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志"族谱"碑刻"文史资料和非文字化的口述历史"物化符号等$这些材

料不仅被置入田野现场进行解读!还被落实到村落空间与日常生活!国家"

市场这两种缺乏
n

度的地方社会塑造力量!在地方人群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

乐中被细呈现!对人们情感世界和性
"

问题的关注则显示出女性学者独到

的细腻特质$

本书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其反思性和写作方式$一如作者所言! '历史人

类学是对历史本质的反思!这包括以?文化"他者的历史观点来质疑本文

化"自身的历史概念!也体现
!

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

%页+#, &$深入的田野工作使得研究者很自然地立足当下去审视历史!而

去追寻历史之於地方人群的意义!进而反思我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这

样的理念之下!看起来颇
!

僵硬的'空间(成
!

一个历史
D

事方式!其概念

亦得以延展$在写作方面!作者声称# '既然不可能在历史与文本之间<

造=出一致!那
>

便从缺失出发!努力来呈现一切$ (%页"%% &历史的多

样性与杂性常常让研究者陷入困惑!传统史学研究孜孜以求的'真相(更

是扑朔迷离!以至有学者转而关注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 '凹凸镜 (%王明

珂! 6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7!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因此!本

书作者拒
3

?用瞃性运动的时间序列
!

书写历史的方式!而以多元的视角呈

现不同的'历史的镜像($

B

晓美

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付海晏' (北京白云观与近代中国社会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CDEJ年'VDF页*

北京白云观作
!

全真龙门的祖庭!在道教史上地位显赫!?且历来受到

各方高度重视!"#世纪"#年代以来有诸多学者对之进行研究$然而对於近代

白云观而言!仍有不少黑洞值得深究$付海晏历经十年深耕!完成6北京白

云观与近代中国社会7一书$此书以作者所尽力收集到的近代白云观史料档

案
!

基础!力图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放宽视野!更全面地探究白云观在近代

中国社会的角色和丰富面相!更深入地审视近代中国政治"宗教与社会间的

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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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
&

容结构除导论"结论外!共有五章$导论部份对白云观的相关研

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概述先行研究的贡献及缺憾!进而指出此书力图探讨和

解
g

的重要问题$

第一章!作者
?

明是以宗教史"政治史"社会生活史三个路径审视白云

观在晚清社会的角色!实则三个路径不是畛域有
"

的平行关!此章在行文

中也着力呈现出此中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紧密交织"相互作

用的面相$晚清白云观
[

观拓展!香火和观
#

增多!传戒活动极
!

频繁!以

上现象昭示着全真龙门派声势的高涨)而全真龙门的兴盛与权贵信
.

的扶持

密不可分!如刘素云"完
~

家族"素霍拉氏家族"奕绘"顾太清"果亲王

等!积极捐资"护法支持!尤其是刘素云重勒碑刻
,

化白云观历史与宗教认

同"开创霍山派极大助长龙门声势$晚清白云观与政治的密切联!不仅体

现在权贵信徒对白云观的扶持上!白云观对政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由於与

刘素云是同戒戚友!方丈高仁峒和李莲英"慈禧关密切!因之得以勾结
&

廷"卖官鬻爵!甚至对中俄交涉等对外关层面
#

生影响$白云观方丈高仁

峒的身份角色杂性也因此被充份揭示!作者利用鲜被学界注意的 6云水

集7及野史"小
?

"报章杂?"日本外交档案等史料!发现高仁峒是'神仙

中人兼政治中人(!是'雅士亦是俗人(!其善於书画!推崇三教!

6

也不

免破戒流俗)其身
!

老道!但社交网络极
!

广泛杂!甚至游走於清廷
&

政

外交之间$晚清白云观对於各个身份社群来
?

都是极
!

重要的城市公共空

间!政要权贵捐资扶持!文人名流雅集於此!普通信
.

热衷参与庙会" '燕

九节(" '赛马 (等活动!可见白云观的功能与影响力远远不止於信仰层

面!寺庙对於晚清城市社会文化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一斑$

第二章首先从创立中央道教会"三次传戒"整修
[

观"做慈善"重印道

藏等方面探讨住持陈明靈对民初白云观的维持作用!尤其
,

调$%$"中央道教

会的成立是民国创立後道教改革之先声!管之後道教会'无疾而终(!但

道教改革的
&

在趋势与动力由此而生!?促使组织道教社团成
!

近代道教改

革的重要
&

容之一$作者进而利用丰厚的史料从信
.

网络"物质与精神生

活"大
.

媒体形塑等层面呈现出民初白云观的多元面相***民初白云观信
.

网络广泛!北京政商名流"逊清
&[

"晚清遗老!甚至喇嘛"伶人都与白云

观联密切)关於物质和精神生活层面!作者?用少有人注意的$%+,年社会

局寺庙调查表档案还原白云观不动
#

状癋!藉助$%+,年白云观 '经典书画

类(统计资料"陈明靈6白云集7等史料初步呈现民初白云观道士的精神世

界)民初以来游记"报章杂?对白云观负面化报导
&

容增多!白云观形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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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媒体被重新认知和塑造!作者认
!

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国以来陈明靈

及白云观在近代道教改革中的重要努力和成效$

第三章以相关档案
!

基础!详细还原"#世纪+#年代白云观两次住持危机

的经过$第一次危机发生在$%+#年,月!住持陈明靈因未遵守社会局限期登记

的指令而被革职!最终被迫认捐才得以复职)第二次危机发生在$%+,年!陈

明靈病卒!围绕安世霖继任住持资格
#

生一系列波折!虽然安世霖不符合担

任住持惯例之处诸多!但由於寺庙登记迫切"重要权贵人物从中帮忙 %王

坦"江朝宗&!社会局同意安世霖以监院身份代理主持!而这
6!

安世霖的

悲剧埋下祸根$此章透过白云观两次住持危机!得以深入审视在衰败过程中

白云观
&

部的杂矛盾!有助於深入理解近代中国政教关$值得一提的

是!在关注6监督寺庙条例7的同时!作者还体察到常被学者忽视的6寺庙

登记条例7" 6寺庙登记规则7在近代国家宗教控制事物中的重要角色$白

云观的两次住持危机一方面反映国民政府在贯彻6寺庙登记条例7"实践管

理宗教的努力!而另一方面陈明靈认捐被放"安世霖成功代理住持的事例也

透露出国民政府无意在管理宗教方面走得太远!政府不是通过对寺庙的整改

实现宗教的复兴!而仅是因应一时的利益考量"以树立管理宗教的权威
!

目

的!因此可见'在建立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道观被打上了国家严格控制以

及管理不善的政治烙印(%页$*" &$

$%2#年安世霖颁?的6白云观全真道范 7和日本学者吉冈义丰的 6白云

观,道教7!较少被学者注意!实则其对於考察"#世纪2#年代白云观具有重

要意义$第四章即是在如上两种史料的基础上!对安世霖改革白云观进行细

研究$此章详细梳理安世霖在革新道观组织体系%方丈监院住持推选"组

织纲目"清规"修道程序&"设立道士教育班"改革
[

观管理制度和经济制

度方面的措施!从中反映出安世霖对於现代
[

观制度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然而细究安世霖改革的目的!除了重建
[

观秩序"振兴宗风外!很大

程度上符合安氏反对者所
?

"是出於其加
,

对白云观控制的考虑)安世霖改

革目的?非出於公心!其个人最终也遭受悲惨结局!但其制定的 6全真道

范7

6

或多或少被继承!?对白云观甚至道教史
#

生深远影响!然而随着安

世霖本人的身败名裂!其推行改革也被遗忘$

$%2,年白云观住持安世霖及督管白全一被活活烧死!作者研究白云观的

起因即是源於十馀年前
a

读到这一事件的档案$第五章在相关档案的基础上

细梳理$%2#年代白云观的纠纷和$%2,年安世霖被烧死的惨案缘起"经过"

结果!?就此延伸视野!深入审视近代中国变动社会中的道士"道观"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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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政治的关$作者认
!

!安世霖惨案是$%2#年代以来白云观
&

部矛盾

突不断激化的结果!涉及近代道教派系突"庙
#

纠纷等问题!?且与近

代国家宗教管理"清规与法律等问题密切相关! '这不仅是安世霖的悲剧!

也是变动时代下白云观乃至中国道教衰败最典型象徵之一(%页""1 &$

此书对近代白云观的深入研究是建立在扎实而丰厚的史料基础上!除了

中日文档案"文集日记"

[

观志"碑刻"报章杂?"小
?

野史"游记"竹枝

词等之外!还难能可贵地注意到教
&

文献6白云观全真道范7" 6云水集7

以及6寺庙登记表7的重要意义!从而有助於更深刻认知近代白云观的物质

精神世界及政教关$

全书在几处提到近代道教衰退的问题!虽未对之进行直接探讨!但实则

有助於读者反思这一议题$一方面白云观的两次住持危机"长时段持续的派

系之
N

"安世霖被烧死的悲剧!以及大
.

媒体日渐负面化的报导!呈现近代

白云观"近代道教衰退的特徵)然而另一方面!晚清民初白云观作
!

城市社

会文化的重要公共空间!各种社群持续参与其中!?拥有广泛信
.

网络!又

昭示白云观?非是暗淡衰落的$因此这提醒我们谨慎对待和反思近代道教

'衰退(与否的论调!不轻易对其进行价值评判!而将眼光更多地投向认知

近代道教发展中呈现的杂面貌$

既有的近代道教研究对於经典文本"思想义理"仪式轨范等方面极
!

重

视!相较之下对於宗教在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关注
6

太少!对於
[

观"道士

的研究也不
5

立体"丰满!忽视宗教在历史中的杂面相$此书以近代白云

观
!

研究对象!

6

?未囿於白云观而研究白云观!?未囿於道教史而言道教

史!而是将白云观置於晚清"民国时代语境之下!深入审视其丰富的历史样

态)更立体丰满地考察近代白云观三位重要道士高仁峒"陈明靈"安世霖的

身份角色!充份关注其宗教作
!

"社会交往"政治联"物质与精神世界等

维度!从而更深入审视近代白云观的角色功能及其在近代中国时代背景下与

政治"社会"文化的紧密交织关$

刘翔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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