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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以来!西方的新疆研究学术专著大约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

"#$,年
6

出版了至少五部关於新疆研究的著作!可以称
!

是一个转捩点$多

语言文字材料的使用"环境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视角的引入等!都是这些新论

著的特点$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分校历史系金家德VKMEE -I05Do=@SY博士於

"#$*年出版5%4+7%,I/-'+7L/-%$1 4"/5/FA7'$4#/7?!'$-47+L4#$( 0'1/7$ !"#$%P-

W'71/7,%$1-%6自然资源与新边疆#建设现代中国的边疆地区 7&一书$在

书中!作者以全球史的视角!揭示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矿
#

资源开发与基础

设施建设"国家政权建设"未来国家规划"俄国%苏联&与中国外交等方面

的关!?引用'层(V=8S@4Y的概念对资源开发所塑造的这些关及其历史

发展的过程进行阐释$

在第一章!作者提出本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世纪清政府以及民国

政府
=

有能力或不愿意对新疆进行投资的这种行
!

!对於塑造这一边疆地区

与中央政权的关
#

生了什
>

影响($作者指出!$%世纪末和"#世纪初!各

方权益的代理人%新疆的省级官员"地方精英"各帝国权益的代理人"中国

中央政府官员和国际市场的代表&对新疆资源的渴望与博弈!不仅
g

定国家

行政机构在新疆的设置和发展!而且影响新疆与中央政府"邻国乃至世界之

间的联$不仅如此!

!

生
#

"加工和运输新疆的资源财富而建立的基础设

施!塑造"#世纪新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形态$

本书第一部份的主题
!

'获利丰厚的
#

品和对利润的追求(!

&

容包括

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讲述晚清至"#世纪+#年代新疆的农业"

0

金和石油的

开发!以及这些商品与国际市场逐渐联起来的过程$

$*1*年左宗棠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地区後!提出农业复垦的政策!但

是受限於帝国的财政危机!成效有限$与此同时!广泛传播的现代国家观

念" '实业救国(思想!促使新疆地方的官员调整他们的关注点***从农业

转向当地的非农业资源!期望依靠边疆地区的资源财富
O

轻清政府财政的压

力$然而!矿
#

资源的开发!需要资本的投入$$*%,年!饶应祺任新疆巡抚

之後!曾努力推行'民?官买(的?矿模式!但由於开发规模有限!转而向

俄国寻求资金和技术的援助$直到$%$1年!俄国地质小组和中俄开?公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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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疆北部那些矿
#

资源丰富的地点进行调查和投资$作者认
!

!与外国投

资者的接触是新疆矿
#

资源开发的重大转变!对新疆矿
#

资源的分?和储量

的发现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已经被勘探和投资开发的矿
#

资源点可以被

视作零散的'层(!它不仅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前来开?矿山和油田!还

让这些矿
#

资源分?区的重要性逐渐彰显出来!越来越容易受到中央政府"

勘测队和外国投资者的注意!进而使这些地区更易於被投资和开发$

另一方面!$%世纪末以来!俄国和苏联不断改善其境
&

的交通运输网

络!特
"

是$%"%年土耳其*西伯利亚铁路的完工!不仅深刻影响历史悠久的

中俄皮毛贸易格局!而且使苏联的力量更大程度地渗透到北疆地区!确定全

球贸易体系中北疆未来商品贸易和矿
#

资源开?模式的轮廓$作者继续用

'层(的概念进行分析!指出新疆与苏联合作建立的矿
#

资源开发的基础设

施和机构!吸引着勘测者"投资者和国家规划者持续关注新疆的资源开?!

巩固和加
,

"#世纪初基於北疆资源地点之上形成的 '碎片层 (VO48̀P@DA84S

=8S@46Y!?且将这些'碎片层(组织成一个与苏联紧密相连的区域网络$

本书第二部份'工业矿
#

与新疆转型(包括第五章到第八章!是本书的

核心
&

容!主要讲述"#世纪+#年代至今新疆的矿
#

资源开发过程!以及这种

过程对现代新疆
#

生的持久影响$

"#世纪+#年代!新疆省政府?取反腐败运动"超发货币"开?金矿等策

略!以应对财政危机!但是成效?不显著$作者指出!在$%2$年德军入侵苏

联的形势下!苏联的经济重心东移!促成苏联与新疆省长盛世才的新联合!

新疆的矿
#

资源分?的调查被列
!

重点专案$随後!苏联加大对新疆的技术

人员和物资的输入!不断加
,

对新疆矿
#

资源的勘探和开?$在此期间!苏

联投资建设的炼油厂"矿厂以及相应的钻井平台和管道网络!都成
!

未来?

矿选址时优先考虑的要素$与此同时!中苏合作修建从东部的哈密经伊犁抵

苏联西部边境的东西交通主道$这条道不但连接新疆境
&

主要的矿区!

而且使苏联境
&

的交通网络和新疆的交通网络连在一起!

!

新疆矿
#

资源的

出口提供极大的便利!促使新疆的矿
#

资源和商品运往西方市场的费用远远

低於运往
&

地的费用$

"#世纪2#年代初!国民政府也开始参与新疆矿
#

的调查和开发$在资金

缺乏的情癋下!中央政府将开发的重点集中於已经那些被苏联地质学家广泛

调查过"有一定开发基础的矿场$因此可以
?

!苏联於"#世纪三四十年代发

起的矿
#

资源调查"开?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行
!

!帮助和引导中华民国政府

在新疆的进一步资源开?活动!甚至间接引导未来中国在新疆的投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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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由此总结!晚清以来!每一个政权都期望在尽可能
O

少勘探和?掘投资

的情癋下!开发新疆的矿
#

资源!後继政权都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自己

的投资?获取利益!这种投资与影响相互作用!连续不断!从而使得新疆北

部资源开发积淀形成的'层(

#

生深远的影响力$

"#世纪&#年代前期!中共规划者在苏联的影响下!将新疆的发展重点集

中在重工业和原材料生
#

的投资上$因此!$%&#年代以来!国家权力在新疆

的塑造过程和塑造方式!除了通过建立新疆生
#

建设兵团以加
,

边境防和

协助生
#

之外!就是通过中央政府投资开发该地区的资源!逐渐形成定居的

人口!设立行政机构$ '大跃进 (期间!阿尔泰山
T

各地的矿场被逐渐开

发!塔里木盆地的石油矿
#

也被有计划地进行勘探$但是!由於矿
#

资源不

可再生的特性以及新发现的开?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等原因! '大跃进(

之後!国家计划的制定者还是将矿
#

资源开发的重点转移回北疆克拉玛

依***独山子油井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较
!

完备的地点$作者认
!

!这是晚清

以来在克拉玛依"独山子和可哥托海进行的系统调查"资本投资和发展基础

设施所形成的'层(

#

生的深远影响$

"#世纪&#年代以来!国家对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的重视与投资!塑造南

北疆的社会经济地理的差?!同时也加
,

国家投资和国家权力塑造现代新疆

的层次性$"###年以後!中国政府的 '西部大开发 (政策将1#y的政府固定

投资注入新疆北部!以期用较低的财政投入促进生
#

$这更进一步
?

明早期

'层(的持久影响力$因此!作者认
!

!有必要从国家权力"投资规划以及

经济发展的区域分?这些方面来切入!解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社会

问题$

金家德最後指出!近代边疆地区的资源"资源开?投资"经济发展这三

者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规划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但往往被忽视的联$

作者
,

调!除了新疆之外!近代以来外国资本对中国台湾"东北"西南等地

资源开发的影响!也极大地改变当地的样貌!特
"

是交通设施!形成中国边

疆地区独特的'层(!进而持续塑造着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理的格

局"国家未来的投资方向以及国家权力和权威的巩固$作者进一步指出!在

现代社会中!这种模式依然存在!尤其是南半球***外国资本的投入和国际

市场对某些原材料的需求!在塑造国家长期投资模式的历史发展中起着核心

作用!形成边疆地区与国家"与更广泛的地区以及与世界的联$因此!作

者呼学者们关注这种早期资本投资在全球各边疆地区所形成的'层($

金家德此书展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环境史研究的几个新趋势#关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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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地区的生态与族群问题"能源史"工业史等方面的议题!注重档案资料的

使用和阐释!以及全球意识的潮流激发的环境史新探索$本书主要运用新疆

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台北'国史馆(所藏民国档案"俄罗斯所藏国家经济

档案等!以$%+#年代和$%2#年代
!

核心!以矿
#

资源开发
!

主瞃!阐释$%世

纪末以来在新疆资源开发基础之上形成"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层(!

!

近代中国边疆历史的现代性提供新的认识$

然而!由於作者引用地缘政治分析的视角!结合档案史料的记载!主要

侧重於展示新疆的省级官员"地方精英"各帝国权益的代理人"中国中央政

府官员和国际市场的代表相互博弈的细节!但
6

缺失对新疆本土人群的关

照$自乾隆时期以来!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形成连片的农业区和比较稳定的移

民社会!而塔城"阿尔泰山一带则分?着蒙古"哈萨克等?牧人群!洞察?

思考这些本土人群在近代新疆矿
#

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他们

与各方势力之间的互动!可能有着更多的阐释与讨论的空间$此外!对区域

环境史的深刻理解!还是需要关照区域各个要素!金家德在本书中对近现代

以来新疆的大规模的水土开发活动的关注不
5

!因此其文中最後阐释的新疆

经济地理格局有进一步修正的馀地$

郭欣
v

"张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罗兆均' (人神之间"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CDEW年'VVJ页*

6人神之间#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7一书是罗兆均在其博士

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完成的一部力作$除导论和结语外!全书一共分
!

六

章!分
"

是#一"族群"祠庙与边疆治理)二"边疆治理下的飞山公信仰

'标准化(与 '正统化 ()三"靖州飞山庙#历史记忆与 '总庙 (话语)

四"人群与神明#村落结构下的家族互动与信仰建构)五"替代与变身#谁

是飞山公P六"多元身份变奏#杨再思是谁P全书章节架构的编排紧紧围绕

着飞山公信仰的不同侧面逐一展开!逻辑严密!层层递进$

作
!

'清水江研究丛书(之一!该书以整体的区域的视角!从时间和空

间的双重维度!

!

我们展示飞山公杨再思如何从唐末宋初以来!经历不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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