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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筆者認為，該書中編以縣為單位，分述大械鬥的情况，也不妥當。這

場大械鬥是一個在大區域內兩大群體大規模流動作戰的局面，在械鬥雙方來說，

縣際的行政分界基本上沒有實質上的意義。械鬥的處理也直接交給了省級政府，

縣級政府處於從屬地位。如從戰事規模與影響來選擇描述點，也許會更清晰，也

會避免不少不必要的重覆。

　　上述問題所及，其實就是全景式述評歷史方式的缺失。要解决上述的問題，

僅靠現有的資料也是不够的，必須發掘爬梳地方史料與民間文獻，作者也認識到

田野調查對此課題研究的意義（頁386），我們期望作者在進一步的資料收集和

深入的田野調查工作基礎上，將此課題的研究向更深入的層次推進。

                                                        何文平

                                                       中山大學歷史系

      

小田，《在神聖與凡俗之間　　江南廟會論考》，北京：㆟民出版㈳，

2002年，2，6，5，387頁。

　　作為蘇南發展研究院出版的「蘇南發展研究叢書」之一，小田的《在神聖

與凡俗之間　　江南廟會論考》希望彌合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與民俗學間的

罅隙，向人們展現一幅江南廟會生活的既往圖景（頁7）。細嚼此書，作者的確

為研究這個問題下過很多工夫，尤其是收集了內容相當豐富的關於江南廟會的史

料。

　　作者建立了一個介於「神聖」與「凡俗」之間的「廟會續譜」，本書所有

的討論都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他將現實的廟會形式從典形的神聖廟會到典形的

凡俗廟會排列成一個續譜。按照作者的構想，位於續譜一端的所謂典形的神聖廟

會，不是超然物外的神聖，而是凡俗中的神聖；而位於續譜另一端的所謂典形的

凡俗廟會，也是神聖中的凡俗。特定廟會在續譜中的位置取决於廟會的動機和實

踐、會衆的虔誠程度、廟會存在的環境，特別是實際運作過程中產生的相對神聖

程度（頁35）。

　　本書總體可以份為兩部份，第一部份作者考察「凡俗的神聖：儀式、信仰、

神話」。作者將祈雨會與驅厲會放在廟會續譜中最神聖的一端，因為他認為兩者

俱屬威脅到民衆的生計和生存的要事，民衆祈雨驅厲至殷，信之至切。接着，作

者考察了驅蝗會中的猛將廟會，將猛將廟會的奉祭分為兩種類形：例會和難會。

他認為定期依例舉行之例會，看不到祈求神靈時的虔誠，神聖淡漠，應置於神聖 

凡俗續譜的凡俗一端；而難時的猛將會由於會衆的宗教情緒激昂，可歸為續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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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的一端。作者以考察神聖性的表達方式結束本部份的討論，認為人為地在神聖

與凡俗之間開挖一條鴻溝是實現神聖性的起點；而神聖的表達方式又有消極、積

極之分。然後，作者探討了神聖性之源，認為林林總總的儀式喚醒的是一種心理

傾向，這便是神聖的存在。

　　作者引用了涂爾干的觀點，認為構成宗教經驗的各種自成一類的感覺的絕對

而永恒的客觀原因，其實就是社會。然而作者在具體論及江南廟會的神聖力之源

　　社會時，卻語焉不詳，含混而過，給人隔靴搔癢之感。筆者想要質疑的是，

續譜中的所謂「典形神聖廟會」和「典形凡俗廟會」其實是以作者的眼光或者是

文獻記錄者的眼光擬訂的標簽，是他們對於會衆所作的解釋，不是會衆自己的聲

音，這和作者的初衷　　即抽離自身世界觀的所有成份，保留被觀察者和受訪者

的世界觀　　是有所違背的。

　　在第二部份中，作者從三個層面考察「神聖的凡俗」：廟市、休閑和社區運

作。在對廟市的研究中，作者考察了廟會與廟市之關係，廟市的商品結構以及廟

市與特色產業之關係，以及廟會與農家經濟生活。這一部份的論述似乎沒有擺脫

我們所熟悉的「套餐式」叙述的窠臼。尤其在論述江南社會的近世變遷時僅僅以

自然經濟解體、農產品日益商業化、農民與地方市場的關係更加緊密等抽象表述

粗略帶過。然而，現實的社會活動與歷史活動，比起我們腦海中這些基於古典經

濟學傳統而推演出來的固化的概念要複雜生動得多。看到這些問題，筆者更想知

道的是：在社會發生變革時，伴隨着人們身份地位的變更的廟市中體現的經濟關

係、資源分配方式，以及地方政治格局，又是如何變動的？不同的人又怎樣借助

廟會為自己謀取資源？廟會在人們的表述中又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在對於休閑的考察中，作者認為與組織化的系統宗教不同，民間宗教，特別

是作為其社會表現形式的廟會，從行為上體現了明顯的休閑性，在這裏，廟會就

成了休閑。他認為，當外部環境强烈壓迫時，會衆內心充滿了恐懼、失望和憤懣

的情緒，例如祈雨會、猛將會、驅厲會等等位於續譜神聖一極的廟會，完全走向

了休閑心態的反面。一旦廟會儀式與社區利益關係的紐帶鬆弛，這些儀式就避開

了所有功利性的目的，位於廟會續譜的凡俗一極，充份體現出休閑性。然而，作

者似乎對於廟會與社區利益關係的理解過於簡單與固化了，廟會本身就是社區利

益與權力關係的集中表達的場合，不可能存在「避開了所有功利性目的」、純粹

休閑的廟會。正如蕭鳳霞指出，「民間儀式並不純粹是宗教，它們更大程度上是

一套權力語言，人們運用這些語言，創製身份，建立入住權，對弱勢者加以標簽

和排斥」【蕭鳳霞：《廿載華南研究之旅》，《清華社會學評論》，2001年，第

1期，頁186】。因此，我們更希望了解的是「休閑」對於參與會衆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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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閑中體現了怎樣的社會秩序與節奏。當然作者也提到認同從社會整合的角度認

識休閑活動，但是他並沒有展示江南社會整合的機制，讓人意猶未盡。這一節作

者敏銳地關注到女性休閑的話題，引用了相當多非常有趣的史料，從中我們看到

了廟會中女性抛頭露臉，遊山玩水，入寺拜僧，依門立戶，看赴社戲的圖景。當

然，作者也提到了「社會精英」對這種現象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大小傳統差異

造成的不言而喻的結果。筆者認為，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一個複雜的歷史

文化建構過程，期待作者能更動態地來看待女性形象的轉變。

　　最後，作者考察了廟會與社區運作之關係，筆者以為這一部份作者用力最

深，不少研究也頗有見地。這部份他主要採取的是個案研究的方式。作者認為，

作為社區整合的文化形式，村落聯合體廟會既有自身內向整合，也有指向「他」

會的外向整合，前者反映社區內關係，後者反映社區間關係。至於市場聯合體廟

會，則使鄉鎮網絡更為複雜，進一步加强網絡之間的功能互補，鄉村社會的社區

聯繫由此更加豐富。再者，廟會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時間內把個人和群體聯結到一

起，使其互相接觸和影響，實現了社會互動。

　　筆者以為此書的論證方法上有以下幾點值得商榷之處，讓我們先從作者創

建的「廟會續譜」談起。創建「廟會續譜」時，作者試圖回應涂爾干所强調的神

聖世界（事物）與凡俗世界（事物）的「絕對異質性」。按照涂爾干的說法，宗

教信仰的特質在於神聖性，神聖是宗教領域特有的解釋範疇與評價範疇。與宗教

相對應的是凡俗，神聖與凡俗具有「絕對異質性」。由此作者作了如下的邏輯推

論，他認為 「廟會無疑屬於宗教生活」，但是，我們知道，許多江南廟會實際上

卻是神聖與凡俗的混合體，並非只表現為神聖的特質。因此，涂爾干的「絕對異

質性」在江南的廟會的研究中就受到了挑戰。筆者認為，作者對於涂爾干的解讀

似乎有「欲加之罪」的意味，將廟會不言而喻地對應涂爾干所說的「宗教生活」

就讓人頗為費解。廟會是以祠廟為依托，在特定日期舉行的祭祀神靈、交易貨

物、娛樂身心的集會，不是純然的宗教生活，因此計較廟會的神聖與否似乎本身

就沒有太大意義。人為地將廟會排列在一個「神聖—凡俗」的續譜之中，並沒有

反映廟會間真實的聯繫，也不能幫助我們透過廟會了解到真正的社會結構。

　　其二，作者在開篇時便提出他將考察的重點放在近世，試圖探討處於社會轉

形時期的江南廟會，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洋文化的對接中採取何種態勢？這

種態勢與社區信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未來走向有何關係（頁10）？然而，作者

的論述似乎並沒有回應開篇提出的問題。作者對大多數廟會的考察沒有放入具體

的歷史脈絡中，因此讀者很難獲得江南社會結構變遷的圖景。

　　其三，作者還試圖回應大傳統與小傳統的關係問題。他認為廟會是俗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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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雅文化的最重要的場所，尤其在鄉村社會。在這種觀點背後，作者實際上從

自己的眼光出發，預先設定了所謂精英文化與俗民文化的範疇。然而，甚麽是正

統文化是具體的時空與社會關係中的人自己定義的，很多研究者已經指出，所謂

大小傳統，中心和邊緣，兩者的關係常常是相對和辨證的。正是由於這種理解上

的偏差，作者有些天馬行空地借用了種種理論來解釋廟會中的文化含義，卻沒有

省問：是誰創造並限定了這些含義，目的何在？

　　最後，作為研究近世江南的論著，本書對濱島敦俊的成果《總管信仰　　近

世江南農村社會和民間信仰》隻字未提，頗讓人覺得遺憾。

                                                     賀喜

中山大學歷史系

應星，《大河移民㆖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到「擺平理順」》，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㆔聯書店，2001年，xi， 6，449頁。

　　本書作者通過對平縣山陽鄉長達20多年的移民上訪及政府擺平過程的細緻

描寫，揭示了當國家與農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後的新時期發生集體

上訪的過程中正面相遇時，權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實踐中運作

的。

　　儘管水庫移民的問題是全世界都關注的重大問題，但由於各種困難特別是獲

取資料的困難，我們對中國水庫移民史的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作者在中國社

會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於1997年被選派到平縣掛職鍛煉，擔任協助分管

移民工作的副縣長。他特殊的身份十分有利於他所關心的問題及材料的收集，使

其能够較容易地進入農村語境，接觸到「局外人」難以接近的第一手資料。正是

憑依這些豐富的原料和「隱蔽的文本」（主要包括上百萬字的政府檔案和幾十盒

訪談錄音），作者得以從「世界歷史的視角」構建了這個故事。

　　除去精緻短小的「小引」與「尾聲」，本書的正文部分共分六章，最後以 

「故事後臺的故事」為結語部分的標題來結束。作者基本上按時間順序，用日

常語言來寫作故事本身。第一章和第二章寫的是「舊制度下的治理」，其中第

一章題為「遺留問題」，展示「遺留問題」是如何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埋下種子

的；第二章題為「討說法去」，寫移民去政府「討說法」如何被科層制所漠視、

推諉、拖延和敷衍，從而使遺留問題進一步積累、惡化。第三章和第四章寫的是

「從舊制度到新的治理的過渡」，其中第三章題為「從默契到對峙」，寫移民與

區鄉政府之間某種內在的團結關係如何在1980年以後農村的制度變遷中破裂，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