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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文稿本来写得很粗糙!幸得陈博翼先生和蔡伟盓博士两位改正和评论!取得了相

当大的进步#又幸得邱源媛博士邀请!有机会参与此次专号讨论!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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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湘军征服新疆不仅反映了一种政治和军事的现象!也引起

了该地区社会和文化的转变#本文探索当时新疆湘人群体的宗教活

动!聚焦於他们所崇拜的$定湘王%和$方神%#这两位神灵的传

0

反映湘军兵卒从湖南长沙地区到新疆行军的经验和在新疆安居之

後的归属感#因为定湘王的根源相当模糊!笔者通过零散的口述和

记载来重构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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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宗教"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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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湘军在收复清朝领土的路途中!无论走到何处都携带着定

湘王像#定湘王本来是湖南省善化县城隍!後来
/

在新疆湘人构建群体意识

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即讲述定湘王的历史来源及其在清末民

初时期的转变#

定湘王是一个神出鬼
8

的人物#晚清在湖南"新疆等地建设的定湘王庙

恐怕今日几乎都不存在了!加之正式的历史记载比较少!因此需要通过零碎

的档案和口述来追寻定湘王的痕迹#笔者认为定湘王的神秘性反映了筣的社

会地位-定湘王最初是长沙地区大
*

崇拜的神!被当时的社会精英所轻视忽

略!而後
/

成了湘军小卒的守护神!且更在湘军征服新疆後!最终成
"

新疆

湘人群体的表徵#

!

%可以
0

定湘王的转变反映了普通湘人在迁到边疆的过程

中群体意识的形成和转化#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讲到神灵的转变时!一般讨论两种变化-时间与空

间#时间的转变往往体现在某个神灵长期的演变中!例如关羽从唐代到清代

逐渐获得了全国性地位!最终被封为关帝#

"

%空间的转变往往是距离较短而

社会关特
(

亲密的传播演变!一般是一个群体迁到新地方!把自己的保护

神带着!通过$香火%的比喻和神灵的传
0

表示该群体的历史经验和地方意

识#

#

%这两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关的表现!可以视为 $垂直整合 %

和$水平整合%-前者是地方和中央之间关的反映!用封神之类的手段来

表示不同程度的整合与总括&後者是在草根层面相邻群体之间的表现-庙

会"戏剧和传
0

都讲述某个群体的历史!包括其迁到新地方安居而把本地人

赶走的故事#神灵转变的效果!包括了地方社会所积累的各时代官方宗教的

痕迹&神灵与其祠庙的分?则反映着历史上官方宗教和中原文化的扩散与收

缩#定湘王的个案有些不一样-定湘王在长沙地区的存在时间似乎虽然较

长!但直到同治时期才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更在短时间以
!

游遍了中

国!?在从长沙到喀什的路上得到了新的身份#在广大的领土上观察这个过

程!可以
"

我们揭示晚清普通汉人在边疆对自己情况和身份的认知!以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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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KK54B]3B645Hc483R4论证!官方和非官方宗教活动一般共存!但是官僚机构大多只会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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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何用中国
!

地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和手段来讲述自己长途移民的故事#

除唐娟的硕士论文和发表於.新疆文史资料/中一篇文章外!以前研究

定湘王的学者大都
8

有把湖南定湘王信仰和新疆定湘王信仰联起来!更
8

有指出定湘王在新疆变成了$方神 %的现象#

$

%唐娟的论文虽然很精彩!不

过本文引用了不同的史料!而且结论和唐娟的很不一样#笔者第一次注意到

定湘王现象!是在翻看.新疆乡土志稿/的过程中!本想了解晚清新疆汉人

所建设的祠庙是否反映底层工人的原乡特色!但偶然看到一些关於
X

宿县

$方神%死前好像是湖南长沙人的零星记载!於是
$

生了一个疑问-一个长

沙人怎麽来到新疆南路成了神)

陈国光曾在*新疆$方神%本是戍边爱国之士+++清末新疆方神志文辨

析,一文探索了新疆地方志中$方神 %的传
0

#

%

%我这篇文章的研究方式和

陈国光有些不同-他从方神传
0

开始!在官方史料中搜索证据!证明方神信

仰来源於真实人物#虽然他指出历史事实和传
0

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张格

尔战
7

'(/&'!(/&/ (中喀什解围的事情!但?不能证明方神是真人!因为我

们所有关於方神的史料!全部都是(,世纪末至&'世纪初的传
0

!而且陈国光

也
8

有注意到方神和定湘王的关#而本文把方神传
0

和定湘王传
0

放在跨

地域的视角!通过传
0

考察湖南定湘王"新疆定湘王和新疆方神之间的关

#不管方神本来是不是真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关於其风俗和传
0

#本文

的结论是-晚清方神传统的根源?不是张格尔战
7

!而是湖南人偷取了该历

史资源来解释自己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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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探索定湘王的来源!必须回到筣的老家!也就是湖南省长沙府湘

水旁边的善化县#筣的名字来源不甚明了!看起来和平定湘江洪水有关!大

概是人们为了湘水平
]

所祈祷的神灵之名#我们发现定湘王在湖南和新疆的

故事都和水有关#(,世纪中叶!善化县和长沙县是毗连的!长沙市涵盖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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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娟! .定湘王信仰的起源及其在新疆地区传播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历史与民

族学系未刊硕士论文!&'(- (&刘德贺! *新疆近代的寺庙"会馆"义园,!载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辑!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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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善化"长沙两县及长沙府均有城隍!可以假设其中之一是定湘王!但是

定湘王毕竟难以?稽#

咸丰三年'(/*-(以前!关於定湘王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宋朝赵与时'(()*!

(&-( (的.宾退
1

/细数湖南省各地城隍!其中载-$潭州!定湘王#%

&

%潭州

正是现代长沙所在!宋朝被分为龙喜"善化!而到清朝时潭州基址仍然与善

化县相近!所以宋朝定湘王即是清朝定湘王这个假
0

!是很可能成立的#

不过!稍後关於善化县城隍的记载似乎出现於(/世纪!不称定湘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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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李凤生虽成善化县城隍!似非定湘王!与後来的传
0

也
8

有相似点#李凤

生是个正直的官僚!所以精英阶层能接受#反之!定湘王的来源指出了他的

大
*

身份#

笔者认为!定湘王本来是普通民
*

所崇奉的神灵!因此他在社会精英

'士绅(所编辑的官方文献中记载很少!更何况他有了很多不同名称!例如

.长沙府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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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湘王很明显不只是大
*

文化的人物!其名字还随地而变!更何况他的身份

不明於精英阶级#左伯侯和定湘王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神灵!其後两神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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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退
1

/原著於南宋嘉定十七年'(&&. (!抄本与版本有几种!最完整的校注本是-

赵与时著!齐治平校点! .宾退
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关於定湘王的

事载於卷/!页(.#

张湘涛主编! .长沙名胜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收
1

了&+/篇文!

似乎收录了'明(

:

洽中*重修善化城隍庙记,一篇!但笔者未能亲见#

<

省兰纂! .楚南小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善化县城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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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城隍都被放在同一个庙宇#

*+,

%除此以外!定湘王还有了
(

的简称!如

$王爷%#笔者认为!学者难以找到定湘王的痕迹!很可能是因为官员对这

个老百姓的神灵的身份知之甚少# .长沙府志 /中的 $定湘王 %和 $澄湘

王%两个名字!大概是指方言发音的区
(

!士绅不能分!似乎是因为$定湘

王%这个名字还未进入官方话语!所以随听而写#

定湘王本身在(,世纪前半叶才出现於善化县!但是记载他最早故事的文

献!就是最晚出的那批文献之一# .湖南定湘王南京行
3

志略 /虽然写於

(,-*年!但其故事比较完整-道光十五年 '(/-* (!韩知县来了善化县#据

志略!韩知县! $公'讳(元!字保吾%!河南人!本是韩愈的後身!因为

给长沙地区一家穷人打恶魔成名#三年後善化经历了蝗灾#

*+-

%据方志!韩知

县力除蝗虫!再三奉祀地方神!但好像连城隍都背?了善化人#最後韩知县

穿上了官服!清洗了自己的身体!出场吞下蝗虫!因此而中毒死了#据
0

!

道光二十七年'(/.) (某日!湘江旁边有一个挑卖沙水的人在收水#定湘王

附上了他的身体#卖沙水者直接走到了善化县罗某知县衙门!向罗知县
0

-

$上帝授吾为四川阳县土地!旋升湘潭县城隍!今奉调本县城隍# %定湘

王以此被认为是善化县城隍#

这个故事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叙述!但是它的细节反映了定湘王的历

史"社会和文化背景#首先是历史问题-嘉庆年间已有了关於定湘王的记

载!可这个百年之後的故事却将其起源放在道光时期#更何况!很多基本的

信息是错的-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罗知县的记载&阳县在山东省!而不

在四川#大概是驻京湘人於(,-*年选择了百年前的道光十五年 '(/-* (来做

自己老乡的表徵$生日%!给他加一点历史性#另外一个假
0

是!这部故事

反映了湘北其他神的传
0

-韩知县吞吃蝗虫的事和刘猛将军吞吃蝗虫的故事

很像!所以这可能只是借用的神话而已#然後定湘王通过湘水附体於地方的

普通人!附体的故事很可能是反映了$定湘王%原始的身份!能$定%湘江

或其他江河的洪水#而且这位作风正派的官人之神附体於卖水者!表示神的

恩德不在精英!而在大
*

!就像定湘王从土地神升任到城隍!地方人所崇拜

的定湘王'或澄湘王(得到了知县位置#

新疆哈密地区(,,(年收集的一部传
0

可能是保持下来了这一故事!支持

$定湘王是来自长沙地区大
*

文化中%的假
0

#据此故事!定湘王本来是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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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乡县知县!湘江将发洪水时!$县官将纱帽投入江中!洪水不退!县官

更奋不顾身!投入江中!洪水骤然而退了!挽救了亦县人民#清廷便敕封5定

湘王6%#

*+.

%这一故事
8

有清楚的历史来源-湘乡县方志都
8

有此种传
0

!而

清廷礼部档案又无$敕封定湘王%的记载#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即是这

部传
0

後来变成了新疆湘人群体所谓$方神%的神话!好像其间相当流行#

S

%

ghiOB§dmn

定湘王到底出於哪个时期!他的传
0

来自哪眧都相当模糊和难以证明!

但是这在晚清新疆还是挺重要的#如此而言!探索定湘王是追求另一种社会

事实的问题-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湖南到新疆的路途中怎麽用了神灵和传
0

来

表示自己的群体意识)

(,,(年在哈密讲述定湘王传
0

的人认识到定湘王为湖南长沙的地方神之

一#其实咸丰二年'(/*& (定湘王就已成
"

湘人反抗太平军的象徵#定湘王

的故事从此开始#

咸丰二年'(/*& (!太平军攻伐长沙#据光绪 .善化县志 /!士绅为了

保卫城市奉祀
*

神!未成功!而後集中於善化县城隍定湘王庙宇#定湘王庙

曾在长沙城墙下#士绅在善化知县王葆生的领导下将定湘王神像抬到城堡

上!让神向南观战#据
0

- $屡用地雷!轰塌城垣!均遇迥风!转扑贼营!

令寇自焚!遂得易危而安#且围城日久!贼营施放炮子火箭!日坠城中!仅

能损
W

屋瓦墙壁!所有官民房屋!?无烧?!城
!

安堵如常0 %

*+/

%简而言

之!定湘王的神助解了围城之危!救了长沙市#

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请了清廷礼部敕加城隍定湘王封号!咸丰二年

'(/*& (三月收到朱批允
=

!封为$永镇定湘王 %#因为成为了曾国藩湘军

的保护神!此後定湘王很快就突破了地方的限制! $湘楚湖为出征他省!皆

有定湘王神住以行!22祀於行
3

%#

*+0

% $吾湘城隍菩萨不仅对
!

!且能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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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故事集成1新疆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店!(,,- (!页(//H(/,#

光绪.善化县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 /本 (!卷(.! *秩祀志 ,!页&.&&卷--!

*兵难,!页+,.H+,*&卷-.! *丛谈,!页)'-#

魏荣光! $奏为湖南善化县城隍永镇定湘王"浙江招宝山观音大士选著灵应!请旨各颁

匾加封号事%!光绪十四年九月三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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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良佐编著! .西域碑铭
1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创修定湘王行

3

记碑,!页.,+H.,)#光绪九年'(//- (湘商又在南京建立了定湘王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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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仅在湘!且出征他省# %

*+1

%定湘王的神像和庙宇随军游遍了中国-左

宗棠成了湘军的领导以後!湘军在抗拒太平"捻军"回民等起义时!兵卒不

管走到哪眧!都抬着定湘王像!?设定湘王的 $行
3

%让神观战!包括陕

西"甘肃"和新疆三省!甚至到中法战
7

的海岸战场#

中国地方神往往像官员!出来$游境%!观察$领域%!这种活动把某

个神的信
*

集合到一起!让他们回想共有的历史经验!强化群体意识#定湘

王在太平天国战
7

後湘军统一大西北的过程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定湘王走

到哪眧!那眧就是被收复平定的大清领土#到了湘军出关征伐阿古柏的时

候!湘军成员把自己视为清朝重获的主体#不管湘军走了多远!定湘王都能

让沿途的兵卒和老乡联合起来#有人
0

! $湘勇虽战死新疆!定湘王能将死

者亡灵引送回乡%#

*+2

%

即使长沙因定湘王的神助被救!湘省高层精英!包括湘军领导人!还是

很看不起定湘王信仰#王閏运的.湘军志/描述定湘王救长沙写得很平淡-

$'提督(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 %

*+3

%王安定 .湘军记 /

更蔑视- $善化知县王葆生与
:

冕颇解谈兵!战守具倚以办#湘楚信巫好

鬼!夙崇信长沙城隍神!禳祷者日塞路#提督鲍起豹舁城隍大像置南城

楼# %

*+4

%

(

的都
8

写#王安定用讲述大功的机会批判湘人太迷信了!意味着

湘军领导人和湘北经世群体
8

接受其下属兵卒的信仰#他们为什麽先奏请礼

部
�

封定湘王!而後在历史记
1

中又不承认!可能是表明自己对平民的态度

变化了!或者
�

封定湘王只是安抚兵卒和人民的手段#

现在必须强调的是!湘军不仅是军队!而且是一种特殊的$集团%#

*+5

%

在左宗棠的领导下!湘军是由来自长沙地区的人!利用官兵的家属和朋友关

Î�Ñc'Ò

()*

*+1

*+2

*+3

*+4

*+5

易白沙原著!郭长庚"

<

兴勇译! .历代帝王权术总览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文史资

料选辑/!第(.辑!页((.#

王閏运著!李沛诚点校! .湘军志 /'长沙-岳麓书社!(,/- (! *湖南防守篇第

一,!页-#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 .湘军记 /'长沙-岳麓书社!(,/- (! 卷(! *

U

湘战守

篇,! 页) #

Y?33BO84<6ETGD:4i=;259?3142KO58436E:8;E?36 aA?E8H$83E:8; c4<?9823E83 DE2DEA3FH9P?3FPE

!?5445TJQ70%,'17<D-$', E$-(7%4('C& "(,)+)C()&!(/+&王继平! *论湘军集团,! .湘潭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赵维玺! .湘军集团与西北

回民大起义之善後研究-以甘宁青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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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而构成的!所以官兵有共同家乡"共同信仰和共同军事经验!因此可以

推断!在十年多的行军中!形成了深刻的群体意识#左宗棠的圈子有
8

有参

加定湘王崇拜活动尚未清楚!但是他们下属的兵卒会通过定湘王保持同乡意

识和与老家的联结感#

^

%

ghi

&

'o

'

T.j

光绪三年'(/)) (湘军征服了新疆南路八成之後!湘军小卒也走到了穷

途末路之时#湘军领导人让大部份的军人回乡!可是很多普通小卒本来是早

已出门的$光棍%!无家可归或者
8

有生计来源!因此在新疆安了家#不少

老兵以做小买卖"种地"散工谋生!还有很多湘军官兵谋得政府职位#结果

是直到&'世纪上半叶!在国家体制与社会底层两个层面!新疆都有相当多的

湘人-通判以上的官员中!湘人?/'_左右#

*6,

%简而言之!湘人群体是清末

民初新疆最大的汉人群体之一#

湘军沿途都留下了湘人老兵和定湘王行
3

#定湘王行
3

在很多地方变成

了常设的庙宇-哈密"迪化"吐鲁番老城"奇台"绥来'玛纳斯("绥定和

�

羌等#

*6-

%最初定湘王行
3

建筑比较简朴!之後定湘王庙往往依赖两湖会馆

来支持!比如迪化定湘王庙!正在两湖会馆旁#光绪二十九年'(,'- (奇台

湘人群体募集了一笔巨款来建设寺庙#玛纳斯在光绪二年至三年'(/)+!(/)) (

间是湘军的基地之一!故其後汉人集合到此!包括不少湘军老兵#光绪二十

一年'(/,* (!绥来知县高介生支持本地湘人建设定湘王庙#庙碑曰-

()+

2Ï7

*6,

*6-

片冈一忠! *清末新疆省官员考,! .大阪教育大学纪要 第
N

部门 社会科学1生活科

学/!第-(卷!第&e-期!页((,H(-,!利用补绅录来统计新疆官僚中多少是湖南人#笔

者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史料重复统计!不仅证明了片冈一忠的假
0

!而且发现来自长

沙地区的官僚比他想的还多#

片冈一忠! .清朝新疆统治研究/'东京-雄山阁!(,,( (!页&,(!细数很多!但全依

赖於地方志#参见曾炳遰编! .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页(--&杨存蔚编! .绥来县乡

土志/!页/'& .绥定县乡土志/!页&'-&杨方炽编! .奇台县乡土志/!页.'&瑞心

编! .

�

羌县乡土志/!页-(.& .哈密直隶厅乡土志/!页(.)"(.,#以上各乡土志均

收
1

於马大正"

:

国政"苏凤兰整理! .新疆乡土志稿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社!&'(' (#还有中国戏曲之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1新疆卷/'北京-中国i]g̀

中心!(,,* (!页.,.&]>43 I4683TE$-(7%47<()&!Z#&5$($7, $, D-$'2JP`ONJPMK "$,.?=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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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庙碑记载的细节有重要社会和文化意义-光绪二十一年 '(/,* (正是朝

廷减少了经济方面援助的时刻#新疆湘人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开始感觉自

己和中原老乡相当隔阂#光绪二十一年 '(/,* (也是湘军出关以後第(,年!

其间第一代湘人已安家?生下孩子!第二代已经长大了#少数官方档案涉及

到湘军上层之间的包办婚姻#

*6/

%这意味着湘军集团这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在新

疆已经开始繁衍!在繁衍过程中群体意识要迁就新社会环境和群体共有的历

史经验#

湘人群体用古老的比喻来解释自己和定湘王在新疆的生活# $香火%是

神灵从某地到
(

地迁移的典型象徵!庙碑
0

!定湘王的$香火%以前未在新

疆!但随着湘军的到来也$遍天山南北%了#就像湘军自视为重新统一了新

疆的战士!定湘王的香火也恢复了回民起义之前的靖远#不仅是定湘王落地

生根!这个群体也抓住了自己的命运!找到以定湘王作为精神支柱的方法把

离开老家的$祸%变成安居的$福%#定湘王庙虽称$行
3

%!

/

已不是客

民在外做祈祷的庙宇!而是由安家定居的人来记忆湘军远征#这种共同的历

史记忆是群体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

久而久之!定湘王得到了新名字!开始叫$方神%# 方神是湘人群体在

新疆地方化的产物#方神祠庙大多分?於南疆!而定湘王祠庙在北疆!因此

Î�Ñc'Ò

())

*6.

*6/

戴良佐编著! .西域碑铭
1

/! *创修定湘王行
3

记碣,!页.,+#

光绪二十年三月四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摺!'.H'(H(&H'+&*H'+*& 潘效苏!

$奏为待署伊犁府知府汪
�

端与现署伊塔道
:

丙
�

属儿女婚亲"请旨变通办理免其回

避事%!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摺'.H'(H(-H'.',H'*(

'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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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好像
8

有意识到!定湘王和方神竟是同一个神灵#

*60

%我们所知道的方神

庙建於在
X

宿"喀什"库车"叶城"和田"乌苏和宁远#

*61

%哈密不仅有光绪

初年所建的定湘王庙!更在光绪三十四年 '(,'/ (建了所谓 $定湘王+方神

庙%#

*62

%

方神的传
0

反映筣的来源和湘人群体的战
7

和安居经验# .

X

宿县乡土

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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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这个传
0

!我们当然不太会相信!不只是因为
!

容很神奇!而且传
0

和定湘

王的故事很像!不同点可用湘人群体经验解释#所谓的.方神事略/和.戍

卒遗墨/恐怕已不存世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怀疑它们从来就
8

存在过#此处

第一点要谈的是!方神姓
:

!字定湘#假如他是穷人!大概不会有字!更不

会是该地方城隍的名字#道光六年'(/&+ (湘人被流刑戍边而加入抵抗张格

尔乱是可能的!但是
:

定湘$泅入水中!堤决水退%这个事情非常有缘!和

他最初来到喀什的理由太像了-

:

定湘的哥哥
7

水误杀人之後!他$替兄直

认不讳%&他在喀什於水中
7

!又牺牲了自己救军队的$兄弟%#这很明显

是伏笔线及其成效#

()/

2Ï7

*60

*61

*62

*63

片冈一忠! .清朝新疆统治研究/!页&,(#片冈把方神和定湘王分为两个神灵#

见马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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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苏凤兰整理! .新疆乡土志稿/收
1

-谢维兴编! .和阗直隶州乡

土志/!页-,.&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乡土志 /!页()'&李方学编! .宁远县乡土

志/!页&',& .库车直隶州乡土志 /!页-(/& .叶城县乡土志 /!页-)&&潘宗岳

编! .

X

宿县乡土志/!页&*,#

.哈密文物志/编纂组编! .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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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宗岳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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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县乡土志/! *政绩
1

,!页&*,#

!

"

#

$



更何况!这部故事基本上是(,,(年在哈密收集的定湘王传
0

!只是地点

从湖南长沙移到了新疆喀什&传
0

场景的移动就像湘军集团本身的地理移

动#湘军普通兵卒?未被流放!但大部份走遍了半个中国以後
8

机会回老家

而在新疆安家!我们可以想见戍边兵勇通过这些相应的记叙来了解自己的情

况#除了最高层的领导人以外!连官员几乎都不能离开新疆#

*64

%他们会把自

己视为$戍卒%#

.

X

宿县乡土志/接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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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

$方神%这个名称的意思相当模糊#关於*诗经1小雅1大田,所记之$来

方礼祀"以其鎎黑%有不少解释!其中
8

有$方神指某个神灵%的假
0

!反

而$方神 %大概可以理解为 $四方之神 %#中国其他地方也似乎
8

有叫做

$方神%的神#关於$方神%名称!笔者有两种假
0

!两个都还不能证明-

其一!湘军集团某学士把.诗经/的$方神%视为一个古老的神灵!相信湘

军不只是恢复了中国领土!而且恢复了一种原始的崇拜&其二!湘人在新疆

感觉该地本无神灵!所以定湘王看起来像新疆$地方%唯一的$神%!简称

$方神%#

.库车直隶州乡土志/记载的方神传与此稍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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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此
:

桂芳和
X

宿方神有些像#

X

宿的戍边兵卒变成了被派到喀什的官员!所

以和哈密定湘王比较像!而且他也和张格尔作战#但是方志提到的黑水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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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7,

刘锦堂!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摺'.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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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非在道光年间!而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三年'()*/ (#不过黑水之围给
:

桂

芳提供了机会# $泅入水中!堤决水退%" $投城赴水誓以身殉%!还带着

刘猛将军传
0

的味道#

:

桂芳也是善化县人!像定湘王一样#这个方神肯定

是象徵着湘军集团来疆的经验#

还有一个线索是$

:

桂芳%这个名字#为了找出这个张格尔之乱时身

就义的
:

桂芳!笔者翻查了 .昭忠祠列传续编 /!可是未有所获#

*7-

%但是

.新平县乡土志/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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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正在库车县旁边!然後$喀喇峡%就是焉耆!这些地方在塔里木盆地

北部连珠一线#笔者认为.库车直隶州乡土志/的
:

桂芳即是当时库车知州

的同事!而把这个名字给方神是为了纪念他#

0

到$南路各城汉缠
7

奉香火%这句话!恐怕不太可信#新疆维吾尔人

是会常常参加汉人的宗教活动!但更多时候只是来看热闹或者看戏!有时候

是为了满足官方责任!可是突厥裔穆斯林崇拜方神
+

定湘王之类的事!好像

8

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反而这句话本来是一个比喻!常用来描写中原文化在

新疆的兴盛#比方
0

!陕西.富平县志稿/讲述!一个富平人出关经商!回

民起义爆发时!其子一连(&年不见其父#湘军荡平新疆後!孩子出关寻找父

亲#在父子所团聚的地方长了一颗树!代表父慈子孝! $土人相戒勿剪折其

枝!咸称为孝子树
z

%#

*7/

%这棵树实际上大概不存在!可是故事中的树木比

喻中原文化核心价值$孝%的普遍性&父子团聚比喻失去过的领土和人口回

归於
!

地#所以$汉缠
7

奉香火%的含义是!善化县人和湘军集团特殊的保

护神在边疆受欢迎!代表着湘人安居的希望#简而言之!方神代表的是湘人

在新疆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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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领导人和史家向来把晚清收复新疆领土称为$恢复统一%!但是湘

军善後的过程?未$恢复%回民起义之前的局面+++不仅废除了伯克制度!

设立了郡县!而且通过定湘王等神灵祠庙将新疆改变成湘人空间!湮灭了前

期汉人历史!而把湘军自己的经验归?於自己想像中的中国历史主流#湘军

领导人!特
(

是左宗棠及其圈子成员!把自己视为恢复汉"唐两朝在新疆的

屯田制度等盛世政治格局的英雄!虽是为清廷收复领土!但?未恢复伊犁将

军下的军政#这样!巴里坤汉人群体虽是单独抵抗了十几年回民起义!但他

们的历史经历在善後和省制时期
/

慢慢被遗忘了!而巴里坤的保护神也灭於

晚清时期社会"国家和经济变迁之中#

康熙五十五年'()(+ (!巴里坤设为清军补给站!是从甘肃到新疆的道

路上很重要的台站之一!所以设在山区中!大概因此缘故!回民起义爆发

後!巴里坤人抵抗了很久!最後汉人集聚的聚落中!巴里坤几乎是唯一存活

的#

光绪八年'(//& (巴里坤士绅呈报於上层
0

!想要纪念巴里坤的保护

神!

"*

神请赏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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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士绅所想要纪念的神灵包括了关帝"巴里坤的无名城隍"附近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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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湖龙王和巴里坤人崇拜的杨泗将军#

*71

%杨泗将军本来也是湖南长沙地区的

神灵!但是湘军领导人?不认识-明末!湖南人迁到陕南和甘肃时!带来了

杨泗信仰#之後杨泗信仰在湖南消减了!而他在陕甘得到了新的身份!所以

陕甘人在巴里坤落
2

时!他们所崇拜的杨泗将军已非湖南神灵!而是西北地

方神#

*72

%

不管怎麽看!巴里坤士绅的呈报强调的是该市抵抗起义的英雄成就#他

们寻求朝廷的承认!大概是因为湘军的善後已经夺取转移了巴里坤在新疆经

济和政治网络的中心地位#天津杨柳青商人$赶大营%跟随了湘军!将吐鲁

番"古城等地方作为自己商贸网络的核心之一!结果巴里坤的晋商和陕商失

去了经济权利# .镇西厅乡土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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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巴里坤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苦难!在新疆善後的过程中
/

被忽略了!

结果是该地人们经济和心理的危机#

巴里坤士绅恳请城隍赏封号!就像善化县城隍因一次成功封为永镇定湘

王!可是结果有所不一样#礼部赐关帝庙匾额
0

$?昭圣武%!引.尚书/

$惟我商王!?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指出的似乎?非是巴里坤

人的成功!而是清朝(/世纪统一新疆的$圣武%!或者是指湘军的胜利#杨

泗将军庙收到的匾额是$海祠表世%!乃$立海祠以表万世%的简称#这句

话本来写於建元四年 '(-) (在巴里坤所建立的石碑!为了纪念汉朝军队在

敦煌的胜利!这样来想!杨泗将军匾额指出的不是抵抗起义的经验!而是大

军统一西北的比喻#雍正七年'()&, (有清军将军在巴里坤发现了旧碑铭!

其後在关帝庙
!

保存了下来!所以杨泗将军这个地方人所喜爱的保护神的庙

宇最後
8

有纪念自己的神助和巴里坤人的经历!而是指出了汉朝历史"清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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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德宗实
1

/'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 .清实
1

/本 (!卷(..!光绪八年三

月戊申条!页.(!记载巴里坤城隍被封为$灵济%#

张晓虹! *区域信仰的本土化与地方信仰的转型+++基於清代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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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恢复了汉朝时期的局面和湘军的胜利#简而言之!巴里坤特殊的地方历

史!虽是晚近才发生的!通过该地方神灵封号还是被归?於湘军提倡的历史

观#在这个想像中!湘军才是最後从中原来到西域的大军!仿照汉"唐两朝

设立屯田!一劳永逸把西域改变成新疆省#

到光绪三十四年'(,'/ (!巴里坤地方官僚似乎接受了湘军的历史观和

湘军集团领导人对神灵的看法# .镇西厅乡土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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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不含$衣甲舞刀%等神秘故事!而这句话也充满相当看不起巴里坤人

的信仰和历史的气氛#

如果我们假设!传统汉人群体通过神灵的传
0

来表示和了解自己的历史

和归属感!巴里坤保护神的消灭!即是巴里坤人抵抗回民起义经验在官方文

本中的消灭!包括碑铭和地方志上记载#湘军强调了自己群体在收复新疆的

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有他们和历史前人的关!而巴里坤汉人群体!作

"

抵抗者
/

在此叙事中
8

有位置#更何况湘军领导人像上述所见对老百姓的

宗教信仰很怀疑#不过与此同时!湘军普通兵卒在新疆安家的过程中传?了

定湘王庙!把定湘王地方化了!通过自己保护神的$香火%将新疆不仅改成

汉人和郡县空间!也改成了湘人空间#

x

%

µz

定湘王在新疆的地方化与其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演变过程实非特殊现象#

中国历史人类学家早已注意到!某个群体的神灵和宗教活动反映了那个群体

对自己共有历史包括历史上迁徙的了解#不过湘人到新疆的移民比普通地方

性的移民更远且更快!在(*年以
!

跨越了大片中国领土!而且湘军共同的战

场经验提供了特殊的群体意识感#定湘王咸丰二年'(/*& (才被官方封为永

镇定湘王!但他非常快就变成了抗拒太平军"捻军与西北回民的重要象徵!

这种现象反映了普通士卒个人的经历#如此!新疆湘人群体的意识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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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历史紧密纠缠-在某种意义上!湘军救了中国!而晚清边疆湘人则自

认为是中国的救世主#

定湘王的香火本身是恢复边疆的手段之一#在
!

地某个群体迁到新地方

时!其神明的香火一起来就表示群体安家了#不少神在传
0

中也会$吃%新

地方的神#在湘人眼中!他们来到新疆时!新疆本来
8

有神可吃!所以只需

要焚香了#定湘王的行
3

和焚香活动在新疆不仅产生了汉人的空间!而且是

湘人的空间!把边疆和
!

地在传
0

和礼拜中联合在一起#因为新疆人口多数

是穆斯林!我们会设想迁到边疆的汉人用神灵和祠庙把伊斯兰教赶走#但奇

怪的是!新疆神灵传
0

看来
8

有涉及到伊斯兰教!而且地方档案中关於神圣

空间的纠纷!大多是汉人群体之间的#学者讲到清朝的兴衰和(,世纪各种大

规模的变化!特
(

是探索清朝是否$帝国%这个问题!往往引用西方概念和

欧洲帝国对领土的看法来做比较#笔者认为!我们思考新疆征复和善後的过

程!必须考量历史主体的世界观!包括普通汉人传统领土观和对神明的虔

信#对湘军领导人来
0

! $恢复统一 %新疆是历史任务&对其下层士兵而

言!

/

是有宗教活动'群体的公共意识和经验(方面的考量#这麽来想!收

复新疆像地方神游境-定湘王从长沙出来随军作战!而後
"

了表示征复失地

而把它改变为善化县领土和人们群体的延伸#定湘王变成了方神就是湘人在

新疆提出历史"诉求
0

自己的地方化是自然而然的!有历史先例的#这样的

现象早已出现在於传统汉人文化中!不过在本文新疆的个案中!范围宽广得

多!?且这种改造也发挥了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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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3&,'.O9%',.+8 (&; 5.2%,%?(2$?%3&?3

&̂%@3+'%,8 .OZ.&,(&(

!"#$%&'$

N032(,3!M%&4 +3%&,34+(,%.& .O[%&S%(&4 %&,. ,033-F%+3L('&.,.&28

(F.2%,%?(2(&; -%2%,(+8 3@3&,A</,.&3,0(,3OO3?,3; (,+(&'O.+-(,%.& %& ,03

+34%.&V'?/2,/+3'(&; '.?%3,%3'7N0%'(+,%?23%&@3',%4(,3',03+32%4%./'2%O3

.O9/&(&3'3F3.F23%& [%&S%(&4 ;/+%&4 ,0(,,%-3AO.?/'%&4 .& ,03%+

L.+'0%F .O,03;3%,%3'*%&4P%(&4 W(&4 (&; :(&4'03&7N03'3,L. ;3%,%3'V

@(+%./'2343&;'+3O23?,,033PF3+%3&?3'.O[%(&4 #+-8 '.2;%3+'.& ,03%+

-(+?0 O+.-9/&(& (&; ,03%+;3@32.F-3&,.O('3&'3.O<32.&4%&4 (O,3+

'3,,2%&4 %& [%&S%(&47N0%'(+,%?23+3?.&',+/?,',03.+%4%&'.O*%&4P%(&4

W(&4 ,0+./40 '?(,,3+3; .+(20%',.+%3'(&; L+%,,3& +3?.+;'7

()*+,%-#.*%&4P%(&4 W(&4A:(&4'03&A[%&S%(&4A[%(&4 #+-8

Î�Ñc'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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