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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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之痛：赣中南路东村调查》以赣中南地区的路东村为个案，展示了村庄中家庭与宗族、文
化、经济、社会秩序、弱势群体及政治等多个方面发生的变化。
在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路东村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新的问题。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路东村这个传统的农业社区正在经历着或重或轻、或长或短的转型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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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军，1976平生，江西省万安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兴趣
主要为农村社会学、区域社会史及医疗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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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庭与宗族篇　　家庭和宗族都是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组织。
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家庭和宗族的社会，孙中山就说过：中国人对于家庭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
自秦汉以来，家庭就一直既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又是政治组织的基础，家庭作为中国伦理道
德的起点，始于家庭而扩向社会，通过以血统和血亲为纽带，构成一个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由近及
远、由小到大的家庭和家庭网络。
在家庭中，家庭成员从经济到情感直到安全等方面都能得到高度的满足。
同时，宗族的存在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
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植根于宗族体系的礼仪、宗教、伦理和法律之中的强有力
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它在民众的伦理生活、伦理精神中具有绝对的意义。
因此，在传统社会时期，家庭和宗族对于中国的每个民众都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和家庭
、宗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家庭是人们繁衍和生存的基本。
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国社会的养老就一直是由家庭来完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光是古代社
会的伦理要求，更是那时每个人保证自身晚年生活的必需。
在年轻时，父母将所有心血都投到子女身上，等到了年老时，父母的生活则完全要靠子女了，由此可
见家庭对于民众的重要性。
宗族也一样，作为一个民众高度认同的血缘组织，它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稳
定家庭发展、调解家庭冲突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当一个家庭在遭遇到困难时，宗族的帮助和扶持的作
用就不容小视。
　　和任何事物一样，家庭和宗族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着，如
在进入近代社会后，中国的家庭和宗族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因此，家庭和宗族的变化也成了观察中国基层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路东村的家庭和宗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本章中，笔者主要对路东村近30年的家庭、宗族以及构成当地家庭的婚姻关系等方面的变迁进行考
察，看看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路东村的家庭结构、家庭联系、宗族观念、宗族形态及婚姻乃至婚姻
圈发生了哪些变化。
由于家庭、宗族及婚姻都是路东村的基本生活秩序，它们构成了村庄治理和一切事件的基础，因此，
这些变化反映出路东村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革。
　　第一节家庭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一个单位。
对家庭含义本质的认识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
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
”①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和洛克在《家庭》一书中也提出：“家庭是被婚姻、血缘或收养的纽带联合
起来的人的群体，各人以其作为父母、夫妻或兄弟姐妹的社会身份相互作用和交往，创造一个共同的
文化。
”近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对家庭有过研究和探讨，孙本文就认为家庭是夫妇子女等亲属所结合的团体
，费孝通则认为家庭是父母子女形成的团体。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家庭是“肉体
生活同社会机体生活之间的联系环节”。
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重要性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如我国一直就存在的户口登记制度。
并且，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也常常以家庭为主体来开展，如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就是当时国家在农村的经济制度基本安排，再如在中国的住房制度中，无论是自己建房还是单位分房
也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
所以，家庭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是非常重要的，要了解一个地方社区的生活秩序，首先就必须了解当
地的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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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从古至今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可以说，家庭的性质、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功能与作用一直都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
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20世纪以来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家庭也处于这种巨大变革之中，并做出了反应。
在近30年来，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这自然也引起了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在不停地变化
，路东村的家庭当然也不例外。
　　一、家庭结构　　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首先对家庭结构做出了归类，他在《社会结构》一书中认
为，从亲属关系着眼可把人类家庭分为核心家庭、复婚家庭、扩大家庭三种基本单位。
其中核心家庭又称基本家庭，指已婚男女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它是形成其他类型家庭的核心。
核心家庭也包括由夫妻二人组成的夫妻家庭和仅有夫或妻一方与子女组成的单亲家庭。
人的一生要分属于两个核心家庭：第一是与生养自己的父母所组成的核心家庭；第二是以本人的合法
婚姻所建立起来的养育子女的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中包含着两种最基本的家庭关系：夫妇关系和亲子关系，所以又称夫妇家庭或血缘家庭。
核心家庭从已婚夫妇离开父族、母族独居为开端。
特点是对亲属网络的依赖性较小，独立性、灵活性、机动性较大，具有性爱、生育、教育、经济、娱
乐、情感交往等功能。
这种家庭有利于形成家庭中的平等关系、平等权利、平等嗣系，简化家庭人际关系，减少家庭生活中
的矛盾和纠纷，实现家庭中的民主，有利于培养青年人的独立性，满足不同代人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
求。
但另一方面，它削弱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两代人在家庭生活中相互帮助和救援，在老人赡养
和儿童抚育方面存在一些实际问题。
核心家庭是现代都市和工业社会最主要的家庭模式，1982年在中国进行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证实，核心
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6.41％，居各种家庭模式之首。
　　扩大家庭则是由两对或两对以上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它或是父母和已婚子女组成的异
代扩大家庭，或是由已婚兄弟姐妹多个核心家庭组成的同代扩大家庭。
扩大家庭的居住形式可能是共财同居于一个大住宅内，也可能不是共财同居，而是分居小住宅共聚一
处。
其特点是：第一，规模大，累世同堂，人口众多；第二，重血缘关系、重传宗接代及传统道德；第三
，有严格的家长制和家族主义思想，家庭经济、家务、财产及家中的男女婚姻均由家长控制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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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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村治模式
实证研究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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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