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故为敌》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7年03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9797112



编辑推荐

李峻石先生认为在当今世界，族群与宗教层面的差异并非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是他
在30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冲突的动力机制及其各种复杂关联进行的提炼和
总结。在《何故为敌》这本书中，作者反驳了一系列成见，尤其是人们通常设想的“族
群和宗教上的差异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争与危机的主要原因”。

拜读了李峻石先生的著作，深感其观点之尖锐与不同凡响。显然，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对
民族宗教问题的讨论中，他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但我们都知道，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对
于事关人类命运的复杂局面，能够具有鹰一样的锐眼去辨识世界的，即能够较早认清方
向的往往是少数人。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何故为敌》一书从民族学研究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出发，以欧洲、非洲的个案作为切入
点，建构了一个新的冲突理论。在人们既往的认知中，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往往被视作
引发冲突或者产生政治分化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历史上并无充分证据来支撑这些观点。
本书批判性地检视这些成见，并诠释了水、石油、政治资本、区位优势等资源在族群与
宗教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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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国）李峻石（Günther Schlee） 译者：吴秀杰

 



德国著名民族学家，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出生于德国北部，1977年获汉
堡大学博士学位。1986—1999年，任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9年，参与马普
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为该所创始人之一，并主持“融合与冲突”研究项目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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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杰 博士，自由译者，旅德社会人类学学者。主要从事德语、英语社会科学类学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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