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四十三期  2006.4.15 第49頁

一、研究區域的確定

　　2005年6月14日，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

心發來「專案建議書」。因時間緊迫，所以，7月

上旬，課題組在全院動員組織師生，由楊庭碩教

授主講，就這次歷史人類學考察進行專門培訓。

　　課題組根據歷史人類學中心的專案建議書，

請求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爲此次考察

專門配備攝像、攝影、錄音器材，並提供部分配

套經費。之後，選擇三個點進行歷史人類學考

察。這三個點是：（1）老司及周邊地區，包括

老司城村、上河城村、射圃村、新莊村、搏射坪

村、別些村；（2）羊峰地區，重點在青龍村，包

括向家院子、瞿家灣、上甘溪、下甘溪、杜家灣

等地；（3）不二門。上述三個工作點，其中第

一、第二個點是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歷史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基地。不二門本來不是課

題組的工作基地，但結合專案建議書的要求，考

慮到該地能較有系統地反映「改土歸流」以來頻

繁的宗教活動較少受到晚清、民國乃至當代軍政

活動的衝擊，這對於完整揭示民間信仰圈的特點

及規律具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又加上了不二門片

區。

二、重點工作的展開

　　課題組在7月中旬準備好田野工作的基本設備

以後，於7月17日到8月上旬，組織17名師生來到

工作基地，在田野工作經驗十分豐富的楊教授的

具體示範下，開展歷史人類學考察工作。圍繞專

案建議書，課題組主要從以下五方面展開工作：

1、採集口述史料

　　主要包括：

一是土司漁業管理；

二是彭氏土司進入五溪以及「改土司歸流」

結束彭氏土司的口述資料；

「湘西地區文史資料系統收集整理研究」專案

第一期工作進展
成臻銘

吉首大學歷史系

三是老司城及周邊區域的軍事防禦、軍事組

織活動；

四是永順宣慰司區的經濟開發；

五是土司頒發從業執照；

六是老司城片區及不二門片區的宗教活動情

況。

　　課題組的設計是根據當地老百姓的勞作生活

規律決定課題組的工作時間。不管天睛下雨，課

題組就抓老百姓的空閒時間進行走訪，直到他們

筋疲力盡爲止，組員們返回住地整理各自的調查

資訊，寫成調查材料。

2、採集民間文本

　　在口述史調查中，課題組圍繞研究目的來獲

取民間文本資訊，然後托人帶信約定見面時間，

再多次上門訪求其文本資料。那怕是晚上，也組

織人員打著手電筒上門訪求，直到得到他們手中

的民間文本爲止。

　　課題組主要收集老司城村、上河村、射圃

村、新莊村、搏射坪村、別些村、向家院子、瞿

家灣、上甘溪、下甘溪、杜家灣等地的族譜、檔

案文獻和宗教科儀文書。

　　由於收集工作是第一次全面展開，而且受到

課題經費的局限，目前僅收集到部分族譜及宗教

科儀文書。但通過採集活動，對土司後代的聚居

地有了初步的把握，有望在塔臥、石堤西、顆砂

等地採集到「改土歸流」時被土司後代帶走的檔

案文獻。

3、金石碑刻的拓制

　　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工作確是人民的學問，離

開了民衆真是寸步難行。拓片的採集，比較費

時、費力一些。它需要準備多種拓制工具，需要

與文物部門進行交涉，需要當地老百姓的指點及

帶路。拓制過程中，有些摩崖石刻在河谷的懸崖

上，要在水中作業，要頂著烈日，借用當地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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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船隻，在船隻上搭建木梯進行高空作業。這

次採集的拓片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是土司施政、記功碑刻；

二是廟宇中的碑刻，主要是祖師殿、不二門

一帶的禮器和宗教建築碑刻。

　　如果是睛天，每天上午6時半到12時、下午3

時到6時左右，當地老百姓出去勞作時，課題組就

安排在這一段時間去野外拓片；如果是雨天，老

百姓在家裏，課題組又不能去田野拓片，就安排

師生採集口述史資料，田野工作計劃不會因爲炎

炎烈日或傾盆大雨而改變。其工作難度與艱辛已

記錄於學生的工作札記中，有關札記發表在《民

族研究在線》網站的主頁「土司驛站」上面。

 4、考古測繪

　　主要是對老司城區建築佈局進行測繪，這是

1990年代湖南省考古部門對老司城片區的三次考

古發掘活動中沒有做的。

　　這些田野作業區，有些地方草叢很深，到處

都是土司時代留下的防範外敵用的霍辣草。人一

碰上它，剌癢難忍。與製作拓片一樣，只能選擇

在老百姓勞作時間去測繪，也是風雨無阻。

5、採集土司遺物

　　主要是在土司生活區、衙署區收集瓷片，以

及追蹤土司時期所留下的飲食生活遺迹。在這次

採集中，發現大量元明清時期土司所用的陶瓷碎

片，還有一些野牛牙齒等物。

三、資料的整理

　　在田野工作進行過程中，課題組就注意到對

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工作主要分四個步驟進

行：

1、資料的登記匯總

　　在考察過程中，課題組指定專人對所收集的

材料進行管理，一邊收集一邊登記匯總。考察工

作大致結束後，又放棄暑假休息時間，於8月中

旬，指導他們進行有系統的歸類整理。據統計，

是次採集到的口述史資料有97種，拓片資料有79

種，族譜及宗教科儀文書有20餘種。

2、族譜及宗教科儀文書的整理

　　課題組對清代乾隆以來的部分民間文本資料

進行了複製，並按專案建議書的要求，由楊庭碩

教授和成臻銘副教授，於9月中旬進行初步評估。

現時已作評估的有13種，還有一些正在處理。

3、拓片的整理

　　拓片採集回來之後，還要進行托底、小托、

大托、磨臘、裝杆。如不這樣處理，所收集到的

拓片就不易保存，隨著時間的流逝，會形同廢

紙。爲此，課題組在田野考察期間就專門聘請裝

裱技師，指導師生去做裝裱。考察組從田野回校

之後，爲節省經費開支，甚至於開學後動員全院

的師生無償地投入裝裱工作之中。然而，師生終

究不是專門人員，看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所以導

致裝裱極難到位，只能做一些初步的工作。最

終，課題組只能在初步工作基礎上，從11月份開

始讓專門人員陸續進行善後工作。

　　拓片採集及裝裱這一項工作，的確十分艱

苦、危險與繁瑣，工作量確實很大，以致許多師

生沾上這份工作之後就很快不想再沾上它。這批

拓片的裝裱工作，到目前都還沒能全面完成。爲

了修復、整理這批拓片，課題組還專門建議吉首

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投入資金組建「吉首

大學文物修復與文物鑒定室」，供課題組整理、

修復和裝裱拓片。

4、讀史札記的撰寫

　　爲了有效利用這批經過千辛萬苦才得到的歷

史人類學材料，課題組還指派專人於9月下旬開始

對這批材料進行整體分析，並將分析的初步結果

寫成讀史札記。這篇讀史札記定名爲《國家與社

會之間：五代以來南方土司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

　　以永順宣慰區爲例的歷史人類學觀察》。10

月中旬，正好中國民族史學會換屆選舉大會及第

十次研討會在西南大學召開，爲了擴大兩校有關

歷史人類學研究專案第一次合作的影響，課題組

以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名義將

這篇讀史札記帶到大會上進行交流，結果引起大

會的回響，受到各專家的充分肯定。

　　總結這次考察，我們獲得的材料是多方面

的。我們最大的感受是，在這個專案的實施過程

中，楊庭碩教授特別操勞。他不僅指導在田野獲

取民間文獻資料的方法，而且放棄盡享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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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在暑期炎炎烈日之下匆忙奔波於貴陽、

吉首和歷史人類學田野工作基地之間，長時段進

行歷史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具體指導。6 0多歲的

人了，眼睛又很不方便，和課題組所有參與者一

樣，在沒有拿一分錢作報酬的情況之下與歷史專

業及中文專業本科生、民族學專業研究生一起，

在歷史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前線奮鬥，其人格和魅

力的確令人感佩。

　　湘鄂渝黔邊區是傳統的土司地帶，永順、永

綏、保靖、酉陽、桑植、石柱、散毛、容美、施

州、施南等土司均在這一區域內，土司衙門及土

司管轄下的軍事、經濟重鎮據查均有大量的殘存

金石文物亟待整理。正是如此，筆者認爲，做前

人沒有人做過的這項田野工作，充分發掘各個土

司區內部的材料，從土司區內部研究土司與中央

王朝的互動關係，以及與基層社會的互動關係，

研究該區域近現代的社會變遷，研究土司內部的

歷史文化現象，這不僅是歷史人類學和中國民族

史學追求的新目標，而且也是當地地方政府所期

望達到的效果。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贊助

日本穆斯林社會與伊斯蘭文化：
歷史及現狀的人類學解讀

王建新教授　主講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日期：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語言：普通話

傳說故事與社會型構：
黔東南清水江下游地區的村落與族群關係

張應強教授　主講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日期：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語言：普通話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23587778　　傳真：235877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