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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历经六百余年形成的具有唯一性的屯堡文化现象。
全书以开阔的视野，从全新的角度，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将历史学、社会学
、人类学、民俗学、戏剧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整合在“叙事学”框架中，对“屯堡文本”进行深入解
读，呈现全幅式景观，首次从学理层面完整系统地诠释了屯堡文化的建构与生成，重释了屯堡文化核
心组成部分——地戏的起源、性质及功能，得出令人耳目一新极具原创性的结论；通过这一特殊文化
个案的解析，提供一种超越地域局限具有普适价值的研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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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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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构与生成>>

书籍目录

序一    董健序二  屯堡文化研究与乡村文化重建   钱理群 第一章  导言：新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  第一
节   屯堡文化及地戏研究成果概述  第二节   问题意识与研究目标预设第二章  黔中屯堡文化生成背景  
第一节  征南战争的发动  第二节  明代之前的贵州  第三节  明朝初年政府对贵州的经营  第四节  黔中屯
堡雏形考察  第五节   时空流变中的建构第三章   屯堡社区经济—社会结构与族群生存  第一节   屯堡社
区人文地理结构  第二节   核心家庭与族群社会建构  第三节   扎根于核心家庭的族群经济结构  第四节   
物化符号体现的社区生活特征第四章   屯堡文化事象的结构与功能  第一节  礼俗性文化事象：覆盖一
生的乡礼  第二节  娱乐性文化事象：语言趣味和文艺活动  第三节  宗教性文化事象：多神敬仰与地方
神崇拜  第四节  屯堡文化自我平衡机制与亚稳定结构第五章   地戏起源及性质的重新探索  第一节   “
地戏移置说”立论依据的重新考证  第二节   地戏产生形式碎片的追索考据  第三节   从中西戏剧起源上
看地戏的产生  第四节   地戏：成型于清代的继发性仪式剧第六章   地戏文本内容与特征研究  第一节   
地戏文本的基本概况  第二节   地戏文本与小说、表演的关系  第三节   地戏文本的叙事模式与思想观念 
第四节   建立在虚拟历史观上的民间意识形态第七章   地戏表现形态与社区功能分析  第一节   演出场所
和仪式化空间  第二节   地戏表演特征及戏剧类型  第三节   地戏与屯堡社区的共生关系  第四节   地戏：
屯堡文化精神核心组成部分第八章   结语：屯堡文本的符号化空间及意义  第一节   屯堡文本的关键词
与核心句法  第二节   屯堡文化的性质、意义与局限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构与生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新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　　第一节 屯堡文化及地戏研究成果概述　　贵州安顺
屯堡文化自1980年代进入研究视野以来，一直保持着持续升温的势头，这与那些最早关注到地戏和屯
堡现象的本土文化学者长期的努力分不开。
80年代中期起，一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如高伦的《贵州地戏简史》、沈福馨的《安顺地戏》、
《贵州安顺地戏面具》，沈福馨、帅学剑等编著的《安顺地戏论文集》、顾朴光的《中国傩戏调查报
告》等。
这是贵州学术界在地戏和屯堡文化研究方面最早的一批收获。
正是在这批奠基性成果的基础上，包括地戏在内的屯堡文化研究迎来了90年代之后的热闹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迅猛而至，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紧张、
冲突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具有鲜明地方性特征的屯堡文化现象，也吸引了一些省外、台湾及海外学者的注目。
在他们的参与和推动下，形成了专业院校、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与地方文化研究者合作的新的研究格局
。
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的介入，还带来了方法的更新、视野的开阔，以及更丰
富的学术理论资源，因而大大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产生了一批可观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史籍典册和现存地方文献的梳理考证，探本溯源，追溯屯堡社区及
屯堡族群的来源和形成。
其中，包括对一些文献涉及的“屯堡人”、“屯田子”、“里民子”、“凤头鸡”、“凤头苗”、“
老汉人”等等他称与自称的来源、蕴涵进行具体的考证辨析，对屯堡人的族属身份作进一步的确认。
同时，还对安顺屯堡的分布格局及其人文地理特征、明代军屯官兵的籍贯和屯堡移民主体的来源及其
文化渊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匮乏，通过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这一领域还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代表性著述有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屯堡人”专节、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中的
文化》、日本学者塚田诚之《对于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黄才贵译）
、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蒋立松《从汪公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范增如《
明代普定卫戍屯官兵原籍考》、《安顺屯堡分布格局及其原因》、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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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应该说，朱伟华做的这个课题，在当前的流行风气之下，"一不留神"就会滑到文化民族主义的泥
坑里去。
但令人高兴的是，她走在正路上。
在我们领略了她的"史"的考证之科学性、真实性和"论"的辨析之逻辑性、合理性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
她鲜明的文化批判精神。
在全书最后，她对屯堡文化的性质、意义与局限，有精彩的分析。
我特别喜欢她对"屯堡人"文化心态的那一段描述，这样的文化意念的提炼和文化精神的概括，真是令
人拍案叫绝！
这样的提炼和概括，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以其巨大的张力，引发我们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
。
　　--南京大学教授　董 健　　本书把屯堡文化作为考察与研究的重心，对众说纷纭的屯堡文化现象
（以及其最富标识性的地戏）得以形成并保存至今的原因，以及其建构的过程、性质、特征等等，提
出了新的、富有学理性的阐释，在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为今天的乡村文化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
　　--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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