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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

从西南方向的湖北省会向麻城进发，游客们首先会遇到一座蓝色的拱门，上面写着“麻城欢迎您”。这时
候路况迅速好转，道路两侧的店铺可以提供种种便利。人们的穿着比一路上其他地区更加光鲜，也不再

有什么家畜挤在马路上。游客们很快会看到另一座拱门，写着湖北省金针科技园。县城又大又新，干净

整洁。这里有一座三星级酒店，提供各种中、英文导览手册。大多数地方的居民，看起来都像是闲适的

中产阶级。环绕县城的乡村地区，也点缀着新建的砖房，屋边停着摩托车，表明这里的农业发达(尽管
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人们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政府热情周到，居民干劲十
足。这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功故事。

当笔者于1970年代初开始学术生涯时，我很清楚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焦点在于乡村。人们假定中国缺乏重
要的本土城市传统，直到这一传统被西方引入。学者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
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这两个问题似乎都需要对乡村传统和农业历史做深入而广泛的分析。

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对我来说，一位有抱负的学者可做的最新颖、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细

致地考察一个中国大城市的历史。那正是我所要做的。尽管如此，随后的三十年里，情况似乎倒过来

了。在全球化语境中，商业经济在中国高度繁荣，“文化研究”在学界大获全胜，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聚焦
于中国城市史，尤其是20世纪初期大都市的文化史，他们含蓄地假设，后毛泽东时代的变迁模式和文化
选择可以从这一时期得到最好的探讨。除了宏观比较政治经济分析这一重要的例外，乡村史似乎已经大

半失宠了。因此，作为一名坚定的特立独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显然属于中国乡村地

区、甚至边缘地区的地方史。这是一种自我下放。

和中国上一代的知识青年一样，我靠着很多人帮助才在学术道路上幸存下来。其中首先包括我在霍普金

斯大学历史系的同事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她仔细阅读全部初稿并改正了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霍
普金斯大学的其他朋友，理查德·卡根(Richard Kagan)、戴维·尼仁伯格(David Nirenberg)、蔡欣怡(Kellee
Tsai)、伊娃·冈萨雷斯(Eva Gonzalez)和曾媛媛(音，Yuanyuan Zeng)。我的研究生王笛(Di Wang)、格兰特·埃
尔加(Grant Alger)、赵刚(音，Zhao Gang)、马钊(Ma Zhao)、彭娟娟(音，Peng Juanjuan)、朴世英(Saeyoung
Park)和艾米·冯(Amy Feng)都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建议，并替我留意着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资料。对部分书
稿惠赐评论的人还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毕仰高(Lucien Bianco)、孔飞力(Philip Kuhn)、玛丽·兰钦(Mary
B.Rankin)、萧邦齐(Keith Schoppa)、濮德培(Peter C.Perdue)、包弼德(Peter Bol)、罗伯特·安东尼(Robert
Antony)、玛丽·伊丽莎白·贝里(Mary Elizabeth B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毕克伟(Paul Pickwicz)、阿尔
弗雷德·林(Alfred Lin)、伊丽莎白·辛(Elizabeth Sin)、田海(Barend ter Haar)、王汎森(Wang Fan-sen)、厄内斯
特·杨(Ernest Young)、冯客(Frank Dikotter)，以及我的老朋友穆里尔·贝尔(Muriel Bell)编辑。吴应  (Odoric
Wou)、姜进(音，Jin Jiang)、芭芭拉·佛克马(Barbara Volkmar)、陈永发(Ch'en Yung-fa)和韩晓蓉
(音，Xiaorong Han)不仅给予评论，还和我分享了他们自己研究麻城地区时的印象。第五章、第七章部分
内容，以前曾以《明清之际的大别山区域》为题发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感谢惠允
在这里重新使用这份材料。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同仁让我受惠良多，尤其是马敏、章开沅、付海晏、刘家
峰、朱英、田彤和高卓南(音)教授，以及他们的几位研究生。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作为湖北省档案
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方志办的成员，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麻城，我必须深深感谢范益中

(音)副市长、麻城县方志办钟世武(音)主任，麻城县档案馆和麻城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非常博
学的当地历史学者李敏女士。我还要感谢阎家河和乘马岗镇的镇长，特别是曾家湾村热情好客的曾家，

他们为我访问麻城乡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家人——Jill，Josh和Sara亏欠得最多。



导论导论 
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从前的革命盟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在位于大别山区(它将长江
流域与华北平原分隔开来)的麻城县，当地百姓报道了一起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突然之间一阵红雨倾
盆而至。 注1 该县居民或许有些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一场血洗的风
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夺走了当地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这样的事情绝非第一次发生。麻城人民

的集体意识和地方认同中，深深铭刻着穿越过去的记忆：动乱时期一再发生的同样血腥的杀戮，以及和

平时期数不清的日常暴行。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暴力 注2 之地。

我们将会看到，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官员和文人们，对麻城的暴力倾向有着充分的了解。西方观察家

也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例如，在1969年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中，美国政治学家小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试图研究在通往1949
年共产党之最终胜利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某些地区为何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革命的成长。他借助

计算机所做的细致分析表明，多数情况下，在社会生态与共产主义诉求的接受程度之间确实没有显著的

相关性；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组织力量最强大的地方，革命最容易获得成功。但霍夫海因茨的确发现

了几个例外(他称之为“温床县”)，这些地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扩散和持续成功”对这个总体模式构成
了挑战，他只能推断，其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因素”对暴力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助益。霍夫海因茨从中
国2000多个县中辨识出8个“温床县”，其中两个就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后者在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
的一部分。 注3

本书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是麻城？更确切地说，我要探寻的问题是：当我们将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
维埃根据地——置入极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时，中国革命看起来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更主要的，我想知道
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会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其延续时间之长，超越了文化、经济、社会和政

治变迁历程。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选择？以相当长时期内

——从14世纪蒙古人被驱逐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的7个世纪——单个小地方的经历为基础，本书希望对
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暴力现象进行更广泛的探讨。我将表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暴力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许多作者的关注对象，包括批判性的政治思想家 注4 、功能
主义的社会科学家 注5 以及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家 注6 ，这一反思性群体共同有助于我们探讨麻城的
暴力。它首先提醒我们，暴力行为也许是正常的或经常的，而并非异常的。尽管暴力是非理性的、不道

德的这一看法深植于当代西方文化，可在许多其他文化和大多数传统社会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关于暴

力之构成要素、暴力行为之合法性的流行观点，其实是与社会历史背景相关的。而且，即使在同一背景

中，关于暴力及其合法性的观念通常也存在着相互竞争，其中包括由国家将其视为犯罪行为的法律/政
治观念(尽管国家本身也和私人或群体一样，惯于从事暴力活动)，也包括一种或多种在流行道德观中起
作用的不同理解。社会、国家和文化建立了习俗或规范，在其范围之内对暴力实践加以组织化、常规化

乃至仪式化，以便抑制或引导它。面对这些习俗或规范，暴力行为可能会构成蓄意的合法性冲突，或者

社会主流规范和主流话语的注脚。换言之，暴力有其表达性的一面，它是交流的媒介。暴力又是一种表

演，它不仅意味着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在场，还意味着一个或多个目击者的在场。它也许会被用于明确的

戏剧性目的——例如，展示被割下的头颅作为“越界的象征” 注7 。但即便是更平淡的暴力行为，通常也
要依赖其可见性，依赖“所有卷入者都能从相关的行为和形象中至少获得某种基本共识的可能性” 注8 。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中国文化独特的历史运行过程中解读暴力的含意呢？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整个历

史时期人们的日常实践经验中，中国和大多数人类社会一样暴力。不仅有本书中的证据，而且我们关于

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大多数知识，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事实。与此同时，中国也和所有社会一样，设计了

文化手段来驯服或抑制这种暴力实践，或者更恰当地说，来为人们提供应对其日常生活中暴力现实的工

具。事实上，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其用文字表达的文化传统中(尤其是我们统称为“儒家”的文化
单元)，中国在谴责暴力行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共存确立为道德规范方面，要比许多其他文
化传统积极得多。至少在20世纪之前，这种文本传统对于和谐、和平、礼貌的偏爱是如此一以贯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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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许多历史学家(显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将中国历史的诸方面描述得更加平静，也许超过了它能够被证明
的程度。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如下事实：这整个文本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对机制、规范的幻象，并

非事实的描述。

人类学家斯蒂芬·哈雷尔(Steven Harrell)在阐述暴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意义的出色成果中，强调了这
一深刻的文化传统。哈雷尔指出：和其他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对暴力的谴责和憎恶达到了异乎寻常的

程度——它“贬损军事成就的荣耀，将最高声望给予文人而不是军人，追求和谐甚于任何其他价值”。哈
雷尔注意到，在童年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的儿童总会因打斗而受到惩罚，即使他们是受害者而不

是侵犯者，因为他们没能坚决地共同避免冲突。 注9 我本人对汉语中最常用来描述我们称之为暴力的词
汇做了粗略的调查——诸如暴、猛、悍、横、凶、戾、烈和某些用法中的狂、乱等字眼，以及在意义上
具有细微差别的无数种组合，都为哈雷尔的观点提供了某种支持。在最常见的用法中，这些词似乎具有

明确的谴责意味。“暴力”用来形容剧烈而无理性的自然力量(暴风、狂雪)，野生而未驯服的动物(暴虎、
暴犬、悍马)，低于人类的、半开化的文化(蛮、横)，以及被斥为顽固、桀骜、恶毒的个人行为和性格。
这些形容词被轻蔑地用在那些不服从共同规范的社会类群身上：强盗和土匪(悍逆、暴寇)，难以驾驭的
下层人(暴徒)，不受管教的奴隶或仆人(悍仆、悍婢)，反抗给定的性别角色的女性(狂女、悍妇、悍妻)，
以及各种社会群体中最受鄙夷的官府吏役(暴吏、酷吏)。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的经典文本《荀子》中，
暴力词汇就被借用来描述残暴的统治者和他们的政权(暴国、暴君、暴主)。 注10

不过从很早的时期开始，也存在一种反向的理解方式，其用法远没有那么不近人情。勇敢、无畏、热诚

正直的人会被称为悍勇或猛勇、猛士或烈士。“狂”在通常的用法中表示狂犬意义上的“疯狂”，也开始用
来形容令人钦佩、具有大胆独创性的诗人、画家、哲学家。早在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就用“暴抗”来描
述同时具有暴力性和正当性的政治抗争行为，这一激进用法在后世产生了许多有力的回响(暴起、暴
动)。这些用法起码为如下观点打开了方便之门：至少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用文字表达的文化包含着接
受暴力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文化是如何让自己接受暴力的呢？也许有很多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最近的学术文献提供

了三种答案。首先，人们可能认为中国精英文化是明确反对暴力的，因而将暴力行为的偶然发生及其在

特定环境中的合法化视为异常的或者(更宽容地视为)反文化的。当哈雷尔说到“真正的文人”会完全接受
明确谴责暴力的正统思想，而容忍暴力则意味着其“文人”身份不充分时，他似乎倾向于这种观点。我想
这里他显然是走过头了。17世纪的梅之焕(见第五章)、19世纪的余雅祥(第八章)，甚至20世纪的军阀夏
斗寅(第十一和十二章)等麻城本地子民的例子，都显著地证明了自觉文人身份与残酷暴力倾向之间的密
切联系。

新近出现的将暴力与主流儒家文化协调起来的第二种途径，是将暴力视为中国男性特质的一个特定组成

部分。例如，该研究路径的先驱之一曼素恩(Susan Mann)，将共有的暴力倾向(至少在某些场合)视为“男
性纽带”的关键，这种纽带是帝制晚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机制。 注11 另一些人，例如文学史家卡
姆·路易(Kam Louie)，将文与武比照为理想化的中国男性的选择性模式，不过他注意到，在这一对范畴
中，文“包容”着武，就像阳包容着其对立面阴。 注12 但是，尽管这种路径或许颇有可为，对我来说却似
乎尚未形成一种真正有用的指导，以便理解暴力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面目。

第三种途径，也是使我能接受的本书的实质，首先坦率地承认中国文化内部其实为“被许可的”暴力提供
了充裕的空间，无论是在平民层次还是在精英层次。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出色地展示了这种暴力是
如何与中国早期的主流文化相适应的。 注13 在最近一篇富有创见的论文中，田海(Barend ter Haar)令人信
服地勾勒了直到帝制晚期和现代时期仍然被文人本身所充分认可的暴力行为的巨大范围。田海承认中国

精英文化中的确存在一种“远离暴力的长期趋势”，但他坚持认为这种趋势是高度“变异”和“分化”的。精
英们不会把暴力技能(例如在流血的消遣活动中)当做确定自己身份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赞成用这
种方式来处理相互关系，但是暴力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仆人、未独立的家庭成员、佃农)
仍得到了文化上的充分认可，尽管最残酷的惩罚是针对那些被视为罪犯、叛乱者及其他非正常人的。 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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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晚期和现代中国更广阔的大众文化中(精英们总是习惯于与之竞争，即使当他们本人也参与其间
时)，被认可的暴力甚至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如大批学者最近所指出的，草根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
上是一种暴力的文化。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会目睹杀鸡宰鱼等血腥行为，在令人激动的特定场合，还能

看到鞭笞罪犯或残忍的公开处决。大众娱乐如斗鸡、本地年轻人之间激烈的斗殴，在某些地方还有用石

头打群架的仪式化流血行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听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时常可以看到的戏剧，使暴力行

为得到了美化。以动物的流血牺牲、巫师和招魂者极端暴力的表演为特征的民间宗教，强化了将暴力视

为人类生存中一种自然要素的习惯。男性平民往往会在暴力行为中展示自己的威力，以图在当地获得社

会地位；作为整体的村庄社区则会进行军事训练以防止外人进入——最近一位学者称之为“在持续的敌
对环境中维护集体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暴力” 注15 。在麻城，那些环境几乎总是充满敌意的。

戴维·罗宾逊(David Robinson)着眼于与这种大众文化同时存在(并有助于其延续)的物质利益网络，描述了
帝制晚期中国的“暴力经济”，这对我们解释麻城的经历很有帮助。罗宾逊说道:“非法的力量是社会秩序
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它也是对这种秩序的重要威胁。” 注16 暴力不仅长期延续，事实上还全面嵌入了
当地社会经济和国家行政机构。秩序的力量(地方强人和军事首领这样的“权势者”)与反秩序的力量(经常
被随意贴上“土匪”的标签)共存于一种妥协达成的粗略平衡中。政权想要抑制或驯服暴力行为时当然会令
人不安地依赖于前者，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个人当权者往往也会支持后者。当然，支持和平的人可以通

过与自己的对手打交道维护其既得利益，这是他们自己拥有武装力量的合法理由；事实上，在不同角色

边界之间有着巨大的流动性。这是国家繁荣时期的情形；而在中央权威崩溃之时，地方社会的平衡会灾

难性地瓦解。

在麻城历史中，两种特定的暴力文化模式似乎尤为突出，尽管它们并非该地所独有。一种是众所周知的

英雄或武侠观念，及其更普遍、更现实的变体——好汉理想。由于这种传统作为儒家和谐传统的替代选
择对底层阶级极有吸引力，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反文化，但是这种做法掩盖了这套观点对精英文化本身的

影响程度之深。事实上，最近有位中国学者声称英雄观念正是文人的“千古旧梦” 注17 。这种修辞至少和
司马迁在公元前1世纪对游侠——詹姆斯·刘(James Liu)巧妙地将该词译为“游历的骑士”，但伯顿·沃森
(Burton Watson)译作“刺客”更加准确——的歌颂一样古老，并在文学史中不绝于书，一直到当今电影里
史诗般的武术情节。 注18 詹纳(W.J.E.Jenner)出色地表明，“硬汉”这一文化角色以最广泛的形式占据了各
个时期中国儿童和青年(并不仅限于男性)的想象。帝国刑法不时想要将这种传统排除在民众接受范围之
外，但从未取得多少成功。 注19 我们将会看到，对真正男性特质的这种认同(它对容忍暴力和惩罚暴力
都有一种可敬的、浪漫的甚至有趣的渴望)，在麻城县环境恶劣的高地地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贯穿
了明代后期该县著名的造访者之一冯梦龙的小说，并在该县最有争议的长期旅居者李贽所阐发的道德英

雄主义观念中(尤其是在他旅居麻城期间编辑并大幅改写的小说《水浒传》中，见第四章)处于核心地
位。显而易见，我们将在麻城历史上遇到的许多暴力人士，他们至少部分地在践行英雄原则。

另一种模式甚至更为基本和无处不在，它实际上使暴力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需求。这种模式就是田

海所称的“魔鬼学范式”，认为世界就是田海所说的(也是我认为的)属于“中国宗教文化最古老的沉积
层”，构成了中国民间宗教的一般基础。 注20 田海以武雅士(Arthur Wolf)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后者将中
国民间信仰中的超自然存在区分为祖先、神灵和鬼魂三种类型，分别与人类社会中的某一类人相对应，

当事者与之共存于特定的关系中：祖先对应于家庭；神灵对应于官员或其他上层人物；鬼魂则对应于陌

生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对应于游民、乞丐、土匪、叛乱者之类的危险人群。 注21 田海从第三种类型中
抽取出有害的含义，证明中国民间宗教建立在由这些“鬼”，或者用他更偏爱的译法——“魔鬼”，所导致
的“持久而根本的暴力危险”这一基本假设之上。这些恐怖、血腥、非人却又类人的实体，有的“停留在
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带，但还有许多一直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它们尤其潜伏在岔路口、桥梁下、房门
口、窗户缝以及其他局促之地，但实际上它们无处不在。魔鬼热衷于吃人，尤其是人的鲜血和内脏，而

且喜欢以最令人憎恶的方式将人们“吞食和碾碎”。只有精心而持久的努力才能避开它们：护身符、八卦
图、象征“生命力”的红色、贴在门口的武将画像以及事实上所有的传统中医文献，都是防御武库的一部
分。驱邪仪式亦然，暴力亦然。

对这些魔鬼所预示的可憎的暴力，必须同样坚决地、血腥而彻底地消灭它。魔鬼威胁无处不在，对付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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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也须臾不可懈怠，这为中国大众文化(在某种层面上也包括文人文化)中的暴力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合法
性。 注22 它使得人类的暴力，正如人类所面对的魔鬼的暴力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完全“正
常”的一个方面。魔鬼如此善于变化，而且总是以人类的形式(当然，通常是武雅士所认为的相应社会类
别的人)出现，这为针对他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提供了特许。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暴力行为的对象(等待
惩罚的罪犯、叛乱者、敌军，甚至田海所暗示的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敌人”)总是会被妖魔化，以将针对他
们的血腥行为合法化。

魔鬼的威胁无处不在，在某些时刻它会尤其危险。在这种时刻需要做出特殊的反应。反应之一是由社区

领袖召唤自己的神兵去反击与社区为敌的大批魔兵；当然，这些神兵本身也有魔力、因而也是危险的，

但是以谦恭而娴熟的灵媒为中介，他们也许能成为人类的救星。针对魔鬼造成的危机，另一种反应是去

召唤或者让自己成为消灭魔鬼的救世主，这种做法受到土匪、叛乱者等被社区疏离之人的偏爱。田海认

为，这种“魔鬼学救世主传统”是和佛教宗派的千年王国传统并存的，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颇为相似，但产
生于异质的宇宙观系统，后者多少有别于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体系，前者则直接根源于此。 注23 在这两
种危机反应方式中，杀死敌人(以人类形式出现的群魔)、发挥净化功能的暴力行为都得到了广泛而自由
的认可。

本书将要讨论的麻城县，其实正是这种“魔鬼学范式”的典型代表。实际上，田海本人引用了18世纪以麻
城为中心的一次叛乱，作为其论点的主要例证之一。 注24 人们为肃清鬼域的魔将修建寺庙、准备供品，
一支神兵会在某个时候回应他们的祈求，拯救该县免遭杀戮(第一章)。地方民团、叛乱者、土匪、政党
同样用红色装饰自己(红巾、红军、红枪、红卫兵)并使用祛魔的语言，例如将自己的敌人妖魔化为“阎
罗”，或者像17世纪那位极其残忍、被称作“刮地王”的叛军领袖一样，以驱尽群魔为己任。此等做法，
使摧毁、根除、歼灭或清算敌人的要求变得极为合乎人意。对魔鬼的战争是毫不仁慈的战争。

麻城的暴力文化是与集体记忆的运作和地方历史的实践密不可分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所
有的记忆都是前兆” 注25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真实的回忆是由个人展开的，但记
忆必定是在社会群体的层次上形成并指向群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会和群体的结构及关注点一起发

生变化。 注26 个人可以使自己远离群体的集体记忆，可以批评它，但这是极其困难的；只有参加新的群
体或者多个群体才有助于这么做。记忆的载体或场所，诸如文字记录、老物件和纪念碑、纪念性典礼，

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建构(及其不断重构)，但这一过程的发生总是与现在相关联，与当前群体的理解、态
度和需要相一致。集体记忆不断地受到挑战；既然记忆是维持或质疑当下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它便具

有相当活跃的政治性。这种政治的一部分就是发明虚假记忆并与准确的记忆相混杂；“社会健忘症”也是
如此，也就是对过去那些不愉快、不适宜、或者看起来不合规则的现象的集体遗忘。

对哈布瓦赫和随后的作者们来说，历史与集体记忆之间有一种令人尴尬的关系。虽然有一种与记忆更相

符合的“实存过的”或“实存着的”历史，可书写下来的历史常常正好与之相反。两者的目标是不同的。历
史属于少数的职业专家，而记忆是更广泛的集体的财产。历史努力成为“客观的”或“真实的”，而群体记
忆则无可辩驳是“主观的”。历史努力实现意义的明确性，而记忆是无限多样的。历史为线性时间中的过
去提供一种“固定的”描述，试图“让过去停留在过去之中”，而记忆将过去的事件置于与现在的持续对话
中。哈布瓦赫的后继者之一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将这种二分法提到了夸张的程度。历史对记忆天
生怀疑，不断致力于征服或摧毁它，而且最近似乎取得了成功；诺拉说到了“历史对记忆的征服和根
除”，他将这一过程与“集体记忆之宝库……农民文化”的消亡联系起来。 注27

但我逐渐认识到，麻城的历史与这种两极对立适相悖谬，或至少使它复杂化了。在具有如此深厚的地方

历史著述传统的文化中，文字记载的历史(即使在县级和县级以下范围)从未取代集体记忆，但总是和后
者进行着活泼的对话，就像它与纪念碑、石碑、民间传说、民谣、戏剧和文学传统，以及其他无数现存

的(和不断生产出来的)过去之遗迹进行对话一样。定期重修的县志、宗谱及其他文献与口述传统之间，
不同文献之间，就如何理解共同的当地历史进行着持续的交流。或多或少，这些文献希望绝大多数识字

的甚至不识字的当地居民成为自己的读者。最近几十年麻城涌现出大批这样的材料——高度口语化的镇
区历史，带有浪漫的/与战争有关的情节和具有煽动性的例证，歌颂自己家乡(暴力)的革命历史——但我
们将会看到，这绝非共产主义时代的首创。 注28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2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3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4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5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6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7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8


所有这些地方历史著述都试图利用过去为当前服务，但始终不乏争论或抵抗。当地历史中长期充满了令

人欢呼的英雄和让人鄙薄的恶棍，但这些人身份的确认总是需要商榷的。例如，李贽究竟是革命的殉道

者，可鄙的社会秩序威胁者，个人自由的捍卫者，抑或只是以其存在给麻城带来荣耀的名人？过去的特

定英雄行为——比如说，明清之际四十八寨的抵抗活动——究竟是中国式民族主义发端的明证，地方主
义抗争的表达，抑或只是地方强人重新控制叛逆的一种手段？社会健忘症也对重构过去发挥着作用，例

如，颂扬明朝末年当地人梅国桢的“平民主义”，却轻易忘记了他是该县最大的奴隶主；为李贽长期旅居
该地而自豪，却淡忘了狂怒的居民是怎样粗暴地把他赶走的；纪念当地国民党支持者的北伐，却遗漏了

他们带给麻城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或者当地的中共党史对令人尴尬的肃反清洗所作的巧妙处理。

在这里我仅叙述两个稳妥的例子，来说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种复杂互动是如何在麻城起作用的。明朝

末年的叛乱者张献忠(他作为屠川的刽子手在历史演义中被人所熟知)曾数次席卷该县，造成了巨大的生
命损失。尽管他在当时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支持，但其残酷嗜血使他注定无法得到麻城历史学家，

甚至其中最左倾者的赞许。然而一个当地古老的传说对张的刻画却不无同情，而且视之为当地的骄傲。

这个传说和一处自然遗址联系在一起，后来被编入1993年的《麻城县志》。传说中提到，张年轻的时候
在四川当马贩子。他因为盗窃而被捕，并被押送到身为麻城人的提刑按察副使陈楚产面前。这位按察使

注意到张气度不凡，下令放了他。张保证日后有所报答，问陈家乡所在。按察使颇为谨慎，含糊其辞地

答道，“湖广屋挂包茅树挂草，无河却有二道桥那地方”。多年以后，张的叛军占领了麻城。看到包茅和
稻草像陈说的那样垂挂着，张突然涌起一种负疚感。他下令修建了一道城墙和一座祭坛，在那里供奉祭

品，以纪念死去的陈按察使。这道城墙以“拜郊城”而知名，它一直是民众感伤情绪的焦点之一，直到
1939年日本侵略军意识到它具有唤起当地抗争的潜能而将其摧毁。 注29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不那么有名的叛乱者、麻城人鲍世荣。鲍是一位地方强人，参加了1674年的东山叛
乱(第七章)。他的活动以麻城东南部山村张家畈为中心，据说为害数十年之久，发展到拥有10000人的
武装。最后是清代著名的模范官员于成龙成功地组织一支队伍，以惨重的人员伤亡为代价将鲍击败。于

随即下令在鲍被打败的地方树立一座石碑，以纪念该地的永久平定。这座石碑一直是对于成龙在该县卓

有成效、受人爱戴的任期的纪念。但附近的另一处地方遗迹，一座曾断断续续地做过鲍的指挥部的石马

厩，也作为鲍氏叛乱(它被视为激烈反抗帝国财政汲取的一种地方性行为)民间记忆的焦点留存至今。清
朝末年，当地历史学家王葆心的一部半学术性畅销书，就是建立在普遍同情鲍世荣的基础上的，该书将

当时的叛乱视为作者本人所处时代反满的汉人民族主义的原型而加以褒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鲍

作为一场农民起义的领袖，仍以不同的方式被铭记在官方史著中。 注30

本书采用的方法，是毫不掩饰的叙事史方法。就是说，我要讲述的故事，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所描述的那样，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它更加文学化而不是科学化，行文更具描述性而不是分析
性，聚焦于细节和特殊之处，关注人类经历的种种复杂性。 注31 它是一部社会史著作——一种我仍然深
深服膺的体裁，但是和更新近的文化史(本书似乎不属此列)相比，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科学史那种充
满自信的结构主义方案进行了反思。和德国历史学家彼得·杰拉维奇(Peter Jelavich)一样，我承认“对结构
看得越清晰，对它们嵌入其间的混乱也就看得越清晰”。为了撰写一部以中心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暴力)为
线索的史著，不回避在恰当的时候进行结构主义的微观分析，但更依靠历时性叙述并将其作为组织素材

的核心手段，似乎是在结构与混乱两极之间界定一个方法论中间地带的途径之一。 注32

将本书称作微观历史似乎有些夸张(在本书考察的整个时期，麻城人口数以十万计)，但是在当地人和外
人的眼中，该县往往被界定为更宽广的中国内部的一个小地方；而且我的目标和微观史学家们一样——
再现普通人的感知和生活经历，试图像彼得·珀都(Peter Perdue)最近强调的那样，去理解这些人是怎
样“解释自己时代之变迁”的。 注33 与此同时，本书还是一部长时段的地方史，这种年鉴学派的方法曾经
风行一时。本书的长时段视角使我们能够探讨如下因素的延续与变迁：生产体系、对小地区的认同、城

乡关系、地方社区的团结和对外来控制的反抗、支配体系和对它的质疑、性别角色与性别关系、强制性

机构、集体行动的动员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诸话语。 注34 但我们的故事很难说是令年鉴派史家屡
受苛责的那种“遗漏了事件的历史”，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是，因为麻城县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历史宏大叙事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29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30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31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32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33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text00004.html#zw34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研究中国文库精选辑：细分小切口看近代中国史（套装共5册）》白彬菊.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994.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