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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跃光]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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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呈复兴之势，这种复兴既有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原因和内容，又有民族地区的个性，在普

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差异中体现着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 

 

一、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及其表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受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民族间的发展并不平衡。直到解放初

期，我国各少数民族中还存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成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立体的、非均质

的、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状况。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社会形态来看，各少数民族中当时还存在以下四种社会形态，即处于

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边疆少数民族，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凉山彝族，处于封建领主制的西藏藏族、西双版纳傣族和其他民族，处于

封建地主制阶段、社会发展接近汉族的其他少数民族。［1］ （P68－70）与上述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家族系统”的发育程度、表现形式、

对社会的影响范围也因族而异，既有较为原始的胞族、氏族、母系制和体现得不那么分明的世系群体也构成某种形式的“家族系统”，也有与汉

族较为接近，并受其影响的较为成熟的“家族系统”。这些“家族系统”及其观念既受“血缘——地缘”关系的支配，又受“民族——宗教”文

化的深刻影响。这是我们分析民族地区家族势力的逻辑起点。 

近年来民族地区家族势力复兴过程中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描述：一是一般性表现，二是特殊表现。一般性表现是指与汉族地区相同

或相近的表现。民族地区作为中国“大一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村落家族的复兴必然会带有整个中国社会家族复兴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或一

般性特征，表现在“家族观念有所强化，家族组织有所复活，家族活动有所增多。”［2］（P332）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组织形式的确立，在给民族地区带来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压力，尤其是生

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解放初期还保留着共同占有，共同生产，按户平均分配的生产方式，还未完全具备脱离群体的条件。其他的

少数民族虽普遍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方式，但较之汉族还是处于落后状态，这种相对落后状态到改革开放时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所

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改革和发展中要承受更大的压力，面临更多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家族逐渐发展成为利益和情感的共同体，

成为经济合作、社会互助、利益实现、安全保障、社会归属、精神依托的共同体。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倾向于与家族成员交往，认为家族成

员血脉相通，更为可靠，更值得信赖，尤其是在劳务合作和寻求帮助时，多数人把家族成员作为首选对象，在与外族成员发生矛盾和纠纷时，一

般也都是把家族作为“后盾”。同时，通过婚丧嫁娶等重要机会光宗耀祖，显示家族威风。由此之故，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观念逐渐得到强化，

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的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相互之间重要的支持系统和感情系统，对家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加，家族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 

在家族组织形式方面，解放前，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存在着氏族、血缘家支集团、各种世系群体、家族等各层次的“家族系统”，许多少数民

族无规范的族谱（无文字或有文字而使用不普遍所致），族庙也不多见，但普遍存在着依血缘和辈分确立的较高权威的“族长”，自然的等级关

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族长”可能只是由于年龄最大而成为“族长”，并形成了以“族长”为中心，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为网络，以族规或习

惯法为调控手段的家族结构和组织形式。解放后，上述家族结构和组织形式被摧毁，“族长”的权威和地位也大大削弱。但改革开放以来，又有

复活之势。表现在，同一血脉的家族成员被组织和动员起来，无论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还是在生活过程中的婚丧嫁娶、节庆礼仪等方面

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和整合。虽未形成完整的组织形态和严格的组织制度，但家族在许多场合已成为村落内部社会、政治、经济交往的

基本单位，行动中也表现出了相对明晰的外化形态，说明其内在的机制已发挥作用，也表明家族组织形式正在复活。 

在家族活动方面，首先是家族祭祀明显增多，少数民族中鲜有宗祠，故家族祭祀中以墓祭和家祭为主，不少民族在家祭中都有严格的仪式或



礼俗。如彝族的祖灵崇拜，许多家族都有集体祭祀的祭祖大典，目的是超度祖先的灵魂，使其进入仙界，其间，由毕摩（巫师）导祭。第二，家

族内的互助合作增多。这种合作与互助是全方位的，除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合作外，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日庆典、婚丧嫁娶、祭

祖、伤病、造房建屋等方面。第三，家族间的互动交流与矛盾冲突增多。在大多数的民族地区，一个村落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族居住，不

同家族之间既有友好往来，和亲联姻等现象，也出现了因田地、房产、山林、农田用水、田间过道、房前屋后的归属问题等经常发生纠纷的情

况，纠纷的双方往往以家族作“后盾”，冲突升级时，会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第四，家族干预村务时有发生。在选举中，某些家族为维护自

身小团体利益，凭借其族大人多的优势，广泛动员起来，把持选举，形成事实上的“众意”代替“公意”，“家族利益”代替“村落利益”的现

象。甚至出现以家族势力拉票、毁票等现象，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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