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允许宝钞消失!而且在宝钞折银徵收和实物入库贮藏中上下其手!获取暴

利&此时的宝钞已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而是被权力关维持的敛财工具&

其次!文中对#不同时段白银在民间基层的具体使用$!以及#在不行钱之

地中白银的扩展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可能由於材料缺乏!留下可进一步讨

论的空间!期待将来随着民间文献的大量发现和整理!能深化这些探讨&

杨贤毅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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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年!以下简称*利害相关+(一书出版九年之後!王健再出

新著*多元视野下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以明清江南
!

中心+'以下

简称*多元视野+(&该书作
!

江南民间信仰研究的最新著作!值得关注&

本书除绪论与结语!共分四章!分
(

围绕明代
I

淫祠的多元面相"神灵

入祀与地方社会"江南日常信仰空间的呈现"非常态下的江南地方信仰与民

3

心态四个问题展开论述&在 *利害相关 +一书中!作者所探讨的主题较

多!包括对民间信仰的整体描述与分析'涉及民间神灵的分类"祠庙收入和

7

权"民间信仰的组织体系和参与群体!以及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社会空

间的关(!庙界问题!士绅"家族关於民间信仰的理念与实践关!国家

政权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及基於地域社会视角对特定神灵'杨老爷(信仰

的历时性考察&其中!关於江南地区除祀典和淫祀之外存在私祀现象与概

念"市镇庙宇与乡村庙宇的关?非如滨岛敦俊所描述的那样简单等论点!

以及关於松江府周边地区杨老爷信仰"周孝子信仰的个案研究等!都具有
X

发性!令人印象深刻!此处不拟深论&在*多元视野+一书中!作者则聚焦

於*利害相关+有所讨论但未及深入的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的互动问题!?

从
I

淫祠"神灵入祀"信仰空间"王朝鼎革对地方信仰和民
3

心态的影响四

个方面加以讨论&

第一章题
!

#

I

欲何
!

%明代
I

淫祠的多元面相$!主要探讨
I

淫祠问

题&作者在本章中以常熟知县杨子器
!

例!

T

述其在当地的
I

淫祠行动!指

$(#

��

,

-

.

/



出当地士人群体的大力支持是杨子器
I

淫祠活动得以成功的关键&而
I

淫祠

又是杨子器践行理学的整体计划的一部份&与杨子器
I

淫祠相呼应!成化"

弘治年间整个江南地区多处地方的
I

淫祠活动同时?举!形成一个
I

淫祠的

高峰&这些地方官在任时都实施包括
I

淫祠在
$

的整体社会改革计划!?且

得到地方士人的配合&本章中作者还结合
<

中学风"

<

中士人交?网路"典

章制度及地方财政等多元视角!突出江南的 #地方因素 $对於
I

淫祠的作

用&较
!

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随着大规模的
I

淫祠活动结束之後!江南地区

出现独特的 #私祀 $概念&作者指出私祀是介於祀典与淫祀之间的中间状

态!体现江南士人对民间信仰的包容性!?将这一情形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作

对比!指出江南早在$+世纪就已经出现宽容民间信仰的#私祀$概念!而珠

三角地区的士人在$*世纪中叶才对民间信仰?取较
!

宽容的态度!究其原因

在於#地方因素$的影响&

第二章题
!

#祀典
$

外%神灵入祀与地方社会$!主要探讨神灵入祀问

题&作者在其前作*利害相关+一书中指出#周孝子$神由官方认可之神逐

渐在普及过程中被民
3

改造神格!存在#正统的消解$现象&而本书所讨论

的张巡信仰似恰好与之相反!它在地方士绅的运作之下从民间土神而被纳入

祀典!但也同样在官方认可之神格与民
3

信仰的神格之间存在差距&

/

道婆

之成功入祀则是上海城市社会中士商合流所形成的地方精英群体的推动所

致! #

/

道婆作
!

一个信仰符号!或许可以被视
!

能
H

将不同的绅"商群体

联合在一起的黏合剂$'页$#" (&

第三章题
!

#官民共用%江南日常信仰空间的呈现$!主要探讨民间信

仰与地方公共空间构建问题&作者认
!

在国家权力与民间信仰互动的过程

中!更多的是会形成一种相互均衡的状态!这种均衡状态在公共空间中得到

十分生动的展现&故作者在本章中以明清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和杭州天竺寺
!

研究个例!具体分析各方势力在神圣公共空间中的活动与影响!展现国家权

力与民间信仰互动的实态&作者指出!明清官府对江南城隍庙的管理存在从

审慎到从俗的转变!民
3

对於城隍神的理解和对城隍庙的利用更加多元!这

使城隍庙成
!

官府传播资讯与官民沟通"民
3

组织自身生活的#官民共用$

的社会空间&江南民
3

到杭州天竺进香是延续百年以上的现象!?且至今依

然兴盛!但对此现象此前缺乏深入的研究!本书首次对其展开详尽生动描

述!?
6

调其对杭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官府对此的态度和举措!令人

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四章题
!

#鼎革与信仰%非常态下的江南地方信仰与民
3

心态$!主

��

$($

,

-

.

/



要探讨非常态时期的民间信仰问题&作者指出在明清鼎革之际!由於江南社

会处於战祸频仍"

@

疫
b

行的非常态!民
3

的心态也随之发生非常态的变

化&这在民间信仰中有很生动的体现!当时的民
3!

了给自己所经历的苦难

和死亡寻找#心理宣癢出口$!创造了很多关於#天命$" #劫数$" #阴

谴$" #鬼祟$等的传
#

&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这些传
#

逐渐消失在民
3

的记忆中!代之以贯彻正统意识形态的
I

淫祠行
!

&作者?对汤斌的
I

淫祠

行
!

进行分析!认
!

它是应对鼎革之际神人杂糅"心态不稳"迎神送鬼盛行

的社会状癋所?取的行动!是#清初国家政权在神灵世界确立权威的一个标

?性事件$'页$+# (!颇具
X

发性&

江南民间信仰研究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积累的领域!欧美学者如万志英

O]4S>?3E H̀B Y8?>BR"高万桑Os4BS6BDYHH==?63DR等!日本学者如滨岛敦俊"

佐藤仁史等!中国学者如
<

滔"朱海滨"朱小田"樊树志等人都曾有过相关

论述&然而就用功之专"

7

出之富来
#

!本书作者仍具有一席之地&总体来

#

!本书史料丰富!除大量利用方志"文集"笔记"小
#

"报刊等史料之

外!还发掘利用牛津大学博多利图书馆所藏*募建
/

道婆捐疏等+等海外机

构所藏史料以及*上天竺进香舱中宝卷+等鲜活民间文献!

!

後续研究提供

丰富的瞃索&在历史
T

述和解释方面!功夫扎实!分析细腻!立论平实!理

论与史料无磗格不通之处&尤其对
/

道婆入祀"杭州天竺进香"城隍庙性质

和功能演变"

I

淫祠的多重面向及其和地域社会的关等问题提出不少新

见&总而言之!本书从史料的丰富性"论题的广泛性"思考的系统性来
#

具

有特色!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基本知识"丰富的研究瞃索!是江南民间

信仰研究不可绕过的著作&

在本书中!作者
6

调#追寻历史上民间信仰的一种常态$是其一直以来

的研究目标& '页& (窃以
!

!作者所提出的 #某种过渡或中间状态 $或许

就是民间信仰的#纯粹$状态!因此也就不是#某种过渡或中间$状态&这

一问题牵涉到对民间信仰性质的理解问题!对此!作者
%

有给予很好的解

G

&

从本质上来
#

!民间信仰?非仅仅是信仰!更是民
3

生活的一种组织机

制&民间信仰的这一特点!通过科大卫所提出的#礼仪标识$概念较好地表

达出来!而作者似乎对此
%

有很好地加以利用&科大卫所谓的#礼仪标识$!

指的是地方社会成员认
!

最重要的礼仪传统的标?物!这些标?物是可以客

观地加以观察的!大致可分
!

称谓"拜祭对象"不同形式的建筑物"不同的

宗教传统"控
7

合股"社会组织等&礼仪标识不仅限於地方社会的创造!也

$("

��

,

-

.

/



可是国家或在国家意志下建造!其关键在於地方社会的成员是否认可&从礼

仪标识中可以窥见地方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 '参见科大卫!

*明清社会和礼仪+封页之本书介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因此!赵世瑜认
!

! #礼仪标识$可以成
!

不同区域研究的共同抓手'参见

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

念.!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1$$ (&

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某种程度上即是科大卫所
#

各种各样的礼仪标识中的一

种!而且这个礼仪标识对於江南地区的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非常重要&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展开分析!应该会对民间信仰及其仪式的社会功能及其在

地域社会中的作用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可以对民间信仰的#常态$特徵有更

好的描述&

最後!本书在结语中做出这样的结论% #在明清江南地区!民间信仰与

国家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地方官员"士绅"商人"巫觋以及普通民
3

等不同

群体都各就其位!对於国家针对民间信仰所?取的措施有迎合!有抗拒!亦

有妥协!其背後既深刻地受制於江南地区鲜明的地域文化"经济以及社会特

徵!同时亦受到全国性的国家制度与事件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过程

中!江南的地方信仰被不断加以重塑& $'页$+% (我想!问题是否可以反

过来提!即通过江南民间信仰的变动探讨明清国家的性质以及江南区域社会

发展的
$

在
5

络&科大卫"刘志伟"郑振满"陈春声等人通过对神庙"宗族

等礼仪标的研究探讨华南地域社会整合进国家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

成的地域社会的结构模式!在江南的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也应该提出这样的任

务!或者
#

!可以通过民间信仰及其仪式的研究来探讨地域社会发展的#江

南模式 $?与其他地域展开比较研究&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着眼!庙界的问

题"神灵入祀的问题"

I

淫祠的问题都应该通盘考虑?一?解
G

&

张笑川"高飞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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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客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受到中外学者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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