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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
会流动》。
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
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5.父母的绝
对权威和权力。
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
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
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
永恒的意义。
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
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因为它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统的人类学分析向读者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价值观
为取向，所以《祖荫之下》一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一直影响很大。
但是，许著的观点绝非标新立异之说；它代表的实际上是晚清以来立志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看
法。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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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荣获2005年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全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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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部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从未被研究过的课题——中国村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
感问题。
阎云翔教授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东北一个农村当了7年的农民，1989年他以人类学专家的身份再次回访
该地，并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田野调查。
阎教授研究范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
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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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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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自1989年以来，我就一直在黑龙江省下岬村
做田野调查。
下岬在哈尔滨市南面大约50公里处，离所在的县城25公里，是个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农业村。
60年代以前，该村只有北面是耕地，东、西、南三面均被沼泽地环绕。
70年代时，这些沼泽地被开垦出来种植稻谷。
下岬与邻近的各个村庄相隔1至3公里不等。
南面5公里就是黑龙江省与吉林省的界河拉林河。
在历史上，这里夏季常常发洪水，村里地势低的耕地总是受威胁。
70年代建设的水利网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没有洪水威胁的情况下，下岬有着极其肥沃的黑土地。
　　与关内的农村比较，下岬村的历史非常短，只有大约100年。
其实，整个县城也只有这么短的历史。
在19世纪以前，这里原来一直没有人定居。
清代允许人们前来定居之后，下岬的第一批移民在19世纪开始建房居住。
这块地方后来就成了下岬村的中心。
下岬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成为行政村。
从那以后，村子规模不断扩大。
集体化时期，下岬村被设为下岬大队，内分4个生产队，非集体化之后它又还原为村。
根据1998年夏天的统计，村内有381户，共1492人。
　　不过，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下岬村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其行政功能。
这里也是他们生存的精神空间，是他们的本土道德世界。
借用Kleinman夫妇的话，在这个世界里，“权力、地位、威望、物质资源、民族认同、社会秩序等等
生存的基本要素得到了确实的体现。
由于涉及到人们的根本利益与价值体系，所有社会行为都与道德有关。
”（A.Kleinman与J.Kleinman 1997：102）。
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当地的精神道德世界作总括性的论述，而是要集中描述下岬村中与私人生活有关的
三个方面（如果有兴趣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参见Yan 1996：24-38）。
我将首先考察下岬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且会主要集中在村级领导以及国家政权对本土世界的介入这两
个问题上。
之后，我将描述当地的公共生活，并追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它在社会生活、公共道德、政治参与、公
共物品分配等方面的变化。
在第三部分，我将讨论当地的亲属组织以及社会关系，因为它们是1949年以后当地最主要的社会自组
织形式。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在1949年以前，下岬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家满族地主
与汉族富农手中。
村里只有不到25％的耕地为自耕农所有。
大部分村民以给地主当长工或打短工为生。
①1946年至1947年间，黑龙江南部被解放，下岬村也因此在建国三年之前就提前开始经历了那场翻天
覆地的社会变革。
　　1946年，下岬村一带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
在这次革命性的社会转型里，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根本上被扭转。
地主遭到斗争，他们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穷人。
更重要的是，从这时开始，根据每个人在此刻的经济或职业状况，人们都被划了成份，包括“贫农”
、“中农”、“富农”、“地主”。
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与坏分子，被称作“四类分子”，属于敌对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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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七十年代，成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
①　　土地改革的另一重大后果是，财富不再是当地权力与威望的基础。
相反，贫穷成了在新社会里的政治资本。
据说，在一次斗争会上，当上了村长的羊倌一本正经地发言说：“多亏了党，如今我们这些拉绿屎的
人才说了算。
”“拉绿屎”是他的一种形象的说法，因为革命前穷人的主要食物是野菜。
　　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在土改过程中，穷人、单身汉、年轻人成了村里新的领袖人物。
由于这些人过去社会地位低，他们对党极其忠诚。
在1953年至1958年的集体化运动里，下岬村走得相当极端，因为村领导决心要将这里建成社会主义改
造的模范村庄。
结果是，在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下岬比周围的村子吃了更多苦头。
幸好，在六七十年代，下一代的村领导纠正了从前的做法，集中精力搞生产而不是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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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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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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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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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乡村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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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了一个从未被研究
过的课题：中国村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
 《私人生活的变革》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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