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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第十讲：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主讲人：赵世瑜 教授  

时  间：2004年4月27日下午2:00─4:30 

地  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1层西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赵世瑜教授在讲座上 

  2004年4月27日下午，我所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博士在会议室主讲“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第十讲。赵

世瑜博士主攻明清社会史、民间文化史，着有《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等较

有影响的论著。他演讲的题目是：“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赵世瑜博士首先简述了自己在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一代以及湘西凤凰、永顺一代田野考察的经历。然后进入演讲的正题，他

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 

  一、 书斋与田野 

  赵世瑜首先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说法，即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是研究思想文化历史的一条出路。因为，从人类学视角来

看，强调文化或者结构在历史中的生成，如果缺乏历时性地梳理则容易失之片面；而从历史学维度看，考察历史也不能缺乏对于个体感

知、情境等的观照。具体就表现为如何处理“书斋”与“田野”的关系。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及

其分析历史的角度显然对赵先生的思路有很大影响。赵先生提到了几个相关的个案。 

  1、“发现蒋孝愚”——土默特左旗的“废品” 

  蒋孝愚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奥组委副主席，他与田野调查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呢？原来，是赵先生在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偶然发现

的待销毁的档案里发现的。那是文革初期的下放学生的档案。在那些档案里可以清晰的发现当时山西到内蒙古的移民的基本情况，进一

步甚而可以发现从雍正时期一直到解放以后华北移民从基层组织、水利制度到祭祀形式、商业贸易等方方面面的第一手资料。 



  2、改土归流——清水江流域如何从化外到化内 

  赵世瑜先生以清水江流域一个小小的村寨的卖木材契约为突破口，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勾连出一个18世纪封闭村落是如何通过商业

交易与外界沟通交流，从由化外之民成为化内之民的。 

  3、何为“周”：坟头上的“大历史” 

  在湘西的土家族聚居地老司城附近的偏僻山上，有一块江西移民至此地的世袭土司彭氏家族夫人的残碑。通过对碑文的分析，可以

牵连出许多诸如吴三桂反清的许多官修历史没有记载的有意味的事实。这种田野观察挖掘出的新的民俗学资料可以帮助摆脱以往对于方

志和官碑的迷信依赖。 

  4、普城玉皇庙：七社十八村与泽潞商人的踪迹 

  七社十八村是赵世瑜博士在山西长治、晋城一代考察的许多与民间祭祀有关的村落，这些自然村落保留了许多寺庙，一般都有许多

类似的玉皇庙碑刻。明代兴盛而清后寡闻的泽潞商人的行状在碑刻中还可以见到踪迹，因为这些碑文中充斥中大量诸如“……记”、

“……号”、“……和”、“……魁”这样的商号字样——这是泽潞商人捐款维修建造的。由此可见，泽潞商人可能在清代已经不是个

全国性的商业团体，但是仍然是地方性较大的商人群体。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乐户立的燕侯祠，体现出贱民争夺自己公共话语权利空间的

努力。 

  5、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与历史 

  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从明朝到清朝一直流传在民间许多省份，但是在地方志中仅仅在民国六年有记载。这大致可以表现出口

头历史与书写历史的区别。这个传说以人兽婚的母题为主干，夹杂了许多细节，通过对这个传说的分析，可以窥见北方汉族在元末民族

重塑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看法，这是他们利用各种资源重构自身历史的作法，是自我建构历史的典型。 

  二、 文献与口述 

  由年鉴学派的启发，近人在研究思想文化历史时，开始注重对社会下层的研究，并主动吸纳了来自其它社会科学的方法探寻那些以

前被他们所忽略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迥异于精英观念的理路。赵世瑜博士说到，民间口头传说凝聚着的历史记忆往往不能

作全称判断，但是它所透露的许多蛛丝马迹可以作为历史佐证乃至补遗。以往被忽视的纯粹的民间信仰以及活动（即所谓“淫祀”）作

为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其放在与长期作为传统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正祀”同

等重要的位置，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因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官修正史基本是帝王将相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

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而事实上，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应尝试从更多的角度、以更多样的方

法复原和阐释历史。赵世瑜先生主张“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尝试将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试着将立场移到民

众一方，由此观察整个世界。因此，比如族谱记载、民间祭祀活动、习俗传说等就值得重视。口头历史的探询是在民间寻找历史，是对

先前精英史学的一种补缺。赵先生在举了上述例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历史人类学或多学科视野观念。 

  三、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关键。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学者应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

必拘泥断代、国别，可以借鉴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强调了区域性研究的重要性，应该把区域性研

究当作方法论而不是目的，它包括社会经济史研究、宗族研究、民间信仰研究，由文化解释显现历史变迁，由点到面，构织起历史的本

相。 

  1、华南研究 

  比如，对潮州沿海一带从倭乱到清海的历史过程考察，赵先生强调了民间信仰的强大渗透性、以至于在面对被强制纳入正统化的信

仰系统中去的压力时，亦体现出民间信仰某种难以想象的对正统信仰的反融化特征。这样，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的学者就会发现王朝变

迁在百姓眼中的真实境况，制度变迁、朝代更迭并不妨碍“大历史”的延续性，许多“地方性话语”像地方庙会文化反而成为正统文化

寻求力量补给的支撑地，因此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谱牒、契约文书、口碑等地方文献，体验特定的历史情境，就比单纯依赖官方文件具有

更大的有效性。 

  2、华北研究 



 

  华北研究的问题意识，赵世瑜先生首先提出了国家在场的观念。他分析了南方宗族组织发达而北方衰落的原因在于华北自10世纪以

后一直是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事件总是摆脱不了官方力量的投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因而华北的历史是个如顾颉刚所谓的“层累的

制度历史”。由此，华北的历史研究就需要作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史更多让我们看到“断裂”，而区域、民间则更多体现出

“连续”的特征。在这里，赵先生提到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和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观念，即对某区域上千年

之久的一系列相关事件进行观照沿着一条线索，对相关的琐屑庞杂的知识细节，做长时段的研究，就可能会发现“正史”所遗漏的东

西。传统历史注重的政治事件，大多转瞬即逝，改朝换代本身很快就完成了，新统治者还会尽力消除旧朝痕迹。但社会深层的东西，决

不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管理系统有个延续性，一些长时段的东西在整个社会中一直持续地起作用。就地域而言，整部中

国史是由不同的区域史构成的，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努力有助于我们重构或者重新解释历史。 

  3、“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互动 

  过去历史研究多是宏大叙事式的：按照既定的宏大叙事或国家历史的框架，符合这一框架的东西往里装，不符合的就抛却。而这些

被抛却的东西里面往往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民间的许多历史记忆由于与那个宏大历史不相干，被从历史中排除，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说是

反历史的。赵世瑜博士结合自己正在研究的华北移民传说与历史的问题，谈到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东西在方法论的意

义上结合起来，使材料多样化的努力。他引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观念，认为10-14世纪以来的华北历史需要作大量的区域性个案研

究，、眼光向下并自下而上，重写通史的努力应该建立在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之上。 

  整个演讲的内容非常丰富，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界同仁在演讲结束后进行了和谐而富有建设

性的讨论和商榷。 

（综述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刘大先）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平行学科的相关文章

· 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

· [郝瑞、彭文斌]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

· 文学的民族语境与世界文学

· 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

· 牛郎织女与天鹅处女型故事

作者刘大先的相关文章

· [影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成吉思汗 

· 灵异与恐怖：忽如一夜“禁令”来 

· 京剧的归京剧，教育的归教育 

· 多民族作家赴宜万铁路传送温情 

· 2007：少数民族文学阅读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