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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为了促进我国国学研究的繁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
版丛书”，旨在鼓励海内外学者在国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一、本丛书的资助出版范围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为依据，围绕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
文化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进而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
经济、宗教习俗等各领域的演变发展，以及深入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
文化、社会状况，尤其注重对东南海洋带文化传承的探讨，对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演进，进行全面
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
　　一、本丛书面向国际性、专门性研究的学术著作，本着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原则，增进不同区
域间的学术交流互动与中华文化认同。
不同区域的学者各自遵循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和区别，从充分尊重学术交往的立场出
发，出版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的面貌，原则上不做过多的更改与硬性的统一，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地给
予甄别和分辨。
　　一、本丛书采用中文简体字出版，允许对书稿进行合乎丛书体例的调适和出版技术规范的处理。
惟征引典籍的个别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习用专有名称等姑仍其旧；遇有错讹字予以订正，正字置于方
括弧[]内。
另须特别说明者，使用[编者按]予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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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隔岸观火：泛台海区域的信仰生活》结合文献和田野、考研与考现，细致地剖析了泛台海区域
之信仰生活的某些截面。
著者的个案描述和图像叙事，勾勒出区域历史之多元共生的信仰文化景观，有助于阅者以“礼失求诸
野”的视野和“文化自觉”的精神，来反观中国人整体性的观念系谱和文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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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进国，1970年生，福建永春人，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博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宗教 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出版：合著《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2002）。
专著《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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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附录三　理性诉求，非理性表达——《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的
风水现象与风水功能／施爱东附录四　风水：一个社会文化史的诠释／刘永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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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骨骸的替代物与祖先崇拜　　一　问题的提出　　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Freedman）
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风水的逻辑中，骨是世系继嗣的象征。
如果没有骨骼，人们就与祖先恩惠最强有力的源头彻底脱离。
”①日本人类学者濑川昌久则称，祖先骨骸与子孙乃一气相承，“气”通过骨骼而得以形象化，“气
”以骨为媒介，故对祖先遗骨（作为形象化的父系继嗣）的祭祀就能受荫于祖先墓地风水，“对祖先
遗骨（作为形象化了的父系继嗣）的祭祀，就与希望在现实环境中寻得好影响的风水习俗，实现了联
结”，“在汉族的继嗣观念中，祖先的骨骸是关于世系继嗣的具象性代表物，对于子孙来说，它的存
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②人类学家的这些带着通识的论断，是否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修正呢？
在讨论“小柩”（二次葬或复葬）的葬法时，显然不能忽视一些异例文化现象。
　　在无骨骸或骨骸很少情形下，民间究竟采用什么办法处理，是否同样重视墓地风水方面的营造，
并且仍然笃信他们与祖先的恩惠是紧密相连的呢？
民间关于祖先魂魄的观念，是否也相应发生变化呢？
汉人的祖先观念，是否就是所谓的“灵骨一体”呢？
汉人的墓　　制，是否就是所谓的“一墓制”呢？
兹据族谱和田野调查，对明清以来台海及客家区域的葬例，略作探讨。
　　二　葬银牌　　明清以来，东南区域新型的家族组织及乡族势力获得快速的发展，家族出于“敬
宗收族”需要，或求风水庇佑，常频繁地更葬远祖坟墓。
盖因年代久远，祖先骸骨无存或存留不多，民间便借用银牌更葬以代骨殖。
若因异常死亡而尸骨无存或存留异地，或骨骸被迁（本族或外族），亦代葬银牌。
为了多获风水荫庇，民间甚至经常于甲处葬祖先骨骸，于乙处葬银牌。
出于合葬之需，一块银牌亦可合写几个祖辈名号。
客家人俗称“有奶奶无祖父”、“有祖父无奶奶”是“孬种”、“野种”，故凡骨骸未存者不立银牌
乃大不孝。
此葬俗在赣南、粤东、闽西客家最盛，也散见于闽中、闽南和台湾、南洋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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