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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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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 广西C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

社会的切入口' 通过从C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 并通

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

度得出结论' 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

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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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上个世纪 <>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组织开始大量

复兴$ 农村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但是与传统的宗族相比又有着新的特点$农村社

区也在社会转型期中展现出许多新特点# 村民与农村

社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了解目前农村宗族组织发

展现状#讨论村民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了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 还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的

对弈$ 因而#部分学者从农村宗族组织入手#来认识农

村社会的方方面面E=F

$笔者认为从村民对宗族组织态度

入手#开展农村社区研究是一个较好的切入口$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方

式来收集资料# 访谈提纲的设计主要参照了肖唐镖的

研究成果$对 G村的实地调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从 ;>==年 =月&;月#G村过春节并参与苏氏

兄弟会聚会和苏氏理事会聚会# 收集关于两个组织的

运转方面的材料#并基本了解村中农民的节庆生活'第

二阶段从 ;>==年 H月&<月#到 G村开展个案深入访

谈#并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第三阶段从 ;>=;年 H&<

月#重访 G村#并补充调查一部分外出返乡农民工$

"二%个案村宗族组织现状

G村是多姓村#有苏(罗两姓#苏姓人占 I>J#村民

的经济状况一般#不同姓氏之间相处比较和睦#一般没

有大冲突$ 村中的苏姓根据祖先居住地不同分为两个

支派#分别是隔岸苏和祠背苏$本文研究对象之一苏氏

兄弟基金会就是指隔岸苏这一支形成的组织$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

会为代表的 G村中的苏氏村民的宗族行为$ 苏氏兄弟

基金会成立于 ;>>H年#其范围主要包括 G村中隔岸一

支的苏氏兄弟#共 ;K>人#占 G村总人口的 L>J左右$

苏氏理事会成立于 ;>>H年#是一个比较成熟和健全的

民间宗族组织$ 苏氏理事会的范围包括了该市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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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族人!涉及人口约 !万多人"该机构的发起者和参

与者以 "村苏氏为主" 这两个宗族组织与传统宗族不

能完全等同!但也有着相似之处#!$

"

三!村民对宗族组织的态度分析

本次调查将 "村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访谈调查!

共访谈了 %&名村民!其中深入访谈 !'人!本文主要以

这 !'人的访谈材料作为主要研究材料"

"一#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的原因

肖唐镖认为# 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除了是归属感

的需要外! 还有受到宗族组织对农民参与的要求和压

力#%$&((

" 笔者通过深入的访谈!并且按照具体情况!设计

了$你为什么愿意交 )块钱%的问题!来询问村民们加

入宗族的原因& 发现村民中确实存在着以上两方面的

原因!同时还有亲近社会资本方面的原因&

!"归属和保障的心理需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乡土和$根%

的情结非常深&常见的成语$叶落归根%!表达的就是生

命对于归属感的追求& 这种$根%的情结其实就是对于

自己生命本源的崇拜!因而希望以宗族为载体!通过发

展宗族!来保留和强化自己的生命本源#($

&

苏氏兄弟会在保障方面起的作用是苏氏族人加入

该组织的另一个心理原因& 一方面主要是受到 "村原

有的宗族互动的影响&由于这两个村中的生活水平总体

为中下!在红白喜事中互助还需要互相依赖'另一方面!

社会风险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建立中& 如外出事

故(重大疾病发生的几率增大!个人的力量难以承担&为

了实现风险的共担!苏氏族人愿意加入苏氏兄弟会&

#"迫于!熟人社会"的压力

费孝通对于我国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的见解!

由于其准确性和形象性!被许多乡村研究者广泛引用&

熟人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乡村中彼此间都是$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人!非常熟悉彼此的人品(个性!并且会对个

人形成一定的舆论评价& 所以!村中的人做什么事!不

做什么事!往往会受到压力的影响&接受访谈的部分村

民!在回答$你为什么愿意交 )块钱时%!代表性的回答

如下#$他收就交!我也不给他)别人*讲我!我也不去反

对!他不讲我就行了&主要是说!这些是集体的事!你就

得跟!你不跟别人会讲你的闲话& %

调查中发现!受到$熟人社会%压力影响的多为女性!

也就是那些从别的地方嫁到村里的苏家媳妇们! 大部分

苏氏女性都为了规避舆论压力!不会在几块钱上计较&这

与村落中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守村中有关& 此外!这种

$熟人社会%的压力!同样作用于那些在村里长大!已经举

家到城里定居的人们&他们虽然远离村庄的生活!但是逢

年过节!清明重阳总会回到家中祭拜祖宗&为了自己的家

人不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也为了表达自己对家乡的关心!

巩固与家乡的联系!获得名望上的收益!这些进城的农村

人往往会踊跃参加!并且愿意多出一些钱&

$"亲近社会资本的需要

社会资本理论始于 !*世纪 +*年代后期! 是目前

西方学术领域主要的理论流派之一& 目前国内的学者

对于农村社会资本与合作的研究是农村研究的热点&

其中周红云总结出了农村中社会资本的四种类型#一

是因家族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 二是因功能性网络而

形成的社会资本! 三是因象征性符号网络形成的社会

资本!四是因一般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

& 宗

族组织建立在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间! 具有充分的信任

和熟悉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网络!就

属于其中的第一种& 大部分苏氏族人加入宗族组织更

加看重这个因素&

由于与苏氏兄弟会相比! 涉及全市范围内的苏氏

理事会当然地具有人数多(资源多的优势!所以村中苏

氏兄弟加入苏氏理事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亲近社会资

本上&

"二#村民对宗族组织的参与和认识

对于村民的参与! 目前村中的苏氏兄弟会主要运

用集会的方式& 每年趁大家都回村过年人比较齐的时

候!一般选择年初一晚上开展集会!所有隔岸苏的男丁

都集中到发起人 ,的家中开会!在会上听主讲人报告

基金收支情况以及苏氏理事会的最新通知后! 每位男

丁缴纳 )元的份钱!会议就结束了&被访问的村民们大

都每年都踊跃参与!交上份钱& 如果有事不能参加!也

会请人代交& 村民对于苏氏兄弟会大多认为是加强团

结!互助的好事&

而村民参与苏氏理事会则有些不同之处! 苏氏理

事会主要采取聚餐和发起者对外联系的方式& !**-年

开年的第一次聚会时! 除了少部分持怀疑态度的村民

外! 村中大部分苏氏兄弟都在初五到了某大酒店参加

了聚餐&但是接下来的两年里!根据笔者对签到本的查

阅!参加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从 !**-年 !%(人!减少

到 &**人左右& 究其原因!首先是参与不方便!两村到

该市需要接近 %个小时的车程'其次!村民难以受益&

由于苏氏理事会涉及整个市$三区一市一县%范围内的

苏氏!人数较多!资源的分配上就会比较分散& 即使集

资上去!也很难用到周围人或者自己身上'最后!迫于

经济压力& 由于在苏氏理事会的聚餐上有自由捐助的

环节! 这使得那些家境一般的人觉得自己捐少了会没

面子!所以选择回避&捐助的钱主要用于在市区建设苏

氏理事会的公共地点和进行贫病资助&

(*



在对外联系方面主要由理事会的发起者!!!该村

村民!!!现已在市里定居的 !来进行"据悉"目前他已

经以代表全市苏氏的身份参加了多个不同范围内的苏

氏恳亲大会"加强对外的联系和宣传#

两个宗族组织共同存在于 "村苏姓村民的生活中"

出于对自身宗族的确认和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人们兴奋

地对待这两个新事物并踊跃参与#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

加"人们对于这两个组织的认识和参与却发生了分歧#

!三"村民对宗族组织发展的认识

由于 "村属于多姓村" 并且原来并无成立宗族组

织的历史"这样的村落氛围"影响了村民对于自己的宗

族组织发展的认识#$%

#

!"希望财务管理更加公开透明

钱"作为宗族活动中的重要因素"被组织者和参与

者共同看重#在公共资金的管理上"虽然苏氏兄弟会实

行的是共同管理"但是由于许多人常年在外"根本无法

参与管理" 所以村民们对于现有的财务制度都不算十

分信任和放心#对于苏氏理事会的公共基金"虽然会长

是本村出去的"但是由于各忙各的"理事会一年公布一

次"村民同样担心贪污$挪用的现象发生# 在采访到的

&'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大部分对于村中兄弟基金管理

者的做法表示不满"并希望能采用新方式来公布财务"

以使财务更加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猜疑浇灭

大家的参与热情#

#"希望建立规范的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虽然村民们文化水平有限"

但是为了使得组织规范运转" 参与组织的村民都表示

了通过规范各类开支行为"建立规范的制度"来博得大

众的信任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希望# 这也体现了村民们

对于乡村中稀缺组织资源的珍惜#

$"希望能多做公共的事情

村民们生活的空间有许多的公共事务需要关注#

根据对村中村民生活的观察" 笔者将村落中的公共事

务分为六类%&('发展经济"帮助大家致富(&)'开展选

举"实行村民自治(&*'建立宗祠"修族谱(&+'修路修

桥(&,'丰富生活(&$'贫病困救济# 并请被调查者选择

自己认为村落中的主要问题"通过对这 *-名村民的调

查"发现大部分的村民希望能够修好路"选择这一选项

的村民占总数的 .,/01"其次是选举和自治"第三是发

展经济"第四是贫病救助"第五是丰富生活"最后是建

立宗族#支持建立宗祠和修族谱方面的只有少部分人#

从中可知" 村民们认为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修路

修桥" 如果在集体中有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务与

宗族事务同时出现时"村民们会优先关注经济发展#这

和目前村中正关注修路的事情相吻合# 选择的结果是

由村中的环境决定的" 虽然建立宗族在村民心中并不

是最主要的问题" 但是作为目前村庄中现有罕见组织

资源" 人们将对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希望寄托在苏氏兄

弟会上#村民们希望宗族组织能够多做公共的事情"比

如在修路$发展经济和丰富生活上"发挥作用"在这个

小小的宗族组织中寄托的是乡村治理的愿望#

四#结 论

文章通过对 "村深入观察" 以及对部分村民的深

入访谈"描述了村庄的社区环境"展现了村民对现存宗

族组织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对个案村进行了全

新的审视"更深入认识了乡村社会#

!一"村民对宗族组织的心理认同比较高$体现了

宗族文化是当前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仍对

乡村生活产生影响

宗族文化中带有的明宗归祖$尊老敬亲$守望相助

的意义"在今天的农村中仍然在发挥作用# "村的村民

能够在之前村中并无建立宗族先例的情况下" 成立了

苏氏兄弟基金会"并且还参与了市里的苏氏理事会"可

见村民参与这类宗族活动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 而

且由于宗族的存在"起到了巩固熟人社会的联系"营造

舆论压力的作用# 通过动员广大村民参与到同一组织

中"宗族在村落中就起到了规范人伦$团结同宗$资源

分享$号召民众$文化熏陶的作用#

!二"村民们参与宗族组织的动力主要以功利性心

理为主

受到社会功利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的影响" 村民们

参与宗族组织的主要动力是宗族组织带来的潜在的经

济上的好处# 从调查中了解到"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

主要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当自己面临困难时"能得

到同族兄弟的帮助" 二是与同族中那些从政或经商的

人保持相对紧密的关联"在必要时可以帮自己一把#这

是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传统观念不断消融" 城市观念

不断注入的表现#

!三"村民建立苏氏兄弟会是对乡村正式权威缺失

的补偿

肖唐镖的)宗族政治!!!村治权利网络的分析*一

书中"探讨了在相当部分乡村宗族重建的背景下"宗族

在当下的乡村治理中对行动主体的影响" 展现了宗族

在乡村社会的选举和日常事务中的影响机制#*%)22

# 在 "

村"这个正式政治环境并不完善的村庄里"宗族并没有

与正式的村庄治理者交手的机会#在这两个村中"干群

关系疏远(村干部在村中重大事务中缺席(村中目前为

止"没有实行过村民选举"也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 在

这样的背景下" 宗族组织的成立和运转均靠自发的力

.(



量!即使运转不下去!也是自身的原因!正式权力与其

互不关联"如果由此得出!这两个村中的村民可以无正

式政权的管辖和保障!而顺利生产生活的结论!明显是

不符合常理的" 所以!笔者认为!苏氏兄弟会的产生是

对乡土社会中正式权威缺失的补偿" 尽管相关研究显

示这种补偿作用并不明显" 冼奕通过对在武鸣横塘人

宗族的研究! 认为目前在社会转型中发展起来的宗族

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上的$无作为%!政治上的

$弱表现%!文化的$有价值%

!"#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从

原来的公社制度的瓦解至今! 乡村中仍未建立完善的

乡村自治制度!有些地方甚至$自治等于不治%!地方正

式权威处于相当弱化的时期!$#

&探讨传统农村社会组织

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 并与农村党组织' 村民自治组

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问题!已经成为目

前乡村研究中一个受关注的方向!&#

"

!四"村民们的宗族行为需要乡土空间的承载#苏

氏理事会缺乏乡土文化的支持而缺乏活力

乡土文化具有土地情结! 这是乡土研究的先辈费

孝通先生的论断!'(#

"但是乡村中人们的思想'礼俗'行为

习惯都是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 一旦到了

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则难以保持一样的行为" 宗族作

为乡土社会的重要部分!它能否在城市中生长呢( 曾经

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杜赞奇通过对华北社会的

村庄进行考察! 得出了宗族型村庄远离城市的结论!))#

!

也就是说宗族并不适合在城市中生长&

苏氏理事会的发展历程为此提供了佐证& 苏氏理

事会的地址设立在市里!包括了该市苏姓的所有族人!

涉及自然村屯'镇约 *(多个!人口约 +万多人&在初建

立时!其宏大场面确实使得各镇各村的族民踊跃参与&

但是由于距离的原因!人们无法与其多次交往!多次发

生联系!由此便渐渐产生了怀疑!直至最后不再参与&

由此可知! 由于城市中无法提供乡土文化的土壤和熟

人社会的场景!无法连结村民个人!无法直接提供社会

资源!苏氏理事会最终难以发展&

针对当代宗族组织的讨论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是一

种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相互交结& 笔者认为!宗

族组织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予以重视和发展!充分

发挥其文化传承方面的功能!但是对于许多村民希望从

中获得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则应该分别由农村经济

合作组织!村级党支部和村委会来专门承担!只有形成

完善的农村组织生态!才能最终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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