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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礼物交换，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礼物交换普遍地存在于中

国社会之中。近年来，在农村的礼物交换中，送礼名目增多，送礼范围扩大，单向送礼现象突出。凡

此种种，均与农村家庭的发展周期、关系网络、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相关联，从中可见出乡土社会

礼物交换中人们特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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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鄂西南农村地区，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与

人际交往中，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不成文的非制

度化礼物 交 换 习 俗。随 着 市 场 经 济 的 持 续 深 入 发

展，人们经济收入来源的日益多元化，时至今日，鄂

西南农村地区传统的礼物交换习俗，正在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

　　一、传统意义上的礼物交换

鄂 西 南 地 区 龙 山 村 村 民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礼 物 交

换，主要集中于三类场合：岁时节日、人生仪礼和日

常生活。
龙山村岁时节日丰富，既有春节、元宵 节、清 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也有正月初

九（上九）、六月初六（舍巴）、七月十五（月半）等民族

节日。在其所有的岁时节日中，最为村民们所重视

的，首推春节。每至年底，龙山村村民都会放下手中

的农活，忙着打扫房前屋后，置办各种年货。至正月

初二，龙山村村民亲朋好友之间开始相互拜年。其

拜年所送的礼物，主要为面条、粉条、白酒、啤酒、白

糖、饼干、罐头等实物。女儿女婿回娘家时所送的拜

年礼物，则会更丰富，而且也更贵重，如礼金和猪后

腿等实物。对拜年者，主人例会以一定的金钱或者

实物作为回报，俗称打发。在龙山村，其他岁时节日

中的礼物交换现象虽然也普遍存在，但相对于拜年

而言，其礼物则较为随意，主要是一些自制食物、季

节性农产品等。
人生仪礼，指标志人一生不同年龄段和身份角

色变化的各种仪式活动。龙山村村民非常重视人生

礼仪，往往将其当作人生大事来操办。其人生仪礼，
主要集中于诞生、婚礼和葬礼。龙山村村民为新生

儿所举行的诞生仪礼，当地俗称整祝米酒，又称整嘎

嘎酒。嘎嘎为当地方言，指外婆。因此，其酒席的贵

客，自然为来自新生儿母亲娘家的客人。客人所送

礼物，多为婴儿服饰及生活用品等。龙山村村民对

婚礼 格 外 重 视。其 男 女 婚 配，一 般 要 经 过 择 偶、定

亲、结婚三个阶段。在说媒、提亲、择期、迎亲等过程

中，男女双方均会不同程度地彼此交换礼物。其中

最为重要者，当属彩礼与嫁妆。在此过程中，男女双

方亲戚及其邻里好友，也会依据不同的标准，随礼庆

贺。龙山 村 村 民 称 丧 礼 为 白 事。其 仪 式 的 高 潮 部

分，为逝者入葬前一天晚上逝者亲友的彻夜守候，当
地俗称坐夜。是夜，逝者至亲会送锣鼓、鞭炮、祭品、
舞狮、旗伞等，逝者的普通亲友则只送鞭炮、祭品、旗
伞，而逝者的一般邻里送礼则比较随意，多为一般性

家常日用品。
龙山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礼物馈赠，主要集中

于劳动交换、食物交换、探望病人等三种情形。对于

以务农为主的农村家庭而言，每逢农忙时节，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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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往 往 不 能 满 足 其 生 产 所 需。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以劳动互助为目的的换工，便在农村地区应运而

生。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礼物的劳动，在龙山村村民

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彼此交换。此外，食物分享也在

龙山村村民 的 日 常 生 活 中，占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龙山村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作为礼物交换的食物，主

要为日常生活中上好的食品，或日常生活中难得的

食品。如当地流行一种名曰吃庖汤的民俗，即每逢

冬腊月，每家每户杀年猪时，都会邀请亲朋好友来一

同品尝。这是其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食物交换形

式。食物分享，促进了龙山村村民人际关系的和谐

与融洽。龙山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还包

括探望病人时的送礼。当某人生病后，其亲戚邻里，
往往会带上礼品去看望。其所送礼品，多为病人喜

欢的食物或营养类食品。

　　二、礼物交换的当代变迁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

的持续发展，农民的收入来源不断多元化。经济的

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习俗的相应改变。进入２１世

纪后，乡土社会的礼物交换，无论在送礼的形式、场

景、范围上，还是在送礼者的心态上，都产生了与此

前不一样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龙山村村民彼此之间交换的礼

物，主要是其 自 家 生 产 的 实 物，而 以 礼 金 作 为 礼 物

者，则相对较少。据实地调查，彼时龙山村村民所送

的礼物，全部为自家生产的实物，其中，仅有３５％的

送礼者附送了礼金；而近年来，龙山村村民所送的礼

物则全部为礼 金，其 中，仅 有２０％的 送 礼 者 附 送 了

实物（多从市场上购买，并非生活必需品）。此外，随
着时间的推移，在龙山村，村民送礼支出所占其家庭

消费支出中 的 比 重，正 越 来 越 大。２０年 前，龙 山 村

村民之间，只限于彼此互赠一些普通物品，以此表达

自己的 情 感。其 每 次 送 礼 费 用，大 约 为 十 元 左 右。
时至今日，所送礼品的轻重，已成为人们衡量感情亲

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龙山村，关系疏远者单次送

礼金额一般 为５０元，而 关 系 亲 密 者 的 单 次 送 礼 金

额，则攀升至上千元或上万元。总之，自制实物向货

币的转变，以及礼金数额的增加，是龙山村村民前后

礼物交换中，最为突出的一大变化。
礼物交换内容的改变，带来了礼物交换场合的

改变。近年来，龙山村村民礼物交换的场合也发生

了变化，即在其原有的礼物交换场合上，不断地派生

出了一系列的送礼名目，当地村民称其为整无事酒。
重大的人生礼仪、生产生活中的大事件和重要的时

令节日，本是龙山村村民送礼的重要场合，然而，近

来有的家庭以此为由，频繁办事：小孩满月、十岁要

整酒，修房、上梁、封顶要整酒，搬家要整酒；更有甚

者，安装堂屋门要整酒，修理院坝要整酒，为祖坟立

碑要整酒，乃至连家里母猪下猪仔也要整酒。其整

酒名目繁多，而其整酒的目的，已然背离了乡土社会

礼物交换的初衷。礼物交换，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中，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良好的社会习俗。人们

本是怀着互帮互助的心理，彼此交换礼物，借以表达

对他人的友爱与关心。礼物交换一旦被人们滥用，
必然会使礼物交换趋于功利化。在这样的礼物交换

中，人们注重的是礼物本身的物用价值，而忽视了其

中所蕴含的善意与关爱，致使礼物交换走向了其反

面。由此，人们在礼物交换中，也产生了相应的敛财

心理与怕吃亏心理。敛财心理的产生，源自人们对

金钱的渴求，即需要更多的钱以办更多的事，于是人

们借请客为名，以汇集礼金。怕吃亏心理，则与敛财

心理息息相关。一旦有人以各种名目请客以聚敛财

富，则必然会使不请客者在单向送礼中产生吃亏的

感觉。为免吃亏，人们于是争相以各种名目请客，以
便名正言顺地收回自己送出去的礼金。

　　三、礼物交换的当代变迁之因

乡土社会礼物交换变迁的原因是多元的，其中，
既有较为固定的因素，如社会交换关系距离的差异

性、家庭发展周期的不一致性等；也有诸多现实的因

素，如家庭经济来源的多元化、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

化、送礼心态的功利化等。
费孝通先生在探讨我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时，提

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１］费孝通先生认为，差序格

局是存在于我国社会中的一种人际关系结构。这一

人际关系结构，决定了人们人际交往中的远近亲疏、
利益多寡与感情厚薄，也由此决定了乡土社会礼物

交换的基本原则，即以利益的多寡，判断感情的亲疏

与厚薄。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从人类学

视角出发，对下岬村的礼物交换，做了相关研究；并

由此详细论述了我国农村社会礼物流动的方式、原

因及其社会关系网络。［２］阎云翔认为，既定的等级化

社会关系和亲疏距离，是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礼物交

换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传统社会礼物交换的主

要依据，是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反过来，社会关

系的距离，又会受到礼物交换结果的影响。近年来，

·８７１·



第３７卷 第１２期 陈代福：乡土社会的礼物交换及其当代变迁 　

这种反作用力，正在日渐扩大其效力。阎云翔指出，
家庭发展周期的不一致，也是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礼

物交换的另一重要因素。家庭发展周期的不一致，
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每个家庭都有其自

身的发展轨迹。不同的家庭，其发展周期不同，故其

办事或整酒的时间自然不同，由此造成农村社会礼

物交换时间上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短期内，或
许会造成收礼方与送礼方利益上的不均衡；但若从

长远来看，只要双方不刻意中断彼此之间的联系，其
收礼与送礼频次必然彼此相称，其礼物流动也必是

均衡互惠的。因此，短时间内礼物的单向流动，是可

以理解的。
在影响乡土社会礼物交换变迁的诸多因素中，

除了以上论者所言的固有的客观因素之外，还有诸

多现实的因素。
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项，礼物交换的多寡，与社

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由此而言，农

村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会对礼物交换产生相应的

制约和推动作用。以龙山村村民的礼物交换而言，
在过去，其村 民 所 送 之 礼 主 要 为 自 制 实 物，而 近 年

来，其所送礼物则由实物向礼金转化。其之所以产

生如此变化，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
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使得农民开始突破其

原来封闭的生存空间，走向城市。在其家庭收入中，
打工所得，已占据其大部甚至全部。由此而论，农村

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是乡土社会礼物交换变迁的

最根本的现实原因。与开放的经济相生相伴的，必

然是人口的流动化，以及基于人口流动化的社会交

往范围的扩大化。这一扩大化的人际关系网络，因

其具有先天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故而其中所存在

的礼物交换，也 先 天 地 带 有 短 暂 和 不 稳 定 的 色 彩。
由此而论，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化，是乡土社会礼物

交换变迁的现实推手。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必
然会改变人们对物质与金钱的固有认识，由此催生

了乡土社会礼物交换的货币化。据实地调查，龙山

村村民礼物交换形式的货币化，主要有两个原因：其
一，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可以购买到人们所需要的任

何实物（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这是不可能的）；其二，

与实物相比，赠送礼金不仅更为方便，且可以避免食

品类实物在反复交换中，因其腐败变质而造成的浪

费。基于此，有论者认为，礼物形式从自制实物向货

币的转变，是村民在仪式性礼物流动场合中，交换动

机嬗变的主要促进因素；礼币的多少，直接地影响到

送礼者和收礼者的面子或社会声望。［３］当然，导致乡

土社会礼物交换变迁的更深层的现实原因，还在于

人们送礼心态的功利化，如上文所言的敛财心理与

怕吃亏心理等。送礼心态的功利化，使人们在礼物

交换中，不再遵循原有的情感性交换原则，而带有浓

厚的功利色彩。正是如此诸般现实的原因，最终推

动了乡土社会礼物交换的变迁。
在鄂西南农村地区传统意义上的礼物交换行为

中，人们无不遵循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近年来，随着

农村社会的变迁，乡土社会礼物交换的互惠互利原

则，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农村礼物交换场域中，
村民之间的礼物交换产生了异化，其送礼名目增多，
送礼范围扩大，礼物形式也由实物转变为礼金。而

其礼物交换中单向送礼现象的出现，则使其礼物交

换中的平衡互惠趋于消极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互

惠原则对其 礼 物 交 换，是 否 仍 具 有 同 样 的 解 释 力？

在龙山村的实地调查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笔者

让村民谈谈，在礼物交换中，究竟谁赚钱了，但所有

村民均一致认为，在礼物交换中，没有人赚钱。龙山

村村民不仅没有否定人们彼此之间的随礼，而且认

为，这些都是必须和必要的，即便有的人整无事酒，
该去的还必须得去。他们相信，那些因整无事酒而

单向收取他人礼金的人，最终一定会在其他场合，对
送礼者予以相应的回报。由此而言，在乡土社会的

礼物交换中，互惠互利原则仍然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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