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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史学界对明代佛道教的探讨主要从四个视角切入"其一是关注宗教

自身
%

涵及其发展与流变!主要
$

通史性的著作及对明代佛道教专门分析的

著作0其二是思想史的视角!考察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嬗变!其中以荒木

见悟和廖肇亨(江灿腾等人对明代禅宗史的讨论
$

代表0其三是经济史的角

度!对寺观田与寺观经济相关论题进行探讨!专注於寺院赋役政策(寺观经

济来源等问题的研究0其四是社会史的层面!侧重对佛教与世俗社会之间互

动的讨论!如卜正民(陈玉女等人从社会的角度探究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任

建敏)明代广东寺观田
/

研究*一书大体上沿着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从赋役

制度与社会变迁的角度切入!研究明代广东地区佛教(道教等宗教组织名下

田
/

的变迁历史!以及寺观赋
8

变化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既突破以

往对寺院经济的研究!将寺院经济放入地方社会变迁的
6

络进行考察0又跳

出政治(文化的层面!将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融
$

一体!综合探讨寺院

与地域文化的关#

本书
%

容可从两条瞃索予以理解"第一是通过对大量地方历史文献的考

证与统计!梳理明代广东地区寺观田
/

赋役制度的演变与寺观的兴废历史0

第二是从寺田赋役角度入手!考察明中叶广东禁
>

$淫祠'寺观与地方社会

的杂关!揭示睶藏在
>

$淫祠'旗号下广东地方官府与权势之家的利益

Q

夺!?讨论由此带来的广东地区的社会变迁#本书分四章展开论述#此

外!书後附有三篇辑
-

!分
&$

明代广东寺观田
/

大事年表( %成化&)广

州志*寺观卷辑
-

和明代广东方志中寺观田
/

记载辑
-

!其中辑
-

二(三将

明代广东方志中记载寺观田
/

的资料一一编号!?按照寺观名(位置(简

史(田
/

四个条目进行详尽编
-

#

第一章作者呈现明前期广东寺观田赋役政策的基本状癋与演变#据作者

考察!明初!根据赋役义务的区
&

!寺院田地可分
$

赏赐田(废寺田与常住

田三大类!其中赏赐田与废寺田属於官田!二者皆无需承担差役!赏赐田可

享有
8

粮全免!废寺田则需承担较民田科则更重的官租#另外由於二者都属

於官田!田地所有权和处置权都在官府而不在寺院#常住田虽属民田!但寺

观田
/

有其特殊的性质!因此常住田的租
8

(科则及杂泛差役的义务与一般

民田有
&

#明代常住田在赋役上!大致经历从明初的 $止纳秋粮!

&

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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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到与民间$一体当差'的变化过程#明代官府对寺观田
/

政策具有两面

性!一方面严格限制!官府掌握其处置权!另一方面给予寺观田部份特权!

享有差役优免#

第二章作者主要利用%成化&)广州志*中详细的各州县寺观田
/

的记

载!以广州府
$

中心!概述明前期广东地区寺观田的情癋#作者首先探究

%成化&)广州志*中寺观田地资料的由来!根据资料单位的精确程度!指

明详列的寺观田土资料是赋
8

记
-

!而非实际的田土面积#随後通过该方志

中各县寺观田
/

的规模等记载!进行大量的定量分析!作者大致矨清各州县

寺院发展状癋与田地?有情癋#在统计方志记
-

的明前期珠江三角洲寺观田

/

赋
88

额过程中!作者发现寺观田中属於寄庄田者超过$#}!?分析其原

因在於地方豪民利用僧道田在赋役政策上的优势!将田土寄庄於寺观!享受

杂泛差役的优免#管朝廷屡次颁发寺观限田政策以控制寄庄田问题!然收

效甚微!整个明前期广东地区都处於佛寺林立(寺田遍野(寄庄
R

行的状

态#

第三章重点论述明中叶
>

$淫祠'活动的展开与寺观田
/

的处置!及其

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作者指出在理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明代士大夫群

体!与佛教之间的关十分微妙!於弘治至万年间掀起一股$复兴正统教

学'的活动!以正德(嘉靖两朝最
$

激烈#正是在这一时期!魏校(欧阳铎

等官员在广东推行大规模
>

$淫祠'寺观政策#该政策重点是
Q

夺地方上庞

大的寺观田
/

#魏校与欧阳铎的
>

$淫祠'政策核心在於
D

收$淫祠'财
/

以创建书院或社学!由此大量的寺观田
/

被发卖!寺观的经济力量受到重

创#然而在这一寺田转
$

学田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

$淫祠'所

释放出来的大量田
/

往往流入地方士大夫手中!被其改建
$

自己的书院或家

族祠堂!寺田相应成
$

书院及祠堂的
/

业#

4

佐(霍韬(方献夫(湛若水等

当地的士大夫都曾将魏校
>

$淫祠'中的被
>

寺院改
$

书院或祠堂#由於士

大夫具有一定的免役特权!地方官员无法从地方士绅夺取的$淫祠'田
/

中

收取赋
8

!地方官员与地方权势之家展开多番较量!最终以士大夫购买寺田

的田价充作军饷的
5

议作
$

结局#

第四章处理明中後期广东地区寺观田情癋的问题#魏校
>

$淫祠'後!

广东地区寺观控制的田土数额大大
C

少!特
&

是在
>

$淫祠'政策贯彻较
$

彻底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据记载!广州府嘉靖年间登记的寺观数量仅约
$

成

化年间的五分之一#管被释放出的寺观田中相当一部份被地方的权势之家

所承买!但这些田土仍然保持寺观田的性质!不能随意买卖!官府保有一定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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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置权#基於此!嘉靖年间广东地方政府屡次以充军饷和兴办大工等名义

将寺观田
/

涨价重新变卖!要求原买主补充田价#同时由於寺观田
8

粮高於

民田!随着具有免役权的士大夫相继离世!寺观田粮差负担加重!在
8

粮和

官府追价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买主放?寺观田的现象#作者在最後以香山县

$

例就寄庄田问题展开讨论!阐明有明一代中央或地方官府都曾提出多种措

施处置寄庄田之弊病!但由於
8

粮解纳和
G

口登记等难题!种种举措往往无

法长久维持!寺观寄庄亦难以解
5

#

结语部份是作者对全书所进行的总结#作者提出$嘉靖年间是广东寺田

转变的关键时期!而魏校
>

4淫祠 5是转变的起点 '%页%%# &#

>

$淫

祠'活动(寺观田
/

归属的较量(田价和粮差的重新处置等一系列事件改变

寺观田的性质与赋役政策#寺观田转移到民
G

手中!但性质仍属於寺田!官

府具有掌控权!且寺田
8

率高於民田#经过嘉靖後期到万初年的$清丈运

动'与$一条鞭法'!寺田的
8

则仍高於一般民田!官府继续保有对寺观田

/

的部份控制权#广东寺田的转变在地方社会变迁中得到反响#明中叶以

前!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组织往往以佛寺
$

中心!在地方社会各个方面发

挥作用!同时这些寺观控制着大量具有差役优免权利的田
/

#明中叶珠江三

角洲发生一场礼仪变革!一方面士大夫创建符合儒学价值观的宗族!另一方

面
>

$淫祠'崇$正教'!变卖寺
/

!打击佛道教的经济力量!扩展自身影

响力#自此以後!珠江三角洲地区原来佛寺林立的景象逐渐变成祠堂遍?的

景象#

本书对文集和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进行细的考证与解读#本书颇
$

精彩

的是第三章中对於广东官员和以霍韬
$

代表的地方权势之家关於寺田归属问

题屡次角力的论述!作者通过对霍韬(魏校等人文集!生动且深入的展现出

林富(龚大稔与霍韬(方献夫等人之间博弈的全过程!揭示
>

$淫祠'背後

围绕着寺田所进行的利益
Q

夺#另外!寺观田
/

的问题?不是传统历史文献

所关注的重点议题!因此相关史料往往散见於诸处!而作者细心(耐心深耕

於地方志之中!爬梳整理出系统性的明前期与明中叶的寺观田
/

讯息!从而

展现
>

$淫祠'活动对广东寺观田
/

造成的实际影响#

本书通过梳理从明初到明中叶间寺观田
/

的性质及其赋役政策!以及嘉

靖以後对寺观田的进一步处置!向读者展现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在通过宗族整

合进国家之前!本地
W

势的佛道教力量是如何遭受打击?逐步衰微的过程!

广东士大夫的崛起及地方豪族势力如何发挥影响!从而解释广东地方社会在

明中叶以後书院与宗族势力发展的渊源!深化对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面貌与

%&$ 书评

,

-

.

/



历史变迁过程的认识#

本书有一些问题尚待推进#其一!寺院寄庄田的问题#作者向读者展现

出明前期寺院寄庄之盛!但对明中後期广东寄庄田的讨论中!集中论述的是

地方官府对所有种类寄庄田的措施与政策!其中不仅仅有寺观寄庄田!还包

括军卫(士大夫(势豪等势力的寄庄!因此对
>

$淫祠'後寺院寄庄田情癋

的介绍稍显含糊#其二!寺观本身主体性的问题#本书相对忽略的一个角色

是寺观!因
$

寺观的种种反应也隐含着地方社会变迁的某些瞃索!而本书中

对寺观主导力量的变化(寺观在
>

$淫祠'活动中的选择等问题未给予充份

关注#

胡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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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工程技术出现之前!传统的水利开发及运作基本上保持比较固定

的模式!但近代以来!随着工程技术的提升和社会组织模式的改变!水利开

发或运作的模式也发生变化!揭示这一变化的过程以及
%

在因素!对於理解

地方或区域的社会转型有一定的意义#一个地方的水利开发及运作模式的转

型何以发生/是何种因素促使这种转型发生/是技术(制度抑或地方政治/

康欣平的新著)渭北水利及其近代转型%%$&(0%+$# &*回答了这个问题#该

书以陕西渭北地区泾渠的水利开发
$

研究对象!聚焦自明代至近代以来

%%$&(0%+$# &围绕引泾工程过程中水利开发及管理模式的变化!探讨近代渭

北泾渠水利开发及运作模式转型的
%

在因素#

导言部份作
$

全书的
(

明!开篇就提出本书的核心问题!泾渠水利的近

代转型如何发生/作者认
$

要理解这一转型的历史意义必须回到区域社会的

视角来研究!在一个长时段的时空中对泾渠水利的开发进行考察!因此!需

要追溯泾渠水利开发的一些重要节点#

本书第一章主要围绕明中後期渭北地区的两种水利开发模式来展开!即

官方主导的引泾工程333广惠渠(通济渠和泾渠的兴修!以及地方乡宦(家

族主导的清峪河水利开发#作者选取三个时间点!即成化元年%%$&( &(正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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