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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分析了湖北省洪湖市城郊村 A 渔村代际关系变动的现状、原因，

通过对老年人协会老人的研究发现：代际变动造成老人被遗弃，经济供养不足，

与子代交流的隔阂，情感的无处寄托，生活的无意义。现在这一代老人是最大的

受害者：无论是物质生活享受上还是在文化观念的转变上都成为社会变革的牺牲

品；老人保留着身份性的传统养老逻辑，而子女却遵循着功利性的赡养逻辑。老

年人协会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失落感，但如何改善老年人的生存处境则还需要更

进一步分析农村组织和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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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导言导言导言导言    

转型期社会进行着的急剧变化，作为城郊村的 A 渔村则更为显著。老年人的

生活状况在这种变革中受到极大的影响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学者围绕该内容

给予了积极关注与研究，其中张友琴认为，城市化冲击了传统的“孝文化”，动

摇了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是家庭支持失去了文化的依托，弱化了家庭对老年人

的支持保障功能。郭昕指出城市化使子女孝养有非功利性到功利性，家庭孝文化

基础削弱。郭于华认为，当他们年富力强时,正是被剥夺殆尽的时期,根本没有可

能为子孙积累家庭财富,而当追求小康和富裕成为可能的时代到来时,他们已日

薄西山,垂垂老矣。他们没有什么家业、财产、荣誉可以传给下一代,或者说在代

际交换中他们无所付出以换取回报,这意味着付出—回报型的代际伦理关系的经

济基础改变了。杜娟、杜夏认为,乡城迁移对农村家庭结构从扩大式家庭

(extended  family)到核心家庭转化的影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所具有的推

动传统的“情感扩大式家庭(emotionally  extended  family)”向“情感核心

家庭(emotionally  nuclear  family)”转变的力量却是潜在的。郭晋武的研究

表明生活在联合型家庭和直系型家庭中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较好,而生活于核

心型家庭及独身生活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较差。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韦斯则

讨论了老年人的孤独问题,并将老年人的孤独分为情感性孤独和社会性孤独。情

感性孤独是指缺乏家庭成员间的交流,社会性孤独是指缺乏朋友间的交流。而沃

恩·本特森的研究则指出了与好友、亲属和邻居的情感交流在老年人生活满足感

方面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姚远认为（非正式支持）在为老年人构建安全心理方

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这里所讲的安全心理是指老年人的信任感、依靠感和减少生

活中的紧张感。信任感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支持过程中老年人和帮助者之间的矛盾

和不协调,使非正式支持双方实现默契,从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他还提出家人、

邻居、朋友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精神和心理支持。许传新、陈国华认为（城市）老

年人的精神慰藉主要来源于非正式关系的支持，在其精神支持网中，朋友最为重

要，其次为配偶，再次为儿子和女儿。 

相关研究实证性研究不多，部分研究基于某一方面（代际关系的研究很多即

属此类）或某一地域。本次研究主要从城郊村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代际关

系的社会基础出发，从老年人协会这面镜子的视角中进行研究，通过个案质性研

究达到对研究主题的阐述。 



    

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对象为 A 渔村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对象为老年人协会普

通会员、理事会成员、会员家属、村委、主办方（包括主办方的二手相关材料）。

首先，笔者对当地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进行初步了解，对少数个案老人进行“试访

谈”，在此基础上设计半结构型访谈提纲。其次，笔者主要采用了社会人类学中

参与观察的方法,并以非随机抽样的原则走访了 A 渔村十四个家庭（包括老人及

其家人）,围绕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访谈观察获得许多真实、深入的一

手材料。同时通过查阅村庄及主办方相关资料加深对研究对象背景的深入了解。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结合社会学学科理论及方法展开讨论。最后，访谈资

料收集后得到及时的整理，遵循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的基本思路，将资料收集、

资料浓缩、资料展示、做出结论这几个步骤联系起来循环进行，直到得出最后的

研究结果。 

    

三三三三、、、、村庄概要村庄概要村庄概要村庄概要    

A 渔村位于洪湖市东南岸边、洪湖市西北 4 公里处，是个城郊村。全村有 7

个组，340 户，总人口 1450 人，60 岁以上老人 137 人 (2004 年统计) 。 

解放前，村民以到湖中捕捞为生，地主有少量耕田。解放后，由于耕田过少，

未进行“土改”只以“民改”代之，湖泊、船只、土地等生产资料都被划归为集

体所有。改革开放后，村委将合作社时造的田（田由解放前几乎没有到改革开放

后人均土地约一亩）和船只等分给了村民。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养鱼蟹赚钱，村民

开始将田地挖做鱼池搞养殖。由于当地部分村民强行“承包”别人的鱼池，致使

至今仍有 40%的村民没有鱼池。同期,原来可以设围子养鱼蟹的公共湖泊区域，

成为私人进行“圈湖运动”的对象。由于鱼池等的产权的转变、生产工具和技术

的改进、农渔业的低盈利性以及其他职业的高盈利性所造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就

被转移出来，大量村民闲置在家。随着社会发展，给渔村带来的最为明显的一个

结果就是社会的急剧分化和极大流动。由原来的单一农民、渔民群体增加了到外

地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在本地的临时工、鱼蟹贩、米菜供应小贩、个体小商铺主

等群体。有些村民通过养殖等途径每年就可以赚取收入达几十万，而有些村民则

要赔钱，社会贫富分化悬殊。 

 

四四四四、、、、代际关系的变动代际关系的变动代际关系的变动代际关系的变动    

这里讨论的代际关系是指年老父代与青壮年的子代的代际关系。中国传统家

庭养老方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一种“反馈模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

赡养年老的父母,代际取予之间保持基本平衡原则(费孝通, 1983)。计划生育国

策实施以后,子代成为家庭代际关系的聚焦点,老年父母受到冷落,常常表现为尊

老不足爱幼有余(王树新, 2004)。学者称这种现象为代际关系倾斜，本文赋予其

更加丰富的涵义。 

经过调查笔者得出 A 渔村代际关系变动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1 代际经济交换的不平等 

老人与子女经济条件存在差别，这是有其历史原因：A 渔村是早期的红色革

命根据地，因为当地土地船只稀少，当时还是荒凉贫乏之地，解放之后村民响应

“向洪湖进军，向大湖要面积要效益”的中央号召，挽堤筑坝、围湖造田、建成



渔村的基础设施。 

“老人把他们的青春都贡献给了渔村和国家”（08 年 S2 副会长） 

但子女并未直接受益，大包干时父母能留给子女的财产很少，只是“船归户，

田到户”。分家时老人基于传统惯性中家庭延续的终极人生意义和生产效率的考

虑，将自己的那部分耕田转让给子女耕种，子女获得收益但并不给予父母相应的

足够回报。渔民生活改善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将耕地挖做鱼池搞养殖之后，子女

现在的财产大多都是子女自己奋斗所得，这样子女在代际交换中就有了遗弃老人

的理由。通过下表就可见一斑(A 渔村老人大多不与已婚的子女一同生活)。 

“这房子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下的……他们（公婆）的房子也不差（笔者

补充：和村中其他老人的房子比较而言）”（08 年 X2 妇女） 

“老人与子女绝大多数都分灶而食。老人一般都吃小菜、野菜，一般不超过

两个，再加些自家捕的鱼，儿女家吃的菜、鱼除品种多、质量高另外还经常有湖

中的‘湖鲜’、猪肉等。老人除鱼之外其他米菜油调味等都要到村中的小贩那里

买，其价格一般都是当地农家产的 2-3 倍，于是这些最脆弱的老人群体就因被卷

入市场中而变成社会中最容易被摧毁的部分了。”（08 年 L2 青年） 

这一代的中年子女从上一代得不到财产、“社会关系”等上的好处，自然不

会尽心尽意赡养老人，代际经济交换处于不平等状态，子女现在都给其子代投资，

为的是自己养老或者生命价值的延续。这样一来这一代老年人就成为这种交换模

式的牺牲品而无人照看。 

 

表一：父代与子代住房条件比较 

 

居住方式 所占百分比 父代生活条件概要 

无论白天晚上都在

儿女的地下室或村

中棚子中住 

70% 地下室一般是儿子三层小楼的地下室，有一部分是在地平线以

下的；地下室阴暗，潮湿，采光不好。老人家里用品大多都是 10多

年前的，屋子里有：子女用过的床或老人年轻是用过的床，好一点

的有旧衣柜，和吃饭有关的炉子，餐具，柴或煤（生活好的用蜂窝

煤），吃剩的鱼、米、菜、调味品，几件旧衣服，几张渔网，一台旧

电视机等。 

村中的棚子更差，一般都是单层砖墙，上边是水泥瓦片遮顶，

室内不做装修，有些屋子墙上有很多漏风的洞，到冬天冷时就用棉

花塞着防止漏风，面积一般只有两间共十几平方米；按一位老人讲

“前些年，狗钻不进来就算不错的房子了”。家具，日常用品的条件

要比地下室的还要差。  

长期住在鱼池旁边 20% 鱼池和湖边的棚子条件最差，有一部分还是用水泥瓦片做墙和

屋顶，只是用木头简单随意绑好，风来了就摇摇欲坠，从外表看已

经住了 20年了，棚子里的物品只与吃住和生产有关。地面大都是土

制地面；这些棚子都依水而建，地势低，潮湿，阴暗，蚊虫多。 

白天在儿子家的地

下室住，晚上到池子

边的棚子里去看鱼

池 

10% 上方已介绍 



 

2.职业转换，生活观念转变及文化反哺的形成 

由于养殖技术的革新、新兴生产工具的应用和将耕田用作水产养殖，使得老

人仅有的农渔业生产经验变得无用而被遗弃。家庭主要收入转向高端渔业领域

（包括新品种鱼蟹的养殖和鱼蟹贩卖领域）和非农渔领域（打工等其他职业）。

老人为家庭赚取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份额越来越小，这样老人就处于一种无用的

处境，他们的生产经验、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也就变成了“迂腐、老套的东西”

而被遗弃。社会的巨大分化与流动伴随着职业的转换，村民在到外地打工的城市

生活中或与打工回来的村民交流中，在与洪湖市频繁的互动中，在与接受过初中

高等教育的子代的交流中，在现在传媒的熏陶中接触到了与交流对象相对应的职

业文化与价值观念，渔村极大的受到新兴文化的影响。由于子代对新事物的接受

能力明显强于亲代，当原来的知识和经验无法应对社会的需要，就形成了亲子传

承中的文化反哺的现象（周晓虹，2000）。 

“和他们（指子女）一起捕鱼，他们都嫌我们，说我什么事都干不了还帮倒

忙。”（08 年 Z 婆婆） 

“到儿子房里还要换拖鞋，日常的东西也没个放处，要看儿女脸色，那些新

家电也不会用，新东西也不会做（食品），不如在自己屋子舒坦…。”（08 年 Z1

大爷） 

3.村庄文化的演变，价值观的功利化和孝道的流失 

村中三大姓氏的村民都在改革开放后修过两次族谱，但村中没有祠堂，仅有

两个庙。村中有唱渔歌的传统，当地对生日（寿辰）、葬礼很重视，繁文缛节很

多，节假日有像舞龙灯等活动；A 渔村位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根据地内，村中

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总之，当地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建国后，集体经济

制度本身的特点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借用,而使代际关系相对平衡（贺雪峰，

2008）。改革开放后借用“大集体”期间身份和财产的平等观念，紧靠城区的有

能力村民开始积极到城区去发展，村庄生活的面向即村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生

存价值时的面向（贺雪峰，2002）开始外化并趋向城区和大城市。随之带来的社

会分化与流动使得村庄文化快速解体，村庄舆论被消耗殆尽，对家族生命的认可

来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的孝道（刘桂莉，2005）被否定。住在村外的子女一般只

在春节、端午、中秋或老人生病时回来看一下，询问一下粮米是否够用。 

“孝顺的子女会说些‘身体不好就不要下湖去搞捕捞了’之类的话，其他的

话没有…有话也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子女依旧不给救济粮食)。”“村中老人大多身

体都有各种各样的病，那也只是拖着而已，尤其是当地因近些年政府不积极做防

预血吸虫病的工作，如果谁得了血吸虫病没钱看只能拖着等死。”（08 年 W 妇女） 

“近些年即使子女有能力送老人去看病，子女也漠然视之，当地似乎已经形

成了这样一种‘惯习’。”（08 年 X 理事） 

但也有较多子女讲 

“每次和老人没什么可聊的，也就不去了。”（08 年 S7 妇女） 

村民都精于个人的经济收入和权力收益的理性算计，价值观上趋于功利化。

这么多年因强行“承包”鱼池和抢占湖中的围子发生很多纠纷， 

  子代生活条件概要 

小楼 近 90% 外部装饰有瓷砖、罗马柱、高档门窗、阳台，内部高档地板、

高档家具、家电齐全，客厅宽敞，卧室多且精致。 



“获胜的往往是那些上头有关系、够‘狠’的、兄弟多的、经济实力雄厚又

有社会背景的…围湖的人大多是一些退休干部和一些湖霸。” ，“由于湖被围占，

村民就不能‘讨生活’（谋生）,老实人什么好处也分不到，能通过诸如竞选村委

等途径赚到钱的‘能人’成为村民推崇的对象。”（08 年 X 大爷） 

总之，老年人的生活还是渔民的生活，维持着十几二十年前的生活条件（包

括住房和其他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价值理念，而子女的生活则已然变成城市

人的生活。在代际间的经济交换中由于社会体制转变，父代被剥离出了“反馈模

式”的均衡赡养链条之外，由于社会的激烈变革，父代在现代社会不具备通过各

种有效途径获得各种经济和权力收益的条件，代际间文化隔阂的加深，村庄生活

面向的外化，村民价值观的功利化，造成以家庭（族）为基础的孝道得到很大的

削弱。子代只注重自己核心家庭的幸福，标示着老年群体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也

就造成了代际关系的变动（倾斜）。                                                                                                                                                                                                                                                             

 

五五五五、、、、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的影响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的影响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的影响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的影响    

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是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驻洪湖渔场小康工作队和华中科

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共同资助建立的，建立之初确立：一是全村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自然成为老年人协会的会员（协会成员人数也从成立初期的

137 人，增加到 2008 年的 173 人）；二是老年人加入老年人协会不需要缴纳会费，

可自由加入和退出；三是老年人协会日常运作经费大概是 5000 元/年，这笔开支

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资助;四是由全村老年人选举产生协会理

事会，理事会成员约 20 人;第五，由理事会推选产生一名会长，四名副会长，其

中至少一名为妇女;六是老年人协会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大家一致认为应

该有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由于缺少经费，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就借用村委会的

会议室作为活动中心。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新时期湖北省第一家农村老年人协

会于 2003 年 5 月 24 日隆重成立了。 

协会不分节假日，每天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四点开放老年人活动室。活动室

配备有 VCD、彩电、桌子、长条椅、板凳,风扇等。A 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每天都有

40—50 个老年人来参加活动，且多数时候是轮流来参加的。活动项目主要是看

电视、打牌、下棋和聊天。协会成立近 6 年来，一直运转良好。 

 

表二：老年人协会主要活动列表 

放映组 

是活动中心最为经常的小组，放映的大部分为各类地方戏

曲。也有一些电视连续剧，讲中国古代历史的，放映组的任务

是每天上午 10:00 开始放映影碟，直至下午 4:00 结束，每天

如此，由专人负责。 

书法组 

协会有一些读过私塾的老人喜欢写旧体诗歌，书法也很不

错，经常写些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并将这些作品张贴在活动中

心四周墙壁上。自老年人协会成立，A 渔村老年人诗作已经超

过百篇。 

卫生组 
村中的卫生状况很不好，尤其影响居民的生活用水。协会

成员决定收费清运垃圾，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被搁浅。 

财务组 主要负责管理老年协会的资金。 

日常活动 

棋牌

组 

象棋组专门组织老年象棋爱好者每天在活动中心切磋，老

人还玩当地老式的纸牌，也有老人打麻将。 



葬礼送别 
参与逝世老人葬礼，出租丧具、致悼词、守灵、送别等，

体现组织关怀。 

舞龙灯 
春节组织老人玩龙灯，组织“年轻老人”到当地各村各家

各户门前舞龙灯，致贺词，每次都能盈利几千元和一些烟酒。 

化解纠纷 协调解决家庭矛盾、邻里纠纷。 

节日聚会 

端午节、春节、重阳节举行大型老年人聚会活动，协会还

会为每个成员发放礼品或钱，钱不多但可以使大家都能感受到

组织的温暖。 

大型活动 

清运垃圾 组织老年人清扫村里垃圾。 

 

“老年人到 60、70 岁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培养好子女，过好自己

的生活不拖累子女。平时老人吃过饭闷在屋子里，呆头呆脑，不活动、不聊天心

里不畅快，觉得生活没意义，感觉被遗忘在没人管的角落。”（08 年 X 副会长） 

因为有了活动场所和娱乐设施，村中老年人自然往活动中心聚，协会是老人

自己的“公共空间”。 

“一旦有了去处，老人之间的交往就增多了，以至于在主办方召开老年人协

会成立大会时，有老年人感慨己经有几十年没有参加这么激动人心的活动了，也

感慨虽是一个村的人，却己有十多年没有再见面。”（08 年 W2 大爷） 

“老年人在一起相互有话可说，说话都不嫌对方罗嗦，什么话也能讲出口，

说起笑话的机会也多。这是在家里无论如何都不敢谈的，要遭子女白眼的。”（08

年 S3 大爷） 

“这种老年人可以自由笑出声来的环境，是村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

（08 年 S8 婆婆） 

老年人聚在一起，叙旧、评说着国家、村中和家庭的事务，使他们相互之间

有了听众，交流了感受。 

“现在经常来协会玩的人都是半个旧社会的人，在一起谈古论今：看的是水

浒、三国、黄梅戏、洪湖赤卫队等老碟子……玩的是老年人那时玩的纸牌、象

棋……写的是旧体诗歌……谈的是老人年轻时的事，感慨国家社会的巨大发展和

变革。”（08 年 X 理事） 

“到老年人协会来玩玩，将心中想法(笔者概括：抱怨、愤怒)表达出来，心

情变得舒缓安宁了许多”，“老年人协会是我们的天堂，因为老年人协会内说的有，

看的有，玩的有，笑的也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呢？”（08 年 W1 大爷） 

在老年人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老人大声说笑，协会墙上的诗就最能

表现老人的心情：“六旬老人聚乐园，精神焕发笑开颜。谈古论今逍遥处，天堂

还似在人间。”参加老年人协会，使老人告别了寂寞，找到了精神寄托，心情愉

快，身心自然也就健康了。 

“老年人来协会是为了娱乐，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不得病，即使得了病三两

天也就好了。”（08 年 X 婆婆） 

渔村老年人相对于其他村老年人面色明显鲜亮许多。 

在老年人举办的一系列对内或对外活动中，老人其实是带着对其他老人不良

遭遇的同情，带着对老人甚至村庄的感情去“工作”的。 

 “现在老人不知怎样来爱子女，子女对于这种爱也渐渐开始不领情，得到

不了子女的尊重。”(o8 年 X 理事) 

得到其他老人和村民的关心与尊重，老人纷纷自立自强，感情有了寄托. 



“人生有了追求！” （08 年 S5 大爷） 

“老人甚至非常关心村庄、国家的大事，又找回了合作社那时的感觉，找到

了集体的感觉” （08 年 X 副会长） 

“老人把协会看成是自己的集体，自己的“家”，发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发挥余热，继续为老人、村民服务。”（08 年 W 副会长） 

到活动中心已经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一重要组成部分。到活动中心已成为习

惯，老人们只要没有事情，一般都会到老年人协会来消磨时间。有事情要做的，

也往往是赶早起来将事情做完，然后到活动中心看一看。 

 

六六六六、、、、小结与讨论小结与讨论小结与讨论小结与讨论    

老年人协会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代际关系的变动。在代际关系变动（倾斜）

的视角下，就出现了前文所描述的老人被遗弃的现象，而这种变动很大程度上构

成了老年人协会的建立及维持的原因。协会作为老年人群体的公共空间，展现了

老年人面对这种变动的反应：老人被遗弃，经济供养不足，与子代日常交往的隔

阂，情感的无处寄托，生活的无意义。贺雪峰教授指出当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正

在趋向新的平衡：这次的代际平衡建立在代际交换减少、代际期待降低,从而代

际情感减少、代际亲情减少,并导致家庭生活内涵减少的基础之上。在这次变动

达成的平衡中,横向的夫妻关系就会彻底战胜父子关系,中国农村家庭关系将会

迎来一个新时代。（贺雪峰，2008）。但处于代际关系变动的现在这一代老人无疑

是最大的受害者：无论是物质生活享受上还是在文化观念的转变上都成为社会变

革的牺牲品；父代保留着身份性的传统养老逻辑，而子女却遵循着功利性的赡养

逻辑。老年人协会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失落感，但如何改善老年人生存的处境则

需要更进一步分析农村组织和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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