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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 

 

【区域动态】特伦·塞维亚《奇迹与物质生活》，理解巫师与马来亚殖民地的社会经济 

 

编者按：本期的区域动态关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马来亚霹雳州、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的

巫师——“巴旺（Pawang）”和“博陌（bomohs）”。在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之前，马来社会的

巫术知识便已存在，巫师是马来传统医疗的践行者，他们通过拜师、继承或借助某种灵物等

方式，学习巫师知识与巫术，拥有联系超自然事物的能力，为人祛病避邪，甚至保护整个村

庄和农作物，因而巫师在传统马来社会一直颇受尊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影响甚广。哈

佛大学神学院伊斯兰研究助理教授特伦·塞维亚（Teren Sevea） 2020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专著《奇迹与物质生活》（Miracles and Material Life: Rice, Ore, Traps and Guns in Islamic 

Malaya）运用包括民族志、口述历史、档案等在内的多重材料，描述了马来亚殖民地时期“巴

旺”和“博陌”拥有的世界性想象力。通过追踪马来亚殖民地时期巫师的重要经济作用，该书

展示了本土知识和精神力量是如何成为领土扩张、资源开采和文化控制等殖民国家项目的

基础，开创了研究在地伊斯兰教和殖民主义政策及其重叠和互动区域的原创方法，并且获得

了 2022 年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SA）颁发的“哈利·J·本达（Harry 

J. Benda）”图书奖。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办刊物《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于 2021 年 9 月发布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博士后林宏轩（Lin Hongxuan）关于特伦·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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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所著《奇迹与物质生活：伊斯兰马来亚的大米、矿石、陷阱和枪支》书评文章，全文编

译如下： 

 

耕耘13年的《奇迹与物质生活》是对围绕着马来群岛伊斯兰奇迹创造者信仰和实践的研

究；这些奇迹创造者被称为巴旺巫师（pawangs），或用现在的俗语称作博陌巫师（bomohs）。

从时间上看，此书涵盖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题聚焦于巴旺巫师居间促成的“受神所祝福的

地域”。在这些“受神所祝福的地域”中，最主要的是被称为“ladang”（马来语意为“高地”）

的从森林中拓垦出的高地田，在那里可以种植维持生计的旱稻（dry rice）：“大米不是‘普通

的商品’，而是一个精神领域上富有祖传与宗教意义的产品”（第84页）。由于有能力沟通自

然和超自然，巴旺巫师是拓垦高地的关键媒介，甚至是开垦水稻田（sawah）的阻碍。由此，

他们与马来亚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经历的经济变化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是作为农业的

奇迹创造者，还是矿石勘探、枪械制造和驯象等秘术的大师，巴旺巫师都是马来世界社会经

济结构不可或缺的部分。巴旺巫师不仅是人类学关注的对象，中国移民和英国行政人员也广

泛认可巴旺巫师的能力，认为他们对马来亚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至关重要，任何不囊括他们的

该地区经济史都是不完整的。就像其研究的巴旺巫师一样，塞维亚专著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能

穿越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将社会经济和精神世界联系起来。 

这部专著的核心资料是由殖民国家学者、蒙施（Munshis，帝国的文书、译员和本地信

息员）和巴旺巫师自己撰写或转写的大量爪夷文（Jawi）手抄本。这部专著的最大优势是其

检视的手抄本范围，它广泛概述了以巴旺巫师为中心的信仰和习俗。这些手抄本不只是巴旺

巫师希望展现出的夸张自我形象，因为它们往往是对口头传统的编码，并在农业节庆上被大

声地公开诵读（第82页）。此外，塞维亚超越了对手抄本的单纯分析，还用民族志补充他已

经很严谨的资料来源（包括从垃圾箱里挖出拆毁的苏菲神龛以获取其中的手抄本碎片）。他

结识了像瓦克·阿里·扬古特（Wak Ali Janggut）、谢里法·鲁禄（Sharifah Lu’lu）和阿巴

斯·阿里（‘Abas ‘Ali）这些当代奇迹创造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帮助塞维亚破译了那些艰难深

奥的手抄本。在研究过程中，塞维亚成功具化了巴旺巫师和相信其能力的人们的生活现实—

—包括世俗的和超自然的。事实上，这些手抄本展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时期马来农民生活现实

的剪影，包括采用新作物、实施新政治焦点以及新科技的影响（第76页）。结合民族志和专

业的文本分析，塞维亚能够对一个难以捉摸的信仰体系进行深入描述，而这个信仰体系在今

天还一如既往地躲避着审查。 

这本精细研究的专著对于任何关于马来西亚历史的课程都极富价值。 时而有趣滑稽，

时而催人泪下（譬如当巴旺巫师歇斯底里地哀叹他们的世界被无情收缩时），《神迹与物质

生活》充满奇闻轶事，适合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该书的核心优势之一可能是它间接揭示了

巴旺巫师的庇护者和追随者，而不是巴旺巫师自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马来西亚底

层阶级（subaltern）的社会史，它使学生能直观感受马来农民和在种植园、矿区劳作的多元

族群工人阶层的生活环境，在那里，巴旺巫师的力量似乎的确非常真实。《神迹与物质生活》

是一部底层阶级的历史，也是因为超自然现象很少被认为同物质共存，这正如迪佩什•查卡

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地方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2000）中指出的那样。塞维亚成功将非

物质与物质世界串联起来，充实了马来亚殖民地的故事，比任何传统的经济史都更加全面和

完整。 

塞维亚提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论点，即马来亚是一个多语言的精神大都会，在这里，巴

旺巫师得到了穆斯林以及其他信仰的信徒的尊重和服从。大量从业者为确保各种经济活动

——不仅仅是拓荒——的成功而为巴旺巫师的专业知识付费。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让人想

起阿南德·维韦克·坦贾（Anand Vivek Taneja）的《精灵学：德里中世纪废墟中的时间、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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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和生态思想》（Jinnealogy: Time, Islam, and ecological thought in the medieval ruins of 

Delhi, 2017)，证明了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对宗教类别的概念清晰度以及某些现象明确“伊斯

兰性”的本能假设，很可能是一种误导。塞维亚令人信服地表明，马来亚并不是一个处于伊

斯兰世界边缘的融合主义落后地区，而是在经济上和想象力上都与印度洋沿岸有着根本的

联系（第35页）。伊斯兰教是超自然的一部分，但没有对其进行界定：马来人的超自然世界

（alam ghaib）从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社会的超自然世界中获取灵感。此外，马来穆斯林并不

是唯一被这种不受限制的超自然概念所深深吸引并认可巴旺巫师在其中诠释与调和方面的

成效的族群。 

一个相关且同样重要的贡献是塞维亚愿意接受沙哈布·艾哈迈德（Shahab Ahmed）在

《什么是伊斯兰？成为伊斯兰的重要性》（What is Islam?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slamic, 

2015）中提出的挑战，即调和“伊斯兰”实践中固有的众多矛盾。塞维亚在全面的政治、经济、

社会背景下研究巴旺巫师，而不是仅仅分析伊斯兰魔法的各种现象。在研究中，他优雅地展

示了前殖民地与前工业化的世界所包含的万物有灵论和充满包容性的多神论如何继续幸存。

旧的多神信仰并没有用伊斯兰教或其他“理性化”（rationalised）宗教的一层薄衣来掩盖自己，

而是与“现代”（modern）宗教共生同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存在，就像人体内的数十亿微生物

一样。所有与塞维亚交谈过的巴旺巫师都认为，明确指出他们自身的伊斯兰性是一个“不必

要的冗赘”（unnecessary tautology）（第210页）。影响学术研究的欧洲经验主义使这种综合

对读者来说相当突兀刺耳，但《奇迹与物质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还有许多更

加灵活的方式可以用来理解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那些不那么“理性”和“经验主义”、

更有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另类世界观仍与我们同在，在组织化的宗教内外共存，但不坚持自己

的首要地位，甚至不承认存在矛盾。 

 

（英文原文见 Hongxuan, L. (2021). Malaysia. Miracles and material life: Rice, ore, traps and guns in 

Islamic Malaya By Teren Sev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58. Maps, Plates,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2(3), 563-565. doi:10.1017/S0022463421000631，编

译转载已获授权，感谢作者对译文的审校） 

 

 

伊斯兰思想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 IIIT）出版的《美国伊

斯兰与社会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 and Society, AJIS）于 2022 年 8 月发布宾夕法

尼亚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马克斯·约翰逊·杜甘（Max Johnson Dugan）关于特伦·塞

维亚所著《奇迹与物质生活：伊斯兰马来亚的大米、矿石、陷阱和枪支》书评文章，全文编

译如下： 

 

特伦吉特·塞维亚（Terenjit Sevea）的《奇迹与物质生活》给人的感觉就像正好路过一

家盛大开业的独立书店。一个热情的收藏家的宝库终于打开了，你探查到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都有令人振奋、意想不到的火花。塞维亚的微观史聚焦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马来亚的

伊斯兰奇迹创造者（巴旺“pawang”或博陌“bomoh”。译者注：均指马来巫师）。基于他对爪

夷文（Jawi）手稿的创造性解读，以及对苏菲主义（Sufism）、伊斯兰物质文化和南亚及东

南亚伊斯兰教的广泛研究，塞维亚展示了这些非凡人物如何体现伊斯兰传统和塑造殖民劳

动实践，并展现了苏菲网络、当地生活方式以及这些伊斯兰奇迹创造者所处的劳动突发事件

是如何激活他们的伊斯兰实践并影响到现代马来亚的。这部专著对研究伊斯兰教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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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主义和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学者来说具有特殊价值。对这些领域来说，塞维亚填补了伊斯

兰传统中被严重忽视的空白。此外，塞维亚的分析也将为科学史、物质宗教研究、性别研究、

族群研究、生态批评和后殖民研究等广泛领域提供帮助。一如上文中书店的譬喻，随手翻看

《奇迹与物质生活》即会有所发现，但真正的收获来自下午沉思时的仔细梳理，抑或与好奇

的朋友一同深入探索。 

主要而言，《奇迹与物质生活》是一部马来亚巴旺巫师的微观史。通过细致阅读概念和

语言上如迷宫般的爪夷文手稿，并参考拉丁化马来语传记和在世博陌巫师的指导，塞维亚发

现了过去学者认为只是“魔法”（magic）和“偶像崇拜”（idolatry）的咒语、血统和神圣叙事的

历史意义。塞维亚不仅破译了这些复杂的资料，还通过字里行间的解读，书写了一部关于劳

动、知识生产和权力关系的历史。由此产生的研究建立在东南亚跨国学术网络（Azra 2004）、

边境苏菲主义和劳工（Adas 1964；Eaton 1994）以及印度洋世界（Indian Ocean cosmopolis）

的伊斯兰经济（Green 2011 and 2015）的知识史之上。塞维亚敏锐地挖掘了水稻种植、采矿

和狩猎中所蕴含的伊斯兰物质性，从而间接与马扬蒂·费尔南多（Mayanthi Fernando, 2017）

和纳迪亚·法蒂尔（Nadia Fadil, 2019）这些学者展开对话，挑战主导伊斯兰学术研究的世俗

视角。由此，塞维亚的研究也涵盖了围绕世俗主义展开的批判性对话，这种批判由塔拉尔·阿

萨德（Talal Asad, 2003）开创，在学术界愈发重要（Agrama 2012; Tareen 2020）。由此展开

的分析澄清了劳动和伊斯兰物质性的共存性，开辟了全新的分析方式。 

在结构上，《奇迹与物质生活》以一个饱含理论、方法论和历史洞见的导言开篇。塞维

亚按主题和来源组织了随后的章节。第一章和第二章详细介绍了巴旺巫师在林地拓荒和水

稻农业中的作用，以及他们通过构建宇宙观和农业知识生产来明确和维护伊斯兰教权威的

方式。除了通过一系列资料充实水稻种植的农业和伊斯兰物质细节外，塞维亚还阐释了宗族

实践、伊斯兰宇宙观和殖民等级制度的交汇如何塑造了巴旺巫师对伊斯兰传统的解释。第三

章转向巴旺巫师在马来亚采矿作业中的作用，解释了伊斯兰神迹在矿产开采和殖民主义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两章集中讨论了大象的诱捕、驯化和狩猎，第五章特别关注了围绕欧

洲枪支技术发展起来的传统。结论将塞维亚关于近代早期和现代博陌巫师的主要论点与最

近的情况联系起来，例如政府对伊斯兰神迹工作者的攻击，资本驱动的对神圣空间的抹杀，

以及特朗普和其他威权领导人的崛起。如果读者在之前的章节中忽略了这一点，那么塞维亚

在结论部分放大了19世纪博陌的物质世界同今日的共鸣：全球化浪潮汹涌；技术和政治经济

塑造了伊斯兰传统的再生产；劳动、资本和宗教动机融为一体。事实证明，这段微观史同时

也是当代伊斯兰生活的一面哈哈镜。 

该研究中大量令人振奋的数据资料为关注印度洋世界、马来世界和苏菲主义的学者未

来开展研究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对种族和性别的进一步关注可以同时增拓塞维亚微观史的

深度，并如他所揭示的重要细节得以丰富同前沿理论的对话。塞维亚出色地描述了伊斯兰神

迹工作者及其同伴的性别化表演，其中对性别分工的宗教经济的描述尤为精彩。同样，他也

详细描述了鬼神学（demonology）和劳动实践中的种族化过程。如果塞维亚和他未来的对话

者考虑到酷儿（queer）理论、黑人研究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贡献，那么塞维亚对马来世界性

别和种族的群像刻画可能会更加出色，正如他批判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殖民主义模式时牵

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一样。 

对塞维亚的原始资料的解释或得益于对其情感内容和当代博陌巫师可靠性的进一步考

虑。塞维亚采用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包括看不见的劳动（al-ghayb）在内的内容，

从而展示了在历史分析中经常被忽略的元素所做的真实工作。这种思路虽然精辟，但塞维亚

并没有指出自己在这些手稿中发现的魔法和神迹的感官维度——即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奇观、

惊吓、敬畏和信赖。如果更加深入地关注享乐经济和情绪体制，在伊斯兰神迹工作以及博陌

巫师、改革者和殖民管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上会有何发现？本着同样的探究精神，我们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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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塞维亚所咨询的当代博陌对这些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料的概念理解是否如此

可靠？也许未来的研究会审视当代资料和历史资料之间的割裂失衡，以及在处理这种稀缺、

濒危记录时固有的机会和挑战。 

除了其广泛的学术价值外，《奇迹与物质生活》亦是出色的教学资料。研究生和高年级

本科生将从导言中对苏菲主义、东南亚、伊斯兰教和现代性的简明综述中获益匪浅。此外，

个别章节亦为本科生创造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如第五章对“枪炮大师”（gun gurus）的刻画和

第三章对殖民主义和资本驱动的人为气候变化的个案研究。但针对性的研究建议未能涵盖

到这个课题。塞维亚的《奇迹与物质生活》洋溢着极度的兴奋，任何对近代早期和现代伊斯

兰传统的异质性、多孔性和复杂性感兴趣的人，以及那些对本土物质本体论和生态批评劳动

分析感兴趣的人们都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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