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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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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同时!作者也补充本书研究的缺陷所在-以云南
!

研究对象
.

缺失云南

本土人物的书写!以全球视野
!

中心
.

过度依赖中文文献!宗教文化思想与

疾病地理等领域未能涉及等"

第二章作者分
*

探讨云南至四川(缅甸(越南和藏区四条古交通瞃路"

在中亚道路堵塞的前提下!西南通道由此开始繁荣!例如滇马在广西叛乱(

越南(孟加拉(印度诸国
&

战中便
$

生过相当程度的影响"同时从元代站赤

制度到明代驿站和清代堡站!国家力量也进一步固化这些军事运输瞃路与商

业贸易通路兼备的古道"云南的这几条通路共同作用!实现中原
&

地造纸

术(火药等
!

代表的诸多华夏文明在东南亚的传播"道路贯通後!便是进一

步的军事行动!第三章!作者指出云南与华夏历来的交往!往往都是建立在

中原试图实现对云南以外地区沟通的基础上"庄?入滇!实
!

秦楚)西汉设

郡!意在大夏)诸葛化夷!连
A

抗曹"这些是中国
&

部逐步扩张的推动力!

#

化云南对於中原的东南亚枢纽价值"随後!作者重点梳理唐与南诏旋复旋

叛的交往历程!在地缘关的制约下!南诏在藏区与汉地之间不断
k

摆!?

在这种
k

摆中积累力量!於汉藏之外的中南半岛确立自己的朝贡体系"第四

章制度部分承接上章的唐朝!转以明清制度
!

主!引出蒙元统治下!土人(

官僚(宗室三足鼎立型态在云南的确定"而明代对云南统治权的掌控!主要

出於朱元璋对养子沐英的
D

对信任!有明一代除段立沐!当地再无可与中央

王朝抗衡的省一级地方力量"清代则利用以夷制夷等手段进行改土归流!打

破当地的权力结构!将中央控制权渗透到县级区域的同时!也迫使地方权力

萎缩到县级区域"同时!中央王朝对於土司跨界纽带和
&

部秩序的危险性也

有着深刻认知!遂?取土司
#

制族谱
3

述(接受儒家教育(不许通婚等措施

!控制其族群
&

部力量的膨胀与联结"

当上层制度层面落实後!随之而来要面对的是人群做出的现实反应!第

五章云南人的省级认同观念形成过程的讨论是全书核心!也是本书主要学术

贡献所在"在梳理历朝云南外来移民的基础上!作者通过与余英时(李中

清(陆韧等的学术对话!探讨 *华化 +与 *汉化 +问题"最终作者选择从

*华化+的维度!论述云南的移民借助包括制度上驿(堡(铺(哨的设置!

社会上?据城市土地塑造全新区域格局!教育上官学(卫学(社学(书院与

国家科举相配合!习俗上影响土人适应儒家道德观念等诸多方面!进行华夏

传统在当地社会的培植与固化"然而!作者在此基础上论述双向的汉人 *土

著化+现象"从南中大姓放?原来身份认同寻求现实利益!到汉人通婚快速

融入当地社会结构!地方阻力
!

移民带来双重的身份认同"作者借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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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学界使用的*中间地带+的概念!在华化(土著化二者之外!更多处

於核心(外围(边缘(空白区域等不同的人群划分!被一个统一的 *云南

人+省级身份认同所容纳!?借助国家科举籍贯制度进一步塑造与
#

化!地

方认同与中国认同二者遂?行不悖!互
!

表眧"在*云南人+这一双方权力

谈判结果後!本土阻力下长期互动形成的 *中间地带+!便是*何以中国+

的解答"

第六章的写作孕育作者的另一部作品 #海贝与贝币-鲜
!

人知的全球

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此处已略有雏形"作者以银(

贝币和铜矿三类
!

瞃索!补充土司开?白银流入中南半岛的一些瞃索"之後

作者详细讨论贝币退出云南市场的历程"中原王朝分
*

於)---年()-.+年(

)+&-年三度铸钱!尝试令云南市场接纳铜币!

+

定性时刻则是孟加拉贝币成

本的飙升!才致使古老的贝币体系彻底退出云南市场"铜矿开?是清政府缓

解云南治理成本的一项制度经营!其中蔡毓荣与贝和诺不同的落实方式导致

铜矿在云南的兴衰起伏!滇铜贬值最後不光无利可图!还导致兵变与地方回

乱"第七章近代云南民族识
*

部分!作者通过材料!提出地方治理中族群菁

英的
+

定性作用)当下的民族自治制度大体上是对土司制度功能上的继承)

从划分结果上看民族识
*

数目类似於朝贡制度的划分等的思考!以及各民族

以放?旧有
&

部权力体系!承认新中国民族识
*

来
9

取现实发展空间的构

想"结论部分!作者再次
#

调本书以全球视角和中国视角相结合的学术创

新!考察了在一系列国家经营中逐步塑造出今日之中国的过程"非汉人群的

中国认同不仅仅丰富 *中国人 +这一概念的
&

涵!更加
+

定了今日 *中国

人+概念的范围" *就是在此一历史进程中!一个中华民族的多族群 3形

象i实体4J6Q4Y@i?@4F6DGP得以创造" +&页(-. '

本书自&''*年英文原版出版後!就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评论!&'&)年繁体

中文版出版後!又在大陆学界引起过激烈
(

议"&'&)年*月*日!由八旗文化

总编辑富察主持!作者与蔡伟盓就云南与新清史研究进行过一场瞃上论坛!

探讨清王朝的国家属性问题"在传统
&

亚研究基础上!作者从目前工作重心

所在的海洋亚洲领域出发!

#

调清帝国从明王朝继承而来的东南亚属性"

&'&&年,月*日!由云南大学民族与边疆学部主办的 *何以边疆,何来中

国, +研讨会!重点则集中在作者书中所表达出来的 *中国渗透 +&页

(-, '学术立场上"近代以来形成的 *中国 +的概念!眤绑了当代多数学者

对於东亚大陆整体历史的理解&富察!&'&)论坛'!作者选择全球视野观察

云南的原因!即处於突破惯性思维眤绑的考量!来还原历史真相)大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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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全球视野的必要性时!则多数表达 *全球史观不是去中国化 +的原

则"H97@?6R: OD4I在书评JH"$',&%"81"$);*&3)53+&, 1)$=+*3=&')'=59FB,)=;9B

&=VVB(,)1(,&P中肯定作者所关注的中印度通道中云贵高原的重要性!他表

示这一通道中云南的向北性特质不可忽视"

作
!

本书重点之一的全球书写!共有三条瞃索-中南半岛以滇马
!

代表

的商贸沟通(南诏建立过的朝贡体系(东南亚贝币体系!作者又以贝币部分

的论述最有创新"在本书的全球化视角下!贝币系统象徵着印度洋的经济贸

易体系!随着西非黑奴贸易的逐渐发达!孟加拉发生经济链条的崩溃!贝币

系统与背後的印度洋贸易体系在云南彻底退出!这恰恰帮助清政府
e

少了在

云南的治理成本"!BO4DD@?<9; j6@?<R: 在书评J5/*'+>&, 6+3)"'+>&%I*J+*<=

&')'=59FB))-=;9B,=VVB)))+1))).P中提出贝币在云南的退出似乎与价格无

关"笔者在杨斌与!: Oj6@?<R: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
!

贝币退出云南的

时间!恰逢云南又回到中央羁縻乏力的地方政权时期!只是对比南诏大理!

这次的地方势力来自中原"与中央王朝治理时首先考虑的治理成本不同!

#

有力的地方政权似乎更能有效贯彻其制度"故而贝币在云南彻底退出的多重

因素当中!还需要考虑到制度的
#

制执行!这一驱动力!即云南*向北性+

根源所在"其次!作者通过货币体系由贝转铜!纳入中原的过程!以期体现

出一种地方阻力(国家治理(全球史观交织的历史进程!但最终呈现出一种

负面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论断!刘志伟等诸多学者对中国的贡赋经济体系运作

原理进行过长期而深刻的解释!可对这一结论进行修正""6R:4@FK?9<@在书

评J(;+,& I*J+*<.,)*',&)+",&%=&')'=59FB).=;9B(=VVB('-1('*P中补充明清两

朝货币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需求下!正是丰富的银铜资源储备!才帮助云南彻

底融入中华帝国的网络中!成
!

如今不可分割的云南省"

*云南人+省级身份认同观点的提出是全书的另一个重点!是作者在何

炳棣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的想法!且着重
#

调人群融合转化的双向互动特徵!

即华化与土著化"这种双向转化在一个*中间地带+中达成某种平衡!以云

南人的统一形象展现出来"蔡伟盓在会议中建议将身份认同这一 *描述性+

概念转
!

*分析性 +概念!比如补充法律层面身份的判断标准"董子昂

&c!!W现代中国学;

<

l

=>!&'&&=59FB)-=;9B)=VVB+*1.( '补充华夷之

外如明清云南穆斯林等的自我身份认同等视角"同时! *云南人+省级身份

认同的确立是元代行省制度在地方有力落实最
!

确切的证明!笔者以
!

不能

用作者?用的科举籍贯制进行解释!而忽视其背後基石作用的行省制度"其

次!作者华化的主要描绘对象是移民社群中如何出一个中原社会!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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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则更多笔墨集中在还原出一个典型案例!发生认同转化的背後!土著社会

当地是否发生过阶级层面的变动!笔者认
!

可进一步论述!毕竟!新阶级的

诞生才能标?着一个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化"

最後!本书土著化书写所用的材料都是汉文移民史料!甚少云南本土材

料!也和作者导言中所
%

的缺失云南本土人物的书写相对应"例如本书第四

章的三国时期!作者将当今西南流传的诸葛亮故事的传
%

看作是中国人的发

明&页)-& '"实际上这些传
%

更可能是明清云南本土人群
!

了自身社会秩

序能
4

在新的王朝中得以维持!进行的自发式书写创造"董子昂书评中曾评

论*作
!

区域的云南是关心云南本身)作
!

自我认同的云南是将云南作
!

通

往中心的路径!解
+

中心的问题!本书明显属於後者" +如若从*关心云南

本身+出发!去理解*云南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 *何以

云南!何以中国+的问题也许还会有全新的解读"

刘雅君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程美宝+ $ 遇见
)

东#16718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 % +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0/1年+2/3页-

从#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到#遇见

<

东-)/1)*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程美宝历经)-载!目光逆历史

之河而上移至)/世纪"她对作
!

区域的*华南+和文化史的关注贯穿前後两

本书"她始终关心的是-在某些历史关节点! *华南+作
!

一个*区域+所

经历的宏观社会变迁!而经历着这些的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各显神通!参

与文化建构"但新作试图超越旧作的努力也显而易见"作者将历史人类学对

基层社会运作的基本关怀引入文化史研究!打破*文化是读书人的事情+的

惯常思路!把因不善文书而鲜少留下历史印?的普通人从史海打捞出来!还

他们一个*缔造世界的先行者+的名分"笔者作
!

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读罢

这本小书!在方法论层面感到深切共鸣!在实证发现层面收
5

发的灵光"

一般认
!

!文字是进入知识世界的基本媒介"这本书
.

解答了一个有趣

的悖论-在清代的广州口岸!那些不怎
)

识字的人又是如何参与知识的跨文

化传播和生
$

呢,作者用心琢磨和拼接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字碎片和图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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