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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兴起的一大动力是史家对政治的追问深入至基层社会观察宏

大历史的演化究竟如何变??
!

在於地域社会的具体变迁之中随着历史

研究者关注视瞃的下移史料的开掘方向亦向基层社会推进复旦大学王振

忠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在徽州乡村进行了数十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收

集了总数多达一万数千件（
.

）的徽州文书早在徽州研究尚处於几
"

契约

研究代名词之时王振忠便已开始独蹊径从琐碎的文书史料中耙梳整理

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明清以来徽州

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
"

中心 》便是他在徽州文书研

究方面的第三部专著

在这部新作中作者在民间文书概念基础上细化提出了?村落文书?

的概念?所谓村落文书是指围绕着某一村落
"

中心将本村及周遭之相

关档案汇辑成
.

的抄本稿本 ?（前言页２）具体言之可分
"

业经系统

整理的完整村落文书村落日用类书社文书和零散杂抄四大类着眼於微

观尺度的基层研究地区差?不可不察而民间生活的多样性与地方性也正

体现於空间分?之间因此包含明确地理信息具有一定篇幅规模的村落

文书便显得弥足珍贵

那麽以特定空间
"

编导向的村落文书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利用私

人收集（王藏本）和安徽省图书馆庋藏（安图本）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

乡局记》抄本通过互校对勘展示了一
.

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该文

书
"

婺源县上溪源村公共事务各类规条和记
2

的编较之安图本王藏本

的目
2

与资料编排更
"

整齐文字亦有增
9

润饰同时根据文书
!

容下

限亦可知王藏本
"

安图本的增补续辑但从页码编排等细节来看王藏本

依旧
"

未定稿可见村落文书随世易时移一直处於积累更新状态参照

同在徽州发现的多种村落文书形态作者指出完整村落文书的形成大致

经过一事一记的散件或简单簿
.

即时抄
2

汇总的簿
.

系统整理添加目

2

的簿
.

三个阶段累积汇辑而成的村落文书在村民看来是村落管理的

实用手
.

和事实依据同时因其
!

容的时代纵深也成
"

村志乃至县志编

纂的重要素材

日常生活具有不断重的特性记载民间生活的翔实史料多因一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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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而缺乏足
:

的时间张力作者运用分门
7

类记载生活常识及文书活套的民

间日用类书巧妙地化解了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一个难解之结成书於婺源

的民间日用类书《目
2

十六条》记
2

了康雍乾时代当地村落生活的多个方

面这些记载多以文书活套和程序解
*

的形式出现?且得到了
+

多当地其

他文书的印证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维持所依据的?法?常表现
"

具体

的案例和习惯活套程序及旁证证实了民间日用类书所载
!

容在民间生

活中出现的频度这正是基层民
+

实实在在据之以用的生活规范用文字固

化的地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均具有
#

大的张力村落日用类书

的编辑传抄和使用形成了地方民俗在空间上的
8

向衍播和在时间上的纵

向传承直接促成了徽州社会的?一体化?清代中期以後全国性的《万

宝全书》中关禁契约等门类被大量
9

削以往研究推测其原因是这些
!

容

不符合一般民
+

的日常需求而对《目
2

十六条》等文书的研究表明清中

期以降这部份
!

容在村落日用类书中依然大量存在据此作者提出全

国性《万宝全书》中逐渐缺失的
!

容其实转移到了专业性类书和地方性类

书中三种类书在基层民
+

的知识供给上呈互补之势

村落文书由以村中斯文
"

代表的基层知识份子所纂辑文化程度有限的

普通民
+

又是如何操作文书中所述各种杂的礼仪程序呢根据族谱日

记官箴和文书史料的记载祠祭墓祭会祭丧仪冠礼婚礼和祈雨

等地方仪式中均有礼生担任司礼角色村落中对礼生充任资格的认定最基

本的标准是其人对礼仪的熟悉程度在文风蔚盛的村落中有功名者具有担

任礼生的优先权而礼生一职也标?着其人在村中的地位与在福建江西

等地研究所见类似村落中的礼生大多?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而是临时担

当的一种角色礼生所使用的祭文本除各类仪式程序和祭文外还包含契

约活套等世俗
!

容以往研究据此推断礼生在村落中的多重身份针对这一

现象作者从村落文书的角度对此加以解读认
"

正因
"

礼生只是村
!

通晓

文墨者时常所兼村落事务相关角色之一种所以他们所持祭文本的
!

容自然

包括多种村落事务在此意义上祭文本亦可视
"

一种村落日用类书

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态实在地体现於具体的乡村活动中书中透过在

徽州广泛流行的保安善会祭祀活动窥探了乡村民
+

血缘和地缘组织的契合方

式保安善会是夏秋之交举行的一种迎神赛会作者利用歙县大梅口的《村

保安会开会记
2

》和《保安善会五隅科钱簿》考察了该地１９４１年保安善会的

组织情癋从中可以看到赛会的组织以?隅?
"

单位隅基本上是一个地缘

团体每个隅包括若干姓氏家族共同举行保安善会的地域
!

共分
"

五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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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西南北中命名揆诸更多文书徽州各县城乡多有?五隅?和?四隅?的

提法大致按方位命名成员以族姓
"

参与单位隅之归属实行属人主义而非

属地主义即家族的搬迁?不连带所属隅的变更同时又需看到家族与隅

的从属关带有明显的事务功能性在不同公共活动中某家族可依行事的便

利从属於不同的隅因此单个?隅?在功能和结构上几乎等同於?会?这

个?会?的特殊性在於它又是参与更大地域范围
!

公共事务的一个组织和议

事单位在此情境中?会?就成
"

了?隅?

在书中作者还利用村落文书探讨了徽州的大小姓纷
(

和小农家庭生

活状癋以往关於皖南世仆问题的研究多着眼於主家与世仆间的突作

者利用抄本《钦定三府世仆案卷》等文书从大小姓群体间矛盾的角度对

该问题重新探讨从中可见徽州民间对大小姓的区分?不以一村之
!

家族实力的
#

弱
"

依据而以徽州一府六县范围
!

的宗族实力
"

指针因

此
+

多徽州族姓频繁地联宗会谱乃是基於现实生存的迫切需要努力

在徽州的名族座标中获得一席之地从而取得
#

宗巨族的
;

援免受他姓欺

侮另外作者还通过分析《天字号阄书》等文书展示了小农家庭分家过

程中大件家俱生
0

工具细分共用等细节徽州小农以契约和理性
"

支
<

点

的日常氛围跃然纸上

细节之中常藏有文化的密码书中论证不时闪现作者的细腻与睿智在

探讨各基层组织间地位落差时作者巧妙地从一份手
=

的称呼中可靠地推

断出文会的地位远高於约保 （页２７注６）一首俏皮对比汉口人和徽州人

祭礼仪节的《汉口竹枝词》就已经令读者对徽州祭礼的庄重心领神会（页

１３９）要探讨基层社会的文化结构首先必得解读地方性的民间用语书

中对文书
!

容和地方俗语的大量解
*

也显示了作者对地方文献的稔熟程度

以及?在田野中解读历史?的扎实工作

全书以新史料的介绍和解读
"

瞃索力图通过村落文书展示徽州传统社

会民
+

的日常生活 （前言页３）但这一主旨更倾向於交代了一个研究领

域而
)

有具体提出一个待以探讨的问题因此各章因缺少一个贯通全书

的问题未能立体地有机组织起来在逻辑上呈现出略显散的平面化格

局同时每一章的论述亦通过核心史料的介绍而展开在以史带论过程

中因新史料本身
!

容丰富不同片段提示出不同的学术问题以史料介绍

"

工作主瞃各章主体部份时常闪现的学术火花就不得不屈从於全面性介绍

的推进未得收拢而显得散各章结论部份虽凝聚
"

若干主题但也因前

面论证部份问题分散结论与论证间稍显
>

节例如第一第二章结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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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均追加史料在前文史料介绍基础上临时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加以专门论

述全书披露了大量稀见的村落文书史料其中传统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如

何组成尤其是血缘地缘行政和其他功能性组织通过怎样的方式交错砯

合成
"

本书所见史料较
"

集中反映的一个问题如能聚焦於一条问题主

瞃进行标靶明确的学术史梳理在此基础上围绕问题主瞃综合新见史

料在与先行研究的对话中逐级展开论述相信更能体现学术史意义中史

料之新意从地方看中国的尺度扩展张力亦将更
"#

大

邹怡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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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边疆的历史地理自清末以来不断有研究者在此领域进行探索或

是随着经世思潮之兴起而兴起或是由於中俄问题之严峻而受到重视研究

方法方面也经历了传统的文献考证修订参照外国文献地下文献进行考

证融入西方史学理论进行研究等阶段至１９４９年以前边疆史地研究历经

了两次高潮建国後至文革前学术研究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边疆史地研

究亦然就北部边疆而言苏联之影响尤
"

深远近三十年来对北部边疆

的研究在质量方面均有所发展一方面是论著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刊物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创办以及《边疆史地丛书》等丛书的编纂另外

由於边疆问题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明代财政问题方面

会涉及到边疆的问题上述种种於材料整理收集整体框架建构重大事

件考察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然而对於边疆问题的研究主要仍集中

在对边疆政治及经济的关注上而此种关注又往往由於文献的多寡及作者的

学术背景等因素容易不自觉地以传统王朝或汉族
"

出发点进行研究另

外有关边疆社会运作的研究似乎仍被忽略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环境史开始兴起及发展环境史对之前将?人?作
"

对

?地?
0

生作用?相互影响的观念进行修正注重将人作
"

环境中的一份

子研究人及人以外的其他因素?将之作
"

共同作用的结构将环境史引

入边疆史地研究范畴使研究者更
"

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以及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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