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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

• 1、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业起
源以后，农民的出现，乡村社会的开端）

• 2、乡村社会是各学科研究的基点

• 3、乡村社会是人类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

从研究部落社会到村落社会

• 4、乡村社会问题是打开中国社会研究的
钥匙，战略决策的依据



费孝通先生勾画的“乡土中国”

• 差序格局－克己复礼

• 家族－男女有别

• 礼治秩序－无讼

• 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乡土中国的基础“三缘”

•血缘：宗族制度

•姻缘：亲属制度

•地缘：信仰制度



人类学关于乡村社会研究

• Robert  Redfied（1930）:文明社会的
“部落单元”，以自己的耕种为生，生
活在半封闭的社区单位，文化上属于
“小传统”，以别于都市的“大传统”，
小传统受大传统的影响和控制。

• 小传统（乡民社会）－小规模、单一性、
神圣化，都市文明则相反



Eric R. Wolf关于乡民社会研究

• 乡民社会构成特殊政治体制的基础，乡
民生产方式，使人类社会从简单的原始
社会推进到封建制度，然后再发展到现
代西方国家商业农场生产制度。因此乡
民社会，有别于部落社会和现代资本主
义的农场



对乡民统辖的种类

• 传统上三种：世袭的、俸禄的、商业的

• 在大多社会这三种统辖形式是并存的。

• 第四种统辖权：行政统辖权（苏联的集
体农庄和人民公社）



Siney Mintz（1973）关于乡民社
会研究

• 乡民社会的四项特质

• 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具有多重功能

• 耕种土地和饲养牲畜为主要生活手段

• 传统文化与乡村小社区的生活方式结合

• 多向的听命于外人的权势



Teodor Shanin（1973）

• 乡民经济的本质与逻辑

• 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

• 生产的分工以性别和年龄为依据

• 家庭农场的目的是消费而非积累，使用
价值优先于交换价值

• 村落：满足家庭功能之不足，如换工

• 集市：满足交换，连接城乡



二、乡村社会研究的视野

• 1、每一个学科都能够寻找到乡村社会研
究的切入点

• 政治学：乡村政治——基层组织——村
民选举

• 经济学：乡村经济——生产、分配与消
费——乡镇企业——庭院经济

• 历史学：传统乡村社会——

• 人类学：村落的全貌研究



三、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视野

• 1、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研究乡村社会

• 以村落研究为例

• 历史学研究古代村落——

• 村落的起源、演变、移民来源；

• 古代建筑与民居形制与类型

• 传统的生产、宗族、风俗等



四、研究回顾-早期研究

• 高延(J. J.M. de Groot) 荷兰籍汉学家、进
化论人类学家,他于1877年来到中国, 他先后
在厦门居住了12年。1882年,他根据自己所收
集到的厦门城乡民间仪式材料和文献材料,写成
《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
1892年,又写成《中国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一书。

• 1899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 mith)出版
的《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China)



四、研究回顾-早期研究

• 葛学溥撰写的《华南乡村社会》（1925）

• 李景汉以京郊挂甲屯农民160个家庭调查为基础而撰
写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
况调查》（1933）

• 林耀华以福州义序调查为基础的《义序的宗族研究》
（1935）；《金翼》（1948）

• 费孝通《江村经济》（1936）《生育制度》《乡土中
国》



四、研究回顾：毛泽东的农村
调查

• 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 1927年11月,永新和宁冈调查

• 1930年5月,寻乌调查

• 1930年10月,兴国调查

• 1930年11月,东塘等处调查

• 1933年11月,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 这些调查广泛而深入,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经济状
况和对土地的要求,是毛泽东土地革命思想的直接来源,

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提出和完善提供了
直接依据。



四、研究回顾：试验地——海外乡村
人类学的研究

• 波特(Jack.M.Potter)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
一个香港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Capitalism and 

theChinese Peasan,t 1968).

• 裴达礼(Hugh D. R. Baker)的《一个中国宗族村庄:上
水》(A chinese LineageVillage: Sheung 

Shui,1968).

• 华琛(James L.Watson)的《移民与中国宗族———
文氏在香港与伦敦》(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 TheMans in Hongkongand London, 

1975).

• 葛伯纳(Bernard Gallin)的《新兴》(Hsin Hsing, 

Taiwan, 1966).

• 马杰莉·沃尔夫(MargeryWolf)的《林家》
(TheHouse ofLin, 1968).



四、研究回顾：试验地——海
外乡村人类学的研究
• 戴瑙玛(Norma Diamond)的《鲲身,一个台湾渔村》

(Kun Shen, A Fishing Village in Taiwan, 

1969).

• 焦大卫(David Jordan)的《神、鬼与祖先》(God, 

Ghosts and Ancestors, 1972).

• 孔迈隆(Myron Cohen)的《合家与分家》(House 

United,House Divided, 1976).

• 郝瑞(Steven Harrell)的《犁头村》
(Ploughshare Village,1982).

• 桑高仁(Steven Sangren)的《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
与魔力》(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1987).



四、研究回顾：改革开放后海外学者
进入大陆的研究

• 如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
(Jonathan Under)在1975~1978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
访谈,深入了解毛泽东时代陈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于1984出版了《陈村:

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Chen Village: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Community in Mao′s China), 

1988~1989年间,他们来到陈村做实地考察,采访村民,调查陈村在邓小
平时代的变迁,于1996年推出了增订本《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
下的陈村》。

• 萧凤霞(Helen Siu)以她1977~1986年间对新会县环城公社的多次调
查,于1989年出版了《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 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和赛尔

登(Mark Selden)于1978~1987年间共18次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
等进行调查,于1991年出版了《中国乡村,

• 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 波特夫妇于1979~1985年间多次到东莞市茶山镇增大队, 1990年出版

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 黄树民于1984~1985年间到福建林村进行田野调查, 1989年出版了

《林村的故事: 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近来的研究

• 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2003年以后
每年出版一辑，已出版十二辑）

•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
化解读》（2009）

•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2010）

• 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
与社会结构》 （2010）

• 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
会稳定问题研究》（2011）

•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2012 ）

• 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
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2015）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宗族研究

• 1、宗族研究

• 弗里德曼曾综合村落社区的田野资料与族谱等文献资
料，对华南的宗族制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华南是中
国的边疆地区，中央政府的力量在当地的影响较为有
限，所以人们必需依靠自己，加上华南地区种植水稻，
需要集中的劳动力兴修水利设施等，使得人们必需相
互合作，因而宗族制度特别兴盛。尽管后来的学者对
弗里德曼的理论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修正，但是他为
人类学对田野调查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范式。尤其是田
野资料与史料的互补，使得从小社区透视中国社会成

为可能。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民间信仰研究

• 1、李亦园——民间信仰代表了中国文化
的另一半

• 2、武雅士——人与神的结构-分析民间
信仰的一种范式

• 3、《仪式与社会变迁》：民间信仰的复
兴与再造

• 4、“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历史人
类学的切入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区域研究

• 施坚雅：区系理论代表人。学术界所谓
的施坚雅模式，是指由施坚雅发明的，
用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
析模式。一般认为，该模式包括了农村
市场结构与宏观区域理论两部分，前者
用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后者用以分析
中国城市化问题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村民自治

• 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

•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
自治的调查与思考》（1999）

• 王振耀《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2000）

• 张厚安、徐勇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

个村的调查与比较》（2000）

• 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乡村政治结构
的变迁》（2001）

• 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
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婚姻与家庭

• “轮伙头”——与“联邦家庭”研究

• 童养媳研究——家庭关系研究

• 婚姻圈研究

• 留守儿童研究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乡村移民研究

• 1）农民工研究

• “二元社区”与“钟摆理论”

• 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研究

• 散工——自由的都市边缘人

• 2）“移民文化”——华侨及侨乡的研究

• 3）“库区贫困圈”——库区移民研究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乡村发展研究

• 1）乡村都市化研究

• 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
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即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
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即为乡村都市化
(Rurbanization)。

• 五个表现形式：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
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
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
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生活变迁的动力之一；
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
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
高 。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乡村发展研究

• “三缘”的变化：
• 1.血缘关系：强调男系一支的关系→母、妻两方的作

用日渐突出；牢固的家族关系→青壮年劳动力外出，
父母成为经济来源的象征，祖辈承担家庭事务；家庭
伦理观念弱化。

• 2.亲缘关系：拟制亲属关系的扩大，将正式关系转化
为非正式关系，以便形成连带关系网络；由于提供资
源的渠道增多及当事人原有的亲属网络不能提供新增
资源的需要，人们的合作对象变动频繁，导致农村社
区中亲属关系的易于变动性。

• 3.地缘关系：人们摆脱土地束缚，区域流动不断形成
新的开放型地缘关系。庙会、民间信仰仪式或消失或
转化成单纯的文化展演，失去文化整合功能；民众重
新寻找集体归属，例如太极队、秧歌队、棋牌室等成
为人们消解文化不适应的出路。



五、乡村研究的切入点-乡村发展研究

• 2）乡村扶贫研究

• 3）失地农民研究

• 4）城中村研究



乡村研究的著作



谢谢！

•欢迎提问



六、个案——凤凰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 1949年之前的乡村政治制度有如下些特点∶1、
政府对乡村的直接干预少，行政的影响有限。
虽然建立了保、甲制度，那些保甲长是宗族或
房支的领导人，只是乡村与政府的中间人(向
官方传达民间的意见、代理官方收税或办理其
它事务)，而不是政府的代理人。2、自治性政
治，亲属关系和家族制度，士绅阶层、祖先与
神灵崇拜，社会道德与舆论是统治乡村的主要
力量。3、土地制度是家庭占有和公堂(祠堂)

占有。



• 1949年以后政治制度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社

会的政治、行政、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心合而为
一，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
中。这样，行政组织建立在基层，政治的影响
从间接转为直接。乡村人口划分为不同阶级，
每个人被组织到一个社会组织之中，那种以亲
属和家族关系整合的村落社区已不复存在。土
地制度也经历了从“耕者有其田”，到合作化、
公社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



变动频繁的行政区划

• 凤凰村1914年属于潮安县登荣区，1938年属于登
荣乡下荣片第24保第2甲。

• 1950年属于第三区下荣村，1951年改为下荣农协
会汤溪村农协；1952改为十五区溪头小乡(包括今溪
口、潭头、龙溪村)，1954年改属第十一区，1956

年又改属归湖大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按军事
化编制，凤凰村为二团八营。1962年改为凤溪大队，
包括溪口村和潭头村，辖10个生产队。1973年拆开
为两个大队，溪口大队辖7个生产队。1983年溪口
大队改为溪口乡政府，属于归湖区公所。1987年溪
口乡改为村民委员会，属于归湖镇，所辖生产队改为
村民小组。1994年溪口村村民委员会改为溪口管理
区，并建立管理区办事处 1998改为村民委员会



土地改革

• 第一阶段∶减租减息

• 第二阶段∶土地改革 （1）清匪反霸、
安定人心 （2）划分阶级，分配财产（3）

查实田亩、分配土地



农业合作化运动

•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 1、互助组。1953至1955年

• 2、合作社。1955年春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
成立

• 建社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步宣传、教育和定原
则 （入股原则、分配原则、教育原则）第二步
进行“三评”工作，即评估土地、农具(包括
耕牛)和劳动力第三步是做好生产计划，分区
分队定出社章制度和纪律、开成立大会、进行
大生产。



人民公社运动

•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 1963－1964“四清运动”——对农村基层
干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 1964 农业学大寨运动

• 1966 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以后

• 1979年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经过调查后实行生产责任制:旱

地作物全部包产到户，水稻分四种形式。
到1984年全区23个乡，182个村民小

组，全面落实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1987年归湖设镇，溪口村改为管理

区。

• 1996“两田法”



村落领导人变化特征

• 一是无论名称怎样变化，干部队伍相对
稳定

• 二是凤凰村在与别的村合并时在权力结
构中处于劣势

• 三是一旦成为领导，因为有政府的支持，
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久而久之形成势力



改革开放权利结构变化

• 首先是复原军人在村落政治中占主要地位，书
记、村长、会计都是复原军人

• 其次，戴氏宗族成员成为村落的主要领导人

• 其三，社会力量的介入，锣鼓队、村庙管理委
员会、族谱重修委员会等社团的组织者，退休
干部

• 其四，社会舆论的作用越来越大

• 其五是富裕的企业家对村落政治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