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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博物馆
韩 敏 ・ 色 音 编

附录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讲话―民博的机关研究

About the Core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Japan: Address by the Director

須藤　健一

SUDO Ken’ichi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

机关研究・�国际研讨会「包摄与自律的人間学」�
「中国的民族与社会―人類学的框架与事例研究」的致辞

 大家好。我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館（民博）館長須藤。感谢各位前来参加今日的「中国的社会

与民族―人類学的框架与事例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民博是日本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民博的国际共同研究是民博的机关研究的最好体现，目前

机关研究中有七个课题。今天的研讨会就是作为「包摂与自律的人間学」研究领域之一、由韩敏

主持的「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言说」课题成果发表的一环而召开的。

 此外，本研讨会也是基于民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類学研究所之间于今年 8 月

（2012年）在北京签署的学术协议，邀请了日本国内外的学者举行的国际共同研究。民博現在进

行的机关研究和国内的共同研究，共计有52个课题项目。除此之外，民博的国际研讨会，仅今年

11月就举行了 6 个。像这样前来民博参加研究集会的学者、国内外客座教员以及外来研究员每年

可达1,200名。作为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此乃可庆幸之事。

 今天的研讨会有两个目的：一是重新探讨中国的国民国家成立之后的家族・民族・国家等概

念；二是从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志的角度，探索民族的生成、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以及文化

认同的变迁。

 今天的与会者有从中国光临的有翁乃群等 5 位学者、从韩国光临的金光亿教授、从日本国内

远道而来的末成道男先生等12名学者、以及本馆的 9 名教员构成的共27位学者参加的大型研讨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5 位学者是基于刚才所述的「机关之间的学术协议」而邀请来的。

 今天的学术报告的第一分会（按照儒教的长幼之序，同时也是按照研究的历史和积淀的顺

序），邀请了中国研究的长老先生们作基调演讲。他们揭示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家族/家/

亲族构造的比较、中国的非汉民族的民族性的构筑背景中的社会及文化特性、中国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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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及国家/社会之间的竞合等富于动态的主题。

 明天的第二分会将根据第 1 分会揭示的课题，具体地展开讨论。一部分是有关中国文化对人

的分类原理以及民族认同的报告。这些报告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生人・熟人和他者的关系、被发现・
宣传、构筑的族群、客家言说的解释、都市社区中「回族」的文化认同、二战后形成的「中国朝

鲜族」的民族识别的社会和历史过程。第二部分是有关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开发的

主题。达斡尔族的萨满文化的再生、成吉思汗祭祀的复兴、苗族民族服饰的重新设计等文化战略

的动态。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经济政策和老字号、医薬公司的经营战略以及

现代的经营方式等等。

 今日的演讲人和与会者从常年从事东亚人类学研究的大家、中坚学者，到刚刚获得博士学位

的年轻学者，皆为对中国研究的推陈出新颇有见解之士。作为民博馆长能在此聆听活跃在国内外

第一线的诸位学者从东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角度，针对民族志的资料及其理论，进行丰富多彩的

演讲和讨论感到十分荣幸。

 同时我也期待从今天的对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以及越境的人/制度/文化的动态研究中，

产生出人类学视点的新解釈和独创的理论，并以此提高文化人类学研究在东亚的存在意义。

 我希望基于本研讨会的成果，民博作为「东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今后将进一步

加深与国内外的学者及研究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同时努力向学者共同体以及普通市民社会公开

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情报。

 最后，希望大家对民博的研究活动，多多给予支持和批评。

 谢谢大家。

2012年11月24日

于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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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讨会�

　「中国文化的持续与変化―全球化中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致辞

 大家早上好。感谢各位今天一大早，前来参加国际研讨会「中国文化的持续与変化―全球

化中的家族・民族・国家」。我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館館長須藤。在此为大会致辞。

 作为大学共同利用机构的民博，其核心项目的机关研究被定位是「国际共同研究」，共组织

了 4 个探索人类社会现代的先端问题。本次研讨会就是由韩敏主持的机关研究「中国的家族・民

族・国家的言说」的成果公开会。而且这个研究会是基于今天在座的王延中所長所属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和民博之间的学术协议而举行的。

 2013年，上个年度民博组织了46个国际・国内的共同研究课题组，举行了20次国际研讨会。前

来民博参加这样研究集会的学者、国内外客座教员以及外来研究员达1200名之多，实乃令人高兴。

 本次研讨会在前两年举办的国际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探讨中国的有关家族・民

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体制和価値観等在近现代的全球化影响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固有的社会

和文化的哪些方面仍然持续；同时也将分析全球化的制度、文化要素与传统结合会产生怎样的新

事物。

 听韩敏说，本研讨会的宗旨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拥有多样家族、多种民族、14亿人口以及

悠久历史的中国，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进行综合和崭新的切入；同时通过同海外华人社会、加拿

大、俄国、韩国和日本的比较，揭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为了举行今明两天的研讨会，我们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韩国、美国邀请了13位学者，

从日本国内邀请了11位学者，民博有 8 名学者参加。历任韩国、台湾、香港、日本的原文化人类

学会会長、活跃在世界第一线的32学者在民博欢聚一堂。能在本馆召开如此盛大的研讨会，走为

馆长，我感到万分荣幸。

 本研讨会第 1 分会的主题是家族、宗族、祖先、族谱、宗教、社会福利及社会化，由 7 名学

者作学术报告。在第 2 分会里， 5 名学者将针对国家、孔子祭祀、东亚的儒教、旅游开发、社会

学的新概念“蜂窝”等进行学术报告。明天的第 3 分会的 8 名学者将就民族、族群、文化认同与

物质文化等问题作学术报告。根据这些演讲报告，与会者将再进行评判和综合讨论。

 本次会议的议题，从个人层面到全球化的现象，内容丰富，而且充实。我期待在座各位对这

些学术报告提出建设性的评判，并进行活跃的讨论。

 最后对前来参加探索全球化時代的人、家族、社会、国家的“实际动态”、这种庞大主题的

本次国际共同研究的各位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期待从历时两天的研讨会里结出研究近现代的中国文化多元性的持续和社会变化的崭新独

创的果实。

 感谢各位今日光临。

2014年11月22日

于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