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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以

概南三僚村为个案，对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文章以三僚曾，廖两

族千年的发展为线索，着重分析讨论三僚曾、廖两姓在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发展过程

中的作声}」和地位。认为，宋少d[1」期是二僚风水术积淀阶段，及至明清，以廖均卿

曾从政选址十三陵为始，三僚风水术成为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代表，并使江西形法

派风水术得到广泛传播。作为风水世家，两姓各 白立祠祭拜杨公，并围绕风水不断

营建村落空间。风水作为乡民自觉的信仰 ，在宗族生存 巾起 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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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摘

    在中国传统时期乃至今日，中国村落宗族社会的影响都不应忽视。而风水作为

乡土社会秩序的一种维护力量，也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未止息。

    本文以赣南三僚村为个案，以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为研究方向，力图探讨传统

乡土社会，宗族的发展、生存及村落中风水信仰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三僚村位

于中国南部赣南客家社会文化区，是著名“将军县”兴国的一个边睡村落。据传，

三僚村村址为江西形法派风水术鼻祖杨药松亲选，其两大弟子曾文迪、廖禹的后裔

世居此地，并以风水为业，代代密传。明清两朝，以廖均卿、曾从政为明成祖相度

长陵为始，两姓共有八人分别为明清两朝皇帝看风水，三僚曾、廖两姓宗族据此发

展，而此时的江西形法派风水术也因皇恩而天下宗之。现今，三僚全村有200多人

常年行风水于福建、广东等地。

    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绪论部分解释了选题的缘起，并对相关的学术史作了适当

的回顾，最后还对本文使用的资料、搜集的地方史料及研究方法作了简单介绍。

    第二部分主要交代三僚村的区域研究背景，对三僚村所在的赣南客家社会文化

区、兴国县及村况作了必要的介绍。

    第三部分系统考察了三僚村曾、廖两姓宗族各自的历史发展情况及其祭祖、进

灯活动。笔者通过考证认为曾姓是曾文迪的后代，但廖姓因两次迁入，造成始迁祖

认同上的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廖禹并不是三僚廖姓的始迁祖。祭祖是宗族的认同，

是村落宗族社会最为重要的仪式。进灯是这种认同的表现，但也反映了宗族内、房

派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三僚两姓宗族的兴衰成败，都与三僚两姓

的风水地位紧密相关。因此，三僚是一个受风水影响极深的典型村落宗族社会。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三僚村风水术的传承及曾、廖两姓对村落风水的营建，并以

羊背脑祖慕群为例进行阐释。笔者从三僚宋元时期的风水传承中认为，三僚此时的

  风水术传承多为“疑史”，并且其风水师活动多在民间，不能代表江西形法派风水术。

  三僚风水术成为江西形法派的正宗，是从廖均卿、曾从政相度皇陵开始，之后三僚

  风水师不断出入阜家官府，成为形法派的代表和象征。村落风水的营建和羊背脑墓

  群的形成，都是三僚风水师为了确立风水正宗地位的需要。风水作为村落的象征空

  间，不断被加以应用。村民对村落的改造是出于他们对风水虔诚的信仰，精英们利



用他们的风水知识和理论，来营建居住环境，目的也在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但

不自觉的，精英们却充当了“环境的改选者”、“环境的保护者”、“和谐居住环境的

创造者”的角色。当然这种改造，也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充满和谐与宁静，其中也

必然充斥着冲突与斗争。

    第五部分试图探讨风水与宗族之间的关系。笔者运用大量族谱、传说资料，分

析了风水在宗族之间，宗族内部房派之间所起的作用。认为对风水观念的深信不疑

是人们追求好风水的直接动力，而客观上对一个好风水的争夺却起到了争夺生存资

源— 土地的作用。宗族在完善自身风水的同时，也运用风水，达到了壮大自身宗

族的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坟墓风水之争，又常常引发村际之间宗族的矛盾冲突，

成为械斗的导火线。

    第六部分着重从三僚村的风水行业神信仰，及村中出于风水目的，修建佛寺之

例来分析三僚村的风水信仰.笔者认为，因三僚村曾、廖两姓对杨公的崇拜，以及

曾公、廖公风水行业神与祖先神双重角色并重的地位，使得三僚村风水信仰根深蒂

固。也因对杨公、曾公、廖公的崇拜，而引生出多种民俗事象，如两姓的杨公庙会。

作为风水信仰而派生出来的三僚佛寺，仅仅是满足“四维八景”的风水要求。佛寺

的日趋惨淡便是明证。

    最后 ·部分为结语，是对前六个部分的一个简单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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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写作缘起

    风水又称堪舆、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阴阳、地理、山水之

术等，[11在普遍人的印象中，风水始终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数术.风水流派众多，主

要有形法派和理气派，其中形法派以江西形法派风水术为代表，理气派则以福建理

气派风水术为正宗。关于福建理气派风水术的主要研究成果见陈进国由其博士学位

论文《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改写出版的《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

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121而相对来说，对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研究，近几年虽有

人涉足，但并未深入。131

    笔者生活在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形成的赣南，对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在赣南的影响

深有体会。自明清时期以来，受风水的影响，赣南“葬必择吉”141，以致形成了二

次葬的陋习。“赣南坟墓，有血葬、筋葬之别。”二此筋葬之习惯，大都因迷信风水

而发生，盖赣南人民最爱信风水，谓祖宗坟墓，经年累月，地气已过，不成吉壤。

此种观念，印入脑中，牢不可破。遂主张迁地为良，将祖宗坟墓，迁葬两三次，或

四五次者，所在多有耳。”[5l地方志中也有广泛的记载，如南康县“俗惑于风水之说，

每至停枢逾期”161:于都县因处南方而地湿，“惧水蚊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

葬”‘刀;定南县“好谈风水，多惑形家言，清明、冬至改葬者纷纷”15];兴国县“停

史能:《风水典故考略》，载王其享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11一5页。
陈进国:《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11
版
门
未刊稿:《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5

年版。
l，J关于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研究主要有罗勇:《客家与风水术》载《客家研究辑刊》1997年第

《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姚连红:《唐国2期;万陆:《杨益的风水文化及其实践》，载阅
师杨药松碑记考略，载 《南方文物》20(旧年第
起源和传播》载《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1期:胡玉春:《杨救贫与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
魏佐国:《江西古代风水学考略》载《南方文物》

2004年第2期。
[4l (清)李佑之修、易学宽纂:《粤都县志》卷之一《舆地志风俗》清康熙元年(l662)刻本，

稀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30册。

二
(民国)《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六编《杂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消)杨享纂:《南安府志补正》卷一 《风俗》光绪元年 (1875) 刻本， 中国方志从书.华

中地方第269号，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塑
阅

(清)颜寿芝等纂，《零都县志》卷五《民俗》
(清)赖勋修、黄锡光纂:《定南厅志》卷六

同治十三年 (1874)刻本，1986年重印本。
《风俗》道光五年(1825) 刻本，中国方志丛

传.华中地方第264号，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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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不葬，多缘或于风水”111等等。针对二次葬，官府企图利用教化来改变这种陋习

闭，但由于赣南风水观念根深蒂固，效果甚微。更为甚者，风水还常常引起一些民

事纠纷或械斗，如南康“图谋风水，必至争山盗，或思挟买强占，种种贪求，遂至

汗告不己，甚者率众登山殴毙人命”;131赣县“择葬者，每以福阴之故，久暴其亲，

或至侵占，召祸而坟墓之讼常多”141:信丰“而邑捡筋以规风水之美恶，此固陋俗

之不堪，而实傲奸诡谋夺之衅，所以今日者私相盗葬，或态意横侵，则堪舆之言惑

之也”:均安远“然人信堪舆，惑于福荫，坟山之讼，案版颇多”;161龙南县“以福

荫之故，而反暴其亲。或至侵占无端，反以召祸，则愚甚矣!俗固好讼，而坟墓之

讼过半”:闭兴国三僚村，1905年“曾、廖两姓争坟山聚众械斗，互毙31人，两姓

首犯4人被斩首示众”tgl。
    那么，与精英们的文本记载相比，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在赣南民间的真实情况又

如何呢?笔者于2004年7月，带着硕士论文选题的目的来到了兴国三僚村，村民给

笔者讲述了1905年这场大规模械斗的概况，其大意是:

    1905年年初，寨脑村的一名廖姓男子寻找到一处绝佳风水宝地，而此处却正是同村曾姓族

人的墓地风水林— 一片竹子，廖姓人没有过多考虑，砍掉了竹子，准备建坟，被曾姓人发现，

于是一场打斗开始了。打斗最终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曾姓和廖姓分别派人回到他们原居地三

僚曾、廖祠堂击鼓求援，三僚曾、廖两姓族人出动了全部男丁，在三僚曾、廖两姓分界线—

羊背脑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这场械斗，双方死伤惨重，其中官方数字表明曾、廖“互毙

”人”，最终官府也介入进来，首事者和两姓族长被斩首示众。回

曾姓族谱在记述曾族当年族长时，也简略的提到了此事:

丰
lzj

  (清)崔国榜、金益谦、蓝拔奇纂:《兴国县志》卷四十六
，江西省图书馆1960年据同治十一年刻本翻印稿。
如清同治版 《赣州府志》卷七十三 《国朝文》和清光绪版的

(民俗)同治十一年 (1822)刻

载的 《改葬论》。
121 (消)中毓来修、朱玉朗纂:《南康县志，卷三《舆地 风俗》
国地方志丛刊第31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

《定南厅志》卷八《艺文下》记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稀见中

川 (清)黄德溥等修、景听等纂:《赣县志》卷八 《地理志风俗》
十年重印本，中国方志从书.华中地方第264号，成文出版社

同治十一年 (1873)，民国二
1975年版.

田 (清)张瀚修、黄彬等纂:《信丰县志》卷之一《典地志
孤本方志选第二辑第19册，线装书局2001年版。

风俗》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清代

滋一翼滋翼擎蒸黔蒸藻咒婴箫撰撷
:翡黔岔黔瓮1职桑豁护斋荔瞬忍瓷

重印本



第1章 绪论

    曾傅波:族长，一生尊祖爱族，处事公正，息事宁人，深得众望。德感人心.抗拒劣绅勾

结奸商盗矿，而保卫三僚过脉士龙之义举，与平息因盔段命事件引起曾、廖两姓械斗之大祸作

出巨大贡献。川

    此处“作出巨大贡献”指的是曾傅波因此事被斩首。曾姓族谱并没有写明这场

械斗的前因后果。但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村民们告诉笔者，他们是江西形法派风

水术祖师杨绮松传人曾文迪和廖璃的后人，村址是当年杨药松为他们选定的，村中

居民以曾、廖两姓为主，他们世代以风水为业，代代密传。现今村中遍布各种风水

建筑，并具传奇色彩.村中现有200多人行风水于中国东南一带，尤以福建、广东

为多。两姓各自祭祀着杨公(杨绮松)，分别建有杨公祠，每年都各自举行杨公庙会，

并以江西形法派风水术正宗自居。明清两朝，以廖均卿、曾从政相度十三陵为始，

两姓共有8人分别为明清两朝皇帝看风水，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盖倚皇家器重而势

重，以至明清两代阜家陵寝，·“⋯乃俱以形势为宗”阅，在江西形法派风水术走向辉

煌的同时，该村也走向了其历史巅峰。

    究竟三僚村的两姓风水术传承和江西形法派风水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两姓

自身的宗族发展情况如何?村民们的风水信仰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这都是本文所

力求探讨的主要问题。

LZ相关学术史回顾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村落，研究对象为村落里的风水，因此本节主要围绕村落与

风水进行学术史回顾。

1.2.1、村落研究学术史回顾
    中国的村落研究与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到20世纪

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以村落研究为单元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费孝通、林

耀华、杨愚春、许娘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费孝通以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用功能学派的观点论述了江村家族、财

产与继承、亲属关系、职业分化、村落生活、非农经济、土地所有等社会生活的所

111 《人文传记》，载《武城曾氏重修族谱》1995年修。
脚史茂:《风水典故考略》，载王其享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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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面.111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林耀华对福建义序和黄村的研究。对义序研究而写

成的 《义序的宗族研究》是林耀华的硕士论文。在该研究中，他运用功能学派的研

究方法，详细地分析了福建村落中，宗族祠堂及有关的宗族组织在村落社区的社会

功能。林耀华认为宗族祠堂是宗族的外显性符号，是团结宗族的强有力的核心，祠

堂组织在福建村落中具有宗教、社交、娱乐和法律等功能。此书被认为是中国人类

学学者以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的家族、宗族而写成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1211948

年出版的 《金翼》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人类学著作，以林耀华出生的村落为背景，

通过对一个家族(林耀华一家)发展与变迁的描写，将一个村落自然、政治、经济、

社会各要素融合在一起，在历时性的变化中，展现了个人、家族和村落的命运。131

人类学同时代村落研究的著作还有杨愚春的《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141和许娘

光的 吸且荫下》等。

    费孝通、林耀华、杨橙春、许娘光等人的中国村落研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

缩影，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 1949年— 1978年期间，大陆人类学的

村落研究出现了中断。西方人类学家也无法进入大陆进行田野调查式的村落研究。

就在此时，村落研究的“缩影”说法很快引起西方人类学界的置疑。最早对中国村

落研究提出批评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村落民族志的模式，不能适合中

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151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也认为中国人类学不应该局限于村

落民族志的研究，“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

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并进一步认为，“农民的实际社

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它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

界决定”。161也就说中国社会网络的幕木“网结”不在村落而在集镇，标准集镇是中

国村落社会与国家政治中心、非正式权力与国家行政网络连接的基本点，因而他主

张以标准集镇为单位来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落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黄宗智利用历史学、经济

111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
伪林娜华:《义序的宗族研究，，

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

I，J林耀华:

年版。
冈杨愚养:
tsl王铭铭:

7页。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扣年版。
《金界—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生活·读1弓·新知二联1弓店1989

《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 ~

l’1 I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
社1998年版，第40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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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出版了《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和《长

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11在这两本书中，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是

一种“过密化”(内卷化)的发展，即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降低劳动边际报酬的方

式获得增长，因此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属于“没有发展的类型”。同时，杜赞奇

利用满铁的华北调查资料，写作出版了《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se一1942年的华

北农村》，在此书中，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份]

    目前大陆村落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以庄孔韶、王铭铭等为代表，庄孔韶在《银翅

— 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3]一书中，通过对其师林耀华先生《金翼》黄村

的重访，展现了黄村数十年的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此书融人类学随笔、

民族志、访谈、史料与田野分析、实证与直觉观察于一炉，所提供的写作系统与方

法论旨在阐明中西文化撰述的同一性与差异。王铭铭对闽台村落的研究，成果颇多，

主要体现在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溪村家族— 社区史、

仪式与地方政治》等书中t4].

    在赣南的村落研究中，刘晓春具有拓荒的作用。刘晓春在其博士论文中，利用

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对赣南宁都的富东村进行了研究。阎20世纪90年代，法国

远东学院的劳格文(JohnLag印胃ay)博士，联合福建社科院、香港中文大学、广东

嘉应大学 (现为嘉应学院)、韶关大学(现为韶关学院)、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和赣州

博物馆的学者，进行“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的研究，出了一系列著作，

其中四本为赣南的专集。161村落调查是这项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这次对赣南

的调查研究，涉及到赣南各县，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

[Il[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
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1洲)0年版。
门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ee I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1996年版。
伪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版。
l’l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溪村家族— 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加04版。
阅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 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北京，商务印书2003

  年版。
t.I罗勇、劳格文土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l的7年):罗勇、林晓平主编:《翰南庙会与
  民俗》(l998年);刘劲峰:《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2000年):刘劲峰主编:《宁都县
  的宗族庙会与经济》(20()2年)，香港，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联

  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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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风水研究学术史回顾

    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风水的研究，早在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时，他们就对

中国风水予以极大的关注，并出版了相关成果，从那时一直到今天，国外还有一大

批学者在从事这一研究。川中国风水研究起步较晚，也许是受国外研究的影响，国

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水研究盛行起

来，并出版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学者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来研究风水学说。

    (1)、建筑学中的风水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当风水还被定义为封建迷信的时候，建筑学界已经开始了风水

在建筑学上的科学性研究。何晓听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从事风水研究的学者之一，

她的 《风水探源》主要是从建筑学角度探讨风水源流、风水发展史，认为在建筑史

上，风水曾起过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在村舍民宅中，更是存而不显的起着思

想指导和精神支柱的作用。因此何女士认为风水该在中国文化史中立有一席之地.

121王其享等人关注的则是风水理论的研究，但其实质还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认

为风水学具有我国古代哲理、美学、心理、地质、地理、生态、景观诸方面丰富的

内涵，并包含着人如何顺应自然的大量论述。由其主编的《风水理论研究》代表了

国内学术界风水研究的较高水平.131程建军、孔尚朴则从风水的起源发展、流派分

布和理论方法，结合大量的实例，阐明了风水与古代建筑的密切关系。并试图从心

理学角度分析人们信仰风水的原因，以及从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根源来评判风水的

功过是非.14)全实、程建军搜集核理了国内部分知名专家的研究成果，集成一本关

于建筑与风水的集子《风水与建筑》，分为风水学的科学内涵、风水与建筑选址、风

水与建筑设计、专家学者论风水几个部分，全书图文并茂，是一部较为全面的风水

研究著作。151此外，亢亮、亢羽在风水与建筑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他们认为风水不

是一门简单的环境优选学，而是一门科学，是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

规划学、园林学、伦理学、预测学、人体学、美学于一体，呈综汇性极高的一门学

川参见[日]渡边欣雄:《中国风水与东亚文明:社会人类学的论点》，
《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载王铭铭、播忠党主编:

1:1何晓听:《风水探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1997年版，第186-215页。

111王其享土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犬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卿程建军、孔尚朴:《风水与建筑》，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1，j全实、程建军主编:《风水与建筑》(上、下册)，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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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川其内容涉及风水的定义，中国风水学的称谓及其方术探源，风水的基本概念、

流派及其科学支柱，并专门探讨了风水与现代建筑的关系。一丁、雨露、洪涌从中

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着手，以考古资料论证风水起源，介绍了古人对风水与建筑

及其选址之间密不可分关系的认识，昭示了风水与易经、八卦、历法以及阴阳变易、

天人合一、五行循环、大地经络诸多领域之间的互补关系，展现了风水用于古都选

址、城镇布局、村落聚散、民宅(阴宅、阳宅)营建等方面的方法、手段和重要作用。

[2l但必须指出的是，建筑学界对风水的研究，其一大目的是为了冲击20世纪以来风

水是迷信的定论，因此，建筑学界在冲击风水是“迷信”定论的同时，风水研究又

走入另一个误区— 存在绝对科学化倾向。

    (2)、宗教学中的风水研究

    风水到底是迷信还是科学，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从宗教学角度研究风水的

学者，首推詹石窗，他首次系统地论述了道教风水学的渊源，道教风水的实践与学

说，道教与风水巫术，道教与风水科学的关系等。13]范正义在其硕士论文中专有一

章讨论了基督教入华时与风水信仰之间的冲突，认为中国风水信仰的实质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与佛道二教既斗争又融合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平衡状态的反

映。明末到民国初年基督教是在中国浓厚的风水信仰氛围下传播的，基督教与风水

信仰的斗争为民国初年大规模的天主教中国化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留下了契机。[4l

陈进国在其博士论文中有许多内容都是从宗教学角度研究风水的，如他利用闽台民

间寺庙灵签资料，分析了灵贞占卜与风水信仰的密切关系，认为灵签文本中的风水

主题，既暗藏了民间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真实信息，也反映了签诗(或解签)作者

的文化认知心态。而抽(解)签者参与灵签文本的风水知识资源或风水吉凶判断的解

释和批评的过程，显然刺激了风水信仰与神灵崇拜之内涵的互为触动.151王丽心则

从佛寺与风水关系加以论述，认为佛教缘起法是讲事物依条件而生起作用，而这恰

111亢亮、亢羽编著:《风水与建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训一丁、雨露、洪涌:《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伪詹石窗:《道教风水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间范正义:《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 以福建为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1年，未刊稿。
1，1陈进国:《寺庙灵签的流传与风水信仰的扩散— 以闽台为中心的探讨》，载《宗教学研究》

2003年第1期.



福建师范大学宗教学硕士学位论文

与风水术思想精髓不谋而合，故佛寺建筑依风水学说建造也就不足为奇了。111但这

一领域的研究中，作为民间信仰一部分的风水信仰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3)、历史学中的风水研究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风水的学者，不少是关注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某一

特殊人群、特别区域的风水实践或是对历史上某一风水人物、风水事件的考证。作

为学建筑出身的何晓听，继《风水探源》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是与罗隽合作的《风水

史》，该书对风水本身的发展历史给予学术关注，并系统地阐述了风水产生的环境及

名称渊源、风水之根、风水发展概况、风水的理论实践及风水的冲击波。121

      就某一时期的风水进行研究则有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周蓓，他通过对宋

代民间风水状况、士大夫阶层对风水的态度和争论、皇室风水状况以及风水典籍的

修撰情况，对宋代风水的全貌做了初步的描述。并使用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对

宋代风水进行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解释，最后还论及宋代风水对后世的影响。131但总

体来说给人感觉显得有点单薄，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力度也不够。

      以区域而言，江西的罗勇利用地方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对客家与风水术进行

的研究，对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他从风水术的产生、客家先民南

迁与风水术进入赣南、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与形法派风水术的兴盛播衍、客家地区

风水术兴盛原因探析等几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与江西形法派风

水术的兴盛关系密切。14]此后不断有学者关注江西形法派，如姚连红对江西形法派

鼻祖杨荡松的碑记考，使人们对杨药松其人又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1，]黄志繁认为

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

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

绅化”的心态，这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161饶伟新在其

博士论文中，也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明清时期，赣南乡族风水之争，并认为乡族之间

的风水之争其实就是资源的竞争，并进而引发乡族械斗.切此外还有胡玉春对杨救

川王丽心:《佛寺与风水》，载 《佛学研究》1999年。
切何晓听、罗隽著:《风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冈周蓓:《宋代风水史》，
l’I罗勇:《客家与风水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未刊稿。
，载《客家研究辑刊》1，97年第2期.

:::姚连红:《唐国师杨绮松碑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
记考略》，载 《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科学与乡村社会

门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
“士绅化，，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赣南十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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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与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起源和传播的思考，11]以及魏佐国对江西古代风水学的考

证，并得出结论:至少在东晋时期九江一带风水兴盛，在宋代则遍及江西全境。之

后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对风水迷信进行批判，颇有二分式分类风格.12幅建则有陈进

国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风水信仰 (习俗)与福建传统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认

为风水习俗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进而较系统地思考

风水文化事象与近世乡土社会的认同、公类意识，以及社会文化秩序整合的关联问

题，并“再现”风水的知识与观念在长时段乡土变迁中所创造的文化图象和生活场

景.f31该论文史料丰富，论述饱满，运笔游刃有余，不失为近年来风水研究的又一

力作。

      (4)、人文地理学中的风水研究

      刘沛林从地理学和现代科学角度总结了传统风水观念，又吸取海内外对风水

现代化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加以汇总，内容全面，实例翔实，是一本以形法为主、

理法为辅的著作。认为风水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文化环境观。书中除论述了有关阳宅

和阴宅的传统观念和操作方法外，还拓展其领域到风水的社会表现和文化取向，涉

及到城市选址、城市布局和规划、风水与建筑、风水与景观、风水与人才、风水与

文人意识、风水与风景园林等诸多方面，此外还对风水在海外的传播及风水的文化

判断作了详细论述.14]继此之后，刘先生又出版了两本关于风水与环境的著作，阁

  《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空间》一书认为中国古村落数量众多，特征鲜明，是人与

自然高度和谐的人聚空间，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构想。

这是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古村落空间意象与文化景观的著作，对文化地理学关于景

观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理想家园:风水环境观的启迪，继续了他前两部著作观

点的阐发，提出了风水本质上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观点。在风水

研究领域，刘先生是著作较多的一位，也是成果突出的一位。俞孔坚则是从生物与

论文，未刊稿，2003年，第127一138页。
111胡玉春:《杨救贫与翰南客家风水文化的起源和传播》，载《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脚魏佐国:《江西古代风水学考略》，载《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P]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阅刘沛林:《风水一 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版.
冈刘沛林:《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刘沛林:《理想家
园:风水环境观的启迪》，上海，三联转店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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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上的图式来解开风水与理想景观之间的深层意义。11]

      (5)、人类学中的风水研究

    人类学家对风水的关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信仰和民俗事象而加以研究。英国人

类学家工斯福(Feuchtwan g，st叩hanD.R.)认为中国风水是一种考察和分析活着和

亡故的人的住宅之空间分布的技术。并进一步认为中国风水含有现代地理学意义，

它不仅是一种象征主义和巫术，还是一种美学和选址技术。[2l此外，他还出版了一

部较有影响的风水学著作:《中国风水术的人类学分析》(AnAnt知旧卯loglcai声司alysis

ofCbineseGeomancy).

    大多数的关于中国村落民族志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风水。风水与家族成为人

类学家乐于关注的问题。以林耀华的《金翼》为代表，此书多次提及风水对“黄村

山谷”两个家族的社会变迁影响。13]张小军认为风水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本，还被文

化生产者赋予象征权力，在认知中变成象征资本，具有了地位、声望等含义，成为

宗族为改变他们自己空间位置而搏斗的武器.[4l黄树民则在《林村的故事— 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讲述村支书叶文德用风水的理论向作者解释自己家

族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15]石奕龙对闽南三个单姓村形成的主位和客位解释中，认

为风水在家族发展过程中起了控制资源的作用.16]周建新通过对粤东的田野调查，

也认为风水是传统社会宗族的生存策略。切日本文化人类学家獭川昌久以历数年在

香港新界收集到的三十种族谱为资料，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内容涉及广泛，尤其是

在探讨风水与宗族的发展过程以及风水与继嗣等问题上，认为宗族对于墓地风水的

积极参与、投资，与宗族的兴盛期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主张“对于风水、特别是

对于墓地风水，应该综合性的理解，即把与此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的民俗性继嗣

ltl俞孔坚:《理想景观探源- 风水的文化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版。
切〔英〕王斯福:《中国风水:历史与文化》，载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
化的探讨》，犬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伪林翅华:《金界—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
年版。

阅张小军:《再造宗族:福建阳村宗族
1997年，未刊稿，第196-199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59

“复兴”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

15][美]黄树民:《林村的故事— 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生
活·读朽·新知三联朽店加02年版，第17-33页。
1.1石奕龙:《风水抑或资源控制一 单姓宗族村落形成的主位与客位解释》，载石奕龙、郭志超
主编:《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73一00页。
门周建新:《风水:传统社会宗族的生存的策略一粤东地区的实证分析》，载《客家研究辑刊》1999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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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以，遗德，为中介的祖先— 子孙间的人格性关系收入考察范围”.111漱川昌

久此书代表了国外风水研究的较高水平。杜靖通过对阂村村落布局和大门设置所呈

现出的权力斗争的调查和解读，认为风水隐喻了乡村社会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

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更是地缘和血缘的，它是乡村权力格局的一种物化表达。
l2】

    有关阴宅风水的讨论成为人类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大主题，并形成“机械论”

风水与“人格论”风水之争。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

在chineseLineageandsociety:FukienandKwangtung一书第五章Geolnan cyand

ancestorworship全面表达了他的机械论风水观，认为在牌位崇拜和坟墓崇拜中，汉

人对祖先的态度恰好相反。祖先的骨殖虽是世系继嗣的象征，子孙却将之当作傀儡

来操弄。[3l
    针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最早提出不同观点的是美国人类学家马丁

  (Ahem，Emily，M).70年代，他根据在台湾北部的溪南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地

人们的祖先观和弗里德曼说的完全不同，马丁发现，当地人认为祖先存在是有意志

与感情的，是祖先白己而不是气或抽象的风水力皿，决定着子孙的幸与不幸，指出:

    “所谓坟墓的风水不好，是指祖先在自己的家里生活的不大愉快。如果祖先感觉自己的家

不舒服，就可能会加害于其子孙的家庭，使其作物歉收，收发疾病，导致种种问题。但如果风

水好的话，祖先就会觉得愉快，于是就不会让子孙感到烦恼·⋯”141

    马丁的观点被认为是“人格论”风水的代表。针对弗里德曼和马丁的观点，李

亦园通过研究台湾南投社寮和松柏坑二组童乱为病人治病的记录，否定了二者的观

点。他认为，“风水关系是存在于最基本的家族成员的事，所以其表现的正是亲子关

系间的那种疼爱、依赖的感情”。15]为此，李亦园1976年还专门写了chineseGcolnanc y

即d人刀ces仍rwors吻:AFurtherDiscus sion一文来批驳弗里德曼的观点.

[Il[日]瀚川吕久:《族诺: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

冈杜靖:《阂氏宗族及其文化的再生产一 项历史结构主义的民族志实践》中央民族大学人
类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未刊稿，第157一167页。
13lMaudceFreedm阶:Chm巴姆L加.朗andSOCiety:Fukieu朗dKwangtUn乡N.W丫b政:Humanities
P花SSINC，1966.Pllg-154-

阅Ahern.Emily，M:T、.c吹oftheOeadinachinese 训lage 转引自渡边欣雄:《汉族的民俗宗教
- 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周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周李亦园:《中国家族与其仪式一一若干观念的检讨》，载《文化的图象(上)— 文化发展的
人类学探讨》，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分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98一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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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边欣雄是日木学术界研究风水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所谓的机械论就是指“以

<风水>的生气一祖先一子孙这样的单向影响力为判断之前提，生气与祖先和子孙的性

格毫无相关，它存在于外在的自然当中，诱发一种仅能通过地理学测定才能理解的

机械式运动”。川也就是说，生气的运动在于地文领域，墓地风水的判断对象是遗骨.

基于这种风水判断的事例，在香港比比皆是。而所谓的人格论风水观，在台湾表现

的非常明显，“<风水>的好坏，取决于祖先在永久性的居所中对墓地环境和子孙的

埋葬措施、祭祀活动是否满意”，121即最重要是祖先的“感情气

    叶春荣根据在葫芦村的例子支持弗里德曼的观点，天理而不是风水才是影响子

孙凶吉的最终因素，因此祖先的骨骸是被动还是主动根本不重要。风水只是报应的

手段而已。并认为地理是个机械式作用的机制，葬在好地方就庇佑子孙，葬在坏地

也致祸于子孙。但是葫芦人普通相信地理之外还有更高的天理在干预，也说是天理

昭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13]陈进国通过对福建乡土社会历时性的分析后，认为单

独强调“机械论”或“人格论”都是片面的，而应该是人、自然、神抵、祖先的“有

机”结合。141

    纵观学术界的风水研究，更多的是关注风水在和谐人居环境选择上的作用，或

风水的源流发展.或探讨风水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及风水信仰在祖先崇拜中扮演的

角色。但对于介于人神之间的风水师这个群体却关注不多，本文所考察的是一个村

落里，两个以风水为业的宗族的发展，以及围绕这两个宗族在村落中存在的各种风

水行为与信仰事象。

L3本文的资料及研究方法

1.3.1、本文的资料

    本文运用的资料有地方志、地名志、族谱、笔者田野调查记录。其中族谱和笔

111【日]渡边欣雄:《东方社会之风水思想》，杨昭译，台北，
第63页。

阴【日1渡边欣雄:
第64 页。

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东方社会之风水思想》，杨昭译，台北，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叶养荣:《风水与报应:一个台湾农村的例子》，
(1999年6月)第233·257页。

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8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
年版，第495一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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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田野查记录是支撑本文的最主要的资料。

    (1)、族谱资料

    族谱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文献。三僚曾、廖两姓最早修谱时间大概都在明万

历年间，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僚族谱保存下来的不多。仅存一些都是残本，如乾

隆二十二年修的曾氏族潜。廖氏族增历史上也是分房修谱，而现仅存二房光绪元年

修的房谱，其内容详实，记载了廖姓在三僚发展的大概历史，其中有大量关于风水、

祖坟、祭田、地契等方面的记载，这些都是本文写作直接引用的一手资料。曾、廖

1995年新修族谱也是本文使用的一个很好的资料。特别是曾氏1995年修谱，把现

存各老谱上的内容，全文转载到新谱上，而新谱多达33本之多。里面的坟墓风水记

载以及坟山之争的原始史料都是本文写作的重要材料。曾姓三房的支房昭沮堂在

1997组织修了堂谱，并分别在1997、2000、2003年召开了家代会，制定了《武城

曾氏衍昭恒堂家族教规第一(二、三)届修订条例》，里面也有大量内容为本文所参

考。因为本文也涉及到了钟、宋两姓，因此兴国钟氏族谱和赖村宋氏族谱，也是本

文的参考文献资料之一。

    (2)、地方志资料

    地方志是研究地方社会的主要文献资料。兴国自建县以来，有确切记载的修志，

共有十一次，其中明朝五次，清朝五次，人民共和国时期一次。但非常遗憾的是，

明朝五本县志，现一本无存。现存最早的是康熙二十二黄惟桂主修的《兴国县志》。

之后有康熙五十年，张尚缓修的《激水志林》;乾隆十五年，孙兴浙主修的《兴国县

志》:道光三年，蒋叙伦主修的《兴国县志》;同治十一年，崔国榜主修的《兴国县

志》。1988年以新体例方式修成了《兴国县志》，是其最新版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

馆古籍室馆藏有同治十一年崔国榜主修的《兴国县志》;2005年5月，笔者又到赣

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收集到张尚缓康熙五十年修的《激水志林》:2005年7月专门到

兴国县方志办收集到康熙二十二年黄惟桂主修的《兴国县志》:乾隆十五年，孙兴浙

主修的《兴国县志》;道光三年，蒋叙伦主修的《兴国县志》。加上大学至读研期间

收集到的1988年版《兴国县志》，及明清赣南各地三十多本县志、府志，为笔者写

作此文提供了相当不错的背景史料。其中明嘉靖和天启年间修的两部府志，是现存

最早的两部《赣州府志》。这两部府志，对于了解明代赣南的风水情况都有很重要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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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名志资料

    地名志也是本文又一种重要的文献资料。赣南的地名志，研究价值颇高。因其

是1980年代初由各县市所属自然村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其内容涉及

所有自然村的村名来历、建村姓氏及其来源、建村时间、村庄地理位置及分布地图、

户口数等方面。这为笔者了解兴国三僚以及周边乡镇、村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

资料。特别是为笔者在研究明清时期，三僚曾、廖两宗族拓殖和赖村宋氏宗族拓殖

情况提供了一个大概轮廓。

    (4)其他各种类型资料

    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各种文集也是本文的重要史料。三僚村委各种统计资

料，以及曾平安先生为笔者提供的《梅窖镇三僚村2004年社会情况调查表》、廖唐

仪老先生提供的廖氏族人会议材料，都是笔者了解三僚现状的重要资料文献。而村

中留下来的各种寺庙、祠堂、墓碑等有关碑文记载，以及村民们讲述的各种传说故

事都足木文运用的垂要资料。兴国县社科联胡玉存写的《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

三僚》也是本文写作的一本重要参考咨料。

1.3.2、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足传统村落社会下的风水信仰，选点为兴国县三僚村。因此，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根据行文要求的不同，各有

侧重。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志，是人类学方法的灵魂。田野调查强调参与观察，

进行深度访谈。访问法和观察法在田野调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选题到

写作，先后五次11]到本文写作地— 三僚，进行深度调查。笔者先后访问了几十位

被调查者，这些被调查者，有些是退休中学教师、退休干部、风水先生、村、镇干

部，以及普通的村民.他们向笔者构建了一个千年古村落变迁的历史.笔者直接到

各祠堂、寺庙、坟墓等处进行观察访问，村民们给笔者讲述了大量传说故事和风水

传奇，这些都是本文写作的重要口述史资料。

    文献研究，笔者本科四年历史专业的熏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查阅、应用文献

资料的能力。因此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大量运用了文献资料。出发点是为了

111分别为20()4年7月，2o05年1月、2月，Zcos年5月及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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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文献资料能够更好的证明笔者的论点，或者是更客观的阐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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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结论

    本文通过川野调查和地方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三僚村为例，对曾、廖两

个宗族千年发展历程的探索，透视风水信仰与习俗，对村落宗族社会的影响。概括

而言，本文主要得出如下一些认识:

    由于赣南地区山重障叠，河流交错的地理形势，为江西形法派风水术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赣南村落社会是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以农为本，

土地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使之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在生存过程中，特别重视风水

在宗族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风水得到了生存发展上的空间。风水观念在人们心中

根深蒂固，风水又通过仪式、权力、资源进一步巩固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三僚村

作为千年风水职业村能够得到发展，原因也在于此。三僚人以风水为业，由于明朝

廖均卿、曾从政等人在皇陵选址、建造上的特殊贡献，一方面使得江西形法派风水

术得到推广，另一方面也使三僚宗族上升为地方望族。在宗族经济实力增强、社会

地位提高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以风水为业的村落，曾、廖两族不断进行村落空间的

营造，以求达到村落风水的理想境界。羊背脑祖墓群的形成，一方面是曾、廖宗族

定居社会完成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风水理论实践运用的结果，从而进一步神化

了三僚村的风水地位。

    风水作为生存资源、文化资本的象征符号，与宗族相结合，成为宗族之间、房

派之间取得人丁、土地、水利、科名、财富等而相互斗争、合作的工具。围绕着村

落空间、资源、权力，风水一次次的被加以运用，宗族在围绕风水的斗争中，往往

又借助于国家的力量，达到控制风水，从而达到控制资源的目的。在风水与宗族两

者互动的过程中，风水成为村落宗族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

    陈进国认为，风水术不能被归属于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而更接近于一种寻求灵

迹的巫术。川近代以来的国外风水研究，更愿意把中国风水视为Gcomancy(泥土占

卜)。作为民间信仰一部分的风水信仰，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相结合，在进一步

巩固人们的宗族观念的同时，风水也取得了生存的空间。要了解中国的民间信仰，

对风水信仰的研究不可或缺。风水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民间被认为介与人、神

之间的术士，人们的命运也被他们所左右。在村落宗族社会，养风水师，或培养自

川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
年版，第687页。

中国扦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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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风水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一道独特的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

成分。风水师也借助于风水的“魔力”，在村落宗族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的成

为宗族社会的领导力量。三僚村的风水师们，不管历史上还是现在，他们都代表了

村落宗族社会的权力话语。

    风水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笔者无意用“二分法”，或辩证观点去下结论。需要

说明一点的是，目前国内外对风水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夸大其科学性的倾向。这

部分人认为风水在建筑、环境选择上具有科学性，但忽略了一个风水信仰的问题。

也就是说，作为风水信仰、习俗主体的民众，他们头脑中的风水信仰和观念只有一

个，那就是乞求人盛财旺，而不是追求和谐居住空间。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风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用“现代话语”去定性为“迷

信”。对于风水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学术界所要走的路还很长，“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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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2000年版。

17、刘劲峰主篇:《宁都县的宗族庙会与经济》，香港，香港国院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

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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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1996年版。

19、房学嘉:《粤东占镇松口的社会变迁》，J洲，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20、周密伟土编:《千占一村— 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南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1、何晓听:《风水探源》，南京，东南人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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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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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43、刘大可:《传统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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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日1铃木清一郎:《台湾旧贯习俗信仰》.台北，众文图1弓公司印行1989年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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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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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英1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习、南的宗族组织》，刘晓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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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午。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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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01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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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2003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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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蓓:《宋代风水史》，上海师范人学历史学硕十毕业学位论文，2003年，未刊稿。

7、下仁杰:《宋元之际后、南地区移民研究》，钱南人学历史学阵十学位论文，20O4年，未刊稿，

第61一64页。

四、土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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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勇:《客家与风水术》.载《客家研究辑刊》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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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149一162页。

18、刘劲峰:《略论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及赣南在客家文化形成中的作用》，载‘南方文物》2001
年第4期。

19、刘劲峰:《客家风水文化第一村— 兴国二僚村的初步调杏》，载 《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

第1期。

20、房学嘉:《从民间信仰等看宗族互动— 以丰顺县汤南镇罗氏宗族为例》，载《客家研究辑

刊)2000年第1期。

21、宋德剑:《宗放发展与族群互动— 以丰顺县留险镇九河村为例》，载《客家研究辑刊》2000

年第1期。

22、万陆:《杨益的风水文化及其实践》，载 《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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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发表论文:

    1、《汀州客家移民与台湾的定光古佛信仰— 以永定客家移民为视角》，载谢必

震主编:《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五辑)移民与闽台民俗宗教研究专辑》，海洋出版

社2005年版。

    2、《杨救贫与江西形势派风水术》，载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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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古人有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穷潦书生，无以为报，字纸却是不该借的。

我自然是十分珍惜这不多的表达机会，来说些“废话”，聊以宽慰自己长久以来忐忑

不安之心。

    师恩如父爱，所谓大爱不言，本不宜多说，心中自知也就罢了。但若闭口，只

怕承受太重，无法前行了。我本执拗，幸得恩师谢必震先生宽容与关爱，在论文写

作的全程，有业师的指导、鼓励与关注，业师谦和儒雅，弟子不才，竟也不曾受过

半点责骂，倒是谆谆教导，费了不少口舌。我自知易感易粹，得师如此，夫复何求?

    时光往荐，转瞬即逝。真诚感谢林金水老师、林国平老师、谢重光老师、朱峰

老师、陈寒老师，三年来在我求学路上给予的教育和培养。其中林国平老师，为我

论文撰写提供了宝贵意见和指导。朱峰老师也多次关注我的论文写作。厦门大学的

郭志超老师授予我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并对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在调查中，偶

遇中山大学刘晓春老师，使我受益良多。

    在2004年至2005年多次田野调查中，赣南师范学院的罗勇老师、谢庐明老师、

邹春生老师、学弟田有煌多次为我提供帮助。兴国社科联主席胡玉春先生、梅窖镇

易祖源书记、三僚村委给我的三僚调查提供便利。三僚村的廖唐仪、廖东平、曾平

安、曾宪文、曾宪坤、廖太炳、廖伟良、曾小明、曾茂华、廖唐苏、曾宪柏、曾昭

浪、曾庆星、曾宪潘、廖书殉、张家望，赖村的宋志坚等人为我田野调查提供了大

皿民卜IJ文献及口述史料。尤其感谢李检发女士，在我调查期间，容我吃住。兴国县

方志办陈王根先生为我提供地方志资料。感谢师兄徐炳三、陈硕炫、汪忠列、孟庆

梓几年来的关照，同学陈金亮、陈文龙、张森海、吴巍巍、黄活虎、周艺芳、王秀

缎相互鞭策。还要感谢厦门大学的代祥、中山大学的邓书林惠寄外文资料。

    址后衷心感谢朱忠 七及家人多年来的默默奉献!



个人简历

温春香，女，汉族，出生于1980年11月，江西省宁都县，2003年7月毕业于赣

南师范学院，历史学学士，2003年9月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宗教学，

研究方向为民间信仰，指导老师谢必震，2006年7月毕业。2004年至2005年曾

多次在江西省兴国县进行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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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姓名)温春香 学号2003029专业 宗教学所呈交的论文(论

文题目: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 赣南三僚村个案研究)是我个人在导

师指异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

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己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

究成果。本人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学校有权保留送交的学位论文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

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

论文。 少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日再添 ‘__⋯_.‘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1皿 /林/扮 指导教帅签名

签名日期 洲了J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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