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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呻吟: 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狀的》

内容概要

大地生民一望無涯，煙火人間卻迷霧重重。
很多時候呻吟入耳瘡痍在目，你卻無法破解其中的病因。
2007年春天，野夫受邀到川北汶川考察當地的城鄉統籌問題；汶川地處川陝大道上，自古有「蜀都門
戶」之謂，是一個典型的縣級區域。它不大不小，下轄十個鄉鎮，都在丘陵地帶上。比東南縣域窮，
但又比西部縣域富裕。如果拿這樣一個區域來進行調查分析，可能更接近於中國多數縣治的境況。
正當走訪鄉村之際，腳下的土地顯然正在醞釀著巨大風暴。512四川大地震，突然的地動山搖，令所有
人驚慌失色奪命而逃。汶川距所有的極重災區距離只有幾十公里，也遭遇極為慘重的災情。野夫親眼
目睹無數雙淚眼在廢墟殘骸中尋找失散的親人。每天詳細記錄著災況和基層政權的救災措施與賑災手
段，每天為那些洞穿心靈的命運而痛苦萬分。這是中華民族最悲傷的歲月，災難之深難以言狀！
而關於這場自然浩劫的追問或許還將持續一個世紀。中共的基層政權已經很久沒有面臨如此巨大的危
機，此刻基層政權的反應，剛好給予野夫適切的切入點，更全面地觀察國家機器的運作和能量。從常
態運作到危機應對，當基層政權的權力面對廣大地方的鄉野民情，仍有許多箇中分寸的拿捏巧妙。當
中也順勢概述中國基礎政權制度，包括制度分層和法規相關，而許多災後故事也讓整本報導式的散文
更添地方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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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野夫
土家族。筆名源自他1981年在家鄉恩施的山裡工作時「山野村夫」的俗語。1962年出生於湖北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縣最邊遠的小村。1968年上小學，1978年考進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同年開始詩
歌創作。1980年創作長詩《為了歷史----致毛澤東同志》，1982年組織成立鄂西第一個詩歌社團「剝棗
詩社」。1985年擔任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常務理事。1986年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湖北省「後現
代詩人沙龍」，出版詩集《狼之夜哭》。1995年減刑出獄，到北京謀生成為民營書商和自由撰稿人。
現為自由寫作者。
自80年代開始創作以來，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約一百多萬字。詩歌和散
文收入多種選本。2006年獲「第三代詩人回顧展之傑出貢獻獎」；2009年獲當代漢語貢獻獎。《江上
的母親》一書獲2010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年度之書。2011年獲得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
獎」。2012年獲中國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2012年應邀荷蘭國家文學基金會駐市作家。2013年獲邀為
德國科隆世界藝術學院年度訪問學者。著有散文集《江上的母親》，臺灣版、《鄉關何處》，中國版
、《看不見的江湖》；詩集《門後的守望者》；中篇小說《1980年代的愛情》。

新浪微博：土家野夫。新浪博客：旁門兵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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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观点较为客观公正。有同情基层政府的口吻，但毫无五毛的成分。一切归咎于体制。

2、可以作为一个小切片，接地气。这本书应该算是野夫的大转型。
3、很理智。难得一见如此写法，谢谢思考。
4、写作方式:调研，比较，思考
关注问题:农村，基层，信访，土地所有制，选举，农村福利，法制独立
感想:作为一个曾经体制内的人，对基层存在的矛盾而古怪问题也感同深受，例如信访。但是仅仅描述
现状和抒发感情是远远不够的。农村、土地、法制等问题，中国仍在摸索。任重道远。
5、新年放假，静心品读野夫的《大地呻吟》，写的真好。本以为会很枯燥的一本书，实际读来虽无
野夫其他诸如《 乡关何处 》、《 江上的母亲 》、《 看不见的江湖 》那般畅快淋漓，但也能感到字字
珠玑，发人深省，虽远离三农，亦能看懂。
这其实是一篇田野报告，从危机应对到常态运作俩方面记述基层政权的运作细节。是一篇具有实际意
义的社会学层面上的乡村调研，既非体制内那充满维护味道的辩护，也非民间那满是仇恨的攻讦，更
非一些管中窥豹自觉无比正确的学者之言。作者机缘巧合有幸能在一个基层政府近距离长时间的调研
，深入凑理，逐一记录，把农民和农村的真实面貌与真实病理一一呈现。
值得一读。
6、现在有太多人在批判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但真正愿意发掘其原因，并以这样的文字形式进行记
录及说明的则很少。野夫的书用一种看似中立，但却深刻揭露缘由的方式，写出了农民的不甘，基层
的无奈。
7、一个不错的案例。
8、作为野夫老师的脑残粉，这种诚意之作怎么不能打满五星呢？ 我的第一本繁体书。
9、对得起这个价，赞！
10、为我了解完全陌生的中国农村、农民打开一扇窗，读完不禁陷入思考，更陷入绝望
11、官民双方斗智斗勇的博弈，精彩！
12、体制之内，看似无人不冤——底层民众的“暗器”，基层官员的“技艺”，上级政府的“太极”
，被动地构成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基层治理死结。  另：野夫写作要转型？
13、作者历时5年的社会学田野考察实录。真实描绘当下天朝基层官民互动、博弈的鲜活样本。管中窥
豹的好书！
14、和我硕士论文主题和写作方式相同。
15、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
16、破而不立，悲呼。這方面的話題，應該好好研究一下。
17、COOL！强烈推荐公知们脚踏实地一点，能像野夫的记录一针见血就行。启蒙不是屁话连篇，扯
淡蒙骗，而是要拿出详实的证据一把一把地砸到人们的心上。野夫做到了，他剖析了深层次的中国基
层。这是一本务实的好书。
18、越读到后面就越感动于作者的情怀，关于内容，我们其实一直都有或多或少的感悟，系统看一看
吧。
19、比起华中学派的“驻村笔记”和“小镇观察”，只能算是采风者说，小说家言。基层官僚“考手
艺”的过程叙事和症结剖析都很肤泛。
20、分析的还是细致的
21、救灾的组织与措施描述非常生动。为了稳定，原来物质的分发，居然是平均分派的⋯⋯
22、乡村又观
23、5星，啥也不说了
24、野夫老師的書我是沒有資格不給5星的...
這是一本記錄汶川地震汶江區基層政權救災運作的文學著作，很多政治上的人和事我可能還不懂，但
是可以感受到的是，在沒有中央指示的時候基層政權的靈活性，是當代中國需要善加利用的財富。在
這些推理上我沒有原著說得透徹，但以一個年輕人的眼光來看，這裡面的確蘊藏著中國未來的希望。
25、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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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无
27、看完斥巨资购入的野夫台版新书，大地呻吟围绕着土地，背景是汶川地震后的汶江区，展开了一
系列基层干部，普通农民和上层中央的博奕，有时候一个看上去的好决策往往适得其反，这些问题加
上野夫的文笔，娓娓道来，一口气读完一点不累，是个不错的社会学素材 
28、终究只是观察
29、对基层复杂性的叙述挺到位的，看完以后很想去基层做调研
30、洞悉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现状的历史沿革的作品，可见作者用心。可惜一些内容前后重复，各部分
之间文风略有差异，读时往往出神。
31、#随手散播负能量#
32、小册子
33、预定了！
34、亲历基层，述说农村的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理想博弈。
35、无论多少捐款 政府的多少拨款 最后实际落到那些农民手中的有多少呢 呵呵
36、谁都不容易
37、通过深入现实的田野调查，近距离观察当今农村现状和基层权利运作规则，形式上与《大路》颇
为相似。其命运也是雷同，均是不可在天朝出版～
38、教我这种不懂事的小孩了解人性。
39、这是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文本，难得的超屌干货，《中国在粱庄》是感性描述，这个则是对乡镇
村组等基层体制运转与生态的客观梳理，干净利落，信息很充沛，两段阅读经验互为补充与印证。这
几本书，加上另外读过他的一些访谈与讲座内容，我对野夫的人生历练真心赞叹与钦佩，而且对他在
很多客观主题上的见地简直不能赞同更多，如遇知音，拍案流涕，哈哈。。另外，好比这里的“曾山
”，真正能够把一些复杂艰巨的主题向前推动的一定是这种比较专注、机敏、身心强健且成熟到排开
感性干扰，冷静地做技术性探寻与发力的角色。做什么都一样，任何经历都不要只停留在事后感性的
徘徊，一定要消化，要回到事物的最原貌，要地气，要成效，这才可能赢。。相关的还有一部于建嵘
先生的《底层立场》，往后再读啦。
40、乡镇与城市已然成为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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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四章实际上讲的是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震灾以及灾后重建讲的是农民的弱势心理和“不患
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态给救灾和灾后重建提出的问题；第二章讲的是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些常用手段
；第三章民告官的案例折射出中国治理体制的全貌和基层问题；第四章则基本是对于农村基层干部这
一特殊群体的放大镜式观察。个人认为第三章最为精彩。多年的社会和政治浪潮造成今日的中国人身
处传统规矩良俗崩塌殆尽、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尚未明确形成的尴尬时期，这是不限于农村的问题；但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长期以来牺牲农村、建设城市的策略造成各种实际利益的不均以及心态不平衡；加
之中国社会仍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阶段，更使各类问题日益积重难返。某种程度上说，每个村组都是
一个特殊的微型私营企业：农民被挡在“集体”的名义之后而无产无权，基层干部虽并非国家公务员
却有可能成为一方父母的“能人”；当另一方面，弱者自有弱者抗争的手段，而强者也自有强者怕人
攻击的弱点，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博弈，基层干部对上级政府的拉拢和敷衍，上级政府对闹事农民
的打压与无奈，环环相套，无止无休，形成了这个“人人有难处，无人不辛苦”的局面。作为传统农
耕大国，中国今日的许多问题说到底还是农业的问题，并且农业问题恐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持续下
去。作者提到其在四川农村所践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固然是值得鼓励的探索和尝试，但私以为中国农村
问题的彻底解决，恐怕还是离不了地震一般天翻地覆的变革。
2、出版社告知會在11月出版,具體日期尚未確定.昨天剛剛拿到封面,今天就來更新了.目前臺妹書坊可以
預購,沒有簽名.更多精彩的推薦序,臺妹書坊會在拿到第一時間分享給書友。謝英俊:「我們在兩岸災區
第一線的工作經驗，有太多非外人能了解，總算有人掀開了一角，感觸很多，中國農村之大只能以另
一個世界來描述，沒有見微更難觀全貌，除了中國農民調查這扇小窗子外，這是期待已久的另一盞燈
。」
3、大学毕业后，才对自己身处的国家有了一定的认识。早年经常看南方周末了解时事新闻政治。后
来渐渐的，觉得各种报纸，电视，新闻都在广播一些垃圾，令人不堪。很少有新鲜有价值的有关政治
的文章，对于自己的国家也只能通过平时的工作偶尔揣摩到一星半点的东西。这本书一下子把郁结在
心里的许多话全部倒了出来，非常到位见血痛快。同时结果还是那么的无助。加入执政党的人，往往
是最不喜欢关注政治的人群，这样的书理应给执政党员们看到，在书里，他们会看到他们自己每天重
复着书中的许许多多故事。作者在书中说乡村建设时，提到了伯格理。我想在一个世纪前，一个只身
前来艰苦山区的英国人能做到的事情，现代中国政府也应该能做到，不管之前被倒退毁灭成什么样，
现在的中国乡村的环境总不会比当年更坏，只是由于执政党的政策体制关系，变得极其复杂而已。没
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受政治的影响，希望有更多的国人看到这本书，就像看到1984一样，知道事情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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