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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内容概要

本书是吴毅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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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作者简介

吴毅，重庆市人，1958年生，供职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喜欢将教书、
读书和写书当作自己的生活常态，自喻以“三书”来陪伴人生。
出生于城市，却歪打误撞地进入农村研究领域；学业不专，在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来回跑，
有著述，也获得过国家和省、市级奖励，还主编有学术年刊《乡村中国评论》。常在《天涯》、《书
城》、《读书》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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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书籍目录

自序
转型世相
亲缘网络
村落的公共空间
法的正义抑或情的人理
“无政治”的村庄
最后的征收
怎一个“撤”字了得
治理素描
记述村庄的政治
“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
不同语境下的乡村关系
也谈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
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
局促的改革空间
底边游戏
催收与拖欠
农民“种房”与弱者的反“制”
“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乡村的权力承包
上访的建构与消解
迎检的游戏
研究杂谈
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
此集体非彼集体
感受经验
何以个案
为何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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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章节摘录

　　亲缘网络　　费孝通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依我的理解，这个熟人社
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
所谓亲，即村落中人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这种亲缘秩序不仅塑造
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族文化，就是在当下一些已经缺失了宗族记忆的村庄，也发挥着它所特有的整合
秩序与配置资源的功能。　　川北王村就是这样一个村落。　　王村的亲缘网络源于它的历史。作为
一个移民村，王村的生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场被称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在四川，这样
的村子不在少数，以至于在追溯村史时，都可以发现它们多是由一两个共同家庭发脉和繁衍而来，因
此，此类村子在姓氏构成上总是以单姓和少数大姓为主。　　王村的亲缘结构对于熟悉中国乡村社会
的人来说并无新鲜之处，尤其是当近年来宗族问题几成农村研究中的显学之后，王村作为一个案例就
更不构成那种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白乌鸦”。然而，问题也许往往就存在于这种普遍性之
间，当笔者怀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宗族关切走进这个家族化村落时，却发现在村里既看不到人们在华南
农村所津津乐道的家庙再造与族谱续修，也看不到各种敬神祭祖的宗族科仪。20世纪那场“触及灵魂
”的大革命看来的确改造了王村，宗族无论作为一种制度仪式还是精神信仰，都已经淡出了村庄。　
　然而，我在王村的发现在于，缺失了宗族记忆的村庄仍然无法回避无所不在的亲缘关系，家族化村
庄的客观实在性和社区互动对亲缘网络的普遍关联，使得亲缘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构建秩序的功能。它
的意义虽然不可能像旧时的宗族那样明显，也无法与现时的行政化秩序相提并论，但由于现今农村已
无其他可以利用的内生性社会组织，所以，亲缘网络作为惟一存在的社区联结链条，其整合与规范村
落人际关系结构的作用反倒得以突出。　　首先，它给村落内部的交往和互动注入了亲情。在王村，
只要能攀扯上一定的亲戚关系，无论亲疏，人们相互之间总是以彼此在亲缘结构中的身份相称，一般
不会直呼其名。这种亲情称谓的无所不在，无疑使村落社会浸润在亲情氛围之中，身处这种氛围之中
，人们即使是在纯粹的事本主义交往中，也不能不注意到以情为先，为情所忌。因此，我们无疑可以
认为，王村的社会秩序首先是建构在亲情场域中。其次才是建构在行政场域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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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随笔集。    　吴先生的文字通俗灵动，而表达的思想内容却极
为深刻。书中的内容既能为一般关心“三农”问题的读者所接受，也能为“三农”问题的研究者提供
启发：既是才情飞扬、精雕细琢的思想小品文，又是认真严肃的学术大作品。    　能读到这样的集可
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于一身的好书，即使从责任编辑的角度来讲，也是极其的幸运!本书的另一个特
点，是书中的插图和图说，非常地耐人寻味。    　全书跳出规范性分析的樊篱，从田野的调查工作中
走来，将社会转型中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深入浅出地反映出来，表现出学者的良知、睿智及作者对
底层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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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精彩短评

1、许多年前买的，最近终于腾出时间看完了。竟然比想象中好看很多⋯⋯
2、透彻
3、这本书点出了很多中国村庄生存之道和基层的政治哲学，独立的小篇章读起来没负担
4、随笔集。吴毅很关心从基层干部的视角来看问题。
5、　　读完了，觉得很对胃口，说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有深切体悟的话。作者也是个明白人。事
情总是很复杂的，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人还是太多了。什么时候不同的群体、阶层之间，不同的人
之间能够有真正理性的对话啊。
6、比较讶异的一点就是我一直以为买卖土地就是乡政府主导，实际上存在村组织主导的过程（反观
之）吴毅有些角度很好，包括底层村民、村组织以及乡镇视角～而且我也开始记随笔咯
7、　　 经验地理解乡村政治
　　——《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笔记
　　
　　拜读完吴毅先生的田野调查作品《小镇喧嚣》后，我紧接着又读了他的这本学术随笔性质的《记
述村庄的政治》。全书分“转型世相”、“治理素描”、“底边游戏”、“研究杂谈”四辑。从话题
和内容上看，这本书相当于是《小镇喧嚣》的精编版，荟萃了作者从田野观察中得来的富有真知灼见
的“干货”。
　　
　　作为一个深度观察者，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社区的记忆已悄然地淡出了村庄。
作为一种替代性现象出现的，是以各种人情往来为基础，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非正式的公
共空间形式的凸现。红白喜事除了庆贺和哀悼的精神性需求外，通过礼金的流动，“再生产”社区的
感情，实现“人情的互助与往来”。（P16）的确，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崛起和城镇化的推进，延续
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受到冲击，宗族文化的概念日渐模糊。在许多原本属于鱼米之乡的江南村镇，你
甚至都已经很难见到整片的农田。人们各自创业、四下打工。祠堂倾颓，戏台荒芜。在此情景下，过
年聚餐、红白喜事成为村民聚会和联络仅剩的场合与时机，它们部分地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
满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也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意识，比如老
年活动中心、村落文化礼堂，以及在很多村都能看到的规模虽然各异但香火同样旺盛的庙宇。
　　
　　以政策宣传、“X五普法”、“文化下乡”等多种途径，现代国家始终在以制度加强着对乡土社
会的改造与重塑。这种改造与重塑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农民维权意识的高涨。但是，在情、
理、法交织纠缠的现实问题面前，却每每透露出尴尬。在农村，妇女因难忍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选择自
杀，一直以来时有所闻。 吴教授从他所亲历的一桩并不鲜见的此类案例中发现，是非曲直是一回事，
如何断案却是另一回事，在乡村熟人社会的行为理性与伦理精神下，出于死者家庭尚有两个孩子的现
实窘迫，女方的家人最终放弃了刑事责任追究，而以男方下跪赔罪的形式接受了私了。在这里，秉公
依法最终为就情入理所取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化公为私、避重就轻和大事化了”，“就活人不就
死人”（这里的“就”即顾及）。如此，才能既兼顾矛盾的解决，又避免加深悲剧。有了这一案例的
处理经验，作者就联想到：“邻里圈子和乡土社会在处理矛盾和纠纷时其实自有一套生发于本土的，
与地方性经验和文化紧密相关的技术与知识，这些技术与知识和法律相比较，其实可能离当事者的生
活和经验更近，运用起来的成本也更小。因此，即使是在以依法治村与强调权利的精神来统帅转型期
的乡村治理之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法治的现代理念与本土化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问题，有一个两者
如何结合与互补的问题”。 （P24）
　　
　　自1990年代起成为研究热土的农村政治学，现在已经从村庄层面转向乡镇层面。在早些年的乡镇
体制改革研究中，有一种提法是要撤销乡镇政权，或代之以派出机构、自治组织。对此类观点，吴教
授鲜明地给予了反驳。他指出：“从政治不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
层不满被组织成为实际对抗行为的关键因素”。（P35）乡镇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实现治理转型，“
想办法加强和改善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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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乡镇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尾，村庄则是民间草根社会的头。乡村处于国家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对
于村干部的定位，理论界有所谓国家利益代理人和村庄利益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说、充当掮客居间
自利的“经纪模式”说、无为而治的“守夜人”与“撞钟者”说，等等。如何处理好乡镇干部与村干
部的关系，特别是调动后者的积极性，是乡村政治的重要课题，也是我自挂职锻炼以来每每遭遇到的
困惑。“扶又扶不上来，撤又撤不下去”，这成了乡镇干部倍感头痛的一件事情。吴毅教授在深入乡
镇进行田野观察后意外地发现，“为了推动村政，许多乡干部不得不反过来与村干部联络感情，想凭
借面子、感情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无法达成的行政目的”，他把这种现象
称之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P63）从我现实的经历和体会来看，正是乡—村权力结构的非
制度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导致了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处理方
式。乡镇推动的工作既然无法以命令、考核、奖惩等行政化硬手段来实现，便只有诉诸感情、面子等
带有私人性的、软性的非正式途径。无疑，这也就对乡镇干部的个人魅力、人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恐怕又是一个令制度主义者颇感失望与不安的现象。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是近年来侵害农民利益的一个问题爆发点 ，乡
镇政府在此中的角色问题也频频遭到质疑与诟病，甚至还衍生出多起群体性事件。但吴教授的分析认
为，在村庄空壳化和农民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下，相对于村级组织的弱权威和低效率，相对于小农
格局的一盘散沙，事实上只能由基层政府来主持和代理招商引资这类事务。政府的介入可能难免会损
害农民利益（如补偿标准偏低），但也正是政府的介入和强力行政保障了开发的成功，“如果没有政
府的介入，甚至那种经历损害之后的希望都无法得到”。（P69）
　　
　　基此，我们所能做的，首先便是尽力兼顾村镇发展与农民利益的平衡，将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
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降到最低。其次，则是反思和扭转村级权威的缺位状态，救治和缓解乡村基
层公共权力弱化的问题，改变当下乡村权力格局该“弱”不“弱”（受到规制），该强不强（提高行
政效能）的错位，保障村庄公共品供给、公益事业发展，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
　　
　　《记述村庄的政治》，吴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20元。推荐指数：★★★★。
　　
　　2013年9月9日至14日晚  于绍兴柯桥家中
8、吴毅的随笔，有些地方感人。
9、已买。《小镇喧嚣》的精编版。对农村政治（学）的分析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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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村庄的政治》

精彩书评

1、读完了，觉得很对胃口，说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有深切体悟的话。作者也是个明白人。事情总
是很复杂的，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人还是太多了。什么时候不同的群体、阶层之间，不同的人之间
能够有真正理性的对话啊。
2、经验地理解乡村政治——《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笔记拜读完吴毅先生的田野调查作品《小镇喧
嚣》后，我紧接着又读了他的这本学术随笔性质的《记述村庄的政治》。全书分“转型世相”、“治
理素描”、“底边游戏”、“研究杂谈”四辑。从话题和内容上看，这本书相当于是《小镇喧嚣》的
精编版，荟萃了作者从田野观察中得来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干货”。作为一个深度观察者，作者敏锐
地注意到：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社区的记忆已悄然地淡出了村庄。作为一种替代性现象出现的，是以各
种人情往来为基础，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形式的凸现。红白喜事除了庆
贺和哀悼的精神性需求外，通过礼金的流动，“再生产”社区的感情，实现“人情的互助与往来”。
（P16）的确，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崛起和城镇化的推进，延续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受到冲击，宗族
文化的概念日渐模糊。在许多原本属于鱼米之乡的江南村镇，你甚至都已经很难见到整片的农田。人
们各自创业、四下打工。祠堂倾颓，戏台荒芜。在此情景下，过年聚餐、红白喜事成为村民聚会和联
络仅剩的场合与时机，它们部分地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
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也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意识，比如老年活动中心、村落文化礼堂，以及在
很多村都能看到的规模虽然各异但香火同样旺盛的庙宇。以政策宣传、“X五普法”、“文化下乡”
等多种途径，现代国家始终在以制度加强着对乡土社会的改造与重塑。这种改造与重塑固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如农民维权意识的高涨。但是，在情、理、法交织纠缠的现实问题面前，却每每透露出
尴尬。在农村，妇女因难忍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选择自杀，一直以来时有所闻。 吴教授从他所亲历的一
桩并不鲜见的此类案例中发现，是非曲直是一回事，如何断案却是另一回事，在乡村熟人社会的行为
理性与伦理精神下，出于死者家庭尚有两个孩子的现实窘迫，女方的家人最终放弃了刑事责任追究，
而以男方下跪赔罪的形式接受了私了。在这里，秉公依法最终为就情入理所取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
“化公为私、避重就轻和大事化了”，“就活人不就死人”（这里的“就”即顾及）。如此，才能既
兼顾矛盾的解决，又避免加深悲剧。有了这一案例的处理经验，作者就联想到：“邻里圈子和乡土社
会在处理矛盾和纠纷时其实自有一套生发于本土的，与地方性经验和文化紧密相关的技术与知识，这
些技术与知识和法律相比较，其实可能离当事者的生活和经验更近，运用起来的成本也更小。因此，
即使是在以依法治村与强调权利的精神来统帅转型期的乡村治理之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法治的现代
理念与本土化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问题，有一个两者如何结合与互补的问题”。 （P24）自1990年代
起成为研究热土的农村政治学，现在已经从村庄层面转向乡镇层面。在早些年的乡镇体制改革研究中
，有一种提法是要撤销乡镇政权，或代之以派出机构、自治组织。对此类观点，吴教授鲜明地给予了
反驳。他指出：“从政治不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组织成
为实际对抗行为的关键因素”。（P35）乡镇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实现治理转型，“想办法加强和改
善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P44）乡镇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尾，村庄则是民间草根社会的头。
乡村处于国家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对于村干部的定位，理论界有所谓国家利益代理人和村庄利益当
家人的“双重角色”说、充当掮客居间自利的“经纪模式”说、无为而治的“守夜人”与“撞钟者”
说，等等。如何处理好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特别是调动后者的积极性，是乡村政治的重要课题
，也是我自挂职锻炼以来每每遭遇到的困惑。“扶又扶不上来，撤又撤不下去”，这成了乡镇干部倍
感头痛的一件事情。吴毅教授在深入乡镇进行田野观察后意外地发现，“为了推动村政，许多乡干部
不得不反过来与村干部联络感情，想凭借面子、感情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
无法达成的行政目的”，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P63）从我现实的经历
和体会来看，正是乡—村权力结构的非制度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关
系），导致了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处理方式。乡镇推动的工作既然无法以命令、考核、奖惩等行政化硬
手段来实现，便只有诉诸感情、面子等带有私人性的、软性的非正式途径。无疑，这也就对乡镇干部
的个人魅力、人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恐怕又是一个令制度主义者颇感失望与不安的现象。在一
般人的印象中，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是近年来侵害农民利益的一个问题爆发点 ，乡镇政府在
此中的角色问题也频频遭到质疑与诟病，甚至还衍生出多起群体性事件。但吴教授的分析认为，在村
庄空壳化和农民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下，相对于村级组织的弱权威和低效率，相对于小农格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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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散沙，事实上只能由基层政府来主持和代理招商引资这类事务。政府的介入可能难免会损害农民利
益（如补偿标准偏低），但也正是政府的介入和强力行政保障了开发的成功，“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
，甚至那种经历损害之后的希望都无法得到”。（P69）基此，我们所能做的，首先便是尽力兼顾村
镇发展与农民利益的平衡，将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降到最低。其次，则是
反思和扭转村级权威的缺位状态，救治和缓解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的问题，改变当下乡村权力格局
该“弱”不“弱”（受到规制），该强不强（提高行政效能）的错位，保障村庄公共品供给、公益事
业发展，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记述村庄的政治》，吴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20
元。推荐指数：★★★★。2013年9月9日至14日晚  于绍兴柯桥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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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记述村庄的政治》的笔记-第37页

        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政治的历史以及由此而生的意识形
态早已经衍生出一套人们不再对其本身进行思考的概念化思维
范型，例如，既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民是一
国家的阶级基础，那么，在理论的视野里，农民就理所当然地被
设定为积极配合政府的道义行动者，而“经济人”和“理性人”这
些现代经济学的假说，在这一概念化的思维范型面前就总容易
戛然而止。所以，学者们能够从经济的、利益的和理性的角度去
考量基层政府的行为，却少有人能够同样如此理性和经济的去
分析农民在与政府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似行为。阶级斗争的
思维定势一朝被拆卸，面对普遍存在着的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博
利，我们要么易于先人为主地将农民视为遭受欺压的弱势，而去
苛责干部的野蛮横行(顺便提一句，以这种立场来反映和分析
“三农”状况的文学和学术作品最容易走红，并被理解为真实和
深刻，因为它们与国人那种经过长期造反文化熔铸而成 · 后来又
将这种文化范型移情人外来民主一法制文化中的泛意识形态评
价标准最为相符，也与布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作为治者中的被
治者，因而易于自命为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最为相符)，要么
因为缺乏对应性地分析复杂社会世界的理论工具而陷人严重盲
视，或者干脆就在同情底层心理的驱使下，放弃了对农民进行理
性分析的学术责任。结果，基层乡村干部在农村工作中所实际
遭遇到的种种真实问题和困难，却十分轻易地被缩小或曲解，甚
至干脆就处于“失语”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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