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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大型防御式民居，庄寨是永泰当地独具特色的历史建筑遗产。庄寨承载着家族成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使用功能和情感依托，其价值不仅体现于庄寨建筑的物质本体，还包含依附于物质和空间而存在的文化，比如，保存
于庄寨中包扎成一捆一捆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世代相传，在过去，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被称为“永泰文书”。

近年来，永泰文书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部分得到整理、保护、研究及出版。挖掘民间历史文书有何意义？挖掘永
泰文书对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又有怎样的启示？请看记者从永泰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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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厦门大学
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
心与哈佛燕京学社联
合举办的“中国乡村
研究的新资料与新路
径”研习营在永泰县
多个乡镇举办。

图⑤：“中国乡村
研究的新资料与新路
径”研习营的师生团
队听村民讲当地的民
间故事。

图④：郑振满教
授 与 宋 怡 明 教 授 查
看 新 搜 集 到 的 永 泰
文书。
本报记者 蒋丰蔓 摄

图③：厦大团队
在永泰县盖洋乡三对
厝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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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来自国内
外 多 所 知 名 高 校 的
师 生 来 到 永 泰 做 文
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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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密码”藏着价值

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讲师董思思是
最早发现永泰文书的学者之一。8年前，尚在厦门
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他，走进永泰县同安
镇三捷村仁和庄。

行走在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庄寨中，董思思
觉得这里的每一处都值得追问：铺地用的青石块
当年如何运进深山？庄寨里随处可见的石雕、木
刻、彩绘、泥塑工艺精湛、造价不菲，主人的财富
从何而来？

机缘巧合，他发现了房间里散落在地上的一
堆文书纸张。“我们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文书实
际上是一些废弃的档案。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些
资料和我的研究有很大关系，就请求村里不要把
资料丢掉，并告诉他们，厦门大学将组织一个专
业团队来帮助整理。”随后，董思思先后两次组织
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生为主的团队，深入永泰村
落走访，发现了大量文书，并开始研究工作。

随着发现的文书体量越来越大，董思思找到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历史与文
化遗产学院教授郑振满。

“收到文书之后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一定
不要拆开，不要打乱顺序。”在得到文书线索消息
后，郑振满经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于那些在
当地搜索文书的同仁，郑振满十分珍视。“他们可
以带我们找到文书的主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访
谈，这些对于田野调查来说太重要了。”

2016年开始，郑振满教授带领团队进入永泰
县开展文书的搜集与研究工作。厦门大学民间历
史文献研究中心与永泰县达成校地合作协议，常
年有一支学术团队驻扎在永泰。

近日，记者跟随郑振满团队在永泰县嵩口镇
玉湖村考察新近搜集到的契约文书。在一个由旧私
塾改建而成的村庄文明实践基地里，郑振满从村民
送来的箱子里拿出被水浸泡过又再次晾干的文书，
许多早已破烂不堪，但他兴致勃勃，如获至宝。

在中国历史上，“官有政法，民有私契”。契约
文书是民间日常生活的主要规范体系，也是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中可靠的原始资料之一。“原生态”
是学者们对永泰文书保存状态的一致描述，由此
总结出永泰文书所具有的“归户性”“归物性”独特
学术价值。归户性是指契约文书与收藏人的相关
性；归物性是指契约文书与具体事物的相关性。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永泰村民的家中大
多有专门收藏契约文书的容器，通常是樟木箱子或
柜子。我们打开这些箱子或柜子时，通常可以看到
包扎成一捆一捆的契约文书，每一捆的外面都有

‘包契纸’，其表层通常有收纳者留下的原始记录，内
容包括年代、数量、契约名称、相关人物等。这些‘包
契纸’反映了契约文书的原始分类系统，为我们整
理和研究契约文书提供了基本依据。”2020年，郑振
满团队出版《庄寨密码：永泰文书与山区开发史研
究》一书，是全国第一本以“永泰文书”为题的学术研
究成果，其前言部分特别点出永泰文书的特点。

“因为其他地方的很多文书已经流入市场或
博物馆了，原有的系统性已经被打乱。而永泰文书
是从村民家中发现的，可追溯其根源。对于每一张
永泰文书，我们都可以知道它产生于什么地方，被
哪些人接手过，进而及时地去做田野调查，从而更
加深刻地理解这些文书。”郑振满团队告诉记者。

重现活生生的民间生活

不久前，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
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举办的“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资

料与新路径”研习营在永泰县多个乡镇举办。这
也是近 5 年来永泰与高校合作开展的第三期以
永泰文书为研究内容的学术训练营。

郑振满教授在开营仪式上向营员们介绍，此
次研习营重点在于回到历史现场，通过理解为何本
地会产生数量庞大的文书，以及文书对于当地老百
姓有何意义，来引导学员在田野中思考文书与日常
生活的关系，从而形成对中国历史的新认识。

研读永泰文书、实地调研、自主研讨，这是训
练营日常的学习模式。在一周的时间内，师生们
的活动范围涉及永泰 3 个乡镇 6 个行政村。从实
地场景、村民的口述以及村庙碑文中，他们思考
有关山区开发和林业经济、酱油工艺的历史进
程、永泰山歌文字化等问题，揭秘历史上当地百
姓的日常生活。

郑振满告诉记者，团队最初搜集到的文书大
多和庄寨有关。“走进庄寨，我们的问题就浮现
了，盖一个庄寨需要的几十万两银子从哪里来？
为什么山里那么有钱？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是
关于山区开发史的问题，通过解读契约文书，我
们才能了解山里人发家致富的过程。”

注重田野调查是厦门大学历史学科的传统，
被学术界称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从学术
层面搜集整理民间常见的功德碑、捐资榜、芳名
碑、重修记、签文、科仪本、族谱、契约、符箓本等
各类民间文书，从而进行相关研究。可是，为什么
把不起眼的老物件当作研究对象呢？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有的理论和概念
大多是‘舶来品’，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郑振满
教授认为，利用民间历史文献，可以引导年轻学
子从更深层次理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中
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运行机制，“我们必须
引导学生走进田野，在实践过程中理解和解释中
国经验，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抱着对民间历史文献的兴趣，越来越多国内
外知名高校的学生与厦门大学的师生们相聚在
永泰，共同开展田野调查与文献研习。

师生团队中就包括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
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

“吴履人，永泰县嵩口镇漈头村人，租田欠租
被收回，后变卖家产，包括粪厂。其子吴仙海，家
族衰落亦卖产。道光年间，吴仙海离家久未归，其
子死，无钱葬，亲属卖其地以葬。”通过二三十份

时间从清朝康熙年间跨越到咸丰年间的永泰文
书，宋怡明和他的学生一起为一位在永泰当地甚
至没有留下后人的小人物复原了历史存在。

2019年，宋怡明带着学生参加了厦门大学在
永泰县举办的“民间文献与区域史研究”暑期学校。
在漈头村，他们发现那里有相当一部分契约文书讲
到姓吴的人，但如今的漈头村并没有吴姓家族。

“这些姓吴的人去哪里了？”带着这个疑问，
他们通过契约文书里一笔笔的买卖记录和地方
史料，重建了吴氏的家族谱系。在还原吴履人一
生的过程中，宋怡明捕捉到了永泰文书的一个特
点——它可以串联起由远及近的历史，还原普通
人的历史经历。

2022 年 12 月，作为福建省《八闽文库》全媒
体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福建民间契约文
书》首批 11卷共 50册正式发布。书中收录了涵盖
契约、阄书、诉状、收据、唱本、账簿等 3 万余件永
泰的民间文书，皆为首次整理出版，相关成果由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师生们耗时 6
年出品。

在全国同类的大型文库项目中，《八闽文库》
收录民间文献属于首次。新书发布会上，《八闽文
库》编纂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
光表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面世是“一个了不
起的成绩”，符合学术界、文化界“眼光向下”的新
趋势，即从聚焦于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社会
底层与日常生活。而契约文书背后“隐藏着更深刻
的传统、经验和生活”，正是中国“活生生的历史”。

“这套书收录的民间契约文书都是传统社会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凭证，反映了民间社会利
用文书处理日常事务的悠久传统，可以说是中国
特有的写本文献和民间历史档案，对研究中国历
史和文化传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郑振满介绍。

古为今用的力量

日前，有媒体发文称：永泰文书被“看见”的
意义并不止于成为一家一姓一村一个永泰的过
往史料，它的出版标志着“民间”第一次成系统、
有标准地登上了“庙堂”，它们让大家更了解农
村，更懂得怎么发挥基层的力量。

在当地，永泰文书也曾面临被当成一堆废
纸或旧时代的“遗物”丢掉、卖掉、烧掉的命运。

得益于学者的关注，人们对其价值有了重新的
认识。

“山、林、田、房等财产和人际关系都写在文
书上，契约文书就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郑振满
说，“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接触到一个包罗万
象的民间生活世界，揭示传统乡村的复杂社会关
系，感知生生不息的乡土文化。”

永泰文书跟永泰庄寨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
么要在废纸堆里折腾？永泰县政协副主席张培奋
的回答是：“历史文书丰富了永泰庄寨的内涵。”

张培奋还在永泰县古村落古庄寨保护与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主任一职，牵头落实传统村
落、庄寨的保护利用工作。

最初，张培奋四处跑村，用摄影镜头记录乡
野里的庄寨，测绘，和专家开会讨论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里，他慢慢理解了
什么是庄寨。

张培奋逐渐意识到，不能只关注地面上的实
体建筑，还要挖掘庄寨里的文化遗存和内涵，才
能实现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契约文书的出现
让他找到了可能性。

经过学者们对永泰文书的解读，当地得以认识
到那些超越庄寨建筑本身的内涵。这些认识，也都
能和当地人成长记忆里的永泰乡村生活对得上。

他举例介绍说，原来他认为，所谓“庄寨”，
“庄”和“寨”是合在一起的，通过解读与三对厝有
关的历史文书，他发现庄寨还有其他存在方式。

“三对厝郑氏三个兄弟建了三座房子，这个就是
庄，即家族式。然后，郑家老二、老三的后代又在三
对厝附近合股建了寨，筹资方式是合股式。老大虽
没有出钱，但是他们事先定了协议，如果土匪回来
了，老大的后代可以在里面避难，这是依存式。所
以我们就发现庄寨起建有 3种方式：家族式、合股
式、依存式，庄和寨可以是分离的。”

今年永泰文书研讨会的举办地盖洋乡是永
泰 21 个乡镇已发现文书数量最多的乡镇，共发
现永泰历史文书数量达 1.4万份。

文书挖掘和保护工作之于村民、村庄的现实
意义是什么？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果我们不回答清楚，不仅这项工作难以
持续，挖掘出来的文书也依然只是摆在书架上的
学术成果而已。”张培奋坦言。

在永泰庄寨保护模式中，“村保办+理事会”
是很重要的机制。在张培奋看来，“村保办+理事
会”模式能在永泰当地推行本身就体现了挖掘文
书的意义。

2015 年 9 月，永泰县成立古村落古庄寨保护
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即“村保办”）。同时，永
泰全域在它的指导下，相继成立了 38 个庄寨理
事会，其成员由各自庄寨的家族成员组成。理事
会负责庄寨日常管理，包括召集与协调各房族亲
参与庄寨维护与修缮；与企业、同姓族人联络，筹

集修缮资金；同时，对接政府，代表庄寨申请修缮
项目资金，组织举办各类活动等。

自 2016 年开始，厦门大学团队多次前往三
对厝开展田野调查，普查整理了来自当地郑氏家
族 9户人家保存的 4000 余份历史文献。解读这些
历史文献，可以较为系统地考察清代以来闽中山
区的家族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也从侧面还原了
三对厝建造前的经济积累过程，得以看到一个家
族的历史记忆。

2017 年，三对厝后人组建理事会，在当地政
府引导下，筹集民间资金达 160 万余元，用于修
缮三对厝主体建筑。

“三对厝修建的过程中，最典型的事情是一
对离家几十年的姐妹，积极为三对厝捐款 30 万
元，三对厝理事会为了表彰她们的突出贡献，特
地竖碑纪念，该碑就位于三对厝的文物保护碑
旁。”在永泰，像三对厝理事会这样捐款捐物为村
里修路建桥的永泰庄寨理事会还有很多。

“乡村工作，首要的是发动民间力量。永泰一
处宋代古道的 1300 多个台阶上，每一踏都镌刻
着为修台阶捐款捐物者的姓名。这种民间自发的
凝聚力都能在乡间常见的功德碑、红榜和村志、
族谱里看到。”对张培奋来说，从文书里解读出的
是乡土社会里固有的秩序感、凝聚力，这是一直
延续至今的永泰乡土文化内核，也是要在庄寨保
护中得以延续的。

“例如，我们还看到契约里如何坚守承诺，
看到过去山林怎么管理——能种什么、不能种
什么，祖先们会考虑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发展。
永泰文书里藏着乡村治理的智慧、凝聚人心的
法宝，它是巨大的宝库，能增加我们的乡土自
信，给我们精神力量。”张培奋认为，回到历史
中、回到生长的土地，这个文化内核或许能让在
外迷茫的青年看到另一种可能性。

目前，永泰县多个乡镇建设了历史文书展
馆，并组建了整合保护永泰古厝、传统村落及
历 史 文 书 等 工 作 的 相 关 指 挥 部 ，致 力 于 探 索
校、地、企等多方合作，争取将更多永泰文书的
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形成永泰村落文化遗产活
化利用的新亮点。

今年 1 月，张培奋还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
为永泰文书的传播“扩圈”。永泰县文史研究员
李剑常在视频中出镜，他在视频中讲述：“永泰
文书，能够原汁原味地反映出永泰的民间社会
是什么样的。在基层治理中，我们首先要知道我
们的根是怎么样的，我们底下的土壤是怎么样
的，永泰文书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脚下土地的
工具。”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书的故事用老百姓
喜欢的方式讲好，让年轻人看到乡土文化的多元
和灿烂，让他们与村庄建立更深的联结。”张培奋
告诉记者。

除署名外均由
受访者供图

解开永泰文书密码
重现乡村灿烂历史

□本报记者 蒋丰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