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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积十余年之功，对其家乡莆田孙村所作的研究内容包括通婚圈、俗“例”之变、灵力兴衰
“共时态社区”中人鬼神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依托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的“同乡同业”经济等。作者
探寻微观历史中的细脉与秘径，从日常生活变迁和延续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以小见大，贴地入微。
本书内容生动，并且带有较重要的理论含义，包括对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革命等二元对立框架
的反思，以及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乡村“空心化”等被较普遍使用的概念的重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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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重庆
1964年12月出生于福建莆田。1991年7月获中山大学中国古代哲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开放时代》特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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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大道朝天,小径依然
第一章通婚圈·姻亲网
一、通婚圈：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
（一）孙村的乡土社会空间
（二）通婚情况及其对“常识”的修正
（三）婚姻的路为什么越走越近
二、姻亲网：婚姻及姻亲关系的“例”行与“例”变
（一）毛泽东时代行古“例”——守护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
（二）“走仪”：合二姓之好
（三）“黑婚时代”及“后黑婚时代”的“例”变
（四）结语：从“其叶蓁蓁”到“其根深深”
第二章阴阳界
一、“共时态社区”：“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一）从“帝制时代”到“后革命时代”
（二）同为天涯沦落客
（三）“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
（四）阴阳共此时，人鬼情未了
（五）结语：共时态社区
二、信则有，不信则无：女巫的灵力范围与兴衰周期
（一）天人相隔两茫茫
（二）“我本女儿身”
（三）神算不如人算
（四）各领神威两三年
三、祭神如神在：元宵集体仪式中的人神关系
（一）卜杯
（二）永进社的元宵日期
（三）接神
（四）“出郊跑境”
（五）“跑埕”与“收心落马”
（六）“议头”
（七）分“丁饼”
（八）余论：集体仪式中功利化的神人关系
四、稀薄的界面：游移于马、人以及神明之间的“均衡理性”
（一）紧跟娱神的步伐：从“使马”到“看马”
（二）千军万马来有踪：“出游”中的“马头”与“牵马人”
（三）春风里，马蹄疾：元宵中的“牵马人”与“马市”、“户下”
（四）马上不知马下情：“牵马人”与马、神明
（五）结语：作为母体的社会和文化
第三章筑路：“权力的文化网络”
一、“合算”的“国家”
二、民间权威授权来源的缺乏及其力量的弱化（1949年之前）
三、政治整合与神权复兴（1949年至1985年）
四、民间权威与“国家经纪”的互动（1985年至今）
第四章“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一、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二、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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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四、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五、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附录乡土社会的“小写历史”：革命前及革命时期的孙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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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6年读完
2、看了第二章，作者用自己的田野挑战了很多人类学家的论断，但自己好像没有仔细去处理田野背
后的宗教、历史问题。
3、。。。。。。
4、附录值得一看，加一星
5、12页注释有误；别人“家”的祖先不会“流浪”，但仍是“鬼”
6、吴重庆先生关于自己家乡孙村的社会学研究论著，从当代闽南乡村社区里，人鬼神之间的权力关
系展开，兼论传统民俗的当代流变，以及依托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而构建的“同乡同业”经济等内容
。既注重与过往学术研究成果之间的对话，又基于扎实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包括国家与社会二元
对立、乡村空心化在内的传统理论提出修正与补充。书后所附对于自己父亲的长篇口述史实录很有价
值，加深了全书的真实感和历史纵深度。
7、很有意思。其实我对注释里的那些“名著”更感兴趣。接下来得看看考试的书了。这几周的周末
都太浪费了。
8、莆田
9、该书描绘的乡村似乎印证了秋风钱塘江以南的论断。书中关于乡村中的人、鬼、神是这么的熟悉
，书中描绘的不仅存在于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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