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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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Ï§Ð

+ )

ÂSÑ�âcp145ÒÓ�ÔÕ/Î

* +

¬

"

Ù�

Ç'

+CDIE

ò

+H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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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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南山区'简称鄂西南(

!

研究对象!利用丰富的清
>

档案"地方志"文

集"家谱"碑刻等资料!探索鄂西南山区杂的人群关和社会变迁&所谓

#鄂西南山区$是指湖北西南的宜昌"恩施地区!相当於湖北"湖南"四川

三省毗邻的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历史上曾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活

动地区&虽然鄂西南山区很早便进入王朝国家的视野!但由於少数民族聚居

和相对独特的自然条件!长期实行土司制度!形成杂的族群关和文化风

貌&直至清代改土归流後!随着汉地流民不断迁入!山地资源才得到深入开

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亦由此发生深刻变化&

!

准确地把握鄂西南山区资

源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徵!作者将鄂西南地区的历史分
!

#明末清

初$'$+"*1$%&( (" #改土归流以後$'$%&+1$*"# (" #清後期 $'$*"$1

$0$$ (三个阶段!指出此间鄂西南经历两次社会转型!即改土归流和近代

化!触及鄂西南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结构性改变&

全书共七章!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七章结语外!其馀五章分
(

从山地环境

与政治生态"经济开发与资源利用"人口流动与聚落环境"山地环境与社会

变迁"山地环境与文化发展等主题展开讨论!具体
$

容如下%

第二章论述鄂西南山区的山地环境的?质性和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边缘

性&鄂西南山区环境的?质性是指山地地貌的差?性!由於特殊的地质构造

及山河相间"海拔落差大等因素!形成缀块性OZ?DS>B6==R地貌!即一山之
$

有山岭生态"平原生态"山坡形态"山谷形态!而山谷形态又有湿地"平

原"台地"洪积扇之分
(

&鄂西南山区的边缘性则体现在地处僻壤!山险林

深!交通困难!中央王朝难以对少数民族施以有效的政治"文化影响&清代

以前!地方行政多倚赖当地蛮酋!通过土司制度实行间接控制&自雍正年间

起!鄂西南山区实行改土归流!新置州县!派遣佐贰官!分守境
$

要之

地!添设守备"千总!加
6

对山区的军事控制&鄂西南山区由此在制度上纳

入国家体制!政治上清除土司管理时期的割据状态!踏上政治一体化的道

路&清末!朝廷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虽波及鄂西南!但受制於地理环境和边缘

区位!近代化政策进度迟滞&

第三章细地描述改土归流後!鄂西南山区山林资源的开发"多元经济

的发展及其对山地环境的影响!具体包括交通建设"土地农耕"水利资源"

林木
7

业"矿
7

开发"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等方面&总体上讲!鄂西南山区

杂的地理条件!增加山地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难度!但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

和政治藩篱的清除!国家主导的山地交通不断开!以恩施
!

中心的人行铺

递交通系统建立!使鄂西南山区与鄂"川"湘各地的市场联越来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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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商品性农业"林业"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在对外贸易中!鄂西南山区输

入的主要商品是盐"粮食和布匹等基本生活必需品!输出的则是漆"茶叶"

桐油"药材"麻"生
R

等初级农林
7

品&外地客商和本地商人"工匠及劳动

人口聚集市镇!各地县城的城镇规模扩大&然而!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山地

植被群落和动物群落的生物链发生变动!导致鄂西南山区出现水土流失加

剧"土壤贫瘠化"生态环境恶化"自然
@

害频仍等问题&

第四章主要考察清代鄂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聚落发展的情癋&由於明

代实行 #蛮不出境!汉不入峒 $的民族隔离政策!致使鄂西南地区地广人

稀!劳动力严重不足&明末清初!地方动乱打破了隔离政策)改土归流後!

彻底消除土"汉交流的藩篱!促进土"汉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商

人带来汉地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尤其是外地流民源源不断地流入!成
!

鄂

西南山区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基本动力&随着流移

的增多!地广人稀变成人满
!

患! #土客相安!两无猜忌$的土"汉关!

亦龃龉日多!甚至有山眧人外迁以求新的发展空间&山外流移定居和汉人人

口增多!不仅改变鄂西南山区的聚落结构!而且扩大山区城镇的规模&清前

期以前!鄂西南的土人以杆栏式或半杆栏式吊
D

楼
!

居住形式!聚落以村寨

!

主!规模较小&改土归流後!原来荒无人眕的地方兴起山村!水陆交通便

利之处形成市镇)聚落中的建筑不再以吊
D

楼
!

主!而是用砖石竹木搭建成

房屋)聚落的名称也不再是寨!而是繁多的村"坪"庄"圈"场"地"铺"

店!等等&清中叶以後!由於流民增多!叛乱迭起!鄂西南山区又出现#寨

堡$一类的聚落形式&

第五章介绍清代鄂西南山区基层社会的变迁&清代以前!受制於山区落

後的经济!鄂西南社会实是土司体制下旗长控制的军民一体"家国一体的宗

法社会!土司依靠习惯法治理社会!处理社会纠纷&改土归流後!清廷用国

家行政力量!在鄂西南山区推广儒学教育!兴办科举!培育绅士阶层)通过

编查保甲"组织团练!形成稳定的地缘组织!维持社会秩序&不过!教育事

业发展滞後!科举不振!绅士阶层以下层绅士
!

主&清中叶後!汉民日渐增

多!儒家文化盛行!在下层绅士的领导下!汉民大规模修建宗祠!完善宗族

组织!土民亦模仿汉人发展宗族组织!以故血缘组织日渐成
!

基层社会的重

要力量&同时!

!

切断土家族上层贵族与土家社会的联!清廷将土司及其

嫡系後裔?地安插!又以千总"把总等世袭职位以安抚之!致使土司家族逐

渐走向衰落&不过!改土归流後官府招揽流民"调整行政区划以及人地矛盾

日益严峻!也引起不少土著与客民间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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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探讨多元文化在鄂西南山区不断调试的历程&在特殊的山地环境

影响下!当地信仰白虎神"洞穴神"大二三神等原始宗教&改土归流後!在

大一统的改造政策下!兴建义学"书院将
$

地的
X

蒙教育带进基层!儒学文

化全方位地传播!绅士阶层成
!

山区教育事业的支
Q

力量&伴随大批外地移

民而来的还有各式祖源地文化&来自各县的移民不仅将本土民间信仰带进鄂

西南山区!还积极营建神庙!形成新的文化景观&晚清时期!受洋务运动和

清末新政影响!近代西方文明逐渐传至鄂西南山区!如兴办新式学堂!建立

近代邮政系统"劝工所"劝学所&经过长时间的涵化!儒家文化"佛道信

仰"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形式以及近代传来的西方文明!诸种文化形式不断

地调试!或借用"或吸收!逐步转化?
$

化
!

鄂西南山区文化的一部份&

本书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援引翔

实的史料!将家谱"碑刻"墓?"地契等民间历史文献与故
>

档案"方志等

官修史籍结合!辅之以精的图表!将史料中抽象的文字表达直观化!呈现

清代鄂西南山区资源开发"社会变迁"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以人地关

!

中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既体现鄂西南山区的地方性传统!也揭示鄂西

南山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机制!是区域社会经济史与环境

史研究的新的尝试&

通过本书!我们看到一个极其杂的鄂西南山区!具备多元生态"山区

开发"人口流动"杂族群"国家权力"特色文化"边疆属性等山区研究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呈现明清山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范式!即围绕人

地关展开的#开发与破坏$模式!围绕土客关展开的#突与融合$模

式和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展开的#从外化到外
$

$模式&由此观之!鄂西

南山区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其研究价值势必远不止#

!

今天探索鄂西南可

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处理人地关的科学方法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此

书多有令人意犹未尽之处%在 #民族志 $式地描述鄂西南山区的历史演变

後!如何定位鄂西南在南方山区开发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如何呈现鄂西南山

区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又如何从鄂西南山区的丰富历史经

验中炼化出核心概念以丰富我们对明清历史的认知0这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

的问题&

李杨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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