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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
与)新水域史*的提出
!

徐
!

斌

摘
!

要!在传统史学叙述中#)水*只是土地的附庸#这种叙事方式统治着现当代史学研

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史料的记载主要涉及鱼课和水上社会秩序两个层面的内容#显示出

国家及士人阶层对于水上社会的关照面%水上活动人群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这既表现在

他们的劳动作业等方面#也体现在他们较之于种植农民而更为频繁地在体制内外之间的

流动#以及作为水上人与上岸定居者的身份意义上的流动%因而#)新水域史*的达致#不

仅需要转换研究理念#也有赖于民间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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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海洋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不断突出#人们逐渐将目光从陆地移向海

洋#海洋史研究成了学界日益瞩目之热点#进而形成了以海洋为本位的)新海洋史*研究理

路%)新海洋史*主张从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上看海洋#因

而转变了以往的海洋历史只是陆地历史在海洋空间的延伸这一研究指向!

%可以说#)新

海洋史*的提出#其意义不仅限于研究视阈的转换#更是在方法及认识的框架中革新了传

统的海洋史研究%

不过#由于)新海洋史*针对的是以陆地为本位#并依此构建起世界历史学科框架的

)陆地史观*#这一对话面的设立#使得)新海洋史*不可避免地将)陆地*视为一个整体#无

形中忽略了陆地上本身就拥有复杂多变的自然地貌%平原$山川等多样的自然地貌孕育

出纷繁复杂$性格迥异的社会文化形态#如长江流域等广大南方地区河流纵横#更有众多

的湖泊群等大型淡水水域#在这些水面上生活着从事捕捞的渔民$承担运输的船户等众多

群体#甚至还有靠抢掠来往商船为生的江湖盗等边缘人群#因其迥异于岸上居民的日常生

计手段#水上活动人群有着自己的人际交往模式$社会网络$群体组织形式$权力关系等#

从而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土地上的社会形态%在以土地为依托$以种植农业为根本的传统

农耕文明中#人们同样习惯于从土地的角度观察这些水域%因此#)新海洋史*针对的所谓

)陆地史观*实质上是指)土地史观*%进而言之#为体现)新海洋史*之初衷#更好的做法似

乎是进一步扩展其内涵与外延#针对以往)土地*本位的研究传统#形成一种以水为本位#

涵盖河湖水域与海洋的)新水域史*研究范式%鉴于目前学界对)新海洋史*有所了解#本

文主要从内陆淡水水域的角度#浅述笔者对于)新水域史*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对这一

研究领域的深化有所助益%

!

夏继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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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与)新水域史*的提出

一$)土地史观*下的水域史

传统海洋史的研究只是)海洋周边陆地史*#这一认识在)新海洋史*的强调下已渐为人知#相较之

下#处于类似境地的有关内陆地区水域史研究却甚少有人提及%当我们换一种眼光审视时#同样会发现

在传统史学叙述中#)水*只是土地的附庸#内陆地区的水域以及水域上生活的人群通常是与土地或者生

活于土地上的人群发生关联时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比方说有关水利的讨论一般是与土地耕作相结

合#水灾的成因则是由于冲毁了农田屋舍#以及危及岸上居民的生命安全#等等%这种叙事方式隐晦难

察#不仅统治着现当代史学研究#而且悠远流长#频繁出现于历史记载之中%

中国内陆地区的大型水域#以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湖泊群最为集中%学界对于长江中下

游开发历程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汗牛充栋#在这些研究中#所谓)开发*#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对河湖水域

的利用之上#其中#利用程度最高的方式就是围垦这些水域%传统的论断中#将水域围垦成田#以增加可

耕土地的数量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表现#诸如对以圩田开发为背景的)苏湖熟#天下足*

!

#

以及以垸田开发为背景的)湖广熟#天下足*等讨论"

#均反映出这一倾向%以长江中游的垸田开发为

例#学者们指出本地区围垦水面的活动在宋代已见端倪#明清两代#围垦湖地的活动则以兴修垸田的形

式蓬勃发展!洪武至成化初是汉水下游平原$洞庭湖地区垸田的初兴阶段&从成化年间开始#兴筑活动迅

速发展&在经历了明清之际战乱的破坏之后#康熙$雍正年间#垸田逐步恢复#并在数量与规模上超过了

明代&乾隆时期#垸田实际上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之后#垸田围垦恶性膨胀#大量的湖泊渐次被垦为桑

田#

%与之相关的对过度围垦水域的反思#则主要侧重于围垸的发展使得江湖关系发生演变以至洪涝

灾害频发#危及岸上居民生命安全#以及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

%

由于这些讨论本身就是将垸田作为研究对象#以至于难以避免地从土地与农耕的立场上进行考察#

这一点无可厚非#亦甚为重要%

#不过#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土地都是由水域演变而来的话#那么从)水*

本身思考水域#甚至从)水*的角度去考察这些围垦而成的土地则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观感#比如说进一步

追问人们围垦水面的动因何在#更会明白在官方意志$利益选择$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时期人

们对于土地有着强烈的诉求#使得研究者同样只是采用了)土地史观*的研究立场%

至于对河湖水域本身的研究#则仍难以摆脱)土地史观*的束缚#如依附于土地所有权研究的有关山

泽私有化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指出#秦汉以来#山林川泽皆为封建国家所有#至晋犹然&自晋室南渡后#

大量北方士族举族南迁#使江南人口骤然增长#由于原居此地的南方士族$豪强地主等自孙吴以来便已

占据了大量的平原熟地#而且相比于北方地区#更由于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山林川泽所占的比

例甚大#平地数量有限#所以#各种势力争夺土地的主要目标#便由传统的平原熟地转向山林川泽&为此#

政府颁布了对之进行限制的法令#这种以限代禁的做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私家占有山泽给予了法律上

的承认&

%诚如唐长孺先生所言#南朝私家封固山水并非单纯的征税#还具有开发山林$种植竹木杂果

与修建渔场的经营方式'

#因此#山泽私有化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一地区开发的深入#并

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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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认识都曾是笔者开展相关研究的出发点#也多遵循这一研究理路并认同乃至阐发上述观点#所以#笔者充分

肯定这一研究理路的意义及诸多区域史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只是试图说明笔者已经认识到它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之外

还有别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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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说法#需要反思的是秦汉至晋的各代王朝对于山林川泽的所有权是否落到了实处#更须重

加审视的是#这种国家所有的观念是否为强加于世代衣食仰给于斯的原住居民身上之物#以及江南地区

的水上活动人群$山民又是如何应对东晋南朝时期来自于北方士族对山泽的占有%简言之#就是需要补

充从水上活动人群或是山民的角度去观察理解的维度#而非单向度地从王朝国家和土地的立场上思考

问题%

当然#这似乎有苛求研究者之嫌#因为他们所依据的传统文献便是如此记载的%检视官方的各类文

献记载#可以发现宋辽金之前甚少记载#自宋辽金始#对于水域及水上活动人群的记载渐多#且主要集中

于两点!一是有关税课额的记载#如-大明会典.

!等官方文献汇编及相关州县的地方志#均是以征收鱼

课的名目数量作为关乎水上世界的主要记载对象%这些记载显示#与农耕社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辽

金以前各代大抵对水域社会并未太多瞩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显然与以农为本是历代王朝的核心统

治理念相关%即使在有较多渔业记载的明清两代#如朱元璋时期对鱼课空前重视#纵使如此#亦仅仅停

留于增加和保持国家收入的财政意义之上#其时同样有为保证农业收入而免征鱼课的作为#如华容县!

)安津$蔡田$田家诸湖#洪武中革税#弛之民溉田*

"

%清廷推行)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听民开垦#免

其升科*的措施#强调的仍是以田地垦辟为解决国计民生的唯一手段#

%

二是关于江湖盗的打击与防御#著者如在官方的相关文献记载中称之为)湖贼*$)湖寇*$)水寇*$

)水贼*的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就是以洞庭湖地区为根据地#以水战为核心#通过战船$水寨等设施来抵

御官军的围剿$

%其主要原因在于与耕作土地的人们相比#水上活动人群有着较强的流动性#常常溢出

官府的控制范围%

#为了强化统治#消解这些不安因素成了官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毫无疑问#这类文献反映的是官方对待水上活动人群的政治态度#政治领域的表现则有其深厚的文

化根源#文人的笔下便经常地流露出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偏见%以较多描述渔民生活的诗词为例#这

些诗词中渔民的形象大概有如下两种!一类是对)独钓寒江雪*式渔人隐士的浪漫主义想象&

&一类是卫

道士式的批评#如)谁道渔村风俗好#如花少女卖鱼虾*等对渔妇抛头露面行为的鄙夷%很显然#这些诗

词多反映的是作为儒家学者的诗人们想象中的渔业与渔民形象#都含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前者对渔人隐

士的浪漫主义想象#与流动的水上人不易控制的特点相契合#后者则道出了渔业与商品经济间的天然亲

近感%然而#诗词中所流露出的与现实生活中的水域社会之间的疏离感同样显而易见#其产生正是由于

文人们秉持着以土地为依托#以种植农业为根本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即使是为数甚少的较为贴近

渔民真实生活状况的诗词#如)儿女全家生计俱#水作良田当膏腴*等'

#也是将之与土地相比拟#以此获

取对其的认知%

于是乎#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华夏世界始终自居为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主要在于北方发展了中国

的书写文字系统22终究因为北方的文字记录占了主流的优势#竟可以说北方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力#

南方遂始终只能落在次要的位置%*

)其中#北方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手段#这种观念便一直主宰着历

史的书写%在山林川泽所占比例甚大的南方地区#同为种植农业的水田稻作相对容易地融入到北方文

化体系之中#成了农耕世界的组成部分#与之相比#水上居民$山民则因其独特的谋生方式#加之因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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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山区的研究中#同样揭示了山民具有强烈的流动性#以逃离国家的统治#见
I>O=/4#G(<@@

#

V.=6;@<WR<@X=+)

?

Y<A=;)=N

!

6)6)>;(.+/@F+/@<;

T

<WM

P

B>)NG<-@.=>/@6/+>)#R=,.=>A=)

!

S>B=M)+A=;/+@

T

K;=//

#

0""5#

台湾学者吴智和先生曾在-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一文中辟出专节讨论)渔隐*现象#不过吴先生似将其作为历史事实加以描述%

吴智和
#

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
#

明史研究专刊#

!515

#

0

!

!"57!&$#

黄玉辉
#

马昌湖打鱼歌""艺文志上+诗!卷
0"

""史致谟
#

潜江县志续""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
$&

册
#

南京!江苏古籍

出版社#

!55!

!

&"5#

许倬云
#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0"!!

!

09#



徐
!

斌!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与)新水域史*的提出

的流动性而难以统治#故而导致其在历史书写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延绵至今%

二$)新水域史*的可能形态

那么#如何做到站在水域和水上活动人群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呢/ 某种程度上#描述渔隐的诗词的

确把握住了水上活动人群最为显著的特点#即由于不同于岸上的农耕定居作业形态#他们具有较强的流

动性%因此#对于水域社会的实质进行把握#当从其流动性开始%

在通常意义上讲#因统治成本较低之故#各代王朝多采取)画地为牢*的统治手段与形式#将人民固

定于土地之上%这种传统统治形态的国家政权对于流动的水上活动人群则颇显无奈#江湖盗等边缘人

群的猖獗#正是得益于流动性强#加之有水面的辽阔$水域间的通达等便利条件#如长江中游地区)盗水

居者以湖为宅#船为马#自洞庭至彭蠡#一舴艋桡鰗数十#瞬而至阳逻*

!

%

不过#真正以抢掠为生的职业盗匪毕竟只有少数#如隆庆-岳州府志.所云)'华容县(惟九都滨湖#民

或为盗焉*

"

#大多数的江湖盗只是偶尔为之的普通水上活动人群%而且#正如钟相$杨幺起义所显示的

那样#当王朝政权试图建立和稳固在湖泊众多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治时#便无可避免地要逐渐重视对

水上活动人群的控制#如果此时的这些人仍旧经常脱离于官府控制的话#自然仍会被视作为)盗*%所

以#是否被视为)盗*#除了对社会正常秩序产生影响这一判断标准之外#是否进入到编户齐民的体系之

内#接受国家的统治则是另一项重要标准%

由于历史时期的水上活动人群以从事捕捞业的渔民为主#

#王朝政权开始建立并加强对水上活动

人群控制的过程便与征收鱼课相表里#可以说征收鱼课既是这一控制的结果#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控

制的手段%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按-文献通考.记载!

太宗淳化元年#诏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非朕素怀#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

取#如经市货卖#乃收税%先时#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当僭伪之时#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

纳官钱#或令人户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帝闻其弊#诏除之$

%

这段记载较早记录了本地区征收鱼课之事#可知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此地的南楚马氏政权已有征收

鱼税之举&赵宋初期#本地因马氏之遗政而继续征收#但不久之后的太宗淳化年间#就不再征收渔业的生

产税#替之以)经市货卖*的商品税#似乎是在说淳化之后的有宋一代并未征收鱼课#然在嘉定八年

'

!0!&

(#知汉阳军的宋儒黄?曾有)欲以湖北路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应湖北所产鱼蚌之

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主家不得执占*之念%

#知其时荆湖北路诸州仍有鱼课之征#或许#此当为宋室南渡

之后#尤其是绍兴年间岳飞复襄阳六郡及平定钟相$杨幺之后的举措亦未可知%

另据学者考证#元代长江中游地区已有河泊所之设#鱼课的征收更形明朗#明初朱元璋则进一步将

这一制度向全国推行#而且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广是明代全国河泊所设置最早$亦是最多的布政司%明正

统以后#各处河泊所渐行裁革#至清康熙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的河泊所几乎裁撤殆尽#不过鱼课作为各色

课程中之一种而与整个明清时代相始终&

%

以上乃是本地区征收鱼课的大致历史过程#而官府征收鱼课的行为#则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水域社

会的实际面貌%从渔民的角度讲#通过缴纳鱼课#许多渔民进入到国家体系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实际占有了输课水面%五代十国时期)或令人户占卖输课*#南宋时期黄?希望)主家不得执占*等#反

映的正是湖主阶层的出现#明清时期#本地湖区众多宗族更是声称祖先在元末明初或明洪武间)插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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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落居于此#而且历来)割草取鱼#还县纳赋*#以此说明本族占有水面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湖主阶层的出现#尤其是明清时期渔户家族的形成#显示出这些水面所有者大多已上岸定居#嘉靖

-大冶县志.便说#)鱼利悉专河泊#环湖而居者#可得而渔#亦业甲类也%*

!所谓)业甲*#是指明廷为了有

效地完成鱼课征收工作而对渔户所进行的编排#亦用来指称编入甲内之各业户%业甲的编排与土地上

所编立的里甲有相似之处#更多的则是因为)水*本身的特殊性而具有的相异之处#与此同时#也使得水

域社会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

按照河泊所赤历甲册的记载"

#业甲通常也编有十甲#一甲之中的多户渔户都在同一处)子池*上作

业纳课%所谓)子池*#是与)官水*相对之概念#二者因应着水域季节性涨落而产生#即渔户)每当春夏#

驾船用网取鱼#名曰官水#相安无事%至秋冬之际#设栈取鱼#名曰子池*

#

%官水一般向该河泊所所有

渔户开放#子池则各有业户#并且子池有大有小#对于面积较大的子池来说#不便如田地那样分割成小

块$各归田户#在此状况下#只能由若干渔户共同拥有一片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河湖遂成为同甲业户之

)同业*#如湖北孝感县董湖)自明朝标业以来#为胡$杨$熊三姓所共有*

$

&又如黄梅龙感湖)自明代至民

国时期一直属毛$严$戢$高四大姓*

%

#黄冈-刘氏宗谱.更直言!)业甲者#业渔以供国赋也%甲有八#我

居其一#八家同业%*

&无疑#在同一甲内数户)同业*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水上社会#必须更多些相互协作

的意识#方可避免滋生矛盾%

然而#)水无硬界*

'

#水域不同于土地#难以区分出较为清晰的界限#这也为某些强势渔民群体侵占

他人的水面提供了借口与便利#水面上蓄意越界捕捞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不同的渔民群体间时常产

生矛盾#甚而发生械斗等严重冲突%而且矛盾不止发生在不同渔民群体之间#因为水域具有可资捕捞$

灌溉$航运等多种的用途#各种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同样冲突不断#从而造成了水域社会秩序经常处于调

适的状态之中%民谚有云)湖水多是非*

)

#反映的正是这种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状况%

虽然大多渔户已经定居#不过渔民的捕捞作业仍须驾船出行#流动性仍然较之农民要强上许多%明

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民众为规避繁重的赋役负担而脱离原来里甲系统时#渔户们更是借助于这种流动

性离开定居地点#前往别处谋生#隆庆-岳州府志.即云巴陵县)惟湖乡多北人#言语气质仍其本俗*

*

#嘉

靖-沔阳州志.也说)沔地洼泽钟#故岁恒凶#频歉少穰#故民恒瘠%然湖多易淤#土旷易垦#食物旋给#他

方之民萃焉#而江之右为甚*

,-.

%

为了解决渔户逃亡问题#维持鱼课的征收#明廷曾多次新编渔户进行补充#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

)景泰六年#令湖广等布政司#各委官取勘鱼户#凡新造有力之家#量船大小#定与课米#编入册内#以补死

绝业户课额22天顺元年#令各处河泊所业户逃亡事故者#有司查勘#以新增续置船只罾网#照名补

替%*

,-/与此同时#官府的这些举措导致了一些新的水上活动人群进入到国家体系之内#湖北沔阳-刘氏

宗谱.追溯了本族定居此地的历史时便说!)昔我祖之始来此土也#当明季开创之初22天顺朝始附籍纳

税#乃招集渔户而收其稞以自给%*

,-0

正如沔阳刘氏)乃招集渔户而收其稞以自给*所示#湖主阶层并不见得直接从事捕捞#劳动者可能另

+

&0!

+

!

"

#

$

%

&

'

)

*

,-.

,-/

,-0

舆地志+山川+水!卷
!

""赵鼐
#

大冶县志
#

刻本#

!9$"

'明嘉靖十九年(

#

有关赤历甲册的讨论#可参见徐斌
#

明清河泊所赤历册研究,,,以湖北地区为中心
#

中国农史#

0"!!

#'

0

(!

&9711#

湖北省大冶市档案馆藏珍贵档案
#

案卷号
0#

乾隆三十六年河泾湖界至湖课清册及华家湖课名册
#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民事判决""湖北省档案馆藏
bG170711%#

湖北省高等法院审理孝感县严乾三$杨明恕等确认湖泊

所有权案
#

黄冈地区行政公署水产局
#

黄冈地区水产志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550

!

!"17!"5#

业甲序!卷首
!

""黄冈刘氏宗谱
#

藜照堂刊本
#!5$&#

建设志!卷
0$

""大栎萧氏家乘全书""湖北省档案馆藏
bG1707115#

湖北省高等法院审理天门严少陵$刘玉善等确认取鱼权利案

'

!5$%

(

#

杂编下!卷
!1

""汉川林氏宗谱
#

敦本堂刊本#

!5!9#

职方考!卷
1

""钟崇文
#

岳州府志
#

刻本#

!9&17!910

'明隆庆间(

#

食货+物产!志
5

""曾储
#

沔阳州志
#

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

!519

!

0!%#

课程五+鱼课!卷
3&

""申时行
#

大明会典
#

扬州!广陵书社#

0""1

!

&%"7&%!#

恒产志!卷
&$

""沔阳刘氏宗谱
#

刻本#

!5$%#



徐
!

斌!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与)新水域史*的提出

有其人%宋儒黄?总结荆湖北路诸州河湖水域的经营状况时#称!)湖北诸州湖地有系民户祖业者&有系

官地#民户请佃多年者&有产业之家或自为主#或立年限租
"

与人#而租
"

之人为主者%每岁冬月采鱼#

湖主不得自采#皆是荆襄$淮西$江东$湖南诸处客人驾船载网#前来湖主家结立文约#采取鱼利#而与湖

主均分之%采鱼之人多是亡命不逞之徒#每遇采鱼#或其徒中自相攘夺#或主客之间互相争竞#大则贼

杀#小则斗伤%*

!明人徐霞客同样发现!)'江西永兴县(又十五里#北过狼湖#乃山坞村居#非湖也#居民

尹姓有舡百艘#俱捕鱼湖襄间为业%*

"这些记载说明#除了本地渔民之外#许多的水面上实际作业者来

自于外地#且会不时破坏正常的水域社会秩序#可知水域社会本身已形成为一个分层的$复杂的$流动的

社会形态%

因而#所谓水域社会强烈的流动性#不仅是指水上活动人群的劳动作业等方面具有的特性#而且还

体现在他们较之于种植农民而更为频繁地在体制内与外之间的流动#以及作为水上人与上岸定居者这

类身份意义上的流动性#等等诸多层面%

三$如何形成)新水域史*

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水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简单梳理#本文试图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历史研究有赖于史料的支撑%对于水域史研究而言#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重新解

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水域社会的本质#但是传世文献除了记载有失偏颇之外#更由于这些文献

并不真正关心水上活动人群的实际生活状况#导致了很多方面记载的缺失%所以若要落实)新水域史*

的研究#则须在充分掌握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散落在湖区民间的各类文献#

方才能够较为立体地呈现水域社会的实际面孔%在此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类民间文献产生于湖

主阶层#他们是进入国家统治体系内之人#位列水域社会之上层#因而对这类文献仍须明了其所处的

立场%

其二#)以水为本位*并非等同于)以水为中心*%无疑#历史的书写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中

心与边缘*的叙事方式#大者如人们通常遵从一种以文明中心的观念去构筑历史体系#在中国史研究中

即表现为以华夏农耕文明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等等%一方面#这一现象提醒着研究者们必须对自己所持

的立场保有足够的清醒#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破除其中一种)中心*的论述#而采用与之相反的以其)边

缘*为)中心*的做法#则会又将事情推向另一个极端%

例如围垸兴盛$水灾频发的清代江汉平原流传着)鱼贵米贱*$)鱼贱米贵*的民谚#

#意指由于垸田

系水域围垦而成#肥沃异常#平年收获颇丰&当水灾来临时#渔业获得丰收#种植农业则会遭受打击%而

且本地民众谋生模式通常为)春水泛涨#农民迁近原隰耕垦#秋冬涸时迁近湖泊网罟以自给*

$

#这些民

谚反映了无论依水为生的水域社会#还是依土地而生的乡村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渔业与种植农业$

水上活动人群与岸上居民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实属一个整体%因而#无论是以土地为中

心#还是以水为中心#都无法进行完整地阐述%

所谓的)以水为本位*#其真实的含义应该是以水上活动人群为本位#透过他们的眼睛去探究水域社

会的内在运行机制%比方说#在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水域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如果从水上

活动人群的角度出发#以上有关长江中游地区水域史的梳理#便表明了国家作为水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参与主体之一#极大地影响与形塑了水域社会#在水上活动人群的世界中扮演着制度性力量的角

色#更是其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史学研究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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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边缘*的言说方式%

以水为本位的)新水域史*研究应当涵盖以上所讨论的内陆地区大型淡水水域#以及学界已然开始

的有关)新海洋史*讨论#然而并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便可以得出所谓的)新水域史*%内陆水域与海

洋间同样存在着联系#比方说在制度上#明帝国初期在广大南方推行的河泊所制度#便覆盖了河湖水域

以及沿海地区#那么#需要进一步考察两地之间在实施相同制度时有何异同#产生这种异同的机理何在

等问题&再者如在江浙地区)九姓渔民*中流传着他们是陈友谅部将后代的说法!

#黄向春同样发现福建

地区的
#

民有着类似的传说"

#而且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等地更是陈友谅苦心经营的大本营#那么#这

一传说起源于何地#又是如何传播并为众多的水上人群所接受#等等#解决了这些疑问当可揭示出不同

水域间联系的机制#

%

可见#)新水域史*的研究#有赖于从事内陆水域与海洋地区两方面研究的学者们在加强各自领域的

研究之上#进一步明晰二者间的联系#从而展示出一副)新水域史*研究的精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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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人戴?的-九姓渔船考.记载!)严郡之建德县#有所谓九姓渔船者#不知所自始#相传陈友谅明初抗师#其子孙九族贬入舟居#

以渔为生#改而业船%九姓则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原编伏$仁$义$礼$智$信$捕七字号#大小船只二千三十一号#男每

丁征银五分#妇每口征银四分一厘#建德收其赋%*转引自傅衣凌
#

-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

之乱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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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
#

广西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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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学界开始重视内陆水域的历史#如张小也从法律史的角度讨论湖北
$

汊湖案中有关)业*的概念#梁洪生$刘诗古利用

在鄱阳湖地区发现的一批渔民文书#对该湖区的渔民社会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这些均显示出这一研究议题方兴未艾#因而#

本文在此时的提出适当其时#参见张小也
#

明清时期区域社会中的民事法秩序,,,以湖北
$

汊黄氏的-湖案.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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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洪生
#

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

清华大学学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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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古
#

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以)卖湖契*和)租湖字*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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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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