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阶段农村的家庭组织

— 十三泉村亲族关系的考察

刘 援 朝

本文主要是以内蒙古 自治区丰镇市新营子 乡十三泉村为例
,

对以家庭
、

家族和亲

族及姓氏集诩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组织现状进行考察
。

文中指出
,

建国以来
,

农村的

巨大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血缘关系对农村社
’

会的控制
,

但并没有完

全动摇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墓础
,

血亲关系在农村仍有强大势力
,

家族和宗族关

系在农村肚会生活中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在这种社会关系没有被根本触动的情

况下 , 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干预
,

往往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

近些年来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是对儿十年来被行政力量压制的反弹
。

要解决这个问

题
,

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科学义化教育事业
,

努力振兴农村经济
,

促进农村社会分工

和流动
,

鼓励竞争机制的形成
, 强化社会激励

,

逐步打破农村封闭
、

保守
、

落后的

状况
,

才有可能遂步解决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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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 (尤其是汉族农村 ) 基本上是由血缘与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区
,

其中血缘关

系在农村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它们决定了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
,

规定了农 民们的互

动

碱
`

“

是缺究农村社会生活的基础
。 `

血缘关系是由同一血统的亲族们所组成
,

各个亲友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往来
。

这种互动

关系是由于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共同生活与相互依赖造成的
。

这种亲友之间的密切往来
,

维持

了
、

社会结构的稳忘 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

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社会的静止与缺乏变动
,

以至

形成个人身份固定化
, 另一方面因为婚姻关系的不断成立和亲友之间的密切交往

,

而不断扩

大和充实着亲属网络
,

形成了一整套复杂的亲属制度与行为规范
,

从而为家族制度和宗族势

力的形成 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
。

农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是农村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

农村的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地接

触到这个基础
。

本文试以内蒙古丰镇市十三泉村为例
,

探讨现时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与家庭

制度
。

一
、

家庭结构
:

生活周期与人口

家庭是由于婚姻而成立的
,

但是家庭并不是只有父母与子女这一种类型
,

而是有着多种

情况
。

本文用以下三种类型来分析十兰泉村的家庭
:

独身家庭
:
由丧妻或由无妻的男性组成的家庭

,

包括兄弟共居和单身家庭两种形式 ,



核心家庭
:

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织而成的家庭
;

特殊家庭
:包括无子女的夫妻家庭

、

与父母共居的母 (父 )主家庭
、

父母与已婚子女共

居 的直系家庭三种形式
、

表1 枯赤滋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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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泉村是一个拥有勃。多人的汉族村落
,

现有农户 1 50 家
。

从上表可以看到
,

这 1 5 。户农

家有湘
.

6 %的家庭属于核心家庭
。

柳。家庭的产生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

人类学家发现
,

世界上绝

大多数文化集团都有核心家庭的存在 , ① 孙本文也指出
,

根据金陵大学在民国 17 年至 22 年对

令国 16 者 1 0 0处 3 7 6 4 7 户农家家雇的调杏芬析
. “ 小家庭最多

.

占 6东 8%
.

大家庭其 次
,

占

3 5
.

1%
,

独居者最少
,

占 2
.

1 %
。 ” ② 从上表我们也可

.

以发现
,

不管是 1 9 8 1年还是 1 9 9 0 年
,

核心家庭在农村都占有绝大的比重
,

只不过近些年来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已
。

核心家庭俗称
“
小家庭 ” ,

它的形成天都是因婚姻的砍立而由父母家庭分居的结果
。

分

居之风在我国农村由来已久
。

孙本文指出
, “ 我国古时… …贵族之家行宗法

,

故恒为大家庭
。

平民之家
,

不行宗法
,

故无须为大家庭
· ·

… :

此种平民家庭组织
,

自古迄今
,

并无多大变迁
。

不过社会上既有大家庭组织的标准
,

上行下效
,

自然
,

一般社会亦有相当影响
。

但实际则平

民家庭
,

分居常占多数
,

似乎历代多是如此
。 ”

`

⑧十三泉村核心家庭的增多也是这种分居造

成的绪某
。

根据角90 年的数字统计
,

从 195 0年到 1 97 。年出生的“ 个已婚男青年中扣从父珠身

麒域蒸撇器形成所谓的
“
直系家庭

” 的状况
,

或是分居出去的孩子把家庭建立在父母家庭附近
,

卖行土
.

地共耕
、

生活上相互照料的互助方式
。

分居造成了家庭结构的重大变化
。

由于人数的减少
,

家庭规模逐渐减小
;
由于老人不断

去世
,

家庭的代际关系也渐趋简单
。

如果我们把家庭的生活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
, ④ 第一个

孩 子长大分居独立生活为第三阶段的开始
,

那么家庭从这时便开始产生残缺形态
。

1
.

残缺家庭
: 在多子女的家庭落憾时依然可葆痔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

。

但 随着 老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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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丢世
,

家庭结构开始残缺
,

产生以母子共居 〔母主家庭 ) 或父子共居 (父主家庭 ) 的形

式
。

十三泉村中
,

母主家庭共有 7 户
,

父主家庭共有 2 户
。

2
.

定位家庭① 的解体
:

随着子女不断分居出去
,

家庭开始进入
“ 空巢

”
期

。 “ 空巢
”

期间
,

家中只留有一对老年夫妻
。

目前十三泉村处于
“

空巢
”

期的家庭只有 8 户
,

其中老年夫

妻多与子女共居一院
,

分户生活
。

这是家庭生活周期的最后阶段
。

由于丈夫去世
,

妻子或独

自生活
、

或与子女共同生活或改嫁他人
。

在目前
,

老年妇女改嫁者不多
,

大多数是母子孙三

代向堂生活—
即是所谓的有缺损形态的

“

直系家庭
”

— 这是 目前该村多代同堂形成的主要

原因
。

属于这种情况有 11 例
,

其中 9 例是母子孙三代同堂
,

、

2 例是父子孙三代同堂
,

真正完

整的直系家庭目前只有 1 例
。

值得指出的是
,

十三泉独身户情况较为严重
。

表 1列出的 8 户独身户
,

其中的 2 户是因

丧妻而独身
, 3 户是终身不娶妻

,

另外 3 户为全户独身
,

兄弟儿个共 同生活
。

独身的最主要

的原因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

无法满足女方过高的婚姻费用
。

独身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是个较

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

由以上情况来看
,

现在农村的家庭结构基本为核心家庭
,

直系家庭现在宜看做是核心家

磨的变异形式
。

各种类型的特殊家庭大都是由于核心家庭的残缺造成的
, “

直系家庭
”
实际

上是
“ 空巢

”
期的父母与儿孙家庭共居而形成的三代同堂情况 ; 母 (父 ) 主家庭实际是由于

核心家庭残缺形成的 ; 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是因为核心家庭的子女分居或尚未生育造成的特殊

情况
。

因此
,

缺损是造成核心家庭演变为其它多种类犁家庭的关键
。

我们还应该指出
,

在家庭结构的研究中
,

子女的数量和性别差异是十分重要的
。

尤其是

在农村
,

子女的性别差异往往是决定家庭规模的重要因素
。

下表是 19 9 0年 76 对年纪在 2 0~ 45

岁之
一

间中青年人家庭子女性别生育状况
;

-

表 2 十三泉村子女性别生育表 ( 1 , 9 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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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家庭生育意愿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制约
,

整个家庭规模往往受到这种情形的影响
`
分析不

夙家庭的孩子性孤生育的情况
,

可以对生育意愿与家庭规模的构成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

同时
,

家庭娜撑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生活周期的控制
,
父母年龄越大

,

家庭规模变化越大
、
考

虑到舞国婚姻法中对男女婚龄的限定
,

因心 为保证家庭规模基本稳定
,

必须选择最大子女

尚不到婚龄这个阶段
。

这里所选择的三个年龄组表示的是从新婚家庭
厂

到子女欲婚嫁出走这段

期间
。

其中家庭规模最稳定的阶段在 30 ~ 39 岁这个年龄组内
,

在 20 ~ 29 岁的这个年龄组内
,

子女生育尚处在发展之中
,

家庭规模尚未定型
,

在 40 一 45 岁这个年龄组内
,

家庭规模有可能

因为子女的婚嫁而缩小
,

但尚可看做是稳定型的
。

①
`

定位家良
” ,

指
`
人们出生于其中

,

并在其中完成主要让会化过程的家庭
” 。

见 D
.

波普潘 《 社会学 》 (下册 )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 88 年版
,

第 224 页
。



由表 2可以着出
,

性别生育最集中的趋势表规在 1 儿 1女和 2 女 1 儿这两种类型上
。

其

它类型户主要是 2儿 1 女 (共 6 户 )
,

只有 1 户是 1 儿 3女户
。

从这种情况来看
,

农村家庭

较为理想的性别生育模式是儿女齐全
。

在有了 1 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之后
,

也不妨多要 1 个女

儿或儿子
。

在人口控制十分严厉的今天
,

农村家庭所选择的最理想的生育模式当然非 1 儿
’

1

女这种类型莫属
,

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想的生育模式
,

对于没有达到这个生育模式的家庭

来说
,

总是存在着生育冲动
: 纯女户求生 1子

,

纯子户求生 1 女
。

农村超生现象之所以严重
,

其关键因素在于子女的生育不能满足父母对生育目标的渴望
。 ,

一

由上述情况可 以看出
,

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不全取决于儿子的生育
。

固然
,

共子有无是一

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一
家中农活大部分要依靠未来的儿子的劳作

,

年老父母的赌养也依赖于

儿子的供给—
因此在这点上讲

, :儿子的有无是一个家庭能否存续下去的关键
;
但是另一方

面
,

中国农村存在着婚姻大操大办的习俗
。

据说近些年来
,

在这一地区娶一女子的各种费用

加起来可达两万元之巨
,

而当地农民并无经商匀惯
,

钱物获取颇属不易
,

因此养女的经济作用

也就十分显赫
。

从这个角度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农村生育的理想模式是 1男 1 女
,

甚至倾向

于生女多于生子的缘故
。

在农村
,

`

生育规模决定于儿女的性别
。

在父母为中青年的家庭中
,

_

几子的出生对于基本

划定了家庭人 口的大致规模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表中的纯子户中
,

儿子数最多仅为 2个
,

计

有 7户
,

其余 10 户仅为 1 子家庭 )
,

女儿的出生只能扩大家庭人口数量
,

而不能起到决定家

庭规模的作用 (上表纯女户中
, 3 女户只有 1例

,
牙女户和 1 女户各有 6 例 )

。
因此在人口

控制松动的情况下
,

纯女户的生育冲动远大于其余各种类型的家庭
。

家庭规模一方面取决于家庭子女的数量
,

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家庭类型
。

但除了各种形式

的 “
直系家庭

”
外

,

其它类型的家庭人 口数一般说来并不很多
。

下表是 1 9 81 年和 1 9 9。年十三

泉市家庭人口数量表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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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看来
, 1 9 8 1年和 1 9 9 0年十三泉村家庭人口构成有着较大的变化

。

从集中趋势看
,

1 9 8 1年和 1 9 9 0年的集中点都是 4
一

人和 5
一

人家庭
,

但在少于此数的小家庭和多于此数的大家庭

的表现上颇为不同“ 19 8 1年
,

小家庭计郁
4户

,

大家庭却有 31 户
。

到 19 , 。年
,

小家庭数量有

上升的趋势
,

计有 59 户
,

而大家庭数量却急剧下碑
,

由31 户下降为 1 2户
。

这 i2 户大家庭中
,

绝大多数家庭人 口为 6 人
, 7 人户和 8 人户仅各有 1户

。

与 1 951 年比较
,

大家庭迅速悄失
,

小家庭已占有绝对优势
。

二
、

家庭的扩展
:

宗亲
、

家族与姓氏集团

家庭关系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

纵向关系表现为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或长幼关系
,

即

父子孙三代 人和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
,
横向关系丧现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

即家际关系
。

1 0 Q



家际关系是家庭的扩大与延伸
。

不同的社会环境
,

有不同的家际关系
。

中国农村既然是

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区
,

因此在农村社会中
,

家庭的地位也就变得极为重要
。

从

这个角度讲
,

中国大部分农村村落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几个血缘家庭的扩大与延伸
。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有着两大特点
:

第一是整个村落的大部分家户彼此之间都有着亲属

关系 , 第二是大多数亲属都属于几个姓氏集团
。

这两点正是家庭在同姓宗亲和家族范围内扩

展的结果
。

宗亲和家族是由家庭扩展而形成的
。

孙本文指出
: “ `

家庭
,
为最小单位

,

限于同居共

财的亲属
。 `

宗族
,
是由家庭扩充

,

包括父族同宗的亲属
。 `

家族
,
则更由

`
宗族

,
扩充

,

包括父族
、

母族
、

妻族的亲属
。 `

宗族
,
为同姓

,

而
`
家族

,
则未必为同姓

,

盖 (因 )包罗血

亲与姻亲二者 (之故 )
。 ” ① 他进一步解释说

, “
大概

`
族

,
仅指与血统有关之人 , 凡与血统

有关系之人
,

统称为
`
族

, , 其中只有亲疏
,

而无主从
。 `亲 ,

则于同族中奉一人为主
,

以

为祖先的
`代表

’ , 余人皆尊重之
。 ” ② 本节将从十三泉村姓氏集团入手

,

分析村民的宗亲

关系与家族关系
。

十三泉村 1 50 户农家分属 15 个姓
:
赵

、

杨
、

李
、

丁
、

乔
、

王
、

孙
、

张
、

刘
、

司
、

付
、

郭
、

于
、

常
、

郑
。

各姓家户户数如下
:

裹4 十三泉村各姓户数表 ( 19 9 0年 )

l

!
一

一

7

一一一
·

!l
卜l一7

一
}}} 5 555 6 222

]
李

{ J {
”

{

下下下 勺 lll 狐狐 司司 材材 堂堂 只俘俘

{{{{{{{{{{{{{{{

44444

可以看出
,

十三泉村是个 以赵杨李三姓为主的杂姓村
。

赵杨李三大姓总户数为 1 14 户
,

占

全村 1 50 户的 76 %
。

其余 12 个杂姓户仅占总户数的 24 %
。

在村落的布局上
,

不同的姓氏也有不同的分布
。

赵杨两大姓住户全部集中在村东头
,

相 互

杂居
,

同时与赵杨两姓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的张
、

刘
、

司
、

付
、

郑诸姓亦杂居在赵杨两姓之

间
。

以李姓为中心的其余杂姓都居住在村西
,

这些姓氏家庭一般与村东头的赵杨两大姓关系

较远
,

彼此交往较少
,
俨若外村

。

在中国农村
,

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础
。

而在这种血缘关系中
,

以父系血统构成的同姓宗

亲关系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
。

但是在北方农村
,

由同一血统的宗族构成
“
宗族村落

”
(单姓

村 ) 并不是农村聚落最常见的类型
,

较多见的是大小姓村—
即全村有一两个人数较多的大

姓集团
,

同时还有若干个小姓杂居其中
,
形成多姓共居的状况

。

许多调查已经证实这一点
:
李

景汉先生在本世纪 30 年代对河北省定县 62 个村落的调查中发现
,

其中只有一个村是单姓村
,

其余61 个村中
,

姓氏数量从 2 个到 26 个
,

其中姓氏数目大多集中在从 3个到 n 个之间
,
共计

有 49 个村
,

占62 个村落总数的79 % ⑧ ; 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 一书也指出
,

30 年代江苏吴县

①② 见 《 现代中国社会间题》 ,

第71 页
、

能页
。

① 见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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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弦芬村全村有9 2姓
,

其中周
、

谈
、

姚三姓占去全村总户数的 55 究 , 80 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
也指出

,

河北省馆陶县耿村全村共有 8 个姓
,

其中耿姓占全村总
·

人口 的85 %
。

①这样看来
,

十三泉村有如此诸多杂姓也是正常情况
。

十三泉村的赵杨两大姓氏是主姓
。

它对其余诸姓有着较大的影响
。

据村人传说
,

赵杨两姓

的先祖都是在 2。。多年前由山西定襄县迁居至此
。

杨赵两家在山西时本为表亲
,

是关 系较近

的两个家庭
。

由目前杨家和赵家的世系分析
,

大约是杨家先到此地后赵家才到这里
, 因此目

前杨赵两大姓世系并不完全相同
。 _

我们还应指出
:
在 十三泉

,

宗亲势力远远小于家族势力的影响
。

这是因为十三泉村赵杨

两大姓氏的先祖并非两 人而是六人
, ,

因此在世系
、

辈份
、

祖先祭祀上各个家庭不尽相河
,

在

姓名的辈份标志也各不一致
,

到最近两
、

一

三代
,

这种姓名上的辈份标志 已基本破坏殆尽
。

村

内同姓亲族观念较强钓只有李家
,

全村 1盛户李家 (除一户外来户外 ) 全源自一 个共同的祖先

(李义达 )
。

但由于人数较少卜远不能与赵杨两大姓氏抗衡
。

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杨赵两大姓氏集团的世系结构
。

前面说过
,

赵杨两姓的先祖共有六人
,

赵氏有两个兄弟
,

姓名村人 已不知烧
,

只知道他

们与杨家为姑表亲 (下文称之为赵 A 氏和赵 B氏 )
。

杨家共有四个兄弟
,

其名称分别叫杨挺昭
、

杨挺珍
、

杨挺珠和杨挺琏
,

后三人为亲兄弟
,

一

前一人与他们为堂兄
。

下表是这六个赵杨兄弟

的现代分支情况
:

裹 6 赵场家世系简衰

祖 先
宗 支 数

{
家 系 数

…
户

’

数
辈 份 情 况

一月二所谓
“
家系

” ,

是由若午个具有 tt 同堂
刀

关系的家庭构成的群体 , 而
`
宗支 , 则是由若

干个由四
、

五代以上的
“
家系

”
构成的群体 ,而

`
亲支分 的进一步上溯便为

.

同祖宗亲
”
关系 ,

而具有极远的亲属关系的向姓不伺祖的群体便构成
“
同姓宗族如关系

。

因此十三泉村的家庭

组织的亲疏关系便由下表所示的层级表示出来 (见 下页 )
。

这里有必要研究一下 右同堂 ”
关系

。 “
同堂趁 关系是家庭的第一层扩展 的 结果

。

所 谓

① 见中山大学让会学系编
: 《 社区研究论文集》 中戴小京文

,

铅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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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亏 +兰泉村赵如缝的家庭关系表

“ 同堂
” ,

指的就是第一代男性长辈是父子或兑弟关萦
,

第二代则是叔侄或堂兄弟关系
。

同堂

关系是除家庭以外血缘关系最近的一个群体
,

彼那之间有着极密切的交往
。

比同堂关系稍远一些的是家系
。

这是介于亲支与同堂
、

家庭之间的一种血缘群体
。

由于

它是由若干个近亲家庭组成的群体
,

本文称之为
“
家系

” 。

由于组成同一
“
家系

”
的世代增

多
,

辈分复杂
,

所 以 “家系
”
的结构也更加繁杂

。
.

宗支比家系之间的各家庭关系更远一些
。

所谓宗支是指具有同一来源的各家系的集合
,

即是同一宗亲的合支
。

宗支既可以包括若千个家系
,
也可以由一个家系组成一个宗支

,

关键

在于这些家系是否同出一源
。

因此 , 从这方面看 , 宗支便可以分为内文与小支 , 仅以杨姓为

例
,
源 自杨挺昭的一个宗支有七大家毛 源自杨挺琏的一个宗支有八大家系

, 源 自杨辫珠的

两个宗支各由五个和六个家系组成
。

儿个拥有共同来源的宗支的集合便构成了宗亲荞统
。

十三泉村杨赵两姓申于祖先来源多

头
,

同一姓氏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 因此 : 宗族关系的最远的表娜傅是赛参关系

。

同堆亲
族组织并没有什么实在意义

。

从婚丧圈来观察
,

我们发现
,

能够得上 杯亲
” 的范围最远也只

达到宗毛 而并不是所有同姓氏的人尽屏二家的犷这种情汉粤只能从十三泉村民拍特殊历史

来源来解释
。

以上是父亲家庭网络
。

农民们的互动联系一方面是沿上述亲疏关系由近及远逐渐减弱
,

另一方面
,

家族网络也是农民互动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
, 家族关系不仅

包括父系典亲
,

而且还包括母系和姻亲关系
。

而这后两者— 尤其是姻亲关系
,

并不包含血

缘关系
,

而仅仅是地缘关系的一种折射
。

家庭正晕禅过血缘笨系与父系家庭发生垂真联幕
,

又通过地缘关系与姻亲家磨发生水平联系吓 这种集血缘与地缘于一身正是农衬以率缘一终
缘为基础枚成的社会结构在家容组织中的反映

。

农村寒庭研究的重要性
,

也正是因为它集中
反映了农村的社会结构

。

姻亲关系是家庭在地缘关系上的延伸
。

随着姻亲关系的扩大
,

家庭关系便开始从纯血缘

关系向地缘关系扩张
。

十三泉村民的婚姻关系
,

最远至四川
、

贵州
,

最近为本村邻居
。

不过

最多的还是集中在村四周的乡村
。

笔者在村内调查了一部分杨姓与赵姓的妻方出生地
,

又询

问了本村内不同姓氏互婚的情况
,

这方面的情况请见表 7
。

表中明显地反映出
,

村民的配偶选择绝大多数巢中于县境之内
,

县境以外所占比例甚小
。

关于这种情况大概只能用互动范围越小
,

一

互动频度够高来解释
。

姆料显示
,

十三泉村民配偶的来源处大都集中于 10 平方公里范围内
。

在此范围
,

大睁
、

, 1 0 3
.



裹李
一

+三秦村知分村民配偏来源表

地地 方方 外省
、

区区 内蒙其它县
、

市
、

旗旗 , 县
{ 、 、 、 、 ,。

...

{{{{{{{{{{{{{{{{{{{{{{{{{ 111外外外省
、

区区 山 西西西西

人人 数 444 999 555 2 888 3 3
}

: 000

{{{{{{{{{{{{{

小路密布
,

骑自行车当日可以往返
,

交通联系较为方便
,

再加上这一带各乡村经济条件大致

相当
,

因此这就为通婚范围划定了一个大致的界限
。

有意思的是本村范围内的异姓通婚
,

通过这种通婚关系
,

我们可以观察赵杨姓氏集团对

其余诸杂姓的影响
。

请看表 8 :

衰 8 十三泉村村内通姆农 (娜分村民)

通通婚男方方 赵赵 杨杨 郭郭 司司 郑郑 乔乔 刘刘 李李

女女方为赵杨姓
气

444 5555555 lll 111 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 111 111

十三泉村实行的是严格的外婚制
,

同姓氏人不准结婚
。

一

因此上表的赵氏或杨氏男方与女

方为赵杨姓的只能理解为若男为赵 、 则女为杨 ;
.

反之
,

若男为杨
,

则女为赵
。

同时我们也需

要说明
,

男方为赵氏或杨氏的
,

与其他姓氏孩婚的…5人分别属于郭
、

丁
、

于
、

李和刘姓
。

这

样
,

仅从上表反映的情况来看
,

赵杨两天巍氏集团便分别与
一

村内的郭
、

司
、

郑
、

乔
、

丁
、

于
、

李诸姓发生了姻亲关系—
尽管这还是一个不完备的统计资料

。

研究赵杨姓与村内诸杂姓通婚的重要意义在子
,

一

赵杨两大姓通过通婚关系与村内其余诸

姓绪成姻亲关系
,

因输使全村变成~ 个血缘丛亲缘的社会
。

- -

- - - -

-
一——

- - -

一一一

农村的血缘一亲缘的社会结构御卜人定居在这种社区变得十分困难
,

既使象十三泉村这

样的汤个移民杂姓村也是如此
,

唯一的例外是在历次政洽运动中
,

政府以
“ 下乡 ” 、 “ 下放

”

的名义
,

利用行政手段遣送到农村的一些城镇居民
。

但这些外姓人在充满血缘一亲缘关系的

农村社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

除了一西与当她居民结成姻亲关系从而能定居在这种社区的

人外 、
其它的人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

挤
孙

出或
“
逃

”
出这个社区

。

为冲淡农村浓厚的血缘

一亲缘关系
,

国家也利用了行政手段建立起一整套经济互助组织
,

借以在农村推行现代化的

管理并取代农村原有的血缘组织与经济互助组织
。

应该说
,
这种办法还是有效的

,

它严重打

击了农村的宗族和家族势力
,

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但是由于役有从根本上改

变农村的社会结构
,

在实行土地承包以后
,

农村的家族与宗族势力开始复兴
,

从而削弱了农

村基层行政组织的正常运作
。

三
、

家族社会的维系
一

习俗控制

农村血缘家族关系之所以难于打破
,

一方面是由于建筑在这上面的社会结构的稳固性所

使然— 除非我们不断地进行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
,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村本质上是民俗社

会
。

民俗礼仪维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 , 社会结构的稳定又强化了血缘与亲缘关系
, 进而使农

村社会处于超常的稳定状态
,

这也是我国历代改革事业之所以总是步履艰难原因之所在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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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意识到旧的习惯势力对新生事物的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
,

建国以来
,

党和政府对农村进村

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
,

使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但是在这种改造过程中
,

并没有真正

触及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基础的血缘一家族关系
,

反而用户 口制度和固定身份强化了这种关系
。

因此使农村血缘一家族关系在行政手段的高压上仍旧暗自发展
,

并侵蚀 了用行政手段建立起

来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
,

使这种正式组织带上浓重的血缘关系的色彩
。

正是因为如此
,

在公

社制度解体之际
,

血缘与家族势力便迅速代替了原有的行政组织
,

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削弱

是
柯

避免的
。 , -

目前在南方各省
,

家族势力在农村的复兴十分明显
,

家庙
、

宗祠大量兴建
,

修坟祭祖不

断进行
,

求仙占 卜无处不见
。

在北方
,

情况并不如此严重
,

值得注意的是旧有习俗的复兴
,

’

它仍然是维持家族社会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

民间习俗对家族社会生活的控制是通过人生礼仪
,

即是通过婚育丧葬的仪式与庆典来实

现的
,

它的控制功能是道德性而非强制性的
。

通过不断地参与家族成员的庆典和礼仪
,

整个大

家族便产生了一种不断加强的凝聚力
,

这种凝聚力量便是家族社会得 以长久维持下去的动力
。

关于这点
,

斯宾塞早有说明
。

他说
, “

最早的管理
、

最一般的管理和不断自发地重新开始的

管理
,

是遵守礼仪的管理
。 ” ① 雷德菲尔德也强调习俗对 民俗社会的控制的重要性

,

他说
:

“
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组织

,

或者各种匀惯性理解的整合
。

而 当它们代表那个社会类型的性质时
,

表现和保持这些理解的是各种行动和目的
。

在民俗社会内部
,

这种整合体或这个系统
,

能够

满足它个人从生到死反复出现的需要
,

一

满足社会在不伺季节和年代的需要
。

在很大程度上我

们要通过分析这个系统
,

才能描述这个社会
,

并使它与其他社会相区别
。 ” ②

既然家族成员的参与是构成家族团结的力量
,

那么
,

由婚丧圈的形成而体现出来的农民

的互动联系对于研究家族社会来说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

在平时农民的互动联系是以个体的方

式进行的
,

还没有一个适当的统计材料去测度农民互动的频度和互动范围
,

但是 每 当 家 族
一

中有新生命诞生
、

’

新家庭的成立和家族成员的去世都会在家族社会中
一

引起震动
。

在为新人的

进入举行的庆典
、

在为故人的去世举行的仪式上
,

都会有不少家族成员的参与
、

这种人生礼

仪不断地反复进行
,

会使参与这种礼仪活动的人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
,

这个范围本文

称为婚丧圈
。

婚丧圈的形成实际是家族社会内部联系的外在表现形式
,

它基本划定了农民互

动的大致范围
。

在十三泉村
,

婚丧圈的范围大致包括男方宗支的各家庭与女方的本家
。

此外

在每次人生礼仪的过程中
,

还有不少同时的亲朋好友与街邻参加
,

这样每一次礼仪的举行不

仅加强本家族与亲友的联系
,

1

不早也促进村民们汐嶂埠专
_

丛而也不断强化了农村的血缘与地

峻群案
。

在举行婚丧仪式或庆典时
,

主持人往往就是组织者和指挥者
。

这种人的选择大多是那些

富有经验
、

热心公益和在人群中富有威望的人
。 一

在十三泉村这种人不一定是老人
,

较多的是

有一定文化水平的
、

家庭经济较为宽裕的中年人
二

这些人熟悉地方风俗
,

熟悉各种礼仪程序
,

能够热心地为村民服务
。

笔者在村中曾访间过一些村民或经常主持礼仪活动的人
,

请他们介

绍村内主要的民间习俗
。

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与婚育丧葬有关的人生礼仪和节令习俗
。

人生礼仪是在个体一生中的几大生活阶段的开始进行的
`
村内的这种习俗有四种

:

诞生

礼
,

成丁礼
,

婚礼和丧礼
。

人生礼仪最主要的功能是教育性
,

标志着每一阶段社会化工作的

① 《社会学原理 》 第二卷
, “

礼仪的制度
. 。

人 ② 见 《 隆会学 与让会组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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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蛤与家瘫中身份与角色的改变
。
通过这一套礼仅

,

每一个人一出生或一进入家族时就被固定

在家族社会的某个堆位仁
,

从而与家族成员发生千丝万缕钓关系
,

一

通过家族成员的参与与会

面
,

而正式肯定这种关系
。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封侧角社会
。

一

这个社余中的乡民互动范围狭氧 人口流动有限
,

职业

单一 , 缺乏社会激励
,

因此造成农村杖会布崔羚夙质性
,

这种高度同质性是蕴育农村血缘与

亲缘关系的温床
。

我们在十三泉村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

无疑的
,

没有整个农村的现代化
,

便没有国家的现代抓 但是历史的经雏已经告诉我邻
,

无论是清代约间接统治
,

或是民国时

代的保甲制度
,

抑或是建国以来的垂直翻治
,
都未能使农村面貌发生根本的改变

,

狭雄
、

保

守和封闭性仍是农村社会 的基本特征
。

十一届三中全会纵来的农村改革
,
复兴了农村经济

,

但肉于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
,

一

多年来又缺少时农民韵科学文化教育
,

使农村旋传统势

力有着极大的市场
·

因此随着农村经济的握毅
,

明文化也麟之兴起
。

鱼二宝鱼竺上进
竺 这垄妇

旧文化的复兴
,

一方面是农村保守心理的 自莽表瓜 另一方面也是长期以来用行政力量压制

所造成的反弹
。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何风
一怎么办 ?

出路是改革
。

经济的发展可以促成劳动分工韵发屏
,

打破单一职业造成的同质性 , 市场

活跃促进竞争机制的发达
,

从而促进农村豹社会徽珍 , 人仁流动扩展可以打破农村封附性
,

如此不红地进行 , 农村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棍本性的变化
.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也必然会使农村精神文化发生变革
。

但精神文化有它相对独立性
,
它

的改变是渐进的
。

旧文化只有在新的科学文化峥不断斗争下才会消失
。

这只有依裳广泛
、

深

凡 持久的敬育与宜传才能奏效
.

历史已缘证明抓技锐经济与教育力量
,

单纯依靠行欢手段
,

是不能解决任何思想文化何题的
。

、 _ _

*
笔者在诉女过程 中

,

曾得到
一

新管乡中举刘食英老师友全字人的
’

大力支持
,

七得到各位

乡亲们的弄力带助
,

在沙匕深表感错
。

`
一

’

王9卿年 In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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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生书系》 出版

由获西人民教育出版杜出版的
’

《社会人生书系》 最近有三种同时出版
,

为
.

△张份著 《中皿传魏拙会娜析》 (此为学术版书名滋普及版书名为 《 “
社会处

方
”
总览一一鲁迅对冲尽转统文明豹解店卿 )

`

全书份凌万熟
`

定价 .4 名0元
。

△拿庆巷
、

自幼定编著 《为人朋胜襄翔一
段功的人生》

。

2 0
.

7万 字
,

定 价

4
。

40元
△挂趁 琳宝编译 《禅袭说职搜艺一汗你将是毅主作价速成专家》

,

11 万字
,

定价会.6 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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