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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场景隐喻价值的当代激活
———越南老街省达芬村教堂之于红头瑶生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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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场景是客观存在的,却能以“反历史事件”本身的刻板性而衍生出深层价值。人们会因某种历史场

景的特性而将之激活,达到记忆效果。随着历史事件的日渐远去,这一做法以逆向之劲得到加强。将市场经济

条件下,红头瑶如何从历史场景中获得隐喻性价值作为参照点,能够发掘曾经作为支配力量而奴役红头瑶的西

方势力,当内容消失徒留形式后,是怎样被红头瑶从实践中激活出来的,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从而创造出

意识形态权力处理显现社会问题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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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场景是客观存在的,却能以“反历史事件”本身的

刻板性而衍生出深层价值。人们会因某种历史场景的特性

而将之激活,达到记忆效果。随着历史事件的日渐远去,这
一做法以逆向之劲得到加强。尤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几
乎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而使脱离事件内涵的场景外壳被赋

予了耐人挖掘的特质。位于达芬村(Taphin)村头的教堂,

尽管没有得到修缮一新,但破败的凋落景象,仍戏剧性地获

得了极大的隐喻价值。显然,作为认识手段的隐喻,大大消

减了历史事件本身的沉闷,而使历史场景活泛而深刻。将

市场经济条件下,红头瑶如何从历史场景中获得隐喻性价

值作为参照点,能够发掘曾经作为支配力量而奴役红头瑶

的西方势力,当内容消失徒留形式后,是怎样被红头瑶从实

践中激活出来的,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从而创造出意

识形态权力处理显现社会问题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方

法。经验表明,红头瑶借助教堂而型塑出的生活实践往往

就掩藏在暗示、含蓄的言语及非言语之中。

一、红头瑶与教堂的遭遇

有什么样的生活际遇就能培植出什么样的价值逻辑。

一直以来,红头瑶是一个务守田庄的农耕民族。农耕文明

陶冶了红头瑶朴素的认知体系和道德生命观。依山居住、

靠田延命、傍水颐养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红头瑶的传统社会

画面,及与其生命相始终的古朴原始宗教信仰。对于红头

瑶来说,从摇篮到坟墓都外不开此番原生自然机制的培育。

从自然而来,到自然而去的双程方式在红头瑶社会生活中

起到了巨大的模塑效用。以至红头瑶在传统上一直是一个

无需借助外来规范才能苟延的彻底的自发性共同体。

然而,达芬村教堂的出现,却使红头瑶具有的这种传统

根植性遭到动摇。

教堂坐落在达芬村村头的左边,共有3层楼,占地约三

四百平方米,墙壁斑斓凋零,屋顶早已剥蚀殆尽而无片瓦能

遮阳蔽日,徒有四壁迎风颤栗着,却不失格调地渲染着西方

建筑的韵味。与教堂比邻而对的是进入达芬村、配有警戒

杆的“门岗”。中间由一条通向村子的公路断然劈开。公路

的面世,既区别了教堂和门岗,也巧然粘连了二者。据说,

门岗是达芬村成为民俗旅游村后才修建的。与教堂远去的

历史相较而言,门岗较为晚近。门岗里有一位能够操简单

英语的越南籍门卫守着。当游客路过,守岗的门卫就会立

刻出现在警戒杆前方,要求游客购买面值4万越盾(相当于

人民币10多元)的门票后方可入村。与教堂空无闲人的景

象对比之,在这里的讨价还价顿时给只有一人看守的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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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了无限的人气。

造成此种两相映照的强烈色彩,不得不折中到近现代

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机械性扩展的场面。

进入近现代,尤其在19世纪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自然科

学取得辩证性突破后,红头瑶根植千载的传统习俗和古朴

机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最终沦落为与相悖于进化论

所力主的边缘话题。摆脱“非文明”之困境,诚然是西方“文
明武器”希图攻克的关键所在。早期的商路开辟,纵然拉开

了西方将雄心壮志转换成励行实履的序幕。

早在1787年法国传教士就建议上路易十六占领越南,

由此打开通向中国腹地的商路。19世纪50年代,随着法国

“法兰西东方帝国”美愿的日益膨胀,侵占越南指日可待。

1862年,《西贡条约》的签订及领地的割让,法国试图让越南

“走向文明”的夙愿终有了可能。法国越南梦的初现,加剧

了法国始涉越南时的宗旨国令———传教。最终对越南政治

局势的掌控,却不仅使传教活动获得了最为基础的政治动

员力,而且还获得了最不能体现人性的公开性及合理性的

行为指南。在红头瑶社会中大肆推行天主教从而相应地转

换成了洗涤民族心智的正当存在,及理所当然的价值启示。

当法国殖民者将位于越南老街省沙吧镇遴选为官兵们的理

想度假场所后,在越南北方建立宗教场变获得了当仁不让

的随性。

直面汹涌而来的法国殖民势力,红头瑶的原始信仰不

是被巩固和发扬了,相反却被声势浩大的天主教覆盖了。

而颇为戏剧性的是,外来信仰的嵌入,致使红头瑶在互动中

体知到了对方的意义所在。当殖民者在提供物质周济予

“认同犒劳”后,红头瑶能比照了自我社会之短项,从而坚固

了对殖民者超凡物质能力及行为意识的附和性与趋向性。

红头瑶最终改信异国宗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是被强制地

接受了文明与分层的模式,让自身陷入到以教堂为轴心展

开的地域政治关系中,而适应着非个人契约联合的法理社

会的机械套路。显然,这种情势所造就的是一个“人为制

品”的、饱含受限的社会单元。

现在伫立于村头的天主教教堂正在见证着历史上的这

一造化。尽管殖民统治早已过去,但是徒有四壁的教堂依

然在复归着历史上法国殖民者与红头瑶的遭遇。尽管教堂

在外表上早已损残斑驳,但生活在此的红头瑶仍能在回放

历史过程中发挥关联性想象,赋予这一静态的实物以动态

的神韵,而使自己不至于被历史冲刷灭迹。教堂由之转换

成了一尊突地而起的象征场域,红头瑶期待并善变佳进的

现实生活正无尽地展演其中。

客观上,尽管人类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有着相当

的“自主”性,但是市场经济还是给这种自主性提供了新的

解法。随着越南国家改革步伐的加快,及全球化的加深,这
一局势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演绎以至无力拦截。红头瑶与

这座破损的教堂在以新的表征形式复归着旧夕的关联效

应。历史的质性和道德正在成为考量的非重点,而所具有

的支配性正在因时代转型而变换并挤入时代前沿,而获得

丰富的叠加新意及内蕴。

另外,在达芬村启动民俗旅游,是越南政府全权主导

的。而生于此的红头瑶在另外角度上却是以非主体性角色

参与的。但是,红头瑶却不失时机地攀附着成为主体角色。

尽管更多的场合下,红头瑶不过是一个表述主体(即,能够

用语言表述这一段特殊故事或情节的主体,也许这些故事

或情节在越南国家的大历史中没被看重或者早已淡忘或者

不存在),而当红头瑶向游客津津乐道解释教堂的来龙去脉

时,透露出了红头瑶对主体性身份的遥相期待。他们甚至

在选词用句上亦搜肠刮肚,以期加重并固化自身与教堂的

关联。对他们而言,所面临的不是解决殖民统治遗留下的

各种症结,也不是舒缓越南结构转型中错综复杂的紧张冲

突,而是如何让这一剩下的历史场景与自己发生更多联系。

这样,便能加大自身在历史中的角色分量,从而获得了既能

加强集体性也能突出个体性权力的契机。目前,红头瑶正

在将自身投入市场经济大潮而创新着当代历史。在确定自

我边界的同时,复兴了“他人”之角色。

二、红头瑶对“我为谁”的意义体认

历史事件已成过往,但历史场景却能激发新的意识,赋
予人之行动予意义,为身份存在找到逻辑支撑点。

越南历史上的殖民统治,使红头瑶作为一个由本民族

意义和经验体现的有机世界的整体性被侵犯了,而陷入到

一种乱真的互动关系之中。越南独立主权取得后,红头瑶

分享了国民待遇。但是各种制度,却以可能的方式使红头

瑶作为表述主体固有的权利被消减了。而这并非因此说明

红头瑶早已成为了主体性失却的空洞民族。相反,市场经

济的出现,却给红头瑶塑造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平台。无论

从何种角度看,市场经济都是当之无愧的能够给红头瑶体

认“我为谁”提供极大的意义场景。在活泛的市场经济浪潮

中,通过认识、感知和想象,红头瑶逐渐形成了关于自身的

意义体认和价值命题。而达芬村民俗旅游景点的教堂,则
是红头瑶借助这一逻辑获得适应性及创造性的平台,红头

瑶从中将熟知及陌生的结合在了一起,并在已理解的场景

中创造了新的身份意义。

虽然冷清的教堂显得格外沉寂,但却饱含了深刻的社

会价值。世代生活于此的红头瑶,以见证历史与现实的主

体性角色,给这一座斑驳且深具西方特色的建筑体注入了

活泛的生命力。民俗旅游的启动,则使红头瑶作为新的角

色主体在当代的价值被彻底激活了。借助教堂,红头瑶发

现了自我,表达了“我为谁”的意义体认,并“再生产着社会

关系,维系着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想象。”[1]

(一)历史表述人。面对破损的教堂,红头瑶将自身当

作是最能表述这一历史的主体。当直面游客时,红头瑶争

先恐后地描述祖父的祖父是如何与这一座教堂密切关联着

的。他们字字珠玑从不同侧面阐发着先辈与教堂的关系。

有的红头瑶称其祖父曾为修建教堂立下汗马功劳,不仅出

劳力,而且还把自家山林里的木材果树奉献了出来,制成了

撑顶的教堂柱梁。有红头瑶说,其祖母,曾是教堂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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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经常给教主备用餐饭、起居、出行等。最开始时,由于到

此新扎的法国人不熟悉当地路径,所以有的红头瑶做了向

导,担当起传递本土知识的角色,获得了法国官兵的深信。

对于山里何时有雾,一天几时有雨,对于不是生于斯长于斯

的法国官兵来说无法掌握,红头瑶一并给予了提供。山里

灿然可爱的野果,哪些能食哪些不能食,红头瑶一一做了引

介。总之,他们会用不同的故事或情节使自己与教堂发生

尽可能多的关联。由此,红头瑶通过表述先辈与教堂的关

系而体现了自身价值、信誉,赋予了自我作为历史表述者的

角色,分享了“主流”、“中心”的意义体系,在社会化进程中

增大了提升自我身份地位的动力机制,使习惯性互动转换

成组织能力。
(二)事实溯源者。自达芬村启动民俗旅游后,红头瑶

在介绍教堂时,都会将先辈与教堂的故事一直传讲着。无

论直面游客抑或怀揣某种意向的考察者,都会被红头瑶当

作重点对象而将过往的遭遇传述一二。他们喜欢用“一百

年前”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对先辈历史进行断代。当问及这

是何时的事情,“一百年前”成了恒久的不变之调。这显然

潜在地赋予了历史以深厚感。同时又隐约地夸大了越南国

家建设史的长久性(由此似乎能够折射出越南国家对民族

意识的强化已近成熟)。与此,其先辈如何在教堂与家庭之

间发生联系,红头瑶也做了回放。他们会说,祖父的祖父是

如何每天来此做礼拜的。祖父或祖父的祖父是如何通过来

教堂礼拜后给家里捎生活用品的。一位红头瑶妇女回忆,

据祖父说,当他还小时,村里不多的人每周五都会聚集到教

堂分享能够维持家用的食物。大部分红头瑶普遍认为,在
以前当病情严重没法通过草药治愈时,教堂里获得的那些

颗粒物,尽管形态上不如一只习惯性的药物那么大小,但是

高超的效率却使人不得不为之叹服。诚然,这些远在的事

实并未发生在眼前这些红头瑶的身上,但是从他们的言行

上却可感知到他们试图将自己当作能够溯源历史的主体身

份是何等强烈。
(三)经验开导者。红头瑶借助先辈的荣光,当面对游

客,尤其是那些不具备天主教信仰的民族时,他们满怀着强

烈热情展示着深具“善”和“仁慈”的西方宗教是如何拯救了

一个民族及历史的,目的在于希图自己在诉说的对象能够

拥抱这样的信仰。当得知笔者是中国人时,红头瑶便会自

信地说到,“主”是不会抛下任何人的,“主”随时都会眷顾着

每一个人:让他衣食无忧,无病无害,走向天堂。同时,红头

瑶还会将“主”的恩德推及到本民族的历史遭遇的改善上,

并认为本民族之所以最终摆脱迁徙不止、无家无靠的流浪

生活而落脚于此全然得益于“主”的恩赐。看着笔者仔细聆

听并随时低头记录的模样,红头瑶似乎在暗中期待笔者也

会因为“主”的眷顾而从此停下耘智的笔耕。不仅对笔者这

样,似乎对所有远道而来的游客红头瑶都会献上这份饱藏

许久的独有心情。纵然,游客的光顾给他们捎来了增加收

入的可能机会,但是期待这些流动不止的游客在“主”的惠

顾中,能够终结飘荡的旅途似乎也是他们的期待所在。
(四)理性适用者。达芬村民俗旅游的启动,是以红头

瑶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得到推动的,但是,村头这一个被

风雨剥蚀殆尽的教堂残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元素。

而这却更多地建立在红头瑶的自我利益实现上。他们使自

己与教堂产生联系,为当下的旅游经济加大了厚重感。他

们认为,教堂能够代表他们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过往及活泛

的现实。教堂不仅能让他们在心理上获得安慰,而且还增

强了他们的自我重要性。在他们的讲述中,盛满了某种心

态:由于深谙民族文化是与其岁月生活一直相续同在,似乎

就会因为熟悉而滋生轻视。在红头瑶看来,他们自己的文

化不过是一种自在的行为表现,对远道而来、盎然兴致的游

客细皮嫩肉地亲抵如此偏僻的角落瞻观,显得极为不可思

议。而有脸有面的教堂,在红头瑶看来却能有助于他们理

性的经济适用性得以兑现。充满异国风情的教堂能加大他

们存在于此的分量和累积经济发展的厚度,最终在蒸蒸日

上的旅游经济中使钱袋鼓起来。
(五)多重价值的承续人。红头瑶无论在装束上抑或言

语中都流露出了身为红头瑶的特质。但是,当他们诉说着

教堂与其祖先的历史时,却流露出了自己包括西方宗教文

明承续人的多重角色身份。他们既是瑶族文化的典型支

系,也是西方宗教文明的承续人。他们隐藏了越南国家争

取独立主权的历史,而表述了西方在越南扩张的始终。他

们既是民间主体,又得是适当彰显越南国家公意的角色。

他们既是历史必然性的见证人,也是不可规约的独特个体。

他们既掌握了本民族的绝对真理,也实现了对自我状态的

超越。他们既是一种压制的表现,也是一种反弹的结果。

他们既部分地承载了历史,又部分地否定了历史。他们表

述了近代,但却又难以回避现实。他们体现了自性,却又无

法从茫然之中挣脱。这是他们的瞬间感受,也是一种难以

避免的规范抒写。
(六)历史与现实冲突的践履者。教堂在越南国家历史

上的出现,本质上是与国家主权所倡导的精神理念相悖的。

历史上,法国殖民者的入侵遭到了越南人民的反对和抗议。

建立教堂,却是这种反对和抗议失败的结果。赶走殖民者,

获得主权独立,成为越南人民梦想所在。摧毁教堂这样的

精神束缚显然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所能看到的教堂的破

败景象,说明这种梦想终将化成了真切的现实。说明越南

对殖民统治的摧毁不仅从精神的高度实现了,而且也在物

质的层面达到了饱满的状态。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越南国

家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拉动经济发展的号角日益变得多

元化,像教堂这样的曾被打入历史冷宫中的遗物,却获得了

焕然一新的生机。人民不是卧薪尝胆将历史的隐痛转换成

奋发图强的钥匙,相反则是晒出了历史并将其转换成经济

增收的筹码。红头瑶正是在这样的情节中,在有痛无伤的

现实情节中调换了历史与现实的对垒,而将自己变成了一

个历史与现实冲突的践履者,最终“在已被消费和自利所分

裂的社会中形成一种弥合裂痕、对抗异化的凝聚力。”[1]

总之,通过教堂,红头瑶将从特定过去继承来的社会结

构做了发挥。通过教堂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地方触发机

制,红头瑶重塑了自我形象,将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一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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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或符号意义等具有的自主性做了

新颖的注脚,并从根本上表述和印证了作为社会性而存在

的红头瑶民族。从而展示了自身在地理上或空间中皆不是

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多重交叠的社会空间性和权力网络

性越来越成为红头瑶社会的核心内容。

三、红头瑶对“他是谁”的身份分辨

从发生学角度看,人们总是先造就了自己后,再生产周

围的世界。在先认识自己为谁的情况下,才对他人做出了

分辨。在自我认同形成的同时,相应地形成了认异。认同

与认异可以说是同时产生和并存的。当红头瑶通过教堂而

推动自我身份确定后,一种关于异己的身份分辨也就出

现了。

某种意义上,尽管殖民统治结局是惨淡的,但却创造了

一定程度上的非封闭性及部分性的集体生活。遗留至今的

教堂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一态势的渠道。通过已认识的事

物,红头瑶再造了意义、感知、评价及行动,由此揭示了本民

族的思想及诗性想象力运作的无拘无束。

设若没有民俗旅游的启动,教堂不过是一座空洞的建

筑。而民俗旅游启动后,尽管教堂破损而无教主和神职人

员,但却使红头瑶从中体认到“我为谁”并由此理解了“他是

谁”。教堂创造了星际延伸的社会价值而成为地方特有的

标志,但集权、统治和征服却有浓郁的西方根植性。红头瑶

利用对法国殖民者身份的记忆呈现了这种根植性。
(一)命运恩人。殖民统治者早于回归故国,但是在此

斑驳的教堂却能激起红头瑶对命运恩人的惦记。访谈中,

红头瑶在讲述家族与教堂之关系时,总忘不了提及法国殖

民者在他们缺医少药的那些日子是如何帮助他们的。据

说,很多人当患病,而普通药草没能奏效时,法国殖民者给

他们的一丁点片剂就能药到病除。同时,殖民者也给了他

们一些较好的生活用品。比如洗衣服,他们无需再常用皂

角壳(皂角树之果,酷似很大的扁豆)或青灰(烧尽木柴留下

的余灰)泡洗,而是有了法国殖民者给他们提供的肥皂、洗
衣液。火种也无需再每晚都耗上足够多的木柴捂着以便第

二天再取火苗。几乎每家都有了耐用的木制大头火柴。夜

里照明也无需使用跑遍森林寻觅来的松香,而是以煤油代

之。总之,殖民者从各方面使红头瑶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

他们不仅能驱走病魔,而且生活条件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提

高。远离了痛苦的辗转,并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反

应:教堂被符号意义所吞没而成为了共同体象征;所塑造出

的殖民社会团结友爱成分远远大于结构秩序成分。尽管殖

民者和红头瑶大多数情况下在动机上是无干系的,但双方

都拥有一个向前的共同驱力。虽然二者来自不同国度,但
这种足够大的驱力却能增大双方交互的动力机制。随着教

堂在红头瑶生活中产生的作用日益强大,红头瑶以教堂为

生活体系的共同依赖性也随之增大了。
(二)“红酒咖啡”之主。达芬村一带气候温润,法国殖

民者到来后,将其转换成了种植葡萄的理想场所。迄今为

止,在地面上还隐约显露着一些支撑葡萄架的坚实水泥柱

子屹立而在。几乎每个红头瑶都能道出他们与葡萄园和葡

萄酒之关系。法国殖民者早先留下的种植葡萄、酿造葡萄

的方式还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同时,法国殖民者还将喝

咖啡的习惯带入了此地。尽管喝葡萄酒或咖啡,对现时的

达芬村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消费,但是他们对这一高

雅文化依然十分神往。他们会用手指着沙吧镇街头那些为

迎合游客而开办的酒馆或咖啡屋,传诉着美好过往,默念着

曾与他们朝夕相伴的饮食习惯、平实风俗,又无法控制住几

分遗憾的流露,窃自哀叹着现实中束之高阁、远离素昧的生

活常态,早已成了不可企及的开销和享受。在此,葡萄种植

条件以及其与周围生态交换和传播的一体化性质,使红头

瑶、村庄、殖民者和正在形成的越南国家产生了某种已融合

的权力交叉。
(三)文明之化身。假若红头瑶和殖民者之间不存在任

何政治冲突,那么把他们作为单一过程来对待,则有利于理

解人类文明知识累积的进程。当面对教堂,红头瑶会因本

民族没有如此盛大的场面而略露惋惜。他们艳羡这种宏大

教堂的庄严与威耸,而鄙觑自身原始而松散的村庄结构。

他们认为这些外国人很有条理和安排,一切缘自他们有形

建筑的无形塑造。这些外国人,以阿拉伯数字为出行或活

动日期,是先进及文明之化身。而自身以农耕节气为标准

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则被视作是背离这种文明常态的。更

为关键的是,他们还认为西方的信仰,更是一种集体行为。

也许,大家聚集在教堂而组构成临时共同体,一定层面上是

具有实在意义的集体本体,但是教堂与殖民势力的同一性

却冲击了这种本应有的质性。殖民者新来乍到后,由于不

通当地语言,所以他们找到了能亲信的红头瑶,从基本的简

单事务开始,比如一日三餐,住房居所如何用瑶语说,然后

再用其母语将其译释过来。从简单的单音开始,与红头瑶

发生最为直接的语言交换。久而久之,殖民者便把握了红

头瑶音素结构,为他们创造了文字。今天的红头瑶能够抒

写本民族文字,就是殖民者贡献所在。一直以来,红头瑶始

终将这些居住在立体感强烈的房屋里的人当作文明之师。
(四)仲裁者。如同越南现代国家的行政运作一样,当

教堂置身于红头瑶生活内部时,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规范调

节。当红头瑶之间、红头瑶村落之间发生冲突或争端时,教
堂会出面就意识形态及行为动向之间的冲突做出调节。当

法国殖民者与红头瑶发生争端时,教堂也会出面解决。存

在冲突,就存在解决冲突的规则。存在争端,也就存在解决

争端的程序。殖民者的入侵一定意义上,使得红头瑶社会

转换成了一个边缘不清楚的领地,在这样一个置处于地缘

政治中而饱受外部机制调制的集体之内,充斥着多种权力

的运作。教堂藉此置身其中充分发挥了仲裁作用,以一种

明细的、老练的方式,安排和组织生产与再分配,最终造就

了一个靠着某种外力达到平衡的红头瑶社会临时整体。
(五)诚信之人。尽管在教堂里已没有法国教主和神职

人员的身影,但殖民者的诚信形象还是较好地铭刻在了红

头瑶的记忆深处。通过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到此一游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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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尤其是高鼻深目之模样的游客交往而加深了这种认

识,并将这些外国游客具有的特点推及到了先在的法国教

主或神职人员身上。在红头瑶看来,这些高鼻深目之人可

信。与亚洲人或者其他洲的人比较而言,他们更愿意与这

些白皮肤、蓝眼睛(欧洲人)、高个子的人交往。红头瑶认为

他们诚挚,有信用,很通融,令人尊重。几乎到此一游的此

番模样的游客都会深受红头瑶的追捧,而这样的游客也会

买走他们的手工艺品,更让他们感恩不已。由此,这不仅增

强了红头瑶与此类人更多的继续互动,而且也突出了他们

对历史上朝夕相处的这番模样之人的万般信服和景仰。
(六)作为同盟的权力运作者。殖民者来到达芬村后,

由于接管治理的需要,他们调动了村里一切可用的资源。

包括寻找代理人或经纪人。初入异地,殖民者需要借助当

地头人的援助才能摸清实况。组织和控制红头瑶、财物及

领土,推动殖民统治和奴役,达到支配整个社会形式的效

果,是殖民者的重要目的。在红头瑶社会中比较有权势的

头人,受到了殖民者的青睐。殖民者的提携无疑能够提振

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并加大他们暴露自己民族短缺的力度。

殖民者借助头人而达到善美的政策运作,同时头人也得到

殖民者的帮助实现了所求之愿。二者在相互支持中推进了

价值共识和行为诉求。结盟意识和实践随之出现并强化。

在此,建立在相互依存的更为广泛的、散乱的相似性是二者

成为组织性同盟的根源。一定意义上,头人掌控了村里绝

大部分财产。殖民者却没能一厢情愿获取这些财产。与头

人折中显然是捷径。由此,财产和政治权威的融合创造了

一个受禁闭而界限明确的独立王国,以教堂为中心而形成

的广泛合作也就相应地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网络的滋

生。而普通的红头瑶民众则因此被区别开来,沦落在边缘

的境地。总之,借助教堂,殖民者和头人获得了某种统治

权,他们凭借双方通融和接纳的手段,将各自所属的代表性

权威转换成了强制性权力。

总之,教堂尽管因为法国殖民统治崩溃后而走向了瓦

解,成为了既没有了教主也没有了神职人员更没有当地红

头瑶祭拜的空巢,但是教堂却在市场经济被激起的今天,以
不可抵挡的热劲促动着红头瑶自我身份的塑造与他者角色

的复归,催使着“实践”与“观念”互构机制的生成。可以说,

教堂在红头瑶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多义符号,隐喻着完整

的语义体系,这一体系使红头瑶脑海里和认知中的概念、意
象、情感、价值体系以及思维定势相互发生着联系。通过教

堂,可复现殖民时代的存在,可临摹出传统法规和制度造就

的地域共同体的界限,可通晓红头瑶有界性互动的当代传

递。毕竟,“作为自我存在的人需要依靠别的自我存在,只
有在与他人相处时‘我’才能真正显露出来。”[2]总体上,教
堂在增强禁闭性和地域固定性的同时,给之后越南国家在

交叠权力网络中产生的社会文明增生出了一个异趣于传统

的动态配方。教堂在意味着约束和规制的同时,却饱含了

在满足需求的际遇中生发创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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