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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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óôá

) !

U

'

õö

(

V

'

÷ø

(

%

ùúûüý��:./Dþ

ÿ

&

!JL"#

")

�$

%

%&

*

'6

*

Û(i06)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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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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四章
'

上编&第五至八章
'

下编'导言部份是全书的理论基础&也是作

者的思考所在'在对关於传统中国社会整合问题的学术史的梳理&以及区域

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理解和总结中&既阐明该书研究的意义&也表明

了作者的方法论取向'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其研究的三个构想&即#第

一&重构黔西北社会自身的制度与传统&以及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

有自己的政权$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

的过程&从而揭示王朝$周边族类两者的制度与传统怎样互动与交织&将一

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区域真正整合进中国大一统的秩序中(第二&通过丰富

的汉$彝史籍比较&结合田野调查&提供一个可深入揭示中央王朝与周边族

类最初接触情形的个案(第三&超越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点四方*的思考模

式&以所研究的区域
'

中心来进行探讨&特
0

是尽量从原住民的角度去理解

历史的情景!页!"'全书便是围绕着这三个构想展开论述的'

上编.从)?域*到)羁縻*

#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

论述了黔西北进入王朝版图之前的历史'作者在第一章利用现存的彝文献&

结合,宋史-$ ,桂海虞衡志-$ ,竹洲集-$ ,云南志略-$ ,元史-$

,贵州通志-等宋$元$明三代的汉文献&呈现中央王朝大规模进入黔西北

之前当地多)国 *林立的状癋&?考察了彝族君长国的 )勾 *政权和 )则

溪*制度&指出在宋元甚至更早的时期&黔西北本身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字和

制度&?且初具规模'

第二章着重讨论元$明经营西南以及建立?逐步完善土司制度的过程'

与以往的学者多从制度考辨入手不同&作者更加注重从地方社会的实际情癋

出发&注重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王朝与地方社会的互动'限於该时期地方

文献的匮乏&作者另路径&通过明代土官职名的专门化和文职武职的考

辨&?结合对土司地区赋役徵派的考察&认
'

中央王朝的种种政策&只是规

定了朝廷与土司的关&由於受到了彝制的制约&实际上难以对普通原住民

形成直接的影响'作者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把王朝制度的变化$国家

礼仪等在区域社会表达的过程&与周边族类自身固有的传统结合起来考察的

做法&始终贯穿全书'

第三$四章讨论与土司制度有密切关联的卫所制度$流官制度和科举制

度等&?指出随着这些制度在黔西北的建立$发展&彝族制度和观念也发生

了微妙的变化'作者敏
u

地抓住了驿道这个关键因素作
'

分析的突破口'入

滇驿道是当时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重要通道&明王朝政府
'

保障其畅通&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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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驿道周边设置卫所'卫所制度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卫所移民潮流& )意味

着一种新的文化和礼仪的传播*&开始影响当地礼俗和文教'但这种影响还

是极其有限的&主要还是停留在驿道$卫所$府州县城周边的居民与土司地

区的上层统治分子'与驿道关密切的彝族族类在制度和观念上也有所

动'制度上&当地族类的承袭方式发生了从)更迭而
'

*到嫡长子继承制的

变化&以及开始对)此
\

彼继*传统实行干预'与此同时& )勾*政权官员

的身份也逐渐发生变化&汉人开始
'

官&尤其到了明後期& )勾政权中的汉

把似乎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 *!页"#,"'观念上&作者通过对水西

安氏远祖济火的故事的讨论&和黔西北发现的一些彝汉文合璧的碑刻的考

察&指出#黔西北彝族在承认和利用 )汉威 *的同时&也在
L

调自己的彝

威( )迨至土司制度建立及各项边政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完善&勾政权的合法

性在许多场合被极妙地归因於对王朝的效忠而非本族之传统&形成了彝威与

汉威交织以及两种价值观?行不悖的情景 *!页"/0"'总体而言&中央王

朝的影响范围主要还是限於黔西北社会的上层'

下编.从)新疆*到)旧疆*

#改土归流後黔西北地方社会的变化/&

描述了清王朝开)新疆*$改土归流以後&黔西北社会的主要变化及其从

)新疆*到)旧疆*的演变过程'第五章论述黔西北进入王朝版图&成
'

王

朝)新疆*的历史过程'经过明末清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彝制崩溃&清王

朝对水西$乌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一瞃之外&四面皆夷*的社

会逐渐发生变化'原来的彝族的则溪制逐渐被改造成流官制和里甲制'原住

民从原来只对土司$土目负责&变成了直接
'

清廷输粮应役的编
]

齐民'王

朝制度和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表明黔西北已经演变成了)新疆*'

作者的考察表明&改土归流?不能一下子根除旧制度&新秩序是在与旧

制度的妥协和互动中建立起来的'第六$七$八这三章分
0

从制度变迁$经

济整合$身份认同三个方面论述黔西北如何成
'

)旧疆*的过程&勾勒了改

土归流之後该地区社会的深刻变迁'制度方面&改土归流之後&虽然各级流

官政权逐渐深入人心&但原来彝族政权的两大统治阶层土目和布摩?
.

有在

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消亡'土目转化成
'

官府默许的基层社会的控制力

量'原来作
'

知识与文明象徵的布摩阶层随着文教的兴起&则逐渐丧失其政

治特权和正统性&转化成
'

一种)单纯从事祭祀$占卜$看风水的职业*'

作者由此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彝族制度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但它们依

然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变化$延续'经济方面&黔西北银$铜$铅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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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开?&适逢康乾盛世&对矿
-

有着
L

烈的需求&使得其在地理$经

济$军事上都成
'

了国家的战略要地& )同
;

地的联与交流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程度*'由此而来的)王朝军队的屯种*$ )直接统治机构的设置*和

)移民的盠入*&又促使了黔西北)从农$牧?重发展到精耕细作农业*'

制度$经济上的活动&也影响了文化$习俗$认同方面的变化'彝人的族类

界限观念变得)动态而富於弹性*&族类认同变得灵活而且包容&流传着许

多)彝变汉*的传
+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普底
!

氏家族的个案也提醒读

者#这种文化认同的转变?不一定意味着族?认同的转变&对王朝的认同不

一定意味着对汉人身份的认同' !页#1-"

综观全书&一如文学作品般&故事娓娓道来&而其中处处充满哲学般敏

u

的思辨'本书通过
)

述黔西北地区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从 )?域 *到

)旧疆*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揭示了与华南地区不同的另一种中央王朝有效

拓展统治范围$建立统治秩序的模式'作者抓住了制度变迁$经济开发和文

化及身份认同三条主瞃&把黔西北的区域历史进程放在中央王朝向西南边远

地区不断拓展的历史中去考察&提出了理解周边族类整合进大一统秩序中应

注意的若干特点#第一&从)?域*到)旧疆*的演变过程(第二&

;

部竞

=

引导王朝扩张(第三&新秩序中的旧传统(第四&族?认同与统治认同的

统一与分歧'这些特点不是结语部份孤立的总结&对每一点的提炼和分析&

都
b

含在各章节的论述之中&是全书的重要关怀之一'这将大大启发中国西

南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同时也
'

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体现在作者对文献的运用上&尤其在各种文献

之间的比照分析中&颇见作者的文献功力'作者将彝文献$汉文献与田野材

料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对这些文献材料及田野材料进行)比

勘$考辨和分析*&呈现地方历史进程中的深层意义'从彝$汉文献中提炼

出来概括力极
L

的词或短语&诸如)?域*$ )旧疆*$ )彝威*$ )鲁

旺*$ )啥*等&通过古人自己的表达&巧妙地抓住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

种微妙关'总之&这部著作通过黔西北的个案&凭借着作者对於区域社会

史研究方法的透彻把握&以及他深厚的文献解读功力&提出了一个如何理解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以及大一统中国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的研究方法&

?将其付诸实践&这无疑是该书最大的学术意义'

李晓龙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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