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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乡村社会揉合下的宗族：一种历史的反思(李建斌 李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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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来应对外部的强势力量和变幻无常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村庄内部获得了相互关联性。  

但与传统宗族相比，现代宗族在外显的形态和内涵上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政权改造后的农村社会，宗族的生

存环境和土壤已发生了变化，其形态和功能已经不是原来宗族的简单恢复，更主要的是传统宗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现在的宗族已经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只有一些围绕临时性的事务，如继谱或兴建祠堂，而组建起来的工作班

子。类似于传统宗族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公产也不复存在。赵力涛、杨善华等人的研究认为，现代宗族更多的是

“日常生活中的宗族”和“事件中的宗族”：宗族组织、宗族意识与宗族活动流淌、浮现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

中，并且通过突发性的“事件”强化农民的宗族意识，界定不同宗族的边界。宗族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

宗族是按父系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组织，男性血缘为界定宗族成员的最基本的标准。但现在的农村，由于女性家庭地

位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农民社会交往的“理性化”的“功利化”，农民常常借助姻亲，甚至制造出拟制血缘即干亲来

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农民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界定宗族成员，使得现代宗族变得更有伸缩

性。  

四、结语  

农村问题是当下中国头号的公共问题，它涉及到中国最大多数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命运。中国的现代化理

应是惠及大多数中国人的进程，“乡村衰败”背景下的现代化是没有前途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意义所在。建设新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农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实现社会的公平，

促进社会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关切最终要落到农民的基本组织问题上来。如果村庄走向解体，农民趋于“原子

化”，村庄的治理就无从谈起，农村社会的秩序也无以保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就只会日益被边缘化。  

中国千百年来虽然王朝更迭频繁，战乱频仍，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基层乡村社会却借助于宗族组织的治理，

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宗族组织之所以能有效地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既不是由于它远离国家政权，也不是

在于它是国家强力嵌入乡村社会的制度，而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在乡村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组织，是由国家与乡村社

会相互揉合而成。借助于对传统宗族组织的透视，也许有利于我们反思如何从传统的组织形式中发育出适应现代化进

程的新型农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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