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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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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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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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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嘉靖时期以及万二十八年%%&## &!来论述泾渠水利的开发!陕西有司

及地方官员分
&

修建广惠渠(通济渠及泾渠!但由於时常淤塞和修渠技术的

限制!凿石工程非常艰巨!引泾水利在明代中後期就陷入困境!?未充份发

挥灌溉效益#因此!自明中期开始!渭北一些人就不断主张 $开吊儿嘴引

泾'来解
5

这一困境#但在此问题上!反对意见的声音非常
W

大!万年

间!泾阳县的地方官员明确提出$拒泾'而专用北山泉水进行灌溉!直到明

末这一
Q

论仍未停息#与引泾工程不同的!是清峪河的水利开发及水利秩序

的达成则是地方乡宦与地方官员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清峪河木涨渠的开发

中!泾阳县王氏%王恕&家族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灌溉效益中!三原

县受益最多!有灌溉利益的三原县大官僚及官府的大力支持是其主因!这在

泾阳人王徵在崇祯年间所写的)河渠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章主要关注清代前期渭北水利发生的重要转折!这一转折的核心是

明中期以来有关 $引泾 '还是 $拒泾 '的
Q

议在清代的延续及裁定#关於

$引泾'还是$拒泾'!自明万年间泾渠水利系统涉及的三个县之间就展

开长期的博弈!下游的三原县和高陵县官绅希望打开吊儿嘴引泾河水以增大

水源!而泾河上游的泾阳县官绅则反对打开吊儿嘴引泾!而是希望疏通山泉

来增加水量#乾隆二年%%;'; &由朝廷对这
Q

议作出最终裁定!即$断泾疏

泉'#这一裁定虽然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但作者认
$

其背後是与渭北地区的

经济社会的结构密切相关!引泾工程所兴夫役成
$

渭北五县民
'

的沉重负

担!且自明代中後期开始!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等县是陕西商人的主要聚

集地!商人?不关心能从土地获得多少利益!因此!对水利事务也自然不热

心#在$断泾疏泉'之後!渭北地区的商人对土地?有和水利事务的态度发

生比较明显的改变# $断泾疏泉'的裁定?非一劳永逸!龙洞渠上游泾阳县

与下游三原(高陵两县的分水矛盾依然存在#

第三章主要讨论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对渭北地区社会结构及水利

格局造成的影响#在回民起义中泾阳县城被攻破!富商云集的市镇遭受重

创!而三原县城由於绅商顽
W

抵抗!得以保全!地方精英损失较小!因此!

渭北社会结构的变化(地方精英的多寡影响此後两县在水利事务中的权利格

局!这一影响体现在龙洞渠的修复上#龙洞渠在回变期间遭到破坏!回变後

陕西巡抚刘蓉要求三原(泾阳二县对龙洞渠进行修复!但无法解
5

资金问

题!三原县乡绅郭李生彬建议刘蓉通过将泾阳(三原(高陵三县拿出一部份

受水时间给三原县!以
+

取三原县绅商出资来修渠!但泾阳县士民对刘蓉的

分水改革意见颇大#刘蓉试图
(

服泾阳县的绅商接受他的提议!但泾阳县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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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认
$

这是三原县借助刘蓉的权势来向泾阳县施压!因此?不接受该建议#

分水之
Q

是回变之後两县权势此消彼长的直接体现!但最终龙洞渠的修浚事

务还是由泾阳县来主导!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修渠和管理的模式也由

官方主导转变
$

乡绅主导!而渭北地区清峪河的木涨渠(源澄渠与八复渠的

分水之
Q

在回变之後也愈演愈烈!?延续到民国时期#

第四章重点讨论民国时期引泾水利工程333泾惠渠的是如何修筑成功以

及由此导致渭北地区水利发生近代转型的问题#民国初年!虽然经过郭希

仁(李仪祉等人的努力!引泾水利工程
@D

有成功!因
$

%+"#年代引泾水利

工程存在经费和工程组织机制上的限制!其背後则是陕西省不同军事政治势

力对引泾水利主办权之
Q

!在这样的背景下!引泾水利缺乏实施的政治环

境#%+'#年代初泾惠渠修筑成功是时代背景与特定地方政治格局共同作用下

的结果!李仪祉(杨虎城(华洋义赈会等对泾惠渠的修建付出巨大努力!其

中受过近代工程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工程机械(近代化的施工管理组织都

是传统时代引泾工程不曾出现的关键因素#随着泾惠渠工程完成(近代化以

及专业化的管理机构333泾惠渠管理局成立!标?着渭北水利的开发及运作

发生近代的转型#

第五章作
$

结语!再次梳理渭北水利及其近代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

本书史料丰富!很多细节论述得非常精彩!

$

我们提供一幅自明代中後

期至民国时期陕西渭北地区引泾水利开发的历史过程及其在近代发生转型的

生动图景!

$

理解传统与现代水利开发及运作模式的变迁提供一个难得的研

究个案#作者不仅关注作
$

主要论述对象的水利!更关注参与水利事务的

人(制度(组织及其杂的互动关!通过研究水利以展现区域社会的发展

变迁#但本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纵观全书!若隐若现出两

条论述的
6

络!即引泾水利与清峪河水利#作
$

大流域的泾河与小流域的清

峪河都是渭北水利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书中对两者之间的关交待?不清

晰!有关清峪河水利都作
$

每章节的最後一节!与其他章节之间的联不
?

紧密#另外!作者多次在渭北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但书中的插图相对较

少!

$

读者理解杂和持久的水利开发过程带来不少挑战!若能附上图片!

定能
$

本书增色不少#第二!本书第四章对近代工程技术在渭北水利转型的

作用交待得不多!只是提到一些由美国进口的凿石机械在泾惠渠一期工程中

被使用!对华人义赈会中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背景也着墨不多#因此!对近

代工程技术在修建泾惠渠的作用及意义应有更多篇幅#第三!正如作者所

(

!渭北泾渠水利的近代转型是一种非常规转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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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这个案
$

我们展现这转型过程的杂性及偶然性!从中可以透视出

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诸多层面的关#从另外一个层面思考!地方社会的水利

开发及其运作模式的转型?不一定在社会转型後必然发生!正如第四章提到

的民国时期清峪河的水利运作依然$因循旧章'!因此!渭北水利及其近代

转型对後来
/

生怎样的影响!作者在书中结尾?未提及!这或许是今後可以

期待的#

宋永志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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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下半叶义大利都灵城附近有一个叫作桑泰纳的小村庄#当地有一

对神父父子!朱利,凯撒,基耶萨和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朱利人
6

广

泛!在该地任村长掌握实权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0乔

瓦秉承父志!虽想继承其父亲的权力与声望!但
@

以失败告终!很短的时间

%

便被教会两次拘捕审讯"第一次是因
$

种种贪
y

枉法的行径!第二次是源

於给村民驱魔治病#乔瓦第二次释放後似乎离开了桑泰纳!不知所?#这是

义大利史学家乔瓦尼,莱维1M<AP3BB<T?P<:)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

事*%以下简称)承袭的权力*&一书
$

我们讲述的故事#故事的情节非常

简单!但是莱维敏
i

意识到它的独特之处"他不仅认
$

故事需要放到社会经

济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而且认
$

这个略显单薄的故事具有深刻的
%

涵!他

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来探讨欧洲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近代国家的兴起#

莱维是义大利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微观史学既是研究领域!又是研究

方法和视角#作
$

研究领域而言!它不主张研究宏观的(长时段的历史过程

和宏大
.

事!而是主张深入挖掘具体的(个
&

的历史经验事实!进行细节翔

实的历史编纂#作
$

研究方法和视角而言!它倡导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

对历史细节的仔细考索!力图从中探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挖掘个
&

历史事

实背後的意义#微观史学虽然聚焦於微观的细节!但是其目光?不局限於

此!而是具有宏观历史的关怀#简言之!微观史学?不同意
$

了一般化而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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