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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

内容概要

《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内容简介：尽管功能论与冲突论在研究视角上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但在
有关人类社会与人类行为的结构主义观上，却持有一致的看法，它们均认为“社会结构应被视为这样
一种社会事实，即它在个人之外却又控制着个人的行为”，而个人的行为“主要是非个人所能造成的
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产物”。②社会学的这种结构主义的视角给我们以启发：有史以来保生大帝信
仰涉及的各种人群的行为与活动，并不是行动者本人的一己之愿，行动者的这些行为在更大程度是特
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型塑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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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

作者简介

范正义，1974年生，2001年7月于福建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4年7月于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
士学位，现任职于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
究》、《史学月刊》、《厦门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神圣的纽带》（与
林国平合著）一部。

Page 3



《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保生大帝信仰的起源、发展与传播
第一节　发掘历史上的尘积
——保生大帝信仰的起源辨析
第二节　神话中的历史
——保生大帝信仰形态的发展演变（上）
第三节　历时性的信仰空间
——保生大帝信仰形态的发展演变（下）
第四节　拨云见日
——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
第二章　王朝、地方官府与民间社会：三重互动中的保生大帝信仰
第一节　和谐的互动音符
——南宋时期王朝、地方官府、民间社会与保生大帝信仰
第二节　祀典，抑或淫祀?
——明清时期王朝、地方官府、民间社会与保生大帝信仰
第三章　东、西祖宫之争与信徒“祖宫记忆”的塑造
第一节　从“西宫”到“祖宫”的演，变
——历史上的东、西祖宫之争与“西宫一祖宫”记忆的形成
第二节　历史余音的现实回响
——当代东、西祖宫之争话语的抬头
第三节　集体记忆的塑造与地方权力话语的竞争
——东、西祖宫之争的文化透视
第四章　闽台保生大帝信仰的庙际网络
第一节　东、西祖宫与同祀宫庙的庙际交往
——东、西官进香添油账簿与进香预约单之分析
第二节　五世同堂
——宝泉庵庙系在庙际网络中之角色
第三节　民间团体与信仰网络
——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的个案研究
第四节　权力、利益与网络
——保生大帝信仰庙际网络的文化解读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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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

章节摘录

　　她们发出的声音很难在历史中留下显著的印记，但是在娱乐指南、逸事集锦、小报闲谈、禁止妓
女沿街拉客的规定、医生和社工撰写的性病传播报告、援救被诱拐妇女的机构记录、对妓女痛苦的小
说化描述，以及中外改革者关于取缔还是合法化妓女的争论等外界人士撰写的材料中，会隐约透露出
她们的微弱声音。贺氏认为，妓女的声音有可能在社会的泥沼中被其他声音所污染，“但是通过探究
妓女声音与其他声音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同样能逼近复原妓女发出的原声，关键在于要辨析清楚各
种噪声进入的方式与区别，并予以分类和界定”。更为重要的是，在作者看来，“妓女本身是否有一
个能自主发出声音的主体性，反而是不重要的，我们跟踪的正是其在权力网络中所表现出的关系性特
征”。所以贺氏整部著作讲述的其实就是妓女形象如何被各种声音反复塑造和转换的奇妙经历。①在
研究保生大帝信仰的论文里，参考一部讲述妓女故事的著作，看起来似乎有亵渎神圣的嫌疑。不过，
这样的排比却带来理论上的灵感。依循贺氏的视角，我们可以对历史上那些与祖宫之争似乎渺不相涉
的资料加以重新审视，离析出资料提供者的各种“污染”性因素后，还原历史上祖宫之争的原声。当
然，还原祖宫之争的历史原貌只是我们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对资料提供者“污染”祖宫之争原声的
过程作一历时性的考察，他们采取什么方式“污染”原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其结果如何？通
过对这些问题的追踪、探讨，可以发现，在保生大帝信仰的历史发展中，各种地方性话语介入并支配
着祖宫之争的进程，并塑造了信徒的“祖宫记忆”。

Page 5



《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

编辑推荐

　　台湾海峡两岸的福建、台湾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
早、最活跃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区域。这种区域特征，孕育了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经济社会人文
特征，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海
峡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割裂不断的。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
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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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

精彩短评

1、还不错，看后有一些启发。
2、一部关于海峡两岸民间信仰研究的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海峡两岸历史文
化的好书，这是其中之一。好书！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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