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素!需要置於同一时段区域事件(社会关(个人作
!

和民
#

心理等交互

作用中进行审察#

李丹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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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0#年代!华琛QVCR3?AXNC4?7JS开始从民间宗教探讨中国社会历

史文化过程的研究#华琛提出神明的$标准化%作
!

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整

合系统!他认
!

这个系统
)

调的是神明的象徵和仪式实践&行
!

正确'而非

信仰#正是象徵与实践这一结构的模糊性!

!

中国晚期帝国文化的统一性与

差?性提供了空间#随後许多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加入了这场讨论!对华琛

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覃延佳的)仪式传统与地方文化建构"广西上林

师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一书就是由此出发!通过考察广西上林地区的师

公///地方仪式专家///的能动过程!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通过对广西上

林地区师公的神灵谱系(仪式过程和仪式文本的讨论!解释师公仪式传统与

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构#

在导论部份!作者从中国宗教与社会结构性问题(道教的仪式研究取向

和民间仪式传统的正统化与多元性这三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详实的梳

理!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取向" $从特定仪式专家的仪式及其文本来分析其仪

式传统!寻找仪式专家自我区分的
'

在逻辑!从而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来阐释

民间仪式专家之仪式传统在区域上的相对统一性与多元性# %&页$$ '在研

究方法上!作者借助社会文化史学的反思视角!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资料!将

师公仪式传统的承继与建构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仪式情境中去理解!?发

掘其与地方文化的关#作者还介绍了撰写本书的基本思路(所运用的材料

及简单的分类!以及全书每个篇章的
'

容简介#

在第一章!作者选取了在上林地区具有重要地理意义的西燕镇四个影响

较大的师公班作
!

对象!对他们自清末以来的师承谱系进行了分析!比较了

他们之间的?同!追溯师公进入这一区域的历史!阐述不同师公班子之间的

传承与重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师公认同与区分#最後!作者还将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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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仪式专家放入其所在的宗教市场中进行分析!作者通过论述师公在其所

在的宗教市场中所扮演的仪式角色及其与其他仪式专家///道士(仙婆之间

的竞
&

合作关!对师公在当地宗教市场中的定位和师公的自我认同进行了

分析#

在第二章!作者认
!

!研究广西上林地区师公应该回到仪式现场!从其

自身的解释去理解其宗教思想来源及其神灵谱系#作者以被视
!

师公信仰主

神的唐(葛(周三元教主
!

例!通过对道教文献(宗教科仪书(师公唱本这

三类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论述了三位神明如何从道教守护天门的三真君转变

成
!

师公主神的三元教主!表明了师公作
!

仪式专家如何通过其地方化的
4

事对道教神祗进行建构#紧接着作者又通过对师公的请圣科仪和唱本的分

析!梳理出师公的神灵谱系!进而
)

调师公的神灵谱系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

程#之後作者还通过师公唱本中对神灵形象的
4

述和其对师教之形塑!来
$

明师公在仪式生活中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来
)

调其在宗教

市场中与僧(道的区
0

#

在第三章!作者主要从师公的具体仪式过程去探讨仪式传统的承继与建

构!同时讨论在地方宗教环境中师公与道士的竞
&

合作关对其仪式建构的

影响#作者考察师公的戒度仪式!对仪式过程中的唱本进行功能性分析!阐

述了师公戒度仪式对民间信仰的传承和对其师道的承继#同时作者还将师公

的戒度仪式视
!

人生礼仪在村落中的一种重要展演方式!起到了展示其仪式

能力的作用&页$&# '#在师公所从事的丧葬仪式中!作者通过对古登师公

班和西燕师公班进行具体的描述和对比!阐述了道士的存在对两地师公班仪

式的影响#最後作者通过师公在社区仪式 $做社 %中的角色转
\

!以及在

$做社%和$做斋%仪式中所扮演的不同仪式角色!讨论师公在当地宗教市

场中的定位问题#

在第四章!作者试图从文本的功能与意义两个方面对师公使用的宗教文

书进行研究#首先!作者对师公所?用的宗教文书按照功能和师公自身的理

解进行了分类"行仪过程中唱诵的唱本和$宽%书-师公对道士仪式文本?

借而来的科仪书(文字式-作
!

师法传承重要文本的金书#在这之後作者依

据这种分类对文本进行分析!讨论其在具体仪式情境中的使用情癋 &页

$%0 '#作者在文章中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既与道士文本相对比!

又与具体的仪式过程分析相结合!在情境与比较中理解文本!对师公的仪式

承继与建构做出了详细的阐释#

在第五章!作者认
!

!基於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
"

生?传承的宗教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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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出了一种地方社会建构自身文化的自觉方式 &页"#/ '#因此作者试图

通过师公这一地方的仪式专家!阐明其不仅通过仪式和仪式文本承继与建构

了自身仪式!同时也参与传播和建构了其所在地区的地方文化#作者以师公

仪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互动方式/// $做欢%

!

例!分析了师公在其中的展

演!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用$宽%书的
'

容所体现的地方历史与文化!由此

展现出师公作
!

一位地方文化的书写与传播者的角色#作者从师公唱本中对

信仰世界与仪式空间的
4

述进行分析!试图透过地方信仰世界去理解国家力

量在认知层面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地方主体能动地自我认知#最後!作

者认
!

师公作
!

仪式中的中介者!既是仪式专家又是乡民!既是地方教化的

代言人又是地方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运用其在地方宗教市场中的能动性参与

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建构#

在结语部份!作者从两个方面对全书做了总结"一是师公仪式传统统一

性与多元性的构成要素!一是师公仪式传统与地方文化的互相建构#作者认

!

!广西上林西燕镇一带的师公仪式传统应该追溯到明末清初#由於村落宗

教市场的竞
&

!一方面师公需要对其谱系传承进行维护!另一方面还需要根

据实际需求适时地对道士的文本进行?借与重构!从而形成了师公仪式传统

的统一性与多元性#因此!宗教市场对於师公的仪式传统具有不可估量的塑

造作用#师公
!

了在宗教市场中获益!需要在仪式过程中不断与民
#

互动#

这一过程使得其仪式传统地方化!然而在互动的过程中其宗教知识又影响了

与其互动之民
#

#因此师公仪式传统的承继与建构过程是与地方文化的建构

过程互
!

表眧(相互促进的 &页"&' '#作者提出!基於师公仪式传统进行

的$结构/过程%探讨!可以作
!

理解处於国家边缘的地方人群之社会文化

与历史的一个有效切入点&页"'# '#

作者在社会文化史学家对之前中国宗教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对师公这一

仪式实践主体进行研究!分析了师公的仪式过程和仪式文本传统!?将师公

的仪式放入地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中进行解读!寻找师公自我认同的
'

在逻辑!以阐释师公的仪式传统在区域
'

的相对统一性与多元性#在作者的

研究中!一方面做了历史性考察!将师公仪式的象徵性分析与大的社会历史

文化背景相结合!描绘出师公仪式承继与建构的历史
q

络-另一方面!注重

考察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师公作
!

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呈现了师公在其

仪式承继与建构过程的创造性作用#这两方面的结合!得以理解作者提出的

师公作
!

一个仪式专家!既是文化展演的主体又是文化展演的吸收体!其仪

式传统呈现出了地方文化建构的一体两面性&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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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虽然以师公这一仪式专家作
!

主体进行仪式研究!但?不满足於从

传统的
'

部视角来分析师公的自我认同与区分!以及师公仪式传统的承继与

建构#作者试图从外部视角来分析师公作
!

一个仪式专家!在这一地区的定

位及其仪式传统的传承与变迁问题#作者在书中的多个章节都提到$宗教市

场%这一概念!也多次
)

调正是由於宗教市场的竞
&

!师公需要对其在社区

与仪式中的定位有
0

於道士#这一外部视角对理解师公的自我认同与其仪式

传统的承继与建构确实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虽然翻译(整理了大量用壮语土俗字书写的宗教文书!但是除此之

外!师公手上也应有汉字书写的西南官话的宗教文书#在仪式承继与建构的

文本视角分析中!作者仅从仪式功用与师公自身的理解出发进行分类分析!

对於由汉字书写的宗教文书与由壮语书写的宗教文书!这两者之间的关如

何!作者?
+

有展开进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理解师公仪式承继

与建构的一个视角!还是一个可以上升到反映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关的重

要视角#

对宗教市场这一概念!作者在全书多个章节都有提及!作者在结语部份

也
)

调了宗教市场是影响师公仪式传承与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页"&' '#

然而!对宗教市场的
4

述与分析都太过於薄弱!作者虽有专门的一节提到了

宗教市场!但仅是对村落中的其他仪式专家与师公之间的关做了介绍与分

析#关於如何定义这个宗教市场!宗教市场在地方社会中的形貌及其与地方

文化之间的关这些背景?未解释清楚#总之!宗教市场是作者理解师公及

其仪式的传承与建构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全书的一个重要论点!但是其论

述颇
!

牵
)

与模糊#

作者对师公的宗教文书和许多道教的历史文献做了深入细的梳理与分

析!也对师公的神灵谱系做了一个基本的溯源和传承变迁的介绍#但是!作

者?
+

有对师公这一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的关进行系统的论述!更
+

有将

其上升到中国文化的一统性与多元性!从而实现与大家的对话#

作者的研究视角!是希望将师公这一地方仪式专家的仪式过程与仪式文

本放入地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中进行解读!以期使读者能
.

通过作

者的解释!达到理解师公仪式背後的逻辑与动因的目的#作者作
!

有着历史

学背景的人类学家!在历史文献的梳理方面有很大贡献!但是在对当地群体

自身的文化图式和思维模式的论述方面有所缺失#如果作者能
.

对当地的社

会文化做一个全景式的概述!?对其所研究区域宗教体系的总体概癋做出介

绍!那
/

读者便可以更好的理解地方文化情境!也能更好的理解作者想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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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师公仪式传统与地方文化之间相互建构这一结论#

综上所述!这本书试图从师公这一特定仪式专家作
!

实践的主体出发!

通过分析其仪式过程与仪式文本!来阐述师公仪式传统的承继与建构!以及

师公仪式传统与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构#作者在本书的导论和不少章节中!多

次提到传统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地方文化多样性问题!但?
+

有就此展开专门

论述!如果本书能
.

在上述命题中所有提升!那
/

其学术价值将更上一层

楼#

杜树海(锺琳

M

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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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都市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国
'

史学家的关注#丁蕾)从私藏到公

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一书从民国时期博物馆和展览会

中寻找近代都市文化形成的源头!不失
!

一个很好的尝试#该书是作者在其

导师程美宝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得到广东省高

层次人才项目$全球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项目的资助#

是书从展览最基本的元素/// $物%出发!回答在近代不同种类的物品

如何从私藏走向公共视野!也即$从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过程#透过分析物

品的展示方式及其象徵意义!作者尝试探讨民国时期的公共展览如何在政

府(学者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通过公共展览建构区域形象#作者认
!

!重

建地域形象的塑造过程!有助於理解近现代中国形象和表述的形成#

在第一(二章!作者回溯了民国时期物品展示的历史
q

络以及近代西方

知识体系传入後的新趋势!指出这一时期公共展览中的$展品%!既有传统

收藏
q

络下的旧物!也有新知识体系带来的$新物%!诸如民俗物件(考古

出土物等#物品能否出现在展览场上!由其背後的收藏者的学术
q

络以及展

览组织者的社关网络
2

定#

第三(四章!以广州市立博物院(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东文物展
!

例!探讨公共展览与地方形象建构的关#$/"/年成立的广州市立博物院是

广州市政府主办的公共展览机构!因此其陈列
'

容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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