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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村落是人类进入到原始农业社会时代才开始出现的$有了农业的产生$人们的生产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在这基础

上人类社会逐渐出现以家庭为主的生产单位$有了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家庭就形成了村落&有的村落历史可达千年之久$其文

化传承'社会结构等俨然如一个小王国&其特殊的传统社会结构在村落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且这种特殊

的社会结构又促进了社会成员心理认同的形成&传统村落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村落!社会结构!心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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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人们也逐渐的地认

识到族群文化的价值&因此传统村落也成为相关学

界研究的重点&在城镇化'现代化大变革的浪潮下$

其生存现状令人堪忧&因此有学者提出.保住传统

村寨$留住乡愁/的口号&

提到村落$人们的潜意识里认为生活在那里的

人们被认为是天下最勤劳'最不怕苦的&由于这些

群体和土地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被认为是.土气/

的&这个.土/字虽有一定的贬义$却很好的地表现

出传统村落的一些特征&近代以来$世界各处的人

们一直认为传统村落是落后的'狭隘的$其自给自足

的小农经济阻碍了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今

日之世界$传统村落的生存和发展正面临着城镇化

的冲击&城镇化似乎是社会发展的领头羊$似乎是

世界所有地区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传统村落的发

展深深陷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在这个历史性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的抉择中$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传统村落都朝着同一

方向发展333城镇化&

中国历来是农业大国$以农为本&当前中国正

进行着城镇化建设$中国的农村面貌也焕然一新&

在这个背景下$.留住乡愁/'.保住传统/的呼声也越

来越大$保护传统村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

课题&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为传统村落

保护相互奔走呼号&

一"传统村落的基本含义

.传统/一词在,后汉书5东夷传5倭-中有这样

一段话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於汉者三十许国$

国皆称王$世世传统&/以及在又南朝沈约,立太子恩

诏-中的这句话载%.守器传统$於斯为重&/这两处引

文的.传统/$应当都是指帝业'王位的世代相传&在

明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5九流绪论上-中的这句

话载%.儒主传统翼教$而硕士名贤之训附之&/这里

的.传统/$应当指的是学说'思想的世代传承&在今

天$传统是指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

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

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

发展继承性的表现&

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用.村寨/'

.村落/'.村庄/'.聚落/.乡村/等词来表示某一特定

的人们共同体&该共同体是靠某种或几种特有的传

统生产方式而谋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

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在一个紧凑的

居住区内$与其它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

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

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

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社会单位&/

*

#

+

#"

#%%!

年在湖北召开的村落文化研讨会$把村落定义

为%.由一定地域内的一群家庭组成的村庄$是一个

特定的社会群体$它不同于行政村组$属于国家政权

管理的区域划分&/

*

!

+湖南大学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胡彬彬认为%.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

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础上$进而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

需求而建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相对稳定的社会基本

单元&/

*

&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村落的界定更为详

细$他认为%.村落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

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的居住在一个地方$

靠耕种祖传土地谋生&每个家庭既是社会单位$又

是经济单位&/

*

G

+

$B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村落的出现和农

业的产生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传统村落是指民

国以前所建的村$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

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

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

落&

!"#!

年
%

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

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传统村

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

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

二"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讲%.从中国社会的

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

B

+

#"那么由这些

乡下人所组成的基层社会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结

构呢4 在当今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即使是保存较

好的传统村落$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农业是直接作用在自己的固定的土地上$不像

游牧业没有较为固定的范围$农民有自己安排工作

时间的自由$又不像工人那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因此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也不同于游牧社会结构

和工人社会结构&

.村庄社会结构是指由村庄内部成员社会关系

网络构造的结构性特征&/

*

$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

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多样$民族文化丰富$在源远

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历史'战争'天灾等因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从全国范围

来看$我国南北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明显&目前$学

者对我国南北村庄社会结构差异有一定的研究&如

贺雪峰先生把我国村庄社会结构分为三大类型%.一

是长江流域的原子化很高的分散型村庄$即在村庄

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

群$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是原子化的$是分散

的&二是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团结性村庄$

这类村庄通常是聚族而居$村庄往往是由一个祖先

繁衍而成$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双重关系$使得这类村

庄具有强大道德凝聚力和组织能力&三是北方农村

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这类村庄往往会

分裂为多个派系$各个派系都有很强的一致行动能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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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而$在村内的公共事务上很难达成一致

意见&/

*

$

+

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和普通村庄的社会结构有

很多地方是相同或相似的$但是又有自身的特点&

本文从传统村落的文化表现上把村落社会结构主要

分为三大类$分别为民族型村落'宗教型村落和宗族

型村落&

#一$民族型

民族型村落"本文中主要指少数民族村落#主要

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等地区&该类型的村寨所表

现出来的特点是村内居住的往往是一个民族$或是

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村落&很多村落又往往

是由共同的祖先繁衍而来$具有血缘关系&这样的

村庄社会结构常常有其特殊的村庄历史和其特殊的

村庄社会生态环境&通过研究其村庄社会结构$可

以揭示出我国民族村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其社会文

化特质&

民族型村落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

一段较为完整民族群体发展史和一个或几个家族的

发展史&民族型村落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双重作用$

从而使村寨的群众组织力'凝聚力较大$行动协调力

比较一致&村寨的社会结构比较紧密$是典型的团

结型村寨$这种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共同

的情感'共同的道德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因生活生产

需求与依赖而形成的相互关系之上的&迪尔凯姆认

为以血缘'情感'道德'信念'需求和依赖为基础的社

会连接关系$比卢梭的社会契约关系更为基础$属于

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机械团结范围&

#二$宗教型

宗教型村寨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等地区$

特别集中分布在西藏'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这

些地区主要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分布在这些地区

的村落往往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特色$比如四川九

寨沟就属于藏传佛教信仰的典型村落$贵州的石门

坎地区属于基督教信仰的典型性村落&在我国$宗

教型村落分布很广$并且其村落的发展历史也非常

悠久&

本文中所讨论的宗教型村落$主要是指信仰世

界性宗教的村落$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性的原始宗教

信仰严格来讲也属于宗教型村落的范畴&一般情况

下$这类型的村落往往又会在民族型村落中出现$所

以$本文把这类型的村寨归到民族型村落中&

一个村寨一般都只信仰一个宗教$甚至是只信

仰一个宗教中的某一派$很少会出现一个村寨信仰

多个宗教&因此$这种类型村落中的成员有着共同

的宗教信仰取向$作为村寨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

整合或群体联系的纽带&其根本特征是社会成员在

情感'意愿和信仰上的高度一致性$它存在于分工不

够发达的传统社会&宗教型村落是靠宗教情感和宗

教体验来维系的社会团结体&

#三$宗族型

.宗族型其实就是讲家族关系或直接就是指血

缘关系&血缘关系指的是以血缘的或生理的联系为

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

E

+

$#血缘关系是人的先天

性联系$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因而$学

者认为它是人类最早形成的社会联系&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不断地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回顾人类发

展历史$比较重要的血缘关系主要有宗族'家族'家

庭等&.所谓宗族$即同宗'同族$指有着共同的祖宗

或同一父系$因而使用同一姓氏的人们&其成员的

联系可以延续数代'数十代$甚至更久$其成员同时

还有着较密切的地缘联系$但也有些已无社会联系$

仅仅在追溯家谱时方可发现其血缘联系&而家族是

指同一血统的几代人所形成的社会群体$也称之为

0大家庭)&家族包括两种血缘关系$直系和旁系&

直系指的就是具有父母'子女关系的亲属!旁系指的

就是除直系以外的其他亲属$如叔'姑'舅等&/

*

E

+

$#

氏族'宗族和家族很多时候没有太明显的界限$经常

混用$但是都是在家的结构上形成的&比如$人们叫

.杨家/$有时候就仅仅指某户杨姓小家庭$有时候又

指具有血缘关系的扩大家庭$这个时候也称为杨氏

门宗$因此家族也往往称为宗族&

我国北方把对这种功能性的血缘群体有着不同

的称呼$如叫.门子/'.本家/等&而在南方$大多数

情况下把这种功能性的血缘群体称为.家门/等&大

概是五服内血缘关系的联合$其主要功能就是在红

白事等大事上的互相帮助&即使是两家人之前闹过

矛盾$甚至还大打出手$一旦其中的一家有大事发

生$一般情况下另一家会去帮忙&就目前学界对村

庄社会结构的区域性比较研究而言$更多的是注重

南北农村的差异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村寨的差异

比较&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特殊文化'地理'种植结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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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候条件等$使得中国基层治理中一直存在一个

超出家庭的强有力的血缘单位$最典型的就是宗族$

正是宗族这一种聚族而居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成

为了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

宗族型村寨的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也属于机械

团结的范畴&家族内部组织力'凝聚力很强大$行动

协调力高度一致&村寨的社会结构相当紧密$是典

型的团结型村寨$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亲

属情感'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共同的理想信念之上的$

也是建立在因生活生产需求与依赖而形成的相互关

系之上的&

村寨的宗族型社会结构还创造了独特的宗族文

化&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祠堂文化'族谱文化'祖先

墓碑文化等&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地方性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传统村寨的历史和文

化的重要内容&

三"传统村落的心理认同

传统村落的心理认同$主要是指世代长期生活

在村落中的社会成员$或与村落有着某种特殊联系

的社会成员$在心理上对村落有着特殊的情感依赖

和强烈的心理归属感&归属感主要认同血缘和地

缘$血缘就是指亲族和家人!地缘就是认同老乡&主

要表现为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家的认同$升华到国

家的认同!同时还包括社会成员死后灵魂的归属&

由于传统村落拥有及极其厚重的历史$因此这种心

理认同具有溯源性和社会性&

#一$心理归属

心理归属首先表现在自我认同上$自我认同又

主要表现为社会身份的认同&一个人身份的界定一

般主要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来描述$外延主要指一

个人的体貌形态'高矮肥瘦'性别'年龄等!而内涵主

要指一个人的人格'职业'社会地位等&.你是谁4/

和.你从哪里来4/等问题都是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

归属&居民身份证也主要是从地域'姓名'性别'民

族来界定社会个体身份的归属&因此在日常生活

中$常常称社会个体是某地人'某族人等&

.中国的传统家庭$尤其是中国农村家庭$不完

全是指生活在一起的一群人&家庭是家庭成员'家

庭财产'家庭牲畜'家庭声誉'家庭传统和家庭神祗

构成的复杂组织&家庭应包括还未出生的后代和早

已死去的祖先&人们总是相信祖先的神灵不论是在

墓地还是在天堂$始终是和活着的人在一起的$家庭

的幸与不幸主要是祖先的神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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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要供奉祖先$目的

是让祖先的在天之灵要保佑子孙后代生活平安$过

得幸福&因此活着的人每逢过节或结婚等重要日子

都要感恩祖先$祭祀祖先&当然$由于各个村寨的具

体情况不同$具体表现也不完全一样$比如宗教型传

统村寨就表现在宗教仪式上等$要感谢佛祖'安拉'

上帝等的大恩大德&总之中国传统农村的家庭内容

复杂$包罗万象&对传统村落的心理认同更多的地

集中表现在.想家/'.思乡/的情感上&这种情感是

个人的成长史和相关社会变迁的记忆$然而这种记

忆是社会个体心理认同的催化剂&这种情感人们又

把它称为乡愁&家在中国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因

此想家也是一个复杂的情感集合体&

土地对于农民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

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土地是无法移

动的$种在土地里的庄稼也是无法移动的$因此农民

也像半身插在了土地里$土地给了他们生长的营养$

自然也受到了土地的束缚$这就形成了中国乡土社

会的地方局限性和人口流动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村

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

会&熟悉是社会成员之间经常性地相互接触中所发

生的亲密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和生活的人$

他们就会更习惯熟悉的面孔$更陶醉熟悉的情感&

这些记忆给人的是熟悉和亲密$是一个人很难摆脱

的记忆&特别是当社会个体遇到挫折时$就想寻找

类似的熟悉感和亲密感以便找回之前那些温暖的记

忆$目的是寻求内心的安慰&因此$当村里人出远门

的时候$他们就不习惯或者很难适应陌生的面孔&

他们认为外面的人没有人情味$非常的自私&这时

候的家对于外出的人来说具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家在他的心中是无比的温暖&有关家的记忆会在他

的大脑中一遍又一遍的地重复$重复越多就更会加

重乡愁的.负担/&为了在外地能找到家的味道$从

一个地方出去的人会常常聚到一起$他们互相称为

.老乡/$老乡给人们的感觉就像亲人的感觉$互相之

间就找到了熟悉感和亲密感&中国很多传统节日都

与.家/有关$如春节'中秋节'九月九等$因此这些节

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叫做团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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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家的认同$升华到对国家

的认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具体表现$体

现出了忠孝等传统美德&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心理

和情感上的抽象$是思想的和精神的升华$国家是一

个认同的空间$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是不能被勾画出

来的&这个想象空间不一定和现实的国界相重合&

#二$灵魂归属

传统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在其漫长的发

展历程中$传统村落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棵大树就到

处地生根发芽$并向四周不断地播下了种子&这就

是为什么传统村落是许多人寻根问源的对象和死者

亡灵聚集的地方&灵魂归属主要从.招魂/'湘西的

.赶尸/'贵州省册亨县布依族给死者的.路标/三个

丧葬文化现象来解释&

招魂是由死者的儿子或有血缘关系的男性亲

属$在家门前树立起招魂幡$是为了给死者灵魂指明

回家的路家$并且还要站在高处呼喊死者$目的也是

为了让死者的灵魂能够回到家来$免得随风飘散&

外出的人不幸客死他乡$死者的家人也要为他收尸$

还要在家请法师为他招魂&目的是让死者的灵魂能

回家来$不至于在外面成为孤魂野鬼&如果$找不到

死者的尸首$家人会用死者曾经穿过的衣服或者用

过的器具等装在棺材里选个地方埋起来$这样的坟

冢叫衣冠冢$其目的就是方便家人上坟祭祀追悼&

因此$招魂是灵魂归属的一种特殊仪式&

湘西的赶尸是民间一种特殊的灵魂归属仪式$

曾经在当地非常普遍和盛行&其实质就是把客死异

乡的亲人的尸体和灵魂都带回家来$好对死者的尸

体进行妥善处理$对其灵魂进行超度$让死者灵魂回

到祖先的身边&

在贵州省册亨县板万村$当地布依族人的摩公

"相当于道士#会给死者开一个路标$路标的作用相

当于活人过路通关的通行证&其目的是让死者的灵

魂靠着这个.通行证/能够顺利地到达祖先原来住的

地方$也就是祖先的灵魂所在地&路标上写有死者

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有多少子孙等内容&

所谓事死如事生$灵魂归属就是活着的人按照

自己的主观意识对待死去的人$通常认为死去的人

在另一个世界也是按照生前的方式生活&灵魂也是

有归属的$要回到祖先的大家庭里$因此灵魂也就有

了身份和家&后来受到宗教的影响$灵魂的归属有

又多了一个地方$即西方极乐世界和天堂等&

四"结语

传统村寨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宗

法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

重要组织形式的延续&传统村寨社会结构具有普遍

性和基础性$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具有明显

的社会差序格局特征&在这个格局中$社会成员都

是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或

多个的社会群体内聚力力极$一个村落往往会出现

一极或一村多极的现象&

传统村落的核心和重点应该是在传统上$所以

.传统/不仅仅是从时间上来界定$更应当从村落的

社会结构的完整性'村落文化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来

考虑&也就是从村落的宗教'宗族和民族发展史的

角度来认定&在很大程度上村落的历史回顾也就是

宗教'宗族和民族的发展史&因此村落文化就更具

有了文化多样性'民族性和地域性&

传统村落能延续至今$村落的社会结构起着不

可磨灭的作用&要保住传统村寨$留住乡愁&就必

须注重其社会结构的构建$在这个结构网上$每个人

都是网上的一个结$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这

张网才能兜住牵挂$才能留住真正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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