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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广西南宁市以西四十公里的扬美古镇是当地有名的繁华商埠，为左江中下游地区农副产品
和工业制品的主要集散地。
1922年农历四月初九，这座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城镇，遭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七
十二条村”的壮族人的洗劫，自此衰落。
    本书的研究，基于著者对于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壮族村寨社会生活为期一年多的田野调查。
通过比照各类文本的记载以及当地人的口述资料，本书对发生在1922年的“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描
述。
著者以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扬美古镇的市场体系及商品交换，并对扬美人及其周边村寨壮族人的生
计方式、族群认同、财富观念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进行了比较，试图通过对导致“四月初九”事件发
生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分析，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问题。
    著者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于地方政权的更迭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但在更深的层面
上，“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却主要源于扬美人与当地壮族人财富观念的差异。
在扬美古镇从军事据点到商埠再到村落的历史进程中，想象的祖籍、历史记忆、自然资源状况以及当
地人特殊的谋生方式，促成了扬美社会内部多重向度的族群认同以及社会结构上的某种异质性，从而
奠定了扬美古镇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并由此构建了扬美人“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
与此同时，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历史遭遇、紧密的亲属关系网络以及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结构
，催生了扬美周边村寨壮族人“有福同享”的财富观念，使其难以接纳以谋取现实的物质利益为主要
目的的商品交换。
“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使得扬美人更为注重商品交换的物质利益，而这种价值取向与喜欢“有福同
享”的壮族人格格不入。
从某种意义上讲，“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两种不同财富观念冲突的结果。
    本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商品交换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物的交换，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经
济交往方式。
这种社会交往，固然有着物质利益的现实需求，但同时也嵌合着诸多非经济因素。
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交易者对于商品交换的不同期待。
而在客观文化特征逐渐趋同、族群认同面临表述危机之时，不同的生计取向和财富观念，甚至会成为
区隔族群、建构自我与他者的重要工具。
 　　本书聚焦于族群经济与族群关系问题的研究。
著者透过一个沉浸在壮族人“汪洋大海”之中的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广西古镇的
田野考察，分析了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不同族群的财富观念对于当地商品交换和
族群关系的影响。
本书以民国初年发生在当地的一起群体事件为切入点，以丰富的口述史资料，描述了当地人在重构此
一历史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想象以及自我与他者的深刻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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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俊彪，1968年生，广西陆川人，汉族。
1990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获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
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
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研究，发
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著作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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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之祸：扬美古镇的“四月初九”事件  一  扬美古镇  二  “四月初九”：事件及叙述第二章  “富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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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三  “村佬”的社会  四  “他者”的自我建构第四章  财富记忆：扬美古镇的墟市与商品交换  一  市
场体系  二  扬美墟市  三  墟市贸易与当地社会第五章  财富之道：生计与族群区隔  一  牛与人  二  “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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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三  商品交换与扬美社会的整合第八章  财富、交换与族群关系  一  商品交换的社会实在性  二  商品
交换的“理性”与财富观念图式  三  “差序格局”、“兄弟情谊”与商品交换  四  乡土社会的商品交
换与族群关系结论  一  商品交换与族群认同  二  财富的观念图式与族群关系  三  社会整合模式与商品
交换  四  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一种总体性的经济交往方式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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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公诞的庆典历时三天，从五月十二开始，至五月十四结束。
五月十二日一早，村里的“大法师”便在村上人群聚集的地方贴出榜文，告知村民庆典之事以及庆典
的日程安排。
正午时分，“师傅”（师公）们在众多村民的拥趸之下将关帝从庙中“请”出，游至各户人家门前，
为村人驱妖斩魔，而村民则需烧香鸣炮“迎接”关帝的到来。
游归庙中之后，村上人家将准备好的各式牺牲，如鸡、鸭、猪肉等，供奉在关帝及众仙的神位之前，
并请师傅为其诵经祈祷。
一些结婚没有生子或没有男丁的人家，则在此时将席子、被子等床上用品垫在祭台下，并在上面跪拜
求子。
及晚，关帝庙前灯火通明，锣鼓喧天，请来的戏班在戏台上唱演一些为忠义之士歌功颂德的曲目，一
连几个晚上都在唱，每晚都要唱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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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其间百味，自不待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每每在田野工作中感到困顿，或者读书写字感到倦怠之时，常以柳宗元的这首《江雪》聊以自慰。
人类学的研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探寻异文化奇风异俗的浪漫之旅，而是一种“事无事，味无味”
的人生历练。
我生性鲁钝，却又常常心浮气躁，极少能品味到那种独钓寒江之雪的自得其乐，因而在更多的时候只
能把它当作一种梦想来追求。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不及恩师情深。
感谢导师周大鸣教授的信任和多年来的辛勤培养。
正是先生的信任，才使我有机会在中山大学这座即使在最严酷的冬日也会有桂花飘香、鸟儿欢歌的美
丽校园追逐我的人类学梦想。
自入师以来，先生言传身教，不辞劳苦，方使愚钝的我得以在学业上有寸步之长。
栽培之恩，没齿难忘。
先生强烈的进取之心、求真务实的治学风格、对田野工作的执著以及对后学的无私关爱，令我钦佩之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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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富与他者: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坐落于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山大学
校内的马丁堂，其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目前人类学系设有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四个教研室，并建有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实验
室（包括视觉人类学工作室、体质人类学工作室、考古学工作室）、文物年代测定实验室（在建）等
教学科研机构、建立了“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历史学系合作）等多个
学术研究平台，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财富与他者: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聚焦于族群经济与族群关系问题的研究。
著者透过一个沉浸在壮族人"汪洋大海"之中的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广西古镇的田
野考察，分析了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不同族群的财富观念对于当地商品交换和族
群关系的影响。
《财富与他者: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以民国初年发生在当地的一起群体事件为切入点，以
丰富的口述史资料，描述了当地人在重构此一历史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想象以及自我与他者
的深刻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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