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足?又是如何影响南京的城市进程P再次!本书副标题中的'都市性(一

词!似乎会给读者带来作者依旧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探讨城市史的错

觉$或许!作者在使用'都市性(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同时!不妨结合中国

经验!赋予这一概念新的定义$最後!作者以行政层级高"经济层级高的

'中心地(南京
!

分析对象!对传统中国的城市特徵作出深入分析!而明代

南京因其特殊的城市地位!或多或少会影响作者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

城市模式$若能在研究时段上加以延长!同时更多地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进

行比较!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

以上的建议也许来自笔者的误读!毕竟瑕不掩瑜!它们丝毫不影响这部

优秀著作对重塑读者认知的贡献$近年来!作者将研究下限扩展至清代!着

力於在更长时段上考察南京城市史!相信作者的後续成果能再次推进我们的

认识$

鲍纯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谢景连' ( $插花地 % "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清水

江下游地湖乡的个案研究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CDEW

年'VHD页*

'插花地(是伴随国家行政区域调整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有关插

花地问题的讨论中!插花地的成因与延续成
!

研究者聚焦的重要议题!人们

习惯将存续归咎於国家行政
g

策失误和接管不力的结果$事实上!作
!

国家

政治话语的插花地!国家行政力量确实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但若将插花地

的成因简单归结於国家行政!无视国家行政
g

策背後的深层原因以及生活於

插花地之上不同人群的能动意识!自然无法矨清插花地形成以及存续的根本

原因$因此!如何通过新的材料和方法来拓展和深化插花地及其相关研究成

!

学界迫切的要求!谢景连新近出版的6'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

与国家行政***清水江下游地湖乡的个案研究 7%下文简称 6'插花

地(7&一书正是这样的努力与尝试$

6'插花地(7一书绪论部份主要对插花地及其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梳

理以及开展地湖插花地个案研究时观照的理论维度与方法)第一章概述田野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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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点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在行政"自然"生态与人文等方面的'孤岛(状

癋)第二章从历时向度梳理地湖从'蛮地(到'插花地(的历史演变过程)

第三章以地湖
B

氏宗族
!

例!讨论地湖插花地不同人群的自我表述与能动意

识)第四章讨论国家行政视域下插花地生成与延续背後的不同主体及其能动

性)第五章
D

述民国时期地湖插花地遭遇'清理拨正(及其存续的历程)第

六章探讨地湖插花地在地方社会自我建构和发展中的
&

在张力)结语与讨论

部份重新审视插花地形成以及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就插花地与人类学结

合研究的可能性予以探讨$

从这些深度的文献史料解读和精细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中!谢景连立足

於贵州东南部天柱县地湖乡的社会事实!以人的社会实践
!

切入点!从文化

生态"国家行政与地方建构三个维度来解释地湖插花地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原

因$

其一!文化生态是插花地得以形成的基础和睶在因素$谢景连认
!

!地

湖乡可视
!

四重意义之'孤岛($从行政归属来看!地湖乡属於贵州省天柱

县管辖!但
6

'飞落(湖南省会同县!是一块在空间分?上伸入甚至被包裹

在其他行政辖境之
&

的插花地)从自然地理结构来看!地湖是坝区中的丘

陵!是湿地生态系统包围中的山地丛林生态系统!是一片山地孤岛)从民族

成分看!地湖的主体居民
!

苗族!周围则是侗族与汉族!它是侗族文化分?

区与汉族文化分?区包围的苗族文化孤岛$正是这种文化生态上的交错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成
!

地湖得以形成插花地的睶在制约因素$

其二!行政区划变动和调整是插花地形成的主导因素$谢景连指出!插

花地是伴随国家行政区划调整而伴生出来的
#

物!若
=

有统一的行政辖区和

统一的行政管理!插花地就不会出现$

!

此!作者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献

典籍出发!详细解析地湖从'蛮地(到'插花地(身份转
$

的机制与
&

在逻

辑%见第二章&$随着王朝变动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插花地的存续问题又被

作者巧妙地置放在民国'清理拨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而指明置於特

定场域背後插花地问题的历史
D

事与
T

络%见第五章&$概而言之!插花地

的形成与国家行政区划调整及制度性介入有关!地湖插花地的形成是国家在

'改所建县(背景下国家立足地方事务实情而做出的选择!是多重因素综合

作用和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其三!地方建构是插花地成因与存续的能动性因素$谢景连主张通过地

湖社会建构过程的考察!很容易见到'人(在地湖乡插花地形成和延续中的

影响!折射地方之自主性$地湖乡的主体人群
B

姓和远口
B

姓人群基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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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苗(的文化标识形成族群认同!通过修撰族谱等具体的社会活动!两地
B

姓人群保持共祖同宗关$此外!地湖与远口片区的
B

姓人群被明廷认定
!

相同的'苗(!或许是地湖与远口同被划属天柱的重要情由!也是地湖乡成

!

'插花地(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地湖
B

姓人群通过编祖先开基传
?

及坟山纷
N

等故事!在申明入住地湖'合法性(的同时!也确保插花地得以

延续的合理性$由此看来!地方建构成
!

考察插花地成因和延续不可忽略的

重要因素$

作
!

一项乡村社区研究! 6'插花地(7一书不仅对插花地这一概念进

行深度的讨论和澄清!还'走向历史现场(!通过收集遗存在当地聚落的各

类碑文"族谱"家谱"契约"告示"宗教科仪书"帐簿等文献资料和寻访当

地村落的故事"传
?

"神话"民
}

"地方掌故"名人轶事等民族志资料来探

究地湖插花地形成始末!?讨论不同历史时期生在地湖的人群是如何通过自

己的日常生活实践去
,

化'地湖人(的身份认同!致使地湖插花地身份一直

保留至今的社会文化历史过程$这样的研究范式!无疑对插花地问题的研究

和讨论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一是明确自然与生态系统是插花地得以形成的

终极制约因素)二是认
!

插花地是国家行政建置中的一种可行选择)三是确

认插花地是多重因果关综合作用和多种力量博弈的
#

物$毫无疑问!它将

给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结合研究带来更多的期待与思考$

然而!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虽然作者一再
,

调不想将插花地问

题置放到'国家*地方(式的二元对立框架去探讨!而试图?取更
!

立体和

多元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但是在实际的论证过程中似乎未能摆
U

'国家*地

方(这一传统的解释框架$的确! '国家*地方(视角可以清晰地揭示插花

地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历时性过程$但在共时向度的比较方面!比如!地湖乡

与其他插花地的比较分析
6

鲜有涉及$哪怕是书中围绕插花地形成而展开博

弈的诸主体!重点还是集中在
B

姓宗族及其故事
D

述与展演上!而对於地湖

域
&

其他宗族的观照以及地湖乡外的侗族或汉族等他者人群的审视%他者边

界视角&则无形被遮蔽$

其次!以'文化生态共同体 (

!

认知基础是本书开展研究的关键与理

路$作者正是基於地湖插花地社会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最终用事实
?

明插花

地的形成有其浓厚的文化生态成因!还有不同主体较
!

直接的经济利益和社

会利益考量!以至於国家和地方在某种程度达成协商与共识!进而不得不承

认或默许插花地的长期存续$在生态环境解释尤其
,

调自然地理因素时!插

花地容易被简化
!

地理空间分?与生态系统差
"

的?类! '孤岛(一词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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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陷入环境
g

定论的嫌疑)在涉及社会文化时!作者曾用'同质(等词语

来划分和提取不同的社会文化样本!这多少类似类型学的表述与理解$此

外!对於插花地共同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本书以
B

氏先祖入住地湖
!

讨论中

心!旨在探讨地湖人身份建构背後的社会性与能动性$在这些饶有趣味的民

族志个案中!隐藏着一条由婚姻"家庭"亲属关而至探究社会事实的主

瞃!那
>

!关於地湖婚姻"家庭与亲属关的缔结与伸缩势必也影响着插花

地的形成"分裂与重组$因此!由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所延伸出来的人群互

动及社会关问题来探讨插花地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

最後!关於文献资料和田野民族志背後不同主体及文化实践的选择问

题$本书所关注的主体是志史文献资料背後的国家及精英和生活於插花地的

乡民!它们实质代表中国'金字塔(式政治结构体系的两极!作者抽取顶端

和底层!遮蔽中间!?且将这两端的主体能动性简化
!

国家制度精心设计的

范畴或地方社会能动意识的结果$由此!围绕插花地的存续构成国家与地方

的文本$除国家明确的律令和地方社会的能动性外!对於那些有志於经营帝

国边疆的官员以及试图从中获利的乡绅等地方精英或者近现代介於国家与基

层之间的地方官员而言!插花地成
!

他们
N

取国家资源的平台!其间的博弈

与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插花地的存续与兴废!但遗憾的是未能被置放到

一个明确的层面上来讨论$

王金元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凯里学院

钱晶晶' ( 历史的镜像"三门塘村落的空间#权力与记忆 )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CDEW年'VVD页*

作
!

清水江研究范式的实践成果之一! 6历史的镜锡像#三门塘村落的

空间"权力与记忆 7一书是基於 6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

场"权力与社会7一书所勾勒出的清初以来清水江流域区域社会综观式历史

过程图像而进行的沉浸式村落田野研究$作者钱晶晶宣称! '本书仍是立足

传统人类学视角下的整体观的村落研究!致力於在对村落的地理概貌"经济

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文化范畴的各方面进行结构性的总体把握的基

础上!解释人们日常生活表像之下深层的文化象徵意涵($ %页, &

$", 书评

-

.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