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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份关于“盐”的历史民族志，是以物为视角的人类学研究个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
而成。
基于对云南大理一个盐井村落（诺邓村）的田野调查，本书力求呈现“盐”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物品
在特定地方所展开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图景，盐在历史上如何勾连起诺邓的“内外”、“上下”关系，
以及盐在今天的仪式生活中如何言说历史。
　　长期以来，学界的西南研究多以“民族”（族群）为研究对象，并不断重复“中心一边缘”叙事
，强化对西南的“边缘”想象，然而西南研究并非只能以相互孤立的“民族”（族群）和“边缘”来
标识，历史上的西南也并非是静止、固定的民族马赛克图像，它有着流动的一面和文明的历史。
我的研究无非是要表明，不能用今天的民族－国家框架来看待西南的历史，把西南视为明确的国家边
界内的边缘地带。
同时，历史上的西南也不是一个无国家社会，在帝制时代，它与中央王朝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与远近
的文明体系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交往。
通过“盐”这样一种国家专卖的物品，以及西南地区的物品流动，可以更微观地来看待西南地区的族
群关系，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地方与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关系。
　　诺邓，是滇西著名的盐井。
诺邓井前身的“细诺邓井”在唐代始见诸史载，而当时的云南处于南诏地方政权之下，南诏王室将境
内盐井区分为王室专用和百姓自煎两类，诺邓井属于后者，处于相对自主的发展阶段。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浸润在佛教文明的影响之下，当时的云南正处在古代印度－东南亚－中国文
明的连续统中，是这个地区性世界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纽带。
这一地区性世界体系也曾深深地影响到诺邓。
云南盐业在明初即被收归中央，纳入到中央赋税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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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份关于“盐”的历史民族志，是以物为视角的人类学研究个案。
基于对云南大理一个盐井村落（诺邓村）的田野调查，作者力求呈现“盐”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物品
在特定地方昕展开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图景，盐在历史上如何勾连起诺邓的“内外”、“上下”关系，
以及今天仪式生活中的盐如何言说历史。
    通过盐及米、马等物品的研究来解读诺邓历史上的“关系”丛结，探讨微“盐”背后的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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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瑜，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仪式与象征分析。
已在《社会学研究》、《中国人类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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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相关，法国学者施帝恩（GROS stephane）的“盐、牛和奴隶：滇西北的交换和政治” 一文
将目光聚焦在滇西北族群的交换体系之上，透过盐、牛、奴隶的流动与交换，呈现出不同的族群（藏
、怒、独龙）如何被整合进族群权力结构中的图景。
他指出，滇西北虽处在汉藏的边缘位置，但却是最具有流动性的，这些族群之间决不是孤立的，他们
通过交换、贸易和邻近地区整合在一起，这里的族群关系是被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所形塑的，他认为
这些物品在交换中的意义要从不同族群的文化价值去理解。
在这个关系结构里，怒族和独龙族处于等级的底层，藏族处于最高层。
但在独龙族和藏族之间形成一种bang—nam（意即交换伙伴）的关系，藏族以盐为礼物与独龙结
成bang.nam，之后他们之间的交换就很容易进行，藏族的牛和独龙族的人（奴隶）建立起一种交换关
系。
对独龙族来说，牛是他们社会中最具声望的物品，在婚姻交换和仪式中尤为重要，但由于独龙族本身
不产牛，所以牛必须从外界获得，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得，即使是卖身为奴。
施帝恩注意到这一地区的族群关系，在明代纳西土司进入之后，变得更为复杂，当地的独龙族、怒族
等族群所在区域就位于纳西土司和藏族之间权力的叠合部，因而也陷入纳西和藏两大势力持续不断的
争夺中。
盐为纳西土司所控制和垄断，因而盐也成了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稀有之物，盐的控制就变得尤为重
要，也成为巨大的收益来源。
为了得到盐，独龙族必须向纳西土司纳贡、服役，作为回报，纳西土司每年都要宴请自己的子民，通
过这样慷慨的宴请，土司的地位和权力被再度认可，他的威望也透过慷慨建立起来。
从中可以看到盐、牛、奴隶在当地交换网络的缔结和权力关系运作中的作用，以及不同族群关于财富
和地位等级差异的文化价值如何影响了交换和族群权力关系的形塑。
　　施帝恩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但读他的文章，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施氏笔下的滇西北这个地方
并没有帝国的在场，当地有的，只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贸易，以及基于不同族群的文化价值建立
起来的权力结构。
在他看来，没有帝国的在场，这里的族群仍可以自我整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盐”大义>>

编辑推荐

　　“文明”的研究视角给予我超越“社会”的眼光，注重对文明所涵括的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及社会与其上的文明之关系的研究。
盐、米、马三者的关系恰恰表明诺邓如何通过“物”来建构和表达自身所处的“内外”、“上下”关
系丛结。
这些历史上沟通“内外”、“上下”关系的关键之物成为了诺邓今天仪式生活中的“核心符号”。
　　——舒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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