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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并非只发生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里(儿童个体生命的成长与社会化离不开

养育习俗的影响*教育人类学视野中的儿童养育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儿童保育和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育思想,教育经验和

教育智慧*深入研究存在于本土的,民间的儿童养育习俗对于促进现代幼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回应现代幼儿教育的异

化现象,实现对本土儿童及其教育知识的人文关怀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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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它并

非只发生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里*从社会实践层面

来看(那些没有接受过"科学育儿#和"科学教养#训

练的人也能把后代养大成人,教育成才(虽然这些

"后代#可能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却可以春

种秋收,礼尚往来*

&

!

'这些存在于"本土的#或"民间

的#儿童教养方式虽形态各异(但追求着共同的教育

目标111"让孩子成人#*这一看似朴素的教育目

标(正是学前教育理论发展过程中历久弥新的哲学

命题*"如何让孩子成人#是现代学前教育理论与实

践的逻辑起点(可以说(在组织形式和理念上(现代

学前教育并没有脱离民间儿童养育习俗的影响(现

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处于与传统养育

文化的张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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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孙亚娟)儿童养育习俗及其研究价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一%儿童养育习俗的概念阐释

格尔兹指出(典型的人类学研究(就是通过了解

极其广泛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进行阐释和分析*

&

"

'

在人类学家眼里(儿童养育活动涉及到喂养,吃饭,

穿着等方面的情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等

"鸡毛蒜皮#的事情*儿童养育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的关于儿童的哺育,照料和教育的活动*

养育习俗是人们在抚育下一代的实践活动中与

文化环境交互的产物(养育活动的进行总是在特定

的时空中展开的*因此(考察养育习俗时(不能将其

看作是彼此割裂的单个养育行为的简单相加(而应

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一定时

空中的因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它们既具有客体物

质的实在性(又具有主体意义的抽象性(有学者将这

一系统称为文化场*"文化场中各个组成因子相互

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规范,调节着儿童的文

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建立*它影响着儿童的价值取

向,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对儿童文化习性获得的意

义在于对儿童文化观念与行为的预期,激励,阻止,

调控#

&

#

'

(它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以隐性的方式

规约与引导着儿童的成长*儿童养育习俗之所以能

在文化群体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是因为它具有一

定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隐性的教育知识融

于文化群体的劳动和生活中(支配着该文化群体的

养育活动*由此(儿童养育习俗亦可被理解为广大

劳动人民在长期生养孩子的活动中所创造,传承和

惯用的育儿方式,手段,制度,谚语,故事,诗歌,仪式

等的集合体(它是以观念形态和实践形态共同存在

的儿童教育生态系统(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儿

童保育和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育思想,教育经验和

教育智慧*

二%养育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社会化是指"从无助的

婴儿逐渐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有认知能力的人(并

熟练掌握他或她生于其中的文化习俗#

&

$

'

(在此过程

中(儿童养育实践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体的人格发展*

!"

世纪早期(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3路威

$

\(P4*;]=V(N24

%从人格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等方

面比较分析了现代教育与原始部落教育的异同(他

发现儿童养育方式影响了人的个性特征(他在-文明

与野蛮.一书中写道"不被鞭打的蛮族儿童要比高加

索那些在威权下侵淫了良好教育的儿童要温顺得

多*非洲南部的班图人(孩子尊重父母从来都不用

人教他们(因为耳濡目染同部落的人都对老人毕恭

毕敬(润物细无声(他们的心灵也就得到了陶

冶*#

&

%

'

*路威的研究虽没用心理学的实验证明养育

文化与儿童人格品质之间的相关性(但他的发现对

后人开展文化心理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

世纪
!"?&"

年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热衷于对不同

文化环境中的儿童养育方式进行观察(分析不同文

化背景下人格的差异(玛格丽特3米德$

,̂*

S

,*4;

4̂,M

%无疑是当时杰出的代表*米德和她的同事本

尼迪克特$

B4+4M2L;

%搜集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下儿

童生理及心理发展的资料(证实了养育文化对儿童

成年后人格形成的影响!此后(美国学者艾布拉姆3

卡迪纳$

EP*,7_,*M2+,*

%研究发现("在每种文化

中都有一个产生于某种共享文化经验的基本个性(

社会上成人的个性也应该是由共享的文化经验所塑

造的*这种共享的经验生产于社会的基本制度!而

基本制度与传统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家庭组成以及

育儿习惯有关#

&

&

'

*

!"

世纪
A"

年代开始(儿童人类

学者纷纷将研究重点转向各个国家,民族的"儿童社

会化#(他们试图在倾听儿童日常生活与经验的基础

上(对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进行理论建

构*随后十多年(西方儿童人类学研究开始探讨文

化实践和信念如何塑造儿童(如美国学者约翰3怀

廷$

'(0+`=̀ 02;2+

S

%与其同事在著名的"六种文化

研究计划#$

O04/21U)-;)*4:G*(

K

4L;

%中(对儿童成

长的生态环境和所处文化进行系统分析(分析内容

包括儿童的活动,养育儿童的方法,传统的价值信

念(以及影响儿童发展的一套"养育文化特征录#

&

'

'

*

此外(美国人类学家恩伯$

U=R7P4*

%发现("儿童的

养育方式对他们将来长大后的个性类型起到了部分

决定性作用!具有不同育儿风俗的不同社会很可能

倾向于培养出不同类型的人来#

&

$

'

(哈维兰则$

`=

]=],92-,+M

%进一步把这种育儿风格划分为"依附

训练#和"独立训练#两种类型*

&

T

'

!"

世纪
T"?F"

年

代(美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开始关心特定文化环

境中人的发展问题(其中芭芭拉3罗高福$

B,*P,*,

\(

S

(..

%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罗高福的代表作111

-人类发展的文化本质.$

O04L)-;)*,-+,;)*4(.0)X

7,+M494-(

J

74+;

(

!""&

%从多方面阐述了文化在人

类发展学习中无所不在的作用(并从历史的角度描

述了这种作用的变化过程*综合来看(西方人类学

视野下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习得文化并最终实现

人格建构的过程*人类学者在定义社会化时都认为

儿童社会化的实现离不开养育文化或习俗(社会化

与养育习俗之间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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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的视域中(养育习俗对儿童的社会化

主要是以濡化$

4+L)-;)*,;2(+

%的方式进行的(养育

过程就是濡化过程*濡化的表层意义是指个体对文

化的习得与传承(其本质意义是人的学习与教育(具

体而言(养育习俗对儿童的濡化或社会化功能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个体角度说(养育习俗承载了一个族群

的生存技能,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养育过程就是教

化与学习的过程*养育活动中(上一代指示,引导并

强迫儿童接受族群的传统产生技能,思想和行为方

式(通过这样的代际传递(使得族群的生活方式和传

统习俗得以延续(力求实现族群的延续和发展*养

育习俗在儿童濡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既包括

半专门化的本土教育组织$如怒族的"哦么#,回族的

"经堂#等%(也包括了融合在民俗活动$如民间歌舞

活动,仪式活动等%中的随境式教育*前者可以看作

是具有一定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教育活动(后

者则是一种终生的和连续的的社会化过程(属于非

专门化教育*养育过程中(儿童学习了不同于自我

的客体世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总是在他$或她%成

长的文化环境中所能感知到的*可以说(儿童是通

过既有的"文化之镜#来感知世界,发展自我(并最终

成长为社会化个体的*

第二(从群体角度说(养育习俗蕴含了一个族群

共同的价值观,儿童观和教育观*养育过程是儿童

群体在文化上确立认同感与一致性的存在过程(是

族群自立的基础之一*例如(在许多少数民族养育

中都有的"成人礼#仪式(仪式中所涉及的器物,行为

和文化符号储存着对本民族祖先的记忆(仪式的过

程会激发儿童对族群祖先的怀念之情(激发儿童初

步的家族集体感和归属感(这种感情持续发展(就会

生成集体感情和集体意识*集体意识的结晶又反哺

了正在成长的孩童(使他们认同自己的族群文化*

三%人类学视域下儿童养育习俗的研究

价值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生活方式的一门学科(

而教育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人之所以成其为

人的先决条件(因此(人类学与教育学之间有着天生

"亲密#的关系(二者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在理论上

追求了解人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人类学与教育学

在核心问题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如詹栋睴先生

所言)"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在于努力促使人

的本质的形成与改变(教育过程在于掌握人的改变

的法则*教育既然是以人为对象(那么就会涉及以

研究人为主的人类学(使教育学与人类学发生了关

系#

&

F

'

*

'一(促进幼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

"本土生长#$

2+M2

S

4+():49(-);2(+

%是基于本土

需要的内源性的教育理论演进与创生*现代幼儿教

育理论发展至今(需要从大量优秀的,鲜活的本土教

育文化中吸收养分并实现创生(以便更好地指导当

下的幼儿教育实践*

儿童教育属于人类学家通常所说的濡化(即人

从呱呱落地的婴儿逐渐融入所在社会(并最终成长

为社会的一份子的过程*因此(人类学具备了促进

幼儿教育理论"本土生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

要表现为人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予教育理论

"本土生长#的意义与启示*

从认识论来看(人类学视野下的"本土#包涵两

方面的涵义)首先(在空间关系上("本土#是教育主

体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其次(在时间关系上("本土#

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形成的历史根基(可以看作是传

统的教育文化*有学者认为("源于现实的活的本土

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是教育理论/本土生长0的文化

原点(我们应该从中创生教育理论*#

&

!

"

'

*生长于本

土的养育习俗是一种传统教育文化(它与本土儿童

的现实生活世界相生相伴(是人类养育活动的原初

状态*教育研究者应形成对本土养育文化的敏感

性(有意识地去挖掘本土养育文化智慧(为幼儿教育

理论"本土生长#奠定现实土壤和历史根基*

从方法论来看(人类学"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

有利于幼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人类学的田

野考察法既注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又强调从大量

的由实地获得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构架(

强调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

&

!

#

'

*对于幼儿教育

理论的建构来说("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可以使研

究者打破了文本资料的局限(从书斋走向田野(在生

动鲜活的儿童养育实践中感受幼儿教育内涵的丰富

与深刻(如此(研究者不但能获取教育理论生长的智

慧(还能使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合理有力*

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养育习俗研究(不仅仅是

儿童养育活动表象的记录与描述(研究过程不仅分

析教育活动中"具体的人#(也要去关怀"抽象的人#*

人类学视野下儿童养育习俗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探

寻传统养育习俗背后人类儿童教育活动的本质与当

代意义(挖掘隐藏其背后的儿童教育理念和教育智

慧(通过对其价值的解读和内涵的反省实现现代幼

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

'二(回应现代幼儿教育的异化现象

"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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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孙亚娟)儿童养育习俗及其研究价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

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

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

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

程#

&

!

!

'

(这时的教育已在宏观上背离了追求个人自

由,解放和发展的本真目标(将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

理性之上*在当下中国社会(幼儿教育的功利性同

样被无限放大(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情

况比比皆是*父母把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看作是争

夺社会资本的过程(把在幼儿期提前学习知识看作

是"赢在起跑线#上的制胜法宝*当代中国儿童过早

的结束了他们的童年(过早的卷入到疯狂的社会竞

争中(幼儿教育实践背离了儿童的本真(使之成为了

儿童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工具*

面对现代幼儿教育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作为幼

儿教育研究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管社会功

利的浪潮有多猛烈(一个幼小的儿童(他$她%都不该

被卷入这潮流之中(退一步说("即便整个教育体系

都无法抵挡在社会功利的欲塾中沦陷(人类至少也

应该为自己的幼体保留出一块净土#

&

!

&

'

*那么(如

何去寻找和保留这块净土呢4 也许(人类学"推他及

己#的研究范式能为我们提供解决思路*

人类学学科在确立之初(就带有某种"他者的眼

光#和"离我远去#的观念倾向*在人类学家眼中(

"他者#既可以是非本民族国家的社会群体$如早期

西方人类学家研究的"殖民地#人民%(也可以是一个

国家边缘的社会群体$如少数民族%(前者是空间视

野下的"他者#(后者是时间视野下的"他者#*人类

学家对"他者#及其文化的研究(不单是为了满足猎

奇心态(更多是希望从"他者#的文化中获得反思"自

我#的智慧和能力*"他们观察别人的社会时(总怀

着理解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的希望*所以(人们

经常将人类学洞察的特征总结为/文化的互为主体

性0$

L)-;)*,-2+;4*?:)P

K

4L;292;

<

%*/文化的互为主

体性0指的是一种被人类学家视为天职的追求(这种

追求要求人类学家亲身研究/非我族类0来反观自

身(/推人及己0而不是/推己及人0地对人的素质形

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解#

&

!

A

'

*正如米德当年进

入田野从事有关异文化青少年研究的初衷(乃在于

试图通过对"他者#的研究来解释发生在自己所属文

化中的一些社会现象*

&

!

@

'可以说(米德的经典之作

-萨摩亚人的成年.体现了人类学试图通过理解"他

者#来审视"自我#的核心思想*

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养育习俗研究价值在于引

导我们站在初民社会$他者%的立场来看待当下幼儿

教育的异化现象(从初民社会的养育习俗中获得解

决当下社会$自我%幼儿教育异化现象的经验与智

慧*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从

本质来看现代幼儿教育与初民社会的幼儿教育追求

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保护儿童的天性(让其快乐成

长*当现代儿童教育出现异化时(研究传统的民族

养育文化或习俗可让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现代儿童

教育体系(更加深刻地理解儿童教育的本质(可以从

传统养育习俗中借鉴和吸收有益于解决现代儿童教

育问题的经验*

'三(实现对本土儿童及其教育知识的人文关怀

自
!"

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

家开始反思冰冷的自然科学范式在研究"人#这一复

杂概念上的局限性(并逐渐形成了在"活生生的社会

存在#之关系中来探究和呈现"人#的概念的共识*

!"

世纪
!"

年代法国人类学之父马尔塞3毛斯通过

比较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概念

后发现(在西方心理学出现之前(诸社会对"人#的理

解总是和"物#,"他人#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个体与

个体之外的事物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毛斯的观

点逐渐得到人类学家的认同("他们将知识与人生紧

密结合(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使它成为人文科学(

从而有别于将世界与人生都看成冷静,理智的存在

的非人文科学*人类学在各国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

力下(成为一种接近于专注于研究人的生命力的学

问(它致力于使/科学0走进人生这个广大而复杂的

世界中#

&

!

$

'

*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养育习俗研究正

是把儿童的"养#与"教#这一日常称为"科学#的人类

活动放置于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把人类

文化基因的代际传承过程看作是一个教育过程(通

过田野考察所形成的民族志和教育人类学阐释文本

对于研究价值判断的主体来说具有一定的人文价

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本土儿童教育知识阐释的人文价值*

本土儿童教育知识是人们在实际的儿童养育情境中

生成的复合知识(它具有地方性知识复杂性,生活性

和普适性的特点*养育习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呈现它的图景,阐释它的意义是本研究想要

实现的人文价值*卡西尔曾说)"人类文化并非单纯

地为被给予和单纯地为不言而自明的(相反地(人类

文化乃是一种有待诠释的奇迹#

&

!

%

'

*与所有的文化

现象一样(儿童养育习俗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能自

我证明(它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阐释(只有在阐释的

过程中才能展现它本身的人文价值(才能帮助人们

进入一种更深层的自我反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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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儿童养育知识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

间意义上的普遍性*儿童养育习俗的人学阐释能把

一个民族文化符号代际传递的过程及意义揭示出

来(从而发现儿童养育概念的原初意义和普遍意义(

促进当代教育主体的自我反省*如康德所说("自然

科学教导吾人如何去拼阅现象(以便把这些现象诠

读$

-4:4+

%为经验!而人文科学则教导吾人去诠释符

号(以求使吾人能够隐藏于其中的内容揭示111也

即是说(把这些符号所由出的生命再度展现于吾人

面前#

&

!

%

'

*当然(作为带有明显人文科学特征的人

类学研究(追求的"普遍性#是"方向#上和"使命#上

的普遍与统一(即儿童养育习俗的地方性表达背后

所存在的超越时空的共同追求*

第二(对本土儿童$他者%的人文关怀*肇始于

#F

世纪中叶的人类学带着对"非我族类#的好奇开

启了对"他者#研究的旅程*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资料

多半来自探险家,航海家,商人和传教士(研究内容

多以记录各地的奇风异俗为主(之后由泰勒,摩尔

根,马林若夫斯基,拉德克利夫3布朗等著名学者建

构的人类学研究范式也是基于对异邦文化$他者%的

研究*有学者认为("人类学在诸学科中的正确位置

是对他者的系统研究$

;04/;)M

<

(.W;04*7,+

(

](7(/,

J

24+:E-;4*

%(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在

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

;04/4-.

%的研究*这正是人

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性特征#

&

!

T

'

*虽然有人

批判人类学研究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是"殖民主义

的侍女#(但其实人类学家在主观上都有尊重"他者#

的心境("人类学者是各种语言之间的沟通者(浓描

各种文化的底蕴(揭示其中的神韵(努力把文化遗产

转变为文化资源(让本土人和全人类受益#

&

!

F

'

*如(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他的研究对象111印第安人

在情感上非常亲近(他不但成为他们的养子(还为他

们打官司(为印第安人争取了许多权利!我国人类学

家林耀华,费孝通先生在一生的人类学研究中(无不

费尽心力关怀弱势族群$群体%*可以说(这些学者

都有"关怀众生#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人

类学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种人文视野与关怀*一

方面(在儿童养育习俗的民族志写作中(把传统养育

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生命发展状态,尤其是精

神成长状态描述出来(这一过程即是一种对养育活

动中儿童生命发展的透视和直观(更是一种儿童精

神发展的透视!另一方面(对儿童养育习俗价值的阐

释不但可以唤起人们对本土教育文化的重视(发掘

本土教育文化的价值(理解他们在现代性背景下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还能通过与本土儿童的互动,

撰写人类学文本来实现对本土养育文化及本土儿童

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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