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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华南学派”是学术界的朋友们对研究明清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

或历史人类学的一批学者及其学术主张的一种称呼。当我回答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这类问题

时，我的表述是，我与“华南学派”共享某种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平台。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对

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也不妨碍我们之间具有各自侧重的研究风格和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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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场合，都有人询问我的研究与华

南研究之间有何异同。山西大学研究近代华

北社会史的专家行龙教授也曾在私下里问过

我，为什么我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那些社

会经济史学者相距如此遥远，却有着极其紧

密的学术联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华南学派”是学术界

的朋友们对研究明清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

或历史人类学的一批学者及其学术主张的一

种称呼。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学术群体的核心

成员自称“华南学派”，也很少听到对他们的

研究非常熟悉的国外学者在学术场合这样

讲。他们自己曾用“华南研究”这个词来描

述自己的研究，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也经常

用“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等概念来

指称同样的研究，因为“华南”只是其学术主

张的早期试验场。
我之所以在此仍使用这个概念( 尽管打

了引号) ，一是因为年轻朋友以此为题撰写

了博士论文，并有相关文章公开发表①，我与
“华南学派”的关系在这些学术史研究中有

着不同的表述; 二是因为在本文中，我回顾的

主要是与这一群体中人的关系，而把与其学

术主张的关系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不好用
“我与华南研究”这个题目。

说到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不得不涉

及“华南学派”的定义与形成时间。在我看

来，无论是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容肇祖

等人 在 中 山 大 学 办《民 俗 周 刊》那 个 年 代
( 20 世纪 20 － 30 年代) ，还是后来傅衣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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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传:《华南学派探渊》，华东师大 2012 年博士论文; 代洪亮:《复兴与发展: 学术视野中的中国社会

史研究( 1980 － 2010) 》，山东大学 2011 年博士论文，及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 以学派

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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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志伟:《华南研究计划追记》，《问俗观风: 香港及华南历史与文化》，华南研究会，2009 年。

福建、梁方仲在广东进行研究那个年代 ( 20
世纪 30 － 80 年代) ，都是“华南学派”的史

前史，因为在那个时期，无论他们各自的研

究兴趣和特点是什么，前者主要打的是民

俗学的旗号，后者则主要贴的是社会经济

史的标签; 其背后也没有对社会科学史学

方法进行反思的背景，当然，更没有形成今

天这样的规模。
所以，我认为“华南学派”的形成应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因为 1991 年，华南研究

会成立，其基础是科大卫与中山大学刘志伟、
陈春声、罗一星、戴和等合作，在珠江三角洲

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

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同年，时任教于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主持的“华

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 简称
“华南计划”) 启动，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结

合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

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

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尝试

透过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社

会的特质提出一些属于本土性的观点。”①此

时，“华南学派”的基本理念开始成形，日后

的中坚人物开始密切合作。到 1995 年，科大

卫在牛津大学召开“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

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可以视为“华南学派”
的正式形成，这个群体的学者开始对自己所

从事的工作有了“文化自觉”。
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首先是从个人

往来开始的，与学术主张无关。1987 年，我

首先认识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那年教育部

开始设立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每个项目

经费七八千元。部里非常重视，专门把申请

人召到北大勺园住下，当面答辩。记得一起

参加答辩的还有周积明、张其凡、汤开建等
( 但愿我没记错) ，而答辩专家有田余庆、李

洵、朱雷、瞿林东等前辈学者。支平当时报的

题目就是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宗族那个题目，

后来成书后由上海三联出版。支平是很容易

交朋友 的，后 来 就 慢 慢 有 了 较 多 的 联 系。
1995 年在北京召开中国史学会第五届理事

会，就是在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 ( 现在

叫和敬公主府) 支平的房间里，我和陈春声

互对身份证，发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

然，那时我们只是作为年轻的特邀代表，作主

报告的是刘大年、齐世荣先生，葛剑雄可能都

算当时年轻的理事。

与陈支平( 左) 、刘秀生( 右) 在哈尔滨

1987 年对我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我拿

到硕士学位，并首次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

明史年会，算是迈进了明史的圈子。承办会

议的刘秀生恰好也是傅衣凌的弟子，与李

伯重、陈支平、郑振满都是师兄弟。由此我

才能参加 1989 年在太原召开的明史年会，

但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后会在山西

研究方面与当时承办会议的张正明有那么

多的来往。
1989 年 8 月，紧张的气氛尚未消散，但

对会议和学术交流并没有造成十分明显的影

响。正是在这次会上，我首次认识了科大卫。
对于我们之间当时是否有过学术性的对话，

已经完全记不得了，相信应该有吧? 但应该

没有谈到在山西做田野或者看碑这类话题。
不过，会后我们一起到五台山考察，也一起合

了影，由此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友谊。当然我

们两人也都不会想到，多年之后，我的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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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建做了科大卫的博士生，博士论文写的

就是五台山。

与科大卫、五台山的喇嘛

1991 年，中国史学会、教育部社科中心、
陕西社科联在西安召开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

作者学术会议。会议的秘书组是由人大的王
汝丰老师、近代史所的庄建平老师带着人大

的华立、徐兆仁、北大的高毅、三联的潘振平

和我组成的。由于与会代表的名额是中国史
学会分配到省、各省史学会根据名额选拔出

来的，一般每省的名额不超过 3 人，北京、上

海这样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较多的地方名额多
一点。会议代表平均年龄 33 岁，最小的 25
岁。我们几位虽然是秘书组的，但都是正式

代表，都交了论文。陈春声是广东省的代表，

与我们同龄的与会代表还有彭卫、辛德勇等。
到 5 年后在安徽大学召开第二届全国青年史

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和陈春声都只
能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

由于会议的性质，大家讨论的基本上都

是理论与方法问题。比如陈春声的论文讨论
的是中国古代数据的可信度问题，而我提交

的论文是《论历史学家的直觉》，与日后所做

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都没有什么关系。但 正
因为有了这样的契机，我们才能相识，而且

巧合的是，我们当年都申请了美国的美中

文化交流 委 员 会 ( CSCPＲC，当 时 该 委 员 会
的主席是魏斐德 ) 的项目资助。当时我翻

开委员会出版的通讯，发现我们两个的名

字赫然在目，只是在 1992 － 1993 年，他去

了阳光明媚的 UCLA，而我去了冰天雪地的

明尼苏达。
我们这些人的相知基本上与我们后来共

享的研究路径无关，但却应该有对相互之间

学术立场的基本判断。我和刘志伟见面很

晚，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大概要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了吧。据他回忆，他知道我的

名字并留下印象，是因为 1988 年夏天，电视

片《河殇》热播，一时万人空巷。我因不赞同

其史观，便在播出后写了《论 ＜ 河殇 ＞ 的历

史观念》一文，与之商榷，并在《光明日报》
刊出。但一年之后，形势突变，一些报刊组

织对《河殇》进行批判，我不愿做违心之论，

撰文指出该片的创作动机是好的，只是对

中国历史的认知比较片面。我当时不会想

到———如想到自然也会觉得正常———本着

学者良知的做法，为我日后获得朋友的接

纳奠定了基础。
显示出共同的学术立场，或者受到了同

行的关注，应该是在 1994 年 8 月于西北大学

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社会史年会上。科大卫、
郑振满、陈春声、梁洪生、邵鸿和我都参加了

那次会议，刘志伟提交了那篇著名的关于
“姑嫂坟”的论文，但因当时他在牛津大学访

问，未能与会。虽然此前陈春声等也参加过

在沈阳举办的社会史年会，但在这次会上，社

会史同行们才开始发现存在一个“田野派”，

并围绕社会史的田野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可以说，如果说有个“华南学派”的话，

“田野派”就是这个说法的雏形。
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郑振满。他那篇

关于莆田江口平原神庙祭典与社区历史的文

章给了我很大震撼，后来我去莆田看东岳观、
木兰陂，听他讲乌旗白旗的械斗等等时，脑子

里都是这篇文章。说实在的，比他关于福建

宗族那本书给我的印象要深得多。不过，在

那次会上，我还只是这个“田野派”的拥趸而

已，因为我的文章还基本上没用过民间文献，

对在田野中如何理解民间文献也基本上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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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汉。但这次会议，使我与“华南学派”的朋

友们变得更熟悉，并从此变成了“一伙人”。
这次会后，我麻烦葛承雍帮忙租了个车，

与科大卫、陈春声一起跑去了三原的城隍庙

和耀县的药王山。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

道，此次会议开始的 8 月 2 日，是我和陈春声

共同的 35 岁生日。随后的 9 月，我开始跟随

钟敬文先生攻读民俗学的博士学位。
1995 年，便是前面提到的在牛津大学召

开的那次重要会议。同年 8 月，陈春声、郑振

满和我又参加了在北戴河举办的海峡两岸社

会史会，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谈了很

久。由此可知，90 年代上半叶对于“华南学

派”以及我与这个“学派”的关系是多么的

重要。

此后数年，我与“华南学派”的联系渐

多，也是开始学习和理解“华南研究”的起步

阶段。1997 年 4 月，时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科

大卫邀请我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中国城乡:

认同与感知”学术会议，在那里认识了科大

卫 的 学 生，时 在 利 兹 大 学 任 教 的 沈 艾 娣
( Henrietta Harrison) 和刚去西雷瑟福大学任

教的柯丽莎 ( Elisabeth Kll) ，也第一次见到

了耶 鲁 大 学 的 人 类 学 教 授 萧 凤 霞 ( Helen
Siu) 。记得那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

卜永坚还没有博士毕业。日后回想起来，那

时的研究的确鄙陋，上不得台面，因此也无法

真正与相关学者交流，所以，尽管彼时与这些

或长或幼的学者谋得一面，但他们当时对我

肯定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的。

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1995 年 8 月)

同年 7 月，我在职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

的旅程结束，博士论文后来以《眼光向下的

革命》为题，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由于学

科的关系，我不仅认识了民俗学科的刘铁梁、
叶涛，认识了由民俗学转入人类学、社会学的

郭于华、高丙中，也由此结识了马戎、周星、王
铭铭、麻国庆等等一批人类学者，开始接触到

人类学的许多重要作品。在另一方面，我有

机会和他们、和民俗学科的学长学弟们一起

去河北赵县范庄、井陉于家村、山西定襄等地

进行———尽管是浮光掠影式的，但于我也是

新奇的体验———田野调查。这种思想的升华

和实践经验使我日后对“华南研究”的理解

和学习、甚至对话有了可能，所以，尽管我不

是一个好学生，但必须感激钟敬文师和民俗

学科给我这样的机会。
虽然 1992 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

《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1996 年又在《中

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庙会的

狂欢精神》，但研究路数显然与“华南学派”
不同。不过，我非常愿意把他们的研究介绍

给全国、特别是北京的学术界。1996 年，我

64



我与“华南学派” 赵世瑜

在《民俗研究》上发表了《田野工作与文献工

作: 民间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验》一文，介绍

了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的研究。他们

到北京来出差公干的时候，都会来到北师大

附近聚一聚。从那时开始，我便被封为他们
“驻京办事处”的“主任”。

1999 年，我应陈学霖教授之邀，首次访

问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这个时候，科大

卫应该还在牛津。不过，也正是在那一次，我

受蔡志祥的邀请，顺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华南

研究中心，并做了报告，题目似乎是蔡志祥建

议的，大概的意思是从中国史看华南研究之

类的，回想起来，讲得肯定是云里雾里。
对于我来说，“明白事理”还是很缓慢

的。1998 年，我因博士毕业，可以开始指导

硕士生。跟随我读书的两个———杜正贞和张

宏艳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可惜我那时自己还

懵懵懂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没有

帮她们打好传统史学的基础，也没有让她们

去做田野、发掘民间文献，至今回想起来，仍

觉内疚不已。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与张

宏艳合作撰写的《黑山会》一文，发表在《历

史研究》上; 与杜正贞合作发表了《太阳生

日》一文( 初刊于《北师大学报》，后收于司徒

琳主编之论文集) ，并把她送去了香港中文

大学，学习更为扎实的学问。

前排左起: 曹大为、郑振满、商传和我

后排左起: 杜正贞、张宏艳

这些事情无非是说明，在 90 年代的后半

叶，我只是与“华南学派”的某些人成为了朋

友而已，与他们的学术主张可能还只能说是
“貌合神离”。直到大约十余年前，我曾在某

次田野过程中，对郑振满说: “我现在开始有

点明白了!”
进入 21 世纪，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

进入了第三个、也是崭新的阶段。2001 年，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成立; 同年，萧凤霞

也在香港大学建立了社会人文研究所，这些

学术机构的建立必然导致一些研究计划的开

展，也加速了我与“华南学派”的密切合作。
本年 12 月，科大卫、杨国桢、陈春声、刘志伟、
郑振满、梁洪生、范金民、曹树基和我，以及若

干研究生，从广东湛江一路行至广西北海及

中越边境的京族三岛，其间所见所闻所议，已

见诸张 小 也 所 撰《人 文 学 者 的 工 作 坊》一

文①，不赘述。
好像就是利用这次机会，张小也抓住科

大卫、郑振满和我，做了一次关于碑刻资料的

访谈。那个时候，科大卫已经有了在香港搜

集碑刻资料的经验，而郑振满和丁荷生已经

在将他们搜集的碑刻编辑成《福建宗教碑铭

汇编》，而我也开始搜集、抄录北京的东岳庙

及其它碧霞元君信仰的碑刻。访谈于 2002
年 1 月刊登于《光明日报》②，大约因此成为

郑振满在向时为《光明日报》史学版编辑、现
深圳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张小也讲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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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小也:《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中华读书报》2002 年 5 月 22 日。
张小也:《碑刻———正在消失的历史档案》，《光明日报》2002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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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锦屏县文斗寨的苗族妇女

朋友们戏称我们的研究方法是“进村找庙，

进庙读碑”的由头之一。
2002 年，我们一起参与和筹划了一些很

重要的事。那年 3 月，在做清水江研究的张

应强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到了黔东南的锦屏

县。那时交通不便，我们从桂林乘车出发，在

山路上颠簸了 10 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从

县城乘船沿江而下，登岸后接着翻山，到了苗

寨住下，便已天黑了。那是我第一次住在干

栏式的木屋里，也第一次在各家各户见到日

后大放异彩的“清水江文书”，结识了像锦屏

方志办王宗勋这样的朋友，感受到了苗族同

胞的热情款待，也引发了我对清代西南边疆

开发程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在我的《社会

史研究导论》课上，每次都会提到这个例子，

是可以通过具体的区域历史勾连许多重大历

史问题的范例。

在隆里拍到的《隆里所志》

前排左起: 王宗勋、我、张应强、陈春声、刘志伟

这年 8 月，我到上海参加了第九届中国

社会史年会。记得在会上，梁洪生介绍了他

参与华南研究田野调查的经验体会，森正夫先

生、王家范先生也就此话题做了报告，我则针

对一些误解，解释了“华南学派”的区域研究

之目的，实则是为了重写中国史。记得滨下武

志先生接着我发言，进一步发挥说不仅是为重

写中国史，还是为重写东亚史，重写世界史。
12 月初，《历史研究》编辑部与香港中文

大学历史系在香港联合召开了一次关于“新

世纪中国史学”的会议，记得与会者有葛剑

雄、商传、于沛、陈争平、虞和平、谢维扬、梁其

姿、彭卫、汪朝光、黄宽重、梁元生、苏基朗、王
子今、陈永发、马敏、陈红民、张国刚、金观涛、
刘青峰、郭少堂、杨奎松、吴景平、刘志伟、陈

春声、郑振满、王和、宋超、徐思彦等人。此会

主题虽与“华南学派”无关，但前期的筹划却

是由陈春声、刘志伟、徐思彦、王和与我共同

参与的。在此次会议筹划过程中，《历史研

究》主编张亦工兄极为支持，但却在会前查

出身患癌症，于半年后便英年早逝了。也就

是在这一阶段，《历史研究》杂志在将“华南

研究”的 影 响 推 向 全 国 方 面，扮 演 了 重 要

角色。
香港会后，我们这伙人跑去了海南岛。8

年后，贺喜在她的著作《后记》中回顾这次海

南之行，感叹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但对我

来说，那时发生的一些事彷佛就在昨天。就

其深远影响来说，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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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在香港太平山

了许多冼夫人庙、五公祠、丘浚祠堂和海瑞

庙，也不是在五指山区跋涉时大家纷纷扎紧

裤脚，以防山蚂蝗的叮咬，而是晚上在房间里

的讨论。那个时候，虽然可能讨论声如雷贯

耳，但滨下老师却可以在一听啤酒下肚之后，

坐在椅子上安然入睡。就是在这样的场合，

因缘巧合，我主动承应了在北京举办第一届

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这个连续举办了
13 届才告一段落的研修班，不仅是许多人将

我视为“华南学派”代表性成员的重要因素，

也是日后“田野工作坊”这种形式在中国大

陆逐渐流行的开端。

首期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

2003 年暑假中，首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

修班在北师大举办。这个班的经费是由萧凤

霞的港大社会人文所提供的，包括教师和学

员的食宿、旅行费用。还有部分费用给学员

回去后完善自己的研究报告。研修班举行
10 天，前 5 天在北师大授课，学员主要是各

地的年轻学者，讲者包括人类学者萧凤霞、庄
孔韶，社会学者孙立平，历史学者科大卫、蔡

志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和我等。后 5
天到河北蔚县考察，形式是白天全天做田野，

晚上 19: 30 － 22: 30 各组汇报和自由讨论。
整个日程很满，也很辛苦。南方来的人水土

不服，比如温春来严重腹泻，不得不半夜去医

院急诊。

首届高研班在蔚县考察

当时的蔚县还没有成为华北的旅游热

点，著名的剪纸也还不是“非遗”，条件好点

的宾馆似乎只有一家。不过令我们惊讶的，

除了壮观的北城楼上的玉皇阁外，还有乡间

那一座座格局基本保存完好的、明清时代的

堡城，堡城内的庙宇及其中的壁画、皮影戏台

和清代的题壁。记得学员们冒着酷暑，一起

把以前埋入地下的几块巨大石碑拖出地面;

记得卜永坚背来厚厚的几册《蔚州志》，边走

边读，回香港后就迅速写出了文章刊出; 也记

得因为我们考察风景秀丽的飞狐道以及“空

中草原”时，要求严格的科大卫认为有“旅

游”之嫌，愤而将笔记本电脑摔在地上，吓得

陈春声边说“不干我事”边躲得远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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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成为多年后茶余饭后的谈资。
第二、三、四届高研班都是由我承办的，

授课都是在北师大，田野点分别安排在临汾、
济源和晋城。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一般都会

先去踩点，比如 2004 年春天，我和陈春声、刘
志伟、郑振满先随田宓 ( 时为中山大学的博

士生) 去了内蒙古的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然

后又去了洪洞等地。可能是由于过于疲劳，

2006 年在晋城期间，我在府城村关帝庙里突

发急病，住进了当地的医院。所以随后的第

五、六、七届高研班，便都由中山大学接手承

办，我也是间隔了两届，到第七届时才跟随去

了江西万载，第八届在陕西韩城举办时，又由

我来承接。故此，谢湜戏称我为第一、二、三、
四、八期“校长”。

我之所以认为 2002 年底的海南之行十

分重要，就在于当时决定了开办这个高级研

修班。连续 13 届的这个班，参与学习的学员

总计达数百人，有不少已经是教授、博导，分

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成为各自的领域中的青年翘楚。无论他们是

否继续从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但历史人类

学的理念与方法必然对他们产生影响，并藉

他们得以传承和发扬。因此，我坚信在当代

中国学术史上，会有这个班的一席之地。在

整个过程中，萧凤霞在办班经费上的支持、科
大卫全心全意的参与和中山大学、厦门大学

诸友的核心作用，当然，还有我的历届学生们

的辛苦，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我个人来说，早在 90 年代初，“华南

学派”诸兄就在珠江三角洲、潮州和莆田等

地开展过类似的活动，虽然并非对年轻人的

培训，但田野经验要丰富得多，无论是在现场

解读民间文献的能力，还是发现问题的能力，

都远超于我。郑振满在读碑的时候，身边总

是围着许多年轻人，听他讲自己的见解，所以

被誉为“碑神”。科大卫自发表了《告别华南

研究》的宣言之后，他的眼光当然不会限于

珠江三角洲，对整个中国的不同地区，都怀有

极深的兴趣，以我熟悉的山西来说，他就写过

关于长治、夏县司马光家族和代县鹿蹄涧杨

氏家族的故事，在每次高研班的 10 天里，我

们边走边看边讨论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
当然，类似的过程不仅发生在我们自己

办的高级研修班。由于我们的做法效果比较

好，时在台南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吴密

察联合成功大学也举办了两期类似的田野研

习营，邀请了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

和我去授课，并以台南府城为田野点。后来

中研院的李孝悌和王鸿泰在金门也举办了数

次田野研习营，也是请我们授课加随同田野，

与我们的模式相同。对于我来说，虽然不能

像郑振满、陈春声他们那样将在地的经验与

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但也促使我思考了许

多以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我必须庆幸前几年一时兴起写过几篇博

客，记录了我参加这些活动时的点滴收获:

……这次去台南是在那里参加吴密

察教授组织的工作坊。他和他的同事做

了很好的准备工作，我于是有再一次到

台南游历的冲动。此外，这次不是我一

人乱跑，而是有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

等很有田野经验的朋友一道，不是客气，

我又学了不少东西。更重要的是，我正

在写清初郑氏政权据台那部分历史。
我们和学员们观察的空间范围，就

是清代台湾府城的范围。这是荷兰人在

此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也是郑氏及其日

后大陆人来台的第一个据点。在某个特

定的“历史性时刻”，这里就代表着台

湾; 而在 17 世纪中叶的前后，台湾也成

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地点”。这

就是施琅、以及最终清帝国没有放弃台

湾的意义所在。
从台南起步，重新理解台湾史，再重

新考量我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和“历史

性地点”，似乎是实践我们这些人的所

谓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理念的又一

个绝佳选择( 取自 2007 年 8 月 30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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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

另一篇是:

在台南的第一天上午还去了开基武

庙和大天后宫。……
开基武庙的院子里有块新修的碑，

讲一个灵验的故事。大意是说，全台湾

到处都有武庙，但只有这家最灵验。因

为清嘉庆年间关帝在这个关帝港宫后街

的地方留下文字，让大家敬神，这个字迹

被彰化的一个生员得到，又把它写回到

福建泉州的关帝庙去。那么关帝这段话

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云游到此，特有数言传布人间，速

进纸笔来! 吾乃大汉关云长也，奉玉皇

命，巡察人间善恶，云游到此，适见汝辈

戏演吾像，以供笑乐，不忍不教而诛。夫

演戏祀神，将以敬神也。敬神而转以慢

神，于心何安? 吾居天阙，掌天曹，位列

奎缠之舍，职分挂籍之司，眼见世人图予

像，塑予形，朝朝崇祀，亦可谓制有礼者

矣。然至酬愿、供神、演唱之间，每以予

形为戏，侮不敬之罪，稍知礼义者，忍为

之乎! 剧本多矣，何必戏演吾旧事? 吾

本日特来附乩，汝辈可以传布世人，互相

劝戒，切勿以敬予者时而戏侮及余也。
信予言者，积善获福无疆; 慢予言者，侮

辱必 遭 天 谴! 速 将 吾 谕 言 贴 文 衡 殿

通晓。”
据说嘉庆二十一年六月本地鼎行演

唱三国戏的临江会一折，香炉中冒出火

光，还未引起大家警觉，最后扮演关帝的

演员忽然乱跳起来，拿手中的木剑乱砍

扮演鲁肃的演员，最后倒在地上没有了

知觉云云。
这个故事本是士绅编出来，对民间

祭祀礼仪的不合规矩表示不满。这些士

绅不知怎么和庙里的人、甚至唱戏的演

员串通一气，制造出这样的“神迹”。他

们倒不是要反对唱戏酬神的方式，而似

乎是反对演本神的戏来敬神。但最可疑

的是他们还要把这件事闹到海峡对岸的

泉州去! 不到别处，到泉州?

我不懂台湾史，但有点怀疑那位叫

林光夏的彰化生员的居心绝不仅在于匡

正风俗。我查了下道光《彰化县志》，里

面没有发现这个人的痕迹，倒是知道彰

化有大量闽南、包括泉州的移民。再查

康熙末《台湾县志》，这关帝庙早在明郑

时就有 了，但 在 地 方 志 中 并 未 被 列 入

《典礼志·祭祀》的部分，而被列入《杂

记志·寺庙》，只是简单记载“小关帝

庙，伪时建。五十八年，里人同修。在小

关帝庙巷内”。可见其正统性是有点问

题的。后来比较火的是东北面一点的祀

典武庙，也有一些碑文留下来，但这里的

碑文却只是嘉庆二十三年的，也就是上

面说鼎行演戏出了神迹的两年后!

我怀疑当年关帝港之得名本是由于

这个小关帝庙即今天之开基武庙。“又

坊里庙祀甚多: 一在西定坊港口，俗呼小

关帝庙，伪时建”( 续修《台湾县志》卷

2) 。那个比较大的关帝庙由于当年有

明宁靖王留下的匾，一批批心里有想法

或者有愧的汉人官员纷纷来此贡献力

量，名气自然就大了起来。
乾隆末林爽文起义及其被清廷平

定，导致台湾社会结构的重组。我不肯

定是否有一批家伙势力重新崛起，希望

重整河山。他们告诉大家，你们过去某

些事做得有点离谱，而我们这样做才符

合规矩。当然我估计他们这样做倒也没

有多大的胃口，无非只是为自己多争取

一点生存空间罢了 ( 取自 2007 年 9 月

15 日博客) 。

除了因办班而跑田野之外，我们也跟着

学生们的论文选题跑田野。比如 2004 年，我

们到了湘西的凤凰、永顺; 2005 年，我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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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与广西师大范玉春教授及时为中山大学

博士生的陈贤波一起读碑

晋东南的晋城、阳城、高平和晋南的闻喜、夏

县，以及雁门关和代县，云南大理、还有浙江

温州; 2006 年，我们跑了灵渠沿线、大藤峡和

金田; 2007 年，去了河南博爱……。无论是

谁的学生，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几个人都是一

起跑的。因此不仅学生获得锻炼，得到老师

们的指教，就是我也获得了不同地方的“地

方性知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许多新的想

法。仍可以当年的一篇博客为例:

今晨 6 时许从桂平出发，乘船去广

西中部的大藤峡。
这个地方是是读明史的人，甚至读

思想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因为它与王

阳明的事功有关。史书里说那里的瑶民

用山中的巨藤把江面封锁起来，官军难

以攻取，后来明军打了胜仗，砍断了大

藤，这里就改称断藤峡。当然王阳明志

不在此，他的志向不在破山中“贼”，而

在破心中“贼”。
本以为这里的峡谷两山壁立，古木

参天，中间一条深谷，古代的瑶民在此间

纵横，官府莫可奈何。但入峡之后，虽然

时遇激流险滩，但江面开阔，两岸山峰大

多较为平缓，复因高大树木被砍伐殆尽，

多是近年来新栽种的林木，全无古藤绕

树的景象。阳光毫不吝啬地扑洒下来，

眼前的一切清晰无比，不禁多少有些失

望。……
看了点文献，知道明永乐初开始瑶

乱不断，这个瑶乱背后究竟有什么动因?

我不得而知，但却因此引起了朝廷的整

治。或者，是朝廷开始整治这些边陲之

地，然后制造出了这种种借口? 最后的

结果，是外来人日益进入，在明代有从贵

州调来镇压瑶民的狼兵，在清代有经商

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于是逐渐成为化内

之区。
事情的过程当然不是这三言两语那

么简单，但究竟这是一个“内部”问题，

还是一个“内”与“外”的关系问题? 这

里的狼、瑶、壮、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格

局? 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结果，还是一

个自上而下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300 年后，这里发生了

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那些起事的人就

是从外面来的客家人，没有办法进入土

著的生活秩序，只好靠破坏原有秩序来

解决问题。那些土著与当年瑶乱平定之

后的人群有何关系? 这是需要研究的

问题。
但重要的是，从明后期始，国家就在

那里，不慌不忙，延续着明代以来的国

策，没想到这个太平天国竟然如此影响

帝国的筋骨，一个多少地方性的问题终

于演成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这当然就

不是单一的区域史因素所能解释的了

( 取自 2006 年 10 月 6 日博客，文字略有

改动) 。

我甚 至 在 2012 年 抓 了 刘 志 伟 的“壮

丁”，请他带我去跑他当年做田野的珠江三

角洲村落，比如著名的沙湾，不止从文章中了

解，也亲身体验他所描述的沙田区和民田区

的土地利用模式、市场中心、聚落形态、祠堂

和庙宇。我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仅仅靠读文

章，是不能准确理解他的结论，乃至研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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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的。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 20 多年与“华南

学派”的密切往来，固然不能说我只能闭门

造车，或者只是在山西兜圈子，但肯定不会对

香港、台湾、珠三角、潮汕、莆田、黔东南、西江

流域、温州，甚至江南地区有那么多了解，更

不用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了。这

些经历使我坚信我们的尝试是有益的: 不止

是在故纸堆中理解历史，而且是在人的生活

世界中理解历史; 不是在一个画地为牢的时

间( 如王朝) 和空间( 如民族国家) 中理解历

史，而是在能够说明其意义的时空范围内理

解历史，并寻找其与其它时空范围的联系; 不

是专注于颠覆 ( 比如在国家 － 社会、中心 －
边缘等问题上的争论) ，而是专注于常态。

当我回答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这类

问题时，我的表述是，我与“华南学派”共享

某种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平台。当然，这并不

妨碍我们之间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理

解，也不妨碍我们之间具有各自侧重的研究

风格和叙事方式。在这 20 多年里，我也亲眼

目睹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变化，直率的批评

和用心的善意使我们逐渐接受了原来可能不

太认可的东西。但是，界定目前的历史学界

究竟谁属于这个“学派”比较困难，我们这些

人也从没有考虑过发表一个类似顾颉刚《民

俗周刊发刊词》那样的“共同宣言”，我更珍

惜的是我和几位老朋友之间几十年的友谊，

这比是否属于同一个“学派”更重要:

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一个很难被骗到的人，但别人不小心会被他
“骗”到。他会因听到弱智的言论却不便反

驳而憋得满面通红，嘴唇哆嗦，但也会经常露

出狡黠的笑容。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很难

受别人意见左右的人，做事绝不拖泥带水，讲

话总是有个性的。一般以为他较欠生活情

趣，但听过他在悠闲漫步中哼唱小调的人，会

略略窥见他隐藏的内心。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可以

用《纪念白求恩》里的话来表扬的人，热爱生

活，有一点小资情调，这可以从他喜欢美食和

点菜看出。虽然他的父母都不是广东人，但

他却像 是 个 浸 染 了 300 年 广 州 文 化 的 广

州人。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在生

活上不拘小节的人，他手里总是拿着茶杯，说

明了他的某种严谨。他是个很好的教师，这

不仅是因为他对学生总是能诲人不倦，而且

是因为大家公认他讲话的录音整理比他的文

章漂亮。
对其他或年长、或年轻的圈子里的朋友，

恕我不在此一一点评。而我本人则泛善可

陈，想到的只是我一贯的简单、粗暴、妄言对

朋友和学生们的得罪，许多年来，一直心存

愧疚。
( 2015 年 8 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 董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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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 学 林 人 物 '• 赵 世 瑜

在黄洋界上 2 0 1 5 年春访问曰本

在湖北麻城与科大卫一起做访谈

2 0 0 9 年在德国柏林开会 2 0 0 7 年 在 台 湾 中 研 院 开 会 期 间 （左 

起 ：李 华 瑞 、李 伯 重 、赵 世 瑜 、张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