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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建国后关于皖北农村社会巨变的第一部民族志专著，也是关于汉族农村社会最翔实的人类学民族
志之一。
作者以李家楼的李氏宗族为主线，展现了清末、民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通过对近三百个人物的采访及其口述，生动地记述了不同的性别、年龄、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的人对
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
本书追踪并揭示了有六百年历史的李氏宗族的延续和复兴的机制，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重新诠
释了中国的宗族类型。
书中也讨论了土地所有权、权力结构、婚姻和姻亲关系、礼物交换、基督教复兴等内容。
这个多维度的李村民族志，为革命后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的理论角度，也有助于广大
读者对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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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敏，1993年获得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1995年开始历任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讲师、副教授。
2000年至今在日本人类学最高研究机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任副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作为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作学术考察。
研究方向：（1）汉族的民族志研究。
考察家族、女性角色、民间信仰等问题，是《生机的大地——中国风水思想及实践》（2000）的编者
之一。
（2）旅游人类学。
在湖南、云南等地考察旅游现象的生成，是日本第一部旅游人类学教科书《观光人类学》（1996）的
执笔者之一。
（3）革命记忆的人类学研究。
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中国的社会变化和再构筑——革命的实践和表象”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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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南型宗族是以福建、广东为代表的宗族（Freedman 1958；Baker1968；Potter 1970）。
这一类型宗族的特征是宗族拥有大量的共有土地或其他形式的物质财产，而且这些物质财产是凝聚其
成员的必要条件。
因此，华南的宗族对宗族内部的家庭产生重大影响。
　　长江下游型宗族（Beattie 1979; Ebrey 1983；Hazelton 1986）也被伊沛霞（Ebrey）称作桐城型宗族。
长江下游的宗族特征之一是宗族拥有少量的公田，仅可满足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以及维持祠堂和墓地
的花费。
这是与华南宗族的最大区别。
长江下游型宗族的第二个特点是，宗族活动是以文人和官僚的精英为核心展开的。
在宗族内部，编撰族谱、支谱的责任主要是由宗族内的文人和官员以及他们的直系后代来承担的。
　　华北、西北型宗族以纳奎因（Naquin 1986：210-244）研究的河北省永平县的王氏和罗斯基
（Rawski 1986：245-273）研究的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的马氏为代表。
这类宗族的主要特点是它们是非社团化的，他们缺乏强大的宗族，甚至没有祠堂和祭祖用的祭田。
虽然他们拥有墓地和族谱，但是墓地的开辟与族谱的编撰看起来并不是宗族集体行动的结果。
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关系和地位，而不是资源。
他们的宗族认同来自于族谱的继嗣关系、共同的辈字，有时也来自于共同的墓地。
　　武雅士与哈扎尔顿两位学者的宗族分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看到了汉人社会宗族因其规模、内部结构、财产运营等不同而产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两者都把在广东与福建的宗族作为最具有宗族特征的第1类型。
在第2类型中，与武雅士不同的是，哈扎尔顿强调了文人和官员的精英在宗族活动中的作用。
武雅士和哈扎尔顿的宗族分类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认为第2类型和第3类型的宗族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没有地域性。
而哈扎尔顿则指出了强调了宗族类型的地域性，并以地区来命名宗族类型。
　　在笔者看来，就本书的研究相对而言，两者的分类似乎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但却不能很好
地解释皖北的宗族。
按照武雅土的分类，本书的研究对象皖北李氏宗族具备所有的九个特征，似乎应该属于第1类型，即
广东一福建的宗族典型，但实际上皖北的宗族与华南的宗族在宗族公田的规模和经营方式上存在着显
著的差异。
李氏宗族虽然有公田，但是很少，仅104亩，那是为了每年的祭祀开基祖而设。
武雅士仅仅根据是否拥有公田来区分宗族类型，而没有注意到公田的规模和公田运营方式的区别。
　　在这点上，哈扎尔顿除了根据是否拥有公田将华北、西北型宗族与华南型宗族、长江下游型宗族
中区分开之外，还根据公田的规模和用途又将长江下游型宗族从华南型宗族中区分开来。
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动态的、更有效的分析框架。
然而，按照哈扎尔顿的分类，地处皖北的李氏宗族从它的宗族特征来看应属于长江下游型宗族。
哈扎尔顿的宗族类型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地域性。
　　皖北的宗族，包括本研究中的李氏宗族，与哈扎尔顿分类中的第2种类型相似。
李氏宗族作为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族谱、从开基祖到开基祖的儿子及其孙子、前三代祖先的墓地、
以及辈份命名体系。
到土改为止，李氏宗族的各房代表每年都要聚集到开基祖定居的村子——老庄子，一起祭拜他们的祖
先。
为了支付一年一度的祭祀、维护祠堂和墓地所需的费用，他们将104亩土地作为公田。
由于这块土地仅仅用于支付年度祭祀的费用，因此它通常不会被出租。
皖北宗族公田的规模和经营目的与广东的宗族公田迥然不同。
在广东，宗族是一种法人式的集团，他们通常拥有大量的公田，他们的成员是作为佃户在这些公田上
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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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翰笙的报告，广东省35%的耕地即42 00万亩的耕地为各个宗族所拥共有（陈1936：35）。
广东省的大部分农民都是作为佃户在他们隶属的宗族公田上生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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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关于现代中国的代表性民族志之一。
这部富有安定感并耐人回味的民族志的诞生，主要来自于作者遵循了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进行扎扎实
实地参与观察的社会人类学基本原则。
本书通过细腻的描述，在弥补了华北地区基于定点观察的民族志的不足的同时，还通过安徽李村的事
例分析，阐明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在步入社会主义制度后的变化过程。
此外，本书的另一个独到之处是，作者在日本掌握了在欧美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除
了忠实继承欧美人类学重视理论构筑之外，更尊重对事实本身的强烈关注和记述，故本书在许多方面
也体现了日本人类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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