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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符号到信号：乡约价值类型与机理的考察》是由许娟编写的。
《从符号到信号：乡约价值、类型与机理的考察》的内容提要如下：乡土社会实行乡里制度。
至宋以降，传统乡约是古代中国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特色法律制度，是中国传统特色法律文化之一，
是宗法社会和民族国家合二为一的地方性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屏南乡合寨大队果作
屯壮族村的第一个现代乡约的诞生，是传统乡约与现代乡约分水岭之标志。
以村民自治和半国家化为一体的现代乡约制度，由于国家行政权力位置前移，并以基层民主自治制度
治理乡村，令现代乡约形成了党委领导、基层自治组织负责的权力运行模式，其自上而下的地方权力
运行令现代乡约的演进性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无论是传统乡约还是现代乡约，其自身都有独特的运行轨迹，作为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存在十分必要。
现在，我们对新、旧乡约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成为解读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
从清朝乡约的衰败历程到现代乡约价值的消解过程，我们解读出非正式法律制度的生效空间主要在于
：乡约的符号象征性和信号传递性。
在一些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社会秩序依靠人民对日常社会规范的遵守和对于违规者的集体性
惩罚。
这些惩罚机制有：荣誉、耻辱、资格确认及放逐等。
古代乡约维系着传统的熟人社会，而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传统乡约的功能随之庶几无存。
在一个社会资本不齐全、社会功能紊乱、社会认知失调的关系网络中，现代乡约无论如何设计制定，
“似乎”已不可能改变其衰败的命运。
其一，我们将乡约功能发挥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考察，发现传统熟人社会的长老统治、差序格局、人
身法则、关系社会的格局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要想形成一个身份认同、公平激励、关系契约和平等参
与的新型社会关系，也只能从一个理想类型的视角出发，否则很难立马说服。
其二，现实的情形并不那么悲观，以博弈信号工具理论分析，新熟人社会形态是可欲的。
其三，新熟人社会维系社会连带关系、固化社会惯习的发生机理在于：亲缘互惠和其他社会成员间的
互惠是一种选择性利他的需求，通过反复多次的博弈，驱动信号传递，形成社会合作和制度均衡，这
类规范的形成是社会演进过程中不断博弈的结果。
其四，乡约消解的悲观论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社会规范与社会变迁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现代乡约运行处于博弈过程中往返曲折的时期，将随着社会变迁而逐渐得以发展。
宋代《吕氏乡约》规训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十六个字传递信号效
应。
江汉平原的婚前礼俗传递婚前交往信号；见与不见：表明了汉族婚前信息的阻隔和少数民族婚前信息
的畅通。
相约于“游方场所”、初见不能私见，释放着少数民族的求偶信号：忠诚；而“媒人”、“知禀先生
”、“中人”则担任信息传递的使者。
而一些习俗与禁忌则是基于族群利益的信号，通过婚姻的仪式和禁忌，很多看似烦琐的仪规义务似乎
是荒谬的，我们通过信号模型的建立，可以发现其形成过程中同样是经过理性选择的。
移风易俗乡约变迁中传递出社会演进的信号，长老统治在现代乡约中仍有类似的表达：乡老与道德评
议会、道德学校等，长老统治愿望的回归传递崇尚传统文化的信号。
社群的荣辱是否随着强人的强势信号而被淹没在强权逻辑之下？
两种不同的信号之间如何进行传递？
究竟是好人治村还是恶人治村？
事实上的恶人治村传递出的逆反信号，不久又被好人信号取代了，这种信号循环中，有没有规律可循
？
这些问题是否应当归结为教化功能失灵、信号不可传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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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子失灵、回报欺骗、关系瓦解的乡约，唯一可以调节的似乎只有规训了，正如福柯所言，规训
是维系文明的重要力量，这些传统的力量分层规训。
初级力量：辱骂与悔过、赌咒与誓言、愤怒与拒绝；次级力量：警示与驱逐；高级力量：责任感与凝
聚力、忠孝与团结。
透过乡约条款，不仅发现了文化基因，而且释放了信号效应。
正义随着社会演进从来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神话。
刑罚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暴力，并不可能对于所有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官方惩治，关于性主题的关
注往往基于身份的修辞效应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转型时期认知的冲突打破原有规范结构，认知冲突
进一步挑战规范结构，法律独立之品性在于规范的预测性、普适性，脱离了这些客观标准，就只能依
赖意识形态的诉求，这时，公正成为一种公众情绪化的修辞。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主题惩罚主要依靠非正式制裁，强烈的羞耻感和忌讳令这类问题不能登上大雅之殿
堂——国法的惩治范围。
“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家法族规对于这类问题的制裁十分有效，形成了以维护男权为中
心和恪守妇道等多种仪规义务。
在这套社会规范的运行机制中，“面子”、“关系”不能被忽视和僭越，不仅仅是乱伦行为，甚至连
一般的违反仪规义务的行为，统统被称为有伤风化，令社群蒙羞。
社群“面子”被打破，便是向社群发出一种危险信号，社群马上就开始对这种危险信号进行监控和反
馈，所谓“一表三千里”，这种信号的释放会马上扩散到各类关系网。
邻里之间由于地缘，家族之间由于血缘，师生之间由于学缘，在这三类社会关系网络中，交织着所谓
“缘分的”相互博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在这一过程中，沉淀出的产品被再次填充进入层级较为低级的仪规义务，形成了更为高级的社会规范
——伦理纲常。
在这套游戏规则下，忠诚度作为一种强道德义务，要求个体对社群保持绝对的忠诚，一旦有忠诚的污
点，尤其不能触及严格的性规范这样的忠诚底线，一种看似并未受害者的行为，实际上对社群的道德
体系构成了冒犯。
违背了社群伦理，意味着对社群的不忠，招致逐出的惩罚的后果是可怕的，“不得见容于乡里”，甚
至是遭到社群暴力，依照家法族规进行仪式化的严酷惩罚，在长时间内成为维持社群团结的重要手段
。
今天，在传统熟人社会瓦解和社群内部维系力量逐渐瓦解的背景下，传统的居间的第三方代理机构解
体，取而代之以新的代理机构——国家的最基层自治组织，民间代理机构的权威和国家机构的权威合
二为一，形成了国家一社会一体化的趋势。
转型时期社会是一个充满异质的社会，人们难以证明共同价值的存在，而法律及其正式的执行机构却
较之其他形式的社会规则更为普遍、更为发达。
这种情势下，依赖乡约制裁的力量就相对薄弱。
这样，问题出现了：在一贯依赖非正式制裁的性主题上，依赖法律，其威慑信号仅仅是一个宣称性的
，而不具有可传递性。
比如以强化禁令的形式，通过提高刑期以加大刑罚的预期成本，产生的威慑信号进行的传递是宏观的
、外在的，宏观外在的信号对于声誉的损益是外在的，其直观性、内在性就不够。
刑罚威慑信号直接摧毁声誉，反而会形成破罐子破摔的适得其反。
面对次社群的反抗与社会规范的信号失灵，强化主社群中的身份、忠诚和荣誉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我们不能排斥刑罚威慑信号可能产生的正面的效益，但有两点负面效益：一是裁判威慑信号在次
文化群体中失灵，缺乏互惠利他；二是裁判可能会激化次文化群体的反抗，导致不能规训这一群体的
后果。
裁判的外生性不具有内生性，其威慑信号就不如社会规范的威慑信号那么有效。
村籍作为一种小写权利，需要严格的准入和准出机制，才能保证制度的公正。
在一些高福利村庄，如何保证个人自由度不受非法限制？
高福利村庄的村籍争端成为现代乡约治理中的难题，当出嫁女双重落籍面临公共服务供给的地方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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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外嫁女权益？
面对法律的争点，陈家村的村规民约已经走在法律的前面。
在婚姻关系中，规定离婚必须举行亲属会议，除了规劝和解，还涉及财产分割。
这种在财产上的个人主义，在人身关系上的家庭主义，既保全了婚姻关系的严肃性，又避免丧失情感
亲密度的村民遭受财产损失的雪上加霜。
随着社会变迁和国家刑法的强势，乡约逐渐让渡出自己对于刑罚处罚的权力，充其量不过是配合刑法
处罚的实施，偷窃成为乡约处理的焦点，罚款成为主要惩罚措施，如新石牌的执行完全依靠罚款，而
不再行使国家暴力。
同时，村干部也对大力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更殷勤、更顺从，不但努力做政府的好帮手，在各种场合
还替政府人员说好话，这是乡村治权互惠和交换的结果。
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大多数是封闭、保守、无知无识的，投票者的无知令投票者缺乏理性的偏好。
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反映的情况并不属于人们的真实意愿，尽管人们能够判断候选人的好坏，然而投
票时，村民并不必然就投好人的票，村民可能还有其他更为功利的考虑。
当声誉信号不如能力信号强大时，当功利导向大于道德导向时，当分理能力的考虑大于善良操守的考
虑时，这就需要我们尽力去扭转村庄治理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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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乡约价值式微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乡约功能随着社会变迁，总体趋势是逐渐衰减。
大体而言，无法离开费孝通先生的判断：“传统的礼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法治秩序的弊端却已
先发生了。
”许娟编写的这本《从符号到信号：乡约价值类型与机理的考察》的分析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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