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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
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
的反响。
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
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
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
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
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
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
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
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
别的选择。
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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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阎云翔先生系著名学者张光直的学生，早年著作有《礼物的流动》，最近，他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
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
列文森奖。
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
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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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中文版自序前言导论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二、研究
私人生活的新模式三、本书的结构安排第一章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一、村干部以
及国家角色的变迁二、公共生活的起落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第二章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
的浪漫爱情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六、从自主到浪漫第三
章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三、择偶理想的变
化四、爱情的表达问题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第四章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一、家庭结
构的变化二、夫妻单质亲密关系与爱情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
位五、大家庭的民主化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第五章私人空间与隐私权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二
、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第六章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二、
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三、彩礼与遗产预支四、彩礼支配的变化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六、从礼
物到预支的遗产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第七章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四、父母防老的措施五、孝道的衰落六、无效的法
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七、沉默的公众與论八、信仰世界的倒塌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第
八章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一、计划生育20年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四、
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结论国家、家
庭与个人一、家庭的私人化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四、
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停论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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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6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迎来了自由恋爱的春天。
下岬村新的领导接受了大跃进的教训，开始将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
结果是，下岬的集体经济开始好转，在以后的20年里，村里人逐渐过上了相对安康的生活。
集体经济的稳定给新的公众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新的公众生活的重点是推进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同时也给了村里的年轻男女在各种社会活
动中有相遇的机会。
在年轻人中间，看电影和篮球比赛是最受欢迎的活动。
电影一开场，在场的人都很容易感受到周围出现的浪漫气氛。
许多村民回忆说，总是有些青年男女故意站在外围，相互对视的时候比看银幕还多。
另外一个谈恋爱的机会是每年的篮球赛。
球赛总是有很多人围观，观众也很兴奋。
有些村民甚至说，那就像是在过节。
尽管恋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在黑暗中看电影时那么容易眉目传情，但姑娘和小伙子都愿意借机看
看对方。
    下地干活是年轻人之间最经常、也是时间最长的交谈、交往机会。
在春播、夏锄、秋收的各个农忙季节，青年男女必须肩并肩一起工作。
比如，种玉米就需要两人配合：一人挖坑，一人撒种。
通常男人负责挖坑，女人负责撒种。
虽说夏锄与秋收都是单人工作，但是通常男人在完成他们那几垄地后就会过来帮助妇女，之后男女再
一起休息。
田间休息通常是早上一次，下午两次，每次10到20分钟。
    1972年，有个队干部家的姑娘喜欢上了同队的一个小伙子。
他们一起在地里干活时，姑娘总是找机会去跟小伙子说话，有时还会请小伙子帮忙干活。
这小伙子有个毛病，一到高兴或者困窘时便会有点口吃。
农忙期间的一天，小伙子期期艾艾地对姑娘说了半分钟，最后才说清楚是想帮她磨镰刀。
在场的其他社员听明白后哄堂大笑。
几天内，村里所有人都听说了这件事，不少人还在这对年轻人面前学小伙子的窘态。
大伙的调笑反倒使这对年轻人原来模模糊糊的感情变得明朗起来。
农忙过后，姑娘对家里表示要嫁给这小伙子。
她父母觉得姑娘太傻，因为小伙子出身上中农家庭，所以不想答应这门婚事。
不过姑娘终于说服了家里。
这对心上人不仅顺利结了婚，女方家还给了嫁妆。
    除了一起工作之外，村里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去发展感情。
在70年代中期，有个中学生回乡务农。
他本想上大学，可是当时就连城里的青年学生毕业后也得下乡。
他非常苦闷，出工、收工经常一人呆着，不参加集体活动。
村里有些人嘲笑他异想天开，但是他从前的一位女同学却很欣赏他，听他的倾诉，支持他的想法。
小伙子被感动了，两人很快坠人情网。
在我1994年调查时，当年这个小伙子回忆说，那天下午他到姑娘家，她父母都不在。
他拉起姑娘的手，请求她当他的对象。
姑娘眼泪汪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了点头。
可惜，女方的父亲不肯将女儿嫁给他，因为他想把女儿许给外村的一个干部。
当爹的觉得，让女儿嫁给这小伙子就会毁了孩子，因为小伙子又种不好田，家里又穷，付不起像样的
彩礼。
姑娘说不动父亲，于是就采取了女孩子通常的做法：无论谁家提亲都坚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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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办法一般都很有效。
一年里，她拒绝了一家又一家，这使她父母终于明白，除非是心上人，她坚决不肯结婚。
最后，当爹的只好让了步。
    1963年至1983年间的择偶方式在两方面不同于1946年到1964年这段时期。
第一，在六七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件父母、儿女间因婚姻而反目的事件。
其次，在父母、儿女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后者多半都能在最后占上风，得到父母的允许而如愿与心上
人结婚。
事实上，到6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在择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父母没有儿女的同意一般没法
逼迫他们嫁娶。
因此，在这期间结婚的多数年轻人对自己的婚姻选择都相对满意，只有很少数一部分人说他们是在不
情愿的情况下成婚的。
另外，这期间在订婚前后，对象之间的来往越来越频繁，即使是一些经人介绍而认识的青年男女，爱
情之火也会燃烧起来。
不过，在我访谈时，这些人并不把自己归人“自由对象”类，因为他们属于媒妁介绍，而且也没有长
辈的反对。
P.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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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写得简练、平和而扎实，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
有重要方面，并对诸多新兴事物进行了发生学研究，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分家”
的发生学研究尤为突出。
关于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
                                                             （刘苏里）                                                             ——中华读书报    作为一部杰出
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
感问题。
阎教授曾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农村里当了7年的农民，并在1989年作为训练有素的人类学
家再次回到那里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田野调查，因此，他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示出一幅关于个人经
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
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
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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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
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
的反响。
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
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
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
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
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
体的兴起。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私人生活的变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