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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各地区的发展过程和
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发展并不平衡，这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有关农村社会变迁原因的研究也成为
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
　　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制度、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
及科学技术等。
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以单一因素解释乡村社会变迁原因的研究居多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的
复杂化，任何单一因素说都不能充分解释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变迁。
因此，近年从整体的观点，用多维视角观察、认识、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
视。
《多重力量作用下的乡村日常生活：关于内蒙古一个偏远小山村社会变迁的实地研究》即采用这种多
维分析框架尝试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原因。
　　《多重力量作用下的乡村日常生活：关于内蒙古一个偏远小山村社会变迁的实地研究》的田野调
查点选择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原因在于乌兰察布市农村在新中国成立60周
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较之自治区东部和西部盟、市，发展的步
伐仍显缓慢而且发展亦不平衡。
因而，探究其原因并找出影响该地区发展的因素，对于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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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家是1994年搬的。
H村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比如拉点煤啊，做买卖的一般不上去。
再一个，没有电，靠点煤油灯照明。
再次，下面的村子有水地。
而H村都是旱地，靠天吃饭，收成无保障。
还有，我在学校工作，学校就在下面的村子。
在学校上班每天爬山跑10来里路。
搬到现在的村也有考虑孩子教育的问题。
当时孩子们小，每天到下面的村子念书，每天得跑10来里路，太累了。
　　一摘自个案十三　　我们家是1993年、1994年离开（H村）的，下来快20年了。
离开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没电，再一个就是交通不方便。
那时没电，娶个媳妇比较困难。
娶大儿媳时社会已发展了，尽要求电器化了。
人家要求电器，咱们没电，没电就给人家买了一台风力发电机。
成亲时人家（女方）去了，咱们那台风力发电机只能带起一项电。
一照明，电视就不能看了。
最后，人家不干了，退婚了。
退婚以后的第二年还是哪一年，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我们就搬到这个村（指W村）了。
没电就是不能娶媳妇。
咱们的孩子长得也都挺好看的，因为没电娶媳妇困难。
我那时娶儿媳妇都赶上社会上实行电器化了。
你没电再有钱再长得好，也没人愿意去那个村。
唉！
就那意思，不搬不行。
　　以上是搬走的人对自己迁移理由作出的解释，那么留下来的人对此行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自从土地下户后，年轻人就开始搬的搬走的走，一成家就都走了。
按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比较不方便，再一个就是生活上不去。
没电，照明就成问题，年轻人就走了。
来电时年轻点的人都已走了。
周围的村庄土地下户之前就都有电了。
咱们这儿来电才刚5-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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