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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医 学 生 跟 随 人 类 学 者 的 “ 田 野 ” 经 历

                        作者：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焦锋 时间：2012-07-22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田野”其实不是很“田野”，因为原本就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的“田

野”，只是对于作为医学生的我来说，这已经很“田野”了。

我是一个公共卫

生学院的青年教师，一直从事社

区健康促进、青少年健康教育工作。自2000

年从事健康培训工作以来，自以为也是久经战阵，经历过雪域高原的缺氧考验，见识过荒凉西北的寸草

不生，体验过云贵高原的偏远贫瘠⋯⋯

因此，当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专业的陈学礼老师邀请我参与他主持的“影像中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项

目，并一再告诫我当地生活条件艰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于夕阳西下时分，终于赶到了石林县小圭山村——一个青山环抱、严重缺水的

撒尼族小山村。

先于我赶到现场的学礼老师和他带领的研究生把我迎进了我们的住处——村长毕大哥家。因为是烟苗需

要精心呵护（原谅我，虽然学礼老师多次向我解释此阶段烟苗需要进行农事处理的专业术语，最终我还

是忘记了。）的时节，毕大哥一家人并不在家。于是，经过短暂的寒暄后，学礼老师像一个指挥千军万

马的将军一样安排着我们的晚餐。谁谁谁坐在草墩儿上尽量用最少的水清洗并刮掉土豆皮，谁谁谁去房

前的草地上采一些蒲公英的叶子回来炒鸡蛋，谁谁谁去屋后的花椒树上摘一些嫩的花椒树叶回来炒土豆

，谁谁谁去找些柴火来淘米生火做饭⋯⋯

真没想到，我的第一次跟随人类学者的“田野”经历是从做饭开始的。

饭做好了，毕大哥和家人也回来了，我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地一起共进晚餐。

后来，学礼老师和一个男同学还从很远的地方为毕大哥家挑满了一水缸的水。肩不能扛、手无缚鸡之力

的我看着他们艰难前行的身影，心里甚为羞愧，同时也想到了八路军为农民兄弟挑水、劈柴的情景。虽

然我一直自诩为能够和农民朋友打成一片，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但是真的能够和他们不分彼此，同吃、

同睡、同劳动，与学礼老师和他的学生相比，我还差得很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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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生活的艰辛历练并不是本次“田野”经历的全部，畅快交流的喜悦和学科碰撞的收获也使得我此

去小圭山之行不虚。

作为一个受过流行病学和医学统计学专业训练的医学生，我很久以来就已经迷信于大样本调查带给我们

的数据，以及看似严谨的统计分析得出的可信度很高的结论。

在我们的世界里，那小概率的百分之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便那百分之五是人。

然而，人类学者却有另外一套科学严谨的研究套路，他们不迷信数据，而是相信数据外还有更精彩的发

现；他们不武断地放弃任何人，哪怕那只是百分之一的小众人群。

在我们的眼里，我们工作的目标人群总有这样那样不良的生活习惯阻碍着他们的健康，于是我们总希望

通过健康干预让他们放弃自己原有的所谓“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即便他们已经像这样生活了上千

年。

然而，人类学者却有另外一种价值观念，他们不迷信科学，而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主动选择和沿袭千年的

文化传承；他们不试图生硬地改变别人的生活方式，而是希望做好一个真正的听众和观众，尽量准确地

记录和理解别人的生活，发现他们生活的价值。

人类学者运用直接观察、深入访谈、居住体验等方法进行着他们的科学研究，其中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

居住体验的研究方法。

学礼老师带领的三个学生都必须在毕大哥家至少住上一至数月，在这里没有网络，严重缺水，不能洗澡

，自己做饭，生活艰辛。他们要用相机和摄像机、笔和纸记录下撒尼族村民们最平淡的日常生活，然后

再用日志或者报告的形式找到他们认为最有意义的部分。

每天和村民们在一起生活，用人类学者的眼光进行观察，他们并不似我们一般对村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

，他们怀着尊重的态度，秉持非评判的原则，运用他们职业的敏感和专业的方法，忠实地记录着撒尼族

村民们最为普通的生活。为了能够更好地和村民交流，他们每一个人甚至都学着说当地的撒尼话。这样

深入调查得到的东西，肯定不是像我一样的医学生通过大样本的问卷，或者一次性的粗浅访谈能够得到

的。

不同学科之间的理念和方法相去甚远，而又具有如此吸引人的互补性，这应该就是多学科融合的原因和

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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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三天不是“田野”的“田野”经历，已经让我对人类学者们苦行僧似的工作方式和专业敬业乐业

的工作态度感佩有加。

向学礼老师学习，向人类学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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