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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5+8D:9",,,不被治理的艺术#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

史-!以下简称
'

,不被治理的艺术-"J9*#!$)+@A+)>#%(.3+8#$(#52!(

!('$&*%/)0%/)+$1+@M,-'(56+4)*#'/)!/%'K

"

)一书的出版&是亚洲甚至全球人

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界的大事'这本书的问世&

'

东南亚高地起

了一个新名字+++b"4*&':9",,从国家效应的角度讨论"!,.年现代民族国家

形成以前&b"4*&如何在低地国家形成与扩张的过程中&相应地自成一个特

殊的地理空间范围':9",,所称的b"4*&&西起印度以北&东至越南北部&主

要包括当前中国云贵高原!包括四川以及广西的部份"&以及高地东南亚的范

))何翠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电邮#

,10"+2&,5D+*%*9&D5.#D,C(魏捷皍J!&45+?D

^*'F5$+"%K&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电邮#

C5*DI*5\*+4&9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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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稿的撰写得力於作者在三次公开发表场合之讨论激?#

#$"$年"月#-日中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界域人类学 *研究?讨论 :9",,此书之读书会&#$"$年""月.日参与 /+*&%

O"$.5$'&%.+?5+5&$9065,C"$F在泰国清迈举办第二
N

年会会议 M&>*.)"'4与高雅宁组织的

^"%.5$'&%.+*%O"$.5$'&%.+V?5'*2*"#+G%+,*,#,*"%+&%.?*,#&'@5H,+75-"%.:,&,5+议题组之论文

发表与评论&以及#$"$年""月#!日在云南大学民族学院发表的演讲'文字翻译与修改得力於

施崇宇$蒋斌以及两位匿名审查者之意见&特此致谢'

"

)!&45+8D:9",,S9*#!$)+@A+)>#%(.3+8#$(#52!(!('$&*%/)0%/)+$1+@M,-'(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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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
'

此范围两千年前开始形成 !页"#0*"#-$

",$"&後来逐渐缩小而零散化'两千年以来&在这个S3O5K范围
;

的人?主

要是由一波一波
'

逃离低地邦国$帝国打造计划+++包括各种泰$缅等印度

政体与汉的中国政体+++的人?所组成的'

$

) S3O5K的高地人不是被各种文

明计划淘汰的人&也不是社会发展演化的边缘人&而是选择与低地文明中心

及国家保持距离而逃往高地的人'他们的农业$社会结构$文化&甚至可能

包括他们的无文字状态&都是这个选择的结果'

,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对於任何高地东南亚$云贵高原&或是包括

喜马拉雅山高地在
;

&甚至是 T5448OQK6UCF86?84所定义更大范围的 S3O5K

区域研究的学者而言&都是一本令人既无法释手又无法释怀的书'无法释手

的部份已经让此书获得多项年度最佳图书的荣誉&?
'

无数研究区域不在

0- 何翠萍)魏捷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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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O5K这个名字?非来自UC3EE&但 UC3EE所命名
'

S3O5K的范围&

,

是最具有理论企图

的'V8K6&5CFKB?对於 S3O5K这个名字的来龙去
/

有非常详细的爬梳&参见 V8K6

&5CFKB?<WX?5E3:5K4YS3O5KK6?P8Z36?<[:";0,)7"<=7">)7?'1#"0+<.@#=#$"$G@"-0*#",'

首先提出@"(')概念的是荷兰学者T5448OQK6UCF86?84&他於#$$#年在一份地理学杂?

上提出&参见 T5448OQK6UCF86?84<W\83R:KLF58N39(63;56R<\83R:KLF58N39]R63:K6C8@

VBOL56RUCK4856U3BEF8KNÊ N5K<[6,A'0",(%,#),-B7),,',&C4D"*'%#+),-D3)*%<#$@1

=#$$#G@1,0*11-'他认
'

从喜马拉雅山
/

的西缘$西藏高原&一直到中南半岛的高

地&在历史上$政治上都应该是一个特殊的跨国区域&而与一般所
+

的以国界
'

基础的

区域&如中亚$东南亚或东亚等有所不同'他以 %F56语的_3*O5*K!边缘人 "做此区域

的命名'UC3EE引用了这个命名&但把范围缩小到原本 UCF86?84在#$$#年所提出范围的

东半区&也就是大陆东南亚山峦=U3BEF8KNÊ N5K6&K564K6?&KNN59G的范围 !页 5̀"&与

V8K6&5CFKB?所定义的东南亚山峦区=U3BEF8KNÊ N5K6&KNN59G不谋而合&参见 V8K6

&5CFKB?<WX?5E3:5K4YS3O5KK6?P8Z36?<[#$#*#$,' %HaKEE8:N36 \58:NCF$ UK:K

UF685?8:OK6对此S3O5K的外缘都有持续的讨论&参见 %HaKEE8:N36\58:NCF<Ŵ C:3NN

S3O5K;5EF&8:CFK6EN<&36DN<K6?&BND@a:3C8NN\83R:KLF58N<I:K?8b8E;3:DNK6?EF8

]668:*XKNEYU3BEF8KNÊ N5K6P3:?8:4K6?N<[:";0,)7"<=7">)7?'1#"0+<.@#=#$"$G@#".*#/!c

UK:KUF685?8:OK6<Ŵ :8EF8%86E:K4d5OK4KZKN56S3O5KeU3O8UCF34K:4ZK6?a345E5CK4

%36N5?8:KE536NKC:3NNI5O8K6?ULKC8<[:";0,)7"<=7">)7?'1#"0+<.@#=#$"$G@#-!*/"#'

:9",,主要用汉或中国帝国形成历史中向南$西南扩张的研究与材料&支持其认
'

b"4*&形成须考虑至少两千年历史纵深的
+

法'他认
'

在两千年以来中国帝国的发展变

化&正展现了b"4*&形成的空间地理过程!页"/0<",#"':9",,认
'

虽然有关於中国向

南方$西南扩张的移民史或难民史&在".世纪之前有不少臆测的成份&但有关中国明清

南方$西南移民或难民的历史研究&以及泰$缅研究中有关於过去国家建立过程徵收奴

隶人口之资料&

,

是确切可信的!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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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3EE所指的S3O5K范围
;

的学者所借用或引用(

%

) 而那无法释怀的一部份&

则引发无数学者以各自研究对象的历史民族志材料&对UC3EE的论点提出过度

概化$简化的批评'在不同新书发表的场合中&UC3EE都很明白地表达此书写

作的企图之一正是希望挑动
=

议'事实上&无论就#$"$年 :";0,)7"<=7">)7

?'1#"0+中)S3O5K及其超越 *=S3OM5KK6?P8Z36?G专号的论文与书评&或者

#$"$年""月.*0日在泰国清迈所开的 N̂5K6P3:?8:4K6?N会议中的多篇相关论文

来看&就如UC3EE所期望的&他书中富於
=

议性的论点&确实正在激起?凝聚

更多更精细历史过程的探究'

&

)

UC3EE一书的副标题 )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 *=9,9,)0*2'1#

?'1#"0+"<E37),-D";#2%)1#91')G&凸显作者欲重构高地东南亚的前现代区域历

史的企图&颠覆在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中&对高地东南亚居民的刻板描述'

全书最重要的结论是#高地社会是 )国家效应 *下的
-

物'本文首先介绍

UC3EE提出的S3O5K是一种国家效应的论点'从UC3EE国家效应的理论模式描述

UC3EE如何用其解释S3O5K社会的特性&?对既有的从国家史观出发的历史提

出有效的批判'其次比较另外一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同时也是UC3EE在

全书论证上仰赖甚深的高地东南亚研究经典著作+++Y.4#%.?"%&'.R5&90的

,缅甸高地政治体系#一个克钦社会结构的研究-!以下简称
'

,缅甸高地

政治体系 -"J<+-%)%&'-61/)#"/+@0%.*-'(5>4$"'2!6)451+@G'&*%(6+&%'-

6)$4&)4$#K&

'

) 讨论二书对高地克钦社会解释之?同&以及他们对高地东南亚

人?研究论证上的优点和缺点'接着&笔者将从 :9",,有关 b"4*&高地与低

地政体间辩证关的论点&进一步讨论b"4*&空间范围的特性(同时从高地

b"4*&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性&提出政体与政治经济在更高层次整合之必要性

以及未来性'

'

了方便以下议题的讨论&本文将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把

)政体*J1"'*,*9+K用来指称意识形态上合法地行使武力等
L

制力的权威&至

於)政治经济*J1"'*,*9&'59"%"4-K则用於指称经由人的劳动力及其累积流通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0!

%

&

'

本书除了在#$$!年被各杂?与刊物列
'

最佳年度图书之外&更在#$"$年获得多项学术著

作
j

&包括福冈亚洲学术
j

JN#F#"F&/+*&%/9&.54*9B$*\5K$美国历史学会 !"0%AD

N&*$7&%F

j

$亚洲学会的 O5$%&$.:90C&$,\

j

等'世界各地学术团体召开的会议$座

谈$讨论会等对b"4*&的讨论&更不在话下'

#$"$年""月.<0日&/+*&%O"$.5$'&%.+?5+5&$9065,C"$F在泰国清迈召开一次三天的会议

T!/%'(>+$5#$-'(5/2C(&-+/4$#I=()#$'&)%+('(59$'(/@+$"')%+(U&讨论b"4*&的概念'

Y.4#%.?"%&'.R5&90S<+-%)%&'-61/)#"/+@0%.*-'(5>4$"'2!6)451+@G'&*%(6+&%'-

6)$4&)4$#JR"%."%V@05/,0'"%5B$5++S"!00c"!.,d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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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费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组织'

(

) 最後&本文将总结从b"4*&角度看高地东

南亚研究的意义与未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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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D:9",,在处理b"4*&的社会历史时&所面对的睶文本J+#7,5H,K是

所谓的)国家史观*&即#国家作
'

一个有特殊目的与职能的政治能动者&

其职能是治理&而治理的最终目的是
'

了能
R

有效地汇集粮食与人力的资

源'从国家史观的角度来看&由於地形限制&国家难以进入东南亚高地&居

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才得以在无国家干预的情癋下&发展出适应高地特殊地理

与生态环境的农业生技$文化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成现在看来是独树一帜的

高地社会'这样的观点&言下之意是#

)高地社会*乃是被国家所遗?的社

会&等到国家有足
R

的资源与技术可以成功地汇集高地社会的资源&高地社

会就会被纳入国家的版图中'乍看之下&这样的观点似乎无错&高地社会的

确正在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更符合国家目的$更适合被治理的定耕农

业与定居村寨'然而&国家史观所呈现的高地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对高地社

会的污名化&高地社会多以被征服者$被转化者的形象出现在国家史观的历

史中&相对於低地国家的文明&高地社会是原始的$野蛮的&亟需国家的治

理&等待文明的救赎'

有砲於国家史观
G

夺无国家社会与人民作
'

历史能动者的权利&:9",,认

'

&管高地的地形限制对国家治理与高地社会的影响是不
=

的事实&但

是&如果考虑高地人也是具有充份政治意识的历史能动者&那
S

高地人在可

以选择不居住在高地的情癋下&

,

选择了居住在高地&就是一个政治选择&

目的是远离国家的统治&躲避战
=

的混乱&免去赋
[

与劳役的负担&等等

!页#!"'

综观b"4*&前现代国家的历史&低地国家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扩张&总是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地移民潮&因此&所谓的高地社会其实是来自不同时

-$ 何翠萍)魏捷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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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但非所有"政体通过政治体系或政治组织这种制度性的框架来运作'本文将讨

论的Y.4#%.?"%&'.R5&90把亲属包括在政治体系中理解&8'&#.5Ra>*<:,$&#++则把克钦

的亲属视
'

一种制度&而认
'

政治!与 )信任 *"是通过亲属制度来运作的'而 :9",,

虽然论及亲属与婚姻&可是他?不认
'

政治是通过亲属与婚姻制度来组织运作的'笔者

以
'

&虽然政体与政治组织是不同的&但由於前者是通过後者组织的&所以他们彼此是

相关的'下文中论及有基本亲属结构制度的高地人?&即是有水平组织式的政体'

%

&

'

(



代$不同地区的政治难民的集合体&这意谓着b"4*&高地社会的形成与低地

国家的建立$扩张与崩溃的进程存在一种辩证关':9",,主张应以)国家*

与)无国家*的辩证来理解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的关&意即如果国家的目

的是汇集人力与物资&那
S

无国家则是以分散人力与物资来回应(如果国家

历史的书写是以国家建构
'

主轴&那
S

无国家历史的书写则是以废除国家
'

主轴(如果国家的最终目是将无国家的地方纳入治理的范围&那
S

无国家的

最终目的则是永远地
5

离国家的统治'基於此一辩证关&:9",,认
'

高地社

会之所以能
R

在无国家干预的情癋下形成&乃是高地人主动地拒
\

国家干预

的结果'因此&高地社会应被视
'

)国家效应*&高地人的社会结构$生计

方式与文化模式等&皆可视
'

是
'

了)逃避国家统治*&甚至是)阻止国家

形成*的特殊设计'一些经常被低地国家所污名化的特徵&比如边缘区位$

经常迁移$移耕农业$无文字书写$?龙无首的平权社会$千福传统等&不

仅不是高地社会被文明遗?的标记&反而应该被视
'

是高地社会因应国家扩

张的结果!页-<!"'

在:9",,所建构的)国家效应*理论模式中& )立场*J1"+*,*"%&'*,-K是构

成高地社会多样性的核心要素'管 :9",,?
.

有定义 )立场 *&但从相关

的讨论中&大致可将)立场 *等同於 )位置 *J'"9&,*"%K!页#1""&而此处

所指的 )位置 *是一个相对於 )国家空间 *的概念'在国家空间以
;

的地

方&经历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在国家空间以外的地方&则经历一个部落建

构的过程'从)位置*的角度来看高地社会&所谓的部落?不是一个以血缘

或者继承关所构成的?体&而是
'

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所

建构的?体'管部落作
'

一个相对於国家的政治实体&是国家建构过程下

的
-

物&:9",,

L

调当部落被建构以後&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可以不断地调整

)立场*来处理部落与国家$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因此&部落的族?性

与部落人?的身份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地社会揭示其)立场*的)政治

计划*!页#.-"'

:9",,所讨论的)立场*区辨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逃避国家&阻止国

家*的立场&这是从适应国家的设计或者策略的角度&来论证高地社会所做

的政治选择&都是基於)拒
\

被国家统治*的)立场*'他们分散的居住形

态!第五章"&

5

逃式的?耕与作物&渔猎$?集$?耕和贸易混同的生计

方式与
L

调平等的社会结构!第五$六章"&都是出自这个政治立场选择的

结果'此一观点将高地环境与生态的限制转化成高地社会的优势&是论证高

地社会)拒
\

国家*统治的重要理论转折'如&:9",,认
'

高地社会的农业是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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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他们多是以移耕
'

主&?不是因
'

他们的农业技术落後&而是因
'

高地社会选择放?定耕农业 !页"!""'从移耕农业所具备的动性与作物多

样性等特点来看&移耕农业是高地社会能
R

同时在拒
\

国家统治与稳定粮食

供应之间的最佳选择'".世纪末&葡萄牙人将新世界的粮食作物引进到高地

东南亚&玉米与树薯等高海拔作物易储存与非劳力密集的特点&更大大地增

L

了移耕农业的动性&成
'

高地社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页#$$<#$""'

第二个层次的)立场*是高地社会自我建构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个层

次上&高地社会是以对话者的立场& )回应*低地国家所释放的)统治*讯

息':9",,特
0L

调高地社会的意识形态?不是低地国家的)延伸*&两者应

该是一种)镜像*关 !页#"1"' )镜像 *这个概念&凸显高地社会与低

地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对话式*J.*&'"2#5K的&在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互
'

主体的关'高地社会对低地国家的回应&环绕在平等J5̀#&'*,-K$自主

J&#,"%"4-K与移动性J4"7*'*,-K三个主题的意识形态上 !页#"0"'这种意识

形态在国家所主导的文明化论述中是负面的&

,

是高地社会之所以成
'

高地

社会的核心价值'更明确地
+

&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虽属同一个交
>

系统

!页"$."$共享一套描述权威与秩序的语言!页""."&高地社会能免於被

低地国家同化&正是因
'

高地社会有一套以平等$自主与移动性
'

核心所建

构的价值体系&独立於低地国家以文明和阶序
'

核心的价值体系之外'

高地的社会结构与农业形态一样&都是一种选择(如果
+

农业形态是一

种管理卡路里的特殊设计&那
S

社会结构就是一种管理权力的特殊设计!页

#$-"':9",,认
'

构成高地社会结构的两个要素&一是部落性J,$*7&'*,-K&一

是平权J5̀#&'*,&$*&%*+4K'国家与部落是相互构成的政治实体&部落的特点是

简单$小且分散&在面对国家的统治威胁时&部落能
R

很快速地以)社会结

构重组*的方式来回应&可能是裂解成更小的单位&也可能是集结成较大的

政治实体&这取
*

於部落回应国家所?取的立场!页#$-<#"""'平权基本上

就是一种驱逐国家的策略J+,&,5<$515''*%2+,$&,52-K!页#"/"&但也?不是所

有的高地社会都是平权的':9",,认
'

&高地社会当然可以选择一直不断裂解

成更小单位&以维持平权$

.

有君长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一种驱逐国家$阻

止国家形成的终极策略(但高地社会也可能与国家建立一个沟通管道&或者

与国家结盟&基於其回应国家所?取的立场&高地社会可能出现不同程度与

类型的阶级化现象'它可能是不稳定的 !如克钦 "&也可能只是一种掩饰

!如傈僳"&当然也可能是稳定的!如彝族"'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对 :9",,定义的国家与 b"4*&概念中所指涉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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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低地国家与高地族?或部落作一矨清'首先&在 :9",,所划定的 b"4*&范

围眧&他的认知是一直到"!.$年代以前&由於地广人稀$山峦阻隔的特性&

国家之建立的首要前提在掌握人力$人口与粮食作物的生
-

'他所
+

的国

家&除了"!,.年以前的前现代民族国家外&与 Y$*9?D^"'(所定义的)朝贡

体系国家*J,$*7#,&$-+,&,5K

)

) !见下文"很类似&但:9",,所指涉的国家&可

以只是控制一个高原盆地的掸人王国&甚至是更小的散?在四处河谷的傣的

小王国&当然也指涉如泰$缅甸等印度诸国以及越南&甚至中国等大王朝'

:9",,认
'

b"4*&国家最根本的定义是#国家必须具有收拢人口的力量以及收

[

与要求人民服劳役的能力'在这有如欧洲大小的b"4*&范围中&低地国家

通过战
=

掳获$收编人口&以水稻种植的经济基础聚集$收拢来自各方的农

民&发展官僚体制与军事力量'通过印度与中国的
E

廷礼仪以及佛教等文明

建立统合的宇宙观&整合这些从不同地方来的人?(统一语言$文化与宗

教&形成阶序&统治人民&巩固政权'这种邦国建立过程中社会与文化的均

质化&早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第二章$第三章以及页#,.<#./"'

:9",,认
'

在国家建立过程中&人?间的遭逢有三种可能的状癋&那些被

讨伐或攻击的人?&或是留下来成
'

国家的一部份&或是抵抗&或是逃离国

家!页#$!"'基於作者对於 )农民 *与国家关的既有理解&

*

) 整本书以

同样的气势&打破一般视族?或部落!页#.1<#1."

'

社会演化初期性质的成

见&而特
0L

调其在)部落性*!页#$-<#"""上的建构性'族?或部落是一

种在国家
/

络下
-

生的)次要形式 *J+59"%.&$-("$4K!页#-""'高地人?

是基於不愿被国家治理的政治立场选择遁走高地&而在高地四处形成
.

有国

家治理的集合'相对於农民是臣服$附属在国家治理之下的人?类
0

&部落

则是选择逃离国家的人?类
0

!页#.0"'在一波波逃离低地统治的过程

中&他们与本来散?在各处的高地人?结合&形成高地族?'高地族?的认

同是流动的&像水母般&时时在改变&时时在发展彼此的?质性'相对於低

地国家设法以统合的宇宙观来同质化$阶序化其人口&高地人?在与低地以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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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高地人?的资源竞
=

中&则
L

调彼此的?质性&形成区辨族?或部落

的基础!页#./<#-#"'他们的无国家状态&是一种逃离国家的选择(在被国

家收编後&通过国家的分类与命名&成
'

国家中的部落&终究都是国家效

应'第七章)族?源起与衍生 *中&:9",,从高地社会的族?多样性J5,0%*9

.*>5$+*,-K与认同变迁的现象&即阐释此高地社会的 )?质化 *过程'在第

六$七章之间&:9",,还有一个六又二分之一章&

L

调高地社会的 )失落语

文*经验乃是出自其放?语文的选择&是高地社会结构选择立场的附属物'

b"4*&地区高地族?与低地国家间的相互对话式的建构关&即是在一

波波低地国家建立$人口收编$反抗与逃离的过程中&一部份变成了低地国

家政权下的人口!傣$泰$汉$京人或缅人等"&另一部份则成
'

那些逃离

上山而形成)苗 *$ )

A

*$ )拉祜 *$ )哈尼 *$ )佤 *$ )阿佧 *$

)克伦*等族?的人口'b"4*&地区地理上地广人稀$山地阻隔的特性&与

高地人口源於逃离国家初衷的移民$难民特性&造成低地与高地在文化$社

会结构&甚至国家与)部落*上的差?'

这种部落或族?极端建构论者的观点&除了解
*

)族?起源*的问题以

外&也预设了部落自我崩解的可能性&这也是本书的最後一个章节)宇宙更

新的先知*J1$"105,+"($5%5C&'K所要处理的议题':9",,认
'

高地社会经常是

因
'

叛乱才被记入史
1

之中&与其将这些)叛乱*理解
'

高地社会)拒
\

国

家统治*的反抗运动&不如
+

这是高地社会的自我更新机制&理由是每一次

的叛乱都会带来高地社会重整的结果':9",,注意到高地社会的叛乱总是带着

浓烈的千福运动的色彩&通常是当无可忍受国家的干预之时&高地社会就会

8

动自我更新机制'管
8

动)更新机制*的千禧福音所传递的)拯救*讯

息&乍看之下&只是低地国家通过政治组织&

L

加於统治人?之上的宇宙观

的变体'然而&若将高地社会的千禧福音传统视
'

低地宗教的附属
-

物&则

低估了高地人?的创造力与自主性&这与高地社会拒
\

被低地国家所同化的

政治立场是互相违背的'因此&:9",,主张#高地人??借低地国家的宗教概

念与宇宙观&来创造高地社会的 )叛乱传统 *J$575''*"#+,$&.*,*"%K

!页/$,"'

>

句话
+

&:9",,认
'

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应该视
'

一个 )概念

共享*的)世界体系*J9"+4"1"'*,&%K&在这个体系下&有一套共享的语言用

以宣称)超越地方性的权威*J+#1$&'"9&'&#,0"$*,-K!页/$-"&低地国家动用

这一套语!或者象徵"&来建构国家权威(高地社会也可以动用同一套语

!象徵"&来传递千禧福音&挑战国家权威&千福运动跨族?的政治影响

力&是高地社会能
R

仿效低地国家建立跨部落政治连结的最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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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於低地国家以及以官僚体系
'

核心的)超越地方性权威*与)文明

化论述*&高地社会以千福运动
'

核心所形成的跨部落政治组织&有两个特

点#第一&千福运动的领袖权威&通常是被诉诸於不可捉摸的超自然元素

J+1*$*,#&'5'545%,+K&与官僚体系建立在制度理性上的权威非常不同(第二&

千禧福音所揭示的救赎之路&以颠覆秩序进而重建秩序
'

福音讯息的核心&

最终的诉求是颠覆现存的社会阶序&以
5

离受压迫$被统治的困境&此一论

述与国家的文明化论述
L

调从无秩序到秩序的文明进程非常不同'

:9",,认
'

&首先&管千禧福音总是蒙上神秘宗教的色彩&经常是掺杂

着来自低地国家的?端或是?教元素&还是有必要将千福运动 )去奇风?

俗*J.5<5H",*9K化&从)理性化 *的角度来探讨千福运动何以是一种国家效

应':9",,主张)领袖魅力*J90&$*+4&K应被视
'

是一种存在於先知和追随者

之间的文化关&他以吟唱诗人和听
7

的关&来比喻先知与跟随者的关

&一个成功的先知所传递的讯息&必须符合?
7

的期待与他们对世界体系

的理解'

>

句话
+

&在这个体系下&救赎的剧本应该如何发展在国家建构之

时就已经写好&先知是那些能
R

掌握 )国家象徵技术 *的人 !页/"$"&他

们能
R

向跟随者证明&他们对)超越地方性的权威*有充份的了解&?且能

R

将这些知识与跟随者的处境相互连结'从这个角度来看&千福运动的领袖

是高地社会中的)本土世界主义者*J'"9&'9"+4"1"'*,&%+K!页/$!"&通常能

R

娴熟地使用多种语言&在不同文化之间扮演翻译者的角色&由於他们是界

限的穿越者&其存在也成
'

高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9",,以韦伯的)贱

民中的知识分子*J1&$*&0*%,5''59,#&'+K!页/"$"一词来形容这些)本土世界

主义者*&他们是高地社会中的特殊阶级&这个阶级是跨族?$跨部落的&

能
R

以一种原创的态度&赋予来自高地的宗教概念与宇宙观不同的意义'

其次&千福运动必然揭示一个)拒
\

被国家统治*的立场&这个立场使

得
8

动千福运动的政治计划&必须导向一条不同於国家文明化论述的救赎之

路':9",,认
'

"!世纪以後在高地社会所掀起的改宗热潮&即是一种千福运动

的形式'基督教这种以救赎
'

终极关怀的西方宗教&在高地社会中大受欢

迎&高地的改宗者不仅接受了基督教的宇宙观&更将基督教的千禧福音挪
'

己用&构成了高地社会不同於国家文明化论述的高地现代性'从现代性的角

度来看&不只基督教&高地社会的国族主义$共
-

主义或本土主义等&都可

+

是某种形式的千禧福音&不同的形式只是
+

明了传递千禧福音的工具的与

时俱进!页/"!</#/"'

>

句话
+

&:9",,认
'

管高地社会的现代化论述乍看

之下好像只是低地国家现代化论述的翻版&高地社会的现代性
,

是一种千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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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经验'因此&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的现代化论述两者不是的关&而

是模仿的关&正如同千禧福音与低地国家的宗教概念和宇宙观的关一般'

总括:9",,全书最突出的论点&指出高地缤纷相?的族?状态是出自

高地人?)无国家*政治立场的选择':9",,认
'

高地居民选择居住在高地&

正是因
'

高地是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地方'在这眧&他们可以远离国家的统

治$躲避战
=

的混乱$免去赋
[

与劳役的负担' :9",,建构高地社会作
'

一

种国家效应的理论模式&从低地国家的建构开始&进而从国家效应的观点建

构理解高地社会的形成$特性与立场的理论模式&最後以高地社会的自动更

新机制作
'

结束'高地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自主*&高地历史进程的推动力

是拒
\

国家统治$阻止国家形成的行动&因此&高地社会作
'

一个具有政治

意识的历史行动者&他们创造了阻止国家发生的
5

逃式的农业&不利治理的

散居形态&不易收编的平权式社会结构与无文字的口语记忆机制'不同於一

般认
'

高地人?因尚未被国家或文明所收编而
.

有历史&:9",,

L

调高地人?

'

了有
0

於低地国家的政治立场&而选择认同平等$自主与流动&也因此他

们选择
.

有文字的历史&只有口语的$容易操弄的记忆机制所
)+

的过去(

?以千禧福音运动的方式再生
-

他们的社会'这样的观点最重要的突破是颠

覆了既有)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对高地人?的
+

法'

i

&

Ø.Ù=ÚæçDè�éê

80&$'5+A5-5+在对本书的书评中开宗明义地点出&这本书基本上可以被

视
'

Y.4#%.?"%&'.R5&90,缅甸高地政治体系-的延伸'

+,-

) 他认
'

:9",,是

第一位把高地与低地的政治体系&当成一种彼此间有相互依赖$构成关社

会体系的政治学者&而且:9",,还进一步把原本R5&90讨论缅甸高地的范围加

以扩充&涵盖了中国云贵高原以及整个从印度到越南的东南亚高地范围'全

书旁徵博引的不仅仅是东亚与东南亚高地的材料&还包括安地斯山区$高加

索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等的文献'事实上&:9",,本人也对,缅甸高地政治体

系-推崇备至!页#"/"'笔者以
'

&:9",,在提出国家效应的解释模式时&

其论证的核心正是从R5&90高地与低地共生关的解释发展出来的&?清楚

地呈现在全书的骨第七章 )族?源起与衍生 *中'但 :9",,在提出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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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大范围的区域概念时&他的观点
,L

调高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与

R5&90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

:9",,以无比的气势&不仅旁徵博引他所定义的b"4*&范围中高地与低地

的人类学与历史文献&同时还常以全世界各处相当庞杂的文献作辅助'但多

位学者都已指出&:9",,对於民族志材料甚至理论观点的解读&都有大而化之

的倾向'

+,.

) 当全书都以大而化之的手笔来
)

述任何的民族志细节或历史时&

要确实评估:9",,的b"4*&理论对於未来高地东南亚研究的贡献&着实有相

当的难度'但由於:9",,对R5&90高地克钦研究的仰赖与青睐&因此&从梳理

R5&90与:9",,解释模式之?同入手&将使笔者的评估更
'

具体而可行'

Y.4#%.?"%&'.R5&90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一书&讨论缅北高地与河

谷低地共同构成的克钦山区的政治结构'他
L

调#第一&管服饰$语言$

政治结构上各有差?&但要了解克钦社会历时性或地域性存在的特性&必须

由他们在模仿河谷掸人王权的阶序体制与平等型的贡龙J2#4'&"K体制之间
o

摆的社会结构入手&才有可能'

+,/

) 第二&这个
o

摆结构主要来自高地克钦对

於掸王权文化的往与模仿的吸力&以及克钦文化中对於联姻亲属伦理的拉

力&彼此拉扯所造成'R5&90一书在人类学史上最大的突破在於#第一&

L

调高地族?与低地族?间的共生关&以及族?界限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开

8

族?研究之滥觞(第二&

L

调超越功能主义者
Q

态研究局限的必要性&寻

求历时性以及区域性的动态解释模式'

!&45+8D:9",,,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企图解释b"4*&高地如马赛克般

缤纷差?的族?现象&以及低地泰$缅$汉与京!越"等人文化高度同质性

的现象&乃是源於此区域在当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国家效应的累积与沉淀'

在b"4*&范围
;

&低地河谷上吸引或是
L

力徵用$武力掳获山区居民&?通

过各种文明化方案均质化这些人口'他们建立的不是族?&而是国家'高地

人?则选择了)无国家*的立场&而形成族?与部落'无庸置疑&R5&90有

兴趣讨论高地克钦社会&而:9",,讨论的主题在b"4*&&不在任何高地的族?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0

+,.

+,/

!5&%P*90&#.STY.*,"$*&'Yb"4*&&%.O5-"%.SU"-0<#",W3*9,"$R*575$4&%ST/b"%5"(

?5(#25*%:"#,05&+,/+*&e?59"%951,#&'*\*%2G%,5$*"$:1&95+SU?+4$('-+@3-+7'-0%/)+$1S

.V#J#$"$KV///</,1W80&$'5+A5-5+ST?5>*5C"(9*#!$)+@A+)>#%(.3+8#$(#52!(

!('$&*%/)0%/)+$1+@M,-'(56+4)*#'/)!/%'IT#/0B#,#U

R5&90认
'

克钦人有两种理想的政治体系&一种是有类似封建阶序制度的掸式体系&一

种是无首而平等的政治体系&叫做 )贡龙 *'参见 Y.4#%.?"%&'.R5&90S<+-%)%&'-

61/)#"/+@0%.*-'(5>4$"'2!6)451+@G'&*%(6+&%'-6)$4&)4$#S-'

%

&

'

(



社会'笔者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当 :9",,对於任何高地的族?社会都
.

有兴

趣时&他如何能
R

理解任何高地社会:

:9",,延续了R5&90对於流动的族?性与高 E低地共生关的论点&但提

出了不同於R5&90的历史结构观点'首先&:9",,的 ,不被治理的艺术 -与

R5&90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 -都是以高地与低地的共生关作
'

切入点'

R5&90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 -认
'

克钦社会的政治状态&

o

摆在缅北高地

河谷掸人的阶序体制与平等型的贡龙体制之间':9",,的,不被治理的艺术-

则认
'

高地东南亚社会的政治状态&是河谷低地国家主义者与逃避国家的高

地无国家主义者之间的辩证结果&而且是整个b"4*&范围的高低地共有的发

展关'其次&他们都认
'

个人能动性或主体性是造成变迁的重要因素'

R5&90

L

调个人追求权力$地位的动机促成他们或是模仿掸人的统治模式&

或是追求民主的平权模式而发动贡龙革命&以此勾勒出克钦历史':9",,则
L

调这是人民作
'

历史能动者的表达'他更进一步地
L

调b"4*&范围
;

高地社

会是追求平等$自主与流动的社会&与低地社会有
0

'最後&他们都有建立

历史结构模式的兴趣'R5&90的历史结构模式&

L

调阶序与平等两种社会结

构理念间的
o

摆是缅北高地社会的特性(:9",,则将阶序的社会结构等同於国

家立场的表达&而视平等的社会结构
'

出自)无国家*政治立场的创造&前

者的收拢造成後者的逃离$避与抗拒&反之亦然'

很显然的&在建立b"4*&范围的意义时&:9",,对R5&90的论点有了不同

的解读'一方面&:9",,对R5&90有关於贡龙是一种结构性的革命观点&紧抓

不放(另一方面&:9",,对R5&90

L

调克钦既有贡萨J2#4+&K阶序的民族志事

实与观点完全忽视&?以不同於 R5&90的观点&视之
'

仿效国家的做法'也

就是
+

&在:9",,逃离国家论点的引导下&他过度偏重贡龙克钦的平权社会

结构&也就是R5&90所
+

的推翻专制头人统治而成
'

平权的克钦社会理想之

一端(?且把这些克钦的革命&解读
'

逃离国家+++掸+++统治的选择 !页

#.-$#1$$#1"$#0/$#0,$#00"'对:9",,而言&R5&90所指出克钦人本身

既有的阶序理想贡萨&只是其论点中的附属品&无须在意&即使在 R5&90的

论点中它是
-

生贡龙平权革命的重要肇因'

R5&90认
'

正是由於克钦固有的贡萨阶序理想&所以当克钦山区的政治

走向如掸般统治性王权发展时&由於其有悖於传统克钦头人与平民间的联姻

亲属伦理&造成平民对於平权贡龙理想的往&进而发生革命'也就是
+

&

贡萨克钦的阶序理想之所以会成
'

引发贡龙革命的动力&其中克钦既有的联

姻政治伦理是促成其能动性的要角':9",,在无视克钦联姻政治的意义下&仅

-- 何翠萍)魏捷皍)

4

淑莉

%

&

'

(



从其国家效应的理论观点&认定贡萨阶序不是克钦固有阶序的传统&而是在

模仿掸阶序王权後的创造&或是被掸收编或文明化的结果 !页#1"$

#1-<#1!"&或是源於英国殖民政府从统治的立场对於克钦社会结构的定位

!页#0,"'对於:9",,而言&克钦正是殖民国家所创造的 )部落 *&既是如

此&贡萨阶序只能解读
'

当地人与国家接触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政治文

化'

+,0

) 笔者将在下节中
+

明
'

什
S

这样的理解方式让我们不满'

:9",,还进一步论证克钦会有革命的
-

生&不是因
'

克钦的政治文化因

素&而是克钦山所属的整个高地 b"4*&作
'

一个碎裂带J+0&,,5$5.\"%5K的特

性!页 ****H<H$0$-"&使它成
'

最好的逃离$躲避环绕在它周围所有低地

国家与文明治理的)难民区*所导致'对:9",,而言&b"4*&高地社会几乎普

遍存在的阶序与平等政治秩序的?列&正足以解释这是一个b"4*&的普遍现

象&而不仅是克钦的现象'他们的平等结构造成收编上的困难&而使得国家

除了用武力征服外&

0

无他法(因而更造成高地人对於国家阶序治理的厌

恶'在:9",,眼中&部份高地人的阶序结构也正由於他们有模仿国家王权的

睯望&而国家也从治理的目的鼓励具有头人领导的阶序'

:9",,此类对民族志材料的细节与论点大而化之$独树一格的书写方式&吸

引很多不在b"4*&范围的研究者企图将其论点引申
'

己所用&

,

也形同引起
=

议'3*9,"$R*575$4&%批评:9",,

.

有把高地东南亚低地邦国的历史搞清楚&

+,1

)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

+,0

+,1

由於:9",,视贡萨阶序仅是国家效应的附属品&对於几位企图用
0

的方式提出解释克钦

贡萨阶序的学者&如 8'&#.5Ra>*<:,$&#++$Y.4#%.?"%&'.R5&90$!"%&,0&%N$*5.4&%$

M&>*.6#25%,的论点&:9",,

.

有讨论'参见 8'&#.5Ra>*<:,$&#++S9*#C-#"#()'$1

6)$4&)4$#/+@G%(/*%,JO"+,"%VO5&9"%B$5++S"!1!c"!,!dKWY.4#%.R5&90STfA&90*%g&%.

f)&F&80*%gV/?5I"*%.5$,"Ra>*<:,$&#++SUF'(J65C:5$*5+KS,V#J"!1!KV#00<#-.W

!"%&,0&%N$*5.4&%S61/)#"I6)$4&)4$#I'(5:+()$'5%&)%+(%()*#C8+-4)%+(+@V!/%')%&T6+&%'-

L+$"')%+(J8"15%0&25%V6&,*"%&'P#+5#4 "(M5%4&$FS"!0!KWM&>*.6#25%,ST8'"+5.

:-+,54+&%.8"%,$&.*9,*"%V@05A&90*%G%&%.Q#,"()*+,"$-SUF'(J65C:5$*5+KS"0V/

J"!-#KV.$-<.#0(对 Y.4#%.?"%&'.R5&90$M&>*.6#25%,与 !"%&,0&%N$*5.4&%关於贡

萨阶序起源的论辩&:9",,也不讨论'参见 Y.4#%.?"%&'.R5&90S<+-%)%&'-61/)#"/+@

0%.*-'(5>4$"'2!6)451+@G'&*%(6+&%'-6)$4&)4$#WY.4#%.R5&90STG4&2*%&$-A&90*%+SU

F'(J65C :5$*5+KS"-V"J"!-/KV"!"<"!!S"-V,J"!-/KV0-0<0--WM&>*.6#25%,S

TG4&2*%&$-A&90*%+SUF'(J65C:5$*5+KS"-V"J"!-/KV"!!<#$1W!"%&,0&%N$*5.4&%S

TL5%5$&'*\5.YH90&%25S@05"9$&9-&%.,05Q1*#4@$&.5SU:$%)%Q4#+@!()*$+,+-+.1S0V"

J"!-0KV".</"'

3*9,"$R*575$4&%ST/b"%5"(?5(#25*%:"#,05&+,/+*&e?59"%951,#&'*\*%2G%,5$*"$:1&95+SU

///</,1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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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批评:9",,用了R5&90有问题的贡龙结构论点做他研究的基础&

无法呈现历史'

+,2

) 笔者则认
'

从:9",,对克钦的讨论上&可归纳出他的理论

呈现几个理解高地社会的不足之处'

"$本书的论点可以在模式上做激发讨论之用&但
,

很难逐一提出证据

证明b"4*&高地&包括克钦&是由一波波逃离国家的难民$阻挡国家的民主

士所建立的'

+,3

)

#$正如R5&90对追求政治权力睯望普同人性的预设立场&

+,4

) :9",,简化

了文化与历史在个人或集体能动性形塑上的意义'这使得高地人立场选择的

论点&难
5

:9",,本身自主人权的立场以及高贵野蛮人的想像之嫌'

+,5

)

/$:9",,对於国家与无国家立场的二分&正如 R5&90对於阶序与平等社

会秩序的二分一般&是二人的历史结构论述取向的结果&因此而带来简化与

概化的缺失也非常相似'R5&90的问题在於#在追求历史结构模式过程中&

他将所有
.

有世袭头人的克钦社?化约
'

追求平等秩序而革命的社?(但事

实上&?非所有的克钦社?都发生过贡龙革命&或者
+

&?非所有平权的社

?都有如:9",,所
+

逃离国家的记忆'事实上&是包括R5&90在
;

的学者与殖

!$ 何翠萍)魏捷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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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P&%.-:&.&%ST?5>*5C"(9*#!$)+@A+)>#%(.3+8#$(#52!(!('$&*%/)0%/)+$1+@M,-'(5

6+4)*#'/)!/%'IU0,,1VEECCCD0*+,"$-D&9D#FE$5>*5C+E$5>*5CE!$/&#$"$年""月-日浏览'

3*9,"$R*575$4&%$P&%.-:&.&%也有类似
+

法'参见 3*9,"$R*575$4&%ST/b"%5"(

?5(#25*%:"#,05&+,/+*&e?59"%951,#&'*\*%2G%,5$*"$:1&95+SU///</,1WP&%.-:&.&%S

T?5>*5C"(9*#!$)+@A+)>#%(.3+8#$(#52!(!('$&*%/)0%/)+$1+@M,-'(56+4)*#'/)

!/%'T'

/D@0"4&+A*$+90SL#'/)%(.'(56+&%'-W/&%--')%+(2;#-%.%+('(56+&%#)1%(M,-'(5

6+4)*#'/)!/%'JG,0&9&V8"$%5'':"#,05&+,/+*&B$"2$&4S"!0/KW80$*+N#''5$&%.!"%&,0&%

B&$$-STfB5,#'&%,G%9"%+*+,5%9-Xe @05G%,5''59,#&'/90*5>545%,"(Y.4#%. R5&90SU

!()*$+,+-+.19+5'1S.V/J"!-!KV"#<"/W)"@+X#*<1X*%2J何翠萍KSCX&*'(.#I<#$/+(*++5I

'(50%#$'$&*12;#)*%(R%(.)*#G'&*%(JM"9,"$&'.*++5$,&,*"%SM51&$,45%,"(/%,0$"1"'"2-S

=%*>5$+*,-"(3*$2*%*&S"!!0KW)"@+X#*<1X*%2ST?5,0*%F*%2A&90*%^5&',0QC%5$+0*1SU*%

6+&%'-P1('"%&/%()*#0%.*-'(5/+@6+4)*#'/)!/%'2;#&+(/%5#$%(.<+-%)%&'-61/)#"/+@

0%.*-'(5>4$"'71CU;UH#'&*S5.+DN$&%h"*+?"7*%%5&%.P&%.-:&.&%JR5*.5%VO$*''S

#$$0KS#""<#..W:,&%'5-!D@&47*&0SC5"4(5H#'&*2!(!()*$+,+-+.%&'-H%@#J8&47$*.25V

8&47$*.25=%*>5$+*,-B$5++S#$$#KV0$<0"D

!5&%P*90&#.也提到:9",,论述充满了高贵野蛮人的想像&P&%.-:&.&%则对全书展现的

)作者效应*有清楚的批评'参见 !5&%P*90&#.STY.*,"$*&'Yb"4*&&%.O5-"%.SU"-0<

#",WP&%.-:&.&%ST?5>*5C"(9*#!$)+@A+)>#%(.3+8#$(#52!(!('$&*%/)0%/)+$1+@

M,-'(56+4)*#'/)!/%'U'笔者赞同他们两位的观点&但更认
'

此)作者效应*所体现的

是:9",,低估了文化价值与政治经济历史对於个人能动性的影响'

%

&

'

(



民官员&将平权的社?类归於"!世纪中期之後在某些地区频繁发生的贡龙平

权革命的社?'

+,6

) 因此对於
$

正发生贡龙革命的地方&究竟是哪些区域$什

S

样的全球政治历史与经济条件促成平权革命性质族?的
-

生&

,.

有讨

论&错失了切实讨论克钦历史的契机'

+7-

) :9",,用相似的方法&追求更大范

围的历史结构模式'无论男女$身份$族?文化养成&都以某类人口作代

表&从他们接受或拒
\

国家的程度作区辨'不但
.

有
$

正谈到历史+++无论

是低地国家的&或是高地族?的(同时还让国家的力量在b"4*&地区无限放

大&抹煞所有其他阶序形成的可能性'

+7.

)

,$:9",,在如此
L

调高地人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能动性之馀&

,

对於克钦

人能
R

有自发性阶序
-

生的可能性&完全避而不提'

'

什
S

所有高地人?的

阶序结构或理想&都是泰$缅$汉$京!越"与掸等国家建立的效应&而不

是其自身在其特定的区域政经
/

络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体系:尤其联姻

交
>

的社会结?是高地东南亚最重要$最普遍的结?形式的基础&我们无法

不考虑在此类)界域*J7"$.5$'&%.K中&联姻交
>

的价值与政治经济的扣连关

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见下文"'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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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X#*<1X*%2STY.4#%.R5&90&%.O5-"%.VP&1@0$55*%<+-%)%&'-61/)#"/+@0%.*-'(5

>4$"'IU1&15$1$5+5%,5.&,C"$F+0"1"%L$+()%#$C(8%$+("#()I>+$5#$/I'(5P#8#-+,"#()

%(6+4)*#'/)!/%''(5>#1+(5J+1"%+"$5.7-:*4"%N$&+5$=%*>5$+*,-SO$*,*+08"'#47*&S

8&%&.&SP&-/"S#$$-KD

P&%.-:&.&%ST@$&%+'&,*%234"-'4V)*+,"$-S,05fA&90*%g&%.Y.4#%.R5&90SU*%6+&%'-

P1('"%&/%()*#0%.*-'(5/+@6+4)*#'/)!/%'2;#&+(/%5#$%(.<+-%)%&'-61/)#"/+@0%.*-'(5

>4$"'71CU;UH#'&*S5.+DN$&%h"*+?"7*%%5&%.P&%.-:&.&%S10<-0WP&$&%R&?&CS

TQ%,058"%,*%#*%2?5'5>&%95"(YD?DR5&90X+<+-%)%&'-61/)#"/+@0%.*-'(5>4$"',"

A&90*%:,#.*5+SU*%6+&%'-P1('"%&/%()*#0%.*-'(5/+@6+4)*#'/)!/%'2;#&+(/%5#$%(.

<+-%)%&'-61/)#"/+@0%.*-'(5>4$"'71CU;UH#'&*S5.+DN$&%h"*+?"7*%%5&%.P&%.-

:&.&%S/"<11W)"@+X#*<1X*%2ST?5,0*%F*%2A&90*%^5&',0QC%5$+0*1SU#""<#..D

亦见 P&%.-:&.&%ST?5>*5C"(9*#!$)+@A+)>#%(.3+8#$(#52!(!('$&*%/)0%/)+$1+@

M,-'(56+4)*#'/)!/%'UW3*9,"$R*575$4&%ST/ b"%5"(?5(#25*%:"#,05&+,/+*&e

?59"%951,#&'*\*%2G%,5$*"$:1&95+SU///</,1'

亦见8'&#.5Ra>*<:,$&#++$Y.4#%.?"%&'.R5&90$NDADR504&%$)"@+X#*<1X*%2等既有

的讨论'参见 8'&#.5Ra>*<:,$&#++S9*#C-#"#()'$16)$4&)4$#/+@G%(/*%,W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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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90与:9",,都是企图对历史提出结构模式的学者'他们的论述的确有

数不清的化约与简化的缺点&

+70

) 但对於任何从事模式建立的研究而言&

R5&90与:9",,二书的贡献&正在於他们所引发的无穷无尽挑战他们的企图&

进而对高地东南亚人?在国际$区域$国家$地方&以及个人政治$经济与

文化多重交错的历史过程&进行更细的探讨':9",,提出b"4*&的观点&?

以国家效应来理解高地社会是重要的贡献&但对於高地b"4*&的理解而言&

由於其以国家
'

出发点的解释方式&而有负面理解之不足'接下来&笔者提

出从b"4*&高地族?与低地国家在政体与政治经济层面应作的进一步整合来

弥补此不足'

�

&b"4*&

ë�LëìíîïðDñPò

,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提出b"4*&作
'

一个特殊的空间地理范围&其

中对b"4*&政体的
L

调可
+

是它最突出的贡献(可是在促进我们了解 b"4*&

的政治经济方面&虽有实质帮助&

,

得打些折扣'笔者以
'

这本书引发了一

个未来学术研究辩论的重大方向&那就是在前资本主义国家之边陲与前资本

主义国家本身&不同政体与政治经济如何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整合的问

题':9",,此一新意与野心兼具的努力&提供未来此区域以及所有国家边陲探

讨方面一些重要且广泛的瞃索'但在更进一步回答这个整合问题时&有必要

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以下笔者将试着由高地b"4*&及其周围国家的政体

与政治经济的讨论&显示此必要性'

首先&我们先来考虑一下b"4*&政体的几个不同层面'关於这段两千年

历史时期中的b"4*&政体&该书最关键的主张是在高地b"4*&人?的来源
/

络上'b"4*&居民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早期此地原住民的後代(但
\

大多数的

高地b"4*&居民&或至少是他们的先人&应是在某个时期中便已摆
5

周边列

国掌握的一些人?'这些国家包含了南边低地的印度诸国以及北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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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理念下&高地b"4*&即成
'

周边低地国家难民的盝身地&他们形成了具

有共同政治理念的社?&?继续闪躲环伺在旁的国家'

印度诸国与中国的合法权威所组成的政体常被学者归类
'

)朝贡体系国

家*'

+71

) 从权威合法化的组织政治角度来看&此类朝贡体系国家是用一种统

全寰宇的
+

法来合法化其威权&?蔑视所有会破坏统一常轨的威胁'

+72

) 但印

度诸国与中国还是有差
0

的&印度国家的意识型态把祭司放在合法的宇宙权

威的顶端&而对照之下&中国把皇帝放在宇宙权威的巅峰'不过最值得我们

注意的地方是&这两者的治国术传统其实都各自?取了一些实用与入世的策

略手段&来
L

行建起垂直性的政治威权&将祭司或皇帝捧得高高在上&以维

护其权威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相对而言&在高地b"4*&&其合法权威组织的政治则牵涉到一种纷乱无

首式的政体'!&45+8D:9",,引用了相关文献&提出高地b"4*&其实是一个裂

碎带$难民区或遁逃区 !页 ***<H$0$-$#,"'对那些已逃离国家的人而

言&裂碎带正是他们的避秦之处'高地b"4*&的政体包括了逃离国家以及持

续排除国家权威两个层面&逃避国家所需的策略与手段&使得这些社?的本

质极不稳定'有些社?根本就是散沙式的平权聚落集合&在数十载的岁月

眧&它们时而出现&时而消散'有些社?联盟&透过模仿低地国家的方式&

形成微型的假国家或仿国家&而可以比较持久'高地b"4*&社?若非全然排

斥权威合法性的建立&就是不允许垂直性整合的权威'

在讨论这种无首状态的历史J&%&$90*+,0*+,"$-K时&:9",,花了很多心力来

关注千禧年式的宗教&因
'

在此类宗教的眼中&国家是十分负面的'但无首

者的历史虽然
.

有发展出首长制度的面向&其政体仍然创造?维了一种水

平式而集体的权威'可惜的是&:9",,仅从无国家或反国家的负面立场讨论无

首者的历史&轻忽了这些政体是通过什
S

样的意识形态&挑起其权威合法化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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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称呼本身也
-

生不少混淆'Y$*9?D̂ "'(这种帝国或邦国的
+

法&主要来自马克

思所
+

的)朝贡生
-

体系 *'^"'(的解释是#

)这些帝国或邦国代表一种主要生
-

者EE虽然可以掌控他们的生
-

资料与手段&但国家仍可以用政治和军事的方式向他们

徵收贡赋' *参见Y$*9?D̂ "'(SC4$+,#'(5)*#<#+,-#J%)*+4)0%/)+$1S-$<-"'需要留

意的是&^"'(这种)朝贡体系国家*的
+

法与一般定义a,$*7#,&$-+,&,5b的
+

法相当不

同')*''L&,5+的 :*%('K/F+)+$2!9*+4/'(5N#'$/+@<#))1:',%)'-%/"JG,0&9&V8"$%5''

=%*>5$+*,-B$5++S"!!1K一书&也从朝贡生
-

模式的观点讨论中国自宋朝以来小资本主义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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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睴'更杂的是&克钦的联姻政治很容易造成逆己的浪头&而不仅仅维

在水平式政体的局面'基本上只要他们拖延履行固有联姻义务&追求新的

联姻&?利用新联姻来增加垂直式的政治威权&这种婚姻策略就具扩张性的

特徵'

+73

) 当各世系与其
;

的家
]

单位成员各自致力於发展扩张型的婚姻策略

时&就会
-

生多股
?

流&把平权组织的权威往贡萨式的阶序组织推去'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四周国家与高地b"4*&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立'

环绕在b"4*&四周的亚洲国家其实与亚洲以外其他地区的国家十分不同&他

们具有一个特殊的生
-

基础&那就是稻耕'中国北方虽是以麦
'

主的农业&

但在b"4*&形成之际&稻米已成
'

中国最普遍&同时也是地位较高的主要作

物'稻耕依赖灌溉&通常有不只一个生长季节&而且还能养活高密度的人

口'因此&稻耕是格外具有辨识度的农业生
-

&更容易受到国家的控制'但

在土地与人口控制方面&印度诸国和中国在如何累积剩馀价值上&仍有所差

?'印度诸国控制农地的典型作法是由控制人民开始&而中国则以控制农地

来管辖人民'即使有这些差?&且这些国家也经常有
P

难与崩解的可能&但

他们的稻耕设计总能生
-

出大量盈馀&?且可让国家轻易地辨识与?夺'

相对来
+

&高地b"4*&的政治经济与印度$中国的政治经济之间有巨大

的差?'当:9",,重新考虑由Y.4#%.?"%&'.R5&90所引发?得到长期讨论的

议题时&就触及到这个差?'R5&90所讨论的&是在上缅甸不同海拔的高地

与低地间不同类型农业与政治组织的差?'高地水平式整合的政体其实颇符

合:9",,所谓闪避国家的政体&因
'

对於那些逃避国家的人而言&最安全的

空间就是高地b"4*&中人?罕至之地'不过在面对闪避型政体和移动式耕种

的政治经济时&:9",,引介了一个新的讨论'对於 :9",,而言&致力於?耕&

使人与农地之间的关变得难以辨认&其实是一种有意地降低被国家权力机

构辨识的策略':9",,甚至认
'

&高地?耕特意把多元作物分散开来的作法&

有更深一层的战略层面'这些适合在海拔较高地表生长的作物&确实可以将

劳动力的盈馀积累於地下&以备紧急情癋所需'另外&这些高地b"4*&?耕

作物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徵&那就是即使它们或许是比水稻更有营养价

值的食物&但这些作物剩馀价值的积累
,

从来不曾达到周边国家稻耕农业的

规模'後者提醒我们进一步考虑 :9",,不重视的一些与高地 b"4*&政体相应

的政治经济细节+++贸易+++在高地社会的重要性'

管除了
L

调稻耕劳动力的剩馀价值外&:9",,?未忽视交
>

价值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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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不过由於 :9",,的论述重心严重地倾向国家&因此讨论焦点就放

在农业剩馀的贸易上&而无视b"4*&重要的高档商品贸易路瞃的具体细节'

例如&在讨论贸易成本时&:9",,就从国家粮食作物的贸易立场表明&若实际

运输是经由人力或兽力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庞重的粮食作物的远距贸易会变

得难以
'

继'因此&国家粮食作物的贸易只有用水运才能大大降低运输成

本'而水运若是?用海上贸易&就又要开始考虑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输成本计

算方式'於是正如在国家官僚体制
;

一般&识字能力和使用数字的能力提供

了控制风险和利润的手段&不识字或不会使用数字的人就会因
'

缺乏这些控

制的方法而很难开展贸易活动'也就是
+

&管 :9",,注意到&高档商品的

交易长期以来一直是 b"4*&地景上的一个重要特徵&而在晚近的这几个世

纪&b"4*&在鸦片和金属$矿藏等方面的生
-

和交易也同样举足轻重(但从

国家贸易的出发点看来&这不是重要的贸易细节'管在 b"4*&&通过高地

b"4*&的贵重物品贸易路瞃纵
?

交错&更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路瞃密切连结(

但这些贸易在高地 b"4*&人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性&?
.

有让 :9",,思考到高

地b"4*&社?建构上对高档商品贸易可能更胜於对农业剩馀的依赖'

仔细检视&高地b"4*&社?政体的组织和转变&实不仅出自 :9",,所
L

调的单纯地抗拒国家形成&贸易才是更具影响而无孔不入的力量'就剩馀价

值和交
>

价值之间的关而言&因
'

负责贵重高档商品流通的控制中心?不

受简单的市场机制所制约'高档商品的价值&是由较大规模而有影响力的奢

侈实践来媒介&或是
+

周边国家+++印度诸国与中国+++的这类实践影响了

高档商品的市场价格'而且管印度诸国和中国的宇宙观中都含有
L

烈的奢

华成份&但由於二者宇宙观的意识形态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因此对於不同商

品的价值阶序也存在着明显的对比'

>

句话
+

&市场?未能完全地主宰交
>

价值的形成&反而是文化上的排名分级和宗教上的意识形态&才是
*

定商品

与路瞃交
>

价值的重要力量'也就是
+

&:9",,虽然明确地指出&高地b"4*&

是周边国家很多高档商品的丰富货源地(但他?
.

有深入讨论其价值+++这

些商品虽是由b"4*&所生
-

或经手的&但其价值
,

是由周边国家具文化独特

性的市场而定的事实'这对於我们了解高地b"4*&政体有一个明显的暗示&

那就是在进行社会的生
-

和再生
-

时&这些商品比农业更
'

重要'

更深入来看&实际上在整个高地b"4*&&贸易和联姻之间交
>

价值的形

成过程是彼此勾连的'一方面&高地b"4*&的政治经济模式使农业中的剩馀

劳动力价值隐而不见&不被周边国家发现(另一方面&其商品生
-

的目的又

是专门
'

了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在贸易交
>

中&高地b"4*&社?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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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合法性&必须能
R

将其水平而集体式的权威组织与垂直式的国家威权组

织做一个连结&这种连结在婚姻联盟和伴随联姻而来的种种交
>

关中&又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可
+

是一个既普遍又非常特
0

的关键性枢纽'随

联姻而来的交
>

跨越了各种生命盷期&甚至包括b"4*&中不同仪式法的社

?'婚姻策略的运用也因此牵涉到在谋求长期的婚姻交
>

保证&以及获取短

期的仪式性报称!1$5+,&,*"%+"谋略之间的紧张关'正是在此枢纽上&贸易

中的交
>

价值和婚姻中的交
>

价值透过一个杂的过程进行双向运作'这些

婚姻与交
>

价值的紧张关&使得克钦社?政体的先天本质不管是在原则

上&

+74

) 还是在事实上&

+75

) 都十分散'

更具体地
+

&在交
>

价值的组织方面&高地b"4*&和周边国家之间存在

着一种对比'高地b"4*&有
0

於周边国家的特殊处在於&到处都存在着实行

积极婚姻法则J1"+*,*>54&$$*&25$#'5+K的社?'这种婚姻法则的实践&在交
>

价值上建立彼此相欠关的结构方式&进一步形成姻亲的合法权威及其下的

种种关&构成了一个向周边国家霸权反击的力道'相对於高地社?&周边

国家在组织婚姻时?用的方式十分不同'概括地
+

&在整个欧亚大陆中&这

种积极婚姻法则的做法几乎不存在&最多只存在於帝国形成的边缘+++

b"4*&历史的最後几个世纪中'

+76

)这些国家徵用高地社?劳动力的价值时&

通过各自的官僚机构来进行'高地b"4*&特出之处即在於处处皆有各式各样

的积极婚姻法&反观其周边国家甚至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

,

都毫无影?'

:9",,在面对亚洲国家时看到了一些特殊之处&也在b"4*&高地社?与这

些国家的关中发现了b"4*&&这是他的创见'但同时&:9",,的疏忽则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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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Y.C&$.R5C*+在中国寰宇帝国的研究中&对於中国的转变与七世纪以来唐朝政体

间的关有很好的陈述&参见 P&$FY.C&$.R5C*+S:*%('K/:+/"+,+-%)'(C",%$#29*#

9'(.P1('/)1J8&47$*.25SP&++DV@05O5'F%&1B$5++"()&$>&$.=%*>5$+*,-B$5++S#$$!K&

第七章'他观察到& )唐代在亲属关上最重要的发展&是势力遍及整个帝国的世族大

家的消失&这些世族大家过去通过巧作的系谱$精挑细选的联姻&以及持续成功地确保

官职的方式&维他们几世纪的显赫'一般认
'

他们的消失是标示从唐到宋&从所谓

;中世纪 <文化转变
'

前现代或是帝国晚期文化&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 *!页

"-$"'!&9FL"".-对欧洲亲属与婚姻模式的变迁也有很好的讨论&参见 !&9FL"".-S

9*#P#8#-+,"#()+@)*#L'"%-1'(5F'$$%'.#%(C4$+,#J8&47$*.25V8&47$*.25=%*>5$+*,-

B$5++S"!-/K'

%

&

'

(



他?
.

有描述存在於各自劳动价值与交
>

价值形成过程的独特关&也
.

有

注意到这两类过程如何在个
0

社?中彼此牵连的关'

¥

&

©r

无庸置疑的&对於"!,.以前b"4*&范围的高地社会而言&当它有清楚的

被驱赶的历史&甚或模糊的迁移口传可徵时&:9",,提出了一个从国家效应的

立场解读族?起源与社会构成的重要观点'笔者认
'

未来任何作高地东南亚

研究的人&不可能完全拒
\

:9",,

'

这个 )世界最大陆块 *的 )无国家者 *

在#$世纪中期之前的历史所提出的 )国家效应 *观点&更无法不同意他对

)国家史观*的批判'同时在细读 :9",,全书的论点与论证之後&我们也必

须承认:9",,对高地东南亚新命名 b"4*&的意义&一方面
'

族?来源提出更

有意思的
+

法&一方面则相当有效地摧
_

任何实质化族?之企图'更重要

的&笔者以
'

这个 b"4*&的新命名&使我们无法忽略此区域高地作
'

)界

域*的特性&使其无法从任一国家的立场来理解此区域人?&而
L

调从界域

中人?的立场&以及这些人与国家相互对话式的)镜像*关角度进行理解

的必要性'

+8-

) 而:9",,对於b"4*&低地与周围国家?非族?&而是用各种政

治$军事与文明计划均质化了不同族?人口的国家
+

法&是了解b"4*&

;

外

国家非常重要的观点'

但:9",,的论点中&首先由於其基於国家效应理论之引导所?取的国家

与无国家历史结构模式&其次由於其独立自主个体的行动者预设&导致多项

出自负面理解的简化问题&是读者在应用时必须格外留意的'除了 3*9,"$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0

+8-

此处)界域*的定义主要?用 :05$$-ODQ$,%5$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於 7"$.5$'&%.的

用法&参见 :05$$-ODQ$,%5$STO"$.5$'&%.B"'*,*9+&%.Y$",*9+SU*%F'R%(.3#(5#$29*#

<+-%)%&/'(5C$+)%&/+@:4-)4$#JO"+,"%VO5&9"%B$5++S"!!1KS"-"<#"#W?"75$,?D/'>&$5\S

!$DST@05P5H*9&%<=+O"$.5$V@05P&F*%2"(&%/%,0$"1"'"2-"(O"$.5$'&%.+SU!((4'-

;#8%#S+@!()*$+,+-+.1S#,J"!!.KV,,0<,0$WP*905'5R&4"%,&%.3*$2&P"'%&$ST@05

:,#.-"(O"#%.&$*5+*%,05:"9*&':9*5%95+SU!((4'-;#8%#S+@6+&%+-+.1S#-J#$$#KV"10<

"!.'Q$,%5$认
'

人类学)界域*的研究&主要出自知识论上对於研究对象不变或
Q

态

的文化反思的前提' )界域*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边疆$边陲或边地&更是一种状

态'这个状态是充满了)跨越文化与政治空间的人与意象之间的流动与会遇 *& )界

域*的文化是 )不断地接受挑战$反身性地建构的 *'参见 :05$$-ODQ$,%5$S

TO"$.5$'&%.B"'*,*9+&%.Y$",*9+SU"-"'

%

&

'

(



>58M8:OK6已提出针对 UC3EE对低地河谷邦国形成与衰败解释的单一化外&

+8.

)

在其历史结构模式下&:9",,仅从负面理解高地b"4*&社?&造成许多简化的

缺失'笔者认
'

&:9",,对於高地b"4*&的理解缺失包括#第一&他将所有高

地平权型社会结构简化
'

是无国家政治立场的选择结果(

+8/

) 第二&他对於

b"4*&高地与低地社会商人与贸易问题的简化(

+80

) 第三&他视高地
'

国家的

附属品&而排除任何对於高地社会能
R

有自生阶序
-

生可能性的问题(第

四&对於高地语文经验的极度简化与对在高地的普遍 )白话语文 *

J>5$%&9#'&$'*,5$&9-K现象的忽视'

+81

)

其次在个人能动性解释背後的预设问题#就某方面而言&:9",,所建立的

一系列相互构成的背後&还是有历史中的人类心灵具有某些共性的假设'也

就是
+

&:9",,许多论点背後的共同处&就是认
'

抗拒国家和紧抱一种在国家

掌握之外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是由於天性使然'这种关於泛人类心灵共性

作用假设的吸引力在於&它赋予国家主体$难民和抵抗者等一个认知的资

源&让他们可以在任何特定时空的生活之外&设想其他的生活方式'若要改

变一个人的境遇&无论是在国家之
;

还是之外&个人必须首先能
R

看见实际

生活与想像生活的不同'因此&:9",,的
+

法给历史留了馀地'

但另一方面&:9",,也给了历史这个概念一些限制&而把它局限於定向性

社会变迁的几个模式之
;

&也就是试图在社会变革上
L

加一种不可避免的方

!- 何翠萍)魏捷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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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80

+81

3*9,"$R*575$4&%ST/ b"%5"(?5(#25*%:"#,05&+,/+*&e?59"%951,#&'*\*%2G%,5$*"$

:1&95+SU///</,1D

亦见P&!*&%H*"%2J马健雄KSTB5$("$4*%2,05:,&,5/25%9-V@0$55B"C5$(#'N&4*'*5+"%,05

:"#,05$%;#%%&%<O#$4&N$"%,*5$+*%95,05"--$+SU1&15$1$5+5%,5.&,/%%#&'P55,*%2"(

:"9*5,-("$Y&+,/+*&%/%,0$"1"'"2-J:Y//KS/45$*9&%/%,0$"1"'"2*9&'/++"9*&,*"%#$$!S

@&*15*S@&*C&%WP&2%#+N*+F5+IjSTP*%*%2S)*+,"$-S&%.,05/%,*<:,&,5̂ &V@05B"'*,*9+"(

/#,"%"4-75,C55%O#$4&&%.80*%&SU?+4$('-+@3-+7'-0%/)+$1S.V#J#$"$KV#,"<#1,'

亦见P&!*&%H*"%2$8DB&,,5$+"%L*5$+90$P&2%#+N*+F5+Ij的讨论&参见 P&!*&%H*"%2S

TB5$("$4*%2,05:,&,5/25%9-V@0$55B"C5$(#'N&4*'*5+"%,05:"#,05$%;#%%&%<O#$4&

N$"%,*5$+*%95,05"--$+UW8DB&,,5$+"%L*5$+90ST/9$"++b"4*&C*,0P5$90&%,+SP"%F+S

&%.P#+FVB$"95++L5"2$&10*5+S@$&.565,C"$F+&%.,05G%%5$<Y&+,

p

:"#,05&+,/+*&%

O"$.5$'&%.+SU#".<#/!WP&2%#+N*+F5+IjSTP*%*%2S)*+,"$-S&%.,05/%,*<:,&,5^&V@05

B"'*,*9+"(/#,"%"4-75,C55%O#$4&&%.80*%&SU#,"<#1,'

)#&%2:0#<'*J

!

淑莉KST8"%2$52&,*"%SB$"+5'-,*+4S&%.?5'*2*"#+N$55."4V/B$5'*4*%&$-

/%&'-+*+"(/04&"80$*+,*&%*,-*%:"#,0C5+,80*%&SU1&15$1$5+5%,5.&,,058"%(5$5%95"%

!/%'(>+$5#$-'(5/2C(&-+/4$#I=()#$'&)%+('(59$'(/@+$"')%+(S#%./%%#&'P55,*%2"(

/+*&%O"$.5$'&%.+?5+5&$9065,C"$FS.<06">5475$S#$"$D

%

&

'

(



向性'泛人类心灵共性的假设有一个缺点&当绕着人类对於社会变迁方向的

心灵共性打转时&也预设了独立个人主体的前提&?且
G

夺了人类主体性在

实践时的集体基础'问题的关键在於能动者和能动性往往是相关的&:9",,忽

视了这眧还有集体的能动者和集体的能动性'了解这点不仅可以避免把人类

行动的社会基础化约
'

道德个体预设的危险&也避免了从人对行动处境的精

确认识中去除集体认识所扮演的可能性'这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老问

题&而最好的解
*

方案通常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社会性之间&以

及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基础之间&认识其中辩证关的性质'

+82

)

总之&笔者认
'

对於政体和政治经济在较高层次上的整合&应是未来

论VKO8NUC3EE高地东南亚新命名S3O5K的意义与未来 !!

+82

上述缺失同时还使b"4*&是否可以将中国西南涵括在
;

&成
'=

论的焦点'马健雄一

方面从相当精细的哀牢山区个人$族?互动与国家关的材料&重建哀牢山区自"0#$年

代以来的历史&一方面以
'

:9",,将中国云贵高原纳入b"4*&范围&是对中国西南历史

的不解!参见P&!*&%H*"%2ST@05:,&,5/25%9-*%,05N"$4&,*"%"(;#%%&%<O#$4&N$"%,*5$

+*%95,05"0#$+SU1&15$1$5+5%,5.&,,058"%(5$5%95"%!/%'(>+$5#$-'(5/2C(&-+/4$#I

=()#$'&)%+('(59$'(/@+$"')%+(S.<06">5475$S#$"$S80*&%2P&*S@0&*'&%."'前者是如

)从间隙中写作历史 *取向的丰硕成果 !参见 @0"%290&*̂ *%*90&F#'ST̂ $*,*%2&,,05

G%,5$+,*95+V:"#,05&+,/+*&%)*+,"$*&%+&%.B"+,%&,*"%&')*+,"$*5+*%:"#,05&+,/+*&SU*%A#S

9#$$'%(/%(6+4)*#'/)!/%'(0%/)+$1S5.+D/7#@&'*7/04&.&%.@&%R*"FY5J:*%2&1"$5V

:*%2&1"$5=%*>5$+*,-B$5++S#$$/S/<#!"&後者是讨论区域范围之界限'本文作者认
'

&

正如R5&90无意做历史&而是在做他心目中的历史结构模式一般 !参见 )"@+X#*<1X*%2S

TY.4#%.R5&90&%.O5-"%.VP&1@0$55%(<+-%)%&'-61/)#"/+@0%.*-'(5>4$"'UWP&%.-

:&.&%ST?5>*5C"(9*#!$)+@A+)>#%(.3+8#$(#52!(!('$&*%/)0%/)+$1+@M,-'(56+4)*#'/)

!/%'U"&:9",,的历史结构模式&对於国家或高地社?都造成单一化$概化与简化的後

果&同时在预设了独立个人主体的前提下&又忽视了集体能动性的缺失&对於
$

正从事

此区域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都成
'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难以接受 :9",,论点的重

要关键!参见)"@+X#*<1X*%2ST?5,0*%F*%2A&90*%̂ 5&',0QC%5$+0*1SU#""<#..W)"@+X#*<

1X*%2STQ1*#4P&$F5,&%.,05A&90*%:"9*5,-($"4"-0$+,""!.$+V/?57#,,&',"Y.4#%.

R5&90X+Q+9*''&,*"% P".5'*% <+-%)%&'-61/)#" +@0%.*-'(5 >4$"'UW P&!*&%H*"%2S

TB5$("$4*%2,05:,&,5/25%9-V@0$55B"C5$(#'N&4*'*5+"%,05:"#,05$%;#%%&%<O#$4&

N$"%,*5$+*%95,05"--$+UWP&!*&%H*"%2ST@05:,&,5/25%9-*%,05N"$4&,*"%"(;#%%&%<

O#$4&N$"%,*5$+*%95,05"0#$+UWP&2%#+N*+F5+IjSTP*%*%2S)*+,"$-S&%.,05/%,*<:,&,5

^&V@05B"'*,*9+"(/#,"%"4-75,C55%O#$4&&%.80*%&SU#,"<#1,W8DB&,,5$+"%L*5$+90S

T/9$"++b"4*&C*,0P5$90&%,+SP"%F+S&%.P#+FVB$"95++L5"2$&10*5+S@$&.565,C"$F+

&%.,05G%%5$<Y&+,

p

:"#,05&+,/+*&%O"$.5$'&%.+SU#".<#/!"'但在 :9",,看来&这所谓

b"4*&的区域范围&本来就是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眧不断持续缩小与零散化&而不是从

任一帝国$国家观点出发所划的不变的区域'放眼未来中国西南历史之研究&笔者以
'

当前最重要的&是从此区域)界域*特性!见上文与注/$"的观点&而非任何单向的国

家开发$

G

削$驱赶或单一国家史观前提的观点&持续地以精细的材料建立此区域的历

史过程'b"4*&范围的
=

议&

.

有此类历史过程研究的足
R

累积&是无法得出答案的'

%

&

'

(



b"4*&研究该纳入的目标':9",,这本重要且具挑动性的书虽提了这个建议&

但是一个全盘的解释
,

依然模糊'

'

了理解这种整合&两个重要的调查领域

是不可少的'首先是建立起一个更完善的b"4*&地区贸易史&特
0

是再回头

处理高地b"4*&及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其次是b"4*&地区中贸易和社

?形成之间的关究竟
'

何&还需要进行一个更广泛的整合研究'在这样的

尝试之後&我们应该能
R

针对以下两点获得更好的理解&一是社?生活对政

体的重要性&其中婚姻应被纳入考量&但也
\

对不是唯一的对象(一是在高

地b"4*&及周边国家之相互构成这个层面上&对经世治国之术的文化细节和

贸易组织的文化意义的重要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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