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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8-31日，由厦門大學研究生院主

辦，厦門大學歷史系協辦，厦門大學民間歷史文

獻研究中心承辦的「民間歷史文獻與區域社會史

研究暑期學校暨首屆民間歷史文獻與區域社會史

研究博士生論壇」在厦門舉辦，來自海內外各高

校和研究機構的十多位老師和四十多位學生，以

線上的方式參與課程並進行討論。

一、開幕式

論壇開幕式由厦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

中心主任鄭振滿主持，厦門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方

穎、厦門大學歷史系主任張侃分別致辭。方穎追

溯厦門大學自傅衣淩開始的社會經濟史傳統，提

到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迄今為止已連續舉辦四

屆暑期學校課程。張侃指出一方面要關注民間歷

史文獻學領域的重點問題及學術規範，另一方面

應思考如何進行有意義的學術討論以及原創性的

研究。

二、專題授課

在專題授課環節，共有來自海內外不同高

校的10位教授進行授課。黃向春教授報告題目為

「文獻的『田野』與歷史的『厚描』：以一通碑

銘的解讀為例」。報告以嘉慶年間福州的一通碑

刻為例，將其置於文獻與田野的多重脈絡中進行

解讀，分析「蜑民」群體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其

背後福州地方社會的變遷。在具體問題的討論基

礎上，提出我們應該如何在田野中解讀文獻，並

對歷史進行「厚描」，分析這種研究範式在區域

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中的方法論意義。

趙世瑜教授報告題目為「材料的串聯與區

域結構過程的建構：《猛將還鄉》的方法論導

讀」，他以自己關於東山猛將堂的田野調查和研

究為例，指出進行民間文獻研究應注意發揮自己

的優勢，關注、思考過往其他研究忽視的部份，

體現出自身的價值。研究者應明確問題意識，

根據問題將不同材料串聯起來進行研究。同時，

在進行區域史研究時，不能孤立自己所研究的區

域，而應該與其他研究相串聯，在新的脈絡中提

出新的解釋和思考。

鄭振滿教授報告題目為「莆田平原的宗族與

宗教     歷代碑銘解析」。他自上個世紀90年代

始，便在莆田平原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報告首先

強調碑刻文獻所具有的幾個特點。第一，碑刻文

獻具有地方性；第二，碑刻具有公共性，碑刻內

容基本為公共事務或共用的地方知識。其次，水

利系統是莆田平原地方社會構成的主要因素，社

會共同體的基礎是水利系統。再之，宗教儀式與

莆田地方社會的關係非常密切。莆田平原的地方

社會將地方信仰、地方組織與國家制度相結合，

使其正統化、合法化。在此過程中，「社」成為

當地重要的儀式和社會組成單位。

徐斌教授報告題目為「野人不識興亡恨：西

涼湖的故事     以金口壋水稞全冊為中心」，報告

以金口壋水稞全冊作為基本史料，討論河泊所是

如何管理漁戶、船戶等水上人群並進行收稅。他

從金口壋水稞全冊切入，結合在西涼湖的田野所

得，嘗試探究賦稅體系背後的當地水上社會。報

告提出當地的漁戶群體一直處於流動的狀態。同

時，他們與軍戶間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圍墾

一直是西涼湖地方社會面對的主要問題。

劉永華教授報告題目為「徽州排日賬解讀的

點滴心得」，他以自己關於徽州排日帳的研究為

例，講述應如何處理帳簿等民間文獻。首先是考

察地名，地名的變化趨勢反映了研究對象的行動

空間範圍，及其受到不同歷史事件影響時的收縮

「民間歷史文獻與區域社會史研究暑期學校暨博士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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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擴張。第二，考察研究物件在不同時間段內

生計方式的變化及原因。第三是關注人名，判斷

其與研究物件的關係。關於人際關係的研究大致

可以分為人際關係的再生產與再締結、人際關係

的擴張、階級關係的變動等三方面。另外，錢糧

催徵、管業糾紛、日常生活等大的區域史問題也

應被引入進行思考。

劉 志 偉 教 授 報 告 題 目 為 「 無 字 的 『 文

獻』        石頭與香爐」，關注到石頭、香爐這類

「無文字」文獻材料，認為針對這類文獻的研究

和利用，需要深入的田野調查。根據劉志偉教授

近年在廣東的田野經歷，發現這類「無文字」文

獻依然廣泛存在，以石頭和香爐等形式最為典

型。石頭往往被視為拜祭的物件和儀式活動的中

心，成為當地人處理與超自然關係時的一個重要

標誌。香爐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與祖先祭祀相聯

繫，例如瑤人家庭是雙系繼嗣，因此其家中往往

會擺上兩個香爐，對於他們而言，香爐便代表祖

先。

李文良教授報告題目為「契約與歷史：清代

臺灣墾荒與地權」，提出目前臺灣地方歷史的結

構是在日本、清朝雙重結構中產生的。其以日本

殖民時代伊能嘉矩關於鹿仔草堡的書寫為例，論

述目前臺灣地方歷史的記錄大多沿襲日殖時期，

而其根源是日殖時期收集到的契約文獻，即清代

產生的有關臺灣歷史的書寫。臺灣土地的開發經

歷從東印度公司到明鄭時期再到清朝的演變過

程。土地的佔有形式包括番田、軍隊占墾等，而

佔有土地的關鍵在於得到官方批復的開墾執照，

因此當時臺灣很多大家族都有族人充當胥吏，借

此拉近和官府的關係獲取開墾執照。

吳滔教授報告題目為「《國史家事》中的社

會經濟史問題     以黃溪史氏家族文獻為中心」，

該報告主要以明線和暗線兩部份構成。在明線

中，他考辨《致身錄》流傳的版本、成書過程以

及歷代翻刻的基本脈絡。在暗線中，則圍繞糧長

制度和宗法禮制的變革，探討黃溪史氏如何適應

國家制度，通過「大戶承役、小戶免役」和龕位

元改革等方式，調整了宗族間賦役負擔和財產之

間的連帶關係。

宋怡明教授報告題目為「民間檔案的資訊

生態：以永泰契約文書為例」，他借用了資訊管

理學的理論來重讀民間歷史文獻。其一，永泰文

書包括契約本身、包、分家文書、族譜和祭產冊

等五種目錄，通過不同目錄的功能，理解其存在

的意義；其二，資訊生態如何處理契約的移動性

（mobility of documents），它的移動性具有結構

性，轉讓所有權的不同方式就是轉讓契約的不同

方式；其三是單式和複式契約的區別，契約除了

記錄轉讓以外，還可以保護契約人避免陷入爭議

的風險（vulnerability）。

蔡志祥教授報告題目為「節日、文獻和地

方社會：香港新界的田野考察和地方文獻的解

讀」，他從香港新界長期的田野經驗出發，認為

將打醮中包含的文字性和非文字性兩種資料相結

合，有助於更好理解醮所衍生出來的內在邏輯和

象徵意義。此外，他還介紹新界泰坑不同時期

的道士使用雄雞血的傳統，以此反思所謂的「傳

統」與「正統」，即傳統和正統是相對的，構建

的。

三、博士生論壇

本次暑期學校除了專題授課環節外，還收到

了多所高校博士生的積極投稿。按照專題分為區

域史、契約文書與地方社會、民間文獻與地方社

會和契約文書四個場次。

1. 「區域史」專場

博士生論壇第一場由武漢大學徐斌教授主

持，四位報告人分別利用契約、碑刻、文集和方

志等資料進行報告。

南 開 大 學 刑 書 航 的 報 告 題 目 為 「 山 水 之

間     從地方和家族文獻看清代金谿民眾的日常

生活」，他以金谿縣的徐氏文書和碑刻等，將金

谿縣山水地理與民眾日常生活相勾連。這種山水

和山林格局既塑造村落形態，也引起宗族爭端。

厦門大學張澤宇報告「明清以來山西的賦役改革

與社會變遷     以碑銘為中心的分析」，該報告

以山西的碑刻為主，將賦役制度的變革放在制度

史的脈絡中考察。他認為，受里甲不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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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萬曆年間均裡均役的改革，並在清初繼續深

入，形成依田糧編排的賦役單位。威斯康辛麥

迪森大學馬藝瑞報告From Outer Frontier to Inner 

Borderland，她關注於東北地區的邊界和族群問

題，以王一元的《遼左見聞錄》為物件，考察遼

東地區邊界的變化是如何改變當地人對其認知，

反映了這一區域由外邊疆向內邊疆的轉換。武漢

大學李鵬飛的報告題目為「「鹽井」、鹽荒與清

代以來貴州的鹽業開發」，側重於貴州缺鹽區，

將清代以來貴州地區尚酸、辣等飲食習慣作為切

入點，考察地方社會受到鹽荒的深刻影響。

2. 「契約文書與地方社會」專場

博士生論壇第二場由哈佛大學宋怡明教授主

持，本場三位報告人均利用永泰文書進行專題報

告。

厦門大學高晨焜報告「清代福建永泰山區的

家族發展與山林開發     以蓋洋三對厝鄭氏契約文

書為例」，其主要介紹蓋洋三對厝鄭氏家族以合

股、資本生息等方式不斷控制山林，形成山場、

山底的產權秩序，推動永泰山林商品化的發展。

厦門大學鄭鵬程報告「宋至清代閩中山區社會的

人群與秩序變動     永泰民間文書解讀」，他梳理

不同時期永福縣山區的土客人群如何利用不同策

略來應對國家制度，從明初地方家族以修族譜入

籍達到佔山場的目的，到清代廟宇和儀式系統進

一步鞏固土客之間的平衡關係。香港中文大學戎

宗柳的報告題目為「清代福建寡婦的財產糾紛研

究     以永泰縣珠峰謝氏契約文書為中心」，其利

用珠峰謝氏契約文書，以謝張氏和陳吳氏兩個案

例，探討清代寡婦如何合理地保護財產權。她認

為法律對寡婦權益的保護是有限度的，如何利用

宗族規則成為她們爭取權益的關鍵所在。

3. 「民間文獻與地方社會」專場

博士生論壇第三場由中山大學的吳滔教授主

持，本場三位報告人分別利用碑刻、書冊和寺院

文書等資料進行報告。

厦門大學曾衍盛的報告題目為「薛佛記與

麻六甲華人社會：以青雲亭碑刻和公項記錄為中

心」，他利用碑刻和公司簿等史料，考察薛佛記

體恤孤弱、重視神祭和修繕青雲亭等事蹟，表明

薛佛記對新馬社會的重要影響。厦門大學韓冬

威的報告題目為「從親供冊到說明書：社區文

獻的演變歷程     以永安貢川的三種公共事業書

冊為例」，其主要利用永安貢川的三種書冊來考

察當地社會的轉變，從萬曆《安貢堡田書冊》到

乾隆《貢堡書冊》，再到《賢祠書冊》，書冊內

容書寫的變化，反映地方社會在重建社會秩序過

程中，地方主導事務的變動。厦門大學呂珊珊的

報告題目為「明清以來寺院文書的發展與分類探

析」，她通過借鑒敦煌文書和民間歷史文獻的分

類原則，把寺院文書分為財產管理文書、賦役

（登記）文書和寺務管理文書三大類別，這種分

類有助於我們把握寺院經濟制度運行的實態。

4. 「契約文書」專場

博士生論壇第四場由厦門大學黃向春教授主

持，三位報告人分別利用契約契約等對地方社會

進行研究。

厦門大學卓競的報告題目為「清代福建布

政司的書役與地方社會     永泰縣珠峰謝氏文書

研究」，其主要利用役契、族譜和官府示諭等資

料，以珠峰謝氏為例，考察承充吏役作為公產在

族內的流轉。武漢大學徐維良的報告題目為「清

代中人群體的再分析     以定西市檔案館藏契約為

例」，他考察定西市館藏契約中關於中人的數種

稱呼，並按所起作用，對不同稱呼的中人進行分

類。厦門大學周煜翔的報告題目為「清代中後期

閩中山區的契約書寫與債務表達     永泰縣碓頭村

契約文書解讀」，他以永泰縣碓頭村為例，探討

「典借連立」、「典後承回」、「由借變典」等

三種契約書寫形式，表明清中葉當地存在一個經

濟繁榮的信貸市場。

四、閉幕式

暑期學校閉幕式由黃向春教授主持，鄭振

滿教授進行點評和總結。關於區域史研究的方法

論，鄭振滿教授從自身多年的研究經驗出發，總

結為以下幾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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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區域社會離不開民間文獻。讀

民間文獻首先要思考我們為什麼會看到這些民間

文獻，老百姓在日常生活裡用文字去處理什麼問

題。

第二，對於民間歷史文獻不能進行一般性的

討論，而應具體分析。在讀民間歷史文獻時，要

研究清楚契約中出現的不同物件，探究他們所處

的具體環境以及他們對於契約的不同利用形式，

從而説明我們得出新的認識。

第三，回到文獻的脈絡中。解讀民間文獻要

從最基本的標點和斷句出發，再讀出文獻背後的

意思，理解民眾的生存狀態與各種約束條件下的

選擇，將問題帶回到研究中，從而使個案研究能

夠與學界關心的王朝國家等大歷史相對話，從個

性中找出共性所在。

活動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