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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研习营让我感觉到田野考察的重要性。在参加研究之前，每当我看资料，

心里很想去福建和广东耳闻目睹现场情况。这次研习营对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

验，就是每天都反复两脚踏地、两眼看东西的经验，刺激对我个人研究的热情，激

发新的灵感。还有，通过这次研习营得以相见诸位老师们和同学们，也是对我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经验，特别是感觉到诸多学者们对研究的热情，收到了很大启发。通

过小组讨论和综合讨论，得以有跟组员们一起交流的机会。 

 

南海一号 

  观看南海一号现场对我是很有印象。一千年前所建造的船只还维持着完整的

形态，一千年前制造的陶瓷器还是保持白色，这让我感觉到一种神秘感。从南海一

号挖掘出来的遗物的数量超过 17 万，南海一号代表宋代已经有着大规模性海洋贸

易活动，这让我感叹不已。很幸好的是多亏了科学发掘技术，我们目前得以看到一

只完整的宋代大船。可惜目前这一只大船来历不清，没有记录来证明这大船的来

历。 

 

乡村宗族社会以及其信仰 

  通过考察乡村地方社会，觉得闽粤乡村宗族社会是闽粤地区基层社会的基本

因素。 我很怀疑，闽粤地区基层社会各种各样的物质性、非物质性遗产，如何影

响到闽粤地区基层社会居民的想法。观察到各个地方崇拜的神是有天后、洪圣、观

音菩萨、康帅傅，才能体会到各个乡村社会根据同一的认同来团结一起。各个乡村

的居民，企图通过祭祀同一个神来提高凝聚力，形成共同的认同。尤其是天后崇拜

是已经成为一个闽粤沿海地区普遍宗教和信仰，可以发现这种信仰起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团结基层社会的作用。不论是任何王朝、任何时代，中央政府足够认知闽粤

地区基层社会信仰的重要性，一直努力控制它，常常强调政府和神的连结性，康熙

皇帝等等曾给妈祖加封。总之，闽粤乡村社会的信仰里面包含着对于中央的向心力

的因素。 

 

  



语言 

  语言是一个结合群体的重要因素，个人觉得语言本身内涵着排外性。尤其是方

言根本是由中央语言而存在的，不可分别而想。这意味着，各个方言都有着特殊的

语音、语调、词汇等等，这成为一个区别同乡人和异乡人的标准。 

我们考察了的珠海淇澳和潮汕的居民，虽然身在广东，但是平常使用的语言还是闽

南语系方言。他们和其他会讲广东话（白话） 的广东居民之间确实是有着语言差

异，这可能起了一种区分两个社会的界线的作用。 

 

  而且在广东话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方言支派，各个支派之间也有差异，所以广

东人指定‘标准广东话’，叫做‘白话‘。据说福建当中有各个小地区之间的矛

盾，所以福建基本上没有’白话‘。广东珠江三角柱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实

力差异较大，广府话也自然而然地越来越重要。 

 

结语：什么是闽粤？ 

  回顾起来这次闽粤营考察活动，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闽粤’这

个空间。在诸多文献当中，闽粤是被描述为‘临海背山、人多田少’的地方，自古

以来闽粤地区居民大多数‘以海为田’地依靠海洋来谋生。在考察活动当中，我也

发现文献记录符合事实。在我们考察过的地方当中，我可以发现家家户户都贴着春

联，春联里大都是写着‘一帆风顺’这四个字，充分体会到居民的日常生活跟海洋

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突然间想出来的是，除了闽粤沿海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

人的生活是如何？因此我想到的是，如果想要描述整个广东整个福建的真相的话，

还需要考察闽粤山区。 

 

  总体来说，闽粤人出海的历史很悠久，历史已经证明闽粤和海洋的关系是不可

分的。我们通过这次闽粤营经验过的闽粤也是一样，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宗教

等都是包含着海洋因素。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在闽粤各省当中沿海地区和山区之间

的关系是如何。还有，在同一个空间里存在着的互相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例如

粤中之闽，闽中之粤，山区和沿海)之间的矛盾和融合是如何，这也会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研究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