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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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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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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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月初二!山西士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吾邑洞儿沟!

!^

阳

一川教民屯聚之巢穴 +" &刘大鹏著!乔志
#

标注! #退想斋日记 %!北

书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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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页/+ '洞儿沟这个位於山西中部的小村

庄!是沈艾娣Je@;?6@DD4e4??6<9;P继研究乡居者刘大鹏的一生之後下一个关注

的主题"作者运用多种语言的档案材料(结合近十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访

谈!

!

读者展现一个华北村庄三个世纪的跌宕历史"

#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 %&以下简称 #传教士的诅

咒%'一书分
!

七章!描述洞儿沟村在)/1&'世纪与基督教发生的联与互

动"本书的第一(二章可以视
!

一个
3

述单元!主要讲述的是鸦片战
(

之前

的洞儿沟故事"在洞儿沟人对於祖先与村庄历史起源的记忆中!天主教就是

最初的村庄创建者在家族中世代相传的一个宗教"由於缺乏传教士的指导!

在洞儿沟早期皈依者的宗教活动和崇拜习惯中!可以看到非常
#

的儒学与佛

教礼仪色彩"事实上!当时很多人?未将天主教视
!

一种*外来+宗教!而

更多时候将其认作白莲教(佛教的某些派
*

"直到)/世纪下半叶!洞儿沟才

迎来了第一批常驻的传教士!随着他们的到来!天主教的核心圣礼告诫和弥

撒才在当地逐渐得以推广开来"随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日益严苛!欧洲的传

教士到达山西愈发不易)欧洲资助的短缺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探索训练中籍传

教士"在)/世纪的山西!

^

商对传教事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人不仅保

障传教士的安全!也在财富上给予了传教士大力支持)

^

商建立起的联通中

部与西北的行商网路也
!

基督教在这一时期的对外联提供了便捷"在第二

章*主教与狼 +中!作者讲述几位神职人员的传奇故事"在路类思JUS6Y6

U4;76P(金雅敬J!6954RR:6;9W4F5@DD6P(王雅格等教士的故事眧!可以看到当

时的中西教士亲密地展开合作!天主教也?未表现与*中国文化+多
)

地不

适应!天主教似乎已经融入了中国社会!成
!

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鸦片战
(

开
5

了帝国主义在华扩张的序幕!也深刻改变了天主教在中国

的发展方式"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法律地位令传教士无需像从前那样担忧来自

官方政府的干扰与迫害!来自欧洲的资金使得他们得以摆
>

对当地商人教
:

群体的物质依赖"本书第三章介绍一位跑去罗马 *告状+的中国教士$$$王

廷荣!他在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深造时见证了义大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也亲历了)/,/年激烈的欧洲革命"王廷荣回到洞儿沟後!新任主教杜约理正

在借教士地位的上升施行更
!

严格的规定"王廷荣与杜约理不同的生命经历

导致他们对教会
&

涵的理解分歧很大!二者爆发了激烈的
(

执"随着第二次

鸦片战
(

後新条约的签订!中籍教士与义大利教士之间地位的不平等逐渐加

大!二者的矛盾也尖
n

起来"王廷荣的罗马之行!正是中籍教士不满於新的

权力关(

(

取自主权的生动体现"在新的发展方式下!传教士的行
!

愈发

),+ 书评

!

"

#

$



张扬!天主教群体也越来越难以融入周边人群!官方也开始试图借助地方寺

庙教团抗衡天主教势力"这些因素的累积最终在)*''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引发

了对
^

中地区天主教村庄的暴力攻击与血腥杀戮"这场浩劫进一步加深天主

教群体与周围群体的隔阂!天主教徒真正被孤立起来!成
!

一个
#

大和排外

的群体"义和团运动的另一直接後果!便是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赔款使得

^

中地区的传教士财富剧增!也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加剧教士与民
:

之间

的紧张关"第五章聚焦於庚子赔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

描述在革命(侵略(民族主义思潮激荡下!掌权的传教士与当地民
:

之间的

紧张关"

第六(七章讲述的是)*,*年共
$

主义政权建立後洞儿沟天主教群体的历

史变迁"长期以来!山西的天主教群体对共
$

主义怀有
#

烈的敌意"建国後

到)*+-年之间!山西天主教教阶体系和各个机构逐渐被消灭殆尽!普通信
:

开始被迫直接面对来自国家权力的压力"国家的工作组与信
:

对天主教群体

历史的理解差?巨大-前者将天主教视
!

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外来宗教!後

者则从自己解的过去出发!将这场运动看作拳乱之後的又一轮迫害!甚至

预示了世界末日的来临"社教运动与文革的高压与迫害最终瓦解洞儿沟的教

:

群体!使得它
&

部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与裂痕"作者认
!

!这一时期的迫害

反而
#

化天主教徒作
!

一个整体的身份认同!

!

/'年代後的宗教狂热与大规

模皈依奠定基础"借着改革开放的机遇!洞儿沟的天主教群体与外部世界的

联也变得更加紧密!再次体现出加
#

与国际教会联的特点"

沈艾娣教授无疑是历史学者中*讲故事+的高手! #传教士的诅咒%一

书每章都由一个或数个故事展开! *读故事+的兴味自非书评所能传达"通

过呈现洞儿沟这个山西天主教农村三百年间的精彩故事!作者希望提供一种

重新看待基督教在华传播历程的视角"受晚清官员与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史

理解的影响!既往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往往预设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在本质上的不同!以此出发来探讨天主教在华*文化适应+J4RRSFDS?4D69;P的

进程!思考传教事业失败的原因"但在#传教书的诅咒%这本书中!作者尝

试将
3

事的尺度缩小到洞儿沟村!这个天主教村庄眧的教徒自己 *讲出来+

的历史提示我们!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的基础发问方式可能需要做出调

整$$$从*基督教是否已经成
!

中国宗教, +!转变
!

*中国人是怎
)

样与

作
!

世界宗教的基督教
$

生联的, +&页* '

#传教士的诅咒%是一部关於联的历史"在作者看来!所谓*中华文

化+与*基督教崇拜+从来都不是僵化的(累世不变的!而应当是多元的(

书评 ),.

!

"

#

$



总在变动之中的!所以不能将二者进行本质主义的理解"洞儿沟三个世纪的

历史!充分体现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在变动中
$

生的诸般联"这眧面既

有
!

了
(

取权益跑到罗马告状的中国教士王廷荣)也有
C

庚款之威而来!与

村民
$

生激烈矛盾後愤怒而对洞儿沟村下咒的义大利传教士法济尼JZ?4;R@<R9

Z4̀̀6;6P"既有村民口中
'

有被逮捕!骑着自行车逃跑的李珍香)也有在文革

後积极传教的*老段+段润成"作者用一个个鲜活真切的故事与人物展现洞

儿沟村的教士与信
:

与国际天主教会发生的联!用长时段的微观考察挑战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基本视角"本书旗帜鲜明地认
!

-在)/世纪的山西地方

社会!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本来有很多重合与相似之处!在鸦片战
(

之

前!基督教已经成
!

了当地社会的一部分"此地区的天主教习俗和本土民间

宗教之间的差距!正是在後来几个世纪间慢慢扩大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是!本已本土化程度很高的天主教逐渐加
#

了与国际教会的联!成
!

国际

天主教体制与网络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基督教史!是基督徒在几个世纪间慢

慢引导中国教会走向国际教会的过程 &当然这?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会表现得

*一帆风顺+'"

在联中突出反映的!是不同主体几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剧烈权力关变

化"权力关的变化!也是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民间宗教 &或者
%

*中国文

化+'之间差距逐渐拉大的重要原因"在洞儿沟三百年间的曲折历史中!可

以清晰地看到国际天主教(中国政府(地方商人!以及中籍与来华传教士(

普通教民之间的权力关变化!这些变化无不受到国际(国
&

&不论是整体

的还是地方的'形势的深刻影响"英国在鸦片战
(

中的胜利拉开了帝国主义

在华扩张的序幕!这将深刻改变地方社会中不同主体的权力关!也成
!

天

主教与地方宗教逐渐拉开距离的起点"不平等条约赋予的地位与欧洲的资金

极大提升来华传教士的地位!他们在新形势下的作
!

不仅激化中外传教士之

间的矛盾!而且使得天主教群体越来越排外"这种排外性引发地方政府与其

他宗教团体的不满!最终在义和团运动中爆发对基督教
:

的大规模暴力"作

!

义和团运动後果之一的庚子赔款进一步加
#

传教士的威势!也造成他们与

教
:

之间的紧张关")*,*年共
$

主义政权建立後!

#

势的国家以更
#

势的

姿态再次出场!一系列政治运动将原有的教会与教阶体系几乎彻底摧
M

!

#

大的国家力量甚至使教民群体也发生分裂"山西的天主教虽然在/'年代以来

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仍然需要谨慎地拿捏 *走向国际教会 +的分寸与限

度"

除了在
&

容上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基督教史的新视角! #传教士的诅

),/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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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咒%一书的贡献还在於
!

微观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史学方法提供了写作范

例"诚如作者自述!本书的写作是出於对山西与洞儿沟故事的兴趣!试图
!

这个天主教村庄做一部微观史" &沈艾娣! *讲座-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

史+! #澎湃新闻%'!但由於关照的主题与运用的材料!最终呈现在读者

面前的
.

是一部*显微镜+中的全球史"全球史的兴起原因之一就是对 *文

明突+!或者是对文化持本质主义理解的一种反动"沈艾娣教授的这本书

主要挑战的也是以往基督教史研究中!将外来基督教与地方文化对立的预

设!试图用*走向全球+的视角带我们重新思考基督教的在华史!通过微观

的考察!讲了一个*天下教友是一家+的故事"如译者郭伟全所言- *不管

#传教士的诅咒 %的
3

事框架是否成立!至少沈艾娣的论证是相当有力

的" + &郭伟全! /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 0! #读书 %!&'&'年第,

期" '进而言之!好的微观史研究或许最能挑战一些既有的 *成见+!让读

者在*显微镜+中!重新思考认识*整体+的方式"

杜泽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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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若诚J!BO4DD@?<9; j6@?<R:P的新书 !9?V9?4D@!9;]S@<D<LKS<6;@<<=\:@

WD4D@=4;7 D:@h?6Y6;<9NED:;6Rc;@]S4F6DG6; W9SD:A@<D!:6;4&#商贸组织的征

服-商业!国家和中国西南民族不平等起源 %'聚焦於云南商贸组织在)*世

纪-'年代至&'世纪,'年代间的发展和变化!探讨边疆地区的商贸发展与国家

建设之间的历史互动过程"云南商人是这一互动中不可或缺的能动者!他们

学习山西科学的记账体系技术!发展合资经营的管理模式!建立跨区域的贸

易网络!不断扩展贸易规模创收利润"与此同时!他们在地方建造新式私人

住宅和诸如学校(图书馆等公共机构!在进行自我展示的同时积极推动着地

方变革!将新的技术和概念引入地方社会!积极构筑着云南视角下的现代性

图景"从这一角度来看!纪若诚认
!

云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非如所宣传

和描述的那样是*孤立的+( *落後的+!相反!正是云南商人搭建的远距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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