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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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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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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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水利工程的开发与演变)% (水利组织的结构与变迁)% (水权形

态及其变革 )% (灌溉技术与制度的创新 )% (水利保障制度的变迁 )和

(环境%景观与区域变动)$通过这些
$

容!作者介绍灌区从(传统时代)

到(集体化时代)的结构变迁$

龙子祠泉位於山西省临汾盆地西北部的汾河西岸!泉水从盆地西侧山麓

地带发源!向东注入汾河$借由泉水之利!当地形成自泉源向东逐步展开的

扇形灌区$作者将现今的龙子祠灌区分
(

老灌区和新灌区两部份!老灌区主

要
(

(传统时代)的龙子祠泉灌区域!从唐初开始大规模利用!到北宋时期

基本定型!共可灌溉IeO(馀万亩土地#在(集体化时代)!不仅老灌区灌溉

面积增加到%e&I万亩!而且由於七一渠%跃进渠和七一水库的修建!龙子祠

灌区?用引泉和引河水两种灌溉方式!灌区总设计灌溉面积达到(#馀万亩$

在(传统时代)!灌区根据国家确立的用水原则!确立起渠长*沟头体系这

一民间管理模式$到中华民国时期!国家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试

图逐步将民间性的灌溉管理体系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直到 (改革开放 )以

後!这一演变过程才逐步完成$与此相应的!灌区水利组织的结构%水权形

态%灌溉技术与制度%农田景观等等都得到相应的调试$

龙子祠灌区的变化!

(

我们提供一个水利灌溉社区长期演变的具体呈

现$在(传统时代)的渠长*沟头体系之下!灌区?无总的管理机构!灌区

的北八河和南八河均设有渠长一职负责管理!渠长任期一至两年$中华民国

时期!政府虽然进行机构改革!但仍是按照渠系进行机构设置的$这种模式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才发生变化!但也出现过多次反复$初期!政府
@

定成立统一的龙子祠水利委员会!以及灌区水利代表会议!统一领导这一跨

县灌区$可以看到!灌区管理机关的这种组织结构模式!与政权机关的组织

方式颇
(

类似$待(大跃进)时期新灌区建立後!政府一度放?这一模式!

虽然仍保留总的管理机关!但将清淤%护养%水费徵收等事务交由各县代
(

管理$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乃是由於新成立的汾西灌溉管理局只是一个管

理机构!无法承担大量的施工组织和民
7

动员任务 /页$&H 0$可见!水利

机构的流变似乎颇有独立性!与其他社会组织更迭的关不大$ (传统时

代)虽然主要是由民间负责管理!但工程的管理与建设是统由渠长%沟头组

织进行的# (集体化时期)虽然成立统一的灌区机构!但不得不依靠各级行

政组织!水利管理机关的权力反而受到削弱$

在对既有学术史进行细梳理後!作者言道(作
(

具有整体史抱负的社

会史!应当在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有意识地
%

调整体史的研究路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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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区域
$

的各个要素!运用比较的%互动的研究

理路!整体把握区域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徵)$ /页"" 0在(结论)部份!作

者又言道(本书以水利制度
(

切入点!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

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将
z

南龙祠水利社会放在长时段的视角下进

行考察)$ /页"%H 0那
6

!如何看到这眧提到的整体性的 (水利社会史 )

和长时段的制度研究呢'二者是否有所区
*

'

早年在讨论(社会史)的性质时!学界存有其到底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者

是一种可以作
(

具体研究对象的
>

论$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亚对於整体

史研究的某种尝试!力图对水利社区的结构进行历时性研究$在作者看来!

整体性的(水利社会史)显然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可以进行具体研究的

对象$由於作者对於制度的层面论述颇多!使得笔者在明
{

前後制度变化之

後!出现了另外的感觉$具体言之!即似乎不论何种时期!政府的作用都相

当重要而显著$区域史研究或社会史研究?不排斥论述(国家)!反而是试

图由此揭示(国家)的多样图像$这种印象!由於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和章

节
$

容安排而更行
%

化$可以
&

!作者的整体史乃是建基於制度研究的基础

之上$

但是!作者对(制度)一词的理解!?不是局限於具体的水利规章制度

或者
&

政府法令$具体来
&

!作者不仅关注到官方水利法规等正式制度!也

注意到习惯法和民间信仰等非正式制度#同时!作者还从
-

权制度分析的角

度!关注到水权问题的变化$显然!作者眼中的(制度)!受到新制度经济

学视野下(制度)观念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窥见这一水利社区

制度的结构变迁$

如作者所述!本书在论述时试图(运用比较的%互动的研究理路)$以

比较方法而论!笔者认
(

本书主要有灌区
$

部比较和历时性比较两类"

$%

$

部比较"主要是北八河与南八河之间的比较$但这其实主要集中

於(传统时代)!至於(集体化时期)!作者更
%

调水利管理机关与行政组

织的关!不再关注北河和南河之间的差?$

"%历时性比较"从章节安排上看!作者一般是?取按主题设章!然後

在各章
$

分
*

论述(传统时代)和(集体化时期)的情癋$作者所谓的(集

体化时期)所含时段?未明定!但至少是从当地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解体这

段时间$不过!作者主要还是集中於$%GG年以前!对此後"#年左右的情癋论

述不多$照此!作者使用的 (集体化时期 )应该是与行龙所用 (集体化时

代)一词所含时段一样!即(从抗日战
>

时期根据地建立互助组到农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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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解体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 /见行龙%马维
%

!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

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戴
D

宗智主编! -中国乡

村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O!第I辑!页"O& 0但有两章稍有不

同!第五章主要是论述(集体化时期)的灌溉技术与制度变革情癋#第七章

先是论述 (传统时期 )引洪灌溉区域与引泉灌溉区域的关!但?未论及

(集体化时期)的情形!然後论及(集体化时期)的园田化运动!即有计划

的对地块进行缩小的运动$因此!历时性比较是作者本书的主要方式!不

过!作者显然对(集体化时期 )有更多的关注!不仅在章节安排上予以侧

重!在(结论)部份也专门对(集体化时期)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得失进行总

结$

以笔者有限的
:

读所见!周亚是第一位试图对水利社区进行(通史性研

究)的学者$由於笔者也对此种研究方式颇有兴趣!因此
:

读之中多有同道

之感$但由於笔者对具体情形了解不多!

:

读过程中仍有一些疑问!特提出

以供讨论"

首先!在论及园田化运动时!作者引用的龙子祠水委会某管理站的-关

於实现灌区园田化的意见.中提到(园田化就是把现在灌溉地段上的畦幅划

成井水区的菜园一样!大畦划小畦!长畦截短畦!每亩地要划到$#["#个小

畦!每畦的面积
(

五矨到一分 )$ /页"($ 0由此!可以发现园田化运动的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地块划小$但由作者在第"(%页(绘图O[H )所示!园田化

规划以後!实则是将原有的不规则地块划
(

规则的方形地块$两者比较!显

然存在矛盾之处$由於此图既未标示比例尺!也未注明资料来源$不禁让人

怀疑!到底园田化运动是在进行地块划小!还是进行地界整理$如果园田化

本就是进行地界整理!作者则应该
&

明其实际情癋$

其次!关於灌溉剩馀泉水的使用情癋问题$作者曾提到位於泉源附近的

龙祠%

z

掌两个村庄一直拥有灌溉特权!常年流水不断 /页"%( 0$那
6

!

灌溉之外的馀水是作何用途呢'集体化时代!灌区面积扩展到老灌区面积的

$#倍左右!形成引泉水和引汾河水灌溉两种局面$此外!政府还在下游修建

水库!容纳馀水$这些工程的建设!显然会带来灌区
$

部的深刻变革$但作

者在进行
$

部比较时!?未提及到引泉和引汾两种灌溉方式的?同!也未提

及水库灌溉等新方式带来的变化$

除用於灌溉农田之外!泉水也曾用於碾米%造纸等事务/页%I 0$改革

开放以後!水利社区
$

更是出现洗煤厂%焦化厂%炼铁厂等工业企业$因

此!显然此处的水利社区的(居民)!不仅有农业劳动者!还有各类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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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商业机构$如果能引入对工商业机构用水情癋的分析!可能不仅会丰富

水利社会结构的
$

容!也有利於明晰其长期变化$不过!限於本书的专业定

位!可能不太方便将研究时限过於下移$

再次!作者关注制度层面的变迁情形!尤其是政府领导下的机构变迁!

在论述(集体化时期)的情癋时!更是选用大量官方档案资料进行分析!从

而得以勾勒当时(集权式动员体制)的大致轮廓$但由於缺乏其他资料进行

佐证!作者对此时期水利建设事业的评价!似乎还需予以进一步的验证$

最後!有研究者将水权分
(

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类!?认
(

(前近代

华北乡村!对水资源所有权的
>

夺体现得?不十分明显!对水使用权或者
&

控制权则
%

调得较
(

突出)$ /张俊峰! -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

一种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页"## 0由此看!本书作者所讨论的

(水权)主要也是水的控制权或者
&

使用权!当然水资源的所有权是归国家

或者
&

灌区集体所有的$在(集体化时期)水利
(

农业服务的理念下!政府

不仅规定了每亩地的用水量!而且会进一步规定具体的灌溉地亩$但是!由

於农民或者
&

社队毕竟才是具体的用水者!加之(自留地)的存在!因此农

民也?有一部份水的使用权$权利双方经过协商!签定(用水合同)!使得

灌溉得以发生/页$(O[$%& 0$因此!是否需要在考察水权问题时关注地权问

题以及种植制度!或者将水权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呢'

蒋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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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是叶康宁对明代艺术品消费研

究的代表作品!也是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明代嘉万时期的书画消费

研究)的结项成果$全书除引子外共分八章!包括世风%需求%

:

市%骨董

商%居间人%价格%赝品%馀论!且有嘉隆万时期书画交易的价格附表整理!

(

研究书画交易问题提供了价格资讯$与以往的艺术史研究不同的是!该书

是艺术%经济%社会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

)

有单纯的讲明代书画史!而

是将书画作
(

一种商品!穿插在政治%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其研究思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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