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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课堂开拓视野

南非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由英国人类学家阿
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22年建立。2022
年是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建系 100 周年，百年
来，其科研创新能力在非洲乃至世界都居于领先
水平。我的研究议题是后种族隔离时期的身份认
同与族群政治，重点考察南非的边缘族群和社会
底层群体，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学、人类学和社会
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

我在国内多接触中国和西方的理论，在使用
这些理论分析南非当下问题时不够切合。对此，
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们给了我很多指导和
建议，例如让我多阅读和了解南非以及非洲本土

学者的理论著作、参加学术交流和田野实践等。
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每周举办一次学术讲座研讨
会，我得以有机会和来自南非以及世界各地的学
者交流，这大大扩展了我的理论视野，加深了我
对不同议题的理解。不过，真正让我在学术上走
向成熟的，则是田野调查。

在田野实践中文化互动

不同于文献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通过
置身其中、观察和深入访谈来获取尚未被书写的
知识，它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而是一场有效互
动的访谈，包含不少门道。比如访谈期间如何应
对突发情况、怎样更好地共情访谈者、如何对不
同访谈者有效发问等。这些能力无法在课堂上言
传，只能让我们在田野中领会。

我的研究方法属于多点民族志田野调查，在
开普敦选择三个不同类型的田野点。传统的人类
学田野点一般是以村落或社区为单位的静态空
间，现在田野点也可以是当地发生的动态事件。
进入并融入每一个田野点，背后需要巨大的时间
和情感投入。比如为了获得访谈机会，我需要先
进行大量的铺垫工作得到对方信任，每条访谈内
容写到纸上或许只有两三行，但实际上需要我长
时间的驻扎、频繁到访，尽量让自己和当地人融
为一体。

我的田野对象主要是当地贫穷群体，除了日
常对他们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外，我还尝试通
过自己在开普敦的人脉进行资源整合，为我所在
的田野点社区搭建了一个合作项目：去年 6 月，
在我的牵线搭桥下，一家当地华人文化教育公司
和社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一项海外实习志
愿者服务项目。来自中国的大学生不仅将办公软
件操作技能、工作报表统计知识带给了当地社
区，而且为社区人员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欢
乐。截至去年底，已经有两批实习生通过该项目
来到开普敦，他们住在社区进行半个月到两个月
不等的社区服务工作。这是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的一项田野成就。

还有一次，我在田野调查中认识了当地的科

伊桑人，他们喜欢诗歌，我为其中一位科伊桑人
创作了一首中国格律诗，称赞他为复兴民族文化
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我也借此机缘向他介绍了中
国古诗的一些格式和韵律等知识，他们饶有兴味。

除了在自己的田野点进行长期观察与访谈之
外，我还喜欢趁假期自驾旅行。这样不仅可以领
略南非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在更大空间范围
感受当地不同的人文景观，更加真实、鲜活地理
解南非的多元文化与社会变迁。除此之外，我还
力求扩大自己的田野访谈广度，希望能从更大角
度反观我的田野案例。我不仅访谈过南非的宪法
之父奥比·萨克斯等传奇人物，也访谈过沦落街头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通过与各类群体的访谈，我
更加立体地认识了南非社会。

两年的田野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
田野调查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仅是研究者和被研究
者之间的问答，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互动；研
究者不仅通过当地人认识了当地文化，当地人也
通过我认识了更加鲜活的中国文化。

以学术增进中南人文交流

在课堂和田野调查之外，留学期间我还积极
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比如我曾在 2022年 7月参加一场由南非北开普省
政府举办的“艺术与精神健康”主题研讨会，当
时我以中国书法为例向南非朋友讲解了书法中独
特的艺术美学，现场观众好奇满满，他们提了不
少问题。此外，我还参加了几次由国内高校举办
的学术会议，向国内学者分享了我在南非的最新
研究成果，希望为中南之间文化交流做出力所能
及的贡献。

我相信随着更多学子走到海外，中外文化交
流会走向人与人之间更深的互动。在南非的生
活、学习经历让我对这里的社会和文化有了更深
认识，我愿意以学术作为志业，做中南文化交流
的桥梁，为持续增进两国人文交流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
士研究生，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生）

本报电（张舟） 近日，由中国
驻菲律宾使馆主办、全菲中国学生
学者联合会承办的“龙行丝路情·
春唤家国梦”2024年全菲中国学生
学者迎新春联欢会在马尼拉举行。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驻菲使
馆参赞黄雅萍、熊胜以及在菲中国
学生学者代表等 500 余人参加现场
活动。

本次联欢会演职人员全部来自
在菲留学生，分“ 温暖迎春·相约
千岛”“青年踏春·拼搏奋进”和

“美好惜春·前程似锦”三个篇章。

通过舞龙舞狮、唱歌、舞蹈、乐器
演奏、朗诵、功夫表演、中国书法
及糖画制作等多种方式，呈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展现当代中国
青年昂扬向上的青春活力。现场气
氛热烈，年味浓厚。

联欢会上，黄溪连向留菲学子
送上“温暖迎春，共庆中国年”新
春暖心包。大家纷纷表示，联欢会
节目精彩纷呈，在异国他乡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感谢大使馆一直以来
对留学生群体的关怀，感谢来自祖
国的新春祝福和问候。

冰岛一直以来吸引着众多游客。这
个岛国靠近北极圈，寒冷、神秘，人文
和自然元素交织，有不少独具特色的艺
术和文化遗产。作为一名在法国学习艺
术史的学生，我在冰岛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艺术探索之旅。

艺术一直是冰岛人文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国家美术
馆和画廊，我看到了许多富有人文关
怀和生态理念的作品。尤其是有幸见
到冰岛杰出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的代表作 《The Weather Project》，他
以 独 特 的 方 式 使 作 品 常 常 涉 及 光 、
影、水和自然元素，将艺术、科学和
环境相互融合。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还创作了许多
与冰岛环境相关的作品，如 《冰川溶
解》，通过巨大的冰块展示气候变化对
冰岛冰川的影响。他的作品引导人们思
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艺术和环境保
护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作品既展现了
冰岛自然环境的美丽和神秘，也表达了
人类对于生态破坏的担忧，呼吁人们要
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

我发现很多冰岛艺术家不仅注重自
然元素的呈现，还致力于探讨人类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探寻人类在自然中的角
色和意义。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价
值，还包含着对人类存在和生态平衡的
思考。

作为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我对艺术

和文化的历史演变有着浓厚兴趣。冰岛
文化中的自然保护意识与当地的历史、
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冰岛曾经是维京人
的聚居地，“自然”和“生命”在维京
人的文化信仰中有着重要意义。它影响
着冰岛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也影响
着他们的艺术表达。艺术是很好的载
体，我联想到了中国的古代山水画，也
以其独特的美表达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和
尊重。

在这片土地上，冰岛艺术家们以独

特的视角诠释冰岛之美，呼吁保护地
球。作为一名艺术生，我在观看作品时
对冰岛的自然景色、人文历史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也更加珍视这片神秘的土
地。这些都使我对自己的专业——艺术
史，有了更多热爱！通过艺术，人们可
以了解自己，认识世界，关注环境和社
会问题。这不仅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
还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作者系巴黎大学艺术史专业在读
博士生）

朗 德 海 公 园 位 于 英 国 利
兹，我刚来上学时，便听闻此
地风光如诗，是电影 《朗德海
花园场景》 的拍摄地。于是在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和朋
友 一 行 人 相 约 前 去 ， 一 睹
美景。

时值初冬，微风吹来，暖和
的阳光洒在身上。走进公园，我
的耳边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映
入眼帘的则是大片草地、树林、
湖泊，微风拂过湖面，湖水泛起
微波，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一层
层涟漪，波光粼粼。成群的白天
鹅漂游在湖面，享受着午后的阳
光，眼前的美景令大家忍不住纷
纷举起相机记录。

我们沿着湖边向前走去，身
边不时有慢跑的人；也有三两好
友在湖边铺上一块野餐布，畅聊
休息；几位垂钓者沿湖而坐，渔
线轻晃，静心以待鱼儿上钩；还
有小狗的戏水声、枝头小鸟的叫
声。时间好像慢了下来，让人不
禁想闭上眼感受自然的气息，倾
听万物的声音。

利兹初冬的天气阴晴不定。
我们漫步一会儿，湖泊的上空便
飘来几朵乌云，太阳渐渐被遮
盖，金色的湖面逐渐过渡成深蓝
色，犹如一颗若隐若现的巨大蓝

宝石，镶嵌在公园的中央。一会
儿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湖
面上雾气萦绕。

小雨过后，太阳又露出了
面。我们深入树林，公园里大片
棕红色的树叶被风吹落，铺在草
地上，红与绿相接，又与碧蓝的
湖水相邻，风景如画。

傍晚时分，我们步行至一片
开阔的草坪，好似一张绿色的大
地毯。没有了树木的遮挡，目光
所及之处皆是碧绿，令人心旷神
怡。夕阳西下，太阳渐渐在云层
中隐去。公园里，有的小孩在冰
淇淋车前吃雪糕，有的老年夫妇
互相依偎着散步，有的父母牵着
孩子的手逐渐走出我的视野……
落日余晖下，温馨、陪伴、爱意
是如此地具象。

（作者系英国利兹大学英语
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报电（张舟） 近日，德国杜
塞尔多夫发生针对中国留学生的

“换汇”诈骗案件，某留学生通过
校友微信群联系到一个自称可以提
供优惠“换汇”业务的人，该同学
向对方转账数万元人民币后却没有
收到欧元，才发觉自己被骗。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提
醒在德留学生，要树立防诈意识，
提高防诈能力，严密保护个人信
息，守住不转账、不付钱、不透露
个人信息的红线，严防上当受骗。

诈骗分子大多混迹于微信群、
朋友圈等社交网络平台，真假难
辨，然后以“优惠汇率”诱骗人汇
款，得手后以各种理由拒给付、玩
消失，甚至伪造银行汇款记录和支
票等支付凭证，给受骗人造成经济
损失。

在德中国公民和留学生应通过
银行等正规渠道换汇，切记不轻信
各种“优惠换汇”信息，更不要主
动在网络平台搜索换汇信息，避免

上当受骗。私下换汇不仅无安全保
障，还可能涉及洗钱、非法买卖外
汇等犯罪行为。收到来源不明的所
谓“优惠换汇”“办理退税”“低价
购物”“招工雇人”“刷单赚钱”

“投资理财”等诱惑性信息，或声
称可以代办高额度信用卡、通过内
部渠道办理各种手续、提供证券交
易内幕等非法服务信息时，不要心
存侥幸或贪图便宜，做到一律不
听、一律不理、一律不信、一律
不回。

如遭遇诈骗，及时向当地警方
报案，并注意收集和保留诈骗嫌疑
人身份信息、涉案账号、转账记录
等证据，以助于德执法部门破案和
后续法律程序。如被骗款项系通过
中国内地银行转账，还可拨打国内
户籍所在地 110 报警电话或通过国
内亲友向警方求助。如遇可疑情
况，可拨打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
电话、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
应急热线，进一步核实。

“做中南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在南非做人类学田野调查

朱鹏飞

几年前，朱鹏飞作为联合培
养硕士在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研
究中心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访学和
研究，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进行海外实地调研，并因此与南
非人类学结下缘分。后来，在中
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朱鹏飞再次申请了赴南非的留学
项目，并且顺利获得国家留学基
金委的奖学金资助，前往开普敦
大学进行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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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朗德海
陈 婧

漫步朗德海
陈 婧

树立防诈意识
警惕“优惠换汇”

全菲中国学生学者
迎新春联欢会举办

▶▶▶学海泛舟▶▶▶学海泛舟

朱鹏飞 （右一） 参加南部非洲人类学会年会与其他学者合影。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朱鹏飞 （右） 与其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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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德海公园景色。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