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开发*区域是怎样的情癋&还是不甚明'这或许是本书还可以进一步

完善的地方&也是我作
'

读者对於这部力作的更深层期待'

周琳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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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贞的,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以

下简称
'

,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的'此书以北宋以来的山西泽州
'

中心&从)社*这一具体制度入手&探

讨华北地区乡土社会变迁'本书有
0

於那些止步於资料堆砌以及自
+

自话的

所谓)专题性 *或者 )区域性 *著述&作者通过对 )社 *扎实而深入的研

究&回应了学术史上诸如 )宗族 *$ )士绅 *$ )公共领域 *$ )祭祀

圈*$ )市场圈*等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是一部可以在学术
/

络上留下自

己印记的佳作'

对於有在华北地区生活经验的人来
+

& )社*都不能算是一个十分陌生

的事物'一方面&虽然新中国在"!,!年成立後& )社*作
'

一种)落後*的

制度被取缔&但是它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在追忆当地历史的时

候&坊间耆老对)社*津津乐道'而在有些地方& )社*虽被改头
>

面&但

它仍然以一种更
'

隐秘的方式存在&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实际作用'另一方

面&近三十年来&社会控制有所动&在一些地方& )社*得以再度复兴&

成
'

)活的传统 *'那
S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社 *这个 )古老 *而 )新

兴*的事物:涂尔
+

& )在任何新的历史处境和此前的历史处境之间&?

.

有什
S

固定的鸿沟&相反倒有着熟悉而密切的关联&因
'

从某种特定的意

义上来讲&前者正是後者的传人*' !涂尔著&李康译& ,教育思想的演

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页##' "因此&让我们跟随杜正贞的

笔触&展开一次穿越时空的千年之旅&一路观看在山西泽州这个特定的历史

场域下& )社*如何凭藉极富弹性的调适能力&历经战火兵燹$朝代更迭&

顽
L

而稳定地存续於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日常社会生活之中'

本书除绪论和第八章的讨论部份外&共分六章&按照时间序列安排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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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正如作者在第八章所勾勒的那样&全书主要是围绕着三条基本的瞃索

展开'接下来&笔者将依循这三条瞃索&对全书主要
;

容进行简要介绍'

本书第一条瞃索是作
'

一个基层社会组织的)社*自身的历史演变'北

宋以前&在泽州地区影响最大的是佛教&有许多社邑$法邑的组织'唐末以

後&由於气候乾燥少雨&形成了龙神等雨神信仰'加之北宋朝廷崇信神道&

一些经过皇帝敕封或敕名的人格神玉皇$成汤$真泽二仙等神明影响逐渐扩

大&?被奉
'

雨神'与此同时&泽州社会围绕雨神信仰和祈雨仪式形成了某

种特定的组织方式&而在这种组织方式中& )村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

宋时期&泽州地区有很多社&但是这些社
.

有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中去'金元

时期& )村社*成
'

国家基层管理制度中的基本单位&其权力和作用逐渐扩

大'人们继承了祈报和社祭仪式&在村社中修建供奉以成汤
'

代表的受到国

家敕封的神明庙宇'此後&成汤庙逐渐代替原来的社坛和土地祠&成
'

社

庙&成汤也从雨神变成
'

社神'明初&朱元璋在基层社会推行里甲$里社

制&原有的民间祭祀组织)社*也要依附於)里*而展开活动' )村社*主

要作
'

一个与祭祀活动有关的民间组织存在&不再具有管理人
]

与田土的功

能'明中叶以後&里甲制度崩坏&逐渐蜕变成
'

徒有其名的组织性框架'经

由明末清初&士绅对 )村社 *的改造&适逢清中叶士绅权力消退等种种情

境& )村社*最终取代日渐空洞化的里甲制度&成
'

乡村社会最具权威的自

治管理结构'

在这一部份&作者主要检视了学界关於)公共领域*的探讨'她认
'

不

管是罗威廉=T5445KOIH73;8G$魏斐德=f:8?8:5CXHTKD8OK6G&还是
!

宗

智&他们无一例外地将中国)公共领域*或者是)第三领域*定义
'

含义不

明的)非国家活动的领域 *&但是这样的概念无助於理解 )社 *的实际
;

涵' )社*虽然在大部份时间属於)非国家的领域*&但是它的发生$发展

与国家的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在)官*与)私*的历史关中&在地方社会

的具体情境中&才能体会)社*的性质以及它对於国家和社会整合的意义'

本书的第二条瞃索是士绅与村社之间的关'泽州地区的士绅是在明代

以後崛起的'明代&由於战略前瞃的北移以及开中法的实行&泽州地区商业

勃兴&成
'

以)铁业*

'

主的一个工商业重镇'经济上的成功&使泽州商

人有馀力投入到科举之途'明中期以後&泽州地区人文蔚兴&形成了一个颇

具规模的士绅?体'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动?之际&士绅?体初露锋芒'入

明以後&泽州社会日益分化&士绅与商人$里人与镇人$穷人与富人$官府

与市镇之间存在种种杂的纠葛关& )社*因应着时势的变化&不断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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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进行调适&继续发挥整合地方社会的功能'而在地方上活动的士绅也试图

按照自己的理想&把)社*设计成
'

一个)敦风化俗*的平台&结果
,

是使

)社*成
'

一个制度化的组织&

'

清代中叶村社权力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在

试图利用村社宣扬教化的同时&士绅也进行着构建宗族的努力'但是这些创

建宗族的活动主要是个
0

士绅的行
'

&反映的是士绅阶层的理想和追求&最

终
.

有变成一套实际的地方管理制度'

这一部份的
;

容&作者主要检讨了士绅研究中 )国家+士绅+地方 *的

分析模式'杜正贞指出&以往关於士绅的经典研究主要是在控制论的逻辑

下&

L

调士绅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作用'後来的学者又
'

)国家+士

绅+地方*这个分析架构增添了新的要素&但是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框架
;

部

进行讨论'

!

宗智$杜赞奇=a:KN86J5EABK:KG$李怀印等学者都关注到华北乡

村中士绅以外的宗族$宗教$村规等因素'但是这些研究讨论的时段主要是

晚清到民国&缺乏历史向度的关照'对士绅与宗族$宗教$村社之间的关

也缺乏充分的论述'日本学者较早注意到 )国家+士绅+地方 *框架之外乡

村组织的存在'但是讨论主要集中在 )乡绅+乡里制度+国家 *之间的三角

关&忽略了)村社*组织可能具有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杜正贞通过具体的

研究&揭示了士绅与村社之间关的杂性&指出士绅参与村社的活动既不

是
'

了借此向国家靠拢&也不是想由此获得个人的权威'他们生长於村社的

传统之中&同时又怀抱着改造村社的理想&与其合作$竞
=

&从而也促成了

乡村权力结构的改变'

村社系统与村落关是本书的第三条瞃索'关於这个问题在 )崦山四

社*$ )七社十八村*等个案分析中都有涉及'作者通过对村社网络与村落

关的探讨&回应了学界关於)祭祀圈*和)市场圈*的问题'作者认
'

泽

州的村落关和信仰体系的形成&与祈雨活动有密切的联'以祈雨活动
'

中心形成的信仰系统&与前人研究中提到的)祭祀圈*相似&但细察之下&

又非常不同'杜正贞援引了郑振满关於祭祀圈的观点&指出 )七社十八村*

的组织化不全是由信仰推动的&它与北宋对泽州地区的有效控制存在密切关

&即便不是国家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对国家行政空间规划的反映'同时

泽州地区的不同村落虽然具有共同的信仰&

,.

有形成日常的和稳定的关

网络&未能形成跨村落的自治管理组织&直到晚清民国&以村社
'

中心的乡

村自治组织也
.

能扩展到自然村以外或者以上的层级'此外&杜正贞还对泽

州地区的市场进行了讨论&指出在泽州地区市场圈与祭祀圈?不重合&甚至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而作
'

明清山西商人的发祥地&泽州地区本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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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长程贸易与地方贸易的
5

节&使泽州地区仍然属於传统农业社会

的社会结构'

本书大量使用了文集$族谱$碑刻等地方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排比

考据&作者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泽州地区)村社*发展的历史
/

络'像近

几年来出版的一些史学论著一样!如生活6读书6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历

史6田野丛书*中涵括的著述"&本书也深受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影响'以往

人类学的研究多集中在
.

有文字和国家的)原始社会*'涂尔通过对)澳

洲*这个 )原始社会 *的探讨&得出了关於宗教崇拜的许多重要论断'比

如&他认
'

宗教是由信仰$仪式组成的统一体系&信仰与仪式将所有信奉它

们的人们结合在一个被称
'

)教会*的道德共同体
;

'又比如&他
+

宗教来

源於社会现实&?有整合社会的功能等等' !涂尔著&渠东$汲?译&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 "某种程

度上&我们甚至可以
+

& ,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一书关於信仰与仪式的看

法&依然是深深受惠於涂尔的遗泽'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涂尔对宗教

的认识主要来自於那些
.

有文字和国家的同质化的)原始社会*&?且带有

较
'L

烈的结构功能的色彩'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久文字传统和国家影

响的社会&我们在进行所谓的)专题性*$ )区域性*研究的时候&要时刻

提醒自己的一个问题是#

)乡土社会 *中的 )国家在场 *(另外一个问题

是#要在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动态地$辩证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 ,村社传

统与明清士绅-一书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学术旨趣'杜正贞处理的问题正是在

一个较长的时段中&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如何相互调适配合&不断创造出新

的传统&从而形塑了泽州的社会与历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
.

有掉入区域史研究)碎片化*的窠臼'陈

春声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流露出对目前人文学科博士论文选题)碎片化*&

)小题*背後缺乏理论关怀和问题意识这一现象的担忧和焦虑' !陈春声&

.历史的
;

在
/

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 ,史学月刊 -&#$$,年&第-

期&页-*!(陈春声& .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载苏力$陈春声

主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6读书6新知三联书店&

#$$!&页#1*/1' "区域史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和意义之一&是达致对整个

)中华文化*的深切理解'整体?不等於部份之和&区域与国家之间互相流

溢&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对中国各个区域社会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

识&才能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真正意
b

'在文章的结语部份&作者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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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将自己所考察的华北社会&与已经积累了丰富研究

成果的华南$徽州地区进行了颇具
8

发性的比较'杜正贞力图回答的问题

是#

)

'

什
S

跟;宗族<?据主要地位的华南和徽州地区相比&华北地区更

加常见的是;村社<*'她认
'

族
-

的缺乏&以及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使

宗族无法在北方发展'而与宗族相比& )社*在华北地区的历史更
'

久远&

且在地方社会持续发挥作用&加之朝廷更替$民族征伐的影响&适逢特定的

历史情境&以)地缘关*

'

中心的)社*最终被历史所选择&发挥了与宗

族类似的社会整合功能'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不知是出於何种原因&全书
.

有出现一幅地图'地

图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特定地理空间&地图的缺乏

给读者理解本书带来了些许的不便'若日後能
R

有所增补&此书会显得更加

完整'

田宓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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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相关-一书&共分
'

#

)绪论*$ )神6庙6人#民间信仰与日

常生活*$ )庙界#民间信仰的空间展开*$ )理念与实践#士绅$家族与

民间信仰*$ )信与不信之间#围绕神灵的博弈*$ )承继与变迁#明清以

来松江府及附近地区的杨老爷信仰研究*$ )结语*等七个板块&?附上了

部份碑刻
;

容$访谈记
3

及市镇$庙宇$村庄分?图表'著作分
0

从不同的

角度&对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民间信仰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综

合$全面的考察&还对先行研究!以滨岛敦俊的研究
'

主&其成果集中体现

在 ,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0民间信仰 -&东京#研文出版&

#$$"(中文版
'

&朱海滨译&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s

门#

s

门大学出版社&#$$-"做出了补充和修正'就整体而言&全书资料翔实$细

腻$生动&描绘了江南地区社会生活场景的鲜活画面&发掘出过去
.

有被研

究者所注意的大量细节&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虽然作者所关注的是明清苏松地区的民间信仰&但在)绪论*中&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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