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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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

.

/

0



理%!这造成县以下权力结构错综杂的局面#学界对此研究
2

多!大致皆

承认传统国家是通过某种中间阶层对乡村社会实行间接统治!出发点都是国

家与社会的分离或
,

节#作者亦从此出发!希望通过研究以往学者较少涉足

的长江中游区域!探讨明清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在方法上进行综合的整

体史的考察#

考察乡村基层权力!重点在於基层组织#基层组织含义较广!但其中里

&保(甲因其权力来源於政府而具有独特性!体现
#

其在县级行政组织之

下!不同於其他民间组织的 $半官方 %色彩及 $合法性 %特徵#作者提出

$准基层行政组织%的概念!从此概念出发!明清时期准基层行政组织有一

个从里甲到保甲!再到团练 &或者团保合一 (+新的保甲的转变#与此同

时!伴随着族权+绅权的扩张!基层权力结构也发生巨变!国家与地方社会

之间的关也在其中错综杂地呈现出来#

首先是里甲向保甲的转化#明初国家主要通过里甲教化体系控制两湖乡

村社会!里甲承担纳
\

服役和教化的职责#明中後期!社会剧变!里甲对地

方的控制逐渐弛!在社会秩序崩坏的情癋下!以缉
W

安民
#

宗旨的保甲和

民间乡约组织出现#此时!保甲只在局部地区推行!主要
#

了弥补里甲在社

会控制方面的不足!而非取代里甲#清初虽然同时实行里甲和保甲的双轨

制!但二者在具体应用中很难截然分开!加上赋役改革使里甲逐渐蜕变
#

徵

\

的单位与符号!里甲逐渐
,

离实际地域!二者的转
>

与合一成
#

必然趋

势#而随着赋役的定额化和折银化!保甲开始起到催徵作用!从单纯的治安

扩展到集治安+编
^

+催徵於一身的乡村基层组织!从而取代里甲#

本书中! ,

4

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
\

徵收.+ ,清康熙年间两

湖地区的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 ,主客之间"明代两湖地区土著与流寓的

矛盾与突.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了里甲制度趋於解体+性质渐变及相

关整顿的
%

容#

其二!水利纠纷与用水秩序#两湖地区河湖
2

多!不少人群仰赖水资源

从事运输和渔业等活动!诸多地区长期面临治水用水问题!

#

此形成两湖独

有的水上社会#围绕水上秩序的管理!国家与民间关在不同地方呈现出不

同面相#

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水上秩序的稳定# ,江湖
W

+水保甲与明清两湖

水上社会控制.一文指出两湖地区江湖上
W

匪滋生!扰乱秩序#官府仿保甲

实行$十船连保%的水保甲制度!有所成效!但其控制也仅集中於少数中心

城市!对乡村控制薄弱!双方长期处於此消彼长的博弈状态# ,救生船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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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两湖水上救生事业 .一文则透视地方公益事业中国家与民间的相互关

#总体上看!地方救生事业得以有效进行是官府与民间共同努力的结果!

而在此过程中!各种民间力量和社会资源被整合进来#

另一方面!在丘陵地带!农业灌溉依赖堰+坝等水利工程#但水利事业

的推动!通常?非工程理性上的抉择!水利秩序的维护及利益的分配!尤其

是跨区域水利工程的修筑!牵涉到地方不同利益集团的多方博弈问题!国家

力量在不同地方的介入程度也不同#同时!随着国家财政危机加剧!地方公

共事业有逐渐让渡给民间力量之势!但在处理纠纷时!国家力量依然有发挥

作用的重要空间#与之相关的文章有,塘堰与灌溉"明清时期鄂南乡村的水

利组织与民间秩序'''以崇阳县)华陂堰簿*

#

中心的考察.+ ,樊口闸坝

之
"

"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
"

与地方秩序.+ ,国家+堤防与社会"明

清两湖水利事业中的国家介入与区域协作'''以四邑公堤
#

中心的考察.#

其三!社会动乱与族权+绅权的逐步扩张#两湖的宗族多发源於江西!

初期势力较弱!对官府有着极
0

的依赖性与亲和倾向!随着势力增
0

!宗族

组织在完纳钱粮和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前期!国家对宗族的态度是

利用之+同时抑制其发展#到清後期!社会动乱!国家在基层社会控制方面

越来越需要借助家族组织实行间接管理!逐渐下放权力给宗族!将宗族与保

甲甚至团练相互混合!乡村权力网路发生巨变!政权与族权更加高度结合#

本书中!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

会.一文试图从建筑空间视角揭示村落背後
u

藏的
%

在的社会组织结构与运

行机制# ,族谱所见清末民初地方$宗族自治%践行的一个实例'''以民国

7

陂)周氏宗谱*

#

中心的考察.一文则讨论家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
%

在关

联#

两湖长期处於经济和教育欠发达状态!其士绅主体是以生员
#

主的中下

级士绅!他们普遍沉淀於乡村!更贴近基层社会!对地方影响深远#在社会

动乱之际!他们更能起到有效的动员组织作用!通过修建寨堡和创办团练等

方式!稳定和重建地方秩序#与之相关的文章有,社会动?与清代湖北乡村

中的寨堡.+ ,$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

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
#

中心的考察.两篇#

其四!地方军事化与保甲变革#清中叶以後!社会危机加重!政府放手

让地方组织准军事组织'''团练!士绅借办团练攫取权力!全面控制乡村#

此外!在办团过程中!原本带有军事化色彩的保甲与团练渐趋融合!团练或

者团保合一逐渐取代保甲成
#

地方准基层行政组织#随着战乱平息!社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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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解除!团练的军事化色彩渐失!地方上恢复保甲制度!?纳士绅入保甲!

士绅$职役化%!保甲亦变革#地方?
6

有出现持续军事化的进程#

,社会动?与清代两湖地方士绅阶层'''以咸同年间团练
#

中心的考

察.一文指出!两湖士绅借办团获权!介入国家赋
\

徵收!利用血缘
#

纽带

创办族团!融合绅权与族权!亦获得应试外的
1

升途径#咸同以後!绅权逐

渐
,

离原有保甲的控制# ,从团练到保甲局'''晚清两湖地方秩序的解体+

重建与基层行政制度演变初探.一文指出!随着战乱被平定!大量团练被解

散!或以团保合一的形式存在!也有少量走向常设化#此後!地方秩序重

建!在重构保甲中纳入士绅#光绪时武昌地区的保甲制演变成 $总绅'里

绅'甲长'牌长'民
^

%的组织结构!基层社会形成以乡绅
#

主的支配体

系#

在,长江中游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迁&$,+%1$($$ (.一文的结尾!

作者指出!国家权力不能也不想无所不至地控制自然村落社会!国家对基层

社会的间接管理有其必然性#正因如此!乡村社会的控制组织呈现出里&保(

甲和宗族+乡绅+会社等杂糅的多元杂结构#明清时期!国家最初通过里

甲这样的准基层组织控制乡村!随着宗族+乡绅等民间组织势力的增
0

!里

甲逐渐废弛!保甲被团练取代!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逐渐$萎缩%!形成族

权+政权+绅权交织在一起!共同管理乡村的局面#晚清时期!绅权借助团

练扩张!基层社会以乡绅
#

主体的支配体系最终形成#

本书收
$

的,控制与自治之间"国家与社会互动视野下的明清乡村治

理.一文高度凝结了作者的思考#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非是$你

退我进%式的对抗!晚清绅权和族权的
0

化适应了地方事务不断增多的历史

进程!填补了传统国家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 &页"&, (#作者

根据其实证研究!将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概括
#

$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份

管理和乡村社会的自我运行%两个方面&页"&& (#

最後!本书前言,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象与方法.介绍区域史研究

的学术史!总结学界对$区域%的不同理解及相关研究方法!认
#

要从总体

史的角度看待区域!同时重视国家权力制度与区域
%

部社会经济发展诸多因

素的互动#作者在论及区域性质的时候!深受以布罗代尔2T48I;5L f8;JL4R=

#

代表的年鉴学派整体史观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似乎遗漏了布罗代

尔等对区域特性的一些理解!即区域
%

部本身是非均质的!存在一个中心与

边缘的关!而区域与区域之间关的讨论也很重要#

纵观全书!作者给我们展示明清时期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在权力结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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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进程!揭示国家制度和地方组织的杂关!如地方行政演变和民间

组织的
%

在关联等#虽然就本书而言!尚未达到作者希望的综合性+整体性

的高度!但目前来看!作者已经坚定不移地行走在用整体史的眼光开展相关

研究的路途之上#

谢宁
E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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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百货公司进入中国!给城市景观和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击!

最有名的百货公司聚集於上海南京路#在学界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经济史+

近代上海的研究中!百货公司都是重要
%

容#中国大陆早在$(%#年代出版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讲述百货公司从雏形+兴起到鼎盛!以及社会主

义改造各个阶段#"#$#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集上海四大公司

丰硕的档案整理成果#宋钻友+葛涛等学者对百货公司从创立过程+创始人+

管理机制+行销策略得失等全方面研究#在欧美学界!美国学者陈锦江在%#

年代开
)

从商业运营角度的百货企业研究!之後他开始关注永安和先施百货

的创始人的性格魅力+价值取向和创新精神!以探讨企业成功的文化
%

因#

到了(#年代末!他通过对百货公司的建筑+

�

窗及附属功能中剖析百货公司

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影响和培植!及後转向对百货公司所
u

含的消费文化和大

2

文化的研究#连玲玲是台湾学者中研究上海百货公司的专家!她受到美国

学者柯瑞佳2]4E4GG;0;8R=和彭慕兰204554A@ _HI48;5g=的影响和
)

发!擅长

从消费文化+日常生活和女性等角度进行百货公司探讨#她的新作)打造消

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以下简称)打造消费天堂*(以

$("#至$(,#年代上海百货公司
#

研究对象!观察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形塑过

程#从城市功能出发!以城市文化
#

着眼点!以一个全新视角把消费主义与

上海城市文化和现代性联起来!探讨消费主义如何在近代中国传播?重塑

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

消费主义对城市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宣传和解

释来实现的!而是透过以市场
#

基础的各种传媒手段!通过灌输各种感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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