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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明清时期的森林环境或黔东南区域社会有所关注的人&都会对清

代这一地区活跃的木材交易及其运作体系
-

生很大兴趣'笔者数年前开始关

注明清时期的山林环境&在研究四川的木材?办过程中&有幸读到贵州省民

族研究所杨有赓的文章&对黔东南地区的木材交易
-

生浓厚兴趣&?得知在

锦屏地区的茅坪$王寨$卦治三个寨子中以轮流独?木材交易中介权
'

主要

;

容的)当江制度*'与此同时&这一地区亦发现了数量
7

多的清代至民国

时期与林业相关的契约文书'笔者在当地亦发现
'

数极多的碑刻分?在各

处&那时已相信这些丰富的资料必将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注视'

#$世纪-$年代末&杨有赓发表了几篇关於清代锦屏地区木材交易的论

文'时至今天&这个课题已累积了丰富的相关研究著作&当中讨论的方向分

0

有清代这一地区的木材交易结构$林业契约的法律问题$生态环境问题&

等等!参见李良品$杜双燕& .近三十年清水江流域林业问题研究综述/&

,贵州民族研究-&#$$-年&第/期&页"/0*",,"'而张应
L

的 ,木材之流

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是首部有关清代锦屏区域

社会的综合性专著'笔者睶心
W

读&收良多'

本书首三章围绕当江制度的形成$ )

=

江案*以及)夫役案*等
;

容&

以诉讼词稿$地方志$碑刻$族谱$口述材料等素材&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

析'第一章)清水江流域#区域背景及早期开发*&主要介绍明清时期该地

区与王朝权力关的背景'清水江流域是长期不属明朝管辖范围的生苗地

区&迄至明末&清水江流域的东部和北部才受到王朝统治'清代雍正年间&

清水江流域被开发&?最终纳入政府的直接控制'

清朝认识到清水江具有在)新疆*开後交通运输上的重要意义&屡次

对流和主要支流进行疏浚'雍正年间进行了由张广泗主导的疏浚工程&至

於支流&沿河居民也进行疏通&?从而获得运送木材的)江步*权力'围绕

着)江步*而出现的不同利益团体的利害关&则留待讨论第四章时进行详

细的描述'

在第二章);当江<与;

=

江<#市场制度及其演化*&作者首先分析

了当江制度'当江制度是雍正年间伴随着)新疆*的开和地方官府的维护

而逐渐确立的'随着木材交易的发展&当江成
'

极具吸引力的$能获取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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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特权'当江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引发了三寨下游的天柱县
;

几个寨要

求当江权利的)

=

江*事件'作者对
=

江事件进行了时间上的划分&仔细查

究了事件的全貌'

第三章),夫役案-#制度背景下的;三江<互动*&指出)夫役案*

是由於三寨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造成夫役相差悬殊而引起的'雍正年间&

三寨中面向孔道的茅坪和王寨之间发生了纷
=

'乾隆年间因战事而出现的夫

役负担再次引起两者的纠纷'到了嘉庆年间&王寨和卦治之间也发生了诉

讼'王寨一方主张当江与夫役)表眧一体*&但卦治也上交诉状&主张当江

与夫役应分开处理&?反驳
+

若按照王寨一方的
+

法处理&负担夫役的王寨

邻近的其它村寨
'

何不能分享当江'最终卦治胜诉'作者根据这一事实指出

在嘉庆二十年!"-"."後夫役与当江分离了'

书的後半部份&逐步把论述的重点转移到与木材贸易相关的人?的利益

分配&以及地方社会的结构变迁等问题'首先&第四章)木材?运与地方社

会变迁*&从一块名
'

)奕世永遵*的石刻来介绍当时木材交易的秩序'嘉

庆二年!"0!0"在卦治
D

立的一块刻上)奕世永遵*的巨石是一块界碑&目

的是防止木商在这界碑以外的河湾停排'当江)主家*可能因此分享上下河

不同的经济利益'作者以
u

利的目光分析石刻
;

容的真正含义&指出石刻一

方面是一条江规&以保障参与贸易各方的利益&尤其确保当江主家的利益&

便於木材运输和交易畅通而不至於紊乱&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制度&促使山贩

及时将木植出手以
:

少湾泊费用'对於这一
;

容&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其次&作者对围绕)江步*发生的纠纷进行了论述'分析对象是位於清

水江支流的亮江$乌下江等几个村寨'按江步来分配放排利益的情癋来看&

各地区可能普遍存在分步放木的江规'接下来&作者对清水江流域区域社会

;

部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其中作者最
'L

调的是山客的出现和发展'山

客大多是居於上游山间?伐木贩卖的人&他们大多是当地的黑苗土著'伴随

着木材交易的繁荣&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山客的手中'山客在後来的战乱

时期组成团练&对这一地区的防起了主要作用'这些可以
+

是政府权力渗

透的结果&是民间借用官府之力来保卫自身的策略'

在第五章)村落社会生活与地权观念+++以文斗寨
'

中心的讨论 *&作

者以文斗寨
'

例&对有势力的家族的发展以及地权观念的形成进行了论述'

在清水江木材?运制度和运作机制的背後&存在着对木植所有权的界定和确

认问题&这与朝廷推行的土地制度和政策直接相关'到了清代&区域社会对

山场或山林的买卖以及租佃契约十分重视'作者认
'

&这也是受到外来土地

书评 "#!

%

&

'

(



权属观念影响的结果'

随着木材交易的日益兴盛&文斗地区的人口也逐渐增多'

'

了租山种粟

栽杉&许多人从外地来到此处'从嘉庆十八年 !"-"/"的一份契约文书来

看&外地人不能进入文斗寨居住&?且不能随意在山场盖房子&只能在当地

地主指定的地方居住'後来的一些租佃文书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栽手也买卖

了自己股份的一部份&由此可以了解栽手股的确定性和独立性&反映了外地

人在当地的发展'

在第六章)结语*&作者简要地概括本书的
;

容&?指出其创新性和意

义'笔者按自己的分析整理如下#本书的分析框架是把关注点集中在国家$

市场需要以及地方社会&?注重这三者的互相作用过程&以探究地方社会变

化的状癋及其意义'首先&伴随着木材?运的日益繁盛&地方社会也发生变

化&这就是王朝的制度及正统文化不断向地方社会渗透以及与王朝国家积极

对话的结果'这一过程
\

不能简化
'

)汉化*'

第二&白银作
'

市场力量的物质表现&进入这一地区&不仅促进了区域

社会的商业化&而且使朝廷的货币政策得以在地方实现'或许施坚雅=\H

T5445KOUD5668:G所
+

适得其所&这一地区进入了一个经由沅水及长江水系与

更广泛地域连
'

一体的国
;

市场体系'同时这种经济关也是加速这一地域

进入王朝体系的动因'地方官府通过对木材贸易的各种制度以及基本秩序的

维持&实现了对该区域社会的统治'

第三&区域社会借助王朝国家的力量&在土地及山林资源的控制上&体

现出各种权利和身份'区域社会变化的
*

定性因素?不仅仅是市场网络的形

成&还包括在市场体系中人?的创造性活动'在
=

江的过程中&不同的人?

表述自己划分族?的意义&或是数个村寨共同改变传统婚俗而刻字立碑等'

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领会到区域社会生活中身份符号和族?界瞃的变动&

以及其变化中
b

含的文化意义'

本书对清代清水江下游区域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缜密的分析&而且就

如展开多幅画卷般向读者展示了这一地区的全貌'此书问世以後&无论研究

的是林业活动$契约文书的法律特徵&还是区域风俗的变迁&关注这一地区

的人都不能不看此书'作者结合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以文献和

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广泛资料
'

素材&进行了详实的分析'他?且提出了以目

前的史料难以下结论的问题&揭示了值得以後探索的课题'因而&此书可以

作
'

此领域研究的路标'

书中到处可以感受到作者爱乡的味道'如果
+

作者过往的著作让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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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漫步在清水江边看看&这本书则让读者大汗淋漓地进行考察&还要求反复

咀嚼'作者後来感怀地
+

&他 )似乎找到了寄皏乡情与兼顾学术的契合

点*&这实在令人羡慕!张应
L

& .流淌的故事#写在,木材之流动-出版

之际/& ,博览?书-&#$$0年&第/期&页"1"'

'

了履行一个书评人的责任&笔者希望提出以下几点想法'第一&如上

所述&作者
L

调&在进入王朝国家的版图以及全国经济网络的过程中&区域

社会?非一直处於被动的立场&而是主动地作出自身的选择'笔者认
'

&对

於当地居民积极应对的具体历史场景需作进一步的诠释'对於作者)当地的

变化过程不能仅用;汉化<来概括*这一观点&笔者在这眧暂且不论!有关

讨论参见鲁西奇& .化外之区如何步入王朝体系#以木材流动
'

例+++读

,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中国图书

评论-&#$$0年&第0期&页/$*/1"&而希望就当地居民的具体对应情癋提

出一点意见'作者针对)不能只以;汉化<概括*给出的理由是& )在清水

江木材?运活动中& ;苗<的身份似乎一直
.

有改变&甚至还在表述中得到

不断的
L

调*!页#0#"'保持民族的名称和身份的认同无疑重要&但作者

似乎?
.

有分析对於这种族?名称的坚持带来的实际作用'

明清时期全国的山林环境日益恶化&这一趋势在
7

多的研究中都得到印

证'西南地区也由於对皇
E

木材的供应或木商的生意&各地的山林大量
:

少

!参见林鸿荣& .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 ,农业考古-&"!-.

年&第#期&页##$*##/(暴鸿昌$景戎华& .明
x

滥伐森林对生态的破

坏/&载,平准学刊-编辑委员会编& ,平准学刊-第三辑&上
1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1&页",/*".1"'例如&在明末设立驿站的桐梓就有类

似情癋的记
3

# )明代设驿於桐梓EE嗣後
]

口蕃增&需要滋巨&

E

室材

用&薪炭开垦&历岁经年&日事斩伐&四顾童山&若彼濯濯' *!民国,桐

梓县志-&卷##& .实业志6林业 /&页"#"'在本书中引用的雍正十年

!"0/#"贵州按察使方显的上疏中写到# )自清理苗疆之後&江道无阻&各

省木商云集&乘贱沿寨购买'臣前在该地&目击商筏蔽江而下&无有
O

日'

查各省
-

木日少&若於清江木植&听客民贩卖&恣其砍伐&数年後&不惟承

办钦工&木少价贵&势且无木可?&殊
'

可惜' *!见国立故
E

博物院编&

,

E

中档雍正朝奏摺-&第#$辑&台北#国立故
E

博物院&"!0!&雍正十年

六月十五日&页!.*!1' "他对木商的滥伐行
'

深感忧虑'及至清末民国初

年&八寨县的情癋是# )八邑素称山国&

-

木甚多&然业木商者&邑人甚

鲜'十数年前&两湖两广商人云集&人民不知十年树木之计&任意贱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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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植已尽&商人亦少矣 *!民国 ,八寨县志稿 -&卷#$& .工业商业 /&

页/"'可见&木材商人砍尽一个地方&就会迁移到
0

的地方'可是与这些

例子不同&清水江下游地区能
R

长年维持木材的供应&这是什
S

原因:首先

我们应该考虑清水江下游区域人民有否?取主动的$有效的对应'那块)奕

世永遵*的石刻&就如作者所分析&肯定有三江主家主导的成份'但从另一

角度看&石刻会不会更有可能是
'

了阻止水客进出山林而立的呢:从外地来

的只求获利的水客&与居住在当地$希望持续受益於山林的山客及三江主

家&自然有截然不同的立场'最近土著居民对维护生态的传统林业活动的注

重令人瞩目 !参见 %HAK6584N!唐立 "& .清代贵州苗族2植林技术 /&

,日中文化研究-&第",号 !"!!!年"月 "&页"$#*"$0(刘舜青$赖力&

.苗族传统知识在山林管理中的运用和发展初探+++以屯上苗寨
'

例 /&

,贵州民族研究-&#$$/年&第/期&页",!*".,"'本书的作者也提到这方

面的作用'在文斗下寨的租佃契约中&作者发现)山场杉木伐卖之後&就会

对山场重新招佃耕种*的情癋&?指出)这一循环方式不仅保证了数百年间

沿清水江而下木植供应的源源不断&而且客观上有效地维护了生态的平衡和

森林资源的再生*!页#,!"'这的确是富有
8

发性的解释'笔者在此只是

希望提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究竟是谁扮演了)主体*的角色'

第二&关於进入王朝国家的版图及全国市场网络给该区域社会带来了何

种变化&作者的观察是#地权观念的形成$有势力家族的出现和族?的划

分&以及婚俗文化的改变等等的社会文化的变动'但笔者认
'

&作者有些方

面的描述未必充份体现变化的
;

容'对於婚俗的改变&由於作者阐明了以往

的习俗&因而读者就能理解变化的
;

容'可是对地权观念的改变&由於作者

对以往的状癋
.

有充份的介绍&只是提到)在民间保留的记忆中&过去清水

江下游一带地方的挖山种杉&是;种<到哪眧就;管<到哪眧&似乎
.

有一

个清楚的山场土地权属的概念 *!页#$,"'但是这个例子?不足以帮助读

者了解过去的状癋'这个问题当然是由於史料有限所致'根据相关研究&与

该地邻接的湘西地区的苗族在清代以前已经存在地权观念!如伍新福$龙伯

亚& ,苗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页""!*"#1"'笔者寄望能

R

进一步发掘清水江一带的相关资料&来诠释此区域的地权问题'

第三&作者指出&清代清水江下游区域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重要特徵&

是有势力家族的出现&这些家族正是通过)山客*活动而得以积累财富的'

山客大多是上河的土著&但也有从外地来到此处定居的人'随着时间的推

移&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山客的手中'这批人是理解这区域社会的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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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作者把
)

述的重点放在有势力的少数山客的攒钱过程$互相对立以及

势力的沉浮&?且通过文斗的契约文书&以文斗上下寨的三大房和三老家
'

中心&探讨各族?力量的消长过程或互动关'作者?分析了山场买卖和租

佃契约反映的族?间的物权关变化&围绕林业经营的山主与栽手间的股份

分成&以及移住民的租佃和定居等事例'管作者对这些情癋有仔细的解

释&但笔者对当时文斗区域社会的全貌还是有点不清楚&这可能是由於书中

缺乏关於村寨
;

部的社会阶级以及其矛盾的
)

述'例如&作者关注到在由山

客经营的山场中工作的木夫&分析了以棚头
'

首的劳动组织&以及他们的工

资数额&?且指出& )至少在清末和民国时期EE很可能他们!棚头"与山

客建立了较
'

稳定的联 *!页"!""'作者还提出&所引用的账簿反映了

)在约定之後;山客<$ ;棚头<$ ;木夫<三者之间
'

保障或
=

取各自最

大利益&互相讨价还价的一个动态过程 *!页"!""'这眧引用的史料是民

国二十九年!"!,$"的账簿&似乎各当事人的关是平等的'那
S

在清代

呢:似乎由於史料的缺乏&作者对此
.

有进行追溯'

如上所述&三大房$三老家等组织和主导的团练$在文斗对种山栽杉的

外籍民人的区分&还有在乾嘉及光绪年间发生的清水江流域排夫要求增加工

资的
=

等!参见贵州省编辑组编&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阳#贵州民

族出版社&"!--&页1#*1,"&反映了清代这地区的阶级情癋似乎不怎
S

稳

定'虽然只有零星的史料&我们还是可以从
0

的角度来
)

述区域社会的情

癋'既然有活跃的团练&就有人民揭竿而起的事情(既然有山客的出现&就

有被控制工资的佣工'如龙绍讷的 .杉君子传 /&就有以下的描述& )茅

坪$卦治$王寨&三皆黎平所属&寨各有木市&三处轮当之'每年黔楚五乡

及临江徽州三梆&客贷贩於江汉
"

豫间&无处不到&洵至宝也'但悉
'

富家

所据&贫者无有 *!见光绪 ,黎平府志 -&卷/下& .食货志6物
-

/&页

-""'作者对此当然不是不知道&的确是由於史料有限'笔者在此只是希望

能作一点
)

述的补充'

期待着本书若再版&能对以下几点作出补充'首先&本书提供了大量珍

贵的历史资料&但某些地方在注明出处上似有遗漏'其次&

'

更能灵活使用

书中宝贵的研究成果&建议在书後附上索引'中国出版的图书大多不附索

引&然而索引不仅可以便利读者检索&也可促使学术性用语和概念的标准

化&从而帮助提高研究效率'最後&希望能添补书中主要宗族的世系表&以

帮助弄清各宗族
;

外错综杂的关'

以上几点意见和建议自然不会
:

损前面所
+

的本书的成就和价值'本书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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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极其庞大而杂&若笔者误读此书的论点或资料&望斧正和见谅'

金弘吉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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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继承其师大庭独特的学术传统&对於明清以降的

东亚各国间贸易$航运业$海上人?等领域都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年

出版的,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
H

研究-一书&包括了清代帆船在

东亚海域航运活动以及同时期海商海
H

情形两大主题&是松浦章长期研究成

果的一次结集&较
'

集中地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治学路径'

传统中国的传世文献关於海洋活动记
3

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分散零碎'

因此&常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政府的管理层面&而对於从事海洋活动的

人?$具体的贸易过程等方面的探讨则极
'

有限'引导这一领域研究进展

的&是各种新资料的不断开掘'"!.$年代以前&主要是傅衣凌对於福州留存

的柔远馆$琉球人碑刻资料的调查和搜集!傅衣凌& .福州琉球通商史矦调

查记/&载萨士武$傅衣凌$胡寄馨合著& ,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 -&福

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1"'"!1$年代以後&虽有

不少笔记$文集中相关
;

容的发现&而最
'

显著的成绩当属漂流$海难资料

的集中发掘和使用'大庭对於日清贸易之间的书籍流通与文化交流的研

究&开创了利用漂流船资料的研究路径!大庭& ,江
]

时代FLMK唐船

持渡书2

y

究 -&吹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0"'在此基础之

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漂流船资料&?与台湾等地

学者合作&展开大量的研究'此外&王振忠利用,唐土门簿-$ ,海洋来往

活套-等留存日本的民间文献&丰富了我们对於清代徽商海外贸易活动的认

识!王振忠& .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载氏著& ,徽

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页."!*.0-"'可见&今後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一

大关键是域外文献的利用'

松浦章的研究正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本书所使用的资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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