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南宁市永宁村农民

—
生活方式的变化

蒙 晨

永宁村距离南宁市区 0 1公里
,

位于高峰林场附近的丘陵地带
,

分散在大约 10 平方公里范

围内的 6 个 自然坡上
。

全村现有 5 05 户
, 2 , 6 16 人

, 1 , 3 34 个劳动力
。

其中男劳动力为 63 6人
,

女劳动力为 6 98 人 ;
务农劳动力为 1 ,

14 1人
,

务工劳动力为 1 38 人
,

其他劳动力为 55 人
。

从地

理条件上看
,

永宁村不仅宜农宜副宜渔宜牧
,

有发展立体农业的天然基础
,

而且由于靠近市

区
,

又有发展商品生产的市场和获得信息和技术的优越条件
。

从产业结构上看
,

永宁村 19 7 8

年以前以种粮食为主
, 1 9 7 8年以后改为半粮半菜

,

并办起了村办工厂
,

目前正朝着亦粮亦菜

亦果亦工的方向发展
。

由于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
,

农民的经济收入
.

上升比较快
,

人均纯收

入 1 9 78 年为 16 2元
, 1 9 8 5年则上升为 55 2元

, 1 9 8 5年与 1 9 7 8年相比
,

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
。

这

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大大高于广西全 自治区农民人均收入 28 0元的水平
,

而且也高于 全 国

农 民人均收入 3 79 元的水平
。

所以
,

永宁村农民的迅速富裕为其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 交 好

的基础
。

另
,

一方面
,

由于人均耕地 (不含渔塘 ) 只有 1
.

2亩和第二
、

三产业发展缓慢
,

全村尚有

20 %的劳动力 (主要是青年劳动力 ) 找不到出路
,

有的只好闲居在家
。

从历史上看
,

永宁村

曾经是通往广西武鸣县及大明山区的交通要道
,

解放前是土匪多
、

赌场多和迷信活动多的地

方
,

以致一部分人养成游手好闲
、

不务正业的习惯
。

所以
,

旧的习惯势力不仅有 一 定 的 市

场
,

而且一旦遇到适当条件则容易沉渣泛起
,

死灰复燃
。

这样就使得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更加

严重
。

此外
,

永宁村还是一个壮
、

汉两个民族杂居的村庄
,

同在一个村里
,

两个民族之间不

同的风俗习惯会互相影响
、

互相渗透
、

互相制约
。

所有这些
,

都使得永宁村农民生活方式的

变化有着不同于别处的特点
。

收入与消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永宁村农民平均每年收入提高的速度要比三中全会 以前快十

五倍
。

据调查
, 1 9 8 5年永宁村人均纯收入超过 1 , 0 00 元的农户占总数的 4 %

, 5 01 一 8 0 0元的占

2 6 %
, 4 0 0~ 5 0 0元的占 1 7 %

, 30 1一 4 0 0 元的 占 2 3 %
, 15 1~ 3 0 0 的占 2 5 %

, 一5 0 元 以下的占

5 %
。

这说明除 了5 %的困难户外
,

绝大部分的农户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
,

而且正沿着富裕的

方向迈进
。

从表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

(一 ) 农 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调整了产业结构的结果
。

种植业收入的比重山 9]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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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5 7
.

73 %下降到 195 8年的 44
.

5 %
,

养殖业收入的比重则由1 9 7 8年的 23
.

83 %上升到 1 9 8 5年

的 4 0
.

9 8 %
。

这种结构的变化不仅是增加收入的潜力之所在
,

而且使农民减少对土地的依赖
。

(二 ) 农民收入的提高与物价的变动有一定的关系
。

由于产品的商品率提高和这几年农

副产品提价幅度 比较大
, 1 9 8 5年永宁村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已 占全部收入的 65 %

。

这说

明价格的调整给农民带来了好处
,

也说明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性 日益增大
,

而如何适应和开拓

市场
,

则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三 ) 工副业收入有一定的提高
,

但是幅度不大
,

而且有反复
。

1 9 8 4年与 1 9 7 8年相比
,

工副业收入的比重上升 7 %
,

但是
, 1 9 8 5年与 1 9 8 4 年相比

,

工副业收入的比重却下降 13 %
,

原因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

永宁村集体所有的一座年产 5 50 万块砖的标准砖厂
,

因经营管理

不善和某些技术问题
,

19 料年亏损 3
.

6 万元
, 19 8 5年又压缩生产能力

,

产值受到影响
。

这不

仅直接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而且也影响农村公共事业其中包括文化教育 事 业 的 发

展
。

永宁村农民收入的提高影响着消费结构的变化
。

1 9 8 5年南宁市农委对永宁村的百户农民

的消费结构进行过调查
,

见表二
。

从表二和表三中可以看出
:

(一 ) 生产性的消费占有一定的比重
,

但对智力的投资过小
。

19 8 4年平均每个农民用 犷

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钱为 56
.

96 元
,

占当年纯收入的 1 3
.

4 %
,

分别比 1 9了8 年增加 50 元和

2
。

74 %
。

由于一些生活用品如 自行车等同时还兼作生产工具
,

农民实际上用于生产上的投资

还要多一些
。

但是
,

用于文化生活的非借贷支出各人只有 4
.

5 元
,

仅 占纯收入的 1
.

06 %
。

许

多农 民宁愿出钱盖土地庙敬奉神仙
,

也不肯捐款建学校发展教育
。

这反映刚刚富裕起来的农

民对目前的扩大再生产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

但是仍然缺乏长远的眼光
。

- -

一了二 )
一

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的比重有所提高 i 但生存性消费仍占主要部分舀 文娱用品
预

—书报杂志
、

医药卫生以及文化生活服务的支出每人平均为 18
.

77 元
,

占人均纯收入的 4
.

42 % ;

百户农民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与 1 9 7 8年相比不仅成倍增长
,

而且许多是从无到有
,

另外
,

每

人平均还有 2 5
.

8 1 元的结存
,

这主要是为将来购买高档商品用的
。

所有这些
,

都标志着消费

水平的提高
。

但是
,

消费水平的提高又是有限的
。

按照一些国家通用的标准
,

吃的消费占总

消费的50 % 以上为贫困
,

占40 一 50 %为小康
,

占20 一 40 %为富裕
。

永宁村的农 民用于食品
、

衣着
、

日用品
、

住房
、

燃料等方面的支出占人均纯收 入 的 7 4
.

2 7 %
,

其 中 食 品 的支 出 占

4 5
.

5 %
。

这说明
,

永宁村农民的生活水平虽有很大提高
,

但是仍然处于小康水平
。

(三 ) 基本上是私费消费
,

公费消费几乎看不见
。

19 8 2年以前
,

永宁村实行集体合作医

疗制度
; 农忙期间由集体组织幼儿班集中看管学龄前儿童

。

但是
,

从 19 8 2年以后
,

合作医疗

陷入瘫痪
,

这对于一些收入不高的困难户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 又

,

由于没有幼托事业
,

对

于一些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 民
,

特别是一些双职工
,

也感到很不方便
。

这表明目前永宁村农

民的消费基本上是依靠家庭经济来满足的
,

而随着形势的发展
,

这种封闭的家庭消费的局限

性也越来越突出
一

了
。

二
、

时间的安排

时间的分配是反映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
。

以下是永宁村 10 户 37 名劳动力侮周平均一 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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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情况
:

表四 永宁村农民的时间分配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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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四及其他一些情况
,

对永宁村农民的时间安排分析如下
:

(一 ) 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大为减少
。

如上表所示
,

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为 7
.

37 小时
,

其中务农的时间仅为 5
.

0 7小时
,

总的劳动时间与 19 8 2年以前出集体工平均 每天 1 0小时相比
,

减少 2
.

63 小时
;
如果仅计算务农时间

,

那么减少的时间就更多一些
。

这反映出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
,

劳动的效率大大提高
,

尽管农 民经营的品种和数量比以前增加了
,

但是农 民

在生产场所花费的时间却 比以前大为减少
,

同时劳动时间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

劳动时间的缩

短为业余时间的延长创造了前提
;
单纯务农的劳动时间的改变又为改变那种

“ 日出而作
,

日

落而歇
,

耕田而食
,

取河而饮
” 的传统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

。

( 二 ) 在业余时间里
,

做家务的时间过长
,

除了用于吃饭
、

睡眠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外
,

家务劳动的时间在业余时间里 占第一位
,

达 2
.

83 小时
。

据调查
,

永宁村农 民的家务劳动主要

有四项内容
: 一是喂猪养家禽

, 二是照料小孩
, 三是上 山打柴 ; 四是上街买东西

。

这些活动

所耗费的业余时间
,

不仅在相当的程度上抵消了因缩短劳动时间所带来的时间效益
,

而且也

综合反映了永宁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

第一
,

产业结构调整不完善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

从第一产业来看
,

全村还没有一个专业

户
,

土地也没有向种田能手集中
;
从第二

、

三产业来看
,

村办工业发展不快
,

原有的集体兴

办的商业服务网点大部分 已停办
,

所以
,

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土地相对固定的情况下
,

绝大部分农户仍是种粮
、

种菜
、

种果兼养猪
、

养家禽等
“
小而全

”
的经营形式

。

这两年由于

受市场调节的影响
,

养殖业 有较大发展
,

有时回到家里反而比在地里更忙
。

这实际上是劳动

时间在业余时间里的延续
。

第二
,

人口增长率高
,

没有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
。

从 1 9 5 6年至 1 98 5年
,

永宁村的人口

将近翻一番
,

平均每年递增 2 3编
; 1 9 8 5年人 口增长率仍达 18 编

。

1 9 8 0年以来
,

超指标计划生

育的妇女占全部育龄妇女的 25
.

32 %
。

据调查
,

结婚五年以上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最多的 生 了

8 胎
,

最少的也生了 3 胎
。

所以
,

一个农户里有四
、

五个小孩是平常的事
。

这样
,

照料小孩

的家务劳动就必然增多
。

第三
,

燃料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

以前永宁村的农民解决燃料间题一般 有 两 个途

径
:

或是到附近的山上削树枝
,

或是到附近的小煤矿买煤
。

但是
,

近年来小煤矿由于煤源枯

竭已停产
,

附近的山岭因乱砍乱伐 已变成
“
秃头岭

” ,

农 民只好到十里以外的山上削松枝
,

相当费工费时
。

这个问题在南宁市郊区带有一定普遍性
。

(三 ) 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比以前增加了内容
,

但仍欠全面和丰富
,

其中还掺杂一些不

健康的因素
。

所谓闲暇时间
,

就是在业余时间里除去满足生理需要和做家务以后所剩下的时

问
。

从表四我们可以看到
,

农 民在闲暇时间里进行的活动依次为
:

①看电视
,

② 看 电 影 看



戏
,

③打扑克下象棋
,

④打台球
,

⑤唱师公
。

据调查
,

农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自是文娱休育

节 目
,

其次是生活指导节 目
,

再次是政治新闻节 目
。

这反映在闲暇时间里
,

电视机对农民的

吸引力是巨大的
,

而且对于帮助农民了解世界
,

获得信息
,

陶冶精神
,

调剂疲劳 也 大 有 益

处
,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

就是文化教育
、

智力开发一类节目的作用还不是很大
。

需要指出的是
,

近两年来
,

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在永宁村风行一时
,

已经渗透到一 些农

民的日常生活里
。

在赌博方面
,

有群众赌
、

干部赌
、

青年赌
,

也有老年赌
,

甚至有的父子同

台赌 , 而且赌注越下越大
,

有的一次就输掉上千元
。

在迷信方面
,

不仅每个自然坡都盖起了

土地庙
,

烧香敬神
,

而且随着农民盖新房的增多
,

风水先生
、

道公巫婆的活动也猖撅起来
。

由于这些活动一般都是在闲暇时间里进行
,

又由于这些丑陋的活动需要一定的形式来掩盖 自

己
,

上述的闲暇时间里的一些活动形式如打牌下棋
、

唱师公等便被一些农民用来进行赌博和

迷信活动
。

在闲暇时间利用上的这种状况
,

固然与永宁村农民的传统思想和历史痕迹有关
,

但主要

的原因是
:

1
.

农民靠天种粮
,

靠涵么饭i石状说及看被本改受乃幻〔年虽然表民百11收天增加; 至店 一一
提高

,

但是
,

由于致富的门路不多
,

离土的农民不多
,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还是很强的
。

所

以
,

他们盖上地庙
,

选个好风水建房
、

修墓
,

以祈求神仙恩赐来年风调雨顺
、

五谷丰登
、

六

畜兴旺
,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

另外
,

由于有20 %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出去
,

对于一些

不安心务农的青年来说
,

感到苦闷和渺茫
,

这也是容易沾上赌博之类的不 良习惯的原因
。

2
。

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
。

据统计
,

全村劳动力具有高中文化的 130 个
,

占9
,

8 % ; 初

中文化的 4 42 个
,

占3 3
。

1% ;
小学文化的 63 8个

,

占4了
。

8 % ;
文盲的 1 24 个

,

占9
.

2 %
。

此外
,

乡镇企业招工也不进行文化考试
,

而是由村干部推荐
,

所以
,

一些青年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

热情也不高
。

由于文化水平低
,

学习积极性不高
,

加上其他的因素
,

致使一些农民不仅往往

对党的政策产生误解
,

而且对法律也不甚了解
。

例如
,

认为提倡开放搞活
,

就什么都可以搞

了 ; 提倡宗教自由
,

就可以自由地搞封建迷信了
,

等等
。

3
.

党组织涣散
,

致使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处于无组织状态
。

据 了解
,

从 1 9 8 4年来
,

村

党支部的五名支委
,

除支书以外
,

很少过问工作
; 支委会没有开过一次民主生活会

,

下属的

7 个党小组也没有开过一次会
。

个别党员干部还带头搞迷信
,

带头赌博
,

影响很坏
。

由
一

于党

组织涣散
,

农 民的业余生活无人过问
,

原有的儿个篮球场已经荒芜
,

文艺队
、

体育队等也不

复存在
,

唱师公完全是群众自由组合
,

一些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感到业余生活枯燥
、

单调
、

无聊
,

结果走上了邪路
。

以上的情况说明
,

要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真正成为个性和才能发展的

广阔天地
,

不仅有赖于劳动时间的缩短
,

而且有赖于一定的经济
、

社会
、

文化和 组 织 的 保

证
,

有赖于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
。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
。

三
、

家庭和婚姻

(一 ) 家庭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

家庭不仅由过去

被动出工的客体变成了可以独立地进行经营活动的主体
,

而且也由单纯的生活单位变成合生

产
、 声卜活为一体同时兼有其他一些社会职能的社会基本单位

。

这必然对家庭的规模和结构带



来一定的影响
。

据统计
,

1 9 8 4年永宁村的农户总数为 4 74 户
,

其中主干家庭 12 3户
,

占26 % ,

核心家庭 31 4户
,

占 6 6
.

2 % ; 单身家庭 35 户
,

占 7
.

4 % ; 重新组合的家庭 2 户
,

占0
.

4 %
,

没

有扩大家庭或者联合家庭 ; 全村平均每户为 5
.

2人
,

其中 8 口人以上的家庭 占 2 9
.

2 %
, 5 一

7 口人的 占51
.

3 %
, 2 ~ 4 口人的占 1 2

.

6 %
, 1 口人的占6

.

9 % ; 1 9 8 4年全村的家庭总数为

47 4户
, 1 98 5年新增加 31 户全部是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

。

以上情况说明
,

尽管人口出生率高
,

平均每户的人 口规模不算小
,

但是
,

由于家庭结构趋向简单化
,

大多数家庭 的人 口数目已比

以前减少
。

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和简单化
,

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
。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
,

’

家庭

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
,

对管理和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
。

在永宁村
,

承包土地额是按一对夫妇

只生一个孩子的原则来进行分配的
,

孩子多并不能多包土地
,

如果家庭结构复杂
、

规模过大
,

就会造成新的吃大锅饭的现象
,

尤其是在调整 种植业内部结构
、

土地的产出率大大提高的情

况下
,

矛盾会 日益尖锐
。

所 以
,

家庭里有两个以上的兄弟
,

一旦结婚
,

一般都要分家 , 老人

有的是跟一个儿子过
,

也有的是 自己单过
,

由几个儿子共同负担其生活费用
。

责任制的推行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

对家庭内部的分工
、

代际流动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
,

也有一定的影响
。

全村现有 1 10 户中的 1 37 人 (大多数为青年 ) 在乡镇企业干活
,

其投工量占

全村投工总量的 2 1
.

24
,

其净收入 占全村净收入的 2 5
。

7 8 %
。

他们不仅经济活动范围扩大
,

创造

了新的收入来源
,

而且 已经成为不同于他们父辈职业的新工人
。

永宁村传统的男女分工是男

的干地里的细活和负责外交
,

女的则干地里的粗活和负担大部分家务
。

现在
,

这种分工的基

本格局没有变
,

但是
,

由于妇女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增大
,

也由于核心家庭的增多
,

妇女在

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

全村约有 35 %的家庭是妇女当家
,

有 40 %的家庭是夫妻共同当家
。

(二 ) 婚姻
。

为了了解婚姻方面的变化
,

我调查了 1 9 8 5年结婚的 18 位青年
,

其中 9 位是

女青年
。

其基本情况如下表
:

表五 永宁村青年婚姻状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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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结婚年龄
。

从表五中看到
,

男的最小 22 岁
,

最大的 28 岁
,

平均 2 5岁 ;
女的最小 20 岁

,

最大 27 岁
,

平均 22 岁
,

多数结婚不算太早
。

对于男方来说
,

由犷结婚费用比较高
,

一般需要

儿年的积蓄准备才能举办婚事 ; 对于女方来说
,

她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
,

多数家
一

长希望她能

.

4 9 .



为家里多干几年活
。

因此
,

在永宁村早婚的现象 已经不复存在
。

( 2 ) 择偶的范围和条件
。

从表五中看到
,

其择偶范围全部在近郊以内
,

其中本乡的占

16
.

7 %
,

本村的占3 3
.

3 % ; 役有一个是远郊县份的
,

但是
,

也没有一个是城市里的
。

男青年

的择偶条件一般不大看重职业
,

主要是考虑女方是否勤快能干
,

健康漂亮
。

女青年的择偶一

般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个是理想阶段
,

一般都想找一个城里的职工
,

但是
,

由于我国严格的

户籍管理制度
,

成功率是极低的 , 于是便转入第二阶段即实际阶段
,

在本村或近郊找一个诚

实可靠
、

勤快能干的农民
。

( 3 ) 认识途径
。

有67 %的男女青年是自由恋爱
,

通过别人介绍的有许多 以前也是相互

认识的
,

只是通过中间人确定恋爱关系而 已
。

以前的那种
“ 父母之命

,

媒灼之言
” 早 已没有

市场
。

( 4 ) 结婚礼仪
。

除了个别是请糖以外
,

大部分青年结婚还是按照传统的礼 仪 即 请 酒

席
。

所请的客人一般都是男女双方三代或两代以内的亲戚朋友
,

少则十几桌
,

多则几十桌不

等 , 在吃酒席的同时还请民间歌舞队唱师公助兴
。

所 以
,

结婚费用是比较高的
。

据调查
,

上

述的青年结婚所花的费用平均为 2 ,

40 0元
,

最多的达 4 , 0 00 元
,

这里面除了部分用于买家俱外
,

大部分用于请酒席
;
此外

,

在正式举行婚礼 以前
,

男方还要给女方家送财礼
,

一般三~ 五百

元不等
。

这说明婚礼虽然隆重热闹
,

但是铺张浪费也很严重
。

上述的调查分析表明
,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
,

农村的家庭和婚姻生活方式发生了一

定的变化
,

妇女和青年人的 自主性比以前增强
,

但是
,

由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所限
,

一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变化还不是很大
。

(此次调查得到南宁市农委黄启棉同志的 支持和帮助
,

特此致谢 )

1 9 8 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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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启 事

我刊自今年初创刊以来
,

受到了各界读者和作者的关怀与支持
,

我 们 忠 心 感

谢
。

最近我们接到邮政总局的通告
,

自1 9 8 6年 7月 1 日起
,

稿件一律按信函邮寄
,

邮费大幅度提高
,

如北京和河北地区印刷品信件
,

原每百克 3分
,

现每 公 斤 收 费

0
.

15 元
,

每件外加手续费 0
.

35 元
,

外地增加得更多
,

新疆地区每件邮费竟高达 1
.

20

元
。

根据上述情况
,

我们只好自1 9 8 6年 9 月份起一律不再退稿
,

务请投稿者自留底

稿
,

来稿经选用在三个月内通知作者
。

过期无通知
,

作者可另行处理
,

请谅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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