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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叫人"到“雇人"：关中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

仇小玲，屈 勇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5)

摘要：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人情一直是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纽带。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关中的

定村在生产领域中发生了明显的人际关系变化，并主要表现为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出现了从。叫人”到“雇人”的转

变。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化背景下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表现为人际交往对象的扩展以及交往中理性因

素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人际关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渐变，表现为人情和面子仍然是理性交往中不得

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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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本土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情理合

一的社会[1]，情理社会中人的行动逻辑便是对于“人

情”、“面子”、“关系”的重视。人际关系作为中国文

化传统关注的一个重要核心点，在人们的日常社会

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人历来重视和讲究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与维持，这一点在缺乏流动性的

传统农村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农村社会生活

中，由于对血缘和地缘的重视，“人情”一直是建构和

维系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纽带。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农村社会也产生了较强的冲击

力，尤其是农村社会相对不流动的社会状态被打破，

农民开始了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的进军。

在这种变迁的背景下，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便是，中

国农村社会经历了20多年的变迁以后，重视和讲究

人际关系的传统是否发生了改变，发生了怎样的改

变，这种改变是本质性的还是形式上的，传统社会的

深层结构和人们的行动逻辑在现代性的影响下消失

殆尽了吗?

二、相关研究述评

对中国人际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别，一类

是借用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交

换理论等的研究；一类是本土学者从自身的文化和

社会传统所展开的本土性研究。相比较而言，本土

学者的研究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本土的现实

也具有更高的契合性。本土学者基本上是在一个由

“面子”、“关系”、“人情”与“报”等本土概念所构成的

框架体系内对中国人际关系进行的研究。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梁漱溟的“伦理本位”以

及许娘光的“情境中心”等等都是从中国社会实际出

发对中国人际关系所做的高度概括，这些前辈学者

的研究为后来从事人际关系本土化研究的学者起到

了很好的启示作用。

翟学伟通过寻求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术语来解

释中国人际关系，并建构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

式——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其中人情
是核心[z]，可见人情在人际关系当中的重要性。

黄光国、金耀基等学者都对“人情”这一概念做

过详细研究，大体包含以下三种涵义：(1)人情即人

之常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类，是人生而

有之的一种心理状态。(2)人情是人们之间进行社

会交往时所交换的资源，它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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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因为牵涉到无形资源，其所具有的价值也因此难

以客观衡量，从而形成还不清的人情债。(3)人情指

人与人交往相处时所应遵守的规范准则，即人与人

相处之道。[s,43人们通常所谓“人情”指的是后两种含

义。

“人情”的运作实施有着特定的环境与对象，翟

学伟认为人情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是

传统中国社会强调家族制度的直接体现。后来，这

种人情关系从家庭泛化到社会，使得人情运作的x,-]-

象更广，但是这种人情关系没有了血缘基础，表现出

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分。[2]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关

系依其亲疏程度不同分为三大类：家人关系、熟人关

系及生人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原则关系是PI：责任

(责任原则)，讲人情(人情原则)，讲利害(利益关

系)，可见人情主要应用于熟人关系当中。Is]黄光国

也有将人际关系分为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和混合关

系。【‘]这一分类和杨国枢的分类有相似之处，在混合

性关系中人情与面子的运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对“人情”运作法则、运作机制的论述中，费孝

通、翟学伟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交换行为，人

情也是一种交换行为。人们之间相互拖欠着的人情

对人们之间关系的维系至关重要，人们总是让他人

欠自己的人情而自己则不愿意欠他人的人情，而接

受人情的一方为了不欠对方人情，又会加重回礼使

对方反欠自己一笔人情，就是这样的持续往来，维持

着人际关系的延续，中国人情法则是报(恩)总是大

于施。人情只有在算不清、欠不完的情况下，人们之

间的关系才能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算帐、清帐等

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如果相互不欠人情，双方的关

系也就结束了。除此之外，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也

要求双方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平衡，避免“人情”施受

双方的过于悬殊。[7,03杨联隆将上述人际关系中算不

清、欠不完的人情归结为“报”，认为“报”是中国社会

关系的基础。is]翟学伟认为“报”是在封闭的交换系

统中运作的，一般至少有一次以上的循环，以保证回

报的稳定和对象的确定。[。]

以上主要是对中国人际关系@T-究的理论回顾。

在实证性的研究中，对农村人际关系的研究也备受

关注，集中于探讨农村生活领域中婚丧嫁娶、生辰寿

诞、逢年过节走亲戚等事件中送礼(“送人情”)这一

礼尚往来的现象[10-121，以及农村中血缘、姻缘、拟血

缘等关系在农村关系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13-1s]

在对农村人际关系实证性研究中。以阎云翔在黑龙

江省下岬村所做的研究最为详尽典型，他集中探讨

了该村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密切关系。【1‘]另

外，在研究地点上，学者关注的重点也多是经济发展

程度高或靠近城市等发达地区农村人际关系的变

化，认为这些地区经受现代性因素的影响更为强烈，

人际关系也因此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以情感为纽带的

关系向以理性为核心的关系转变o[m a8]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中对本土化理

论的应用还不够充分，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也以生活

领域居多，对生产领域的单独研究较少。生活领域

和生产领域虽然相互影响，但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人际关系也因此会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因此，本文

主要运用本土化理论x,-j关中一传统村庄生产领域中
发生的人际关系变化进行深入探讨。

三、实例分析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个案访谈和参与观察

两种方法对位于关中东部的定村20多年来生产领

域农忙时节发生的从“叫人”到“雇人”这一转变来分

析转型期该村人际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一)村庄背景

定村位于关中东部，下辖5个村民小组，人均耕

地面积因各小组不同分别在2．O—z．5亩，村民的日

常生活多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而展开，村庄仍是一个

同质性较高的传统农业型熟人社会。1983年该村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配至各家各户，村

民开始在分得的土地上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种

植作物以小麦、玉米、豆类、西瓜、棉花为主。从

1991年开始，村民大面积栽种苹果树，其它作物的

种植相x,-J较少。

近年来，随着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实施、

进城务工村民人数的增多以及土地流转速度的加

快，村庄内人．1e矛盾开始突显。一方面每个家庭留

下的成员不足以应对农忙时节很大的劳动力需求，

另一方面，苹果树的农忙期又相对比较集中，持续时

间也比较长，相应地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小家

庭的成员在短期内很难完成大量的农活，每个家庭

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面积逐渐显

得不相协调。

(二)生产领域中的人际关系状况

定村生产领域中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

为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出现的从“叫人”到“雇人”的转

变。“叫人”是当地人的说法，即请他人来帮忙或和

他人换工．村民之间是一种互助性p-re．．系，这主要发生

在农作物种植时期；“雇人”则是指支付工钱请他人

帮忙从事生产劳动，村民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

系，这主要发生在苹果树种植时期。两者之间最大

区别在于：“雇人”是一种金钱上的利益关系，一般不

太讲究人情I“叫人”则讲究人情，而对利益不是看得

太重，用当地人的说法，叫得着的人才会叫．叫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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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不会叫的。

1．“叫人”型的人际关系。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该村村民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

家庭成员基本上可以应付自家田里的日常农活，只是

在农忙时节才需要村民间的相互帮助，并且这个农忙

期也不太长。每到农忙时节，村民会“叫人”帮忙，相互

帮助度过农忙。不过，“叫人”的范围是有限的，必须是

叫得着的人才会去叫，如亲戚、邻里和“对劲的”等。依

照村民的说法，“叫人”的先后顺序是：(1)“自家屋”(同

宗、有血缘关系)I(2)“对劲的”(关系较好、无血缘关

系)、邻里；(3)亲戚(不在同一个村庄)。只要叫人帮忙，

被叫的人又有时间的话，看在相互的情面上当然会去

帮忙，他人帮了你，在他人有需要时你也会乐意帮助他

人。在访谈中，谈到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状况时，村民

杨也不无感慨地说：“那些年兄弟、邻里间关系处得都

很好，要找人帮忙叫一声就行了，有时间他们肯定都会

来帮忙，不会计较什么，根本就没有人想过给人帮忙还

要收工钱。”从中可以看出，血缘、情感性因素在生产互

助中起到很大作用，大家庭的观念在村民心目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即使兄弟间分家单过，在农忙时节首先考

虑的还是兄弟间的生产互助，然后扩大到“自家屋”。

“对劲的”、邻里这两者有重合，“对劲”也是通过邻里关

系发展而来的更进一层的关系，很明显只是在邻近居

住的几户人家之间。之所以最后考虑亲戚，并不是不

重视亲戚关系，而是因为村庄内部的姻亲关系并不多，

亲戚间居住地距离相对较远，并且当时通讯和交通不

发达，“远亲不如近邻”，农活不太多的情况下也就不请

亲戚帮忙。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某一村民在村

庄里没有“乡性”，和其他村民的关系相处不好，在村庄

里自然也就叫不到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靠居住

在外村的亲戚来帮忙。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内

也没有出现过“雇人”的情况，没有人愿意雇人，也没有

人愿意受雇于人，这种方式对村民来说在情感上是一

种很难接受的行为。

总之，这一时期．村民间的生产互助还只是局限

于小范围内，如“自家屋”和邻里，村民在生产互助

中，血缘和情感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这个时期没有

“雇人”的情况发生，人们也不会想到“自家屋”、“对

劲的”、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需要用金钱去衡量，“人

情”在村民的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谈钱会让

双方都觉得见外。通常村民会在“叫人”帮忙时好烟

好酒好菜招待，并在事后送一些自家地里产的东西

给对方．送东西就代表着“送人情”，既为了给对方留

下个好印象，以便于下次再请人来帮忙，也是为了加

深彼此之间的感情。

2．“雇人”型的人际关系。1991年后该村村民

开始大量栽种苹果树，随着村庄苹果树栽种面积的

不断扩大以及果树的不断成长繁荣，劳动量相应加

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多。平时不紧张的农活，每

个家庭还可以自己慢慢完成。但到了每年农忙时

节，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这些农活，这是一个

长时段的农活，对于时间的要求比较高，所需劳动力

的数量也比较大，原有的请邻里、亲戚来帮忙干活的

“叫人”方式已不再适用，必须寻找一种能解决这个

矛盾的办法，村民因此开始花钱雇人干活。主家所

雇请的人大多是村庄内除“自家屋”、“对劲”及邻里

2-．．#1-的其他人，甚至是村庄以外的人。这个现象值

得我们思考，中国民间一直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

说法．无论主家雇请谁来帮忙干活都需要花钱，那为

何不雇邻里和自家亲戚呢?在访谈中，多数村民都

认为雇请自家亲戚和邻里不合适也行不通，原因是

如果雇请亲戚邻里来帮忙，他们在收不收工钱，收多

少等问题上很难开口。这恰恰反映了村民们的行动

策略中难以完全摆脱的情感因素的考虑，因为雇人

在当地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虽说一个工多

少钱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民间应该有个约定俗成

的东西，如果单纯是出于不好意思开口谈价钱以及

收不收工钱的考虑，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托辞，更深

层次的考虑仍然是人情因素。

在该村，雇人的对象是熟识的同村村民以及附

近村庄的村民，因此对村庄原有的人际关系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它引导人际关系从对人情的注重向金

钱利益的转向。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村民更愿意

在闲暇时给他人帮工挣工钱，而不再愿意不要工钱

纯粹给亲戚邻里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主家也觉得

“叫人”这一方式对自家农活能否顺利完成没有保

障，正是出于主雇双方的考虑．“雇人”开始成为一种

大家普遍接受的、公开化的方式。果树栽种大户张

姓村民，因为子女都在外求学、工作．现在只有夫妇

两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还承包了一些土地，因此每

到农忙时节就需要大量雇人。在谈到村庄生产劳动

中从“叫人”到“雇人”的转变时，他也是持比较肯定

的态度，认为“雇人”比起以前“叫人”虽然人情味更

少一些t但更自由一些。由于雇人不是发生在关系

亲近的人之间，对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明

确表明，而不用觉得有碍于情面难以提要求。再者，

村民都这样做，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值得注意的是，“雇人”这种方式的出现也并不

表示村民间是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其中也有人情

关系存在，如帮-rd,组会在于活过程中更尽心尽力，

在工钱的计算上也不会太过斤斤计较。相应的，主

家即使对帮工小组中某成员不大满意也一般不会要

求换人，这都是一种人情上的顾及。因为毕竟都是

一个村庄的人，总要留点情面，同在一个村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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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关注于维持关系的和谐，避免可能的冲突。对

于村庄外的帮工小组，由于是通过本村村民以及与

主家有亲戚关系的村民介绍认识的，即便是主家对

帮工小组有什么不满意，一般也不会直接提出来，或

者是考虑不要其帮工，这主要也还是出于一种情面

上的考虑。可见尽管在村庄内出现了按照市场交换

原则的人际交往行为，但其中仍然渗透着大量传统

的照顾人情和面子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农

村地区的人际关系尽管有了理性算计的因素，但仍

然渗透着大量传统的因素。

【三)人际关系的比较分析

以上是对定村生产领域中人际关系状况的阐

述，通过对人际关系纵向的比较，可以更为细致地反

映人际关系的变化。相比之下，笔者认为该村人际

关系中表现出具有明显特色的人际关系特征：

1．传统村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村庄

内的人际关系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人情关系在这

种他人取向的封闭乡土社会中表现非常明显。对于

该村村民来说，他们认为人情是一种做人的方式，人

情法则的要求使得他们在行为处世方式方法上要顾

及他人的看法及村庄的舆论。后来出现的“雇人”虽

然是生产领域中一种人际间的经济交往方式，但也

需要有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人情关系顾及，对本村村

民要讲人情，对外村庄村民也要讲人情，虽然人情成

为金钱利益外的一种附加物有所淡化，表现为一种

情面上的顾及，但这种情面上的顾及仍是村民经济

交往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2．1991年前，村民在生产领域中的交往对象、

交往范围相对狭窄，多限于大家庭兄弟间、“对劲

的”、邻里和亲戚问的互帮互助，血缘、情感色彩浓

重，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后一时期，交

往对象却是除“自家屋”、“对劲的”、邻里和亲戚之外

的本村村民以至附近的外村村民，村民在生产中和

帮工小组的交往增多，交往范围扩大。从“叫人”与

“雇人”对象的不同可以看出，村民在生产领域中的

交往已经从有限范围扩大到整个村庄，以至突破乡

村扩大至乡镇范围，并在前后的交往中形成两个不

同的关系网。

3．在村庄内，人情与金钱关系共存于同一场域，

出现了金钱交易与人情并存的局面。费孝通也曾讲

到社会发达后对“当场算清”的需要，但却是发生在

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各人是以无情的陌生人身

份进行交易，在这种特殊的场景下，“当场算清”才有

可能，这种钱上往来也不牵涉到亲情。“人情”与“无

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场域，即村庄内和街集。[72现

在该村的这种当场算清却出现在村庄内，出现在村

民家中，并呈现出带有“人情味”的“当场算清”的局

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四、小结

本文主要分析了定村人际关系的变化状况，纵

向来看，该村,20多年来生产领域内人际关系的变化

是显而易见的，村民的人际交往已经拓展到整个村

庄以至村庄外的更大范围，人际交往中的理性因素

也不断增强。在生产领域中从“叫人”到“雇人”的这

一转变看似只是一种称谓上的变化，实际上则是村

民人际交往方式与原则的一种深刻变化，更深层的

也反映出在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居民思想观念深处的

一个重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和外部

的沟通联系不断增强，农村居民不仅可以通过打工、

做生意等方式进入城市，主动接受城市社会各种新

的文化观念f同时，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和观念也通过

广播、电视等传播方式进入农村，这些都不断影响着

农村居民的行为，也冲击着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

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中，最明显的是以利益为

导向的理性化转变。笔者所调查村庄生产领域中发

生的从“叫人”到“雇人”的这一转变即深刻的表现出

农村居民思想观念深处的这一转变，村民们开始在

人情之外更多的考虑金钱利益因素。

看到人际交往所反映出的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的

深刻转变之外，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一

种纯粹的理性化转变，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庄中就可

以看到，“雇人”是生产中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理应

受到市场原则的指导，不讲人情，但在传统因素仍然

存在的农业型村庄里，生产活动中的“雇人”，除了给

帮工小组成员工钱之外，还要留有人情，顾及到相互

之间的面子，人情和面子仍然是理性交往中不得不

考虑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并不能以完全割裂或一刀切的方式

来看待农村社会的转变，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中理性

因素的成长并不能排除传统因素的存在。随着时间

的推移，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中理性化利益因素的考

虑仍会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中重视人情因

素的传统也还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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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ynamic Developing Pattern of Shangluo City’s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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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to study the dynamic developing pattern of China，Shaanxi Province and Shangluo City’S GDP

from 1952 to 2006 and focus on analyzing the reasons：the economic margin between Shangluo City and other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the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o put forward opinions．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and quicker economic and sodal development in Shangluo，fol—

lowing aspects should be emphasized．boosting the reasonable increase of the city’s DGP，accelerating the readjust-

ment of its ecomonic structure,maximising its economic outputs，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changing devel—

oping way and improving develop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It is gives suggestions concerning construction of signif-

cant projects，the cultivatio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y，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s well as optimiza—

tion of the investment en、，ironment，so as to apply a benifitial referenc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nglu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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