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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满与赵世瑜老师请我
;

读此专号文章!?提出一些交流想法#我是

人类学者!研究专长一直是跨境中国西南与高地东南亚的 $界域 %

"<.+;3+2(&;)#我当下就很明白这几位作者讨论的帝国或地方社会!完全不是

我熟悉的范畴#但因
"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是我有兴趣的领域!而.历史

人类学学刊 /又是我很关注的刊物&加上两位老师很客气!不要求字数多

寡!也不要求对所有文章皆着墨!我想大约不会太难!再怎
'

捉襟见肘!应

该也能
5

写出一些东西来!因此欣然答应#但是事实证明?不简单#

不简单的理由!?不是我不喜欢
;

读这个专号#事实上!这个专号的每

篇论文都可圈可点!对於一个?不了解清帝国!更对新疆"蒙古研究完全
8

有涉猎的我而言!增长了很多知识#不简单!是因
"

需要提出一些可以交流

的想法#什
'

才是可以交流的想法)我们的研究视野和关怀彼此有交错吗)

从专号正标题来
0

!每篇论文都用新材料"新方法$重探%了清帝国与

地方社会!有些论文比较着重前者!有些则是後者&但皆
%

调在呈现 $帝

国%与地方社会之间!层层砯砯的上下多重交错效应所构成的历史#尤其饶

富兴味的是$5华南研究6与5新清史6的对话%这个副标题#这一批年轻

学者希望能
5

打破一般被认
"

是$华南学派%或$新清史%研究学者在地域

'京师"中原本土与$藩部%("人群"制度或材料使用上的刻板印象!同

时在这两群学者之间$有意识的交流则相对缺乏%的状癋下!通过这个专号

建立交流桥睴'页-!. (#姑且不论这缺乏交流是否是事实!一群年轻有
"

的

学者!感受到隔阂!而试图在各自研究中!运用他们从这两群前辈学者之所

学!证实了$华南研究%或$新清史%学者的观点"方法!名符其实地发挥

了承先
#

後的效能#真是太可喜可贺#问题是!我这个既不是$华南研究%!

也不是$新清史%的学者!在这眧可以谈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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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只能试着从我们大家都关切的历史人类学角度和我在中国西南部的

研究心得交流几个想法#

这个专号
%

调$利用多种不同的语言文献!对传统意义上的5汉文化地

域6与5非汉文化地域6! 5汉文化人群6与5非汉文化人群6!以交错纵

横的多重视角%就各自所关切的问题做探讨 '页. (#多篇文章相当清晰地

讨论他们各自对$新清史%与$华南研究%的看法# $新清史%比较偏向的

$非汉%视角所带来对族群面向的留意和$华南研究%相对偏向的$民间%

视角所带来对社会史和地方史的着重!是他们各自期待在文章中发挥的#

专号讨论了清朝!这个非汉的$帝国%!如何用$中间人%!如何用海

禁与保甲!划定"治理他们东南的边地!以及当地人如何应对"创造他们可

"

与不可
"

的局面'卢正恒的施琅家族研究!陈博翼的*漳浦迁海考,(&

如何用八旗制度区分旗人和民人!在直隶乡村圈充民地
"

庄园!土地与$民

人%都
"

皇室"八旗贵族与官兵所有的状态 '邱源媛 (&以及这个非汉的

$帝国%如何通过宗教与法律笼络离间他们最重要的盟友及藩属 +++ 也是

非汉的蒙古'孔令伟从蒙古僧人的禁限及惩处所做的讨论(#同样在这个汉

与非汉的族群视角下!另外两篇论文虽然也有非汉帝国的视角!但更重要的

/

在呈现两类主动或被动离散在国法之外的人群'蔡伟盓对流亡或经商"?

佣於蒙古的汉人及其$蒙古化%後人的讨论!许临君对出征於新疆"最後流

落在新疆的湘军戌卒及其後人的讨论(!如何通过非汉藩部与自己的宗教体

制或信仰在非汉地域找到盝身之地#每个故事都
0

得精彩!让我们明白了更

多这些人群的历史#

从$族群%视角来看!我们看到了非汉 $帝国 %相当突出的统治技艺

'旗
+

民之分!汉"满"蒙分治与蒙汉隔离等政策(及效应!看到宗教'或

是蔡伟盓所
0

的$次官方权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看到$非汉%的

统治如何在中原本土施行时交错运用当地既有机制的技艺!以及被统治"分

派的汉人如何运用自己的传统惯习来做应对"突破的生存之道#

但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使用文献的问题#专号文章能做到利用不同语

言"性质的官方或民间文献!是很大的突破#但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我们

都知道档案?不仅仅是资料的来源!而是一个呈现认识论的所在!我们更需

要讨论的是档案的造与档案化的过程#因此!在统治技艺之外!任何非汉

的普通人或一般社会的
-

络!在各个研究人群地域中如何发声或发挥什
'

作

用是需要被呈现的#在非汉地域!如定湘王一文提出的$历史主体世界观%

或$一般汉人传统的领土观和对神明的虔信%观点非常精彩#但对因征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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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新疆的湘军及其後人!从定湘王崇拜发展
"

方神崇拜的过程!当地人民

与社会
-

络
/

谈得相对有限#另外!汉人移民逃避於蒙古大沙毕中而成
"

蒙

古人的论点!如果能有一些当地蒙古人!甚或只是来自大沙毕人的
0

法!不

知道会增色多少)毫无疑问!此类一般人的族群视角深刻地影响地方社会历

史#

另一方面!仅从地方社会史的视角来看!管在这六个案例中!都是有

文字传统的人群!但除了定湘王一文外!其馀文章虽有访问材料!

/

很少运

用到什
'

传
0

"神话或任何口传形式的材料#而宗教方面的材料又都是诉诸

某类文字!

8

有萨满"巫术!更
8

有我们已经在多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

研究中看到的法术"乩童"灵媒!等等#从我比较熟悉的中国南方边陲人群

既有研究看来!它们反而是相当重要的表达地方历史意识的方式#更不用

0

! 管女性是这个非汉帝国最重要的$中间人%'如满蒙之间!以及汉人

移民成功转
"

蒙古籍的案例(!这整个专号六篇论文!

/

一个女人的故事都

8

有#

最後!一定要
%

调我对这个专号成果的喝?与珍惜#有这
'

一批年轻人

能
5

替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架起这个$新清史%与$华南研究%的桥

睴!?提供我们这
'

精彩的历史!是太可贵的一件事情#以上我所
0

的都是

未来我认
"

可能突破的面向!不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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