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保持高水准的电力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快向化石燃料过渡的步伐进

一步延续碳密集型发展道路电力工业的加速发展使电力供应的增长速度超

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导致资源枯竭及环境恶化问题

结论部份作者指出在长期战
=

与革命中形成的中国电力工业
N

胎於

?战时?体制这种体制虽然能
-

在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获得快速发展
6

不

可避免地落入低效率的困境同时过分依赖化石燃料的中国电力工业也深

陷碳密集型发展模式的泥沼而这亦
!

如今的环境困境埋下伏笔面对诸多

环境困境的大陆与台湾即使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阻碍前者虽

有调动大量人力和资本以增加新能源利用的能力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调配方

式
6

导致
0

能过剩的後果而後者在推进核能议程时则不得不面对民
$

普遍

的质疑

本书论述１８８２１９５５年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轨?但
6

?未局限於电力工

业本身作者将电力工业的发展置於近代中国发展的
&

络之中进行动态考

察正因於此电力工业成
!

各种势力相互博弈的场域更与国家建构民

族主义联甚密不过作者对近代中国电力工业的探讨还有可以进一步挖

掘的可能比如作
!

一种与民
$

息息相关的能源电力与普通民
$

的关

如何此外作者在书中提及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水电计划而对１９４９年後中

央政府对水电的态度和计划
6

?未展开过多的探讨这一议题似有可以进一

步讨论的空间

艾梅冯乐晟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龙圣《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
*

湘西白帝天王
+

事的形成与变

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２７７页

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更多学人把民间信仰研究置

於特定的区域或族群中加以考察以图找到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背後区域

社会变迁以及互动的
#

在机制和动力因素继而在这种变迁与互动中书写历

史的连续性
!

此民间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田野调查不失
!

研究的有

效路径龙圣所著《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
*

湘西白帝天王
:

事的形成与变

迁》（以下简称《白帝天王》）一书除绪论结论和附
)

外主体共计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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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该书正是作者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成果作者

力图在矨清白帝天王
:

事演变与流动的巴人杨氏等族群之间的关的基础

之上把握湘西在区域社会变迁中和王朝国家之间的互动进而在?边缘?

社会日益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过程中达致对中国整体历史进程的阐释

此书从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的视角入手去追述白帝天王信仰的建构过

程在白帝天王信仰的起源问题上作者承袭潘光旦先生的看法把其源头

追溯到
9

君巴人在第二章中作者以白帝天王的脸谱
5

色和祭祀习俗
!

分

析逻辑论述後世湘西民间所崇拜的白帝天王源自於
9

君巴人作者在潘光

旦先生基础上的创新之处在於用三色脸谱所体现的等级结构来
*

明白帝天

王源於
9

君巴人即白色最高红色次之黑色最低分
;

代表
9

君
9

君

之族四姓臣民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其次另外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分析逻

辑在於回归祭祀习俗本身即?以人
!

祠?作者指出白帝天王的祭祀承

袭
9

君巴人?以人
!

祠?的祭祀习俗只是在後来的逐步演变过程中变成

以人血代替杀人的方式因此作者通过对
9

君巴人和白帝天王的祭祀习俗

加以比较分析指出白帝天王信仰源於
9

君巴人与此同时通过特定的族

群发展变化观察民间信仰的发展变化继而追问信仰变迁与族群发展的
#

在逻辑是民间信仰研究的有效路径此书研究的特色在於长时段地关注一

个特定的族群通过这个族群的流动与发展把白帝天王信仰变迁置於流动

的时空和场域中继而突破信仰作
!

一个
,

态的独立的社会文化所在形

成其
#

在的族群逻辑这最具
*

服力的表现就是杨氏族群变化中白帝天王信

仰
:

事的变迁白帝天王源自
9

君巴人但是湘西民间流传的白帝天王故事

不是
9

君五姓而是杨姓故事
!

此在第三四五章中将其置於杨氏

家族的发展变化之中加以考察梳理杨氏家族从北宋年间平蛮乱有功杨氏

三兄弟被朝廷敕封到明代五寨令家杨氏以?汉将?後裔重构族群身份再

到清代杨氏一族家道中落与家族重建这一长时段家族变迁过程中白帝天

王从?北地天王?到?杨业的子孙?再到?神龙之子?实现家族
:

事

的变迁

作者最
!

关注白帝天王信仰的起源与建构过程在既有的研究中对於

这个过程中与
9

君巴人的联探讨的相对较多对杨氏家族的考量相对较

少而此书分析的特色之处在於进一步联杨氏家族的基础上把这个过程

回归到两个不同的族群文化系统?在文化交融的视角中找到白帝天王信仰

最终形成的独特逻辑作者从宏观的两个族群文化重砯和微观的个体族群演

变两个方面来阐释白帝天王形成的杂性和动态感作者
(

有局限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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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族群范围和空间而是立足於特定的族群创造性地指出白帝天王信

仰是两种不同文化系统重砯的
0

物即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脸谱和祭祀是

源於
9

君巴人而白帝天王的故事和名称则来自杨氏族群它是由南下的
9

君巴人和北上的靖州杨氏两个族群体系所带去的文化交融的结果正是这种

族群的流动和文化的重砯才铸成白帝天王信仰文化体系的独特轨?

《白帝天王》研究的特色之处在於长时段地聚焦於一个特定区域中的

信仰对象运用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展示这个特

定的区域信仰背後各种王朝制度的实践以及各种族群流动与关的杂

面向传统湘西是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特定场域自白帝天王传

入到族群建构直至被官方利用在其实现在地化的过程中湘西社会的

#

在地方逻辑以及其融入王朝国家体制的外在逻辑其实就已经
0

生

在区域史视角下考察民间信仰当然不可回避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关问

题在作者看来湘西白帝天王是
9

君巴人和杨氏家族两种文化交融的
0

物

而这种文化交融的逻辑仲介便是朝廷对?边缘?地区的开发也就是
*

白

帝天王信仰的形成演变与?边缘?地区的开化具有
#

在的一致性此书关

注王朝对?边缘?地区的治理与开化力图展示白帝天王信仰变化背後?国

家意识?存在的杂面向在第三章中作者讨论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对诚州

地区的开拓以及杨氏土酋的归附後朝廷对杨氏兄弟的敕封问题第四章

中作者以明王朝对五寨一带的治理入手论述在这一治理和社会秩序变化

过程中杨氏家族的境遇与白帝天王信仰的变迁第五章中作者进一步讨论

在清王朝屯政政策的影响下白帝天王神格的演变以及在这一背景下杨氏

族群的命运和白帝天王家族
:

事的重构这些都显示出湘西作
!

当时 ?边

缘?社会的一个特定舞台其社会变迁族群变化以及白帝天王
:

事变

化与国家的需要及其治理是紧密结合的王朝对於?边缘?社会的开化和

管理方式实际在?边缘?社会又达到怎样的效果湘西杨氏族群变化以及

白帝天王
:

事变化都给予较
!

明确的答案

?区域?可视
!

?国家?话语的具体表达形式《白帝天王》立足於湘

西地域白帝天王信仰的建构过程在努力追溯这个漫长的信仰文化形成过程

中所具有的地域性特点的同时力图弄清地域百姓的开化以及百姓的正统

性观念是如何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因此《白帝天王》关

注朝廷的态度以及地方官员在治理过程中对白帝天王的运用在第六章中作

者讨论王朝在招抚苗民和推行地方治理过程中逐步对白帝天王的关注诸

多地方官员及士大夫阶层力图赋予其正统性的解释继而白帝天王作
!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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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逐步进入国家祀典神的行列而这背後所反映的其实就是?边缘?社会

被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而地方官员对於其灵验故事和来历的塑造某种程

度上亦是对具有正统性的国家话语的表达

更值得提及的是在传统的?边缘?地区王朝的制度进入过程中对

地方的?教化?以及百姓对?国家意识?的接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

就要求研究者要努力去追溯这个历史过程回归到民间信仰就要求把这种

共时性的具有思想结构特质的文化形式建构成
!

一个具有历时性的历史

过程而白帝天王一方面它是跨越地理区域的民间信仰而这眧作者的

历史连续性建构便回归到族群的流动另一方面它在演化过程中逐步成
!

王朝的开化手段因此成
!

地方与王朝互动的仲介而这眧作者的历史连续

性建构便回到王朝的地方治理也就是
*

作者的创造之处在於运用这种具

有区域性视角的双轨分析逻辑解释这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把白帝天王作

!

物件把流动的区域作
!

历史舞台时间跨度从明清追溯到先秦进而在

长时段的特定时空中书写历史的连续性

此书是作者回到历史现场在湘西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工作基

础上的成果
!

此作者在收集到相关湘西民间文献的过程中也可解到

与白帝天王相关的传
*

故事进而进一步置身於湘西历史文化环境中作者

(

有仅是简单地归纳该地域的某些特点而是深入探讨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条件下把具体的湘西地方文献分析与湘西实地调查结合回到历史现

场进而矨清湘西社会变迁状癋下白帝天王信仰与杨氏族群等之间的
#

在

联此书以各种官方文献相关考古发掘以及湘西地方民间文献
!

核心

史料辅以各种口述资料（民间传
*

访谈）本地人的记述以湘西白帝

信仰及其基层社会变迁
!

独特的地域逻辑?分析其背後?国家意识?的存

在继而探寻?边缘?地区开化的进程故在深入挖掘民间地方文献诸如

族谱碑刻方志的同时作者还广泛运用《宋史》《明实
)

》《清实

)

》等官方文献以官方文献
!

整体逻辑基础以解读运用民间文献进

而阐释其
#

在的逻辑联此外此书有一突出特点就是关於民间文献口

述资料的?最大价值?运用无论是关於白帝天王源於
9

君巴人的讨论还

是白帝天王与杨氏家族之间的家族
:

事作者都充分运用民间文献民间传

*

的史料性价值例如作者运用杨氏族谱的重构过程梳理其背後杨氏族群

及其社会的变迁状癋以族谱
#

容的创造分析其反应的社会运行状癋和互

动关及其背後所反映的地域联以及白帝天王相关的故事传
*

中作

者特
;

多次提到具有
"

烈的象徵意义的?灵验传
*

?的存在以此讨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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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白帝天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国家历史所存在的某种密

切的联与此同时
!

弄清相关习俗状癋作者还进行实地访谈当然

在这眧作者未纠结於?口述资料?民间传
*

记述的?事实?性对错而是

基於对这种百姓的历史记忆的?最大价值?的解读去分析其所反应的现实

社会关和国家历史的地域
&

络

《白帝天王》梳理白帝天王
9

君巴人以及杨氏族群将祖先从人到神的建

构过程也就是
*

作者把白帝天王的研究回归到具体的地域社会中深入关

注族群的活动而在这种行
!

背後作者书写长时段的时间和空间中历史的连

续性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找到国家历史的影子也就是这一建构过程中的

地域社会变迁以及後续中王朝对白帝天王的利用与?边缘?地区进入国

家体制具有
#

在的一致性继而作者完成从人到神和从地方到国家的历史书

写那
J

回到另一个侧面即从神到人的价值关怀白帝天王从人到神的建

构过程其实是族群祖先逐步成
!

精神化
0

物的过程也就是
*

在
9

君巴人

以及後续的杨氏家族甚至是相关地域民间的传
*

的建构过程中白帝天王

由一种作
!

祖先崇拜的存在成
!

一种地方精神文化的存在而这种文化背

後的核心和实质是什
J

或则
*

白帝天王作
!

一种文化的再创造它反应的

是伦理的精神的底色还是原本的祖先的崇拜才能支持其跨越长时段的

影响力和传承力这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作者从人到神的历史追溯

还原历史的连续性而从神到人的关怀或许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此同

时作者回归族群以湘西作
!

地域基础在分析和追述上突破区域的自然

边界那
J

回归到自然边界作
!

跨越湘鄂川黔四省边界的白帝天王

信仰是否具有区域的独特轨?或许还值进一步考量

王位

p

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

滔《国史家事 〈致身
'

〉与
,

江
)

溪史氏的命运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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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家事》是
'

滔教授继 《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的空间透视 》

（２０１０）《嘉定县事》（２０１４）《垂虹问俗》（２０１８）等著作之後出版

的又一明清江南研究新著此书与前述著作略有不同其一 《嘉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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