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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真正的认识锦屏，是近几年的事。
　　2000年冬，我到黔东南一带做短期田野考察，第一次来到锦屏。
在清水江下游几个县市走马观花的学术旅行中，锦屏成了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期间我甚至还利
用周末乘船溯清水江而上，回了一趟剑河老家。
　　说不清是否因为某种深植心底的故乡情愫，有意无意间，我开始愈来愈多地关注起这片土地，寻
找着寄托乡情又兼顾学术的机会。
从前老家留人我的印象，仍然鲜活而生动——满山的绿翠，吊脚楼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清澈见底的江
河中抓鱼的欢欣和喜悦，漆黑夜晚坐在水边的鹅卵石上，听习习凉风送来“游方”情歌⋯⋯　　这次
在锦屏，第一次听到了清水江碧绿江面上随满江木排漂流的故事，见到了民间保存下来的发黄的契约
和其他文书，看到了历经沧桑岁月字迹已有些模糊的块块古碑，也走过了见证着昔日商贸繁荣的沿江
石板街。
　　次年暑假，我沿清水江而下，又一次来到锦屏，足迹开始深入到清水江两岸个性鲜明的村寨中。
这些村寨有最早被专业人员发现有契约，曾经以“千家苗寨”著称、留下丰富民间传说的文斗寨；完
整地保存了契约文书中家族继承与山场买卖租佃关系系统性，并留下一座百余年前建成的山村四合院
的加池寨；曾经作为清水江下游传统木材贸易中心市场之一、规范市场行为的诸如《奕世永遵》石刻
等各种江规至今可见的卦治寨；地处清水江支流亮江上游、自明代设置千户所、遣屯军驻守、至今保
存相对完好的隆里古城；还有历史上留下数以百计的碑刻、在清水江木材贸易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以
民国时期一座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祠堂而闻名遐迩的天柱县三门塘寨。
所有这些，都让我对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历史过程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关注明清以来王朝国家
力量向这一区域逐渐渗透、清水江木材采运市场网络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形成及其运转、地方社会由此
而产生的种种变化等。
　　以后更为深入的田野调查中，我到过锦屏更多的地方。
在很多村寨，我已经被质朴的村民当作熟人和朋友，见面时一声“又来了”，缩短了彼此心灵和情感
的距离。
我并不流畅的黔东南话被人们当成在外多年改变的结果，言语沟通时的细微差别不仅没有产生疏远感
，相反初次见面的乡民为我们言语的相近而惊奇、兴奋。
　　2002年春夏，杜非君和李玉祥君亦先后来到锦屏，看这里的青山秀水，感受这里醇酽的人情风习
。
锦屏满眼的苍翠、清水江诱人的绿意、村寨中散发的古朴韵味、碑刻中凝固的历史、契约里旧时的生
活，都给他们留下难忘的记忆。
应命作文的我，心中难免惴惴。
幸有我的同窗好友胡腾君，一起讨论叙述的取舍详略，一起畅谈锦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于是促成了这份反映锦屏社会历史文化点滴的文字的产生。
　　我们希望对锦屏自明代以来丰富的历史文化的简单勾勒和诠释，带给读者的不仅是积淀在锦屏这
片土地上人文底蕴的了解和感受，还有我们对此乡此土的无限眷恋。
　　2003年5月张应强识于康乐园马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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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蕴育出乡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乡者，故乡也，土者，民间也。
吾乡吾土，是故土，是老家。
数字化的今天，世界风云变幻。
现代都市人于历史留下的印痕已无可言说。
老村、古镇、旧宅、败祠、发黄的族谱，或可引发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思索。
我们希望对锦屏自明代以来丰富的历史文化的简单勾勒和诠释，带给读者的不仅是积淀在锦屏这片土
地上人文底蕴的了解和感受，还有我们对此乡此土的无限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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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应强，贵州人，苗族，1965年生。
历史学博士。
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关注区域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等问题，近期研究兴趣集中在贵州省
东南部清水江流域自清代以来以木材采运为中心的地域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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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真实性的意义来讲，契约文书及其他各种民间文献诉讼词稿、家庭账簿、捐生证明文件甚或家
族谱牒，对于传统时期未留下本地官修方志的锦屏而言，其价值几乎是无可比拟的。
锦屏契约所涉，当然食货为主，但生产关系、宗教关系、迁移、村落，甚至文化交流、开放过程和形
式，许许多多问题都能够在契约里找到可信的记载。
对于传统感情深厚的中国人，往往面对的是从避讳到攀附之间大小筛罗精选过的记载，这样一个高质
量的“地方性知识”宝库的发现和发掘，对中国学术界确实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然而，一个规模不大的学术机构，一个靠上级财政补贴的穷县，对这个定库的保护和发掘力量是
远远不够的。
对于散落在苗乡侗寨吊角楼之中的近十万契约，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两个魔鬼——火魔和贫穷。
火灾是林区村寨的第一大患，但其破坏毕竟是局部的，而贫穷，让我们无法在动员淳朴乡民捐出契约
时心中保持坦然。
实际上，已经有年轻的乡民在用极低的代价在出卖契约——而散乱之后的契约，其文献价值与一家一
户、一村一寨自成体系的契约已有天壤之别。
我们可以同乡民沽浊酒谈祖宗，但看着寨中儿童路远失学、村学失修，徒然“有动于衷”，无力于行
。
　　从2000年开始，我们溯苗江，住山寨，访耆老，直到今天，对清水江地区的近代经济社会史和历
史人类学田野调查依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新的村寨，新的族姓，总有新的发掘和预想不到的存在，于是新的课题又被提了出来。
我们时时在经历着文化考古者发现的狂喜，甚至这种欣喜不需要太多的拼接爬梳。
学术界人到锦屏不会失望，对中国传统有热情有兴趣的人们到锦屏也一样不会失望。
　　锦屏，以其深厚宏博的历史，在我产面前呈现万千姿态。
　　隆里人一代接一代，在建设家园的同时，也建起了一座座地方性或宗姓的祠庙。
一些原本带有地方性特色的庙宇，背后也有了族姓的区分，现仍保留或有迹可查的就有：“五显庙”(
陶姓)、“二郎庙”和“内宇庙”(陈姓)、“杨兴庵”(杨姓)。
有趣的是隆里也有一座“飞山庙”，而且是一座与“杨兴庵”不同的主要为杨姓有份祭祀的庙宇。
我们知道“飞山庙”是清水江乃至整个湘、黔界邻地区侗族最主要的地方性神庙。
今锦屏县城三江镇就有一座保留最为完好、规模最为宏大的“飞山宫”。
“飞山庙”供奉的杨再思乃斤代以来辰沅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
照常理来看，我们很难将隆里所自九省迁来所谓十三“官户”中的“千户杨”与“飞山蛮”联系在一
起，更不要说对他们自认为是杨再思后代表示认同和理解了。
　　然而，在隆里，“飞山庙”存在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杨姓人众提供了一个认同和整合的文化象征，
远古时代或传说中他的籍贯和身份并不是生活中值得用心去辨识和明白地表述的。
于是，去询问是否隆里杨氏后人对当地强势力宗族以同姓为媒主动认亲，或是不同族源的人群州互渗
透融合之下增加了新的氏族，等等，既不现实也无意义。
事实上，清水江两岸村落的姓氏与族群问题，或可成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在构成中国的一部分的过程
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隆里作为一个十分单纯的汉族聚落，似乎展示了这样一个明显线索的一个重要侧面。
　　与这些庙宇相映成趣，隆里至今还保留有诸多祠堂，几支可以清楚叙述谱系的王姓祠堂，包括十
三官户中“百户”王、“所王”及任职“指挥”的“东王”，还有并不在民谚所述十三官户之中的陈
姓祠堂等。
总之，隆里人以其特有的方式安顿了各自的祖先，并渐淅地在新居留地各自立起门户。
从现存的一些大宅院的数量推测，传说的“九省富户”或实有其事。
明清时期严格的等级规矩及于房屋衣服：按规定“庶民所居房屋，不过三间五架”。
从现存隆里旧屋看，都中规合式，但也有突破——正面开三间，纵深两进甚至三进。
门面也比较讲究，多为八字门，留出门前空地，并置有石磴，上马也可，不骑马当凳子坐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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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房屋栉比而建，一条街上的旧屋从规模到风格都有一定关联。
这是因为当初人们聚居时是由点而线，从几个中心点出发、以家族或等级身份为集合标准形成街道。
这些中心点，就是官户的居所。
这一点从现在的街名仍然可以依稀想见：除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以外，更多的街巷名为“张所街”、
“鲍所街”、“所丁街”、“王家巷”、“胡家巷”。
大姓者在自家大宅正门辟一凹框匾额，上镌堂名——如“三槐第”、“颍川第”、“洛阳第”、“指
挥第”、“重华第”、“太原家风”、“五柳堂”、“乌巷遗风”等等。
隆里人把这些堂名称为“郡口”，一目了然。
就上引的几个郡口来说，七十二姓氏中，太原人、南京人、河南人、山西人似乎是有字为证的了。
“五柳堂”虽然姓陶，但是否江西人则不一定。
“指挥第”表达突兀，指挥并非大官，用作堂名不符合中国人的蕴藉传统，是否无阔祖可攀，光宗耀
祖“从我做起”，又或者算是当时军旅文化之特色，亦未可知。
　　客到隆里，会深切感受到这座山间平坝上的古老小城确与它所处的文化环境本质上有别。
当年屯占米粮川，与清水江或多有阴隔。
清代江上持续近三百年的繁华木市，与隆里几近无关。
诗礼耕读，一直是这块土地的历史溪流之主干。
许多中原和江淮地方已不常见的古礼，在这里被顽强地坚持着。
但社会进步尤其是经济进步的河流无情漫过，这种坚持甚至是固执的坚持，让人怀疑它的价值以及合
理性。
　　明清时期，从湖南溯沅水至贵州镇远、沿驿道向西偏南穿过贵州中部、经普安进入云南曲靖，是
传统通滇三路中具有不可替代重要性的“黔中通滇孔道”。
明初，通过屯卫制度，不仅使之成为最便捷的通滇要道，而且成为控制该驿道南北两侧大小土司的根
据地。
清水江就在这条重要通道的南侧。
其深广腹地即为“地势险阻，冈峦错接，跬步皆山”之苗疆，历来为不通王化之“生苗”盘踞。
迄至明末，王朝统治力量所达也仅及清水江流域的边缘地区，直到清初雍正年间才通过开辟“新疆”
，将这一区域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而清水江乃洞庭湖水系沅水之上游支流，源出贵州中部苗岭山脉，逶迤东流贯穿贵州东南部地区，是
明清时期被称为“黔省下游”的广阔地域内一条重要江河。
它汇集区域内众多河流，构成了从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地带逐渐过渡的一个独特地理单位。
特别是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水量充沛且水热同季的自然条件，非常适于杉、松、楠、樟
等木植生长。
自古以来，就是一幅“丛林密茂，古木阴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的“深山箐野”景象。
随着王朝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关注与经营，清水江流域也一步步开始了其开发与发展的新历程。
　　因此，新疆开辟之后清水江富有民生意义的疏浚，实际上是地方官府倡行的。
据地方志记载，雍正乾隆之际，张广泗等上奏朝廷，建议对从源头都匀开始，一直到下游清水江汇接
湃水的湖广黔阳县(今湖南黔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并“开纤路以资挽运”。
两岸至今存留的纤道痕迹，可以说都是这次疏浚的明证。
　　另有民国《都匀县志》的一段记载，主要说到清代后期光绪年间的另一次疏浚，但也是先强调了
“剑河自巡抚张广泗奏请疏浚后货舟已经达常德”，这从一个侧而说明这次疏浚的显著成效。
光绪年间都匀府这次疏浚共有河道二百余里，险滩二十六个，总共花费四千六百两银子，三个月时间
。
由此推想，当初张广泗所倡导的清水江疏浚，干流长度即逾千里，工程不可谓不浩大。
　　清水江地区因杉木富庶，一小半来自自然出产的木材资源，一大半来自江利。
而江利又有一大半是人工疏浚之功。
在这里，政府在经济活动的基础建设如交通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明显。
其与后文将介绍的对经济活动组织和规则的介入如确立“立市当江”之制等，构成了清水江地区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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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让我们看到了其中所谓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可以想像，在开辟“新疆”的战事基本结束后，地方政府奏请并组织对清水江这一地区性的经济
贸易通道进行疏浚，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其成为沟通黔楚间物流的主
要通道之一：一方面使得来自下游湖广等地的“盐布粮货”可以顺畅地逆水而上，不仅带动了沿江两
岸的经济贸易活动，而且通过上游的重安江中转，与黔中地区乃至省城贵阳建立起间接的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清水江流域源源不断顺流而下的地方物产及其贸运活动，也越来越多地载人各种文献中，
其中尤以清平、凯里一带的铅和几乎全流域性的木材采运最引人瞩目。
而由此产生的“开通清江之利”，具体影响着并体现在区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整个流域内
的人群与村落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清水江物流和社会经济整合的过程之中。
　　加池村位于距离锦屏县城三十五公里的清水江南岸，自村寨中行数里陡峭坡路即可下到清水江边
。
其与文斗寨相距约五公里山路，同样处在当年清水江杉木种植和木材贸运要冲之地。
全村现有一百五十余户约八百人。
加池寨以姜姓为主，其他姓氏人口只占一成左右。
与文斗寨相类，加池姜姓内部也存在着族源上较大的差别。
　　虽然在文斗人眼里，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加池人不过是曾经替文斗看山的，但从加池至今保留的
大量契约和一座大宅院看来，即使往昔确曾存在过两寨之间这种地位和权力上的关系，后来的情况也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木植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改变着村寨和人群的关系。
　　加池寨地处半山，寨中至今保存完好的这座大宅，坐北向南。
宅院东侧是一口清冽泉水四季不竭的水井，直到数年前“自来水”引进各家各户，过去漫长岁月中一
直供给着全村人畜饮水。
井边是一眼水塘，村妇浣洗和耕牛降暑也都在这水塘里。
水井水塘之于大宅，还有极为实际的消防作用。
　　这是一幢典型的晚清四合天井式建筑，但又融合了苗族林区建筑的一些特点——底层原为堆放农
具、薪材及圈养牲畜的地方，在功能上与常见的吊脚木楼完全一致。
如今人口繁衍，一楼的南边及两厢已改装为住房。
据介绍，这幢大宅占地二百七十多平方米，北面正屋为五柱重檐悬山顶三层结构，南面前堂及东西两
厢为三柱单檐悬山顶两层结构，除正屋中柱及其他立柱采用了紫檀木等上等木材外，整座房屋均用本
地盛产的优质杉木建成，卯榫相扣，不用一钉，房顶覆盖烧制的青瓦。
四合天井由平整的青石板砌成，长三丈多、宽一丈六，天井四角的石板各有一凿成古钱形状的排水孔
，汇聚于天井的屋檐雨水由此通过暗沟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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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系列旨在介绍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化。
以图文随记的形式，传播中华本土文化的精髓，重现已逝的历史场景。
为探究历史传承、反思文化变迁的人们，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乡土社会的史书库。
本书《锦屏》介绍锦屏地区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知识性与趣味性
相结合。
让读者在领略地方风情的同时，欣赏艺术文化与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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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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