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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中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随着时代的不

同$观察角度的转变$方法论的探讨和不同档案$地方资料的公?&相应地

出版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中国&虽然在上个世纪-$年代以前主要是马列主

义
'

主导的历史研究和以国族
'

核心的历史
)

事方式&但华南学派!主要指

的是由傅衣凌在
s

门大学与梁方仲在中山大学所留下的学术传统和其学生"

的努力&仍然在区域研究的领域当中&留下了不少出色的研究'近年来由於

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频繁接触&在研究方法与取径上&双方都
-

生了一些

对於中国地方史的新思考&在这样的学术
/

络下&丁荷生=(8668EFA8K6G与

郑振满的新作F'#;)7977'),*%1"<#2%B;#'),B7)',提供了不少新颖的观点'丁荷

生是麦吉尔大学=&C\544g65Q8:N5EZG讲座教授$利氏讲座=>88%FK5:39%F568N8

%B4EB:8UEB?58NG教授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道教$中国民间信仰与

民间文化&?且在台湾与福建进行田野调查'

本书对莆田地区民间信仰作全面性的调查与分析&第一卷是调查的摘要

与分析架构&分
'

两个部份&第一个部份 52%="-F%#;0,由丁荷生执笔&针

对文化大革命之後&莆田平原民间宗教复兴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历史性与理

论性的研究&在这一卷中?且摘要介绍在田野调查中的发现(第一卷的第二

部份由郑振满撰写&主要透过碑铭分析莆田地区的宗族和宗教'本文主要是

针对卷一由丁荷生所撰写的部份&原因在於由郑振满所撰写的部份已在,历

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第一期!#$$1年,月"发表&而且丁荷生撰写的这一部

份可以单独成
'

一个分析的主体&其架构本质上就是一本专书&分析这个部

份不会使本文讨论的方向过於分散'

在本书中&丁荷生
'

读者呈现的是一个是多层次的空间与历史交互的图

像&他透过\]U!地理资讯系统"&将莆田地区的文化地理加以标记&透过

一层一层的地图显示出这个地区文化的堆砯与相互关'导论之後的第二章

讨论目前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现状与限制&西方人类学家在#$世纪0$年代以

结构人类学的取向&将中国的宗教视
'

一个系统&这样的研究方式在#$世纪

-$年代之後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当下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现癋处於一种暧

昧的状态&大多数的大学系所将之设置在)民俗研究*的领域&此乃因
'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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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宗教在马列思想中被认
'

是)封建迷信*&而)民俗研究*则将这些传统

文化放入了国族进步史观的框架中'作者提倡的是将民间宗教视
'

一种社会

的和每天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研究&了解这些仪式和其背後的组织必须自下

而上地从民间获取资料'

第三章提供莆田地区仪式的发展和历史的背景&在中国早期的文献眧&

莆田地区是百越的一部份&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很多神癨都与汉人和当地居

民的长期抗
=

有关&呈现交融与混杂的情癋'莆田地区的村落与空间分?大

致和灌溉系统的发展$聚落的环境限制$宗族与宗教组织等因素相关'在宗

族组织发展?且得到大规模莆田地区的土地控制之前&主要由佛教组织控

制'从宋代晚期经明代早期至明代中期&随着莆田地区考取举人与进士的人

数日益增加&宗族组织在莆田平原的南部发展起来'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

不一定和行政区划一致&它与灌溉系统的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性'跨村落的仪

式联盟七境发展於明代中期&由於水资源分配的问题&从"1世纪开始&寺庙

联盟逐渐取代宗族之间的联盟&因
'

他们能更
'

有效地动员当地?
7

对於水

利系统进行管理&新形式的仪式联盟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在莆田地区扩

张&目前总共有"./个地区的仪式联盟&在此之中&较高位阶的寺庙开始发

展&统辖数目不一的村落与仪式组织'不同的历史事件对於莆田地区的仪式

联盟的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从".世纪以至"1世纪&海
H

对於中国

东南沿海地区的侵扰&三一教运动$清代的沿海肃清政策和一条鞭法'从晚

清$民国建立以至於中共建政&国家权力对莆田地区寺庙联盟
-

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但莆田地区的仪式联盟都以不同的形式存续下来'

第四章到第六章描述当代莆田平原的仪式$仪式专家与信仰的神癨&所

有的神癨在农新年这一个月期间庆祝与祭祀&搭配音乐与戏剧的演出&这

些仪式由不同的仪式专家主持&在元宵的祭祀和神癨的生日当中&道士扮演

相当重要的角色(佛教的僧
d

在莆田的私人与公共的仪式当中也相当重要(

三一教&这个结合儒家的道德观$道教的
;

丹与佛教的
Q

坐沉思的信仰在莆

田和邻近地区有超过"$$$座的寺庙&由於三一教的融合特质&使得它增加莆

田地区文化的丰富与层次性'从调查中发现&在莆田地区有超过".$$个神

癨&由这些神癨在莆田地区的分?&可以了解其中所
b

藏的历史和文化层

次&有些神癨信仰广泛地分?在莆田地区&有些则集中於特定地区'

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绍莆田平原的佛寺$道观与其他的寺庙及其功用&这

些寺院在当代成
'

莆田地区的文化中心&?且在政治与经济的
*

定当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每个村落当中都有它们管理寺庙的委员会&由这个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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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筹募$庆典的筹备与组织动员?
7

'透过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将在莆田

地区所发现的宗族标记在地图上&?与不同的仪式和宗教组织的地图相互比

较&可以理解宗族与相邻寺庙之间的杂关'

第九章提供了一个研究莆田地区海外移民的理论架构&作者透过修改施

坚雅=\HT5445KOUD5668:G和最近全球化的理论&将莆田放在多重的跨国家网

络中&不同的结点=63?8G将这些网络联起来&这些结点有可能是一个村

落$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宗族$一个宗教团体或是一个人'透过这些杂且

互相联的网络&莆田平原的历史是一幅活动且有机的图像&可以避免地方

历史掉入国族国家阶序性的
)

事当中'

莆田的仪式是在王朝国家与现代国家的行政区划过程中发展起来&在历

史的发展过程眧&不同的文化力量都曾渗透进莆田平原&包括佛教$道教$

三一教或是士大夫倡导的理学'作者在结论部份认
'

莆田地区的历史本质就

是混合=FZM:5?G&必须要透过不同的分析架构才能将历史的丰富性展现出

来'作者将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多层次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与莆田地区的仪式

作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这些在莆田的仪式&透过不同的观点与空间的分析&

不但将主动性赋予了研究的客体&也开展了不同的地方史论述'

作者从仪式$宗教与民间文化开始&作
'

理解地方文化的视角'"!-$年

代华琛=VKO8N>HTKEN36G发表关於中华帝国晚期的 )文化标准化 *的文章&

他认
'

到了帝国晚期&中国各地之间即使有不同的文化差?&但各地之间在

整体上已经形塑了文化上的)标准化*'由此&许多学者展开不同的论述'

对於中国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传统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直是研究

的重要切入点&目前大部份学者都主张应该要给予地区文化更多的主动性&

然而&在科大卫的模式中&认
'

地方社会主动且积极地参与王朝国家的建

构&研究中国的地区历史&就是研究地方如何整合成王朝国家的一部份&这

样的思考方式虽然自下而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仍然将地方置於王朝国家的

一部份来思考&仍以当代民族国家的思考投射至研究的对象&地方的主体性

仍旧无法彰显'

或许我们应该
t

?中央 i地方的二元式思考& )地方*不一定相对於中

央&地方历史的研究者应该要思考的在於& )地方*作
'

一个历史的研究对

象&它在我们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如何被认识& )地方*之所以相对於中央&

在於莆田如果作
'

一个王朝或是国族历史下的村落&它将在阶层性的框架中

被认识&只是作
'

国家的边缘角落被理解&在这样的架构下&投射到历史的

建构当中&地方史就成
'

一个一个区域整合进入大一统文化秩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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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加入更
'

宽广的视角&如同丁荷生在这本

书所示范的&在不同的视域与研究方法下&从文化和经济各种不同的生活面

向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人?如何理解$认识与选择自身的生

活方式&这样的历史将会更能
R

认识人类生活的轨?'

上述所
+

的生活轨?往往不会透过文献本身透露出来&除了一般的传统

文献$地方志和档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还必须透过田野调查和搜集材料的

过程&进一步地理解实际的生活空间&透过当代的\]U科技&研究者从文化

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理解人?在地方当中如何活动&将生活的不同面向放进

研究资料与方法当中&更加丰富地理解历史'

胡川安

麦吉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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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近年来华南地区的研

究已经表明#在整合过程中&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

间是在不断相互渗透的'华南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宗族$庙宇系统方面'

与之不同的西南地区&在中央王朝深入之前就已经建立?长期维持了类似於

国家的政权组织'该地区在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与福

建$广东$台湾等地区不同的景象'对这些地区如何把不同的国家传统放进

地方文化的研究&将有可能拓展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整合问题的理解'

q

春

来的新著,从)?域*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

认同-便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该书通过丰富翔实的汉$彝文献材料&从)制

度*$ )开发*$ )认同*三方面进行考察&论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

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形成对王朝结构较高认同的历史过程&总结了在整

合过程中&王朝与周边族类的制度和传统的互动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本书作者
q

春来从"!!/年起&求学於广州中山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

位之後留校任教'该书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但不拘於其中&稍

有拓展'全书除导言$结语外&基本按时间序列展开&分
'

上$下两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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