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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
村庄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
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
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脚点和必须改变其内容和形式的地方。
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
　　中国的民族经济，包括以下层次：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经济，二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支民族
的经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不论从哪个层次的研究，都必须涉及村庄这个基本单位。
以往的民族经济研究和行政管理研究，对于村庄的关注，主要是在总体性的统计及对策方面，鲜有对
某一村庄的专注系统调查。
这种情况使我们所从事的理论探讨总显得有些飘浮，言不及意，大而不当。
反思许久，不能不下决心从小处做起。
将村庄调查作为根基，扎实做去。
恰“九八五”项目实施，经费有所保障，故组织本创新基地近百名教师带二百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
年级本科生，结十五调查组，计划用六七年的暑、寒假，从五十六个支民族中各选一二典型村庄，深
入调查，总百余村，每村一书，为中国民族经济三个层次研究，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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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掌坳在苗语中意为“生长八月竹的地方”。
掌坳村位于雷山县大塘乡的东端，距县城8公里，到乡政府5公里，省道炉榕线从中穿过，交通极为便
利，上可走州府凯里及省府贵阳、下可走黎从榕，是贵州出入广西的必经通道。
截至2008年年底掌坳村共有171户，709人，除外来媳妇有一小部分是汉族外，其他均为苗族。
　　全村共分为两个自然寨，即掌坳和南亮。
掌坳大寨为吴姓，包含第一，二、三、五4个村民小组，据会计吴道雄说大寨只有一家姓台，是当年
从丹江镇陶窑村随姐姐嫁过来的，其余的全姓吴；南亮小寨为杨姓，包含第四村民小组。
全村耕地面积489．528亩，其中田(水田)408．282亩，土(山坡耕地)81．246亩，森林覆盖面积2818亩。
2008年该村人均年收入为2000元，收入来源主要是务农及出外打工，是比较典型的贵州苗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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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村委会的安排，2009年7月14日下午，我们到本村的寨老吴廷金家进行访谈。
担心我们和寨老的谈话存在语言障碍，大塘乡团委书记李强专门陪同我们一起进行访谈。
还没有走到吴廷金家，就看到一位慈祥的老人站在门口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致意。
　　吴廷金，男，今年74岁，初中文化，是本村的几位寨老之一。
老人看上去虽然黝黑瘦削，但精神矍烁。
交谈中我们得知，老人的老伴已去世，老人共有三子一女，其中大儿子吴胜红，今年38岁，小学文化
，至今尚未成家；二儿子吴勇，今年32岁，小学文化，已结婚生子，育有一男一女，女儿9岁，即将升
入小学四年级，儿子3岁；二儿媳妇在家务农；三女儿吴宇春，28岁，小学文化，已出嫁；小儿子吴宇
贵，今年23岁，初中文化，未婚。
可以看出，老人的子女们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
提到这个话题，老人说，主要是因为当时家里比较穷，子女又多，所以孩子们很早就辍学在家。
　　全家现有水田3亩1分、旱地3分，还有6分林地。
水田主要种植水稻，旱地则主要种植玉米。
由于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未成家，目前全家人在一起生活。
整个家庭的年收入有8000～9000元，其中主要来自3个儿子的打工收入。
3个儿子做砖瓦工。
大儿子和二儿子每天的收人有60～70元，一般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则在家种田；小儿子以前曾
去过上海打工，现在长年在贵阳打工，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回家。
除了打工收入，其次是来自养猪的收入。
家里每年都要养两三头猪，养猪一般不买饲料，主要是以家里种植的玉米做猪食。
再有就是国家每年给农民发放的种粮补贴。
全家每年的支出5000～6000元，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就是农用的化肥等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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