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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的新村》

内容概要

《喧嚣的新村：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是一部有关遗产地村落的民族志，主要讲述坐落于福建省武夷
山境内的新村在面临遗产保护运动时的境遇、反应，以及村落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全书以世界性遗产运动的产生、发展为场域，深入分析武夷山地方文化与世界遗产保护、遗产政治与
村落权力关系变迁等问题；探讨遗产保护运动中新村村民的行为方式与应对手段，回应人类遗产保护
的时代主题。

该书试图解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全球性"遗产运动"进入中国的路径与影响问题；其二，遗产运动
背景下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其三，遗产运动对乡村社会尤其是村落政治的影响问题，譬如地方文
化的"消解"、重构或发明，地方社会对遗产运动所做出的回应等，进而探讨遗产保护、管理与发展等
时代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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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坚
女，1980年出生于湖南涟源；博士，肇庆学院历史系讲师，肇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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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相关问题
第二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民族志调查
第三节 主要关注点与研究意义
第一章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第一节 遗产与遗产运动回顾
一、国际视野中的遗产概念
二、中国的遗产概念及演变
第二节 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
一、国内遗产研究的三种范式
二、国外遗产研究回顾与展望
第三节 遗产运动对村落政治的影响研究
一、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二、“遗产运动”场域中的村落政治及变迁研究
第二章 新村田野图景
第一节 武夷山的人文地理
第二节 新村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一、新村的界说
二、新村的经济背景
三、新村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
小结武夷山遗产的传承主体
第三章 “世遗”情境中的遗产申报与村落拆迁
第一节 “申遗”现象与新村的拆迁
第二节 “暗流”涌动：“挖路”事件分析
一、“挖路”：一纸“政府令”激起千层浪
二、事件背后的“洪流”
小结遗产主体的边缘化与权力的隐喻
第四章 遗产的归属与地方的声音
第一节 山林“确权”的由来
第二节 “三访”——“世遗”语境中的诉愿机制
一、“三访”始末
二、转机：“面呈领导”
第三节 新村群体性上访中的权力关系分析
一、官方的“摆平术”及其效力
二、“上访”场景中的地方精英
第四节 传统“斗茶赛”的接续与重构
小结遗产权属的变更与地方民众的回应
第五章 村落政治与权力关系的重构
第一节 “世遗”补偿款引发的村落纠纷：“外嫁女”事件
一、事件原委
二、到市里“讨说法去”
三、出乎意料的结果
四、影响
第二节 村民选举中的权力展演
一、2006年的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与村委选举的“台前幕后”
二、2009年的村民选举：地方精英的“隐性”力量
小结世界遗产的后续影响：村落内部关系的紧张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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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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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选了一个有意思的题目：反思“世界文化遗产”申请，但做得不够有趣。想用展开得不够丰满的
个案呈现过于丰富主题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能明确——要通过申遗事件，折射国家整体发展对具体社
会单位的实际影响——这一思路，全书会更有价值。
2、围绕“文化遗产” 展开的选举村落志研究，遗产政治搬到了前台
3、这么有趣的一个主题被写得这么七块八块，实在是让人难过；不过也还能让人觉得这个主题有趣
，那还算不太糟糕。其实遗产是一张皮，是村里人争夺的重要资源，可除此之外好像就没什么角色了
，把全书的遗产换成另一种重要资源，一样成立。而且要在160页左右的篇幅里飞快地把好几个事情铺
陈出来，也怪难为作者的。
4、对新村的田野调查基本上算不上人类学的，而是普通的社会学政治学调查，理论也没有多少深度
，厦大这套人类学博士的丛书，题目取得很有人类学感觉，翻开里面都是很肤浅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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