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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何以可能

——基于就地养老视角的田野调查

陈 璐 桂 华

摘要： 村 一 。农 老年 自养秩 遍存在的 既 研究主 家庭转型和土地人 序是 种普 养老模式 有 要从 保障视

来 村 ， 对 村 。本理 农 年 自 序 老年人自养 序 综 和过程性 察 文从就地角 解 老 人 养秩 缺乏 农 秩 的 合性 考 养老

，角出发 建的视 构“ － 性老地方 社会 化” ， 三 村 ，分析框架 基 北省沙洋 坪 的田 释农的 于湖 县 野调查 阐

村 。老年 序 以可能人自养秩 何 本文 ： 一，究发现 其研 “地方” 村 ，是 自 秩 的 持 包农 老年人 养 序 支 基础

、 ， 对 、维度 社会维 和 化 分别 应提 生活保障的 给予非正 人关括经济 度 文 维度 供 农业生产 式支持的熟 系

。 二，生成精神体 家庭伦理 社区规和 验的 与 范 其 依托“地方”， 村农 老 秩 呈现为 产结年人自养 序 从生

、 。 村 一构 社会结构 构 渐 式 出 会 过程 农 老年 自 秩 成 种普遍 具有和家庭结 中 进 退 的社 性老化 人 养 序构 且

类 。乡土特 养老 型色的就地 ，鉴于此 对 村 村人口 化和全面推 振兴应以 老年人积极应 老龄 进乡 农 自养秩

势 ， 力。为优 基础 相 的政策 和资源助序 为之提供 应 支持

关键词： 村农 老年人 序自养秩 地 老就 养 会 化社 性老

中图分类号：F323.89；C912.8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 21 纪世 ，中国老龄 进 加化 程 快。《2022 度国家老 事业发展公年 龄 报》显示， 至截 2022年底，

全国 60 老年 达岁及以上 人口 28004 ，万人 占总 的人口 19.8%；65岁及以 老年人上 口达 20978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4.9%①
。 ， 大 村城 和区域 的发展差距 广 欠 区 养 问 更 迫考虑到 乡 之间 发达农 地 的 老 题 为紧 。

一方面， 力于青壮年劳 外由 动 流， 村欠 农 地区面 速度更快发达 临 、程 人口老龄度更深的 化； 一另 方面，

村 ， 对 。 ， 村发达 区的传统家 老趋于弱 而社会 足 在此背 达 地区内欠 农 地 庭养 化 养老相 不 景下 欠发 农 生

村 来 。 ，发的农 老年人自 到 越 研 者 注 自养是指老 人 我自 养秩序受 越 多 究 的关 老年人 年 自 养老 即既不依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问题研究”（编号：22&ZD173）的阶段性成果。

①
资料来源：《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79996614/attr/3151

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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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又 ，女和亲属 不 保障的养 被认 不同于家庭 和社会养 的新型靠 依靠社会 老方式 最初 为是 养老 老 养老

（ ，穆光宗模式 2000）。 ， 村 来在 发 农 地区 人通过农业生产 需 已 为 流实践中 欠 达 老年 满足养老 求 成 主

（ ，李 健形态 俏和陈 2017）。 来 ， 一 ，从这个角 看 年 养存在 定 前提 即主要 有自理度 老 人自 的 发生在具

力 ， 力能 体中 老年人逐渐 自理能 之 则进入的老年人群 而在 丧失 后 “他养” 。 ，换言之 自阶段 养、家庭

， 了 村 。 ，本 村老 社会养 相互补充的关系 农 区 养 模 此 老年人自养养 和 老是 共同构成 地 的 老 式 由 文将农

： 力 村 、 料 藉序 定 备自理能 农 老年人自 济供给 生 慰 等 满足的养老秩 界 为 具 的 主进行经 活照 和情感 需求

。 一 义 ：一 对 ， 力 ，这 定 有两 关键点 群体进行 其 定为具 理能 的老年人模式 个 是 老年人 限定 即将 限 备自

力而 不 备 理 的 老不包括已 具 自 能 失能 年人；二 力，强调老年人 自 养 由此与家 养老和社会是 的 主 老能 庭

。 村 村 ， 村老模式相 前中 地区普遍存 农 老年人 养秩序 农 养老养老等养 区别 理解当 国农 在的 自 成为透视

秩 重 窗口序转型的 要 ， 也 对同 助于发掘中国应 化时 有 人口老龄 的“中 特国 色”， 义兼 论 意具理 和现实 。

，梳理既有 献文 术界学 村 讨 ，农 老年人 养秩序的 论 两条研究 家庭关于 自 主要形成 进路 分别是 转型

。视角下的自 究和土地 障视角 研究养研 保 下的自养

一， ， ， ，来讨其 在 视 下 既有 以传统家庭养老 老 人 养 象 入家庭转型 角 研究 为参照 以 年 自 现 为切 点

心 。 孝 （代际关系为 的 庭 费 通论以 核 家 转型 1983） ， 较 来 ，提出 文化比 的角从 度 看 以“ －赡育 养抚 ”

双 心 了 本 。 ，的 向 反馈 构成 中国家 际关系的 特征 以 基点 自均衡为核 的 模式 庭代 基 此为参照 20世纪 90

来年代以 ， 村 了 ， 父 对子 子 对父 。农 际关系 失衡 体现为 代 代 重 代 的 老 减代 出现 的责任加 而 代 养 反馈 弱

（翔阎云 2009） 龙 村 子 彩 父 ，父在黑 江省 地 观 代通过分 和 礼提前转 产 代年老农 区 察到 家 移 代的财 之后

子 。 汉 村 ， 力 ，获得 养老保障 在 原农 地区 失劳动 人被视为 累 至却无法 代的 江 平 丧 能 的老年 负担和拖 甚

杀 （ ，出现 人自 行为 陈柏峰老年 2009）。对 ， （ ，从 庭 理 机 峰此 学者们 家 伦 危 贺雪 2008）、 构家庭结

心 （ ，核 化 朱静辉 2010）、 义（ ，家 政 正 张建雷 曹锦清庭 治去 和 2016）、 权力 （ 狄家庭 和变动 郑丹丹

，金华 2017）、 大 （ ，家 扩 化 萍庭发展目标 李永 2021） 。 ，等家庭转 不同面向 以解释型的 予 与此同时

来 力 来 也 一改革开放 城 动所带 民家庭代际空间 为 致 括 年 养以 劳动 乡 流 的农 分离 被视 导 包 老 人自 在内的

系列“留守” 一 （ ，问 的 背 敬忠和王题 般 景 叶 维 2018）。 ，可以发现 家 角下的自庭转型视 养研究从家

，对 村 力 丰 。 ， 一庭转 不同面向出 老年人自 秩序生 动 给予 富 这 究视角型的 发 农 养 成的内在 阐释 然而 研

， 村限在于 将农 老年 为 庭 型 产的局 人自养作 家 转 所 生的“老 机年人危 ” 一 ，的 个具体 现 出 人表 突 老年

， 了 。自养的 极性和被动 蔽 老年人 性面消 性 从而遮 自养的能动 向

二， ，在土地保障 下 既有研 以其 视角 究 “老人农业” 对 ， 讨 对 村究 象 探 土 年 自养为研 地 于农 老 人

。 对的 功能 针 基于农业 研 提 的保障 生产效率 究 出 “ 人老 农业” （ ，不 业现代化 陈 文利于农 锡 等 2011）

，一的 些学者认 要着重认识观点 为 “老人农业” 。 （的社会功能 贺雪峰 2015） ，为认 “老 业人农 ”构

了 村成 留守 中的“ 耕半 ”模式，其 仅是经不 济活动， 是社会和 生更 文化的再 产。对于老年 体而言人个 ，

， 了 来 、土地发挥 保 功 同 解 年 活经济 源 家 地 维 休闲娱乐 足的问着重要的 障 能 时 决 老 人的生 庭 位 护和 满

（ ，题 李永萍 2015）。 ， （的事实表 会因 支持不足而 凸显的养 问题 叶相反 明 失地老人 养老 面临 老 继红

和 少 ，华占 2019）。 ， 村在宏观 老 人和土 结合的层面上 农 年 地相 “以地养老” 对 村人 老成为应 农 口 龄

择（ ，化 现 夏的 实选 柱智 2018）， 来键在于以提 农 机 水平和完 农业社会化 激活关 高 业 械化 善 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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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农业” 势的优 （ 娟周 ，2017）。 来综合 看，“老人农业”的 有其家庭 济性和 性存在 经 社会合理 。

，简言之 视 下的自 究从土地保障 角 养研 “老人农业” ， 了 对 村的 出 阐 土 农 人社会功能 发 释 地 老年 自养

。多重保障功的 能

，可 发以 现 术界学 了主要从 庭转型和土 角回应家 地保障视 “ 村农 秩序 可能老年人自养 何以 ” 一这

本 ， 一 了 。 ， ：一 ，基 命 为进 步研 奠定 基 有研究仍 足 处 方面 研究侧重题 这 究 础 然而 既 然存在不 之 既有

对 ， 对 。 ， 了 村于 自养 维 的 析 相 综 释 事实上 家 转 视 重解释 农 年秩序特定 度 分 而 缺乏 合性解 庭 型 角着 老

人自养秩序的“ 力动 ” ， 了 村面 土地保 显 农 人自养秩序方 障视角则凸 老年 的“ 力能 ” ，方面 但是 两这

一方面 具有高度在实践中 的统 性。 一方另 面， 村既有研 要是在静态视野 老 人 养 序究主 下考察农 年 自 秩 ，

对乏 含的动态老 过 的而缺 其间蕴 化 程 关注。无论 村 一 讨是将 老年人自养 个抽象整农 秩序视为 体进行 论，

一 村 ， 一是关 特定阶段的 年人自养 序 都在还 注某 农 老 秩 定程度上忽视了 对 村时间 年 自养秩变量 农 老 人

。 ，重要性 综上所述 性 过 性 既 究序的 缺乏综合 和 程 是 有研 在解释“ 村农 老年人自 秩 何 能养 序 以可 ”这

一 。 ，本 ， 一问题 的不足之处 引入就地 此建 兼具综合性 程性的分 框上 鉴于此 文 养老视角 以 构 个 和过 析

， 对架 结 查合田野调 “ 村农 老年 序 以可能人自养秩 何 ” 一 。题予以解释这 问

二、分析框架和田野介绍

（一）分析框架：“地方－社会性老化”

在“ 村农 养 序 以 能老年人自 秩 何 可 ” 一 题这 问 上， 对本养老的相关 究 成就地 研 构 文有重要启发 文的

献。 来从概念缘起 看， 采地养老的 国并 被国际社会 意及 用就 提出源于美 逐渐 所注 ，被 为理想视 的养老模

式（陈社英等，2015）。 界 上在概念 定 ，就地养老“ 对 长是 年龄逐渐增 的 在老年人留 ‘ 住原 地’（包含

‘社区’和‘家庭’） 一 义这 行为的宽 定养老 泛 ”（AlexandraBoyle等，2015）。可 现以发 ，就地养老

概念包含两 素个关键要 ，分别是“空间”和“时间”： 对前者 应“ 住地原 ”， 对 划后者 应 人的年龄老年

分。值得注意的是， 外地理老 的 进使得 养老的国 年学研究 推 就地 “空间” 了丰内涵 拓得到 富和 展。在原

，初 段 养阶 就地 老中的“地方” ， 门 划是指老 人 态 的住所和 区 而非专 规 养老机构年 常 居住 社 和建设的

（StephenM.Golant，2015）。也 ， 一 段就 老的就是说 这 阶 地养 “空间”主 向以住所 社区为要指 和 载体

。体空间的实 20世纪 90 ， 义人 主 地理 兴起使得地理老 究 关 客 的年代 新 文 学的 年学的研 由 注 观 “空间”

义转 意 的向赋有 “地方”：前 是者 “ 质 体物 性载 ”， 丰而后者 载着 富的承 “ 义社 意会与文化 ”（ 龙杨俊

和陶伟，2017）。 一 向下在这 转 ，“ 地方的社会 行为基于 文化 ”而非“ 于空间 为基 的经济行 ”成为相关

重研究的 点（ 竑朱 等，2010）。至此， 地养老中的就 “地方” 含 质已成为包 物 性、社 性 化会 和文 性的综

。合性概念

对基 就 养 缘起和概 的梳理发现于 地 老的 念 ， 对于理解就地养老 “ 村农 秩序 可能老年人自养 何以 ”具

一有 定 发性的启 。事实上， 村 一 类农 老年 序属于就 种 践 型人自养秩 地养老的 实 ， 村因 老年人自养秩为农

也 村 一序 际 是 年 在的演变实 上 老 人 农 这 “原住地” 化的过程老 。当然，两 的 点略有不者 侧重 同：自养侧

重于老年人的“自主”，而就 重于地养老则侧 “地方” 义之于老年人 要意的重 。 本在此 前提下基 ，就地

对 村所具有的 有 于深化 年人自养秩序的养老 时空属性 助 农 老 解释。一方面， 了 村就 养 拓 农 人地 老 展 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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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综合性 野自养秩 视 。 一同 的家庭维 或土地维度不 于单 度 ， 的就地养老 “地方” 丰承 的内载着更为 满

涵； 一方面另 ， 了 村就地养 展 农 老年 自养秩 性视野老拓 人 序的过程 ， 了 对显 度 理解养 程示 时间维 于 老过

。 ，本 村 。的重要性 由此 养 作 阐 农 人 序的启发性 角文将就地 老 为 释 老年 自养秩 视

于基 养老视角就地 启发的 ，本文从“地方”和“老化”这两个要素出发，建构一 本个基 析框架的分 ，

以阐释“ 村老年人自 秩序何农 养 以可能” 问题的 。

首先 对是 “地方” 一要 的分析这 素 。 前文所提及的正如 ， 对既 老 究有就地养 研 “ 方地 ” 讨论的 主要

是在“空间”、“社会”和“文化” 较些 抽 次上进行 反思这 为 象层 的 ，而在中 语境中国的实践 ， 对可 “地

方” 义， 。 一，定 以 具体分析的 其进行再 契合 需要 “空间” ，不 体现为 而且具有仅 地理属性 经济属性。

前 关于文 “老 业人农 ”的相关研究表明， 村 年 自 秩 中在农 老 人 养 序 ，以“ 地土 ” 的空间具有 要为表征 重

义经 障意的 济保 。 二其 ， 村在 地区农 ，“社会”具体指向以“ －血缘 地缘” 心 熟人关系为核 的 关系。在

乡土社会 中转型 ，熟人关 依然作 常性的系 为具有恒 “社会底蕴”（ 孙善 和 飞宇杨 华 ，2015）。 三其 ，“文

化”对 村于农 老年人而 主 性 价 体言意味着 观 的 值 验。对 村农 而言于 老年人 ，家庭伦 与 区 构成重理 社 规范

来要 价值体验 源的 。由此， 为具体的在更 层面上，“地方” 心包括 业生产为核 济维度以农 的经 、以 人熟

心 心 。关系 会维度和 理 社区规 核 的文化维度为核 的社 以家庭伦 及 范为

对其次是 “老化” 一这 素要 的分析。 一 对虽 地 角在 定程度 将 间 纳入 养老 程的然就 养老视 上 时 维度 过

理解， 划强 龄的阶段调基于年 分， 突出 人的生理性 过程但是主要 老年 衰老 ， 对而缺 非生理 关乏 性方面的

注。事实上，“ 化 受人的 规律制约人口老 既 生物 ， 大但更 程 社 规 制度上是受 会 律 约”（邬沧萍，1987）。

言换 之， 不仅体现为 粹 生 性老化 纯 的 理属 ，更呈现 社会属性出 。当然， 社会属性 理属老化的 是建立在生

础上的性基 ， 了前者 后者在不 社会环 异性内容形塑 同 境中的差 。 村 讨老 人自养 的 论具体到农 年 过程 ，其

三社会性老 要 括 方化过程主 包 个 面： 一第 ， 村 年 以农业生产 主 生 构之中农 老 人处于 为 的 产结 ，故 会性社

村老化意 年人与生 系变味着农 老 产结构的关 化； 二第 ， 村农 老年人处 熟人关系 特征的 结于以 为 地方社会

构之中， 也 村老 呈现为 年人与社会结构 化故社会性 化 农 老 的关系变 ； 三第 ， 村农 年 处 代老 人 于以 际关系

为联结的家 结 之庭 构 中， 也 村社会性老 同时 是农 老 庭结构的故 化 年人与家 关系变化。 此由 ，“老化”即

呈现为以生 衰老为基 的社会理性 础 性 程老化过 ，具体包括 村 人 生产结农 老年 与 构、 会结构和家庭结社 构

。变的关系 化

最后是从两者 来关的 系 看，“ 方地 ”形塑和支 着持 “ 化老 ”过程。既有研究 明表 ，农业的保障功能

村得农 老年 程中使 人在自养过 能够“ 力依据劳动 水 老年生活 变化平和 的 ，不 业种植的断调整农 内容和方

式， 长适应漫 老周期以 的衰 ”（孙明扬，2020）。这主要是强调“地方” 对的 济 度 过 障经 维 老化 程的保

支持作用。 外此 ， 计人 的互助体 与家庭的代 生 模式构熟 社会 系 际分工和 成“老人农业”的微 制观机 （吴

龙海 ，2017）， 村进而 农 老年人 养秩序支持 自 。 义在此意 上，“地方” 村形塑 人 养秩序出农 老年 自 中老

。化过程的具体内 路容和特定 径

综 所上 述， 对通 地过 就 养老 角视 一 讨的进 步 论，本 基文 于“ －地 会性老化方 社 ” 一 本构 个基 分析建

， 对展框架 以拓 “ 村农 老年 何以人自养秩序 可能” （的综合性和 性解释 如过程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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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 过程性

地方 社会性老化

与生产结构的关系

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与家庭结构的关系

经济维度

社会维度

文化维度

形塑和支持

图 1 “地方－社会性老化”的分析框架

（二）田野介绍

， 较 东 大考 区域发展 相 部沿海 和 中城市周边的虑到中国 的不平衡 于 地区 “ 村庄经济发达 ”， 西中

地部 区“一 村般 型农业 庄” 大 ， 村 （ ，更 比例 是乡 兴 重 在 桂华占据 振 的 点所 2018）。 ，本鉴 此 文主于

对要聚焦 “一 村型 庄般农业 ” 。 ，本老年 的理 广泛调研的 上 文选取 北省沙人自养秩序 解 在 基础 湖 洋县

三 村 。 ，本为田野点 的 取上 文 田野点之于坪 作 在田野点 选 注重 “一 村般农业型 庄” 一 村 类特 庄这 定 型

， 孝的 型 循 区研究中从典 性 遵 费 通社 “ 案个 ” 展拓 到“类型” （ ，的方法论 飞舟周 2017）。 ，首先 从

来看人口结构 ，三 村 力大坪 青壮 流年劳动 量外 ， 较老 程度 高龄化 。 村全 总 共人口 245户近 1000人，其

中常住人口约 340 。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 211 ，人 占总人口的 例为比 21.1%。 ， 来其次 从产业结构

，三 村以 业看 坪 农 种植 。 村耕殖 全养 为主 地面积 2.31 米， ， 小龙 。平方千 以水 种 为 有 虾养殖稻 植 主 兼

2002 ，三 村 ， ， ，坪 集中调整 改善农业 件 农 械化水平得 高 老年人 重年 细碎地块 生产基础条 业机 到提 是

。 ， ，三 村 杂 ， 、 。要的 主体 最后 构 坪 多姓 于血缘 姻亲和地 人 系农业经营 在社会结 上 居 基 缘形成熟 关

来 ，三 村 ， ，合 坪 口 高度老龄化 产 结 以农业为 在社会结构 人社会综 看 在人 结构上 在 业 构上 主 上具有熟

，底色 体现出“一 村农业般 型 庄” 。的特点

2022年 10 ，月 笔者及研究团队成员 三 村 了于 期坪 进行 为 15天 村 ，采的驻 结 式访谈调研 用半 构 为

、参与式观察为辅主 的方法。 ，中 要其 主 谈访 对 包象 括 、 村同 性别和家庭 构 农 人共不 年龄段 结 的 老年

20位①
。访谈和参与式观察 村括农 老年 产内容包 人的农业生 、社 往会交 、家庭关系、 娱乐等日 生闲暇 常

， 来 、 料、 ， 村活的 以及经济 精 体验等 需求的不同层次 察 老 人不同方面 源 生活照 神 养老 以系统考 农 年

。 ， 村 、村 、 ， 丰 对养 此 还与 医 干部 年 家 员等相关 体进行访谈 面 富自 秩序 外 笔者 老 人 庭成 群 从不同侧

村 。 来 ，三 村 ： 一 村农 老 序的 总体 看 坪 老 的养老分 两个阶 是农 老年年人自养秩 认识 年人 为 段 第 阶段 人

理 期能够自 时 ， 一 村 本这 阶 老年人呈现的自 文 析 重段农 养秩序是 分 的 点； 二 力第 是 理能 后阶段 丧失自 ，

村 一 子农 老 人 由 或 女照顾年 般 配偶 ， 进入家庭养即 老阶段。 二阶段第 本 讨不在 文 论范围内，特此说明。

三、“地方”的三重维度：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的支持基础

，调研发现 “地方” 村 。成农 老年 自养秩 基础构 人 序的支持 “地方” 、济 度 社会是包括经 维 维度

。 ， ，和文化维度在内 统 中 济 度 供 障的农业生 社 维 给予非正 支的乡土系 其 经 维 是提 生活保 产 会 度是 式

， 。持的熟人 维度是生 的家 理及社区规关系 文化 成精神体验 庭伦 范

①
本文案例涉及的所有人名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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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的经济维度：提供生活保障的农业生产

“ 方地 ” ， 村 本 。 力的经济 度表现 产 其为农 供 的生活 在具备劳动能 的维 为农业生 老年人提 基 保障

， 村 大 。 村 较 丰 ，老 人 会 入 生 年人从事农 生 的 为 富 包括 承包地情况下 农 年 多 投 农业 产 农 老 业 产 形态 在

、 菜 。三 村 较 ， ，种粮 地种蔬 和 畜等 年人的养老 通过从事 业生产食 在自留 养殖家禽家 坪 老 金 低 农 能够

本 。 ， ，三 村基 生活需 得 意的是 过满足 求 此外 值 注 坪 通 “按户连片” 了工作 农 生 基 条创新改善 业 产 础

了 ， 对 村 。 也助 机械化水平 提 使 业生产 于 老年人的生 能更为凸件并 推 农业 的 高 得农 农 活保障功 显 这 是

三 村 势。年人 秩序得以维 特殊优坪 老 自养 系的

一是 业生产 改善农 基础条件 。2000年之前，三 村 为坪 被称 “ 村包旱 ”。 力较由于 的地 差土地 ，生

力产 不高， 大每年 约 30% 土 干 减的 地 旱 产， 本只 供能提 基 口粮。此外，由于不 地 的 不均同 块 质量 ，分

三 村 ， 、 、 力 划 三田 户时期 坪 为 按照距离 坏 土 等标准将土 为 等后再到 保证公平 远近 水源好 壤肥 地 分 按

， 布。 布 了 耕 ，户分配 所分得的 细 化分 土 细碎化分 不仅增 种 度造成每户 土地呈现 碎 地的 加 农户的 难 而

也 、 来 。 ，三 村且 道 利 基础设施的 善 阻 此背景下 于给 路 水 等农业 改 带 碍 在 坪 2002年推行“按户连片”

， 大 。 ，村 ， 村 小作 进行 规 整 具 程是 集体发 筹协调角 以 民 组 承包地工 模的土地调 体过 挥统 色 为单位将

， 划 ， ，全 体 后重新 块 将各农户原先 土 进 集 实部收归集 之 分地 的细碎化 地 行 中 现“小 大变田 田”。此

了三 村 布 ，也 了 。 ，村土地调整改 坪 地 化的 局 为 田水利等基 设奠定 基次 善 土 细碎 农 础设施建 础 随后 民

， 井、 。 了村 ， 来发筹 劳 参与打机 塘等农业 础设施 体的重要 近 国家自 工筹 修堰 基 建设 除 集 作用之外 年

村 ， ，重 业农 现代化发展视农 比如 2021 村 《 划（业 部 发 国 准 设规年农 农 印 全 高标 农田建 2021－2030

）》年
①

，也 了 。等文 助 农 产基础条 的改善件 推 业生 件

二 。是农 水平提高业机械化 在传统“ 人扛肩挑 ” ， 力 力 较农业生产需 体 投入且 产 水平时期 要重 生

低。 了 力械化水平 省 投入农业机 的提高节 人 ， 了 力提 业生产高 农 。2006年，三 村 小坪 开始 业普及 型农

（械 称机 简 “ 机农 ”）， 扶 。 村 计， 少插 手 拖拉机 据 部 当 户农户至包括 秧机和 干 估 时每 有 2台农机，

、 本 。 ， 来 村 力 ，插秧 输等环节 代 此 着打工经济 以 农 青壮 劳动 外整田和运 基 由机械替 外 随 兴起 年 流 土

大发流转增 经 规模扩地自 多且农业 营 ， 机整田 、 大收割机等 型农 遍机日益普 。村 对杜 此 有民 某 深 体会：

“ 耕 力 ， ， 本 来 ， 了 菜 。以 靠人 的时候 得 死 有闲下 的 间 水田搞完 和 地前用 牛 忙 要 根 没 时 还有旱地

来 了小 ， ， 也 。 来 ， 耕 ，一后 陆陆 整田 运输 方便 就 说 靠 牛整 天搞个续续买 拖拉机 很好 整田 田 1亩多就

了 起不 了，光是整田就要 10 ， 了 ， 三 了。 ， ，天 在有 机 天就搞完 还有插 是 手多 现 械 两 秧 以前都 人 栽

一天 5 ， 了， 了 ， ， 。 苏 大 ，地 栽 秧机之后 玩玩 最 两 稻谷就请 的 收割机 各分 手都 肿 用 插 搞搞 多 天 割 江

三 车一 ，一 一 十 ，起拖稻谷 割几 轻松家开个 轮 运输 块地 天 亩很 20 一斗分钟就 装满可以 750千克。”

（20221019-DS②）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的通知》，http://www.ntjss.moa.gov.cn/zcfb/20

2109/t20210915_6376511.htm。
②
括号内为资料编码，余同。根据资料来源的不同，本文采取不同编码方式。一类是访谈内容，编码方式为“访谈时间-

访谈对象编号”；另一类是参与式观察，编码方式为“观察时间-田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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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三 村之 农业 条件改善 械 水平提 增进 农业生产的 老 人总 生产基础 和农业机 化 高均 便利性 坪 年

力门 ， 对长 来 本 。行 业 的 低 因而能够 相 时 依靠农业 产 保障基 生进 农 生产 体 槛降 在 的 期内 生 活

（二）“地方”的社会维度：给予非正式支持的熟人关系

系构成熟人关 “地方” ， 村度 其 紧密的社会 结构给予 老年人 活以非的社会维 内部 关系 农 的生产生

。 ，村 三 类 ： 一 。三 村正 系 体而言 的熟人关系包括 先 性 亲 关 的式支持体 具 庄中 种 型 其 是 赋 的 属 系 坪 在

村 大人 多出生于老年 20 纪世 60 代年 之前， 妹兄弟姐 数 普遍超过量 2个， 础的亲属以此为基 关系成为

来 。 二 。 ，三 村年人 要非正式支 其 是通过 姻结成 系 在打工 之 坪 人口老 的重 持 源 婚 的姻亲关 经济兴起 前

较少， 本 ， 村 夫 本村 ， 村 较通婚范围通常在 老 妻 遍 人 得 能够在 庄中流动 镇域内 在 年 普 为 这使 老年人 为

。 三 。三 村 村 小便 地 姻亲关系 持 其 是以共 活为基础 坪 的 格局以 民 组利 获得 支 同生产生 的地缘关系 居住

本 ， 一小 。尤单元 同 组 成员在 活中具有 就 性 其是为基 的 生产和生 空间上的 近 在“ 户连片按 ”工作实施

， 较 ， 也 村 了距 近 农 在 生 成高度紧密 合 关 给农 老年 提供 非正式之后 地块 离 的 户 农业 产上形 的 作 系 这 人

。 ，村庄形成支持 由此 “ － －血缘 姻亲 地缘” ， 村等多 系复合的熟 系结构 农 年人以重关 人关 老 此获得

， 。正式支持 在 业生产 常生活两个方面非 具体表现 农 和日

， ， 村 本 。尤产 面 托 人 结 年人能够获 低 的 生产辅助 是伴随在农业生 方 依 熟 关系 构 农 老 得 成 农业 其

， 村 力 、 。 ，身体 降 农 老年 机时 临体 不足 操 难等现实 题 此时机能的下 人在使用农 会面 作困 问 熟人社会

了 。 较 、 ， 村的非正式 重 作用 在 强度 高的整田 插 环 在支持发挥 要 劳动 秧和收割 节 的“兄弟”“亲家”

“ 子人湾 ” 。 ， 村邻里会使用 机 现 设施为老 人提供帮助 下 农 老年等亲朋 农 等 代化 年 在此情况 人主要负

较 。 ， ，也 、完成 强度 低的田 理工作 当 老年人 助的同时 插 晒谷等责 劳动 间管 然 在获得帮 会以协助 秧 方

。 一 对 ， 村予以回报 这 互动 即 性 等 的 交 而是在 庄的式 并非遵从 时 和 性 市场 换逻辑 “扶 义道弱 ” 配支 下

长 。 ， ， 了现 期性与 糊性的平衡 关系的非 过提 产辅助 降低实 模 可见 熟人 正式支持通 供生 “ 农业老人 ”

门 ， 长了 村 。生产 槛 从而 人从事农 时的 延 农 老年 业生产的 间

三 村 ， 一 来 。近些年 稻收割环节全部 在 地 的 户 协 提高收割效 每坪 水 机械化 同 个 块 农 通过 同合作 率

， 三 车 ， ，收 谷时 各家 轮 全部出动 稻谷 当地到 割稻 的 轮流拖运 人称之为“ 工串 ”。 一 ，一在 程中这 过

三 车， 也 了 一 车些老年 有 轮 但是 得 同 地 的人没 获 块有 农户 “顺便” 。 ，帮 报 些老年 帮忙 作为回 这 人就

、 。助其他人晒谷 打谷

， ， 村常 活 面 人 构 泛而多元的 正 支 络 满足农 年人的日常在日 生 方 熟 关系 筑起广 非 式 持网 老 基础性

。 来 ， 村 力 ，求 具体 说 需求 主要发生在 能 下降之 由此老需 农 老年人的 转变 行动 后 年人从“ 生产为中以

心”转向“ 心活 中以生 为 ”。 ， 村 少， 。 一，此时 年人的生产性需 活 需 增 第农 老 求减 但生 性 求 多 在农

村 ， 。 二，分 居住格局下 动 便 年人获取 共服务和参 易存在困 农散化的 行 不 的老 公 与市场交 难 第 在退出

， 村 对匮 ， 、 心业 之后 老年人 暇时间增 而 庄公 动相 乏 老 孤 空虚等生产 的闲 多 共文化活 年人面临 独 理问

， 。 三， ， ，题 精神陪伴需求 入 龄 段 老 身 性提高 并且 能 临 及随之凸显 第 进 高 阶 后 年人 体脆弱 可 面 丧偶

来 ，而 独居生活 发 险而无人的 生意外风 代为 大。 ，可能 调研发现 熟 系提供的 正式支求助的 性增 人关 非

也 一 了 村 。度上满足 日 生活方 需求持 在 定程 农 老年人 常 面的 75岁的 ：杜某的 具 典 性独居生活 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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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 伴杜 的老 6 ， 力 ， 。病去世 最近 年 自 视 出现问 而且行动不 世之后年前因 几 她 己的 题 便 老伴去 ，

少 菜杜 荒地奶奶种植着 量 和 地。杜奶奶居住的 距离最近 集市有地方 的 7 米千 ， 通不便公共交 。平时杜奶

一些 年迈而 好的事情奶有 因 做不 ，比如， 料上 和街买农药 肥 、榨菜籽油、 豆 等磨 饼 。 子女 家若是 都不在 ，

捎 来杜奶奶就让 近 上 邻居帮她 需要的物资最 要 街的 把 顺带 回 ， 己帮他们自 搞点“小家伙活”—— 米剥玉 、

生等摘花 ，以表示感谢。 一 头杜奶奶有 次 然 晕突 ，一 子下 跌出血摔在地上 ， 来没法站起 ， 亏 壁奶奶幸 隔

来 了， ， 才 了 。（过 发现 及时将她送 这 回 命玩时 到医院去 挽 性 20221023-DXY）

， ， 、 了 村之 人 基于血缘关 姻 关 地缘关系 成的熟人关 成 农 老年总 在熟 社会中 系 亲 系和 构 系结构形

，的非 支持网络 这人自养秩序 正式 些“ 场化在 ” 村的关 能够有 老年人自 面 的实系 效识别农 养阶段所 临

， 本 。质 并提供低成 而及困难 时的帮助

（三）“地方”的文化维度：生成精神体验的家庭伦理及社区规范

“地方” ， 对承 着 土 价 其包含着 于 体 何 庭和地方 会中载 乡 性的 值体系 个 如 在家 社 “做人”的内在

标准。对 村农 老年人而言， 序不 味着经济需 满足自养秩 仅意 求的 ，更涉 精神需及 求的实现。调研发现，

来的 神体验自养秩序 精 既 自“恩往下流” ，也的家庭 于伦理 产生 “ 动 荣劳 光 ” 。社 范 个的 区规 前者是

， 本 ； 对 ，体安身立 的 础 之为 体性 值 后者则 应 区中获取 价 属 会性命 基 可称 价 个体在社 的社会性评 于社

（ ，价值的 贺雪峰层面 2008）。

在 问及为被 何“ 子能动就靠 享 女的照只要还 自己而非 受 顾” ，虽然各个家庭经 具 情时 济条件和 体

， 村 对子各 不 是 位农 老年人 会 示 的况 有 同 但 几乎每 都 显 出 女 “体谅”——“ 子能 自己就不给靠 女添负

担，子 也女 有他们的家”。 子 父 较便在 年迈的 代提 的生活条乃至即 代为 供 好 件、要求老年人“ 福享清 ”

， 村 也 。 村 ， 大的情况 人 尽量维 养秩序 从农 老年 出 自 秩 的 在下 农 老年 会 持自 人的角度 发 养 序 产生 很 程

子上并非出于度 女“ 孝不 ” ， 一 择。 村 来，被 奈之选 而 体现为 种能 选 在农 老的 动无 是 动的主体 年人看

少子 ， 。靠自 时候尽量减 负担 是体 和关爱 现 这种在能 己的 女的 恤 后代的表 “不添负担” 过 约家庭通 节

对于老年人的资源 “向上反馈”， 庭 源为家 资 “ 下 持向 支 ” 、 、结 城镇化等家 发 留后代 婚 教育 庭 展 下

大 。 ， ， 村的空间 由 在为家庭发 献的过程 从中 到超越当下 生活的家更 此 展做出贡 中 农 老年人 体验 个体

。 ， 长 ， 村整体性 同时 在 期 养 序中 农 人还能够在庭 价值 与此 形成的自 秩 老年 “不添负担” 养 础的自 基

子与 维上 代 系以“礼物” ， 藉。体的日常互 在 谐 际关系中 得自我尊严为载 动 和 的代 获 和情感慰 村在农

：老年人的观念中

“ 一 了子 ， 心，一 心人的 是为 女 自己 出就很开 人过得 最开 的事生就 能付 家 好是自己 情。”“享清

福” 、 子 ，并 意味着 什么都不做 靠 女 而不 自己 给吃给喝 是“ ， ， 儿孙通 自 劳 穿 年 回家过 己 动 吃 不缺 过

， 杀 、 菜时 自 能 鸡 鲜蔬 招待 们己 个 摘新 他 。”（20221031-DZG）

了 藉 ， 村 也来除 在家庭 值体验和 农 老 的精神需求 地方社会 评价体中获得价 情感慰 之外 年人 源于 的

。 村 ，系 在 庄中 “劳动” ，被赋 涵予积极内 “ 一劳动的 直劳动能 时候 ”被视为“ 、合 光理 正当而 荣”

。 ，的 体 言具 而 “ 得田种 好不好”“菜园打理得漂 漂不 亮” 力 村等 动能 相关 指标成为评与劳 的 价农 老

人年 “ 力有没有能 ” 准的重要标 。因此， 村老年人在持 入劳动时农 续投 ，也 够获得 会评价能 良好的社 。

被 为当地人视 “ 动模范劳 ” 一位的是 70岁的 ：老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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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中午，笔 在 入者 去 户访谈 路 遇到这位妇 正的 上碰巧 女 在 菜 ，给 浇水 路过油 地 的村民都夸赞她

菜 得很漂亮的油 地种 ，还跟 村这是笔者说 里“ 能干最 ” 。的妇女 笔者了 ，解后得知 其丈夫 ，在外打工

她一 种个人 2 ，亩田 收 后 种完稻谷之 还 一季 菜油 。（20221028- ）笔记田野

，总之 在“地方” ， 村 一 ， 村度 农 年 自 序 入家庭再生 农 年 为的文化维 下 老 人 养秩 方面嵌 产 老 人在

本家庭发 做出贡献的 验源于家 值展 过程中体 庭的 体性价 ； 一 也 村另 使得农 老年方面 人因“劳动光荣”

村 ， 。庄中获 评价 进而 性 值的满在 得肯定性 获得社会 价 足

四、渐进式退出：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的社会性老化过程

文的分析表明上 ，“地方” 了 村老 人 养 序 持构成 农 年 自 秩 的支 基础。 此由 ，依托“地方” 支的 持，

村 、 。 ，农 人自养秩 在与生产结 构和家庭 关系 渐生成 在过 视野下老年 序 构 社会结 结构的特定 中逐 程性

村农 年人自 现为特定 老老 养秩序呈 的社会性 化过程。 ，伴 体机能衰退的生 社 性 化随身 理性过程 会 老 过

、 。程 为 生产结构 社 结 和 结构中的 进式退出表现 从特定 会 构 家庭 渐

（一）渐进式退出生产：经营性生产－维持性生产－保底性生产

力 ， 村 也 。 ， ，由 的下降 农 业生 式 会发生变 研发现 在 养秩序于劳动能 老年人的农 产形 化 调 自 中 根

村 力老年人的 和 之相应 动能据农 生理特征 与 的劳 ， 大 划 三可以将其从 产 状 致 为 段事农业生 的 态 分 个阶 ，

（低龄阶段分别是 60～70 ） 、 （岁 经 性 中龄阶段的 营 生产 71～80 ） （的维持性生 阶段岁 产和高龄 80

） 。岁以 生产上 的保底性

， 力 力较 ， 村 。在退出劳动 但是劳动 强的低 老年人的 具 经营性首先 市场 能 龄阶段 农 农业生产 有 在

一 ， 村 ：一 ；二阶段 农 老年人从 产 特 在 是 作 食作物为主 种 规 老这 事农业生 的 征 于 种植 物以粮 是 植 模以

夫 力 ，年 妻的 动能 为限度 在劳 种植面积 10～20 ，亩 除自 外还 流转入外出 户的土家承包地之 包括 务工

；三 ， ， 村 菜 菜、 。地 经营形 粮食种植 年 还会在 植蔬 喂养鸡鸭等是 式多元 在 之外 农 老 人 地种 以 67岁

：某 例的杜 为

某杜 一 东、 ， 大 ，前 广 沿海地区打 做 护之 直在 广西等 工 坝 坡 2019 村。回年 他和老 身体都伴 不错，

夫妻俩一起种 10 ，亩水稻 此外还种 1 、 菜 ，地 几 养亩荒 分 地 50 。（只鸡 20221029-DGB）

， 力 ，其次 动能 逐渐 弱的中在劳 减 龄阶段 “ 人农业老 ” ， 村的 产 弱 但是 维持农 老经营性生 减 能够

本 。一 ， 村 ， ， 小 ，年人基 方 农 年 会 农 面积 比如 缩 食 物 面积 以满生活需要 面 老 人 调整 业生产 粮 作 种植

本 ，口粮需要为 称种足 基 目标 俗 “口粮田”。 一 ， 村 也 类 ，老年 调整种植作 从种植另 方面 农 人 会 物 型

力较少水 作物转 费体 和无田 向种植耗 须 械 旱作物使用机 的
①
， 米、 、 、 菜 。 一花生 芝麻 油 等 在如玉 这

阶段， 村 本 心老 人 事 业 以 生活为核农 年 从 农 生产 保障基 ，具 维 性有 持 特征。 夫老年 妻杜某（男，79岁）

（ ，和鲁某 女 74 ） 了 一 ：动安排展 程岁 的劳 现 这 转变过

①
中龄阶段的农村老年人从种水田转向种旱地的动力在于：一是种旱地重体力劳动不多。比如，种植水稻要抽水，给水

稻打药很辛苦，在水田里行动不便；种旱地正常天气下不用抽水，打药也相对轻松。二是种旱地投入的成本较少。种水

田需要农业机械化服务，加上种子、农药、化肥等成本，一亩水田至少要投入700元，而种旱地能够减少前期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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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 60 ， 大儿子一岁时 他们和多 起种 14 。夫亩田 妻俩 70 力 ， 大儿岁时因 把田给多 体 下降 便

子种。他们只种 1亩 7分“口粮田”，整田、 力 大儿子插秧等重体 劳动 由 忙环节有时 帮 。2022年，男

力 ，视 不方 下降 再种“ 粮田口 ”。 ，夫 了于是 妻 开俩 1 ， 、 、 米多 地 种些芝 棉花 玉 和绿亩 的荒 麻 豆。

， 了们还养另外 他 10 ，多只鸡 种植 1 菜 。（地分 20221021-LDF）

， 力 ， 村 一 ， 择最 劳动能 显著 的高龄阶 农 老年 种植粮食 将 包地给后 在 降低 段 人 般不再 作物 会选 承

村 村 ， 一 较 。 一 ， 村属种植或是流转 农 而 己 从 为 农业生产 在 阶 农在 亲 给其他在 户 自 仅 事 些 轻松的 这 段

。人从事农 生产的保底 著老年 业 性特征显 以 81岁的老年女性 ：某为王 例

某王 有 2 儿子、个 3 儿个女 ， 儿 。女都不在 边但是 身 大儿子 ，小儿子 ，在镇 深圳打工上教书 在 女

儿 村 。附 庄 王某 伴行动迟缓不能们嫁到 近 的老 劳动，她一 一人 能 些 轻 活个 只 干 的 松农 ，包括种 2亩旱

地和 2 菜 ，分 地 还 。（几养 只鸡 20221023-WAZ）

， 村 力 ，综上所述 老年人会根 的变化灵 生产 模和方式 其 秩序依次农 据劳动能 活调整农业 的规 自养

、 。现经营 持性生产 生 的阶段 与城市退休制度 年 从 业 产呈 性生产 维 和保底性 产 特征 规定下老 人 工 生 体

系“断裂式” ， 村出相区别 农 年 依退 老 人 托“ 方地 ” 。实现自 的渐进式退主 出生产

（二）渐进式退出社会：消费性社会交往－消遣性社会交往

了 ， 村 村退出生产 老年 养秩序中的 性老化过 还体现 人的社会除 结构之外 农 人自 社会 程 在农 老年 交

。 村 ，庄 会中 个 与社会的重要载往上 在 社 体参 体是基于“ －亏 回欠 报” 来，逻 的 往 包括辑 人情 其中既

， ，也 ， 。日常性 情 生 活互助等 括仪式性人 事等 人情 个体 关系的人 如 产生 包 情 如红白 参与影响着 社会

建构 在地方社 关系网 置及其 会 络中的位 ： 来 ， 丰 ，当人情 个 建构和 着 富的社会关系往 密集时 体 维持 处

社 关 网 中 跃于地方 会 系 络 的活 位置； ，之 个体社会 系反 关 的退化使其在地方 会关系网络社 中 缘不断边

化，进而容易 。 ， ， 村 力神孤 问题 调研发 自养秩序 根据农 行动能 和产生精 独等 现 在 中 老年人的 经济能

力， 划 ， 。以 其社会 的状态 分为两个 是 费 社 交 段 性社会交往 段可 将 交往 阶段 分别 消 性 会 往阶 和消遣 阶

一， 力较 、 一 ， 村 。 一 ，在 能 强 有 定 济积累时 农 行消费性 这 阶其 行动 经 老年人进 社会交往 在 段 农

村 力 ， ，老年人的社 往以提供 定的劳 经济资源 在 产中与 互助协作 在仪会交 特 动 资源或 为载体 如 生 他人

力来 、 。 村 较 一 ，式 出 出 忙 礼 多 人在身体情 比 而 定经济积 时 是性人情中 钱 帮 随 等 许 农 老年 况 好 且有 蓄

村庄中非 群体常活跃的 ：

头、 ， 茶 ， 。 村 大在田 席中 在 馆牌桌上 可见他们 身影 特 人口 规模间地 人情酒 以及 随处 的 别是在 庄

，一 村 来，景 些农 老 都特别看重仪式外流的背 下 年人 性人情往 这 他是 们维 和 既 关系的重系 强化 有社会

。 村 ，要 机 如 年人所说契 正 农 老 “大 一 ， ，热 了在 起吃吃喝喝 说说 得家 笑笑 闹得不 ”。（20221025-

）田野笔记

二， 力 、 ， 村 。 ，能 退 济收入不足 老年人的 会交往 性 具体而其 当行动 化 经 时 农 社 趋向消遣 言 在这

一 ， 村 力 ， 采 也段 老年人 具备充裕的劳动 济 源 开 取 消 消遣性为特阶 农 不再 资源和经 资 而 始 以低 费 就是

。的 会征 社 交往 ：具体表现是 一方面， 村 ， 小 来 ； 一农 老年 性人情退 的范 方人从仪式 出 缩 人情往 围 另

面， 村 ， 村 门、 、 。农 老年 日常消遣 活动增 中串 聊天人的 性 多 如在 庄 散步等 ， 了一研 间 笔者调 期 发现

个交往密切的老年“闺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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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年这 老 “闺 团蜜 ” 较大要 龄主 由年 、 老年丧偶的 女性组成，一共 近将 10人。 中其 ，英奶奶的住

处位 村 心 ， 也 大于 庄中 成为 家的位置 因而 “根据地”。 少 村老年 再参与 庄中 式性人情这些 人很 的仪 往

来， 了但是相 成 更为紧 关互之间形 密的交往 系。 了她们之 成 不言自明的默间形 契—— 午 农每天上 忙 活、

， 了干 务 饭家 吃 午 就往“ 据地根 ” ， 一 ， 长 ，集合 在 聊 娱 所见所闻 家 里短 从诉 打起 天 乐 从 到 说病痛到

， 。对 来 ，趣逗乐 是等等 她们 说 这 “不 的快乐花钱 ”。（20221026- ）田野笔记

， ， 了 村可见 从消 性社会 遣性社会 段 转变 赋 老年人退出地方费 交往到消 交往的阶 性 予 农 社会结构

， 了 来 。 ， 村的 冲 带 能 间 迟 社会地位 缘 带 神危机 由 农 老年人自缓 地 和 动空 进而推 边 化 的精 此 养秩序的

。社会性老 为从 结构中的渐 退出化过程呈现 社会 进式

（三）渐进式退出家庭：代际支持－代际互动

孝 （费 通 1983） ， 父 对子 ， 子中国家 关系概括 式 代 代进 育 而 代成年之将 庭的代际 为反馈模 即 行抚

， 对父 。后 承 代 养 责进行反馈 担 的 老 任 “ 儿防养 老”或“ 小、养你 你养我我 老” 一等 语 反馈模俗 是这

式 日常表达的 。 来具体 说， 子代实现成在为 家的“ 务人生任 ”之后，父 本的抚育责任 告基 完成代 即宣 ，

子 对父 。一 ， 子 大 ， 父需要承 老责任 方 的 家庭从 中分离 获得 代给代 担 代的养 面 新成立 代 家庭 予的家庭

权力资 和 庭源 家 ； 一 ，子 也 ， 父 、方 家 起相应的养 责 包 代提供经 支持 生活照另 面 代 庭 承担 老 任 括为 济

料 藉。 ， ，父 对子 子 对父 赡可见 在传 馈模 代 代的抚育 代的 养这 个阶段和精神慰 统的代际反 式下 和 代 两

。 父 ， 也 子 赡随着 代退 生 中的主 角色 他们 开始转 赖 养 依 性接替进行 出家庭再 产 导性 向成为依 代 的 附 角

。 ，调 在色 研发现 “地方” ，父 赡 ，的支 之 代 成抚育责 之后并非随 养的角色持 下 在完 任 即成为被 而是

养阶进入自 段。 到自养阶段直 结束，父 才代 真正退 家庭再出 生产， 子 赡进入 代 养随之 阶段。 而具体 言，

， 村 对子 力， 划在自养 中 根据农 老年人 持 能 以 其 庭 中的角色 分 两秩序 代提供支 的 可 将 在家 再生产 为 个

， 。阶 别是代际 持阶段和代 段段 分 支 际互动阶

村 力较 、 力对子 。 ， 子代际支 于农 人劳动能 强 代进行支 的时期 在持阶段发生 老年 有能 持 调研发现

， 力 村 父 对子 。 ，代成家 的 老年人 代依然会 代进行 种 持 有 性 并之后 有能 农 作为 支持 但这 支 具 弹 空间 非

的刚性 “任务”。 ：一 。 ，子这种 际 持 分为两种 式 是经济支 家庭成立代 支 主要 形 持 比如 代 初期缺乏稳

来 ，父 子 。二 力 。 ， 孙定经 时 代会直接 代经济补 是劳动 从 代出生 自 期济 源 给予 贴 支持 比如 到能生活 理

， 子 力 ，父 力 子 料 。间 当 庭劳动 紧缺时 代 投 的 式 代 家 方面的支持代家 会以劳动 入 形 为 提供 务和照

村 力 。 一 ， 村际 动 发生于农 年人劳动能 以提供直 期 在 段 农 老代 互 阶段 老 减弱而难 接支持的时 这 阶

子 力年人 难以再为 提供经 劳动 支持虽然 代 济支持和 ， 维 自主生但还能够 持 活， 未 子 赡进入 代 养阶段尚 。

， 村 子 对 ， 力由 人 代 间 现 立 状态 情感互 以 到 及的此 农 老年 与 之 呈 相 独 的生活 动 尽 所能 “心意” 。为主

一对在 夫老年 妻 来看 ：

大了， 力年龄 不再虽然自己 有能 为儿孙们“ 心帮忙操 ”， 也却 为“ 找子不用 女要吃的” 感到自而

。豪 对这 夫 、 、 米 ， 了 ， 大妻开垦 的芝麻 棉 豆 除 自留 外 每年还可以售荒地种植 花 玉 和绿 等 部分 卖获得

约 800 ， 。 ，夫元 收 刚 用 买 外 妻俩养的的 入 好 于购 口粮 另 10 只 和 的多 鸡 种植 1 菜 ，分 地 可 让他们以

菜 、 。实现 自给自足蔬 和肉 蛋 当逢年过节儿孙 ， 夫 、 ，夫们回 亲时 都会给 买吃的 穿 和用的乡探 妻俩 的

杀 ，鸡招待 还妻俩则会 会在儿孙 菜。城 送上特 攒的土鸡蛋和新 两 人 间 互们回 时 意积 鲜蔬 这是 代 之 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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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心意” 。（的方式 20221021-LDF）

， ， 村 。 ，可见 从代际 持 代 动 农 老年 退出家庭再 为依附者 迟 由支 到 际互 人 生产而成 的时间被推 此

托依 “地方”， 村 。农 老 自养秩序 社会性 呈现为从 中 渐进式年人 的 老化过程 家庭结构 的 退出

（四）小结

，总体而言 依托“地方”， 村 、人 养 序 社 老 呈现为在生 结 社 构农 老年 自 秩 的 会性 化过程 产 构 会结

。 来 ，和家庭 构中的渐进 仅从最终 会性 意味着个体 产结构中 出进而结 式退出 若 的结果 看 社 老化 从生 退

、上的消耗 结 中退出 成为社会中的边 从 庭 构 退 而成为经济 者 从社会 构 进而 缘角色和 家 结 中 出进 成为家

赡 对 。 ， 来 ， 大 。 一庭中的 养 象 而 从 观察 社会 老化路径却 的差异性 可然 若 过程 性 具有相当 这 过程既有

，也 。 一 ，能 极被动的等 可能是积 主动的 会性老化 异 生的关 于 农是消 待 有 极 调适 这 社 过程之差 产 键在

村老年人是否 调 的 能 间具备自主 适 可 空 。 的 明上文 分析表 ，依托“地方” 不 维 供的支持 础在 同 度提 基 ，

村 一农 老年人 老化的过 的在社会性 程中具备 定 “自养” 力， 、由此得以在 结构 社会 构和家能 生产 结 庭

实现结构中 “渐进式”而非“ 裂断 式” 。 ， 村的退出 种渐进式退出的 化 程 农 年在这 社会性老 过 中 老 人

、 力 ， 。养 备自主调适 产 色 角色和家 角色的能 与 体现能动自 秩序具 生 角 社会 庭 空间 进而 性和积极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 ，文引 地养老视角入就 建构“ －地方 社会 老化性 ” ， 三 村的 基于湖北 坪 案分析框架 省沙洋县 的

，例分 综合性和过程性 应析 在 视野下回 “ 村老 人 养 何农 年 自 秩序 以可能” 一 本 。这 基 命题 本文 究研 发

：现 一， ， 村 来综合性视 下 农 老年人 的支持基其 在 野 自养秩序 础 源于“地方”。 ，在具 践中体实 “地

方” 三 ， 、包 维度 分别 提供生 农业生产 式 持的熟 系和生成精神体括 重 是 活保障的 基于非正 支 人关 验的

。 一 来 村 ，本伦 及 区 范 于 究从单 的家 维 或 维度 分析 老年人自养家庭 理 社 规 不同 既有研 庭 度 土地 农 秩序

了 丰释 具有 富文解 内涵的“地方” 村在农 人自养秩序 挥的支持 用老年 中发 作 。 二其 ，在 野下过程性视 ，

村 、 。农 老 秩 的社会 化过程呈现为从 和 庭 进 退 基年人自养 序 性老 生产 社会 家 渐 式 出 在 于“年龄”划分

的生理性 化 程 上老 过 基础 ，本 村文从农 年人与其所 结构老 处的生产 、社会 结构 系出发结构和家庭 的关 ，

村 。 ， 村 ，阐释 年人自养 序的动 程 综上所 人 养秩序 以成为可能 从就农 老 秩 态变化过 述 农 老年 自 之所 地

来 ，视 看 实 是养老的 角 其 质 依托“地方” 。的以渐进式 出 特 社会性老 过程实现 退 为 征的 化

，本 ， 对 村 ， 也丰在理论 入就地养 于拓 老年人自养 的认识视 同时层面 文引 老视角 有利 展 农 秩序 野

了富 的就地养老 内涵阐释。 村 讨的 于农 老 自养秩序的 论中在既有 关 年人 ， 村农 年 依主要强调 老 人 靠“自

力” 。 村 ， 村 、养 传统的家庭 老 式 的背景下 老年人自养 赋予被动进行 老 在农 养 模 衰弱 农 秩序常常被 无

彩色奈的消极 。对此，一 本表性观点主 立农民退 制度以 基 养老保种代 张建 休 实现城乡 障均等化（朱勤，

2020）。 ， 来 村然而 这 图通过养老金制 养 问 的 路 国种试 度 解决农 老 题 思 在中 “未富先老” 本的基 国情

。 ， 一 也下 以 现 实践表明 思路 可能存 险难 实 并且 这 在财政风 。 洲 力欧 福利 推进 支付能国家曾经因 超出

的养 制度而陷老金 入“过度福利” （ ，至出现债 秉困境乃 务危机 郑 文 2011）。 ，本在此背 文的研景下

了对 村 ， 村 一究提供 农 养 序 新 解 作 年人就地养 的 实 态是具备 持老年人自 秩 的 理 即其 为农 老 老 种 践形 支

。 ， 、 、基础的 不 养老金制 社会 等多重内涵同于依靠 度 包含经济 文化 的“ 方地 ” 大 村在很 程 上将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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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老所需的老年人养 经济成 “ 化内 ”， 村此使得 年人得以在家庭 和 家 障 平由 农 老 资源紧张 国 保 水 有限

对 本 。的 实现相 低成 养 正 托情况下 的 老 是依 “地方” ， 村 长发 的支持作用 得以在漫挥 农 老年人 的社会

， 。 ， 村化过 实现渐进式 获得养老 自主性 到农 老年性老 程中 退出 的 因而 在看 人依靠“ 力自 ”进 养老行

一 ，这 的同时 更为重要 注 其 养 序 以表象 的是要关 到 自 秩 所赖 存在的“地方” 。 来 ，支持 从 个 度这 角 看

村其说是农 年人依靠与 老 “ 力自 ” ， 村倒不如说 依托进行养老 是农 老年人 “地方” 。进行自主性养老

， 村 了一 类 。在中国的 境下 农 养秩序构 且 有乡土 的就地养老 型语 老年人自 成 种普遍 具 特色

，对 村 对 村在 农 年 自 秩 理 为中国积极 人 老 和全面推 乡 振兴实践层面 老 人 养 序的 解能够 应 口 龄化 进

。一 ， 村提供 方面 农 老 序是政策启示 年人自养秩 “ 老龄观积极 ” 。理念 践体现 不 于以往的实 同 普遍将

年人视为老 负担的“ 极 龄观消 老 ”，“ 对实 极应 人口老龄化施积 国家战略”的 出提 以“积 老极 龄观”

心 ， 、 、 对 ， 力作 念 即老年人 非 然 顾 被供养 服务的 象 而 命潜能和为中 理 并 全 被照 被 是具有生 创造 的主

（ ，杜鹏体 2022）。 ， 村会性老化过 农 老年人 现出依在社 程中 呈 托“地方” 主调适其 方自 生产生活 式

。 一 ， ，的能动 于这 实践 当前推 龄 的 键 于 为 能动性的发 创 条性 基 进积极老 化 关 在 如何 老年人 挥 造 件 促

力 。 一 ， 村 村进老年人 养能 的提升 施乡 振兴 虑如 续和强化农 人自养秩自 另 方面 实 战略需要考 何延 老年

。 来 ，从城镇 看 当前农序 化的阶段 民家庭“ 耕代 分工为 的半工半以 际 基础 ” 计 （家 模式 贺夏柱智和 雪

，峰 2017） ， 村 本 力 ，然 在 农 自养秩序有 于 低 家庭的养 经济成 和劳依 存 支持 老年人 助 降 农民 老 动 投入

。 ， 大而充分释 与此 考虑到当前 流动的农 工并非 在城市从 放人口红利 同时 规模 民 都能实现 “扎根”的

， 一 （ 长权，而 有相当 会返回家乡 焦目标 是 部分 2022），对 村 也 未来农 养 序 支 是老年人自 秩 的 持 在为

。返 的农民工提 预 和乡养老 供 期 保障

， ，本 。 ，本最后 需要 明的是 文在 和研究问 值得 的空间 在研 法上说 研究方法 题上还存在 推进 究方

三 村 ， 三 村 一文选 湖北省 开展田野 坪 定程度 代表取 沙洋县 坪 调查 虽然 在 能够 “一 村般农业型 庄”，但

未来 一 类 村 ， 丰 对 村 类 。进 考 其 型 以 年人自养秩 和 地 型的认识 研还需要 步 察 他 的 庄 富 农 老 序 就 养老 在

，本 力 村 ，对 力究问题上 注的是具 农 老 如何自养 于 乏自理能 难以自文主要关 有自理能 的 年人 因缺 而 养

力 村 来 ， ， 来养老能 不 年 说 其养 临实质困境 表现 缩 求 持 线且家庭 足的农 老 人 老面 为通过压 需 维 底 生活

（ ，庞丹丹 2021）。 本、 ， 一为这部分老 人 供 人性化的 会化养老服 进 步研究如何 年 提 低成 社 务 是值得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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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RealizeSelf-support of theElderly inRuralAreas:AFieldStudy from
thePerspective ofElderlyCare inPlace

CHENLu GUIHua

Abstract: The self-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a common mode of elderly care. The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rural elderly self-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and land security, which is short of comprehensive and

procedural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derly care in pla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ocal -

social elderly care”, and explains why the order of self-support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possible based on the field study in

Sanping Village of Shayang County,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local area”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ural elderly

self-support, and it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correspon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at provides livelihood support,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s that provide informal support, and family ethics and community norms

to generate spiritual experience. Second, relying on the “local area”, the self-support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presents a social

ageing process of gradual withdrawal from the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 society, and family. The self-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forms a common type of elderly care in plac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regard, actively coping with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take the self-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s an

advantageous basis,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policy support and resources.

Keywords:Rural Elderly; Self-support of the Elderly;Ageing- in- Place; Social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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