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南瑶族青年劳动和消费生活方式

孙 秋 云

引 言

9 8 8 1年 1。月至 9 8 19年 1 1月
,

笔者先后三次到湘南桂北地区五个瑶族居住相对集中的县进

行了考察
,

最后选择了瑶汉两族杂居时间久
,

其生活方式在当今瑶族青年中又有一定代表性

的湖南省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青年进行了重点的调查研究
,

希望通过对该典型个案的剖

析
,

揭示我国南方瑶汉两族青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异同
,

探讨瑶族青年在当今社会发

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间题
。

需要说明的是
: 1

.

笔者在调查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参与观察法和个别访谈法
,

在个别

问题上则采用问卷调查法
。 2

.

尽管勾蓝瑶人居住得较集中
,

生活习惯也有一定特性
,

但日常

生活中出售农副产品
,

购买生产
、

生活资料
,

接受初中以上文化教育以及从事一些文化娱乐和

社会服务性活动都要到距他们的居地有 28 里远的桃川镇去
,

镇区汉族农民的生活方式对他们

有相当的影响
。

按学术界的看法
,

一个社区除了须有一定的地域
、

一定数量的人口 和有以地

域为中心的相对完善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及系统外
,

还要有一定的为该地区居民生活服务的

物质设备
,

包括生产
、

生活
、

交通
、

通讯
、

文化
、

教育
、

卫生等方面的设施和工具
,

才能成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社会
。

①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
,

勾蓝瑶人和桃川汉人显然是同一地域

性社会的成员
。

为了彰明勾蓝瑶青年生活方式的个性
,

笔者在调查研究中都将勾蓝瑶青年农

民生活方式与桃川镇汉族青年农民作了对应的比较
。

3
.

生活方式的内容很广
,

包括人们的劳

动
、

消费
、

婚姻
、

家庭
、

政治
、

宗教
、

闲暇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行为
、

习惯以及与此相应的

价值观
、

道德观和审美观等
。

限于篇幅
,

本文叙述的仅是勾蓝瑶族青年的劳动和消费生活方

式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
。

一
、

劳动生活与职业观念

勾蓝瑶人是平地瑶人的一支
,

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江永县兰溪瑶族乡的黄家
、 _

上村
、

大兴和

新桥四个行政村
,

其周围生活着汉人和宝庆瑶人
。

19 8 8年 12 月底统计
,

勾蓝瑶人有2 3 81 人
,

其

中 1 5一 30 岁的青年有 4 86 人
,

占总人口 的20
.

4 %
。

勾蓝瑶青年一般都操两种语言
,

木族内部交

流时使用一种与其他平地瑶人相类而附近汉人却听不懂的汉语方言
,

对外交流则使用西南官

话中的柳州方言
。

勾蓝瑶人生活在平均海拔 40 0多米的山区
,

地貌特征是山高
、

石多
、

土薄
、

水浅
。

广 种

薄收的农耕曾是勾蓝瑶人世世代代赖 以为生的唯一职业
。

时至今日
,

勾蓝瑶人的职业结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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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简单
,

除个别人出去当干部和小学教师外
,

98 % 以上的人都以种田为生
。

在勾蓝瑶青年中
,

最基本的职业劳动是植种和蓄养
。

种植的农作物大致有
:

水稻
、

红薯
、

玉米
、

大豆
、

花生
、

油菜
、

甘蔗
、

烟叶
、

蔬菜和水果
。

农作物耕作方法仍是几百年来一直沿

用的牛拉人犁的手工操作方式
,

锄头
、

犁耙
、

铲子
、

镰刀
、

谷桶
、

扁担
、

箩筐
、

簸箕
、

粪桶

等仍是他们的主要生产工具
。

蓄养是作为家庭副业进行的
,

品种有牛
、

猪
、

鸡
,

个别人家养

有几只鸭
,

没人养鹅和羊
。

由于蓄养的目的是
“
养牛为耕田

,

养猪为过年
,

喂鸡喂鸭为换油

盐钱
” ,

因而没有养殖专业户
。

前两年个别青年看了报刊介绍的致富事迹
,

也想学着当个养

猪
、

养鸡专业户
,

但因不懂科学养殖法
,

猪和鸡都长不快
,

又多病
,

再加上交通不便
,

市场

信息不灵
,

最后都亏了本
。

个别家庭背了债
,

其经济至今还没翻过身来
。

大多数勾蓝瑶青年从十四五岁小学一毕业
,

有些甚至还等不到这个年龄
,

就 已成为家庭

农业的重要生产者
。

实际上
,

勾蓝瑶青年开始接触农活的时间都很早
。

对兰溪乡中心校 12 2名

勾蓝瑶学生的问卷调查
,

他们中的 I n 人答在 5一 10 岁就 已开始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

约占被调查人数的 9 0
.

2% ; 10 岁以后才接触农活的只有 7 人
,

约占5
.

7 % , 还有 4 人答在 4 岁

时就跟父母到田间去干拔草等活
。

长到 18 岁左右
,

勾蓝瑶青年对传统的农事知识和农业生产技

巧都 已掌握得十分娴熟
,

传统的手工体力劳动方式 已成为他们谋生和成家立业的基本手段
。

与我国所有农村一样
,

春
、

夏
、

秋三季是农忙季节
,

天一亮
,

青年男子起床后就扛上锄

头或挑着粪桶到附近地里干早活
。

收割季节
,

则带上镰刀 到附近的田里割早禾
,

八九点钟再回

家刷牙
、

洗脸
、

吃早饭
。

饭毕
,

他们把中饭往饭卸或大搪瓷杯里一装
,

带上生产工具
,

赶着

耕牛
,

到离家几里乃至十几里远的田地里干活
,

直到天黑才回家
。

女青年起床后除了自己的

梳洗外
,

要挑水
、

煮早饭
、

煮猪食
、

喂牲畜
、

洗衣服 , 家有婴幼儿而老人又不在身边的
,

还要

帮小孩梳洗
、

穿衣
、

喂饭等等
。

吃过早饭后
,

女青年也和男青年一样
,

带上中饭到田间干活
,

傍

晚才回家
。

农活中除犁田
、

耙田是男子的活计外
,

其余的活男女之间没有明确分工
。

冬季农

闲
,

青年男子会利用这个机会到附近田地里挖土制砖瓦
,

为今后起房子做点准备 , 或到一
、

二十里外的大山上砍柴烧炭卖
。

会做木匠泥水匠的青年
,

也会应邀到邻村干几天手艺活
。

家

有拖拉机的青年
,

外面有熟人帮忙
,

也会到某个施工场所去拉几趟沙石
,

赚点零用钱
。

青年

女子农闲时则上山割猪草
、

砍柴
、

放牛
、

照料地里的蔬菜或千家务
。

与普通农家一样
,

勾蓝瑶人的家务劳动十分繁杂
。

一般青年男子回到家后
,

也帮着做些

挑水
、

劈柴
、

抱小孩的活
,

但大部分家务则由妇女
,

尤其是青年妇女承担
。

农忙时
,

青年男

女干完了田里的活
,

到家又忙着干家务
,

常是
“ 两眼一睁

,

忙到熄灯
” ,

十分辛苦
。

对这么艰苦的劳动生活
,

勾蓝瑶青年的观点是
: “ 人生来就要劳动

,

不劳动就没得吃 !
”

“ 只有多劳动 日子才能过得好点哉 l ” 在他们眼里
,

土地是财富之母
,

劳动则是财富之父
,

唯有将这一对
“ 父母

”
紧紧结合在一起

,

生活才能有所保障
。

劳动是立身之本
, “

人生天地

间
,

劳动最为先
”
是包括青年男女在内所有勾蓝瑶人的生活信念

。

勤劳刻苦也自然而然成为

勾蓝瑶青年的生活习惯和传统美德
。

不过
,

与周围汉族青年相比
,

勾蓝瑶青年的劳动职业观念就比较狭隘
、

保守
。

他们认为

除了当干部和教师外
,

种植和蓄养才是农民的正经行业
。

利用空房开代销店向村民销售一些

日常生活小用品 , 搞一台简易打米机帮别人加工谷子和词料
; 到村内外做几天手艺活

,

等等
,

都是农闲有空
、

有精力时才千的非正经活
。

至于到外地去做买卖或做工
,

那是想都不会去想的
。

如果哪个青年用较长时间从事非种养业的劳动活动
,

则不为一般人听尊重
。

有的父母思想里还



是以前那种
“ 正派人不出去

,

出去的都不干正事” 的老观念
,

教育青年子女时总是
: “
你不好

好在田地里下功夫
,

到外面能有吃的 ? x X 家的儿子想在外面做生意
,

最后还不是亏了本赔

了钱
,

仍是回家种田种地 ? ” 绝大多数勾蓝瑶青年也因自己见识少
,

文化水平低
,

不敢到外面

去
,

怕被外人欺负
,

认为
“ 我们山里人只会种田

,

干不了别的
。

只要有田种
,

不会去想别的
” 。

与这种思想观念相应的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整个勾蓝瑶人对青年的价值取向偏重于忠

厚老实的道德品质
。

父母考虑儿女婚姻时
,

首先要看对方是否是老实人 ,男女青年自己选择婚

配对象时最主要的是看对方是否是老实人 ; 村里人选青年干部也主要是看他是否是老实人
。

忠厚老实成了判断一个青年是否好青年的最高标准
。 “

老实
”
是跟

“ 滑头
” 、 “ 不安份

”
相对

应的
。

在勾蓝瑶人看来
,

老实人就是那些安份守己
、

勤勤恳恳
、

任劳任怨
、

礼敬和顺从亲长

的人
。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
,

它反映的是生于斯
、

长于斯
、

死于斯这种封闭型小农经济社会中的

人格标准和道德要求
。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
,

几代人
、

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都生

活在同一个小圈子里
,

大家非亲即故
,

守望相帮是应该的
,

耍 “ 滑头
”
是不必要也不道德的

行为
。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拖拉机的使用问题
。

勾蓝瑶人聚居的四个行政村
,

至 1 9 8 9年 10 月
,

农民家庭拥有 10 辆手扶拖拉机和 一辆小四

轮
,

却只有一辆小四轮和一辆拖拉机农闲时在外跑一段时间的运输活
,

其余的全在家
“ 睡大

觉
” 。

笔者向一些青年车主了解原因
,

他们说一是外面没后门找不到活
,

二是大多数拖拉机

没办驾驶执照
。

原来他们花几千元钱买拖拉机主要是为自家农忙时运谷子
、

稻草
、

肥料时用

的
,

没想用它到外面发财致富
。

平时村内乡亲有求
,

也帮着运一下肥料
、

谷子
、

稻草
、

砖瓦
、

石头和沙子等
,

运一次赚 10 一 30 元辛苦费
。

他们认为反正拖拉机是在自己乡内跑
,

花 20 0 多

元钱去办执照划不来
。

在乡内帮乡亲们运一下农副产品
、

肥料和起房子的原料
,

年积月累
,

时间一长能把拖拉机的本钱赚回来就心满意足了
。

因此
,

拖拉机 的利用率很低
。

附近汉族青年农民则不同
。

以桃川镇上抒村汉族青年农民为例
,

农忙时他们集中力量忙

农 田里的活
,

农闲时则千方百计到附近的砖瓦厂
、

水泥厂
、

松脂厂
、

糖厂
、

自来水公司
、

矿场
、

林场等地找临时工做
。

上抒村有 44 8 户人家
,

全是汉族
。

在他们的青年中也有十一二部手扶

拖拉机
,

全办有驾驶执照
。

农闲时主动觅活
,

只要有一个机手觅到活
,

则相邀结伴去搞承包
。

他们认为
“ 人多好说话

,

有伴好干事
” 。

他们的女青年农闲时除干家务外
,

大都利用三天一

墟市的有利条件
,

在广西境内和本地间利用市场差价贩卖东西
。

会裁缝的年轻女子还常常到

附近乡村 (包括勾蓝瑶人的村子 ) 帮人做衣服或办短期裁缝培训班授徒赚钱
。 1 9 8 8年有十几

个青年农闲时还结伴到广东找活干
,

虽最后都空手而归
,

但他们并不后悔
,

认为到广东见了

世面
,

值得 I

除了做临时工
、

贩运
、

手艺活外
,

上抒村汉族青年中还有一些养猪
、

养鸡
、

养鱼
、

做豆

腐和腐竹
、

种香菇木耳的专业户
。

也有一些青年农闲时专门上街摆摊
、

开餐馆
、

搞电器修理

和机械加工等
。

他们不认为干活有正经与非正经的区别
。

由于勾蓝瑶青年的劳动活动仅是单纯地种植和蓄养
,

劳动方式是单家独户孤立地进行
,

劳动手段又完全是出大力流大汗的手工操作
,

因而劳动在勾蓝瑶青年中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

负担
。

一些勾蓝瑶青年刚从学校毕业时
,

也不甘心象他们的父兄一样过着这种单调
、

沉重
、

贫乏的农耕生活
。

他们也参加高校
、

中专的招生考试
,

对地方上招收合同制干部和民办教师

的资格考试也不轻易放过
。

在这些可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都失败以后
,

他们认为自己确实没

有本事
,

便一心一意地接受父兄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

承担起代代相袭的艰辛劳动
。

过



一二年后就订亲
、

生小孩
、

结婚成家
,

自对生活前途就不再抱有别的想法了
。

二
、

消费生活模式与消费观念

消费生活模式指的是人们在消耗物质和精神产品
,

享受劳务
,

满足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

方向的总体性特征
。

与我国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
,

勾蓝瑶青年农民没有自己个人独立的消费

模式
。

他们的 日常消费完全融于家庭消费之中
。

成立自己 的小家庭以前
,

青年男女都与自己

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劳动
、

生活
,

收入所得须交父母掌管
,

消费支出由父母统一安排
。

成家独立门户后
,

消费活动虽可由青年自己安排和支配了
,

但上要赡养老人
,

下要抚育儿女
,

消费活动必须按整个家庭需要来安排
,

因而也没有个人的消费自由
。

下面笔者从吃
、

穿
、

住
、

用和文化生活支出五个方面来叙述勾蓝瑶青年的消费生活特点和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所发生的

变化
。

吃的方法
,

勾蓝瑶青年都十分节俭
。

粮食和蔬菜都是自给自足
,

不到过年过节不会到墟

市买荤莱改善生活
。

这种艰苦
、

节俭的生活习惯是该地区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造成的
。

下面是兰溪乡 30 多年来人均年纯收入情况表 (数据来自江永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
。

1956 } 1 966 ! 197 6 { 1 986 ! 198 7 { 1988

人均年纯收入 (元 ) 42
.

6 1 48
.

4 { 56
.

2 1 140 } 3 8 8 { 4 26

按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的估算
,

一般地区一个农民要维持自己最低生活水平和实行简单再

生产
,

需要 2 00 元左右
。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20 。元的是
“
贫困型

”
生活方式 , 处于 20 。一 5 00 元

之间的是
“
温饱型

”
生活方式 , 50 0一 1 0 0 0元的为

“
宽裕型

”
生活方式

, 1 0 0 0元以上的是
“

小

康型
”
生活方式

。 ② 1 9 8 7年以前
,

勾蓝瑶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
。

自家养的禽畜和

鸡蛋舍不得吃
,

须拿到市场上去换其他 日常生活用品
。 1 9 8 7年以后

,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

一

些家庭条件稍好的人家也开始部分享用自家的禽畜和鸡蛋了
,

烟和酒的消费在青壮年男子的

日常生活中大大增加了
。

据笔者了解
,

现在勾蓝瑶青年男子不抽烟的很少
。

绝大多数衣兜里都装有从代销店或供

销社买的几角到一元多钱一包的低档烟
,

有些人甚至一天要消费二包
。

一些男青年自己反映
:

在读书时不抽烟
,

否则会挨老师的批评
。

毕业参加劳动后
,

同伴间在一起玩时互相敬烟
。

不抽

显得不友好
,

抽了人家的烟不回敬别人也不好
,

这样一来一往就抽上了
。

买烟的钱大多数是

从家庭种养业收入中开支
,

个别人在外面搞点副业或砍柴烧炭赚了点钱时
,

则留下一部分作

烟钱
。

男青年到十七
、

八岁时学抽烟
,

父母都不阻止
,

认为这不是坏事
。

有个别父母甚至认

为自己的儿子不会抽烟
,

是不活跃
、

不会交朋友的表现
,

反而鼓励他去学
。

酒
,

对大多数勾蓝瑶男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

不过他们消费的都是自己拿粮食酿的米酒
。

一般男子一年要消费 3 00 一 40 0斤酒
,

个别甚至达 60 。多斤
。

自己家来不及酿就拿米去换
。

只

要不喝醉闹事
,

父母对青年人喝酒是嘉许的
,

认为干活辛苦
,

喝点酒对身体有好处
。

也有不

① 勾蓝瑶人婚姻生活方式是先订亲
、

生孩
,

等男家过了彩礼后女子再出嫁
。

喝了嫁娶酒后
,

男女青年才带着 孩 子

在一起生产
、

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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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勇青年以自己酒量大为荣
。

但是
,

勾蓝瑶女青年却从不抽烟喝酒— 勾蓝瑶人的传统是除至亲外
,

男女一般不同桌

吃饭
,

因而作客时出于主人的殷勤象征性的呷一二 口酒以示领情的机会都很少
。

不管是己婚

还是未婚
,

她们对男人抽烟喝酒从不加管束
。

当地社会传统观念是
: “

男人抽烟有吃有穿
,

女人抽烟生活难办
” 。

她们 自己也认为女人抽烟是败家婆作风
,

从小就自觉接受社会传统的

规范
,

没人敢为
,

也没人去为
。

穿的方面
,

勾蓝瑶青年已从他们父辈那种以棉布和棉纺织品为主的着装
,

转向衣料多样

化
,

样式城镇化
。

以前自家手工纺织的粗布除了做床单
、

被面外
,

不要说青年人
,

就是四
、

五十岁的中年人也不穿了
。

日常生活中
,

西装裤
、

牛仔裤
、

中山装
、

西装
、

夹克衫
、

军装
、

运

动服和春秋两用衫都是青年男女的日常外套 , 里面穿的尖领白衬衫
、

汗衫
、

背心
、

晴纶运动

衣裤
、

毛衣等是从乡供销社或镇百货公司买 的
。

十五
、

六岁参加生产劳动的男女青年都不愿

穿父母替自己做的外套
,

认为不好看
。

草鞋在勾蓝瑶人中已基本淘汰
。

天寒时劳动
,

都穿帆

布胶底的
“
解放鞋

” ,

天气暖和就打赤脚
。

农闲串门或出外做客
、

逛集
,

男女青年把丝袜
、

尼龙袜一套
,

配上白色运动鞋和旅游鞋
,

也显得十分精神
。

现在不要说从外表无法判别他们

是瑶人还是汉人
,

就是要把他们与附近桃川镇上的汉族青年农民区分开来都很困难
。

基本解决了吃和穿后
,

勾蓝瑶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宽敞的新房
。

前些年
,

有些青

年长到 20 多岁
,

原来的老房子挤不下
,

就用泥坯和杉树皮搭一些简易房屋以解决困难
。

近两
、

三年来
,

勾蓝瑶人经济收入有所提高
,

便把每年积攒的钱凑起来
,

全力为青年子女建住房
。

仅 1 9 8 8年一年中
,

勾蓝瑶人聚居的四个行政村新建住房 83 间
,

价值人民币 I n 5 00 元
。

上村

第四村民小组一共只有 22 户人家
,

到 1 9 8 9年上半年止
,

只有 2 户没建新房
。

现在
,

砖瓦木结

构住宅 已基本取代了泥坯垒墙杉树皮为瓦的简易房屋
。

年青人都以住新房为荣
,

表示自己能

干
、

富裕
。

用的方面
,

当代勾蓝瑶青年农民比他们长辈变化更大
。

日常生活中
,

牙膏
、

牙刷
、

毛巾

是人人必备的了
。

以前只为城镇青年所用的香皂
、

洗发精
、

护肤脂 (霜 ) 也开始走进大多数

青年的生活
。

尤其让中老年人感慨的是以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手表和自行车
,

在青年中已比较普及
。

年轻人不但赶集
、

出外办事或走亲戚时戴着表
、

骑着车
,

就是到离家

稍远一点的田地里劳动
,

手表和 自行车也不离身
。

据笔者对几样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的了解
,

80 %以上的家庭拥有一辆 自行车
,

个别家庭有二三辆 ; 20 %多的家庭买有家用缝纫机
; 4 %

的家庭因青年人农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经营得好
,

买有样式美观的收录机
; 4 户人家拥有黑白

电视机
。

不过
,

到 1 9 8 9年 10 月止
,

勾蓝瑶人村子里没通高压电
,

家里晚上还是点煤油灯
。

娱

乐性的收录机和电视机也是靠电瓶和蓄电池作动力
,

因而也没人去买洗衣机和电冰箱
。

除吃穿住用外
,

勾蓝瑶青年也有了一定的文化生活消费
。

不仅有收录机的年轻人都备有

十几
、

二十盒的音乐磁带
,

买小说
、

杂志
、

连环画看的青年也开始多了
。

少数家庭还分别订

有 《湖南科技报》
、

《健康报》
、

《湖南农民》
、

《妇女报》
、

《大众电影》
、

《半月谈》

等报刊
。

由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

加上勾蓝瑶人家家都种杂交水稻
,

其浸种
、

栽培
、

施肥
、

用药等都超出了传统农民的经验和知识范围
,

`

《湖南科技报》 和 《湖南农民》 等报刊杂志就

成了青年农民的好参谋
,

因而订阅的人较多
。

青年人办结婚酒
、

起新房
、

帮老人祝寿时
,

会出

钱邀附近的放映队到村子里放电影
。

一些青年农闲时赶集
,

也会到桃川镇电影院看场电影
。

同

时
,

勾蓝瑶青年也参加一些社会生活服务项目的消费
,

如到集镇照相馆留个影
,

到理发店理发



等
,

但与附近汉族青年男女不同
,

他们理发时从不烫发
、

卷发
,

认为那是
“
飞机头

” , “
妖

里妖气的不好看
” 。

当然
,

文化生活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消费在勾蓝瑶青年 日常生活消费中所

占的比例十分小
,

内容也很贫乏
、

单调
。

与我国大多数农民一样
,

勾蓝瑶青年男女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

其中最突

出的表现在二个方面
:

一是存在炫耀性消费
; 二是用于提高青年 自身素质方面的消费很少

。

在现阶段的我国农村地区
,

消费和生产都是 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
,

生产和消费处于一体

化状态
,

因此我国的农民在消费上先要用以扩大再生产
,

尔后再达到扩大再消费
。

但勾蓝瑶

青年的消费基本上是从前辈那里继承
一

下来的陈旧模式
,

在获得收入后大都倾其所有用于生活

消费
。

尽管他们平时也克勤克俭
,

节衣缩食
,

但在办结婚酒
、

小孩
“
做三朝

” 、

老人祝寿和

丧葬等仪式时花费较大
。

数桌
、

十数桌乃至数十桌的酒席一摆
,

显示自己家兴旺发达
。

几年

来辛辛苦苦的积蓄则一扫而光
。

特别是盖新房则花费更巨
。

据笔者调查
,

勾蓝瑶人起房子的

砖瓦大多是农闲时请人帮忙烧制的
。

起一座三间堂 (即一进三间的砖瓦房 )
,

从挖泥制砖的那

一天算起
,

光烧砖瓦的人所费的吃喝招待就达 1 4 0 0多元

—
农村的习惯

,

粮食是自家田里产

的
,

不计算在 内
。

如果加上木料钱二
、

三千元
,

师傅们的工钱
,

盖房期间帮工人的招待
,

以及最

后新房落成仪式所办的十几或几十桌酒席和一场电影放映费
,

一座三间堂砖瓦房最起码要花

七
、

八千元
。

而许多人并不满足于三间堂
,

起的是超过现实需要的五间堂
。

脱离贫困状态才二
、

三年的勾蓝瑶人
,

要完全依靠自己农副产品的收入起新居是很难的
,

于是只好一面把生产成本

贴进去
,

一面向亲友们告借
。

兰溪瑶族乡信用社的负责人告诉笔者
: “
每年春天有 80 % 以上的

勾蓝瑶家庭要到我们这儿贷款买化肥
、

农药和种子
。 ” 更有甚者

,

在勾蓝瑶人和附近宝庆瑶人

中有这样一种观念
,

即家里只要有儿子
,

哪怕他还很小
,

做父母的就要筹钱给他准备一座三间

堂的新屋
,

以便他到十七
、

八岁时有资格说上媳妇
。

有的年轻夫妇
,

家里的儿子才七
、

八岁

也按这个习惯在存钱
。

既然收入所得几乎全用于生活消费
,

生产最多只能在原有的规模和水

平上重复
,

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就受到一定阻障
。

与倾其资财起房子
、

婚嫁大办酒席等炫耀性消费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提高青年人自身素质

方面的消费得不到重视
。

勾蓝瑶青年所受文化教育程度普遍很低
,

大多数青年只有初小
、

高小

文化程度
,

文盲
、

半文盲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

据兰溪乡教育机构 19 8 9年底的普查
,

黄家
、

上

村
、

新桥
、

大兴四个勾蓝瑶人聚居的行政村中
,

15 一 40 岁的男女有 7 73 人
,

其中文盲
、

半文

盲有30 4人
,

占该年龄段总人数的 3 9
.

5%
。

由于当地生产方式落后
,

完全依靠手工操作
,

身体

壮力气大就成了
“
有饭吃

” 的象征
,

有没有文化无所谓
。

谈恋爱
、

找配偶自然不会对对方的

文化程度提什么要求
,

就是年轻父母送自己的孩子上学
,

心里的想法大多是
“
小孩年纪小干

不了活
,

到学校呆几年长大点就跟父母下地吧 ! ”
对女孩上学家长更为勉强

,

认为女儿是要

出嫁的
,

读不读书或少读点书没啥关系
,

因而文盲半文盲占了多数
。 1 9 8 9年底

,

15 一 40 岁

的勾蓝瑶妇女有 35 9 人
,

文盲半文盲则达 22 1人
,

占该年龄段妇女总数的 6 1
.

6%
。

桃川镇农

民那种把四
、

五岁孩子拼命往学校送
,

子女初高中毕业后鼓励他们考大学
、

中专
,

只要子女不

泄气
,

考不上再花钱补习几年都愿意的现象在勾蓝瑶人中十分罕见—
只限于个别教师和在

外工作的干部家庭
。

笔者在调查期间曾询问过十几个勾蓝瑶男青年
,

如果他们有了一笔钱
,

最想干的是什么事? 除有 2 人分别回答
“
做生意

” 和 “ 开代销店
”
外

,

其余 的 多 答
“
起 房

子
” , “ 买单车

、

收录机
、

电视机
” , “ 吃好穿好

” 。

没有人去考虑学习技术
,

搞好农林副业

的扩大再生产问题
。

桃川镇汉人那种积极出钱让青年学习裁缝
、

理发
、

烹饪
、

机械修理
、

电



器维修或送青年到县农业中学学习种香菇
、

木耳
、

果树栽培和管理的现象
,

对勾蓝瑶人似乎

没有什么影响
。

大多数勾蓝瑶青年和家长都认为
“
学也学不到东西

,

学得僧惜懂懂的
,

还不

是搞不成? 不如不学
,

还花了钱
” 。

由于文化水平低
,

素质差
,

迷信思想在勾蓝瑶青年的生

产
、

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

尤其在生产方面
,

不少青年认为农作物丰收
,

家畜兴旺
,

是今

年运气好
,

老天爷和老祖宗暗中帮了忙
; 农作物歉收

,

家畜养不好
,

则是运气不佳所致
。

家

禽牲畜接连死亡
,

他们不是从细菌
、

病毒感染上找原因
,

加强医疗和卫生预防
,

而是认为 自

己不知何时得罪了哪位鬼神
,

祈望明年能时来运转
。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勾蓝瑶青年的劳动和消费生活方式 已与同社区的汉族青年

农民大多相近了
,

但在生活观念
、

职业观念
、

价值取向等方面
,

勾蓝瑶青年比同社区汉族青

年显得保守
、

落后一些
。

这种现象是瑶族历史上长期处于山地环境所形成的特性和现实生产

力不发达所造成的
。

我国现已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 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

社会对当代青年的

要求是使他们成为具有现代科技
、

管理知识
,

勤于思考
,

敢于创造革新
,

锐意进取
,

能为当

地社会经济
、

文化迅速发展作贡献的新人 , 使他们成为符合文明
、

健康
、

科学标准的社会主

义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

勾蓝瑶人仅是我国 14 0多万 ` 1 9 8 2年统计数 )瑶族人中的一个

小小的分支
,

但勾蓝瑶青年在劳动
、

消费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方面的表现
,

不仅在瑶族青年

中有一定的典型性
,

且在我国南方与汉族杂居的其他兄弟民族青年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

如何

帮助和引导类似勾蓝瑶青年这样的兄弟民族青年农民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

础上
,

建立起符合当地实际的
,

文明
、

健康
、

科学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

是各级领导和科学

工作者在今后农村社会建设中将长期面临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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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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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编写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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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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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该书收集了广西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广西社会学界的研究成果
,

反映了当前广西社会学的研究水平
,

是了解广西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

(王洁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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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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