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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王的故事》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现任教于俄勒冈州立大学，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跨文化研
究。
清末政治剧变时期，与“新政”交织于一体的是此起彼伏的乡村民变。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
始，当时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著名的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的蒲乐安，为了
了解清末乡村民变发生的背景，深入中国内地考察，采访当地干部和老百姓，获得不少珍贵的一手资
料。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的有机结合，是蒲著的一个特色。
蒲著通过叙述清末发生在山东莱阳、直隶遵化、四川威远、广东连州和江苏川沙等地的民变，揭示了
清末民间社会所蕴含的潜能及其如何通过民间秘密结社等势力激发出来的历程。清末乡村民变是从义
和团运动失败到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也受到中国学界的持续性关注，但大多属
于零散的个案研究。蒲著把地理空间跨度大、时间无序、组织上毫无关联的各地民变组织到一个论述
框架里展开讨论，颇有挑战性，也为我们研究晚清中国社会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蒲著还灵活运用了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华做田野调查时所获得的史料，其中有著
名的“穷棒子合作社”领导人王国藩的口述史，揭示了清末民变对“地方性”的影响——直至新中国
成立后的乡村社会变迁。恍如隔世的时空在一位老人那里获得了“关联性”。
该书译文流畅，图文并茂，适合研究人士和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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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3、4章分别来段名著简介是为了凑字数么，跨区域的书写而显乱，资料丰富当故事读一读了⋯
⋯
2、非常有创意的学术专著
3、期待（民间宗教）与收获决然相反的一本书。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力在图存的改革在各地的实
施中却屡屡被绑架，成为加在固有弊病上的又一棵棵稻草？回顾过去三十年，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了
。
4、确切说全书从头到尾我也没看懂骆驼王到底是什么，感觉书名起错了似得，清末乡村民变剖析的
还可以倒是，农民就算暴动妥协都要与经济需求发生关系。
5、断断续续看过一点点，写得真好真有意思，谢谢责编。
6、县域研究写法佳例，个案叙事与类型比较穿插融合，区位生态、政经机制、社会结构视角平衡，
实质观点无甚新意。史料类型丰富，布局和笔法灵活，但适合外国人看，边缘史料用法并无突破。各
章译质不一，导师部分最差，理论语句译笔笨拙难解。立场受其夫影响，有些田野明显被忽悠。
7、马马虎虎。
8、這些個老外，起個有噱頭的名字，然後寫了又臭又長其實可以幾百個字總結出來的東西，還標價48
元。要臉嗎？
9、译文谨严，流畅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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