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

13位ISBN编号：9787209046558

10位ISBN编号：720904655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习明

页数：2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

前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
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
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
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
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
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
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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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四川罗江县井村调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井村发生了一系列意
义深远的变化。
祉队（村民小组）成为连接院子与基层集市的最重要地域共同体，成为乡村治理的最基本单位，这是
川西平原农村在治理体制方面的最大变化。
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灌溉修道、土地调整等公共服务都通过社队提供，这是川西平原农村治理
的最大特点。
完善统一的自流灌溉体系、发达的基层集市、兴盛的茶馆和庙会、稳定健全的村社组织、善于变通的
民情，共同建构了川西平原农村的善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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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习明，1964年生，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现为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
任。
出版著作《遭遇选举的乡村社会》（合著）和《乡村治理中的老人福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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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闲暇生活与村落文化　　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所有的农村每年都有较长的闲暇时间，但
不同地区的农民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闲暇生活方式构成了村落文化的差异性。
川西平原农民白天的闲暇时间主要是在茶馆和庙宇中度过。
茶馆，当地人称为“茶铺子”，是一个简陋却很热闹的地方：低矮的房屋里摆放几张、十几张桌椅，
一大群人在里面打牌、看牌、喝茶，人进人出，喧嚣而嘈杂。
村庄里的庙宇多为小庙，一般位于院子边上，用水泥砖砌成，四五个平方米大，里面供奉着几尊菩萨
。
作为川西平原的两处景观，茶馆和庙宇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观察和理解川西平
原农民的一个窗口。
　　川西平原农民晚上的闲暇生活方式主要是坐在家中看电视。
传统的节庆、村民间的人情往来也可以算是闲暇生活的一种方式。
　　第一节 闲暇时间　　井村现在以种植水果为主，以种水稻、养猪为辅，总体来说，其闲暇时间比
周边的农村要少一些。
因各家果园面积不同，不同家庭的闲暇时间相差很大，一般而言，果园面积越大，闲暇时间越少，种
植果园超过5亩的家庭（被称为水果专业大户）基本上没有成月的闲暇时间。
他们一年农活的安排大体上是：春节后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走亲访友，必须来往的亲戚仅限于兄弟姐
妹；正月十五之后，桃花盛开之前，要给果树上肥、打药，要整理水稻的秧田；农历四月（公历五月
）桃子成熟，要卖桃子；农历五月至七月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常常是桃子没有卖完就要栽水稻、给
梨树施肥治虫，梨子没有摘完就要收割水稻；农历八月、九月，是相对休闲的季节，这时除了卖梨子
、橘子等水果，基本上没有其他农活；农历十月要种植小麦、油菜和冬季蔬菜；之后直到腊月中旬，
要给果树整枝（剪除多余的枝条，以充分利用阳光和水土）、松土（如不翻土，第二年草多）、烧树
叶（如果不烧，第二年会多虫）、盖草（主要是保墒），男的还要外出做零工，女的还要到罗江去卖
蔬菜。
井村的水果专业大户大约占农户的1／3，其他农户至少有1人长年外出务工经商，能够享受较多闲暇的
只有那些水果种植较少而未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大多是40岁以上的妇女和老人。
井村老人的闲暇时间特别多，因为井村耕牛很少，不需老人放牛；其子孙也大多不与老人在一起生活
，也没有多少家务可做。
村民们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主要有坐茶馆、朝庙子、看电视、听广播。
经常坐茶馆的大多是中年妇女和老大爷，经常朝庙子的是老太太，看电视和听广播基本上是老少皆宜
。
坐茶馆、朝庙子基本上属于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看电视大多在家庭内部，属私人生活；听广播既可
在家里听，也可在田里劳动时听，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属于一种特殊的消遣方式。
　　第二节 茶馆　　成都平原农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馆，现在几乎每个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的
开阔地带都设有茶馆。
早在民国时期，四川的茶馆就吸引了不少文人的注意，沙汀甚至认为，在四川，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
。
（沙汀，1963：206）王笛认为，成都平原的茶馆数量多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
（王笛，2006：60）。
但民国时期四川的茶馆并没有深入乡村社会，仅仅到了农村基层集市中心——场铺，村庄内开茶馆是
近10多年的事。
　　新中国成立前，离井村最近的集市——大井铺有两家茶铺，逢场时开，一般每家只有三四十人，
茶馆里有节庆或特别活动，如请人来讲评书、唱围鼓时有100多人。
茶馆里的常客都是家庭较富裕的老人、做生意的人、有身份的人（如保甲长、袍哥大爷等），普通农
民除非需要在茶馆里办事，一般很少到茶馆。
普通农民需要在茶馆里办的事情主要有为子女提亲、带子女相面，卖稻谷、洽谈土地和房屋的租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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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请保甲长或绅士调解纠纷等。
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基层集市的茶馆不仅是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中心，而且是谈婚
论嫁、洽谈生意、调解纠纷的重要场所，它是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的公共场所。
　　集体化后，大井铺的茶馆连同集市贸易一起被禁止。
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井铺的一些杂货铺和零售店开始摆设桌椅板凳供买主喝茶闲聊与娱乐，茶馆逐
渐恢复。
　　井村在大井铺外开设茶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初都是由设在各社路口的经销店办的，开始
主要供到店里买东西的人在那里喝茶闲聊，以卖东西为主，以卖茶为辅；后来村民逐渐习惯了到店里
闲耍，认为这比到村民家里闲聊更方便，卖茶收入逐渐超过经销百货的收入，卖茶成为主营业。
2007年，井村8个社有9家茶馆，茶馆除提供茶水外还提供娱乐工具麻将、扑克等，活动时间冬季一般
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5点，夏季一般为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7点，有的还在晚上8点到11
点钟营业。
这些茶馆都按市场的逻辑运作，不管茶客与茶馆的主人是什么关系，都按统一标准收费，既不会因茶
客是茶馆主人的大伯而少收费，也不会因是外来的过客而多收费。
除老年人有较为固定的茶馆外，其他人经常更换茶馆。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基层市场中心的茶馆主要承载着信息交流的功能，那么，现在村庄中的茶馆
就主要是村民消磨时间的娱乐场所，并且在消费层次上发生了分化。
井村的9家茶馆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只提供纸牌、不提供麻将、主要供老人闲耍的老人茶馆。
井村只有1家，位于大井铺，其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半天0.5元，常客都是井村中有退休金或优抚金收人
的退休职工、老复员军人、老退职村干部。
他们有20多位，只要不下大雨，几乎每天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7点都要到这家茶馆喝茶、闲聊、
打纸牌，这家茶馆成为老人们打发时间、消除寂寞、交流感情的场所。
第二类是提供电动麻将与安静单间的高档茶馆。
井村有5家，其收费标准是每小时3～5元／桌。
平常时间在此消费的大多是包工头和商人，他们常常是整天包场，在茶馆里吃午饭和晚饭，其赌注较
大，每天输赢达几百元；节假日，也有些外出务工返乡的年轻人来这消遣。
第三类是普通茶馆，以打麻将为主要活动方式，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半天O.5元的茶水费和每桌每半天1
元的桌子费。
井村的茶馆大多属于这一类，3家有机麻（指电动麻将桌，下同）的茶馆也有大厅和庭院提供这种服
务，来这种茶馆消费的以中年妇女为多，她们大多属于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种田带孩子的留守妇
女。
她们打麻将的赌注一般不大，每半天输赢一般不会超过20元。
农闲时期，也有一些中青年男子到普通茶馆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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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
四川罗江县井村调查》系《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之一。
本套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
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
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
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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