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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岩兜村为个案，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深度叙述”的叙述架构，详细地考察了岩
兜村自村落形成至今四百多年来村民利益调整和社会秩序变迁的历程，并对乡村秩序的未来进行了展
望，农村基层社会控制是研究的核心。
    岩兜村地处闽西南交界处，是闽南地区的一个客家村落。
村落形成至今四百多年来，岩兜村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居住风格、信仰习俗、方言（闽南话和客家话）
和文化仪式，极具客家文化与闽南文化交汇融合的特质。
受外向型海洋经济的影响较小，岩兜村村落经济远远滞后于同辖区内交通便利的农村，具有典型的山
区经济特征，属于经济不发达的村落。
    1949年之前，岩兜村经济发展相当缓慢，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村民生活艰苦，许多村民被迫到东南
亚一带谋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生产资料完
全归国家所有，农民没有自主经营权，生活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岩兜村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家庭农副业得
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均有所提高。
2000年以来，由于农业成本太高，农民的实际农业收入下降，受“六合彩”的冲击，许多农民放弃农
业进城务工，岩兜村的农业经济处于停滞阶段，岩兜村出现了严重的空壳化现象。
    岩兜村四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六种纠纷类型——家庭纠纷（分家、赡养、离婚和其他）、经济往来纠
纷、地权纠纷（宅基地、果园、地界、林权和其他）、公共权力纠纷、公共物品纠纷以及交通纠纷，
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现阶段农村社会纠纷呈现出纠纷类型多样化、纠纷主体多元化、纠纷成因复杂化以及纠纷表现群体化
和激烈化等特征，社会纠纷解决体现了浓厚的人情社会特点，这就使得许多问题碍于情面采取了特定
的矛盾消化方法，但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法制精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纠纷。
    四百多年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村民利益本位价值观及村落纠纷调处秩序的变化轨迹为：明
清时期村落形成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家族主义利益本位的社会关系调整是岩兜村的主要社会特征，维
系岩兜村社会秩序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宗族是乡村社会利益调整的唯一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强国家权力的控制下，农村经过了“规划的社会变迁”，国家权力渗透到农村的
每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纠纷充斥农村社会的每个角落，集体主义利
益本位的社会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替代宗族成为乡村民众利益调整的主导力量。
1983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权力向上回缩，农村社会一度出现制度真空，宗族势力等民间力
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村民委员会取代大队成为“半官方”性质的自治组织，对乡村民众的利益调
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一般常态下，村民纠纷调处程序按照“村民之间——宗族——村民委员会——司法办公室或派出所
——巡回法庭——基层法院”的渠道解决，这几种机制对村民利益调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被动地卷入城市化进程，村民的价值观变了，个
人利益本位的观念，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乡村民众的利益纠纷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相
比之下，乡村社会的调处机制却出现了越来越软弱的一面。
宗族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对社会纠纷调处的能力越来越弱，只能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起着煽
风点火的作用；基层村级干部成为村民利益的垄断者，他们越来越多地站在村民的对立面，靠他们稳
定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
1998年以来，岩兜村呈现秩序失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公共行政系统瘫痪，村级行政组织处
境艰难；第二，宗族存在的基础越来越弱，宗族影响的正面效益越来越低；第三，经济滞后，严重空
壳化。
    岩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重建必然涉及整个乡村制度的重新安排，国家推进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改
革时要考虑如下五个因素：一是压缩国家行政机构，减轻国家的行政负担；二是取消市管县行政体制
；三是裁撤乡政权；四是裁撤村官；五是在县以下按照大区域的原则进行合并，组织公安、工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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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关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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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调研点的背景描述　　一、一个闽南的客家村落　　厦门市、泉州市和漳州市被合称为“
闽南金三角”，是福建较为富庶的地方。
以地理位置区分，厦门市四面环海，泉州市和漳州市则一面靠山一面临海；而以语种划分，厦门市和
泉州市均是纯闽南人居住区，漳州市则以博平岭为界，区分为闽南片区和客家片区。
博平岭东侧的南靖、平和、诏安、云霄等县西部的乡镇如南靖的梅林、南镇，平和的长乐、九峰、大
溪、崎岭，诏安的太平、秀篆、官陂、霞葛、红星，云霄的下河、常山等，居民仍以客家人为主，基
本上是客家乡镇。
　　南靖县位于福建省南部，九龙江西溪上游，北纬24 26’20”-2459’58”，东经1170 12”-117 36
’36”。
东邻华安县，西接永定县，北与龙岩市、漳平县接壤，南接平和县，东南与芗城区、龙海县毗邻。
东西宽60公里，全境土地面积1961．58平方公里，折合294．24万亩。
1990年，全县划分为6个乡、4个镇、1个国营华侨农场，下辖172个村民委员会、8个作业区、9个居民
委员会，1915个村民（作业）小组。
总户数74521户，其中农业户66099户，总人口3282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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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利用出生当地、拥有比较密切的社会关关、家人十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的优势，深入调查点，
走亲串户，收集到大量碑刻、方志、族谱、契约、档案、乡民来往文书、口述资料，配合以村民实际
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具体形态的利益冲突、社会纠纷、村落生活的事例与故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调查
点乡村建村以来，主要是晚清以来，特别是1949牟以来乡村日常矛盾及其化解、基层社会控制网络演
变的活的画卷。
作者对村民之间生活细节的描写，对基层农民社会关系的叙述，对氏间纠纷处理渠道与方式的分析，
对未来农村基层秩序的假设，充满了对家乡土地的热爱，对数百年祖先遗传不息的宗族血脉的眷恋与
叹息，对家乡农民乃至广大农民今后命运的关切。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良玉　　本文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某个侧面，研究方法上选择
了作者所熟悉的村落，采用田野调查方式，广泛搜集材料，尤其是保存形式不稳定的口碑史料，以史
学与社会学有机结合的视角详加分析，以求小中见大，见微知著，复原中国社会的某些片段，探究其
特征，既达到了学术研究的目的。
又起到了关照社会现实的作用。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仲丹　　作者的论文写作，自觉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
方法，遵循地方史研究的路径，采取查阅历史文档、口述访谈、田野调查问卷等多样手段，着力挖掘
底层记忆，对文化作为传统资源如何支配基层社会生活，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乡村社会，做了形象、生
动、富有现场感的近乎原生态的叙述，细腻地展示了岩兜村四百多年来的社会变迁。
论文史料翔实、具体，语言生动活泼，评析要而不繁，结构严谨，条理性强，读来饶有兴味。
文中的图表设计科学，评析到位，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力和学术素养。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申晓云　　论突属于个案研究，但对于我们了解当今乡村生活
、社会变迁颇有参考价值，对于解决当今乡村社会问题也很有借鉴作用。
论文的最大特色，是大量采用了田野调查资料，并与档案、图书、报刊等资料相互补充印证，使人读
来颇感亲切、鲜活。
论文对于如何解决乡民的利益冲突，如何建立合理的乡村秩序也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思路和建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　曹必宏　　论文选题恰当，符合小题大做的要求。
作者用文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对故乡岩兜村做了田野调查，获得大量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千方百计地搜集到的大量基层社会的档案、民间文书与文史资料，奠定了论文的坚实的史料基础
。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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