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时间研究的新动向*,未来人类学-述评

木 粲 成

未来!一般被认为是构成人类基本时间观念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意识之一"

!虽然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未来意识不时被强调为一个亟需重视的人类学论题!但系统化程度较高的

成果却较为鲜见"

$#%*

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人类学新动向书系$出版了荷兰乌特勒支大

学瑞贝卡(布莱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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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丹尼尔(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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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的,未来人类学-"

$该书发出了#未来作为方法$)

@><E1@1;<8C9<@>?A

+的研究倡

议!是相关领域迄今最具系统性的一项成果"同样致力于未来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柯林斯

)

Q891<7-?7762C

+曾评论称*#此书为人类学未来研究这一迅速发展的议题做出了鼓舞人心的

贡献"尤其是!它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未来!人类学家如何发挥自己的角色3$

%本文尝

试述评其要旨!宣介人类学时间研究#未来作为方法$的新动向"

一'发轫*从#现在中的过去$到#现在中的未来$

人类学曾长期偏重过去
P

现在关系"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人类学时间研究的经典之作

中!非西方社会的未来意识若非被忽视!

&就是被视为过去
P

现在意识的附庸!而试图预测或

掌控未来的趋向!则往往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专属"

' 随着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

入!以及人类学对西方社会研究的介入!现代化的状况和与之伴随的未来权重提升(逐渐进入

人类学的视野"而为了阐释现代化下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动!人类学在理论与方法层面也开始

突破各种决定论的框架!试图探寻实践活动中富有创造性的一面!

)这使得未来意识作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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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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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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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

;̂?26C78W '8762?WCB6

+'埃文斯
P

普里查德)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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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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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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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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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茨)

-76EE?;A/<<;@Z

+'布洛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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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贡献过时间研究的经典之作!但这些作品均未针对未来观展开系统分析"相关研究回溯参见木粲成*

,实践中的时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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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指出!现代化带来社会风险激增与不确定性加剧!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它作为今天经验与行为的归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取代了$"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郗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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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得到了重视"

$#

世纪
*#

年代!人类学的时间研究日益专门化!#未来$也开始迈入人类学辩论的前台"

%**$

年!杰尔)

G7E;<A/<77

+在,时间人类学-一书中认为!人类享有共同的基本时间认知机制!

它由回忆'感知'期待三种机能触发的统一于当下的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构成!未来在其中持

续发挥着指引现在的效力!是时间意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同年!芒恩)

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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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

对人类学时间研究的系统批判回顾中指出!无论是计时方式的探究'时间观念的概括!还是对

记忆与历史的讨论!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相较于给予%现在中的过去&的细致考量!人类学

家们一直在%碎片和补丁&式地讨论未来66未来在它的过去
P

现在
P

未来家园里被动地缺席

了$"

$据此!她倡议人类学重视对未来意识的探讨"沃曼)

Q82A;85877982

+则于同年发表了

论文集,当代的多样未来-!其中收入了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

GQG

+于
%**#

年在爱丁堡召开

的年会#人类学的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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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

篇文章!讨论了工业社

会与非工业社会中人们的某些未来愿景!以及由一些当代社会的新趋势引发的对人类学未来

发展的思考!并汇集出了四点关于未来之社会效力的结论"

%这些作品给后续人类学对未来的

探究奠定了基础"

二'进展*,未来人类学-

,未来人类学-恰是基于以上脉络而展开的进一步研究"基于对时间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对

地中海东部沿岸塞浦路斯'希腊当地社会动荡状况的长期实地调研!布莱恩特和奈特对人们的未

来意识和当代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重视!并试图以这本合著推动人类学未来研究的继续进展"

两位作者在书中首先回顾了人类学研讨未来的历程!尤其对
$%

世纪以来的相关成果给予

了详尽述评"这些研究主要出现在一些相关议题之中!如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城市与国家发

展计划'微观经济与金融'时间管理与预测'生物技术'人类世)

82@>;?

I

?:<2<

+'气候变化与能

源危机'地球极限与太空探索'时计与时间性的多样性'时间绵延理论'历史意识等"其中不乏

如柯林斯,明日诸文化-

&与阿帕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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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作为文化事实-

'一样明确提出

要振兴人类学未来研究的作品"但布莱恩特与奈特认为!即便这些成果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

未来研究的重视!但#其中大部分都没给出可资跨文化地研究各种未来时间性的工具$"

(

有鉴于此!两位作者提供了#导向$)

?;6<2@8@6?2C

+这一概念!作为人类学展开未来研究的

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工具"他们认为!交织着人'物'事的实践活动与时空持续互构"实践活

4$%

人类学时间研究的新动向*,未来人类学-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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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粲成'贾仲益,时间的构成与认知*杰尔的时间人类学理论内核述论-),民族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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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点结论包括*未来可被用于合理化现在的行为0未来场景可发挥阐明现在或委婉批评现在的作用0对未来的信

念支撑着自我意识及其存续0未来信念的改变能够剧烈地改变个体'群体'自然'文化之间的关系"参见
Q82A;8587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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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多样的!从而时空也是多样的!每种时空都有其特定的#目的
P

情感结构$)

@<7<?8EE<:@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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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内含着一系列目标'筹划'事功!以及附着其上的情感与情绪!这些因素会丛集

为一种导向!牵引着个体和群体的所思所为"随着多样实践活动的展开!不同的导向会在日常

生活中不断变换'交叠'冲突"

! 通过推出#导向$这一概念!两位作者既意在强调目的论!突出

未来导引行动的效力!但也试图规避进化论和进步论的先入之见!力求把未来的开放性或不确

定性包纳进来!给位于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阈限提供厚重感或孔隙感!使未来的丰富性'微妙性

都能得以凸显!以便人类学研究者更系统有效地以民族志来观察与讨论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

未来与行动的关系"

$

他们试探性地辨析出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导向*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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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书中依次各列一章展开

了深入阐发"沿着一种试图勾连时间哲学'时间社会理论以及时间民族志的努力!每一章都包

括了与某一导向相关的哲学讨论'人类学或其他人文社科成果梳理'民族志和历史等材料剖

析!以指向对此导向之特点的概括"

第一种导向是预备"两位作者认为!这一导向能将现在缩减!把未来急迫地拉入现在!促

使人们调动过去的经验!为迈进未来做好准备"

%集体层面的预备往往与剧烈危机的迫近相

关"危机的迫近会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形成富有威胁的未来"而在预备之中!人们

会以一种以先发控制的方式!试图把握或改变那些即将到来的事件!以消解对不确定性的焦

虑"

&文中举例!在
%*+"

年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冲突爆发前几个月!一些土耳

其族居民就已察觉到当时的紧张气氛极有可能演变为大规模暴力冲突!于是成年男性开始彻

夜不眠地在家门前守卫!妇女则带着孩子离开村庄!试图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在两位作者看

来!这些旨在预防暴力伤害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人们在预备的导向下采取的行动"

'

第二种导向是期盼"期盼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导向!它把现在对过去的延续投向未

来!形成一种对未来的展望"两位作者强调!不同于预备那种力图迈入未来的强烈实操性!期

盼是观望式的!它唤起对未来应会如何的设想!但不给人以未来业已迫近的感觉"

( 在集体层

面!期盼常关联于和平繁荣的生活!或人们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文中举例道!在
%*!,

年塞浦路

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再一次的武装冲突尚未爆发之前!一些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青年曾以为未来的生活也将如过去一样平和地展开!然而战争的爆发粉碎了这种期盼!在此情

况下!人们会认为当下的生活是异常的!而曾经享有的)或其他正处于和平与繁荣之中的人们

所拥有的+那种能够从容地期盼未来的状态!才是正常的生活"

)据此!两位作者强调!虽然期

盼中的未来就像视野中地平线)

>?;6Z?2

+上那些模糊的景象!可能实现也可能变化或幻灭!但

它却恰是维系#正常的生活$!给人以安定感的一种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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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分析的第三种导向是推测!它被认为经常出现在期盼与预备之间的空隙'间隔或

延搁当中"人们在期盼业已破灭!但又无力预备未来的状况下!常会觉得被困在一种进退两难

的状况之中!这时!推测极易繁盛起来!它带来一系列推理'臆断'幻想!使过去'现在'未来都会

被彻底重估!以填补期盼和预备的难抵之处"

!两位作者认为!在集体层面!推测往往兴盛于危

机或社会转折之时!它使社会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猜忌'流言蜚语'阴谋论!也会让那些善于操

弄信任的投机者得以盛行"

$英国脱欧被两位作者认为是可资呈现推测的典例之一*欧洲一体

化'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曾是英国留欧派过去生活的主流!也是他们期盼中的未来!但脱欧

却悬置乃至终结了这种生活!动摇了留欧派对上述理念的笃信0加上脱欧公投后英国与欧盟谈

判进程的缓慢!拖延了英欧双边未来政策的明朗化!使留欧派们因一时无法期盼和预备未来而

陷入了对前脱欧时代生活理念的怀疑和对后脱欧时代生活状况的推测之中"

%

相比于预备'期盼'推测!潜能则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导向!它被认为是尚未实现或者还未被

确切认识到的能力和趋势"

&在两位作者看来!潜能不是现实却与现实并存!或许初露端倪也

可能长期蛰伏!可能会被实现也可能永不实现!但它却遍布于日常生活!是使现在孕育着未来!

使未来内在和超越于现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生命历程方面!潜能可以导引着人们超越已被

预定的未来"书中以作者之一奈特的一份自我民族志对此进行了呈现"他于
$#

世纪
)#

年代

中期出生于英格兰南部地区的一个底层劳工家庭!从小成绩优异!且怀有成为一名学者的理

想!却被家庭'学校劝导不该去追求超出自己所属阶层的生涯"通过努力争取以及一系列机

缘!他发挥了自身的潜能!走上了一条教研之路!挑战并超越了他的出生背景所预定的未来"

(

在公共生活层面!潜能会催发出一些新的社会动向"比如!一些新科技!如基因工程拥有的干

预人类生殖方式的潜能!就激起了公众介入医疗程序的道德责任感和对人权的进一步重视"

)

但两位作者也指出!潜能往往不能都被实现!当它被阻断或延搁!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

是放弃或漠然!另一种是希望"

希望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性的导向!它出现在潜能与现实的裂隙之间!在潜能被阻断或被消

磨至仅有残余之时!希望会以一种较为强烈的势头迸发出来!试图将尚未实现的潜能转化为现

实!导向一系列已蕴含于潜能之中的未来"

* 两位作者指出!在那些有望左右社会的未来走

势!但又颇为短暂的社会活动之中!往往能看到希望在集体层面的剧烈迸发"政治竞选即被认

为是典例之一"

+文中以
$##)

年美国大选与
$#%4

年希腊大选为例进行了呈现"在
$##)

年美

国大选中!奥巴马)

8̂;8:BDL898

+提出经济和医保改革'能源独立'伊拉克撤军等施政计划!

被不少选民认为能够有希望解决其前任布什)

/<?;

3

< 1̂C>

+在任期间未能面对的各种问题!最

终支持他赢得了总统大选0在
$#%4

年希腊大选中!左翼政党领袖齐普拉斯)

G7<[6C=C6

I

;8C

+提

出争取废除财政紧缩'提高工资水平等政策!被选民们认为有希望一改过去
4

年来希腊因债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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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而民生凋敝的状况!从而支持他赢得了总理之位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场选举中!参加竞

选集会的民众都将#希望$用作了支持两位候选人竞选的主要标语"两位作者认为!在政治竞

选期间!政治修辞'富于希望内涵的图像'朗朗上口的标语'媒体的鼓吹等手段!作为一种#想象

的技术$!能够让公众短暂地瞥见各种微型的乌托邦!看到能将潜势变为现实的可能!从而迸发

出希望!积极参与到投票或助选之中"但是!随着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获选后对允诺的政策的

不断打折扣'延搁乃至无法落实!公众曾经的希望也会逐渐破灭"

!

书中讨论的最后一种导向是宿命"宿命被认为是一种富含超越性和终极感的导向!它打

开了远超于前几种导向的未来视野!将人们引向各种据信是已然注定的终极未来"

$ 两位作

者强调!宿命中的未来虽远在期盼的视野之外!却又内在于现在之中!给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嵌

入了一 种 能 够 兼 容 决 定 论 )

A<@<;9626C9

+和 权 变 性 )

:?2@62

3

<2:

H

+的 未 到 其 时 属 性

)

12@69<762<CC

+!让人们把生活中的一些意外'挫折与苦难理解为迈向宿命终点的必经之路"

%

书中举例!各个群体都有其共享的宿命!如传统社会的永恒回归论'亚伯拉罕系宗教的末世论'

资本主义全胜论或消亡论等"美国例外论也是典型例证之一"美国例外论宣称!美国乃是特

受上帝庇佑的#山巅之城$!它不仅是所谓自由国家的不朽典范!还负有将所谓自由秩序带向世

界的永恒使命!这种以历史叙述为形式!但又超越于历史本身的宿命论!不仅导引着美国的国

家建设'外交政策!也凝聚着美国民众的国族自信"

& 两位作者对宿命的探讨!尤其对宿命中

的终点所具有的导向之效的关注!与书中论及的其他导向一道!凸显出原因受惠于结果的可能

和未来驱动现在的效力!引申出对因果决定论'线性时间观与历史决定论等观念的反思"

'

三'小结*倡导#未来作为方法$

通过对上述导向的剖析!布莱恩特和奈特为讨论未来这一时间意识的社会效力提供了一

套颇为系统的分析方法!有力地改变了前述芒恩所谓的#人类学家们一直在%碎片和补丁&式地

讨论未来$的局面"借助导向提供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未来如何以丰富的形式导

引着实践活动!塑造着人们对当下的不同体验!并且同构于日常生活的多维性和开放性"人们

对未来的体验可能非常细微!如预备!在稍纵即逝的瞬间立即体悟到具体的临近之事0也可能

极其宏大!如宿命!把跨越广阔时空的诸多关联抽象地整合为结构化的设想"这些随着不同实

践活动的展开而切换的未来意识!既为人们打开了不同形式的时空!开启了一系列或近或远的

目标!也牵动着人们的情绪起伏!蕴藏了改动人生轨迹与社会走向的效力"但正如两位作者所

提示的!六种导向的辨析是试探性的!其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仍值得继续探索"后续研究

既可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导向与具体问题相配开展研究!如预备与危机'希望与政治的关系0

也可继续探索不同导向之间的关系!如在何种情况下!期盼变为了预备!推测又转化为希望0还

可以争取发掘出更多的未来导向!如书中多次提到的#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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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在政治变局'经济危机'技术革命'人生曲折等现象中讨论各种未来导向!两位

作者体现出#未来正以不确定'脆弱'以及通常是相当可怖的方式出现!已是我们所研究的那些

人群的一种生活基本状况$"

!可以说!运用#未来作为方法$的视角!对于人类学更为周全地呈

现当代社会重视未来的典型特点具有推动意义"不过!正如柯林斯所批评的那样!虽然布莱恩

特和奈特比较精妙地呈现了民众对未来的渴望或忧惧!却并未对左右着这些未来的意识形态

和政治经济力量展开系统批判!这限制了未来研究的格局!让人类学家沦为了被研究者之未来

的旁观者"

$其实早在
%*

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尖锐地指出!持续动荡与高度不安乃

是资本社会及其人群心态的典型特点!

%并将这种现象紧密结合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

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未来社会方案的倡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有效地吸纳相

应观点与方法!把对人们的未来意识的呈现'批判'介入妥善地结合起来!也将是人类学的未来

研究所需继续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将未来更具核心性地整合到过去
P

现在
P

未来关系中!布莱恩特和奈特倡导人类学

要改变对过去
P

现在关系的过分强调!提升对日常生活中的目的论及其不确定性的重视!朝着

#从存在到生成'从结构到能动'从各种社会体制到将之投射向未来的希望'计划'实践'行

动$

&的考察方向迈进"布莱恩特与奈特还对费边)

0?>822<CN8L682

+有关#时间意识于人类学

的学科视野和方法而言是至为关键的基础$的判断'进行了延伸性思考!指出恰是由于对过去

P

现在关系的偏重!阻碍了人类学对能动性的妥善考量和对富有未来开放性的现代生活加以

周密研究"

( 从这个意义上说!倡导#未来作为方法$!可谓是从夯实学科时间意识的角度出

发!对进一步拓展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重视历史是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特色之一"中国的史学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偏

重过去
P

现在关系的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都可被视为协助生成这一特色的重要因素"但

此特色是否也招致了学科未来意识的薄弱和对未来研究的忽视3 近年来!已有中国人类学学

者注意到相应问题!并试图就扭转局面做出尝试"

) 协同相关成果和,未来人类学-提供的启

示!必将有益于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进展"

.作者木粲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地址$北京市!邮编
%##)!%

/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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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

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

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

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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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
P

现在
P

未来意识予以协同讨论的民族志分析!如黄应贵*,时间'历史与实践*东埔布农人的例子-!黄应贵

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湾#中研院$民族学所
%***

年版!第
,$"P,),

页0强调树立未来意识于开展日常生活研究之必

要性的讨论!如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

$#%!

年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