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和亲属

刘 应 杰

费孝通教授长期致力于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
,

他积 自己经验
,

得出一个结论
: 要认

识中国社会
,

必须首先要研究中国的农民
,

不了解 中国农村和农民
,

是很难真正认识中国社

会的
。

这一见解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

在中

国
,

任何革命运动
,

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
,

得不到农民的支持
,

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

是

不可能完成的
。

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

要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和中国农民
,

就必须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
,

研究中国农民所处

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以及 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
。

我在对农村长期的参与观察和广泛接触中
,

感

受到农村的家族和亲属关系在农村社会中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
,

占据着支配一切的地位
,

许

多农村的社会问题都同这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弄清楚这一点
,

是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关

系进而认识农村社会的一把钥匙
。

本文试 图利用社会学的观点对此做一些探讨
,

就教于社会

学界同仁
。

我国农村经济基本上还是家庭小生产
,

在小生产的基础上
,

家庭处于支配一切的中心地

位
,

家庭担负着物的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的双重任务
,

家庭不但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
,

而且

是整个社会组合的基本形式
。

同现代工业社会或城市社会相对照
,

现代工业社会是 以社会组

织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

组织在社会中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
。

我们谈到一个人
,

常常说
: “ 这个

人是哪个单位的
”
?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隶属于一定的组织单位的

。

传统的农业社会则是以家

庭这样的社会群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

家庭在农村社会处于支配一切的中心地位
。

我们谈到

“ 个人
,

常常说
: “

这个人是谁家的? ”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隶属于一定的家庭的

。

这种社

会组合形式的不同
,

显示出现代社会同传统社会的巨大差异
,

我们可以把传统农业社会叫做

群体社会
,

而把现代工业社会叫做组织社会
。

传统的农村社会以家庭为中心形成其社会关系
,

由家庭关 系到家族关系到亲属关系再到

乡土地域关系
,

构成其社会关系的序列
。

如果对农村一个个村庄的发展史做一番穷根溯源的

考察
,

我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
: 它是由一个姓或几个姓长期繁衍发展起来的

。

从一些村

庄的名字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

如赵村
、

李沟
、

张桥
、

郭店
、

杜庄
、

王屯
、

刘河
、

方窖等等
。

村庄的名字起源于一个大姓
,

可能随着历史的沧桑变迁
,

原来发源的姓绝灭了
,

兴起了新的

杂姓
,

但一个村庄的兴衰发展的过程
,

多是同姓而居繁衍的过程
。

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农村村

落
,

家族乃至亲属关系盘根错节
,

藕断丝连
,

明确的辈份排 列 出 有 条不紊的社会关系的秩

序
,

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填密的家族和亲属关系的网络
,

是一幅血缘关系的图谱
。

那么
,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家族和亲属关系的状况如何呢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家族和

亲属关系仍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

制约着其它一系列的社会关 系
。

我们以一个村庄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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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位于河南省堰师县
,

这个县的乡镇企业产值 1 9 8 7年是 8 亿 8 千万元
,

居全省第三位
,

农

业同样处于前列
。

这个县的地理状况是南坡岭北平滩
,

这个村庄是处于这个县的坡岭地区
,

距乡镇和公路 6公里左右
,

人均年收入在 40 0元上下
,

属于我国农村的中等 地 区
,

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

全村有 8 00 多 口人
,

分 为刘
、

`

周两大姓
,

还有牛
、

徐
、

毛
、

苗几个小姓
。

村 庄 最早

是由刘姓发展起来的
,

全村有一个老祖坟
,

周姓和刘姓有老的婚姻关系
,

现在周姓的老人还

跟刘姓的老人叫舅
、

舅爷的
。

村庄里的每一家都同一定的家族相连
,

有近宗
,

有远族
,

每逢

婚丧嫁娶之事
,

同宗特别是近族的是都要送礼的
,

一般认为亲近的都是没 出三 代或五代的近

宗
。

这个村庄里的远近亲疏是相当分明的
,

辈份的排列也历久而不乱
。

由于年代久远子嗣众

多
,

而家族的繁衍速度不同
,

辈份的排列也遇到了困难
,

出现了一个辈份最低的人对一个辈

份最高的人无法称呼的局面
。

按辈份应该是老爷爷 (爷爷的上一辈 )的老爷
,

如何称呼呢 ? 成

了难题
,

干脆笼而统之称为老祖爷吧
。

在村庄的习俗中
,

叔辈是可以随便骂侄辈的
,

因此就

出现了小孩骂大人的情况
,

大人跟小孩叫叔也只好忍耐了
。

家族关系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屏

障
,

以此为界线划出自己的圈子和势力范围
。

在农村的纠纷争斗中
,

家族关系是十分明显地

表现出来的
,

同宗的应该是一条心的
,

因为人们的亲疏观念是非常明确的
。

个人 与个 人 之

间的争斗
,

必然变成家庭之间的争斗
,

甚至演变为家族之间的争 斗
。

一 个 人 遇到了什么大

事
,

婚丧嫁娶是不用说了
,

其它的灾难
、

重病
、

仇斗
、

受欺侮等等
,

同宗人都会协力相助
,

帮其渡过难关
。

这样
,

在农村
,

一个人要懂得的最基本的人情世故
,

就是亲疏远近
,

谁该亲
,

谁

该近
。

一切问题
,

办一切事情
,

都要从家族的亲疏关系出发
。

在家族的亲疏关系中
,

特别是

财产继承
、

过继养老
、

宗嗣的传递
,

更是常见的问题
。

比如一对老人没有儿子
,

只有女儿
,

一般要过继一个儿子
,

顶门承宗
,

养老送终
,

去世后操办丧葬
,

料理后事
,

继承遗产
。

虽然

现在我国新的法律规定儿女具有同等的继承权
,

但由于长期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
,

再加上

社会生活条件的限制
,

在大部分农村
,

由女儿操办父母后事
,

继承遗产的还是很少的
。

原因

在 于女儿一般都是嫁到了其它的村庄
,

远近不一
,

要办后事
,

到 娘 家 村里
,

一切用人
、

工

具
、

料理等各方面都是十分困难的
,

再加上人们都将女儿看做外村人
, “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

去的水
” ,

如果有近宗过继的话
,

谁会不 向近人 向外人呢 ? 这种对女儿继承的阻挠表明了顽

固的习惯势力
。

同时
,

一对父母有女无儿
,

一般也不会置办很多家产
,

只要够住够用而 已
。

现在办丧事愈见规模之大
,

使过继的儿子
,

照料老人看病
、

办理丧事的费用
,

同 继 承 的 财

产相 比
,

很多是入不敷出的
,

所以不少人是不愿过继送终的
,

只是迫于人们的舆论和社会的习

惯道德而从命
,

做女儿的只好委曲求全
,

自己花费一些
,

让过继人出头露面把父母送终也是

心甘情愿的
。

还有
,

女儿如果送终
,

父母入土为安
,

但埋葬也是很讲究的
,

儿子埋在父母的

下边
,

这样代代相继
,

脚下埋几个儿子
,

那是很荣耀的
。

没有儿子的父母 以后岂不是空缺了

吗 ? 女儿又不能埋在父母的身后
,

这种绝户的悲凉会常袭在女儿的心头
,

村里人过往看到这

里埋的是一对后继无人的孤老
,

是难免生出一番恻隐和感叹的
。

我们从这里看到
,

家族同养

老送终
、

传宗接代的密切关系
,

在这方面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

家族关系也经历了历史的变化
,

农村社会任何一次重大改组
,

都会带来家族关系和家族

观念的变化
。

在以前的集体化生产时期
,

一个生产队是一个集体核算单位
,

共同 生 产 和 分

配
,

这是在农村建立的基层组织
。

这种组织是按照某种原则人为地建立起来的
,

并不是一种

有机的组织
,

而是一种机械 组织
,

是好多个家庭的简单相加
。

它不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中国农

业社会小生产根深蒂固的家庭关系和家族关系
,

形成现代社会有机的组织联系
,

它只是对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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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表面的切割而已
。

一个生产队
,

往往有二
、

三十家
,

这二
、

三十家文

隶属几个家族
,

围绕着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上的权力和 flJ 益
,

就形成几个家族利益集团
。

这

样
,

以前农村生产队最常见的矛盾纠纷就表现为家族之间的矛盾纠纷
。

这个家族的人 当干部

给本家族带来了好处
,

获得 了利益
,

引起了其它家族的不满
,

如此明争暗斗
,

打架吵骂
,

成

为常事
。

没有掌权的家族聚积力量
,

寻找把柄
,

伺机把当权的干部赶下去
,

如此循环往复
,

轮流坐庄
,

把生产队搞得乱七八糟
,

混乱不堪
,

造成农村经济的衰退
。

在这里
,

家族关系成

为分析理解这些问题的一根主线
。

我们看到
,

这种人为机械组织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

社会家庭和家族关系的矛盾
,

反而使这种矛盾更加突出
。

小生产
,

大集体
,

这是一个矛盾而

不和谐的拼盘
,

在这种拼盘上建立的生产关系是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的
。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 巨大变革
,

把生产队集体生产转变

为家庭个体生产
。

以前
,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是同生产队集体相联系的
,

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差

别
,

首先表现为队与队之间的差别
,

不管这种集体是如何地不适应生 产力 的 发展
,

人们的

命运还是同这种集体相联系的
,

加上
“ 割资本主义尾巴

” ,

取消了任何家庭经济
,

这样
,

人

为地迫使家庭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

而使生产集体这种组织上升到主要的地位
。

家族观念和家

族关系从表面上看有一些削弱
,

不是一个生产队
,

干活不在一起
,

生产和分配又不大一样
,

家族之间的联系少了
,

所 以这种集体组织削弱了组织之外的家族关系
。

再加上破四旧
,

树新

风
,

政治挂帅
,

农业学大寨
,

旧的风俗习惯暂时有所收敛
,

婚丧嫁娶的一些礼仪也简单化
,

甚至 “
革命化

” 了
。

在这种情况下
,

家族关系和家族观念有所削弱
。

现在
,

家庭生产责任制

的推行
,

家庭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
,

恢复到农业社会的中心地位
,

焕发出了家庭的活力
。

与

此相联 系
,

机械的组织取消了
,

一些农村组织或者丧失功能
,

或者解体
,

农村在某种程度上

处于 自组织状态
,

家族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

由子家庭小生产经济上的不稳定性
,

对自身

前途和命运的担忧
,

需要有社会的保障和周围众多的支持
,

而家族关系正是这种家庭和个人

自保
、

互助
、

共生和自强的手段
。

我们发现
,

近几 年 农 村 的家族势力有所抬头
,

有的农村

又出现了续家谱
、

修祠堂的现象
,

造坟树碑的更属普遍
,

人们力图保持和延续传统社会的家

族体系
。

在一个村庄之内是家族关系
,

在村庄之外便是亲属关系
。

从本质上说
,

家族关系和亲属

关系是一回事
,

而造成这种分别的便是费孝通教授在 《生育制度》 中所论述的单系偏重
,

家

族是以父系为宗形成的
,

男婚女嫁
,

以男为主
,

女的嫁到男家
,

用男的计算世 系
,

而 亲 属 则

是 由女方形成的
,

是女子出嫁所形成的婚姻关系
。

所以
,

在男方
,

为家族
,

在女方
,

为亲属
。

同时
,

农村的婚姻很少在 同村中缔结
,

一般局限在村庄周围的三乡五里这个范围之内
,

甚至

最多的是邻村之间的婚姻关系
,

这就形成农村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
:

一个村庄内 是 家 族 关

系
,

在村庄之外
,

与邻村之间
,

便是亲属关系
,

而这种家族关系和亲属关系又是同狭隘的地

域关系相联系的
。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娘光教授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亲属关系同西方亲属关系

的差异
,

他发现现代西方人的亲属一般比较少
,

让一个人列举他的亲 属
,

说 不 上一
、

二十

个
,

而中国人的亲属关系则是很多的
,

他可以说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

这并不是说西方没有

那么多的亲属
,

而首先是他没有那种广泛的亲属观念
。

中国这种广泛的亲属观念
,

最充分地

表现在农村社会里
。

一般来说
,

农村的亲属主要姨
、

姑
、

舅三家
,

其它的各种亲属都是由三

家衍变而来
,

祖辈的姨
、

姑
、

舅
,

父辈的姨
、

姑
、

舅
,

自己 一 辈 的姨
、

姑
、

舅
,

下一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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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
、

姑
、

舅
,

这就重叠众多的亲属
。

同家族关系相比
,

亲属关系的寿命是短得多的
,

农村有

一句俗话
: “

亲戚亲三代
,

宗族万万年
” 。

可见
,

人们对于家族是远比亲属重视得多的
,

这

是 由长期的父系传统
、

以父为宗形成的
。

亲属关系一般只保持三代就消失了
。

在这三代内
,

除

了直系亲属
,

还有旁系亲属
,

堂姐
、

堂妹
、

堂姑
、

堂姨
、

堂舅等等
; 除了直接的亲属

,

还有

间接的亲属
,

通过亲属而联系起来的亲属
。

除了这些正规的亲属
,

还有人为建立的亲属
。

比

如认千亲
,

这在农村是较为通行的
,

还有结拜亲
,

两人结拜兄弟
,

也成为亲属
。

甚至还有结

鬼亲的
,

一个人死了
,

没有配偶
,

家里便想方设法为他寻找一个死去的异性
,

合葬在一起
,

让

其在阴间成双成对
。

现在有的为找一个死去的姑娘
,

也要花到儿百元
,

多到上千元的
,

这也具

有亲属关系
。

我们看到中国农村传统的亲属关 系如此众多
,

而这些亲属关 系又大部分局限在

自己村庄周围的十里八里之内
,

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形成一个亲属关系的网络
。

当然这些亲属

关系也有亲疏之分的
。

随着一代一 代的生息繁衍和婚姻嫁娶
,

旧的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
,

趋于

消失
,

代之以新的亲属关系
。

人们在这种种关系中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社会位置
,

同时
,

这种社会关系也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

中国春节的隆重
,

在传统社会主要是 同家族的祭祀

和亲属的往来相联系的
。

现在许多农村
,

走亲属仍然是春节活动的主要内容
,

从正月初二到

初五
、

六
,

路上行人如流
,

按照亲属的不同分别带着不同的礼品往来于村庄之间
。

从这里我

们发现中国社会的风俗礼仪 同亲属关系的根深蒂固的联系
。

农村社会家庭为中心而形成的家族关系和亲属关系
,

是其基本的社会关系
,

这种社会关

系从本质上来说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相结合的产物
,

就是说
,

它不仅是一种血缘关系
,

而

且是一种地域关系
。

人们之间最密切的关系都是舍远求近的
,

都是近距离的范围形成的
。

如

果血缘关系没有地域的联系
,

天南地北
,

失去了共同聚居的村庄和周围社区的小范围
,

是难以

维持的
,

同时也没有维持的必要
。

农村的家族关系和亲属关系正是局限于一个村庄周围的三

乡五里而形成的
。

这种 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
,

正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
,

维持和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
,

是社会的宗法礼俗
,

它严格按照亲疏远近的血缘原则
,

划分出

一条等级的序列
,

保持其 同宗法习惯
、

风俗礼仪相结合的一套社会秩序
。

因此我们说
,

中国

的农村社会还基本上处于传统社会
。

我国农村家族和亲属关系历久而不衰
,

并且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又有所恢复
,

它

构成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

并且广泛地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

家 族 和 亲 属关系之所以

存在
,

并为人们所高度重视
,

正是由于它在现存的具体社会生活条件 下 具 有 多 方 面 的 功

育巨
。

首先
,

是经济上的功能
。

农村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小生产
,

其生产能力十分有限
,

一个家庭

要生产和生活
,

主要依靠 自己的能力
,

必须置办一切生产工具和生活上的用具
,

但一个家庭

本身是难以十分齐全的
,

这就需要其它家庭的帮助
,

合买牲畜农具
,

借用牲畜农具
,

借用资

金等等
,

这是物质方面的帮助
。

人力上的帮助更是普遍
,

农忙种收
,

盖房修屋
,

婚丧嫁娶等

等
,

一年四季
,

人生诸事
,

都需要周围人的相助
。

举凡这些帮助
,

最有用的当然是兄弟之间
、

叔侄之间
、

堂兄弟之间
、

表兄弟之间等等
,

按照亲疏远近 以此类推
。

家族和亲属的血缘关系
,

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天然联系
,

因而也是一种最直接有用的关系
,

这种关系的帮助是 自然而然

的
。

经济上物质上的广泛联系和持久而牢固的互求关系 ; 把家族关系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



根据王思斌同志的调查
,

在农村的生产合作中
,

家族和亲属之间的合作占了总数的67
.

1%
,

邻居和一般乡友之间的合作占3 2
.

9%
,

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

而在家族和亲属的合作中
,

三代之

内的小家族的合作占了3 3
.

4% ; 三代外
、

五服内家族间的合作占2 8
.

9% ; 女 系亲属间的合作占

3 2
.

8%
。

① 可见
,

在经济生产中
,

人们特别注重家族和亲属的合作
,

血缘关系的远近影响着

人们的经济合作的关系
,

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客观上强化了从村的家族和亲属关系
,

特别

是家族关系
。

决定家族和亲属关系的
,

首先是经济上的原因
。

`

其次
,

是政治上的功能
。

家族不仅是生产和生活上的依靠
,

而且成为人们获得社会地位

的基础
。

一个人如果近亲众多
,

团结紧密
,

那就会形成一种社会 势 力
,

说 话 办事获得了份

量
,

是其他任何人不能小视的
。

在这方面
,

家族人数的多少
,

亲密与否
,

对个人和家族的存

在是举足轻重的
。

农村有一句话
: “ 三个兄弟一个虎

,

五个弟兄一条龙
” 。

家族的存在会形

成一种虎踞龙盘之势
,

成为个人社会生活的靠山
。

特别在农村的争斗纠纷中
,

家族势力明显

地表现出来
,

人少力单敌不过人多势众
,

这方面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

农村千部的权力同其

背后的家族势力也具有直接的关系
,

如果是单身一人
,

除非有特殊的能力
,

否则其权威和份

量是可想而知的
,

用农民的一句比较粗俗的话
: “ 没有人尿你 这 个 壶

” 。

可 见
,

干部的权

力
,

虽然与其能力有很大关系
,

但家族力量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

再次
,

是更广泛的文化上的功能
。

家族和亲属关系具有密切的感情上的联系
,

人是社会

的人
,

在社会生活中
,

需要有自己感情和心理上的社会联系
。

在农村这个世代相居的村庄和

周围三乡五里的社会
,

感情和心理上的依靠自然是一个人的家族和亲属了
。

常言说
: “

血浓

于水
” 。

血缘关系具有天然的感情联系
,

个人通过家族和亲属
,

得到心理上的认同和感情上

的支持
,

家族和亲属关系使得个人获得了社会联系和社会整合
,

认识到
“
我们

”
这些人的一

致性
,

是社会上的
“
共同存在

” 。

如果一个人无亲无故
,

孤单的个人会陷入心理和精神上的

困境
。

表现在文化上
,

还有更重要的
,

就是同家族和亲属关系广泛联系的礼俗
。

在农村处理

人际关系的规则中
,

礼俗处于重要的地位
,

而礼俗首先重视的又是亲族关系
,

送往迎来
,

婚

丧嫁娶等人生诸事
,

有着繁琐细密的礼节
,

不 同的亲属
,

结婚
、

丧葬和遇什么事应该送什么东

西
,

什么人去合适
,

甚至言行举动
,

参与程度
,

都有详细的规定
。

特别是婚丧大事
,

什么人

应该做什么
,

仪式的先后顺序
,

亲疏的不同分别
,

都有严格的程式
。

比如我们调查的地方
,

办丧事
,

要吃小米饭
,

叫
“
捞饭

” ; 一般的同家族
,

送几尺白布
,

带上各种供品 , 亲戚都是

带篮馒头
,

必须是长馒头 , 女 儿是穿全身 白
,

稍远的亲属穿个白衣即可
;
家里搭个灵棚

,

停

灵三 日
,

儿女媳孙一班人轮流守灵 , 出殡由孙子举播
,

儿媳妇抱盆
,

儿子拄上哭丧棍
,

其它

各色人等都有详尽的安排
,

这种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礼俗
,

是同亲族关 系密切相连的
,

可以说
,

它就是关于亲族关系的礼俗
。

因为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伦理道德
,

首先就是关

于亲族关系的伦理
,

人伦就是人们之间的各种亲族关系
,

兄弟
、

父子
、

夫妇
、

长幼等等
。

可

见
,

对家族和亲属关系的特殊重视
,

以及对这种关系安排的社会秩序和调节这种 关 系 的礼

俗
,

使得一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礼俗社会
。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

中国农村社会还基

本上处于传统的礼俗社会之中
。

这种礼俗社会同现代法理社会是相对立的
,

它在法律
、

道德

和礼俗的取舍中
,

是轻法律
,

重道德
,

而特别强调礼俗的
。

人们很少具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

念
,

却具有顽固持久的礼俗观念
。

同时
,

这些礼俗和道德很多时候也是相矛盾的
。

比如按照

① 见王思斌
: 汀经济休制改革对衣村社会关系的影响 》 , 《北京大学学报》 扮助年第 3 期

。



传统礼俗的原则
,

在处理人际关系中
,

是不问是非曲直的
,

一个人毫无疑问是应该倾向于 自

己的父母
、

兄弟的
,

遇着任何纠纷
,

自己的父母
、

兄弟 都是 对 的
,

谁能不 向自己人向外人

呢 ? 即使一个人违法犯罪
,

作为父兄亲人的 竭 力 隐 瞒
,

人们也会予以谅解
,

反之
,

大义灭

亲
,

在私下人们会认为这是不通人情
。

在这里
,

盛行的是 亲 疏 原 则
,

是任人唯亲的私人原

则
。

我们看到
,

传统的礼俗社会比起现代法理社会是整整落后一个历史阶段的
,

中国农村社

会正处在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缓慢的转变之中
。

总之
,

家族和亲属关系构成人们社会生活的
“ 安全体系

” ,

物质经济上的安全
,

社会生

活上的安全
,

精神心理上的安全等等
。

正是 由于小生产的无力
、

个人家庭经济的脆弱和与此

相联系的人生命运的多变
,

奏们才迫切需要在这变幻无常的人生和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

建立起一道 自己的防御体系
,

以同与小生产者相对立的强大的社会相抗衡
,

亲疏关系的不 同

层次构成 了个人生活的一道一道的防护圈
。

因此我们说
,

家族和奔属关系这个
“ 安全体系

”

是与农民个人社会生活的不安全感相联系的
,

迷信的盛行
,

对命运的信赖同时成为这种不安

全感的必要的脚注
。

以上
,

考察 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和亲属关系
,

而其存在
,

又对农村社会带来广泛的多

方面的影响
,

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间题
。

首先
,

这种以家族和亲属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关系带有极大的保守性
。

以 家庭 关 系为中

心
,

从家族关系到亲属关系再到乡土地域关系
,

构成一条亲疏远近的等级序列
。

就是说
,

它

远不是对社会上的一切人一视同仁的
,

而是按照亲疏远近把人划分为三
、

六
、

九等
,

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普遍性
,

而只具有特殊性
,

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
,

这是一种狭隘的封

闭的观念
,

它培养出中国人浓厚的家庭观念
、

家族观念和乡土地域观念
,

所有这些观念都是

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产物
。

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思想
,

说到底就是返归父母之土
。

树高千丈
,

叶落

归根
,

不管你离家远走
,

获得怎样事业上的发展和多大的成功
,

还是要回归来生之地
,

只有

在这里
,

才是 自己永久的安全地带
,

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自己万古长存的
“
安全体系

” 。

我

们今天提倡叶落归根的思想
,

是同爱国主义相联系的
,

但如果我们认为国内的人们也要去叶落

归根
,

是不是让人们都要埋葬在父母的脚下才心安理得呢 ? 这种家族和亲属关系所形成的封

闭的体系
,

造成了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封闭
,

很难形成中国人广泛的社会观念
,

包括民族观念

和国家观念
。

中国人的不团结
,

中国人象一盘散沙
,

同这种层层封闭
、

互相隔绝的社会关系

具有密切的联系
。

马克思曾把法国的农民比做一个麻袋中一个一个孤立的马铃 薯
,

我 们 看

到
,

这些
“ 马铃薯

”
是紧连在家庭这个根茎上而被嵌缀在家族和亲属这个网络中的

。

中国在

世界文明史上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家庭重心和亲族体系
,

培养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

家庭观念和家族观念
,

反过来
,

这种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又极其顽 固地支持了这个农业
一

社会

的存在
,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 了庞大的封建专制和国家体系
。 “ 君为臣纲

,

父为子纲
,

夫为妻

纲 ” ,

这三项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纲领
,

就是从家庭出发而推演到整个国家的
。

生活在这个

保守体系中的农 民
,

安分守 己
,

知天乐命
,

害怕变革
,

不愿进取
,

形成一种守旧自安的社会

心理氛围
。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

是难以实现巨大变革的
,

同时
,

这种保守体系使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象一筐螃蟹一样
,

互相牵制
,

任何人也很难冲破这个网络而发展出去
。

从这一方面来

说
,

传统礼俗社会是一个抱残守缺的社会
,

带有极大的历史惰性
。

其次
,

家庭和家族的矛盾构成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

家庭小生产者具有 强 烈 的 私有观

念
,

由于它的生产和生活上的所有问题都主要依赖自己解决
,

从一粒粒种子播种到土地到收



成粮食吃到肚
,

从有一块荒凉的小地方到盖成自己的住房院落
,

举凡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

都是自己一手创造的
,

在这种创造中
,

倍感生活的磨难和艰辛
,

即使如此
,

也仅只达到温饱

水平
。

因此
,

他对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极为珍惜
,

私有观念也格外强烈
。

同时
,

人们世世代代

共居在一个村庄
,

左邻右舍
,

亲疏远近
,

躲又躲不掉
,

离又离不了
,

人与人 之 间 是 难分难

解
,

锌就使得农村中的各种矛盾格外复杂
,

不是一时一事形成的
,

而是多少年积怨的结果
。

农村中的民事纠纷既乱且杂
,

最突出的是它同家庭和家族相牵连
,

认识不到家庭和家族关系

的脉络
,

是很难弄清农村社会各种矛盾的来龙去脉的
。

我们认为
,

农村社会是一个单纯而又复

杂的社会
,

它的单纯在于职业
、

阶层
、

经济
、

文化
、

人们的思想
、

心理
、

社会背景
、

行为方式

等方面都是很单纯的
,

带有很大的同质性
,

不象城市社会那样复杂
。

它的复杂性又在于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是祖祖辈辈固定在这里而形成的
,

具有历史的渊源
,

具有血缘的性质
,

具有地

域的束缚
,

固定
、

广泛而深远
,

表现为剪不断
、

理还乱的多方面的矛盾纠纷
,

不象城市社会

有组织的工作
,

较少家庭联系那样单纯
。

同农村社会相比
,

城市社会则是一个复杂而又单纯

的社会
。

在农村矛盾复杂的社会关 系中
,

家庭和家族关系处于主导地位
,

这就使这种关系具

有天然的矛盾性质
,

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处在这种被父母安排好了的矛盾之中
,

与一些人是天

然的盟友
,

与另一些人就是天然的仇人
,

任何一个人都很难逃脱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
,

他是不

由自主地被这些关系所驱使的
。

农 民说
: “

农村是无理好讲的
,

亲 就 是 理
” 。

这话虽然绝

对
,

但的确也反映了这种社会关系的现实
。

农村中的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
,

使人们经常

处于矛盾
、

纠纷和冲突之中
,

造成了很大的内耗
,

遏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和社会的发展
。

因此

我们对农村中的矛 盾纠纷不可小视
,

而弄清农村社会的家庭和家族关系
,

则是我们理解这一

间题的一把钥匙
。

·

第三
,

农村中的家族问题造成了计划生育的巨大困难
。

我们要在农村很好地推行计划生

育
,

必须首先认识到农村的家族问题
。

农村的计划生育为什么如此困难? 人们为什么要
“ 罚

死不低头
,

坚决生孩子
” ? 为什么有的农民竟离乡背井

,

闭户弃家
,

流浪在外
,

也定要生几

个孩子才肯罢休? 我们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养老问题
,

还有农业生产需要男劳动力和受几

千年落后观念的影响
。

这些方面都是对的
,

但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

试想
,

农村生几个孩子

要把他们养活长大
,

成家立业
,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
当然小孩的培养费用比城市 家 庭 低 得

多
,

而且一到十几岁就会干活
,

但儿子结婚成家
,

对农民来说
,

却是一个 巨大的难题
,

儿子

找个对象极其不易
,

一般没有几千元是难以成功的
。

与此同时
,

现在只要儿子成家
,

基本上都

是一家一院
,

要修成一个院
、

盖上几间象样的房子
,

没有几千元也是不行的
,

两项加起来
,

少

则四
、

五千元
,

多则上万元
。

一对父母若有几个儿子
,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

其花费是

可想而知的
,

父母为此真是耗尽心血
,

直到白发而不休
。

我们调查 了一些农村父母
, “

你们

如此费力养活几个儿子
,

是否为养老
” ? 他们回答

: “
现在的儿也指望不住

,

再说 媳 妇 们

的交道也不好打
,

我们能干就干
,

不能干时他们看着办
” 。

可 见 他 们对靠儿子养老并没有

很大的厚望
。

如果只生一个孩子
,

把一生用于儿子成家立业的钱都存起来
,

恐怕用于自己的

养老是不成间题的
,

所以养老并不是完全不可解决的间题
。

我们认为计划生育难以很好解决

的根源在于家族问题
,

在农村
,

如果没有几个儿子
,

那是要受人欺侮的
。

我们上面谈到
, 一

个人要在农村生存和自保
,

同其近宗家族人数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
。

有的农民直言不讳地说
:

“ 农村有什么理
,

人多就是理
” 。

谁不追求一种在社会上的虎踞龙盘之势呢 ? 特别是在农村

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

对于一个吃尽 了人少力单的苦头的人
,

他一生中的最大抱负莫过于



有朝一日要有三龙四虎
。

正是同家族相联系
,

人们在
一

世世代代恃强凌弱
,

人多势众的深切感

受中
,

萌生出多子多福
,

儿孙满堂的强烈欲望
。

多生儿子
,

正是为了建立 自己牢固的
“
安全

体系
” ,

任凭 自己含辛茹苦
,

也要多生几个儿子
,

以取得自己由多子所决定的社会地位
,

获

得世世代 代溶化在血液中的精神和心理的满足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家

族问题
,

计划生育工作仍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

当然传宗接代的问题也是同家族相联系
,

制约生育的重要因素
。

第四
,

家族和亲属体系保持了一整套传统社会固定的礼俗
。

我们在上面对家族和亲属关

系的功能方面已经做了分析
,

由子家族和亲属体系使人们有着明 确 的 辈 分 排 列
,

确 定 了

人们基本的社会身份和角色
,

便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社会结构
,

同时
,

这种社会关系安排出一

套较为固定的社会秩序
,

人们便在这种秩序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

这样
,

就有同这种社会结

构相一致的社会规范— 礼俗
。

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广泛而保守的礼俗
,

渗透于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
,

溶化在家族和亲属体系之中
。

所有的礼俗都是为了保持固有的社会结构租其生

活秩序的
,

而家族和亲属体系则成为这些礼俗存在的框架
,

这两方面结合
,

便使得社会陈旧

的东西得 以延续
,

而顽固地阻碍社会的更新
、

进步和发展
。

我们举例来说
,

农村的婚丧嫁娶

是最充分地表现社会礼俗的人生大事
,

特别是丧葬
,

其隆重和耗费令人咋舌
,

它并不完全出

于对死者的哀悼
,

往往成为对生者的显示
,

成为摆平各种社会关系
,

遵从社会礼俗
、

达到某种

社会效果的手段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现在儿子对父母丧葬愈办愈大
,

要有象样的棺木
,

整

套寿衣
,

砖墓
,

碑刻
,

停枢守灵三 日
,

请一二个吠呐班子吹奏
,

宰猪杀羊
,

大宴家族亲朋
,

少则十桌八桌
,

多则几十桌
,

扎制各种纸品
,

如童男童女
、

摇钱树
、

聚宝盆
、

车马仪仗
,

甚至

电视机
、

电冰箱
、

小汽车等等
,

生哀死荣
,

愈见新奇
,

如此下来
,

浪费至 巨
。

一个人办几件

大事
,

非落一身债务不可
。

农民对此实在负担不起
,

但身 处 这种 社会关系网络中
,

不如此

办
,

又说不过去
,

甚至家族亲属也不答应
,

只有舍命为之
。

农民个人对此无能为力
,

迫切要

求党和政府来改变这些陋习
。

伴随着众多陈旧的礼俗
,

是经济上的巨大浪费
,

农民们辛辛苦

苦积攒起来的钱
,

都消耗在这上面
,

无力进行生产性的投资
,

造成生产上萎缩
,

只维持在简

单再生产的水平
,

这直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

我们看到
,

农村的礼俗同家族和亲属 体系具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两者相辅相成
,

共同支撑着传统的落后社会

我们上面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家族和亲属关系存在的原因
,

它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带来的

社会间题
。

那么
,

它的发展趋势怎样?

中国农村社会按其基本方面来说
,

仍然属于传统社会
,

但它正处在由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

会转变过程之中
,

这是基本的发展趋势
。

商品经济的发展
,

将把农民 日益从土地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
,

实现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
,

从祖祖辈辈固守的村庄开始进入繁荣的小城镇和五光十色

的大城市
,

逐步地割断传统农业社会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关系
,

削弱其家族观念和亲

属观念
,

从而改变农村社会的家族和亲属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

我们看到
,

在现

在经济发达的农村
,

随着农业人 口的转移和传统村落的变迁
,

人们正在 向新的小城镇集中
,

发

展起来不同于传统的农村型社 区
,

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着中国农村 旧有的家族和亲属体系
。

中国农村社会家族和亲属关系解体的过程是同传统农村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变 的 过 程 相

一致的
,

在这个过程中
,

最根本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

特别是发展商品经济
,

创造消灭 旧的



社会关系的条件
。

那么
,

就 目前来说
,

针对农村的家族和亲属关系中存在的间题
,

我们需要

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

首步
,

要充分认评岑
关系

,

缸约着农村的社会

村的家族和亲属体系在农村社会中的弃邵地位
。

它是最基本的社会

结构和历史形成的一整套社会秩序斌 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可

以由此而得到说明
,

所 以它是观察和认识农村社会问题的一根主线
。

这就需要我们对农村的

家族和亲属关系给予高度的重视
,

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

我们要特别注意做好农村的民事

调解工作
,

切不可认为这方面的间题都是说不清
、

判不明的小事
,

忽视它的重要性
,

以致于

酿成严重的后果
。

特别是对农村中凭借家族势力欺人
、

横行霸道的恶劣现象
,

更应该坚决制

止
,

否则是不足以打击歪风邪气
、

伸张正义的
,

会造成农村中蛮横无 理 畅 行 无阻的局面
。

如果我们不能做好这一点
,

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将会严重受阻
,

因为你说什么他也不相信
,

只相信没有人要受欺负
。

同时
,

这也会造成我们贯彻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严重阻力
,

不利于

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

其次
,

家族和亲属观念是同旧的宗法思想和封建意识相联系的
,

所 以
,

中国面临着艰巨

的反封建任务
,

不扫除一切封建的东西
,

要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

在这方面
,

我们
`

需要有一个关于农民思想现代化的长期而全面的规划
, 一

并把其提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度
。

我们的电影
、

电视
、

广播
、

戏剧等都要为此而做出努力
。

第三
,

要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
,

改变旧的风俗习惯
。

只有改变旧的风俗习惯
,

形成人们

新的风俗习惯
,

才会使人们逐步地同旧的社会告别
,

进入新的时代
。

农村的社会改革
,

是很

难让群众自觉起来进行的
,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个方面的原因
, 必须采取 自上 而 下 的 改

革
,

要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

中国人有一个随大流的特点
,

看到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这样搞的时
候

,

个别顽固保守的也会动摇
,

这样逐步演变为群众的 自觉习惯
。 、 、

第四
,

坚定不移地推行计划生育
,

这不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

而且它也会极大地削

弱农村中的家族和亲属体系
。

如果都是一胎化
,

人们的家族和亲属关系也会越来越简单化
,

重要的是它改变着人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陈腐观念
。

最后
,

要在农村搞好普法教育
,

加强法制建设
,

这是从旧的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转

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依法办事
,

将会冲破旧的礼俗的藩篱
,

打破亲族

关系的等级序列
,

从根本上否定任人唯亲的原则
,

、

逐步地把人们的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
。

特

别是涉及到一些民事案件
,

诸如财产纠纷
、

遗产继承等
,

.

裹要很好地依法办事
。

在农村
,

要

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

它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宗法礼俗
,

甚至权势思

想的挑战
。

因此
,
法制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赏艰早的历史重任

,

它会逐步引导我们迈

入现代社会的门槛
。

综上所述
,

中国农村社会还基本上处于传统社会
,

.

家族和亲属关系是其 基 本 的社会关

系
,

它制约着农村的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间题
,

我们只有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

并在此基础上
`

制定正确的对策
,

才能使我们在中国娜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

国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
这就需要改变由农村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社

会结构和行为方式
,

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

从而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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