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

３７ ＿ ＿ １
期

２０２０
年 ２ 為

甲３农业太攀学报 （社濟学：

版
）

Ｃｈ ｉｎａＡ
ｇ
ｒｉ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 ｔｉｏｎ

技
“

宿
”

乡土间 ：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
——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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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紐技＃據入乡丑＃德聽的滅会＿翁翁：象寒＿§下 技术 邀辑与蠢ｆｔ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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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齒体化 、个体化 、市场化时期的农民驚求是嬗変
、的

，
因此农昆与技术 的瓦动 也呈现出

“

嵌

入
” “

脎嵌
”

篇冗嵌
”

兰种膽＾ 求翁我＾不暴舉魔靡两是寥商篇 自爾薄活动 口 栽术裳職霖到使甩敎猶

技 可以通过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来予以 消减 作 为一神社会表达方式 ， 农业技术应该把握

不減时期德农思＿ ，
掏等翁的翁４拿和力群体怍 ；＾破 口 ，篇 麥土＿魂农业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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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技术 的窠展对人粪社会的攀响爱广泛而深刻的 ，
它不傈使人们认识、改造 自然与社佘的手段 ＥＪ

趋进步 ， 闻时也使人们购思维观念出现擧命性的变化 。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着 ，

一

切社舍都截术 ，

我们使用技术来创造各种物质條实体 。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价值 目标实现方式 ，
技术 的发萌 、分

类 、选捧、使用 、评价等號程都是４人类编织的．义之阿中实现的 。 在这一点上广技术 个社会

所镥言的
，
是该社会关：于世界的设想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体现 〇 ＃这个倉Ｊ１上 ，

技术所承袒的顧

要０：作是产出人 以及构建人与人之间 的关 系
叩 ］

５

＇ 因此
，
想要理解一个社会或个人所做的技术

选择时 ，我们需要详细考寮隹术选择背后的行为动机 ，或者说技术如何在物 质性与精神性的功能上

实现了社会或者个人的 目标。
此外 ， 我们还需要注意文化传统的 力纛

＾
也即不同社会文化传统泰响

下 ，个体对技术的认知 、技术使用愦习 以及由此形成的技术发崴变迁路種 ８

在当 下中 爵 的农 业转麵过程礼经挤＃所持 的资 本 与 农业＿＃所 ；
｝＃ 的技

术？
＊？１７＃

占据主导力量
，
然而技术与资本下乡 在推动中 国农业转型时却因为遭遇农业的季节

性 ［
９

］

、缺乏乡土Ｉｔ会基础 ［

ｌａ
］奮面临诸多困难

［
１夂气 有研究表明

，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

有 ３０％ ？ ４０％ ，
仅为欧美发途＿家的

一

攀
切

。 农业中 的确存在不西技术之间的相互关联 ，
但是这

些技术的关联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 的
［

１
３

］

。 传统农业技术实践发生在农业内部 ，
我术的发明者和

虔用者都是农房 ，这两者不存在使用的距离。 现代杜会的分Ｘ体系彻底将技术发明者与使用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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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分离 。 从技术的发明到使用这
一

社会过程
，
本文称之为

“

技术距离
”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Ｍ
ｉ
ｌｅ ｓ

） ，
它既

包括技术应用的 自然距离 即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 ，
也包括技术应用 的社会距离 。 技术的社会距离

就是在技术传播过程 中 ，
发明者与使用者所处的制度环境 、社会属性、关系 网络 、 文化习惯等 。 这些

社会因素都可能会对技术的使用落地产生影响
，
因而技术并非单一方 向而是双向 的沟通活动 ，

技术

嵌入在发明者与使用者的关系 网络中 。

本文试图深描在技术
“

嵌入
”

乡土社会的过程中 ， 技术与农民之间 的具体互动逻辑 ， 从而探讨

乡土社会尤其是生活在其 中的人是如何受到技术的影响
，
形成了怎样的认知心态和行为的

，

试图 总

结技术一农民相互调适的社会过程及其机理 。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策略

早期技术的社会分析有两种理论框架
，

一

种是 以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技术发展的解释因素
，

另一

种是社会文化作为分析的着力点 。 而在当代 ， 广义的技术社会学的主体由 两种组成 ，

一

是 以技术 自

主性为认知基础
，
着重预测现代技术的社会后果

；
另一类是把技术从科学中

“

取出
”

，
专致于考察技

术与社会诸方面的相互关系
［

１４
］

。 同时
，
专业性的技术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也在不断地发展

［
１ ５ ＿

１ ７
］

种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在西欧兴起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
，
其核心是探讨技术如何在多种因 素的

相互作用中得以形成 ，
强调技术是社会型塑的 。 主要有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技术系统方法和行为

者 网络方法三种研究进路
［

１ ８
］ ５ ９

＿ ６ １

。 另一种观点则 以 社会为 中 心
，
探讨社会对技术的影 响和塑

造
［

１ ９ ］

。 而邱泽奇提出新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 、创造技术红利 的 同时也带来技术的利益分配问题 。

让相关利益群体从中受惠 ，
既是技术影响社会变迁的基础 ，

也是社会结构或文化塑造技术特征的前

提 。 因而他认为技术和社会是互相建构的
［

２° ＿ ２ １

］

。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
技术进步始终是核心内容之一 。 从世界范 围来看

，

几个世纪 以来
，
农业

转型也与技术变迁直接相关
［
２２

］
２４ ＿ ３４

。 化肥、农药的使用改 良了土壤 、降低了杂草害虫对作物生长的

影响提高了农业的单产 、 温室大棚与灌溉设施消解了气候对动植物生长的影响 、 机械化的普及提高

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等等
，
技术的应用更让农业生产过程更为接近工业的标准 。

“

总之
，
农耕技术革

新 目标就是使动植物的产量更好 、更可预测
，
并且更快成熟

”
［
２３

］
１ ３ ５

。 国外学者关于农业技术的研究

主要集 中在技术的传播方式、传播过程
，
技术对农业的改造方式、农民对技术采纳行为 、农业技术推

动体 系 的 建 构 、 农 业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的 过 程 、 面 临 的 困 境 以 及 影 响 因 素 等 方

面
［
２４

］
１ ５ － ２４

，

［
２５

］
２ １

－ ２２
，

［
２６

］
，

［
２７

］
４１ ８ －４ ３ 。

，

［
２８ 

－

２９ ］

。 大卫 ． 古德曼 （
〇邪记 〇〇〇如肪 ）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了技

术变迁与农业资本化的关系
，
提出 占取主义／替代主义的理论框架

，

强调由 于 自然条件的限制
，
资本

无法在农业 中建立
一

个超越家庭之外 的更优生产模式
，
但技术的进步

，
使工业资本可以不断加强对

农业领域的渗透和控制 ［

３°
］

。 国内学者也从农业科技推广政策体系 、推广模式创新和相关主体的研

究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
３ １

＿ ３ ２
］

。

然而 ，
已有研究侧重技术的 目标达成和技术 自 上而下的传播路径 ， 忽略了技术担纲者与技术受

用者的具体互动过程 ， 忽略了在农业技术进入乡 土过程中行动者之间 的差异性 。 技术人类学的研

究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弥补 了这种缺漏
，
笼统地讨论技术对乡 土社会的改造 以及乡 土社会对技术的

影响对于我们理解技术在扩散过程中为何受阻的原因还不充分
，
技术嵌入的深入与广度受具体互

动主体的影响 ，
所以应该进入到技术本身的特质及其与农民互动的历史情景分析 中 。 本文认为农

业技术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具体的技术担纲者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ａｒｒｉ ｅｒ ） 是否具有

“

乡 土亲和力
”

以及承接

技术的农民是否具有
“

技术亲和力
”

。 技术担纲者是指相对于技术接受者而言的技术发明 者 、扩散

者 。 本文所指
“

担纲者
”

（
Ｃ ａｒｒ ｉｅｒ

）

—词源 自 于韦伯 。 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中希望知

道什么群体担纲特殊类型的职业伦理 。 对他来说 观念 只有 由界限分明 的 、具有重要影 响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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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阶层和组织担纲
，
才是历史变迁的重要 因果力量

”  ［
３ ３

］
３７ °

。 进
一

步
，
他认为清教徒身上所涌现的

“

天职观
”

工作精神 、克制欲望的特质 以及组织生活的理性化倾向等内在品质构成现代
“

经济人
”

的

根基 。 在禁欲主义新教的虔信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性精神之间存在亲和力 。 就本文而

言
，
农业技术担纲者的精神特质是指技术行动者按照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关系 、礼治秩序与伦理

规范进行具体社会行动时所表现出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的行为特点 。 这
一

精神特质将构成技术担

纲者的乡 土
“

亲和力
”

，
进而影响到农业技术能否顺利被农 民所接纳 。 技术担纲者的乡 土亲和力 以

及地方文化伦理与行为规范构成技
“

宿
”

乡土的社会基础 。 与之对应
，
同技术担纲者进行互动的农

民所具备的技术认同感也构成农民的技术亲和力 。 而只有技术担纲者找到具备技术亲和力 的农

民
，才能顺利实现技术

“

嵌入
”

乡土的效果 。

三
、研究对象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区域位于华北平原河北省南部的 曲周县 ， 属
“

小麦一高粱区
”

［

３４ ＿ ３ ５
］

。 农作

物常年播种面积 １ １２ 万亩
，
其中粮食作物达 ８ １ ．９ 万亩

，
是传统的粮食主产区 。 粮食作物主要是小

麦 、玉米 、小米
，

一

年两熟 。 在 １ ９７０ 年代改土治碱之前
，
曲周县属于盐碱区

，

且有将近千年历史 。 据

《汉书 ？ 地理志 》记载 ：

“

漳水出治北 ，
入黄河 ，

其 因斥 卤 ， 故曰 斥章
”

，

“

斥章
”

即今天的 曲周县 。 清

乾隆十二年
， 《
县志 ？ 盐政》也记载

：

“

曲 邑北乡一带
，
咸碱浮齒

，

几成废壤
，
民间赋税无出或籍谋升

斗
”

［
３ ６

］
２２６

。 受早涝威胁 ，
土壤盐渍化现象严重 ，

河流多次改道泛滥造成大片瘠土 ， 农业产量较低 ， 耕

作也较粗放 。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７０ 年代 ，

国家通过粮食救济 、财政支持等帮扶措施使当地农民的生活

状况有所好转 。 据统计 １９４９一 １９７３ 年间
，
国家用于供给 曲周县的粮食救济共计 ７ ００ ０ 多万千克

，
资

金救济约有 ３０ ００ 万元 。 这
一

现状直到 １９７３ 年改土治碱工程实施 以后才得到扭转 。

本文实地考察的 田野点简村位于曲周县东北部 ，
距离县城 １５ 公里 。

２ ０ １９ 年简村人 口共计 １７４

户 ９５８ 人 。 其 中劳动人 口５２７ 人
，
占 ５５ ． ０％

，
男性劳动力 ２７ １ 人

，
占 ５ １ ．４％ 。 简村是 １９７０ 年代改土

治碱工程的第二代核心村庄
，
经历了 自 １ ９７３ 年集体化时期的技术进入、个体化时期技术退 出

，
以及

市场化时期再进入的历程 。 笔者 ２０ １ ８ 年 ７ 

—

８ 月 、
１０ 月 与 ２０ １９ 年 ６ 

—

８ 月在该村进行 了为期 ４ 个

月 的 田野调查
，
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对三个阶段的代表性村 民 、村干部 、治碱工

作组成员等进行访谈并获取翔实的 田野资料 。

四
、分分合合 ：

三变的技术与嬗变的农民

本文以改土治碱的实践过程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

基于历史脉络来梳理集体化 、个体化和市场化

三个时期农业技术与农民之间的变迁样态 。 不 同于以往 自 上而下的单向度技术实践 ， 在这三个阶

段 中
，
技术 以及技术担纲者

“

宿
”

于乡 土间
，
在融入农民 以及乡 土社会的过程中开展具体的技术实

践
，

因而这也是
一

个
“

嵌入
”

的过程 。 由此
，
本文基于关系嵌入性的概念将不 同 时期技术与农民 的

互动关系归纳为
“

嵌入
” “

脱嵌
” “

回嵌
”

的三种类型
，
分析在差异性社会结构和关系 网络下技术的

行动逻辑与农民的行为策略 。

（

一

）
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３ 年 ：嵌入的技术与集体化的农民

１９７３ 年
，

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出
“

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

的科研任务
，

河北

省
“

黑龙港地区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
”

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
， 由 中 国科学院 、水电部 、 地质总局

等部门联合主持 。 同年 ８ 月 １５ 日
，
中 国农业大学 （ 时为北京农业大学 ）应邯郸地委邀请组建盐碱

土改 良研究组 （
以下简称治碱组 ）来到黑龙港地区上游涝洼碱地中 心的 曲周县 ，

经过初步 的考察
，

确定在这里展开
“

利用改造咸水
，
综合治理旱涝碱咸

”

的科研 。 是年 １ １ 月
，
治碱组进入曲周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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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治碱的实践 （
其治碱历程如表 １

）

技术距离的弹性变化以及技术随着结构性 因素的浮动走 丨 ４

图 １ 三变的技术与嬗变 的农 民 关系

表 １１９４９
一

１９８３ 年集体化时 期改土治碱过程①

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

先后三次的改土治碱尝试 ，
均 以失败告终 。

碱地占 ７０％ ，
粮食亩产 １００ 公斤 。

根据
“

北方于早半干旱地区水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

的指示
，
将河北省

“

黑龙港地区

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
”

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 。

在盐渍化最重的严村一带设立治碱实验点 。

采取浅井深沟 、抽咸补淡 、沟 网结合的治碱方法 。

在严村南边 ４００ 亩重盐碱地上开始规划治碱 。

经过治理
，
４００ 亩盐碱地 ２ 米土体盐碱度 下降 ５５ ％，

随即建立以严村为中心的第
一

代

４ ０００ 亩综合治理旱涝碱咸重点 试验区 ，先后打浅井 ２６ 眼 。 在旱期和雨季两期抽水 ，

在冬季引河水压盐补淡 。

严村粮食产量由 １９７ １ 年的 ３ １ 万斤增 至６０ 万斤
，
单产达４６３ 斤

。 皮棉 由单产 ２０ 斤增

至 ５７ 斤 。

根据
一年 的实验成果

，
提 出

“

利用改造咸水
，
综合治理旱涝碱咸

”

的报告
，
提出浅井深

沟体系是治理旱涝盐碱的关键 。

扩大试验 区范围 ，建立 了以严村为 中心共计 ６０００ 亩的第
一

代试验区 。

将原来设计的 ３ 万亩盐碱地综合治理区扩大到曲周县北部 的 ２３ 万亩
，
涉及 ８ 个公社

１ １ ８ 个大队 。

建立以简村 为中心 的 １ ．５ 万亩第二代试验 区并取得成果 。

建立了包括严村 和简村在 内的 ８ ．５ 万亩综合治理区 。

曲 周县实验站建立 ，
中央农业部拨专款 ５００ 万元支援曲周县治理盐碱 。

曲周县实验站正式挂牌 。

盐碱地下降到 ５０％ 以下
，
粮食亩产由 １⑴ 公斤增长近 ３００ 公斤

，
总产达到 １９７． ２ 万公斤 。

６０ ７６５ 亩盐碱地中 ，轻度的由 １６ ８０８ 亩减少到 １ ５２４２ 亩
；
中度 的由 １６ ０２７ 亩减少到

１０ ６４ １ 亩
；
重度的由 １２ ６９５ 亩减少到 ８ ３４ ２ 亩

；碱荒由 １ ５２３５ 亩减少 到 １ １ ００５ 亩 。 严

村耕地中盐碱地面积所占 比重 由 ８２％ 下降为 ２２％ 。

１ ． 集体化时期的 国 家力量与 农民的现 实 需要

在第一阶段 ，技术嵌入的向度 ：和形式受国家一村庄一农民３种力＾＊苘影响 （如图 ２ 所 。

１９４９
一

１９ ７２年 曲周县 地方政府

１９７２年 曲周县 —

１９７３年 — 中央

１９７３年 ７
—

９月 曲周县 治碱组

１ ９７３ 年 １ ０ 月 严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３ 年 １ １ 月 严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 严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 严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４ 年 １ １ 月 严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严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７年 严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８年 简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 严村和简村 治碱组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 曲周县 治碱组

１９８２年 曲周县 治碱组

１９８ ３年 曲周县 治碱组

１９８ ７年 曲周县 治碱组

① ｉ：述资料ｔｉｒ《曲 周县＿１与＜战役１０１靈裡观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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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家力复与乡村精英的推拉作用Ａ同便樽技术进入乡土社会 。 但真ＪＥ与农 Ｂ进行实际亙动 ｆｉｔ蕞技

术担纲者 ，
即治碱组^

这一时期 ，
猶上而下的＿体化行政体系为技术

的嚴，
人创造 了政洽便利条件ｃ 錢过 １９５ ０ 年代的社

会改造 相对雜上 的嚇胤 ．乡土社会央是作

为国家意志的承接者 治碱组正是厝助国象的 力

量支持顺利进入村落 。 此外 ， 农民对于改良土壤、

实现温饱的现实需要也在 ：技
“

宿
”

乡土的过程中起

到关键作用 。 ｇｆ地流传着
一

旬俗语，春灾 白鋩茫 ，

夏夭水往枉。
只听耧声响 ．，

．不见粮妇仓 。

”

千宵年

来 ｔ生括在曲周县的农民因为盐碱地的缘故 ，连基

本的糊 口 问题都无法解决 国家推行的改土治碱

政策显然与农＆的现实需求－到契合 。 技术进人

乡土社会时 ，
农民的现实齊求 ．

是技术担纲者需要先

期莸得并准确认知的。 集体化时期的
－‘

总体性社会
”

使得隱家对塞爲裏有强大的控制力 ， 筒家
一农

民 的关系 十分紧密 。 国家的推力
、
农民的需求和技术担纲者的群体特质形成 了稳定的结构关系

（如圈 ２麵） ，成为技求下嵌鐘震憂一环：

ａ

１ 技术担纲者的 乡 土 亲和力

事实上 ，在希碱组进驻简村之翁，
政麻先后组织艇次大小规模的改土费碱行动 ，

但都以不同

程度的失畋费终 。 ．两的逋因？缺 ；Ｔ资金技术 ，但究其根本在．于技术担纲者既．不能长久 宿
”
于乡

土间 ，
也不具备改土治碱的决心 ，仅是为配合科层式的命令而进行一些浅尝辄止的行动 ， 这些技术

行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理 目 的
，
反而越发削弱了农民对技术和政府的信任

，
以致农民用

“

飞鸽

牌
”

来形容之前这些改土箱碱的 ：Ｅ作组。

Ｋ

我们这里不知道前前后后来过多 少改碱的 ，
有地 区的

，
有省里的

。 来的 时候都是翁

心十足
，
折腾 了

一阵子 ，
不 了 了之地走 了 。 反正他们是

‘

飞鸽
５

牌的
，

回 去继续 当 干部 ，拿

他们 的工资
，
可苦 了 我们农民 。 他们来把地搅乱 了

，
把盐池子推平 了

，
我 还得重新平地 ，

刮土淋盐 。

从这些说法 中／冶碱组认识到
“

盐碱地是一块硬骨头 ，硫实不怎么好啃 ，技术 、农民的心理因素

都是对我们的很大挑战＇ 对宁这些难题
，ｆ碱组艾是如何破解的 呢？

年 ８ 月 ，铪碱组选择盐碱化较翼 、 生活条件黎艰昔的严村 、简村设貞迸行改土抬碱 ｓ

严村
、
简村这一带属于原生的盐渍化地区３再加上这里是河流Ｊｂ游灌溉区 ，

人为因 素造 成的次生盐

演化较严潼 。 吏大的限制性辑素在宁农民对这次改土治碱缺乏信心 ，
配合的可能性低

、
动员参与的

难度较大 。 但治碱组着售通过挑战难慶較大的村落
，

找到彻底裉游出壤盐碱化的方潘 ａ
地方政府

却对他们的选择表Ｓ质截 ， 出聲科层制涪理思维的考虑 ，
地方政府认为治碱组在简村

一

带设点 ，
无

疑会増加改土治碱的难瘼 ，拉长见效的时间 ４
一旦闺家见不到实碌致畢 ，很容易再次撤走队伍 。 但

治碱组认为 ，

？
＇

‘

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 了应付蓋事 ，做点 成绩好交差 而是真想在盐碱地上做些实

事 ａ 虽然这
一

片地区治理难度大 ，但Ｍ要方法对头 ，
依然能够解决问题

”
［＾＇ 砮过治碱 ．组的反复

沟通
，
县委被治碱组说服 ，最终同意在简村设点改碱 ，并安排水利局 、农机 公安扃

一起入村驻点

配含治碱组的工作 。

突破地方县委这
一关仅仅 墨个开始 。 琴待他们 的还有来 自严村 、简村的乡土考璨 。 为了最

图 ２ 集体化 时期技术与农 民的关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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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融入地方社会
，
治碱组选择直接入住村里的

“

三透房
”？而不是县委安排的招待所 。 在他们

看来要想破除农民对治碱组的 固化印象 ，
必须深度参与他们的 日 常生活 。

“

在我们这些农业科教工作者的认知 中
，
对

‘

农 民
’

这个词 更 多 是概念性的
，

只 有 当我

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时
，
才会有完全不 一样的 感 受和理解 。 而 只 有共 同 生活在 同

一个村

子里 面
，

天天都在打招呼 、 交谈 、嘘寒问 暖 、讨论工作
，
我们 与 他们之 间 的 陌生感和距 离 感

才会渐渐淡去
”

［

３ ７
］

２２

。

但当治碱组拿出工程 图准备实施时 ，
农民们却心存疑虑地问道

：

“

你们在这里能待多久 ？

”

显然

农民的顾虑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 。 在他们看来
“

过去的工作组来过很多拨
，
这个说这么挖

， 那个

说那么挖
，
来年开春就走人

，
什么 问题也解决不了

，
社员很有意见

”
［

３７
］
４３

。 所以才发出这样的疑 问 。

面对质疑
，
治碱组给出 的答复是

“

治不好碱
，
我们不走 ！

”

。 这给信心受挫的农民们 以极大的踏实

感 。 试验 田的渠道决 口 了
， 治碱组的老师第

一

个跳进冰冷的水里 ， 在
一旁的农民看老师们如此 以身

犯险
，
为之感动地跟着跳了下去

，

口子堵上了
，
随之堵上的还有农民对治碱组的疑虑 。 起初

，
治碱组

想在村落盐碱化最重之处规划 出 ４００ 亩的示范 田做实验点 。 但区域恰好涵盖 了村落 的
“

刮金

板
”？

。 村 民们担心
“

如果盐碱地没改好
，

‘

刮金板
’

也毁 了
，

两头落不着 。

”

治碱组考虑到村民 心里

的顾虑并没有采取强制的措施 可以把这块地留 下来做
‘

教育 田
’

，
如果盐碱地改好 了

，

这块地可

以作历史见证
，
教育后人

；
如果盐碱地没改好

，

‘

刮金板
’

也毁不 了 ［

３７
］

４２”

。 这样周全的安排既打消

了村民的顾虑也获得 了村 民的认可 。 治碱组和村 民一起挖沟平地、 日 常交流互动
，

“

心逐渐连在一

起的
”

。 加上治碱和生产又有了成效
，

所以
“

治碱组老师
”

就成为
一

个可 以依靠的符号象征 。 除了

在 田里诊断庄稼长势
，
商量浇水追肥的事

，
有 时候村干部讨论问题意见分歧 、夫妇吵架时都会说 ：

“

去找治碱组老师 ，
听听老师怎么说

”

（
ＪＡＧ５ 访谈 ）

。 这样治碱组在村落的角色 日渐丰富起来 。

费孝通认为传统的 乡村社会是
一种熟人社会

，
因而大家对彼此都是

“

知根知底
”

［
３ ８

］

。 治碱组按

照熟人社会的关系伦理来为人处世
，
将 自 己界定为

“

当地人
”

，
构成了技术下嵌的转折性 因素 。 正

是这些行动塑造 了治碱组的乡 土亲和力
，
赢得 了村 民的信任 。 后来人们将这

一

时期技术担纲者的

精神特质概括为
“

奉献 、责任 、科学、为民
”

的曲周精神 。

３ ． 乡 村精英的 内聚力 支持

治碱组的 乡土亲和力也吸引 了地方乡村精英 。 乡村精英的组织力与动员力也为治碱组改碱创

造 了社会基础 。 在建设第
一

代核心试验区严村时
，
简村村支书简爱 国在亲历治碱组的实际行动之

后
，决定邀请治碱组进驻简村 。 治碱组说 ：

“

让我们去治理盐碱地需要钱啊 ，
你们村有吗 ？

”

简爱 国

回答道 ：

“

没钱
，
但我们简村所有农民都是免费劳动力 ，

无条件配合你们
”

（
ＪＡＷ 访谈 ） 。

一

个社区

中 的意见领袖将会影响周 围人群对于技术本身的态度
，
同时也会影响周围人群愿意采纳技术的时

间
［
２５

］

。 老支书简爱 国极力邀请治碱组来村里改土治碱并许诺全村无条件配合
，

这一行为本身就是

村落中乡村精英对技术认可的体现 。

乡村精英拥有灵活的头脑和较高 的科学文化素养而在村 民 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较强的号召

力
，
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领路人 ［

３ ９
］

４９
＿ ５３

。 简爱 国早年求学于武汉士官军校 ，
毕业后 回到村落即被任

命为村支书 。 早年的游学经历
，
使其对技术和知识的接纳能力 、识别能力要高于普通农民 。 同时简

姓作为简村最大的家族有着非 同
一

般的村落影 响力 。 治碱组在获得简爱 国的支持以后
，
随即决定

开始建设第二代 以简村为核心的试验区 。 有了第
一代试验区的经验 ，

再加上简爱 国这
一

乡 村精英

的所提供的社会基础
，
技术顺利嵌入到简村 。 １９ ８ １ 年春

，
改土治碱逐渐取得成效

，
简村的土地生产

① 简村的房屋主要为土坯房
，

由于长年累月 的风水 日 晒再加上盐碱的侵蚀
，

房屋根基损坏较重
，

雨天漏雨
，

遇风进

风
，
冬天飘雪

，
故称为

“

三透房
”

。

？ 村民之所以称为
“

刮金板
”

，

是 因为这片地刮 出 的盐多
，

淋 出 的小盐质量好
，

是严村最好的一块盐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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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也由 ．廪来的亩产７５ 泞提升黨：２００
ｉｆ

， 貧村的Ｕ耕地面积也４过金的 １０００ ： 亩扩大 ２０００ 亩 。

总之
，
在第一阶段 ，技术之所以能顺利嵌人到 乡 村

ｓ
督先是集体化时期菌讓上下

■

一

体的
“

总体

动员％ 技术 的公共性与乡土社会的实际需求在广定程度上寒现契翁 ，
才能构 成技术顺利栖身乡

土的前提条件。 而技术想要真正嵌人乡 土ｆＵ则需要乘 貪乡土社会的有力应和 ，
比如乡村精英 、农民

对技术的接纳和认可 国家力量和 乡村精英的支持以外 ，
最为关键的是技术担纲者的 乡土亲和 力

使技术具备了扎根乡土融入农Ｋ的精神特质 Ｂ

（
二

）
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９ 年 ：脱嵌的技术与个体化的农民

故事并非
一

帆风顺
．

，

：技术与农馬的关系也聲非从一 ■而％１９７ ８
． 年改革开放 以涞 ，

国家开始在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任制 ？ 随看人地关系的变动 ，＿也相应地改生产紙为材民 自治委厨会！

相较 体化时期的下
＇

沉 ， 这＾时期的 国家治遵更寥呈规出上移蟊勢 。 随着政土■碱的 目标达成 ．

治碱组的 任务也发生了转移
＿
同时由ｆ国家与基层权 力关系的变动 ，

农民 的行为倾向也开始发生

变化 。 与集体化时期相反 ，
这一阶段的农民行为呈现出个体化 、私人化特征 。 经历上一阶段的改土

治碱 ， 简村的盐碱地已经变为 良田
，
对于农民来说最为渴望的是获得自 己能够支配的土地 。 虽然此

时技术的属性并役有发生；变化 ，

但抬碱组在这
一

，段没有及时捕捉到农民 的需要雨陷于进退苘难

的尴尬境地。

一

方轉緣餐？＿＿保灣裏体化＿的大方操作 体联种 ，雜續霄在村落中ａｆ屬 ：ｉ壤改

良以后的技术推广与科学研究《 另
一方面则是农铸廹切薷要分到土地迸行象處承包義會３ 技术的公

共性需求与农民妁个体化需求之间产靈了错位
，
虽然技术担纲者一直保看集体化时期的 乡土表相力

与社会化服务特征：
，
但是农民此时的需＿雇个体化

，
技术和农民 ．的距离开始拉远＜

如图 ３所满 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苹伊始 ？
出 于对改土猜

碱成果的维护 ，治铖祖并不同意简村分田＿户 。 锫
＋

碱组对简爰國说 ；／

‘

别的村都分
，
咱们就不分 ，倒要

看看是集体责任制好还是家庭分田 到户好
”

（ ＪＡＧ３

访谈 ） 。 卖
，
治碱组从中看到 了集体责任制 、的

Ｅ大优势 ，
府坚持的不孕单最改土治碱的成果 ，

更

是想从村庄的角度来尝试挑战弯时＆■在全ｇ取

得话语权地位的农村翁赛改攀ａ —碱儀雜做渎翁

＃了简－襄国的支持《 ． 尽管农民内部：看所动摇靡迫

于筒爱画 乡村＿英 、歲族权威身份 ，暂时选择丁支

持 ＾＿臂在 １９ ８３ 年出现 了转折 。 昜年 ５ 月
，简鸯

＿因为在改土治碱士作中拿现 ，

餐出 ， 被提拔到公社

担枉书记￥ 随看简爱匡的萬开 ，治碱组失去了乡村精．英的有力支持 ＾ 新任村熏书简山川也麗简氏

象族 。 但不时宁简爱 ｆｔ对治碱组的做鐘 ，
简山 川表现 出柜对独立裳蜜是排斥的态度 ＆ 在分田到户

这件拿上 ，
简 ．山川的反应尤为突出 。

一龙面 ，
他认为治碱组的改土使命已完成 ，斑该把改 良后的

＇

土

地交还给村集体＃退 ．

、出 落 ，面不应凝干预村落的发展ｓ 另
一

方面 ，国家现在顺应农民的需求提宿

分田到户
，
治碱组也应支持这一寧措 。 简山川说 ：

“

我就木償
，
简村离开了抬碱组就无法发展／ 他

在一宗裎度上代表了这
一

０＾期简村大部分农民 的态度Ｂ 但这排斥态度弁非排斥我术本身 ３ 苘是雜

斥治碱组试厲集 中
＊

土地耕种而不分Ｈ到户傲做岛． 对于农艮来说 ，最奠要前是获傳±地的澡包权 ，

采取土地的家庭经营而不是集体耕种 。 自 己耕种 自百 的土地
，
比集体耕种土地要来的重接而踏实 ，

也更符合
＂

■

理性小农
”

的利益盘算冑 如果说 １９ ７３ 年之前 ，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
“

制土淋盐
”

的糊 ？

ｉｌ计
，
那 么这个时候ｉｔ地对农民来说意味看粮食的产 出与触手可及的温饱 。

这一对比之：下的巨大

诱惑力让他们不得不暂时搁萱改土时期与猜碱组建重的塚摩情感 ， 转而看眼于岧前利益 。 诚然这

葺千讀年來遒受土禳与粮食双重滅芝 的简村农 民在心理上的触底反弹 但却将治碱组以及可能给

图 ３ 个体化 时期技术与农 民的关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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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来更多实惠的技术
一

起推出 了村落 。

这时 ， 简爱国从中斡旋 ， 希望将治碱组留在简村 。 治碱组也提 出折衷的办法 ， 就是村集体在分

地时出让 ５００ 亩试验 田 以进行 田间科学实验 。 这
一要求并没有得到简山川以及农民的支持 。 因为

一旦将土地划分
一

部分出去 ，
意味着分到 自 己手里的就会少

一

分 。 在农民看来 ， 分 田到户是涉及切

身利益的 问题
，
谁都不想让步 。 虽然这些土地实际上是借助技术的改造而获得的 。 但在 内外有别

的乡土社会
，
治碱组此时已无法获得农民的 内在认同 。 随着人 民公社的解体

，
个人 回归家庭

，
但在

既无传统关系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
，
农村社会出现了个人只强调 自 己 的权利

，

无视对公

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
“

无公德个人
”

现象
ＭＷ１ １

－ ２６ １

。 在个体化时期
，
社会信任被削弱

，

进而加剧

了个体对家庭的依赖以及对公共性投入的淡漠
［
４ １

］
７９ 

－ ８ ３

。 农民从心里并不愿意给治碱组留 出试验 田 。

此后
，
简村开始丈量分地

，

这一过程不但打乱了改土治碱时期原有 的土地完整度
，

也改变了技

术所建立起来的浅井深沟 、抽咸补淡 、植树种草的整治规划格局 。 而作为乡村精英的简爱 国因为工

作 的忙碌难 以顾及到简村的内部事务 。 在此期 间虽有对继任书记简山川进行干预
，
但也无济于事

，

只能眼看村落在改土治碱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农 田 网络体系化整为零 。 不但如此 ， 简爱 国本人依靠

治碱组所建立起来的橡胶厂、 齒水厂也随着生产队的改制而解体 。 而这
一过程消解的不单单是有

形实体的集体财产
，
更是预示作为村落共同体存在的村集体的消解和私人生活 的兴起 。 这使得具

备公共特质的技术无法与个体化的农民相契合而与村落
“

脱嵌
”

。 １９７ ９ 年
，
政府为了方便治碱组改

土治碱工作的继续开展在公社建立了实验站 。 而作为技术担纲者的治碱组在退 出村落之后
，
只得

依靠政府划拨的 ５００ 亩土地开展 田 间试验 。 此后
，
离开技术的 ３０ 年内

，
简村的农业发展除了 改土

治碱时期所奠定的土壤基础以外
，
别无所长 。 农民与农业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与发展 。

（
三

）

２００９ 年至今 ： 回嵌的技术与市场化的农民

这一阶段 ，技术再次嵌入到简村 。 具体的表现就是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 科技小院？在 曲周县各个

村落的陆续建立 。 截止到 ２０ １９ 年 ８ 月
， 曲周县 １０ 个乡镇共建立科技小院 １２ 个 ， 累计驻村学生达

５００ 人次 。 作为新时期技术担纲者的科技小院希望
“

通过这一平台探索实现农业理论与实践、科研

人员与农民 、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 、国家需求和农民 目标 、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有机结合的农业技

术示范推广创新模式
［
４２

］
１ ３ ”

。

１ ． 国 家与 市场的双重驱动

改革开放使我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阶段 。 不同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个体化时期
，
随着市

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
广大的农村也逐渐地被纳入到市场经济 的链条 中 。 农民 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

伏
，
如今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当 年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个

“

两只脚深深陷入土地
”

的状态了 。 开放

的市场需求与供给信息对于农业生产的调整安排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除 了

“

不误农时
”

之外
，

“

不误市时
”

显得更加重要 了
［
４３

］

。 户籍管理的松动 、交通信息的便捷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让农民获

得跨区域流动的机会 。 市场除 了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之外
，

也给农民带来了 巨

大的风险与压力 。 农民的思维方式 已经不再局限于
“

三五亩地
一

头牛
”

的小农经济上 。 伴随着农

民社会行为的普遍经济化 以及消费主义的兴起 ，农民对资本的需求大于粮食的需求 。 当土地再也

无法满足农民的经济需求之时
，
农民再次诉诸 曾受其恩惠的技术 。 换句话说

，
这个时候农民更多地

是希望技术带来高产高效以便从土地里面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满足家庭的经济需要 。 同时
，

２００９ 年

① 科技小院的创始人张福锁与李晓林教授将科技小院定义为建设在农村生产一线 ，
集农业科技创新 、示范推广和

人才培养于
一体的基层科技服务平 台 。 科技小院以研究生 与科技人员 驻村工作 ，

零距离 、零门槛 、零费用和 零

时差服务于农户及生产组织为特色
，

以实现作物髙产和 资源髙效 （ 双髙 ）
为 目 标

，

致力 于引导农 民进行髙产髙

效生产
，
促进作物髙产 、资源髙效和农民增收

，

逐步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和农业经营体制变革
，
探索现代农业可持

续发展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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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
一

兽文件也提出賓加强和龛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 深人推进粮棉油貪产创建洁动 ，
支

持科技人员和大孽毕业＆到农技推广
一

纖工作 ， 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

，培养新型农￡吵 因而在这
一

时期
ｓ
居家 、市场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技术时職嵌人提供了外部条件＾在乡村精英的拉力和农民

的现病臂求下 ，农购款术的羅爾Ｉ次＿ Ｃ如團 ４

２００９年 ５ 月 ５
０ ， 曲嵐县依托商校资源启动建

立方富：小 ．麦邊米高产高效技术亲殖基地 （
简称

Ｋ

双

高
《

基地
） ，
在此曹悬下 ＊作为新时期 的技术姐纲者

１斗技小院
”

遂步在簡周县农村铺展开来
，

并通过开

展农业
＇
＊

奴霄 技术集成 示進推广体系等想式进行

曲周甚农业转議的揉索ｅ 每个科技小院对處曲厨

县不同区域 ．的农作物与农业发展方时 ，并因地制宜
地采取相論农业拨輸織具雜瞻＆

乡 村精英的 内聚力 支持

听闻科技小院建立的消息 ， 因为曾 与技术翁过

錄鳥次的交往苴动 ，
对ｆ技术充满了信任与傭感的

简爱Ｂ觉：得一定要让筒村再次迎 ＿技术＆ 为了科

技小院能成功回村 ， 简爱眞组规全村成查了农业合作社 ，并以含作社的名义在村里Ｉ
無转了８〇ａ 亩耕

地
ｎ其中 ５〇〇 亩作为科技小院的实验田

＜简爱國更是无偿把 自露的房屋出ｉｉ給科技小院学生人往 ｇ

每１ ５〇〇 亩实｜ｉ 田需夢人工播种 、打葯 、除葶 、 收割 、晾晒 、称熏时 ，
简爱；属总最ｐ前忙后为科技小院

时学生物色靠谱 、踏实的农 民帮忙 。 而科技小院也没让村民失望
，
第
一

年推行殷氮肥后移技术使玉

米＿亩±也的产躉提高 １３６７ 斤
，超过了全国的最高记录 』 随后科技小院通过引进新品种 、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 、兴办生物质染料广、配肥ｒ等产业
，

帮助农祖实现增产增收 。

３ ． 新 时期技术担纲 者的 乡 土亲和力

如果说 ４６ 年前的盐碱地治理 ，技术实现的 目标是使
“

简村农业从无到 ．倉 ，那 么新时期 ，技术则

是力争从翁到好
”

（
ＺＨＩ １２ 访谈 ） 。 象雇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分散的 、小农户 的土地

无法进行集中的管理 ，
因而也难以进行會效的珥苘卖验＆ 为了规避这一难题， ＇回嵌

”

技术在 ，全

村推Ｃ统
一的规范化农事操作 ，

以便于在农戶土±也不锍转的情况下实现规模效应 ｓ
但在新时期 ，技

术ｍ要实现这一 目标谈何容易 。 计刘经济时期人 ｆｆｌ具有较强 的集体意识 ，
到了市场化时期这种集 ．

体意识被削弱
Ｗ１ ５

％ 而想要把这些孤立的 、分散的农民个体重新聚合成农业生产共同体 ，
既需

要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也需要农民的技术亲和力 ９

为了方便农罵获得实用的技术 ，
科技小院驻扎在村里甚？墨最农民家中＾匿过建立核心示范方５

＊

在农民 田隹做实验 ，在 田同地头建立
“

农民田轉：学校
”

，
在村落的道路、胡词建立起

＇‘

科技长廊
” “

科

技胡同
”

气并借助科技喇 Ｐ儿Ｓ 、科技示范标牌承等途径以期实现
“

零阻离
”

接触农民＾
此外

，科技小

院的研究磨每年超过 １０ 个月 的时间生活在农村 ，
通过长

＂

宿
”

乡土
，
及时了解村落农业￥产龍．具体

问题 ，为农民提供及时的技术措导 。 但让玫民虐愿敖彝沿袭多年的４产种植习愤 ，接纳新的种植捧

① 杨 卿藏爾 賴■逛 突難雜利 、繼麵羼示Ｋ歯农Ｗ義鏡心賴貧，霉 脣举
ｓ
ｔ

辑

育Ｈ

？：雜技載蹕和斜黎儀两暴靖赞ｔ雀 ｗｗ地头場鮝村ｉｓ簿巷边上 ， 篸到靖于場 农鐵痕ｊ

＊

料德宣

儒＿貴计的＿纖／３＃＜§組成的ＳＪＩ设施。 内 乘业生产赞见 ：

间ＭＭ？决办

＿＿在科拔小院的堪于开屬我术宣背 脈务的大爾叭 ， 以及馬：宁＿＿ 、街馨髮營拔术的．観叭 。

■田遨雕轉拨小騰周围徽＿揆计的霄屬 ＿拳纖 ：歡标牌 ， ｆｃＢＭＫ＊眞输爾雇承的农賴捉肉容—

作錄靡驀麟 僂魏卿豕咨爾。

听示

图 ４ 回嵌时期技术与农 民 的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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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程是这
一

时期面临的技术距离难题 。 为此科技小院的负责老师提 出
“

星星之火
，

可以燎原
”

的

思路 ，
即在村内分别找上几户示范农户 ， 将整套技术教授给农民 以形成示范效应 ， 并通过农民 的关

系 网由 点到面的带动来扩大技术的应用范围 。

然而寻找示范农户的过程也不是
一帆风顺的

，
由 于学生群体的身份与形象让农民对科技小院

的能力存在疑虑
，

而农民的土地情结和风险意识更是天然的阻力 。 有的村 民甚至提出 ：

“

如果减产

了谁来负责？

”

这样
一

句话让科技小院的学生心里也犯起了嘀咕 ，

“

万一真的 出现 了什么闪 失 ， 自 己

生活费都搭进去也赔不起 ！
可是

，
如果现在表现得犹犹豫豫 的

，

没有 自信
，
那 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

啊？ 况且
，
我们的技术是肯定管用的啊

”

。 思量再三
，
学生向农民保证 ：

“

如果你全都按照我们说的

做
，减产多少我就用我的生活费赔你多少 ！ 

”

（
ＨＺＪ００９ 访谈 ） 。 小院的师生并不是直接将技术灌输

给农民 ，
而是以倾听为主 由浅入深地理解村民 。 这样 日 积月 累 的互动与交往中 ， 部分农民开始采纳

新的技术 。 师生们看到初步的滩头阵地 已经打下
，
便趁势办起了农民 田 间学校

，
培育起

一批具有技

术亲和力的新型科技农民 。 并 以他们为突破 口嵌入到简村的关系 网络中 。 经过
一

系列的技术观摩

培训 ，
这批农民逐渐将新技术与传统的种植经验灵活地结合起来 ，

一

方面调整了原有 的生产流程 ，

另一方面也琢磨 出更为契合本土的新式耕作方法
，
并成长为可以 向其他村 民传授科技知识和指导

生产的
“

土专家
”

。

有 了可以承接技术落地的农民还无法实现技
“

宿
”

乡土的长效性 。 处在农业转型过程中 的简

村农民要面对市场经济的资本渗透 。 农业技术 固然可 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
但能否成功地将

富余的农产品转化为货币资本这才是农民最期待的结果 ，
而这也是对技术的考验 。 为此

，
科技小院

协助简村成立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试图将原子化的农民与细碎化的耕地化零为整
，
并采取统

一

耕

作 、统
一

种苗 、统
一

技术 、统
一

销售 、分户种植的模式实现规模优势 。 此外 ，
还协助村民建立测土配

方施肥厂、 生物质燃料厂 ， 更深层次地嵌入到农产品上 中下游的产业链中 ，
最大限度地实现小农户

与现代市场的有机衔接
，
丰富简村的产业生计类型 。

然而农业不仅是
一

种生产方式也是
一

种生活方式 。 看到乡村文化生活的衰落
，

“

小院
”

的师生便

主动承担起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工作 。 举办中秋 、国庆晚会是为丰富简村老龄群体的文化生活 ， 带领

妇女开展文娱活动是为将留守妇女组织起来成为重建乡土 的 巾帼动力
，
而每年一期的暑期补习班则

是为留守儿童描绘不
一

样的未来 。 诸如此类的行动都为
“

小院
”

拓展了嵌入乡土的厚度与广度 。

技术推广其实是推广人心
，

生活中放下身份的区别
，
弱化 习惯的差异

，

生活的朴素让这支新的

技术担纲者融入村民 中 ，
也使技术随之扎根到 乡 土社会里 。 科技小院的师生想着

“

生活可以朴素

随意
，
但能力却不能朴素随意

，
我们是来帮农民 的 ，

一定要有拿得 出手的东西
，
朴素生活是为了融入

到农民 中去
，
但有

‘

尖端
’

的技术才能树立威信
”

［
４５

］
１ ３ ７ ＿

１ ３ ８

。 当科技小院的学生 即将毕业离开简村

时
，
村民 叹道

“

真是舍不得
，
在
一

起那么久 了
，
都是亲人的感情 了

”

。 村 民为 了能够 留住他们
，

甚至

在 ２０ １２ 年简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
，
将时任简村科技小院院长的李志坚推选为村委会主任 。

在这一阶段的
“

回嵌
”

过程中
，
技术本身的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
但是技术使用者及其所生存

的社会环境 已经发生 了改换 。 这
一

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就在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转型 。 尽管熟

人的社会关系在支持技术担纲者与农民之间的合作 ，
但是合作的 内容 已经 由 过去的改碱演变为技

术推广 、科学研究 、脱贫致富乃至公共文化生活营造等多重 目 的 。 因而技术双方的合作关系也 由过

去的
一

方施予
一

方接受变为双方共同参与的社会互动 。 理性的小农不再被动接受集体化时期技术

的干预与单方馈赠 。 农民个体在选择技术的时候有 自 己市场化的理性考量 。 在理性小农逻辑 中 ，

村庄被视为
一

个松散的开放体 ， 各农户相互竞争 、 自行其是 以增加收入和达到最高收益
［

４ ６
］

。
２ ００９

年以来
，
农民个体的需要是高产高效

，
并通过提高单产来实现经济收入增加 。 而这时科技小院进行氮

肥后移等技术推广完全契合农民的实际需要
，

所以技术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与理性 、经济的小农进行合

作 。

一

方面是农民从技术行动者那里获得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的技术帮扶 ，
另一方面则是技术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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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借助技术的实验获得更多的样本数据以进行科学研究 。 同时相比较前两个阶段
，

这一阶段的技术

担纲者采取了更为柔性全面的嵌入策略 ， 在先期理解农民的基础上再进行后期的技术融入 。

五
、结论与讨论

技术行动的实践逻辑不能仅通过描述技术的 目标达成以及技术 自 上而下由 外而内的传播路径

而简单地归结于制度 、文化等物质性 因素的作用 。 技术人类学关注技术选择过程 中的社会表征 、兼

容性和随意性 。 新技术要在技术功能与社会表征两个层面与社会系统契合才有可能完成技术的使

命 。 由 于社会表征的复杂多样 ， 在不 同的社会环境 中看似相 同的技术举措与技术效果也不
一

定是

由相同的 因素所导致 ，
即便是相 同或相似的技术也会呈现出完全迥异 的行动路径 。 对于农业技术

如何
“

宿
”

于乡土间
，
我们还要返 回到当 时的历史场景中做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以形成对技术行动轨

迹的深描 。 因而需要分阶段深入考察技术担纲者与技术受用对象的互动过程以及技术嵌入过程中

行动者之间的差异性来进行比较研究 。

本文基于技术人类学视角
，
借用关系性嵌入概念 ，

在技术 － 农民 的分析框架下对华北平原一个

村庄农业技术与农民互动过程三个阶段进行历史纬度 的 比较分析 。 在集体化时期 （
１９ ７３
—

１ ９８３

年 ） ，
得益于上下

一

体的 国家力量、乡村精英的支持以及农民的现实需求等社会因素的合力
，
技术

得 以
“

嵌入
”

乡土 。 但在具体而细微的接触点上 ，
真正支撑起技

“

宿
”

乡 土的主要动因在于技术担纲

者的乡土亲和力 以及农民 的技术认同 。 而在个体化时期 （
１９８ ３—２００９ 年 ） ，

由 于国家权力 的上移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农村村民 自治委员会的成立
，
农民 的行为更为 自 主性 、个体化

，
其现实需

求也开始从集体化时期的改良土壤到谋求土地的包产到户 。 虽然这
一

阶段 ， 技术的特质并没有发

生改变 ，
但是技术担纲者并没有根据社会形势准确及时地把握农民需求的变化 ， 并且采取了与农民

意志相悻的行动策略
，

因而遭遇村落 的排斥
“

脱嵌
”

于乡 土之外 。 而 到 了市场化时期 （
２００９ 年至

今 ） ，
随着市场经济 日 益深入农村

，
农民 的资本需求与 日 俱增

，
在现有农业产 出无法满足其经济需

求 的情况下 ， 农民 主动寻求技术的帮助 。 在这
一

“

回嵌
”

过程 中 ， 作为新时期技术担纲者的科技小

院除了农业技术输入之外
，
还着手培训 了

一批具有技术亲和力 的农民
“

土专家
”

，
通过他们嵌入到

农民的关系 网络 中
，
并在此基础上协助村 民建立农民合作组织 、兴办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产业链、

营造村落公共文化资源 、重振乡村活力以拓展技术嵌入的深度和广度 。 而这
一

时期
，
技术担纲者除

了准确把握农村公共领域缺失的现状 ，扮演公共空间 营造的角色 以满足村 民们的多维需求之外 ，更

多地在于技术担纲者找到 了适合于乡土社会的表达方式
，
并与市场化的小农之间建立 了利益共享

的技术传递机制
，
从而实现了

“

宿
”

于乡土 间的 目 的 。

农业技术除是
一

种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科学活动之外
，
作为

一

项沟通活动
，
农业技术嵌入乡土

的方向和样态是 由 国家 、村庄和农民三者共同影响的 ，
而在其 中最具转折性的因素是技术担纲者的

乡土亲和力 以及农民的技术亲和力 。 技术担纲者可以通过把握不 同阶段的社会现实与农民需求
，

找寻技术亲和力群体作为突破 口缩减技术距离并嵌入到乡 土社会中成为推动农业转型的动力 。 同

时 ，作为
一

种社会表达方式 ， 技术不但传递着社会群体的价值 目标与价值判断也改变 了社会群体的

特性与历史发展轨迹 。 在简村与技术的互动过程中
，
技术不但改变了简村村民的生计状况

，
同时也

让整个区域 由穷乡僻壤转型为农业大县 。 而技术在不同 阶段的差异化实践内容又表达了社会变迁

过程中的不 同诉求 。 农业技术 由农业的二重属性所决定 ，始终嵌入在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 ，
这是

农业社会学对农业技术的基本洞见 。 农业技术的属性与功能可 以保持恒定 ，
但其所栖身的 乡 土社

会与技术之间 的社会性、物质性关联方式却不断在变化 。

一方面随着农业技术的扩散带来农业生

产效率的提高
，
产生大量富余的劳动力 。 而市场经济的逐步渗入

，
使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也越发

削弱 。 进
一

步 ，
因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 以及土地的大规模流转 ，

乡土社会产生 了诸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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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 同时
，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这

一可能具备技术亲和力群体的大

量外流也带来乡土社会空心化现象进
一

步引起乡村经济衰落 、文化凋敝 。 另
一

方面 ， 技术嵌入乡土

之后的大规模应用也带来农业面源污染 、环境污染 、化学农业、食品安全等新问题 。 为 了应对当前

农业农村发展的迫切需要
，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注重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
加快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绿色发展 。 因此
，
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下

，
农业技术深

嵌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机理是有待详细考察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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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ｐｅｃ ｉ ａｌｌ

ｙ 
ａｓＤｅｍｏｎｓ ｔ ｒａ ｔｅｄｉ ｎｔｈ ｅＨｉ ｓ ｔｏ ｒ

ｙ 
ｏｆ 

ｔ ｈｅ Ｓｈ ｉｐ ．Ｃｈｉ ｃａ
ｇ
ｏ

 ：Ｆｏ ｌｌ ｅｔ ｔＰｕ ｂｌ ｉｓｈ ｉｎ
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 ３５ ．ｘｉ

［
１７

］
默顿 ． 十 七 世纪英国 的 科学 、技术 与 社会 ． 范岱年

，
吴 忠

，
蒋效东

，
译 ． 成 都 ： 四 川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８６

［
１ ８

］
王汉林 ． 新技术社会 学 ： 国 外 三 种 主 要经 验研 究模 式 ． 科技进步 与 对策

，

２００６ （４ ）：
５９

－

６ １

［
１９

］Ｍａｃ Ｋｅｎｚ ｉｅＤ
，Ｗａ

ｊ
ｃｍａｎ Ｊ ．Ｔｈｅ Ｓｏｃｉ ａｌＳｈａｐ 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ｃｈｎ ｏｌ ｏｇｙ ．Ｂｕ ｃｋｉｎ

ｇ
ｈａｍ／Ｐｈｉ ｌａｄｅ ｌ

ｐ
ｈｉ ａ

：Ｏｐ ｅ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 ｓ

，

１ ９９９

［
２０

］
张茂元

，
邱泽奇 ． 近代 乡 绅技 术观 转 型 的 社会 经济 基础—— 以 近 代珠 三 角 机器缫 丝技 术 应 用 为 例 ． 开放 时

代
，

２０ １ ６ （ ５ ）：
１４４

－

１５ ５

［
２ １

］
张茂元

，

邱泽奇 ． 技术 应 用 为什 么 失败——以 近代长 三 角 和珠 三 角 地 区机器 缫 丝 业 为 例 （ １ ８ ６０
—

１ ９３６ ） ． 中

国社会科 学
，

２００９ （
１

）：
１ １ ６－ １ ３２

［
２２

］
陈义媛 ． 农业技术 变 迁 与农业 转 型 ： 占 取 主 义／替代 主 义理 论述评 ． 中 国 农业 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 学 版 ）

，

２０ １ ９

（ ２ ）：
２４

－

３４

［

２ ３
］

伯 恩 斯坦 ． 农政变 迁的 阶级动 力 ． 汪 淳 玉
，

译 ． 北 京 ：社会科 学 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２４

］Ｒｙａｎ ，Ｂ ｒ
ｙ
ｃｅａｎｄＮｅａ

ｌＧｒｏ ｓ ｓ ．Ｔｈｅｄｉ ｆｆｕｓ ｉｏｎｏｆｈｙ ｂ
ｒｉｄｓｅｅｄｃｏｍｉｎｔｗｏＩｏｗ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ｉｅ ｓ ． Ｒｕ ｒａ

ｌＳｏｃ ｉ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４ ３

（ １ ） ：１ ５
－

２ ４

［
２５

］
罗杰斯 ． 创 新的 扩散 ． 辛欣

，
译 ． 北 京 ：

中 央编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２

［
２６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Ｈ
，Ｂｕｔ ｔｅ ｌＬ

，Ｏ ｌａｆＦ ．Ｌａｒｓｏｎ
，Ｇ ｉ

ｌｂ ｅｒｔＷ ．Ｇｉ
ｌｌ ｅ ｓ

ｐ
ｉ ｅＪＲ ．Ｍ ．ＴｈｅＳｏｃ ｉｏ ｌ ｏｇｙｏｆ 

Ａ
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 ｒ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 ｓｓ
， 

１９ ９０

［
２ ７

］Ａｎｔ ｌｅ Ｊ Ｍ
，

Ｐ ｉｎ
ｇ
ａｌｉＰＬ ．Ｐｅ ｓｔｉ ｃ ｉｄｅ ｓ

， 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ｖｉｔ

ｙ ， 

ａｎｄｆａｒｍｅｒｈｅａｌ ｔｈ
，

ａＰｈｉｌ ｉ
ｐ ｐ

ｉｎ 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 ｄ
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 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
？

ｒｉｃｕｌｔ ｕｒａｌ 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 ｓ
 ，

１ ９９４ （
３

） ：
４ １ ８－ ４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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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８

］Ｂｉ ｒｃｈＥ
，

Ｂｅ
ｇｇ

ＧＳ
，
Ｓ
ｑ
ｕｉ ｒｅＧＲ ．Ｈｏｗａ

ｇ
ｒｏ

－

ｅｃ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ｈｅ ｌ

ｐ
ｓｔ ｏａｄｄｒｅ ｓ ｓ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 ｔ

ｙ
ｉ ｓｓｕ ｅ ｓｕ ｎｄｅｒｎｅｗＩＰＭ

ａｎｄｐ
ｅｓ

ｔ
ｉｃ ｉ ｄｅｒｅｄｕ ｃ

ｔ
ｉｏｎ

ｐ
ｏ

ｌ
ｉ ｃ ｉｅ ｓｆｏｒ

ｇｌ
ｏｂａｌｃｒｏｐ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ｙ
ｓ
ｔ
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
ａ

ｌＢｏ ｔ
ａｎ

ｙ，

２０ １ １
（

１０
）：

３２５ １－

３２ ６ １

［
２９

］Ｖａｎ Ｃｒｏｗｄ ｅｒ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ｒ ｓ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ｎ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 ｌｔｕ 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 ｅｎｓ ｉｏｎ
，

１ ９９ ７（ ４ ） ：
３５

－ ４ ８

［

３０
］ＧｏｏｄｍａｎＤ

，

Ｓｏｒ
ｊ

Ｂ

，

Ｗ ｉｌｋ ｉｎ ｓｏｎＪ ． ＦｒｏｍＦ ａｒｍ ｉｎ
ｇ

ｔ ｏＢ ｉｏ ｔｅｃｈｎ ｏ ｌｏ
ｇｙ

：ＡＴｈｅｏｒ
ｙ

ｏｆ Ａ
ｇ
ｒｏ

－

ｉ ｎｄｕ ｓｔｒｉａｌ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ｔ

． Ｂａｓ ｉ ｌ
－

Ｂ
ｌ
ａｃｋｗｅ

ｌｌ
，

１９ Ｓ１

［
３ １

］ 高 启 杰 ，
朱希 刚

，
陈 良 玉 ． 论我 国农业技术推广模 式 的优化 ． 农 业技 术经济

，

１ ９９ ６ （
２

） ：
１－４

［
３２

］
周 曙东

，

吴 沛 良
，

赵 西华
，
等 ． 市场经济条 件下 多 元化农技 推广体 系建 设 ． 中 国农村经济

，

２００３ （ ４ ） ：
５７

－

６２

［
３ ３

］
韦 伯 ．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 义精神 ． 卡 尔伯格

，
英译 ． 苏 国 勋

，
罩方 明

，

赵 立玮
，

秦 明 瑞
，

中 译 ． 北 京 ：
中 国社会 学

科 学 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３４

］
马若孟 ． 中 国农 民经济 ： 河 北和 山 东 的农 民发展 １ ８９０

—

１ ９４９ ． 史建云
，
译 ． 南 京 ： 江 苏 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３５

］
黄 宗 智 ． 华北 的 小农经济 与 社会变 迁 ． 北 京 ： 中 华 书局

，

２０００

［

３６
］

曲 周 县地方 志编纂 委 员会编 ． 曲 周 县志 ． 北 京 ：
新华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７

［

３７
］

石元春 ． 战 役记——纪念黄淮 海科技战 役 ４０ 周 年 ． 北 京 ：
中 国农 业 大 学 出版 社

，

２ ０ １３

［
３ ８

］
费孝通 ． 乡 土 中 国 ？ 生 育 制 度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８

［
３９

］
倪超英 ，

王 惠 ． 试论农村精英 与农村社会发展
——

以 吉林 省 为 例 ． 行政 与 法
，

２０ １ ３
（
１ １

） ：
４９－５ ３

［
４０

］
阎云 翔 ． 私人生 活 的 变 革 ：

一

个 中 国村庄 里 的 爱 情 、 家庭 与 亲 密 关 系 ． 龚 小 夏
，
译 ． 上海书 店 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

４ １
］

王建 民 ． 转 型社会 中 的个体化 与 社会 团 结
一

中 国语境 下 的个体化议题． 思想 战 线
，

２０ １ ３
（
３

）：
７９

－ ８３

［

４２
］

张宏 彦
，

李晓 林
，

王 冲
，

刘 全清 ． 科技 小 院一破解
“

三农
”

难题 的 曲 周 县探 索 ． 北 京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３

［
４ ３

］
胡 军

，

王 继 新 ． 有效 需 求视 角 下 的农 民
“

信息 贫 困
”

问题． 甘肃社会科 学
，

２０ １４ （ ５ ）：
１ ９

－ ２ ２

［
４４

］
贝 克 ． 风 险社会 ． 何博 闻

，
译 ． 南 京 ：译 林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４

［
４５

］
曹 国鑫

，
等 ． 我 和科技 小 院 的 故事一 中 国农 业 大 学 １２ 名 研 究生 基层成长之路 ． 北 京 ：

科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４６

］ 郭于华 ．

“

道义经济
”

还 是
“

理性 小农
”
——重读农 民 学经典 论题． 读 书

，

２００２
（
５

）：
１ ０４ － １ １ ０

Ｅｍｂ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ＲｕｒａｌＡ ｒｅａｓ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ａｒｍｅｒｓ



Ｂａｓ ｅｄｏｎａｎＥｍ
ｐ

ｉｒｉｃａｌＳ ｔｕｄｙ
ｏｆａＶ ｉ ｌｌ ａ

ｇ
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 ｉｎａ

ＳＡＮＧＫ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ａ
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 ｏ ｌｏ

ｇｙ 
ｉ 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ｒｕ 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 ｅｒｔｈｅ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ｃ ｉａｌｓ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ｌ ａｔｉ ｏｎ ｓｈ ｉ

ｐ

ｎ ｅ ｔｗｏｒｋ
，

ｔｈｅａｃ ｔ
ｉｏｎ ｌｏ

ｇ
ｉ ｃ ｏｆｔ ｅｃｈ ｎｏ ｌｏ

ｇｙ
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ｈ ａｖｉ ｏｒｓｔ ｒａｔｅ

ｇ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ｒｅｄｉ ｆｆｅｒ ｅｎ 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 ｓｔｈａｔ ｔｈ ｅｅｍ
？

ｂ ｅｄｄｉ ｎ
ｇ
ｗａ

ｙ 
ｏｆａ

ｇ
ｒｉ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ｔ ｅｃｈ ｎｏ ｌ
ｏ
ｇｙ

ｉ ｓｓｈａｐ
ｅｄｂｙ

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ｒ
ｙ ，

ｔｈｅｖｉ
ｌｌ
ａ
ｇ
ｅａｎｄｔｈ ｅｆａｒｍｅｒ．Ｔｈｅｌ

ｏｃａ
ｌａｆｆｉｎ ｉｔ

ｙ
ｏｆ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 ｉ

？

ｃａｌｃａｒｒｉ ｅｒｍａｋｅ ｓ ｔｈ ｅ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ｔｈ ｅ ｃｈ ａｒａｃｔ ｅｒｉｓｔ ｉｃｏｆｔａｋｉｎ
ｇ

ｒｏｏ ｔ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ｒ
ｙ
ｓ 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ａｆｆｉｎｉ ｔ
ｙ

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ｅ ｌ ｉｔ ｅａｌ ｓｏｍａｋｅ ｓｔｈｅ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ｏｂｔａｉ ｎｔｈ ｅｓｏｃ 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
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 ｎｔｈ ｅ
ｐ

ｅｒｉｏｄｏｆ

ｃｏ ｌ ｌｅｃ ｔｉｖｉ ｚａｔ ｉｏｎ
， ｉｎｄｉ ｖｉ ｄｕ ａｌ ｉｚ ａｔ ｉ ｏｎ ａｎｄｍａｒｋｅ ｔｉ ｚａｔ ｉｏｎ ｉｓ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 ｔｈ ｅ ｉｎｔ 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ｆａｒｍ 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 ｅ ｔｅｃｈｎ ｏｌ ｏ

ｇｙ
ａｌｓ ｏ

ｐ
ｒｅ ｓｅｎｔ ｓ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 ｓｏｆ

“

ｅｍｂｅｄｄ ｉｎ
ｇ

”

，

“

ｄ ｅ
－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
ｇ

”

ａｎｄ

“

ｒｅ
－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
ｇ

”

．Ａ
ｇ
ｒｉ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ｔ ｅｃｈｎ ｏ ｌｏ

ｇｙ
ｉｓｎｏ ｔａｏｎｅ

－

ｗａ
ｙ
ｂ ｕｔ

ａ ｔｗｏ －ｗａ
ｙ

ｃ 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 ｏｎａｃ ｔｉ ｖｉｔ
ｙ

．Ｔｈｅｔ ｅｃｈｎ ｉｃａ
ｌｄ ｉｓ ｔａｎ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 ｅｉ ｎｖｅｎｔ 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ｕ ｓｅｒｃａｎｂ 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

ｔｈｅｌ
ｏｃａ

ｌａｆ
？

ｆｉｎｉ ｔ
ｙ

ｏｆｔｈ ｅ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ｉ ｅｒ ．Ａ ｓａｗａ
ｙ

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ｅｘ
ｐ
ｒｅ ｓｓｉ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ｔｅｃｈｎ ｏｌ ｏ
ｇｙ

ｓ ｈｏｕｌ ｄｇ
ｒａｓ

ｐ
ｔｈｅｎｅｅｄ ｓ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

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ｆｉｎｄ ａｎ ｅｗｔｅｃｈｎ ｏ ｌｏ

ｇ
ｉｃａｌ ａｆｆｉｎｉ ｔ

ｙｇ
ｒｏｕ

ｐ
ａｓａｂ ｒｅａｋｔｈ ｒｏｕ

ｇ
ｈ

，ｓｏａｓ ｔｏｒｅａｌｉ ｚｅｔｈｅ

“

ｄｅｅ
ｐ 

ｅｍｂｅｄｄｉ ｎ
ｇ

”

ｏｆ

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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