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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关于海外中国学论著的翻译、研究和评述，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领域。
应该承认，海外中国学给中国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问题和新的启迪，把海外思想界和学术界当
下思考的新问题、流行的新理论和使用的新方法，融会在中国具体历史、政治、文化研究中，可以帮
助我们打开思路，让我们觉得历史、政治、文化还可以这样去分析、去研究。
　　不过，任何学术领域一旦形成热潮，就到了应当反思或者反省的时候。
海外中国学也一样。
学界不仅要考虑这些理论和模型的适用性，要验证观察和资料的客观性，甚至还要登堂入室，看看这
些研究论著背后的背景与真正的意图。
因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以后，就准备推动“批评的中国学研究”。
为什么是“批评的中国学研究”呢？
这是因为在学术交流开放后，中国学界对于海外中国学太多翻译、模仿和跟风，让我们始终觉得要警
惕其中的两种缺陷。
第一种缺陷是，很多人会把国外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和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等同起来，以为大家研
究的是同一个中国，似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使用材料都是共同的，所以可以囫囵吞枣或者照猫画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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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何在谁之“信仰”》讲述了：中国民间信仰领域的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从研究方法、
研究资料、研究理论等隽面都有所建树，具备了跟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条件。
在此背景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邀集十几位在这一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共同深入探讨有关民间信仰
的话题，希望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民间”何在谁之“信仰”》就是这一过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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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民间”何在?——从弗里德曼谈到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实践史：一个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视角——以民间信仰研究为例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省思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民间信仰宋代士人与
民间信仰：议题与检讨材料、方法与问题意识——对近年来宋代民间信仰研究的思考加强个案研究期
待理论突破宗教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近来宋至清代的民间信仰研究再探沟通古今的萨满——研究宋代
巫觋信仰的几个看法战后以来台湾民间宗教研究视域及其问题“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国民
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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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强调华德英提出的目前模型与局内观察者模型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不是要否认意识形态模型
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们在讨论局内观察者模型时，给意识形态模型提供了讨论的空间，笔者的
用意，毋宁在于回到华氏提出的概念框架本身，重新思考三个意识模型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理解
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提供新的可能性。
简单地说，通过将弗里德曼和华德英强调的二元关系还原为三元关系，我们为理解文化差异性留下了
空间：如果说目前模型与意识形态模型之间的关系，牵涉的主要是文化向心力和文化的统一性方面，
那么，目前模型与局内观察者模型之间的关系，牵涉的主要是文化的离心力和文化的差异性方面。
在意识形态模型和局内观察者模型的双向作用和制约下，目前模型的前景远远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
存在了不少未知的变数，而相关社群在地方政治方面的考量，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
色。
　　作为一个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笔者并不只是要指出，应为文化的差异性留下空间，中国
文化或中国宗教是复数而非单数的。
笔者所关心的还包括背后的社会文化史过程。
华德英提出意识模型理论，目的在于阐明了同化过程得以展开的机制——同化本身便是一个文化史过
程。
这一方法相当适用于文化史分析，而且确实启发了不少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学者。
其实，弗里德曼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是从史学研究或准史学研究来寻找社会学的答案的。
因为他在证明中国存在一个宗教的假设时，强调的是精英宗教与乡民宗教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是
一种牵涉到社会文化过程的视角。
当然，对于弗里德曼而言，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亦即两种宗教之间相互渗透的状态——我们
知道，对弗里德曼而言，这是证明中国存在一个宗教的最重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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