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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基于畲村经济较之东南发达区域经济严重滞后的现实
，选取迄今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人口相对集中的敕木山区惠明寺村
为深度田野对象，以其周边六个畲村为田野参照物的点面结合的田野调查方式，以原产惠明寺村历史
悠久、品质上乘，曾荣膺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惠明茶之复兴及走向市场为
主线，以村落农作物种植结构为背景，勾勒惠明寺雷姓畲族村落经济变迁图像，着力聚焦该村雷姓畲
民是如何通过多种力量的交错互动，而逐渐复兴金奖惠明茶并实现其村落经济型的，进而在畲村田野
调查与畲族相关文献资料相互观照、彼此印证，畲族历史与畲族现实深度评估的基础上，从历史人类
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我国散杂居畲族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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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逍，湖南双峰人，1967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浙江师
范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民俗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
中国文化通论、文化人类学、田野民俗志等课程的本硕教学工作。主要专业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历
史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和社会民俗学等，生要研究领域为畲族村落社区、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生活、
人民公社口述史等。曾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省社科规划、省社科联等有关畲族经
济文化类课题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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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畲村经济转型的内源性因素：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强化族群互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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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分析畲族的茶生产历程，剖析其市场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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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通读该书的后，才发现畲族这一群体还没被作为一篇博士毕业论文来分析。所以本书的最大亮点
在于，以畲族作为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对象，客观的呈现惠明畲族的经济史变迁。本书亮点在于：一
是从族群关系的互动角度分析畲族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部分写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作者关注到汉人
信仰、汉人生计方式对畲民的影响。只是，这种族群互动关系的分析有时候缺少历史材料佐证，到底
谁为畲族文化，谁为汉族文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的。二是以地方农作物的生长史来铺陈当
地的经济作物的发展历程，这是以往研究经济人类学中，缺少的一块物的研究。当然，以往对物的研
究多关注 于物变成商品化的过程，但作者却关注了蕃薯、黄豆的生命史，很好的运用了阿帕杜莱的分
析视角。只是，将物与文化结合得还不够深入。比如黄豆作为礼物的交换，探讨得不够细致。但是，
本文仍然有几大缺陷：一是仍然很难看到作者对话的经济人类学理论；二是研究太多主观性评价，有
些评价甚至太过客位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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