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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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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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经济"民家族文化"族与其它民族关等方面进行诸多探讨$近年

来!受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影响!学者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方法!重新思考民

族史问题$反思传统民族史将民族看作是先验的存在!而忽视民族发展过程

中流动的边界!只有他者的
D

事而忽视民族主体性!未曾关照自我的
D

事与

视角$

6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族历史研究7一书正是带着反思传统民族史

研究的
g

心!从一开始就提出民族主体性的问题!认
!

要深入理解族史!

就要关注民的主体性!关注民自己的材料与
D

事! '对於一个历史学的

研究者来
?

!尽可能地发掘史料以还原这个被<表述=的历史主体!才是最

终的使命($ %页, &本书对族史中相关重要议题都重点关注!如的来

源"的迁徙与源流"民姓氏"郎名等!尤其对元代军在族史上可能

具有的重要意义给予重点关照$其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首先从民家庭和文书的特殊性开始讨论!?且将
w

族的6过山

榜7与民的6开山公据7进行比较研究$在讨论"

w

的族源背景的相似

性之後!再进一步介绍民在外的活动范围以及'(与'族(的得名经

过$第二章以五个民家族的个案研究作
!

载体!展现民家族形塑过程及

其族群意识的保存和变迁$第三章通过民族谱保存的明代最初的迁徙地点

和时间的相关记载!结合明代社会历史背景!推断明代民在明初之所以从

闽
b

赣交界区大规模迁徙到闽东浙南的原因!是由於元末明初军屯和沿海军

事卫所系统的建立!且
,

调民的迁徙是持续於明清时期从广东迁往闽东浙

南!最终形成聚居於闽东浙南"散居於福建各地山区的分?格局$第四章探

讨宋末元初在东南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的'军(" '寇(!虽然共同活动

在闽"

b

"赣的交界地区!但来源?不一致!去向也不相同$其中一些被编

入元代的'汀漳屯田(!有一些成
!

元代的守城军!从此随着屯田军的迁移

而转
$

生活轨?!还有更多的被纳入版籍!成
!

後来的客家人"福佬人$

%页+2" &其中第三"第四章两部份讨论的问题看似关联不
,

!但作者根据

元末明初闽东的人
Y

变化!结合民族谱资料!认
!

民来到闽东的最早记

<

恰好在元末明初!闽东社会动乱与人口流失严重!持续的大疫"大饥!导

致闽东接纳大量'宋元军($作者推测这些军可能是通过军屯安置来到

闽东!随着明中期之後制度崩坏!这些民家族开始以佃农身份迁往浙南和

闽东的其他山区!这也解释了明清以後闽东"浙南民的来历及当下的民

分?$第五章从婚姻制度和姓氏集团的角度!剖析宋元记载中的'(与明

清方志史料中的 ' (?不能相互等同的原因$明清时期聚居於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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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族严格遵循着蓝"雷"锺三姓
&

婚的制度)而宋元时期史料中的

'(则不但有陈"李这样的闽
b

大姓!还有相当数量的汉人掺杂其中$宋

元时期的'(在历史变迁中有很大一部份迁徙转变成
!

後来的客家人和福

佬人$第六章从唐宋以来的'行第名(流变的社会传统!以及与民间道教科

仪相关的区域小传统!看二者所拥有的共同文化渊源!认
!

以行第名相称是

自唐以来的社会习俗!而对於名字书写需求很少的庶民阶层来
?

!行弟名是

在需要呈报正式名称时上报的!那些族早期族谱中出现的
x

名!正是在

'编
Y

齐民(的过程中留下来的$结语讨论谁人
!

这个问题!从反思中原

中心观的视角出发!提出'不论是闽东"闽西还是闽南!明清以来都已经形

成了一种将<=视
!

<闽越=後裔的普遍认知$但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建构

本身其实是与<=的主体无关的!其中
=

有任何一处出现<=自己的声

音$这种建构是由福建地区自认
!

是中原汉人移民後裔者完成!是一种完完

全全的中原中心的观点 ($ %页++, &理解史料记载中宋元之与明清之

所指称人群可能
#

生的变化!认
!

'宋元时期的<=在姓氏群体上与明清

之<=存在不同(! %页++1 &提出重新理解族史!?进而对 '民族 (

概念进行反思$总体而言!该书在资料解读与方法论的反思上都倾注了作者

的努力$

从资料解读而言!族史中的一些重大议题至今
=

有定论!比如从文献

看!宋元时期闽
b

赣交界区居住着大量民!缘何消失P又如何解释明清至

今聚居於闽东"浙南的民!他们如何迁徙!具体迁徙过程又是怎样的P

民一些独特的族群文化一直也
=

有得到定论!如郎名!此前学术界普遍倾向

於道教传统的影响!但也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再如客关!其历史纠葛

与分合的过程!也
=

有更多的资料支
l

$因此!今天的民姓氏与族人群

已在中国少数民族识
"

政策下明确!但历史上的民姓氏与民人群曾经历

过怎样的变化!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该书的重要贡献在於!作者留意到

此前的族研究者都关注到宋元至明清民由闽
b

赣交界区向闽东"浙南迁

徙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大多通过私家族谱!且宋元至明清的迁徙过程及迁徙

原因
=

有明确!存在诸多猜测$本书给出一个新的解释!认
!

卫所屯田制度

可能是导致民迁徙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对明清时期闽东"浙南民的迁徙

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也提醒研究者!民族史研究的路径可能有多种!应该

多作尝试!尤其应关注移民与制度史之间的关$

而在民族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作者从一开始就提出主体性这一问题$如

何界定'(这个群体?进而理解民族史研究的出路!是作者贯穿全书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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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而这也是民族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近年来!民族史研究经历一个变

化 !就是从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向族群话语下的民族史研究转变!这一转

变的核心即是关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问题!反思研究者所面对的文献及文

献生
#

背後的族群意识!关注他者的表达与自我表述之间的微妙关!及这

微妙关背後所
^

含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尤其是通过挖掘本族群的自我

文献!从我者的角度与自我的声音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族群议题!完善此前

仅依赖汉文献的研究!?同时关注族群与区域历史进程的关!重建关於民

族史的
D

事!是当下民族史研究的大势所趋$

n

春香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

刘勇' ( 变动不居的经典"明代 + 大学 , 改本研究 ) ' 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CDEX年'VFW页*

今天的人都知道科举时代的 '四书 (指 6大学 7" 6中庸 7" 6论

语7" 6孟子7这四部书!确切点
?

!是指经过朱熹编定与解
?

的'学庸论

孟($它们和6易7" 6书7" 6诗7" 6春秋7" 6礼记7所代表的'五

经(构成明清科举的核心
&

容!立於官学!在上是不可撼动的国家意识形态

基石!在下是家传
Y

诵立身荣名的教科书$宋代理学所确立的这一套政治"

社会"道德和日常生活秩序!渐渐成
!

所有人思考和言行的纲领$ '四书(

之中! 6大学7的位置特
"

重要!在精研覃思的过程中!有很多学者"思想

家陆续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修改订正$晚明的顾宪成编6大学通考7"刘斯

原编6大学古今本通考7等书!既是文献资料汇编!又代表当时人对这一突

出现象及其勾连起的诸多议题的关注$ 6变动不居的经典#明代+大学5改

本研究 7%以下简称 6变动不居的经典 7&一书在中晚明具体的政治"思

想"学术"制度"出版"传播语境下!揭示明代林立的6大学7改本及相关

议题的
T

络与意义$

除去第一章绪论和第八章结语外!全书分上编'文本竞
N

与思想创新(

和下编'击制度与影响社会(两大部份!各涵盖三章的篇幅$

第二章以时代思想动"对朱子 6大学 7

#

生质疑进而结集刊印古本

6大学7

!

始!以王阳明"湛若水"方献夫等人围绕6大学古本7的不同态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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