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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的渐变与突变

夏竟峰*

对文化变化的课题.人类学家给予了很大的注意.通过个案的具体分析和一般理

论的建立.使得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较全面而深入的程度。本文要讨论的物质文化.

尽管也是文化中的一个部分.但毕竟是从形式上来说极为独特的那部分.是文化中可

看见可摸着的实实在在的内容。学者们在讨论一殷性的文化变化时.常常把物质文化

作为整体文化中的因素之一来提及.专门论述的却是不多。显而易见，物质文化自身

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变化会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从而能够区别于文化变化中的其它因素。

人类学家威士勒(Wissler) 给物质文化下了比较概括而又准确的定义说它是.人

类的物质财产 [Wissler 19.35: 520] 。在一般的概念中，物质文化包括了人类社会

中可见到并可以使用的一切实物.它们可以是房屋.也可以是装饰用品.或者是无所

不在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服饰、武器等。作为文化中一个可触摸到的方面.它

们被人们制造出来并被人们广泛地使用。在不同的文化中.物质文化同样也会因其独

特的内容与形式而区别于其它文化。

我们知道.文化是在发明与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学

习.因此文化总是在不停的变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物质文化也处于不断地变化之

中。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物质文化以适应自身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他们也会

从其它人群那里学习来新的东西.以改进自己的.或填补其中的空白。可以说.物质

文化的变化是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

就象从一蜒的文化变化中所能看到的那样.物质文化的变化是通过不同人群之间

相互的直接或间接接触而产生的.交往为物质文化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和途径。

勿庸置疑.物质文化变化的原因及途径是相当多样的:主动的学习、不自觉地接

受或强迫式地吸取;短期性的变化或长期性的变化;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所产生的变

化等等。这一切都增加了研究中的复杂性.从而使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在分析

中多种手段的使用变得重要起来。另一方面.尽管物质文化有其独特的性质.但它毕

竟是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它不仅仅是反映物品制做与使用的技术过程.而且也和行为、

思维以及文化的其它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Re归olds 1984: 156J .因此很难将其割裂

开来研究。所幸本文只是单纯地讨论物质文化变化的形式.不必陷入上述的广泛的领

域。

物质文化的变化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以突变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象文化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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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比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音乐舞蹈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变化的速度非常之缓

慢.以致于几乎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变化的量也是非常地微小.在一定的时期内几

乎很难测定出来。然而物质文化是具体化的内容.每种物品的制做与使用都是实实在

在的.而且形态明确、结构清楚.这就使得突变的形式似乎很自然地成了物质文化变

化的主要形式。比如海南岛黎族的传统房屋形式是茅草的高脚船形屋.后来受汉族文

化的影响.汉式的尖顶形屋取其而代之。那么所能看到的似乎就是这两者之间的截然

取代;又如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男子的服装一跃而由汉族的式样取代了传统的服装。物

质文化变化的形式从这里看是相当地简单明了。的确.从每个单件的物品变化来说.

就好象是经历一个从此到彼的过程.似如铁锅代替陶盆、铁锄代替树丫锄.变化再明

显不过了。而且这类替代品甚至不需要学习制作方法，买来使用同时摒弃旧有之物即

可。然而且慢.让我们看一看在铁锅买进前或刚刚使用之际陶盆是否被改制成锅的

形状;在使用铁锅的同时.陶盆是否还没完全被摒弃.还曾一度一同使用?从而在此

与彼之间找出一个或几个中间的环节.证明在突变的表面现象之后，还隐藏着实际上

的渐变形式。

造成物质文化变化以突变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具体研究资料的限制所

引起的。由于物质文化的变化总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甚至会延续很长的时间.

而观察每个民族的物质文化总是在一定的、较短的时期内.所能看到的多为一幅平面

的场景.因此物质文化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过程.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只

看到了突变。又由于突变民族志资料的缺乏.尤其是关于物质文化部分记载的缺乏.

对实地观察之前的物质文化状况所知甚少.难以进行纵向的深人研究。再加上很多人

类学家明显的忽视物质文化.造成了这方面研究的薄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物质文化变化的研究已无路可走.事实是.变化的痕迹散布于

实地考察的资料之中.它需要的是仔细观察与认真分析。一些看似无意义的现象之间

却可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再结合可行的比较研究、能利用上的文献、以及实地详细

的采访.最终会发现物质文化变化中的渐变特征。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50多个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创造出了千姿百

态的民族文化。不论人数的多寡、社会组织的各异或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别.各民族长

期以来相互交往是很频繁的。在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其它文化中的因素.

逐渐形成了并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给我们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物质文化

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定时期内.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各民族有着独具特色的

文化.它们的物质文化.通过其形态、功能等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可以看出相互借鉴

的影子。

下面试从几例个案分析人手.找出物质文化变化的可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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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诺族男裤

1988年夏天.我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基诺族的物质文化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基诺

族人口虽仅1万2千余人.但这个人数较少的民族却在大约610平方公里的热带山区中

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独具特征的物质文化。其中让我感兴趣的物品之一.是在巴来寨

所见到的一种男式悖于.这是基诺山区东南部地区过去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裤型.现在

已比较少见。

这种裤子用基诺妇女织出的粗麻布制做.白色、间以红蓝色细条纹.裤腰宽.裤

裆肥.碎腿阔.与几十年前的汉式男裤很相似。奇特的是从后面的裤腰处垂下了一条

长布带.该布带宽约20公分、长约80公分.质料、色彩均与裤身相一致。基诺人也不

明白它的实际用意.只知道穿着时.按规矩把该布带折成双层、通过双腿间的裆部绕

向身前.然后掖在前面的裤腰里.正好包住生殖器部分(见图 1 )。表面看来它完

全是裤子以外多余无用的摆设.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也谈不上是增加美感的附属装

饰。制做者说她们是按照老一辈的做法学习来的，未加以任何改进。她们也不知道为

什么腰在裤子外面附加这么一条奇怪的布带。

基诺族男裤的这种奇特的装饰很可能是基诺族传统服饰变化中所留下的残遗.从

这条布带上可以找到早先基诺族男装的样子。我们知道在热带地区.即使是现在.包

卵布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男子装饰。无论远至太平洋诸岛、东南亚地区还是附近的华

南一带.很多民族的男子上身赤裸、下身多着此装.如海南岛的黎族和云南省的低族

等。在这些地区.现代形式的男裤过去是不存在的。对于生活在气候炎热、丛林密布

地区的民族来说.包卵布有着较明显的优点.而且可以看出.它对于在密林中持猎的

男子更为实用。基诺族传统上正是一个以山区持措采集为主要生产经济方式的民族.

世代居住在热带雨林地区。可以推测.若干年前.基诺族男子仅以一条窄市带(甚至

可能是兽皮或树皮)包住生殖器.将布带的两端系于前后的腰带上.以此保护生殖器

官，就象热带地区很多民族的男子现代仍然佩带的那种简单的包卵布。

后来.汉式的男裤(有阔的悔脚和肥的裤裆)传人了基诺山区并逐渐接受.人们

开始模仿汉式裤子的制作方法改变自己原来的包卵布。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顽固心理.

接受者在引人它的同时又采取了妥协的姿态.把汉式的裤子与传统的包卵市结合在一

起.于是形成了这种不伦不类的模样。

基诺族男悔是物质文化渐变的一个形象的实例.证明了在变化的此与彼之间存在

着中间的过渡形式。在这里.不同的文化影响与不同程度的继承和抵制相交锋.表现

无疑[普洛格和贝茨 1988:609] 。

从基诺族男裤宽大的裤脚和肥赘的裤裆来看变迁最晚也发生在几十年前.甚至

可能更早些。那时的汉式男裤即相似于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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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黎族房屋 1 ) 

黎族传统的房屋是茅草的船形屋。本世纪40、 50年代.黎族的一个支系普遍建造

高架楼板的船形屋.这种茅草房屋的特点是:高架楼板(离地1- 1. 5米左右)、房顶呈

圆形、双檐下垂直至地面、无两侧檐墙、无窗户、开门于山墙处。它被称之为高脚船

形屋，

另外有-个支系居住在被调查者称之为低脚船形屋的房屋中.其建筑形式和结构

非常地相似于高脚船形屋.惟楼板的高度降低了.离地面仅20-30公分左右。同时在

该支系中也可散见一些落地船形屋.它于前两者的区别是没有了楼板。

绝大部分地区的黎族房屋则是明显的汉式形状.特点是尖顶、无楼板的落地式、

有檐墙、有窗户.不过黎族特有的山墙处开门的特点则被保留了下来。

表面上看.无论是高脚船形屋、低脚船形屋.还是落地船形屋.都只是一种黎族

内部支系间的差别.是同一时期不同支系地不同特色。调查者多是从这个角度去记录

它们.随后的研究亦无多少不同意见。

通过后来的重新调查以及对历史文献的认真研究.我们发现这几种船形屋并不是

不同支系的特色而是代表了它们之间的一种延续关系。( 1 )黎族传统的房屋形式

是高脚船形屋.历史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这一点.并且对于其结构与形状给予了详细

的描述，与50年代所见的高脚船形屋完全一样。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左右

以前的时代.经历了宋元明清等朝代。( 2 )在居住高脚船形屋的支系中发现了少量

的低脚船形屋.这个被研究者们忽视了的材料证明了不同的船形屋并非是不同支系的

特色。另外在这个支系中，高脚船形屋先一步迅速而全面地消失。( 3 )在居住低脚

船形屋与落地船形屋的支系中.找到了其传统的房屋也是高脚船形屋的大量文献证明。

同样在此支系中.低脚船形屋先于落地船形屋而迅速地消失。( 4 )居住船形屋的各

支系80年代初都改建汉式尖顶的汉式房屋。由此可以断言.从高脚船形屋到尖顶的汉

式房屋.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渐变.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早期的船形屋由

高架楼板降低至低架楼板.直至撤去楼板而为落地式;房顶由拱形到尖顶;檐墙从无

到有(见图 2 )。到今天.船形屋已基本从黎族地区消失，以致只能在博物馆、旅游

点或只能在图片中找到了。

对黎族房屋变化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文献记载得相当丰富。各个

阶段变化的资料比较详细地被介绍了下来.同时大规模的变迁正好发生在民族志调查

之际.因此使得我们有机会目睹了一幕物质文化渐变的活生生的画面。

1) 黎族房屋的资料依据的是so年代初期的调查材料.主要来自刘耀茎先生编的{海南岛黎族

的住宅建筑}一书和一些尚未正式出版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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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鄂伦春族房屋

鄂伦春族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他们的住房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一

种被称之为.仙人柱.的房子.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筑。每当鄂伦春措人游猎到一个

新的地方.总是先要安营扎寨。他们砍下桦树杆数根.架起.形成上尖下宽的尖状结

构.上端扎于一起.下端散开形成圆形。铺桦皮或兽皮于其上作为顶.下端开一个口

子为门。这种.仙人柱.住房极为简陋.很难抵御寒风和潮湿的侵袭.尤其是冬天.

寒风从铺顶的桦树皮下端吹人.令居住于里面的人们寒冷无比。它的最大优点则是适

于流动性的生活方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拨款为鄂伦春猎民建立永久的定居点.改

变了鄂伦春人的游猎生活方式。新设计的村庄分布着井井有条的砖瓦房.每户都有独

立的房子和院落。新的住房宽敞、明亮.保暖性能大大忧于传统的住房.仙人柱

对于处于严寒地区.每年总有半年以上大雪纷飞的鄂伦春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然而有意思的是.当猎民们搬进新居后.他们 不适应 新的、暖和的住房.而

纷纷在院子里或村子外搭起.仙人柱 .放着新房不住.却长年住在一旁的简陋的传

统建筑中。当然也有变化.那就是对.仙人柱 加以特别地修理.顶部多铺上厚而暖

和的兽皮而不是桦树皮.底部的漏风处也经过加工.增强了保暖的性能。于是形成了

鄂伦春村落中处处可见.院内搭.住棚. .的独特景象，很为初访者所不解。

这种状况甚至沿续了十多年至二十多年。

以上数例告诉我们.物质文化的变化往往是一种适应过程.当一种文化惜助于另

一种文化的因素时.它往往将借来的东西或观念翻出一种新的花样.加以重新配合，

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与传统.而与其固有的文化相协调[马林诺夫斯基 1937: 22 : 

Ember and Ember 1988: 455J 。黎族在房屋建筑方面接受了汉文化的形式.但又不是

毫无保留地接受.而是将其与自己传统的建筑形式融合起来。因此即使在汉式尖顶

房屋完全取代船形屋的情况下.黎族传统上开门在山墙处以及房内不喜隔间等习惯也

保留了下来.使汉式房寄了黎式特色。当这种协调难以实现、变革不可避免时.人们

也总是以改良的手段延长变革的过程.尽量保留能与传统发生联系的标志.从而造成

了物质文化变化中的渐变过程。基诺族男裤与鄂伦春族的.仙人柱.便可被视作一种

变化中的怀|日心理。

物质文化的渐变形式存在于大多数的变化的物品中.如果对于物质文化具体的变

化过程给予足够的注意与分析是不准发现这一点的。尽管不能否认某些物品的变化并

不严格地遵循这个规律.但大多数的物品.尤其是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物品则常常

如此。

渐变过程可能是一个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也可能发生得非常快。一般来说.时代

越早渐变的节奏就慢越长。近现代.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同时也由于现代化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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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文化之间的交往变得相当地密切.因而造成了广大泛围内物质文化变化速

度的飞长。周律日见缩短、比率逐渐加大。对于中国的各少数民族来说、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以后各民族物质文化的变化速度比以前快得多。

这种物质文化变化节奏的加快.很容易给变化造成假象.使人们只注意到变化的结果.

而忽视了变化的过程.从而让表面现象掩住了实质的内容。

对于物质文化的个体来说.重复变化也是渐变的一种形式。重复变化多是特殊情

况引起的.如战争、政治冲突等.它的发生取决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 60年

代中、后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导致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些

传统的物质文化发生非正常性的变化。然而这场运动过后.传统的内容又以与消失同

样的速度恢复起来。

强调物质文化变化中的渐变并不等于否认突变的存在。辩证法认为.一定的渐变

导致突变.突变是渐变的结果。变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会表现为渐变，坦过这个时

期则看到的会是突变。如黎族的房屋.从船形到尖顶形之间是突变.这个突变又是一

步一步地从高脚到低脚再到落地式逐渐变化而来的。又如基诺族，现在男子普遍穿着

的裤子已不是我们所描写的那种了.而是纯粹的汉式。抛开中间环节不谈.汉式男裤

与旧式包卵布之间便是突变。我们不否认物质文化的突变.而是担心另一种倾向.那

就是只看到突变，否认了渐变，

从物质文化整体而不是单个个体来看.在一定的时期内.单个文化中的整体物质

文化系统也会以渐变的形式发生变化。在前述的物质文化的个例中，渐变体现在物品

变化的过程中.突变是最终结果。但对于物质文化的整体来说.渐变不仅仅发生在每

件物品的变化过程中.更主要的则以变化着的物品的数目与种类来体现。在一个较短

的时期内物质文化的整体都不太可能出现全部的突变.进而导致原杏文化特性的消

失。这需要漫长的过程。不同的文化影响与不同程度的继承和抵制是相互交锋的.一

个逐渐从别的文化中吸取因素的民族.绝不会在-定的时期内把别的文化中的所有内

容都加以采纳.它会有选择地接受那些适合于自己的成分.即使是重压下的被迫接受.

也会顽强地坚守着被认为是最具传统性、最重要的内容。

历史上.海南岛的苗族是作为朝廷派遣的人征者而从中国大陆进人岛上的.由于

征战计划的改变.他们被迫留住在了当地.与被征者黎族共同生存于同一地区。由于

人数比例的悬殊.加上对新生活环境适应的需要.苗族逐渐从黎族以及当地汉族那里

学习来了很多的东西.物质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

方面。然而苗族却始终保留着自己的服饰特点.个别生活用具也与黎族的同类物品有

着形态的差别。我们没有统计过黎族与苗族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物品与不同的物品的具

体比例数字.但显然相似性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然而无论如何.在实地调查中却能明

确地分辩出它们不同的物质文化面貌。重要的是.苗族的那些没变化的物品特色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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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

整体物质文化渐变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经过一个较长时期后的整体突变。这方

面的研究更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反复的比较以及多次重新的调查。从速度上看.物

质文化的整体变化要比同一文化中的其它因素变化得快.比如语言、宗教信仰、凤俗

习惯等。物质文化的整体突变并不一定意味着该文化的全面消失，因为物质文化只代

表文化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所以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些民族间的物

质文化差别甚小.但各自仍作为独立的族体而存在.语言、风俗、思维等方面还存在

着相当的差别。在中国青海、甘肃一带居住的一些人数较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物质文化相互差别甚小，它们各自的物质文化整体在某一时期已产生了突变.但他们

仍属不同的民族。因为文化的其它特性还保留着。

总之.物质文化的突变与渐变有着辩证的关系.两者同时存在。变化过程往往以

渐变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或明显地存在于变化申.或只能通过零星的证据去发掘了。

渐变到一定程度产生突变:突变作为变化的结果而出现.却往往会将人们引至误区.

以致忽略渐变的实际存在。对此研究者需加以特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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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诺族男服

高脚船形屋 低脚船形屋 蓓地船形屋

汉式尖顶屋

图 2. 黎族房屋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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