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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安顺 屯堡文化是明朝 时从江 南随军或经商到滇

、

黔的军士
、

商人及其家眷生活方式的遗存
。

吉昌契约文书的

发现
,

是百年来屯堡村寨和外界
,

尤其是与 学术界不断交流
、

碰撞
、

对话取得的结果
。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 首发式是多

元主体对话和交流的工具和介体
,

屯堡人和学者
、

官与民
,

农村社会转型与城 乡统筹发展等
“

合力
”

与
“

共谋
, ’

进行着的

新形式 的知识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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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

仪式
”

是人类学中一个至为重要的核心概念
。

仪式研究
,

是人类学者热衷探索的经典话题之一
。

从 19 世纪至今
,

以
“

仪式
”

为对象的研究蔚为大观
,

成果与争议并存
。

这也使研究者意识到
, “

作为

文化原动力的窗户
,

人们通过仪式可 以认识和创造世界
” 。

l[] 彭兆荣指出
,

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指示
:
作为动物进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 作为限定性的

、

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和结构框架 ;

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 ; 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序 ;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

验表述
。

2[] ( P10) 据此可以认为
,

仪式与社会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也即仪式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空间

进行的重大实践活动
。

重大的庆典
、

祭祀活动均属此范围
。

关于仪式的研究
,

从涂尔干到特纳
,

从强调仪式的
“

强化功能
” ,

认为仪式有助于确认参与者心中

的秩序
,

到认可仪式的协调
、

整合与心理支持作用
。

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仪式在社会实践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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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用
。

对此
,

以色列人类学家唐
·

汉德尔曼的观点则更进一步
,

他认为
, “

仪式本身是由文化秩序所

塑造的
,

反过来又塑造产生他们的社会秩序
” 3[]

,

仪式与社会秩序之间是一种相互型塑的关系
。

换言之
,

仪式本身成为一个话语场
,

与其有关的各方据此交流
、

对话
,

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沟通
。

一场在发现地举行的一批乡村契约文书汇编出版物的首发仪式
,

因学者
、

地方政府
、

村民
、

媒体等

各方力量的参与和介入
,

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复杂性
,

既具有实践的特质
,

又具有表演的性质与特征
。

因

而
,

引起笔者特别关注
,

作为亲历者
,

笔者试图展示该仪式多元主体合力与共谋展演
,

具有对话
、

交流

与交通
,

并直接作用于生命个体与社会现实的特质
。

二
、

仪式展演
: 簇吉昌契约文书汇编》 首发式

顾名思义
, “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首发式
”

是为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的出版
、

发行而举行的仪

式
。

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被称为屯堡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

其发现地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

吉昌村
。

吉昌村
,

原称石门坎
、

军粮屯
、

鸡场屯等
,

全村 9 00 多户 4 0 00 余人
,

均为明代
“

调北征南
”

由

江南入黔的屯堡人家
,

为贵州屯堡人居第一大寨
。

2 0 09 年
,

吉昌契约文书发现
、

收集
、

整理完毕
。

估
昌契约文书汇编》 中所包含的 4 52 份契约文书

,

时间跨度从清雍正十一年 ( 1 7 3 3幼 到 19 61 年 (不含附

录部分文书的时间 )
,

涵盖了二百多年的历史
。

4[]

这批屯堡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
、

保护
、

整理
、

出版
,

源于 已多年扎根屯堡
、

研究屯堡的学术团队
。

2 00 8年
,

该学术团体在吉昌村进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

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
”

的 田野调查
。

应课题组之邀
,

村民田应刚
、

石松林两位老人带来了数十张契约文书
。

随后又有几位村民愿意提供家藏

契约文书
。

鉴于这批文书的珍贵性
,

课题组向所属大学报告
,

获得立项批准
,

收集契约文书的工作顺利

进行
。

课题组采取翻拍与录入同步进行的方式
,

并特意邀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人在旁协助
,

以便准确录

入
,

发现问题及时请教
,

现场解决
。

在统计归类的基础上
,

课题组三次到吉昌做专题性现场调查和考

察
,

在田应宽等二十多位老人的帮助下
,

完成地图所需现场信息资料的采集
、

勘查
、

确认
、

指认工作
,

经专业人员的再研究
,

绘制出 估昌屯科田秋田分布示意图》 一份
。

“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首发式
”

于 2 0 10 年 7月举行
。

当天
,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
,

吉昌村村民们衣

着亮丽
,

尤其是妇女们穿着屯堡服饰
,

整齐列于村 口欢迎前来参加首发式的学者
、

官员以及游客
。

在仪

式举行的过程中
,

安顺市政府代表颜学丽
,

著名学者陆学艺
、

万明
、

纳日碧力戈
、

谢曙光就吉昌契约文

书 的发现及合集出版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效应发表看法
。

村民则表演了独具特色的地戏和花

灯
。

契约文书持有者吉昌村民田应刚等 17 人接受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的赠书
。

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吉昌村汪公庙共聚
,

就地方文献与屯堡历史文化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

三
、

再生产的型塑
:

估昌契约文书汇缴 首发式的意义

从展演的立场看仪式是当代仪式研究的主流
。

从展演的角度讨论仪式
,

可进一步探讨这一在特定空

间内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
“

再生产
”

和
“

再塑造
”

特性
。

也就是说
,

交流与交通构成了仪式的一个基本

功能
,

并通过这一功能作用于社会现实
。

!习 (
43)P 洲 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首发式

”

的核心要素是
:
对话

、

展演
、

交流
。

仪式犹如一次盛大的展演
,

官与民
、

屯堡人与学者轮番登场
,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

进行沟

通联系
。

追溯这场仪式的缘起
,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的产生可说是多元主体
“

知识生产
”

的典型个案
。

按

学者的初步研究
,

就学术价值而言
,

这批民间历史资料的面世
,

可丰富我 国契约文书区域和族群类型的

种类 ; 可填补我 国屯 田制度地权变迁及影响的民间史料的空 白 ; 可给予明朝以来西南边地基层社会在文

化与经济纠结中如何实现国族整合的相关信息 ; 可为从村落视角透视黔中区域社会一经济形态转型提供

最基层史料
。
网

从前述学术价值而言
, “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首发式
”

是官与民
、

屯堡人与学者
、

地方政府与学

术共同体这一多元主体对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价值认可并合力推进其研究与应用 的结果
。

这是仪式产

生重要的
,

但却不是唯一的理由
。

知识生产在此呈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

作为多元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
,

参与仪式出于其特定的政治

战略
,

亦即有关城乡发展
、

政府品牌的树立等考虑
。

官方须借助仪式这一公共空间充分展示立场和意

图
,

如其发言人所说
“

首发式的举行对于保护传承文化
,

打造黔中文化品牌
、

构建黔中文化谱系将起到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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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作用
,

也将进一步推动安顺文化大发展
、

大繁荣
,

为实现安顺科学发展
、

和谐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 ’ ,

[:

仪式提供了言说的空间
,

学者与村民在此中观看和聆听
。

只有充分了解对方意图
,

方能进行对话与

交流
。

学者代表陆学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 就认为吉昌契约文书在当下新农村建设的历史

进程中
,

对新农村建设
、

土地流转过程
、

土地制度变迁和改革具有重要现实启发意义
。

正是在共同体认

到吉昌契约文书的现实价值
,

官方与学者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
“

合谋
” 。

在 簇占昌契约文书汇编 首发式这一个案之中
,

屯堡人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
,

与学者和官方有着

积极互动关系
。

如果说对于保护或发展吉昌契约文书学者持有的是概念和议题
,

官方持有的是权力话语

的话
,

那么
,

屯堡人持有的就是契约文书本身和本土意识
。

仪式给屯堡人提供了舞台以表达其诉求与力量
。

这一诉求借由表演屯堡人独特的地戏和花灯戏呈现

出来
。

屯堡地戏是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传统文化
,

被称为
“

中国戏曲活化石
” ,

同时
,

也被视为屯堡人的
“

民族记忆背影
“ 。

另外
,

据李立所言
,

地戏是
“

知识生产互动的起点
” 。

8[] (叫

地戏既是互动起点
,

自然可成为多元主体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纽带
。

屯堡人带上脸子
,

穿上戏服
,

表演传

统剧 目 ; 屯堡妇女穿上她们的
“

凤阳汉装
”

(多以青
、

蓝
、

黄色为主
,

样式为宽袍窄袖并且不加花也
,

载歌载舞
,

面对外来者 (学者
、

观众
、

媒俐 表现出屯堡人强烈的文化 自信心和村落凝聚力
。

在此
,

“

仪式
”

是一个有着象征符号的自在的意义体系
, “

类似一种情感升华的过程… …具有一种促成欲望的功

能
,

它既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
,

同样也可以促使他们去行为
” 。

9[] 阎一 2 ) 这样的表演
,

传递出一个讯息
:

屯堡人不是
“

消极
”

的等待被发现的
“

他者
” ,

他们也是知识生产共同体的一员
,

主动介入到具体的知

识生产当中
,

是
“

知识生产者
”

之一
。

借由首发式
,

在看与被看当中
,

作为观众的学者
、

地方官员
、

媒

体
、

外来人与屯堡人互动
,

双方进入同一个话语场
,

围绕着
“

吉昌契约文书
”

这一个主题对话
。

展演的形式不仅是屯堡人的文化表演
,

赠书仪式亦是展演
。

在首发式这实践场中
,

沟通和交流不是

单向的
,

而是多向的
,

(知识或物 取之于民
,

亦用之于民
。

知识生产是多元主体互动的成果
,

但不是

结果
。

在
“

合力
”

与
“

共谋
”

之下
,

它更应该走向的是契约文书的持有者本身
。

吉昌契约文书来 自民

间
,

所拓展出的具有社会学
、

人类学
、

法人类学
、

经济一社会史等学科新视域的研究和相关的区域比较

研究以及可预见的成果
,

即知识的再生产成果将有助于屯堡乡民社会未来的发展
。

于汪公殿中举行的学术座谈会
,

可说是在神圣的场所就世俗之事 (估昌契约文书汇编》 ) 进行的对

话和沟通
。

这一对话和沟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

可说是仪式展演的推进和深化
。

第一个层面的对话和沟通发生在学者与学者之间
。

学者们对于作为基层社会的吉昌村社会结构和汪

公会在吉昌村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能基本达成共识
。

学者们指出
,

汪公会是一种变相 的社会基层结构
,

或为族权
、

政权
、

神权三权合一的组织形式
。

有学者从现代人的实用诉求出发
,

试图为当下对产权私有

化的热烈争论向民间契约文书寻找历史资源内蕴的启示
。

学者在知识生产中的主要地位应该毋庸讳言
。

但如何研究
、

怎样研究在座谈会中仍然是颇受关注的

问题
。

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或许会引发关于乡村基层社会的民间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和调用问题
,

这对

学者来说意义何在
。

有学者认为
,

做任何研究
,

文献资料的积累十分重要
。

吉昌契约文书 的发掘开了好

头
,

既是屯堡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

同时还可能提供一些全国性的示范成果
。

也有学者认为
,

契约文书

再辅以 口述材料
,

在作为研究资料时仍嫌单薄
,

应当查找相应的档案资料进行印证
。

第二个层面的对话和沟通发生在学者与屯堡人之间
。

契约文书持有者代表和协助发掘契约文书村民

对吉昌村历史文化
、

契约文书保存和发掘的有关细节问题接受与会学者询求
。

如果说前述仪式上传统文

化的表演是屯堡人借
“

物
”

(地戏
、

花灯戏黝 表达地方力量的诉求
,

那么
,

作为主动的知识生产者
,

他们欲借
“

词
”

这一载体进一步表达期望深入了解本村人过去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

契约文书中的价值

到底何在
、

对村民有无帮助等意图
。

知识生产之复杂
,

其中牵涉生产者
、

生产对象
、

生产结果等交错的问题
。

知识的生产并不是得出一

个一劳永逸的结果
,

它还事关当事者的利益
。

对于屯堡人关心的问题
,

对于文书发现之后 的如何保管存

放问题
,

学者们各执己见
。

有学者认为吉昌文书与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模式形成强烈反差
。

黔东南的清水

江文书在被文人发现之后
,

随之遭到绑架式的搜集
。

吉昌契约文书发现者联合文物保护部门
,

在吉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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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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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提供了言说的空间
,

学者与村民在此中观看和聆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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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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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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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它既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
,

同样也可以促使他们去行为
” 。

9[] 阎一 2 ) 这样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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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和交流不是

单向的
,

而是多向的
,

(知识或物 取之于民
,

亦用之于民
。

知识生产是多元主体互动的成果
,

但不是

结果
。

在
“

合力
”

与
“

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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