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中心师生再赴晋东南开展国庆田野作业

2018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中心的杨波老师、周亚老师，魏春羊、赵公智、

张楠、许晓亮、马涛等五位在读研究生对长治市平顺县、长治县、长子县、壶关

县，以及晋城市陵川县、泽州县的 17个乡镇，36个村庄展开田野作业。

本次田野作业尝试了新的调查方法，探索了新的调查模式。这种调查既不属

于标准的探路式调查，更不属于普查，约略可以算作一种特殊性质的专题调查，

又兼有一些探路式调查的特点。调查最后一段时间回归到了村庄普查的方法，对

陵川潞城镇中部和泽州天井关地区进行了普查。

从调查对象来说，本次调查以国保单位和元代以前碑刻为主要对象，大部分

调查不属于村庄调查。这和此前村庄调查有较大不同。元代以前的建筑以国保单

位为识别标准，元代以前碑刻以《三晋石刻大全》为线索来识别。

从调查区域来看，本次调查是较大空间尺度上的调查，大体上一天在一个县

域范围之内进行调查。所选择的区域基本上是中心高平和黎城两个调查基地中间

的区域，这样有助于形成对晋东南地区的一个整体认识。

从时段上来看，本次调查关注元代以前的建筑与碑刻为主要关注点。这样做

的目的是识别较大区域范围内的信仰中心，以期对于较大空间尺度有一个总体地

概略把握。元代以前庙宇往往是其所在区域的信仰中心，把握这些中心是把握这

个区域整体历史地理结构的关键。

五天时间里，中心师生共调查庙宇 44 座，搜集碑刻 166 通，其中旧碑 132

通，新碑 34 通。通过几天调查，中心师生对这些调查区域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

在田野作业过程中，中心师生也积累的不少田野经验。国庆五天的田野作业所涉

及的空间范围比较大，调查困难比较大，对于这种方法的利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

总结。中心今后的田野作业工作不仅要进行量的扩大和积累，还要在方法上进行

探索。近期，中心计划还要探索访谈和圆桌会谈等调查方法，远期目标是要建立

起中心特有的一套田野作业方法体系。

（魏春羊 杨波 供稿）



图 1：平顺县北社乡东河村的九天社圣母庙

图 2：长子县丹朱镇西上坊村的成汤庙

图 3：壶关县五龙山乡东归善村大庙内的元代壁碑



图 4：陵川县崇文镇罗鼓掌村的魁星阁

图 5：中心师生在壶关县黄山乡南阳护村三嵕庙门前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