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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尊老道德观念弱化的原因及其它

施从美 刘更生

(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本文通过对江西和江苏两个村庄的考察,从收入来源、瞻养状况、尊老养老状况、年轻人对老年人的

态度和老年人自我满足程度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农村的尊老道德

观念正趋向弱化。本文分析讨论了农村尊老道德观念弱化的原因,并试图讨论传统尊老道德观念的重建,寻求切实可

行的社会支持系统,让农村老年人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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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早已被纳入到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目前,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农村老年人

的生活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农村传统的尊老道德观念趋向弱化,甚至有虐待老人的现象,少部分老年人生活难以维继,前景令人

担忧。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契合点来观察研究农村尊老道德观念弱化的原因,为此笔者对江西李村和江苏施村进行了社

会调查。

一、两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比较

江西李村是地处革命老区井冈山边上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庄历史将近 600 年,全村只有一个姓:李。村里有一个总祠堂,

族产(族田 20 亩,族山 500 亩),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祠堂和族产。全村有族长,各自然村有支族长,各支族又有房长。江苏施村

也有 530年的历史,是个杂姓村,施姓人口占全村人口的 60%。施村地处苏北平原,是镇政府所在地,距县城 10 里地,204 国道横贯,

交通网密集,是个城郊型村庄。下面是两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比较:

1.收入来源与赡养状况的比较表1说明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占第一位的是劳动收入,施村高于李村近10%;占第二位的是子

女供给,李村高于施村近 20%。农村老年人年龄越大,劳动能力就越弱,劳动的收入自然就减少。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倘若子女供给

量不增加,甚至没有供给,他们的生活就成了严重问题,这种情况在施村表现得尤为严重,子女供给父母的只占 10.8%。

老年人的赡养状况与收入来源虽有联系,但又不完全一样。表 2 说明两村老年人的赡养占第一位的是靠子女,其次是劳动收

入。表明农村老年人主要是靠子女赡养,以家庭养老为主,以自养为辅,反映出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但施村的老

年人靠子女赡养的百分点比李村低了 17 个,还有近 1/3 的老年人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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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村尊老、养老的情况比较

李村是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村庄,解放前,子女若对老人忤逆不孝,老人会到祠堂去敲鼓告状,不孝子会被抓到祠堂进行杖责,

同时家中还要被杀掉一头猪分给全村人,这是从肉体上、经济上给予惩罚。直至他的父母亲自为他求情,才被饶恕。在这里尊老

道德传统得以保存并延续下来,宗族和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虽然对不孝子惩处的族规被废除,但尊老养老的道德风俗得

以流传下来,整个李村的尊老养老的现象比较好。因为是一个姓,出现不尊老的事,大家都会帮助教育。

然而在施村情况就比较糟糕。据笔者调查,施村就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找村干部解决的每年多达 20 多起,这比李村的每年

五、六起要高得多。村中有近 10 位老人长期遭受子女,尤其是儿媳的虐待,生活没着落,而这些老人少则有两个儿子,多则四、五

个儿子。如果有几个儿子就会相互推诱,把老人当皮球踢。故而老人们宁愿跟儿女分开过,他们不愿意看儿女的脸色过日子。

3.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态度与老年人的自我满足程度

在李村当笔者问及村中有无子女忤逆不孝、婆媳吵架时,几乎所有的被问者都回答说很少有这种情况,家中也有矛盾,但多是

夫妻之间吵嘴,而儿、媳跟父母顶嘴的事少有,每个人都认为应当孝敬父母。在施村问及此事时,均说不孝现象较为普遍。

李村老年人对子女在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方面满意的占 42%,一般的占 35%,不满意的占 21%,很不满意的占 2%。施村对子女

照顾满意的占 5%,一般的占 20%,不满意的占 40%,很不满意的占 35%。当问及子女对他们照顾到何种程度就满意时,李村的老人对

物质生活的要求倒不是太高,主要是精神生活上要求比较高。他们对于精神赡养颇多怨言,表现出失落感和孤独感。施村的老人

们要求则比较低,他们对子女既不满又无奈,子女能给些零花钱,能基本解决生活问题,媳妇们不给他们脸色看,不指桑骂槐就很

满足了。

二、农村尊老道德观念弱化的原因辨析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承包制,由于土地按照劳力和人口的标准分包,成人子女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往往比父母分得更多份

额的土地。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大批村民外出打工经商,他们的个人经济收入大大提高。在李村,一个有着

手艺的老人的年收入也就 500 元左右,而其子女外出打工的年收入是 2000 多元。至 90 年代,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年轻人往往成

为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由于个人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大部分年轻人对父辈的房产已不当回事。随着工业化的开展,老人的技

能经验大多过时,而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则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实际效用上都远远不及其子女的关系网。于是年轻一代的资源劣势

变成资源优势。这在施村表现则更为明显,是李村青年无法比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对公民的个体价值给予了多方面的承认,并从道义上肯定了追求幸福的合理性。个

体价值的确立,动摇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础,于是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全面动摇。老人不仅失去了家庭财产的支配权,也失去

了对于女的人身控制权。在社会就业机会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年轻人无须父母同意便自找出路,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在择偶方面,

随着年轻人交往圈子的扩大,自由恋爱成为主流,“这种事由不得父母,自己说了算”,这是施村年轻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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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维系老人权威的经济、社会基础已基本瓦解,然而李村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并没有完全地被削弱。这主要得益

于传统的家庭伦理仍在发挥作用。而传统家庭伦理之所以被沿袭下来,除了道德伦理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征外,还有以下两方面

的原因:首先从制度因素看,建国后尽管旧有的法律制度和族规家法已被废除,但新的法律条文过于粗略,而相关的村规民约没有

完善,新的家庭伦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确立。这必然导致传统的家庭伦理被继续沿用;其次,“家国同构”

的社会结构虽已改变,但群体价值观念并未消失,体现在家庭伦理上,那就是家庭群体价值是家庭伦理价值的主体和来源。为了家

庭整体利益,作为家庭代表的家长(老人),对家庭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权威则被认同。李村传统因素因此也就保持的比较

完整,有的虽然只是形式。李村的老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的老规矩来解决问题,儿子们对老人击鼓惊动全村人自然感到难堪与恼火,

但也不得不提醒自己以后对老人的态度,这表明传统的道德观对他们有一定的约束力,正如 C.K.YANG 所言:“在传统社会秩序

下,(人们)要有超常的勇气和想象力才能成为不孝之子。”而在施村,传统的家庭伦理虽然还是维系和评定家庭人际关系的准则,

但其传统道德规范已被打破,正走向失落。传统的对于年轻人不尊老、不养老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社会舆论压力减弱乃至不复

存在。人们对婆媳吵架已司空见惯,或者自已也在扮演其中的角色,忤逆不孝之子已没有什么人来处罚他,或指责他。于是一方面,

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资源优势的凸现,年轻人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注意追求个人利益和自我

价值的实现,忽视家庭责任;另一方面,由于老人家庭权威的丧失,怀着沉重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的情

况下,倾向于寻求身份人格的维护和群体价值目标的实现。这种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强烈反差,必然会导致家庭代际之间沟

通的困难和冲突的增多。

经过调查,笔者归纳农村尊老道德弱化为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资源丧失,年轻人(尤其年轻媳妇)尊老养

老的道德意识薄弱,甚至根本全无,且家中权力部分的由男性转移到女性,姻亲关系显得比宗亲关系重要起来;第二,缺乏过去那

种封建社会国家制度资源、族规家法的有力支持,而现行乡村组织为一级行政组织而非执法机关,对忤逆不孝子女只能教育不能

采取强制措施;第三,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迅速变迁,使得老人们在技能、经验和社会关

系网络方面的资源丧失殆尽,优势转向年轻一代;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个体价值从道义上予以肯定,构成当前农村社会

运作基础的东西,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利益,这个现代的强大的异化物,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货币作为衡量一切

魔鬼般的异化力量,可以理解为农村家庭尊老养老趋于恶化的根本原因。

三、讨论与思考

通过上面的分析,现在我们想提出几点讨论:

1. 到底如何评价传统,包括宗族。近十几年来,江西李氏以及全国好多地方出现宗族复萌,究其根源是人与人之间难以泯灭

的人伦情感。笔者认为宗族这种传统资源的恢复适应了农民的心理需要和心理习惯,并对农村社会稳定起着客观的积极作用。如

一族内部农忙时互相帮助,遇到灾难共同抵抗,生老病死过程中互相慰藉、抚恤等(《村民自治要处理好五大关系》章荣君),在本

文中则表现在维护传统的尊老道德观念,保持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方面。在维护老人合法权益方面,李村的宗族比起施村来就起

着明显的良好作用。但作为封建的“四旧”的一套,人们忌讳谈及宗族。施村所在镇的党务书记不敢苟同重新发扬宗族优点的观

点,他认为宗族是封建的一套,是落后的迷信的愚昧的,早被人们抛弃的。如果现在再把宗族等过去封建一套搬出来,势必会引起

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带来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等更多的社会问题,负面影响一定远远大于正面影响。他认为要提高老年人的社会

地位和生活水平,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加强青年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教育,同时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二是加强社会福利保障

体系建设,如兴修敬老院、老年公寓等。镇党务书记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现代青年人受利益驱动,对待老年人的道德水准普遍下降,

施村青年人对待老年人的态度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施村老年人在失去传统道德系统支持,又无法得到国家有效的政治支

持(村级组织不力)的情况下,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是否保留传统宗族尊老文化的合理内核,恢复重建传统

的尊老道德观念,这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2. 如何建立现代的、制度性的道德体系。目前农村尊老养老方面的问题绝不象有人所说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因为改革开放

以来绝大多数农户的经济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上所述,农村尊老的关键在于如何缩小社会转型期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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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上的差距,增进代际之间的观念认同和情感沟通。由于农村养老的许多内容极有弹性,尤其精神赡养方面,

主要依靠子女的孝心。所以要搞好这项工作,应特别注意新的家庭伦理观念的树立和培育。是否可以汲取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注意培养敬老、养老的家庭美德,积极构建敬老养老的社会观念,是否可以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去考虑。随

着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不断提高,是否应当促进物质赡养、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料一体化,促进道德教育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一

体化。在我国目前农村所出现的厌老、弃老和不养老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并不能完全归诸经济因素,还应从思想道德和尊老敬老

的文化角度进行思考,努力建立现代制度性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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