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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温州龙船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研究

吴天跃

本氏族志以中国东南沿海的温州传统龙舟和现代健身龙舟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晚

清氏国到当代的长时段历史中进行考察，侧重论述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试以

选择性记忆基础上的龙舟活动史、传统龙舟活动的一般模式、耗费巨大的礼仪经济和不同社

会角色的文化实践等角度深描这一“深度游戏”（deep p I ay），管中窥豹，呈现地方社会文化

的变迁。本文史侧重社会群体围绕着龙舟活动的长期互动和实践，以及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

与深层结构。文未总结了温州龙舟氏族志中的经验性发现，即传统龙舟与健身龙舟是在建构

不一样的“地方感”。在呈现了一部地方龙舟从氏俗到体育的所谓“文明”的进程后，进一步

阐发了“地方性知识”的方法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温州龙舟礼仪经济场域实践文明的进程地方性知识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婚姻

：基于洛阳工厂工人的研究

方莉琳

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的领导阶级，是“天之骄子”。

这重身份映射到工人的生活中，对工人的个体婚姻生活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

对河南省洛阳市工厂工人婚姻的研究，发现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在婚姻选择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职业有贵贱，虽然国家大力倡导“职业元贵贱”，但在工人婚姻选择中还是经历了一个由

工人优先，农氏最后到干部优先，农氏最后的变化过程。二、地域有区分，与国家所倡导的

“四海一家，革命情谊”不同的，在工人的婚姻选择上地域选择以及城乡区分非常明显。三、

政治咯讲究，在毛泽东时代，政治一直是最讲究的一个因素。然而在工人的婚姻选择上，政

治却并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婚姻选择并未过多地受国家主

流意识的影响，它依旧遵循自我的选择路径。



个人的跨国流动与迁移地选择的关系

：以在南京的日本人为例

松谷实(MATSUTANI Minori) 

摘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出国居住，并且他们的居住形态也趋向多样

化。迁移地从欧美转移为亚洲的人数明显增加。另外，从以往的企业派遣的常驻形式，渐渐

转变为个人的迁移。本报告将焦点放在南京这个虽不是移民集中的全球化城市，但有一定规

模的日本移氏集中居住的小规模城市。什么样的日本人居住在南京，他们选择南京的理由何

在。通过对住在南京的日本人按类型进行分类，明确迁移到小规模城市的日本移民的特点。

跨国的日本人的多样化有共通的特点，例如年金移氏增加，年轻人的个人迁移开始出现。这

种特点是否也在南京显现，南京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条件。笔者考察全球化时代日本移民的多

样性与全球化对小城市的影响。

谁承担更多的风险？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与环境风险分配

聂伟

摘要：西方环境公正理论，在系统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证实了环境风险分配不平等普遍存

在，并强调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联性，然而在我国并未开展定量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在回顾环境公正的理论基础上，以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调查为例，探讨居氏的社会经

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 1) 与西方一致的是，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布

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环境风险分配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

存在交又重合性。（2）与西方社会尤其美国强调种族、性别、教育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

同是，性别、民族和教育均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3）我国农村

居氏比城市居氏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表明目前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问题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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