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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书探讨$(世纪地方官员的规划%各省移民的开发!以及土著与移民

的日常互动!直接或间接改变位於今日云南%四川%贵州交界的东川府的地

景与空间运用$本研究的贡献在於运用多学科地景研究框架!分析历史文献

与田野观察中东川人文与地理变化!

(

读者展示高原坝子上城市拔地而起!

城
$R

城外%省
$R

省外的汉人与土著在这片土地上因开矿而涉及的各项活

动所带来的地景改变$本书亦间接呈现地景变化对各群体日常生活的影响$

作者在有限的材料中挖掘有
*

於官方或文人的声音!让我们从更多元的角度

与更多重的声音!认识东川地景共构的过程!以及地景背後所象徵的意义$

全书分成$#章!由古至今%由宏观到微观!一步步带领读者经验东川地

景变化$作者认
(

第五至七章都是探讨宗教建筑!但笔者认
(

第七章与第八

章的重点聚焦在不同的人群!因此笔者以下对於此书各章的介绍与作者的原

有架构略有不同$第一章透过历代陆路与水路的开发!带领读者进出滇川黔

的交界地带#第二章描绘东川一地与周围高原区坝子的地理特殊性!以及矿

业发展带来的新移民与地景转变#接下来两章描述帝国力量深入後建立规模

不大但具象徵意义的府城!以及文人歌盳硈颂的十景#第五章与第六章是分

析地方宗教建筑或祭祀对象之於帝国与地方社会的意义#第七章探讨方志中

孟达
R

孟琰祠与其相应人群之族群类
*

变化#而第八章则讨论各省会馆成
(

巩固汉人移民认同的重要机构$

以下简略展现此书的论据$东川是在清初因丰富铜矿矿藏而被纳入版图

的(新疆)$清廷於$G%%年在东川改土归流的成功!起因於
x

氏家族
$

!於

是土司遗孀主动臣服於清廷以寻求保护!但其下的土目?未臣服!清廷基於铜

矿需求大增的动机!在$O"G至$OH#年间在当地进行大规模屠杀/页&G!&O 0$

坝子是人群互动与交会之处$会泽坝子$(世纪前是土著种稻之处!之後

成
(

东川行政中心以及汉人移民聚居地$坝子虽是土著大姓与首领的领地!

但他们在坝子上播下稻种後便返回山上!待收成时才再下到坝子/页&& 0$

清政府征服土著首领後!招募土人来耕种!以满足因建城与矿业发展而前来

的各类移民/页&( 0$大量盠入的移民!因
>

夺农业用地与山区道路而与土

著关紧张#但土著仍愿意
(

外来者提供食物与运输!因而
-

生各种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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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府拥有丰富的铜矿$开?%提炼和运送铜矿!以及铸造铜币!不断

地改造与创造出东川的新地景$矿区位於山区!汉人在?矿处进行铜或其他

金属的提炼!而土著则作木炭帮忙炼矿#政府主要的铜店位於坝子!由地

方官员负责管理#铸币厂则位於建有围
?

的东川城
$

/页I& 0#最後!清政

府透过塘汛的军事组织来运输铜矿/页I" 0$因此!铜矿把东川府的各种人

群连在一起$

东川府城会泽是一座宽仅三里的城市!是清帝国透过中介者/地方官员0

推动文明化城市景观的一环$改土归流後东川第一次建城是在$O##年!当时

城
?

范围仅有H#丈/%%e%公尺0/页G( 0$第二次建城在$OH#年平乱之後!

建城期间的花费远远超过预算!但对主持其事的地方官员来
&

!这是在大规

模屠杀後有利於地方休养生息的计划$该城是利用地势与参考风水来兴建的!

城南位於翠屏山麓上!而城
$

外的建筑都背山面北/页O&!OI 0$这样的选址

有其意义!府城的龙
V

在城南翠屏山!而山麓上有两座重要建筑"城
$

的城

隍庙与城外的孔庙!均象徵帝国对地方的控制与开化边疆的期望/页($ 0$

在东川府城建立後选定与记
5

的东川十景!具政治%军事%商业与风水

意涵$十景的认定代表着帝国代理人***文人官员透过选景%定景与颂景!

将不受控的边疆?地变成有秩序的帝国一隅$地方文人官员
(

了硈盳边疆景

观!必须运用一些标准化符号与文学典故来命名与作诗!例如东川的(金钟

夕照)呼应北京的(金台西照)/页%I 0$标准化格式有助於将(?)转
(

(同)$十景的选定虽然带有政治的象徵意义!但仔细分析实景分?方位!

十景中有六景都在城西外!在开矿要地与矿业运输路瞃上/页$#G!$#( 0!显

示浓厚的经济意涵$

宗教建筑反映出东川政经情癋与各族群%阶层的多重历史记忆与生活经

验$城北龙山上有泉水%岩洞与钟乳石!被视
(

仙境或风水宝地$山上青龙

寺有真武像!估计是随清军带入的汉人信仰 /页$$( 0$山
G

下曾有座
x

氏

宗祠!是土著祭祖之地 /页$"( 0$土著与移民每年农三月初三都到青龙

寺祭祀!虽各自崇拜不同的神灵!

,

显示土
R

汉信仰共存的事实$城西龙潭

庙是地方官员在泉边求雨成功後兴建的!但重建龙潭寺的记
5

完全不提及土

著信仰$

文昌庙的兴建与仪式活动!反映当地不同政经地位人群的生活经验与人

生理想$$(世纪中叶!地方官员在城西南之金钟山兴建文昌庙建筑群!但地

方考生的表现仍不佳#相隔十多年後!知州在城东北华宜寨另建一文昌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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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
(

新庙的好风水必能增加学子文运!然而地方文风
,

因开矿事业而不盛$

地方传
&

中!挖泥寨/华宜寨0的文昌庙/东
=

0先於金钟山的文昌庙/西

=

0兴建!支持东
=

庙会的城
$

的居民称(彝甲)!而支持西
=

庙会的称(汉

甲)$

$(世纪东川人群具多元与变动性!族群或省级认同会因
(

现实处境而改

变$地方志对金钟山下一处圣地所连结的人物与其後代有相反的解释"$OHI

年版本记载地方十姓是汉人後代!祭祀孟达祠!孟达是跟土著
x

氏家族的摄

赛有婚外情的汉人官员#而$OG$年版本
,

认
(

蜀汉时臣服於诸葛亮的土著首

领孟琰!才是该圣地的主人!十姓原是土人!但被给予汉姓?形成汉人社区$

(真假)汉人或土著的认同或区辨!显示投资开矿失败的汉人必须在当地婚

配土著妇女的现实!其後代
%

调土著身份是逃避缴
2

的策略$而透过重修会

馆的记
5

!看到经商成功或移动能力较
%

的汉人透过会馆来保持原乡的认同

与连结$

作者运用文献与田野材料呈现东川地景的变化过程$东川府城随矿业兴

衰而大起大落!今日破旧的山城很难连结到$(世纪因开矿而带来的繁荣景象

/页II 0$作者利用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拼
y

出鲜活且具人气的东川

城$资料包括正史%地方志%族谱%庙碑%墓碑%帐簿%乡野档案%民间传

&

%口述史%神话%访谈与田野调查资料!等等$该研究更重视地图与地理

资讯的资料与方法$作者
(

深入理解这个大起大落的山城挖掘各种材料!在

材料的使用与方法的运用上深具新意$

本书若能增加关於底层移民与土著日常生活篇幅!必能加深读者对滇东

北地景变化的认识$若如作者所定义的! (地景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过程

4O,3?)$,:+%(+3 +.+'-+),),$*/%*',/:'&$+))9)/页( 0!是人类参与而创造

与改变了地景!那
6

作者若对地方人群有更多的着墨!则读者对$(世纪东川

各阶层与各族属的人群透过日常生活的参与和互动%进而塑造地景的过程会

有更鲜活的印象$不过!研究底层移民或土著的困难在於缺乏文字资料!因

此作者?取以地景
(

主!再侧面对参与地景创造与改造人群加以描述!是合

理的策略$作者另外一篇文章=N+%2++3 T#//),3? c,//+H);A&3%+)%#3- %(+N,R#

O,3?)$,:+D7&$#+%H ,3? Q3"#'&.+3%#3 7&*%(2+)%+'3 A(#3,4$O##!$%##9E

4$%&'()*%+,-.)( <.-0%'3I$;" 3"#$O4;"IO!"("9!讨论两造
>

夺土地的官司!

可以帮助读者对当地土著与移民间的互动有更近一步的了解$

建议作者多加一章或一节描述东川?矿业的衰落与伴随而来的地景衰败

过程!才算对东川地景的变化有相对完整的交代$虽然地景的创造是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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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有一个具体始末的时间点!但本书不谈$%世纪东川的样貌!

,

又描

述田野观察下当地"$世纪的地景!因此从$(世纪末到"$世纪初之间!出现断

裂$笔者认
(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作者书名直道出本书面对$(世纪的东

川!多一章节交代$%世纪的东川!可能显得名实不符#此外!作者以商人会

馆作
(

最後一章!或许要留给读者更多的想像与期待#或许东川的衰落是一

个杂的过程!值得再撰一专书详述#亦或许$%世纪的资料阙如!不足以单

章的篇幅描述$

总而言之!此书运用多学科视角!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各种人群与阶层参

与地景和空间创造与再造之动态过程!值得推荐给对中国西南历史学%人类

学与人文地理有兴趣的研究者$研究者藉由此书可以深切认识在历史文献档

案与社区田野调查之外!地景变化与地理资讯作
(

资料或分析方法!应是区

域史%社会史与社区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环$

高雅宁

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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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民族复兴"中国西南的白

族.0是梁永佳根据其在云南大理喜洲镇的田野调查写作而成的专著$以喜

洲镇的两性社会组织
(

着眼点!作者探讨当地的宗教%族群%历史%传统的

实践与信仰等问题$喜洲镇曾是许?光的田野点!许?光根据在这地区调查

所得的资料完成 -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 ./许?光

著!王秡%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 0一书$受梁漱溟提出的土地

流转市场和利奇4Q0O+,$(9的社会动态论等理论的影响!梁永佳认
(

许?光

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因此!当他以历史和动态的眼光来思考喜洲镇的特徵

时!呈现出与许?光的调查不同的面貌$梁永佳认
(

!宗教和族群

4+%(3#$#%H9不仅是喜洲镇的两个支配性问题!也是国家的两个支配性问题$

考虑到$%I#至$%G#年代和$%%#年代至今这两个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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