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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饱和点 , 而造成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 。首先是海

上私商与陆上私商之间的冲突 。冲突发生后 陆上私商

的力量急剧衰退 , 但政府的警力却因此而高涨 导致海

上私商的力量与警力之间长期的紧张与冲突 , 最后海上

私商的力量全被消灭 , 结束了浙海的走私贸易

在警力高涨的时代 以及陆上私商消失的时代 , 走

私贸易实际上已无法运作。海上私商转而以劫掠为生

计 , 乃是唯一的选择 。海上私商与陆上私商的冲突 以

及最后与政府警力的冲突 , 其导火线是贸易利润上的争

执 而点燃战火的 是海上私商中寇性倾向较重的分

子 。这群人使贸易上的争执不能以比较理性的方式解

决 , 进而避免冲突 而是诉诸暴力抢夺 。暴力唤醒睡眠

中的警力 , 不仅消灭了陆商的力量 , 而且吞噬了海商的

力量 。

世纪中叶的楼乱前后持续了 年 , 这是一场历

史悲剧 。灾祸本来可以避免 但终于没有避免 , 所以是

悲剧 。避免这场灾祸的合理解决方式 是中国政府开放

对外贸易。开市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而且受

到海上私商的欢迎 , 特别是商性重的一派私商, 并且这

派人在海 私商集团中占有多数 。

几乎所有的社会与经济因素都指向开市这一方向

但遗憾的是当权的官僚 尤其是中国最高统治者 没有

认识到这个需要 。海禁政策继续被维持 海上私商的商

性得不到鼓励和发展 反而寇性得到刺激和膨胀 。十多

年后 当权官僚痛定思痛 才切实体会到这个需要 。但

那时候 , 已失去了对外开放贸易的最佳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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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乡村对萨满教的认识及信仰程度

王 中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 硕士王中认为 学术界对维吾尔族萨满教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 西方宗教现象学派认为

萨满是魔鬼 俄国学者则认为萨满教是宗教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与作为哲学发展阶段 的万物有灵论相适应

的 。万物有灵论是哲学 , 也是萨满教的神学 。萨满教这一复合的原始形式自身又包含着原始科学 、 医学 、 音乐和诗

歌 、 宗教崇拜 。我国萨满教研究者受到西方宗教现象学派的一些观点的影响 又受到了历史文化学派的理论观点的

影响 。这种取其所长 、 补其所短的研究风格 , 使我们的萨满教研究具有综合性的学术倾向。但是维吾尔族却认为萨

满教可以去除病害 , 从中可以看出维吾尔乡村对萨满教的信仰程度 也可以看 出萨满教是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

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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