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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社会底层劳工自己的声音!在世界各国的文字系统中都难寻?

?!深入的研究不多#中国的情癋同样如此!然而!四川船工是一个例外#

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劳动模式(文化传统!特
0

是他们的劳动号子!给中

国文人(西方旅行者(民族志学者和民俗研究者留下深刻而长久的印象#四

川船工留下的相关资料足
.

从劳动者的视角讨论关於劳动的意义(大
#

文化

和日常政治等问题#查义高4YE>6Y1> FBT=@_U7WY:的 1.)8.)8 ') /42Q.$2#F

1.04(") '̀"/62) ")% 342.#L'#a1')8->CXXA-BC?WA-&)河上呼号"四川船工

与川江号子!$00#!$/(#年代*'一书!全面搜集川江号子的所有歌
�

文本和

音像资料!在充份辨析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从$00#至$/(#年代之

间!四川船工如何应对现实处境!如何形塑和表达一个阶层的文化认同!以

及他们对周遭社会的适应如何展现"#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结构

性转变&页$!" '#

船工包括传统航运中被称
!

水手(

�

夫(曳手(水夫等各种各样的人!

在"#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物中多用$船工%一词!是将船夫按照马克思对

社会阶级进行分类的方式定义
!

$工人%&页"!( '#作者认
!

!把中国各省

非工厂工人!如船工!作
!

工人阶级的成员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性!但其前提

是跳出对"#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进行简单划一的(阶级
&

的或经济现代化

的
4

述方式和解读模式#作者对四川船工的研究发现!在城市与乡村(传统

与现代之间建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其实难以立足&页%!0 '#

劳动号子是理解船工社会群体的关键资料!提供了他们的喜好(审美选

择(道德价值观以及关於社会秩序的认识和专业知识等诸多方面的资讯!被

归类
!

中国民间文化的一部份#作者认
!

!四川船夫的文化!就像中国其他

底层边缘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受到来自读书人(地方历史传统(社

会经济条件!以及民俗学者和民族志研究者等等各方的影响#四川船工的文

化是精英与大
#

动态互动的杂历史成果#从这种角度去思考大
#

文化!我

们才能真正了解船工的习惯!感受他们回应现实处境和自身地位的特殊方式

&页$0!$/ '#

作者发现!直到抗战结束!川江船工都一直被视
!

$

+

有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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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晚清以前!官员(地方文人和社会精英对於研究和记
8

乡土文化和地

方民俗都
+

什
/

兴趣!更不会注意倾听底层的声音#查义高主要利用)中国

歌
�

集成0重庆市卷*&聂云岚(彭维金(贺大舜主编!重庆"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0/ '( )川江号子*&段明(胡天成主编!贵阳"贵州人民出

版社!"##% '( )巴渝民间文学荟萃*&金祥明等主编!重庆"四川文艺出

版社!$//" '收
8

的船工号子!结合地方史志(民国年间的档案和外国人的

观察记
8

&如 T6,8#A()+ .>8- N#<<)'! Y$(A'))(N%," =#6+! M6#'+6#,8 U'#$$!

O'>6E'@()'#E8 O(6" U>6,'$<'6等 '(音像素材 &如 M6#'+6#,8 U'#$$

8

下的

$/$$年喊号子的声音'来辨识倾听船工的声音&页$/!&% '#作者非常谨慎地

对号子这一核心资料的来源与解读方法进行辨析!认
!

在被民俗学者?集?

转化
!

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和阐释之前!号子是船工劳作时发展出来的劳动

工具!是一种协调船队成员合力拉
�

拖船的方式!?且认
!

!在直接引用号

子的歌词之前!有必要对中国民间传
$

和民歌资料搜集(分类整理和研究的

学术史进行回顾!这有利於理解和合理运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文献#

作者认
!

!要恢复这些传统民歌的
'

在丰富性和风格的杂性!需要从

文本分析的实践中
|

离出民间文化的真实面貌!重构很多已经断裂的传统#

以)中国歌
�

集成0重庆市卷*

!

例!收
8

出版的资料选取的是在文本上(

音乐上和道德价值观上都出类拔萃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如关於宗教仪

式(民间信仰和妖魔鬼怪的
'

容!往往被编辑和处理!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纯

化而政治正确的版本#

在辨识船工声音的文本分析实践过程中!作者总结道!船工号子就像大

多数的口头艺术!只保留了小部份的碎片!我们再
+

有机会听到他们大多数

的表演!也无法对版本进行严密的分析考证#但我们可以放心的是!船工号

子的音乐和抒情结构促成了不同程度的辅助记忆!

'

嵌在歌曲中的记忆方法

保留了号子的原始性&页$&(!$&& '#

此书除导论和结语之外!由两个部份组成#第一部份 $背景 %包括两

章#第一章$号子的社会起源"川东工人阶级&$00#!$/(#年代'%是在四川

省社会经济历史的大背景下!对四川船工的来源(劳动和生活状癋进行详细

研究#船工是川东非农业劳工的最大群体!也是川东社会经济成长的重要力

量#到了$/"#年代!汽船开始取代船工掌控从宜昌到重庆这条重要的船运路

瞃!导致大量船工失业而更加贫穷#

船工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包括船主(引航员或舵手(

�

夫(

K

师和监

督#各船船员的规模(组织方式和地理分?上区
0

很大#就业与薪酬在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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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0

是重庆与哥老会&或称$袍哥%'(船行老(船帮老大密切相关#作

者认
!

这些船帮大多数是在$/世纪末至"#世纪初建立!帮头或老大每年在河

神镇江王爷的诞辰庆典活动中选立!大多数船帮通过举行这种古老的仪式统

合起来&页%$ '#

第二章$来自河上的声音%解
$

了号子如何能
.

适应四川大江小河的自

然水文环境#在行船时!领歌和合歌之间呼喊交流!领头的
�

夫与其他
�

夫

之间也进行应答#船工通过喊号子来协调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避免危险事

故!同时
o

轻劳动负担&页$(# '#

第二部份$社会空间(工作(性
0

与自我认知%包括三章!从文化史的

视角深入解读船工号子的
'

容!讨论四川船工如何认知他们生活工作的物质

世界和社会关!以及如何与之互动#

第三章$绘河流地图%检视了那些号子所描述和展现的川东社会!特

0

是区域性大都会重庆#作者指出!船工头脑中的地图!在空间移动中被记

住和用以导航!以号子的形式口头传播!号子的
'

容囊括河流和城市的详细

资讯!

!

省
'

安全航行提供一张不可或缺的地图&页$(%!$(0 '#作者认
!

!

这些民间歌
�

有两个特色"首先!这些号子是成功的记忆工具!帮助船工记

住川省杂的河流系统#其次!号子提供了船工自己对社会和文化的陈述#

号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地点(货物(历史典故(神明(神话的选择或

排除!这些都与我们理解船工文化紧密相关&页$*( '#

第四章$我归何属.///四川社会的自我认知和卑贱工作 %分析船工如

何认识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作者指出!号子不仅表达了船工对

船行老和秘密社会的抵抗!而且唱出他们作
!

社会底层悲惨的生活!甚至

死无葬身之地等与死亡相关的?惨
'

容#在作者看来!船工们对他们自己的

生活和工作条件有批评!在哀睵和嘲笑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船工也表达对

自己的工作和船员之间手足情深的骄傲#

第五章$关於女人与爱情%!关注的是船工号子中处理与女性的情感关

的类型#四川船工在号子中表现的自我认知是$标准的男性%!虽然他们

大多数
+

有建立家庭!也
+

有获得儒家规范定义下的社会尊重#船工直接或

借女性之口宣称自己不仅
)

壮(有吸引力!但同时又是胆怯而懦弱的!无力

与女性保持持久而受社会认可的关#

作者不仅
!

生活在底层的四川船工群体撰写了一部细全面的社会文化

史!还在文献的辨析和使用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论!?提出对现代化

和阶级
&4

事框架的挑战!这些是其精彩之处#然而!该书也难免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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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瑕疵#如作者对巴县档案(四川地方的民国报刊和地方史志资料的挖掘和

利用还不
.

彻底-又如邱澎生关於清前期重庆船运和船帮的研究对於四川船

工社会组织的历史认识是非常值得参考的&邱澎生! +国法与帮规"清代前

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
2

机制,!收入邱澎生(陈熙远编! )明清法律运作

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 '-最後!对於

船工的宗教信仰(船帮和船行的宗教仪式及相关社会组织如 $袍哥 %的考

察!仍须有更深入发掘!以展现更具体的历史图像#

陈
]

M

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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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b#'a#"/.2S2-32##'#-FT.)2T\4(6.2#()8 是 英 国 著 名 具 象 画 家

49#E%6(<#J'3(#-<'6:芭芭拉0洛夫图斯4=(6A(6(N>9<%$:在"#$(年出版的著作!

全书英(德两国文字对照排版!绘画作品插图与档案史料都十分丰富#书的

封面左半部份是一片深红色!右半部份是一幅绘画!画中两双男人的手在传

递着一瓷质玩偶!?半露出一男款皮靴#在这种神秘的主色调旋律下!

封面虽简洁但丝毫不失庄重#正标题 &恐怖官僚 '与柏林 $恐怖地形图 %

4H>3>E6(38#'+'$H'66>6$:博物馆的主题近似!都是关於纳粹血腥暴政
'

容的

呈现!而副标题是对当时恐怖官僚行
!

的$

|

露%#

|

露实际上是戏剧艺术

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是让人物在剧情进展中!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做自

我暴露!

|

掉用来掩藏自己的本质的另外一个本质的假像!还原其本来面目

&参
p

宁殿弼! )当代中国戏剧家论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页$(& '#

该著作是作者芭芭拉
!

了纪念与献予已逝母亲///希尔德嘉德0洛夫图

斯4B#)+'E(6+ N>9<%$-d'=($,8C$/$'!"##%:的礼物#这是她通过收集多方面的

零碎资讯所创作出来的一本旧柏林生活情景的纪念
R

或回忆
8

!?配以在欧

洲的一次巡艺术展览#她将档案馆发掘出来的种种资料进行了整合与物化

4&(<'6#()#L':处理!重新复原了曾居於柏林的德裔犹太人母亲及其家族在$恐

怖官僚%笼罩下的$命运之章%!?以这一次创作个案展示出的音像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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