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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晚清至民国时期浙江省
9

州地区的龙舟竞渡进行个案

研究$该地区因龙舟竞渡而引发的(村落械)一直是
9

州地方!

特
*

是
9

瑞塘河平原最重要的历史问题$除了官方以及地方菁英对

此(社区仪式传统)之禁弛问题的讨论外!本文将运用近年来在
9

州市瑞安县
9

瑞塘河与
9

瑞平河流域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结合民间

历史文献!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 0龙舟作
(

村民的生命瞃!是

他们日常政治的重要组成$ /" 0

N

龙舟是一个区划地方政治势力

与现代地方自治传统的宗教仪式$ /H 0

9

州的地方神在这个地方

自治的仪式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透过这三个问题的澄清!本文尝

试运用民间的观点重新理解晚清到民国
9

州地方政治格局的转型过

程!从而重新思索中国地方历史的发展历程$

234

"宗教传统%地方自治传统%龙舟竞渡%晚清地方政治%

9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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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中国民俗节庆文化的重要部份!学者已经对端

午节进行细的分析与探讨$

!

!端午节当日运用船竞速也多可见於中国大

陆的南方区域$观赏结合宗教仪式与运动竞技的龙舟竞渡所带来的节庆欢

乐!

"

!一直是浙江省
9

州瑞安市
9

瑞塘河平原民
7

最重要的社区生活经验与

记忆之一$这一个在当地长达千年且带有宗教仪式色彩与运动竞技的民俗传

统!对历代的当地政府而言!

,

不完全是一个受规范的体育赛事!?多次出

现如西方嘉年华会中常见的
O

序状癋$

#

!这种菁英份子与下层社会对嘉年华

会的看法与实践的差?!如美国当代重要史家 @&1+'%J,'3%&3 所点出的"

(穷人和工人阶级玩得开心极了!菁英份子就只能庄严地?行$ )

$

!因此!

H"

|«}

!

"

#

$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可见"

D

石! -端午礼俗史./台北"黎明文化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O% 0#陈熙远! +竞渡中的国家与社会"明清节庆文化中的地域认同%民间动员

与官方调控,!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O%本!第H分/"##(年%月0!

页&$O[&%G#杨玉君! +配?与驱邪"仲夏民俗的比较研究 ,! -汉学研究 .!第"O

卷!第&期/"##%年$"月0!页H"%[HI(#叶舟! +传统社会节日民俗的多重
$

涵"以明

清时期的云溪竞渡
(

例,! -民俗研究.!"#$$年!第$期!页"&"["I&$

9

州本地的研

究!可见林亦修! +龙船"社区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苍南县江南篛杨府爷信仰中的(船

祭)仪式调查,! -民俗研究.!"##O年!第&期!页"#([""G#林亦修! -

9

州族群与

区域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0$

关於庆典与仪式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可见 D0@/A3,0;f9:Z7J;.R0/J06= ;B7A7?870;.>6 >M

E=76;.;L.6 4>@;B )B.60C] )0J74;@=L>MD8>?7JJ.>6J06= QiS@/J.>6 A.;7J.6 D@?B76<9

hB7\.06<9F$%&'()*%+X.0&)*/0&1.#-$%;$4"##I9;IO!(G$近年学者对仪式在中国社会的研

究成果!可见B,.+/,U07%+2,'%DP3?'+27%',%(+'3 +?)0D,-.)( X.0&)*/3-0#6-?/3(:'#0.-6-

)(1 X&70&'#-4J*'(,.DK0A0;A,'&/#3,P$,?+.#$B'+))D"##O9$

关於嘉年华会在西方世界的研究!特
*

是
;

蒙时代後!菁英阶层对嘉年华会等民俗活动

出现疏远的现象!可见A>W78;j086;>69!"#T'#)02)08)--):'#)(1 %0"#'#7.-%1#-.( ;'#(:"

2&*0&')*<.-0%'34K+2W&'8;N,)#$D$%(&9$近年人类学家对嘉年华会的讨论!则可见芭

芭拉1艾伦瑞克4N,'1,',Q('+3'+#$(9著!胡盉谆译! -嘉年华的诞生"庆典%舞会%演

唱会%运动会如何翻转全世界./台北"左岸文化!"#$I 0$所谓(安全阀)的讲法!

广泛地被学者运用於对民间嘉年华会的讨论!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

民间社会./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局!"##" 0#李丰懋! +由常入非常"中

国节日庆典中的狂文化,! -中外文学.!第""卷!第H期/$%%H年(月0!页$$G!$I#$

原文如下"结婚典礼地狱般胡闹的场景已不复存在!除了(第三级的人)/工人阶级0

的婚礼$上流社会的婚礼!只邀请直系亲属参加!不再找来左邻右舍$不会有人酒醉!

不会有人跳上桌胡闹!也不会有人粗鲁地闹场!也不再有瞎闹的音乐和歌舞!免得场面

搞得淫秽不堪$见 A>W78;j086;>69!"#T'#)02)08)--):'#)(1 %0"#'#7.-%1#-.( ;'#(:"

2&*0&')*<.-0%'3D$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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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菁英与政府一再下令禁止民间自主的龙舟竞渡活动$

%

!以本文所探讨

的
9

瑞塘河平原
(

例!自"##(年开始!瑞安市政府持续对民间龙舟活动宣

禁!这几年的市领导阶层也将龙舟活动的持续禁止视
(

重要的政绩$

&

!此

间!除一方面持续禁止民间自主
N

龙舟外!地方政府还致力将原本民间的自

主龙舟活动纳入政府的体系管理$如"#$O年I月"O日!瑞安市政府在位於瑞安

市南滨街道瑞安市龙舟基地/该基地位於
9

瑞平河平原的林篛村!与
9

瑞塘

河平原仅隔一条飞云江0举办瑞安市第五
#

竞技龙舟大赛!从而将民间的龙

舟活动往(体育化)的政策方向发展$

'

!关於这一场地方竞技体育活动!官

方提供的媒体通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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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瑞安地方政权都对龙舟活动?取(禁止)的政策$关於$%&%年後瑞安地区的

龙舟活动政策!可见瑞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

$

部参考资料"瑞安龙舟活动简史./瑞

安"瑞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0#周向红! -

9

州/瑞安0地区划龙舟活动公共安全

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上海"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未刊硕士论文!"##G 0$

"##&年起!在地方民意的要求下有短暂开禁!但"##(年以後又禁$

本人很幸运刚好是"##(年前往
9

瑞塘河进行龙舟的田野研究!因此得以对当地的龙舟活

动进行参与观察$以"#$O年
(

例!元宵节後的"月$O日就发? +瑞安市人民政府关於禁

止民间
N

龙舟活动的通告,$中共瑞安市人民政府! +瑞安市人民政府关於禁止民间
N

龙舟活动的通告 ,!"#$O年"月"$日!B;;SCkkXXX38@.063<>R3?6k08;k"#$Ok"k"$k08;l

$HOGH$Hl$$"(G(&%3B;1/$

这样的发展!亦可见於将龙舟竞渡(体育化)的政策建议$见陈莉! -

9

州地区龙舟竞

渡文化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学院未刊硕士论文!"#$$ 0#

!

天跃! -

9

州

龙舟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民俗志研究 ./南京"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

"#$" 0$

!(

瑞安本地人!他的论文点出(地方感)与龙舟活动持续进行的因果关!

?提出目前瑞安地区的(健身龙)现象/类似
N

船健身俱乐部0!是非常值得参考的瑞

安龙舟民族志研究$对於活动当日的报导不少!林长凯%庄颖昶! +瑞安龙舟基地上演

(群龙
>

霸 ),!"#$O年I月H$日!B;;SCkkf\3f\>/3?>13?6k67XJkGI&%"&3B;1/#瑞安日

报! +瑞安竞技龙舟哪家
%

'今天的龙舟比赛太精彩了 ,!"#$O年I月"(日!B;;SJCkk

XXX3L06<b.@3?6k808W[80Xk"I&%&"#3B;1/$

林长凯%庄颖昶! +瑞安龙舟基地上演(群龙
>

霸),$

)

*

+

,



上文除点出(民间)

N

龙舟存在的问题外!还表明官方之所以持续
%

力禁止

(民间
N

龙舟活动)!与$%(#年代在
9

瑞塘河地区发生的地方治安事件有直

接的因果关$

)

!瑞安市政府对其中一起龙舟械事件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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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两段引文!我们可以理解何以今日瑞安市的龙舟竞技大赛与龙

舟基地会选择飞云江南岸的瑞平塘河平原的林篛!而非北岸的
9

瑞塘河平原

来建设与进行/林篛的水域面积较宽广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0$在
9

瑞塘河

平原村落田野的访谈经验中也多有(瑞安河乡/即
9

瑞塘河平原0的龙舟闹

得很?!与
N

龙舟会打架)的
&

法$

*+-

!但对於突发生的原因!除了地方风

水传
&

或官方所指控的 (迷信 )因素外!本文将
%

调的是"引起突的原

因!除了是因
(

庆典常见的
O

序行
(

外!能让这些
O

序行
(

上升
(

村落间的

对峙!更关键的因素是当地的人地紧张关$民间举办之具有宗教传统色

彩的宗教仪式与龙舟竞渡 /竞技 0的活动!其实同时扮演着事件导火瞃与

村落秩序维护者之自治传统的双重角色$本文将透过考察
9

瑞塘河平原的

土地开发%聚落关与龙舟竞渡仪式!探讨宗教仪式与地方自治间的

关$

回顾该区的龙舟活动发展历史也可发现!龙舟竞渡引起的治安问题一直

是当地官民严重关切的$至少从宋代开始!历代地方政府的龙舟政策游移於

H&

|«}

)

*+,

*+-

根据笔者的田野经验!许多受访人告知虽然政府严禁民间龙舟活动!但仍多有私自偷
N

龙舟的事情发生$

9

州市政府曾於"##H年间讨论龙舟解禁的问题!但政府
$

部意见不

一!遂未达成
@

策!但确有放宽的?象$笔者於"##(年前往瑞安地区进行龙舟田野!在

薛里与前埠两村目击龙舟竞渡的突事件$

瑞安地区清末以来重大龙舟事故的记载!见瑞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

$

部参考资料"瑞

安龙舟活动简史.!页$&[$%$

+

9

州通史区域研究计划"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团队
9

瑞塘河村落考察报告 ,/出版

中0$本村落考察计划计分两阶段进行!分
*(

""#$H年O月与"#$&年$月$

)

*

+

,



开放%容忍以及禁止的光谱上$

*+.

!但民间始终有无视禁令 (偷
N

)的现象!

等於
&

民
7

是把龙舟当成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事务!非
N

不可$

*+/

!这从当局从

积极禁止*+0

!%消极容忍到(堵疏结合 )的政策发展方向也可见一斑$既然历

朝历代都禁龙舟!除了从不同政权展现统治权力的角度去讨论外!此间更关

键的问题是"何以
9

瑞塘河地区的居民会坚持
N

下去'龙舟活动到底是如何

发展成
(

该地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又如何从龙舟活动的运行过程讨论

近代地方自治传统与
9

州地方政治的变迁过程'本文将结合官方档案%民间

文献以及实际的田野调查去展开以下的讨论"首先!将澄清龙舟竞渡区域"

9

瑞塘河平原/河乡0

*+1

!的地理环境变迁及土地开发模式与龙舟仪式间的互

生关$其次!探讨龙舟竞渡与村落仪式联盟形成之间的因果关$

*+2

!第

三!着重讨论
9

瑞塘河平原的重要公共建设海塘!以及因
(

海塘建设所带动

的土地开发和地主爷信仰与龙舟竞渡仪式的互动关!从而去反思宗教仪式

与地方自治传统在当地所发挥的人群组织作用$

*+3

!最後!透过晚清地方文人

î¬�Í��ª®DÙ�|¯��

HI

*+.

*+/

*+0

*+1

*+2

*+3

徐高发主编! -瓯海龙舟./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0# -瓯海龙舟参龙./北

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0$陈瑞赞编著! -龙腾东瓯"

9

州历代龙舟题盳 ./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H 0$朱
P

辉%朱巧燕! +宗族%龙舟竞渡与国家治理 ,!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0.!"#$I年!第O期!页G&[O"$

临近端午节时!

9

瑞塘河地区民
7

往往会出现(偷
N

龙舟)或(私自募资建造龙舟)的

报导$见+

(

什
6

端午
N

龙舟这
6

好的民俗活动!政府一定要打压禁
N

呢' ,!"#$&年

I月$#日!B;;SCkkWWJ3;.06L03?6kS>J;[M877[&H""(#H[$3JB;1/$根据笔者的田野经验!"#$"

年政府申禁民间龙舟後!端午节前後!政府甚至会派遣警察在
N

龙舟的热点驻守!还出

现警察追着私自下水的龙舟跑的状癋$

执此看法者!可见董光春! -锯不断的龙舟"晚清民初
9

州地域社会中的权力关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硕士论文!"#$H 0$

今日瑞安市的
9

瑞塘河平原可分
(

以下三区"城关 /瑞安县城 0%河乡 /分
(

上下河

乡0与港乡/靠近飞云江出口处的?积平原 0$瑞安市地名志委员会编! -瑞安地名

志./瑞安"瑞安市印刷厂印行!$%(( 0$

关於村落仪式联盟概念的历史人类学讨论!可见郑振满! +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与

乡族组织,!载氏著! -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 ./北京"生活1

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0!页I$[GI#,7667;B j7069hB76106 hB76<97=J39X.0&)*

,**.)(:#%+0"#9&0.)( 7*).(@J%*̀A?<.-0%'.:)*5(0'%1&:0.%( 0%0"#X#0&'( %+0"#T%1-4O+#?+3;

N'#//D"#$#9$

类似的思路!可见瑞典学者2>806 ].\178关於清明寒食习俗的研究$2>806 ].\109:)>/=

Z>>=9Z.8706= ]6?7J;80/D8>=@?;.>6C*.=[JS8.6<)7/7W80;.>6 .6 )76;80/)B.609F$%&'()*%+0"#

X%3)*,-.)0.:/%:.#03"#;H 4"#$#9;H$%!H&&0

)

*

+

,



张蓀/$(G#!$%&" 0的日记中*+4

!关於龙舟活动的资料!讨论"#世纪以来的历史

变迁对地方权力体系所造成的影响$

H

#

u�����7W��?"�-��

9

瑞塘河平原是
9

州沿海?积平原的一部份!主要位於今日
9

州瑞安市

境
$

$根据
!

松弟的考证!约Id###年前瓯江%飞云江与鳌江
-

生的的河口!

都类似於今日的杭州湾的形势!当时海水直达今天的青田县城%平阳县城与

平阳水头镇一带$

9

州沿海平原的?积成陆过程与历代南北向海塘的修筑有直接的因果关

!至於东西向的
.

堤则
(

各村自己修筑的排水沟渠$今日的
9

瑞塘河即
(

宋代修筑的南北向海堤!之後渐次成
(

兼具灌溉与通航作用的
$

陆人工运

河$以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可见"宋以来当地都有海堤的建设!到了明嘉靖时

期!海岸瞃已经比宋代外推二至三公里$清雍正之後!海塘建设与滩累积

的速度进一步加速$光绪年间新建的海堤已经离明代的海岸瞃有五公里之

远$

*+5

!这样的筑堤造陆工程!在$%""年与$%I(年两次政府推动的筑堤工作後!

形成今日的
9

瑞塘何沿海平原的基本样貌$

*6,

!

笔者曾经带领学生对
9

瑞塘河平原有龙舟活动的村落与市镇进行田野调

HG

|«}

*+4

*+5

*6,

9

州市图书馆馆藏之$%世纪中叶至"#世纪中叶的地方文人日记
(

该馆之一大特色!文献

题解介绍见陈瑞赞! +

9

州市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
Q5

,! -文献季刊.!"##(年!第

&期!页$I#[$I%$该馆已经完成日记的整理出版工作!该套共有G#

B

!见
9

州市图书

馆! -

9

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北京"中华书局!"#$O 0$本文主要依据资

料张蓀日记!虽曾在"##H年出版!但仅出版全文的$Gm!且出现许多整理错误$日记全

文经过张蓀/$(G#[$%&" 0的孙子张钧孙先生/$%"(["#$G 0与戴若兰女士/$%"O[0的共

同努力!全文近三百万字已包括在本出版计划中$王思思%林如意整理! +张钧孙夫妇

访问记
5

,/未刊稿0!?访时间""#$&年$月$%日$

根据瑞安市政府官方提供的数据!从清康熙九年 /$GO# 0到民国二年 /$%$H 0的"&H年

间!沿海的滩地共增加%e"H万亩$$%&%至$%(%年的&#年间!境
$

海岸瞃往东延伸五公

里$$%%#年代!又多围垦了"e$$万亩$瑞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瑞安市志./北

京"中华书局!"##H 0!卷首!页"#卷$&! +海围垦,!页O&G[OI#$

!

松弟! +

9

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 ,! -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第""卷!第"期/"##O年&月0!页I[$H#

!

松弟! +浙江
9

州地区沿海平原的成陆

过程,! -地理科学.!第(卷!第"期/$%((年I月0!页$OH[$(##

9

州市政协文史资料

委员会编! -

9

瑞塘河文化史料专辑 ./

9

州"

$

部资料!"##I 0!页$"[$H$根据笔

者历年的田野经验!目前
9

州市仍在海岸瞃地区持续大规模推动(围堤造陆)的工程$

)

*

+

,



查!?据此出(

9

瑞塘河平原渠道图 )/见附图$ 0$从地图上看!左上

方呈倒O型的明显瞃条
(9

瑞塘河!学者考证此即
(

宋代的海堤$至於右下

方南北向直瞃则
(

明清时代修筑的海堤$筑堤除了抵抗海水外!主要的功能

是隔
+

海水?围垦土地$至少从宋代起就出现 (有势力者!围塘外地
(

田!而穴塘引河以溉)的现象$进入清代後!

9

瑞塘河平原的土地就一直持

续往东快速地增涨$这些海塘外的土地利用与当地生计关
(

"村民首先将

这些滩地开拓成盐田*6-

!!之後随着海岸瞃的继续东移!透过各村落所建设

的排水沟渠与排盐作物的种植逐渐去盐化$该区的营生模式以农业与鱼盐业

(

主!?因土地含盐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利用方式$自明清两代以来!该

区一般以水稻与蕃薯以及柑桔%杨梅的种植
(

大宗!至於海塘外的新围滩

地!除了盐业!则多有甘蔗%草%灯心草等有利於去盐化的作物$排水状

癋更好%盐份含量更低的的砂性水田在形成水田前!有蕃薯与棉花轮作的状

癋$

*6.

!明末以来新涨出来的土地!显然是以各村
(

单位由西向东往海延伸$

套砯村落位置与渠道图及比对文献後发现"大多数与龙舟竞渡仪式活动有关

的村落!都至少到明末清初才形成$

*6/

!

9

瑞塘河平原主要的聚落带是位於宋代与明代的海堤瞃之间!

9

瑞塘河

(

本区生活与灌溉提供用水!可
&

是当地的母亲河$

(

了排水与灌溉之需!

9

瑞塘河平原有沟渠纵
.

的沿海平原运河水网!除防涝外!也形成利於船

行走的地理格局$据笔者瑞安当地的朋友告知!至少在$%%#年代初!小船仍

是当地人仰赖的重要交通方式$因此!本区龙舟竞渡进行的方式!往往是先

从各村
N

出来!之後到一个河面稍宽的定点去进行抓对式的竞渡$

入清後的官方文献中有更多该区土地利用与?有状癋的记载"乾隆元年

/$OHG 0!因瑞安县城以东的滩已经往东移十馀里!於是清泉乡/今瑞安

市莘塍镇0%崇泰乡/今瑞安市塘下镇0乡民!报请县署皗科!?愿意均摊

旧荡输
2

!以取得新开发土地的合法使用权利$从这看似地方菁英向官方皗

î¬�Í��ª®DÙ�|¯��

HO

*6-

*6.

*6/

北宋熙宁年间就有在
9

瑞塘河地区设置盐官的记
5

!当时?
(

浙江的十大盐场之一$入

清之後!该地设置双穗场!设主管
(

场大使!场大使官虽不大!但
,

对
9

瑞塘河平原的

居民日常生活影响深远$瑞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瑞安市志 .!卷$$! +盐

业,!页G#G$

魏小康%蒋戌生! +

9

瑞塘河农耕史话,!载
9

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9

瑞塘

河文化史料专辑.!页$&[H$$

关於明代本区移民状癋的详细讨论!可见罗诚! +明代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及其背景"

以浙江瑞安
(

中心,! -历史地理.!"#$O年!第"期!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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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
2

的过程中*60

!!我们可以看到该区两大村落联盟集团的地方菁英向官方

呈文!允许他们修筑东山/今瑞安市东山街道0至梅头/今瑞安市梅头镇0

总长""eI公里的新海塘计划$

*61

!在利之所趋的状癋下!到嘉庆年间!乾隆年

间新建的
.

塘又向外新涨了十馀里$

*62

!在同时代
9

州府
9

瑞塘河平原与台湾

府的台江
$

海!我们都可看到地方菁英是如何运用与官方的政策互动去进行

投资行
(

!从而扩大他们在当地的经济利基*63

!$清代最後一次大规模的海塘

兴建计划是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年间/$%#H!$%#I 0由汀田人/今瑞安市汀田

街道0张蓀等人所联合推动的$透过张蓀的日记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後文将

更细地呈现
9

瑞塘河平原的海塘建设所牵动的人地竞
>

关#再结合对当

地龙舟仪式运作的分析!我们得以一窥$%世纪中叶以来当地村落联盟间的动

态竞合关!是如何和宗教仪式与运动竞技活动结合!?形成该地的地方自

治传统$

P

#

�(u���-�

&

��

'

7vwxy"������7VW

虽然龙舟竞渡的渊源
&

法各地不同!但显然都不是
(

了纪念古人屈原或

伍子胥所进行的全国标准化仪式$陈熙远对明清时代竞渡节庆文化的讨论!

引用赵翼的考证指出"江浙地区的竞渡?不限於端午!春日也有竞渡的习

惯$至於浙北的会稽地区还会一年竞渡四次$从更宽广的范围出发的话!中

国南方其他省份的竞渡!也不限於端午当天进行$某些地区!竞渡甚至是全

H(

|«}

*60

*61

*62

*63

这样的状癋类似於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的状癋!见谭棣华! -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

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H 0#徐爽! -明清珠江三角洲基围水利管理机制研

究"以西樵桑园围
(

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I 0$关於田赋制度的讨

论!可见王业键著!高风等译! -清代田赋皌论 /$OI#[$%$$年 0./北京"人民出版

社!"##( 0$

此间牵涉到一个重要的明清帝国(河工制度)政策转变的讨论!海塘%运河与长城?称

(

中国帝国时期的三大公共工程$根据王大学对明清江南海塘建设过程的讨论!雍正年

间的海塘工程均由国库支出$但乾隆元年/$OHG 0後规定" (此後土塘出现问题由地方

修筑!如工程浩大可暂由国库借款!但竣工後需由各县按亩摊徵归还$ )王大学! -明

清(江南海塘)的建设与环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0!页$#G[$#O$

瑞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瑞安市志.!卷$&! +水利%农村能源,!页O&O$

关於$%世纪地方菁英对海埔垦地权力
>

夺与官员政策应对的讨论!可见曾品莝! +十九

世纪台江海埔地垦地开发与台湾郡城的官商利益结构 ,! -台大历史学报 .!第II期

/"#$I年G月0!页$"I[$O$#李文良! +清代台湾(港
1

)及其水域权利"以台江
$

海

新湾二港
(

例,! -台大历史学报.!第I&期/"#$&年$"月0!页"$$["&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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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性的活动$

*64

!对於竞渡的动机!过往的解释
%

调将龙舟竞渡视作驱邪送瘟所
-

生的民间宗教民俗文化$

*65

!但若发生
>

议事端!官方与士大夫则往往将之视
(

地

方恶俗$自宋以来!历代都有官员或士大夫试图禁止民间
N

龙舟!但显然
)

有成

功$从民间的角度!让龙舟继续可以
N

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村落生活中对民

间节庆的?艺
R

宗教文化传统的
S

乐需求$因
(

每个地点周遭的社会经济环境与

需求不同!瑞安地区可见的龙舟仪式有不同的竞技形式!但基本上可分
(

竞速型

/舢板
R

体育竞技0与表演型/画舫用以炫富0两种$两种竞渡端午时在清末以

来的瑞安地区都可以见到$

*7,

!下文主要分析
N

龙舟的仪式活动的(实践)在当地

所
-

生的(非预期效应)"竞渡确是结合地方节令与宗教功能/去瘟0!?满足

了地方
S

乐需求!但龙舟竞渡其实是当地百姓用来解
@

地方资源分配/政治0的

地方自治传统$

宋人叶适/$$I#!$""H0针对
9

瑞塘河的龙舟活动!曾有诗
T

"(一村一船遍

一乡!处处旗
G>

飞扬$祈年赛愿从其俗!禁断无益反
(

酷$)

*7-

!从诗中可见!

瑞安地区以村
(

单位的的龙舟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世纪中以前$约成书於明万

年间的-歧海琐谈.也对河乡地区的龙舟活动有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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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7,

*7-

*7.

陈熙远!+竞渡中的国家与社会"明清节庆文化中的地域认同%民间动员与官方调控,!

页&HO$

关於
9

州地区的竞渡%送瘟鬼%送疫鬼习俗的记载!可见陈瑞赞编注! -东瓯逸事汇
5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G 0!页HH%H%[&#$

例如张蓀於$(%I年端午节前往瑞安城看到的龙舟!与他在河乡看的乡民竞渡明显不同"(龙

舟身约长数丈!中有亭!节?高矗!

$

扮秋千架一字!诸小童各扮故人杂剧!演打秋千!舟

两旁各插五色绸旗!舟前头一小童头戴金冠!22观者无不喝彩$两岸皆有香案!迎接龙

神$)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杜隐园日记./出版中!原件藏於
9

州市图书馆地

方古籍部0!+光绪廿一年/$(%I 0闰五月初五,$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藏於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咸丰十年3$(G# 4刻本0!+後端午

行,!页HII$

姜准!生卒年不详!但确定卒於明万年间!年OI岁$姜准撰!蔡克骄点校!-歧海琐谈.

/-

9

州文献丛书.!第$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0!页$"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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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可见!

9

州的龙舟活动结合了村落的里社与宗祠的体系!因此在今日的田

野间也可见龙舟多停放於村庙或祠堂$虽龙舟活动是村落中的重要年度活动!但

活动的费用?非直接出自村庙与宗祠的资
-

!而是必须?取劝募的方式去推动$

河乡地区的龙舟主要是木!容易腐烂!最多也只能使用十多年!有些村落甚至

两三年就必须重新建造龙舟$龙舟的建造资金!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第一!每

年农四月初一龙舟首事/又称龙舟头家0在庙前敲龙舟鼓以进行募捐/又称开

殿门0#第二!对社区成员进行摊派/宗族募捐0#第三!向龙舟头家的姻亲收

取(龙船银)#最後!来自村庙(香官神)专属的香火收入$

*7/

!四项来源中!最

常引起
>

议的!是在村中或族
$

进行摊派与(龙船银)/又称媛主银与花红

银0$因
(

龙舟是村落仪式生活的重要部份!也可以展现宗族的地方实力!宗族

$

的摊派所引起的
>

议不如龙舟头家向外村姻亲发帖要求的(龙船银)$活跃於

晚清民初的瑞安人戴炳聪对此一习俗对家贫姻亲所造成的困扰!有
&

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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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

(龙船银)是本村的龙舟头家向外村女婿索取的捐款!因此在一定程度

上!也可理解
(

是女婿对岳父所缴交的(感谢金)!代价则是双方表现出对

(面子
R

人情问题)的重视程度$

*71

!在戴的故事中!若是龙舟头家
(

了面子

而出现滥发龙舟红帖!?要求高额(不乐之捐)的状癋!辄会引起村落生活

的扰动!甚者成
(

被他人检讨攻击的地方陋规$但根据资料推敲!我们也得

知来自姻亲的龙船银收入!其实?龙舟运作支出相当大的部份$也就是
&

!

龙舟的运作跟当地婚姻关的建立有直接的关$对此!瑞安的地方文史工

作者陈正
U

有
&

法如下"

&#

|«}

*7/

*70

*71

徐高发主编!-瓯海龙舟.!页"(["%# +

9

州通史区域研究计划"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团

队
9

瑞塘河村落考察报告,$关於香官神!又有称殇官!是送瘟的对象$

戴炳聪! +戴氏旧闻
5

,!载陈瑞赞编注! -东瓯逸事汇
5

.!页H&$戴炳聪!字叔

雅!瑞安鲍田人!清光绪十七年/$(%$ 0举人!民初曾任浙江省桐乡县承审员$

人类学家杨美惠U*0LM0.8+06<V以礼仪经济的概念切入
9

州的民间龙舟活动!亦相当有

;

发性$杨美惠! +

9

州模式中的礼仪经济,! -宗教.!"##%年!第I期!页"$[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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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

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观察!龙船银的收取过程!也代表了透过婚姻连结

所建立的跨村落血缘情感关/亦即所谓的人情0!毕竟婚姻乃是一个村民

生活中发展广?而可靠的关网络的重要方式之一!等於
&

"女儿嫁到哪!

龙舟就
N

到哪$

*73

!据笔者"##(年瑞安的田野经验!当龙舟到排定到访的村落

时!岸上除了准备香案%燃放爆烛迎接外!接待的村落还会购买红?带!让

龙舟上的人员披在身上$龙舟到访的村落越多!船上人员披的红?就越多!

也就越有面子$扣除可能的村落间霸凌问题!龙舟活动也等於是跨村落的年度

走亲戚的(女儿节)节庆互访活动!?可以拓展村民的日常社交生活世界$

*74

!

不同村落间龙舟的互访代表地方村落联盟的关建立!毕竟乡间的政治重点

是威望和(面子)/脸面0的交流!而不是政治意见的形成与讨论$

9

瑞塘河龙舟竞渡活动的动机和村落
$

与跨村落的人际互动网络有直接

的关!那
6

这样的活动呈现怎样的民间逻辑'这一个问题必须回到龙舟竞

渡的实践层面来展开讨论$龙舟头家完成龙舟的建造後!必须选定时间办理

(上水)仪式$该仪式通常会选定在天未亮的寅时举行/取龙舟上水会赢的

谐音0!据称该仪式
+

对禁止女性参与!全程还必须保持
P

默$

7

人将龙舟

î¬�Í��ª®DÙ�|¯��

&$

*72

*73

*74

陈正
U

! +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载氏著! -钝笔杂钞./瑞安"作者自印!"##& 0!

页&II[&IG$

类似的讨论!可见_8@?7Y3Y0?>WJ/家博0! +中国政治联盟特殊关的初步模式"台

湾乡镇中的人情和关,!载
D

光国编! -中国人的权力?戏 ./台北"巨流图书公

司!$%%" 0!页(I[$&##杨联皗! -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 0$

事实上!端午节又可称
(

(女儿节)!是每一年出嫁的女儿回家归宁的日子$明末沈榜

在关於河北宛平县任职笔记有
T

" (五月女儿节!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

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研$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
(

女儿节$ )见沈

榜! -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出版社!$%G$ 0!卷$O! +上字1民风一1土俗,!页

$G($至於瑞安地区的状癋!根据田野对龙舟行船的所唱的龙舟歌" (岸上媛主舟中

郎!郎才女貌看相当$那个後生看中意!愿做月老到你家$媛主像朵石榴花!借看龙舟

瞧情郎$ )可见陈正
U

! +端午节与龙舟竞渡,!页&IG[&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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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水後!必须摸黑行进!不得用桨而必须用饭碗!将龙舟
N

往所属片区的龙

船娘处/通常
(

宗祠或庙宇0致敬!方才完成上水的仪式!而後可正式开始

龙舟活动$经过上水仪式的龙舟等於与龙船娘建立了亲属关!?在龙船娘

的监督下进行所属区域的巡?与竞渡的活动$也就是
&

!各村的龙舟要从龙

船娘处取得许可方可加入仪式联盟的运作$据田野考察!龙船娘?不是一尊

神!而是由各片区所建造的一艘较大的龙舟/一般龙舟承载HG位!龙船娘则

(

&#至&"位0$根据"#$"年进行的田野调查!

9

瑞塘河地区共有三个龙船娘

系统片区!由北而南分
*(

"仙岩下林系统%塘下塘西系统以及莘塍下村系

统$ /见附图" 0

莘塍下村片区的龙船娘位於莘塍下村的东堂庙!塘下片区的位於塘西村

的舒氏宗祠!靠近
9

州市区的仙岩下林片区的龙船娘则位於下林村太阴
=

$

此外!龙船娘也?不是在一个片区只有一艘!例如塘西与下林两地都有超过

两艘以上的龙船娘$

*75

!基本上呈现出村落政治的多元权力格局$龙船娘往往

被当地人称
(

河主!在龙舟活动的河道上享有一定的权威$当地人认
(

朝拜

同一个龙船娘的龙舟都称
(

(兄弟龙)!来自各村不同的龙舟用不同的
3

色

进行识
*

$

*8,

!当龙舟竞渡发生突时!龙船娘会扮演调解者的角色 /调解方

法之一!就是用船身隔开突双方的龙舟0$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龙舟之

间从属关!除兄弟母子外!还有甥舅$三个片区
$

的龙船娘也?非永远固

定的!还可能因
(

地方的需求而变动$

*8-

!同时!结合文献考察也可发现!片

区之间的界瞃基本上是浮动的!会随着地方土地开发的状癋与村落联盟运作

的考量而有调整$此处所讨论的片区的意义!在於个
*

龙船娘权威被村民所

承认的地理区域!文献与田野中未见龙船娘有跨区维持秩序的现象$

N

龙舟的

&"

|«}

*75

*8,

*8-

+

9

州通史区域研究计划"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团队
9

瑞塘河村落考察报告,!"#$&年

$月第二阶段报告书$

关於龙船娘的由来!在田野的考察中!受访人多半会以家庭阶序的概念来回答$等於

&

!河乡当地人是用(家庭)这一个概念去形塑龙舟的活动与背後的村落联盟政治结

构$如此的讨论!可见 NL66 K@6;关於法国大革命时期 (家庭政治 )的讨论$见 NL66

K@6;9!"#;)6.*3X%6)(:#%+0"#;'#(:" X#J%*&0.%( 4N+'8+/+H;G3#"+')#%H &FA,/#F&'3#,

B'+))D$%%"9$不过!在中国很多地方!乃至於
9

州地区多有 (龙母 )的故事在流传$

因
(

龙神主掌降雨!因此龙与龙母的崇拜则多与(求雨)仪式有关$关於
9

州地区的龙

母传
&

的记载!可见陈瑞赞编注! -东瓯逸事汇
5

.!页I(&!I(G$

!

天跃! -

9

州龙舟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民俗志研究 .!页"H["&$基本上!

!

文与本人

的田野发现一致!不同的点在於!他将飞云江南岸/亦即
9

瑞平河0地区的龙舟也纳入

研究的范围!?
(

第四个片区"飞云镇片区$

!

文还认
(

!龙船娘选定和 (德性 )与

(仗义)的道德价值有关!而非纯粹由村落的实力
@

定$

)

*

+

,



活动显示!在
9

瑞塘河平原的三个龙船娘的片区!可被视
(

三个村落仪式联

盟$

下文将透过还原该区龙舟竞渡发生突的过程!

&

明村落仪式联盟是如

何在当地发挥人群组织作用$龙船娘通常附?在所属区域的庙宇或宗祠中!

船体也比其他龙舟稍微大一点!但它?不参与竞渡!而是扮演协调片区
$

龙

舟纠纷仲裁者的角色$那
(

何瑞安河乡的龙舟竞渡会需要有龙船娘呢'

(

何

龙舟的竞赛会引起地方人群的突呢'地方人群间的突又是如何透过龙舟

仪式的村落联盟及其网络关去进行解
@

的'龙舟之所以会引起村落之间的

人群
>

乃至於宿怨!与竞渡活动的地理环境以及多数人不谙水性等限制有

直接的因果关$

9

瑞塘河平原当地的竞渡与现代的体育赛事不同!?不是

事先聚集在宽广的河道上!听候统一发号後齐一进行速度竞技!而是各自从

村庙中
N

往某河道相对较宽广的地方!再(抓对)进行竞赛#重要的是!抓

对竞赛?非随机!而是受其地方
V

络与民间逻辑的影响$

*8.

!

河乡地区的龙舟活动大抵从农四月初一开始!但农五月以後才到达

高峰$五月初一至初三!各村完成上水的龙舟会
N

到河面最宽广的塘河$此

一阶段的龙舟活动是缓慢游弋於所属片区的河道而
+

少会有竞赛!被村民称

(

(太平龙)$这一阶段是四月初一起村落间龙舟互访与龙船银发挥跨村落

面子作用的重要时刻$到五月初四下午!在各河道
N

行的龙舟往往会数目大

增$初五当日!各村的龙舟会倾巢而出$

*8/

!因此!河乡地区的龙舟活动分成

两阶段进行!首先是村落间互访的巡?(太平龙)!第二则
(

五月初五当天

的抓对竞渡$对照史料可以发现!河乡地区所发生的重大龙舟竞渡伤亡事件

都集中於五月初五当日$龙舟竞渡?不会直接引起突?造成伤亡!已有许

多目击性的记载指出!造成龙舟竞渡伤亡的主因!往往是因竞
>

的白热化!

船上的人员与尾随龙舟出外的围观者!发生船上与岸上集体失序的肢体

突$在某些竞渡的地点!若龙舟因船体间的竞
>

碰撞而翻覆!导致人员落水

?造成伤亡!还可能会升级
(

村落间械$田野间不同村落的报导人也常告

知!若是械事件
)

有妥善地处理!还会因此形成村际间的宿怨$例如今日

在当地村民心中关仍属(不好)的莘塍与董田两村!过去就曾有因龙舟竞

渡引起的不愉快过往$关於两村龙舟突的具体过程!可见於张蓀光绪廿二

î¬�Í��ª®DÙ�|¯��

&H

*8.

*8/

河乡地区可以进行竞渡的河道主要在
9

瑞塘河%上河头%茶山河%穗丰河%塘下河%莘

塍河%瑞拱河$徐高发主编! -瓯海龙舟.!页(#[($$

龙舟总数甚至会接近两千艘!见陈正
U

! +端午节与龙舟竞渡,!页&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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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µ-].9]

&**

¡�U�LMf�y�gh

#

�

gh

$

iª®

(

%újØ

#

�klA�jØ�9

$

Ù���D�m

Ù���nõ

%

jØ��ikl��op

%

qrµ#

%

Ä+N{+

s8t¼

(

u�vwx`

%

Â½��yTz£

%

ü{

+

ü{

+

*80

!

案发主角之一的董田村!邻近张蓀的汀田村!就龙船娘的片区而言!两

村都属於莘塍下村片区$张蓀日记中所听闻的龙舟突殒命事件!在董田村

的陈氏家族
$

部所流传的故事版本
(

"当天董田村有龙舟数
N

至主河道塘

河後!与来自莘塍的龙舟竞渡$原本两村龙舟旗鼓相当!但董田村後来逐渐

胜出$莘塍龙舟恼羞成怒!加上岸上观
7

鼓砓相助!董田的龙舟因而被撞沉!

舟上人员皆落水$当时董田人陈步廷/$(G%!$(%G 0也在该村的白龙舟上!因
(

陈擅於游泳!因此出手搭救同船落水的董田村民$又因出事地点位於直洛村

/今莘塍街道直洛社区0!是陈的叶姓岳家附近!岸上的亲戚见情癋紧急!

遂
W

掷门板到河道上想协助陈步廷救人$不料
W

出的门板
,

正中陈步廷的头

部!反造成陈昏迷於水中溺死$最後!该起龙舟突造成高达$(人溺死!在

当地又称
(

十八案$

*81

!此案发生後!董田与莘塍两村的关就一直不好$可

见!就算同属一个龙船娘管辖的村落联盟!端午
N

龙舟时也经常出现各村的

次级团体去互相竞
>

的现象$竞渡的抓对原则与竞
>

!是与当地的土地开发

有直接的因果关/详见下节讨论0$若龙舟竞渡涉及大规模人命损伤!事

情的善後会变得极端杂$因此!也许官方想避免处理类似的地方治安事

&&

|«}

*80

*81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光绪廿二年/$(%G 0五月初五,$

除了十八案外!董田村流传清末另有(十三案)!董田将两起事故的责任!都归咎该区

的大村莘塍$根据"#$H年的田野调查!陈氏乃是董田的七个大姓之一/但七个大姓包括

三个不同的陈氏0$至於陈步廷的资料可见於-颖川板桥陈氏宗祠.$陈步廷
(

陈氏第

十六世孙!生於同治己巳年/$(G% 0三月廿一寅时!卒於光绪丙申年/$(%G 0五月初五

申时!存年二十有七$其妻
(

直洛的叶氏之女!陈意外过世後!叶氏未再嫁!到O(岁

卒$龙舟上水时!必须前往莘塍的东堂殿朝拜龙船娘$当地盛传晚清时代!有一艘上水

的董田龙舟在前往莘塍的河道上!因
(

天色昏暗!加上龙舟行进无声!因此被同样要去

拜龙船娘的莘塍龙舟撞翻沉
)

!结果溺死$H人$见陈正
U

! +端午节与龙舟竞渡,!页

&I%$"#$H年的田野调查指出这一起因
(

上水引起的碰撞事故是来自董田傅姓的龙舟!

可见龙舟事故对当地村民生活的重要影响$

)

*

+

,



件!董田十八案发半年後!

9

处道宗源翰/$(H&!$(%O 0

*82

!以基於(

$

匪)考

虑的理由!命令瑞安县令下乡锯断龙舟$对此!张蓀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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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

当时年轻%以卫道者自居的张蓀在日记中乐观地认
(

(/龙舟0此风今

岁遂
(

之永
+

)!但之後的发展?不如张片面期待的$当董田十八案造成的

伤亡仍记忆犹新%官方还动员下乡申禁之际!光绪廿五年/$(%% 0端午又发

生一起规模更大的村际龙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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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

如张蓀所指出的!当天河乡地区至少发生了三起龙舟突事件!分
*

是位於

汀田村附近的後李与前徐%直洛与九里以及仙岩下林片区的沈
X

/今属瑞安

市仙岩镇沈
X

村0与岩下/今属瑞安市仙岩镇0在穗丰村/今属
9

州市瓯海

区穗丰村0境
$

所发生造成$H人溺死的龙舟竞渡碰撞事件$也就是
&

!虽
&

有官方申禁!但整个
9

瑞塘河平原的居民仍坚持一定要进行龙舟竞渡!甚至

还引起了命案$龙舟竞渡若造成殒命事件!会出现两种处理状癋"一种是全

村动员去造成造龙舟翻覆的村子寻仇!动辄可能会抢劫对方的房
-

!甚者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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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源翰!字湘文!江苏上元人$光绪初年进入官场!曾任衢州%湖州%嘉兴等府$光绪

二十年/$(%& 0!

(

因应日军可能来犯!调任
9

处道!沿海戒严!处以沈
P

!清
$

匪!

补诛
0

渠十馀人$又三年卒於官$ -清史稿 ./台北"洪氏出版社!$%($ 0!卷&I"!

列传"H%!页$"IO($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光绪廿二年/$(%G 0五月初五,$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杜隐园日记.!+光绪廿五年/$(%% 0五月初五日,$

)

*

+

,



M

村落建筑报复$

*85

!另一种是由受难者的家属委皏地方士绅协助向官府报案

寻求法律协助!但因
(

当时进行司法程序往往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私下和解往往是重要的选项之一$

*9,

!

沈澳案发生後!虽
&

也出现沈峦村民要动员前往复仇的传言$但事发隔

日!以塾师
(

业但也常担任代笔的张蓀就受邀前往该村协助善後! (予劝其

此事早歇
(

妙!免得检验之苦!且龙舟酿命!无可抵偿!不歇则徒耗讼费)!

?开始与村民讨论赔偿事宜*9-

!!

@

定 (岩下愿出红洋四百元!穗丰出洋三百

元共七百元!无折无扣!

Y

付沈澳作恤怜之费)$到事发第三天!两村承诺

赔偿沈澳的七百元皆已到位$但因
(

有受难者家属另请当地讼师邵翼臣准备

要求更多赔偿金!反而让原先协调的七百赔偿金停止发放$

*9.

!之後!沈澳村

民透过邵准备向瑞安县提出正式诉讼$五月初十!瑞安县令至穗丰村验癛!

但(闻癛属听讼师耸掇!胁制官府!华令之花翎及轿架均被挠折!亦可谓愍

不畏法矣)!可见当时沈澳村民在事件後的激愤$直到同年八月十一日!张

的日记方才显示(和已成局)!?付出两村之前承诺的赔偿金$

*9/

!虽
&

沈澳

受难者家属收到高额补偿*90

!!但
,

因
(

面对来自县城胥吏多次下乡办事需索

&G

|«}

*85

*9,

*9-

*9.

*9/

*90

关於龙舟竞渡纠纷若是引起伤亡!往往会出现受难家属及村民集结前往受控村落复仇!

进而引起村落械!例子可见$%&%年的梧埏事件与$%H&年的藤桥江案$梧埏联络组!

+梧埏大堡底龙舟惨祸,!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瓯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会! -瓯海文史资料./瓯海"内部资料!$%(( 0!第"辑!页$"G[$"O#杨周松?集整

理! +藤桥江龙舟惨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瓯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会! -瓯海文史资料./瓯海"内部资料!$%(% 0!第H辑!页$H"[$HH$

关於清代地方的刑事侦查制度的讨论!可见陶希圣! -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

序./台北"食货出版社有限公司!$%O" 0#那思陆! -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台

北"文史哲出版社!$%(" 0#

!

吉远!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0$

寺田浩明通过对清代命案的处理实态的研究!指出寻求金钱的赔偿乃是命案处理的重要

原则$寺田浩明! +清代州县档案中的命案处理实态"从(巴县档案)/同治0的命案

部份谈起,!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G卷!第"期/"##%年$"月0!页"&O["G%$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光绪廿五年/$(%% 0五月初六%初

八,$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光绪廿五年/$(%% 0五月初十,$

光绪年间
9

州的米价!普通每升
(

"&文$义和团事件後!每升涨至&#文$俞光编! -

9

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I 0!卷$G! +金融与物

价,!页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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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平添许多无端纷扰与负担$事件处理完後!深受在此次

事件善後诉讼高额费用之苦的村民在该村立下石刻龙舟禁令
T

" (永不许索

花红银以致
N

龙舟酿祸!倘敢故违禁令者!乃蹈前辙!当即提案惩办!

+

不稍宽$ )

*92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一块村民自己立的龙舟禁碑
,

早已佚失$

此间所透露的讯息是!这块龙舟禁碑应该是被支持龙舟活动的村民所敲碎$

对一个
9

瑞塘河平原的小村如沈澳!龙舟竞渡伤亡造成的人命与之後的高额

诉讼费用!显然是远超过他们对年度节庆仪式活动所愿意承受的损失范围$

因此!部份沈澳村民做出不再参与龙舟竞渡的
@

定?且立碑示禁$不过!因

(

龙舟竞渡带来的嘉年华节庆气氛及体育竞技带来的快感!再加上龙舟仪式

牵涉到当地地方权力结构的分配!也会有村民反对禁令!?要求重新参与龙

舟活动$

龙舟竞渡之所以会打架!主要是龙舟竞渡时!因船体碰撞
-

生的落水意

外$之所以会发生落水意外!往往是因竞
>

过度激烈与场地缺乏适当防护设

施这两大原因$如前文讨论的$(%%年沈澳事件!最後虽达成共识和解!但若

是双方已进行械!或是和解过程根本
)

有开始或走完/如$(%G年的董田事

件0!则会形成村际间的宿怨关$对比资料後呈现出来的龙舟竞渡与村落

之间的竞合关!基本上与笔者在河乡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所整理出来的关

图/见附图H 0相符$透过关图!可见龙舟竞渡会影响到竞渡时 (抓对

Z

杀)的选择$河乡地区龙舟的竞渡突!则与船碰撞翻覆导致人员落水

伤亡%进而引起的村落械与宿怨有显著的因果关$

除在资料上可发现的龙舟
>

议影响的村际关外!接下来的讨论主要是

附图H中其他村落的关$若
&

资料上
)

有呈现!但何以会出现所谓 (不太

好)% (不好)乃至於(冤家)与(世仇)的状癋'透过对这样(关)的

理解!我们可以发现怎样的民间政治生活逻辑以及地方自治传统'

U

#

vw

#

:�"�-

"

2���"�{7-.��

造成重大伤亡事件的龙舟竞渡会击到村际关!除田野间的口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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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清代诉讼费用的研究!见邓建鹏! +清代诉讼费用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板0.!"##O年!第H期!页$$O[$"I$

沈澳村的龙舟禁碑体已佚!禁碑一
&

来自
9

州日报记者的实地调研成果$见钱继华!

+开禁後如何(

N

龙舟)' ,! -

9

州日报.!"##I年I月"$日$

)

*

+

,



外!从史料上可见的村际宿怨!都与当地不同村落间的海塘兴筑与土地开发

有直接的关!这一点也可以在田野间的访谈得到证实$

L

句话
&

!

9

瑞塘

河平原的龙舟竞渡的竞
>

不只是当地的节庆
S

乐活动!还牵涉到当地居民如

何用宗教仪式解
@

土地开发所衍生的资源分配问题的地方自治传统$下文将

着重透过解读当地地方历史文献!如张蓀-杜隐园日记.!以及田野间所收

集到的民间文献!进一步揭示龙舟仪式与地方政治中的土地控制的关$除

龙舟仪式外!河乡地区的地方神明体系也在此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每一

尊神的背後都是一群人!除龙舟仪式外!也必须检视在河乡地区地方神与该

地土地开发与控制间的互动关$

海塘的建设应该是"#世纪以前河乡地区所推动的最重要的公共工程!此

类公共工程自乾隆元年/$OHG 0以後!多由地方菁英出面向地方政府请求!

发给许可!修筑海塘!而非由官方完全主导$

*93

!河乡的沿海地区有盐场!因

此土地控制的状癋还要受到盐场方面的节制!但只要(均摊旧荡输
2

)!即

可取得使用权$

*94

!海塘外与海岸瞃潮间带的土地!往往是由当地的 (有力人

士)组织村民开垦与承租$乾隆以後!该区海地快速增长$如张蓀的业师

赵钧/$O(G!$(GG 0在日记中惊叹滩成
(

耕地的速度之快" (伏渚添涨!岁

岁有增!自西向东!得地凡二十里!皆已成田$现在三十里外!潮落时不见

有水之地又十里许$ )

*95

!到光绪廿七年 /$%#$ 0!河乡当地的环境已是"

(沿海成村!均赖荡园养活!园自西而东!浮接涨!上下共十馀丘$ )这

些(浮接涨)的荡园!

+

大多数位於海岸瞃上!也等於是直接暴露於海潮

的威胁$

*:,

!如此的荡园不用
&

风!只要连续几天大雨*:-

!!就足以将荡园的

&(

|«}

*93

*94

*95

*:,

*:-

清末此类的水利建设多半是由地方菁英发动进行!此间也可看出清末地方自治的实癋$

俞光编! -

9

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卷&! +水利1清光绪盻瑞安广?北湖,!页%([

$#$$

在河乡当地设有双穗场於海安所/今属瑞安市海东村0!但所生
-

的官盐
,

一直无法与

私盐抗衡$同光年间後!官盐体系已逐渐废弛$但由於盐场仍控制盐场土地/包括荡地

与草0!地方向盐场缴纳所谓的(荡课)即可使用荡地与草$俞光编! -

9

州古代

经济史料汇编.!页HO%[H(#%H($[H(H$

周梦江整理! +赵钧-过来语.辑
5

,! -近代史资料.!$%O%年!第&期!页$H%[$&#$

张震轩著!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等编!-张震轩选集之一"杜隐园诗文辑存./香港"

香港出版社!"##I 0! +条陈县官府筑海塘,/光绪廿七年3$%#$ 4七月0!页&GG$

不过!结合关於浙江地区天然
[

害的记
5

!河乡?未有风来袭!仅有浙北地区有风

暴$只是六月底开始的大雨!即对当地的荡田造成威胁$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地方菁

英运用地方
[

损的
&

法向官方要求建立海塘$陈桥绎编! -浙江
[

?简志./杭州"浙

江人民出版社!$%%$ 0!卷$! +水
[

志,!页$OI$

)

*

+

,



经济作物/如棉花等0

M

坏殆尽!故对当地百姓而言!筑塘与作物种植可
&

是一样重要$各村筑塘的过程中!往往会有邻村(

>

界)的问题!如张蓀提

到汀田与後李两村的对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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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李村与汀田村交壤!两村之间关紧张!显然与滩土地的
>

夺有直

接的关$後李人会持棒列队准备与张蓀所属的汀田村人对峙!是因
(

後李

村的地方菁英已多次向张蓀示警汀田人有在滩地上筑塘时(侵?数尺)的

现象$面对愤怒的後李村民!汀田人也不甘示弱!到张蓀住家搬取地方团练

刀械$事後!张蓀才意识到" (余与小典下林德振诸人倡议筑塘!名
(

善

举!实诒祸胎!此事不堪设想矣& )

(

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张蓀等人
@

定与後李村的族长李顺吉%李世选与陈庆法三人到海塘现场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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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起筑塘
>

议!最後算是和平落幕$之所以动用篇幅呈现!主要是想透过

此一事件的检视!进一步明白村落之间的日常竞
>

关$诚然!除突对峙

的关外!透过协商所推动的跨村合作!也多可见於田野与文献中$河乡地

î¬�Í��ª®DÙ�|¯��

&%

*:.

*:/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光绪廿七年/$%#$ 0七月廿五,$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光绪廿七年/$%#$ 0七月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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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土地是由西向东的海边拓展!虽
&

彼此都是唇亡齿寒的关!但村落间

的修筑排水沟的界瞃显然还是由(实力)原则/毕竟协商本身也是实力的展

现0

@

定$由於各村实力不同!会有大村(侵?数尺)!以及村落组成集团

武力对峙的状癋!莘塍下村片区的前埠与上望两村即是很好的例子$根据田

野访问!两村
(

(死敌)$$%(#年代两村还曾发生过震动全国的龙舟竞渡

突事件$官方有
&

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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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村的龙舟会在端午当天(抓对)竞渡!主要是与两村在修筑海塘所发

生的
>

界突有关$受访人更直言"平常就看对方不顺眼!因此(

N

龙舟只

是我们打架的藉口)

*:1

!$这也可见於根据田野调查结果所绘的该片区之龙

舟形势图$村落间经过实力原则所筑出来的
.

堤也?非是笔直的直瞃!而多

呈现有宽有窄的(喇叭河)现象$有报导人指出!他们用每年竞渡的胜负来

@

定
.

塘的修筑宽度大小$

L

句话
&

!对村民而言!龙舟竞渡除宗教的仪式

作用与达成
S

乐的效果外!更重要的
"

品应该是赢家可以多取得一点海塘围

垦出来的土地!从而增加竞渡?戏的刺激与
S

乐快感$

*:2

!

更有意思的是!如田野访谈整理绘成的图所示 /见附图& 0!村民还会

出现同一片区中的不同村落(兄弟龙 )结合的 (远交近攻 )谋略$

*:3

!除跨村

I#

|«}

*:0

*:1

*:2

*:3

瑞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

$

部参考资料"瑞安龙舟活动简史.!页$&[$%$

+

9

州通史区域研究计划"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团队
9

瑞塘河村落考察报告,!前埠村

访谈$

根据笔者在河乡地区的田野!受访村民多半可以清楚指出他们与邻村的关$例如在前

埠村!村民甚至可以带笔者前往参观该村与(死敌)上望村之间(喇叭河)的状癋$喇

叭河如喇叭形状!前埠村民明白指出!以往有约定!若是该村龙舟胜过对手村!则该年

可以向对方多进几尺$来年若是对方胜利!则让对方向该村前进几尺$

对此!

!

天跃指出地方部往往对村民此举有(哭笑不得)的反应$

!

天跃! -

9

州龙

舟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民俗志研究.!页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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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竞
>

关外!也多可见於同村但不同姓的竞
>

关中$据田野间收集到

的-上望蔡氏简略村志.记载!民国初年!与前埠敌对的上望村的林%蔡两

大姓就因海地
>

夺而爆发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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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上望村林%蔡两姓发生突的时间!与农四月初一开始的龙舟竞渡季

节重合!这也不禁令人怀疑上述的伤亡事件是否跟端午龙舟竞渡突有关$

上望村蔡%林两姓还自外地聘请武师来训练当地的农民!足可见两姓日常竞

>

的白热化$

*:5

!河乡地区村落生活中的人群竞
>

关都可透过同一仪式框架

/龙舟竞渡!或
&

(赛事)的形式0去(清理)其日常生活眧所积累的恩怨

关$龙舟竞渡因此成
(

处理跨村落日常竞
>

关的地方自治传统!?成
(

问题解
@

的重要方式之一$

*;,

!

除共同的龙舟竞度的仪式传统外!河乡地方村落联盟与海塘以及土地开

发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地方自治传统是当地的地方神明系统!特
*

是被村民

称
(

(地主爷)的地方神明体系$此区会被村民称
(

地主爷的村庙神明有"

杨府爷%陈太尉 /又称陈司徒%陈府爷 0%三港圣王%徐府侯王%东堂司

命%陈十四娘娘$以当地最常见的三港圣王与陈司徒来
&

! +民国瑞安县志

稿1宗教志,有记载如下"

î¬�Í��ª®DÙ�|¯��

I$

*:4

*:5

*;,

蔡富?藏! -上望蔡氏简略村志./上望"作者自印0$除这本村志外!另可见-济阳

郡蔡氏宗谱./藏於瑞安市上望街道蔡富?宅!"#$#年庚寅重修0$

在河乡地区因
(

海塘土地引起的竞
>

关外!靠近瑞安城关的龙舟背後的人群/多
($

河的码头工人0平常也会因生意而有竞
>

关$这些码头工人多有练武防身!也因此城

关地区的龙舟竞
>

比河乡地区更激烈$何光新! +瑞安武术史勾沉 ,! -玉海文化研

究.!"##(年!第$期!页&&[&O$

类似的看法!可见人类学家)/.MM>8= 2778;f对簔里岛矱文化的研究!见 )/.MM>8= 2778;f9

!"#5(0#'7'#0)0.%( %+2&*0&'#-4K+2W&'8;N,)#$N&&8)D$%OH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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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陈司徒被清廷加封的纪
5

$清廷
B

封地方神的原则
(

" (
[

捍患有

功德於民者!则锡封号!建专祠!所在有司秩祀如典$ )

*;.

!因此!历朝多有

加封河神%山神甚至协助平定(叛乱 )之地方神的纪
5

*;/

!!

,)

有陈司徒被

B

封的记
5

$据村民
&

!陈司徒是汉朝的人!也有文献记载陈是隋朝人!但

都
&

陈是到瑞安修海塘(有功德於民 )的外籍官员$

*;0

!对照该地土地发展历

程的资料可知!不管是隋代或是汉代!河乡地区都还在海平面下!遑论有海

塘建设的可能$对当地百姓而言!历史人物时序的错置?不是他们最关切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治年间沿着
9

瑞塘河的$#个村子所建立的主祀陈司徒的

庄济庙$至於
(

何会选择祭祀陈司徒!笔者认
(

和入清以来当地海塘的修筑

与维护工作有关$

有清一朝修的江南海堤主要在浙江省的北边!而非南边的
9

州地区$

*;1

!

雍正以後的海塘基本上是由民间募资修筑$王大学与邹爱莲%陈芳的研究都

明确指出!雍正八年/$OH# 0建立的海神庙与江南海塘建设有因果关$除

I"

|«}

*;-

*;.

*;/

*;0

*;1

瑞安县修志委员会! -民国瑞安县志稿.!卷$#! +宗教,$

赵尔巽等纂! -清史稿.!卷(&! +礼三,!页"I&G$

对清廷
B

封协助平定叛乱之地方神的研究!见 A><784B.B[)B.7B N>9:N>?0/D>/.;.?J06=

;B7)06>6.f0;.>6 >M02>=CN>8= +06<U+06<Z@\@6V.6 N0;7̀ >6<-76fB>@ U$(&#[$(GOV9F

4)0#567#'.)*2".() HH;$ 4"#$"9;(%!$"$$

相传陈司徒
(

武进人/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0!名杲仁!陈文帝时中进士$隋朝大业

年间!被封
(

司徒$唐初!陈司徒被政敌毒死$南唐 /%HO[%OI 0时被封
(

烈帝$到明

朝洪武年间!地方传
&

明太祖定每年五月十五!用一
I

祭祀$卢新华主编! -武进掌

故./上
B

0/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0!页H&O[H&($有意思的是!在河乡地

区的董田村!也有用活
I

祭祀陈司徒的状癋$

赵尔巽等纂! -清史稿.!卷$"(! +河渠三 ,!页H($I" (海塘惟江%浙有之$於海

滨卫以塘!所以捍潮!奠民居而便耕稼也$22在浙江者!自仁和之乌龙庙至江南

金山界!长三万七千二百於丈$22浙则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其突激盠!

势犹猛险$22清代易土塘
(

石塘!更民修
(

官修$ )

)

*

+

,



动员人力物力修筑海塘外!雍正皇帝及他的官僚系统相信使海塘得以保全?

发挥作用仍需要神明的庇佑!因此会有海宁海神庙的建立$此座敕封海神庙

所祀之神!涵盖历史上
!

越地区所有的治水治塘神灵!甚至包括闽
'

地区的

天后!但正殿的海潮之神!

,

是经闽浙总督李卫奏请雍正加封的 (浙海之

神)$

*;2

!也就是
&

!官方造出一个守海塘的神给当地生活在海塘附近的百

姓膜拜$除皇帝建立的海神庙外!今日上海地区也多有百姓自发建立祭祀修

筑当地海塘的南汇知县钦连/$O"H年进士!$O"G%$OHH年任南汇知县 0的钦

公庙!

*;3

!足见清代神明与海塘建设之间的关$

透过在田野现场对文献的思索!笔者认
(

!同治年间河乡一起建立/或

重修0庄济庙陈司徒信仰和当地海塘工程的建立与维护有关$在张蓀之前!

河乡地区共有三次大规模的筑塘!时间点分
*

落在乾隆初年/$OHG 0%乾隆

廿七年/$OG" 0以及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 0$

*;4

!河乡地区庄

济庙系统建立的时间
(

同治年间!自然与道光年间由瑞安富商慈善家洪守一

/$OG%!$(G# 0捐钜资修建跨越河乡地区海塘的时间最
(

接近$

*;5

!关於工程的

规模!瑞安县令孙源/道光廿四年进士!廿六年任瑞安县令0於道光廿六年

/$(&G 0六月所刻的+重修瑞安官塘碑记,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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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学! +雍正朝盐官海神庙建设中的环境与政治,! -历史地理.!第"%辑/"#$&年

O月0!页OH[($#邹爱莲%陈芳! +雍正皇帝与浙江海宁海神庙 ,! -浙江档案 .!

"#$I年!第$$期!页&G[I$$

关於钦连其人!可见薛振东主编! -南汇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0!页

G(#[G($$民间关於他修海塘的传
&

!见周进祥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南汇卷 .

/北京"知识
-

权出版社!"#$$ 0!页$H[$&$至於当地百姓立钦公庙的记载!则可见

倪绳中+南汇县竹枝词,以及祝
\

霖+川沙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 -上海历代竹枝

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0!页H$$%&OH$

陈邦
U

主编! -瑞安市水利志./北京"中华书局!"### 0!页$$$

关於洪守一其人!见余振棠主编! -瑞安历史人物传略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G 0! +洪守一,!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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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碑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有晚清瑞安科甲家族孙锵鸣/$($O!$%#$ 0与
D

体正

/$($#!$(&% 0的共同落款!

&

明这是瑞安城
$

的官%商%绅三个势力结合!

?成功动员河乡地区民
7

参与河塘建筑$

*<-

!洪的祖上是来自安徽的布商!经

商发?後定居於瑞安城关的後河街一带$洪此举对河乡村民社会生活所造成

的影响!如孙源在碑文中所言"(河旁居民
(

余
J

指津梁所历!且曰"其桥是

洪君助以成也!某堤是洪君惠以通也$ )

*<.

!但若是如此!何以河乡地区的村

民选择立庙祭拜的是古人陈司徒而不是近人洪守一!抑或是地方官员孙源或

科甲仕绅家族的孙锵鸣%

D

体芳等人呢'笔者推断!这与$(G#年的金钱会事

件有直接关$在那一场牵动整个
9

州府的集体事件中!孙锵鸣家族与
D

体

芳家族和官方合作去对抗河乡地区的地方菁英!如蔡华/$("$!$(G" 0%张庆

葵/即
(

张蓀生父!$("#!$(%$ 0$

L

句话
&

!双方的关可能在金钱会事件

爆发前就已经濒临
@

裂!从而形成晚清
9

州地方政治之(去中心化)的发展

格局$

*</

!回到河乡生态环境去看!筑塘虽被官方盛硈
(

善举!?得到来自地

方科甲菁英家族的襄助!但对河乡村民而言!

,

明显是瑞安城关的地方菁英

结合官方力量向河乡土地开发利益推进的行
(

$

*<0

!因牵涉到河乡地区的土地

开发与滋生的利益!筑塘引起各方势力的角力$虽
&

土地开发明显能获取利

益!但之後海塘的维护运作成本
,

也相当可观$因此依照地方神明信仰组织

I&

|«}

*<,

*<-

*<.

*</

*<0

!

明哲编! -

9

州历代碑刻二集/下0./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G 0! +重修

瑞安官塘碑记,!页OG([OG%$碑体原置於
9

瑞塘河东南河岸水东头铺底!距帆游
=

约

两百公尺!现藏於瑞安文物馆$孙源於道光二十五年 /$(&I 0任瑞安知县!二十七年

/$(&O 0离任$瑞安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瑞安市志./北京"中华书局!"##H 0!

页$#"I$县令高度肯定洪氏一族的善行!?赠他(六品衔义士)$

关於孙%

D

两人的背景!见孙锵鸣撰!胡珠生编注! -孙锵鸣集/下0./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H 0! +附
5

下1孙锵鸣年谱 ,!页O$%$

D

体正
(

瑞安另一科

甲闻人
D

体芳/$(H"[$(%% 0之兄!见余振棠主编! -瑞安历史人物传略 ./杭州"浙

江古籍出版社!"##G 0! +

D

体芳%

D

体正%

D

体立,!页$HH[$HI$

!

明哲编! -

9

州历代碑刻二集/下0.! +重修瑞安官塘碑记,!页OG%$

关於
9

州金钱会事件对
9

州地方政治击的讨论!见刘铮云!+金钱会与白布会"清代地方

政治运作的一个剖面,! -新史学.!第G卷!第H期/$%%I年%月0!页GH[%&$罗士盓!

+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
9

州金钱会事件 /$(I#[$(G" 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OI期/"#$"年H月0!页$I%["#$$

近似的讨论可见刘志伟! +地域空间中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

成,! -清史研究.!$%%%年!第"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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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成
(

地方社会组织与结合河乡地区的村民(守塘)的重要方法$

自$(世纪中期以来!至少浙江地区的官员与士绅!已经清楚体认到神灵

体系和地方公共建设工程的建立与维护之间的关$这其实也是所谓的(神

道设教)"帝国运用神灵的力量去规范百姓生活之政策的落实$透过在河乡

地区龙舟与地方神明体系互动的例子!我们可以更细地看到村民如何运用

地方宗教传统去解
@

他们所面对的人地紧张的地方政治问题$我们能从中理

解地方的逻辑是如何思考与运用寺庙与土地之间的动态平衡关$在
9

瑞塘

河平原与
9

瑞平河的田野间多可见(地主庙)的神位$在莘塍片区龙船娘所

在的东堂殿!该庙的主神
(

(东堂司命 )!但当地村民又称其
(

(通天地

主)$根据田野访谈!自清末以来即
(

本区大村的莘塍受访人指出"通天地

主乃是该地所独有$但田野与文献都指出!河乡的其他地区也有不少村落有

祭祀地主神之村庙存在$

*<1

!笔者认
(

这样的
&

法基本上反映了莘塍与该区其

他村落在经年竞
>

的格局下!除拥有号
(

河主?本区威望最高的龙船娘外!

同时也必须拥有比其他村落位阶更高的通天地主$$%&%年以前!莘塍地区的

土地开发/海围田0是透过东堂殿出面组织村民进行!全村$G岁以上的男

丁都必须参加$滩成田後!先要拨出一部份的土地给东堂殿作
(

庆典以及

日常活动的基金!剩馀土地则由东堂殿按照参与劳动人口的贡献度来平均分

配$但由於修堤过程中!莘塍时常与邻近的村落/例如直洛村0发生突!

甚至引发械$虽曾有地方官员出面协调双方造堤围田的范围!?於东堂庙

外立有石碑!但若追问石碑目前何在!受访人则推
&(

了保护该村的利益!

村民已
@

议将该碑埋入地下$

*<2

!

类似的故事!河乡祭祀陈司徒的村落也有发生"通过村庙的地方神处理

围塘工作的劳务派出及获益的分配的方式!建立村民%地主%宗祠
R

村庙的

人神地方政治协作机制的地方自治传统$人神合作机制的优点是可透过神明

去结合帝国的正统话语体系!?可借此简化地方政治的竞
>

关!从而达成

组织与统合村落不同人群的作用$村落生活中透过合作机制无法解
@

的问

î¬�Í��ª®DÙ�|¯��

II

*<1

*<2

除了田野的发现外! -民国瑞安县志稿.眧亦记载当地相当多的地主庙$瑞安县修志委

员会! -民国瑞安县志稿.!卷$#! +宗教,$

从田野的发现比对文献!除在$%#%年董田村曾有一通该村木姓的渔业碑外!?未见其他

与划界相关的碑文的记载留存$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宣

统元年/$%#% 0闰二月初五,# +

9

州通史区域研究计划"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团队
9

瑞塘河村落考察报告,! +莘塍镇访谈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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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则由年度庆典/赛事0这一重要的带有
S

乐色彩的机制解
@

$

*<3

!这其实

是仪式与地方自治传统协作机制的具体运作$

L

句话
&

!村民继续实践龙舟

竞渡的理由!一方面是(地方习惯已久!改革殊难!且
T

此举不行!则该地

必遭瘟疫!故如听之
T

)#

*<4

!另一方面!则因
(

这是用以解
@

地方人地
>

议

以及维跨村落关网络的重要年度赛事!兼具仪式性与
S

乐性!因此一直

有持续办下去的动力$很大的程度上!这也就是村落政治生活的反映$对於

寺庙在地方政治领域发挥之功能!学者认
(

地方村庙可以与国家制度进行结

合!从而形成(国家
$

化於社会)的地方自治传统$

*<5

!从近代河乡地方政治

发展过程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地方上的不同人群!是如何透过村庙系统跟

仪式系统组织起来!去处理他们自身日常生活政治眧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村落之间因
(

龙舟引起的
>

端!?不全然是跨村落的现象!同一村落不

同人群也会因对龙舟有不同意见而
-

生
>

端$这样的
>

端在进入"#世纪变得

更加尖
]

$瑞安河乡地方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可见於张蓀$%#%年写给瑞安县

令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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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封给地方官的私信中!张蓀明确指出龙舟%鸦片眕以及赌博对地方

社会秩序的危害!其中又以眕与赌
(

最大$但与其
&

对地方秩序的危害最

大!还不如
&

是眕与赌两项生意对乡绅与其背後的宗族传统势力的挑战最

大$面临日益严重的眕赌问题!$%#%年八月!在
9

州中学任教的张蓀受张氏

IG

|«}

*<3

*<4

*<5

*=,

这样的赛事传统!不光可见於瑞安河乡地区!还可见於同期的日治台湾屏东佳冬以及彰

化的鹿港地区!相关研究可见杨佳霖! +从
^

疾避疫到狂欢暴动的(蒙昧恶俗)"论台

湾端午节的石战习俗,! -台湾文献 .!第G"卷!第"期 /"#$$年G月 0!页"&I["O&$

关於日治时期台湾端午石战习俗的记载!见铃木清一郎著!冯作民译! -台湾旧惯习俗

信仰./台北"

7

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页IH%[I&I$

+投石旧例,! -台湾日日新报.!$(%%年G月"&日!版&$

关於(国家
$

化於社会)以及地方自治的讨论!详见
D

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郑振

满教授访谈,!载张国刚主编!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北京"商务印书馆!"##O 0!

第I辑!页&G([&%$$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宣统元年/$%#% 0十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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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之邀!回乡协助办理禁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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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张蓀针锋相对的两人
(

同族的张洵生 /$(GI!$%$& 0与张载崧 /$(OO!

$%$& 0$他们之间的矛盾属於不同世代人群间的
>

议$

*=.

!张蓀召集张氏各房

开会讨论该村的禁赌事宜!但张洵生与张载崧兄弟二人
%

力反对$因有宗族

的支持!张蓀前往县城取得禁赌的街牌?悬?於宗祠$但同年九月初三!张

洵生与张载崧趁着酒意持刀砸碎禁赌牌!随後还到张蓀的家眧寻衅!等於公

然挑战宗族的权威$张蓀因此(怒不可遏!正拟连夜喊呈)$张蓀之所以会

如此愤怒!除张洵生兄弟的鲁莽行
(

外!另一层原因
(

张洵生不光是张蓀的

癙儿!同时也是其之前的私塾学生!更重要的是!张洵生$%#O年被革去功名

前/也因此在宗谱中仅记
(

业儒!而无功名的记载0!一直是张蓀与其他族

亲主持宗族以及地方文庙祭典的重要帮手$也就是
&

!张洵生等於是张氏下

一世代的备位领导者$

*=/

!但推敲相关的记载可知!洵生被革去功名与涉赌

有直接的关$被革去功名後!他是否就在地方政治的领域完全失去影响

力'遭遇下一世代张洵生的挑战!虽曾有和解之
&

!但张蓀选择到县城去

告官!?因此多次传
_

张洵生到县城$将近三个月後!大堂上的讯问如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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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宣统元年/$%#% 0八月十四,$

张洵生谱名载坤!字友夔%虞龙#张载崧!字嵩生!

(

其弟!与张纲
(

同族不同房的关

$相关资料!见-清河郡张氏宗谱 ./藏於瑞安市汀田街道张世宗祠!共和辛未年

3$%%$ 4年重修0!卷I$

例如光绪二十二年/$(%G 0的日记!称" (予到秋门叔 /张载生!$(&%[' 0家祭先祖

母!22同洵生弟入庙拈香?备三牲福礼$ )光绪二十六年 /$%## 0十月二十四日"

(恭诣文阁拈香$22即请秋门叔主祭!洵生弟%毓癙襄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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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讯张蓀的父执辈!但均称(捣牌闻之!而未目睹其人)$各房房长皆

称" (年迈不知$ )到最後!县令?信张蓀的状词!收押张洵生$但才过了

大约一个月! (闻洵生已
O

押私归!其家反鞭爆迎之!亦可谓无理取闹!羞

恶全忘矣)$之後!张蓀的叔辈(将和事酒五席
`

至予家!?带洵生登门服

礼!予以此事已允罢!亦不深究 )$

*=1

!虽
&

张蓀对张洵生违法事端指证历

历!?多次写信给县令控诉张洵生等人的罪行!但张洵生也一直有来自地方

的支持保护/包括协助躲藏%提供保释金以及和解0$可见到"#世纪初期!

面临来自新一代地方菁英的挑战!河乡地区的乡绅已经不能运用传统与官府

的合作关在地方上展现权威$当时已无法以科举功名取得权力的张洵生等

人!因时代的变迁而转变!必须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去挑战过往的乡绅权

威来取得地方的影响力$这样的竞
>

关自然也同时体现在对重要节庆龙舟

问题的讨论上$

M

牌事件後!$%$&年春节!汀田村的张阿通与张时立之子前往山上陈村

的
P

居寺砍竹搭建庙会舞台!因竹子的归属而与山上陈村民发生殴$被打

伤的山上陈村民前往张蓀处投诉!?希望张蓀能协助报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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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蓀的反应明显与几年前有非常大的变化$张当时在
9

州地区的中学任

教!所以只有学校休假才会回汀田老家!虽
&

张跟当时很多的新式知识份子

一样出现(离农)的状癋!但老一辈的山上陈村民仍习惯找他进行协调$相

较之下!子癙辈的张洵生当时则已经是汀田信仰中心地主庙/该村的地主庙

(

姜元帅庙0的司事!等於
&

已掌控地方政治的权力核心!因此所谓年轻一

辈的汀田村民都被张蓀称
(

(洵生之党)$$%$&年端午节!时值农的闰五

I(

|«}

*=0

*=1

*=2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宣统元年/$%#% 0十一月十七,$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宣统元年/$%#% 0十二月廿七,$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民国三年/$%$& 0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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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故有两次的龙舟竞渡机会$

(

避免龙舟滋生事端!瑞安县政府两度派员

下乡查禁锯断龙舟!结果引起汀田村的龙舟头家张銮祥与张池海爆发突$

张蓀在日记中明确点出张銮祥有所谓(廿四盓恶党)!也引人联想这一群人

是村中的(洵生之党)$

*=3

!叔侄两人的恩怨最後是到这一年端午节後才告一

段落!那一年闰端午官方虽然也有查禁的举措!但还是发生了龙舟突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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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蓀始终认
(

龙舟是村中无赖的活动!他虽然严厉地谴责龙舟竞渡引起

的治安事件!但从日记中也可知!每一年的端午节一到!他仍是
a

家带眷地

专程租用船去容易发生突的热点去观看村民间的龙舟竞渡$看完$%$&年

的两次竞渡後!过了将近一个月!张蓀才意外得知张洵生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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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因科举废除!原本可以儒业
(

生的张洵生变得必须另谋生计!他所从

事的活动已经是必须与当地农民进行更多的结合!包括参与村中的龙舟竞渡

活动!方可继续依峙地方自治传统的运作去取得村落生活中实际的影响

力$

*>?@

!他虽然
)

有取得科甲身份!但他除是汀田信仰中心地主庙的司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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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 -杜隐园日记.! +民国三年/$%$& 0四月廿一,$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杜隐园日记.!+民国三年/$%$& 0农闰五月初八,$

张蓀撰!张钧孙%戴若兰整理!-杜隐园日记.!+民国三年/$%$& 0农六月初二,$

类似的状癋!但不同的诠释可见 K768.7;;0K088.J>69!"#8)( ,>)=#(#1 +'%6L'#)6-?P(#

8)(Z-4.+#.( ) Y%'0" 2".() a.**)H#@AFNBEACMb 47%,3F&'?;7%,3F&'? G3#"+')#%H B'+'))D

"##I9#行龙! +怀才不遇"

$

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 -清史研究.!"##I年!

第"期!页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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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实际参与了村落生活中最重要的龙舟赛事!甚至因此结束他的一生$检视

张洵生的一生!除可以看到时代条件变迁对河乡地区的影响外!我们也可以

看到!宗教仪式/包括竞渡与地主庙0不仅作
(

村落仪式联盟与地方自治传

统的组成!而且提供了原属不同阶层之人群新的整合途径与机会$

�

#

[�

笔者"##G年夏天第一次到
9

州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初到
9

州即多有听闻

瑞安当地的报导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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