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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和地缘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
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矗血缘
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
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又指由
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族组织中所
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
无妨。 
　　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
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
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前者是血缘的。大体上说
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
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
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
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
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
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
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分的血
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
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
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
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
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
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
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
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
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分、财产的标准，似
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
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
们有谁曾认真的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
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
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
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
缘固定了。 
　　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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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
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
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
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
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
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
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
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
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
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
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
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
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
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
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
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
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
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
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
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让群分裂，
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
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
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
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
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
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
得到，而且不只一个。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
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
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
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
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
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
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
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
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
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
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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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
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
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象种子落入土
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
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
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
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
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
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
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
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
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
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我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都注意过这问题，“怎样才能
成为村子里的人？”大体上说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
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
亲属圈子。这几个条件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在中国乡土社
会中土地并不充分自由卖买。土地权受着氏族的保护，除
非得到氏族的同意，很不易把土地卖给外边人。婚姻的关
系固然是取得地缘的门路，一个人嫁到了另一个地方去就
成为另一个地方的人，（入赘使男子可以进入另一地方社
区）但是已经住入了一个地方的“外客”却并不容易娶得
本地人作妻子，使他的儿女有个进入当地社区的机会。事
实上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这不
过是我的假设，还得更多比较材料加以证实，才能成立。 
　　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
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
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
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
可疑。可是就在这个特性上却找到了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
特殊职业。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
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
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
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
之间无法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
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
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
人情，象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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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
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
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
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
来了。 
　　但是亲属尽管怎样亲密，究竟是体外之己；虽说痛痒
相关，事实上痛痒走不出皮肤的。如果要维持这种亲密团
体中的亲密，不成为“不是冤家不碰头”，也必需避免太
重叠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
这平衡可以在时间上拉得很长，但是如果是一面倒，社会
关系也就要吃不消，除非加上强制的力量，不然就会折断
的。防止折断的方法之一是在减轻社会关系上的担负。举
一个例子来说：云南乡下有一种称上賩的钱会，是一种信
用互助组织。我调查了参加賩的人的关系，看到两种倾
向，第一是避免同族的亲属，第二是侧重在没有亲属关系
的朋友方面。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同族亲属入賩？他们的
理由是很现实的。同族的亲属理论上有互通有无，相互救
济的责任，如果有能力，有好意，不必入賩就可以直接给
钱帮忙。事实上，这种慷慨的亲属并不多，如果拉了入
賩，假若不按期交款时，碍于人情不能逼，结果賩也吹
了。所以他们干脆不找同族亲属。其他亲属如舅家的人虽
有入賩的，但是也常发生不交款的事。我调查时就看到一
位賩首为此发急的情形。他很感慨的说：钱上往来最好不
要牵涉亲戚。这句话就是我刚才所谓减轻社会关系上的担
负的注解。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
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
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
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
所得和所欠的信用。 
　　“钱上往来”就是这种可以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
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的说是生
意经，或是商业。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
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
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都是有无相
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以馈赠来经营大规模的易货
在太平洋岛屿间还可以看得到。Malino wski所描写和分析
的Kulu制度就是一个例证。但是这种制度不但复杂，而且
很受限制。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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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街集时常
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
方，各以“无情”的身分出现。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
暂时搁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我常看见隔壁邻舍大
家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的背
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是就可
以交换的么?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
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
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
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社区边缘上的外边人
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
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
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
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
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分社
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矗契约是指陌生人中
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
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
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
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
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
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
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上一篇 下一篇

网络图书|http://dhls.126.com|

http://www.cdrtvu.com/jjxy/gotobook/12-7.htm 第 5 頁 / 共 5 2006/10/3 下午 11:33:06

javascript:if(confirm('http://dhls.126.com/  \n\nThis file was not retrieved by Teleport Pro, because it is addressed on a domain or path outside the boundaries set for its Starting Address.  \n\nDo you want to open it from the server?'))window.location='http://dhl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