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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县疆域图 
 
 
 
 
 
 
 
 
 
 
 
 
 
 
 
 
 
 
 
 
 
 
 
 
 
 
 
 
 
 
 
 
 
 
 

资料来源：《松溪县志》，成文出版社 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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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县政区图 

招沙甲村

雷畲村

大布村

溪东乡

花桥乡

河东乡

渭田镇

资料来源：《松溪县志》中的插图，中国方志出版社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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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畲族是中国东南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对畲族的研究构成了东南民族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畲族历史文化展 了不同角度的

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畲族相对集

中和畲族自身文化特色较突出的地区的研究，如闽东和浙南等地。而疏于对散居

或杂居地区的畲族的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是依托史书的记载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

方式，对少数民族民间文献的 发和利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所以基于以上的考虑和感兴趣于专家学者们对畲族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实

证的、具体的研究，整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广泛

收集、整理和利用地方和民间文献的同时，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重视民间文

献史料、口述史料和实地考察的结合，对闽北松溪畲族家族社会进行微观的个案

考察。以期能有更多的学者和畲族问题研究者来关注和关心散居、杂居地区畲族

的历史文化发展。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前言，包括选题缘起，相关学术回顾，及研究

方法、主要资料和论文结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中心内容，共有四章内容，第一

章主要侧重于松溪县基本概况的描述，如介绍松溪县的隶属沿革、生 环境、人

口发展和人民的主要生计模式，及松溪畲族的分布、人口和现状。第二章详细阐

述松溪畲族的姓氏起源、迁徙路线和时间；蓝、雷、钟三姓畲族的家族发展变迁

历史，及其与当地汉族之间的交流融合。 后，对松溪畲族与福建其它地方的畲

族进行一个简单的横向对比。第三章，主要通过对保存的畲族契约文书进行分析，

说明松溪畲族的主要经济活动和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情况。第四章，还是

主要利用契约文书作为媒介，探讨畲族家庭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活动及婚育情

况。第三部分为结语，是本文的总结。 

总之，本文试图利用民间文献解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各种地方

文献和口述资料，力图呈现闽北松溪县畲族及当地社会从清初至民国的社会变

迁。通过对闽北松溪畲族的微观分析与个案研究，描绘出松溪的社会变迁的历史

过程，借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清至民国以来闽北的社会发展过程。 

 

关键词：民间文献；松溪畲族；家族；经济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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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he is an ancient Chinese south-east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study of She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outh-east nation study.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fields scholars 
studie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e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has gained fruitful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s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She 
and their own cultural features, such as East Fujian and Southern Zhejiang. But 
neglected the study of She in regions of scattered or mixed.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is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field research combin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the writ of contracts remain to be excavated. 

Therefore, I attempted to base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histor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other subjects, tried to collect, sort and use of writ of 
contracts in a wide range. Did a micro-case study on this basis. I carried out field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She ethic group’s civil 
documents materials, oral history and field studies of the rural community in Song’xi 
County of North Fujian Province. With a view to more scholars concer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he in the regions of scattered and mixed . 

The full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Preface. Including the 
origin of topics, the review of relevant academic hist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pape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ntents is the center of this 
article, a total of four chapters. ChapterⅠ: focused on the history subordinat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general current conditions of She ethnic group in 
Song’xi County. Chapter Ⅱ: focused on the clan change history of She ethnic group 
in Song’xi County. Such as the origin of surname, the moving time and migration 
routing, the clan 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She and Han. Last, 
give a comparison between She in Song’xi County and other places in Fujian 
Province. ChapterⅢ, mainly through the economical contracts, analysis the ma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loc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Song’xi 
County. Chapter IV, the main use of the writ of contract as a medium to explore She 
women’s economic status in family, social activities, marriage and fertility conditions. 
The third part is the conclusion to this article. 

In shor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folk literature and 
field research. trying to show the clan changes of She ethic group 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Song’xi County in North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is, we can take a further recognition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North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writ of contract ; She of Song’xi; cl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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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    言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畲族是中国东南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至迟在隋唐

时期，畲族先民已聚居在我国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由于种种原因，畲族先

民曾经不断向外迁徙。如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使得畲族先民往往“耕山而食，

率二三岁一徙”①，还有“有病殃则发焚其室庐而徙它乡”②的生活习俗；及不堪

剥削压迫和人口的压力等方面原因，这些都导致了畲族先民不断往外迁徙。在经

历漫长的历史迁徙之后，畲族逐渐形成了今天“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贵州等七省，聚居地则主要

在闽东和浙南。“不论是聚居或散居的畲族村都比较小，一般都在几户乃至几十

户，周围是汉族村，也有的村落是畲、汉杂居在一起的。”
③ 

从 20 世纪初以来，畲族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面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

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将研究的目

光投向畲族文化研究，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和兴趣，对畲族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

丰富的研究探讨，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关于畲族的族称、族源、民俗、宗教信

仰、迁徙历史、服饰、语言、音乐、还有与其他族群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几乎

囊括了畲族文化的所有领域。从研究的模式来看，则既有宏观的全面论述，如蒋

炳钊编著《畲族史稿》；也有微观的个案解剖，如由石奕龙主编《福建罗源县八

井村畲族调查》等。 

但是笔者认为，以往对畲族的研究还有不尽完善或欠缺的地方。首先，从研

究的区域看，前人的研究，不管什么角度或模式的研究，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

焦点集中于闽东、浙南、粤东等畲族比较集中和民族文化特征比较突出的地区，

这似乎已形成了一种畲族研究的传统和取向，而疏于对那些散居或杂居在汉族中

                                                        
① [清]陈寿祺：《福建通志·风俗志》卷 1《永春州》，厦门大学古籍室藏。 
② [清雍正]张士琏：《海阳县志》卷八，厦门大学古籍室藏。 
③ 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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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畲族的研究。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的畲族在人们看来，已完全汉化，民

族特征不显著，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而往往被忽略了。同时，正因为他们

不具有显性的民族文化特征，又缺乏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文字资料的集合，要追寻

他们的文化轨迹，难度无疑增加了，使人望而却步。就福建省而言，对闽东畲族

的研究是不间断的，不同时期，都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60 年代，国家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广泛 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

查研究。其中闽东调查成果显著，凝聚成一篇篇的民族调查报告。如《福建罗源

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蒋炳钊、林玉山等，1958 年）、《福建福安县甘棠

乡山岭联社畲族调查》（施联朱、陈佳荣等，1958 年）、《福建霞浦县畲族情况调

查》（雷恒春、施联朱、顾海等，1958 年）等①，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

贵的资料。改革 放后的 80 年代，随着全国第一届畲族史学学术讨论会的召 ，

对畲族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1988 年，厦门大学出版了蒋炳钊编著的《畲

族史稿》，此外还出版了人类学学者编著的《福建省霞浦县崇儒公社调查报告》

（1983 年）。到 90 年代，《霞浦县畲族志》出版，陈国强著《霞浦水门畲族》②，

及蓝达居的硕士论文《试论闽东畲族文化变迁模式》和蓝达居、郑东夫的《霞浦

县畲汉婚俗调查与比较研究》
③
，等等。进入 21 世纪，进一步出版了《闽东畲族

志》④，还有蒋炳钊的《东南民族研究》⑤，石奕龙主编的《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

族调查》，郭志超的《闽台民族史辨》等⑥，对闽东畲族的研究可谓成果不断。 

除了闽东，其次就是对闽南和闽西畲族的研究。如杨金水《试论漳浦县是畲

族重要祖居地》⑦，粘良图《晋江内坑霞美畲村节俗》，邱水才《百家畲洞与畲族

探源》，江宇崧《永定畲民与客家人》⑧及李成武的硕士论文《闽西畲族研究——

以福建上杭县为例》（1998 年），还有 1994 年出版的《上杭县畲族志》⑨等。 

相对闽东来说，对闽西、闽南的畲族研究要少一些，对闽北畲族的研究就更

                                                        
① 福建省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人出版社 1986 年。 
② 霞浦民族事务委员会：《霞浦县畲族志》编写组编，1993 年，中国人类学学会 1999 年。 
③ 福建民俗学会编：《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④ 蓝运全等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⑤ 蒋炳钊：《东南民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⑥ 石奕龙：《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黄山书

社 2006 年。 
⑦ 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 1987 年。 
⑧ 陈国强主编：《畲族民俗风情》，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⑨ 黄集良主编：《上杭县畲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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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对闽北建阳和顺昌的畲族，有学者作过探讨。如吴文《顺昌畲汉婚俗浅探》

①，从顺昌畲汉两族人民的婚俗传统，探讨畲族婚俗的特点及影响其特点的因素，

如儒家文化、经济水平、民族文化等因素对婚俗的影响。蓝达居《顺昌畲族的传

统再发现》②，主要站在文化复兴的角度进行阐述。潘宏立的硕士论文《福建畲

族服饰研究》③，对顺昌和光泽的畲族服饰特点作了简短的描述。而对松溪县畲

族却乏人研究，目前仍无人问津。 

笔者觉得，对于散居或杂居地区畲族的研究，也应该尽快纳入学术研究的视

野。特别是，对闽北畲族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和独立的学术体系。因为如

果缺少了对这些地区畲族的研究和关注，那么对中国畲族文化的表达和展现，无

论如何都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至少是不完美的。 

其次，以往的研究，基本上侧重于展示畲族自身不同于汉族历史文化的一面，

也就是说侧重于与汉族对比的“异”面，或者说畲族自身所谓“不变”的一面的

探讨，将其置于异文化或者说边缘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和阐述。如对于畲族族

称、族源、服饰、语言、信仰、婚俗等独特历史文化的研究。而对于“和”和“变”

的一面研究不够，在畲汉交融互动的过程中，简单的“汉化”一词，只说明了结

果的一个表象，而不能表达出丰富的历史过程。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将畲族置于

被动和客体的地位，把汉族置于主动和主体的位置，成了落后和先进的两极。笔

者觉得，必须从当时当地历史背景出发，把畲族置于当地社区环境中，才能看出

其历史发展演变和社会变迁的轨迹。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畲

族和汉族人民到底如何互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共存于同一社

区中。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笔者见到了少数一些类似的文章。如

2005 年全国畲族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麻健敏《试论畲族民间信仰的历史变迁

及影响》，探讨了福建畲族民间信仰从封闭走向融合的过程。王逍《收养与继嗣：

畲汉互动的特殊纽带》，以浙江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畲族村落——沙溪村的个案

研究为例，探讨了在收养的模拟血亲系统中，畲民们如何恪守着自己恰当的继嗣

身份，同时又与汉族家庭保持着一种礼仪式的交往。④还有在 2007 年底召 的畲

                                                        
① 福建民俗学会编：《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② 吕立汉主编：《畲族文化研究论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③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5 年。 
④ 吕立汉主编：《畲族文化研究论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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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温春香提交的《略论明清之际畲族民风之改变》一文，探

讨了畲民从宋元明时期的“桀骜不训”到明清之际的“惇朴平和”性格变化及其

转变原因。这些研究都比较关注畲族整个发展变迁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描述一

个结果和表象。 

第三，从依托的资料来看，主要借助于史书、方志和文人文集的记载，其次

是各地畲族族谱的记载。如东汉末应劭《风俗通义》，晋郭璞注《山海经》，晋干

宝《搜神记》，《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及《资治通鉴》、《宋史》、《明史》等

等。还有宋刘克庄《漳州谕畲》，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明王守仁《王文成公

全书》、谢肇淛《五杂俎》，清顾炎武《福建防闽山寇议》、梁章钜《归田琐记》、

杨澜《临汀汇考》、卞宝弟《闽峤輶轩录》等。以及各地府、州、县志也有相关

的记载，如《闽书》、《龙岩州志》、《汀州府志》、《南平县志》、《景宁县志》等。

但是这些记载往往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书写，而大量民间文献往往反映出当时和

当事人丰富的历史活动，在民间文献中利用 多的是族谱。但主要立足于民间文

献基础上来研究畲族历史文化的，似乎还不多。 

基于以上三点考虑和感兴趣于专家学者们对畲族的研究，笔者决定对家乡闽

北松溪县畲族进行一个个案调查研究，看看闽北松溪县畲族是何时从何地迁入？

他们又是如何立足于当地汉族社区中？在当地社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与汉族之间有着怎样的交流与互动？他们与福建其它地方的畲族

又有哪些异同？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利用假期对闽北松溪三个畲族分布的主要村

落（雷畲村、大布村、招沙甲村）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蓝、雷、钟三姓族谱及

相当数量的契约文书，还有一些碑刻，也进行了部分访谈、拍摄及录音。在此基

础上，笔者尝试展示闽北松溪畲族历史和文化变迁的面貌和过程。以期能有更多

学者或畲族研究爱好者来关注和关心散杂居地区畲族历史文化的发展。 

总之，笔者觉得对散杂居地区畲族历史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

畲族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推动畲族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

一步拓展，这正是笔者选题宗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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