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 １６ 年 ５ 月中面社会科学ＫＳＦ窆生 ＢＥ学＊Ｍａｙ
． ２０ １６

第 ３期 （总２ １３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ａ ＣＦＣＨＩＮ ＥＳＥ ＡＣＡＨＭＹＣ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３

社会、 民族、 文化之视野

耪 噔 社会下 农封 老 年规 范 的 禮

王 晶

【提 要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传统农村老年规范咯在发生深刻转变 ， 本文从农村

对不孝行为 的社会制 约 、 老年精神期待与现代社会断裂等维度分析 当 下农村老年规范的表

现形态 。
一方 面农村老人的社会认同 度较低 ， 老人需要不 断 用 自 身工具性价值来证明其社

会价值 。 另 一方面
， 虽然大部分农民还维持着

一个基本的赡养水平 ， 但在精神层面上 已经

距 离老人的预期相去甚远 。 在农村 当 下社会变迁的 大背景下 ， 价值 目 标越来越趋利化 ， 农 ＞

村社会结构的 变动随着代际的转移会带来长久的价值规范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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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农村对不孝行为的社会制约 、 老年可能会遭致子女的鄙夷 。

精神期待与现代社会断裂等维度分析当下农村

老年规范的表现形态 。 文中所引用的资料来源
一

、 对不孝行为的社会制约

于作者 ２０ １２
？

２０ １３ 年间在河南省 、 辽宁省和重

老人 ， 謝社雜通过潜在祕＾麵不膽养
方及被访者隐私 ， 所有访谈材料均采取匿名化

处理
二２ 非祕此航 曰 ＾ 士＃在传统农村社会 ， 家长和家族具有重要的

’

约束机制 ， 对于违反族规的人 ， 首先的处罚在

家軸部 ，

“

告言鹏祖父母父母 ， 祖父母父母

在别籍异财 ， 供养有缺 ， 居父母丧 自 身嫁娶 ，

做乐释服从吉 ， 闻丧匿不举哀 ， 及诈称祖父母

父母死等
”

均属不孝行为 ， 父系家长首先对子

女进行说教 、 惩戒 。 霍同祖的 《 中国法律与 中

再受父母牵制 ，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仅不再是
＾ 自ｔ

＝３ 使献加隨责 ， 社会上■辦权力＇ 若家
长幼尊卑的关系 ， 更可能是平等的代际交换关

鹿于法魅决 咖讲一弗 卜孙到象施层汝
“
平弟

系 。 在农村社会 ， 父辈的社会资辭富 、 娜
＾^

资源雄厚对于获得子女的尊敬和照护具有很大

的吸引 ， 反之 ， 父辈陷人贫困或者因病拖累就
＊ 醜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

社会资本影响老年健康的机

制研究
”

（批准号 ：
１ １ＣＳＨ０６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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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 ， 家长责而训之 ， 不改则挞之 ， 终不改 ， 在任何一个老龄社会 ， 照护劳动并不是
一个轻

度不可容 ， 则言之官府 ， 凭之远方
”

。 对于重大而易举的工作 ， 第
一

， 它涉及到子女需要付 出

违反族规的行为 ， 家族可 以加 以身刑 ，
甚至开 一

定的时间和劳动 ； 第二 ， 在缺乏社会保险的

除族籍 。 在比较封闭的乡 村社会 内 ， 开除家族农村社会 ， 子女还需要投人一定 的经济资源 ；

族籍无疑宣告这个人将不再由 家族关系庇佑 。 第三 ， 父母还需要子女的情感慰藉 。 在很多西

家长和族长在维护家族秩序上处于重要地位 ， 方国家 ， 这些社会需求已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

同时当时的法律也会承认家长或族长 的权力 。 由机构来消化 ， 或者说至少消化一部分 ， 比如
“

家族被认为是政治 、 法律的基本单位 ， 以家长养老金解决了子女投入资金的压力 。 但是在我

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 ， 而对国家负责
”

， 可国农村社会 ， 由 于社会保障发展缓慢 ， 老人的

以说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 ， 家族团体以 内全部需求都需要从子女处获得满足 ， 但保障这

的纠纷率先由族长仲裁 ， 不能调解之问题再上种需求的主要力量就是子女的 自愿性 。 在城市

升到国家机构 。化过程越来越快的农村社会 ， 子女的 自 愿性动

在家族之上 ， 传统的法律制度判定子女不机受到越来越多因素的影响 ， 比如外出 流动因

孝的行为是极重大的罪 。 法律对不孝罪的惩戒素 、 农村妇女地位提高 ， 都可能导致以儿子为

宽严主要依父母的诉求 ， 从杖一百 、 徒刑两年 ， 核心的养老体制的瓦解 。

到发配边疆 ， 甚至在宋的法律中 ，

“

父母告子不在农村社会 ，

一般情况下 ， 年轻
一

辈会按

孝欲杀者许之
”

。

①
《孝经 》 里记载 ，

“

五刑之属照当地默认的水平给予年迈老人
一般水平的照

三千 ， 罪莫大于不孝
”

，

②
《周礼 》 中列不孝为乡护 ， 而老人大多情况下也接受这种安排 。 即便

八刑之
一

， 汉律不孝罪斩枭 。 清代以来 ， 对不偶有婆媳间或者父母与子女间的争执 ，

一

般情

孝罪的惩戒仍然很严苛 ， 殴伤父母之人毙命 ， 况下会在家庭内部消化 ， 老人通常碍于情面不

仍需凌迟 。 父母嗣后 因伤身死者 ， 也不免于判会将不孝行为公之于众 。 只有到 了最严重的情

尸示众 ， 虽死不能逃刑 。 不仅如此 ， 即便子孙 况 ，
ｇｐ儿子不愿意赡养年迈父母的情况下 ， 才

未伤及父母 ， 但是因为不孝而使父母气愤 自尽 ， 会变成
一

个社区的公共议题 。 对于儿女不孝的

子孙也逃不了逼死父母的责任 ， 明律规定若子 行为 ， 目前还是有两个途径 ：

一个在社区内通

孙威逼父母致死 ， 将 比照殴伤父母罪问斩 ， 清 过德 高望 重 的老 人说 和 ；
二是 通过 村委 会

律更为严苛 ，

“

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 父母 自尽调节 。

之案 ， 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 ， 以致忿激轻生窘
°

迫 自尽者 ， 即拟斩决 。 若并无触犯情节 ， 但行我和老伴 有 五 个儿 子 ， 现在 不 能 动 弹

为违反教令 ， 以致报愤轻 生 自 尽者 ， 但拟绞了 ， 本来 想 归 到老 三家 ， 老 三媳 妇 脑子 有

候
”

。 由此可见 ， 传统社会 自上而下对于家庭治点毛病 ， 但老三心 眼好 ， 不会待我们 不 好 。

理的想象 比拟于国家治理的想象 ， 而对于子孙可是老 了 说 了 不 算 ， 我 们老两 口 有 ２ 亩地 ，

不孝于家长的行为 ， 撼动传统的家长权威 ， 进现在城边地 比 以 前值钱 了 ， 老 大也贪 图 点

而威胁到国 家的统治理念 。 所以对于不孝罪责儿地 ， 老 三 说不 过老大 ， 后 来请 的他叔 给

的惩罚尤其严重 ， 家庭 、 家族在这一惩罚体系说和 ，

一 家半年 ， 老大家呆 半年 ， 老三 家
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

呆半年 。 到 老大这 ， 媳妇 对 我 们 可 不 好 ，

反观于 当代社会 ， 老人与子女站在平等的也没办 法 ， 盼 着 下 半年 去老 Ｓ那块 儿 ， 没

地位上 。 传统社会下牵制子女的权威力量都已几年 活 头 了 （ ２Ｇ １ ３ 年 ５ 月 ， 宁省 Ｃ 县
，

经不再奏效 ， 家长权威 、 土地资源 、 宗法制度

雖雕 ： 《 巾酿齡巾酣会 》 ， 商务印书

下 ， 子女对乂母的照护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反哺馆 ２０１０ 年版 ， 第 １ ０、
２３ 、 ６ 、

２４ 、
１ １ 页 。

式的情感理念 ， 而非一种强制性 的社会束缚 。② 胡平生 ： 《孝经译注》 ， 中华书局 Ｉ＂ ９年版 ， 第 ２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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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 ：
ＮＳ 村王女士 ） 。命历程上为家庭贡献 了一辈子的辛劳 ； 第三 ，

那个 时候 家里 穷 ， 我 先嫁 了 老 大 ， 后即便到了晚年时期 ， 为 了儿子结婚 、 买房等传

来得病 死 了 ， 又嫁 给老二 ， 这 么 着前后 生统上与延续香火有关的行为 ，
老人仍然需要参

了 两个儿 子 。 我有 点地 ， 小 儿 子看着地值与农业劳动 ， 分担子女负担 。 经历这样的过程 ，

钱接 我来 ， 可 是对 我 不 好 。 我 就 去 找村 委老人在晚年时期对儿子仅有的寄托就是儿子要

会 ， 村主任来给调 解 的 。 去 大的 （大儿子 ） 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赡养老人 ， 即所谓
“

奉养

家 ， 小儿 子一 年 给 ５０ ０ 块钱 。 现在 小 儿子祭念
”

； 更高层面
一

点 ， 儿子要在 日 常生活中尊

都不 来看我 了 。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 重庆 市 Ｂ敬老人 ， 在 日 常生活礼仪上维护老人的尊严 ，

区
， 访谈对象 ：

ＢＬ村陈女士 ） 。所谓
“

尊亲恳亲
”

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涵 ； 最高

层面 ， 就是老人对 以往道德伦理的追求 ， 维护

虽然说现在的调解方式还是通过社区非正 老人的权威 ， 在关乎家庭生活 的重大事项上 ，

式的方式 ， 但是老人通常处于被动 的弱势地位 ，
以老人的意见马首是瞻 ， 所谓

“

抑 己顺亲
”

就

最终还是依托于子女赡养 ， 老人通常没有太多 是此层面的意涵 。 就第一点来讲 ， 农村社会养

的发言权 ， 只能被动地接受调解人的安排 ， 有 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传统基本上还在维系着 ，

一

些情况下 ， 当两个老人都在世的情况下甚至会 般的农村家庭还会做到最基本上的赡养老人 ，

分到两个家庭户 中赡养 ， 这是对晚年生活 的最 但是在第二点和第三点上 ， 能践行传统孝道规

大折磨 。 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调解人 ， 抑或代表 范的家庭寥寥无几 。

行政机构的村委会 ， 他们都不再具有对子女生但是从老人方面来讲 ， 从上世纪 四五十年

杀予夺的大权 ， 只能动之以情 、 晓之以理 ， 如
代走来 ， 上述价值 目标支撑着他们走过了最艰

果儿女拒绝接受 ， 細甚至贿任何办紐６＿生■程 ’ 到 了晚年时■要有所回报的

惩戒 ， 而乡村舆论的作用对于常年外 出 打工的 时候 ， 如果子女能够践行这些价值 目标 ， 实现

子女来讲几乎没有约束力 。 特别是 ， 随着当下
老年的预期 ， 传统的伦理规范还在

一

定程度上

青壮年劳动力打工收入的增长 ， 他们在 乡村中
接续 ， 老人 自 身就会获得生命的 意义 ； 反之 ，

的发言权会强于老－代人 ， 乡 村的舆论有时甚
，

卩果子女违反
〒
些价麵范 ， 不赡养老人 、 虐

至通过沉默的方式漠视不赡养老人的行为 。待老人 ， 老人就会从根本上怀疑活着的生命

价值 〇

二 、 老年精神期待与现代

社会的断裂两个 闺 女 ， 有事 才走 动 ， 平 时都 见不

到面 。 老伴病 重 期 间 ， 后人们都有 工作 要
农村老年群体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四五＋做 ， 就是 我

－个人 照 顾他 ， 好想女儿她们
年代 ，

正值旧社会末期 、 新中 国成立初期 ， 传来看下 ， 结果总 等 不来 。 后来我就生 气 了 ，

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他们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斥责她们说你们 非 要等爸爸过世 了 才来 吗 ？

从他们的上
一

代人身上 ， 他们潜移默化接受一等 到老伴那天真要不行 了 ， 儿子 回 来后 我
些伦理价值观念 ， 即便在当代社会 ， 这些价值们才 一起 帮他 洗澡 ， 然后儿 子打 电话 给两

观念在
一

定程度上主导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 或个女儿 ， 她们 忙 完 了 才赶过来 ， 守 了 最后

者说他们活着的意义与这样的精神价值观念息一

晚 ， 第 二 天早上老伴就 去世 了 。 我 回 想

息相关 。 在老人的精神追求中 ， 有几个方面是我这一辈 子都造孽 ， 小 时候 四 五 岁 就 给我

居于重要地位的 ： 第
一

， 传宗接代 、 延续香火做石 匠 的 么爸掌灯 ， 因 为 那 时我 父母都 不

是老一代农 民的本体性价值观 ； 第二 ， 为 了这在 了 ， 小 时候过 了 不 少 苦 日 子 ， 现在条件

个观念 ， 老人经过长期的艰苦劳作 ， 特别是新好点 了 ， 病 又来 了 。 有 时儿子他 们 都上班

中 国初期 以及其后的艰苦时期 ， 老人在整个生去 了
， 家里就我 一个人 ， 走 动 一 会儿 身 体

１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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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遭不住 ，

一般都在 沙发 上 睁 眼躺 着缓 一 重 ， 在过年过节时期 ， 按照传统的理解善待老

下 ， 有一次在 厨房做饭 ， 突然觉 得 天 昏 地人 ， 才能让老人感觉一辈子辛劳的意义 ； 反之 ，

暗 ， 赶紧扶着墙来 沙发 上躺着 。 想 给儿子如果在
一些关键性的礼节上慢待老人 ， 即便平

打 电 话 ， 又 怕 影 响 他 工作 ， 就 自 己 躺着 。 时老人能够隐忍 ， 但是在礼尚 往来的重大事件

我就是说把 孩子他们 都带 大 了 ， 没什 么 牵上 ， 通常就很容易触动老人的价值底线 ， 这也

挂 ， 自 己 要走就 可 以 走 快一 点 ， 这样 生 病恰恰能够反映农村老人对传统观念的持守 。 对

痛苦 。 时 间 长 了 ， 儿子也 不愿 意 管 了 ， 活农村老年男性来说 ， 传统的父权思想下 ， 老人

着就没啥意 思 了 （ ２０ １ ３ 年 １０ 月 ， 重庆市 Ｂ当为
一家之主 ， 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 ， 在变动

区 ， 访谈对象 ：
ＢＬ 村 陈女士 ） 。的社会形态下 ， 年轻一代对老人的权威越来越

不尊重 ， 甚至到出 手反抗父辈的地步 ， 这在传

由于社会伦理 的转型 ， 老人的精神预期和统社会绝对是犯上的行为 。 但是当下社会 ， 这

现实世界中儿女可以提供的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 种行为已经司空见惯 ， 对于有些思维惯性的老人 ，

一部分老人就开始怀疑晚年生活的意义 ， 并因这种社会变革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 因此选择了失

子女的疏忽怠慢产生持续性的社会压力 。 这些范性的 自杀行为以此惩罚后人 。

精神压力并不是个别老人的感受 ， 而是整个农＿

村老人群体的感受 ， 老人与老人之间彼此的境＝ 、 ＃、￥

ｒ
按照涂尔干的观点 ， 在－个整合程度高的

同
社会中 ， 个人的愿望总是受到

—

般道德原则支

獅规范加 以调节 ， 保障个人的精神期待与整

在物质层面上老年生活衣食无忧 ， 雛精神追

求上的絲 ， 使
－

些老人无法摆脱晚年生＿

悲凉心态 。 在这种情况下 ，

－些偶然发生 的事
ｉａ

－状态 ， 进而导致失范性饤为 。

① 在后期的结构功
＃ ’ 胃

能学派中 ， 默顿也表达了类似 的忧虑 ， 在社会

戒 们 絲一朽 ７ｎ 名 出 油本士 士 者 而木
下层人群中 ’ 个人的价值 目 标并非只受文化因

儿子 ；１ 年 轻 的 时候３常 好强 ，

■引导 ， 更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 ， 因此难 以

不 想 日 子过得被人 家 比下 去 。 生 活很是 节
下

，
俭 ， 把几个孩子都 拉扯 大 了 。 大儿子后来

做生意 ， 挣 了 不少钱 ， 但是儿 媳妇 管 的严 ，

平时钱到 不 了 老人手 里 。 有 － 次老人家的

远方亲戚 结婚 ， 老人觉 得老 亲还得 走 动 ， ＝＝＝＝＝
易 统

＝
就让大儿子 随礼 ， 大 儿 子不 当 家 ， 媳妇 肖

值伦理与Ｕ相辅
，
成 ， 长幼有序 、 尊卑

场就给老人骂 了 －顿 ，

“

老 了 还管 别 人家肖
有别

巧
社会关系是构成＾

中国社会结构的基

事 ， 真是越老越糊 涂 。

”

老人－辈 子个 性 刚
础 ’ 同时传统的家族 、 宗族＿和村规乡 约 、

强 ， 现在孩子 成 家立 业 ， 老人 － 点 威望都
ｓ家法律《保？＾价值

没有 了 ， 回 家 － 气 之下 喝 药 自 杀 了 （ ２０１３餅 。 当下的社会结构趋于扁平化 ， 代际之间

年 １ ０ 月 ， 重庆 市 Ｂ 区 ， 访谈 对象 ：
ＢＬ 村

白 女士 ）① 参见埃米尔
？ 迪尔凯姆 ： 《 自杀论 》 ， 冯韵文译 ， 商务印 书

°

馆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２ ７ ６
￣２ ７７ 页 。

② 罗伯 特 ＂ Ｋ． 默顿 ：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 ， 唐少杰等译 ，

对农村女性来讲 ， 子女对老人有起码的尊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Ｓ 年版 ， 第 ２？￣ ２４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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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趋于平等化 ， 社会关系越来越原子化 ， 生不公正的被剥夺感 ， 同时无论村庄的社会规

因此支撑传统伦理价值的结构已经不复存在 ， 范 ， 抑或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能有效维护老人

而老年群体从传统社会走来 ， 受到传统社会伦的精神诉求时 ， 农村老人晚年的精神追求就会

理的浸染 ， 因此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对老年群更加失衡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看到部分老人

体的价值预期产生很深的印记 。 所以在文 中分选择极端性的 自杀行为 以警后人 ， 但即便在这

析过程中 ， 我们看到 ， 从老人的角度讲 ， 他们种 以生命为代价的极端社会互动 中 ， 我们看到
一

定程度上仍然秉承着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 ， 老人的精神诉求仍然是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

先为子女成家立业 ， 继而再投人到抚养孙子女对于不孝的年轻
一

代 ， 个人价值和经济合作的

的工作中 ， 老人整个生命意义都体现在
“

子女
”

需求已经超越了对道德伦理的持守 ， 农村社会

身上 。 反过来 ， 再从青年一代 的价值观念看 ， 在经济合作上不会排斥不孝行为的个体 ， 因此

对老人价值的漠视 、 对老人的不尊重行为 已经在老人极端的失范行为之后 ， 乡村社会依然会

成为
一

种常态 ， 虽然大部分农 民还在维持着一 恢复到以个体和家庭利益诉求为主流的社会互

个基本的赡养水平 ， 但在精神层面上已经距离动 中 。 在农村当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 ， 社会

老人的预期相去甚远 。结构越来越原子化 ， 价值 目标越来越趋利化 ，

当下社会是农村社会结构与传统价值观念农村社会随着代际转移会带来长久的价值调整 ，

转型时期 ， 传统农村的社会规范及老人的价值届时农村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体制才会真正成

预期与农村现实产生了严重的错位冲突 ， 由此为一种社会性的问题。

造成了老年群体 自 我感知的价值贬抑 ， 与村庄

社会关系的疏离 ， 导致村庄社会内部和家庭 内本文作 者 ： 中 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部的结构关系紧张 。 当老年群体进人被赡养阶助理研究 员

段时 ， 其一生的价值追求在生命尽头不能在村责任编辑 ： 马光

庄或家庭场域中得到实现时 ， 老年群体就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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