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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成现代中国历史学界核心、并牵引着学界发展的是所谓的77级、78级学生及大致相同时期进入
研究生院学习的人。
这些贤士开始学习之时，在下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
作为一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徒，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我深感不满，只要有机会，我便在中
国提起如下的问题：为什么不研究汉族的农村聚落地理?必须要考察汉族农民的社会共同性。
与所谓的“无神论”等没有关系，汉族老百姓的共同信仰及祭祀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考察课题等等。
　　农村聚落、共同性（也可以说成是共同体）、共同祭祀等事项原本应该由本国的学者才能积贮起
丰富的考察，像在下这样的外国学者，自然希望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立论。
但是，这样的理想状态并没有成为现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前有关汉人的信仰、农村聚落地理学、
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
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对于乡村聚落地理方面，在很多地区还基本上呈现空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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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得到加强，为了能更有效地支配全国各地，中央王朝通过制定祭
祀政策对各地民间信仰现象进行干预、指导，加强了正统意识形态向民间社会的渗透。
那么，在中央祭祀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分布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到底又是如何去
“适应”王朝的祭祀政策的呢?民间信仰领域又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洗牌、重组活动”呢?而这其中的
主角，即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集团在参与、主导其变化呢?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此尚无专门研究。
本书将地理范围锁定在浙江地区，利用碑刻资料、地方志中的祠庙志、文集笔记以及民俗学的调查资
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现象作为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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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羽信仰的传播及普及——一以浙江省为中心　　序言　　有关三国时代蜀国武将关羽
（字云长，出生于山西省解州）神（也称关公、关帝）的信仰，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的先行研究。
其中，井上以智为把关羽神的神格分为武神（镇抚骚乱）、财神（士民社会生活的指针）、伽蓝神（
保护寺观），并以北京城的白马庙、月城庙，关羽故乡的山西解县关圣庙，关羽死难之地的湖北省当
阳县的显烈庙、关羽陵南为对象，把关羽祠庙及其信仰的历史划分为“唐代草创期”、“宋元发展期
”、“明代最盛期”、“清代整顿期”等五个阶段。
同时，他还把娑羽信仰普及的原因归结为：宋元以来小说、戏曲等大众文艺在社会卜的广泛流行，使
得关羽成为民间社会看重的英雄人物；困难当头，困窘的官员及百姓向关羽祈祷，希冀得到关羽神的
庇护。
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则强调中央王朝为了便于国家统治，利用关羽信仰对民众进行教化。
通过这些先行研究，关羽信仰发生、普及的历史信息越来越清晰地被揭示出来。
　　迄今为止对关羽的研究，大多把探讨范围放眼于全中国乃至全东亚地区，其论述多属泛泛之谈。
依笔者之见，关羽信仰发生、普及的历史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就我所见，把关羽信仰锁定在中国的某一特定区域，对其信仰传播、普及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还很少
。
另外，南宋以来，道士阶层积极干预关羽信仰的情况及明朝军队与关羽信仰的关系以及中央王朝祭祀
政策变化与关羽信仰发达的关联等课题，基本上还没有被探讨过。
再者，迄今为止的研究，对关羽信仰的普及的过程及其原因，还未曾进行过实证的研究，因而仍有再
行探讨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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