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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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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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中国的戏剧!特
*

是悲剧!发生於对孤魂进行镇抚的礼仪#从这种

假设出发!作者展开对元明间祭祀演剧的变化及其社会背景的探讨!企图通

过分析明代江南村落的条件!来查明作
!

初期戏剧主流的英雄悲剧
!

什
;

会

在江南!特
*

是在作
!

中国戏曲成熟期的明代消失殆尽#问题的关键在於要

查明支配戏剧的社会背景的地域差
*

和时代差
*

!特
*

是分析作
!

中国农村

基础性构成要素的宗族的地域差
*

和时代差
*

#

在第一章中!作者以安徽省徽州府歙县潭渡
3

氏
!

例!根据村图(世系

表来探讨外神系祭祀和
"

神系祭祀的关!得出的结论是与土著社会相连结

的社祭日益被轻视而衰退下去!而这种情癋
J

定了江南的祭祀和演剧的基本

状态#第二章中!作者以茗洲
'

氏
!

例!考察祭祀演剧的环境#他指出明代

江南村落的共同倾向"明代初期!村眧的祭祀和演剧!以面向$里社%的东

西
!

中心0而在明代後期! $里社%的组织和祭祀日趋衰微凋零!面向$宗

祠%的祭祀和演剧则盛极一时#与之相应!演剧的
"

容也发生了变化!明初

盛行的英雄剧到明代前期已趋
<

落!明初以降变成了节妇(烈妇剧独擅

胜场#

作者在第三(第四章中!概要考察宗族统制的社祭演剧的诸形态#第三

章进入对清代江南宗族对外神祭祀演剧的重组的讨论#即便社
>

组织崩溃

了!作
!

宗族的外神系演剧 &社祭演剧 '!即 $酬愿 %$保禾苗 %$禁园

盫%等演剧!对於农村的农耕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活动!在族员(村民的

负担和责任的基础上被维持下来#此外!除了农耕礼仪的社祭之外!仍举行

向科举神文武二帝奉献祭祀演剧!而专门
!

此的组织和祭田亦完备起来!这

是清代江南宗族的特徵#第四章进一步探讨明代以来的社祭演剧
"

的$禁园

盫%演剧在江南宗族中如何展开的问题!探讨宗族对乡村农耕再生
%

基础的

山林(丛泽等的支配方式以及以这种宗族支配
!

前提而缔结的共同体规约的

"

容!进而探讨缔结规约时举行的神前演剧!或对违规者处罚的$罚戏%的

功能等#

第五章探讨宗族的
"

神祭祀和祖先祭祀相关的演剧#田仲一成根据对清

代江南宗族的分析!以及宗祠演剧的扩大的背景!将宗祠演剧分
!

个
*

寿祭

演剧(联合祭祖演剧(及第庆祝演剧$个阶段来探讨这种大宗祠演剧成立和

扩大的过程#演剧进入大宗祠的祖先祭祀的原因!在於利用通俗演剧的
,

烈

Y

乐要素来巩固血缘意识薄弱的成员的团结和向外部显示自己势力#宗族对

演剧的这种功利性立场!影响所请剧团的种类和所演戏曲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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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七章分
*

考察和分析作
!

社庙演剧宗族选择戏曲的系列和作
!

宗祠演剧宗族选择戏曲的系列!?概述对宗祠演剧场合所选的戏曲名目#第

八章揭示从
"

部统制立场出发!宗族偏好选择什
;

样的戏曲0以及在宗族社

交场合中!选取什
;

样的戏曲#从
"

部统制立场出发!雇佣戏班的值年者应

该意识到适合宗族秩序的主题!按照子女成长(修养的顺序!来考虑选择范

围#第九章就宗族演剧的现阶段作概要考察!作
!

全书的总结#

最後!作者回到序论眧的问题!总括对於宗族村落中的孤魂祭祀偏离英

雄剧和倾斜节妇剧的倾向#江南宗族在清代以後!相互扶助的组织充实起

来!形成防止孤魂发生(

k

少孤魂祭祀的紧迫性的结果#不可否认!每年元

宵节举行的$新年斋%也变得徒具形式#江南宗族的演剧!虽然继承宋元以

来孤魂救济的神仙审判$团圆%的场面!

8

使最深刻的英灵镇魂剧衰退!转

化
!

烈妇镇魂剧#这是宗族的稳定机制带来的结果#江南的明清传奇!虽以

北方的元杂剧
!

基础!

8

变成迥然不同的演剧!这大概是其社会背景的差?

造成的#

本书以明清以来戏曲如何表现江南地区特有的宗族社会的理念
!

视角!

考察明清时期江南的演剧体系及其
%

生的戏曲作品!一方面试图揭示演剧空

间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试图揭示这种演剧空间基础上的明清传奇戏曲的特

徵#田仲一成将戏曲的上演和流行作
!

明清宗族社会的表象!通过对社会环

境和社会阶层的分析!掌握社会构造如何影响戏曲的发展#他在探究宗族构

成的地域差
*

!建立分析
A

络时!把所属者较少的小规模的宗族集团 &小

姓'群集混居而构成村落的$小姓杂居村落%&杂姓村落'!同所属者
0

多

的大规模宗族集团 &大姓 '或独家或几家构成村落的 $大姓村落 %加以区

分!以此来进行更
!

有效的考察#作者将 $宗族 %视
!

一个有独特意志的

$整体%!书中多处提到$宗族的观念%!即宗族所提倡的种种价值观念!

如孝悌等#

!

了阐明观点!田仲一成在写作中广泛搜罗资料!最主要的是各姓大族

的族谱#此外对於碑记(方志(明代日用百科全书(戏本等文献史料皆有所

提及#最特
*

的材料是粉岭村彭氏一族中保留的清代广东道士的 $太平洪

朝%的榜文范式!作者以此来
$

明禁约演剧的献礼对象是地方神#本书的写

作过程体现田仲一成极简的思路加上细密的论证!足见其用心之诚恳#

本书还有增进和增益的空间!首先要提及的是!在族谱形成的过程中!

整个宗族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修撰者本人的思想体系随时都有剧变的可能0这

些变化在族谱中!即表现
!

前後砯压的时间(意义的层次#在本书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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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量族谱
"

容来阐明观点!针对其记载作分类举例论述!

8

忽略对族谱

书写的分析!

<

有探究每段记载砯压的层次背後更深刻的意义#如能对族谱

等史料的呈现作更全面的考量!或可能更准确的解和把握宗族的观念#

除此之外!作者对$江南%的界定也稍显模糊#对於一项认真的区域研

究来
$

!第一步工作是
!

所研究的地区划出一个明确的地域范围!?且
$

明

划分的根据#在明清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江南向来最蒙中外学者青睐#但奇

怪的是!对於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

8

从来
<

有一个共识#在各个研究者的

论著中! $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

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者!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
$

(苏

松杭嘉湖五府
$

(苏松常杭嘉湖六府
$

(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
$

(苏松常镇

宁杭嘉湖八府
$

(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微九府
$

(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

$

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在论
$

江南宗族的情癋之前!?
<

有先对涉及到的

$江南地区%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且在举例
$

明中提及广东(福建等在传

统中不被划入$江南%的地区#也许作者的本意是将这些地方作
!

$江南地

区%的扩大影响范围放入讨论之中!又或者书中的$江南%指的就是长江以

南的整个南中国区域#对於$江南%的界定不明!造成了文义的混淆#

在案例的选取方面!作者在书中
<

有
$

明自己选取案例的标准!令人无

所适从#如能通过对江南地区整体情癋的概括和分析!对所选取的村庄(宗

族案例的典型性(特殊性作出论述!

$

明选材理由!或能令全书框架
"

容更

!

清晰#此外!作者的一些推论缺乏
$

服力#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由宗

族的不断统合和实力的增
,

!推定与土著社会相连结的社祭日益被轻视而衰

退下去#虽然个中的逻辑关不难梳理!但这样的推论缺乏更有
$

服力的根

据!两者之间不应当只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

管此书还有增进和增益的空间!但无可辩驳的是!在写成"#馀年後!

本书仍然彰显田仲一成最重要的观点"中国戏剧从祭祀礼仪中发生0仍然提

示着民俗与戏曲所存在的关系!提示我们在精英的戏剧史之外!还可以从社

会基层出发来理解戏剧!给读者以跨学科的方法论的
#

迪0?以其独特性和

系统性!给学者展开了商榷和再探究的空间#

杨淇骅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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