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事文物保护与展览策划工作!令作者意识到策划意图与展览实施有着巨大

的现实距离!因此对民国时期的$同行%有特
0

的$同情之理解%#

清末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 $博览会 %( $展览会 %( $博物

馆%开始
!

国人所认识#私藏开始广泛地参与$公展%!同时!收藏也开始

进入公共收藏机构///博物馆#不过!规模毕见的$公藏%以及博物馆群!

恐怕是$/&/年以後的故事#在缺乏财政支持(收藏政策推行不力以及社会动

?多变等诸因素影响之下!民国时期博物馆的建构!大多流於纸上谈兵!稍

有所成者也未尽完善#但临时性的公共展览!尤其是政府主导以外的临时展

览大行其道#私藏公展无疑是最重要的物品收藏与展示形式!

!

$前博物馆

时代%之主流#遗憾的是!作者对这类临时性的公共展览关注?不多#其

次!在物品方面!作者选取了端砚(南汉花盆拓本(古琴(新美术作品以及

新知识体系下
"

生的民俗物品和考古遗物等!新(旧皆有兼顾#传统 $私

藏%以书画(陶瓷(金石
!

最!然而是书对这几类$旧物%在近代如何被重

新分类(鉴
0

(挑选与展示尚欠缺深入的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博物馆馆史的写作寥寥可数!关於广东地区的博物馆馆

史的写作尤
!

匮乏!是书的出版无疑极大地补充了这一领域的不足#最近徐

坚出版的)名山///作
!

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 *&北京"科学出版

社!"#$* '!提出要将中国博物馆研究从收藏史向思想史转变#而丁蕾则从

展品的来源(展览的实际运作出发!讨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象之形成#这

也许就是博物馆人写博物馆史的特点#展览策划与实施常常屈从於藏品的构

成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种权力关!以致策展初衷与展览实施?不完全对等#

因此! $思想%固然重要!但$收藏%同样重要#

黎丽明

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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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宗教研究中!我们看到的仪式展演很多时候会用到大量的仪式文

献#这些文字有的是口头传诵&如师公唱本'!有的是跟书唱读&如道士科

仪本'-有的是用汉文传抄!有的是用少数民族的文字传抄 &如彝族毕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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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彝文经书(傈僳族教堂眧摆着傈僳文写的圣经(傣族缅寺眧用的是老傣

文等'#我们如果以
!

不需要处理这些文献!那终将把我们的讨论引入一个

自以
!

是的窠臼中#

基於此!我们借由刘永华教授主编的 )仪式文献研究*来看看目前不同

地区的学者如何以仪式文献
!

基础来做研究#该书是
M

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

研究中心所编的$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系列丛书之第三辑&之前已分
0

出版

)族谱研究*和)碑铭研究 *!入选该书的/篇文章中!诸位学者的研究取

向殊
!

迥?!包含了道教学者(人类学学者(历史学者等不同学科背景研究

者的作品#

在导论部份!刘永华界定了本书所选文章中!其所用材料的 $民间

性%#在对仪式文献的基本特点做出基本
$

明後!他指出对仪式文献的研究

难度很大!涉及到人类学(民俗学(文献学(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等不同学

科和方法#

第一编$宋代法术与近代道教%由两篇文章组成#其中!司马
%

Q,>B<38

M45>BURCJJS所作的+道在
]

中"道教与华南的汉化 ,一文!利用日本学者白

鸟芳郎的团队在泰国北部
]

人社区调查所得文本进行分析!

)

调宋代开梅山

之後道教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及其对我们理解华南土著的汉化提供的帮助#是

文虽推论多於实证!

(

是道教与
]

族乃至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

重要维度"一方面!他的探索提醒很多做民族研究的学者!注重道教等宗教

传统的延续与变迁-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也提醒做道教研究的同仁!需要在

具体的族群与情境中重新认知道教仪式传统!对於南方甚至更广阔地域人群

的历史与文化所
"

生的影响何在.

同编第二篇文章是陈永海所作的 +天心正法的源流及影响初探 ,#陈永

海对各个时期道教文献进行梳理後!认
!

天心正法派是五代末(北宋初在中

国南方发展起来的!直到明代中叶仍是道教的正统法咒之一#陈文不仅在文

献眧追寻这种重要法咒的流传情癋!同时还借助苏海涵Q,>B<C38MC?7S在台湾

的调查及A3R7>J3在泰国北部
]

人社区的调查资料!来
$

明天心正法与台湾

的三奶夫人及泰国
]

人社区的梅山教(闾山教关联密切#但是引用两人研究

的同时!他也
$

明天心正法派其实与地方道教的关仍待解释#作
!

道教学

者!他更愿意将之视
!

一种道教正统而非$?端%或$俗文化%传统#

第二编$道坛传承与系谱重构 %!安排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劳格文

QV7<J ACH35̂3ES的+台湾北部正一派道士谱系,#这篇文章主要探讨台湾北

部林(刘两派道坛的传承谱系问题#在对林(刘两厝道坛的传承历史进行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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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时候!林(刘两厝各执一词!让他
"

生了跑到大陆去寻找林(刘两家的

祖居地的想法#在广东饶平和福建诏安!他找到了想去的地方#通过祖居地

的走访!他知道了林厝仪式与诏安林氏祖居地道士的仪式程式几乎相近!由

此他判断台湾林厝的仪式传统确实与诏安地区有莫大关联#透过这篇类似田

野笔记的文章!劳格文揭示了台湾北部道士仪式传统的源头!同时他的追索

也提醒我们!对於道坛仪式传承的认知!不仅需要道士的
4

述!更需要族谱

等资料的佐证才能更准确的确定位置#

相对於劳格文的文章!祁刚的 +清代泰顺东部闾山道坛源流考///以前

山叶氏广应靖)请祖师科*

!

中心,一文更具系统性#他围绕)请祖师科*

和地方民间文献!再现了泰顺南部地区闾山道坛的传承谱系!同时也揭示了

当地道教与地方传统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其中!对泰顺地区 $司/靖/

坛%的层级结构的梳理!成
!

我们理解当地闾山道坛传承谱系的关键#从这

个角度看!他对於道法与宗法在道坛传承中扮演的角色已有一定的界定!

!

地方道教传承谱系的研究辟开了新的路子#

第三编$仪式文本与道坛科仪%收
8

四篇文章!分
0

涵盖香港(台湾(

福建三个地区的道坛#蔡志祥与韦锦新(

J

永癉合作的+香港正一清醮的仪

式(文本和仪式专家,一文!完整
4

述了香港正一清醮中的仪式文献(仪式

结构和仪式专家三个基本要素!其中!仪式文本与仪式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

是该文的精要之处!体现了他们田野的功力#与此同时!仪式文本之间的相

互有机联也受到他们的关注!而文後讨论的仪式变迁!不仅体现了作者讨

论相关道教仪式变迁中隐含的历史意识!同时也
!

我们揭示了相关地方道教

仪式变迁的主体能动性#

第二篇文章是林振源的+敕水禁坛"台湾北部道教醮仪中的驱邪法 ,#

林振源师从劳格文!他对台湾北部道教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劳格文的路数

在拓宽(拓深#在是篇文章中!林氏围绕敕水禁坛科仪!力图在 )正统道

藏*所记
8

的科仪与在台湾北部看到的科仪之间建立关联!梳理了自唐代以

来禁坛科仪在仪式结构和文本应用上的传承与变迁!进而在田野素材基础上

着重探讨台湾北部道坛广泛存在的$道法二门%中法的基本意涵#

第三篇文章是巫能昌的+造科仪本"以闽西道坛灵应堂的度亡科本
!

例,#巫能昌在文中指出!他在田野眧遇到的科仪文本!有不少是晚近才

作的#通过结合文献
p

读和细的田野?访!巫能昌揭示了当地道士所操持

的仪式
"

生的变化#由於清末以後原本只是做清醮和驱邪法事的他们开始涉

足由香花和尚操持的度亡仪式!因此很多当地香花和尚的度亡文本被借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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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些文本多是属於佛教系统的文献!对他们而言是新的文本系统#

!

了

更好的契合自身运用的仪式文本!当地不少道士&有的还健在'不断的对借

用来的度亡文本进行改造!这场从"#世纪'#年代持续到"$世纪的度亡文本

$道教化%过程!显示了地方道堂&如灵应堂'的道士们在文本与仪式传承

上的能动性#作
!

地方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当地道士这种能动

性的理解!需要结合当地的社会文化史
q

络才能明其要理#

第四篇文章是魏德毓的+闽西道教送瘟船仪式研究///以 )船科 *

!

中

心,#这篇文章应是魏德毓博士论文的一个组成部份#总体治学取向上看!

魏氏的主要方向是社会文化史!因此在讨论送瘟船仪式中的核心文本 )船

科*时!他首先在)道藏*中寻找与田野所见的文本相近的文本!在比对了

)船科*和)神霄遣瘟船仪*及)元始天尊
$

洞渊辟瘟妙经*之後!他指出

现有的仪式实践依旧保留了不少核心的传统 &如将神癨送到洛阳大道'!但

也加了一些新的
'

容#由此!他进一步总结认
!

!现有的科仪程式管在结

构上与)道藏*所见文本规定的仪式结构有不少传承性!但也
)

调明代以後

道教的世俗化而
"

生的巨大变迁#地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了因地

方化而
"

生的多元道教传统面貌#

第四编$儒家的宗教性%仅收
8

了刘永华+民间礼仪(王朝祀典与道教

科仪"近世闽西四保祭文本的社会文化史阐释 ,一文#这篇文章曾於"##&年

刊登在)历史人类学学刊*上!原题
!

+亦礼亦俗"晚晴至民国闽西四保礼

生的初步分析,#之所以在题目上有所变动!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作者在原文

基础上调整了很多的
'

容#

祭文本是闽西四保地区礼生礼仪实践要运用到的重要文本类型#刘永华

在闽西四保地区做了很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他对於礼生的关注!起初的出发

点是透过一种仪式中介来认识作
!

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家礼仪如何在地方

上传承与操演#而透过这种中介!我们又能看到与国家
4

事怎样不同的一种

社会文化史#

基於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对祭文本的使用群体(主要
'

容

和相应的仪式结构三者进行详细介绍之後!

!

何会对比历代官方制书中的王

朝祀典之?同#他想
!

我们揭示的不仅是这种仪式文本及其使用者体现了怎

样的一种社会文化面貌!还从历史的角度讨论这样的礼仪文本与仪式结构在

何时传入四保乡村!认
!

乡村礼仪与王朝祀典的诸多相似之处是自宋代以来

礼下庶人的一种礼仪实践结果#与此同时!文中还着力探讨了礼生的祭文本

与当地道教科仪本之间的相互关问题!指出礼生与道士在仪式上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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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了祭文本与道士科仪本之间的相互借用#最後!作者借用潘英海所讨

论的文化中介概念!诠释做社会文化史研究需要透过一定的能动主体才能看

到更加多维的世界#

总体而言!这本书
B

大部份文章都是讨论道教的仪式传统和文本问题#

管部份作品仍旧在用$大(小传统%这样的观念来看待地方道教与正统道

教之间的相互关联!背後的二元关联意识还比较浓重!尚未达到地方文化多

元互动过程的效果#但是各篇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来展示仪式文献与仪式实

践的关联!让我们看到了仪式文献研究的诸多价值#

不过!由於各方面的制约!这本书在选文方面多是侧重道教和礼生!对

香花僧等地方仪式专家的文本尚未涉及!选题面有点打折扣#此外!在诸多

道教仪式文献的研究中!科仪本?据多数!金书(法
2

(文字式等其他类型

的文本探讨得较少!还需要不断努力#

覃延佳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 !!!

/= = =>?@N=A@?CC/

从海洋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研究海洋与国家之间关!是

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韩国学者曹世铉在新近出版的>

/// ?&)从天下

之海到国家之海///以海洋的视角看近代中国的形成 *'一书中提出!$/世

纪以前!清朝在东亚构建中国式世界秩序!维持比较稳定的国际关#明清

时期的海禁政策遏制了东亚地区的海洋交流!因此!在东亚海域除了海
N

之

外!几乎
+

有发生海洋纠纷#但到清末!西方列
)

瓦解传统的海禁体系!由

此!中国的近代开始了#由於清朝
W

跨近世与近代!清时期前後对海洋的认

识截然不同#近代以前海洋是开放的!基本上不存在国境以及领海概念#但

受到西方列
)

的击後!中国走向近代国家!伴随着海洋境界以及领土概念

出现变化!其过程中!国家逐渐进行了海洋领土化#本书即探讨近代以前中

国$天下之海%概念变
!

$国家之海%概念的过程!及其过程中发展形成的

东亚地区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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