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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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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从杨氏的祖先演变
!

地方神灵!最後成
!

超越地域性"族群性的区域性

神明$以飞山公信仰的演变历程
!

切入点!进而认识湘黔桂区域社会$作者

在结语眧再次重申#本书以区域研究
!

视角!通过对湘黔桂界邻区域飞山公

信仰於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下多样性实践的历史人类学考

察!透过在国家与地域社会互动中飞山公信仰'标准化(" '正统化(过程

及其特徵的展现!揭示湘黔桂界邻地域社会民
.

的生活实践与区域社会结

构"地域支配关的关联与过程演变$ %页"%$ &

飞山公杨再思信仰集中存在於湘黔桂界邻地区以侗"苗等
!

主体族群的

村落社会中!最早可追溯至唐末宋初的杨再思以'刺史(的身份!经历不同

朝代!在神明 '标准化 (" '正统化 (的作用下!杨再思不断被敕封和建

构!逐渐走上历史传
?

的
D

述舞台!被刻画成 '忠於朝廷 (" '助朝平

叛(" '保境安民(" '有求必应 (的符合国家和地方民
.

共同需要的神

灵$飞山公信仰肇?於湖南靖州飞山一带!以飞山祠庙
!

显著性标?$在飞

山公信仰实践背後!作者始终关注三个重要群体#以飞山公杨再思後裔自诩

的杨氏"信奉飞山公的普通民
.

以及作
!

地方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作者借助

鲜活生动的材料和案例!

!

我们分
"

展示三个不同身份的群体如何从各自的

立场和角色出发!不断演绎"建构"阐释飞山公信仰文化$

作者首先讨论以杨氏群体如何建构和想像杨再思'英雄祖先(的形象$

'在杨氏看来!杨再思是以<英雄祖先=的身份存在的!某种程度上其祖先

的身份超越神明角色!而神明角色同样被侧重讲述!因其
!

祖先角色增添了

最荣耀的光环$ (%页$2 &因此!作者认
!

探讨地方社会中杨氏宗族集体行

动下的如何进行飞山公杨再思 '英雄祖先 (的建构具有一定的意义$事实

上!作者给我们提供生动的案例!湘黔桂界邻区域的杨氏在不同时代的数次

编修家谱中都将杨再思追溯
!

一世祖!根据氏族融入法创造可嵌入的氏族谱

系结构$杨氏在建构杨再思'英雄祖先(形象时!不仅与中央王朝边疆开发

下'平蛮(历史相结合!同时将杨再思与历史上杨氏名人杨通宝"杨业"杨

震等联起来!?以杨氏宗族的身份向地方政府提出成立'<飞山蛮=民族

文化研究会(的诉求!管未获批准!但?未放?$该书第四章第三节'英

雄祖先(建构下的家神信仰"第六章第一节地方策略下的杨氏'英雄祖先(

建构均是在讨论这一话题$

紧接着作者从第二层面展开讨论普通民
.

关於飞山公的信仰和仪式实

践!也就是在这一维度上!进一步展示飞山公杨再思如何从杨氏的英雄祖先

成
!

苗"侗"土家"汉等多族群信仰的跨越区域性"族群性的神灵$ '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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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普通民
.

来
?

!飞山公已经
U

去<杨氏祖先的外衣=变成一位有求必

应的神明!其灵验主要体现於民
.

讲述的不同类型的灵验故事以及不同空间

场域下民
.

对飞山公进行的各种祭祀活动中$ (%页$2 &其中的一个物化标

?之一就是大量以飞山庙"飞山
[

"飞山祠"威远侯"杨公庙等命名的庙宇

出现在不同的村落社会中!不仅如此!民
.

借助飞山公带兵打仗"保护地方

百姓的历史想像!建构出不同的飞山公祭祀仪式!如靖州飞山庙祭祀飞山公

时烧草鞋"马粮等)而湖南沙溪乡的民
.

则在农六月初六飞山公的诞辰或

十月二十六日飞山公的忌日举办庙会$显然!在地方民
.

的心目中!飞山公

不仅能保佑村寨兴旺"五丰登!而且能护佑身体健康"外出发财!俨然是

一位多功能的神灵$更有意思的是!明清以後!随着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

兴起!沿岸村寨出现大量杨公庙以祈求水运放排平安!人们将水神杨公与杨

再思相混溶!出现飞山庙共同祭祀水神杨公与杨再思的现象$民国以後!伴

随着木材贸易的衰落!水神杨公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瞃$当下!民
.

更是有选

择性的侧重於传统民族节日的建构与展演!以便获得更多的发展主动权!这

从另一个侧面
?

明民
.

神灵信仰的功利性和现实性$

最後!作者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作
!

地方管理者的政府如何看待和理解飞

山公的信仰文化$其实!从该书第一"二章的铺陈中!不难看出!飞山公之

所以成
!

区域性的神明!是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不断互动的结果$事实上!

地方政府在旅?文化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当下!也成
!

杨再思历史传
?

的讲

述者!只不过'对同一神明的
D

事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其基於地域社

会特徵!将飞山公杨再思视
!

推动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尝试

着?借杨再思背後的历史"族群等因素
!

地方发展服务($ %页$2 &也正因

!

如此!我们才看到政府主导下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将杨再思视
!

历史名

人!大力打造飞山文化节$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作者从自诩杨再思後人的杨氏宗族"普通民
.

"

地方政府三个不同群体出发!层层递进"步步铺陈!运用生动详实的民族学

田野调查资料和个案!展现不同社会生境下"不同身份的人群如何看待"理

解"运用飞山公信仰文化$需要明白的是!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信仰实践本

身!更是透过飞山公信仰来理解区域社会的村落结构"移民历史以及人群关

!这样的多个维度砯加!给读者勾勒出湘黔桂界邻区域社会多族群"多元

文化体系的整体社会面貌$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凸显出清水江流域个案研

究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让读者深切体会到'这些研究实践所带出的关於清

水江流域的总体认识!同时提供了看待整个清水江流域如何进入中华文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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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独特视角($ %页2 &从开篇到结束!作者始终贯穿着历史人类学的视

角!以一种整体的"区域社会空间的开阔视野来进行讨论!?不时与学界相

关理论进行对话!而非沉浸在细碎的田野资料中自
?

自话!也
=

有落入宏大

历史
D

述下区域研究的空洞!我想这是做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同辈需要学

习和借鉴的地方$

此外!该书的一大亮点就是资料的收集和运用$

.

所周知!区域史的研

究离不开丰富的史料铺陈!然而!飞山公杨再思作
!

区域性的神明信仰!?

无正史记载!且地方官方文本的记载也极
!

有限!其灵应的传
?

诸如飞山公

显灵抵抗土匪"护佑民
.

生命财
#

安全等仅存在於民
.

的口述记忆眧!烧草

鞋"巡?等祭祀仪式主要是民
.

基於地方生境下的想像和建构$在此情形

下!作者充份发挥人类学田野调查获取资料的优势!通过对沙溪"东山"高

友"江口等地的多点田野考察!大概统计出湘黔桂界邻区域飞山庙的分?情

癋%见附
<

一&!包括所在地"名称"建立时间"祭祀时间以及遗存情癋!

细而周全!实在难能可贵$基於上述统计资料!作者对飞山庙的管理者及

信徒进行深入访谈!获得大量珍贵的口述资料!有助於'<从文本以外更民

间=的视角深入理解地域社会时空下民
.

生活和信仰实践($ %页$& &作者

的高明之处在於充份运用历代碑刻"族谱文类"地方志书"民间口承传
?

"

祭祀等科仪文"政府相关档案! '从文献中探知田野背後的骨架"以田野弥

补骨架下欠缺的血肉($诚如该套丛书主编张应
,

在总序中言明的'每项具

体研究都自成一体!都有其自身的整体性!且这种整体性是由各自的问题意

识以及相关材料收集和运用所
g

定的 (%页+ &$不可否认的是!该书提供

了如何通过宗教信仰研究区域社会的鲜活个案$

王勤美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刘婷玉' (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族历史研究 ) '

#

门"

#

门大

学出版社'CDEJ年'VJW页*

自上世纪+#年代开始!学者就开始族调查与族研究$至&#年代民族

识
"

与民族历史大调查工作!族研究的一些基本命题渐渐得到梳理$进入

"#世纪%#年代以後!族研究趋於多元!研究者们对族语言"族音乐"

书评 $$+

-

.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