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
!

广东编
;

齐民
>

离里甲
;

籍束缚!导致剧烈社会动荡!从而促成明代中

叶赋役改革"而辽东卫所体制的危机与军事改革与此类似!

%

明国家与地方

社会的互动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某种一致性!而因应於危机做出的调整则是王

朝得以延续的重要动能"这样的比较研究是有益的尝试!可以帮助区域史研

究努力回答其对整个历史过程有何意义的问题"

本书是对明代辽东施行的卫所体制及社会样态的有力研究!梳理卫所体

制在辽东的兴衰沿革!澄清一些重要问题!对进一步研究这一区域的历史具

有重要参考意义!但是关於明代辽东历史的研究?非再无讨论的空间"首

先!作者用*军事社会+这一概念指称明代辽东社会!其依据主要是该地实

行卫所体制"但卫所体制是否是这个社会的主导方面!能否根据这一因素就

认
!

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军事社会+!作者交待得?不明确"其次!正如作

者所言!现存明代辽东史料数据相对匮乏!族谱等能
4

提供更多历史细节的

史料有限!这也是无法更加详尽分析辽东社会结构!从而明确其社会性质的

重要原因!也造成序言一中所言*局限於官籍和军籍两部分人 +的情癋!而

对生态环境(生计模式(聚落形态(族群分类(神明信仰等诸多社会史的重

要问题无法详加展开"

马莉童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罗友枝!黎世安!姜士彬主编+赵世玲译+赵世瑜审校+ $中华帝

国晚期的大
'

文化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0//年+310页-

成书於)*/-年的 #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 %JO9VSF4?!SFDS?@6; U4D@

cQV@?64F!:6;4P!是西方传统年鉴学派由总体史学向新文化史转向的
$

物!时

隔(.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再度出版"三十多年来!管国
&

外学界在明清

地方社会与新文化史领域都有大量的成果出现!但是回看此书!无论是书中

研究者所用的方法(材料!还是关於*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议题!至今都

是学术界难以绕开的关键"

*由於明确而且可识
*

的人类行动!在社会背景(地理区域和经济地位

上极
!

不相同的人们能
4

分享共同的行
!

准则(理念(设想和参照点"因

此!我们所关注的要点之一是传达语言和象徵结构的动力和机制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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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页- '简言之!本书所关注的就是各种文化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

同的人群中进行传播!进而塑造了历史行
!

者共同的行
!

准则(思想意识和

共同信仰"在中华帝国晚期!由於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体系的扩展!地方社

会非精英阶层中有读写能力的人增多!因而他们既是大
:

文化文本的创造

者!也是
/

读者(传播者!但相对於识文断字者而言!地方社会更多的是目

不识丁的平民!他们主要依靠非文字的口传方式获取文化资讯"不同的文化

阶层!他们接受资讯或者被灌输观念的方式有所差?!因此本书重点通过十

馀篇不同主题的文章!分
*

从文本资料(宗教信仰(戏曲以及仪式专家等方

面探讨统治阶层是如何借此对乡民进行思想灌输的!具有统一意识的文化又

是如何在不同的乡民中进行表达的!进而回答中国文化如何兼具多元与统一

的问题"

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本至关重要!其消除了方言带来的地区(族群

以及社会之间的隔阂!是观念(思想流通的重要载体"在中华帝国晚期!经

济的增长催生了教育体制的改革!而教育扩张的刺激又直接促使大规模刻书

业的兴起"在这种背景下!小
%

(善书(诗歌以及宗教用书等文本资料在乡

村地区广泛流传!几乎所有的这些文本都是
!

接受过儒家教育的非精英者撰

写!且多
!

地方识字阶层所
/

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类文本资料就承载

这个阶层所遵守的行
!

准则"在第四章中何
:

理JH9̂@?DEBe@Y@FP就以隋末

*李密的故事+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改写!来观察社会各阶层之间共同准则的

形成"何
:

理首先根据文本的
&

容!将读者分
!

*饱读诗书 +( *粗通文

墨+( *目不识丁+等三大群体!通过对故事在不同群体之间改写的
&

容的

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不同受
:

的文本形态各?!但是*仁义+( *忠诚+等

儒家伦理精神以及*天命+( *神话+等非理性因素
.

是各个阶层共通的行

!

准则!这种统一性超越了文本形式和阶层的差?"这正
%

明了儒家文化有

着较
#

的*

&

在化+特质!这种*

&

在化+使得帝国的统治原则能
4

衍生至

每个地方(每个阶层之中!管表达的形式和
&

容会有千差万
*

!但其意识

形态的原则仍是一致的!因此每一地方都有属於自己的一套帝国景象"不

过!很多上层文化中的经典用语!甚至是基本用语对一般民
:

而言都是陌生

的或无法理解的!同时在社会发展中人们也?非一成不变地遵守原有的价值

观念!所以在儒家文化向下渗透时!仅仅依靠何
:

理研究中的*小
%

+形式

是远远不
4

的"

那传统时期中国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规范又是以何种方式在
O

远的乡土社

会生根的呢,贝琳J8S76D: >BK@?F6;YP在第七章中!通过对宗教文书#三教开

书评 )()

!

"

#

$



迷归正演义%的解读!发现宗教思想对道德资本的管理是儒家精英思想在下

层得以发展的原因"从林兆恩的三一教在儒(释(道三教中传播的过程中发

现!在社会的急速发展中!民
:

逐渐偏离原有的价值体系!各种形式的
%

教

与劝谕也已失效!而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宗教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成
!

民
:

关

注的重点"因此!当宗教的*神?+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训谕相联时!人

们在追求个人福祉的同时在无意之间践行同一个行
!

准则"毋庸置疑!这样

的宗教文书实属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中介"在第十二章中黎安友等学者以晚

清民国时期的报刊与小
%

提供一个相似的案例"在&'世纪社会的激烈变革中

!长期以来被中国文人们认
!

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隔阂加大!晚清

的政治精英们在动荡的政治中都希望能
4

重塑民
:

的精神意识"於是新兴的

报刊新闻成
!

一种政治宣传工具"但是比起政治!民
:

似乎对通俗事物更加

感兴趣!

9

言之!政治领域的群
:

主义离通俗性太远"这是因
!

在外部世界

剧烈变革之下!通俗小
%

的逃避主义
!

读者与现实之间造了一个缓区!

将他们与外部的世界隔离起来"然而无论是报刊还是小
%

!其写作者都是身

处政局或者政局边缘的文化精英!作
!

深受政治环境影响的通俗小
%

就在*

现代+与*传统+( *提高+与*普及+间架起了通道"

中国文字的统一使得各类文本得以在语言不一的地区畅行!文本所包含

的各类价值观念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流转於不同的地区(人群之中"明清时

期!由於大
:

文化文本的作者们多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所以这些文本最

主要的特徵之一就是被改编的不仅符合传统道德而且也有利於统治阶层利

益!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就成为人们共循的社会准则"同样!在晚清民国时

期!出於政治改革的需求!无论是报刊新闻还是大
:h

乐的小
%

都在传递激

烈的变革思想"可见!在文本的延续与流传之中!文本背後的价值观念(意

识形态以及行
!

准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一统"

文本更多的是相对於知识分子或者粗通文墨的民
:

而言!那
)

基层社会

中目不识丁的民
:

又是如何被纳入大一统的文化体系之中,人类学(社会学

的学者们大多是从宇宙观层面来寻求一个中国的因素!张亚辉认
!

*天道+

就是中国人所共同认可的- *中国这样庞大杂的国家!之所以能
4

在数千

年的时间
&

维持一个文化上的整体性!其根源恐怕?不仅仅在於国家的专制

权力的发达!管它确实匪夷所思的发达!而是在於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意

识形态的高度契合!在於两者对於一个共同3天理4的认同" +&张亚辉!

#水德配天-一个
^

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 %!北京-民族出版社!

&''/!页&&- '同样!弗里德曼J"4S?6R@Z?@@7Q4;P也从宇宙观出发!认
!

天

)(& 书评

!

"

#

$



命信仰与阴阳五行是中国人共用的一套宇宙观念与文化模式!加之国家对宗

教权威的控制和整合!中国社会才能
4

自成一个整体"然而华琛J84Q@<UB

X4D<9;P的观点
.

与此相反!在他看来!对於一个高度整合的文化来
%

有两种

解释的路径!一种是去关注共同的信仰体系!另外一种则诉诸於一系列共有

的实践和仪式"华琛通过对香港新田和夏村两座天后
L

历史及其背後的经济

社会和象徵意义的考察!揭示作
!

官僚精英思想象徵的*天后+如何渗透各

地乡镇!乡村百姓又是如何诠释这种象徵!从而提出神明 *标准化 +的概

念!即
#

调*国家只规定结构而不规定
&

容+( *国家只推广象徵!而不问

信仰+&页,/+ '"随後!华琛延续 *标准化 +的理论!又发表有关丧葬仪

式结构的文章!形成神明*标准化+与仪式*正统行
!

+的观点!以此来讨

论中华帝国晚期文化的一致性问题"在华琛看来!国家试图控制的是象徵与

仪式而?非是信仰本身"

除了华琛所论及的正统宗教外!民间还存在着一些被统治者斥
!

*?

端+的宗教"正统宗教与?端宗教的区
*

是前者有办法沟通朝廷和社会之间

的鸿沟!而後者多因其颠覆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定而被视
!

社会不安定的因

素"在第九章中!韩书瑞JWS<4; C4]S6;P对引起明清社会叛乱的白莲教进行了

研究"她将白莲教分
!

被识字城市民
:

所接受的诵经派和被底层不通文墨的

民
:

所接受的打气运作派!前者借由诵经等仪式进行
Z

向传播!而後者通过

师徒关进行纵向传播"虽然这两种派系的传教方式不同!但是都接受白莲

教的基本思想!而这种基本思想又是借由 *圣谕+等正统思想和民间传统充

实自己的"因此!白莲教其形式虽
!

*?端+

.

宣扬与正统同样的核心价值

与意识形态"同样!对多数不识字的妇女进行宣读的宝卷也
0

含着*?端+

思想!多因其与主流文化的家庭观念相矛盾"欧大年J34;6@FUBh5@?QG@?P在

第八章中通过对#刘香宝卷%详尽的论述!充分揭示妇女的勇气(自由和得

救"与这类宝卷相应的宗教还*

#

烈抵制婚姻以及婚姻所要求女子承受的劳

苦和服从+&页(/& '!宣扬怀孕的痛苦和焦虑!这与传统 *三纲五常 +对

妇女的要求大相径庭"但是这类宝卷在设身处地同情妇女的同时
.

以宗教的

方式鼓吹孝悌等儒家思想!如
#

调报答父母以获得超生等"由此可见!在这

些*?端+宗教中!传统中国的价值观与信仰融
!

一体!所以白莲教等宗教

在打气运作(传授健康长寿的技巧时也在支持儒家的一些伦理观念!救助他

人(尊敬父母不仅能
4

积累功德!也是*孝双亲+( *睦乡邻+的表现"

管这些 *?端 +宗教主要关注 *教派神话的整体结构(忠诚和组织 +&页

(/+ '!一般?不过多
#

调伦理教义!但在传播中
D

大多数则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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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正统与?端?非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它们同样践行着统一的准

则!以宗教的形式影响着人们!?且二者随着社会情境的转变而变化"

*

h

乐性的媒介!尤其是节庆戏演出!是一种最重要的资讯来源!告诉

人们过去时代令人信服的历史(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行
!

举止(不同社会地

位的人们之间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关!还传达善恶观念" +&页&/- '戏曲

因其
h

教性成
!

文化传播与交融的一个管道"在第五章中田仲一成J\4;4I4

c<<@6P对戏曲与不同受
:

之间的关进行研究"他认
!

不同的戏曲受
:

不同!

?通过出资的不同将剧场环境分
!

市场中心(村庄(宗族三层!与之相对应

的是下(中(高三等戏班"由此他发现表演戏曲的特定环境!尤其是演出捐

助者和组织者的不同!使得上演的剧码甚至是表演的语言也有所差
*

"在鱼

龙混杂的小集镇中!由於较少受到地方精英的控制!其庙会上演的剧码多侧

重於表现浪漫的爱情(冒险和仙佛神话主题!较少关注代表忠诚(孝顺(忠

贞的典范人物"而在村庄的庆典仪式中!经由村中头面人物组织!上演的剧

码相对於集镇更加保守!多关注英雄典范(忠诚孝子(烈女节妇等"在宗族

这种权力最
!

集中的场域!所演出的戏曲就最具有文学性"在家庭场合挑选

戏曲上演时!主要偏向具有道德和教育意涵的戏曲!而且*演出一般只包括

单场片段!而不演全本戏!如此便可能对演出进行更严密的控制 +&页

&(- '"很显然!权力的集中使得统治阶级将大
:

文化据
!

己有!在他们的

影响下大
:

文化向更高雅的文人形态转变!但是当平民百姓从统治阶级的霸

权中解放出来时!大
:

文化又会再次恢复它的活力!

$

生新的表现形式"权

力结构的变化引发不同文化之间的转
9

!观念在等级的流通中传达同一行
!

准则"

不同於田仲一成对戏曲差?性的关注!在第六章中华德英JK4?̂4?4EB

X4?7P则
#

调传统戏曲的一致性"她通过对香港地区 *节庆戏 +的演出(演

出的社会情境以及观
:

观看感受的考察!提出在戏曲的演出中?不尽是田仲

一成所
#

调的*因
!

不同社会阶层的观
:

!尤其是因
!

不同阶层的筹办人!

文本发生了语言变化 +&页&+( '"戏曲的演出?不是照本宣科的重剧

本!而是可以依据地方性习俗在 *纲领性 +的曲词和唱腔方面进行即兴发

挥!至於孰轻孰重这要看观
:

的兴趣所在"因此!在华德英看来!中国戏曲

都使用着同样程式化的角色分类以及以历史(传
%

和小
%!

蓝本的相同的民

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全国
%

书人(

%

唱艺人(傀儡艺人们所共用的题材"毫

无疑问!这些共用题材的传统媒介对中国民
:

传达着基本相同的资讯!因而

华德英
#

调- *戏棚的一般观
:

对浩瀚的中国文化和行
!

准则合体的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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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闻$$$不论正统还是?端$$$大多来自戏曲演出!他们日常生活所经历的

狭小世界只是合体中的小小片段 &正如观
:

们也理解 '+&页&/- '"相

对於高屋建瓴(不切实际的儒家精英文化!底层民
:

们更倾向於依赖视角与

口头表演传达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准则"

在文本(宗教以及戏曲充当文化中介的同时!还有一批历史中的 *人+

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第三章中许舒J84Q@<e4G@<P就发问指出!

!

何在

长期贫困的村落中!人们?不自己动手满足生活所需!而是要设法用现金或

者食物来邀请这种*仪式专家+,他认
!

!答案在於普通民
:

对士大夫阶层

所确立的生活模式的模仿" *在离天和皇帝都很
O

远的乡土!中国民间社会

之所以效仿一种帝国的礼仪!正是因
!

正式的权威和公正
!

他们所不及!因

而他们创造出能与自己交流的想像性的权威与公正" +&王铭铭(王斯福主

编!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 '由於对儒家伦理的膜拜!也由於在一个大家都是本家的村眧!社

交生活的繁忙!村民们对家庭典礼仪式的期望很
#

!社会的杂性和普通的

繁文缛节就可能促使人们依赖仪式专家"乡村中的这类仪式专家!他们的体

系与王朝礼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这不仅表现在其仪轨和王朝祭祀仪式在

结构上的同构性!而且体现在所使用的文本大多直接或者间接来源於官方文

献!因而这类群体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上下层沟通(模仿的中介!如书中许

舒所列举的!他们有教书的先生(代书(戏子(宗教礼生等"这些人是乡村

社会中唯一识文断字的人!他们在文化创作的过程中!将其所接纳的统治阶

级思想镶嵌在各种文本(宗教(神话(传
%

(歌
i

(戏曲中!?转译至广大

的基层社会中!最终实现了地理空间(语言差?(社会阶层的跨越!成
!

文

化交
9

的关键"

!

了更清晰地研究明清时期这类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姜士彬

在第二章中依据教育(经济和法律特权划分了*个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

表%中华帝国晚期的主要社会文化群体 &页/) '

最高 最低

教育

i文化程度

最高
受过经典教育

i享受法律特权

受过经典教育

i自给自足

受过经典教育

i依附他人

识文断字

i享受法律特权

识文断字

i自给自足

识文断字

i依附他人

最低
目不识丁

i享有法律特权

目不识丁

i自给自足

目不识丁

i依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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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士彬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对他们自己在统治和服从总体结构中所处位

置具有特定的感觉!而且用与
:

不同的风格来表达与反映这种感觉的意识形

态!从而构成上层与下层文本与表达的差?!因而位於中间的这些*识文断

字+群体就显得尤
!

重要!他将其称之
!

*耕读者+"这类群体既散?於统

治阶级的不同等级中也存在於基层社会中!甚至大多数就是所谓的*仪式专

家+们!他们有着上下沟通的能力与管道!充当着精英文化与大
:

文化的转

译者与沟通者"在#礼仪下乡%&刘永华!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

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书

中!刘永华也提供了一个明清四保地区 *识文断字+群体的范例$$$礼生"

礼生是地方社会的监生&多
!

捐纳而得'!是熟识祭文(官话而且还具备阴

阳生基本技能的仪式专家"在乡村社会的祭祖(祭神(人生礼仪以及乡约圣

谕的宣讲中!他们一方面模仿王朝与士大夫的礼制!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文化

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在模仿(参与(实践甚至是改创的过程中!地方社会形

成一个国家的认同!刘永华认
!

他们既是乡村社会的儒者也是民俗与信仰的

杂家"

除了社会的自发力量外!国家同样在文化的传播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仅通过对宗教的控制!如借助封神(祭奠(缔造
L

祀等行
!

!实现治民的

需求!而且直接以一种*霸权+的形式将思想意识
#

加於民!如第十一章中

梅维恒Ja6RD9?eB"46?P介绍的国家*圣谕+宣讲形式!就是官府直接宣传正

统行
!

准则的手段" #圣谕 %是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十六字训言!七言一

句!对仗工整!是与一般百姓相关的儒学正统思想的精髓"然而由於精简的

文言文
&

容不易理解!康熙皇帝高高在上的
%

教格言警句与#圣谕%的基本

受
:

兵民的头脑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於是有关#圣谕%的各种释义(注释(

图解应运而生"这些文本中既有
!

文人准备的!多引经据典(旁徵博引!也

有以俗言谚语讲解
%

明方便粗通文墨者
/

读的!还有图像衍义(押砋小调方

便他们进行记忆的"总之!这些文本的创造者多
!

有官身份的文人!是官方

努力灌输(塑造正统意识形态的行
!

"但是对於地方官员这种生硬(只讲求

礼仪的宣讲来
%

!底层百姓的接受度?不高!因而宣讲#圣谕%又
$

生出一

种民间
h

乐形式!即通过那些信奉儒学的
%

书先生!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宣讲

阐释"这种口头演绎的形式备受欢迎!在正统思想传达给普通百姓的同时!

民间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补充与修正" #圣谕%的宣讲既是统治阶

级对民
:

进行思想灌输的手段!也是上层文化传承者努力塑造大
:

文化的过

程!在睶移默化之间!官方正统思想便成
!

指导民
:

行
!

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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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就本书而言!中华帝国晚期文化大一统之造就正是一个 *上

下互动+的历史过程的
$

物!这是精英文化的民间流变与衍生的形态!也是

民间社会主动模仿与改创的结果"在书中!无论是企图传达正统价值的文

本(

h

教一体的戏曲还是流转於正统与?端之间的民间宗教!都通过各色各

样的文化中介者有意识或无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吸取精英价值与民间传统创

造!从而将统一的意识流布於社会的各个角落"就如同赵世瑜在序言中指出

的- *这个 3文化大一统 4是恩格斯所
%

的 3历史的合力 4造成的结果 +

&本序!页- '!这不仅是不同人群的合力!也是不同中介物的合力"文本

所承载的价值观念有时需要借助宗教(戏曲的手段进行落实!宗教与戏曲的

流传更多也依靠文本的保存!而它们都需要借助有思想意识的 *人+进行包

装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在书中这种 *上下互动 +!其实更多的
#

调的是

*自上而下+的互动!仍有过分
#

调精英文化单向作用的嫌疑"本书虽然以

*大
:

文化+

!

出发点!但所考察的还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文化中 *习得+或

者*积淀+了多少精英文化的种子"书中无论是文本还是宗教(戏曲!甚至

是文化传播的中间阶层!表现的都是儒教文化如何通过他们传达出相同的行

!

准则"不置可否!伴随着政治的一统!儒家文化肩负了文化一统的动力!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民间的主动性及其力量"除了被动消极地受精英文

化的影响!大
:

文化还具有一种向上的生长力!谁又能否认帝国和文本传统

所代表的文明
'

有对农业季节性庆典的 *模仿+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与其
%

中国文化的一体性是一种*文化的整合+!倒不如
%

是一种*文化

合成 +&刘永华!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

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是上下文化共同作用而

成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一统文化"

本书时隔三十多年再度出版!其典范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书中各类研究

?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以往不被关注的*大
:

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打破长

期以来*精英+与*世俗+的二元对立!其中以宗教部分的陈述最
!

精彩"

据欧大年分析!明清宝卷文本虽公开表达儒家传统行
!

准则!

.

含蓄传播
!

主流文化所不能接受的 *独身 +观念"白莲教的研究也揭示出虽其形式?

端!但是他们同正统民间宗教团体之间?不对立!反而可以满足正统宗教无

法回应的世俗需求"在华琛的研究中!天后虽
!

国家推广的象徵!但是对不

同阶层的人而言代表不同之物"於水上人而言!天后是海洋的掌控者!可以

平息风暴)於陆上人而言!

.

是驱逐海
j

的象徵)在妇女眼中天后又成了象

徵生育的力量!他们都趋向*?端+的一面"可见!思想意识的互动跨越着

书评 )(.

!

"

#

$



正统与?端的界限!精英与世俗(正统与?端?非是
D

对的对立!这二者之

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相生的关"本书出版後在学界
$

生了不小的影响!书

中关於中华文化多元性与统一性的问题引起学界的长期热议"继华琛*神明

的标准化+之後!宋怡明J"6R:4@F>BW 9̀;G6P(苏堂栋J39;4F7 WBWSDD9;P的

*伪标准化+与康豹JO4SFHB$4D̀P的*?端标准化+!从政府的效能(地方

的能动性对其进行了修正!科大卫J34567 Z4S?@P(刘志伟又通过*正统化 +

概念的提出!对华琛的观点进行延伸!

!

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提供了时间和

时刻的维度"可以
%

!学术界关於这些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前述各章节
&

容?非问题的终点!反而成为我们继续思考和追寻的重要起点"

王文
6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杨斌著+韩翔中译+ $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 % +

新北市#八旗文化+/0/1年+45/页-

在中国边疆史学过去的研究中!学者经常会不自觉地以一种 *从後往

前+式的视角去解读区域社会的融合进程!而历史自身
.

只能*从前往後+

式发展!如何走出这种视野上的困境!还原社会真实的发展轨?,杨斌#流

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一书!

!

研究角度上的突破提供一条

可思考的路径"作者以长时段与全球史的角度!将云南置於研究主体!试图

最大限度还原云南从古至今正向的发展与变化历程!从非汉*中国人+的形

成过程来关照今日中华民族之形成!即该版本序言之标题*何以云南,何以

中国, +本书原是作者&'',年时完成的博士论文#?*)<**, @+,=3&,= (%"$=34

A;*9&B+,2 "8C$,,&,D1*>",= (*,)$'7?(EF&'); (*,)$'7(EG%!&''*年由哥伦

比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年!台湾八旗文化将该书首次译
!

繁体中

文!译者韩翔中"全书共七个章节!兼结论与序(跋各一篇!分
*

从交通(

军事(制度(身份认同(经济与近代民族识
*

等角度进行讨论"

导言部分!作者明确指出美国新清史对南方中国关注的不足!清代继承

明王朝在南方大部分的治理成果!本书便试图在研究与对话中对这些问题进

行补充"其次!作者重点探讨*西南+这一学术名词的范畴!在方国瑜等学

者云贵论基础上!提出本书?用的云南中心论观点!

!

本书的研究划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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