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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份通过灌溉研究汉人村落的历史民族志报告，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研究的田野地点在山西太原的晋祠灌区。
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资料整理，我力求详尽地梳理晋祠灌区的灌溉历史及现状以及村落在
生活和仪式中的用水情况。
从文化理性的视角出发，我认为，晋祠的灌溉史须在难老泉的文化意义和当地的水神崇拜的历史基础
上得到理解。
　　在晋祠，水既被看做一种通阴间的物质，又被看做是天道的隐喻。
在汉人的“道德宇宙观”当中，水的这两种存在观念得到了统一，而这又影响了晋祠的水神崇拜历史
。
本文关注的历史从宋代初年开始，赵宋征伐北汉，并且水灌晋阳古城的行为直到今天仍旧为当地人所
愤恨。
这场不义战争导致了大量水鬼被困在难老泉内，灌溉一度废弃，后来国家树立了一个女神昭济圣母来
解决此事，却又因为与唐叔虞信仰的冲突而导致了更多的矛盾。
当地人将昭济圣母理解成本地人柳春英，进而又出现了水母和圣母身份的混淆。
这一混乱局面最终以将昭济圣母认定为邑姜，而柳春英独立成水神结束。
这些神灵变动不居的历史直接影响了当地对水利的分配和对水权的界定。
明代初年，晋王屯军进入晋祠灌区，占用了大量土地和水源，也对渠长甲制度、水利分配、村落关系
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站营村成为晋水唯一占据“副都渠长”位置的村落，并在清代到民国的灌溉历史当中享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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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是一分通过灌溉研究汉人村落的历史民族志。
田野地点在山西太原的晋祠灌区。
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资料整理，《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力求详尽
地梳理了晋祠灌区的灌溉历史及现状，以及村落在生活和仪式中的用水情况。
从文化理性的视角出发，《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认为，晋祠的灌溉史须在难
老泉的文化意义和当地的水神崇拜的历史的基础上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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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亚辉，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助理研究员。
出版译著《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合译），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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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礼记·礼运》中有言道：“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
列而为鬼神。
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
”看起来，似乎礼已经具备了创生宇宙的能力，但在这里，“礼”其实并不是指具体的典章制度，而
是指其作为道德实践所蕴含的“仁”，但说“分而为天地”的时候，“天地”是指自然之天地，但当
说“本于天”的时候，说的是本于义理之天。
从这里就能够看出，儒家的宇宙观是本于“仁”，而不必是本于“礼”，这两者即用见体，但各自仍
旧有独立的意义。
孔子承周礼而开出“仁”的本体论，对“性”与“天道”的关系有了新的解释：“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仁内在于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并非只有圣人才能具备，仁被认为是人之道德生
命的根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即是将天下万物都收摄于道德世界中
来，“仁”在这里就已经具备了超经验的意义，直接与创生万物的天道接驳在一起了。
这样，孔子就已经打通了天人之隔，使天道和人道合而为一成“仁”。
这可以反过来和“绝地天通”之前的情况有一个对比，在绝地天通之前，天乃是诸神居所，而人皆为
巫觋，这时候的天地相通是在一种自然崇拜的基础上来理解的。
而孔子的天人合一却是在道德上讲的，天为道德之天，天地之间的联系并非“建木”之类的通天塔，
而是人心中的超经验的道德。
孔子从来没有给仁下过什么确切的定义，而是从日常经验中随机指点，但这里要区分的是“仁”与“
行仁”之间的差别，仁是一种内在的品性，是人承接天道而来的先验道德，而“行仁”却是一个人通
过自己可见的行为将“仁”实践出来的过程，所谓道德修养或者功夫，也就是在“行仁”这个层面上
来讲的。
“行”不只包括人之外在的行为，同时也包括了所有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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