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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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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者将喜洲镇的历史变迁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相联!期待通过白族自

$%%#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探讨当代中国宗教和民族意识复兴的原因和

过程$

白族有着极
(

杂的宗教实践活动!具有多项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

的

手工艺和其他传统!这些传统与在历史上建立在大理的两个王朝密切相关$

这两个王朝的历史!对白族人如今的生活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使白族具有

不同於其他边境少数民族的特徵$如果
&

王朝的历史奠定当代白族的形貌和

特徵!那建国後的一系列政策则是
(

了让白族消除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成
(

特定地方社会的成员!成
(

国家政治的组成部份$

(

将共
-

主义理想传入大

理?成
(

当地人信仰和奋的目标!政府需要改变当地人的思想状态$

(

此!白族身份群体的认同是作
(

扭转这一群体的 (他性 )/,/%+'#%H!指超越

此时和此地的存在!梁永佳因受萨林斯影响而使用这一词0的重要方式!

它与宗教措施共同促成当地人对共
-

主义理想的追求$不论是谈及喜洲镇与

大理两个王朝历史的关!还是$%%#年代以来的宗教和民族复兴!梁永佳都

%

调他性的重要性$喜洲人与他性的关!即喜洲人如何处理与邻居%亲

戚%陌生人%国家%主体民族%历史%祖先和神灵等的关!是理解他们的

关键$

首先!作者对大理於$%I#至$%G#年代发生的信仰变化和民族识
*

运动进

行
&

明$前者主要指当时政府对制度性宗教的态度和?取的措施!包括政府

对一贯道的打击%对天主教和新教的容忍与遏制%要求佛教神职人员还俗

等$在作者看来!政府的举措本质是
(

让大理人在意识上对他性有一个更
(

准确和明晰的认识$大理社会本不从族群的角度区分民家和汉人!且大部份

居民认
(

自己是汉人$但是!$%I#年代开始的民族识
*

令大理居民的身份发

生巨大变化!族群意识在当地迅速兴起$正是国家权力通过民族识
*

将族群

意识和族群身份传入当地!使大理的居民恢复白族身份$当大理的居民从民

族的角度建构共同命运时!需要格外
%

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I#至

$%G#年代对大理来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权力通过各

种政治举措进入当地!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份$大理社会也因大多数居

民被识
*(

白族而成
(

国家的一个政治单位!与国家分享共同的命运和时间

感$

其次!从$%(#年开始!大理社会因国
$

外局势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变化$

以(南诏是泰王朝)这一
>

议
(

出发点!作者对$%(#年代突然爆发的白族身

份认同现象进行
&

明$在$%(#年代!国
$

很多学者针对(南诏是泰王朝)观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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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批驳$在这种情癋下!国家和学者所
%

调的核心!是中国所有的民族

过去和未来都只属於中国民族大家庭$如此!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就显

得尤
(

重要!它
(

学者回溯历史以发现南诏的建国者与云南现存的少数民族

之间的关%南诏建国者与中央王朝的关提供重要证据$同时!国家於

$%(#年代承认本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民族的特殊性会存续很长

一段时间$作
(

多民族中国的宝贵精神遗
-

!各民族的文化应该得到发展和

繁荣$正因响应(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号召!大理的白族才会出现对自身

身份的
%

调$从这一时期开始!民族身份的立足点不再是共
-

主义理想!而

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的永久性身份$

自$%%#年代以来!国家在草根宗教和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参与度逐渐提高!

民族和宗教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大理的宗教复兴运动中!作者主

要关注两个方面的
$

容"一是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制

度性宗教在大理的复兴!二是大理的两个草根组织***洞经会和莲池会的再

造$从大理的相关政府部门对宗教的管理来看!政府对宗教问题的管理包含

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
$

容$随着$%(#年代以来的旅?业发展!官方日益意识

到宗教与商品化之间的关$在大理!受商品化影响较大的是佛教$不少佛

教寺庙被开发成旅?景点!成
(

开发商和政府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在

当地
)

有
=

庙和组织的道教%受民宗局等政府部门管制的基督教%天主教则

较少参与当地的旅?业发展$其中!基督教虽然在$%(#年代以来有所复兴!

但仍然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和限制!其组织不可参与任何公共事务$在

宗教复兴运动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是统合形态各?的宗教信仰!?利用它

们发展旅?业$国家给予宗教信仰一定的自由!?作
(

一种更高的他性赋予

宗教一个道德依皏$

显然!洞经会%莲池会与地方神灵如(本主)等构成大理非制度性宗教

的重要
$

容!相关的宗教实践和民
7

信仰?不会受到政府过多的限制$作者

指出!本主是家
1

的他性!它是家
1

繁荣兴旺的关键所在$本主的神力来自

帝国的神灵!可通过(绕三灵)节日盷期性地更新其力量$祭拜本主的活动

主要由家
1

中的女性来完成!每个本主庙都包含一个莲池会$莲池会是当地

老年女性组成的草根组织$儿女的结婚!意味着女性完成了自己作
(

家
1

女

主人的主要任务!她们会进入一种社会性的老年状态!?有转向社会传统与

宗教的倾向$老年女性可通过特定的入社礼加入莲池会!通过
(

神灵敬献贡

品等方式祈求家
1

的平安!这也是她们加入莲池会的主要原因$类似的是!

男性也会在进入社会性的老年状态後加入男性精英组成的草根组织***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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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洞经会崇拜文昌神!其成员可拜访庙宇%接触族群和王朝的历史与传

统$加入洞经会的男性必须具备读写能力!以一种普遍认同的道德作
(

对其

组织和社会的约束$因此!大理的很多洞经会?不愿意展演洞经音乐来
S

乐

?客!他们认
(

这种获利方式与其组织
$

部的道德不相符合$

总体而言!梁永佳立足於在喜洲镇进行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其古代和当

代历史的回溯!提出云南大理於$%%#年代以来的民族和宗教复兴是
(

与他性

重新建立关的观点$他性与处於当下的(我)构成了一个整体!前者成
(

理解後者的重要面向$不论是回溯白族历史上的(陌生人*王)以完成宗教

复兴运动!还是以民族认同
(

前提创造一种共同命运!其本质目的都是
(

传

播真正的乌托邦***共
-

主义理想$$%%#年代以来的宗教和民族复兴确实与

国家和旅?业有着密切的联$当世俗社会日益因旅?业发展而变成一个追

求利益的群体时!早年被摧
M

的寺庙得以恢复$这些寺庙作
(

神圣空间!代

表的是一种更
(

高级的他性$作者认
(

!这种更高级的他性在社会中的再次

活跃促成宗教的实践和复兴$但从大理的(洞经会)% (莲池会)和(绕三

灵)节日背後的宗教目的看!当地的宗教和民族复兴?不简单地表现
(

对国

家政策的回应!而是表现
(

人们对家庭和社会之丰
-

与和谐的追求$如此看

来!民
7

也具有理解和追求他性的渴望!这种渴望与民
7

关注个人或家庭福

祉和日常生活相关$因此!梁永佳认
(

中国的宗教研究不应只是考虑其与政

治或经济的关!也该考虑宗教复兴在当代中国所?的位置$民
7

作
(

宗教

复兴的主要实践者!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此才能理解宗教复兴在当代中

国广泛兴起的原因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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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祠"

D

土高原一个水利社区的结构与变迁.

(

作者在其博士论

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历时$#年!终於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利用民间文

书%档案资料以及口述材料!对
z

南龙祠泉水灌溉区域进行细的研究$除

绪论和结论部份以外!全书分
(

七章!题目分
*(

(龙子祠泉域的环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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