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97C一样的自由放任的市场!而更类似於一种垄断性质的边地贸易

形式#虽然他想要从世界市场形成的角度反思南疆的近代历史!但毫无疑

问!

5

大多数当地的农
.

品的消费者是当地驻防的清军!文中?未充份展示

南疆与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的联#其次!金光明认
#

清代新疆的资本主义发

展取得较高成就!远距离贸易相当可观#但从清代相关材料来看和浩罕+哈

萨克等的贸易政治性更
0

!绢马贸易等繁荣的时间相对短暂!数量也逐渐平

稳回落#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清代新疆商业的发展规模和商品流通情癋#

金光明认
#

南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和卓後裔的战
"

与社会矛盾和伯克的经济

活动有关!在社会矛盾的经济成因眧!城乡对叛乱回应的不同这一结论仍需

要更充份的史料印证#最後!笔者认
#

本书中的观点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如书中第一章认
#

明朝朝贡贸易的中断与叶尔羌汗国的衰落关密切!笔者

认
#

这一论断缺乏足
N

的史料支
j

!文中?
6

有全面分析朝贡贸易在叶尔羌

汗国对外经济贸易中比重!亦未分析叶尔羌汗国末期与明朝朝贡贸易的频次

和规模的变化#

赵佳文+张莉

陕西师范大学西部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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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家将研究视角置於历史进程中的小群体与个人!?以细微的研究

对象入手而观更
#

宏观的历史轨?#王笛的Y'/0,%;,$%7 U37,3/% +#,"#,%&75

:0$'%-2#,<+/3)/9$ <,;3,+N3/+#,3#//7 '% ?53$0"#'%$IFZ[Z4FZ\Z一书便是一部

微观史观的论著!该书聚焦於$(&#年代成都平原眧的一个袍哥家庭'''雷明

远之家!研究雷氏家庭的兴起与衰落+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与乡村的联

等#作者更试图从一个家庭的生命史延伸至$(&#年代前後整个川西平原的社

会+经济+政治等层面!从而进一步了解对四川地区影响最
#

深远的秘密社

会组织$袍哥%的发展与
6

落#

本书除绪言外!共分
#

四个部份!

%

含$"个章节#书中所围绕的主要史

料是沈宝媛所撰写的社会调查''' )一个农村社团家庭*#在绪言部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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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便表明该书展现了两种不同声音的汇集"一是关於这份社会调查中的故事

本身!即是袍哥首领雷明远和他的家庭之兴衰与生活轨?1二是社会调查的

撰写者沈宝媛!以及她背後所反映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学术
I

络#该部份

总结清末至解放时期关於秘密社团的过往研究成果!?梳理"#世纪初中国社

会学+人类学的学术发展趋势#最後通过引用沈宝媛报告的部份
%

容!了解

她调查袍哥家庭的动机!

#

之後论述袍哥在乡村的作用与情形!以及沈+雷

二者的故事提供了基础背景介绍#

第一部份以一场公开处刑
#

开端!描述袍哥首领雷明远因
�

言处死自己

女儿的故事#$(,(年的这个故事展示袍哥首领忽视国家法律!在农村社会动

用$私刑%的情形#要理解这场悲剧背後雷明远的动机与心理!以及他在地

方的权力来源!便需要考察袍哥组织的背景!还有雷氏家庭所在的确切地点#

作者考据袍哥组织
#

何能
N

维持数百年来的活跃!?对地方社会拥有一定的

掌控能力#清末至民国时期!袍哥?不像其他一些秘密社团被摧
B

!它们适

应着各个时段的不同背景而愈发
0

大#$($$年许多袍哥成员参与进$保路运

动%中!使得该团体从隐蔽走向公开#袍哥
%

部的成员始於底层人士!後随

着影响扩大又开始与各个阶层
.

生关联#在此之下!地方的官府既
6

有足
N

的力量击垮它们!在地方动荡的时期反而需要他们帮忙收取民
2

的
\

收!成

#

政府与大
2

之间的纽带#

除了政府干预的力量薄弱外!袍哥组织长期兴盛还与他们
%

部一套系统

的习俗+仪式+暗语有关#在本书的第二部份中!作者向我们展示袍哥组织

的
%

部世界!他们的暗语+ $吃讲茶%+解
<

基层纠纷的方式等#在这眧作

者想要
(

明的是对於基层社会而言! $袍哥 %?不是一个 $破坏者 %的角

色!他反而是基层秩序的 $维护者 %#所以人们很难想像街道+村落
6

有

$袍哥%的情形!也正因
#

如此!他们才能数百年来一直存在#

第三部份讲述雷明远家庭的兴起与衰落#雷明远拥有双重身份"一方

面!他是一个以农业养家糊口的佃农1同时!他也是一位拥有追随者的袍哥

首领!在地方事务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世纪初川西平原动荡之时!袍哥

组织抵土匪侵犯而成
#

当地的英雄31$,(675:$#,;#&*:5=C!雷明远也是其中

的一个例子#正因
#

雷明远的双重身份!使得其既需要担负家庭责任!也需

要进行维持袍哥首领声望的一系列社交活动#因
#

注重作
#

袍哥首领的$面

子%+声誉与形象!雷明远四处旅行会见其他袍哥首领!也致力於宴请客

人#值得注意的是!袍哥的力量是与经济能力息息相关的#当雷明远愈发无

力支付庞大的开支後!他还面对着富有的新佃农蔡氏家庭的出现#後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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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细微事件导致雷明远自身权威的愈发衰退!我们看到曾经叱吒风云的袍哥

首领雷明远的
7

金时代也逐渐步入了终焉#

第四部份包括了第$#至$"章!共计三个章节#第$#章节讲述袍哥团体的

6

落与消亡!该章节作者以三个地区袍哥组织的故事
#

瞃索!展示$(&(年共

.

党政权成立後$袍哥%的不同命运#$(&(年後!大部份的袍哥首领受到惩

罚!能
N

癰存下来的主要有三类人士"一是袍哥组织中的底层成员!他们被

认
#

是$受压迫的人%而得以生存1二是与共
.

党有较
#

紧密关的人员1

三是
6

有犯过罪孽的袍哥首领#在之後中国的多场动荡运动中!又有许多因

#

袍哥身份出事的人士!而与雷明远同在$望镇%&成都崇义桥(的蔡兴华

作
#

与共
.

党关紧密的袍哥成员得以继续癰免#不同於蔡氏的故事!$(&(

年之後大部份袍哥成员的命运皆不甚乐观!如金堂地区的贺松便在$('#年被

公开处死#崇义桥地区旁边的新繁地区!在解放军接手後!当地袍哥因
#

共

.

党的$徵粮%举动而进行新的反抗!之後很快便被镇压!许多成员皆被处

死#有研究认
#

!共
.

党接管乡村的过程是极
#

顺利的$和平解放%!然而

新繁地区袍哥组织的消亡则
#

我们展示另外的一种图景#

川西平原袍哥的故事进入了尾声!不过该书
C

述的故事仍未结束#在第

$$章中!作者深入探析沈宝媛的学术+教育背景#沈宝媛是受左翼思想+西

方社会学理论影响的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沈氏调查袍哥首领雷明远家庭的

动机!是与这些社会+文化背景有所关联的#不过可贵的是!她对雷氏的调

查?
6

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态度#身
#

本科生的沈宝媛对於社会学学术理

论的运用仍显青涩#如此一来! )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一文虽然不是成熟的

学术论文!但
;

是更
#

真实的历史资料#著述的最後!作者认
#

从更
#

广泛

的角度来看!袍哥
%

部一些高深莫测的暗语成
#

了四川当地流行的文化之

一#袍哥的肉身虽然消亡!但它的文化与灵魂在新政权建立後
;

得以留存#

在资料运用方面!书籍的第四部份描述 $袍哥 %在$(&(年後的衰亡史!

但因
#

史料的局限!作者无法了解雷明远在$(&(年後的生活#不过沈宝媛的

)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
#

该书运用的核心材料!这种运用社会调查作
#

史

料的做法!其突破之处在於展现地方政府所记载外的另一种袍哥故事#受偏

见所影响!地方官员与知识分子笔下的袍哥形象常被描述
#

犯罪者#他们认

#

这些被视
#

威胁社会安定的团体在$(&(年共
.

党新政权进入後彻底被摧

B

#然而雷明远家族的衰弱!

;

是因本身的经济危机所致#

该书展现三个层次的视角!除了调查者沈宝媛+袍哥首领雷明远二者的

故事外!最後一个层面则是使用资料的人!也就是书籍的作者本身!他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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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展示现在的史料使用者如何与过去的书写者进行对话#作者清晰地认识到

若仅将沈宝媛的社会调查作
#

史料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此份调查虽详细地

描述袍哥雷明远家庭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但缺乏对整个川西平原农村社

会背景的了解#所以作者还使用文史资料+政府档案等其他资料!再现?完

善袍哥的历史与文化!以及袍哥的起源!他们
%

部的暗语+信仰与仪式等
%

容#本书既
#

读者深刻展示四川地区$袍哥%的故事!又
#

我们很好地演示

运用社会调查作
#

史料研究的方法#

郭烨佳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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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一书收
$

杨国安常年从事乡村社会史研

究共计$+篇文章!涉及土地+

\

收与赋役制度!保甲+团练与社会控制体

系!水利纠纷与用水秩序!移民+生计与宗族管理等
%

容#作者长期耕耘於

两湖地区!这些亦是其在长时段研究中陆续而作#正如其在後记中言!其背

後的学术理路在於" $从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互动两个视角!同时观察官府

对乡村社会的管控与治理!及乡村社会自我管理与民间社会的自我构建# %

&页&)% (本书的实证研究
#

我们理解两湖社会变迁+思考国家与社会的

杂关提供了宝贵借鉴!从中亦可管窥两湖地区的某些地域性特点#

#

更好体现本书
%

涵!笔者将不按照目
$

的编排顺序!而从学术理路出

发来评介其
%

容#至於前言!因与全书主要理路不同!而据盰
F

年份判断!

当知作於本书定稿之际!故放在最後讨论#

本书末篇,长江中游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迁&$,+%1$($$ (.发表於

"##+年!从里甲与保甲+族权与王权+士绅与团练等方面讨论长江中游乡村

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迁!涉及国家制度和基层管理两个层面#书中在此之前

发表的文章仅三篇!其他各篇大抵沿此篇思路展开#因此!笔者将以此文
#

基本瞃索!同时穿插介绍所涉篇章!重复
%

容从略#

此文篇首!作者
e

出县以下的乡村基层权力结构问题#传统中国乡村社

会高度分散!因缺乏足
N

资源管理乡村!国家对广大乡村只能实施$间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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