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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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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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贸易网络及各大商号的资本累积
!

中国近现代的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清朝晚期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早期!云南的商办(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商贸

组织改革不可避免地成
!

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纪若诚在书中用

*商贸组织的征服 JR9?V9?4D@R9;]S@<D<P+来概括这一动态历史过程!意在
#

调国家权力通过商业改革来控制地方经济!进而将边疆地区和人民纳入管理

范畴的过程"本书将视角转移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揭示云南在有关中国现

代性讨论中被忽略的角色!提醒我们中国现代性发展?不一定遵循着由东部

渐进到西部!从沿海地带扩展到孤立
&

陆的既定路径 &页/ '!

!

我们提供

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现代性"

本书结构上主要分
!

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追溯云

南民间商号的崛起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章至第七章!

关注国家在云南商贸发展中的角色和位置!围绕?矿业的机械化改革!探讨

在商业改革中所牵涉的国家权力(自然资源和族群区
*

等新思想的形成过

程"第一章聚焦云南民办商号!介绍云南民办商号通过控股管理策略和分红

记账实践实现跨区域远距离贸易!从而将影响力从中国西南扩展至东南亚的

发展过程"纪若诚认
!

股权合夥制度
!

商号的发展带来了卓越的延展性!因

!

其能
4

整合贸易市场资源!除此之外!云南商号也向
^

商学习*银股+和

*身股+的双股管理制&页,) '!增加股东责任感的同时以一定利润分红激

励员工!?结合一套科学的记账体系来记
-

追溯商号资本(开支(收入和利

润!加
#

对雇员与商号分部的约束"新式的商贸管理方式通过一套科学的记

账方式将亲情和友谊的话语弱化!熟人(亲戚或邻居转变
!

合夥人(经理或

员工!新的关更
#

调专业性和对公司的奉献精神"不同地区不同资源的知

识通过贸易网络传到地方社会!

!

地方社会带去新的影响和击!形塑着地

方社会"

商业发展击着原有的社会秩序!本书第二章从地方社会出发!关注当

传统的家庭结构出现变化时!地方社会如何重新理解性
*

和亲属关来应对

商业生活所带来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在云南进行远距离贸易意味着有获取

财富的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在险峻要道丧失性命(在?国他乡患上重疾的

风险!同时外面的世界广阔精彩充满诱惑!如何保持长时间在外流动经商的

丈夫与家眧妻子之间的联,纪若诚指出!在商业所带来的不确定面前!地

方可以通过
#

调性
*

分工和推崇建立宗族来应对缓解流动性所
!

地方带来的

焦虑"纪若诚敏
n

地指出在和顺和喜洲!虽然人们建立祖先祠堂举行年度仪

式!但他们?
'

有建立共同财
$

和正式的宗族事务委员会!因而地方上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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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形成
#

大且具有主导型的宗族组织!地方实践中还是流行小家庭生
$

模

式!由丈夫和妻子独立炉灶!自主管理家庭财
$

"正因此!他认
!

这些商人

社区建立宗族?非是模仿或者
#

调汉族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宗族仪式和实践

#

调家庭的秩序和道德!从而鼓励商人在移动经商时保持与家庭的紧密联

!可以被视
!

是地方社区在商业发展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一种策略"

合夥人制度(科学记账和雇员管理体系
!

云南商贸发展奠定基础!&'世

纪初至&'世纪('年代!云南商号的贸易规模伴随着铁路(电报等新科技的出

现得以进一步扩大!边境的云南商人更加频繁地穿梭於不同区域扩展商业资

源"本书第三章的重点即是揭示出现代的新思想和新身份认同如何在跨境商

人的贸易经验中得以形成"&'世纪初!云南商人在跨境贸易中持续性地接触

到新的资讯和思想!一方面!云南商人在缅甸与来自中国广州(福建的商人

组建会馆!互动中获得了不同区域的革命消息)另一方面!英国殖民政府在

缅甸推崇扩展新的教育体系!这也
!

持续增长的中国移民提供更多的接受教

育的机会!?使一些商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身份(语言和种族的重要性"云南

商人在缅甸接触到的*种族+和*进步+观念使得他们开始审视家乡的 *落

後+与*贫穷+!渴望将体验到的新思想和新事物移植回家乡和祖国"他们

从乡村习俗和管理制度入手!提倡禁鸦片禁赌博!改善妇女命运!鼓励
h

乐

和锻炼!宣导发展以市场
!

导向的副业!此外!一批以寸海亭
!

领导的腾?

地区的云南商人也率先投身革命!在中国寻找方向之时基於自己的跨境贸易

经验
!

革命做出贡献"

第四章重点讨论云南商人在康巴地区市场崛起的过程!将商业与更广阔

的政治背景结合!揭示出边疆少数民族*落後+话语背後不平等的*经济
o

夺+J@R9;9Q6R76<@QV9A@?Q@;DP&页*+ '!地方少数民族政治上(经济上都

被排除在核心范围之外!当政府官员(汉族和部分云南商人控制康巴地区的

资源之後!康巴地区?未因商业的发展而逐渐累积财富!地方民
:

成
!

一群

Y

失了地方资源与地方未来控制权的人"本章开始引入国家力量在贸易中扮

演的角色的讨论!是全书两部分的过渡篇章!第五章至七章都在延续政治与

商业两者之间关的探讨!围绕着国家通过矿业工业化和商业改革来将边疆

人民和资源纳入管理的过程!批判性地将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规划与实践

作
!

经由历史的传统知识所塑造而成!

5

发我们思考更多关於技术(环境(

发展和空间差?如何相互交织形塑西南边疆社会的问题"

第五章时间跨度
!

)*世纪.'年代至&'世纪初!此时!云南的矿业发展被

入全球化贸易网络!地方上的矿
$

资源(社群边界和经济都在持续性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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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面对法国对印度的入侵和英国对上缅甸的征服!岑毓英意识到对边疆人

民和领土的控制与中国的权利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他尤其
#

调国家对

於矿
$

资源?购与运输的控制!?与唐炯於)//&年成立云南矿务招商局!旨

在与到云南寻求矿
$

的外国人竞
(

资源")*世纪末!锡罐作
!

肉类(水果的

保存容器慢慢流行起来!刺激锡矿的需求!法国和英国开始觊觎云南个旧锡

矿!两国於)*')年成立英法隆兴矿务公司开始
(

取在云南的?矿权!在与清

政府官员协商之後获得了+'年的矿权"矿
$

权的丧失带来了云南各界各民族

此起彼伏的反抗!在与英法
(

夺矿权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开始影响人们对於

矿
$

资源的理解!矿
$

资源成
!

一种关乎国家和人民发展的自然资源!?矿

发展与国家主权(领地边界以及国家权力与边疆少数民族等延伸问题联起

来!对矿
$

资源的新理解也进一步促使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方式从多元治

理的帝国实践转变
!

民族国家直接统治"

第六章围绕缪云台&'世纪&'年代至('年代对云南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

的影响!探讨在安全(发展和种族等问题面前新的省级企业机构$$$云南经

济委员会的形成过程"缪云台出生在云南!毕业於美国的大学!在纽约和上

海工作过!对云南的解和他海外求学与工作的经验塑造了缪云台!他看到

金融行业和市场配置的力量!使他坚信*落後的+云南的改革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和主导"他提倡建立由国家主导的但与政府官僚体系区隔的机构来

掌握私人资本无法实现的核心专案!通过增加政府控股来协调云南边境地区

的经济贸易!协助云南企业在竞
(

激烈的市场中获利"在他的带领下!个旧

锡矿实现技术和管理的革新!重建与银行的信誉和借贷关!盈利逐渐增

加"随着缪云台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他设立云南经济委员会管理官办企业和

官商合办企业的政府持有股份!协调农业(能源(纺织和矿业的发展"在缪

云台的构想中!云南经济委员会能
4

选择专家经营管理!进行长期规划!吸

引和
V

励私人资本!是具有统筹功能又独立於官僚机构的新型自主经营实

体"纪若诚指出!缪云台对云南经济与工业改革所做的规划中
&

涵的逻辑是

云南偏远(欠发达的状癋不能仅靠民办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监

督!这样的逻辑根植於云南历史经验!延展成一套将边疆地区经济置於国家

管理之下的合理化解释!持续性地影响现代国家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关"

本书最後一章综合讨论前面介绍的民办企业与官办企业和边疆地区之间

的互动!再次阐释贯穿全书的*商贸组织的征服+的意涵"通过监管和接入

民办企业所搭建的贸易网络!省级政府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日军入侵之

後!缪云台和云南省政府利用民办企业的资源来应对战
(

!

&

战之後!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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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机构和企业被中央机构整合!这即是国家权力依皏於民办企业早已建立

的权力基础进一步扩展!逐步施加到民办企业和边疆社区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和文化落後等概念成
!

削弱地方权威的有力武

器"

作者关於云南商号运行与发展的论述是支
p

全书论证的基础!一方面从

云南商号的发展可以扭转人们对云南 *落後+与*孤立+的刻板印象!另一

方面!云南商号所累积的资源与搭建的基础也是日後现代国家的建设的重要

支持"但从本书的结构可以看出纪若诚在云南 *民办+与*官办+两者之间

划出的明显分界瞃!两者间的对立简化了云南商贸组织发展的很多杂问

题"对纪若诚而言!国家权力在云南商号早期的发展中?未扮演重要角色"

)+世纪前!西南地区的主要贸易都由明朝政府&)(+/1)+,, '管控!)+世纪之

後!明朝政府从对宝石贸易和银矿的直接管理中撤出!

!

地方市场和私人交

易发展留出空间"到了)/世纪!国家开始投资修建道路!这一举措降低商业

的运输成本增加商人的贸易运输量!

!

云南的大规模贸易运输提供便利!云

南人民也逐渐更加依赖市场和贸易")*世纪开始!一批云南人主导的商号逐

渐盠现!这些商号?用股权合夥的方式筹资建立!配合科学的记账方式和管

理工具!将贸易网络由云南扩展到中国其他各地(缅甸(东南亚及四川康

区"以云南知名商号 *永昌祥+

!

例!该商号由喜洲商人严子珍(杨鸿春和

江西商人彭永昌於)*'(年合股集资而成!严子珍作
!

马帮商人!拥有丰富的

滇缅贸易经验!杨鸿春解丽江的药材和茶叶市场!彭永昌熟悉四川的布贸

市场!三人合资整合不同区域的商业资源!促进 *永昌祥+从大理到西藏(

四川(缅甸的贸易网络建立!至)*)+年! *永昌祥+的资本累积由一万一千

多银两增长至四万五千多银两" &页(( '

本书意识到云南贸易的发展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云南境
&

河流高山相

间!地势崎岖!大部分地区无法通航!交通和通信是影响商业物流的重大挑

战"然而!纪若诚在书中
.

将这一商贸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的解
+

方法简化

!

组织马帮和?用精准的记账体系!掩盖了自然地理条件背後杂的历史关

"他分析一批由腾?贾志伟先生所收藏的)*世纪/'年代的账簿!其中一份

账簿列出公司股份持有者的交易记
-

!包括投资资本(支出和以股票
!

抵押

借款的资金!他认
!

这份账簿可被视
!

计算公司年度支出(收入和利润的
:

多分类账之一" &页,( '类似的分类账
!

云南商人提供重新定义人与物关

的途径!商人能
4

通过帐本界定开支和收入!算出能
4

将合作夥伴和员工联

在一起合理利润数字!还能
4

追?企业资金与货物的流向"因此!科学的

书评 )-(

!

"

#

$



记账体系使得远距离贸易的费用(开支(人员都变得可以把控"但是!经商

毕竟也是权与利的?戏!账簿上的数字是否值得信赖,就算账簿所记载的数

字可靠!账簿也只能
4

显示出贸易规模!远不能揭示出远距离贸易的管理方

式"杂的地形面前!远距离贸易所牵涉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地理空间上距

离的远近!还涉及与控制交通要道社群之间的利益协商(对威胁贸易安全的

#j

的应对策略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记账和分红如何管理与维持不同利益群

体之间的关网络,这些在云南贸易中更
!

核心的问题作者?未触及"

此外!书中
#

调!云南商号的发展区
*

於传统的中国家族式商业发展!

其发展?不依皏於宗族关和儒家文化"当杨鸿春和彭永昌分
*

於)*)(年和

)*)*年撤资退出*永昌祥+後!新加入的合夥人都是严子珍的亲戚!严子珍

的三儿子杨克成认
!

这意味着严子珍全权控制了 *永昌祥+"部分学者将杨

克成的阐释当做*永昌祥+是家族
$

业的证据!?进一步认
!

这是喜洲白族

商人受到汉文化影响後开始
#

调宗族组织的表现" &页(, '纪若诚反驳了这

一观点!他认
!

这样的分析假定存在一个固定的汉文化的构成!是对文化差

?和文化适应下喜洲商人家庭变化的非历史分析"他留意到即便喜洲商人修

建了宗祠和家谱!地方上普遍的*上门+婚和长子成婚後便分家的实践
.

显

示出喜洲的当地家庭结构?不是严格的宗族组织!这样的模式不能像中国其

他地方那样发展出
#

有力的宗族组织来筹集和管理共有财
$

"在这!作者

跳出了*汉文化中心+的观点!回到了具体的地方实践中!能
4

察觉到汉族

与少数民族互动中文化相似性背後的差?性"

然而!由於作者简化了云南远距离贸易的杂性!地方上的族群关(

不同群体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关也一?被掩盖!所以他对於当地有宗祠族谱

.'

有宗族组织这一矛盾模式的理解和阐释充满浪漫的想像")*世纪地方社

会因商业化带来很多变动!商贸活动的扩张增加人们地理空间的流动性!

!

人们带来很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当地人的生活被商业合同和商

品改变!家庭生活也因
!

男性外出经商而充满不确定性!於是他们转向新的

价值观来应对焦虑$$$开始
#

调性
*

分工和宗族组织"纪若诚认
!

宗族在当

地的建立不是喜洲白族追求汉人身份的结果!而是当地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

界中寻求某种确定性的努力!其中一个目的便是在鼓励商业发展时确保外出

的男性总能回归家庭" &页+- '

!

应对商业化带来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建

立宗族的结论无法解释
!

什
)

在同样的商业化击面前!?非所有大理地区

的村落都修建宗祠"实际上!早在喜洲商人修建祠堂和族谱之前!已有一批

士绅推动着地方文化的变革!

#

调地方的宗法秩序!例如知县师范 &).-)1

)-, 书评

!

"

#

$



)/)) '在其#永禁以婿作子约%中便驳斥地方上门婚
!

*世俗之悖礼者+!

要求
'

有儿子的家庭*求之亲友!亲支乏人求之旁支 +而不能 *以他姓
!

嗣者+&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 #大理丛书-方志篇 &卷

四'%!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页,&* '"因此!喜洲宗族的建立不

能简单视
!

商业化发展下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回到地方发展的历史
"

络!

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

!

什
)

士绅
#

调宗法秩序!商人也要推动宗族的建

立!士绅与商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

作者忽略了以上重要问题!就无法意识到云南远距离贸易发展所要依赖

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在云南!商人不可避免地要与地方政治势力的合作协

商!从而获得对地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来扩大贸易规模!例如鹤庆商帮的发

展离不开其在镇压杜文秀大理政权中对提督杨玉科的支持"杜文秀政权被镇

压後!杨玉科垄断了赵州石磺六矿的经营权!?成立下关石磺局!将下关的

矿权交由鹤庆商帮"接管下关矿权後!鹤庆商帮进一步成立下关商会!扩展

势力范围&赵敏(廖迪生主编! #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历史人类学

下的西南边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页*/ '"可见!在杂的

地理环境面前!商业体系难以单独存在!总是主动或被动地与不同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资源互相勾连!对云南商贸组织的理解不能局限於书中所
%

的*民

办+与*官办+的简单对立"

虽然本书关於云南商贸发展的诸多议题都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对於

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来
%

!本书仍然开创性地探讨边疆地区在中国现代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角色!

!

理解中国现代性贡献了新的视角"本书不仅提醒我们边

疆地区的云南人也是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主体!还提醒我们中国现代的新思

想和新概念除了受到日本的影响!也受到英国在缅甸的殖民政府的影响"

陆玲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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