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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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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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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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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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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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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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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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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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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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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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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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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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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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章节试读

1、《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第9页

        个人经验
合作社模式
家庭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构

2、《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第179页

        第一部分：家庭财产
分析年轻一代结婚后迅速分家的现象
解释分家的详情
介绍彩礼的内容、作用、影响以及新娘新郎在其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个人财产权利
个人权利的上升和父权的衰落

分家时间比过去提前
1949年以前：当地传统习俗要求人们尽可能推迟分家时间，一般要等到一家之主的父亲去世或者因年
老退休时
50年代——80年代初： 次子结婚之后长子才提出分家要求（这一般要求长子在婚后与父母同住3年至5
年时间）
                     一对青年夫妇等到生育后才会另立门户 （至少有1年以上的从父居时间）
80年代后期： 1/3的新婚夫妇不等生育便分家；40%生育后立即分家，不等丈夫的弟弟结婚
90年代： 趋势 分家时间提前，甚至直接在自己独立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

原因：
家庭理想的变化（父母主动选择分家）——不在钟爱大家庭，更倾向于享受夫妻核心家庭的安宁与和
谐，避免主干家庭中常见的一些矛盾。
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均寿命的延长导致健康活跃的中年父母或者祖父母不会交出家庭大权，代际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很
高。
影响：从父居时间的缩短以及父子两代之间责任的变化

分家方式的变化
背景：集体化时代，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等不动产，也就意味着年轻夫妇可以依
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赖家庭的土地来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经济。
传统的分家方式：等到家庭中所有儿子都结婚后才进行分家，父母会把家产平均分给几个已婚儿子，
之后或选择与某个儿子共同生活，或者在几个儿子家中轮流居住。
新的系列分家方式：先结婚者婚后不久便与妻子离开父母家另立门户，但家产却不分，因为还有一个
或者更多儿子未婚，次子结婚后同样出去单过，这一过程重复多次直到幼子结婚。
财产分割方式：
粮食——按人口均分
主要家产——不分
存款——不分
老房子——不分
也就是说主要的生活资料都不分，年轻夫妇能够拿到的主要是他们通过结婚而得到的财产，包括个人
衣物、家具、礼金、新房子，这也就为之后讲到的新娘新郎在彩礼中的作用埋下伏笔，也因此年轻夫
妇越来越要求更多的彩礼来建设自己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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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分家遇到的主要问题：
如何处理家中的土地
以下岬村为例，我国在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土地来说，与建国前相比，现在我们得到的是
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即获得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现在农村的做法是将土地按人头
分给村集体组织中的每个人。
因此分家时年轻夫妇会坚持土地是他们的个人财产，这一做法在90年代也得到了大多数下岬村村民的
接受，也就是说，村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土地属于个人而不是家庭。
主要家产不列入分家清单
实质上，进入系列分家的家产越来越少，转化为彩礼嫁妆的家产越来越多。
从年轻夫妇的角度：刺激的分家的积极性，越早分家，越早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小经济；同时，他们
要求更多的彩礼来发展自己的小家；
从父母的角度：失去“养儿防老”的信心，反而积累自己的养老金，也就促使父母在分家时坚决反对
涉及家中存款的重要财产

主要影响：
前面提到的个人财产观念开始出现，并与传统的家产观念发生冲突
家庭发展走起的复杂化
也就是说，过去每个家庭只经历一次分家，此时家庭发展周期发生重大变化，核心家庭—主干家庭—
联合家庭
现在：一个家庭经历分化组合的程序
核心家庭—主干家庭（长子结婚）—核心家庭（长子单过）——⋯⋯

3、《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立、自主。相反，拜托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
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依靠他
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成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的无功德的个人。

两个基本主题：
1，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和发展（然而是扭曲的，不具备公民基本道德素质）。重点分析个人
的情感和欲望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位置，并据此系统地分析青年的主体性。
2，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50-70年代，鼓励挑战，年轻人在私人生活中独立，在公众生活依赖集体和国家
80年代以后，国家减少对私生活的干预，同时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和道德真空
国家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如宗族，教育，娱乐活动；新婚姻法及其他政策；将讲从亲属关系的
结构中奋力，再将家庭直接带入现代社会体制
中国缺少社会自组织

整本书涉及亲属、空间、性别等等人类学的议题
关于爱情的部分比较像《爱情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没想到婚前性行为那么普遍= =

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在家庭内部占了中心地位么？部分内容与我见闻相符，部分有差异。不过可能
因为爸爸妈妈都过于孝顺了吧。不过在我的身上倒是有所体现，我还是有些自我中心主义的，sigh。

4、《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第190页

        彩礼
（一）彩礼的性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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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长辈给后辈的礼物，本质上是一个家庭向另一个家庭转移资产，针对的是家庭，即新郎家给新
娘家转移资产
现在：家庭财产分割的重要形式，不再是向新娘家转移资产，而变成一种变相的分家方式。
彩礼的内容——钱、物

礼钱，本意是女方父母为女儿准备嫁妆的，女方父母有完全的支配权。
“买东西钱” ——物 ；60年代中期后才出现，男方为新娘买衣服、鞋袜之类的小东西，直接交给新娘
本人，而不是新娘父母；数目不断增加，男方家庭不再控制这笔前，而是交给未婚夫妇自己去买东西
；
“装烟钱”——钱 ；数目在不断增加，从60年代的20元到50元，到80年代的300元；
干折 80年代中期以后，将彩礼中所有涉及金钱的部分都归入干折。直接交给新娘本人而不是给女方父
母。
家具、床上用品、大件
50年代的婚姻中不存在这些彩礼，60年代才开始一点点出现，70年代对这类礼物的要求大大增加；
大件：从自行车、电视机，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再到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摩托
车等等，
大干折——90年代
所有购买东西的花销也都折成了现金，交给了新娘；
90年代末，大干折还包括了盖房子或者买房子的钱，有时甚至包括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承包的土地
或者拖拉机。

趋势：
从简单的金钱—到包含6个金钱和实物项目的复杂彩礼—只有金钱一项的大干折
彩礼的这部分是通过新娘的父母来给到新娘手上的，新娘父母对彩礼中的大部分有决定权，也就是说
女方父母可以从男方家的彩礼中得到利益（比如讲彩礼挪作他用）——新娘以及躲在新娘背后的新郎
对男方家提供的彩礼才有完全的支配权（以干折的方式）。
区别在于：前一种方式无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没有以建立新的小家庭的目的，新娘新郎的个人利
益完全被父母的权利和大家庭的需求说压倒
          后一种方式，年轻夫妻自身的利益推动了他们索要更高的彩礼和嫁妆
也就是说，彩礼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礼节性的礼物交换或者支付手段，而是财富从上一代往下一代转
移的新途径。

、新娘新郎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新娘角色变换：50年代—70年代，订婚姑娘基本上不参与购买订婚礼品
              80年代，干折的出现，使得新娘对于财产有了完全的支配权

新娘索要高额彩礼；同时新郎在背后也鼓励新娘多要彩礼。
目的为自己的小家庭积累更多财富。

第二部分：个人财产权利
个人权利的上升和父权的衰落
分家解决了由谁来控制家庭经济的问题，即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上述的分析已经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代际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父母已基本是去了对家庭财产的控
制，这一切都反应了父权的衰落与男女青年权力的上升。
原因：
宏观：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国家政策的影响、市场经济改革
微观：积累财富的新方式、人们财产观念的变化

Page 12



《私人生活的变革》

继承的财产VS挣得的财产
如果财产是继承而来，通过男性继承人一代代传下去，此时，父亲有相对较大的控制权
如果财产是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在儿子的帮助下挣来的，父亲对财产的控制就会大大削
弱。

下岬村年轻人要求早分家和高彩礼就是看到了自己对家庭经济的贡献。

财产积累方式的变化：
继承：1949年以后激进的社会变革，尤其是集体化运动，使得土地、牲畜等重要的生产资料都集体化
了，这也就剥夺了农民家庭中继承的可能性
挣得：家庭财产是由家庭成员通过个人劳动所积累而来。
工分制度和其他集体化制度——把个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表现的明明白白。
但工分公布出来，许多年轻人比他们父亲挣得更多的工分，年复一年，他们就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能
力，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对家庭经济有着什么样的贡献。

1983年非集体化之后，国家仍然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了个人而不是家庭，家庭只是生产单位，而不是
所有权单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分家的时候土地归年轻子女所有。

人们财产观念的变化
这代人更为强调自身权利、强调对个人在家庭财产中的份额要求、强调对把握自己家庭生活的欲望
家庭财富主要是通过个人贡献而不是继承而来，人们更倾向于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家庭财产。索要高额
的嫁妆和彩礼时，年轻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拿家庭财产的一份，而是觉得那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个人
财产

问题：年轻人强调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少谈或者不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造成了他们忽视赡养老人
的义务

5、《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导论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12 私人领域实现的关键仰赖于家庭
14 道德体验过程
19 老有所养 幼有所恃
   传统孝道被动摇是新的生育文化出现的根源之一。
20 无公德的个人

6、《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分家使隔代关系疏离
经济条件对隔代关系的影响
亲子关系的变化对隔代关系的影响

7、《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第11页

        家庭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事物：它是人们逃避外界干扰的避风港，是情感地寄托，也是一个在任
何情况下儿童都占据真心位置的地方。
思考：祖辈在孙辈在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社会化&amp;再社会化）

8、《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结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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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在20世纪90年代末，父权作为一种制度在下岬人的家庭里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在私人与公共
领域的许多方面男性依旧占据着中心地位。
半个世纪以前，Francis Hsu 指出，传统中国的个人、家庭、亲缘关系、文化，统统都在“祖先的阴影
之下”。这种说法今天需要被整个翻转过来。走出祖先的阴影是下岬人的私人生活转型的第一步，其
标志是无可挽回的父权衰落。
家庭内部两性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妇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又了更多的主动权，
而且在家庭生活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在传统的家庭里，个人不过是家庭血缘延续的体现；而在今日的家庭中，核心家庭及其成员的幸福才
是人们的关注之所在。是以，在祖先崇拜和孝道均为衰落的同时，核心家庭中夫妻与儿女的重要性也
就大为上升。
241 “家庭的私人化”就是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245 姑娘的权力只不过是年轻一代的权力的体现。
250 冲突：年轻一代对个人权利的重视随着对个人义务的忽视
251 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
252 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
254 国家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
    家庭化的社会组织形式
256 国家采取两个步骤推动了家庭的私人化：首先是将家庭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之后再将家庭
直接带入现代社会体制。
258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商品生产的方式，以及全球性的消费文化
    计划生育、婚姻法与地方财政
259 在残存的传统文化与激进社会主义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之下，农民中出现了一种极端实
用的个人主义，
    社会自组织
260 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
    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
261 综上所述，本书所描述的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
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9、《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第152页

        Bray认为，中国的住宅是社会和国家的延续。

10、《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导论

        经济家庭模式：家庭作为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合作社模式。共同的收支计划、共同财产、共同的
家庭经济

家庭成员个人的道德价值体验：个人隐私，亲密关系，相互情感，成员权利

国家在推动私人生活转型上扮演的角色

以往研究的基本指标：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变化，婚姻、婚后居住、家庭分割等模式的变化
家庭内部的团体“子宫家庭”（Margaret Wolf）

情感、欲望、自由  亲密关系、隐私、夫妻关系、主体性以及社会性

私人家庭的崛起以及家庭内部个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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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
农村青年主体性的三个方面：自主性、情感生活、欲望

本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要探讨中国的集体化在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时，是否也
同时创造了集体的对立面——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

个人在当地生活中的道德体验   v.s. 道德话语
“道德体验是人际之间能够感受到的交流、协商、争辩等种种交往方式”

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
“Hollan指出，在个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里有三类研究方法：强调个人主观经验的叙述、就研究对象
的行为以及利害关系进行的参与观察，以及对深藏不露的生活体验进行的类似于将心比心式的诠
释(Hollan 1997, 2001)”

本书结构提纲，可作为类似研究的一个参考：
一、下岬村这一本土社会道德世界的变化 ①政治经济体制，村领导的作用和国家政策；②公共生活，
社会交往、道德观念、政治参与、公共物品分配；③地方宗族组织和社会网络
二、私人家庭  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  父母包办--个人对爱情的体验
三、上述转变过程的细节：爱情表达方式，理想对象的标准，婚前性关系
四、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的地位    夫妻关系中：爱情、分工与决策、性别角
色重新界定      家长地位下降，妇女与年轻人的独立活动空间扩大
五、私人生活与家居环境的变化   家庭关系的变化&lt;-&gt;住房空间安排   “隐私”：家庭隐私，个人
隐私
六、家庭财产分割  彩礼 
七、老年人生活状况  晚年境况焦虑  积蓄防老  孝道

11、《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笔记-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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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礼物交换
47 男性成员则都是被他们的妻子或者大姨、小姨说服入教的。
“神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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