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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简述】 

《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与《辉格评论》（Whig Review）是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与辉格党（Whig Party）用于维护

政党利益，争取公共意见支持的舆论工具。美墨战争期间，民主党内部因利益

分配矛盾分化为南北两大派系，之后分裂的态势随奴隶制问题之争蔓延向辉格

党，并最终形成了南北双方无视政党界限相互对抗之局面。为避免因内部分裂

削弱甚至是摧毁政党自身，《民主评论》与《辉格评论》的主要任务从鼓吹本

党政策和打击反对党，逐渐变为呼吁对奴隶制问题进行妥协以维系党内南北意

见的统一。随着政党利益无法继续约束党内南北两方的团结一致，辉格党与民

主党相继分裂，而《民主评论》与《辉格评论》也一同失去了作用。 



 

 

 

作者简介：冯演韬，男，1997年 11月出生，祖籍广东江门，现居住于香港，就读于

厦门大学历史系，师从饶伟新老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明清社会史，曾前往福建省漳

州市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比较优秀，多次获得教

育部港澳台学生一等以及特等奖学金。 

 



 

 

明以降，国家政权在地方公共事务的管

治权式微，在地方层面上引起了乡村精

英阶层开始主导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和社

会文化建构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反

映了乡村社会和地方秩序建立的历史过

程。因此，对于明以降地方社会秩序的

演变进行把握，有助于对地方社会文化

象征体系作出更为深刻的在地化理解。

本文拟以闽南的埔尾村为例，通过考察

明清以来该社区的公共事务建设和家族

关系的历史演变，探讨地方社会整合和

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解释埔

尾村主要神庙崇德堂传说故事——“九庙

合一”的历史内涵，从中揭示当地传统社

会秩序形成的历史机制。全文共五章：

第一章为前言，首先交代本文的选题缘

起、研究思路和基本史料。第二章主要

介绍埔尾村的家族构成以及神庙系统，

说明“九庙合一”传说故事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三章着重考察明代以来当地最为重要的

公共事务，即官港水利系统的开发和经营的历史过程，同时分析家族关系的历史演变。

第四章着重考察明代闽南乡村的毁淫祀运动和清代崇德堂的重建过程，深入分析崇德

堂的仪式结构，从中阐明埔尾村社区关系演变与社区秩序形成的历史机制。第五章是

全文的结语，本文认为，明代的毁淫祀运动，以及这一背景下崇德堂重建的历史过程，

与明代以来当地官港水利系统的修建和社区关系的整合，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而这

正构成了崇德堂仪式结构和“九庙合一”传说故事的真实历史内涵，反映了社会整合与

文化建构相互作用的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 

 

黄诗怡，福建建瓯人，厦门大学历史系 2016 级本科生，2016 级人文学院拔尖班成员，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学生馆员。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环球中国研究”硕士课程 3+1联

合培养项目。 



 

 

 

 

论文简述： 

钟氏畲族基于人地压力与族群矛盾于清朝前中期举家迁徙至浙江青田县山

地地区，由此，其生计模式逐渐由以迁徙式游耕为特征的旱作农业转变为定居

式二元水旱并作农业，而现今留存的契约文书正展现青田县钟氏畲族与当地汉

民及其族群内部在此过程中的土地交易活动。本文选取分别位于高畲、呈山底、

高村三个村庄的钟氏亲族支系，围绕钟氏畲族清代土地交易，结合其家族发展，

探讨其中所反映的以“竞争”及“合作”二要素为主的畲汉族群关系模式及其

发展过程。钟氏畲族从初迁客地过渡至置产发展阶段，随经济起伏而采取多样

化的生计适应策略，高畲、呈山底及高村钟氏分别发展为畲汉混居村庄中的土

地集中者、畲族内部的土地集中者、以及扩大范围式迁徙者与土地非集中者，

在这一过程中，三户分别发展出相对应的族群关系模式，即竞争型、合作型、

平均稳定型的族群关系。而在土地交易、经济秩序相关的矛盾预防、冲突及解

决方面，本文试图探究高畲钟氏竞争型族群关系的形成过程及表现，并将其与

呈山底钟氏进行比较，从秩序形成层面，揭示族群关系模式在血缘及地缘关系

的影响下所呈现的复杂性。 



 

 

 

 

 

 

 



 

 

作者简介：雷智淋，（1999 年 6 月- ），

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 

 

 

基什国王埃塔那乘鹰上天

的神话，作为古代两河流域不

断传抄的经典文本之一，存在

古巴比伦、中亚述、标准版三

大版本。通过对标准版进行翻

译、并同前两大版本进行比较

发现：在神话一千多年来的传

承史中，文本宣扬的价值观念由于政治与文化变动，兼具断裂性与

连续性。自古巴比伦以降，两河传统的神灵信仰曾一度因战乱动摇，

或是被意欲神化王权的国王所挑战，这些流变的因素最终反映在文

本的情节及语言文字变化；然而又由于埃塔那神话并非孤立存在的

文本，同其他文本在内容或是主旨上屡有相通之处，这些盘根错节

的文本集合维持了沙马什与伊丝塔尔信仰的稳定性，赋予王权神秘

色彩的同时又依然延续了国王不予神化的传统。 

 



 

 

 

 

 

 

 



 

 

 

 

李敬兴，1997 年 5 月生，河北衡水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历史学专业

2016 级本科生。 

 

随着唐初佛道斗争局势的白热化，佛教

伪诧文本不断出现，法琳《破邪论》中

与《汉法本内传》有关的佛教斗争故事

文本即为其代表。法琳建构佛教斗争故

事文本是为了反击道教支持者对于佛教

的污蔑。这一文本最初在《破邪论》的

框架下存在，法琳在佛教斗争故事文本中让佛教战胜道教，《汉法本内传》在故事体

系中充当线索和辩论工具。而法琳建构这些佛教斗争故事文本的基本方式是把僧传等

类型的文本塑造为“史籍”，并以原有文本为语境来叙述自己支持的观点。随后道宣、

道世等人在编纂类书文本时，也完全或部分吸收了《破邪论》中的佛教斗争故事文本，

并最终使其标准化，成为形式上的知识。 

 

 



 

 

 

 

 

 

 



 

 

作者简介：马恩铭，男，1998年生，上海人。

本科就读于厦门大学，师从蔡保全教授，学习方

向以玉器为主。 

 

 

 

 

海昏侯刘贺墓所出土的数量众多、精美

丰富的器物中不乏含有凤鸟形象的。这些特

征有所异同的凤鸟形象大多跳出了所在器物

的空间限制可以进行一并分类和探讨。其中

规整严肃、呈现侧面单腿的是凤，下分 A、

B 两型凤；灵动活泼、呈现斜侧面双腿分开

并且翼部上扬的是朱雀，下分前视朱雀和回首朱雀。 

凤形象体现了西汉社会在与礼制相关的器物上对传统和简约的审美倾向，

其应用代表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而朱雀形象体现了当时以孔雀为蓝本，追

求华丽写实的艺术风格，其出现则满足了墓主人以此护卫一方、保护灵魂和引

导升仙的希望。 

孔子衣镜上绘制的凤鸟模糊了两者特点，也许既是朱雀神仙思想的表达，

又兼有以凤喻德的对刘贺政治斗争失败的在名分道德上的反抗。 

 

  



 

 

 

 

 

 

 



 

 

作者简介： 

王思怡 2016 级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曾任厦门大学艺术团第六届舞蹈二队队长，

获得免试攻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资格。与班上同学一起创建

了“厦田野”微信公众号，进行公众考古宣传和普及文化遗产相关知识。 

 

论文简述： 

河北临漳县北吴庄埋藏坑是近年来佛教考古领域的重大发现。文章对其中

出土背屏式造像进行全面梳理，通过对造像题材、装饰和构图方式系统分析，

对北朝中后期的造像进行分期和分组，进而观察其从云冈模式造像风格、至摹

写南朝之风、到形成邺城创造的历时性发展趋势。 

在前述基础上，通过将邺城地区背屏式造像与青州地区背屏式造像对比，

又与邺城石窟寺造像对比，总结归纳邺城样式的形成过程。首先经历北魏的被

动接受时期。从北魏太和年间模仿云冈模式造像风格，又随着北魏迁洛以后摹

写南朝之风而改变。其次，东魏处于主动接受与吸纳、并化为己用的时期。一



 

 

方面延续北魏末以来的造像风格，又积极吸纳其他地区因素。然后，至东魏末

北齐初时邺城产生自己的创造。以天保元年法㥄造像为最早见，包含了此后为

邺城特征之一的镂孔透雕双树式背屏、穿着中衣搭肘式佛衣。最终，于北齐中

后期邺城样式被固定下来。特征为圆拱形的镂孔透雕双树式背屏、上饰飞天，

主尊着轻薄贴体的中衣搭肘式或袒右式佛衣，底座刻双狮香炉与二力士。 

反思前人研究所提“邺城模式”一节中，将关于“模式”、或者“规制”

一类，更倾向于认为属于国家层面的，强调其礼制性。民间的很难成其为模式，

民间叙事逻辑与官方叙事逻辑存在本质的不同，考察其形成的动力和机制或许

更为合适。邺城地区出土造像大多无题刻，难以断定其等级，而有题刻者可以

认为属民间供奉的造像。那么要从这些造像中去总结“模式”，其实是从相对

离礼制较远的人群去溯源。由此得出，龙树背龛”的“邺城模式”造像应当为

“模式”中的典型“样式” 

此外，综合造像题刻和同时段墓葬图像，本文尝试探讨北朝中后期邺城地

区发生的佛教世俗化倾向，从民众对造像题刻、香炉、狮子形象和佛像的改造

上进行论述。造像更贴近人的愿望，而与佛经、义理产生一定程度的背离。在

佛教渗透进邺城人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邺城民众也在不断进行对佛教的重新建

构。 

文章又进一步指出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构图方式和题材选择与时人的生死

观念具有一定关联。民众为亡者造像，又将象征往生的题材绘于墓中，与传统

墓葬内涵相折中，互不侵扰。北朝政治发展状况也能够映射于造像上，其发生

的急剧改变，与北魏汉化、东魏北齐的逆反乃至西胡化相关联。邺城造像存在

“邺城样式”、墓葬中有“邺城规制”、都城为“邺城建制”，体现南北朝后

期南北与东西政权之间的政治层面的正统性争夺，其在文化认同方面也存在着

更为深刻的矛盾。 



 

 

 

 

 



 

 

张硕，厦门大学 2016级历

史系考古学专业学生。 

 

由于抽象与复杂多变，

兽面纹中突出表现的觝角成

为我们区分它们的重要特征。

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商、西

周时期具有明显的牛角特征

的兽面纹。运用考古类型学

的方法，主要根据收集到的

商、西周时期发掘出土的、

辅以部分可以判断确切年代

传世的具有牛角型兽面纹的

青铜器，进行分型与分式研

究。同时通过统计牛角型兽面纹青铜器的流行时代，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探寻该

类角型兽面纹的发展变化；通过统计牛角型兽面纹的装饰器型与装饰位置，总结该类

角型兽面纹的分布器类与分布位置等规律。 

装饰牛角型兽面纹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北京、山东、辽

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涉及封国或方国数量多，分布范围广泛，

以中原地区最为多见。牛角型兽面纹的主要装饰器类为甗，主要装饰的位置为器物的

腹部。 

本文将牛角型兽面纹分为 3型 6式，并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商代中期至商代

晚期，第二期为西周早期，第三期为西周中后期。牛角型兽面纹在商、西周时期，由

抽象走向写实，由繁缛走向简略，由多种类型共存逐渐形成以有首无身式为主流模式。 



 

 

 

 

 

 

 



 

 

 

作者简介：郑梅婷，女，1998年 1月出生，福建泉州

人，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经济史。 

 

 

 

水运是明清商品运输和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

但船只在江湖险要处常有覆没的危险。余治在

《得一录》中称：“人生急难之遭，至江湖风波

之险而极矣。呼吸之间，即关性命，呼天莫应，

抢地无灵，四顾茫茫，心胆俱裂。此时设有为之垂手救援者，起死肉骨，何啻

浮屠七级也。”早在宋代，就可能有兼顾救生功能的渡船出现。至迟在明代后期，

专门用于救生的船只也已出现。清初，在乾隆皇帝的多次谕令下，官办救生船

发展迅速，成为船只往来安全的重要保障。此后，官办救生船兴废不一，民间

救生组织却悄然兴起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人性本质趋利，无论是官办救生船还是民间救生组织，都不乏以

“救生”为名行“抢夺”之实的情况发生。那么，救生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行之

有效？救生制度该如何对水手的行为进行约束，与人的趋利本能作对抗？水上

救生一类的公共服务由政府还是民间来提供？作为非营利组织，传统中国的救

生组织如何得到有效维持？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揭示与系统论述。本文以

新发现的江西都昌《左蠡救生同仁堂局志》为基础史料，辅之以方志、文集、

《清实录》、乾隆时期的有关奏折、地方文史资料等，试图以左蠡救生同仁堂

为中心，考察清至民国鄱阳湖区的水上救生事业。对于个案的研究，可以帮助

我们透视水上救生事业在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状况上的差异。虽然以鄱阳湖区

为主要考察对象，但本文的研究视角并不局限于此。笔者希望从区域出发，通

过比较研究，能够对水上救生事业整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周翔宇，男，江苏泰州人，现为

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导师为

郑莉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

会经济史，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

田野考察项目，尤其对民间文献

与商业史研究感兴趣。2020年

5月，讨论同乡同业现象的文章

《不锈钢产业的“戴南模式”》

《开放时代》第 3期收录。 

 

 

自明代中后期开始，晋江瑶

林许氏便开始从事丝织品的生产

与销售，形成以家族为基础的商

业经营格局。康熙二十二年清政

府领台后，瑶林许氏开始大规模

渡台，至十九世纪末，移民后裔

许志湖已经在鹿港建立了春盛、

谦和两家商号，经营台湾与大陆

之间的米谷与杂货的进出口贸易。 

伴随日据初期台湾和大陆之间社会、市场与政策环境发生的变化，许家的经营策

略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主要表现为谦和号脱离春盛号成为许家经营重心，以及布匹取

代烟草成为主要进口商品。许家贸易的运作依赖于以船头行为中心的委托代理与配运

机制，船头行贸易中涉及的信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基本上在几个固定的商号间展

开，具有明显的同乡同业特征。他们之间形成以姻亲、血缘、地缘因素构成的社会关

系网络，这一网络对许家闽台贸易的展开至关重要。许家透过人员往来、参与地方公

共事务等方式强化上述社会关系网络。 

许志湖家作为十九世纪闽台地区商人家族的个例，为研究中国近代市场制度与商

人团体提供了重要参考。以许家为代表的鹿港商人，具备中国传统商人某些共通的特

点。但由于地理、经济、文化、政策等不同方面的原因，贸易格局与经营模式常常与

中国其他地区的商人团体有所区别。《许家文书》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商业发展中存

在一些既定的逻辑或规律，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启示，向我们揭露了中国传统商人团

体内部的复杂性与中国近代市场制度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