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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消费竞争与农村老年人闲暇—— 
基于浙江金村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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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a rapidly expanding market economy, profound stratification has taken place among the 
villagers in Jinchun of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reform era, who associate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one’s social status, identity, taste, and “fa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mplex mechanisms behind a “second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rural families of different genera-
tions. To save face and improve the standing of their children and family, parents voluntarily engage 
in “self-exploitation,” as seen in middle- and old-age women’s involvement in selling vegetables, hiring 
themselves out for wages, or chanting scriptures for local temples, hence the rise of a “leisure-less 
group,” which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leisure group” of middle- and high-income families in 
Jinchun. Villagers of the same community thus are further divided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iation in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ir economic lives and devel-
oped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competition in consumpti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differ-
ent grouping for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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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金村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迅速崛起并发生深刻的阶层分化。
物质消费档次和闲暇圈子成为人们阶层、身份、品位和面子的表达符号，并进
一步演化为“二次分化”的隐蔽机制。在青年家庭中，由消费期待与支付能力
之间的张力引发的地位焦虑，经由代际关系分散转移到父代家庭。为了支持子
代家庭的体面维持和地位改善，父代家庭自愿地进行自我闲暇剥削，金村从事
卖菜、帮工、念经的中老年妇女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与中上层家庭构成的有
闲阶层相对应，金村出现了一个无闲阶层。村落社会中的经济生活分层经由消
费竞争机制、代际支持机制和闲暇圈子机制生产出文化交往分层，进一步将 
同一村落的村民区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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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

2013年 1 0月笔者在浙江诸暨市金镇金村调研发现，每天早上四五

点就有一批老年妇女到村篮球场摆摊卖菜，而在村委会每晚都有

一群中老年妇女在跳广场舞，两个群体的妇女没有任何重合。金

镇素有“五金之乡”的美称，2011年全镇人均收入在浙江省排名

第四，农民经济生活水平较高。金村属于镇郊村， 2011年人均 

年收入 31120元，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地区的富裕村。在中西部农

村，无论家庭贫富，农村中老年妇女都可以享受季节性闲暇。然

而，金村的中老年妇女群体却呈现出闲暇生活两极分化的状况，

一些家庭妇女几乎天天处于闲暇状态，参加腰鼓队、健身球队、

爬山、跳广场舞或者打麻将；而有些妇女则整天忙碌、几乎毫无 

闲暇，甚至还有一些老年妇女从事着“卖菜”、“帮工”、“念

经”等辛苦、卑微、边缘性的工作。

闲暇		（leisure）    是人们劳动之余可以自由支配、利用、处置的

时间，是人“成为人（becoming person）”（约翰．凯利，2000） 

的过程。王雅林	（2000）  将闲暇定义为“时间结构、活动结构和

心 理 结 构 相 统 一 的 特 殊 社 会 现 象 。 ” 美 国 学 者 杰 弗 瑞 ． 戈 

比（2000:6）则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创造闲暇（休闲）概念，最

初闲暇被视为让人们在紧张工作之后得到恢复的一个方法；后来

闲暇成为人们追求快乐和地位的一种手段；当然，也许闲暇最终

会成为人们追求生活意义的一种活动。”由此，从闲暇的功能可

以区分出恢复性闲暇、娱乐性闲暇和意义性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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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家庭中，相比男人，妇女除了正式劳动之外往往还要

承担更多的家务、闲暇更少，从而，一个家庭妇女的闲暇更能体

现出家庭经济状况。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村落社会中老年妇女

闲暇的两极分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农民闲暇，具体地研究

对象是农村45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闲暇群体和无闲群体，为了叙

述方便下文统称为老年人群体。另外，闲暇是消费的必要条件，

消费是闲暇生活的主要形态，因而本文将消费也纳入闲暇活动之

中进行考查。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进路

闲暇研究有着深厚的传统，马克思、凡勃伦、布迪厄、约瑟夫．

皮珀等人就是杰出代表。学界闲暇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范式：

阶级（阶层）范式，文化范式和应用范式。

闲暇研究的阶级	 （阶层）	 范式主要关注于比较不同阶级之

间闲暇的状况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经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

伯、布迪厄以及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等人都从阶级或阶层的

视角对有	（无）	闲阶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1980:221）认

为“自由时间”（闲暇）	作为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就

是“非劳动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

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

和智力的时间。”闲暇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与此相适应，由

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

得到发展。”（马克思， 1 9 8 0 : 2 1 8 – 2 1 9）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阶

级斗争的方法，无产阶级才能获得闲暇和自由时间。而资本主义

制度的辩护人马克斯．韦伯	 （2 0 0 7） 则指出工场主	 （资本家）

秉持新教伦理节约、勤劳工作的精神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不

断积累财富的现象，他们认为超过恢复体力之外的闲暇享受成为

一种“罪恶”，因而工场主鄙视、排斥闲暇生活，他们同样也不

愿意给工人以多余的闲暇。然而，凡伯伦（ 1 9 6 4 : 2 8）在《有闲

阶级论》里呈现的工场主的形象却与韦伯书中描述的情景相差甚

远。工场主	 （资产阶级）	 取得财富和累积财富的动机在于企图

在金钱地位上力争上游，从而猎取荣誉，赢得同侪的妒羡。有闲

阶级逐渐发展出象征性的礼节，奴仆、主妇等成为其代理有闲者

0002547363.INDD   266 7/28/2015   6:58:56 PM



267
C. Wei /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2 (2015) 264-288

和代理消费者（凡勃伦， 1 9 6 4 : 5 5），他们（有闲阶级）通过炫耀

性消费（凡勃伦， 1 9 6 4 : 67、72、76） 获得荣誉和社会地位。马

克思、韦伯和凡勃伦所描述的社会是西方 1 9、2 0世纪的工业社会

状况，对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抨击还是维护，他们都不否认在现

实生活中由于资本资料掌握的不平等所导致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

之间的闲暇、消费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格上的不平等。当

代社会学家布迪厄（1984:1） 通过对中产阶级闲暇消费的研究指

出“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对应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也对应于

各种艺术内部的文类、学派、时期的等级。它所预设的便是各种

趣味（tastes）发挥着‘阶级’（c l a s s）的诸种标志的功能。”西

方学者的闲暇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现代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是

一种什么状态?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对人们

的闲暇消费有何影响?

闲暇研究的文化范式主要关注闲暇的哲学、文化和生活意义

等方面。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2 0 0 5 : 8）认为“闲暇是自由

艺术产生的源泉，是哲学产生的基础”。皮珀以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托马斯等人为例说明闲暇曾经是古代人最为珍贵的哲学 

概念，更是高贵文化的根源和基础。“唯有能够真正的处于闲暇

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也才能够脱

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约瑟夫．皮珀， 2 0 0 5 : 4 7）。中国

学者对于闲暇研究相对滞后，于光远先生（2 0 0 5 : 4 3）在 1 9 8 3年

最早提出闲暇研究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使人幸

福，闲暇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而闲暇研究就是“研究玩的学

术”。马惠娣（2 0 0 5 : 6 6）指出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

化，它（闲暇）是有意义的、非功利性的，给我们一种文化的底

蕴支撑我们的精神。“休闲研究（leisure studies）的兴起，其实质

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现代人类精神和价值体系发

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

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

自省。”（马惠娣:2 0 0 3）陈鲁直（2 0 0 5 : 3）则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视角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民闲社会”，“劳和闲的重新统

一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人的彻底解放”。闲暇文化范

式功能论者一方面为闲暇研究进行了理论探讨，一方面又仅关

注“有钱/有闲/有文化”的上层人的艺术式闲暇生活，与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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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底层人和广大农村农民的闲暇生活有一定距离，在研究视野

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闲暇研究的应用范式主要关注人们的闲暇时间应用、闲暇生

活方式、质量和效果等方面。王绍光（2 0 0 7 : 5 0 8 – 5 3 0）通过对

1 9 5 0年代到 1 9 8 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的考察指出，中

国人的闲暇生活经历了政治化 -去政治化 -商业化的历程。王 

雅林（1 9 9 1）1 9 8 0  年开始便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上海、天津等

市 对 城 市 居 民 做 生 活 时 间 分 配 状 况 调 查 ， 他 的 《 闲 暇 社 会 

学》（1 9 9 2）较为系统的介绍了闲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外，

沈康荣（2 0 0 0）和潘允康、袁国华（1 9 8 7）等人也对城市居民闲

暇时间安排和闲暇活动质量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田翠琴、齐心 

（ 2 0 0 5）合著《农民闲暇》的出版则填补了农民闲暇生活方式

研究的空缺。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推进，农民闲暇也日

益走进研究者的视野。郭星华、胡文嵩（ 2 0 0 6）通过对进城农

民工闲暇生活时间、活动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身份和工资水平

导致闲暇生活匮乏。王会（2 0 1 3）的博士论文《个体化闲暇》将

闲暇区分为娱乐性、交往性和宗教性三类，并指出在市场经济和

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村庄闲暇生活正在经历去公共性并逐渐呈现出

私人化的趋势。

马克思、韦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闲暇阶级研究范式，关

注了社会生活中的闲暇阶级分化，但都局限于个体组成的阶级， 

忽视了闲暇的家庭和阶级属性，即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之间的闲

暇阶级关联性；而皮珀、于光远、马惠娣等人的闲暇文化范式则

不但忽视了闲暇的阶级（阶层）属性和家庭属性，径直研究贵族

式的哲思闲暇，而且掩盖了无闲阶层闲暇挤压、剥削的问题 

意识，陷于抽象的个人闲暇探讨之中。闲暇研究的应用范式除了

过于关注闲暇活动技术、细节外，大量研究都集中于城市居民、

忽略了农民的闲暇生活：而少量的农民闲暇研究鲜有从阶层分化

的视角进行讨论的，中国农民闲暇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薄弱领

域。在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建设下乡旨在提高农民闲暇生

活质量的形势下，关注农民闲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

于既往研究成果，本文将从阶层和家庭的视角对中国农民闲暇状

况作出微观经验分析，并着重回应两个问题：农村老年人闲暇生

活分化的原因是什么?	农民闲暇生活分化对农村社会整合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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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本项的研究将通过描述三个机制完成，即消费竞争与地位焦

虑机制、代际支持与闲暇剥削机制、闲暇圈子与社会整合机制。

二、 金村经济分层概况

金村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浙江诸暨市金镇镇郊，距离杭州、诸

暨市不到 1小时的车程，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据

2 0 1 3年 1 0月份浙江省第五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金村有注册公司

2 9家，个体工商户5 1家（不包括在村外办厂、开店的70户人家）

。金村 2 0 1 1年全村经济总产值为 2 0 9 4 5 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

1 9 5 2 78万元，农业产值3 6 4万元，其他产值（包括门店销售、餐

饮服务、集体土地/房屋的租金收入等）1 3 8 1 1万元，村民年人均

收入为3 1 1 2 0元。①金村现有5 0 0户 14 0 0口人，其中6 0岁以上的老

年人有 2 6 0人，占全村人口的 1 8 . 6 %，按照国际老龄化标准金村

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彭希哲、胡湛，2 0 1 1）。如今全村共有田

地4 2 0亩，人均3分地，全村以老年农民为主仍有大约 1 0 %的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收入在本区已经微不足道，在这个意义上

金村实现了“农民的终结”，从一个“农业型村庄”变为一个“

工业型村庄”，所有的农民家庭都不得不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

中去。

1970年前后金村在公社书记的支持下就开办起了集体五金加工

企业，改革开放之后，丧失了政治和经济基础的乡村集体企业纷

纷倒闭，村落中的政治（村组干部）、经济（供销员）、技术（技

术员)和文化（教师、医生等）精英迅速转型参与市场竞争，他们

凭着在集体化时代积攒的技术、文化或者跑供销的关系资本迅速

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优势地位。以五金、水暖配件加工为主的金

镇，如今有 4 0 0 0家企业， 4家上市公司，吸引外来务工人员 1 2 

万人（本地居民仅有6万人），全镇四家上市公司中有两家出自金

村。目前金村的8 0家公司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仅吸纳了全村的劳

动力，而且吸引了 1 0 0 0余名外地打工者长期在本村务工，成为金

镇的一个先进典型村。由于处于镇郊，金村临近乡镇的近700亩田

① 2 0 0 4年，金村与相距 5 0 0米远的小山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更名为金湖社
区），本文的表述对象金村共有人口 14 0 0人，占据金湖社区人口（2 5 7 1人）的
5 4 .5%，因而本文涉及到的金村2 0 1 1年总产值是按照人口比例乘以金湖社区总产
值得出的，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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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 1990年到2000年间被征用完毕，每亩地征用价格是2.3万元。

当时，一些大胆的农民通过买地、抵押贷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

成功地转型为今天诸暨市有名的公司企业老板，廉价的土地和劳

动力是金村成为富裕村的秘密，也是诸暨民营企业发展成功的关

键要素。

市场经济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器，卷入市场经济浪潮中

的浙中农民在经历3 0年的发展后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阶层分化：

村落社会中形成了一批为数不少的以富人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不同

阶层的农民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Pierre Bourdieu, 1984）。根

据金村的经济情况和各阶层村民的切身感受，村落社会的阶层分化

及其地位焦虑（华红琴、翁定军，2013）程度等状况大致如下表。

表 1:浙江诸暨金村社会分层状况

层次 家庭年收入 

(元)

家庭经济

形态

比重 户数 地位焦

虑

阶层

圈子

排斥

闲暇分

层

上层 100万以上 中等以上

公司企业

6% 30 弱 最强 有闲阶

层

中上

层

30万- 100万 中等公司

企业

20% 100 较强 较强 有闲

阶层

中层 10万-30万 个体工商

户和白领 

阶层

50% 250 最强 弱 中间阶

层

中下

层

3万- 10万 打工、卖

菜等工农

家庭

20% 100 较强 较弱 无闲

阶层

下层 3万以下 老弱病残

家庭

4% 20 弱 最弱 无闲

阶层
合计 100% 500

	 根据当地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年收入 1 0 0万元以上属于上层 

家庭，该群体有3 0户在金村约占6%左右，其中年收入5 0 0万元以

上的有 1 0户。上层家庭在村落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主导着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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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生活方式，地位焦虑感比较弱，但交往圈子

门槛较高，是最具有排斥力的阶层。年收入在 3 0万元到 1 0 0万 

元之间属于中上层家庭，拥有中等水平公司企业的家庭可以 

达 到 这 个 收 入 水 平 ， 约 占 全 村 家 庭 的 2 0 % ，这 个 阶 层 中 有 

2 0 %（约2 0户）的家庭在外地开店销售五金产品。中上层家庭以

上层家庭为目标，追随上层家庭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地位焦

虑感，他们与上层家庭组成一个消费生活文化圈子，对外具有较

强的排斥力。

中层家庭年收入大约在 1 0万到3 0万元之间，在村的家庭小作

坊、超市、早点店铺等个体工商户以及在大公司负责技术、管理工

作的白领阶层家庭和在外开店的家庭（约40–50户）共同组成了这

个最大的群体，该群体在全村约占50%左右。地位焦虑（程度）来

自于个人的实现能力和预期目标之间的张力（程度）。中层家庭经

济收入上下浮动的空间很大，他们很难进入上层家庭，却很容易滑

入中下层家境，因而具有最强的地位焦虑感。这个群体又最为活

跃，在上层和下层群体之中行动自如，对外的排斥力很弱，在下文 

描述的文化活动中，中间阶层群体积极参与，表现出极强的交往 

能力。

中下层家庭就是年收入低于 10万元，刚刚能够维持日常 

生活开支的家庭，这些家庭要么是个人能力较差在工厂打工或在

家种地的家庭，要么是家有病人无法全职参加工作的家庭或

者 就 是 那 些 依 靠 种 菜 种 地 生 活 的 中 老 年 人 家 庭 。 这 个 阶 层

以 中 层 家 庭 为 目 标 ， 只 要 儿 女 成 人 或 者 个 人 努 力 就 

能实现预期目标，地位焦虑感比中层家庭要弱，中下层和下

层 家 庭 几 乎 没 有 任 何 对 外 的 排 斥 力 ， 也 是 最 易 遭 到 利 益 

侵害的阶层。处于最下层的家庭一般是那些孤寡老人或者病

患 、 残 疾 家 庭 ，这 些 家 庭 仅 能 艰 难 维 持 自 己 的 最 低 生 活 

开 支 ，稍 有 意 外 就 会 陷 入 生 活 困 境 ， 这 个 群 体 约 占 4 % 的 

比例。

由上表分层状况可知，浙中金村已形成一个以经济实力为基

础的阶层结构，中上层（包括中上层、上层两个阶层，下同）富

人阶层不只是村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与中下

阶层（包括中层、中下层、下层三个阶层，下同）有区别的群

体。家庭经济收入上下浮动的可能性和空间最大的中间阶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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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最大群体。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的金村，任何

一个农民家庭的利益都已不在农地种植上；再加上金村距离杭

州、诸暨市近便，中上层家庭户户都有小汽车，金村的富人首先

选择在农村建设豪华别墅而非住进城里；从而本地就形成了富人

利益不在村，但居住、生活、消费、交往仍然在村的格局。因

此，金村就形成了一个明显而紧张的社会竞争态势，并在村民日

常的消费、闲暇、交往上形成区隔。

三、 金村中老年人的闲暇分化

凡勃伦 	( 1964:64) 	在《有闲阶级论》中称，“你会看到所有代

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任务都集中于主妇一身。”尽管中国广

大农村地区还难以称得上出现了妇女作为代理有闲者和代理

消费者的现象，但是从家庭分工角度来看，一个妇女的闲暇

要比一个男人的闲暇更能体现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和经

济状况。在阶层分化不明显的中西部农村，农民除了种地之

外 便 有 季 节 性 的 、 结 构 性 的 闲 暇 ，农 闲 时 农 民 可 以 通 过 逛

街 、 串 门 、 看 戏 等 各 地 方 喜 闻 乐 见 的 休 闲 方 式 消 费 闲 暇 

时间、加强社会交往、建构文化人情圈；这种现象在金村的

历 史 上 同 样 存 在 ， 大 集 体 时 代 留 下 的 文 化 舞 台 和 公 共 场 所 

在 80年代曾一度繁荣，然而，随着人们融入市场的脚步加快

和 村 庄 经 济 快 速 的 发 展 ， 村 庄 公 共 性 闲 暇 娱 乐 活 动 日 益 

减少，私人之间的闲暇和娱乐活动增加。如今，在阶层分化

已经非常明显的金村，普通农民的闲暇却日益稀缺，而富裕

家庭农民的闲暇却日益增多并逐渐出现一个绝对有闲的社会

阶层。

(一)有闲阶层的出现

2013年4月份，经镇文化站号召，各村派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到镇里

参加腰鼓技术培训，而后在各村发动群众成立腰鼓队，金村的村

民代表竹月任金村腰鼓队队长。2 0 1 3年9月，金村腰鼓队在诸暨

市“舞动诸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那么这样一项具有公共性质

的村民集体闲暇活动的人员构成具有什么特征?	它的公共性体现

在哪里?	以下是17个腰鼓队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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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金村腰鼓队队员概况(2 0 13年)

序号 姓名 年龄 家庭产业 阶层 村庄 私家车 备注

1 竹月 48 小作坊兼保

险业务

中层 金村 有 村民代表

2 田建梅 50 水龙头厂 中上层 金村 有 积极分子

3 王秋珍 57 水暖制造公 

司

上层 金村 有 老支书的

妻子

4 解梅 45 家庭作坊 中层 金村 有

5 周永芳 48 儿子有家庭 

作坊

中层 金村 无（儿

子有）

6 陈之奇 48 物流公司 中上层 金村 有 现任支书

的妻子

7 蒋彩华 60 儿子有五 

金厂

中层 金村 无（儿

子有）

8 王爱文 60 养珍珠 中层 金家寨无（儿

子有）

9 付丽颖 50 物流公司 中上层 大山坞有

10 陈九月 48 五金厂 上层 大山

坞

有

11 阿金 55 家庭作坊 中上

层

大山

坞

有

12 邱冰 52 女儿开点 

心店

中层 五金

城

无（女

儿有）

老公曾任

村长20余

年

13 华丽 48 五金厂 中上

层

杨叶

村

有

14 新梅 45 老公是建 

筑包工头

中上

层

杨叶

村

有 贵州人

15 萧芳 45 五金厂 中上

层

杨叶

村

有

16 易芳 43 五金厂 中上

层

杨叶

村

有

17 蔡娣 48 五金原料厂 中层 五村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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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腰鼓活动灵活性和跳跃性强不适合老年人，因而 17个队员以

中年妇女为主。表2显示的家庭妇女年龄在5 0岁左右，她们的儿

女已成人、家庭事务少、且家庭经济条件富裕。 17位队员中，属

于上层家庭的有2位，属于中上层家庭的有8位，属于中层家庭的

有7位，而且家家都有私家车。中层家庭妇女积极参加文化娱乐

活动与其阶层的位置匹配，在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往往最为 

活跃，也最具有上升或者下降的可能，他们的选择相对更多，焦

虑适中，且规模巨大，因而在有闲和无闲群体中都占有一定的比

重。当然，统计的意义不在于阶层参与的比例高低，而在于参与

群体的阶层性质，能够参与腰鼓队活动的中老年妇女显然来自于

无经济压力的家庭。据腰鼓队长竹月讲，

“ 1 6个（队员）全是老板娘，我经济上比别人差一点。腰鼓

队自4月开始训练以来，一周至少有3个晚上练习腰鼓，腰鼓队为

了迎接比赛在8月份几乎天天练习。”②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实在难以想象家庭妇女

还可以有如此大量的闲暇时间参加腰鼓队。打腰鼓是一项需要时

间、体力和金钱支撑的活动，例如腰鼓活动在金村五组、杨叶

村、大山坞村的篮球场轮流转动，只有有私家车的人才能够参与

进来，私家车在这里成为一个参与腰鼓队活动的隐形门槛。由于

丈夫 2 0 0 6年患脑血栓，家庭经济条件从中上层逐步陷入中层地

位的腰鼓队长竹月说，

“我到汽车保险公司上班、与朋友一起逛街、打腰鼓总是觉

得骑摩托车太‘掉架子’、‘拿不出手’。”

尽管家庭条件不再优越，竹月仍然决定从所剩不多的积蓄中

拿出 1 2万元买一部东风悦达车，让自己“跟上潮流”。当然，私

家车也是竹月有信心担任腰鼓队长的重要物质基础。

这个代表金村参与市腰鼓比赛的、具有公共闲暇活动性质的

队伍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公共性呢?	从表2可知， 17个腰鼓队员仅有

7名是金村人，另外 1 0名都是住在附近村庄的、与腰鼓队员有朋

友关系的中上层家庭主妇。竹月说，“都是朋友来打着玩的，村

②	本文的访谈材料皆来自于笔者2 0 1 3年 1 0月在浙江金村的调研。遵循学术惯
例，文中的人名、地名都是化名。

0002547363.INDD   274 7/28/2015   6:58:56 PM



275
C. Wei /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2 (2015) 264-288

里的有些妇女根本叫不动，那些老板娘宁愿天天坐着打麻将。”金

村腰鼓队代表金村比赛具有形式公共性，但实质上已经从公共活

动转为“私人性闲暇”（王会，2 0 1 3）俱乐部。腰鼓队队员之间

都是朋友关系、所处阶层相似，她们不仅打腰鼓而且形成一个闲

暇消费趣味圈子一起逛街消费、相互之间赶人情。公共腰鼓队活

动成为村民跨村建构私人关系的一种方式。

上表是以中年妇女为主的活动，下表是金村2 0 1 1年老年人健

身球队队员概况，以此加深对村庄闲暇活动中的阶层分化的理

解。

表3:金村老年人健身球队员概况(2011年)

序号 姓名 年龄 家庭产业 家庭条件 备注

1 赵米 71 退休工人 中层 一个女儿

2 山花 70 儿子办公司 上层

3 爱卿 68 开小卖铺 中层 独生子大学毕业有正

式工作并已婚。

4 解华 62 女儿开照相

馆

中层 老公是乡村医生

5 玉梅 61 曾办五金作

坊

中上层 儿女在外开店

6 岳华 60 曾办五金作

坊

中层 现在家带外孙

7 阿玲 50 家庭作坊 中层

8 竹月 48 公司管理人

员

中层 曾经办厂

9 叶飞 41 五金厂 中层

10 水月 48 五金厂 中上层 有福建大公司的固定

业务

11 马爱

贤

50 五金作坊 中上层 在镇上有店铺

12 李英 52 家庭作坊 中层
13 田建梅 50 水龙头厂 中上层 文化活动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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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健身球队员全部是金村村民，第 1 – 6号6位6 0

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收入处于中层及以上，这些老年人家庭或者

是退休人员或者是早年办厂有丰厚积蓄的人员或者是如今仍有收

入且无子女负担的人员。一对老人一年消费2万元足够维持不错

的生活水准，消费4万元则是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如果子女家

庭处于中层及其以上的地位，他们无需为子女的身份地位焦虑，

便成为真正的有闲阶层。第7 – 1 3号7位中年妇女的家庭有3位属于

中上层家庭， 4 位属于中层家庭，中层家庭基数大活动能力 

最强。

健身球队2 0 1 2年解散，一部分人由竹月领着参加了腰鼓队，

一部分人则由赵米领着跳广场舞。③这支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老年

人广场舞队伍，以退休工人赵米为中心，队伍有 1 2人左右，大都

是 6 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她们每天早上爬山然后到市场买菜做

饭，下午打牌，晚上跳广场舞、看电视，不再参加劳动。无论是

老年人广场舞队还是中年妇女腰鼓队，参与者的一致特征就是无

经济压力和地位焦虑，自己或者子女家庭完全能够支撑起她们的

闲暇生活，一个真正有闲的阶层出现了。

(二)无闲阶层的社会事实

据表 1阶层分化状况显示，中上层家庭的中老年人可以尽情享受

闲暇属于有闲阶层，中下层家庭属于无闲阶层，中间阶层则处于

中间状态依照各自家庭经济情况来决定个人的闲暇享受由于中间

阶层的基数庞大、活动能力强，在有闲和无闲阶层中所占数量都

比较大。村落社会的无闲阶层与有闲阶层互不重合，二者日常也

很少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两个阶层成为服务与被服务、雇主 

与雇工的关系，这种在文化交往领域出现的“对立性”阶层关 

系（杨华，2 0 1 3）理应引起重视。下面以金村从事卖菜（1 5 – 2 0

户）、帮工（1 5户左右）以及念经（7、8户）等职业的老年妇女

为个案来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

③	此外，金村还有几支可见的有闲群体，第一个是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看电
视、下围棋的人，第二个是在村庄麻将馆整天打麻将的老年人群体；这些闲暇
群体与老年妇女广场舞队、健身球队在人员结构和感情体验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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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项极为辛苦的工作。夏秋季是蔬菜

销售的高峰期，菜农通常要在早晨2点起床到地里摘菜，4点左右

回家吃早点，5点3 0要把摊位摆好等待买菜的人前来选购，村民

往往一边卖菜一边清洗蔬菜， 1 1点3 0收摊。6 5岁的杨叶夫妇卖菜

已有 1 0年，她的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并在外开五金店，两个儿子

家庭年收入在 1 0万-2 0万元左右，属于中产阶层。杨叶的儿子也

曾经劝老人不要卖菜，由他们来给养老费，但是一年 4 0 0 0多元

的医药费和5 0 0 0多元的人情费以及日常生活开支 1 0 0 0 0元，却使

得这对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不得不继续劳动为儿子们减轻负担。

杨叶说，

“儿子们虽然说了给钱养老，但是他们家有儿女，生活压 

力很大，一个小孩一年上学要几万元，还要学习音乐、绘画什 

么的。”

杨叶夫妇卖菜一年大约能挣2、3万元，能够覆盖日常生活开

支并略有结余。2 0 1 3年7月，孙子考上了中国海洋大学，杨叶夫

妇拿出2万元的教育“赞助费”。金村种菜卖菜的中老年家庭有

1 5户到2 0户，尽管工作辛苦但不用看别人脸色做事，也算比较体

面了。这些卖菜老人的子女家庭大都处于中层及其以下阶层地

位，是村落社会中地位焦虑感最强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来讲，

父代家庭的支持相当重要。

“帮工者”是村民做酒席请来帮忙洗菜、刷碗、端盘子、挑

水的人，如今全镇每村都有提供此类专门服务的帮工队，帮工队

由5 5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组成，这些人大都来自中下层家庭。金

村 经 常 为 人 帮 工 的 家 庭 有 1 5 户 左 右 。 帮 工 队 的 队 长 于 燕 

今年 7 1 岁，她的独生女一家在绍兴市开店，年收入 1 5 万元左 

右属于中层家庭。于燕从事帮工行业已有 1 0 年，每场酒席需 

要工作2天，佣金为 1 0 0 – 1 2 0元/天。于燕从事帮工工作一年收入

1 . 5万元左右，大约工作 1 3 0天接 6 0场左右的酒席帮工工作。于 

燕说，

“做这行特别辛苦，天刚刚亮就要到主家帮忙洗菜、刷碗、

摆桌子板凳，酒席过后要负责清理卫生，酒席大都在冬天举行，冬

天水特别冷，手老是裂口子。大老板的妈妈肯定不会干这行，我们

就像讨饭的一样。女儿蛮孝顺，不让我干了；他们的条件不好，小

孩花费大，现在的钞票难挣；他们如果有钱，我也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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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燕的女儿和杨叶的儿子一样，都说过不要老人再忙碌挣钱

了，但他们从未真正给予足够的养老金让老人不再工作挣钱。为

人帮工服务虽然佣金较高，却是一种依附型工作，往往要看主家

的脸色行事，比卖菜显得更加卑微。在于燕家里摆放着一架价值

1 . 5万元左右的钢琴，这是供外孙女学习音乐用的，女儿也有档

次不低的私家车。

浙江农村素有红白喜事请人念经的习俗，金镇各村都有专业

的念经者服务队。金村的 7、 8位念经妇女全部来自于中下层家

庭，年龄在5 0岁到70岁之间，她们以念经为职业，每场红白喜事

念经 1 – 2天， 1天佣金70元左右。金村的念经组织者秀英说，上半

年 1个月 1 0天工作2 0天休息，下半年 1个月 1 0天休息2 0天工作，如

此算来，她们每个人一年念经工作 1 8 0天左右，年收入 1 2 6 0 0元左

右。秀英今年4 5岁，丈夫早年去世，留有一儿一女，属于中下层

家庭，女儿已出嫁，儿子未婚，她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努力挣钱

给儿子建房子、娶媳妇。6 0岁的马琴也是念经者，她的大儿子在

温州做医生，小儿子打工兼职开小卖铺属于中下层家庭，她希望

通过念经工作为小儿子改善生活条件。

高度发达的村落市场为卖菜、帮工、念经的老人提供了剩 

余劳动力兑现货币的机会。念经工作虽然轻松，但要有比较专业的

技能和训练，且念经与传统迷信、生死阴阳有关系，属于一种边缘

性的职业，在村落中人们对其往往敬而远之。帮工者和念经 

者家庭都没有放弃田地种植，他们田地里种植的水稻、番薯、青菜

等作物足以自给自足。在上层人以金融货币资本盈利获得消费休闲

的时候，中下层家庭只能以体力劳动为资本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金村，子女都愿意赡养老人，调研结果显示金村至今未发现不养 

老人的现象；此外，金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是相当强的，除非丧失

劳动能力，只要早年有些积蓄、晚年略微有点收入，他们一 

般不会存在养老问题（当然，本文不排除该地区会发生以下现象，

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前期积蓄又不足、子女又不孝的老人会 

面临养老困境）；如果仅仅为了自养，绝大部分仍在劳作的老 

年人完全不必如此艰辛，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有闲阶层安享晚年。 

为什么经济发达的浙江农村还有如此多的老年人从事艰辛、卑微、

边缘性的工作呢?对此本文提出一个解释框架 :消费竞争与代 

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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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消费竞争与代际支持:一个解释框架

阶层分化都有其物化表现机制，当下村落社会中的经济分层通过

物质消费和建筑风格等表现出来，上层家庭的“炫耀性消费”直

接带动了村落社会的消费竞争。以经济支付能力为基础的消费竞

争使得在追赶消费中的中下阶层产生重重的地位焦虑感，进而影

响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和老年人的闲暇生活。

(一)消费竞争与地位焦虑机制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从传统的功名门第、文化标准到大集体时期的

政治出身标准，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力标准，经历了一个

去门第（家族）化、去政治化的过程，在金村经济社会分层主导

着村落社会的政治、文化、闲暇生活分层。鲍德里亚	(2 0 0 8 :4 1 ) 

认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视

为突出自己身份的符号，或让自身加入一个理想团体的标志， 

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集团来摆脱本团体。”因而，金村中上层

家庭通过住房、酒席、人情和私家车等物质消费将自己的社会地

位物化地表现出来，在村的富人阶层在村中引发了激烈的社会 

竞争。

金村的居住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以金河为界，河以

北为全部是三层、四层别墅的富人区，河以南为以8 0年代以前修

建的一层老房屋为主的贫民区。富人区的房屋修建样式讲究，庭

院宽敞，室内装修动辄几十万元。金村村民认为，只有穷人才会

在城镇买房居住，农村自然环境优美、水质优良、没有空气和噪

音污染，比城镇居民享有更高的生活舒适度。相比优雅清洁的富

人居住区，金河以南的贫民区几乎全部是破旧、低矮的老房子，

道路狭窄、卫生环境差，私家车难以进出。伴随着政府建房指标

的控制和农民建房成本的提高，中下阶层群体无力搬迁，只好同

外来打工者同住一区，从而形成对比鲜明的“贫民区”。金村的

富 人 阶 层 仍 然 在 村 生 活 ， 他 们 通 过 精 致 化 的 别 墅 （西 美

尔，2 0 1 0 :4 1）来立体、直观地将自己的财力、身份和地位在村庄

中呈现出来。

在农民闲暇生活中，走人情（宋丽娜，2 0 1 0）与吃酒席是村

民交往和关系维持的重要活动形式，也是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

长期以来，金村农民遵循着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差序格局（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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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1 9 8 3 : 2 4 – 3 0 )，	进行着人情往来，维持着正常的互助交往关

系。 2 0 0 0年以来，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红白喜事中雇工现象的

出现，办酒席越来越具有炫耀功能，人情费用也逐步提升。金村

如今最为普通的村民之间走人情一般是5 0 0元，关系稍微亲近一

点就要 1 0 0 0元，最高的人情是 1万元。以马伟红家2 0 0 9年乔迁新

居办酒席为例，他共收2 0 7份礼金近2 0万元，马伟红家的回礼礼

品是一条批发价为 1 70元的羽绒被，再加上4 8桌酒席（每桌酒席

2 8 0 0元），粗略计算下来马伟红此次办酒席共花费 17万元，送礼

金的 2 0 7户每户平均礼金要在 8 0 0元以上才能让主家办酒席不赔

钱。调研期间，许多村民反映，人情费用太高，经济压力太大，

有的村民尤其是老年村民主动脱离人情圈子，在村落交往中自我

边缘化。

笔者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中西部农村的酒席每桌 2 0 0 –

3 0 0元即可，而浙江沿海农村的酒席则要 3 0 0 0元左右。高档次

的酒席呈现出“夸富宴”（马塞尔．莫斯，  2 0 0 2 : 6 9 – 70）的外

形却没有“夸富宴”的慷慨道义，高档次的回礼以及众多的 

人情往来成为主人通过炫耀性消费（凡勃伦， 1 9 6 4 : 6 2）获得面

子、增进荣誉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公 

开声明与大众确认。村落社会竞争还表现在日常耐用品的消费

档次上，金村青壮年家庭中 7 5 %以上都拥有私家车，中上层家

庭通常有两辆以上私家车。而且，私家车的品牌就像人的衣服

直 接 体 现 个 人 和 家 庭 的 阶 层 与 品 位 ， 一 部 1 2 万 元 的 东 风 悦 

达车与一部 1 8 0万元的奥迪车所象征的家庭身份地位是截然不 

同的。

区隔鲜明的贫富居住区以及私家车的档次等都毫无保留地体

现出了不同家庭的身份和地位，除了接受居住空间带来的挤压之

外，中下阶层还要承受日常人情往来产生的内心焦虑。消费竞争

成为阶层分化的利器，它一方面通过货币消费营造出一种“货币

面前人人平等”的祥和气氛，拖着中低收入家庭陷入不断通过货

币消费确认自己身份地位的窘境，一方面又通过华丽的场面仪式

提高消费档次将中下阶层群体远远地抛在社会边缘。保持消费水

平的压力给中下阶层带来巨大的地位焦虑，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

地挣取货币、消费货币从而证明自己“没有掉队”，并不断调适

家庭代际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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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际支持与闲暇剥削机制

当下社会分层理论往往以职业或者家庭收入为标准，老年人家庭

要么处于底层要么作为一个依附于中青年子女家庭的阶层而存

在，从而研究者的分析往往局限于中青年核心家庭而忽视了父代

家庭与子代家庭的内在高度关联性。费孝通（ 1 9 8 3）将中国家庭

代际关系称为“反馈模式”与西方的“接力模式”对应起来，并

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不存在子女赡养父母这一种义务。

古德（ 1 9 8 6 : 1 0 0） 1 9 70年代的家庭研究间接地印证了费孝通的代

际关系模式判断，他指出美国的青年人在结婚时往往自立门户，

同时，老年人独居的比例甚高，在6 5岁的妇女中有4 0%的人独居

（1 9 75年的数据）。子女是否赡养老人的代际关系模式恰恰反映

出中国家庭“父子一体”的独特特征。滋贺秀三（2 0 0 3 : 17 1）指

出，分家之前，父亲是家庭财产的集体人格代表，具有重大的财

产处分权力。分家时，子家庭继承的与其说是财产权利不如说是

财产的管理权力，因为“一个男人仅仅是家族血缘链上的一环，

而不是血统本身；他仅仅是家系的代表，他个人并不是权利的主

体，无论权利的标的是宗祧还是家产。”（高永平 : 2 0 0 6）分家

之后，父代家庭消亡，并融合在子代家庭之中，在年老体弱时由

子女供养。麻国庆（1 9 9 9）通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实地调研指

出，在文化上，中国的家是永远分不开（或不可分）的，祖先与

子孙一体的文化观念是其重要意识基础。由此可知，与西方不同

的是，儿子结婚成家之后，中国的父代家庭从心理和行动上都做

好了子女赡养自己的准备，因而，他们在多次分家中将自己的财

产转移给子代家庭，并在日常生活中千方百计地以人力、物力和

金钱支援子代家庭，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父子一体的家庭文化

理念，这在上文无闲群体的行为和言语中可见一斑。

中国农村以家庭为社会竞争单位，而家庭地位的改善首先来

自于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与代际支持。金村日益严重的住房、酒

席、人情、私家车等物质消费竞赛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地位焦虑

经由代际关系向父代家庭分散、转移。相比中部京山（陈柏

峰，2 0 0 9）或者荆门等地（杨华、欧阳静，2 0 1 3）农村老年人以

自杀的方式摆脱子女无情的剥削，金村的老年人往往是主动自愿

地通过对自我闲暇剥削来实现代际支持。作为代际关系的两种不

同类型，代际支持与代际剥削（陈柏峰， 2 0 0 9 ；杨华、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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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2 0 1 3）的相同之处在于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的各种客观付

出，不同之处在于代际关系的平衡性和父代家庭的感受，代际支

持类型中的父代家庭往往是自愿的、有成就感的，代际关系较为

平衡；而代际剥削类型中的父代家庭往往是被迫的、有挫败感和

失望情绪，代际关系相当失衡。不同于中部农村地区的代际剥 

削（贺雪峰，2 0 0 9），浙中金村年轻家庭将改善社会地位寄希望

于个人努力，而父代家庭则采取尽力而为的方式支持子代家庭。

由于浙中地区较为发达，人们获得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多，加之受

地区的创业和独立精神影响，子女在成家立业之后，一般不会再

主动向父母索取，由此形成温和平衡的代际关系。笔者在村里调

查2 0余天访谈近4 0户人家（包括村干部、经济精英、普通村民等

人），没有发现一例子女不养老、强行向老人要钱的情况，金村

3 0年来几乎没有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老年人，就连卖菜、帮工、

念经者老人都坚定地认为儿女会养老。因而可以初步判断，该地

区的代际关系是传统的支持性关系而非“剥削性关系”。无论是

传统的父权社会还是现代的平权社会，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相互

之间都有着高度的连带性和依附性，在亲属结构中的成员都可以

得到家庭的荫庇（许烺光，2 0 0 1 :2 2 1）。正是由于这种连带性和

依附性关系，无论父代家庭在主观上是自愿（代际支持类型）还

是被动（代际剥削类型），他们对子代的付出在客观上都是迫于

子代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结构的压力。

处于中下阶层的子代家庭通过代际关系微妙地将地位焦虑转

移、分散给父代家庭，父代家庭主动地支持子代家庭，二者之 

间形成有期待但非剥削性的代际支持关系。中国家庭文化提 

倡”父慈子孝”的代际关系，在礼仪上以长辈为先，实践中，父

母在财富、知识、地位等的积累和享受方面却处处以子孙为 

先（许烺光，2 0 0 1 :9 5、2 0 3），父母处处为子女考虑、寄希望于

子女就是日常经验体现。金村的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往往

以子代家庭养育子女负担沉重为由，他们的艰辛积累与子代家庭

目标一致地投资到第三代人身上。由于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阶

层地位上是一致的，因而金村中上层家庭的老年人根本无需劳

动，一方面子女提供了足够的养老资金，另一方面父母的闲暇往

往 是 富 裕 阶 层 的 荣 誉 ， 父 母 成 为 “ 代 理 有 闲 者 ” （凡 勃

伦： 1 9 6 4 : 4 8）。物质消费表现在具体的个体上和空间内，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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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阶层的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正是通过劳动与消费的空间分离

实现了代际支持和家庭体面维持。中下阶层（包括中层）家庭的

时尚消费与有限闲暇正是建立在他们父代家庭的艰辛积累和闲暇

剥削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从事卖菜、帮工、念经的老年人家庭

正是其子代家庭的“无闲/忙碌代理者”。

(三)闲暇圈子与社会整合机制

在经济分化之后，消费竞争与闲暇圈子充当了“二次分化”的角

色，将村民从闲暇生活、消费情趣、人情交往上进一步区分出来

并在心理和文化上形成阶层区隔。经济生活分层“生产”文化交

往分层的演进过程如下图 1。

圈子即群体与他者的界限，它既是一个社会整合机制又是 

一个社会排斥机制，发挥着身份的确认、区分和排斥功能。圈子既

有内容区别，又有范围大小、功能差异、文化品味高低的区别，因

而圈子往往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声望的重要表现。通常说来一个底

层人的圈子以血缘为中心、地缘为边界，圈子的范围较小、层级较

低、功能更加综合和基础，是一个集生产生活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圈

消费

竞争

机制

文化交往

分层

经济生活

分层

中老年

人自我

剥削

圈子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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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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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位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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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放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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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分层“生产”文化交往分层图

代际

支持

机制

中下阶

层家庭

图 1:  经济生活分层“生产”文化交往分层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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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一个上层家庭的圈子则突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限制，他们

的圈子更多、功能更专业、圈内人数更少、门槛更高、更重视品味

等等，同时也更具有排斥力。闲暇交往圈子在一个阶层分化不明显

的村庄往往表现为趣缘圈，在一个阶层分化明显的村庄往往在趣缘

的基础上还有阶层的区分。据上文描述，我们可以将金村的闲暇圈

子视为一个以娱乐消费为主导的阶层性圈子。闲暇圈子作为一个社

会整合和排斥机制，它以独特的文化生活风格和消费品位对圈子内

外人员进行筛选，进而形成阶层文化区隔。

腰鼓队长竹月的隔壁邻居阿福家属于中下层工薪家庭，两家

虽近在咫尺，但是两个家庭主妇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与竹月

常常参加公共娱乐活动不同，阿福从来不参加腰鼓、健身球、广

场舞之类的闲暇活动，她每天除了到工厂上班就是做家务、照顾

儿子。阿福说，

“我不喜欢、也没有时间参加那些娱乐活动，晚上去跳广场

舞回来9点多，会影响儿子睡觉的”。

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阿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太

差，与那些富人日常就没有什么往来，与其在那个闲暇圈子里被

别人“瞧不起”，倒不如自己明智地守在家里看电视、做家务并

努力工作挣钱。从可支配闲暇时间来看，打工阶层早上 8点上

班，晚上6点下班，午饭在厂里吃，晚上下班后吃饭、做家务、

看会儿电视就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麻将馆、篮球场，要承

担更多家务的妇女就更没有时间去参加腰鼓队、广场舞之类的闲

暇活动。因而无论从闲暇时间上，还是从闲暇文化和闲暇情感体

验上，闲暇圈子机制都将中下阶层排斥在边缘地带从而保持自身

的阶层性。

在描述完消费竞争机制、代际支持机制和闲暇圈子机制之

后，我们根据图 1所示可以勾勒出从经济分层到文化分层的村落

分层演进过程：（1）在市场经济中，村民之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生

活分层，通过物质消费体现出的阶层地位和面子荣誉直接带动了

村落社会的消费竞争；消费竞争机制通过不断攀升的人情费用和

物质消费档次给中下阶层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地位焦虑。 

（2）中下阶层经由父子一体的代际支持机制将地位焦虑转移分

散到父代家庭中来，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闲暇空间和能力；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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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自我闲暇剥削来支持子代家庭的地位改善和体面维持，由

此形成明显的闲暇分化和闲暇圈子。（3）中上层家庭老年人作

为子代的代理有闲者形成一个闲暇圈子，并不断地发展出圈子文

化、消费品位和排斥机制以整合中上层群体；通过闲暇活动和闲

暇圈子机制，农民在经济分层之后实现了“二次分化”，一个新

的文化阶层正在生成。

从经济生活分层到文化交往分层经由隐蔽的消费竞争机制和

代际支持机制完成，而在每一个机制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隘口都有

一个合理化阶层分化的理由即平等和自由。在消费竞争方面，村

民普遍接受如下的观念：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为每个人

提供了均等的机会，因而，一个人（家庭）的失败或者贫穷只能

归咎于自己不努力或者运气不佳，而不能向富人或者向看不见的

市场之手抱怨、讨伐。此外，村中的成功人士为普通村民树立了

发家致富的榜样，村民不仅在创业上模仿富人，而且在货币消费

上追逐中上阶层。拥有人身自由的中下阶层正是信奉努力自有 

回报的理念，才不断地挤压个人的闲暇时间以改善家庭阶层地

位。因而，老年人的自我闲暇剥削、中下阶层家庭主妇躲避闲暇

圈子等现象，在市场经济的平等和自由理念中得到合理化解释，

由经济生活分层“生产”的文化交往分层也被村民普遍接受。在

这个分化的过程中，中上阶层不断得到圈子机制的整合，而中下

阶层却面临着离散化的风险。看似轻松、愉快的闲暇活动圈子却

充当着细微、隐蔽而又精致的社会分层、固化和表达机制。

五、 结论与讨论

(一)闲暇的阶层再生产功能

由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生活分层通过消费竞争、代

际支持和闲暇圈子机制生产出文化交往分层。中老年人作为子代

家庭的“闲暇代理者”或“忙碌代理者”，侧面表达了子代家庭

的阶层地位，如果考察青年人的闲暇分化状况同样可以得出本文

的结论。因而，伴随经济分化而生的闲暇分化能够表征、强化和

再生产社会分层。

正如凡勃伦（1 9 6 4 :6 4）所言，“你会看到所有代理有闲和代

理消费的任务都集中于主妇一身。”相较于男人，妇女的闲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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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见性和代表性，她们偏爱休闲、购物、美容并积极参加各

种户外集体活动；此外，妇女往往承担比男人更多的家务、更少

有闲暇时间，因而，妇女的闲暇往往更能够表征一个家庭的阶层

地位。同样，父母作为中上阶层（中上层和上层）家庭的代理有

闲者成为一种阶层地位象征。而辛苦忙碌工作的老年人则成为中

下阶层子代家庭忙碌的代理者。可见的闲暇群体、闲暇活动和物

化的闲暇文化带有强烈的阶层属性并表征着阶层分化状态。如果

将闲暇视为一种消费品，那么大多数中下阶层群体将因为时间、

金钱和精力等方面的因素而消费不起闲暇；更不用说，一个中下

阶层人士面临着被边缘、被排挤的尴尬身份而去参加由中上阶层

组成的闲暇圈子活动。无闲阶层对闲暇（圈子）的回避与有闲阶

层圈子的聚合、排斥力度成正相关关系，闲暇圈子正是通过显形

和隐形的障碍如消费门槛、圈子文化等来识别不同阶层群体，强

化这种阶层区隔感。

由图 1所示，闲暇分化通过闲暇圈子正在再生产一个有区别

的文化阶层。日常的经济生活、文化交往、人情互动产生一致

的文化认同，由中上阶层组成的闲暇圈子恰恰为新的文化阶层

生产提供了实践场域。闲暇阶层拥有着共同的消费档次、休闲

品位，经过闲暇活动相互之间增进了情感和认同度，进一步成

为一个人情互助、文化交往单位，逐步从社区中独立出来并形

成一个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文化阶层。深感焦虑的中下阶层边

缘群体逐步从人情互动、闲暇活动、消费竞争等活动中退出，

主动驶离由中上阶层构筑的文化交往共同体。在经济分层之

后，正在形成的文化分层再次将社区居民区隔开来，与此同

时，中下阶层在拼搏、追赶中上阶层中不断深化对个体家庭的

阶层地位认知并逐渐形成与之匹配的阶层意识，不同的阶层在

相互碰撞、排斥、比较中产生。

(二)闲暇的家庭阶级属性

自 1 6、 17世纪宗教革命以来，西方社会认为面对唯一至上的耶稣

基督每个人都可以单独与之交流并获得救赎。神灵面前人人平等

的宗教生活深刻影响了西方公民社会的形成，同样影响了西方学

者的闲暇研究。马克思、韦伯、布迪厄等学者的闲暇生活研究关

注的是独立的个体而非家庭，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结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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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代际支持的父子家庭构成的阶级阶层结构，这与西方的社会

经验和家庭观念密不可分，然而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人闲暇的时

候同样忽视了闲暇的家庭阶级属性。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观念形

塑了独特的家庭代际关系，在一个阶层分化严重的村落社会，家

庭积累的向下传递性和寄希望于后人的观念使得老年人主动、自

愿地进行自我闲暇剥削以支持子代家庭的地位改善和体面维持。

这正是中国经验的独特之处，也是当前中西闲暇研究所忽视的重

要方面。

当下中国的经济分层以及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分层已经

日趋明显而深刻，面对中上阶层的闲暇消费优势和阶层排斥机

制，中下阶层的地位焦虑感和离散化趋势也愈来愈强，他们不断

地挤压自己的闲暇和劳动力追赶中上阶层的消费品位，反而陷入

消费竞争制造的漩涡：为了达到某个闲暇和消费水准而不断地挤

压自己的闲暇时间和消费空间。因而，重返闲暇研究的阶级分析

范式（仇立平，2 0 0 6 ;冯仕政，2 0 0 8）并直面中国的特殊现实经

验也许会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发现。

在金村，我们看到与有闲阶层相对，中下层家庭形成一个庞大

的无闲阶层，两个阶层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却生活在不同的世

界，阶层之间看似毫无关系，却都在暗中较劲、竞争，甚至产生排

斥、对立情绪。	 中国的	 “有闲社会”（陈鲁直，2005）也许已经

来临，但距离“普遍有闲”（于光远，2005）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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