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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①

———辽宁大古村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贺雪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

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

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

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

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

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私人生活　公共空间　半熟人社会　社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农民交

往方式的变化。尤其是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以来，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流动性的增

加，使得村庄异质性大大增长，并最终影响到了农民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并因

此产生了重建村庄公共生活的强烈要求。本文以２００６年冬季在辽宁大古村的调

查为基础，对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和农村公共生活的转型作了讨论。

一、阎云翔的讨论

阎云翔在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以在黑龙江下岬村的调查为基础，讨

论了农村住房结构的变化与农民隐私权兴起的关系。黑龙江下岬村 “每年漫长的

冬天和常年的经济匮乏使得这里的居住环境相当拥挤。直到８０年代前期，这里

的人通常都是阖家老少不分男女地睡在一条炕上”。② 老宅子 “室内活动空间 的

缺乏反而促进了社会交往，特别是同村亲友之间的 ‘串门子’。这种无目的性的

互访非常频繁，而且已经程式化了。村民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串门子”。而到

①

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课 题 《农 村 弱 势 群 体 生 存 状 况 的 区 域 比 较 与 治 理 对 策 研

究》项目成果 （项目批准号：０６ＪＡ８４０００８）的一部分。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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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９８０年代以后，下岬村民的经济条件改善，尤其是住宅结构中出现了功能分

区，一是有了客厅，二是每个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卧室。出现这种住宅结构变化

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是私人生活转型的一个部分，“住

房改建也可 以 被 看 作 是 村 民 们 对 近 来 兴 起 的 夫 妻 独 立 与 个 人 自 由 的 要 求 的 回

应”。①

阎云翔认为，新式住宅中，客厅的出现十分关键，“客厅的意义在于它同时

具有排斥和接受的功能，可以在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之间建立一个转换区域。客

厅是在私宅之内的半公开地段，从而确保了家庭的隐私不必受到外界的窥测或侵

扰”。② 正是客厅的出现及院墙、院门的出现使住宅越来越成为私人的空间，“在

住宅越来越与外界隔绝，对外人越来越不开放的情况下，串门子明显减少，邻里

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 而 日 益 疏 远”。有 两 个 具 体 原 因 导 致 串 门 子 的 减 少，一 是

“住房条件改善及家中拥有电视和音响设备”，二是 “如今到别人家时举止要比过

去受约束，也麻烦多了”。

阎云翔的意思似乎是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私人生活的转型 （或隐私权

的生长），农民的住宅出现了有利于保护私人生活和生长隐私权的功能分区，住

宅的功能分区又进一步减少了村民的相互串门及进一步使住宅成为村民的私人空

间。住宅结构的这种转变标志 着 “人 们 在 私 人 生 活 领 域 对 个 人 权 利 的 要 求 在 增

加”。③

阎云翔的讨论是给人以启示的，不过，阎云翔的讨论在一些关键环节显得模

糊，因为阎云翔的落脚点是 “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但阎云翔没有说明为什

么人们现在会在且只是现在才在私人生活领域要求增加个人权利。且问题是当前

农民最为需要的究竟是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还是公共生活中的欢快局面，是农民

在要求个人权利还是他们不得不承受与社会相隔绝的代价？及这个个人权利究竟

是什么样的 “权利”。在中国，尤其是农村，人们缺少对宗教性价值的体验，离

开了人与人的 交 往，离 开 集 体 生 活，农 民 是 增 加 了 个 人 权 利，还 是 减 少 了 个 人

福利？

阎云翔说，串门子的减少，是因为住宅功能分区带来的公共性下降的后果。

但仅仅从住宅的功能分区来判定串门子减少的原因，未触及当前农村的痛处。阎

云翔认为，住宅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促进了社会交往，串门子变得经常。反过来

①

②

③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第１３９页。

同上书，第１４０页。

同上书，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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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客厅的建立使室内活动空间增大，而电视和音响的出现，使得串门子没

有了动力。但另一方面，室内客厅的出现使住宅的公共性增强，至少使客厅公共

性增强，这有助于村民串门。而无论是否有电视或音响等现代设施，中国农村的

农民都是喜欢面对面交往的，都是希望在村庄共同的交往中获取生活乐趣，提高

生活质量及了解村庄信息的。在本文以下大古村的调查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农民

对公共生活的强烈需求。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下岬村的农民没有利用客厅这

个更加公共性的空间来增加串门子，从而提高公共生活的质量？据我们在南方农

村调查，这些地区的农村的住宅结构早就有了功能分区，都有一个大客厅 （堂屋

等），但这并没有因此减少村民在农闲时节的串门，尤其是同龄群体聚在一起打

麻将的几率。

串门子的减少与住 宅 功 能 分 区 及 所 谓 个 人 权 利 增 长 的 关 系 尚 需 进 一 步 的 讨

论，不过，阎云翔从 “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社会的变化，可能误会了

农村社会变化的逻辑，并且可能误导对农民需求的理解。当前农民有了较多的闲

暇时间，且闲暇时间的消费已经成为负担，农民缺少的不是所谓个人权利，而是

对公共生活的迫切要求。但农民的公共生活的确又不同于过去的状况，因为过去

的公共生活是一种熟人社会的同质群体的公共生活。当前的中国农村，因为现代

性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中异质性因素大大地增加，农村社会快速地半熟人社会

化了。农村公共生活需要重建。

本文正是从重建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当前东北农村串门子的减少及私人生活

的转型，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及可能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住房结构的变化与家庭私人化

大古村是辽宁沈阳市郊县的一个农业村庄，全村约有７００人，１５００亩耕地，

属平原地形，种植水稻。大古村的住房结构自建国以来已有十分巨大的变化。

先来看一看建国初的住房结构。以邓昌五这个有１８口人的富裕中农大家庭

的住房结构为例，图示如下：

从以上住房结 构 可 以 看 到，三 间 正 房 中，中 间 是 一 个 厨 房，东 西 两 边 是 卧

室，两边卧室都是南北炕。邓昌五的父母住东边卧室的南炕，大哥大嫂一家 （包

括侄子侄女）住东边卧室的北炕，二哥和三哥两家则住两边卧室。邓昌五夫妇和

四哥一家住在西边厢房的第一间。

邓昌五家因为人口众多，而在三间正房以外建有６间厢房。一般农户则只有

三间正房，俗称 “一明两暗”。其布局与邓昌五家三间正房的布局相同。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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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且家庭困 难，则 可 能 只 有 一 间 半 房。所 谓 一 间 半，是 指 有 一 间 卧 室 和 半 间

厨房。

建国后，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和经济的相对宽裕，大古村农民的住房也开始发

生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将卧室的南北坑改为只留南炕，北炕不要了，而放

上家具，比如说桌子和椅子。

自１９７９年开始，大 古 村 又 出 现 新 式 的 住 房 结 构，其 关 键 是 开 始 有 了 客 厅，

图示如下：

这种新式住房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在大古村得到普及。但鲜族人仍然讲究大炕，

是传统的 “一明两暗”，即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大炕的住房结构。鲜族人与汉族

人不同 的 地 方 是，鲜 族 的 炕 是 通 铺 炕，就 是 整 间 房 子 全 是 炕，没 有 炕 上 炕 下

之分。

客厅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家庭内的功能分区。在没有客厅的房子里，卧室的

炕是公共场所，来了客人或相互串门，大家就坐到炕上去了。吃饭也是在炕上。

一般来说，冬季是农闲时节，室外活动不方便，人们相互串门，就可以到各家炕

上唠嗑。冬季里，各家的炕都烧得暖暖的，唠起嗑来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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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古村支书关平的说法，自从有了客厅后，人们串门，就不会随便走到炕

上去坐，而是在客厅聊天。客厅与卧室的功能开始区分。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坐

在客厅聊天是愉快的事情，但到了严冬，坐在客厅就会很冷。一般农户在建房子

时，都会在客厅装上取暖设施。但是，取暖要花钱，若不是有重要客人来，或有

重要事情，客厅的取暖设施都不会使用。一般村民过来聊天，在严冬时节，就很

难在客厅坐下来。而因为已经有了客厅及客厅与卧室的功能区分，一般邻里再进

到卧室炕上去坐，就会觉得颇不方便。如此原因，就会进一步减少村民到其他人

家串门的次数。

尤其重要的是，在暖和的时节，村民都很忙，相互串门的就少。而在严冬季

节，农活无法再做，空闲时间很多，正是可以串门聊天的时候。却因为客厅、卧

室的功能区分，而让一般村民感到进入他人卧室的不方便，从而让一般村民在决

定是否上他人家串门时，多了几分是否去及去了是否方便的考虑，从而使串门唠

嗑减少了。换句话说，本来有了客厅这样一个比卧室炕上更加公共的空间，村民

相互串门应该更加方便，却因为东北寒冷，冬季农闲时节与客厅功能的错位，反

而使串门减少了。

三、大古村村民公共生活的状况

不过，以上从住房结构尤其是客厅与卧室功能分区对减少串门的影响分析，

很不被出生在东北 农 村 的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社 会 学 院 教 师 李 洪 君 所 认 可。李 洪 君 认

为，东北农民相互 串 门 减 少，并 非 由 于 住 房 结 构 变 化 所 致，而 是 有 更 深 刻 的 原

因。但无疑，住房结构的变化也是当前大古村村民串门减少的一个原因。

大古村村民相互串门的减少，大概在１９９０年前后变得明显起来，现在大古

村村民很少会到其他村民家中聊天或打麻将娱乐，即使有，也往往集中在很小的

朋友圈中，而非邻里之间。比如村支书关平和另外几个年龄更大一些的村民，隔

几天会聚在一起喝一顿酒，酒后打打扑克。不过，即使关平他们也只有很少的时

候在家里喝酒，大多数时候是到镇上餐馆喝酒，酒钱由打扑克赢了钱的人出。大

古村只有很少的如关平这样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圈子，大部分村民甚至很长时间

没有跨入其他村民的家门。

因为相互不串门，村民在绵长冬季的日子就不太好过。鲜族老人郑重和刚过

７０岁，子女均已成家，经济条件都好，也都不在身边。郑不愿意到他人家串门，

觉得到别人家拘束不自在。但一天到晚，郑与老伴两人在家，闲得难受。每天早

晨吃过早饭，就一个人玩扑克。中午睡过午觉，再一个人玩扑克或摆麻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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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郑会喝约六两白酒，喝过酒后看一会儿电视①，晚上八点钟开始睡觉，第

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就会醒来。郑特别害怕冬天，因为如果是夏天，早上醒来可以

出去锻炼，或 搞 一 些 劳 动。冬 天 太 冷，无 法 起 床，只 能 趴 在 床 上，翻 来 翻 去 多

少回。

害怕冬天的凌晨，是大古村所有老年人共同的问题。我们在大古村访谈过六

七位７０岁上下的老年人，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大古村老年人不仅与郑

重和有同样的害怕冬天凌晨醒来却不得不趴在床上的问题，而且有同样的看不懂

电视剧、却又极少到他人家去串门唠嗑的问题。有的春天或秋天，甚至冬天，天

气适宜，老年人会聚在村中一个角落 “晒赤膊乎”，也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有固

定的地方，一般是在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２００４年，这 块 空 地 被 上 级 拨 款 修

建为村子里的一个小广场铺上了水泥。这个铺上水泥的小广场，从此成为全村村

民 （尤其在夏季）的活动中心。个别老年人之间也会串门，但仅仅是个别老年人

独自到另外一个单独住着的老年人家里去串门，而不会到与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

人家去串门。

老年人不串门，年轻人也不串门。如果不串门，漫长的冬季怎么过就会成为

问题。相对于老年人来讲，年轻人有更多打发时间的方式，比如常有村民结伴到

镇上卡拉ＯＫ厅 唱 上 一 曲。年 轻 人 也 更 喜 欢 看 电 视，也 更 容 易 看 懂 电 视 剧。不

过，大古村年轻人在冬季的主要娱乐却是到村中两个小商店打发时间。

大古村在１９８４年开了第一家小百货商店，此后陆续又开了几家，但因为大

古村人少，购买力不足，只存留下来两家小商店。最近１０年，村中的小商店都

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于给来小商店打发时间的村民休闲娱乐。每到农闲时间，

两个小商店都会坐满来访的村民，其中有几个人会打麻将，赌很少一点钱，大部

分村民则站或坐在旁边围观或聊天。在小商店聊天村民的年龄大多在３０～５０岁

之间，男女都有。调查期间，我们数次到其中一个 小 商 店 观 察，都 看 到 有 约２０

① 尤其是看辽宁二台的 “新北方”社 会 新 闻 栏 目。后 来 在 调 查 中 发 现，几 乎 所 有 大 古

村人都喜欢看 “新北 方”的 社 会 新 闻。 “新 北 方”社 会 新 闻 主 要 报 道 当 前 社 会 中 各 种 负 面 新

闻，尤其是社会上各种坑蒙拐骗 的 新 闻。这 些 新 闻 可 以 让 大 古 村 人 更 为 提 防 社 会 上 到 处 都 有

的骗子。但正如有大古村民说的 一 样，这 些 新 闻 使 大 古 村 人 有 一 个 想 象 的 外 部 世 界，在 这 个

世界中，到处都是坑蒙拐骗，而 缺 少 基 本 的 安 全、稳 定、友 谊、信 任 和 热 爱。这 些 新 闻 使 大

古村人更加缺少安全感和信 任 感。这 一 点，我 在 入 户 调 查 时 有 十 分 强 烈 的 感 受：村 民 总 是 防

着你，怕你是个骗子，哪怕你说 明 了 多 次，他 们 也 防，因 为 现 在 社 会 上 骗 子 的 骗 术 已 经 太 高

明了。有趣的是，郑重和几乎 不 看 电 视 剧，他 说 之 所 以 不 看，是 因 为 看 不 懂，也 看 得 累。电

视节目中的戏剧较受大古村 老 年 人 的 欢 迎。此 外，战 争 和 武 侠 片 也 颇 受 老 年 人 的 欢 迎。老 年

人看不懂电视剧及看得累，是十分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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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围坐在那里，除一桌麻将正在开打以外，其余的人都在聊天。另一个小商店最

近没有开放供村民娱乐的房间，因为店主最近太忙，而来娱乐的村民却到１１点

钟以后还不愿离开。

有趣的是，在严冬季节，大古村一方面是每家每户早早入睡，一方面是两个

小商店热闹到深夜人们还不离去。两个小商店事实上起到了公共空间的作用，为

缺少打发时间办法的大古村民提供了打发时间的地方。小商店的热闹是大古村村

民少串门、村民住宅公共性减弱的后果。同时，小商店提供的公共空间又进一步

替代了村民住宅的公共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村民相互串门的必要性。大古村民

相互之间的少串门，使其生活方式变得与城市类似。村民需要公共生活，刚好小

商店为吸引顾客，而愿意辟出一间房子来满足村民公共生活的需要。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因为２００４年修建在村子中间的小广场，而更加活跃。小

广场是室外的，有一些体育器材，在严寒以外的季节，小广场就成为村民们愿去

的地方。在夏天，村中一些积极分子会在广场上放一些音乐，有一些中青年妇女

也愿意在广场上跳上一段健身舞。夏天农闲时间的夜晚，大古村广场的人们都是

心情愉快的。广场的夜晚很温馨，一直到了很晚还有人舍不得离去。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中，年节是十分重要的一块。虽然近年来年节的味道越来

越淡，到了春节，全村人还是要相互串门拜年的。在父母生日的那一天，做子女

的还是要回来陪父母吃一顿饭并送一点礼物的。清明节也还是要给过世的亲人上

上坟的，等等。

大古村比较有趣的一个节日是三八妇女节，全村不分男女老少，大多数人都

要过。这个节日并非村集体组织，而是大古村人习惯了的节日。大古村民过三八

妇女节是３０年前的事情。之前，大古村的鲜族人到了三八妇女节会隆重庆祝一

番，村里汉族人觉 得 鲜 族 人 庆 祝 三 八 妇 女 节 的 活 动 有 意 思，也 热 闹，就 逐 步 跟

随。当时村集体还有点钱，就推动了一下，后来村集体经济困难，也不再补贴村

民的活动。村中三、五户关系好的村民，就各自出钱，热闹热闹。具体地，村中

成年男女会几家聚在一起，每家出比如５０元钱，然后一起到镇上餐馆聚餐，唱

卡拉ＯＫ。村中很多老人也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只是他们较少到镇上聚餐，而愿

意聚在其中一家包饺子。每年从３月６日开始，村中就有家庭准备庆祝三八妇女

节了，节日气氛会持续到３月９日。村民对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有些期待，三八

妇女节的热闹甚至不亚于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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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庄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变化

为什么大古村村民的串门越来越少，而小商店的人却越聚越多？为什么村民

不喜欢看电视剧，却热衷于在广场上跳舞，或全家庆祝三八妇女节这个新近才有

的节目？

如果要描述大古村最近２０年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以前

以邻里为基础相互串门的社会性关系与交往逐步变少，而以公共空间为基础的交

往需求被创造出来。这一点正与城市的情况一样。在城市的社区生活中，相互之

间的串门相对较少，而集体性公共活动的需求却强有力地产生出来。尤其是脱离

单位制和街坊约束的新式城市社区就更加需要有公共活动。近年来城市社区建设

的重要成果，是在城市社区开辟一些公共的空间，市民在夏天的夜晚聚在一起跳

健身舞等。住在城市单元楼的居民一般很少到他人家串门，住得很近，了解却很

少，相互之间都很隔膜。这种住在一起却相互不熟悉也少交往的现象，可以称之

为 “城市社区现象”。

回到大古村来，大古村近２０年来也开始出现了 “城市社区现象”。村民住在

一起，相互之间的交往却减少了，熟悉到不假思考的程度也降低了，村庄社会由

以前的熟人社会变成了现在的半熟人社会。大古村的半熟人社会化是理解其近年

来公共生活变化的一个关键。

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长期在一起生活，已经熟悉到了不用

思考就可以按地方规矩来行为，就可以理解其他人会如何行事的地步，以至语言

沟通也变得不太必要了。① 大古村建村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人民公社时期，一方

面集体活动众多，村 民 天 天 打 交 道，几 乎 所 有 时 间 都 在 共 同 的 劳 动 和 交 往 中 度

过，因此，村民彼此十分的了解；一方面村民很少流动，几乎所有村民都从事同

样的农业生产劳动，职业上缺少分化，收入相差不大，且没有外来陌生人，也少

有人到外面生活太长的时间以致会忘记自己村庄的规矩。总之，在村庄中，村民

对地方上的规矩是熟透了，是不用思考就可以按规矩行事的了。村民之间也都十

分熟悉，每个人都了解他人的秉性和他人的各种亲缘人缘关系状况。村民家庭在

经济上相差不多，心理上的界线也就较少。没有一家可以凭借外在势力压倒另外

一家，每一口人及其一家在村庄中的人际交往就变得重要，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

服客观结构的限制，因为客观结构的制约力本身很弱。

①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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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中，若有冬季严寒和闲暇时间，村民相互串门聊天打

发时间就十分合理正常，因为可以通过串门聊天打发时间，生活中的趣味性就增

加，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大古村的情况也如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择要可

以列出以下三端：

一是集体劳动 的 解 体。分 田 到 户 以 后，农 业 生 产 由 集 体 劳 动 变 成 了 个 体 劳

动，收益权的清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因此产生了

更多农闲时间。但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农闲时间的增多没有转化为农民生活质量

的提高，甚至因为农闲时间过长，而使消遣时间成为负担。此外，农民虽然因为

收益权的明晰而有更高的劳动积极性，相对于集体劳动来讲，却少了劳动的趣味

性，少了共同劳动中的竞赛、调笑、甚至吵架所产生的生活审美，从而使劳动起

来更容易疲劳，劳动变得单调和难以忍受。个体劳动也减少了村民彼此之间了解

的机会。

二是社会流动的增加和经济收入的分化。分田到户以后，大量的农闲时间使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变得可能及迫切起来。最近２０多年，大古村几乎所有

年轻人都有过外 出 务 工 经 商 的 经 历，一 些 人 甚 至 到 国 外 打 过 工。社 会 流 动 的 增

加，使村民的经历发生了变化，共享的经验发生了变化，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

低了，尤其使全村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熟悉程度大大降低了。同时，务工经商和

就业多元化，使村 民 的 经 济 收 入 有 了 分 化，有 的 人 富 裕 起 来，还 有 的 人 还 不 富

裕。所有这些，使村民交往的心理距离有所扩大，对同样事件的理解变得不一致

起来。村庄社会中出现了共享经验不足的困境。

三是村庄的陌生化。近年来，年轻人婚姻地域发生很大变化，很多来自偏远

地区的姑娘嫁到了村里，而 本 村 姑 娘 又 嫁 到 了 城 里 （至 少 是 在 城 里 买 了 楼 房）。

甚至本村有钱的及年轻的村民，已经有５０多户在城里买了楼房，虽然他们在大

古村还有住宅，但 并 非 全 部 时 间 住 在 村 里。这 样 一 来，在 以 前 村 庄 的 熟 人 社 会

中，却总有那么几个村民不太了解的有点陌生的身影，这些陌生身影改变了村庄

以前因为熟透了而可以随心所欲应对的规则。

总之，当前的大古村，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乃至习惯、爱好和秉性，都

已经多元化了，村民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不同于其他村民的兴趣、品味和需求，

甚至有了个人的 隐 私 空 间。这 就 使 村 民 之 间 以 前 无 阻 隔 的 交 往，加 上 了 一 层 隔

膜，村民不再如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地随意进入他人家门，村民越来越觉得进入其

他村民家不太方便了。

村民不串门，是因为村庄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增加，使村庄社会半熟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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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了，村民之间有了心理距离。村民在串门时，往往会因为兴趣和品味差异，

因为共享经验的差异，因为家 庭 成 员 中 有 人 的 不 很 熟 悉 （比 如 娶 回 来 的 外 地 媳

妇，却又不常在村庄共同生活，以致村民很难了解她的脾气、爱好和性格），因

为村民对时间把握的差异 （比如有村民喜欢看电视剧，或已经安排某个时间做某

事），而使串门聊天这种只要进入村民个人家庭，就使被访人缺少退出选择的方

式，变得令人尴尬。串门是针对特定家庭的特定人而去的，因此，串门背后是交

往双方的缺少选择权，没有人有办法随意退出聊天，而一旦有人觉得不适而想退

出，就会让另一方感到不快。本来串门聊天是为了打发闲暇时间，却因为品味、

兴趣和共享经验的差异，或家中有不很熟悉成员及其背后投来的审视目光，而使

串门聊天变成了 让 人 不 自 在 的 事 情，串 门 持 续 地 减 少。与 到 私 人 家 串 门 减 少 相

反，大古村的公共场所的交流变得重要起来，比如小商店、广场及三八妇女节时

的朋友性聚会。这种公共性交往的好处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

退出，这种自由加入和退出机制，就不会让品味爱好已经多元化的村民被串门这

种私人性和针对性颇强的活动所约束。村民有了兴趣和爱好，有了需求，就到公

共场所一走，而没有兴趣就可以退回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去。

五、结语

大古村民串门聊天的黄金时间是在分田到户之初，这个时候，集体高强度劳

动减少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内在积极性的调动又使农民可以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将

农活做完，农闲时间增加了，而集体时期村民之间的高强度相互交往，使村庄内

不仅是同质的社会，而且极其熟悉了解，村民有时间和热情串门聊天。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农民流动的增加，就业的多样化，社会经济的分化，农民的异质性

大为增加，村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村民相互串门大为减少，村民的

串门时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峰，下降到了当前的低谷。

正是大古村的多元化，及由此产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变化，使村民

需要一种更加公共化的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的闲暇消遣方式，而越来越不适应于

过去以串门唠嗑这种针对性颇强退出机制不足的闲暇消遣方式。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是要适应农村社会多元

化所带来的半熟人社会化的变化，为农村提供可供有效消遣闲暇时间从而有效提

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公共空间。大古村的广场建设因此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大手

笔，若大古村能建设一些室内的公共活动空间，就可能为村民提供比投入多得多

的福利产出。当前很多农村，农民住宅修建的宽敞漂亮，却没有一间像样的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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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公共活动的场所，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当前农村农民住宅公共性的减弱，主要不应从住宅的功能分区来讨论，也不

应从农民个人权利要求增加角度来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流动的增

加，就业的多元化和经济社会的分化，带来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半

熟人社 会 化 了，这 使 得 传 统 的 以 住 宅 为 公 共 交 往 空 间 的 交 往 方 式 变 得 不 再

合适———因为这种交往，使参与交往的人 （至少是房东）缺少退出的可能。也因

此，建筑在脱离特定农户基础上的真正的公共空间，就可能会为正在半熟人社会

化的农民提供一个交往与活动的场所，就可能只要较少的公共投资，就为农民提

供较多的生活乐趣和高质量的闲暇生活。当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应该适应当 前 农 村 半 熟 人 社 会 化 的 变 化，通 过 建 设 公 共 设 施 来 重 建 农 民 公 共

生活。

六、余论

回到阎云翔的问题。阎云翔在 《私人生活的变革》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

权”中，通过对下岬村数十年来农村住宅结构变化的调查，讨论了私人空间与农

民隐私权的关系。

阎云翔认为，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类似Ｐｒｉｖａｃｙ含义的隐私观念或隐私

权，但在传统时代，隐私权不仅存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阶级差异而且隐私权

在同一阶级甚至同一家庭内也会因人而异，典型例子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阎云

翔因此认为，“抽象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隐私权的有无显然意义不大，问

题的关键是在于隐私权是一种随人际等级关系而变动的特权还是人人皆有的基本

权利”①。下岬村民在１９９０年代以来， “将过去唯精英阶层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及

个人隐私的观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并以较为平等的新型私人

空间安排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化空间关系结构。通过营造专属自己的一方天地，村

民们实际上参与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②。

从以上引述，可以认为，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普通村民及传统家庭中地位

较低的子女也获得了专属自己的空间，从而使自己可以有较为体面的可以允许隐

私存在的私人生活空间。传统社会中，人们并不缺少对隐私保护的追求，问题是

缺少这个条件。如此看来，住房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非

一定要有新的 “关于权利”的观念进入。

①②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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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阎云翔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认为，“更重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

电视给村民带来了各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想法，导致了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新价值是自由，与其紧密相关的则是自主和亲密性的观

念。这些新思想成为隐私权的支柱。如果我们不去关注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就无法了解下岬村民对个人空间与自主权的要求”①。

阎云翔进一步认为，下岬村的变化与 “私人生活发展的世界历史趋势是一致

的。在这一过程里，家庭变得更加私人化：家庭生活以夫妻为中心，家庭成员也

更具个人权利的意识，于是就又产生了对个人空间和隐私的更多追求。在更深的

层面上，这种变化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

显然，阎云翔认为，是因为外来的关于自由、自主和亲密性的观念，促成了

隐私权，从而导致了下岬村民对个人空间和自主权的要求，并且尤其是 “标志着

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

但是，如果没有外来的观念，中国农民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是否会在私

人空间安排上发生以上变迁？只要看一看建国前所谓大户人家私人空间的安排，

事情就一目了然，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户人家 “侯门深似海”，一般农

民只是因为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得不全家挤在一条炕上生活。大户人家不仅 “侯

门深似海”，而且男女有别，而且子女也各有各的独立空间。不仅传统社会的大

户人家，而且在南方中国农村的普通农家，也早在建国前经济条件允许时，就建

有结构复杂的 住 房 和 为 每 个 人 留 有 单 独 的 空 间，比 如 江 西、广 东、福 建 农 村 的

情况。

阎云翔在下岬村调查中，关于村民为什么喜欢新式住宅，他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是王先生说 “刚结婚那两年我们住在我三叔家的北炕，那才叫遭罪呢。老是

提心吊胆，不敢出声儿”，而妇女回忆与公婆一起过日子的情景，最常抱怨的是，

“在老房子里，一天到晚都有人盯着你，一点儿都不方便”。② 这些都是在电视大

规模进入到下岬村前的事情，即使是建国前，人们也会感受到这种不方便和有这

样的抱怨。

也就是说，下岬村住宅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一是农

民追求更加舒适生活的努力，并非农民不知道拥挤的坏处和分开居住的方便，而

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二是自外而来的观念革命，这种观念革命的核心是在私人生

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的增加。当然，以上两者总是相互联系的，问题是何者

①

②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第１５４页。

同上书，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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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及关键。我以为前者是基础，是关键，后者则明显牵强，明显是用外来的

逻辑来替代下岬村 本 身 的 逻 辑，而 阎 云 翔 恰 恰 认 为 后 者 才 是 发 生 变 化 的 基 础 和

根本。

进一步说，阎云翔试图用权利来解释农村的变迁。用权利来解释农村变迁的

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是缺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且讲求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权

利概念的，用权利来解释农村社会的变迁，就不仅可能误解农村变迁本身，而且

可能误会农村发展的方向。一旦认为是权利的增加导致农村发展的种种变化，阎

云翔就难以解释为何这种权利中没有相对应的义务，以至于不得不发展出 “无公

德个人”的概念。这里显然不是什么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缺少长远利益考虑和道

德文化约束的理性人的行为。

阎云翔引述Ｂｏｌｉｎｇ的观念认为，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中，Ｐｒｉｖａｃｙ的观念

在社会平等、亲密关系、政治自由和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史上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

作用，它又是个人主义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行为准则。就每个人

人而言，独立自主和亲密关系 （如爱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二者都

是因为有了隐私权的保护才免受了公共权力的干预。①

阎云翔讲的 “隐私权”具有特殊的含义，其中的关键是 “隐私权与私人空间

互为依托，缺一不可，正如Ｐａｔｒｉａ　Ｂｏｌｉｎｇ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将私人空间的感觉

加以延伸，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 ‘自我的领地’。显然，下岬村

民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 ‘自我的领地’，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至

少对于当代的下岬村民不是”。

也因此，将下岬村住宅装饰的变化与隐私权联系起来，就意味着中国农村社

会正在发生西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私人领域的革命。这种革命会改变公共领域

发生作用的机制，并迟早会对公共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最终，中国终将变得与

西方社会一致起来。我想这就是阎云翔要用隐私权来解释下岬村的住宅装修的原

因。而恰在此处，我以为阎云翔有重大误会。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无疑是一本好书，十分准确生动地描写了

中国农村近年来的诸多变化。我个人以为，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重要问题是过

于强调权利在农村变化中的作用。若对权利重新定义，也并非不可以以 “个人权

利要求的增加”来理解中国农村的诸多变化，但若将个人权利与西方社会的 “隐

私权”、“政治权利”相联系，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当前农村发展的变化，既有

①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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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层面的原因①，又与市场经济导致个人行为的理性从及短期化有关。从本土

的角度而非从西方意义上的 “权利”角度讨论农村近年发生的重大变迁，及在中

国学术语境而非美国的中国研究传统中研究中国农村变迁，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阎云翔为西方人所作的关于中国农村私人生活变革的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

重要的研究启示。

① 我曾在 《农民价值观的变 迁 及 其 对 乡 村 治 理 的 影 响》一 文 中 有 讨 论，拙 文 载 《学 习

与探索》２００７年第５期；陈柏峰在 《农民 价 值 观 的 变 迁 对 家 庭 关 系 的 影 响》也 有 讨 论，陈 柏

峰文载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