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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关键词》

前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这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农村的巨变几乎同时发生在
三个层面：一是2001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千年皇粮国税取消，国家与农民
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农民的流动尤其是大规模外出务工
经商，使封闭村庄的边界大开，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结构性力量快速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宗族、
小亲族等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超家庭单位的瓦解，也包括家庭结构本身的变化；三是农民价值系统或
意义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农民以传宗接代作为意义本源的价值系统受到现代性的全方位冲击，且已与
落后、封建、愚昧等负面词汇画上等号，农民意义世界中的历史感被当下的现世利益所取代。一旦农
民意义系统发生变化，构成中国农民数千年行为的基础即被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诸
多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变。　　中国农村以上三种变化同时在2000年前后的世纪之交出现，既是一种巧
合，又有一定必然性。之所以可以取消农业税，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现代化是西
方发源而自外而内影响中国社会的，中国被迫进行的现代化同时又是现代性不断侵蚀中国传统的体制
、文化和社会的过程。现代性的侵蚀一旦到了某个阶段，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结构与传统价值自然发生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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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关键词》

内容概要

《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是贺雪峰先生对20多个省的乡村所做的调查。40多篇
精短的调查笔记，呈现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在长期经验观察和深厚理论积淀的支
撑下，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乡村巨变的蛛丝马迹，金融危机时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两代农民工的
差异，新型城市对农村的剥削，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农村老年人静悄悄的自杀，丧礼上的狂歌劲
舞与“灰公醋婆”，理性行动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
这份真实而沉重的笔记体素描，将引领你重新审视我们的乡村和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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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乡村治理
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著有《新乡土中国》（200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2003），《乡村研
究的国情意识》（2004），《乡村的前途》（2007），《什么农村，什么问题》（2008），《村治模
式——若干案例研究》（2009），《村治的逻辑》（2009），《地权的逻辑》（2010）等著作。发表
一百余篇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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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关键词》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农民收入与消费
农民收入的构成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农民的投资行为
农民消费与打工经济
新城市剥削农村
土地与最基础的人权
理解农作
“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农村的经济分化
村庄的经济社会分层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
农村社会的竞争机制
经济分化与妇女地位
第三章 婚姻与家庭
农民的婚姻与家庭
彩礼、嫁妆与家庭责任
分家与农村家庭结构
“操心”与农村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的平衡性
生活化的家庭观
从“耙耳朵”说起
第四章 价值与信仰
农民价值的类型及其变迁
农民生育观念的变迁
婚丧礼仪逻辑之变
农村老人为何自杀
地下基督教与农民信仰
家庭理性化的后果
第五章 公私观念与公共空间
公与私
大私与小公：特殊主义逻辑的锻造及运行
村庄里的公共性问题
酒席的性质
闲话与公共空间
公私观念的区域差异
第六章 农民行动单位
关中农村的户族
川西平原的院子
作为行动单位的村民组
房头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
农村社区建设与传统资源
第七章 理性与理性化
农村社会的半熟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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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关键词》

乡土逻辑与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
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
农民理性化的进程
熟人社会的治理
附录
关于“田野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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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关键词》

章节摘录

　　当前国家的农村政策甚好。我们在湖北荆门农村调查，农民是这样说的：“一亩田若种上两季，
说纯收入低于1000元的是没有良心，说高于1000元的也有点夸张。一家若种10亩田，可以有1万元纯收
入。若一家有20亩田，那日子就很小康了。”农民的要求不高，温饱有余就已不错。老年人要求更低
。中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当然不可能发财致富，但至少可以维持
温饱。更重要的是，在农村机械化和轻简便农业技术推广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对体力要求极大地降低
，农业生产费时也越来越少。10亩田，即使两个60岁老人也只要不超过三个月就可以种好。此外，国
家给农民的粮食补贴目前每亩也有150元左右。因此，纯从经济收入上讲，农村种田也算是还过得去的
职业。　　问题是农业收入归谁及如何分配。国内有主张资本下乡的论者，认为资本下乡可以推动农
业现代化和农业规模经营。但农业现代化以后收入都归了资本，或资本在原本归农民所有的农业收入
中拿去一大块，农民可以平均分配到的农业收入就减少了。同时，农民家庭收入其实是由务农和务工
两笔收入构成，可以保证超出温饱有点体面生活水平的。过去第一代农民工从外面赚钱回村庄消费，
农村显得生机勃勃，比较繁荣。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后，他们将农业收入拿到城市消费，且他们并不
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而是由年老的父母在农村耕作，他们还将父母维持温饱以外的所有剩余拿到城
市消费。　　这样一来，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就不只是不赡养父母，而且通过代际剥削将父母从事农
业生产所获收入拿到城市消费。新的通过代际剥削而成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便已成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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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关键词》

编辑推荐

　　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是，当前的中国农民面对着极为强大的支出压力。农民总体状况是温饱有余，
但还达不到小康，可以归结为“温饱有余、小康不足”。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只对有着稳定收
入来源的阶层是可行的建议。收八来源不稳定且收入很有限的9亿中国农民手中的积蓄，得之不易，
用之必须谨慎。我们不能为了应对中国暂时出现的经济危机，而让农民放弃了长远考虑。　　维持小
农经济，使9亿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这应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保持了稳定的最大秘诀。　　
农村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变动正在快速地进行当中，新型的但未必是好的代际关系正隐隐出现在地平线
上。　　自杀与老年人的处境有关，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与鬼神信仰有关，与对死亡的态度有关
，与地域主导舆论、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观有关，与利己利他的考虑有关，还与代际关系及对代际关
系的期待有关。　　乡土逻辑的核心是不认死理，不走极端，不钻牛角尖，人云亦云，大家都这么做
，自己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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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了解农村，读懂中国的捷径
2、看看绝对没错
3、“打开巨变的图景”用这句话可以概括贺教授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三化”（工业
化、城市化、现代化）加速推进影响农村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和农民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本书虽然无
法全部呈现，但至少可以管中窥豹，更何况，作者所能提供的，可能只是一种视角和片段式的经验，
更多的要靠读者自己去想象、思考，切身地感受。
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年轻的学子们，尤其是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学子们，像贺教授及
其团队一样，“呼啸着走向田野”（书中语）。
建议所以关心农村和农民的人，都来看看这本书。
4、笔者的一本简单、重要而散文集，很有启发性
5、贺雪峰教授强调社会学的实践调查和实证研究，做为社会学的爱好者，看这本书既能够获得一手
的真实世界的材料，又能够弥补研究方法、理论水平和专研能力的缺陷。
6、新乡土中国的代表
7、平实的语言，深刻的问题。
8、我很后悔买了贺教授的书。贺教授调查农村，貌似关心农民，但他关心的其实只有一点，就是如
何才能更延长统治时间。贺的眼里是没有农民的，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的生存需求，农民的精神需
求，农民的人生价值需求，本质上都不是贺教授所关心的。
9、翻了一下，目录就让人欢喜。待我好好读读
10、多次购买，服务不错。
11、看了十几页，全新的视角
12、作者带着一般学生写的调查随笔~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欠缺~
13、贺雪峰身上有种保守、淳厚的气质，这种气质也影响了他的研究思路。对土地流转、私有制问题
的锱铢必较，对乡村社会人们心灵秩序构建的念念不忘。关键词是很好的索引，他从费孝通的某些研
究框里破立而出，问题范围极广，充满了灵感和直觉的成分，而灵感直觉又来自于几十年的入村调研
经验。进一步更为细致的研究，在郭于华、阎云翔、吴飞等人的作品中得到解读——他们实在太具有
家族相似性了。
14、很耐读，除了有些段落略显重复之外没啥挑剔的。很快就读完了，还做了笔记。这本书比上一本
好很多，省去了“指点江山”的文字，读起来平实多了。喜欢。
15、大致翻了翻⋯⋯还不错。为雪峰老师之名而买
16、就这些关键的词吗
17、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8、决定看这本书，是因为要去乡镇工作。作为一个从未接触过乡村生活的人，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
新世纪乡村社会的现状。读了一些，总的来说还不错。很尊敬搞乡村调研工作的学者们，那些经历、
那些感受。对于想要了解乡村现状的人们都是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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