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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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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关注!已有丰硕的成果&谢宏维新著*斯土斯民%湘赣边区的移民"土著

与区域社会变迁'$+##1$0)0 (+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区域

社会史研究的角度作有益的尝试&

该书分
!

三个部份!除#前言$和#结语$外的主体部份共四章!集中

考察明末清初的#棚乱$"清前期的棚民政策"清中期的土客突"晚清民

国时期的国家治理与土客融合等历史变迁过程!揭示移民社会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的演变轨?与时代特徵&

第一章考察明末清初湘赣边区的社会动?与移民的迁入&明後期以来!

湘赣边区经历严重的社会动?&这一时期水旱
@

"疫
@

等频频发生!农民起

义"明清鼎革"三藩之乱等各种战事接连不断!造成地方社会大量人口死亡

流失!田地
q

荒!政府赋
U-

少!里甲组织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闽
c

等

外省及江西本省大量流民盠入湘赣边区!被地方官员和土著称
!

#棚民$&

由於生计所迫!棚民对湘赣山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垦殖!根据当地自然条件

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一方面对山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环

境问题从清代中期开始日益突显)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山区的开

发!林地逐渐成
!

稀缺资源!土客之间的经济突随之而起&更
!

重要的

是!棚民入明清之际的地方动乱之中!引发#棚乱$!给地方社会带来严

重
@

难&康熙十七年'$+%* (!地方官府实行大规模的#驱棚运动$!大部

份棚民在此次行动中被遣返原籍&而本地土著则通过编修方志"族谱及口耳

相传等各种方法!记
,

?传播#棚乱$的事实!其对棚民的仇视由此加深&

第二章论述清前期国家认同"移民发展与地方社会重建&经历明末清初

的社会大动乱之後!湘赣边区於清代前期开始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康熙

中期以後!各地政府重新招徕外地移民垦殖荒地!发展经济!使湘赣边区又

迎来一个移民盠入和区域开发的高潮&清政府照例将新来移民另归#棚籍$!

或与土著一体编列保甲!但这种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本上有效管理数量庞大的

移民!棚民
!

乱的事件时有发生&雍正皇帝即位之後对江西"江南等地日益

突显的棚民问题尤
!

重视!妥当处置南方山区的棚民问题被清廷提上议事日

程&经过长时间的
r

酿和各方反复磋商之後!清政府陆续出台重编里甲"棚

民入籍"棚民应试等一系列处理棚民问题的新政策&然而这些新政策的出台

严重损害土著居民的既得利益!遭到土著势力的
6

力抵制&土著通过反对清

丈土地"坚
G

要求区分
8

籍等方式对朝廷新出台的棚民政策提出
6

烈抗议&

在国家与移民"土著的一系列互动之中!土客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第三章聚焦於清中期土客突与族群认同&至清代中期!移民与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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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已取得相互认同!而移民与土著之间的利益之
+

则愈演愈烈&双方的矛盾

突涉及到经济"教育"信仰"文化"习俗等各个领域!主要通过竞
+

学

额"兴建书院"修纂志书等各种方式进行激烈的
+

夺!土客矛盾逐渐成
!

湘

赣边区地方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乾隆年间江西万载县爆发的土棚学额纷
+

案持续近半个世纪!对地方社会影响极大!直至嘉庆十三年'$*#* (清廷重

新实行分额制度!土客双方持久的
+

讼才告一段落&清中後期!湘赣边区各

县的移民土著均致力於发展教育!大力兴办书院及各类教育组织!书院逐渐

成
!

双方的权力中心!在地方政治格局中?据重要地位&土客双方还
+

夺公

共事业的建设权!?且在地方志"族谱等文献中明确记载&万载县土著还专

门编纂*万载县土著志+!一方面加
6

土著
$

部的团结!另一方面与客籍划

清界限&土客双方的一系列利益
+

夺!最终形成#土籍$与#客籍$两大族

群&

第四章将问题集中於晚清及民国时期国家治理与土客融合&晚清时期!

湘赣边区的土客矛盾开始有所缓和!逐渐呈现出土客融合的趋势&太平天国

运动对湘赣边区地方社会造成
6

烈的击!但也促使土客势力出现空前的大

联合!成
!

土客双方走向融合的契机&面对太平军的威胁!无论是土著世家

还是移民大族都积极回应清政府的号召!修筑城壕!督办团练!组建乡勇!

共同担负起保境安民的责任&在战乱平息後!土客之间管依旧出现突和

摩擦!但在地方官绅的积极呼和努力之下!土客双方逐渐趋向融合&及至

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地方!在国家的治理之下!湘赣边区的土客士

绅逐渐走向合作!进一步推动土客双方的融合&

作者把湘赣边区视
!

有机的整体!从外来移民引起的矛盾突!探讨区

域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徵与
$

在机制&该书立足於区域研究!注重整体研究

与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注重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深入分析湘赣边

区的移民与土著"移民与国家"土著与国家!以及移民
$

部"土著
$

部"各

级政府
$

部错综杂的互动关&作者认
!

!土客矛盾是明末以降湘赣边区

的主要矛盾之一!由此导致当地阶级关"经济发展"社会整合"文化认

同"国家治理等重要领域的显著历史特徵&这一研究成果对於深化中国移民

史"区域社会史乃至中国革命史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

值&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尚有值得期待之处&首先!面对前人丰富的

成果!作者未能在问题意识与核心问题上有明显的超越和突破!未能与前人

展开对话!进行回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影响该书的创新性与理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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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次!虽然土客问题可以从移民史出发!但作者过於拘泥於移民史视

角!对土客问题形成和演变的地方社会根源还缺乏更加深入的探讨&作者在

第四章重点论述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地方!如革命力量的介入与国民政府政权

的扩张!由此引起土客关发生变化!则几乎陷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在民

国时期!土客矛盾对於共
7

党组织民
3

和国民党治理乡村都有消解作用!然

而!究竟是土客矛盾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阶级矛盾和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控制!

还是国共有意识地用阶级
+

或政权力量来抑制土客矛盾的发展0再次!虽

然作者也
6

调需对一些核心概念!如#棚民$" #棚籍$" #客籍$" #客

家$等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其开放性与流动性 '页"+( (!但在论述中缺

乏较
!

严格的界定!则在某种程度上又限制作者的认识深度&最後!作者对

於若干重要资料缺乏较
!

细的分析!对市镇'页$()1$(0 ("书院学
7

'页

"$&1"$) (等资料只是简单罗列!

%

有进一步统计和深入探索&同时!对个
(

关键史料的理解或可商榷&作者认
!

!清初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变通处

理!是导致土客突的一大原因'页*)1*( (&但细读从雍正二年'$%") (张

廷玉的建议到三年'$%"( (

8

部议覆三省棚民安置事宜材料!?
%

有看出後

来江西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有什
)

出入&从
8

部议覆原文所述#有情愿编

入土著者!

s

其编入&33有欲回本籍者!

s

其回籍$可以看出!流落到湘

赣边区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未盰销
8

籍!清廷的政策?不是鼓励移民在湘赣

边区入籍!而是
!

了安抚所?取的补救措施!让他们纳粮当差!但土著未必

是编入民籍&由於他们在原籍仍有
8

籍!故只能编入另
1

称之
!

#棚籍$!否

则就成
!

#双重
8

籍$&同一条材料中还
6

调#编
1

之後!续到流移!不得

容留$!更能
#

明棚民编
1

是
!

了防止闽
c

流民继续进入!只有另行编#棚

籍$才能区分新老流移!进行有效的控制!但这?不能制止後来闽
c

移民的

流入&

秦浩翔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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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立新著*清代鄂西南山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变迁+一书!以清代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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