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村庄社会关联
 

———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贺雪峰　仝志辉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

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

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

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 “社会关联” 的引申 ,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 建立一个

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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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均指行政村 , 即村民委员会。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 农村社会秩序处于解构—重组之中 , 促使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一是以实

行家庭承包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 , 一是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改革。在这个进程中 , 农村社会能否保持相对有序 , 将成为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如所周知 , 与城市社区不同 , 村庄①秩序诸如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等不是由国家 , 而是由村

庄自己提供的。因此 , 研究村庄秩序本身的可能性 ,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 , 一是行政嵌入 , 二是村庄内生。人民公社是行政嵌入的典型 ,

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则大多是内生的。内生的村庄秩序依赖于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

这种联系因其性质 、 强度和广泛性 , 构成了联系中的人们的行动能力 , 这种行动能力为村庄社

会提供了秩序基础 , 也为我们理解村庄秩序的性质提供了途径。村民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建立在

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 , 构成了本文所要讨论的 “村庄社会关联” 。在此讨论的基础上 , 本文拟

从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内在相关的视角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自治取向和危机状况。

社会关联的含义

村庄社会关联关注的是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 。当

一个村民被种种强有力的关系挂在村庄社会这个网上面 , 他就具备了有效降低生存风险 ,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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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得公共物品 , 通过谈判达成妥协 , 以及建立对未来生活预期的能力 , 他就可以从容地面对

生产生活中的事件。当一个村庄中不是一个村民而是相当一部分村民具备这种关系资源时 , 我

们说这个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很高。而当一个村民在应对事件时无力调用任何一种有效的关系

资源 , 这个村民就缺乏应对事件的能力 , 也就缺乏发展的能力。若一个村庄中的大部分村民都

缺乏调用相互之间关系的能力 , 我们说这个村庄缺乏社会关联 , 或社会关联程度很低 , 这样的

村庄无力组成共同的经济协作 , 无力对付地痞骚扰 , 无力达成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 , 也

无力与上级讨价还价 。它的秩序因此难以建立 , 村道破败 , 纠纷难调 , 治安不良 , 负担沉重且

道德败坏 。

根据以上讨论 , 我们对村庄社会关联做一初步界定。首先 , 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关联不同于

涂尔干在整体意义上使用的社会关联①, 而是希望借用这一词汇来考察当前村庄内人与人之间正

在变动着的具体关系的状况 。从指向上看 , 涂尔干的 “社会关联” 是从外向内看 , 是从整体意

义上来定义 “社会关联” 的 , 而本文关注的 “社会关联” 则是从内向外看 , 侧重于人与人之间

的具体关系 。其次 , 社会关联不同于村庄内聚力②。村庄内聚力可以看做是一种能量 , 是一种指

向明确的具有 “矢量” 性质的能量。村庄社会关联则是指那种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 它较村庄内聚力更为关注村庄中是否有一些人共同行动 , 而不强调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一

致行动 。村庄内聚力可以看做特定村庄社会关联的功能后果 。再次 , 社会关联也不同于通常意

义上的社会关系 , 而是指那种构成应对事件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 它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

对村庄秩序影响力的方面 。换句话说 ,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结成的各种各样

的联系 , 主要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 而社会关联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行动能力 ,

与公共生活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我们可以从结构 、功能和价值层面对村庄社会关联做进一步的讨论。从结构层面看 , 村庄

社会关联是指在村庄内村民因为地缘关系 (同一自然村或同一居住片所产生的邻里关系)、 血缘

关系 (宗亲和姻亲关系)、互惠关系 (礼尚往来和生产互助产生的关系)、 共同经历 (同学 、战

友 、生意上的合伙人)以及经济社会分层产生的社会契约关系和权威—服从关系等等 , 所结成

的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总和 。这种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人各不同且十分复杂的 , 既可以来

源于伦理和神性等传统型关联 , 也可以来自社会契约或经济分化引起的雇佣关系等现代型关

联③。从功能层面看 , 一个拥有众多关系的人 , 在生产生活中遇到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时 , 他可

以调用这些关系进行应对 。当村庄中很多村民具有足够应对事件的关系时 , 村庄秩序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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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劲松在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关联形式时 , 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方式 , 将社会关联分为巫术关联或

神性关联 、 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三种形式。 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 , 可能各种形式的社会关

联都存在。若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联来划分社会 ,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以伦理关联占主导的社会。

参见陈劲松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形式及其功能》 ,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9年第 3 期。

村庄内聚力是指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程度与一致行动能力。 对村庄内聚力的讨论 , 比较重要的是

波普金和黄宗智的讨论 , 前者涉及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 后者则讨论了中国 20 世纪华北和长江三角洲村

庄的内聚力状况。参见米格代尔 《农民 、 政治与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 , 1996 年);黄宗智 《华北的

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中华书局 , 2000年)第 30、 314 页 ,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中华

书局 , 2000年)第 159 页。

涂尔干在回答 “社会如何可能” 时使用了 “社会关联” (solidarity , 又译为社会团结 、 社会连带)一词。

他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社会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 、 性质及状况 , 而是整体社会的结

构特征 , 他强调社会作为优于个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参见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三联书店 , 2000

年)第 249、 257 页。



基础。当前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是 , 传统的社会关系正在解体 , 现代的社会关系尚未建立 , 这

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危机和村庄失序的重要原因。我们提出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 , 是希望通过

对当前农村正在变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察 , 理解构成农村社会失序的村庄原因 。从价值层

面看 , 因为村庄秩序是通过事件来建构的 , 重复发生的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 , 使应对事件的人

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 。重复博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隐形的 、模糊的 “约定” ,

约定各方可以对对方的行为有较为明确的预期 , 各方共享一种 “承诺” 或认同一种 “游戏规

则” , 这种 “承诺” 或 “游戏规则” 构成了吉尔兹所说的 “地方性知识”①。

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 , 即从村民可以具体建立起来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应对事件能力的角

度观察村庄 ,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为这个角度是从一个村民可以建立起来的关系来看

问题 , 其指标是社会关联链条的长短与强度 , 具有可观察性和可计量性 。所谓社会关联链条 ,

就是从个人出发的可以延伸出去的具有行动能力的各种关系 , 一般来讲 , 这种关系越多 , 且建

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行动能力越强 , 则这个社会内部的社会关联就越强;反之 , 这个社会内

部的社会关联就弱。社会关联链条的长短与强度可以用 “社会关联度” 一词来予以表达 。社会

关联度与社会一致行动能力直接相关。

在本文意义上 , 村庄社会关联一词特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 、 程度和广泛

性 , 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

决定社会关联度的因素

　　1.传统型社会关联与现代型社会关联

当前村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颇为复杂。一方面 , 在大多数村庄 , 传统伦理为基础的社

会关联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 以经济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联结形式亦在一些村庄

占据重要地位 , 典型如 “差序格局的理性化”②。为了分析的方便 , 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出发 ,

可以将社会关联粗略划分为现代型社会关联和传统型社会关联 。所谓现代型社会关联 , 是指在

经济社会分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 以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所谓传统型社会关联 , 主

要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

在当前农村 , 在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 , 国家法律和国家政权无处不在 , 但这种国家

政权和法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农村社会秩序 。这样 , 无处不在却并非无所不能的国家政权与法

律使当前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具有诸多特殊性。一般情况下 , 在社区记忆较强的村庄 ,

传统的道德观念与宗族意识较强 , 传统型社会关联便较强;在经济社会分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

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使现代型社会关联变得重要 。以下考察社区记忆和经济社会分化与社

会关联的关系。

　　2.社区记忆

一般来讲 , 社区记忆较强的村庄 , 社会生活面向过去 。构成面向过去生活的理由 , 大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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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杨善华 、 侯红蕊:《血缘 、 姻缘 、 亲缘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 “差序格局” 的理性化趋势》 ,

《宁夏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6期;杨善华 、 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 《中国

社会科学》 2000年第 5 期。

参见梁治平编 《法律的文化解释》 (三联书店 , 1998年)第 82—83 页。



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 、相对活跃的宗族活动如修族谱和祭祖 , 相对强大的社区组织 , 相对繁多

的传统仪式如传统戏曲 、 婚丧仪式 , 相对频繁的人情往来等等 。

当前的农村社会是承接人民公社而来的 , 人民公社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 , 一方面 , 强有

力的党政组织 (或政社合一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彻底改变了农村旧有的面貌 , 使农村摆脱了历

经千年的 “循环的陷阱”① , 不仅摧毁了传统文化器物层面的几乎所有东西 , 而且真正彻底地打

破了数千年的自然村落制度;另一方面 , 人民公社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 (消灭商品经济), 户籍

制度 , 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传统伦理的模拟等等 , 使人民公社成为典型的蜂房结构 , 社区舆论

和传统记忆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 社区记忆以另一种形式被复活了 。

深刻的社区记忆必然造成长长的传统社会关联链条和以此为基础的一致行动能力 。其中最

为突出的 , 一是宗族力量的强大有力;二是舆论力量的强大有力 。社区强记忆和传统强关联 ,

使村民处在紧密相关之中 , 唾沫星子淹死人 , 失去与自己密切相关人的好评是所有强社区记忆

村庄中的人都无法忍受的代价 , 村民不得不向村庄舆论妥协。

社区记忆当前正受到迅速变迁的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改革使村民有了流出村庄赚取货币

的大量机会;现代传媒不仅带来了外面丰富的生活世界 , 而且带来了外面的价值观念;村庄为

村民提供的资源比重越来越小;作为社区记忆人格化体现者的老人日渐边缘化 , 社区记忆因此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

社区记忆的断裂不仅造成了传统社会关联链条的断裂 , 而且使过去以之为基础的社会一致

行动不再可能。于是 , 不仅大规模的宗族械斗不再有发生的理由 , 而且社会舆论也会变得软弱

无力。在以前依赖于传统社会关联来建立起村庄秩序的地方 , 若没有及时获得其他方面的力量 ,

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失序 。

虽然涂尔干说:“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远行 , ……他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间转

移开来。他所关注的生活中心已经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 , 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趣 ,

这些人在他的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 。” ② 但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有些特殊。除中国特殊现代

化路径与条件要求建构村庄以外 , 在有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 , 村民不是离开村庄进入城市来

完成社会分工的 , 他们在村庄内实现了就业的多元化 , 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规模巨大的

乡镇企业 。在其他地方 , 虽然有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经商 , 但到目前为止 , 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

的村民并未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 。在外务工经商赚了钱 , 首先是回到村庄建一栋漂亮的小楼 。

这就不仅构造了村庄舆论的能力 , 也构造了村庄社区记忆本身。深刻的社区记忆令村民面向村

庄而生活 , 即使外出的村民 , 也以在村庄中可以获得的面子与位置作为生存价值之源。

地方传统本身对社区记忆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以宗族为例 , 读过王铭铭田野调查报告

的人一定会对闽南农村强烈的宗族组织和宗教仪式印象深刻③ , 从有关报道和我们的调查看 , 江

西 、湖南 、 广东 、湖北 、 安徽 、浙江的宗族活动诸如修族谱 、建宗祠屡见不鲜 , 宗族意识更为

普遍。宗族的复兴不仅意味着社区历史记忆的恢复 , 而且在农民价值实现上 , 在重塑乡村秩序

上 , 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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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王铭铭 《社区的历程》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97年)、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 (三联书店 , 1997

年)。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 第 257 页。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绪论 , 东方出版中心 , 1998年。



　　3.经济社会分化

当前村庄社会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是自 19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的 ,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济

的分化 。一些新生的经济大户占有更多的资源 , 他们有时会利用这些资源来谋求有利于自己的

社会关联 , 建立在这种社会关联基础上的一致行动 , 有时也会充满力量。例如 , 村庄内部的私

营企业主会利用自己在村庄内的雇工关系建立自己的权威 , 他的雇工又可以通过种种联系来延

展他在村庄中的声望 , 这种声望就具有不可忽视的号召力 。在雇佣关系以外 , 占据优势经济资

源者可以通过借贷 、 介绍外出务工机会 、 提供商业信息和专业技术服务 , 来建立不同于传统社

会关联的现代型社会关联 。有时候 , 仅仅是占据优势经济资源本身 , 就可以为他们获得声望与

影响力 。村庄经济能人还可以通过村干部来发挥他们对村庄事务的影响力。经济社会分化通过

社会影响力的分层 , 为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

村庄经济能人的生活面向与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有密切关系 。一部分村庄占据优势经济

社会资源者很可能面向外面的世界 , 在村庄以外重塑自己的生存价值 。这些经济能人懒得理会

村庄世界的生活 , 也不会关心村庄秩序的状况 。而那些只在村庄以外的世界里获得经济资源 ,

但不能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生存价值的村庄精英则希望在重建村庄秩序中获得自己的社会声望 。

他们念念不忘在村庄内部的得失 , 因此愿意利用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来重建村庄内部的社

会关联链条 , 以经济社会分化为主导的现代型社会关联因此若隐若现。

问题是 , 往往是在传统社会关联强有力的地方 , 占据优势经济社会地位的从村庄内部分化

出来的村中精英才乐于回到村中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而在社区出现记忆断裂的村庄 , 占据优

势经济社会资源者不仅缺乏回村建立自己生存价值的动力 , 而且很容易割断与村庄生活世界的

价值联系 , 而在村庄以外重建自己的价值世界 。这样一来 , 在村庄传统社会关联密集的地区 ,

反而容易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 , 而在传统社会关联弱化的地区 , 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可能

性却擦身而过。

　　4.村庄社会关联的理想类型

根据我们近年来对农村的调查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研读 , 这里对村庄社会关联的类型试做

划分 。总的来说 , 社区记忆受到持续市场化和现代传媒冲击会趋弱化 , 但在短时期内 , 社区记

忆仍然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联系在一起 , 与市场化程度不可化约 。在有些

情况下 , 正是高度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经济资源 , 复活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人际关系 , 从而强化

了社区记忆 。一般情况下 , 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 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 (职业分化和收入分

层等)就越明显 , 村庄生活对富裕者的吸引力越大。在东部和城郊农村 , 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

分化较中西部地区明显。不过 , 经济社会分化毕竟是村庄内部的指标 , 不可简单与区域经济发

展程度进行化约 。

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低 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高

强社区记忆 A D

弱社区记忆 B C

以社区记忆强弱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高

低二维因素对村庄做理想类型的划分 , 如图

示①:

从理论上讲 , A类村庄不具有建立起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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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 载 《社会科学辑刊》 2000 年第 4 期。



型社会关联的能力 , 但有着较强的传统社会关联;B类村庄既缺乏传统的社会关联 , 又缺乏建立

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力;C类村庄传统社会关联力量较弱 , 但具有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可

能性;D类地区则不仅具有强的传统社会关联 , 而且具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

力。这样 , 从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度来讲 , D类村庄因为传统型社会关联和现代型社会关联密集而

有很高的村庄社会关联度;A 类村庄因为有着可靠的传统社会关联而具有较高的村庄社会关联

度;C类村庄因为有着建立现代型社会关联的潜力而在村庄社会关联强度上较 D类村庄次之;B

类村庄则因既无建立现代型社会关联的潜力 , 传统的社会关联又已消失 , 而使村民处于原子化

状态 。

以上理想类型的划分 , 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两种进路。第一 , 从截面看 , 可以结合实证

材料 , 判断当前中国农村村庄的类型 , 特别是这些类型的区域分布 , 从而可以判断不同区域村

庄社会关联的强度。结合这种截面的村庄类型的分区域研究 , 可以通过对农村社会治安 、纠纷

调解 、 地痞状况 、农民负担 、 乡村关系 、村级组织制度状况 、农民自组织能力及状况 、农业产

业化等诸多指标分区域状况的研究 , 建立起与以上理想型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谱系关系 。① 第二 ,

从纵向上看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村庄社区记忆会越来越弱 , 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难以预见 , 这

样 , 在村庄社会关联强度方面 , 总的趋向是由 D 、A 类高强度村庄社会关联向 C 、 B类低度社会

关联的演变。这种演变将对村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

　　1.村庄秩序研究的多学科视野

我们所说的村庄秩序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 即:获得经济的协作 、 保持社会道德 、抵

御地痞骚扰 、一定程度上抗衡乡镇的过度提取和保持村庄领袖在主持村务时的公正与廉洁 。归

结起来 , 这些秩序具有两种功能 , 即建设性功能和保护性功能。建设性功能即可以增加村庄和

村民收益的功能 , 如经济的协作 、 道德的保持 , 可以降低村民生产生活中的交易成本 。保护性

功能即保护村庄和村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功能 , 如抗御地痞骚扰和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 ,

可以保护村庄与村民的基本权利 , 维护村庄和村民的既得利益。当村庄秩序不仅具有保护性功

能 , 而且具有建设性功能时 , 我们说这个村庄保持了村庄作为一个社会的力量 。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 , 社会学 、 法学 、人类学 、 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

近年都有大量相关文献发表。学术界研究乡村秩序的实践理由是当前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无序

状态 , 但学术界提出的治疗当前农村此种弊病的对策却大相径庭 , 大致说来 , 有两种对立的意

见:一种意见认为 , 应反思现代化理论 , 发挥传统在保持乡村秩序中的作用 , 善待宗族 、宗教

和习惯法等等 , 王铭铭 、 苏力 、梁治平等人均持此种意见②;另一种意见认为 , 重构当前乡村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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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 ;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996

年);梁治平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 载 《乡土社会的秩序 、 公正与权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 1997年)。

如何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 , 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关联进行分解和测量 ,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村庄社会关

联与村庄社会秩序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 将是一项工程浩大 、 令人心动的工作。董磊明先生在对村庄社

会关联的分解上做了可贵的探索。 参见董磊明 《传统与嬗变———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

理》 , 载 《社会学研究》 2001 年第 1期。



序的希望只能来自制度建设 , 传统不仅不好而且也无可避免地衰落了① , 新生的以代表制民主为

典型的由能人到法治的制度建设空间正在长成②。

与国内学术界的两种对立意见相仿 , 海外汉学界也有两种关于中国国家与农村互动关系的

研究模式。一种为所谓公民社会理论 , 这种理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过程 。怀

特在对浙江萧山地区民间社团的研究中发现 , 与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相契合 , 在国家与经

济行动者之间 , 一种非正式的 、非官方的民间经济和组织正在出现 , 它们与国家体制的界限日

渐明显 , 活动空间正在扩大。另一种研究模式为所谓法团主义理论。克利赫发现 , 农民间的冲

突以宗族联结作为社会单位 , 其组织形态不是体制外的身分集团 , 而是跨越体制内外的同宗集

团 , 很多时间 , 冲突不是发生在农民和干部之间 , 而是发生在一组干部和群众与另一组干部和

群众之间 。宗族网络模糊了国家和社会 、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界限③。

有趣的是 , 国内外学术界的以上研究者大都有农村调查的经历或以实证材料作为其意见的

主要依据 , 不同的是他们所调查的区域及运用调查材料的方法 。而无论其主张为何 , 他们所强

调的内容事实上都与社会关联有着密切关系。具体地说 , 传统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因素 , 制度

建设则需要以强社会关联为基础。公民社会理论大体反映了在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水平较高地区

的情况 , 法团主义的观点则大体反映了宗族势力在改革开放之初呈复兴之势地区的情况 。公民

社会理论所观察到的民间经济和组织与法团主义所观察到的同宗集团 , 均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

因素 , 无论是哪种因素 , 除构成对社会关联性质的不同影响之外 , 不影响其强度。换句话说 ,

相对于法团主义和公民社会理论这些外来话语 , 以及主张善待传统或强化制度建设这些具体政

策建议 , 村庄社会关联这样一个中观层次的概念更具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分析能力。通过社会关

联的引入很容易发现表面对立的理论模式或政策建议的内在一致性 。

　　2.村庄秩序的基础

依赖社区社会自身来获得秩序 , 是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 , 也是社区社会在国家无

力提供秩序时的应对策略 。但是 , 社区社会往往不能单纯依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理性来形成秩

序 , 而必须依赖理性以外的因素④, 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即是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关联构成

了村庄秩序的基础 , 村庄秩序状况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表征。下面大略从建设功能和保护功

能两个方面 , 分析村庄秩序与社会关联的关系。

建设性功能　从历史上看 , 黄宗智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比较研究发现 , 水利工

程的需要往往是决定宗族组织状况的关键因素⑤。反过来 , 村庄水利建设 、 修桥铺路等公共事业

离不开村庄组织发挥的作用。在集体经济不甚发达的村庄 , 公共工程建设需要从村民中汲取资

源 , 这时的关键是村庄精英是否有能力争取到村庄可能存在的少数反对者的合作。当村庄社会

关联度较高 , 一致行动能力甚强时 , 村庄精英可以通过诸如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通过决定 , 并

以此构成对少数反对者的压力 。在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 , 社会缺乏说服拒绝合作的少数人的能

力 , 村民只能以个体且不经济的办法建设自己的服务设施。我们在江西宗族意识强的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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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第 3 章 、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第 2 章。

参见郑也夫 《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 概念之批判》 , 载 《社会学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张静:《法团主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150—160页。

参见张静 《基层政权 ———乡村制度诸问题》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0 年);徐勇 《从能人到法治———中

国农村基层政治模式转换》 , 载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6年第 4 期。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1 年 , 第 278—288 页。



时发现 , 由村民凑钱演出地方戏的事情屡见不鲜 , 而在湖北宗族意识弱的农村 , 村民甚至兄弟

之间也不共用耕牛 , 虽然一头耕牛至少可以耕作两户的土地 , 且养牛要花费农民大量的时间 。

在国家无力为村庄提供足够的公共工程时 , 表征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重要因素是村庄能否为

自己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在村庄社会关联度高的农村 , 村民的自组织能力强 , 应对环境变化

的能力亦强。在农业产业化几乎成为农业惟一选择的背景下 , 只有那些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 ,

才更有发展产业化农业的潜力 。王颖通过对广东省南海市农村的调查发现 , 泛宗族文化是南海

农民普遍被各种中介机构组织起来的重要基础 , 由此 , 她认为泛宗族文化可以构成中国农村现

代化的传统基础 。在此基础上 , 她提出了乡村社会再组织的新集体主义的结论①。项飚通过对北

京 “浙江村” 的调查 , 发现正是凭借温州人的家乡观念 , “浙江村” 的个体户们可以织成一张

“流动经营网络” , 并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②。总之 , 凭借传统社会关联 , 村庄社会在应对农业困

境和农村发展之需时 , 可以更为有效地捕捉市场化提供的机会 , 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农村的经济

社会分化 , 发展村庄的现代社会关联能力。

保护性功能　这方面的典型表现是对付地痞骚扰和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国家还不能

有效对付地痞的时候 , 村庄本身是否具有对付地痞的能力 , 就成为能否确保一方平安的关键 。

地痞是孔武有力或三人成伙的 , 他们以自己的身体暴力来欺压一般村民。没有人不憎恨地痞 ,

但单个村民不敢直接与地痞发生冲突 。强悍的有正义感的村庄精英为地痞所惧怕 , 不过 , 地痞

在与村庄精英长期的消耗战中 , 可以通过烧草堆 、 毒家畜等办法令村庄精英防不胜防 。村庄精

英在对付地痞时 , 非常需要村民们一致行动起来 , 支持他的行为 , 把这种行动看做是集体的事

业。高度关联的村民们的一致行动本身就构成了对地痞的威慑。而当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时

候 , 强悍的村庄精英在与地痞相互消耗时 , 他会倍感辛劳和孤单。

村庄抗御乡镇过度提取能力的关键是村民能否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一致行动的村民可以以

国家的明文政策规定为依据 , 向协助乡镇提取的村干部们施加强大的压力 , 而乡镇在失去了村

干部的协助后 , 他们在村庄的行动大多会落空。

村庄社会关联这一概念可以解释当前村级治理中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 , 我们可以借以解析

村庄秩序的基础 , 从而为村庄秩序的重建寻找路径。

村庄秩序重组与社会关联

　　1.村庄社会获得秩序的途径

获得村庄秩序大致有五种途径:一是习惯法 , 如宗族制度;二是现代司法体系 , 即依托国

家强制力的法律控制;三是国家行政的强控制 , 典型如人民公社制度通过政社合一 , 将国家行

政权力一直延伸到村庄社会内部;四是建立在高度社会分化基础上的精英控制;五是民主自治 。

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则是每一种途径均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在当前的村庄社会 , 国家行政事实上已在人民公社基础上大大地退出了村庄社会;法律的

力量是不足的 , 一方面 , 农民获得法律救济的成本太高 , 另一方面 , 法律总是一种被动的力量 ,

它难以促成村庄社会内部的主动协作。习惯法 、 村庄精英和民主自治都是来自村庄社会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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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 第 6 章 , 三联书店 , 2000 年。

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 , 经济管理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229—243 页。



力量。但在国家政权建设深入农村的今天 , 特别是历经 1949年后若干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 习惯

法不仅不再具有刑事法的强制力 , 而且大都已不具有保持村庄秩序所需要的社会影响力①。一方

面当前农村社会分化程度大都不足以形成一个有效的村庄精英阶层 , 且大多数村庄精英的生活

面向在村庄以外;再一方面 , 在缺乏传统文化支撑的情况下 , 村庄精英往往会由保护型经纪向

赢利型经纪转变②。因此 , 村庄精英也无力为村庄提供足够的秩序。

比较可靠的力量似乎只有民主自治也就是村民自治了。这正是当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制度

安排 。

　　2.村民自治与村庄关联

村民自治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 。而恰恰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必须建立在特

定的社会关联之上。从理论上讲 , 村民具有理性行动起来达成一致契约 , 以维护村庄秩序的内

在理由。而在实践中 , 村民自治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 只有保持对少数可能选择不合作

的违规者的压力 , 才有保持村庄秩序的希望 。

少数违规者有两类人 , 一是村民 , 一是村干部 。先说村民 。村干部们必须让少数违规的村

民走上合作的轨道 , 其办法源自他们的权威 , 他们的权威又大致或来自个人的声望 、 谈话艺术 、

工作魄力 , 或村庄公共舆论 、 公益公道观念 , 或选举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 , 或直接来自上级政

府。

理性行为的村民不会被村干部们的动情谈心所打动 , 他也可能不将以公道为基础的社会舆

论放在眼中 , 他惟一害怕的可能是村干部所借重的来自上级政府的强制力量。而恰恰是上级政

府的强制力量 , 会破坏村庄自治的性质 。从村民自治的角度看 , 理性行为的村民只有在他们过

于冷静的头脑中接受了来自公益公道或感情冲动的引导 , 选择合作 , 才有益于村庄的民主治理 ,

而公益公道观念和感情冲动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

更麻烦的事情来自村干部的违规。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们在维护村庄秩序时 , 必须表

现得强大有力 , 他们的强大有力主要来自村民的支持 。而如果村干部无法从缺乏社会关联的村

民中获得支持时 , 他们强力的行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强悍 , 有时村民就选择那些强悍的人来当

村干部 。这些强悍的人来当村干部时 , 他们强烈的个性使其敢于抵制上级的不良安排 , 敢于以

拳头与地痞展开身体对话 , 敢于用语言暴力抑制少数村民的不合作行为 。有时这些选举出来的

强悍的村干部将村庄治理得很有秩序 , 而更多的时候则可能对村民有害 。互不关联的村民不久

就发现 , 他们对那些选出来的横行霸道的村干部无可奈何。还有一种情况 , 即村民选举时 , 不

少已经致富的 “能人” 当选为村干部。这样的经济能人当上村干部 , 他们当然有办法也有足够

的资源来抑制少数违规的村民 , 从而有能力达成村庄内部的合作和抵御外来骚扰 。不过 , 他们

很容易形成单极的别人无可匹敌的局面 , 可能与乡镇甚至地痞勾结起来 , 从而造成一般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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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杜赞奇 《文化 、 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第 2 章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苏力曾通过对电影 《秋菊打官司》 和 《被告山杠爷》 的分析 , 形象地说明当前农村习惯法的尴尬处境

及法律服务不足时 , 村庄秩序本身在国家法制背景下的尴尬处境。参见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996 年)。



以造成的对村庄的大的破坏①。

不受制约的权力会产生异化 , 这是政治学的通则。那么 , 从哪里寻找制约村干部违规行为

的力量呢 ?真正可靠的 、 有生命力的力量就是村民的社会关联 。

　　3.乡村危机的村庄原因

可以从很多层面讨论乡村社会的危机。而构成当前农村总体严峻局面的一维因素即为乡村

干部短期行为。在村庄社会关联度很低的时候 , 村干部失去了抗御乡镇过度提取以保护村民合

法权益的内驱力 。村民则因为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 , 而不能阻止乡村干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

短期行为 , 这时 , 乡村组织便可能以牺牲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潜力来达到自己的短期目的 ,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高息借贷。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有的村级组织甚至以高达4分月息借贷以完成

乡镇下达的提留税费任务 , 而这些借来的钱很可能被乡镇用做无效投资 , 如花费数百万元搞并

无实际用途的建筑比如从来不放电影的影剧院② , 或者直接用于吃喝。短期行为的乡镇政府与得

过且过的村干部们合谋 , 在村民的沉默中 , 往往会造成农村社会的危机 。看看当前某些地区普

遍出现的恶性膨胀的村级债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③。

在乡村社会关联度高的地方 , 当村民看到越来越高的村级债务和越来越坏的村干部时 , 他

们会积极行动起来 , 阻止那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此一来 , 在当前乡村社会可以看到除了

经济发展本身的影响以外 , 乡村债务特别是村级债务的高低及村干部的行为举止 , 与村庄社会

关联有着密切联系 。总的方向应该是D类村庄较C 类村庄好 , C类村庄较A类村庄好 , B类村庄

的情况最为严重 。

李人庆讨论村落文化与地区文化差异的关系时认为:“南方村落村干部的村庄认同相对要高

于北方村庄 , 村落文化对干部行使职权也有很大的影响 , 南方由于宗族关系较强 , 因此村干部

在贯彻国家意志时所遭受到的阻力比较大 。” “北方村庄的干部在国家与村庄利益关系中 , 有可

能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而站在国家的一边 。” ④ 换句话说 , 因为南方农村传统社会关联度较高 ,

村干部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倾向于成为村庄利益的庇护人;相反 , 北方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

甚至现在仍然以国家意识为主导 , 河南省的刘庄和南街村可能就是这类典型。我们在江西宗族

意识较强地区的农村调查中发现 , 相对较低的农民负担即可以激起农民的强烈情绪乃至于群体

性对抗 。但在湖北荆门这个缺乏传统的农村 , 相对江西高得多的农民负担 , 农民大都以个体拖

欠税费的办法予以抵制 , 很少有群体性的农民对抗事件发生⑤。

从以上考察可以得出两点推论:第一 , 近几年某些地区出现的严重农村形势 , 并不全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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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庄社会关联

①

②

③

④

⑤ 湖北监利县因为李昌平痛陈 “农民真苦 、 农村真穷 、 农业真危险” , 而成为农民负担过重的典型。 监利

县农民应对高额负担的办法 , 不是群体性对抗 , 而是逃避 , 如外出打工 、 土地抛荒以及自杀。参见李

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 。

陈吉元 、 胡必亮主编 《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 , 山西经济出版社 , 1996年 , 第 245—247页。

参见李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 (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02年),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 (上海文艺出版

社 , 2000年)。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当前乡村主要干部普遍从建设公共工程中捞取回扣。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乡村组织

会高息贷款建设一些毫无用途的公共工程 ,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无效投资和无效工程。

若在农村社会经济分化型村庄中 , 不只有一个特殊的经济能人 , 而是有一些在村庄有影响的经济能人 ,

情况会大不相同。一些而不是一个经济能人参与村务 , 就不仅可以通过权力本身的竞争与制衡来抑制

个别村干部的违规行为 , 而且可以广泛动员村民 , 并可以广泛获得村民的支持 , 少数村民的违规行为

也会受到有效抑制。



民经济形势波动和乡村干部短期行为所致 , 而是与村庄社会关联有着密切联系。低度的村庄社

会关联使国家为让乡村社会度过难关所设计的政策安排落了空 , 从而使本来具有弹性的国家政

策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效力 。相反 , 在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 , 尽管国家的政策安排中存在

着大量让乡村干部以短期行为来谋取私利的机会 , 村民却可能以一致行动能力进行有力抵制 ,

在宏观背景不变的情况下 , 高度的社会关联扩大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选择能力 。第二 ,

虽然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为获得村庄秩序而安排的 , 但村庄秩序的保持事实上与民主的关系

不是很大 , 反而与村庄社会关联度这一村庄内在的性质关系很大。

村民自治事实上就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 , 这种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需要的村庄社会基础

正来自传统型社会关联和现代型社会关联 。社会关联度的强弱 , 与村庄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联

系。

结　　语

新颁布的 《村组法》 表达了通过动员村庄内部的力量 , 以民主的办法来达到村庄秩序的期

望。换言之 , 当前国家在政权建设中 , 希望以村庄为边界来达成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均衡互动 。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转型 、 体制转轨的背景下 , 国家试图通过与农民结盟 , 来达成对日渐失去控

制的基层组织的约束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迹象 , 因为村民自治而有了

被抵制的希望。

但是 , 村民自治只是提供了抑制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希望 , 以及保持村庄秩序的可能 , 真正

运作有效的村民自治还必须有特定的社会基础 。这就是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状况。正是构成村

民行动能力的村庄社会关联 , 构成了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具有统括能力的范畴 。近年

来 , 诸多论者发现了诸如宗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资源的正面功能 , 更多论者对农村经济社会

分化产生的积极后果做了讨论 , 事实上 , 二者都可以构成衡量村民行动能力的指标;乡村权力

的运作 , 国家与社会的对接和村庄秩序的保持 , 都是在这一复杂的社会关联织成的网络中运行

的 , 考察社会关联而不是单项地考察传统文化或经济分化 , 就可能统括起当前农村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以村民一致行动能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村庄社会关联范畴 , 不是指村庄所有村民的一致行

动能力 , 而是指村庄内部不同小集团的行动能力 。将村庄社会关联的总体分析与村庄内部权力

结构的具体梳理结合起来 , 就具有了在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之间建立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框架

的可能。

〔本文责任编辑: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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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emic skills to project in the whole spectrum of legal knowledge the other category of knowledge that is usu-

ally ignored but is alive in the judicial oper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The other category of knowledge of law

is not only of new type , but also is “Sinicized ,” for it has grown in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s at the grass-

roots level and out of the specific needs of life in China.In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the author

points out , the sublim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in the concrete relationships and needs in actual life means not

only the emancipation of jurisprudential learning , but also the beneficial advancement of legal academic re-

search.The author discusses thewriter' s method of narration , positioning of the roles and their academic sig-

nificance.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drawbacks of the book.

(11)On Social Solidarity of Villages

———Also on the Social Basis of village Order He Xuefeng　Tong Zhihui ·124·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ave given rise to the feature that a village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mmunity.This feature is demonstrated first of all in the endogenicity of village order , the

appropriate expression of which is the autonomy of villagers.This endogenicity is closely related not only to

macroscopic economic situ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village , but also hinges on the inherent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This paper tries to set up a general category to understand the rural society in contem-

porary China 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xplanatory capability of realities through the extension of Emile

Durkheim' s “social solidarity .”

(12)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f the Rural Elderly and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e Zhaiping ·135·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 the amount and quality of support received

and the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f the elderly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The studies show

that in rural areas socioeconomic status , social support and changes in the network all exert considerable influ-

ence ove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Of the three variables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 income

is significant to thei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their health while occupational status is important to

health.With regard to the amount of social support , whether the spouse is aliv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thei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their health but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s of significance only to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With connection to the quality of social support , the level of strength of social connec-

tions is in positive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while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members in

the social network has a clear bearing on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health.Among all the factors ,

the most important are the changes in social network , loss of members in an oldman' s social support network

produces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his health than any other single variable does.

(13)A Dream of Red Mansion and 20
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Zhaosheng ·149·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
th
century has extensive , intrinsic and profound relationships with ADream of

Red Mansion .The grow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last century benefited directly from ideological concepts ,

values and aesthetic sense of Wester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 but the influenc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 ,

the greatest work in which all the previous literary achievements were synthesized and brought to their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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