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人类学业绩长存
	焦点之一  梁钊韬的七十寿辰
	第一章  十年的变化
	夊苏


	第二部  引进的学科（1898＊1949）
	第二章  引介外国学说
	早期的样本

	焦点之二  林惠祥：梁钊韬的良师益友
	第三章  外国来访者
	功能主义来到中国

	焦点之三  中山大学与杨成志
	第四章  中国西式人类学的成熟
	抗战年月

	焦点之四  解放期间的梁钊韬
	第五章  过渡时期
	第六章  重新定向
	第七章  学习老大哥
	第八章  田野工作
	第九章  以毛泽东化为中国化的标志
	焦点之五  梁钊韬和新中国（1949＊1964）
	第十章  人类学学科的解体——文化大革命
	焦点之六  梁钊韬：下放和平反
	第十一章  外国人类学又回来了吗？
	第十二章  人类学中国化
	第十三章  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
	焦点之七  梁钊韬：墓志铭

	第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1949＊1960）
	新社会

	第四部  “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1957＊1978）
	反右派运动前夕的学科体系

	第五部  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学科：中国模式？
	久违之后

	参考文献
	译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