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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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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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史的先行研究整理&

,

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进行总结$归纳的'构成

这部份
;

容的基础&是一篇数年前已发表过的学术评述&该文几无遗漏地网

罗了国
;

外中国民间信仰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客观$如实的介绍$评

价&已被国
;

广大研究者所引用&成
'

民间信仰研究入门者的指南'因此&

这部份
;

容的学术贡献实际上已被广泛证实'在充分了解民间信仰史相关成

果的基础上&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时间$空间作了精确的界定&然後介

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等&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课题的来龙去
/

'

第一章对民间信仰与民
7

生活的关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总结'该章

先是对苏松地区的神灵信仰进行了分类&然後分析了祠庙的
-

权$收入以及

与僧俗之间的关&?分
0

对与信仰活动密切相关的利益?体!巫觋$会首

与衙役$妇女"进行了考察&最後对民间信仰活动与地方经济$社会空间的

拓展方面进行了具体的例证'

第二章则对民间祠庙与地理$社会空间的关进行了探索'

7

所周知&

地方祠庙都有其相应的管辖!服务"范围&大体上相当於台湾学者所使用的

祭祀圈概念'在江南地区&这样的空间范围在史料上通常被记载
'

)境 *

!庙界"'对於江南土地庙与境的关&著名学者滨岛敦俊曾以自己的实地

调查
'

基础&?结合明清乡镇志的记载&对土地庙祭祀范围$市镇城隍庙的

社会地理空间&作出了实证性的探讨&?提出以土地庙信仰
'

基础的社会空

间&是中国基层社区的基础&即历代中国的基层社区!如明代的里甲制$清

代保甲制"就是建立在土地庙社区的基础上的'在这一章中&王健对滨岛未

予阐明的部份作出了补充&还对滨岛敦俊提出的江南高乡地区与低乡地区的

庙界区
0

!高乡以)图分*$低乡以聚落
'

基础"进行了辩证!指出?非如

滨岛所
+

的那样泾渭分明 "&同时指出乡村土地神与市镇城隍神?非总是

)从属的关*&也有不少市镇城隍与乡村土地神地位相?列的情癋'庙界

之间的关?非一成不变的&有因地域经济格局发生变化而
-

生庙界重构情

癋的存在'

第三章分
0

就士绅$地方家族对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考

察'相对而言&学术界有关这些问题的成果已经较多&因而新颖的
;

容相对

较少'但由於作者所举的事例均是当时当地的&在士绅数量?有较大比例的

江南地区&这一课题事实上也成
'

研究江南地域社会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第四章对官方政策取向与民间社会的祭祀实践问题进行了踏踏实实的考

察&?以常熟的周孝子信仰
'

例&揭示了官方的价值取向与民间社会实践的

差距所在&同时还对明清时期苏松地区官府
_

淫祠活动进行了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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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地罗列出作者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事例'

第五章则以个案的方式&揭示了明清五百多年间神灵信仰变迁与苏松社

会经济变迁之间的关'与通常的人类学$社会学相比&历史学由於运用不

同时代的具体资料&放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如实$客观的考察&因而其

对社会事相的观察&往往会比社会学$人类学深刻'该章基本上运用历史学

的考证手法&揭示了明末清初松江府及附近地区杨老爷信仰兴起的社会与经

济基础&指出里书$粮长$中小地主$地方官员是其信仰繁盛的重要推手'

另外&他还对该神的人物原型进行了一番考证&指出这一民间神灵实际上是

道教神灵在地方社会中的民间化'同时作者发现&随着康熙年间赋役制度的

改革&该神原有的信仰基础不复存在&於是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期'但在不久

以後又得到了复兴&其重要的缘由&是由於杨氏家族兴起&该神被牵合
'

杨

氏的祖先&出现了杨老爷领导渔民的传
+

&广?於江南各地的渔民&也成
'

杨老爷信仰的新兴支持力量'

结语部份则对明清时期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的生态 !官方政策$儒家观

念$民俗$社会经济成长等"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总括&指出任何因素都不

可能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呈现出一种互相缠绵杂的状态&就是在这样的历

史$社会条件下&民间信仰才呈现了一种常态的特徵&成
'

民
7

日常生活必

不可少的一部份'

在中国大陆&包含民间信仰在
;

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以福建$广东开展较

早&成果较丰&盠现了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林国平等著名历

史学者'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就已成长
'

中国经济$文化最
'

发达的地区&同

时也是民间信仰活动最
'

繁盛的地区之一'该地留存下来的传统典籍文献领

先於全国其他地区&对这眧的文献进行充分发掘$分析&对传统民间信仰的

研究将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前辈学者滨岛敦俊自#$世纪-$年代以来&就充

分利用江南地区的历史文献&?在太湖流域开展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实地社会

调查&对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形成$发展与社会经济$国家政治$巫师之间

关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迄今
'

止仍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王健的最

新研究成果&则是在滨岛敦俊等学者的成果基础上&把自己的研究范围缩小

到江南的苏松地区&时限也以明末至清末
'

主&因而他对乡镇志$文集资料

的搜求上也做得更
'

精细$出色&纠正了先行研究的某些误区&?搜括出一

些不
'

世人所知的细节$事实&让我们看到&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实际

上比福建$广东拥有更好的条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进入#"世纪後&江

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超越了传统的珠三角$闽南地区&地方政府对民间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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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也日渐从)严禁*到适当)管理*转变'根据笔者最近十多年来的研究

及调查经验&传统民间信仰的复兴在该地已经势不可挡&这就
'

学者调查$

了解历史上民间信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田野舞台'利用江南地区丰富的传统

文献&?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我相信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成果在品质

上超越华南地区是完全有可能的&有关这一点&我在王健的力作中清晰地感

受到了'

当然任何一本著作&特
0

是富有创见性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

或那样的缺点'该书的细腻$资料翔实不容置疑&但作
'

更高的要求&我觉

得书中部份
;

容仍显得有点意犹未尽&匆忙结束'另外&本书也存在一些编

辑上的错误&直接影响了读者的好感'至於其他方面的不足&我想各位读者

见仁见智&想必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本出

色的区域社会史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所下的苦功&对滨岛敦俊,明清江南

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的成果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正$补充'

朱海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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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是明代军事制度的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模仿元制&在其控

制的地方设置军卫$千
]

所&以此来防守城池'而後&随着政权的稳定&朱

元璋对各地军卫加以调整&逐渐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卫所军政体系'以

往&卫所制度的研究多被纳入军制史的范畴&以屯田和军
]

的研究
'

主体&

多有宏观的架构&但对卫所制度本身及其在不同区域中的存在实态&则未能

有更详实的讨论'#$世纪-$年代以後&于志嘉?军突起&其论著,明代军
]

世袭制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0"以及.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0本第,分 !"!-1年"#

月"&页1/.*110"$ .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分!"!-!年1月"&页/10*,.$"等&通

过对各类史料进行扎实细的考订辨析&修正以往学界对卫所制度的诸多通

论性误解&增
L

了对明代卫所人
]

管理制度和观念的演变$军
]

在社会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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