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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珠江三角洲文人招健升溯西江而上展开一段 $苦旅 %"他

此行目的是将装着侄儿癛身的棺木带回广州南海县的家乡
X

沙村#两名侄儿

背井离乡前往黔桂交界的重要贸易市镇'''古宜经商
#

生!

;

不幸染病身

亡!招健升在下游梧州得知噩耗!身奔赴上游
#

二人收棺回乡#他在旅途

中写下的感怀诗词告诉今天的读者!在$(世纪的西江流域!关於亲人外出谋

生的悲剧还远不止此!亲人离
/

+家庭离散+妻子苦守空房+丈夫
/

娶不归

的故事每天都在西江沿岸的无数家庭中上演!无论是官宦世家+文人学士!

还是普通百姓+商贩走卒!这些行
#

貌似是每个个人或家庭出於谋生的意愿

和发展的选择!

;

也是$+至$(世纪!明清王朝国家由珠江三角洲的帝国核心

地区向西江中上游地区扩张过程中!给无数个人与家庭所带来的机遇+挑战

和突#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麦哲维3295B5% 4+O#65=C之新作 VA3'B,3

O/53%,)*-('$*A/3$ $%7 C1A'3,'% </5+#,3% "#'%$IFWXR4FGWR!就试图透过在西

江上下游往返迁移的个人与家庭的一系列离散实践3>#(=Q$:#,Q:(,9#,5=C!展现

出面对着无法抗拒的国家政策和充满诱惑的时代机遇!从珠江三角洲前往西

江上游地区的王朝官员+科举学生和流动商人之$私利%如何与国家的版图

扩张达成一致!他们既成
#

了明清王朝控制西江上游流域的$帝国中介者%

3K-Q5:#(6K%95:-5>#(:#5=C!也在此过程中达到获取个人+家庭+家族在经济利

益和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最终目的#

除导言和结论外!全书共五章!分两部份讨论两个相互牵连的重要议

题"第一部份&第一至三章($帝国中介者%!讨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离散

人群3>#(=Q$:(=C'''官员+学生和商人'''如何在向西江上游的迁移活动中

成
#

明清王朝控制边疆地区的帝国中介者#第二部份&第四至五章($离散

家庭%3>#(=Q$:#,;(-#6#5=C分析离散人群的家庭结构+成员关和发展策略!

讨论他们如何在地理和地位流动情癋下!通过维或者改变夫妻+家庭和宗

族关!从而实现个人与家庭的存续和发展!揭示广府人在西江流域的移民

活动受家庭和宗族需要+策略与网路的形塑#

第一章考察明清时期前往西江上游担任地方官员的广府士人#明代後

期!在广西担任地方官的广府人比例很高!到$')#年代人数达到顶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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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後针对西江上游地区扩张的军事行动中!霍韬+霍与瑕等一批出身

广府的地方官员在朝廷制定军事策略和边疆政策中起着重大影响!?且帮助

建立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如广西西南部的新宁州+广东西部的东安县和西宁

县!更多广府人被派往这些州县
#

官!而
\

收+贸易+设立学校等活动的开

展!吸引与其有着亲缘或地缘关的商人+教师+学生等群体向西江上游地

区流动#广府官员不但促进和推动明王朝对西江上游开疆拓土的计划!他们

的亲属和族人也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获取利益#明清鼎革之际!出身广府的

官员与国家之间的这层关遭到削弱#盛清时代!广府人被派驻到西江上游

地区
#

官的人数急剧
S

少#

第二章聚焦於西江上游州县入籍的广府学生#$+世纪末至$%世纪初!大

量珠三角广府人是在家乡以外地区获得学籍!从而登记入学取得科举功名!

尤其是那些由出身广府的官员帮助设立的州县!广府学生如潮水般盠入#然

而从清初开始!西江上游各地对移民学生的排斥加剧!严禁各种形式的$冒

籍就考%#$)+#年後!广府移民学生逐渐从西江西部支流的偏远州县向位於

西江流沿岸的东部+中部的商业市镇梧州+桂平+马平等地转移!这一潮

流延续至$(世纪初#明清王朝一直鼓励移民学生前往西江上游的边疆地区!

以此表明国家在土著头领长期控制的地域中建立起稳定的$文明%社会!广

府移民学生由此成
#

帝国的中介者!而他们及其家庭也利用王朝国家整合帝

国边疆的控制政策!来培养和壮大自己在西江上游地区的移民精英!从而成

就或支持他们的家庭和宗族维持在珠三角的精英地位#

第三章关注明清帝国整合西江上游边疆与广东商人在西江流域建立贸易

网路之间的互惠关#作者认
#

!明清王朝国家对西江上游边疆地区的整

合!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沿岸贸易的培育和徵
\

!因此广东商人在此起着至

关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在珠三角的家庭+家族也在此扩张过程中获益#$%

世纪末至$(世纪初!清朝政府支持?鼓励广东商人在西江上游获利!大规模

长途贸易被广东商人垄断!兼营借贷业务的杂货铺也在土著控制地区渗入当

地传统的市场经济#$(世纪广东商人向广西北部+西部+南部的山区挺进!

商人进入山区?购山货!雇佣苗侗土民放木排+运输土
.

到下游!古州+柳

州+百色等地是木材+桐油+八角等山货的重要出
.

地和交易中心!售卖到

珠三角各地?出口欧美#土著头领势力与外来商业利益纠缠!土司与店铺商

人也形成$庇护'代理%关!一些土司深陷债务借贷#在不同方向上!明

清帝国的版图扩张与广府商人商业网络的拓展形成互助互利的密切关#

第四章探讨广府男性移民的性
/

和家庭动力#男性移民是广府家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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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一种策略!这种劳动力策略在$')#年之後显现!在$%世纪和$(世纪初

持续流行#无论是珠三角妇女还是西江上游的本土女性!都在支持广府男性

移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该章节探讨三类行动者3(,9$:=C'''珠三角的

原配妻子和家庭成员+男性移民及多样化的婚姻策略+上游留住广府男性的

本土妇女'''在离散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形塑了西江上游的移民活

动#

第五章考察侨居和定居移民对於宗族的影响!涉及上游的移民活动如何

帮助和支持宗族建构#一些定居上游的移民後裔逐步建立和发展起自己的家

族和宗族组织!与珠三角的宗族建立起亲属关! $地理流动%与$社会流

动%是维持和创造上下游宗族关的核心#$%至$(世纪!将上游亲属关整

合进入宗族谱系的宗族建构包含着一种交
>

"上游亲属通过经商或科举功名

得来的钱财
#

下游宗族提供捐赠!下游宗族
#

上游的广府人来源的世系追溯

提供支援#这种交
>

对$(世纪以来的西江上游地区影响深远!以至於拥有广

府人的祖先源流成
#

一种地位标?!其类似於
#

当地人提供地位的一种国家

标?#很多非汉人群家族也开始攀附广府移民传
(

来提升地方名望+改变土

著身份!从而与王朝国家建立关联#

作者将此书定位
#

讲述流动的历史3(7#=9$:' $;-$E#6#9'C!追溯那些原居

於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低地居民36$N6(%>5:=C如何沿西江而上进入高地

37#&76(%>=C的离散实践#文中所指$高地%主要分?在西江中上游的广西!

也涉及广西下游的广东西部山区!以及位於广西更上游西江支流流域的贵州

南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的高山丘陵地区# $离散实践 %包括在广西当

官+在上游学校入籍
#

学+从事商业贸易+维持分离家庭以及建立跨区域的

亲属联等#作者站在中国南方西江流域的区域视角去探讨移民过程与明清

帝国的边疆拓展历程!希望呈现移民精英如何通过国家名义来追求自身的社

会经济利益!从而与地方社会建立起
X

向联#他将移民研究的重要概念

$离散%3/#(=Q$:(C引入!

#

分析帝国在边疆的扩张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0

调
%

部离散3#%95:%(6>#(=Q$:(C群体在帝国整合边疆地方过程中的重要性!

也在尝试一种$+世纪以来全球人口流动视野下的中国南方区域移民史的书写

模式#

此外!作
#

本书另一重要议题!作者力图揭示珠三角的广府家庭+宗族

对移民活动的支持!?将其作
#

一种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3=9:(95&'C!对

西江上下游流域之间关的理解不再局限於以河流体系
#

主导的地理联!

更增添以$家庭%利益
#

出发点的自主性选择与策略性概念!?且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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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间移民活动与明清王朝对西江流域的军事+政治扩张活动及国家整合政

策相互关联!使得$离散家庭%的迁移实践与国家边疆扩张政策的实施互
#

表眧#考虑到珠三角是大量海外移民的祖居地!作者将近代早期西江流域的

移民活动与近代海外移民活动进行对照!强调二者之间的
%

在关联!希望能

N

突破目前将中国国
%

移民与海外移民几乎独立研究的学术现状#而在历史

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上!作者不但对刑科题本+吏科题本+

%

阁大库档案+朱

批奏摺等官方档案进行细爬梳!也持续十多年时间在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展开田野调查!搜集大量碑刻+族谱+地方志+文人著述等民间文献加以细

解读和论述!

#

读者呈现更
#

细而丰富的民间视角#

然而!由於作者以珠三角$广府移民%

#

主要的观察和分析对象!对西

江上游地区本土人群和地域情癋的
C

述不免带着浓重的$下游%视野!上游

本土人群呈现出一种 $被动 %入珠三角经济网络和帝国拓展过程的 $形

象%#这种研究视角在以往的帝国史和移民研究中屡见不鲜!其成熟的
C

述

模式也让读者难以洞察?思考西江上游本土人群自身的$能动性%!以及他

们与珠三角$离散%人群以及其承载的$帝国象徵%之间的$互动性%#这

恐怕也使得作者不断
0

调的珠三角$离散%人群成
#

$帝国中介者%过程中

的利益纠葛和运作机制!有着更多的阐释与讨论空间#此外!西江上游流域

也是从$+世纪开始广泛接纳中国其他地区'''如福建+江西+湖南'''移

民!那
+

本土人群在与移民接触过程中!其本身的地域观念和文化表徵是否

也得以逐步 $形成 %0他们如何去感知和看待所谓的 $外部世界 %0不同

$区域%之间的互动关如何落实到以$人%

#

中心的社会网络之联结与重

构的动态过程之中0这些问题是否能
N#

我们以$人的离散实践%

#

中心的

$流动的历史%!来理解$+世纪以来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之下的$地方性%形

塑与$区域'国家'世界%观念的兴起提供一种更
#

广阔的思考路径0笔者

以
#

!这些问题视角和思路的转变!或许能
N

成
#

今後联结全球史+移民史

和区域社会史之间的重要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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