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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类学是指思考自然与人类关系的一门学科。这之中，由日本人进行的非洲生态人

类学研究与灵长类学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在阐明人类进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0 世纪 50 年

代后半期，日本学者今西锦司（ Imanishi Kinji）与伊谷纯一郎（ Itani J yunichiro ）在坦桑

尼亚与乌干达国境附近开始了大猩猩的调查，这是日本人非洲、｜学术调查的开端。之后，结合

与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在探索人类是如何适应各种自然环境的课题下，畜牧民、狗猎采集民、

农耕民的研究也逐渐被展开。而这一系列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需要长期的实地调查。

日本的非洲热带雨林研究，较稀树草原及沙漠地带的研究稍晚，开始于扎伊尔（刚果共

和国）内战局势稳定之后，即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 。 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活在热带雨林

中的狗猎采集民与农耕民。这些狗猎采集民与农耕民是如何从森林中获取食物，他们的活动

又对森林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等等是日本非洲热带雨林研究的主要课题。例如，日本学者安冈

宏和（Yasuoka Hirokazu）对人类能否只依靠狗猎采集活动，或者说能否只依靠野生薯藏中

的碳水化合物在热带雨林中生存这一问题，通过长达数月的狗猎帐篷考察，最终证实仅从狗

猎采集人们就能得到生存所需的热量（ Yasuoka 2006 ） 。

近年来，森林破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非洲热带雨林的保护问题也备受关注。一直以

来人们都认为森林破坏的原因是由于当地居民烧田等过度利用土地和森林资源造成，而日本

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却发现，虽然当地居民的生活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森林资源，但他们的适度

利用事实上却保护了森林 。

在这种保护森林的呼声不断高涨之中，笔者利用生态人类学的于法，对喀麦隆南部的可

可生产地进行了调查。喀麦隆南部的可可生产由于没有刻意砍伐掉森林中的大树木，而是在

大树周边的小型回地上进行的种植，因此被学术界评价为兼顾了森林保护与经济作物生产的

农林业活动。由于喀麦隆南部人口密度较低，要维持可可的生产，农民需要利用住在周边的

衬猎采集民的劳动力。在可可的收获期，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金，为确保这些劳动力，农民需

要不断向狗猎采集民提供由森林中采集到的椰子酒和野生的兽肉等。但由于受到国际机关的

影响，喀麦隆政府规定农民在森林中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制在一定区域内（ Sakanashi 2011 ） 。

近年，“历史生态学”关于这种单方面限定的议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历史生态学是“探

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即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与展开”的学科（市川 I 2003: 

54 ） 。历史生态学学者认为通过明确人们过去在森林中的移动场所及居住地，将这种利用定

义为习惯性利用，可以抗衡那些单方面的限制。然而，事实上习惯性的利用空间早己无法将

当地居民的生活限制在森林之中，他们不再停留于于森林中，而是开始涉足外部社会，有人

去镇上打工，有人把孩子送到城里受教育。笔者认为，只有将森林的习惯性利用与超越这一

活动范围的两方都纳入视野，才能对生活在热带雨林的人们的活动有一个真正的了解，进而

弄清森林保护方的单方面限制以及历史生态学的习惯性利用是站在怎样的前提下认识当地人

的生活，并对其做出客观评价。笔者认为奔赴现场，进行定点观测的调查方法至今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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