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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族群、社群与乡村聚落营造:以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为例》主要内容为以历史演变与社会功能的角度，
分析云南民族地区族群演变与村落及建筑的传统建造模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并以“族群”的角度
对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与建筑建造的模式类型进行解析，提出了这一地区基于血缘族群村落建造的“惹
罗”模式、基于地缘族群村落建造的“元一本主”模式和基于业缘族群村落建造的“公本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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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行政动员体制”对传统乡村社会、尤其对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村落中的族群社会
产生了极大的消解作用，这种消解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传统中国王朝的行政统治并没有深
入到乡村田野。
“王权止于县政”，帝国的力量是通过征派税役等形式而外在于乡民生活与乡土社会的。
因此，乡村的生产和生活主要依靠血亲和地方性的传统习俗、权威进行自我整合，自我满足共同体的
需要。
而行政动员体制则是通过人民公社这样的方式将国家治理体系一直延伸到了乡村的基层，政社合一，
农民甚至按照半军事化的方式被组织起来。
这样，强势的国家系统必然对地方系统产生压制作用，而族群所依赖的社会组织与制度上的基础则受
到破坏。
 （2）人民公社倡导的是一大二公。
所谓一大二公就是“一日大，二日公”。
人民公社首先是“大”。
公社化前，全国共有74万个农业社，平均每社约170户、2000亩土地和350个劳动力。
而公社化后，变成了26500多个公社，平均每社约4755户、6万亩土地和1万个劳动力（罗平汉，2003
）56。
这样庞大的生产体系早已远远突破了原来村落族群或家族所能控制的土地范围和农耕生产空间。
而人民公社的“公”，则是将农业社和农户的财产和生产工具（如：牲畜、设备、器具等）无偿划归
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
同时，失去生产资料与工具的“人”只能在统一安排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
较之从前彻底改变。
因此，族群过去所依赖的生产要素及经济基础也几乎不复存在（图4——2～图4——4）。
 （3）人民公社的“半共产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模式与物质产品提供上的匮乏形成悖论。
同灶共食、吃饭不要钱、大跃进的热情、狂热的理想和雄心壮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而传统乡土
社会的那种勤勉耕耘、勤俭节约、量力而行、推崇善举、追求和谐的礼俗文化被肢解和破坏，族群所
依赖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核心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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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族群、社群与乡村聚落营造:以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为例》以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为对
象，以“族群”向“社群”的演变为其线索，在社会与技术两个层面上探索和研究乡村与建筑营造的
规律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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