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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项飙成为一位频频将学术概念转换成

公共话语的人类学家。他认为，21世纪的社会科学

研究一定要是对话式的，那种话语操作式的理论生

产，跟大众的感受对不上号；在今天，学问做得好，一

定要寻找一种效果，你可能给不了具体答案，但要对

人们寻找答案提供帮助(王竞，2022)。
项飙一直对中国年轻人的焦虑比较敏感，他希

望能把年轻人心头的痛点解读出来，能回应年轻人

的焦虑感这类常识性问题。同时，生活中的问题又

是一团乱麻，怎样从大众的现实感受出发，把经验中

模糊不清、相互缠绕的问题清晰化，跳出将生活按学

术领域进行切割的思维，形成对生活整体的、有效的

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是项飙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

研究方法，他称之为“共同的焦虑”(Common Con⁃

cerns Approach，参见：Xiang，2022)。为此，他频繁参

与公共讨论，与不同群体展开对话，希望更加直接地

介入社会与生活中去。

这种把自己作为方法、把痛点作为方法、把对话

作为方法的研究尝试，在讨论今天年轻人的问题时

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带着这样的疑问，《当代青

年研究》对项飙进行了独家专访。访谈从引起广泛

关注的“附近”概念开始，讨论了今天年轻人理解生

活的基础、对大环境的无力感和失控感，以及他们的

应对方式和后果，并进一步深入今天年轻人的精神

状况、现实感、心理健康等问题。本期刊登访谈的上

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今天，人们理解世界和生

活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为什么浸淫到具体

的“附近”中，可以对抗生活的失控感和无力感?(3)面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上)

项 飙 康 岚

【摘 要】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的概念，尤其将“重建附近”作为对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劝说。《当代青

年研究》近日对项飙进行专访，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发布，上篇访谈讨论了“附近”作为一个概念的缘起、背景、价

值和所能扮演的角色。项飙认为，“附近”的概念受到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旨在发展一种“生活的人

类学”，希望能使个体在无法改变整体性环境的条件下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而“附近”正是解决这一难题

的现实的、小的突破口。通过对退出与逃避、生态与功能、“大”与“小”等几对关系的讨论，“附近”希望倡导一种

态度，即用生态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周边和安顿自身，从而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社会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

存在的合理性，从中看到它的价值，帮助年轻人可以勇敢地、智慧地为今天看似失控的生活重新找到一个“锚”。

【关 键 词】“重建附近”；生态性；生活的人类学

【作者简介】项飙，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作为人

类学家，项飙早年因浙江村的调研而成名，其后赴海外求学并在澳洲、东南亚等地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他

长期致力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劳动力市场、跨国再生产等领域的研究，通过移民的视角，他的研究涉及广泛

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劳动、社会再生产和流动性治理等；康岚，《当代青年研究》编

委，责任编辑。

【原文出处】《当代青年研究》（沪）,2023.5.1～9，21

【学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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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利的生存环境时，退出和逃离的区别是什么?怎
样的选择是勇敢和有力量的?(4)为什么要用生态性

的态度去看待身边的环境和自己的选择?(5)为什么

要从具体的个人经历的角度去分析宏大的主题?
(6)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抱怨和维护都这么激烈?出路

在哪?或者说，在大环境给定的条件下，普通人如何

通过周边的小环境来保持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一、“附近的消失”：我们建立对世界的感知，越

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身边的“具体

性”不再成为我们理解生活的基础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
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并没有一个事先的

设想，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逐步发展的

过程也不是我自己在那里观察思考，更多的是一个

互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推着我往前想；这个别人是

指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同行们，但是远比学术界重

要的是大众、是青年朋友们通过社交网络上的讨论

来推着我。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会有这

样的影响，所以现在需要回头看，为什么它会有这样

的效果出来。所以你的问题很好：它的缘起在哪里?
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

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

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

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

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

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

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们家走到荷塘边上的

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

的。但是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

变得非常重要(这个当然不是我的发明，大家都这么

说过)。而现在又有了数字化科技，比如超高频金融

贸易就是一个时间游戏，它赚钱的方式就是我要比别

人快半秒，依靠极高速、高频次地买进卖出来赚钱。

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

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

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

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

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

西，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在空间中展开的，你是不管的，

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

手里。所以这是一种“去空间”的或者说“时间的暴

政”吧。我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

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

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

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

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的人是从哪里来

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

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门口卖水果的、下午四点

钟来卖菜的那些人都是谁。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

要，但是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小区，把他们挡在小区

外面的是保安，保安跟这些人又是一样的人。这些

就是“附近”。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

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

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

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

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

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最早提出“附近”的起点可能是两点，一个

是对中国社会生活怎么被时间焦虑组织起来的一个

反应，另一个就是对大家如何理解生活的认知，就是

“附近”消失了。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

来重构自己的生活，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

一方面在主观意识上，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

活的方式。最早就是这么提出来的，当时就是一个

描述性的，但有它的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

得讨论，我想是因为确实觉得有针对性。

二、“附近”是年轻人面对失控的生活时，可以为

生活重新找到的一个“锚”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

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

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

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

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的焦虑是很大的；但另一方

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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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啊，这些宏大叙事造成了社

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情绪上的很大波动。情绪波动

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是通过各种抽象的说法来形成

的，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

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在牛津教书的时候)问来自中国的学生，你父

母是干什么的，你从小是怎么回事，你亲戚是怎么回

事，你大学里的老师这么教、那么教的原因在哪里，

教师的激励机制是怎么样的，很少有人能够讲清

楚。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被编织起

来的、这一路走过来是怎么回事，是讲不清楚的，但

他可以给你讲很多概念和大的理论。我觉得，如果

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

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

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

语。所以我感到非常失望。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

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

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我当时没

有意识到，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

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

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

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

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当

然现在物质条件还是可以的，但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只能一根筋地往前走。这一方面造成很累，同时他

又不知道这么累之后，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注：项

飙喜欢用“泡泡”指代边界明确的小世界，比如以考

试为中心的、由学校—家庭—补课—电玩构成的封

闭世界)，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

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

活：第一，不能控制他日常的活动和兴趣，因为有家

长、教师和职场的压力，逼着他只能这么做，不管他

喜不喜欢都必须这么做；第二，他又不知道这样做会

引向何方，他觉得，超出周边的、超出他那个“泡泡”

的世界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的。所以他会觉得

“都是运气啊”等，但同时又不断告诉自己“幸运只会

光顾勤奋的人”，所以他就要加倍勤奋。当觉得自己

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

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

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家庭好像算一个，但是

家庭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如果你过分依赖家庭，

那个温情也会变成一个很伤害的来源，这是很多年

轻人有感触的。然后剩下的社区、单位，都已经没有

这样的依托了，不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了。我觉得，

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

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

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

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

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

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

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

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

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

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

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

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

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

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吧。(关
于“附近”的相关论述，参见：项飙，2022；严飞，2022)

三、关于退出和逃避

康岚：一方面，“附近”是跟着你走的，是以你为

中心的。但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又有很强的流动

性，所以我们对“附近”是有选择权的，对不对?如果

这个“附近”我们不喜欢，是可以逃离的。比如我们

会听到，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管，“一言不合就辞职”。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身边的小环境大家都可以选择，

而真正逃不掉的是大环境。所以让年轻人充满无力

感的其实是大环境，但他又没有能力去好好建设身

边的小环境，这是他们的困境。可不可以这样说，在

现在流动很方便的条件下，“附近”的“实在性”很大

程度上已经被瓦解掉了?
项飙：年轻人对身边的小环境不断在选择、在逃

离，但是逃来逃去，其实到最后，情况没有改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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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上，“附近的消失”跟我原来提出的“悬浮”的概

念是有关系的。提“悬浮”，最早是20世纪90年代在

东莞调查的时候，我看到有民工跟同事或者跟车间主

管闹不合，马上就跳槽，跳槽是他唯一解决问题的办

法，但到最后，其实经济上损失很大，一直就没有积

累、没有稳定，而且在自己的身心上损失也很大，跳来

跳去就是跳不出那个基本的状况(Xiang，2021)。这种

对小环境的选择权，可以叫作逃避，通过逃避来简单

地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但是，他可以“逃避”，

却不可能“退出”，就是他不能够退出这样一个基本的

生存状态，这是导致无力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讲到

无力感，如果你完全不努力的话，你不会有无力感，佛

系的人不会有无力感。你有无力感，是因为你想努力，

但又觉得努力没有用，最典型的无力感来源就是通过

逃避、通过这样的小的选择希望改变而不能改变。

康岚：这个跟“附近”是什么关系?
项飙：“附近”是反对这个做法的。我不是说人

不要流动，因为个人兴趣、生活方式及各种各样的客

观原因，流动是非常正常的。年轻人从一个村子里

或从一个小镇上出来，他想在一定的人生阶段去大

城市看看，这样的流动是非常自然的。但问题是，流

动是不是等于逃避，你不断地流动是不是在永久性

地逃避。你离开一个地方，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是

你离开后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你要能够跟你进入的

那个“附近”建立关系，如果又发现问题的话，首先要

面对这些问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先去分

析、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一种态度就不是

逃避。所以年轻人对小环境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

如果你一不高兴就辞职，那是要反思的。现在社会

的流动成本非常低，这背后是有问题的，它让人不必

对具体问题进行认真对待和分析，有问题就走人，可

问题还在那里。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讲，就是退出成

本很低，从而使游戏不用改变规则就能够不断地玩

下去，因为你退出了，其他的人可以再进来。

而“附近”要形成的一个格局是，流动的态度不

是一种逃避的态度，而且流出去可以再流回来，等

等。最关键的是，在流动的过程中，人是跟每一刻的

“附近”发生关系的，觉得每一刻的“附近”都是值得

生活的，我是能够浸淫在具体的“附近”中的。

所以，“附近”本身跟流动不流动没有直接的关

系。再说了，现在的流动一定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

吗?很多也都是被迫的。所以选择不选择是一个很中

性的问题，很难说流动就是选择的结果。但不管怎么

样，应该用一个生态性的态度去看流动的具体过程和

具体结果，看流动在每一步和周边形成什么关系。

四、关于生态和功能

康岚：讲到“生态性”，我印象很深。您说过，现

在我们的城市生活是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功

能性是指做一件事情的效率，比如点个外卖立刻送

到你手里，今天的技术条件使效率很高。但生态性

是跟功能性相对的，它没有那么直接的目的，比如

森林里的动物、植物，丰富多样，不管你喜不喜欢，

它们就在那里，相生相克，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这

是生态性。今天城市生活的功能性过剩和生态性

不足，导致了一些悖论，比如一方面人与人的联系

非常方便，做事很有效率，另一方面，年轻人又感到

非常孤独无援；还有，年轻人只有在线上才能坦露

最真实的自己，而到了线下就“社恐”，变得很有戒

备心。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线上能很高效、舒适

地选择各种功能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也慢慢失去

了与线下的各种“不舒服”打交道和相处的能力，又

回到了前面讲的，如果对线下的生态不喜欢，就逃

离。关于生态和功能这对概念，我觉得很有启发，

您能不能再具体讲讲?
项飙：关于生态和功能的关系，这主要是个态度的

问题。当你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个生态的时候，你就

不会觉得身边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可以被替代的。

比如对家庭的看法。在中国，人们经常在语言

里把家庭成员说成是可替代的。比较典型的是夫妇

之间，会拿自己的爱人和别人做比较，然后做假设，

如果我跟另一个人结婚，或者如果你(配偶)能跟隔壁

小王那样，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把对方认为是可替

代的。对孩子也是这种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

这个孩子，但他会做这种比较，会说“看别人家的孩

子”，倒不是说他认为孩子是可替代的，但是他会做

一种假设，就是你可以是不一样的，你在性格上、做

事风格上、处事态度上都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有时候

甚至是必须变成另一个人。为什么觉得你是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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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呢?因为你本身是不重要的，你要为一定的功

能服务，这个功能比方说赚更多的钱、有更好的工

作、让更多人羡慕，等等。这种(对功能有要求的)态
度造成家庭关系内部的一种紧张，给人造成心理上

沉重的阴影，有时候是终身的阴影，而且是比较细腻

的、比较隐形的。这种态度就不是用一种生态性的

视角去看待家庭。

如果去看邻里、看周边的环境，就更是用一种可

替代的眼光去看了。这个东西不好，马上想办法换

掉；这个人看上去不舒服，那就不打交道或假装这个

人不存在。一切东西都是可以“退货主义”的，一切

都要达到最佳组合、最高效率、最佳效果，而不是像

你说的生态。用生态的角度看，一个东西存在，它肯

定有可欣赏的地方，你去欣赏它在关系网络里面的

一个独特的位置、独特的作用，它和别人之间有一系

列有趣的关系。

我们现在失去了对生态性的欣赏能力。比如，

难道每个人都想跟所谓最优秀的人交朋友吗?其实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说一定要跟那些特别优

秀的人交朋友。一方面，会觉得那些人比较无趣，一

天到晚一根筋做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压力也会比较

大。有些人可能比较懒散，但也会很有趣，会给你带

来一种能量、一种你没有的视角。像小孩子能玩到

一块、能成为好朋友，都是因为家住得近，上下学经

常一起，这个好朋友不是他选择的，因为小孩子在一

起玩，只要基本性格相符，他们自然会玩出“互动

性”。小孩子不是从选择开始的，他是从不选择开始

的，然后欣赏到对方性格的特殊的地方、互补的地方，

这就是生态性。还有我们在社交里面对彼此的评价，

也是比较单一的，对人的评价一般就是成功不成功、

好与坏。但是一些有趣的人，比如很有文学才能的

人，他们对别人的评价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他们会

看到一个人有趣的点就是懒散，能懒散出一种艺术

来，等等。但是现在，我们在私下聊天里听到的也都

是说这个人成功不成功、优秀不优秀，都是这一套。

我感觉，这是把自己的生活做一种自杀性的简化。

“附近”的概念不是要做一个社会的宏观理论，它

要发展的是一个“生活的人类学”，要讲的是你如何处

理自己的生活，让学术思想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为生活服务。为生活服务的思想，不可能给你提出一

二三的建议和结论，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些看法、视角、

态度，然后你自己可以用这些看法去生活。生态性就

是这样一种态度，让你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社会的差

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从中看到它的

丰富，看到它的丰满，看到它的奥妙，而不是简单地拿

一个效率最大化的标准来评价对方。而这个态度的

形成，是需要很多思考和说法在后面支撑的，是要有

意识的，就是需要用一定的语言和意象来调动意识

的。我在想，“附近”可能调动这样的意识吗?
五、关于“大”和“小”

康岚：前面我们讲到大环境和小环境，这里我还

想提另外一个“大”和“小”，是关于代际差异的。有

一种说法，老一代的人，比如“50后”“60后”，他们其

实是有一些大梦想的，家国天下的大梦想，有一些理

想主义；而年轻一代，比如“90后”“00后”，他们更关

注的是跟个人相关的小梦想、小目标，是更现实主义

的。但同时就像您说的，年轻人在网上讨论的又都

是一些很宏大的叙事、一些虚无缥缈的大主题，表现

出观点的极化和情绪化。这是不是也印证了一点，

当大环境影响他们小目标的实现，而他们又没有能

力营造身边小生态的时候，他们是最无力的，所以要

提“重建附近”?
项飙：你讲的代际，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我还

没有想到过。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大”和“小”的区

别，更重要的是“大”和“小”的关系。我们讲的“大”，

是可以落实到“小”的“大”，还是要把“小”完全忽略

的空洞的“大”?老一代人为什么会有宏大的理想，我

们要从非常具体的个人经历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宏大

想法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对于老一代人，宏大叙事

意味着个体可以直接参与改革开放，这个“大”是有

道理的。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机会非常多，比如当

时农民工离乡进城，农民可以感受到自己直接参与

一个洪流当中，这是比较真实的。当时整个社会又

有很强的一个方向感，大家都觉得要往一个方向去，

社会分化不明显，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社会

学界的一个重要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普

惠式的，虽然大家的受益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所有人

基本上都受益。那个“大”好像是“小”的自然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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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特别是 2000年以后，

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不一样了，不再是普惠

式的，而是分化式的，贫富差距变大，不同的人对社

会生活的感知不一样。这时候，个体在自己的生活

意义上，没有一个直接的对宏大叙事的参与感；但同

时，个体也没有建构出自己的“附近”来，对自己身边

的事情也没有参与感。比方说，今天有多少银行工

作者觉得真正参与了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有多少

律师觉得自己真正在进行中国法治建设的探索，有

多少教师觉得在有效地推进某一种教育方式。背后

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你的职业生涯被一系列的规则

很功能性地定义好了，你就是要发挥规定好了的功

能，不允许你有生态性的探索、回到它专业的应有之

义上去思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对“大”

的具体参与，而一些小的公共参与也放弃了，最后剩

下的就是用一些非常口号式的、象征性的说法，来宣

称一种归属感，对一个想象中的“大”的东西的归属，

比如文明。这也是我最早提出“附近”的背景原因之

一，我觉得重新对“附近”感兴趣，可以把那个空洞

的、大而化之的趋势稍微缓解一下。

因为你在“附近”跟人面对面地交谈时，你不会

绝对性地做判断，你会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的话负

责任。而那个“大”的东西，因为比较抽象、远不可

及，你可以宣泄式地表达情绪，是不用负责任的；这

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实是人性的丧失。因为从孔子、

从儒学的精华来讲，做人就是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

调整和反思，能够达到一种德性，如果直接去宣泄，

那是缺德。在“附近”，人的德性自然会出来，因为你

会看到“附近”的复杂性和具体性，而且有具体的人

站在你对面，你自然会注意到对方对你所讲的话的

反应，你会注意到你所讲的话的客观社会效果，其实

这是一个德性培养的实践过程。孔子、荀子、亚里士

多德都很强调“养成”，在他们看来，德性不是一个大

的理念问题，而是要在实践中、从小处、从日常逐步

培养，一点一点“修”出来的(Aristotle，1999)。“附近”

就是“养成”的一个处所。

六、“附近”的价值：“附近”是在大环境给定的条

件下，让普通人能够保持思考和行动能力的小空间

康岚：我感觉现在有时候大家在行为和观念上

有一种很大的张力和分裂，一方面对环境的抱怨很

厉害，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地甚至很努力地在维护

既有的环境和规则。包括您前面提到的各行各业专

业人士的公共参与的微妙，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个

说法是，我个人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大环境，那我不如

顺势而为，先把自己的小目标安排好。于是，个人所

有的行动都在配合和维护那个现存的让人不满的东

西。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抱怨和维护同时存在，

这其实会导致一个长期的、很大的压力。

项飙：既有埋怨又有维护，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

现象，但中国现在的特殊性是，埋怨和维护都比较激

烈。埋怨是觉得看不到希望，维护是因为被一种恐惧

所驱遣，觉得我这一步走不好，可能对我的影响会很

大，然后他的维护就不仅是消极地维护，而是很积极

地投入式地去维护，所以两边的表现都比较极端。这

种极端造成的心理的无力感是很强的，他明明知道自

己在做一个自己不认同的事情，但还是在“鞭打”自

己，非常努力地做一个自己非常不认同的事情。

“附近”作为“为生活的人类学”的一个例子，受

到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背后很重要

的一点想法是，人没有办法对生活和世界做一个整

体性的批判，不能等对生活有了全面判断之后再去

生活，关键是在当下给定的条件下，不要让自己的思

考能力和行动能力丧失掉。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

要找一个现实的、很小的突破口或者说抓手来做。

你刚才说的这种两难境地其实是讨论“附近”很

重要的背景。我国外的朋友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

“附近”有什么有趣的，这不是最简单的东西吗?我要

说的是，不是说“附近”本身有什么特殊性，它就是最

平常的，但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比较扭曲，所以有没

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抓得住、能让我们普

通人多一点坚韧性的。在这种扭曲的状况下，如果

能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抓得住的、可以

喘息的地方，这就是“附近”的价值。

康岚：那“附近”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项飙：“附近”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要靠大家一起

探索。但在理论上讲，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两点。

第一点是，对总体性的抱怨至少可以变得更加

分析性一些、更加具体一些，看看在一些很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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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是不是还有一些小的空隙、小的突破口，在一

些具体的场景下可以让你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我给

你举一个浙江村的例子。浙江村的第一批农民1986
年来到北京，要自己租房子、要做衣服卖，这在政策上

是完全不允许的。当时的户籍制度本身、城市管理制

度、派出所和警察对他们的态度，使这些人在北京的

生存空间是零。那他怎么会打出一大片空间来，很重

要的就是他的“附近”意识。他不管那些正式的制度，

他在他的“附近”、他的周边看，这些有实权的、掌握着

土地资源的、能够出租房子的人都是谁?他们彼此之

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发现，“附近”的权力关系是特别

复杂的：在城乡接合部，有中央部委、有北京市的单

位，还有区的单位，还有乡和村，这些部门还有自己的

三产公司或门市部，这些单位都有权来处置自己的土

地和资产，而彼此管不了。这帮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一

种生态里面找出了很多空隙，最终他租到了房子、盖

起了厂房；遇到清理的时候要跑，他就把缝纫机等东

西交给房东代管，等清理完了再回来。这些浙江农民

到北京，他们完全是体制之外的人，但是他们就是在

具体的“附近”里面找到了各种机会。

这给今天年轻人的启发可能是，你要有这样的

勇敢，要有退出的勇敢。前面不是讲到退出和逃离

吗?你不断地逃离，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敢退出，你

总是觉得要更好、要更受主流欣赏，然后你又不愿

意去解决问题，就不断地期望能逃到一个相对好一

点的地方，现在这越来越难实现了。像浙江的这些

农民，他完全是流动的，但他不是逃离，他流动过来

之后他就看、就找新的机会；他的流动其实是一种

退出，他退出原来的城乡控制体系，这是他的勇

敢。退出之后当然是有风险的，退出之后自己的粮

食怎么来，生计怎么弄，这些是不知道的，都得靠自

己去闯。

当然，“附近”不是要搞什么岁月静好，你还是要

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不能够

让自己彻底瘫痪掉了，这不行。哪怕在最不乐观的

情况下，你一定要在“附近”里面找到一点光，为自己

生活的改变找到突破口，哪怕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

妥协，但要有这份勇敢。这是“附近”角色的第一方

面，怎么样在无法改变总体情况的时候，从“附近”找

到一点改变的力量。

第二点是，“附近”也会给你一点力量，不用那么

刻意地去维护主流。维护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觉得唯

一的价值的来源、尊严的来源、认可的来源，以至于

生计的来源，就是要为主流服务。其实是不是这样

呢?如果去城乡接合部走一走，你会发现很多人的生

活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去维护主要

是一种害怕。很简单地，如果你在学校的班级里，或

者在公司的班组里，或者在社会上的朋友圈里，是彼

此信任的、团结的关系，你们表达自己的声音的胆量

就会大一些。

参考文献：

[1]王竞，2022，《跟项飙坐火车去上班》，谷雨实验室，

https://mp.weixin.qq.com/s/g1BBcjxLjgcp1UeheUncDw.
[2]项飙，2022，《作为视域的“附近”》，《清华社会学评论》第

17辑 .
[3]严飞，2022，《以“附近”为方法：重识我们的世界》，《探索

与争鸣》第4期 .
[4]Aristotle, 1999,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Irwin,

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5]Xiang, B. 2021,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 Pacific Affairs 94(2).
[6]Xiang, B. 2022,"We want to start with what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in their own lives":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common concerns". An interview by Zdeněk Uherek and Adam Hor
lek. Cargo Journal for Cultural/Social Anthropology. 1-2.

··69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