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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历史学家就中华帝国晚期的治理问题!已有不少讨论和研究成

果#本期.历史人类学学刊 /这组以 $重探 5帝国 6与 5地方社会 6%

"

题!企图进一步推进$华南研究%与$新清史%对话的论文!表现出新一代

学者积极探讨被主流史学视
"

出格的论题和方法!视角让人耳目一新#从这

组文章看来!这群新一代的学人已具备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观密察所需的语言

和田野经验#

几位年轻学者尝试把$华南研究%和$新清史%学者的贡献加以整合和

应用!充份认识到门
2

之见无益於互相激发的思考#对他们来
0

! $华南研

究%的视野?不是重田野轻文本!也不是只关注民间情感而无视宏观的制度

性结构#同样地!他们也认识到! $新清史%

%

调满文文献和正式治理的重

要性的同时!也不拒斥理解杂的社会情状#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至中华帝

国晚期的历史以外的其他领域!他们这种思路其实也挑战了目下学界有关汉

族与非汉族"帝国与区域"中心与边疆'缘("口述传统与书写传统!甚或

是划定朝代更替分期等的各种二元对立思维#

然而!我还是想对这群年轻学者赋予更进一步的期待!希望他们不囿於

其所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而能将之提升至更高层次的理论探索#他们大抵也

明白!不论是
;

读档案文献!还是与在田野现场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都涉

及批判式的
;

读与诠释#我们在字眧行间!在人们的表述中!都应能读出和

听到人们作
"

能动者的种种道德想像与权力操弄#我们都知道!这些 $文

本%是由不同意义和意向形塑出来的社会产物#问题在於!当种种充满偶发

性的过程僵化成某种结构!发挥着制度性的力量影响日常生活!随後这些结

构逐渐被认定是理所当然的"统一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某种历史论述时!研

!

"

#

$



究者是否还能
5

从这样的结构化过程和论述中辨识出历史的转捩点#

这是我多年来思考的问题#这些理论性的思考是我长年与同行切磋砥砺

而越趋成熟的#(,,.年!我和几位历史学者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成果後来

�

编成 !"#$%&'(()&*'%+$,-./01(0%&2!(),$3$(42',5 6%7,($&%$, !'%14*75&%,

/)$,'一书!

%!与会者尤其
%

调镶嵌在中心与边缘"帝国与边疆"汉族与非

汉族等不同范畴中充满权力的语言#我们认
"

!政治中心与其辖地之间的关

!是相互归属"相互构建的#我们这种想法与既有的论述认
"

帝国的扩张

是单向的 $文明向化 %过程大相迳庭#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明清之

际!管治精英的民族定位及其文化威权披及的范围还未清楚确立!位处$边

缘%的疆域是怎样被定义和构建的) 到底谁是文化上的$他者%)

&'(.年!我发表了一篇题
"

638 D''/3'%& 9%',.+%?(2#&,0+.F.2.48C# %̀3L

O+.-I$./,0 10%&(J

"

%的论文!对有关问题又作了一次反思#科大卫"刘志伟

和我一直觉得! $华南研究%团队的研究旨趣常被误解#这篇文章指出!我

们之所以那麽重视在地的经验!背後其实有着更深刻的理论关怀#回溯我们

的思想渊源!一方面与布洛克"Z(+?Y2.?0)具有人类学色彩的著作相契!展

示了$田野中的历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受法国文化史学者如杜

比"U3.+43*/<8)"勒高夫"](?T/3G3U.OO)"戴维斯"K(,(2%3*(@%')启发#他

们的研究表明了充满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跟营造历史氛围的宏观政治

经济结构与道德情境勾连一起的#

我们关注历史学中的言
0

策略!一如我们关注民间流行的礼仪"乡社的

节庆!以及商人的慈善事业#通过展现文化意涵如何透过象徵与工具化的方

式呈现!我们尤其想
%

调的是!在帝国建立和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转折点

上!地方的主动性如何与国家权力相互呼应#二者由是形成了一个权力与威

权的文化纽结关#中央与地方之间!与其
0

是壁垒分明!勿宁
0

是相互巩

固"相互协作#

如果能动者在形成偶然的结构化过程中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可以挑战既

有的历史和社会+政治变迁的瞃性思维!那
'

我们就有必要重新
;

读经典社

会理论家马克思"6(+2Z(+P)"涂尔"E-%2*/+=03%-)"韦伯"Z(P W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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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的现代"後现代传人如福柯"Z%?032:./?(/2,)"布迪厄"5%3++3

Y./+;%3/)"阿布拉姆斯"50%2%F #<+(-')"格尔茨"12%OO.+; U33+,Q)"斯科特

"](-3'17$?.,,)等人的学
0

#韦伯一派的视角!尤其重视具有目的性和意义

的行动!以及在特定历史节点由这些行动所
$

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构性後果!

这大大拓深了我们对能动者及其诡性的理解!让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更加贴

近#

&'(.年((月!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
"

张广达教授召开 $边疆与

族群%的公开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定宜庄"北京大学荣新江"台湾中研院

王明珂"香港大学梁其姿!还有张教授本人!都不约而同地呼应了我上述的

观点#让人兴奋的是!该论坛论及的主题和时段竟从唐朝
)

跨到当代香港#

当时!我以这样的评论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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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尝试踏出中国!组织了跨学科团队!重新思索$何谓亚洲%!在

&'(*年出版了 D-$' $,-$5&R0(./)',+$,+ :$"&-和 D-$' I,-$5&R0(./7,,&3(&5

S1'3&-两书#

%!

%

调能动者和千变万化的偶然性因素!如何足以瓦解地理区

隔'诸如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划分(#我们从过往以陆地
"

主"国家
"

中

心的思考方式!转移至关注海洋"沿岸区域"

g

洲城镇!以及商旅路瞃#我

们
%

调在广袤海陆区隔之间的流动性与联性!?且指出!时空中的万事万

物莫不与其身处的物质环境有机地联一起#它们之所以被看成$错置%!

乃缘於
]

态"固化的概念范畴!对这些研究的种种蔽障!我们必须时加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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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己 :%'3$,+ /)$,'.D67%(4Nc&'%!(),7+%'#)$3Q70%,&4

$

%集子出版!

我上述的批判性反思可
0

是到了一个总结的阶段#程美宝教授那篇心思细密

的书评!突出了人类学与历史学协作的重要!?阐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

相辅相成#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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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文章的年轻学者正向前迈步!而我确信!他们定必能踏出自己的舞

步!走得比我们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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