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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禮物經濟的思考中：藝術、
人類學和基層社會運動 

（三個人類學學生的分享） 
 (廣東話主講) 

 

李維怡、蕭朗宜和張詠儀 
影行者 

 
 
 

二零一六年九月廿三日(星期五) 

一時正至二時三十分 

新亞書院人文館11室 

於十二時三十分敬備茶點及午餐。先到先得。 
******************************************************************************************************* 
雨傘運動期間，人類學系的同學亮出了「革命是為了愛情」的橫額。相信這「愛情」應是一

種公共的愛，而「革命」的意思是「改變社會的根本構造形態」。在人類學的意義下，革命是

要根本改變社會制度和主流文化中讓人不能（被）愛、無法（被）愛的處境。禮物經濟是我

們從人類學學到的概念，在這個資本主導、競爭為尚、個人中心、消費就是快樂的社會中，

如何發展共享而非競爭的資源流動之可能性？三位不同時期的人類學同學，希望與大家分享

人類學走出課堂，介入社會的感想。 

 

李維怡、蕭朗宜和張詠儀是三位不同時期的人類學畢業/在學同學。三位皆是影像藝術團體影

行者的成員。影行者以「把藝術還給人民，把人民還給藝術」為宗旨，致力於藝術及媒體的

創作及解讀能力之普及化。透過記錄社會文化議題，影行者希望以影像與邊緣社群同行。 

 
 

 

歡迎參加 
(查詢請電 39437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