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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阈下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研究
——以 L村为例

李志博 侯玉玺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基于现代化背景，通过系统梳理建设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时代语境、经济社会转型及治理需

求等现实背景，深刻阐述构建现代化视域下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与实践紧迫性；以 L 村

为典型案例分析对象，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剖析其共同体运行现状，归纳总结出组织凝聚力弱化、

文化认同消解、公共服务滞后等结构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从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重塑乡

村文化价值体系、优化基层组织结构效能三个维度，系统构建兼具创新性与可操作性的共同体建

设策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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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基层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农民的流动

性以及与村庄地域空间的分离造成了个体生

活空间的碎片化，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瓦

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治理的

转型方向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

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享有、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参与

政治”。乡村生活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独立意义

的概念，其中包含着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

等多种，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各种

资源目光聚焦于乡野中要把农村建设成现代

化的乡村，必须以现代化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农

村，在中国农村，农民是农村生活的主要参与

者，不论在商贸、交流、基层建设等各方面都

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在如今乡村空心、严重老

龄化的背景下，基层治理无疑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威胁挑战。在党中央大力支持下，急需构建

一种、能够缓解基层压力、让农民安居乐业的、

且与中国现代化相配套的乡村生活共同体格

局。基于此文章认为以基层治理为切入点，构

建一种理论上的生活共同体不失为一种可行

性策略。

2 基层治理视阈下 L 村生活共同体分

析

L 村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地处平原，有着

较大的人口压力以及相对较少的耕地面积，据

调查了解人均耕地面积为 3-4 亩，大部分劳动

力均出城打工养家糊口，留在村里的多为一些

妇孺儿童，该村从全面脱贫开始，便扣上了贫

困村的帽子，在其村庄存在有一个小型的下乡

帮扶制伞企业，其员工多为一些家庭拮据且年

龄较大的老年人群体，乡村精英多为外出发展

不愿留在家乡建设，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也都

买房在外，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家。此

外对于一些工作忙碌的夫妻来说，有些把父母

接到县里面照看孩子，通过交谈发现，该村村

庄是以小组为单位，相对于邻村来说，发展较

为落后
[1]
。

2.1 情感共同体

L 村是以小组为单位，分为东西南北四个

方位，在每一场所所居住的人一般是由姓氏所

组成的一个家族，有着共同体的祖先，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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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单元化，小家庭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现

如今的彼此之间的情感链接较之以前有着明

显的疏远。但是据观察，村里面每一组的家庭

有办喜、丧事之时，临近组的部分成员也会前

去，用当地村民话讲就是“随份子”，由此可

见，该村落也存在的一定的血缘纽带的联系。

第二，每个组别的成员当中难免会有一个“精

英人物”，在当地村民来看，其善于交际，存

在的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且与当地基层干部，

村民服务中心存在的一定的联系，有着较为迅

速的信息沟通渠道。在村里之间，村民之间的

话题无非就是家长里短，由于这些人掌握着及

时的信息渠道，且善于沟通，往往会成为在村

里沟通中的传话人，而且他们身边也都有着一

定的人群拥护，成为好朋友，谈论着家长里短。

第三、当地年轻人有着“拜把子”的习俗，以

及每年过节会去看望自己“老师”的习俗，这

里的老师是教授自己技能的师傅，比如说木工、

瓦匠等等。这种潜在的契约型联系无形的影响

着一种情感共同体的塑造形成，师傅下面所带

的徒弟之间会有着共同的话题
[2]
。

2.2 利益共同体

利益关系是乡村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关

系，是形成乡村社会结构和建立乡村社会关系

的基础。蔡文成指出利益不可避免的要与经济

挂钩，在 L 村关乎村民利益的无非一些最基本

的，比如农作物，村庄修桥铺路，安装天然气

以及挖水渠等，这些都是和村民息息相关的。

据了解，在几年前农田需要灌溉，灌溉时需要

几家合作，把水引入到自家田里，另外几家则

帮忙安装水管，拆卸水管等，待这一家结束之

后又轮到下一家，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

体，各自为自己的田地而形成了一种超乎情感

的利益共同体。但近几年由于乡村发展，各自

田地有着灌溉系统，基于田地灌溉而形成的一

种利益共同体明显不复存在。L 村由于经济较

为薄弱，在之前修路是要求各家各户共同筹资

来建设。许多村民不愿意，认为这是属于政府

干部的职责，有关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村民往往视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是一种“不

划算”的行为，在当时及时有泥泞的道路也会

各自修自家门前的
[3]
。

2.3 文化共同体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乡村人口劳动力

的流失，使得原有的乡村文化基础面临着破碎。

自零几年以来广场舞文化兴起，村落里的大多

数妇孺儿童晚上吃过饭之后就会去跟着一起。

据了解大部分都会聚焦于村里面的党政服务

办，基层政府建设了供村民活动的娱乐中心，

有着较大的面积，能够供村民使用。一般来讲，

每次前去的都会是几个老伙伴，彼此之间相互

学习，尽管住在同一个村里，由于距离的原因，

难免会存在不彼此之间不大熟悉的人。这些人

通过这一活动而聚集在一起，慢慢地就会形成

一种更加认识理解的关系，基于共同的兴趣文

化而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在党建文化引领下，

L村四处可见各种先进文化思想，这些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村民。与此同时，党员慰问活动

在该村落实的较好，每当逢年过节亦或是一些

其他活动，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该村都会给

本村的一些党员干部颁发慰问品。这一做法极

大的增强了党员之间的彼此联系，体现了政府

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重视，能够让彼此一

些互不认识，较为松散的党组织成员之间更加

密切
[4]
。

2.4 发展共同体

发展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在 L 村体

现的较为明显，L村主要是以农作物小麦、大

蒜为主。在几年前，粮食的价格较低，所耕种

的田地的人较少，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也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农作物收成少，一年到头来也

挣不了几个钱，因此许多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以

便有一个更好的生活。通过实地走访可以发现，

L村现在有一个名为好万家的超市，是有该地

一村民所拥有，早在之前并没有大型的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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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些小卖部，代销点，东西也不齐全，很

多村民买东西都需要骑电车到乡里前去购买。

在超市营业以后，村民的生活方便很多，东西

也较为齐全能够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通

过了解不仅本村民的人前去购买而且大部分

的外村人有时也会到这个商场前去采购物品，

特别是逢年过节期间，超市顾客更多。通过这

些事例可以发现村民不论是开商店、服装店等

各种行业都是为了自身发展，可能他们自身并

没有认识到其本身存在的一种溢出效应即为

村民提供了便利减少了麻烦等，也是在促进村

庄自身的发展，使得村该村在政府帮扶以及自

身努力下能够摘掉贫困村的称号，这种从中观

层面来讲正是一种村庄本位的发展共同体
[5]
。

3 乡村生活共同体存在的问题研究

3.1 情感联系缺失

尽管 L 村有着一定的宗族关系，但家庭小

型化逐渐取代以往的宗族式分布，很多兄弟姐

妹之间的关系变得薄弱，更不要是一些隔辈之

间的关系。由于彼此之间道德感的缺失，导致

村民之间情感链接变得敏感薄弱，邻居之间一

些小的纠纷就极有可能演变成极为严重的问

题，而导致相互之间不再来往，村民之间的交

往就是这些纯粹。黄剑（2018）从成员之间链

接的机制探究，认为在现代背景下传统共享机

制的缺失弱化了生活共同体的聚合力，提出从

共享机制的重构来建立一个情感共同体。

3.2 个人自主倾向严重

大部分村民之间都是存在一些小农思想，

思想意识较为偏颇。且大多数人都是有着利己

主义倾向。在不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村

民之间能够保持和睦相处的模式，但凡有一些

触及村民自身利益的情况，就极有可能反目成

仇，部分村民之间彼此之间关系的割裂并不影

响各自的正常生活。村民之间关系的断裂不像

在商业之间有着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他们之

间无非是一些生活上小事的交流而已。据了解

L村有一户由于家庭主人脾气较为暴躁而时常

与邻居之间发生矛盾，造成彼此之间几十年不

说话的情形，通过了解得知其实是一些鸡毛蒜

皮的小事，但在他们眼中却由于触及了自身利

益而闹的不可开交。

3.3 文化面临着破碎

村民之间的乡土文化是村民得以发展延

续的基础，杨艳认为乡土文化的传承高度依赖

与乡村社会结构的维系。然而在现代乡村社会

中，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大，乡村文化载体

薄弱以及乡村治理变革缺乏法制道德文化支

撑从而导致乡村文化共同体面临着解体。L村

村民仅仅依靠广场舞与党建文化的引领并不

足以形成一种牢固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广场舞

多在村民有时间的时候才会举办，一旦农忙或

是恶劣天气亦或是其他原因都会导致这种共

同体的解体，况且这种共同体也是一种临时性

的共同体，并不具有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情感

联结，暂时性也就意味着随时可能面临着崩塌，

其组织形式极为薄弱。

3.4 经济发展滞后

L村虽然在近几年来发展有着较大的改善，

但与邻村以及当地发展情况相比较仍有着较

大的差异。现如今村民的生活状况逐渐变好，

村里一些基础设施只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生活

需要，村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吃饱，住暖，部

分村民还在追求吃得好，住的舒适。在村庄发

展滞后的情况下很多村民都会前去县城采购

一些其他物品。在 L 村的其他镇子上有一些小

型中型化工企业，尽管招收村民，但这些企业

的工资也就刚好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

再有一些富裕，这些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充分的

惠及到周边的村民。

4 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有效构建路径

4.1 党建引领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乡村生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共同生活，公

共性不仅在宏观上发挥着作用也在微观上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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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们摆脱极端狭隘的个体意识，让人们积极

参与公共生活，从而更好的解决一些村庄面临

的问题。基层党建组织在基层社会覆盖全面，

在党建引领的实践中，通过党员干部来强化多

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各种资源。在社

会生活领域，仅有公共价值和社会包容不足以

解决村庄所面临的问题，还需要一种深度的社

会融合以此来形成一种深度的利益共同体。具

体来说，应以乡镇党支部为核心，建立村集体

和群众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和乡镇企业之

间建立相应的契约合作关系，让村民可以利用

储蓄投资的方式参与企业的股息分红，实现民

企利益的共享。互助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主人自

助的情感和利益共同体，且形成了较为紧密的

利益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们之间的一

种利益深度融合。通过强化组织内部制度化建

设实现组织内部成员的自我身份认同，强化基

层党组织服务功能从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4.2 建立文化共享机制

共享是多人对同一件事物的共同拥有，共

享着由于共同拥有同一事物而具备共同的利

益基础，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而文化共享会

让共享者进一步相互认同和依赖，结成亲密的

关系，是共同体形成和维系的重要机制。在城

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下随着村庄空心化，家庭小

型化，人们对村庄的的认知和体验也变得越来

越稀缺。构建乡村生活共同体不仅基层政府层

面的也是文化层面的。社区营造模式是一种值

得借鉴的经验，该模式是在 20 世纪在日本和

我国台湾地区兴起，简而言之就是动员社区居

民共同参与，努力恢复社区本来的风貌和价值，

激发社区活力，在居民之间建立起相应的联系，

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行动。乡村

共同体重构一方面要注重村庄本土文化元素

的挖掘，可以展现社区的独特性价值，一旦有

了难以替代的和复制的独特价值，就会得村民

之间的认同和依恋，通过强化村民之间的共享

机制，村民之间的自我认同意识得到满足，从

而构建生活共同体。

4.3 构建更加民主的基层管理模式

社会学家滕尼斯所指出的共同体强调某

种纽带和维系作用，乡村共同体更应该具有较

高的认同感和较强的凝聚力。农村社区建设目

标是是塑造现代的生活共同体，因此更应该体

现民族精神。在基层建设，村干部选举以及公

共服务提供方面要特别注意村民的意见，征询

大家的意见有利于更好的促进民主。同时公开

透明的民主也更有利于共同体的建设。共同体

的实质就是互助共享，公开透明，也就是该单

位内的成员都处于一个平等地位，均不受性别、

年龄、职业之间的影响，民主化反过来更有利

于共同体本质的体现，农村社区建设的最终目

标是塑造现代共同体，而现代共同体更能体现

民主精神。因此在社区建设中要努力培育现代

民主文化，最终通过力量强大的民主文化机制

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乡村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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