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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类型与农民公共精神的差异性呈现
———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的比较

⒇夏国锋，邬家峰，王　啸，陈长平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分别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村庄公共文化活动

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评价、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方式选

择等维度对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三个村庄农民公共精神表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联程度和

性质不同的村庄农民公共精神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

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

构，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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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与数据说明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区差异、村庄传统与社

会关联特质的不同，村庄在其自身变迁与发展的过

程中呈现出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类型的村庄在

传统坚守与 现 代 改 造、村 民 价 值 观 念、公 共 行 为 选

择、公共生活形态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而，

尽管中国乡 村 社 会 公 共 生 活 整 体 上 表 现 出 衰 落 之

势，但不同类型村庄的公共性却也呈现出一定的差

异性或非均衡性，从而在中国乡村的整个现代化进

程中，有的村庄公共生活形式丰富、村庄认同意识相

对较强、公共事务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公共物品供给

良好；而有的村庄则表现为公共生活明显式微、村庄

共同体意识日益快速消解、村庄认同意识下降、公共

事务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公共物品供给贫乏。关注

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与差异，除了从村庄之外

寻找变量，同时还需要从农村社区内部因素来考量，

比如需要关注村庄内部社会关联性质、形式和程度

的差异化特征。根据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方式，

可将社会关联分为神性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

三种形式［１］。根据村庄的社会关联方式，可 把 村 庄

划分为三种类型：既无明显宗教信仰又无明显宗族

势力影响的世俗型村庄；有明显宗教信仰影响的宗

教型村庄；具有较强宗族传统或宗族意识强烈的宗

族型村庄。

而公共精神在民主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扮演着必要的角色，是公共性问题讨论的一个

核心概念，指具有一种公共意识和共同体行动的意

愿，是对公共事务的基本观点或态度［２］７。社群主义

认为公共精神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机制，

强调政治利他主义。因而，公共精神体现在个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机制之中，倡导个人应在认同

基础上内化政治利他和奉献等公共价值和理念，并

进而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等［３］，正成为现代公民必

须秉承和塑造的人性价值和精神品质［４］。但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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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农民公共精神问题时则需回

到特定的“乡村场域”，紧密联系农村社会现代化、乡

村治理转型及乡村社会特质等相关背景。当前国内

对公共精神 的 讨 论 则 多 是 在 西 方 语 境 下 的 规 范 研

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和公共行政领域，而对农民

公共精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还很少见。

本文以农民公共精神的讨论为切入，根据问卷

调查数据对社会关联形式不同村庄农民公共精神的

差异性表征进行量化对比研究。研究数据来自于课

题组２０１０年暑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问卷调查，共

涉及江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甘肃５省２０村，共发

放问卷５２０份，回收问卷４８１份，有效问卷４７９份。

根据研究需要和村庄类型划分，分别从调研数据中

选择３个个案村庄作为对比研究的样本。世俗型村

庄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发镇胜利村为代表样本，该

村庄基本不存在宗教性与宗族性社会关联，属于典型

的社会关联度较为弱化的世俗型村庄；宗教型村庄以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达坂镇南坝村为代表样本，该村

庄村民皆信仰伊斯兰教，属于典型的宗教型村庄；宗

族型村庄以江西省南康市十里村为代表样本，该村庄

是属于有宗族传统并受宗族势力影响较强的宗族村

落，属于典型的宗族型村庄。３个村庄共有１８５份样

本，样本量在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３村分布情况

分别是５５人、３２人、９８人。在性别方面，男性与女性

受访者 的 比 例 大 致 相 等；在 年 龄 方 面，平 均 年 龄 为

４０．７５岁；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学历的占到样本总人

数的３５．７％；在婚姻状况方面，众数为已婚，占调查样

本总量的６６．５％。被调查者的上述自然属性或结构

分布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这次调查数据的代表

性和可信性。

二、不同类型村庄农民公共精神的

差异性呈现及解释

公共精神不仅包括思想观念，还也包含行为实

践，因此本文主要在村民对公共事务的观念认知、价

值评判、公共参与行为层面来描述，分别从村民对村

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对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

参与意愿和价值评判、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

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

方式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

（一）村民对村庄认同感及与关联度的自我评价

由表１可见，无论是村民对其所在村庄的亲切

感还是对村庄事务与自己的关联度评价上，南坝村

和十里村都比胜利村比例高。村庄因宗教的神性关

联和宗族的伦理性关联而分别生成的内生性连接机

制对于塑造村民对村庄认同具有明显作用。因而，

社会关联度依然较强的南坝村和十里村，村民对村

庄的亲切感和对村庄事务与自身的关联度评价上都

强于社会关联度依然弱化的胜利村。

　　　　　　　　　　　　表１　关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及其与村庄关联度的自我评价 ％

村庄
您对所在村庄是否有亲切感？ 您是否觉得您村庄的事情和自己息息相关？

有亲切感 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切感 有密切关系 没有过去关联大了

胜利村 ６１．８　 ３６．４　 １４．５　 ４９．１
南坝村 ７１．９　 １８．８　 ３９．８　 ３２．１
十里村 ７７．６　 ２１．４　 ４９．１　 １５．３

　　（二）村民对村庄文化活动参与意愿与价值评判

通过数据结果对比可以看出，南坝村和十里村

村民参与本村文化活动组织的意愿强烈程度明显高

于胜利村。上述显著的差异性同样体现在村民对本

村自己组织的文化活动的评价方面（见表２）。在南

坝村和十里村，分别有６２．５％和６０．２％的被调查者

喜欢本 村 自 己 组 织 的 文 化 活 动，而 在 胜 利 村 只 有

４５．５％的村民选择“喜欢村民自组织的文化活动”。

因此，内部存在自我联结机制的村庄进行村民自组

织行为明显具有优势。

　　　　　　　　　　　　　　表２　关于村民对村庄组织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与价值评判 ％

村庄
您是否愿意参加本村的文化活动组织？ 您喜欢村民自己组织的文化活动吗？

愿意 不愿意 不清楚 喜欢 无所谓 不太喜欢

胜利村 ２７．３　 ３８．２　 ３４．５　 ４５．５　 ４５．５　 ９．１
南坝村 ４３．８　 １２．５　 ４３．８　 ６２．５　 ３１．３　 ３．１
十里村 ３５．７　 ３１．６　 ３２．７　 ６０．２　 ３４．７　 ６．３

　　（三）村民对待传统伦理与村规民约的态度 在对待传统伦理与村规民约的态度上，十里村作

２２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３卷



为宗族型村庄，长期形成的伦理规范、传统习俗对村

民行事的约束力仍然较强，而作为世俗型村庄的胜利

村明显弱于十里村。南坝村作为宗教型村庄，宗教教

义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方面起主导作用，因而村规

民约相对较弱。在传统婚育伦理价值观念的秉持上，

三个村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见表３）。
表３　关于村民对村规民约与传统伦理的态度　％

村庄

您 做 事 时 是 否 会 考

虑违反村规或习俗？

您如何看待村子里出

现未婚先孕的现象？

不考虑 无所谓

胜利村 １０．９　 ２７．３

南坝村 １２．５　 １８．８

十里村 ３．１　 １３．３

　　以传统伦理为核心要素形成的村规民约构成村

民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同时也是村庄共同体存在的社

会基础，成为村庄公共舆论存在和运转的主要机制。

通过对村庄传统婚育伦理和村民行为规范选择的考

察，可以较为直接地反映村民对村庄原有秩序生成机

制的认可度，从而反映整个村庄对村民的内在整合

力。而村庄内在整合力量的强弱依赖于村民对整个

村庄的价值认同意识，社会关联度强的村庄中村民的

共同价值意识较强，具有较强的村庄内聚力。

（四）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救济的方式选择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通过何种方式寻求帮

助，虽然是一种私性行为，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出

村民的社会心理或心态，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关联形式、程度和村庄的社会性质。调查数据显示

（见表４），作 为 宗 教 型 村 庄 的 南 坝 村 和 宗 族 型 村 庄

的十里村，血缘和友缘的社会联结度明显高于作为

世俗型村 庄 的 胜 利 村。而 在“自 己 解 决”的 选 项 方

面，胜利村村民在解决自身生活、生产中遇到困难的

自主性明显高于南坝村和十里村。而在对于其他选

项，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十里村作为宗族型

村庄，村民有困难时向同族的人寻求帮助符合人们

的常识逻辑；但南坝村作为宗教型村庄，村民对教会

组织的物质性 依 赖 程 度 并 不 强，仅 有３．１％的 人 选

择在有困难时向教会组织寻求帮助，这点与人们的

想像逻辑并不一致。可见，宗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

与人的联结度并不比宗族组织强，它更多的是人们

在精神层面的依靠，而在宗教型村庄，村民对村委会

或村干部的信任度反而最高。在选择向“村委会或

村干部”寻求帮助的选项中，南坝村明显高于胜利村

和十里村。由此可见，神性关联与村庄进行村民现

代性规则及世俗化组织生活训练可以并行不悖。

　　　　　　　　　　　　　　表４　关于村民在日常生活遇到困难时寻找帮助时的方式选择 ％

村庄
您遇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首先会找谁帮忙？

亲戚／朋友 同族的人 村委会或者村干部 教会组织 农民经济合作社组织 自己解决

胜利村 ２１．８　 １０．９　 １４．５　 ０．０　 ３．６　 ４７．４

南坝村 ５０．０　 ０．０　 ３１．３　 ３．１　 ０．０　 １２．５

十里村 ５２．０　 ２２．４　 １１．２　 ０．０　 ２．０　 １１．４

　　（五）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

在“您是否对村子的公共事务提过自己的意见”

问题选择上（见 表５），胜 利 村 村 民 主 动 性 和 积 极 性

方面明显要低于南坝村和十里村，说明宗教型村庄

和宗族型村庄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要明显高于

世俗型村庄。

　表５　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 ％

村庄
您是否对村子里公共事务提过自己的建议？

从没有 很少 经常

胜利村 ６３．６　 ２９．１　 ７．３
南坝村 １２．５　 ５３．１　 ３４．４
十里村 ３５．７　 ４８．０　 １６．３

　　以上实证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结果，在某种程

度验证了我们的先前假设，即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

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及对公共事务

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不

同类型村庄在公共性和农民公共精神方面表现出相

应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内在缘于村庄不同的社会

关联程度和性质。南坝村作为宗教型村庄，村民具

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也能够以神性关联为纽带，形成

较强的共同体意识；十里村作为宗族型村庄，也能够

以血缘为基础表现出较强的伦理关联和较强的团结

意识。这两类村庄由于存在较强的社会关联度，所

以能够表现出较强的村庄认同、保持共同的伦理价

值念和相对较高的公共行为选择。而胜利村作为传

统社会关联业已消解、现代性社会关联尚弱的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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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村庄，农民的公共精神也相对较弱，因而公共生活

明显式微，治理绩效难以实现。而这种类型的村庄

却又恰恰是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普遍形态。

三、通过重建农村公共生活培育

农民公共精神

　　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是把以伦理亲情为核心的

家庭伦理作为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将家庭伦

理情谊推而广之，组成传统的伦理社会［５］５９－８４。费孝

通把传统中国社会描绘成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

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礼俗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团

体格局”颇为不同［６］２６－３０。因而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秩

序依靠的不是集团生活培养出来的公共观念、纪律

习惯、组 织 能 力、法 治 精 神，依 靠 的 是 道 德 舆 论、面

子、人情等礼俗，遵循的是“熟人社会”的逻辑。而造

成东西方两种社会文化特质相异的恰又是端赖于不

同的社会构造，西方社会是基于宗教信仰偏胜于集

团生活，而东方社会是基于伦理本位而偏胜于家庭

（族）生活，缺乏培养公共精神的集团生活。因而梁

漱溟将团体生活的创建看作中国社会改造的关键所

在，他提出的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

构造乡村组织即“乡学村学”，认为乡学村学在培养

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从情谊出

发，以对 方 为 重。即 重 在 维 系 村 庄 共 同 体 的 存 在，

并充分尊重村庄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７］。

当下 的 中 国 乡 村 社 会，无 疑 仍 未 完 成 这 种“改

造”，这表现为以胜利村为代表的大多数村庄在对村

庄共同体的体认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上。中

国乡村社会在经历了激烈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和市

场经济的强烈冲击后，村落传统文化却日益消解，而

这种“消解是一种秩序的消解，它对社会发展来说是

一种演进，但它又向社会体制提出了无比繁重的任

务：如何去填补旧秩序消解所留下的空白”［８］１５１。国

家从乡村社会退出后集体主义的价值关联也在日益

弱化，市场经济带来的工具理性与交换意识却深深

影响着村民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村民也越来越

凸显功利化、原子化，公共精神仍然十分缺乏，从而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治理性和发展性难题或困境。重

建乡村社会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在此背

景下，国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实质上体

现了国家重建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

如何重建也便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一

个热点问题。在重建乡村社会的理论主张中，有学

者认为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建设新乡村经济，在

市场化进程中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有学者从民主

政治发展的角度，以培训农民的现代公民精神与权

利意识为基点研究乡村建设。无论是市场化主张，

还是民主政治建设途径，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在强化

农民的现代性契约精神或意识，增强农村的现代性

契约关联。而传统社会关联与现代性社会关联虽然

性质不同，但在乡村社会治理改善和现代化发展中

却并非截然相对。传统的神性关联和伦理关联同样

可以在乡村治理改善和农民公共精神培育中发挥作

用。因此，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注重对农村社会内部

力量和传统资源的利用和整合。

当前世俗型村庄农民公共精神的缺乏实是折射

着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缺失，因为公共生活是公共

精神的载体和发育的土壤。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心应该是更加关注乡村文化建设，尤其是

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进而培育农民的

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通过公共文化建设来丰富和

拓展村民的公共生活，强化村民间的连接纽带，增强

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和村庄认同，进而培育农民的公

共精神，将是一项富有成效的选择路径。目前，国家

也明确提出了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其

意在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用文化建设重

建乡村社会秩序。因此，国家在进行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过程中，应该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为统领，加强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把农村社区建

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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