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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 

-----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 

熊正贤 

( 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  重庆  408100) 

【摘 要】基于对乌江流域穿青人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发现穿青人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西南地区典型的农耕

经济文化类型，重视农耕，注重农作，不离农土是其主要特征。当前穿青人的生计方式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打工生

计改变家乡面貌，农耕生计勉强养家糊口，经商生计小富即安，手艺生计贴补家用。但经过数百年的变迁，穿青人

农民生计方式呈现从“生存型”生计向“发展型”生计转变、从“农耕型”生计向“多元型”生计转变、从“封闭

型”生计向“开放型”生计转变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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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是指从生存环境中谋取衣食和居所以维持生存的手段和方法，泛指人类谋生的办法，生计方式是各类人群在不同生

存环境条件下的谋生之道。生计方式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学概念。任何一种生计方式与其背后的地理环境，

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物质生产特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从而决定了一个

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特征，而社会环境则从观念上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产行为和生计习惯。 

西南民族地区是指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重庆五省市的少数民族集聚区，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东侧，地形地貌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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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高山山地丘陵区，也有四川盆地和山地丘陵地区等。目前，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也是

国家级贫困县最多的地区，2014 年，全国公布的贫困县592 个，其中西南5 省共计247 个，占总数的41. 7%。其中乌蒙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武陵山区以及明确实施扶持政策的西藏藏区，四川藏区等6 个地区是全国连片特困地区的典

型代表。历史上，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是西南地区的主要经济文化类型，①农民生计方式主要有三类: 即游牧

经济、刀耕火种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苗瑶民族地区与刀耕火种农业相对应，氐羌民族地区与山地耕牧相对应。②针对西南民族

地区农民生计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如王娟等通过对滇西南山区400 多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方

法分析了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问题，认为橡胶、甘蔗、咖啡、茶叶是当前农户生计方式的占优策略，在受培训、海拔、年龄、

家庭规模、距离市场远近等因素的影响下，粮食和经济作物并重成为主导的生计方式选择，部分农户受土地面积、海拔等因素

影响选择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③ 吴海涛等在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杂交玉米技术对农户生计、农

户收入及其分配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杂交玉米技术在滇西南山区对农民生计策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又

不会导致农户间收入差距扩大。①1 李天阁等人以西部丘陵地区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探讨了该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问题，及其引

起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化。认为种养殖、做生意、跑运输、教师、经商等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对农民增收起到主要作用，生计

方式的多元化将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逐渐降低。② 吴海涛探索了滇西南山区少数民族农户生计方式的演变过程，发现该地

区农户生计模式变化较大，生计模式遵循粮食作物生产———偏粮食作物生产———偏经济作物生产———纯经济作物生产的

演变规律。农户生计从“生存型”目标向多样化的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发展型”目标转型。③ 郑岚探讨了西南喀斯特地区

农户生计模式的演变问题，认为该地区现存三大发展困境: 经济贫困、人口膨胀及生态恶化，从历史演变角度找出农户生计的

脆弱因子，风险因子和适应性对策是当前的一大课题。④ 

总体上，现有文献主要从农业发展、地域发展角度对西南地区的农民生计问题展开研究，很少有从单一少数民族层面来探

索农民生计问题，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分析和统计学分析方法，很少有采用深度访谈法，从个案角度进行深

度剖析的视角。穿青人作为一个未识别但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特殊民族，学界目前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从族群、文化、历史等角

度来进行探索，如杨然⑤、李裕林⑥⑦、秦坤⑧等人的研究，而对穿青人生计方式的变迁和历史演变等问题的研究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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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贵州织金、纳雍等穿青人集聚地区的农民生计问题进行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了政府官员，本土精英，农民，匠人，

商人等40 余人，发放问卷调查230 份，收回有效问卷190 份，同时，借鉴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图深入分析穿青人农民生

计方式的变迁和演进趋势。 

一、穿青人的起源及历史时期的生计方式 

( 一) 穿青人的起源 

穿青人以崇拜山魈，信奉五显神位为显著文化标志，目前主要居住在贵州省织金、纳雍等县，人口约70 万，在国家民族政

策中属于未识别民族，但享受少数民族政策。据可查的历史记载，穿青人始于明代。穿青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贵

州明代土人，最早资料见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另一种说法认为穿青人实际上是历史上早期的汉族移民。1955 年，费孝通

调查穿青人之后形成《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认为穿青人是汉族，而非少数民族。而据穿青人张姓、李姓等家谱

及本族的说法，⑨ 穿青人的祖籍是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安平县志》记载，洪武七年( 1374年) ，张姓始祖张正雄从江西迁

来。也有族谱记载，有的姓氏跟随陈友谅，陈友谅成为败军之后，其下面的饶鼎臣部将从江西吉安逃到安福、宜春，再逃到茶

陵之后就无记载了。据《何氏家谱》载，初来贵州时的人数是: 四佬表、八亲戚、四十二姓氏。二世祖张胆又迁到清镇沙鹅，

后来死后埋在那里，有碑为证。如罗姓的始祖就葬在现在贵阳乌当的罗湾。至于何时迁到织金、纳雍，据族谱记载，是四世祖

张弘猷从清镇迁到织金化起，四世祖死后埋葬在牛场大麦，有碑为证。穿青人迁到水西腹地的黔西、大方、织金、纳雍等地方，

是在明末清初，主要是投靠水西土司。 

综上所述，学界对穿青人的起源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可以推断，穿青人很可能是一个移民集团。 

( 二) 历史上穿青人的生计方式 

历史上，穿青人的生计方式主要是从事农耕，兼顾一些手工技艺和家庭副业生产，如打草鞋纺织、烧砂埚、编竹器等，然

后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作为家庭生计补充。《安顺府志》、《黔记》等史志记载，部分穿青先民“土入”， “男子娴贸易”，

这间接说明穿青人有经商的传统。但是相比后来的汉人，穿青人的经商资本不足，受到竞争和排斥之后逐步被边缘化，从城镇

转移到乡村，主要从事农耕，或半农半商。①2 

在水西土司统治时期，穿青人属于被统治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叫“素夷狄行”，开始是买土居住，主要是向仡佬族学

习种植水稻，旱地作物种植玉米、荞麦，还种植香菇、木耳，农业不发达，因此，也有的穿青人成为竹木匠人。穿青人祖辈们

到织金、纳雍后，好田好地已经被屯军所占，穿青人只能买土居住，当时有“无蔬三年不交租”的说法，也就是说，穿青人租

种水西土司的土地，如果收成不好，可以三年不交租。土司时期，穿青人依靠开荒，开到哪里就自种自食，织金县现有的一些

平坝就是穿青人开垦出来的，如大陌坝原来是一片荒野之地，穿青人张姓、王姓、龙姓、郭姓、杨姓等迁入之后，经过几代人

的开垦和劳动，整个坝子和周边的山地被开垦成了良田和耕地。初时，坝子取名“大麦坝”，因只能种植水西的大麦，解放后

才改成现今的名称。明末清初时期，穿青人在首领王国统、张士瀛、杨纯等人的带领下，农业水利设施大为改善，旱田逐步变

成了半旱田和水田，种植水稻成为了可能，促进了农业生产能力的进步。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织金县牛

场区的“锅渣寨”最早的名称是“锅茶寨”，其名称源自早期的穿青人家家户户烧砂埚，并以此当茶杯喝茶而得名。下坝乡，

中坝乡的岩脚、台子、黄厂、瓦楼等地区仍然还保留麻园、纺车、织布枫等遗址和古老器具。由此可见，历史上，手工技艺，

商贸也是穿青人的生计手段之一。此外，据史继忠的《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记载，道光年间，平远州穿青人大地主王绍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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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收地租达七八百石，可见，少数穿青人在封建地主经济环境中也曾崭露头角。 

“改土归流”以前，穿青人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计方式，清初“改土归流”之后，封建地主经济形态的发展推动

了水西土司地区土地买卖的兴起，部分穿青人也成为了中小地主行列，但佃农仍然是主流。据《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

查报告》显示，解放初期，织金、纳雍等地区的穿青人当中，地主富农比例不到4% ，而70% 以上是贫农，所耕种的土地达到50% 

左右。 

总体上，历史过程中，穿青人的生计方式具有“重视农耕，注重农作，不离农土”的特点。一是重视农耕，生计方式以农

耕为主，以手工技艺和商贸生计为辅； 二是注重农作，穿青人农作情节比较严重，再富有，也不愿花钱雇工，不愿离开农业生

产，地主本人常常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三是不离农土，穿青人土地情节比较严重，不愿离开农村土地，再腰缠万贯，也要居住

在农村，不愿在集镇生活。 

二、现代穿青人的生计方式 

( 一) 穿青人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 

纳雍县、织金县是穿青人较为集中的两个区域，目前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较为落后，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纳雍县行政区

域面积0. 2448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67. 31 万人，属多民族聚居区，全县共有苗、彝、白、布依、回、侗、壮等22 个少

数民族，2014 年，人均生产总值为22097 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7. 5% ，相当于贵州省平均水平的83. 7%。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0395 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和贵州省平均水平的70. 7% 和90. 5% ； 全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873. 3 元，分

别相当于全国和贵州省平均水平的56. 0% 和88. 0%。② 

织金位于贵州中部偏西， 行政区域面积0. 2868 万平方公里，少数民族人口占48. 02%，主要分布有苗、彝、白、布依、

仡佬、蒙古、回、水等少数民族，2014 年，织金县年末常住总人口为113. 26 万人，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36. 4 亿元，财政总

收入30. 53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78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和贵州省平均水平的54. 1%和85. 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8756 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和贵州省平均水平的65. 0% 和83. 2%①3。 

( 二) 现代穿青人的生计方式特征 

1. 打工生计: 改变家乡面貌 

穿青人有较深的乡土情节，20 世纪90 年代以前，穿青人地区基本没有出省务工者，90 年代以后，穿青人在其贵州农村务

工潮的影响带动下，也逐步加入到外出务工的行列，尤其是2000 年前后，大量穿青人外出到云南、广东、福建等地区务工。穿

青人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每年都能为家庭带来不菲的收入。 

根据深度访谈资料及收回的190 份问卷调查资料得知，穿青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农业( 种植业、畜牧业、家庭手工业) 

的有110 人，是外出务工的有65 人，是其他的有15 人，打工收入为主的家庭比例为34. 2%。家庭年均纯收入为10 万元以上的

0 人； 5 ～ 10 万元的有45 人，其中打工收入为主的家庭人数25 人； 2 ～ 5 万元的有62 人，其中打工收入为主的家庭人

数30 人； 2 万元以下的有83 人，打工收入为主的家庭人数10 人。由此可见，外出打工与其他生计相比，家庭收入相对较高。

此外，问卷调查的190 人中，有36 人修建有2 层以上的小洋楼，外出务工人员家庭15 人； 有87 人修建有砖瓦房，或一层混

凝土结构房屋，外出务工人员家庭34 人； 其他为土坯房或其他。这表明外出务工收入和财富积累要高于在家务农的家庭，在

                                                        
3
 ① 根据《织金县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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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家庭住宿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打工家庭要远好于其他。此外，根据在贵阳、重庆、遵义、织金县城、纳雍县城等地区对

穿青人打工者本人的30 份深度访谈资料表明，外出打工人员赚钱在10 ～ 20 万之间时，最想做的事情，其中选择回老家修新

房子的比例为85%，选择孝顺父母，改善父母生活水平的比例为13%，其他的为2%； 赚钱在20 ～ 50 万之间时，最想做的事情，

选择到镇上或县城买房子的比例为63%，选择在家做点小生意的比例为24%，其他的13%； 赚钱超过50 万之后，最想做的事情，

选择到省城买房子的比例为43%，选择到县城房子的比例为26%，选择回家创业或经商的比例为18%，其他的13%。由此可见，穿

青人的打工生计主要是改善居住条件，随着近几年来整村外出打工潮的出现，穿青地区的现代建筑，小洋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 农耕生计: 勉强养家糊口 

从事农业耕作是穿青人传统的生计方式，但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城镇化的推进，以及穿青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穿

青地区的农耕情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三八———六一———九九”现象、“候鸟”现象在穿青人地区蔓延。 

190 份问卷调查中，纯粹的从事种植养殖的务农人员人数为89 人，这些人当中，年龄全部在40岁以上，妇女48 人，男性

中老年人41 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洋芋，经济作物有蔬菜、竹荪、核桃、茶叶、金银花、烤烟、豆类等，

养殖主要有猪、牛、羊、鸡、鸭、鱼等。问卷调查表明，务农人员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 5 万元，只能糊口，难以改善生活条件，

尤其是有子女上学，赡养父母负担的家庭，养家堪忧。调查显示，其中一户陈姓家庭，夫妻双方都已经40 多岁，上有父母尚在，

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下有3 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读大学，小女儿外出务工，小儿子读初中，夫妻在家务

农，主要收入依靠种植的5 亩土地( 加上开荒的土地可能超过5 亩) ，每年产土豆1 万斤左右，产玉米5000 斤，土豆价格波动

在3 ～ 5 毛/斤，玉米价格波动在1. 1 ～ 1. 2 元/斤。估算每年种植玉米和土豆的毛收入为9500 元，除去化肥、农药、除草

剂等成本费用之后，剩余4000 元左右。此外，丈夫在农忙季节过后在纳雍县城打零工( 主要从事建筑行业) ，每天能赚120 元

左右，每年能做工80 ～ 100 天，收入为10000 元左右。此外，依靠养猪、养鸡可获得收入1000 元左右，小女儿打工每年能寄

回5000 元，家庭总收入为2 万元。支出部分，大女儿读大学每年需要15000 元，小儿子读初中每年需要4000 元，年老的父母

生病看病至少需要6000 元，生活开支油盐米醋至少需要2000 元，人情送礼至少需要2000 元( 农村每次写礼金至少要50 元) ，

总计每年开支至少需要29000 元，收不抵支，目前主要依靠早些年的一些积蓄和亲戚的支借维持生计。与此类似的情况较多，

负担轻一点的家庭能勉强维持生计，略有盈余，负担重的家庭只能借债养家。 

3. 经商生计: 小富即安 

穿青人有经商的历史和传统，但穿青人“读书人不少，专家没得； 当官的不少，大官没得； 经商的不少，大款没得”①4。

这从侧面反映了穿青人的经商仅仅局限于“小富即安”的状态。 

此次调查穿青人中以经商为生计的家庭不多，在190 份问卷调查中，有15 份属于这种类型，近5 年，15 个家庭年均收入

达到6. 5 万，收入最高的家庭达到9 万元左右，最少的家庭接近5 万。经商家庭中普遍修了二层以上小洋楼或者在镇上买有商

品房，经商领域主要涉及建筑包工头，贩卖山货，屠宰，倒卖玉米等。调查中，有一户勾姓家庭，一家9 口人，男主人早期从

事大豆，土鸡的贩卖以及水泥的销售等营生，近几年来，主要以杀猪卖肉以及贩卖生猪为主要生计，女主人在家务农，种植土

豆和玉米。家庭父母已不在，下有7 个儿女，其中在读大学生2 人，高中和初中生3 人，读小学的1人，已经工作的1 人。每年，

小孩的学费、生活费以及购买衣服、鞋子等支出合计在4 万元左右，家庭其他支出2 万元( 包括送人情费用5000 元左右，抽烟

10000 元左右，家庭生活支出5000 元左右) ，家庭合计支出达60000 元。男主人杀猪卖肉以及贩卖生猪每年毛收入在8 万元左

右，女主人种植玉米、土豆以及养鸡、养猪的收入在0. 8 ～ 1 万元左右，总计收入达9 万元，收支相抵之后，盈余2 ～3 万

元。另一户从事建筑包工头的陈姓家庭，其生计方式主要是在纳雍、织金等地区承包建筑工程，好的年成收入可达15 万元左右，

不好的年成只有2 ～ 3 万元，波动较大，近5 年来年均收入达8 万元。此外，从事玉米、大豆收购贩卖的几户家庭，年均毛收

                                                        
4
 ① 引用穿青人张成坤先生的( 穿青人，76 岁) 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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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均在5 万元以上。综合所调查的资料来看，穿青人经商只为改善生活条件，没有发家致富的价值追求，绝大多数经商者不注

重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赚点小钱之后，就会修新房，增加消费，导致生意难以做大，这表明穿青人具有严重的小富即安思想。 

4. 手艺生计: 贴补家用 

俗话说: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穿青地区经商领域没有鲜明的特点，但穿青人的手艺工艺生计种类比较丰富。

根据调查和收集的资料显示，穿青地区主要有以下六类手工技艺。一是刺绣，穿青妇女几乎都会刺绣，头巾，飘带，布鞋，被

面，衣领，袖口等上面所绣的各种花纹图案都是穿青人特有的刺绣手艺，但穿青人的刺绣更多的是文化传承，还没有成为一种

生计手段。二是草鞋，草鞋在穿青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男女老少都离不开草鞋，尤其是从事劳动的穿青人更是热衷于

穿草鞋劳作，不仅自用，也拿到市场上交易，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穿草鞋以及编织草鞋的人逐步减少了，甚至连这门

手工技艺的传承都成问题了。三是竹类编织，穿青人有编织篾货的手工技艺，编织的种类包括背篼，篾席、簸箕、箩筐、斗篷

等日常生活用具，自用之余，也用于市场交易。四是木匠，穿青人精于木工，修房、建桥、制柜、做床、打桶、抠瓢等手艺，

部分木匠还会雕刻，绘画和漆工，工艺水平较高。五是泥水土作，早些年，穿青人以建造土房子居多，故住房大多就地取土筑

墙建造，近年来，钢筋混泥土修建的小洋楼也多了起来，穿青人善于学习，部分穿青人学会了现代房屋的建设技巧，成了名符

其实的泥水匠人。六是砂陶，穿青人善于砂陶工艺，如日常使用的砂缸、鼎罐、茶罐、砂锅、药罐等都来源于穿青人的砂陶技

艺，随着穿青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砂陶产品已经逐步成为彰显本地特色的旅游产品，销售量逐年增加。如织金县的以那镇沙

田村，该村的砂陶产品远销省内外，目前大量的农户以砂陶制品作为重要的生计方式，每年户均可创收5000 ～ 8000 元。 

根据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几户人家来看，刺绣和草鞋等手艺对家庭收入的作用很小，所调查到的34 户问卷中，基本都认

为这些手艺主要是自己用，拿到市场上去卖的情况很少，每年能换来些油米钱就不错了。而竹类编织手艺已经不是家家户户都

会了，有3 户人家还依然传承这门手艺，随着现代器具的过渡泛滥，篾织品和竹制品还比较受欢迎，所调查的几户匠人每年依

靠这门手艺能增加8000 ～ 10000 元的收入，但也不会增加太多，原因是本土竹制品市场不大，而且产品的创新性不多，主要

还是一些日常生活器具。木匠、泥水匠和砂陶匠人的情况要好于前面几类，所调查的2 位木匠，3 位泥水匠和3 位砂陶匠人目

前年均依靠手艺为家庭带来10000 ～ 15000 元的收入，主要是农闲时期，以手艺赚钱补贴家用。 

三、穿青人生计方式的几点思考 

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和演进，穿青人农民生计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变和现代农耕技术的进步，穿青人

地区不再是交通偏僻的山区，农民传统的农耕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 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冲击，穿青人地区不再是信息闭塞

的孤岛，多元化生计已经成为重要特征； 随着网络文化和媒体的快速传播，以及城乡文化的融合，穿青人的封闭心态和乡村情

节发生了变化。归纳起来，穿亲人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从“生存型”生计向“发展型”生计转变、从“农耕型”生计向“多元型”

生计转变、从“封闭型”生计向“开放型”生计转变。 

第一，从“生存型”生计到“发展型”生计。历史时期穿青人地区属于“穷山恶水”的贫瘠地区，有限而贫瘠的土地，加

上传统落后的农耕技术，穿青人社会成员一年四季的辛勤劳作都是为了满足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属于典型的“生

存型”生计，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80 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杂交水稻技术的广泛推广、

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穿青地区的农业耕作水平大幅度提高，穿青人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逐步好转，

“温饱型”生计逐步向“发展型”生计转变，外出打工、经商等生计方式开始出现。2000年以后，穿青人地区受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的人数开始多了起来，实现个人价值追求、向往城市生活、改善生活条件成为了新时期穿青人的目标追求。 

第二，从“农耕型”生计到“多元型”生计。历史时期穿青人地区属于典型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穿青人地区农耕型生计

方式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在思想上，穿青人具有强烈的农耕情节。但农耕型生计方式主要还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即使

是在农业现代化的今天，凭借几亩山地从事农业耕作，穿青人仍然只能是维持生计而已。随着生活需求多元化的出现，以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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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都市文明对传统生活的冲击，自给自足的“农耕型”生计方式逐步让位于“多元化”方式，半农半商、半农半工、离土不离

乡，进厂不进城的生计方式逐步流行起来。有些穿青人地区依托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开农家乐、贩卖和销售旅游产品等，改变

了传统的生计模式。从发展趋势来看，“多元型”生计方式将成为穿青人地区农民生计方式演进的主要方向。 

第三，从“封闭型”生计向“开放型”生计转变。历史上，穿青人所在地区属于蛮夷之地，是国家实施羁縻制度和土司制

度的主要地区，自耕自食，自娱自乐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复杂的地形地貌环境和落后的交通条件，使穿青人地区长期处于“天

高皇帝远”的封闭状态。1958 年，贵州第一条铁路黔桂铁路的通车结束了贵州没有铁路的历史，1991 年，贵州第一条高速公

路贵黄公路的通车打开了穿青人对外的窗口。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信息传播的加快，人才流、物质流的频繁流动，加快了穿

青人地区农民生计从“封闭型”生计向“开放型”生计的转变。一是出省、出县打工的穿青人多了，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同时，

亦带来了外界新鲜的信息、文化和思维方式，冲击着传统的穿青人农耕情怀和乡村情节。二是外来的矿业老板、修路工人、商

人与穿青人长期的生产生活碰撞，改变了穿青人社会的封闭观念，也给穿青人带来了更多元，更开放的生计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