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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晋涛生动描述了塘村老人们的“衰老过程”及其正在经历着的乡村各种变迁的具体情景。
在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已经导致出现“过疏化”现象的塘村，老年人必将经历的一系列人生大事均可
以成为他们逐渐走向衰老、“成长”为老年人的标志性事件，诸如为儿子操持结婚、分家(包括家屋的
代际分配、析产、分灶、户口门牌的区分)、成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成为诞辰寿礼上的寿星、“称粮
”(失去劳动力，开始由诸子绝对对等地负担和供养)等，其中分家和称粮最具重要性，前者意味着家
庭发展的周期性裂变及其伴生的父辈权威地位的弱化，后者则是社区、家庭和当事人对生理衰老过程
的一个最为明确、简洁的相互确认，也可以说是乡村文化对衰老的认定。
塘村的养老方案除了称粮，还有“吃转转”、“各养个”、“独子不分家”、“招郎”等，通过对上
述诸多习俗性赡养制度的研究，作者阐明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其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揭示出在乡
村“孝道”的行为结构中蕴涵着的乡村“人观”原理和代际人际关系原则，这里所谓“人观”是指乡
民们对“理想的”
(或像样的)老年人和“孝顺的”晚辈所分别持有的乡土观念或基于孝道意识形态的判断和想象，而所
谓代际人际关系原则，则主要是指晚辈“供老人”的义务和老年人“公平”(不偏心)对待子女的责任
之间的对应关系。
杨晋涛认为，如果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中晚辈的赡养义务和老年人的公平责任基本上是均衡的，那么，
老年人晚年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得到基本保障；此种物质方面的保障构成了乡村孝道的基础，在此
基础之上，乡村孝道还有进一步的表意或象征层面，诸如“尽孝心”的馈赠和“言语”上的尊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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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晋涛，四川成都人，1
967年7月出生，厦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系助理教授。
2002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方向博士学位。
多年从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人类学研究和海外华人研究，发表有《川西农村的“称粮”习俗及亲子关
系探讨》、《西方人类学关于衰老和老年问题研究述评》、《从美国PM老年华人社区看新华人的聚
居性》和《东南亚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等十余篇论文，并为戴维·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
》和吉登斯Ⅸ社会学》(第四版)的译者之一。
现从事体质人类学、老年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东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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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ldquo;老年人&rdquo;和&ldquo;老几几&rdquo;、&ldquo;老孃子&rdquo;　　这三个称呼都是给
老年人的，但前一个是表示尊敬的称呼，第二个带有贬义，第三个是中性称呼。
&ldquo;老年人&rdquo;一般称呼自己不认识或交往不多的长者（不分性别）①，比如在&ldquo;赶
场&rdquo;②的中巴上面，如果方便的话，年轻人会招呼刚上车的老年人说：&ldquo;老年人，你来坐
。
&rdquo;在向老年人问路、买东西等情形中，这个称呼也会被经常用到，它表示对年龄的尊重，被这样
称呼的老年人也会对对方客客气气。
对自己认识的老年人，一般不用这个称呼，因为这会显得过分客气和见外，如果老年人是自己的亲戚
，就按相应的亲长的称谓来叫，如果不是（由于村庄中盘根错节的族亲和姻亲关系，想找到两个完全
没有亲戚关系的人非常难），则可以按照&ldquo;拟亲属关系&rdquo;来称呼。
有时候&ldquo;老年人&rdquo;这个称呼会表示有限度的不满，比如一老一少在交谈中发生争执，老年
人一方说了不中听的话，年轻人会大声说：  &ldquo;咦，老年人，你咋这样说话?&rdquo;这时，除了关
系很近的亲属外，不用考虑两人是否熟识&mdash;&mdash;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ldquo;老年
人&rdquo;这个称呼也控制了事态向失控发展，老年人知道对方生气了，但并没有不尊重他（她），他
（她）也许会调整一下自己的措辞，或者声明刚才只是开一个玩笑。
与此对照，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如果年轻人用的是&ldquo;老几几&rdquo;，可以预料会对两人关系造
成严重得多的伤害，甚至伤了亲戚、邻居们的和气。
老年人之问也会用&ldquo;老年人&rdquo;来互相称呼，这当然也是表示不熟识情况下的客气。
&ldquo;老年人&rdquo;这个称呼中的&ldquo;敬意&rdquo;还体现在这样的情形中，当交谈中的一方提到
对方的父母，他会说&ldquo;你家的老年人如何如何&rdquo;，这时表示的不仅是对对方家老年人的尊
敬，而且也是对对方本人和家庭整体的尊敬。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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