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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前言

本书是一个探讨“礼俗生活”的历史民族志个案，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书基于贵
州黔中一个屯堡村寨（九溪村）的田野调查，根据当地社会生活所呈现的礼俗特征，对以人类学的视
角来认识“文明”这一概念展开了相关的讨论。由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对“文明”
的关照，其理论视角和民族志研究长期存在着“乡村中心主义”的缺陷，特别是在将村庄作为一个研
究单位时，往往忽视了现实情景中的“内外”关联，倾向于将它们作为自足的空间单位，或将其与外
界的种种关联当成新近发生的变迁，然后塑造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形态和研究单位；并且常将在
乡村中观察到的社会文化现象描述为土生土长的地方文化，忽视历史过程中大小传统之间既有的“上
下”互动关系，或直接将来自精英或官方的文化影响剔除出乡村，然后塑造一种纯粹“民间”的文化
形态和研究对象。然而，当我们的研究有了一种“文明的关怀”后，那么将村庄社区作为研究单位，
将民间文化作为考察对象都是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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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内容概要

《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是一个探讨“礼俗生活”的历史民
族志个案，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
的人类学考察》基于贵州黔中一个屯堡村寨（九溪村）的田野调查，根据当地社会生活所呈现的礼俗
特征，对以人类学的视角来认识“文明”这一概念展开了相关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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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作者简介

张原，贵州贵阳人，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南
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助理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民间宗教与仪式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信仰与社会空间制度。已发表《整
体性或关联性：缘起于弗里德曼与费孝通先生的一些思考》、《贵州苗人馈赠交往中的礼物象征与“
他者”观念》、《符号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符号：评（穿越时间的文化：人类《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是一个探讨“礼俗生活”的历史民族志个案，是在我的博
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基于贵
州黔中一个屯堡村寨（九溪村）的田野调查，根据当地社会生活所呈现的礼俗特征，对以人类学的视
角来认识“文明”这一概念展开了相关的讨论。学的路径）》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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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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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身以道：“修佛”中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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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礼则安：礼仪概念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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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章节摘录

插图：这会使得这个妇女在这半个月内疲于奔命地到不同的水田中插小秧，有时与她换气的同村妇女
中会同时在一天安排插小秧，那么这时她就要考虑“把气抵出去”，也就是将她之前帮过的妇女叫来
，去帮自己为这“欠着气力”的家庭去换气。因此，一旦参与了换气，这个妇女就必须花费很多的心
思来安排她拥有的“气力”，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安排失误而欠了别人家的气力，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
响，双方会因此产生误会甚至翻脸。妇女们在换气时所牵涉的交换关系过于复杂，所以直到离开九溪
，我都没有弄清楚，我的女房东在那半个月内她哪一天是在帮人家“抵气”，哪一天是去“还气”，
哪一天是去“挣气”。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即换气绝对不是单纯地为了生产效率而进行的一项劳力
互惠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一种类似于社会表演的活动。以我的房东“顾哥”这个家庭为例
，这个家庭中有顾哥、顾嫂两个“全劳力”，还有他们的孩子17岁的家弟和14岁的家妹，这是两个“
半劳力”，他们全都熟练地掌握了插秧的技术，如果他们全家出动的话，最多5天就能完成这一年他
家要插的“小秧”。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去做，因为一旦这样，他们将失去在村子里立足的基础—
—“人缘”。所以在那大半个月内，顾嫂一直忙碌着，她的时间几乎全被换气给占用了。基于这样一
种情况，我开始重新思考“换气”的意义。我发现，在九溪，怎样去赢得广泛的“人缘”是一门每个
人都应该谙熟的技巧。而换气则是人们展演这项技巧的一个重要舞台。不去与人换气也就意味着这家
人不想“为人”了。因而即使一个家庭可以自己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还是需要加入到这项劳力互惠的
活动中去。另外，在社会的舆论中人们对于一个男性为自己家“插小秧”是非常鄙视的，这意味着这
个家庭想节约一份气力，也就是说，这家人太“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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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编辑推荐

《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为人文田野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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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精彩短评

1、讲“礼仪”的话比太多人好太多了
2、在该地的地方志中有一篇《丁祭校》
3、儀式與地方空間的分析讀來生動有味。對禮俗教化的強調稍過甚，顯得有些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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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乡野之间》

精彩书评

1、贵州黔中的屯堡村寨是明代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推行“卫所屯田”与“移民实边”制度的一个历
史产物,这些由“移自中土”的明代屯军及其后裔所营建的社区聚落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安顺市的滇黔通
道沿线,并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村寨犬牙相错,形成了“汉夷”杂处相搀的格局。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类
型,黔中屯堡形成发展之历程不仅反映了帝制时期帝国边陲的“教化”进程与“华夷”互动的历史,也
展现了中国西南地区在进入“民族一国家”阶段时基层社区的种种境遇。在其600多年的演变过程中,
这些原本由帝国在边疆所创设的军屯民堡虽然逐步地褪去了“国家”的色彩,然而屯堡村寨内的社会生
活与文化风貌却是在与一个文明体系之间进行持续性的关联互动中得以铸就与维系的。因此,通过考察
屯堡村寨礼俗生活的表现形态与历史感,本文试图呈现一个基层社区是如何对来源于“帝国礼教”的一
套象征观念体系进行模仿、挪用和再创造,形成一套具有独特历史隐喻与道德寓意的“文明观”,从而
为自己的生活经验铺陈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 作为一个探讨“文明”的历史民族志个案研究,基于
对贵州黔中的一个屯堡村寨——九溪村的田野调查,本论文根据当地社会生活所呈现的礼俗特征,对两
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讨论:(1)受“礼乐文明”之影响,屯堡社区的社会文化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形态,表
现出什么样的特质;(2)屯堡社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特质对我们以人类学的视角来认识“文明”这一概
念有何意义。具体的考察研究从三条线索展开: 首先,考察屯堡居民生产生活中的交往互动,及其所蕴涵
的规范秩序与伦理道德。因为“约之以礼”的交换与继替正是礼俗社会的生成与维系之前提,而礼俗生
活所强调的一面是“礼尚往来”,一面则是“莫重于祭”,换言之,横向的“内外之交”与纵向的“上下
之继”构成了当地居民社会生活的经纬。所以通过呈现人们如何在人伦差序与继嗣等级中实现交换混
融与继志承业,我将探讨在礼乐教化影响之下的乡野之民具有何种生活样式,并以此来理解礼俗实践所
贯穿的“生生不息”的道德旨趣,对于当地“序”(等级差序)与“和”(混融和合)相依相存的社会形态
之形塑意义。 其次,探讨屯堡村寨礼俗生活中的时间节奏与空间观念。礼俗生活是建立在一套“有礼
有节”的时空制度之上的充满节奏感的社会生活形态,而屯堡村寨中类型繁多的庙宇与节庆作为时空秩
序的重要节点,则将各类生活经验与社会关系汇集于同一场景中,并通过一系列的礼俗活动将这些经验
与关系深刻地展演出来。通过呈现当地各类庙宇的空间分布与礼仪庆典的时空关系,我将考察在一个兼
顾“文野”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如何依托于种种具有等级差序意味的礼仪活动,展开一系列的区分与联
合的交往互动,并以此来对当地“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社会形态与“内外有别、上下通达”的文化
格局之形成进行阐释。 最后,分析屯堡村寨礼仪庆典中所反映的地方历程与历史感。礼仪庆典活动中
的信仰、仪式与组织方式最为典型地展示了屯堡村寨礼俗生活的特质,这些公共性的仪式活动是围绕着
当地所存在的两套地域崇拜体系而展开,它们反映了屯堡村寨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运用公共仪式中
的种种符号与象征,动态地兼容科层制度与封建形态,从而生成和维系一个地方网络的过程。通过对地
域崇拜中的神谱、庙系、神话传说与仪式戏剧进行全面地历史人类学考察,我将关注在信仰仪式中所蕴
涵的人观、社会意识、历史记忆与道德宇宙观等问题,并揭示基层地方的文化形塑与大区域的文明体系
之间的关联。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考察,本论文对屯堡村寨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呈现
与分析。基于当地礼俗生活所具有的“文质彬彬”的特征,围绕着礼仪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外、上下
、男女、文野之间的等级秩序和交换关系,本文对“礼乐文明”的社会意义与历史内涵进行了一番人类
学的理解,并以此来探讨屯堡村寨的这种“文野相彰”的社会生活与“文质彬彬”的文化风貌,为人类
学理解“文明”提供了何种理论上的契机与经验的启迪。对于以民族志的方法来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
的人类学而言,本文的考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当然这些探索与讨论还有待进一步地细化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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