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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老组织社会治理智慧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陈敬胜!彭新竹!陈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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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在传统家国体系逐步瓦解语境下!通过研究瑶老组织的社会治理智慧!探索其对乡村治理的意义!有利于推

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瑶老组织存活于瑶族日常生活中!瑶老是一种内生性权威!既依赖个人先天禀赋!也借助个人在实

践中的表现" 瑶老治理范式集综合治理)网络治理于一身!目标指向村寨治理的动态平衡" 瑶老组织的治理智慧带给乡

村治理的启示有(重塑乡村治理权威!强化网络治理!治理最终指向满足人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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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对乡村治理提出了

)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要求#衡量乡村振兴与否的重要维度是)治理

有效*% 南岭走廊瑶族村寨在自身延续发展进程

中累积了丰富有效的历史治理经验% 瑶老治理主

要依赖个人权威达成治理目标)起到维护社会秩

序和内部团结的作用*

!是瑶族村寨长期保持和

谐稳定的基石% 瑶老组织作为正式制度已经消

失#但其治理智慧对乡村治理仍具有价值% 在家

国同构社会组织体系解构背景下#结合瑶族的历

史文化空间在历史田野中解读)瑶老组织*的文

化内涵#就其对乡村治理的当代价值进行探索#仍

具有现实意义%

一4传统家国体系的解构及其后果

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前#家国同构社会组织是

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传统#随着社会革命持续发

生+农业文明经济基础改变及社会结构变迁#家国

同构社会组织逐步解构#原有治理体系消失#乡村

秩序出现一定范围的失范%

!一"家国同构的历史传统

家国同构指的是家与国互为嵌入#)家庭构

成社会的基础#也构成国家的基础*

"

#国是家的

扩大化#家与国在结构上具有趋同性%

著名社会史学家李安宅认为#家国同构组织

自周朝就开始了#)总括来说#中国社会只有两种

正式而确定的组织#那就是国与家,,,即国也不

过是家的扩大#家的主是父#国的主是君*

#

% 冯

友兰从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指出)旧日所

谓国者#实则还是家% 皇帝之皇家#即是国#国即

是皇帝之皇家#所谓家天下是也*

$

% 在费孝通先

生看来)差序*与&大学'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条理上是相通的#都是中国的社会

结构#具有同等内在逻辑% 沈毅认为)-家. -国.

关联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

%

% 岳庆

平在&中国的家与国'一书中#以丰富的史料系统

论证了)家庭与国家模式*的稳固性#)家庭与国

家尽管范围狭广差别很多#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

&

% 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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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核心问题都可归属于

人与社会的关系%

家国同构作为治理组织就是)保持国家治理

与家庭自律的同质化*

!

#王朝无论如何更替与动

荡#家国同构社会组织始终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

特殊的价值功能%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

对人需要的满足% 家国同构社会组织满足了各阶

级阶层人士的需求才得以延续% 南岭走廊瑶族村

寨内部层级结构大致为)家,,,堂屋,,,房,,,

村寨*四级% 村落共同体之间有着或生疏或亲近

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他们像石榴籽一样抱

团在一起的)根*% 村庄自然领袖#依靠个人权威

统治村庄的同时#借助家法+族规等带有强制性的

规则体系进行统治% 乡村治理的单元是家或者是

家的扩大化,,,)家族*)宗族*#直至)村*%

!二"家国同构组织解构的表现

伴随着现代国家建立#传统村落共同体慢慢

肢解% 家国同构组织逐步消解#具体体现在初级

小群体瓦解+传统权威衰落+信仰共同体价值缺失

等方面%

初级群体不断瓦解% 孕育家国同构组织的乡

土#推动着以地缘+血缘为主体的初级群体成为乡

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初级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互

动频繁#互相嵌入#构成乡土社会的本色与底色#

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维护的主要力量% 新时期正式

组织+虚拟组织逐步取代非正式网络#初级群体形

成的社会条件弱化#功能衰退#)基于趣缘的虚拟

网络族群崛起#这种群体形式更为松散和易变#群

际联系更加复杂*

"

#)个体在传统社会结构内部

的依附力越来越弱#传统的束缚力也越来越

弱*

#

% 初级群体的消解#冲击着原有的家国同构

社会组织%

村落权威衰落% 瑶族传统村寨主要依靠瑶老

个人和组织权威进行治理% 形成于农耕文明实践

暗含着农耕文明智慧的传统习俗#自带权威% 瑶

老与传统习俗有机结合维系着村落权威的合理存

在% !$世纪 3$ 年代以来#)自由+平等+独立+民

主等理念深入乡村社会#对个人解放的追求瓦解

了传统权威力量的合法性*

$

% 村委会+村党支部

等基层组织取代传统瑶老组织#村支两委领导成

为瑶族村寨的实际治理者% 敬畏传统权威已是过

眼烟云#日渐衰落的村落权威成为家国同构社会

组织解构的副产品%

信仰共同体价值缺失% 村寨共同体 )集血

缘+地缘+信仰于一体*

%

#是具有)地方性信仰或

祖先崇拜内涵的综合文化形态*

&

% 南岭走廊盘

瑶信仰盘瓠#平地瑶地方信仰杂糅盘王信仰与仁

王信仰% 与其他南方少数民族一样#瑶族信仰体

系从自然神灵到祖先崇拜均有涉及% )村落公共

空间内的信仰组织是村落社会秩序的直接反

映*#对)村落共同体还起着必要的整合作用*%

瑶族村寨共同体信仰价值形成于共同族源记忆+

迁徙史及苦难史% 对村寨共有价值的自觉#是瑶

族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行走在

南岭瑶族村寨#虽然能经常看到盘王庙+仁王庙#

以盘王信仰为基础的长鼓舞+盘王大歌等文化遗

产犹存#但已失去本来面目#神圣性缺失% 对神灵

对自然的敬畏感消遁#共有信仰让位于充满理性

的信仰#原有的价值观不断消弭%

!三"影响传统家国同构组织解构的因素

农耕文明乃家国同构社会组织体系的)根*%

南岭走廊平地瑶+排瑶等支系在明代中期实现定

居#盘瑶支系建国后也告别游耕走向定居% 家国

同构社会组织对瑶族村寨影响极为深远% 近现代

以来#社会革命不断深入#生计模式持续变迁#社

会制度变革等促使瑶族村寨家国同构组织走向解

构%

社会革命的冲击% 晚清风起云涌的社会革

命#波及瑶族村寨% 南方发生的社会革命都有瑶

族民众影子% 雍正年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湘粤

桂边区瑶族村寨就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建国后瑶族村寨)在社会革命中#家庭主义与家

庭制度受到严重的冲击#传统家庭被抛出原有的

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之外#-家国同构.体制开始

走向瓦解*

'

#进而家庭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几乎

被全盘否定#家庭不再是政治伦理的母体和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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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基石*

!

#)开启了家庭在国家视野中被边

缘化的进程 *

"

% !$ 世纪 )$ 年代开展的社会主

义改造运动)彻底解构了传统的家国关系*

#

#成

为瑶族村寨家国同构社会组织解构的利剑%

生计模式的变迁% 社会革命动摇了瑶族村寨

家国同构社会组织#但游耕文明根基还在% 经济

制度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土地革命的完成#过去以

刀耕火种为主的游耕模式退出历史舞台% 平地

瑶+排瑶成为农业村落#盘瑶支系则成为林农#肩

负着守林护林职责% 南岭走廊瑶区为珠江长江水

系发源地#!$ 世纪 3$ 年代#为保护两大水系#大

部分瑶族栖居地被实施防护林工程#赖以生计的

大片森林成为公益林#以林为业的瑶族劳动力离

开家园转向服务业#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家国

同构社会组织进一步遭遇冲击%

社会网络的断裂% 南岭走廊瑶族村寨毗邻珠

江三角洲城市群#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喜迁徙基因%

改革开放后#受乡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影响#劳动力

不断流入城市#改变着瑶族村寨社会结构% 流入

城市的劳动力失去原有社会网络支持#难以融入

城市#彷徨于城市边缘#成为)自由的散工*#这

)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也是社会结构变迁

的表现*

$

% 社会网络破裂给乡村带来诸多社会

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加速瑶族村寨家国同构社会

组织解构%

!四"传统家国组织解构带来的后果

以伦理价值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社会组织解

构#各种治理力量互相盘缠#瑶族村寨整体上出现

失范% 部分底层民众)干脆放弃对真善美的追

求#出现了价值的真空和混乱*

%

% 他们的社会行

为致力于规避惩罚追求利益最大化% 乡村秩序的

暂时失范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治理主体失位% 传统瑶族村寨治理主体是瑶

老组织% 家国组织解构松动了瑶族内生性社会组

织根基#披戴着浓郁政府行政色彩的村委会+党支

部等基层组织领导成为政治精英)在乡村社会治

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成为乡村治理主体% 底

层民众由于主体意识缺失)直接导致乡村治理主

体的失位*

'

% 在地化的公益组织#也是传统瑶族

村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极% 当下瑶族乡村#除

应政府之需设立的妇联+治保会+民兵组织和人民

调解委员会等有名无实的群团组织外#其他公益

性社会组织几乎不存在% 乡村治理由过去的主体

多元向单向度转变#治理主体失位#乡村秩序变得

难以控制%

传统村落濒临消亡% 瑶族居住在南岭走廊山

区#地理位置偏远#留下了数量众多具有多重价值

的传统村落% 然而这些传统村落正遭受)持续性

破坏*#甚至濒临消亡% 传统村落的凋敝和损毁

原因多元#过度开发+人口外流+城镇化等都是影

响因素% 源于传统权威缺失导致的治理主体边缘

化是主因% 底层民众观念转变#期望提升生活质

量#一味无序地新建与翻建住房#对村落价值缺乏

内在认识%

文化空心化% 链接村落共同体纽带的是共同

文化#随着)空心化*#包括人口空心化+住宅形态

空心化+社会服务空心化出现#瑶族村寨出现)文

化空心化*% 曾经丰富的民间文艺活动慢慢退出

人们的公共生活% 戏台等文化公共设施大都被拆

毁(民居建筑中曾经美观的雕花门窗被玻璃窗替

代#诗意的窗花也被印刷画取代#类似的)文化失

落*现象不胜枚举% 文化空心化主要原因在于文

化持有者的保护与传承意识缺失#传承主体注重

经济发展而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不足#陷入)有

用与无用*的悖论% 瑶族)还盘王愿*仪式#是瑶

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储存器% 瑶族村寨由于乡村治

理失序#公益组织弱化#能主办)还盘王愿仪式*

的村寨很少#传统文化空心化浪潮正在无情地席

卷着瑶族村寨%

随着家国组织不断解构#原有治理体系逐步

消失#乡村出现危机#土地抛荒+生态恶化+伦理缺

失+文化空心+乡愁消失等)三农问题*日益严重%

虽然#国家颁布和采取了诸多政策解决农村困境#

但缓解的步伐沉重#回不去的乡村#没有乡愁的乡

村正在变成事实#乡村治理危机四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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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瑶老组织的权威合法性及其治理

机制

瑶老组织是)治理瑶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关键

制度*

!

#瑶老运用个人权威进行村寨治理% 瑶老

权威的形成既源于个人的先天禀赋#又来自日常

生产生活历练% 瑶老治理借助血缘与地缘形成的

网络开展综合治理#目标指向维持村寨的综合性

动态平衡%

!一"瑶老组织权威合法性的形成

据&瑶族通史'介绍!瑶老制#最初源于原始

社会氏族部落酋长制% 秦汉时瑶族称其头领为

)渠帅*)精夫*#宋代称为)徭酋*#元明清时期称

)徭老*% 据此#可将瑶老理解为明清时期的瑶族

领袖#主要职责是为村民择农时#主持宗教祭祀#

领导村民抵御外敌入侵%

超强的文化知识力% 瑶老权威的形成与超强

的物候地理识别能力+记忆力+知识力有关% 瑶族

在南岭山区以刀耕火种为业#)刀耕火种的制度

看起来有些浪费资源#实则巧妙地利用自然界自

我循环的规律使土地资源获得休息*

"

% 这种模

式对资源依赖性强% 南岭山区动植物资源丰富多

样#一旦误食带毒性的植物#后果严重#有些野生

动物对人具有攻击性% 动植物资源的双重性给人

的安全造成威胁#应对威胁最好的策略是牢记动

植物资源属性% 没有文字的民族#传承动植物资

源知识#全凭个人知识力% 对动植物资源属性敏

感者#自然能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发挥导向作用#

获得权威% 在科技不发达的瑶族村寨#文化功能

超越了意识形态范畴#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也是社

会交往的规约+行动的指南#掌握传统文化知识的

智者成为瑶族社会的当然领袖%

良好的社会风险化解力% 瑶老权威的形成与

其社会风险化解与防范能力高低有关% 南岭走廊

境内溪流众多#泥石流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山高

林密的南岭瑶寨#也是虫兽灾高发区% 自然灾害

的破坏力令人心惊胆战#如果预防处置不当#一年

的辛劳将付之东流% 降低自然灾害的破坏性#最

好的措施是构建预防体系% 因此#掌握风险防范

地方性知识与经验者自然赢得人民尊重#获得权

威% 除自然风险外#瑶族还经常面临社会风险威

胁% 明清时期#湘桂交界处的平地瑶区#经常遭遇

周边民家人+)强人*及)生苗*的侵扰#与地方文

武衙门官员的协商沟通也是影响平地瑶能否安居

的重要因素#克服侵扰的能力和友好沟通的能力

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反复历练%

底层民众的认可度% 出于构建社会资源获取

较高社会地位之需要#瑶老在即将退职之前#会把

意向人推荐到新瑶老职位上#权力交替过程中存

在一定程度的传递性% 新瑶老在形式上成为区域

领袖#但能否拥有权威还得依赖底层民众的认可

与信任% 底层民众依据瑶老服务基层群众的能

力#按照传统习俗赋予瑶老权威性% 否则#)瑶老

大会*就有可能对其进行罢免#瑶老权力的传递

性也就失去效应%

瑶老权威的形成过程不仅依赖于个人与生俱

来的卓越属性和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社会

风险化解力#还与底层民众认可度有内在联系#是

一种内生性权威%

!二"瑶老组织的治理机制

作为内生性治理组织#瑶老治理以日常生产

生活为中心#借助血缘地缘形成的网络实施治理#

维系共同体完整#追求在动态中实现平衡%

#(治理内容系统化

屡遭主流民族排斥的瑶族#历史使命是)活

下来*% 斯科特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把

山地民族逃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动选择在

山地中生存的原因归结于维系族群完整#不至于

在与主流民族抗争中被消灭% 瑶老治理的核心是

维系日常生产生活秩序%

首先#是生计模式的治理与维系% 刀耕火种

生计模式的粗犷性决定了瑶族只能凭借广种薄收

的生产方式获取资源% 维系这种模式需要大面积

的森林资源#不允许土地资源私有化% 自然资源

使用权的公共性需要村寨治理权威强有力介入%

山间风向飘忽不定#给刀耕火种的顺利实施带来

困难#人与人之间合作尤其重要#群体合作形成利

益共同体也需治理主体介入%

其次#是村寨秩序维护% 共住一个区域的瑶

族往往具有共同迁徙史#历史上有十二姓瑶人是

一家的说法% 维系)家*的完整需要在内部寻找

平衡支点#否则这种靠历史记忆与迁徙历史构建

起来的)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动荡% 如生育制

度#南岭山区有限的地理空间和生物承载力决定

了瑶族村寨的生育政策是两胎#如有违背#要么裂

分族群#要么迁徙它处% 维系族群完整#村寨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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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瑶老治理的核心要义%

再次#是族群边界维持% 文化是一个族群的

灵魂#是族群之间判然有别的界限% 瑶族内部各

支系界限也是依据不同文化特征区分% 作为族群

文化天然承担者#瑶老自然肩负着文化边界维护

职责% 既要在仪式场域传承族群文化#还需用文

化服务人民的日常生活% 瑶老扮演的角色一是对

内凝聚人心+维护族群完整+延续群体历史(二是

对外构建社会网络% 瑶族居住的山区周围#还有

汉族+客家人等实力明显高于自己的群体#与这些

群体的关系处理不慎也会影响生存% 族群边界维

持是瑶族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

!(治理体系网络化

瑶族零星散布于南岭山区#缺少宗族组织形

成的空间基础% 在迁徙历程中瑶族各姓之间犹如

石榴籽般互相嵌抱在一起#形成牢不可破的网络

化共同体% 瑶族网络共同体形成的原因!一是族

内婚% 瑶族没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实行普遍的族

内婚% 二是)共享自然资源*制度% 这是在与自

然抗争中#瑶族内部生发的一种应对自然风险的

制度% 在狩猎采集过程中#不管谁先获得猎物#发

现食用植物#偶遇者均有分享权利% 这种内卷性

的社会物质交换#模糊了彼此之间的边界% 三是

互惠型帮工% 在涂尔干看来#分工是竞争的产物#

但瑶族村寨内部分工并没有多大竞争#似乎只有

工作需要% 涉及烧畲耕种+承办大型仪式+建造新

房+举办婚丧等非一家之力可完成的重大事项时#

村落共同体内的人民会倾其所有主动义务帮忙#

互惠型帮工制度在缓解人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同

时#构建了各种熟人网络甚至亲属网络% 瑶族村

寨互嵌式的社会网络#决定了瑶族村寨治理网络

化特征% 任何一个家户都是网状社会结构的一个

点#一个有意义的点#一旦某一个点出现裂痕#就

可能导致整个社会意义之网破裂%

"(治理目标指向村寨整体平衡

瑶族村寨治理最终目标是实现包括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神明+人与人之间的村寨整体

上动态平衡% 受土地+山场+森林等自然资源限

制#瑶族生存空间狭小#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

的平衡#控制好人口出生率%

瑶族村寨内部结构单一#不等于社会关系简

单% 南岭走廊瑶族周边#分布着苗族+侗族+民家

人+客家人等实力上远胜他们的族群#这些族群对

瑶族的土地资源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成为影响瑶

族社会稳定隐患的)他者*% 故而处理好与外族

群之间的关系#换取族群内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成了瑶族村寨治理任务之一%

化解源自自然的风险#需要借助信仰力量#平

衡人神关系% 瑶族信仰具有泰勒之)万物有灵*

属性#敬畏自然界的山水石树和各种神明%

瑶族村寨治理落脚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平衡%

这种平衡治理准绳是以石牌律+禁约为载体的习

惯法#治理内容包括防范各种可能出现的社会风

险+及时修补出现裂痕的族群关系+对偏离社会轨

道者进行纠偏甚至适当制裁及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

三4瑶老制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启示

瑶老组织治理村寨的有效性是南岭走廊瑶族

村寨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不忘本来#面向未

来#新时代瑶老组织治理智慧对乡村治理的借鉴

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

强化社会网络治理% 网格化治理把基层社区

切分为一个个方格#把人归属于一个个特定的格

子% 网格化治理最大的问题在于#把人预设为静

止的生命体% )流动的乡土*取代)静止的乡土*#

)地域城市*被)移民城市*所取代#网格化治理作

用有限% 与网格化治理不同#瑶族传统村寨是互

嵌式网络治理% 这种基于社会交换形成的嵌入式

社会网络互相交织#在边界清晰中构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彼此之间互为依赖#利

益攸关#都在自觉地保持共同体的完整性#为瑶族

社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满足人的社会性需要% 瑶族村寨治理#兼顾

生物性需要与社会性需要% 作为一个在夹缝中借

助南岭走廊山体掩护才得以在流动中获得自我繁

衍的民族#即便在物质非常匮乏的条件下苟且偷

生#也没有过分强调生物性需要的满足% 迈入小

康社会后#基层乡村治理转向满足人民的社会需

求是应然% 因此#我国基层乡村治理应完成以追

求物质改善为目标向满足社会性需求的转向%

汲取地方性智慧% 每个村寨都有潜移默化影

响人民行为的历史文化及治理经验% 那些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的地方性治理智慧#应赋予其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时代内涵% 在执行刚

性法制治理过程中也应考虑历史文化传统#赋予刚

性的法制以历史关照的温度#在满足人民的社会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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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的完美统一!

%

重塑治理权威% 乡村治理出现各种问题#重

要因素是基层权威缺失% 村委会成员#虽然是依

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出来的#但更多的时

候是执行上一级政府旨意#缺乏权威生成基础和

自下而上的群众性% 重塑基层治理权威#应引入

新乡贤治理% 新乡贤背后有强大资源#能给基层

社会带来发展动力"

% 重塑治理权威的另一途径

是培育地方性公益组织% 瑶老治理权威的形成#

部分原因是瑶老承担了大量区域性公益事业#是

公益事业的代表性人物% 当下乡村治理体系中#

公益性社会组织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培育公益组

织应尝试将地方性公益事业诸如困难补助发放+

纠纷调解等交给地方性公益组织具体负责实施#

在发展公益过程中建构地方性权威%

结论

传统家国同构社会组织为乡村稳定#发挥了

积极作用% 晚清以降#社会变革持续发生#经济基

础变迁#社会结构转型#家国同构社会组织遭受严

重破坏#乡村出现治理危机% 家国同构组织能延

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国家治理深刻根植于家

户治理之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土壤*

#

% 历史

上长期形成的家国组织传统因子继续制约着乡村

治理#当)形成-传统.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传

统.就会继续发生影响*

$

%

瑶老组织整体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影响

力至今不绝% 新时代对传统优秀文化进行创新性

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既是尊重历史#也是为乡村治

理提供智慧支持% 瑶老组织治理智慧为解决乡村

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伦理道德失范+公共事

业遭遇漠视等道德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城镇化背

景下#人的网络连接点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网络治

理更显其重要%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

需要平衡#瑶老治理的平衡治理理念#启发我们在

平衡中追求可持续发展#社会方可和谐% 引入新

乡贤治理#培育地方性公益组织#重塑基层治理权

威#才能)重塑一种包容传统与现代的新型乡村

治理文化*

%

% 乡村治理走向的应然状态为集)社

会+经济+文化*于一体!社会维度强调社会公平

正义#经济维度追求生产发展+产业兴旺#文化维

度讲究集体意识与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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