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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移于边缘、边界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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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34 期12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自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便紧跟着西方显学之“道统”，习之务惟妙惟肖，仿之必

维精维微。然而2003年以“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作为《羌在汉藏之间》一书的副标题，我并无意

攀附一个流行的西方学术道统。事实上我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个有多元学术思想源头且尚未十分成熟的研究领

域——它仍在向周遭伸展其触手，吸纳各个学科的精华，以铸成其完整体系。因此它充满了学术契机与活力，

值得我们（不只是人类学者）以实际研究来充实及丰富它。 

藉文本探索“历史心性”  

我走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并非先经由熟读欧美历史人类学经典，而是从社会记忆、口述历史与族群认同等研

究逐渐沉浸其间。1992年我完成哈佛博士论文，提出古代之“羌”是华夏心目中一个漂移的西部族群边缘概

念。1994我短暂造访汶川羌族地区，即印证了以上看法——对当地人而言，典范羌族史与羌族认同都是自外习

得的新事物。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解构”并不具有太大的学术意义，在现实上更可能带来社会扰动。于是从次

年起，我由一些简单的问题开始进行羌族田野考察。这些问题包括：在羌族认同普及之前本地人的认同体系如

何？他们以何种历史记忆来维系这样的认同体系？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与时代变迁下，羌族认同及相关历史知

识被传入本地？这些，也就是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过去”如何影响及造成“现在”，以及“现在”如

何创造“过去”。 

  人类学常关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文化偏见，来认识另一社会文化人群？在历史人类学上的相

关问题便是：如果对“历史”已有既定想法，我们如何能认识异文化中的“历史”？在田野中我突破此环节的

灵感来自于布迪厄的习行理论（the theory of practice），特别是习行作为社会表征（representations）

与社会本相（reality）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述说本族群的起源历史，便是一种习行，也是一种社会表征，

与之对应的社会本相便是其族群认同。人类族群认同蕴涵着两大因素——共同血缘与空间资源。为了共享与垄

断资源，一群人凝聚在共同血缘（共祖）想象之下，这便是人类族群认同的本相。当我问羌族村寨居民：“这

儿的人是咋个来的？”他们对我说一些本地族群来源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些“弟兄祖先故事”，也都蕴涵

着血缘与空间资源两大因素。譬如人们说：从前有三个兄弟（血缘符号）到这儿来，他们分别到各地方（空间

符号）建立自己的寨子，他们就是这三个寨子民众的祖先。这样的故事无论看来多么不可信，但它的确是人们

所相信的“历史”。经常传述这样的“历史”，社会现实本相（如几个关系紧密的村寨社会）因而被强化。基

于表征与本相（也是文本与情境）的对应关系，我用同一判准分析“历史”与“神话传说”，也因此认识羌族

常说的那些“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本土观点下的“历史”。将口述或书写的历史视为社会表征或文本，以分

析其所对应的社会本相或情境，这也是最初我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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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类学者普遍认为各文化人群自有其对“过去”的理解、记忆与叙事法则或历史性

（historicity），尝试以此探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及其变迁。在此方面，我从诠释学学者保罗·利科那儿得

到更多启发——他说，historicity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成

为历史产物。以“弟兄祖先故事”为例，人们创作如此的历史，此历史记忆导引或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

生活在此历史记忆所构筑的社会生活中，同时人们也由此历史记忆得其社会身份。我称产生相似“弟兄祖先故

事”的社会文化心性为“历史心性”。不使用historicity一词是因为它过于抽象，而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是具

体可藉文本分析来作进一步探索的。 

采取移动、多元田野的考察方式  

在人类学者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通常为西方世界所陌生的偏远人群）的历史记忆模式（或历史性）都是特

殊的——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社会之人类学田野传统，使得绝大多数学者视其研究对象社会都是“独特

的”，或可被纳入某种结构化人类社会范畴（如母系社会、家屋社会等等）之中。此种在中文学术界俗称“蹲

点”的人类学田野法则，曾让此学科对整体社会科学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在历史人类学中此田野方法却有不足

之处，或至少限制了此学科的发展。其原因是，历史变迁的遗痕常在广大空间人群间造成“差异”；移动的多

点田野才能在人群社会差异中以及社会边缘中，见着“历史”与历史变迁之迹。 

  我在岷江上游羌藏族地区便是采取移动、多元田野的考察方式。在这儿，我们已知的宏大历史过程是自汉

代以来本地便深受由东边及南边传来的汉文化影响，唐代以来又深受由西边或西南传来的吐蕃（或藏）文化影

响。因此，采取移动、多元的田野考察，我们可见到各地“弟兄祖先故事”之文本符号与结构如何因社会情境

之不同而改变。譬如，较汉化之羌族地区的弟兄祖先故事中常出现“英雄”（弟兄们的父亲作为始祖）；较藏

化之村寨所流传的故事中弟兄祖先常成为神佛，人们成为受其庇护的信徒子民而非后代子孙。这种情况也显

示，同样被视为民族，“汉”与“藏”在族群本质上有相当差别。 

  在此之后，我做了更大的田野游移——由当今人群社会田野转移到历史文献田野，由研究主流社会所界定

的“他们”转而研究“我们”。这是由于，对“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及其产生之历史记忆的认识，同时也让我

理解我们（世界上较早进入文字文明的人群）所熟悉的“英雄历史”事实上也是一种历史心性——英雄祖先历

史心性——产物。因而我开始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中，以文本与情境对应的分析方法，探索此历史心性在中

国的萌芽与成长，相关“历史”——如黄帝、炎帝、箕子、吴太伯等英雄之历史——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被人

们讨论、争论，被接受或被修正、排拒。基于这些探讨，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我建立了一个对

“中国民族史”的新诠释——从春秋战国时华夏认同的萌芽与相关黄帝子孙历史记忆的出现，到黄帝子孙（如

大禹、箕子、庄蹻等等）历史记忆在华夏边缘内部与边缘之域的传播，到“炎黄子孙”概念之出现与流布，及

至于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下的炎黄子孙论述。同时，在此过程中不断有边缘人群选择或无奈的接受外来“英雄祖

先历史”而成为黄帝、炎帝、蚩尤、大禹的子孙，其原来所相信的“弟兄祖先历史”逐渐成为传说。藉此，我

们对有些古代藏文书称汉、吐蕃、蒙古的祖先为兄弟，彝族经文中称汉、藏、彝的祖先为三弟兄等等类似的

“传说”有深层的认识。因而此历史也说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并非只是“近代建构”，而是

在更悠远的历史与根深蒂固的人类生态背景下经由近代变迁而成。 

“边缘”：一个研究切入点  

历史人类学不能单单被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它弥补了许多人类学的不足而使其脱胎换骨。它不仅将

“历史”纳入社会文化的考虑中，同时也要解释事件与个人言行之社会意义，以及它们如何造成社会历史变

迁。在这方面，我认为“边缘”是很好的研究切入点：社会变迁发生的边缘时间、认同变迁发生的空间与人

群、一本不典范的学术著作、多种文化与历史心性交错的边缘、个人有违社会常规的言行，都是“边缘研究”

的对象。对这些边缘的人、事与文本进行微观分析，也就是观察处在多元社会典范或新旧典范边缘的人们，在

与周遭亲近人群的互动中为了得到较安全或优越的社会身份而对这些典范有所选择、背离与修正，如此我们对

社会典范之延续、变迁以及长程历史变迁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边缘的微观研究如观察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

四顾，我们可以细细观察他的情感、意图与最终之行动抉择。 

  总之，我所主张及实践的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整合研究，从人们所宣称的历史来分析其社会情境与个

人认同，从更广泛的民族志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中探索造成现在的历史轨迹（包括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

心性），着重对历史变迁发生的时间、空间与人群边缘之微观研究。文本与情境的对应，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

的对应，是我进行分析的基础。然而认识种种“结构”并非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便于我们观察个人言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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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符号）对“结构”之顺应与背离，以及在其间个人的情感与抉择。最后，我认为历史人类学对传统人类学

的最大贡献是，它不以文化、社会与宗教的结构性与相对性来合理化人类社会现实，而是说明造成今日社会现

实的“过去”与变迁发生的微观情境，藉此对现实有所反思。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明珂系台湾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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