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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裕固族教育研究虽然历史短暂，但近十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领 域 构 建”的 基 础 工 作 着

眼，对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和定位进行探索十分必要。从整体来看，开展裕固族教育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

与裕固族通往“文化自觉”境界的两条最基本的路径———发展优质教育和构建研究能力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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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一种新的知识政治?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笔

者 2007 年接受裕固族学者铁穆尔访谈 时 明 确 提

出把“裕固族教育研究”构建为“一个现代学术领

域”的 文 化 － 知 识 发 展 目 标 前［1］，具 体 的 裕 固 族

教育研究成果已经存在，而且“裕固族教育研究”
这一术语至少在笔者完成于 2005 年的 硕 士 学 位

论文中就已出现过。［2］ 在 2010 年写就、2012 年出

版的《中国 裕 固 族》一 书 在 评 介 笔 者 的 学 术 研 究

时则指出笔者“对基础教育领域裕固族文化课程

建设问题 的 学 术 研 究 和 实 践 发 展 作 出 了 较 大 贡

献，并带动裕固族教育研究成为裕固族研究中发

展最快的 分 支 领 域 之 一”。［3］，那 么，除 了 裕 固 族

教育研究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获得如此迅速的

发展这个问题之外，构建裕固族教育研究究竟意

欲何为，即究竟是研究者为了响应强烈而实在的

国家治理抑或社会的需求，还是研究者发明学术

标签以表达某种新的知识政治立场这个问题就会

很自然地浮上人们的心头。
正如对“中 国 学 术 自 主 性”问 题 有 着 深 度 研

究的社会科学家邓正来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一

个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的时代。［4］截

至目前，在国家相关的知识分类和研究规划中实

际上是没有“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标签的，因此

应当坦率而真诚地承认———持续地构建裕固族教

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活动确实是一系

列对知识规划时代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满、
反思和 重 构 的 知 识 政 治 行 动。不 过 更 为 重 要 的

是，裕固族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孕育、产
生和发展主要是社会科学界对裕固族聚居区教育

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多样需求进行学术回应的

产物。
为了进 一 步 推 进 裕 固 族 教 育 研 究“领 域 构

建”的基础 研 究 工 作，本 文 试 图 从 教 育 人 类 学 的

整体论视角( holistic perspective) 出发对裕固族教

育研究的性质和定位进行初步的思考和探索。所

谓整体论视角是人类学及其子学科教育人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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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根基 和 看 待 问 题 最 主 要 的 视 角，即“主 张 在

研究社会或历史现象时必须对与之有关的所有各

类现象，即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生物、心理、社会

和文化方 面 有 所 了 解。”［5］ 如 果 要 更 加 清 晰 地 展

现这个视角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美国人类学家

科塔 克 ( Conrad Phillip Kottak ) 的 论 述 值 得 一 引:

( 1) “对 整 个 人 类 的 状 况 感 兴 趣”; ( 2 ) 将“过 去、
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思考; ( 3 ) 综合考虑“生物、
社会、语言和文化”。［6］

二、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

所谓“性质”，常常是指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

种事物的品性、素质和特征。裕固族教育研究从

七零八落 的“散 货 小 摊”到 渐 成 规 模 的“连 锁 集

团”，虽然相 比 于 汉、藏、蒙 古 和 朝 鲜 等 中 国 人 口

众多 民 族 教 育 研 究，发 展 时 间 较 短、取 得 成 果 较

少、组织化程度较低，但是能在短暂时间内取得一

定成果已属不易，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显示出

了它的基本属性和特质。
( 一)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多学科的学术领域

回顾裕固族教育研究 7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从

已有的研究成 果［7 － 13］ 可 以 归 纳 出: ( 1 ) 介 入 裕 固

族教育研究的学科主要有人类学 ( 民族学) 、教育

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民俗

学、宗教学、管理学、经济学、体育学、生理学和医

学等; ( 2 ) 具 体 来 说，成 果 中 教 育 人 类 学、课 程 与

教学论、儿童生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教育史学的

成果数量较多、质 量 较 高; ( 3 ) 包 括 教 育 生 物 学、
教 育 心 理 学、教 育 社 会 学 和 教 育 人 类 学 在 内 的

“教育人类学诸学科”［14］ 已经成为推动裕固族教

育研究发展的基础学科和强劲力量。
为了打破 各 门 学 科 的 局 限 和 学 科 之 间 的 壁

垒，“跨学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成为

当代研究规划和学术政策红极一时的“关键词”，

但是断言裕固族教育研究已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

领域为时尚早。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确立与发展时

日尚短，从目前的发展现状判断它仍是一种多学

科研究(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将来的发展目

标是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但其间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因为这种“质的飞跃”不仅取决于相关知识

积累的程度和状况，而且取决于知识生产和再生

产的机制发育、完善的程度和状况，甚至社会支持

网络的结构和力量对其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 二) 裕固族教 育 研 究 是 民 族 研 究 和 教 育 研

究的交叉学术领域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中国及世界少数民族教育

研究之一种，是民族研究和教育研究两大学术领

域交叉互动的产物。究竟把裕固族教育研究具体

一项抑或 领 域 整 体 看 做 是 民 族 研 究 还 是 教 育 研

究，不仅与研究问题和学术知识的性质、专家学者

的学科和专业认同有关，而且与该领域资源禀赋

结构和国家治理策略有关。
纵观世界，直至今日“少数民族教育”仍然被

相当广泛地看 做 是 一 种“特 殊 教 育”，那 些 以“普

通教育”和“主体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专家学者常

常不仅不涉足这个领域，而且还把他们的研究对

象想象成“国家教育”和“国家民族”。不过，越来

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民族国家”所谓“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民族纯净”理想是一个典型的现代

性“迷思”，它 既 可 能 成 为 推 动 民 族 团 结 合 作、争

取国家独立自主的战斗口号，也可能成为促发民

族压 迫、冲 突 的 主 因 和 导 致 国 家 动 乱、分 裂 的 动

力。实际上，当 今 世 界 的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是“多 民

族国家”，完全 无 视“少 数 民 族”的 现 实 存 在 和 教

育权益的情况也正在迅速减少。
总之，一方面，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种知识生

产和实践改革并重的人类探索活动; 另一方面，裕

固族教育研究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知识构建的社

会过程，因此，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不仅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且还是不断演化的。

三、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

所谓“定位”，常常是指确定一种事物在自然

或人文世界中的位置。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

主要是指确定它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位置。细致

来说，对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裕固族教育研究

来说，“定位”既 是 一 种 事 实 描 述，又 是 一 种 策 略

设计，更是一种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循环往

复、开拓进取的社会过程。
( 一)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综合性的学术领域

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综合性，主要体现 在 三 个

方面: ( 1 ) 它 必 须 筛 选 和 整 合 裕 固 族 研 究 的 系 列

成果; ( 2 ) 它 必 须 筛 选 和 整 合 民 族 研 究 和 教 育 研

究的系列成 果; ( 3 ) 它 必 须 筛 选 和 整 合 与 广 义 的

“人性和文化”、“涵化和濡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

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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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或凸显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综合 性，要 坚

决防止两种 效 应: 一 种 是“学 术 垃 圾 箱”效 应，即

由于裕固 族 教 育 研 究 在 学 术 体 系 中 处 于 边 缘 位

置，很可能会沦为较低水平的研究者及其成果的

集散地，而这种“低门槛”的境况很可能会将裕固

族教育研 究 推 向 更 加 边 缘 的 位 置; 第 二 种 是“知

识扭曲”效 应，即 由 于 随 意 将 不 同 学 科 和 理 论 的

知识进行“混搭”或“嫁接”，带来知识生产和再生

产上的混乱无序和扭曲误解，甚至有可能导致较

为严重的实践后果。例如，随意应用现代经济学

知识解释裕固人的宗教教育行为，就很可能由于

对裕固族 文 化 中 人 性 假 设 的 无 知 而 导 致 似 是 而

非，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
( 二)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中观性的学术领域

裕固族教育研究，究竟是追求创建宏 观 的 理

论体系，还是立志探讨微观的经验现象? 在这个

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吸收 20 世纪社

会科 学 发 展 的 教 训，接 受 社 会 理 论 家 布 迪 厄

( Pierre Bourdieu) 的忠告———“没有经验资料的理

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经验研究是盲目的”。［15］

鉴于此，我们进一步接受社会理论家默顿 ( Robert
K． Merton) 的“中层理论”策略的启示，把裕固族

教育研究设计为一种中观性的学术领域，创建一

种“平衡、系 统 和 规 范”的 学 术 风 格。默 顿 的“中

层理论”的“基 点 即 是 拒 绝 狭 隘 的 经 验 主 义 和 抽

象经 院 式 的 理 论 化”［16］，正 如 社 会 理 论 家 特 纳

( Jonathan H． Turner) 所指出的，“默顿相信，如果

没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影响，理论框架仍然

只是具有启发意义且不能反驳的概念堆积物; 另

一方面，如果经验研究不成系统，对扩展社会学知

识体系的意义就不大。因此，按照中层理论研究

方法，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应更加紧密地组

织起来，原因是: 理论关注经验研究，迫使对每一

中层 理 论 的 概 念 和 命 题 进 行 澄 清、阐 述 和 表

达。”［17］由此可 见，“中 层 理 论”策 略 对 裕 固 族 教

育研究的定位具有适宜且长远的指导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与

“性质”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定位”形塑“性

质”，“性质”规制“定 位”。对 于 裕 固 族 教 育 研 究

这一新兴 学 术 领 域 的 构 建，应 以 构 建“开 放 社 会

科学”为基本 取 向，在 学 术 文 化 上 注 重“传 统”与

“现代”的糅合和融汇，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努力

做到“反思 性 地 继 承，创 造 性 地 发 展”，力 图 把 裕

固族教育研究构建成一种基础坚实和永续发展的

社会科学研究。

四、结语: 追求文化自觉的境界

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裕固族

共有 14 378 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

和世界小民族之一。在进入新的千年的 10 多 年

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中国民族工作

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就是如何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

展问题进入了公共政策的视野和议程［18］，而这与

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深入思考与亲自推动有着

直接关系。一生奉行“从实求知”和“志 在 富 民”
座右铭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正

是从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得

出的。2002 年 8 月，费 孝 通 先 生 又 一 次 谈 到“文

化自觉”:“我在提出‘文化自 觉’时，并 非 从 东 西

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

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

题。……中国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
就有 22 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

下去? 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

他们就产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

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

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

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

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

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

地位。”［19］

通过一项 历 史 功 能 论 取 向 的 教 育 民 族 志 研

究，笔者发现“文化自觉”思想确实对解决作为费

孝通曾亲自实地考察过的裕固族的生存和发展问

题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20］，可是怎样才能

达到“文化 自 觉”的 境 界 呢? 根 据 多 年 来 在 裕 固

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思考，笔者认为，裕固

族通往“文化自觉”境界的两条最基本的路径，一

条是发展优质教育，另一条是构建研究能力。
我们知道，一方面，裕固族教育是一种现代社

会专门培养 人 的 活 动，是 一 种 ( 准) 公 共 产 品，它

不仅关涉个人幸福，而且关涉公共福祉，主要属于

社会建设的范畴; 另一方面，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

种现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它赋予教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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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和实践活动以文化意义，主要属于文化

建设的范畴。由此可见，从整体来看发展裕固族

教育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与裕固族发展优质教

育和构建研究能力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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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Orientation of the Study on Education for
Yugur Ethnic Group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BA Zhan-long
(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 The study on education for Yugur ethnic group is a new academic field． Short in history，it
has made a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ts nature and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general，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onduct this study，for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wo basic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Yugur ethnic group: developing
educa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constructing research competence．

［Key words］ the study on education for Yugur ethnic group; multi-disciplined study; cross-disciplined
study;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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