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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身的历史渊源对当前经

济发展的贡献常常被忽略。

我将商品化看作是帝国

晚期基本的经济文化属性 ，

主要研究契约在商品环境中

的作用 。 我关注契约以及其

他交易文件 ， 试图解释它们

不仅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扮

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 而且

在社会繁衍过程中也意义非

凡 。 试图以人类学视角 ，通过

关注帝国晚期普通人处理实

际事务的能力和实践，来展现

中国传统的另一面向。 这和前

期的研究一起 ，有力地证明了

中国的现代性深深地植根于

其自身的传统之中。

李明洁： 现代性是中国传

统内在的经验， 这真是一个非

常特别和重要的结论。 如果将

这一论述纳入我们的自觉意

识， 自然可以开放出一种新的

想象视野， 即中国可以积极地

介入现代世界规则的共建 ，这

是民族传统的自我实现而不再

是自我异化。 您能具体谈谈您

的论据吗？

孔迈隆： 我将注意力集中

在台湾美浓地区清朝后期经济

文化中重要方面的一些文件，它

们促成了一些重大交易，使之合

法化，并提供证据。 其中大多数

是被保存下来的契约，长期以来

它们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重要

指标，与基于“地位”的“传统”和

“落后”的经济关系是不一样的。

尽管契约在清朝后期的社会与

经济生活中事实上是广泛存在

的，它们的重要性直至最近就算

没被全盘否定也是被大大地低

估了。这是受现代的反传统主义

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

后的、封建的，所以不会广泛使

用契约这样的现代性符号并以

其为特征。

实际上，在当时，土地通常

可以买卖和抵押， 书面和口头

契约在农村生活中有重要的作

用。 家庭和家庭农场在资源允

许的范围内， 具有明显的企业

家精神和市场导向。 契约甚至

进入亲密的家庭关系中来处理

冲突，如分家中的财产分割等。

契约的使用远远超出了土地 、

房产交易和商业等领域， 合同

涉及的事项包括分家、 某些类

型的婚姻和收养关系、 设立各

种以祭祀神灵和祖先为目的的

股份制协会、 人口买卖和使役

等。 但并非所有的文件都是契

约，有的是誓词，有的是财产分

配的证人证言。 交易文件的修

订也很常见。

这些文件促进了包括血

统、 社区和教区等社会关系的

动员， 交易的当事人和诸如中

间人、 证人等参与者通过这种

联系， 促成了文件相关交易的

达成。 由于大多数与土地相关

的合同都是 “白色 （未登记）”

的，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政府登

记过的 “红色 ”合同 ，这种联系

的重要性就变得格外突出。 可

见，选择契约行为的倾向，是晚

清帝国经济文化的一个基本属

性。毫无疑问，这种经济文化对

当代中国而言是显著而重要的

遗产之一。

李明洁 ：明清以降的契约

类地方民间历史文献与地权

结构 、人口变迁 、产业发展以

及社会组织 、宗族 、宗教等有

着直接关联 ，近年来受到社会

经济史和社会史等历史学界

的广泛关注。 与单纯的历史学

或者人类学研究相比较 ，您的

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有什么

特殊之处吗？

孔迈隆 ： 历史人类学是

将人类学的概念应用到文献

资料的分析中 ， 而这些资料

是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获

得的 。 历史人类学并不是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的 。 清

朝时人们并没有考虑到书面

文 件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重 要

性 ， 这反而使得历史人类学

在中国具有潜在的优势 。 不

幸的是 ， 中国近几个世纪的

历史动荡 ，使得像地契 、分家

协议 、寺庙记录 、家谱和协会

账 簿 等 不 能 完 整 地 保 存 下

来 ， 它们也未必能够提供完

整而有效的基础材料来详细

验证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在

一个地区的形成 。

谱系研究的历史维度往

往 来 源 于 被 访 者 的 口 头 报

告 ， 来自当地文献资源的支

持相对较少 。 但是 ，历史人类

学并不是档案研究的最初产

物 ， 因为它需要在一个特定

地区进行长期的田野工 作 ，

同时又有充足的档案材料 。

实际上 ，很多先辈的档案还

在当地后人的手中 ，从事田

野 调 查 的 人 类 学 家 必 须 通

过 借 阅 、复 制 、归 还 等 各 种

各样的方式来获得文件 。 这

就 使 得 仅 仅 是 创 建 档 案 就

需要大量的田野工作 ，在与

田 野 调 查 的 民 族 志 结 论 发

生关联之时 ，这些档案将呈

现出更大的价值 。 这样的历

史人类学 ，将能为通过民族

志 研 究 来 识 别 和 描 述 的 亲

密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 ，提

供文献的依据 。

李明洁 ： 既然如您所说 ，

晚清中国已经发展出了高度

的前现代的商品经济 ，那为什

么中国并没有平稳顺利地过

渡到现代化的进程呢？

孔迈隆 ：晚清遗产的一个

重要方面表现在中国老百姓

在文化和经济上所体现出来

的复杂性。 普通人在农业和非

农业管理和技术领域的水平

都超过知识精英 ， 控制着家

庭 、 社区以及更大的社会网

络 。 在高度商业化的帝国后

期 ，能很好地理解 、面对并操

作货币 、信用 、合同和其他经

济手段。 这样的水准和技能很

大地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变

革进程。

文化的复杂性表现在 ：作

为社会运营单位的组织和机

构 ， 会与主流的意识形态互

动。 中国的机构从来不是单单

依靠传统的力量来维持运转

的，它还要依靠领导人、管理者

和社会活动家来维持其延续

性。一方面，诸如家庭、血统、宗

教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实体机构

会按照普遍接受的社会、宗教、

经济和信仰等规则组织起来 ；

但另一方面， 管理层和领导者

又会常常决定这些群体的形

态、繁荣程度甚至存亡。

李明洁 ： 您针对汉人社

会的传统进行人类学研究 ，

不仅指出了汉族人家庭制度

和社会系统的特殊传统 ；而

且 通 过 对 契 约 的 原 创 性 探

索 ， 揭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

原本具有 ， 但因各种历史和

现实因素而被遮蔽了的复杂

的现代性 。 中国的现代化并

非要丧失自身的传统而走向

“西方化 ”， 而维护民族传统

也并不意味着要抵御西方走

向 “反传统 ”的道路 。 中国在

全面介入现代世界的当下 ，

如何挖掘并保持自身的 “中

国性 ”，并在更深刻的意义上

实现民族精神 ？ 您的研究是

警示性的 ，更是启发性的 。

褚半农先生以写乡土散文而

著名，其实，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吴语

研究专家和方志专家。 由复旦大学

出版社推出的 《步随流水赴前溪》

（2016.10）一书，是褚先生 30多年

来对有关吴语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的结集。

褚先生虽不是科班出身，但

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硕成果

奠定了他在吴语研究领域中的重

要地位。诚如叶辛所说:?一百年之

后， 现在报刊上的文章和小说散

文可能被人遗忘， 但是， 半农的

《莘庄方言》 还是会有人感兴趣，

仍会有它的价值。 ”（见本书序）

作者引用宋人李弥逊 《云门

道中晚步》一诗中的?步随流水

赴前溪”作为本书题目。 从中就

可知他写此书时 ， 尤如溪边散

步，自由自在，又是那样深思熟

虑，精研细琢。

褚先生这部著作的价值可以概

括为六个字：释难、纠误和拓展。

首先，察其释难，似略可分为两

类。 一类是明清吴语小说中难词的

阐释。由于受吴语词的地域性、吴语

作品年代久远、尤其是某些词晦涩

难懂之限，目前虽已出版了《吴语方

言词典》《明清吴语方言词典》，也难

免百密一疏，或不乏释义不当之处。

作者对明清吴语小说中经常出现

的，而且现在仍是吴地农村常用的

难懂吴词， 诸如，?壁脚”、?响觉”、

?响咯”、?收成”等义项，在吸收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一加以梳理，

给予合理阐释。

另一类是限于明清作品的作

者籍贯、生活区域等因素，诸如《醒

梦骈言》中某些词语吴地特征不明

显，尚未进入研究者视线，使后人很

难从此书中拈出吴语，或错误拈出。

褚先生认为，虽然此书与《金瓶梅词

话》相比，体量较小，且为短篇小说，

但只要把握住吴语的基本特征，仍

不难从中恰当拈出。他分别从语音、

词汇、排印本径改等角度，以十多个

词语为例逐个进行分析，如从语音

特征角度，对?伸拳勒臂”和?抢拳勒

臂”、?拓”、?归” 等词语进行吴语属

性的分析。又如，通过对《醒梦骈言》

中?掮木梢”、?一勒”、?反叉”等十多

个词语进行吴语属性的分析等，从

而推出此书作者不可能是蒲松龄

的结论。

其次，察其纠误。 也可分为两

类。 一类是对明清作品的注释之误

的纠正。 比较典型的是对由冯梦龙

搜集、编纂的《桂枝儿》和《山歌》等

书的注解。这些作品大多采自民间

?矢口成言”，冯梦龙则以?从俗谈”

的原则记录下来，这就导致几百年

前吴地可能人人都理解的词语、句

子，今人感到难读难懂，甚至无从

理解。 由此，对这些书作注是必要

的。然而，他发现《冯梦龙民歌三种

注解》一书错误甚多，甚至比不注

更糟糕， 有大量不明词意乱注，该

注的却不注。

另一类是当代对某些 ?老底

子”沿用吴语变异的纠误。 如，长

期沿用的?弹街路”，上海一些媒

体对之读音虽不变，但写成?弹格

路”?弹硌路”。 褚先生引经据典阐

明了?弹街路”来源、本意，并强调

此词已收入 《上海方言词典》和

《吴语方言词典》， 严肃地批评如

此?替代”的危害性。

第三，察其拓展。褚先生在吴语

方言研究的拓展上做了不少有益

工作，概括而言，一是探索吴语的规

范性。他认为，上海自建县以来就有

700多年历史， 前人留下了数不清

的吴（沪）语文本、用词规范，我们当

好好用之，不可随意变异。二是针对

当前上海方言使用中出现的诸多

乱象，他提出学用上海闲话?应朝前

多走几步或一步，不能仅停留在会

讲这一层面上（即使会讲也还充满

着变数）”的主张，建议?应在掌握更

多的方言词汇上下功夫”， 多读些

书，?可以是理论方面的， 可以是明

清、民国以来的其他沪（吴）语文献，

包括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社会小说、

言情小说，以及评弹、沪剧剧本等”，

熟悉基本情况，这样利于提高规范

使用吴语、上海方言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不仅在吴语、上海闲话

的研究上有诸多贡献（著有 《莘

庄方言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 》

《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语词研究 》

等），而且在与之相联系的?绞圈

房子”的研究和村镇志编撰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他第一个提

出绞圈房子并把它记入上海地

方志，明确指出绞圈房子与石库

门同为上海主要居民住宅，是他

开创了编撰村志的先例，出版了

全国第一部以自然村为记述范

围的《褚家塘志》 。

据上可知，褚半农先生在吴语

研究上确实是花了功夫的。古人云

?山成由一篑，崇积始微尘”，褚先

生在吴语研究上之所以有如此丰

硕的成果， 愚以为是基于如下几

点： 本身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自

幼受吴语熏陶； 生性聪慧好学，爱

记日记，爱购书读书，勤思索；具有

吃苦耐劳、矢志不渝、奋发图强的

品格。

吴语源远流长， 古往今来，

它流淌在几千万人的血液中，是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工具，反

映了吴语地区生产、生活和风俗

习惯，对社会经济发展正在产生

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作用。这就

是头上没有显赫职称光环的褚

半农先生和他的吴语研究的社

会价值所在。 今天，吴语和上海

闲话有弱化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

下，加强吴语的研究，大力推进

吴语的使用就显得更为迫切和

重要。

吴语研究为什么重要
———读《步随流水赴前溪》

朱林兴

邗 （上接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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