :我是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二年级研究

生梁正海。再次感谢徐杰舜教授和组委会给我提供这次机

会 ,我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注重三个互动 培养三种能

力”。作为一名合格的民族学研究生 ,应该初步具备运用学

科思维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培养

这三种能力 ,我们认为应该注重师生三个方面的互动 ,即在

专业基础理论教学中的师生互动 ,在田野工作中的师生互

动 ,在科研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和同学

们的一点感受 ,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是注重专业基础理论教学中的师生互动 ,培养学生

独立的学科思辨能力。学科思维的训练 ,离不开老师的辛

勤耕耘和学生的刻苦学习。研究生学习与本科不同 ,一方

面 ,老师授课节奏快 ,涉及面广 ;另一方面 ,许多同学的思维

方式和学习习惯还停留在本科阶段 ,在学习中感觉无从下

手。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的老师通常给我们分阶段开列阅

读书目 ,传授读书的方法。这样不仅避免了同学们读书的

盲目性 ,做到有的放矢 ,提高读书效率 ,而且培养了同学们

独立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在授课的时候 ,老师们还经常用

自己治学的经验引导同学们了解、学习、研究、比较已有的

理论 ,鼓励我们要善于学习前人 ,又要敢于质疑、提出问题 ,

启发我们用学科理论对问题进行思考、分析 ,并组织我们展

开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同学们都觉得这种师生之间、同学

之间的互动学习方式 ,对培养同学们独立的学科思辨能力

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是注重田野工作中的师生互动 ,培养学生运用民族

学学科思维观察事物、发现问题的能力。民族学研究的最

大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是纯粹的“书斋”学问 ,而是在“田野”

中建构的人文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田野调查成了民

族学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 ,是民族学学科的生命之源 ,也

是民族学研究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从泰

勒、摩尔根、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特纳、列维 - 斯特劳斯等

人类学大师到今天的民族学学者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在田野

调查的基础上 ,整理、提炼出来的。我们中南民族大学在培

养学生田野调查能力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一是在课

程设置上安排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培养同学们的理

性认识 ;第二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播放田野调查录像片 ,

增强同学们的感性认识 ;第三是在社会实践调查课题中 ,给

学生提供了一定的科研经费 ,等等。问题是我们民族学的

大部分学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经

历 ,他们在进入社区调查的过程中又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

常常缺乏老师的现场指导 ,感到抓不住要点 ;在撰写调查报

告的时候 ,才发现许多方面被忽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直

接影响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因此 ,同学们都希望能将田野

调查理论课程的教学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田野调查有机的

结合起来 ,在老师的具体指导下 ,深入学习并切实掌握田野

调查的理论和方法 ,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运用学科思维观

察事物、发现问题的能力。

三是注重科研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培养学生运用学科

思维独立地研究问题的能力。我们中南民族大学为了培养

学生独立的科研能力 ,设立了“大学生创业科研基金”和暑

期社会实践调查课题 ;还举办了“研究生学术论坛”,为同学

们提供了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同时 ,还经常邀请知名

的民族学专家、学者到学校作专题学术讲座 ,多次承办了人

类学研讨会。通过与知名专家、学者们的零距离接触 ,聆听

他们的教诲 ,同学们开阔了视野 ,激发了科研兴趣。这对提

高同学们独立科研的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总的

来说 ,在科研过程中 ,师生互动仍然显得不足 ,一方面是学

生参与课题研究的机会不多 ,另一方面是老师的教学、科研

任务比较重 ,缺乏足够的时间指导学生的科研工作。这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学们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作为民

族学专业的研究生 ,我们热爱民族学 ,我们将努力学习 ,力

争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民族学工作者 ,为民族学事业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徐杰舜 :好 ,下面请林敏霞同学发言。

林敏霞 :我想今天非常荣幸和各位学界前辈交流这个

问题。刚才我们几位教授从制度层面 ,从教师本身的角度

去谈这个问题 ,这位二年级的研究生跟我一样的 ,我也是三

年级的研究生 ,广西民族学院的研究生 ,可能我想我谈的也

是从我们学生自身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我的角度主要就

是自己的感受 ,就是说从自己学校说的。因为每个学校的

经验、条件不一样 ,所以它在培养研究生的时候可能都会有

自己的特色。我所谈的就是一个本土的、个人的经验 ,是近

三年来和我的导师以及我的同学们相互交流学习中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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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体会。

第一年刚来广西民族学院的时候 ,我们的导师就说要

给我们提出一个目标和基本任务 :就是挖好一口“井”,做到

五个“一”。所谓挖好一口“井”,就是要研究生在研究生学

习期间 ,确定他自己的学术方向。三年的时间很宝贵 ,尽快

根据学生的特征和兴趣帮助他确定好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事

半功倍的。像我的同学中有一位本科时候就是学泰语专业

的 ,根据这个特点 ,我们导师就安排她做有关中泰文化比较

方面的课题。我自己来自浙江 ,广西对我而言本身就是很

好的一个天然的田野点 ,所以 ,广西的平话人是我的研究方

向。在此基础上 ,我们导师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做到

五个一 :第一 ,要做好一个索引 ,要了解自己这个研究方向

上前人已经做过的所得成果 ;第二 ,要写好一篇相关的述

评 ,了解前沿在哪里 ,突破口在哪里 ;第三 ,做出一个整全的

民族志 ,这是我们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生最基本的一个

能力 ;第四 ,要写一篇经典著作的书评 ,针对人类学和民族

学的经典著作要写一篇比较全面的、比较到位的、有分量的

书评 ;第五 ,要写一篇规范的学位论文。这“一口井 ,五个

一”当时看来好像很遥远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的要求 ,如今

已经是两年多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 ,除了我们的学位论

文还在完成当中 ,前面四项我们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个和

我们导师一开始就提出目标 ,并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严格要

求 ,从不松懈是紧密相关的。

为了使我们能完成上述提出的目标 ,导师在平时的学

习中一直要求我们要“多下田野、多读书、多写作、多讨论、

多参与”,做到“五多”。第一个多 ,就是要多下田野。作为

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生 ,学会如何做田野 ,如何在田野中“生

存”获取资料 ,是最基本的能力和素质。我们导师对于我们

在这方面的要求 ,几乎是“米德”式的。他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像玛格丽特·米德一样能在单枪匹马在一个异域的田

野中应付所有的问题。从考上他的研究生 ,拿到通知书的

那一天开始 ,他的学生就会一个个被分配调查任务 ,拿着调

查提纲到一个个他指定的地方去做田野调查。连我这个当

时还在上海工作的学生也没能逃脱 ,被安排在浙江的家乡

做了一次有关渔民转业转产的调查。正式进门后 ,我们的

田野调查更是没有停过 ,每个寒暑假我们基本上都在田野

中渡过 ,甚至连我唯一一次在“五一”的时候回家参加我弟

弟的婚礼的时间里面 ,也被安排了调查任务 ,就是把我原来

做的有关渔民转产转业的调查能再深入点 ,做出一个完整

的个案来。坦白地讲 ,面对这种“米德”式的要求 ,心里并不

是没有怨过 ,不过 ,一旦我们有这种情绪 ,徐老师就会说 ,

“这都是为你们好 ,要不然 ,你就别读我的研究生”,那除了

继续乖乖地去做田野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 如今回过头来

看 ,我们几个同学 ,在自己的田野中还真能独当一面 ,从自

身的生存、到关系的建立和资料的获取 ,基本上都能应付自

如。第二个多 ,是要多读书。除了会做田野 ,通过阅读来把

握人类学的学科面貌以及当前的潮流 ,建立理论知识 ,培养

理论的抽象能力 ,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生来讲也是

至关重要的。徐老师要求我们在不超过两年的时间里面读

完 100 本人类学的必读书目 ,其中 10 本是精读 ,并且要写

出相关的读书笔记。这些大量的阅读的训练 ,一方面培养

了我们作为人类学研究生的基本素养 ,同时反过来对于我

们田野的启发也很重要。当时在进行阅读训练的过程中 ,

每个星期 ,每个同学读了什么书 ,我们都要负责登记下来

的 ,并进行简单的汇报。因为大家一起读 ,又有这么一种诚

信制约的制度 (我们都相信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诚信准则 ,要

不然 ,没有读过的书 ,说自己读过了 ,好丢脸的) ,所以 ,当时

我们集中精力阅读了主要的中外人类学的经典。如今 ,作

为一个后继的工作 ,我们的一位姓何的同学正在帮助徐老

师负责组织我们撰写“人类学经典导读”一书的工作。如果

没有一定量的前期阅读训练 ,这个工作开展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个多 ,就是要多写作。可以这么说 ,我们研究生的学习

成果 ,最后都要体现在文字上。所以 ,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的

田野调查都必须写调查报告 ,同时写田野日记。就像我刚

才提到的浙江渔民转产转业调查小小的例子来说 ,我自己

一开始去做 ,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它形成文字 ,只是认为那是

入学前一次小小的非正式的人类学田野的训练 ,然而 ,时隔

一年后 ,我们徐老师还记住我曾经做过这么一次小的调查 ,

在我五一回家参加我弟弟的婚礼的时间里要求我去继续做

调查 ,并写出文章 ,参加上一届的生态人类学的会议论坛。

虽然就文章本身而言 ,不算是什么出色的文章 ,但是我的体

验真的很深。因为每一次写作 ,都迫使你去思考 ,而每一次

的思考 ,就是对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的进行一种重新的审视、

批判和组合。而且 ,我们导师认为 ,多写作 ,可以积累成果 ,

可以看出自己的成长 ,而且也有利于激励自己不断地去多

读书 ,多思考。这个是研究生区别于本科生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方面。第四个多 ,就是要多讨论。讨论是面对面的交

流 ,可以直接针锋相对地进行不同意见的交锋 ,这个有些时

候比写作还要考验我们的胆量。不仅在课堂教学上采用主

题讨论的方法 ,而且有机会我们会把讨论延伸到课堂外面。

徐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 ,如果能驳倒到他的观

点 ,他就乐呵呵地给高分。其中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 :我

们刚刚入学的时候 ,徐老师曾经组织了一次题为“什么是人

类学眼光”的讨论课。当时大家众说纷纭 ,甚至关于“眼光”

内涵的界定都争论不休 ,对于徐老师提出的“人类学的眼光

就是从人出发再回到人”的观点显然也有了不同的意见。

最后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参加了 2003 年 10 月份在北京中

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论坛”,利用

论坛空闲时间就这个问题对其他的人类学学者进行采访 ,

吸取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重新组织自己的观点 ,最后形成一

组文章 ,这组文章显然各自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 ,显然并不

同于我们导师的意见 ,但恰恰也是我们导师最喜欢的意见。

我想补充说的是 ,当时在会场上大概再也没有其他的学生

会像我们几个一样 ,为了访问到数个不同的人类学者的意

见 ,会在论坛休息的时间里 ,那么活跃、那么拼命争取时间

去一个接一个地访问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学者。以至于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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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湾的学者说 :在大陆看到几个学生众星捧月般地围绕

着学界前辈 ,不断地虚心求教 ,很受感动和鼓舞。就因为这

份感动 ,他回到台湾后特地从台湾寄了他的新作《羌在汉藏

之间》到广西来 ,给我们几个学生轮流阅读。通过各种形式

的讨论 ,我们培养的不仅仅是一种思考的能力 ,也练就一种

勇于追求不同思想的品质以及提出不同意见的胆量。第五

个多 ,就是要多参与。在我们导师的观念中 ,研究生除了自

己学习 ,还应该尽量合理地参加各种和学习有关的工作中 ,

通过参与各项工作 ,把自己学习到的知识运用进去 ,同时也

从中检验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及时改进。对于这个“多参

与”我个人的感受非常的深刻 ,从某个角度而言 ,多多参与

也是我们导师带研究生最大的特征之一 ,通过多参与 ,各种

综合能力得到大大的提高 ,甚至无形中也为我们在研究生

阶段奠定了一些微薄的学术成果。这些参与形形色色 ,在

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最基本的参与 ,

就是参与本科生人类学教学工作 ,一个人讲一章或者两章

的内容 ,就反过来要求大家对于这块知识要掌握地十分细

致 ,而且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出来 ;第二个参与是参与人类学

教程这个教材的修改工作 ,这本教材现在已经出版 ,对于我

们来讲 ,即提高能力 ,也是一点小小的学术上的成果收获 ;

第三个参与就是尽可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 ,扩大我们的视

野 ,能认识更多的人类学学者 ,从他们身上学习东西。就我

个人而言 ,读研究生以来 ,连这次会议算在里面 ,我参加过

5 次人类学方面的会议 ,和那些没能有机会参加会议的同

学比较 ,自己确实感觉收获不少。特别是坐在这些老师中

间 ,听他们讨论交流 ,更是能收获到平时课堂里面无法得到

的许多知识。比如 ,近距离地听周大鸣、王铭铭、彭兆荣、王

明珂、翁玲玲等等学者的学术生涯和思想观点 ,对于自己的

启迪真的非同小可 ,包括理论上的一些反思 ,有些反思后来

还直接体现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上。第四是参与学术著作的

编撰。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本书的编撰工作 ,有的已经

完成初稿 :如《平话人变迁》、《平话人图像》、《平话人印象》,

有的正在进行中 ,像 民、经典导读等 ,可以说我们的训练

不仅仅在于写一篇文章 ,也扩展到了一本书的编撰。其他

的参与还包括学者访谈的录音、会议录音的整理、专业文章

的翻译等等 ,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细述了。

总之 ,通过目标的设定、通过具体方法上的实施贯彻 ,

两年多来 ,我们在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参与能力、语言能

力、观察能力、理论提炼和升华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上

都有比较大的进步。而我最后想说的是 ,所有这些能力的

获得和提高 ,与我们导师的负责态度、严格要求、悉心培养

和爱护是分不开的。一个导师只有具备了一颗对自己学生

负责任的心 ,他才会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学生放在心里 ,才会

不断地寻求和创造各种机会给自己的学生去学习和施展 ;

一个导师只有具有了从严要求的精神 ,才能不断鞭策自己

的学生在宝贵的青春年华中尽可能多地吸收更多的养分 ,

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光阴 ;一个导师只有具备了悉心培

养的耐心和爱心 ,才能及时给予在前进途中受到挫折、陷入

困惑的年轻学子以勇气和鼓励 ,朝着前方不断前进。

最后 ,回到本次发言的开始部分 ,我说了我所讲的是人

类学民族学研究生培养“本土”的一点经验。是否值得大家

借鉴 ,需要和各自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看待。但是 ,“本土

的”、“个人的”经验的东西 ,并不拒斥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学

的培养模式 ;而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的培养方式根据

不同的情况也可以吸收其他“本土的”、“个人的”经验。无

论如何 ,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培养有良好素质和综合学

术能力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生。我的发言完毕 ,谢谢大

家 !

徐杰舜 :谢谢各位发言的代表 ,由于时间的关系 ,现在

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次论坛的全部议程。在中南民族大学

以及中南民族大学民社院、中南民族大学南方研究中心的

鼎力支持下 ,此次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另外 ,我相信关

于研究生教育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 ,特别是当硕士

导师的都有很多看法、经验 ,包括我们台湾的朋友 ,他们也

有很多看法、经验 ,时间的关系 ,我真的是很想把它开放出

来讨论 ,但是一开放 6 点钟就到不了家了 ,这就比较麻烦 ,

所以我们还是按时回去 ,因为今晚是闭幕式宴会 ,那我们就

在车上继续讨论。谢谢大家 ,现在散会。■

收稿日期 　2005 - 1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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