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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内容概要

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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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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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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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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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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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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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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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精彩短评

1、国内第一本老年人类学著作，田野资料翔实，有自己独到的且不同与其他学科的思路。
2、很切近时代！
3、作者未能把田野材料放在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解读，显然减少了这些丰富材料的解释力度，但冲
着“儿女们常年在外，父母日常劳动的强度增加⋯⋯同时，这也似乎赋予中老年的父母在家庭和社区
中更积极的角色⋯⋯”这些富有洞察力的描述，可以打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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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精彩书评

1、在这本书里面，通过对分家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中国，家是一个具有相对性和延展性
的概念。我们日常所通用的“家”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在具体的情景、范围和文化里，家的指
涉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分家在农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分家可以意味着一个家庭变成了多个
家庭，但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家庭，因为在这个大家庭里，有一对需要共同奉养的父母。家屋和分家，
无疑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
2、2013年的春节，我一如既往地返回到位于皖南一个农村的老家过年。就在法定的春节假期即将过完
，年轻人即将纷纷外出的时候，村里一位65岁老人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年轻人都要外出
打工，上学的也要去学校，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现在的农村已经越来越没有‘人气’了。”
在我的老家，一个三十户左右的自然村，常年生活在村里的人却不到二十人，而且大多数都是55岁以
上的老人，难怪村里的老人会有如此的感叹。在中国，对于过去几十年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迁感触最
深的一个群体莫过于老年人，与此同时，社会变迁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银色”（老龄化）浪潮不断
加大。在农村，“独守空房”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家庭养老方式业已捉襟见肘，传统孝道的衰落亦被
学者们认为是现今农村社会表现出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对于农村正在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究竟是
如何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以及面对这些影响，老年人又是如何应对的？他们是被动接受变迁所带来
的一切有利和不利，还是说他们能有所作为？对于这些现象和问题，杨晋涛博士的《塘村老人》一书
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回答。在这本藏拙了近十年，被誉为中国第一本老年人类学民族志专著中，作者通
过对川西塘村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人类学的理论分析，试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即衰老和老
年人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有很多与衰老有关的内容，包括家庭和亲属制度、孝道意识形态、民俗信仰和行为等等，面对这些
内容，人类学研究有其独具的优势和研究路径，而这也正是《塘村老人》一书成功和获得好评的关键
所在。《塘村老人》全书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老年人与家庭”，第二部分的主题为“
老年人与村落和跨村落社区”。众所周知，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家庭是所有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平
台，老年人也不例外。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对诸如分家、“称粮”、“招郎”等习俗进行详细描
述，介绍了塘村社会老年人与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作者从塘村的“家屋代际分配”入手，着重描述
了塘村的分家制度，以“称粮”为中心的家庭养老制度，以及塘村孝道的行为结构等。在农村社会，
分家被认为是一件重大的决定，每个家庭及其成员对此都十分重视。从已有的关于分家问题的人类学
研究来看，多数都是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家庭经济、家庭政治和家庭文化等角度开展
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基本都是从属于家的研究、家（宗）族的研究乃至更高层面的社会组织和社会
结构的研究。虽然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比较适合于对传统社会中分家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但
是结构功能主义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一些缺陷，如过分强调共时性，忽视历史性；过于强调结构和文
化对于行动者的强制性，忽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诸如王跃生、阎云翔等
人的研究虽然涉及分家制度的变迁，但是他们的目的基本都在于通过分家习俗及其变化的研究来折射
社会变迁对农村家庭的影响，同样也忽视了在分家实践过程中的行动主体，即家庭成员的作用。然而
，在《塘村老人》一书中，作者将分家视为农民应对现实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家庭策略，他认为，分家
行为并非完全受外在力量的影响和决定，农村社会自有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观念也会对农民的决策和行
为产生影响，并且农民的分家实践和分家制度还会对外在的其他相关制度产生反作用。在塘村，分家
以“分灶”和“称粮”的习俗在运作着。分家过程中，父辈在财产分配上的“公平”和子辈对父母养
老上的“公平”形成了一对互惠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的条件。这种观念左右了塘村人对亲子关系的定
义和评价，也成为一种民间伦理价值。在中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然而，在当代社会
变迁的背景下，虽然作为孝道最基础部分的物质赡养仍然得到了坚持，但是，在表意层面上“言语善
待”行为要求的衰落，却导致了家庭中良性交流的缺失和老年人受尊重感的降低，以及作者所说的传
统的“亲子互为目的论”的失衡。面对这些变化，塘村老人有着自己的一套应对办法，包括“动员分
家”、“称粮”、“培养责任心”、“招郎”、“适当地表达感情”和“适当地控制感情表达”等等
，从而将家庭的内部关系引向对自己有利的轨道。其实，不管是在作者调查的川西塘村，亦或其他农
村地区，饱尝生活艰辛的老年人经常都会产生很多令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民间智慧，同样也正是这
些民间智慧为老年人应对社会变迁和安享晚年提供了帮助。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关注在家庭之外
，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尤其是在村落社区以及跨村落范围内。在这些外在于家庭的空间里，有许多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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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老人》

属于老年人自己的活动，包括聊天、打牌、走庙等；在这些活动中，老年人虽是以个体为单位在行动
，但是通过参与这样一些群体性的活动，老年人形成了某些特别的圈子；并且在这些圈子内部，老年
人还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声望竞争的方式，这一点在作者对“能做”、“有本事”、“孬性”等概念的
介绍和分析中表现的很清楚。正是通过这样一些圈子和圈子内的活动，赋予了老年人在当前急剧的社
会变迁下的生活以意义，而这种与心理调适、认同感、交往的实现等积极因素相关的意义，是第一部
分中所描述的家庭所不能给予的。由于个人始终是家庭和亲属关系链条中的一环，所以即使老年人是
在家庭以外的空间里活动，他们的行为和声望仍然受到家庭的牵连，如儿女的不成才或不孝顺、配偶
的吝啬、自己的不当行为等。与此同时，一旦个人在社区获得了良好的声望，那么这种声望就会变成
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本，从而为个人的事业和家庭的发展带来便利和正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的例子所
证明的，凡是有声望或“有本事”的老年人，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家业和家庭内部关系。不过，每当村
民们的利益需要有人来代表和申明的时候，这些“声望人物”同样责无旁贷，因为他们被赋予声望本
身就表明众人对特殊个体的行为期待，而且这些“声望老人”自身也是很愿意作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
参与到村落社区的活动中去。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在书中被作者称之为“同期群”的塘
村老人何以会在人生的后半期有着不一样的经历？抛去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经济等因素，作者认为这与
一定时期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因为在塘村，凡是被认为有声望和“有本事”的老人都曾有过“干部
经历”，而这正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渗透的政治变迁过程影响个人和群体生活实践的具体体现，是乡村
当代变迁历史中的现象。与塘村老人的经历不同，郭于华在“不适应的老人”一文中所描述的世琦老
人，则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下的一个负面个案。至于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否会继续下去，则大致取
决于国家基层力量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力量与它所经营的民间社会的具体互动。在《塘村老人》一书
中，最能体现社会变迁对老年人影响的例子，当属塘村的“走庙”习俗。当急剧的社会变迁导致传统
生活方式改变、老年人地位下降和权威失落之时，“走庙”习俗的复兴无疑为老年人追忆传统生活方
式和适应现代生活提供了一个弥补的手段。在这一部分，作者对老年人在村落社区以及跨村落范围内
参与活动的详细介绍，生动地体现了老年人为自己创造有意义生活的能力，从而也告诉我们，老年人
在适应社会文化变迁的同时，也在参与和创造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
的经验，它即是一个生理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过程。在既有的老年学研究中，绝大
多数人都倾向于把老年人社会地位的下降看作是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早期
人类学研究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和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忽视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一如阎云翔在《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强调农民同样有其私人生活的领域一样；此外，面对老龄化的到来，以及传
统家庭养老的衰落和社会养老的不足，农民究竟该选择哪一种养老模式？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为
国内第一本从人类学角度对衰老和老年问题进行研究的民族志著作，杨晋涛博士的《塘村老人》或许
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而这也是我认为此书的最大价值所在。原文载于《天风》第三期。
3、无意中发现了这本书，2天速读了一遍，读完了才发现这是一篇论文。中肯地说，我并不认为塘村
老人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也许是因为它是一篇论文。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乡村中成为一个有
地位的人这一内容在本书中很是详细。在乡村中，若你想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首先你需要是一个男
人，这也许会侵犯到一些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女人应该得到和男人一样的尊重。但是在乡村中，
你必须是一个男人，才可以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起码从塘村老人中是如此的。这与女权无关，男人
是乡村劳动中的主要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男人赚到了更多的钱，所以男人拥有更多的权
威。当然，我不否认有重男轻女的因素在内。第二，你需要有那种成为村中威严的愿望。在这之后的
条件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必须的了。如果你当过干部，那么你有更多的可能成为有威望的人，因为你因
为曾经的干部身份而比一般的村民更加熟知国家运作的方式和乡村外的世界，信息不对称让你可以做
到其他村民不敢或者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你身强力壮或者拥有一部分技能，例如养猪，种树，算账
，通晓水利等等，那么你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夸赞。如果你会唱曲子，会唱戏，会写写毛笔字，能够在
农村的文艺工作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会有许多人喜欢你。在你具有了一些能力之后，你还需要有为
全村人谋福利的高尚品德，品德不端的人在村里并不受待见，也许你有很多很多钱就可以改变这个状
况，但在塘村老人中并没有相关体现。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你都具备，那么你还有一个方式，那就是培
养出一大家子，是的，一大家子，人口众多的家族，一大家子的孩子都混得很好，而且你个孩子个个
都孝顺你，那么你将会得到全村人的羡慕。但是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一般做到这件事的人都同时具有
以上所有能力。在村子里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和在社会上成为德高望重的人，需要的东西，似乎
差不多。但是乡村中多了一些狡黠，多了一些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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