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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山西南部曾圍繞炎帝、堯、舜、禹等上古聖王歷史和

明初洪洞大槐樹移民事件開展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活動。為什麼明初

的洪洞大槐樹移民事件在民國初年被“舊話重提”？為什麼炎帝及堯

舜禹等上古聖王歷史傳統又被“再發明”？從正史記載並結合大量的

方志、碑刻等地方文獻來看，“反滿”和“民族主義”思潮是這類事

件背後隱含的深意或表達的訴求。關於清末民初“反滿”和民族主義

思潮研究，論者多從國家或上層人士的角度出發來加以探討。通過對

山西南部區域歷史的細緻研究，我們似可觀察這樣一股重要的社會思

潮究竟對該區域社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換言之，與上層精英相比，

地方普通民眾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了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思潮活動

中？同時也可幫助我們細緻理解傳統文化語境中的“族群”與近代意

義上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並以此努力觀察在一個與近代

沿海轟轟烈烈的大事件歷史相比看似“平安無事”的內陸山西社會從

傳統走向近代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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