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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力的物化：中国乡村与城市的民间宗教》一书作者从物化（materialization）这一创新性角度来考察
中国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这一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文化现象。有形/物质与无形/非物质是研究抽象
宗教信仰物化的两个重要维度。有形和无形之间形成互动和互构的关系。神像、神龛、牌位等物质形式

是无形的神明和灵力的“具象表达”。（32）而神明和灵力则通过神像和灵媒等有形方式来实现其灵验效
应。作者通过考察物体和身体中有形和无形的互动来论证人格化和地方化/在地化（person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是实现神像和灵媒灵验功效的重要文化机制。 
 
本书有别于很多其他 中国宗教信仰研究的一点是作者的研究地域范围不是只集中在农村地区或只集中
在城市地区。作者追踪考察随着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对民间宗教的影响，

并选取了三个田野地点来观察分析这种变化对社会关系和民间宗教实践的影响。该研究通过对台湾南部

地区的两个村落和台湾北部地区一个城市的大量细致的民族志描述来呈现不同社会经济语境中的神明

通过神像和灵媒的物化过程来实现灵验效应。 
 
该书结构根据社会语境和宗教信仰实践的差异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阐释村落中神明灵力的概念化。

第二部分分析村落居民迁移到城市后通过民间宗教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联合体。 
 
在第一部分的三个章节中，作者在第一章首先考察了村落中神明和灵力的物化过程。神像雕刻、祭祀仪

式以及村民与神像的互动等一系列实践实现了神像的固定化和灵验效应。作者认为这些实践赋予了神像

生命，神明在此过程中被物化为活生生的人。第二章阐述了灵媒及其在村落民众信仰中举行的仪式的重

要性。通过历史方法与民族志方法的结合，作者分析了台湾农村地区当代民间宗教的变迁，认为现代民

间宗教中的人格化和地方化/在地化两种机制很可能发展形成于南宋时期。 
 
第二部分追溯了村落民间宗教在城市中的传承延续与变迁重整。作者考察了农村体力劳动者进城后在

“不稳定且常常具有危险性”（110）的工作中面临的生活困难，以及这些人如何通过建造市区神庙形成
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民间宗教形式。进城的村民通过把村里的神明请到家中来与故乡建立联系。当灵媒

在城市中举行仪式时，他们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来满足居住地更为分散的城市信众快节奏生活中的新需

求。作者认为由于脱离了村落居住空间中明确的地理界线，城市中的灵媒更具包容性和合作性，并且尝

试与更上层的神明建立直接的联系。由此一来，传统的渐进性空间和阶层性权利秩序就被打破了。对于

城市信众来说，血缘关系的重要性被因缘而参与共同活动所发展出来的联系所取代。 
 
作者用民间宗教一词指涉书中所讨论的现象。学界中所使用的具有类似含义的词还有民间信仰，大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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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民间俗信等。民间宗教作为中国宗教体系中的一种独特宗教形态，受到道教和佛教等更为制度化的

（institutionalized）宗教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交叉融合。中国民间宗教通常与当地的社会文化
传统紧密相连，是俗民社会中与鬼神、祖先和神话传说人物等相关的信仰和实践。作者稍微提及了中国

民间宗教和中国文化中其他宗教之间的区别。比如，居住于乡民社会中的灵媒与当地乡土和民众联系紧

密而道士则通常流动性较强。如果作者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她对民间宗教的指涉范围和使用将助于

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概念。 
 
鉴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在民间宗教发展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中国大陆和台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所

经历的不同社会道路必然会对两岸的宗教实践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大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他

社会运动给大陆民间宗教带来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台湾和大陆的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读者需要认识到本书的田野点和调查对象都只限于台湾地区，以避免将台湾的民间宗教实践和大陆的

民间宗教实践过度概括化。 
 
作者在创新性角度、大量细致的民族志描述以及对当代台湾宗教实践深刻的分析等方面充实了中国民间

宗教研究。就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对于民间宗教物质形式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宗教提供了新的视

角和思路。作为灵力物质载体的神像和神媒在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可触摸的超自

然世界通过这些有形的载体与现实社会实现接触和互动。此书扩大和深化了我们对宗教研究中的物质文

化、有形和无形的互动关系、乡村与城市语境中民间宗教实践的延续与变化等方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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