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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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评

!

"

#

$



料!试图再现当时那些
!

外国人提供日常生活所需服务的普通人!如何在资

源有限到言语不怎
)

通畅的状癋下!使尽法宝谋求生计?成
!

跨地域文化创

造的主体"虽然作者是历史学家!但在结构编排上它更像是一部民族?作

品"除首尾的*弁言+和*序曲+两部分外!主体四部分的编排遵循从具体

到抽象( *从有名到无名+的渐进式结构"开篇起於个人机遇!以僮仆
<

东

的故事展开"随後推广至群体!分
*

聚焦仆人(家
m

(引水人等活跃於珠江

口的小人物及他们与洋商
!

伴的日常生活"最後探讨)/世纪中外交往中的知

识互通如何可能!尤其是知识世界中*翻译的技术+!从而总结知识跨地域

传播和生
$

的核心机制"

该书第一部分从客居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布莱克身边的僮仆 &省

城土话称
!

*事仔+'

<

东跨越中英!与洋人交往的生活轨?讲起"他到访

?寓居英伦!是当时
!

数不多的兼备中英两国语言和文化的人"他生活的时

代!恰逢欧洲从)/世纪*品鉴赏玩+之风转向)*世纪*格物致知+的科学态

度"他在服务热衷收藏分类中国瓷器的英国贵族过程中!自然参与早期探索

中西
9

算!?协助洋人认识中国瓷器!建立中国陶瓷知识体系)後期!他

受相熟的英国知识分子朋友所皏!将中文植物典籍远赴重洋送至其手!使中

国植物知识整合到全球植物谱系成
!

可能"综观其一生!他以不同身分与兴

趣不一的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交往!不经意间成
!

他们眼中的*中国通+和全

球知识体系与中国地方知识互通的桥睴"第二部分聚焦洋商的家
m

所实践的

*西学+和知识转移"中国佣人根据主人的需要!学习一套处理西式餐具和

西菜的做法!还因地制宜混用本地和外地食材!用
G

语音译不同西式烹饪手

法"主仆日常频繁沟通的需要!成
!

早期
G

英语言互译系统发展的重要动

力"第三部分的主角是比仆人和家
m

更卑微的*引水人+"这些熟谙珠江口

杂水路的水上人!长期
!

洋船从澳门到虎门再进
<

埔的航程领航"他们发

展出一套集简单外语词(手势(火炮(锣鼓(火炬(火箭(彩色旗帜等
!

一体的资讯交
9

系统"除此以外!作者更透过清代民国流传的口诀和歌
i

琢

磨和想像引水人生活中银元(食物(生活用品等物质文化交流的实践"第四

部分进入文化交流的核心议题$$$语言!探讨当时普通中国人如何在条件极

其有限的情癋下!发展出相当有创意的学习(使用和教授英语的*技术+"

作者发现!

G

人学习英语出於实用性的需要!故从口述性出发!经历从口耳

相传到文字化!从
G

语音译到简单英语书写的过程"

!

了应对这种重口述而

轻书写的外语学习方式所带来英语书写能力不足的问题!

G

人在杂社交场

合灵活地?用 *个人口授$请人代笔$口述覆核 +的 *双向对话 +翻译方

书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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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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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

通过呈现
<

东等小人物的跨地域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全球知识的交

流(传播和生
$

!这本书
!

既有中国历史分期带来新的认知$$$过去我们往

往更关心在*传统1现代+

3

事下作
!

大变局时代的)*世纪!而
<

东们的故事

.

提醒我们不应忽略*漫长的)/世纪+)这一时期的社会看似停滞
.

变化微

妙!向上继承).世纪甚至更早的传统!向下
!

)*世纪大变局奠定基础"藉着

发现中国历史中*漫长的)/世纪+这个起点!本书
5

发我们将这一时期视
!

中国史的分析时段?逐渐解"基於这个起点!未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

认知框架(对具体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或将随之更新"

笔者认
!

!作者之所以能
4

出色地实现这一历史学意义上的重大突破!

有赖她看透了*)*世纪的历史和历史观对&'世纪人类的影响+!自觉地尝试

以当时当地人的视角而避免以後人之见展开历史想像"从方法论上来
%

!这

是作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达至精神层面的贯彻!是一位怀着深厚人类学

同理心的历史学家的实验性书写"其实验性在於!作者在书中不单写下她所

看到的
:

多史料
&

容!还不遗馀力地向读者交代这些历史碎片本身的历

史$$$他们怎样被作者发现!可能是谁留下的!怎样被存留下来!

!

什
)

会

出现在那个地方!

!

什
)

是这样的形式!作者所描述的故事是基於哪些史料

等等"读者在书中读到的是三重历史的合奏$$$

<

东们生活的微观历史!他

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宏观历史!以及他们留下的历史印记的历史"前二者的历

史交织已经得到不少史家的重视"而本书作者对上述第三重历史的关注!帮

助她可能地穿越时空!接近生活於)/世纪的
<

东们的生活!怀着同理心而

非历史目的论来倒
3<

东的故事"

三重历史的写法令本书具有鲜明的反思性"作者向读者坦陈自己处理史

料的站位!明言自己重建的历史过程是 *可能的情景 +!或是深谙 *写文

化+之理的人类学家常
%

的*部分的真相+"她将自己解读史料的方法总结

!

*旁敲侧击+尤其形象!

%

出历史学家於*无+中寻*有+的努力"笔者

理解*旁敲侧击+大概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无+$$$

<

东们要
)

因书写

能力欠佳而无力流芳!要
)

因不自视
!

文人而无意流芳!要
)!

避免官府注

意而不便流芳!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听到他们正面自述的故事)第二层是

*有+$$$作者只能通过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留下的零碎纪
-

或者其他人对他

们的
3

述重建他的生活世界!无疑这些是不同的侧面历史留痕"史家在使用

这些侧面的史料时!更需用心识
*

!多做一层转译的功夫"作者罕见地把作

!

转译者的自己写进书眧!甚至巧妙地把书写者的角度藏在题目"书名*遇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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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东+虽然省略了*我+这个主语!但作者毫不讳言自己希望借 *遇见+

一词表达自己*这个史学学徒与你&

<

东'这个历史人物+之间的扣接"笔

者以
!

!此书与其
%

是一位历史学者对
<

东等小人物研究的成果!还不如
%

是学者与历史人物跨越时空相遇和交往而
$

生的结晶"

除了史学方法论层面的实验性!该书关於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机制的研究

发现对於现代传播学颇有
5

发"在
<

东所生活的时代语境中!普通民
:

识字

率低下!印刷技术尚未普及!正规英语教育尚未成形!

.

发展出口传心授(

*双向对话+翻译这样极具创意的跨文化语言交流方式"这提醒我们注意!

无论在怎样的媒体技术环境下!语言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底层基础"今

天!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层出不穷的新鲜传播现象!这
!

研究者带来丰

富的研究对象!也对研究者如何在理解新事物的同时不忘回应人类传播史的

基础问题提出更大的挑战"网络媒体用
;

在使用中根据特定需要!发展出综

合文字(图形(声音媒介等前所未有丰富的语言形式"这些新鲜的语言形式

是否击了我们对*语言+的传统定义,这些多媒介语言带来什
)

新的跨文

化交流可能,通讯的便捷和新语言学习工具(互译系统的出现!是否真的能

4

消解语言的文化鸿沟,若历史深处的
<

东们目睹几百年後的现代人手电话

中弹出的表情包!不知他们是否会提出上述这些问题呢,

大概作者?不想把作品的读者群体局限於学者同行!因而在行文中几乎

不用学术行话!概念化的意愿甚
!

克制"尽管书的结构和
&

容已经甚
!

丰

满!笔者出於社会科学训练的习惯!读毕有意犹未尽之感!

!

那些本可以进

一步而未进的概念化空间感到有点可惜"

!

了缓解这种心情!笔者忍不住写

下这篇书评"

严丽君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沈艾娣9:);%<)$$& :&%%<#,;=著+郭伟全译+ $传教士的诅咒#一个

华北村庄的全球史 & 15407/000 '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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