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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在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打破

生活常态的一种$狂欢%状态!同时作
!

一种人
!

创造的
%

物!具有维持社

会秩序的功能#节日作
!

一种文化象徵!调节着人的心灵世界以及不同的社

会关!构建起社会与组织的共享价值体系与认同#以往的节日研究大致有

%种取向"一是将节日作
!

一种风俗文化来看待!二是
,

调传统岁时节日的

时间生活特性!三是将节日视
!

非物质文化遗
%

保护的对象!四是将节日与

社区活动联起来#这%种取向的前$种都是就节日本身而论!第四种则将节

日与整个社会的历史
A

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
$

!任雅萱的*祖先的节

日...明清以来山东中部的礼仪与生活 +正是在该基础上进一步尝试以 $节

日%

!

主瞃的区域社会研究#

首先!全书共&#章!可分
!

导言(主体(结语$大部分#在导言中!作

者指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山东省莱芜地区的 $中元节%#作
!

一本民俗学著

作!本书?用大量访谈研究方法!?选取一个村落&

V

庄村'作
!

自己的田

野点#但作者不单纯满足於对
G

态结构的观察!还致力於$以中元节
!

切入

点!探讨节日传承背後的社会变迁过程%&页&$ '#

其次!全书的主体可分
!

两部分!其中第二到第六章主要
6

述从宋元至

明清与中元节有关的整个制度和仪式的历史变迁!第七到第九章集中於对村

落$过节%具体过程的描述及其意义的分析#

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宋元时期的莱芜地区具有 $县%和$监%两种

不同的行政体系!其中$县%

!

掌管民事的体系! $监%则专门负责冶铁
>

的管理#但到明代初年!随着国家对冶铁业态度的变化!莱芜境
"

的行政管

理体系也发生变化!以冶铁业
!

中心的行政管理系统被取消#此时莱芜民
0

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出现以年
!

周期的多种节日活动!包括祭祀祖先(敬天

祀神(社会交往和
Y

乐休盻等不同主题!民
0

对中元节之类的时间节点
%

生

特殊感情和认同!区域性的时间概念逐渐形成#

第三(四章指出!明代的礼仪制度创制对地方社会中普通民
0

的祭祀时

序和
"

容
%

生巨大影响#明王朝建立之初!朝廷以里甲制
!

本!结合山东原

有的地方社会组织!如 $乡 %$社 %$保 %等!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新秩

序#对应地!定城隍制度(在里社中建立乡厉坛!以实现幽冥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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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但民间祭祀与官方规定间存在距离!乡厉坛在明代中後期逐渐被整

合到邑厉坛中!而百姓习惯於依照原有的时间节序进行祭祀#

第五章描绘明末清初山东莱芜地区祭祖礼仪的演变过程!即从 $荐麻

%转变
!

包括?家堂轴(写祖先牌位等一系列仪式的 $请祖先 %$供祖

先%$送祖先%活动#此外!中元节开始具有与春节相似的节日
"

涵!?且

在地位上与春节同属一个祭祀时序#

第六章通过对舜帝敬母
$

(朱元璋封天下都城隍
$

(瘟疫
$

等中元节来

源传
$

的分析!发现民间祭祀始终与官方祭祀保持距离!同时能动地进行合

法性的创造!在传
$

中将城隍与祖先联在一起#

第七到第九章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莱芜
V

庄村民
0

中元节活动的调查及

其意义的诠释#

V

庄村是一个包括'个自然村的行政村!其中*个平均分?於

V

庄大街两侧#在
V

庄村村民的生活逻辑中!家族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和

组织形式!当地人称
!

$过十五 %的中元节活动!也主要以家族
!

单位进

行#在一天的节日活动中!共分$忙活%&准备工作'( $请家堂%&将祖

先请回家眧进行祭祀'( $送家堂%&将祖先送回'三大流程#在这一过程

中!家族成员通过与祖先共享食物!请(送祖先等活动将$记忆中的祖先%

形象化!表达出对祖先的怀念与家族传承的观念#

作者从生活经验出发!提出一系列问题!?通过文献与田野调查结合的

研究方法!力图解
J

这一系列问题#姑且不论解
J

的效果如何!问题的提出

本身就是一件较
!

困难的事!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提问源於其真实的生

活经验#作者提到!作
!

一名莱芜人!她发现当地七月十五的隆重程度仅次

於春节!?将七月十五$请家堂%视
!

该区域特有的习俗#那
;

莱芜地区的

民
0!

何对中元节具有如此特殊的感情4什
;

动力促使它传承下来4当作者

到香港跟随张瑞威老师进行历史学学习时!首先是看到九龙与莱芜风格完全

不同的中元节活动$盂兰盛会%0其次!史学训练又促使作者以区域历史的

角度思考中元节#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中元节的习

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4

!

何发生这样的变化4莱芜地区的中元节
!

何与春节

具有相似的节日
"

涵4作者的问题起源提醒着我们!历史是一个 $结构过

程%!可能某些历史时期的重要制度或变迁!在现实生活中已给我们留下蛛

丝马?!它埋藏在 $地下 %

8

又露出一角!等待我们去挖掘!将之重现

於世#

另外!本书对於不同$时间%概念的讨论!也颇具
#

发意义#赵世瑜指

出!在物理时间之外还有$文化时间%!人们之所以在相同物理时间中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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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时间!是因
!

其处於不同意义的空间之中#而不同意义的空间是

先後不同的人的活动造成的&赵世瑜! *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

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根据调查地区中元

节的习俗!进一步细化$文化时间%的概念#首先!七月十五对於当地人来

$

最
!

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祖!因此这是他们的$祭祖时间%#其次!当地还

将这一天定
!

半年之中索要欠款的最後一天!是当地村民的$经济时间%#

最後!在当地!一年共有春节(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次祭祖时间!春

节更加注重生者!有$更新%的意味!是$生者时间%0而以中元节
!

代表

的其他$个时间均以祭祀亡人
!

主!重视亡魂的安抚!是村民时间观念中的

$亡者时间%#不同的$文化时间%综之於一个$物理时间%!表达村民的

家族生活(社会生活与信仰世界的联结#

不过!在时间跨度长达*年的田野工作!以及大量民间传
$

(唱词(族

谱(碑刻等一手资料的支持之外!本书仍稍显不足#一是虽然很清晰地展示

了莱芜地区中元节的仪式过程!但是偏重於民俗式的描述!而对其进行的理

论解释则比较宽泛地指向家族生活#二是由於侧重点的问题!对明清及之後

该地区礼仪制度的转变单纯?用文献证据进行论证!

8<

有将文献与田野看

到的现象结合起来考察!只是在某些地方简单提及家堂轴与祖先牌位放在一

起的$礼仪砯加%现象#

虽然本书以描述
!

主!但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元的#如果
$

不同地区表

现出的$礼仪标签%不同是由於其进入国家统治的时间不同!福建因宋代纳

入国家统治而表现出以$庙%

!

组织核心的特点!广东是明代纳入中央王朝

的统治因而祠堂更加重要!那
;

山东作
!

一个宋代时受金朝统治!早在明代

之前已是中央王朝核心区的地方!应该如何去认识它4 $礼仪标签%会否因

其层累性而在某些地区根本
<

有唯一的突出表徵4本书讨论乡村社会时!出

发点是费孝通所言的 $

<

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

京"中国青年出版社!"#""!页) '#如果从当时的结构看!这一出发点似乎

<

有问题0但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很多村落经历了移民与重组!是由不同地

方的人群组成!那
;

他们又怎样完成由陌生到熟悉的转变4

最後!令笔者感慨的是!本书与笔者的现实生活也具有一定相似性!其

中很多仪式笔者在现实生活中也看到过甚至亲自做过#但实际上
"

含於个人

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
!

与事物! $置身事
"

%者很难讲出其中的意义#虽然

作者的解释还是比较贴近笔者的生活经验与认知!但也需特
*

小心似是而非

之处#或许所谓$意义%!只有借助$他者%的眼光才能
)

得以诠释#作者

&0# 书评

,

-

.

/



虽
!

本地人!但也是作
!

一个研究者身份的$他者%进入到这个社区!去追

问一些当地人习以
!

常的事情#这固然能
)

索隐探微!发现历史真相的草蛇

灰瞃0但另一方面!可能有一些仪式!当地人只是模仿记忆中老人的做法!

?
<

有想过
!

什
;

要这样做!因此一些报道人在追问下讲出的故事和意义可

能有部分出於自己的臆测!真实性仍需研究者慎加把握#这不仅是本书带给

我的思考!也是历史田野实践的反思之一#

马莉童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田仲一成著*云贵彬$王文瞕译* %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

表象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0//年*231页+

本书在"###年由日本东京创文社以日文出版!"##$年由北京广播学院出

版社首次出版中文翻译本!"#""年又由江苏出版社出版翻译本#在品评此书

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作者在写作时所面对的学界现实"日本的中国戏曲史研

究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故补充王国维(拓展王国维(突破王国

维的愿望十分
,

烈!希图承继其馀绪!在其研究终止的地方有所建树 &王苏

生! ,田仲一成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

报'+!"#&$年!第$期!页().*% '#此外!当时日本学者课题开拓的精神

更
!

积极 &严绍(王晓平! *中国文学在日本 +!广州"花城出版社!

&''#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田仲一成的中国戏剧研究将田野调查等人类

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等大胆引入戏剧史的讨论!填补王国维中

国戏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日本对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起步较早!兼具传统和现代的研究特点#田

仲一成受到地域社会论的影响!力图改变雅曲中心论(城市中心论的倾向!

展开以特定地区宗族
!

对象的专门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填补了戏曲

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建立戏剧和戏剧史研究的新框架!与中国国
"

的戏曲

研究形成一种对照互补的关!其从民俗的角度对戏剧进行研究的方法
!

中

国学界带来了一阵新风#中国戏剧是从祭祀礼仪中发生的观点!是田仲一成

专注於中国乡土社会(关注祭祀演剧的研究框架的基石#本书的架构即建立

在这一基石之上!分'个章节鸟瞰明清戏曲#田仲一成在绪论中提出更具体

书评 &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