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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麦和油菜籽在全国其他地区有普遍种植，似乎构不成藏民族农作物特性，其实不然。
调研组刚到扎毛村时，就对每户人家院子里用木头搭成的高高的架子感到奇怪，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
的。
后来才知道，那是专门用来晒麦子和油菜籽的。
收割后的麦子和油菜籽，为什么要晒呢？
这是日照不足无霜期短对劳动的自然限制。
麦子和油菜籽收割后由于还未成熟，不能脱粒，晒一晒就成熟了。
搭建晒麦架和晒麦是藏族农民不同于内地农民的两项特殊农事，这就是经济生活鲜明的民族性，是本
来意义的民族经济。
　　江南在每年6月份，油菜籽收割后根本不需要搬到架子上晾晒，只需要放在油菜籽地里晒一天，
然后将直径2-3米的圆形大簸箕抬到油菜籽地头，轻轻将菜籽荚已经炸裂的油菜籽放到簸箕里，以免撒
落到地上造成损失。
用手轻弹油菜籽秸秆，或者轻轻摔打菜籽荚，就能听到油菜籽像下雨一样落到簸箕里，扬弃空壳和碎
叶，就得到颗粒饱满的菜籽，可以榨油了。
可是在扎毛村，8月底油菜花还没有谢，靠近荫凉的地方，却正在盛开，这是地域性气候造成的。
到了收割时，你的动作不必那么小心，粗手粗脚也不会造成损失。
油菜籽收割后需要晒半个月到一个月，即使晒一个月，菜籽荚也不会炸裂。
这时你用手轻弹和摔打可不能脱粒，需要用手扶拖拉机在上面碾压，小麦也是这么脱粒的。
劳动效率高低是受民族性限制的，这个因素向为经济学家们所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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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
村庄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
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
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脚点和必须改变其内容和形式的地方。
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
杨思远主编的《扎毛村调查(藏族)》便是对藏族其中一个村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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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俗经济和寺院经济是相通的。
在扎毛村，德钦寺在麻什当开设了一家批发部，平日由寺里的阿卡们经营，主要收入也分给阿卡作为
生活来源之一。
到了采集虫草的季节，三大寺的不少僧人也会加入淘金热潮。
这说明，寺院经济渗透到世俗经济中来了，也说明政教分离后，寺院经济的大大衰落。
扎毛村的出家人要在寺院修建自己的僧舍，这和世俗经济中建房也没有什么两样，可以视作世俗经济
向寺院经济的渗透。
此外，出家的僧人和俗世家庭在经济上是相通的，遇有大事阿卡和喇嘛们会出资相助，俗家富裕也会
对自己出家的子弟给与接济。
　　4.政教分离的藏族村庄　　藏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分离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权，扎毛乡在改革开放前和全国一样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改革开放后建立了乡政
府。
在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下，现在的扎毛村是一个生产大队，下辖5个生产队，包括现在扎毛水库
所在地1个汉民生产队，牙什当和麻什当各有2个生产队，这五个生产队都是农业生产队。
　　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以后，扎毛村作为行政村隶属扎毛乡，扎毛乡下辖4个行政村7个自然村，另三
个行政村是卡苏乎村、和日村与立仓村。
卡苏乎村是纯牧业村。
扎毛行政村包括牙什当和麻什当两个自然村。
扎毛行政村成立了村党支部，现任的支部书记是东周才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扎毛村建立了村委会，现任村委会主任是牙什当的夏吾
本。
　　扎毛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就是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决定，实行“三议一表决”制度。
所谓“三议一表决”是指村中大事经过村民大会、党员大会和两委会三次商议，最后进行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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