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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居家社区养老模式探究
＊

□徐赣丽

［摘　要］　侗族村寨保存着诸多 尊 老 敬 老 的 良 风 美 俗，在 此 社 会 风 俗 影 响 下，侗 寨 老 人 根 据 血 缘 和

地缘关系聚集在各自的鼓楼 等 公 共 空 间 进 行 社 会 交 往 和 休 闲 娱 乐 活 动，发 挥 热 心 公 益 和 爱 好 文 艺 的 余

热，从而较好地满足了他们的精神和 情 感 需 求。从 老 有 所 养、老 有 所 乐 和 老 有 所 用 三 个 方 面 分 析 了 侗 族

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为当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养老问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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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
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养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

严峻，也 越 来 越 引 起 社 会 的 关 注。但 是，目

前大多数 的 研 究 和 政 策 都 是 从 养 老 保 障 制

度出发，似乎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路径。然而，

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实施起 来 仍 有 难 度，尤 其

是在幅员广阔的农村，这种高成本 的 养 老 几 乎 做 不

到。另一方面，当前的养老 过 分 关 注 的 是 老 人 的 物

质生活，即老有所养；至于 精 神 生 活 的 满 足，仅 停 留

于伦理角度的家庭和社会关怀，以 及 必 要 的 娱 乐 设

施，并无具体的从老人生活方便角 度 出 发 满 足 老 有

所乐，老有所为的方法。从养老关涉的范围来看，多

半注重家庭内部的孝顺的要求，忽 略 整 个 社 会 尊 重

老人的风尚，也无视老 人 的 社 会 交 往 需 要。养 老 不

仅是物质供给上的满 足，还 有 多 种 其 他 需 要。对 于

大多数老人来说，经济供养和生 活 照 料 基 本 能 够 得

到解决，而精神慰藉却 是 大 问 题。一 些 地 方 的 老 年

人精神生活单调，常常面临孤独和空虚，精神生活状

况令人担忧。调查发现，老 年 人 的 养 老 生 活 方 式 较

为单一，缺乏更多的精神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老年人精神生活较为寂寞空虚苦闷（胡倍，２０１０）。

本文以笔者的 田 野 调 查 经 验 为 依 据，参 照 相 关

文献，以少数民族中社区文化保护较好的侗族为例，

针对当前中国养老现象中出现的问题，讨论低成本，

高福利的养老模式，期望能为城 市 社 区 的 养 老 和 乡

村养老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文化的村寨依托与保护研究”（项目编号：１２ＢＭＺ０６３）；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南

疆和谐民族研究团队”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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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侗族社会的尊老习俗

侗族有着尊敬 爱 护 老 年 人 的 民 族 传 统，世 代 相

承至今。这种传统美德意 识 和 情 感 在 礼 俗 称 呼、饮

食起居、议事娱乐、生产劳 动、赡 养 丧 葬 等 方 面 都 有

表现。

侗族敬老的表 现 之 一 是 称 呼 上 体 现 长 幼 之 分。

按照侗族的习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称呼，无论家境

贫富，社会地位高低，一般 都 不 直 呼 其 名，往 往 以 其

长子或长孙之名放在前面做限定 语，后 面 加 上 亲 属

称谓。如某人名吴国光，他的儿子叫吴大年，孙子叫

吴小 华，那 么 别 人 称 呼 他，就 逐 渐 改 为“大 年 爸”和

“小华爷”。对待女性也是类似。①

侗族老人做寿也体现了他们的尊老观念。对世

代聚族而居、家族观念强烈的侗族人来说，在日常生

活中，为老人做寿可以看做是集中 对 家 中 老 人 表 达

敬意的方式之一，是个人生命周期 中 除 丧 葬 以 外 最

为重要的事件。侗族人认为６０岁为“寿”的开端，能

够活到６０岁就 是 长 寿 有 福 之 人。从６０岁 开 始，再

过１２年，即“一轮”，也就是７２岁时 为“中 寿”；再 过

一轮，老人到了８４岁时，被称为“大寿”。从寿、中寿

到大寿，老人随着时间所实际累积而成社会性权威，

人生的价值随着年纪的增大而增加。侗族人从获得

生命到成为集体承认的“社会人”，再经由寿、中寿到

大寿，越是久远获得村寨和民族历史的知识越多，也

越具备权威的资本。

侗族尊老 习 俗 除 了 表 现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照 料 老

人，还体 现 在 节 日 里 特 别 厚 待 老 人。侗 族 有“请 老

人”的风俗。每年冬天过侗年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去

“请老人”，儿子请父母，孙子请爷 爷 奶 奶，女 婿 请 岳

父岳母，外孙请外公外婆，可说是争先恐后。老人到

后，小辈们便杀鸡杀鸭，甚 至 宰 猪 宰 羊，做 成 美 味 佳

肴招待老人。开席时，先请老人入上座，其余的人再

入桌就座。席间，大 人 小 孩 不 断 向 老 人 敬 酒、夹 菜，

让老人吃饱喝足。侗年期间，谁家请来的老人多，对

老人照顾得好，即受到大家敬重（刘柯，１９８９）。除了

逢年过节，在老人过生日时，年轻人也会给老人送干

柴或糯米粑、酸鱼、鲜菜之 类 礼 品，有 的 还 帮 老 人 补

衣裙、洗 被 子 或 翻 瓦 补 漏，表 示 敬 爱 之 情。② 时 至 今

日，虽然许多习俗已经发生变化，但在九月九重阳节

仍组织寨上老人集体会餐，探望需要帮助的老人。

侗族居家、社交均讲究长幼规矩；在侗寨，每个

人从小就被教导对待长辈要礼貌。年轻人早晨起床

后，第一次见到老人要问候，出外见到长者要先打招

呼。新谷成熟，年轻人要把 第 一 碗 新 米 饭 恭 恭 敬 敬

地双手端给老年人尝新；家有鱼肉好菜和好酒好饭，

或各户办“红 白 喜 事”，要 先 照 顾 老 年 人，给 他 们 先

尝。地方上有重大兴革事宜、喜庆丰收，过民族传统

佳节举行集体性议事、娱乐的场合，大家总是安排老

年人坐首席，并先请老年人讲本 民 族 历 史 掌 故 或 唱

历史古歌。年轻 人 在 鼓 楼、石 板 坪、风 雨 桥、风 雨 亭

等公共场所歇息聊天，见老年人 来 都 不 约 而 同 地 主

动让座。新建鼓楼、石板坪、风雨桥等公共建筑竣工

之日，众人照例恭请热心公益和 长 于 建 筑 的 德 高 望

重的老年人剪彩。有事 必 须 经 过 老 年 人 面 前，要 先

道声“欠礼”。年轻人在窄险小 道 与 老 年 人 相 遇，要

立即退让 路 边，请 老 年 人 先 通 行；遇 老 年 人 过 桥 不

便，会搀扶 老 人 过 桥；路 上 见 老 年 人 挑 担 或 扛 柴 吃

力，多出手相帮。③

在有些侗族地区，由于尊老风俗的深远影响，甚

至会考虑老人的情感需要，为异 性 老 年 间 的 交 往 提

供方便。在贵州黎平县 黄 岗 乡 有 一 特 殊 的 风 俗，即

老年人举行“行歌坐月”。逢天 晴 气 爽 的 日 子，儿 女

们往往给长辈们做好午饭，特意 安 排 他 们 去 与 自 己

年轻时的恋人进行老年人间的“行歌坐月”。这种在

外人看来荒唐的行为，在黄岗却 被 认 为 是 符 合 伦 常

的，这一做法被整个社区的人们所接受，不会受到其

他人的歧视或冷嘲热讽。老人在“行 歌 坐 月”中，谈

叙往事，互相交流、相互倾诉，缓解自己内心的惆怅，

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真实感情，同时，也通过对现实生

活的诉说，分享对子女未来的诸多想法，也在分享各

自的快乐与忧愁（邹 芸 筠，２０１２）。老 年 人 仍 然 有 着

浪漫的情怀，这种情感是对年轻时候爱的回味，也是

对现实中人生遗憾的一种弥补。从这可以看出侗族

社会对老人的宽容爱戴程度，其 养 老 真 正 做 到 了 精

神满足。

侗族尊老的传统还表现在他们对养老习俗的培

养和规范上。侗族是爱 歌 的 民 族，他 们 常 用 民 歌 民

谣来进行传统美德教育。他们自编民歌赞颂祖先开

创祖业、造福后代，表彰那些尊老爱老的年轻人。广

西龙胜侗 乡 迄 今 还 流 行《敬 老 歌》：“小 孩 靠 父 母 抚

养，懂事明理老人教。尊老爱老养老众人夸，夸你聪

明好心肠……”通过向小孩传授这些民歌，从小培养

他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意识。侗族社会的舆论力

量对敬老美德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④ 如果后生

不孝顺父母，虐待打骂 老 人，不 听 劝 告，多 被 众 人 鄙

视、讥讽；有的歌师还把他们的不 孝 行 为 编 成《贱 老

歌》等，不时当众传诵；使得亲戚 朋 友 远 近 村 民 都 对

其疏远，孤立，直到其改恶从善。总之，在侗族社会，

年轻人是敬老、爱老、养老，还是厌老、贱老、虐老，成

① ②③④陈维刚：《侗族尊敬爱护老人的美德》，广西壮族自治

区民族研究所编《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四辑），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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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优劣的尺度。

侗族传统社会还用约法款的形式来维护敬老的

传统美德。款约中大都有 提 倡 尊 敬 爱 护 老 年 人，处

置虐待打骂老人的规定。例 如，中 华 民 国 初 年 广 西

三江县侗乡高弄、鹿归、具 盘、具 河 寨 等 地 的 款 约 就

谈及：“厌老 贱 老，打 骂 老 人，蛇 狼 心 肠，房 族 要 管，

‘侗理’要罚……”并且规定了处罚方法。① 因此，通

过家庭教育的熏陶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侗 理”的 制

裁，使侗族的尊老习俗世代相承下来。

上述 可 知，侗 族 社 会 普 遍 有 尊 老 习 俗，家 庭 敬

老、社会爱老，并有社会舆论和乡规民约监督限制和

严厉约束，老年人的社会 地 位 高。社 会 对 老 年 人 价

值的正确评价和认识直接影响老 年 人 的 精 神 生 活。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形成 了 侗 寨 老 人 独 具

特色的养老模式。

三、侗寨老人养老模式特点

与其幸福指数分析

养老模式大体可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

养老三种，又有人分为集 中 养 老 和 分 散 养 老。侗 寨

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是适应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和

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的，不 是 纯 粹 的 某 种 模

式，而是兼具了几种养老模式的特点，从而使其养老

功能和文化内涵互为补充、互为包容，较好地满足了

侗族社会老人的需要。养 老 一 般 包 括 经 济 供 养、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最基本的 方 面，与 一 般 的 养

老模式相比，侗族的特色在于除了 家 庭 养 老 或 自 我

养老外，会集中到村寨社区的某些 固 定 场 所 一 起 做

伴和娱乐，更好地满足了老人的精 神 需 要 和 社 会 交

往的需要，使老人不仅老有所养，也能老有所乐和老

有所为。侗寨老人的社区养老生活不同于城市的养

老机构，与城镇单位的老人活动中心有区别，与目前

城市刚刚试 行 的 居 家 社 区 养 老 模 式 也 不 相 同，②显

示出其积极主动、高效节约、自在随性的特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 出“需 求 层 次 理 论”，将

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 的、安 全 的、情 感 和 归 属 的、

尊重的、自我实现的（马斯洛，１９８７）。下文对应马斯

洛所说的五种需求，把生理和安全的需求视为“老有

所养”，情感和归属的需求概括为“老有所 乐”，而 尊

重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则可以概括为“老有 所 为”，从

这三个方面对侗寨老人的养老生活及其幸福指数进

行分析。

（一）老有所养：家庭与房族的自觉赡养

侗族养老一般 从 五 十 多 岁 开 始，儿 女 成 家 并 有

了孙辈就可以慢慢转入养老的人生阶段。侗寨的老

人觉得老年意味着从生产的主线 上 退 下 来，把 生 活

的重担转移给儿孙辈，自己则有 更 多 的 空 闲 时 间 休

息，受到家庭的孝敬和社会的尊重，能经常自由出入

鼓楼等公共场所与老人一起做 伴、一 起 聊 天 和 看 电

视、玩纸牌等。侗族的家庭是父系制的，有几个儿子

的家庭分家时，一般都留足父母的养老田，父母亲通

常跟小儿子一起居住；招赘户和 承 继 户 则 长 辈 与 儿

孙辈一起共同生活。母 亲，也 就 是 女 性 老 人 通 常 会

帮着儿媳妇看孩子，做家务；男性老人则简单的干点

农活，多半不管家事。春节期间笔者去到侗寨调查，

发现家中处于老者的父亲总是 在 休 息 状 态，而 外 出

打工回来的儿子一直在忙着为 家 里 过 春 节 做 准 备，

并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的。据 笔 者 在 侗 寨 的 观 察，几

乎每家每户的老人都已经不再 承 担 家 庭 的 重 担，而

以休闲为主，问到他们的生活来源时，多半表示他们

大部分日常消费都是 自 产 的，无 需 向 外 购 买。相 比

于城市，侗寨老人的生活成本低廉，日常的消费大都

是自己或儿女们生产的农产品，或 儿 女 外 出 打 工 寄

钱回来购买，因此，对于大部分有后代的老人老有所

养几乎没有问题。

生活照料是养老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日常生活

来看，老人的日常活动 以 闲 暇 为 主，在 侗 寨，绝 大 多

数老人的主要时间在休闲中度 过，虽 然 部 分 老 人 要

料理家务和从事种田种地等农 活，但 已 不 是 生 产 劳

动的主力。当代大部分的家庭主要男劳力都外出打

工，老人日 常 生 活 由 自 己 照 顾，儿 媳 和 女 儿 也 会 帮

忙。侗族是聚族而居，同 一 村 寨 村 民 多 是 同 房 族 或

存在亲缘关系，因此，如 果 家 人 都 不 在 身 边，生 病 护

理也会有亲友和邻居相帮，其日 常 生 活 基 本 没 有 困

难。

侗族村寨是一个互助共济的小社会，奉行“同声

相应，同气相 求，相 友 相 助，互 相 扶 持”，③对 无 依 无

靠不能上山下田劳动、衣食无着 的 孤 寡 老 人 极 为 关

怀照顾，有 田 地 的 交 房 族 成 员 轮 流 代 耕；若 是 无 田

地，又丧失劳动力的，有 房 族 归 房 族 赡 养，无 房 族 由

全寨居民乐捐钱粮赡养；并安排他（她）们 做 些 力 所

能及的公益事，如有的 帮 看 守 鼓 楼、风 雨 桥，扫 地 抹

凳，烧水泡茶；或敲锣喊 寨 防 火；或 为 村 寨 修 洗 泉 水

井。在侗乡，若某地出现鳏寡老人因丧失劳动能力，

以致田园荒芜，饥寒交迫而走寨串巷乞讨时，大家认

为是侗家人的耻辱。而 这 些 老 年 人 所 在 的 房 族、寨

①

②

③

陈维刚：《侗族尊敬爱护老人的美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

研究所编《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四辑），１９８１年。

一些地方的居家社区 养 老 模 式 还 得 不 到 认 可，主 要 以 家 政

公司提供基本的家政服 务 为 主，服 务 的 质 量 不 高。这 种 形 式 自 然 与

侗寨的居家社区养老是不同概念的。
（民国）姜玉笙：《三江县志（卷十）“附编·乡约”》，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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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被别的房族和临近村寨斥责自私吝啬和缺德无

能。① 因此，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和监督，以及前文

所说的民间习惯法的约束，侗寨老 人 几 乎 都 能 老 有

所养。

（二）老有所乐：鼓楼里的集体休闲娱乐

通常我们关注的养老多半都是指在家庭内部或

养老机构里，享受儿女的照顾和生 活 上 衣 食 无 忧 的

待遇。但其实，除了部分不能自理的老人外，目前对

大多数老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已 经 不 是 物 质 生 活

上的需求和照料。因为即 使 家 庭 富 足，老 年 人 由 于

身体能力的衰竭也消费不了很多 物 质；而 随 着 生 活

重心的转移，老人的闲暇时间和个 人 独 处 时 间 增 多

而不知如何打发和排遣；另外，生命的单一发展方向

使老年人普遍怀有对未来的恐慌。老人渐趋衰落的

生机时刻提醒自己，每个人潜意识 中 都 有 着 恐 惧 和

担心。出于以上 原 因，老 人 常 容 易 被 失 落、孤 独、无

助、焦虑等情绪所笼罩。因此，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

础上，老人对精神需求更 为 迫 切。老 有 所 乐 主 要 指

情感交流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在 日 益 城 市 化 和 老

龄化的社会，纯粹家庭养老已经很难满足这种需要，

一些人寄希望于机构养老，因为在那里，老人的交流

对象扩大了，老人们在一起有许多 共 同 语 言 可 以 交

流、沟通，他们会 互 相 帮 助、互 相 劝 慰、互 相 鼓 励、互

相交流生活经验等。从这 点 看，侗 寨 鼓 楼 等 公 共 场

所同样具备类似功能。

侗族人喜欢群聚而居，特别是同一房族的人，都

密集地围拢住在一起，鼓楼是同一 房 族 的 人 或 是 居

住在同一片区的人乐捐修建的，是 大 家 议 事 和 娱 乐

的地方，为村寨里的公共 场 所，每 个 人 都 可 以 去，既

可随时去，也可随时离开，没有任何约束。现在青壮

年大多外出打工去了，鼓楼就成了老人聚会的地方，

大多数老人都会经常光临鼓楼，鼓楼因此被称为“老

人馆”。鼓楼对于侗寨的老人有多种意义：

１．跟同龄人交往的场所。社会交往是人的基本

需要，人到老年，社会活动减少，生活内容单一，老人

会特别害怕孤独。前人的 研 究 发 现，绝 大 多 数 老 人

都渴望交流，频繁、广泛、良 好 的 社 会 交 往 可 以 调 节

失衡心理，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并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国家统 计 局 湘 潭

调查队课题组，２０１２）。与 其 他 地 区 不 同，在 侗 族 村

寨，老人常去鼓楼等公共场所消磨时光，在那里做伴

聊天、看电视、玩 耍 等。除 了 农 忙 或 家 里 有 事，几 乎

每天必去，不去好像觉得 生 活 中 缺 少 了 什 么。笔 者

曾多次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 去 鼓 楼，老 人 们 表

述那儿人多好玩、开心、可以讲笑话、聊天，可以交流

信息，知晓寨上最新发生的事情。确实，鼓楼里老人

们在一起聊天，由于年龄 相 近，习 性 相 同，彼 此 兴 趣

相投，生活环境和经历大体一致，从小生产生活常在

一起，因此，共同话语很多，心灵也容易沟通，极容易

形成共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侗寨调查发现，侗

族老人在鼓楼里经常互相开玩 笑 以 取 乐，他 们 对 于

这种玩笑是不计较的，因此来说是安全的；同时也是

对日常单调生活的调剂，对老年 常 面 临 的 疾 病 和 害

怕将死的苦痛的逃避 和 情 感 宣 泄。在 这 个 意 义 上，

我们说侗寨的鼓楼等公共场所及相关的交往休闲活

动成为了老人情感依赖的场所 和 途 径，使 他 们 老 有

所乐。

２．娱乐活动场所。休闲娱乐活动对于老人的身

心健康非常有益。如果 娱 乐 设 施 缺 失，闲 暇 活 动 单

一，社会交往贫 乏，那 么 就 会 带 来 相 应 问 题。但 是，

在许多地区，老人的日常消费大 部 分 都 集 中 于 医 疗

消费和饮食消费等基本生活消 费 上，没 有 多 余 的 经

济收入出入娱乐场所，并且社区 也 较 少 专 为 老 年 人

提供娱乐场所。侗寨的 经 济 状 况 虽 然 并 不 太 好，但

是侗族村寨依凭血缘和地缘的 群 聚 生 活，本 村 寨 集

体及周边人乐捐修建了作为公 共 场 所 的 鼓 楼、风 雨

桥等，这为老人的安身去处提供了方便，每个人都可

以自由出入。因此，在侗 寨 公 共 娱 乐 休 闲 场 所 和 设

施并不缺乏，老人每天去参与各 种 娱 乐 等 活 动 根 本

不需要多少经济支撑。

侗寨老人时常 在 鼓 楼 等 地 进 行 唱 侗 歌、吹 芦 笙

和棋牌游戏等活动自得其乐。侗族是传统的爱歌民

族，他们平时除了干农活和做家务，空闲时间就聚在

一起唱歌自娱，把以前所见所闻 和 所 感 编 成 歌 做 纪

念。许多侗寨都 有 多 耶 队、芦 笙 队、文 艺 队、琵 琶 歌

和情歌队等民间团体，队员大部分是５０～７０岁之间

的老人。据不完全统计，我 们 调 查 所 到 的 十 多 个 侗

寨６０岁以上的老人都喜欢听侗歌看侗戏，多于看电

视节目，且 有 超 过７０％会 唱 侗 歌、多 耶 或 吹 芦 笙。

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学唱和习 唱 各 种 侗 歌，特 别 是

老年妇女经常在晚饭后，待小孩 子 睡 觉 了 就 齐 聚 在

一起唱多耶，男人们则更多是在鼓楼坪集体吹芦笙。

每逢节庆日或临近村寨建新鼓 楼 新 戏 楼 等，寨 上 的

芦笙队、歌队就外出去集体做客，或者邀请外村的歌

队芦笙队来自己寨一起欢庆。老人们在这些活动中

都是主角，从组织到表 演 等 都 是 他 们 自 己。当 问 到

他们为什么热衷这些唱歌、吹芦笙等活动时，他们总

是笑着回答说“开心啊”。确实，他们这样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 活 动 本 身 给 他 们 带 来 了 许 多 的 欢 乐 和 满

足。

① 陈维刚：《侗族尊敬爱护老人的美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

研究所编《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四辑），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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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是侗寨老人集体养老的当然场所。冬天大

家齐聚在鼓楼，围坐火塘烤火，每个人轮流带柴火在

那里取暖，这已经形成了 传 统；夏 天，鼓 楼 楼 上 是 通

风纳凉的好地方，有时候人少，老人们会头枕着短木

墩，躺倒在长凳上睡觉。鼓 楼 不 仅 是 老 人 聚 在 一 起

聊天，唱歌，讲笑话的地方；年 轻 人 还 为 老 年 人 捐 资

买了电视机和影碟机，可以让老人集中一起看侗戏，

看新闻，评论时事。鼓楼为 老 人 提 供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交流平台，一个共享的社会文化空间，鼓楼里老人的

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可以排除老人的孤独感，使他们

获得交流的愉悦和心里安全感。

（三）老有所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主力

老有所为指的 是 获 得 家 庭 和 社 会 的 尊 重，实 现

老人的自我价值。老有所为是老人延续生命价值和

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老人从人生的旺盛期退

下来，身体体能下降，做许 多 事 情 都 无 能 为 力 了；加

上老年人普遍具有一个心理，就是觉得自己老了，思

想和知识也跟不上时代了，在家里 和 社 会 变 得 可 有

可无，无事可做，巨大的心 理 落 差 困 扰 老 人 们 的 心，

因此，产生自卑消极的心理。而在侗寨社会，侗族有

“大树护村，老人管寨”的谚语，人们通常认为老年人

是开发建设家乡的先辈，在人生几十年的历史中，积

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社会 经 验，又 通 晓 做 人

处世道理和待人接物的礼仪，熟悉 本 民 族 特 别 是 本

支系本村寨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民俗事象和历史文

化，因此被视为是生产生活的师长和智者，村寨大事

都要征求老人的意见。尽 管 在 实 际 的 社 会 生 活 中，

老人都已不再年富力强，基本不再是生产的主力，不

具有实际的政治影响或权力；但侗族村寨的“老人协

会”仍发挥很大的作用。传统侗族社会，寨老组织具

有权威的作用，侗寨寨老、款 首 等 村 寨 头 人，都 是 有

才干、威信高的老年人，由他们组成领导村民款众的

集团；今日，实行村党委和 行 政 管 理 制，似 乎 老 人 的

作用已经被取代，实际上，侗寨昔日的寨老组织已经

演变为“老人协会”，寨老们仍然充当一定 的 管 理 角

色，协助村两委管理村寨事务。“老 人 协 会”是 村 寨

民间组织，主要任务是维护本地生 产 生 活 秩 序 和 习

俗，调解村寨内外的各种 纠 纷；制 订 乡 规 民 约，安 排

全寨的生产生活，主要是为村寨的公共事务服务，如

鼓楼、路桥等公共设施和 电、柴 火 的 供 应，喊 寨 提 醒

村民注意防火安全和水池清理，也 负 责 道 路 和 河 道

等公共空间卫生和秩序的维护、乐捐、月也和文艺表

演的训练和安排，以及在村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

民俗活动中做出具体的指导，抚慰人心。总之，他们

是各种矛盾的化解者、社会公益事 业 的 主 要 承 担 者

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有事时聚集商议，不计报

酬，义务工 作，无 任 何 特 殊 权 利，且 办 事 公 正（欧 潮

泉、姜大谦，２００２）。因此，老人协会在众多的为民服

务过程中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与 尊 重，老 人 们 的 精 神

生活得到了充实，心理和情感获 得 了 满 足（张 爱 华，

２０１０）。老人在表述中，总以老人对村寨的贡献为自

豪，每次问到老人们在鼓楼主要讨论些什么话题，他

们就会 认 真 地 回 答 说“说 得 最 多 的 就 是 公 益 事 业

了”。其中，做贡献最多 的 是 寨 老 们，由 于 他 们 的 奉

献精神和办事的经验获得了社 会 的 赞 扬，赢 得 了 年

轻人的尊敬和信赖，使年轻人愿 意 服 从 老 人 的 安 排

来参与集体的大事，这也给老人带来成就感，使得老

人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社区公益 事 业 中 去，促 进 和 维

护了社区的和谐与稳 定。冯 雪 峰 指 出，老 人 协 会 丰

富多彩的活动和在村寨的影响 力，使 老 人 在 市 场 经

济条件下重新回到村寨生活中 心 来，这 不 仅 使 老 年

人对生活产生良好感觉，而且给 中 青 年 农 民 对 生 活

未来的预期产生深远 影 响（冯 雪 峰，２００６）。老 人 的

意见得到贯彻和尊重，老人作用得到体现，从而使老

年人较少产生自卑、孤 独、悲 观 等 消 极 心 理，并 带 来

成就感和幸福感。

老有所为还体 现 在，许 多 传 统 文 化 如 民 间 神 话

传说故事、民歌、传统手 工 艺、讲 款 等 传 承 至 今 仅 有

老人还掌握着。只有老 年 人 知 道 本 民 族 迁 徙、繁 衍

的历史和地方重大事件、民族英雄、能工巧匠及其事

迹等，这些内容对于村寨和民族是一笔财富，他们的

讲述和传授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贡

献，把它记录整理，使之 不 致 失 传，也 体 现 了 老 人 的

价值。当前国家推行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侗 族 多

项“非遗”传承人都是老人，他们得到了 国 家 和 社 会

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在为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尽心尽力。

在传统社会，侗族老人以养老休闲为主，女性老

人在日常 生 活 中 把 家 务 琐 事 转 移 到 年 轻 媳 妇 身 上

后，她们有更多的空闲 时 间，是 村 寨 里 生 诞 寿 宴、婚

丧嫁娶和庆贺新居等场合中重要的参与者。而男性

老年人的劳动负担由年轻一代 接 替，他 们 成 为 传 统

知识的持有者和家庭 权 威。当 今 社 会，随 着 村 寨 大

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所 有 的 人 情 和 生 活 中

的大事件都由老人操办帮助料 理 家 务；老 人 还 负 责

帮着照看孙辈，除了农忙季节由 儿 女 回 来 帮 忙 或 请

人帮忙，其余时候简单的农活也由老人负责。因此，

他们仍是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仍在做贡献，并不被视

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

社会上对老人的尊重也使老人获得价值感。前

人研究表明，社会正确评价和认 识 老 年 人 的 社 会 价

值，形成尊老、敬老的社 会 风 气，有 助 于 提 高 老 年 人

精神生活的质量，使老年人生活 幸 福 感 加 强（《人 口

研究》编辑部，１９９８）。侗 族 不 同 辈 分 之 间 代 沟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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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老人对晚辈仍然具有 教 养、教 化、知 识 传 授 的 权

威性，子女不仅从言行上尊敬父母，甚至从心理上还

会对之产生深深的崇敬 感。在 社 会 上，通 晓 侗 族 文

化知识的歌师尤其受到 重 视 和 敬 重。每 次 赛 歌，不

管胜负，歌师都被主寨奉为上宾，受到热情款待。赛

歌结束后，还派人挑着礼品送歌师 回 家（杨 通 山、蒙

光朝、过伟，１９８３：２９２）。

上文对侗族老人的幸福生活指数从三个方面做

了分析，这三个方面不是界限分明的，需要的层次也

不完全是梯级的。老有所 养 是 基 础，老 有 所 乐 和 老

有所为二者常常交叉在一起，因为 有 所 为 就 会 有 所

乐。侗寨的养老模式体现了对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的满足，因此，可以说侗族老人的居家社区养老生

活是幸福的。

四、侗族居家养老模式的可借鉴性

从前文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侗寨老人居家社区养

老的幸福生活，侗族的养老习俗与 养 老 模 式 给 我 们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启示：

第一，要关注老人的精神生活，为老人提供社会

交往活动和为社会服务的平台。从当代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情况和大多数老人的生活 情 况 来 看，养 老 已

经是很自然的事情，整个社会和家 庭 内 部 晚 辈 的 关

照使老人能进入修养自足的状态，但 养 老 的 质 量 却

未必保证。中国传统所谓的尊老，也 主 要 把“孝 顺”

放在首位，以保证老人衣食无忧，对老人的精神生活

和个人价值的发挥则是相对忽略的。即以老有所养

为目标，对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二者不太关注。今后

家庭和社会都应对此加以重视。

第二，居家社区 养 老 模 式 是 目 前 我 们 农 村 可 以

推广的方式。据 研 究 调 查，７０％以 上 的 老 人 都 不 愿

意集中到养老院去养老。虽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能

够提供足够好的养老机构和设施，但 是 大 多 数 老 人

仍然选择家庭养老模式。这 都 说 明，传 统 的 家 庭 养

老与养老院集中养老相比，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比

如在精神方面和日常生活习惯方 面，家 庭 能 给 予 老

人更多的精神抚慰和生活照顾。在目前社会养老机

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家庭结合社区养老模式，是更

为合理可行的。当前，有些 城 市 正 在 探 索 老 年 社 区

的建设，由政府和社会合作共同发展老年社区服务，

兴建社区老人服务设施。研 究 者 发 现，社 区 养 老 具

有节省人力、物力的优点，而 且 离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近，

使老年人不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得到社会服

务，并保持与家人和邻里的经常联系，不至于产生心

理孤独感，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因此，发展社

区服务也是巩固家庭养老的一项有效措施（姜向群，

１９９７）。发展社区老人照顾事业，还可以充分发挥社

区成员的自助互助精神，鼓励和 促 进 老 年 人 积 极 参

与社会发展和各项公益活动，进 而 增 强 社 区 的 社 会

福利保障功能，并反过来使老年人成为最先受益者；

另一方面，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发挥余热，产生

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有 利 于 老 人 的 身 心 健 康。有

人提出“集中型”居家养老模式（宋言奇，２０１２），也是

从其具有社区资源共享，低成本运作等优点出发的。

综合看来，居家社区养老形式满 足 和 适 应 了 农 村 社

会的乡情、村情、亲情的 需 要，也 更 符 合 中 国 目 前 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现实。

因此，侗族的养老模式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第三，在保护传统延续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

媒体和教 育 机 构 等 各 种 方 式，宣 传 民 族 优 良 美 德。

已经有人注意到养老需发挥中 华 民 族 的 养 老 传 统，

继承尊老敬老美德，保护并强化 传 统 文 化 中 尊 老 养

老的优良传统及做法，这样才能 营 造 整 个 社 会 的 良

好风气，在家庭与社会共同努力下，给老人一个幸福

的晚年。

当然，侗寨 养 老 模 式 也 有 其 局 限 性。与 尊 老 养

老传统风尚相并存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说 的“熟 人 社

会”（费孝通，１９８５），即以宗族和 地 缘 关 系 为 中 心 的

小社会，人们可以依赖彼此默认 的 非 正 式 规 范 来 限

定和维持社会关系，宗族之首和 老 者 往 往 得 到 更 高

的地位和权威，并能获 得 更 多 的 社 区 福 利。在 今 天

的农村大部分地区虽然人口流 动 性 大 大 加 强，但 宗

族血缘关系尚存，地缘关系仍未完全破坏，在政府的

扶助和鼓励下，营造社区共同的 养 老 氛 围 和 养 老 设

施，制定一定的法规制度来限定和维持社会关系，并

结合文化保护和公共文化建设，定 期 举 办 相 关 的 活

动，根据老年人爱好、兴 趣 的 需 要，建 立 一 些 相 关 的

老年人休闲活动、娱乐的场所，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也能对当前的养老现状有所助益。

总之，养 老 问 题 关 涉 老 人 的 经 济 能 力、家 庭 生

活、社会参与、休 闲 娱 乐、心 理 情 感、体 面 生 活、社 会

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等诸多方面。因此，仅仅是

把部分老人集中到养老院进行照顾和管理只能满足

某些人的需要，对于在大部分时 间 里 可 以 生 活 自 理

的大多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来说不切实际，而借

鉴侗族的养老模式，培育社会的敬老风俗，也许是可

推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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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类学新锐论坛”成功举行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师生迎来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的 人 类 学 同

行。两个单位共同主办的首届“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类学新锐论坛”在南京大学河仁楼会议厅顺利召开。

论坛由南京大学范可教授主持，出席的嘉宾有南京大学 邵 京 教 授、杨 德 睿 副 教 授、杨 渝 东 讲 师，复 旦 大 学 潘 天 舒 教 授、

纳日碧力戈教授。正在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访学的 国 际 知 名 人 类 学 家，波 士 顿 大 学 的 魏 乐 博（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ｌｌｅｒ）教 授 也 出

席了论坛。论坛报告人及题目：何潇 （复旦大学人类学硕士，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学博士生），“上 海 创 业 梦：金 钱、时 间 与 城

市移民”；何煦（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村落：还是共同体吗？———关于乡村组织生活的田野研究”；李铱涵（复旦大学人

类学硕士生），“‘老字号’企业的复兴———对‘谢馥春’化妆品的商业人类学研究”。来自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人类学专业

研究生二十余人参与了旁听。

何潇同学在报告中阐述了其博士论文研究计划：研究对象为 从 安 徽 到 上 海 流 动 的 农 民 工，通 过 访 谈 和 观 察，了 解 其 生

活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期待及实现期待的多元途径，以观察不同的行动者如何适应市场、开辟新的经济组织和模式，及其

历时性变化。进而探讨移民流动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并反思人类学研究经济的方法。

何煦同学的报告源于其博士论文研究。意在基于“共同体主义”理论，考察当代中国乡村的性质。通过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在浙江瑞安市赵宅村收集的田野资料，展现赵宅村在团结、互动关系和自主性三个维度的村落生活，发现其是建立在亲缘、

宗教和邻里相交织的关系网络中的，村民认为村落作为整体占有和支配土地，这种观念和行动在村落生活中产生了共同体

的体验。但在国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中，原有的共同体关系受到挑战，村民们越来越主张其作为村落成员对土地的完全自

主权，而国家对于这种权利的否认，造成国家与村民间的重要矛盾。

李铱涵同学在报告中阐述了其硕士论文研究计划：以扬州老字号化妆品品牌“谢馥春”为考察对象，运用商业人类学的

视角和方法，旨在解读“谢馥春”在当代社会如何成功从濒危走向复兴。并 重 新 审 视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现 象 的 老 字 号 在 现 代 市

场中的重要价值，给未来发展以启示。以期进一步探讨老字号企业如何抵挡跨国公司的冲击，全球化与地方化如何在具体

实践中互动。

报告完成后，嘉宾进行了点评。邵京教授就集体所有制、杨 德 睿 副 教 授 就 宗 教 与 宗 族 的 关 系、范 可 教 授 就 共 同 体 的 概

念、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ｌｌｅｒ教授就田野与理论基础的结合，给予报告人中肯意见，引发老师同学间热烈讨论。

此次“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类学新锐论坛”，为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走出了第一步，同时也

在教学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硕士生宋寒昱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