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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代际传递
———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理解

杨摇 华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摇 430074)

摘摇 要: 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 通过实际调查,阐析了农村由于

农民分化而带来的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同时,农村社会

性竞争的特征总体呈高度竞争态势和阶梯性,且无退出机制,年轻人快速地逃离村庄进城务工。 由于村庄竞争往

往与农民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使得中下层家庭竞争的压力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人身上,中年人的负担和压

力通过代际责任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一旦老年人不能创造价值、无法自理及生病之后,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的纯负

担和累赘,就很容易在子代挤压和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合力下走向自杀。 提倡将老年人从子代竞争中抽离出来,
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在新农保的政策下,确保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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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 6 月初笔者一行 8 人,赴江汉平原的应

城农村进行为期 15 天的驻村调研。 的士司机陈师

傅听说是搞农村调研的,便主动为我们提供了 3 个

调研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老年人过得不好。 由于

近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便接过

话题追问:“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冶陈师傅

没有细想便道:“我们这边老年人大多是非正常死

亡的,没有正常死亡的,也没有在医院死的。冶后来

的调查及回访确实发现当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很糟糕,老年人自杀现象严重。 老年人得病后一般

不住院治疗,即便不喝毒药、不吊颈自杀,也是在家

拖死,饿死的情况也不少。
应城的调查表明农村老年人陷入了严重的社

会、家庭和个人的危机之中。 其他地方的报告也显

示,当前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关系、代际矛盾和资源分

配中处于弱势地位,遭受子代的辱骂、殴打和不予养

老、治病,被忽视、被遗弃等逐渐形成普遍现象。
2008 年,杨华在河南周口农村调查到,当地农村老

年人被儿子、媳妇赶出家门,到果园里搭个棚子居住

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老年人因此愤而自杀[1]。 郭

于华很早就发现,华北农村的老年人即便在天子脚

下也是过得不尽如人意[2]。 贺雪峰调查的湖北京

山农村,老年人一旦“无用冶,就会被子代嫌弃,分家

时还不如一头母猪走俏[3]。 在安徽、湖北等地农

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且常年不回家,老年人得不

到应有的照顾和关爱,他们因病痛、孤独和无助而自

杀的情况日趋严重,许多老人自杀多日后才会被发

现[4]。 诸如此类,皆表明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不容

乐观,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快速增多。
(二)既有研究的解释

对当前农村老年人状况和老年人自杀现象的解

释,学界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主要遵循三条分析路

径:孝道论、结构论和价值论。
孝道论的前提是中国乃“伦理本位冶的社会,孝

道是中国和中国农村的基本底色。 在传统孝道和孝

文化看来,侍奉父母和给父母养老送终是最有意义

的事情,也是体现农民生育子嗣的价值所在。 但是,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

及自我价值实现理念的增强,使得养老有了包括时

间、精力和金钱等巨大的机会成本,孝道文化也就难

以为继,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孝文化衰弱有关[5鄄6]。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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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舞更是直接将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农村孝道衰弱关

联起来,他论证了农村家庭内部关系伦理维度的丧

失和契约维度的增加,年轻人更多地从契约、交换的

维度考究与父母的关系,父母为自己付出少,他们对

父母的反馈就少。 许多引起老年人自杀的代际矛盾

就源于老人未能在能劳动时为子代作出贡献[7]。
结构论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农村老年

人自杀。 农村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家庭内部的代际关

系和村庄社会关系。 该分析路径认为:农村代际关

系从之前的父子轴心向夫妻轴心的转变及家庭中年

轻人地位和权力的上升,老年人权力和地位的下降,
是导致在农村家庭矛盾和资源分配中老年人处于不

利地位的根源。 村庄社会结构也逐渐扁平化,村民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减弱,使得对老年人的支持系

统不复存在,即便发生了老年人自杀事件,村庄社会

也不再给予关注[8]。 陈柏峰考察了妇女地位上升

后,家庭关系的天平向年轻人倾斜,“妇女当家冶逐

渐成农村普遍现象,因婆媳矛盾而自杀的老年人增

多[9]。 刘燕舞认为:农村代际关系从之前反馈式向

剥削式转变,也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重要原因[10]。
价值论是从价值观念的变动去谈老年人自杀的

路径,认为老年人自杀源自老年人生活意义和生命

价值的衰弱或丧失。 郭俊霞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当
前农村社会关于传统生命意义的价值观念的松弛,
老年人在新的、变化的家庭和社会中找不到支撑其

活下去的理由,觉得生活没有价值、活着没有意义,
于是走向自杀[11]。 杨华在研究湘南农村老年人自

杀时,认为传统农民只要能够延续香火、儿子孝顺,
就会觉得活着有意义。 但是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子辈忤逆老人的现象逐渐出现,由此造成老人价

值失落,导致老年人自杀[12]。 刘锐的调查发现:湖
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冶,很容易在

老伴去世后自杀[13]。
孝道论将理想标准作为参照,容易看到农村正

在发生的孝道衰弱。 但孝道论有泛道德化之嫌,未
能揭示老年人自杀的深层原因,尤其不能解释的是

有些家庭子代非常孝顺,也会发生老年人自杀现象,
甚至是子代越孝顺,老年人越有自杀的念头。 结构

论从代际关系变化和村庄社会结构变动讨论老年人

自杀,看到了老年人权力丧失和在家庭矛盾中的弱

势地位,对分析家庭矛盾中老年人的自杀具有解释

力。 但是结构论不能回答家庭矛盾发生的原因。 价

值论深入到农民的生活意义层面,从农民“活着为

什么冶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但

并不是所有老年人自杀都要追问该问题,甚至许多

老年人自杀是从子代的角度着想,恰是遵循传统价

值观的缘故。
因此,3 种主要解释路径既有优势,也有解释不

到的地方。 本论文希图在这 3 种解释路径的基础

上,结合三者的优势,从实地调查角度出发,探索一

条新的解释路径。
(三)本论文的分析框架

本论文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

传递去分析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原因。
根据笔者的调查,江汉平原的老年人自杀类型

很多,既有爆发家庭矛盾、纠纷后自杀的,也有因为

子代不养老、辱骂、殴打、嫌弃而自杀的,还有得病后

自杀的,另有觉得自己成了子女的累赘而自杀的等

等。 老年人自杀的这些直接原因背后,是家庭成员

在面对村庄生活的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系列理性选

择。 诸如,引发家庭矛盾的多半是因为老年人不给

子代带小孩、照看家庭,或者吃喝用度过多,不节俭

等;老年人得病之后,既需要人照顾,也需要花钱医

治,都平添了子女的负担;老年人年纪大了,不能劳

动了,就纯粹成了子女的负担。 农村老年人在各个

方面都表现出“是儿们负担冶的一面,这些负担会增

加而不是减少子代的压力,使得子代的生活较没有

这些“负担冶的人家要逊色。 农民对“负担冶的感知,
是通过生活的压力表现出来的,而生活的压力则来

自分化后农民之间的竞争。
农民分化是竞争的前提。 在一个均质的村庄社

会,农民之间分化较小,大家在血缘地缘上都是自己

人,经济上的地位与差距不大,生活水平相差无几,
那么,相互之间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共同使日子过

下去,使后代繁衍下去。 大家都差不多,也就不会相

互比较相互攀比,不会因为相互间的差距而给对方

造成追求平等或至少“不差冶的压力。 而一旦农民

分化了,相互之间的自己人感觉淡化,经济和社会上

出现等级差别,农民家庭之间就开始相互比较、竞争

和攀比。 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甘落后,都相互比较着

往前赶。 这样就会给每个农民家庭带来压力与焦

虑,越是落后的家庭,其压力就越大。 在分化与竞争

的村庄社会,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成为竞相效仿的

对象,村庄成功的标准集中在经济和物质消费层面。
只有在这方面达到了要求,一个农民家庭才算是获

得了成功,在村庄里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和认可,才
能进入村庄的主流生活。 那些自动退出竞争或被村

庄竞争甩出的人就得不到面子和尊严,只能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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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边缘。
农民家庭的竞争推动着村庄成功标准节节攀

升。 随着农民分化的加剧,相互之间的竞争就加剧,
农民所感受到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竞争所带来的

压力越大,就越要勒紧腰带干,把家庭的所有资源与

劳动力都调动起来,为竞争出力,以缓解家庭的压

力。 农民的这种缓解主要是通过过度“剥削冶家庭

劳动力,并缩减家庭不必要的开支。 这种向内用力

的方式,必然导致农民家庭之间互助合作的关系减

少,人们都巴不得对方失败,唯独自己成功。 因此,
竞争的压力反过来会导致农民进一步分化,农民相

互之间的自己人认同进一步降低。 这样,分化、竞争

与社会压力三者之间就形成正反馈:分化越大,竞争

就越激烈;竞争越激烈,压力就越大;压力越大,越需

要向内用力,而不是向外互助合作,农民之间的分化

就更大,竞争随之加剧。
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下,农民要最大限度地

整合和调动家庭劳动力投入到竞争之中,而那些不

能被调动,甚至成了纯粹消耗家庭有限资源的家庭

成员,显然就成了家庭参与竞争的“累赘冶 和 “负

担冶。 每个家庭都希望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获得

更多的收入,同时希望有更少的负担,这样才能轻装

上阵,尽快取得竞争的胜利。 在竞争压力下,传统的

道德文化被摒弃,竞争本身在去道德化的语境中被

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则,其他的一切都为他服务。 在

该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不参与家庭的竞争,消极对待

家庭竞争,不为家庭贡献力量,或者成为家庭参与竞

争的负累的人,不仅没有话语权和合理性,而且还受

到批判和指责。 那么,成为家庭竞争的负担和累赘

的会是哪些人? 首当其冲的是生病、不能劳动、需要

其他劳动力照顾的老年人。
在村庄的竞争中,不同阶层的家庭因资源禀赋

不同而承受的压力也不同。 处在上层的阶层,经济、
关系和权力等资源禀赋较高,在竞争中能够调动的

资源就越多,也就容易达到村庄成功的标准。 因而

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较少。 同时,他们在竞争中胜出

后,又不断地抬高和刷新村庄的竞争标准。 下层农

民家庭的资源较少,他们难以轻易达到上层农民制

定的成功标准,因而他们所承受的竞争压力要较上

层农民大。 村庄竞争的压力由于阶层分化有向下层

农民家庭转移和积聚的趋势。 竞争越激烈,上层越

能刷新标准,下层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也就越需要过

度剥削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同时也就越希望甩下包

袱、丢掉负担。

在农村高度的竞争过程中,家庭竞争的压力通

过代际责任和分工首先转移到了中年人身上。 中年

人作为家庭中的壮劳动力承受的压力最大,他们在

竞争中过度剥削自己的劳动力。 中年人一个劲地为

着家庭的竞争奔波,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也就难再腾

出额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照顾老年人,他们便有

意或无意间忽略了老年人。 竞争的压力通过代际关

系也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 在农村交换式代际关系

中,老年人成为弱势群体,家庭资源分配不会向他们

倾斜。 老年人为家庭参与竞争,唯一可以做的是尽

量不给子代找麻烦添负担,尽量自己照顾自己,压缩

自己的生活质量。 当老年人无法照顾自己,成为子

代纯粹的负担后,唯有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才能给

子代减负,也就是自杀或生病拖死。
在竞争压力之下,如果老年人只顾自己享福,独

自潇洒,不体谅子代负担,不分担子代压力,是要被

人家说闲话的;老年人不给子代带小孩,不给子代看

家护院干农活,以减轻子代的负担,就会受到指责;
中年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参与竞争上,而忽略对老

年人的照顾、赡养和医治,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当不

能为子代家庭创造财富,成为纯粹负担之后,老年人

也会有负罪感;老年人应该自觉为年轻人家庭减轻

负担,如果老年人自杀能够减轻子代的负担,那也可

以理解乃至被推崇等等。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状况堪忧和自杀现象增多,是农民家庭在

面对竞争压力时做出的一种甩开包袱,转移压力的

理性行为。 家庭竞争的很大部分压力最终由老年人

承担下来。
归纳起来,农民分化后竞争的压力向下层农民

积聚,而下层农民的竞争压力则通过挤压老年人的

生存空间来解决。 结果是,处在上层家庭的老年人

生活境遇要比处在其他家庭的老年人好,下层家庭

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受到竞争压力而做出自杀行为。
老年人自杀是村庄激烈竞争产生的后果。

二、农民分化:社会性竞争的前提

农民分化指的是农民家庭之间在经济、社会关

系和权力等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

地位的区分,它要表达的是社会占有的不平等与资

源分配的不均衡。 在当前农村,社会关系和权力等

资源的占有会体现在市场和经济机会的占有上,从
而最终体现为经济条件的差别。 经济条件越好,在
村庄中的地位就越高,反之则低。 改革开放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江汉平原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渐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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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 根据家庭

经济的客观位置与农民的主观评价,可以将该地区

的农民家庭划分为 4 个层级,分别是富裕农民、中上

农民、中等农民与下层农民。
第一,富裕农民。 这是江汉平原最富裕的层级,

一般只占村庄总户数的 3% ~ 5% ,他们的存款要超

过 100 万元,年收入在 10 万以上,个别人存款超过

1 000 万,年收入超过 100 万。 这批农户在 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外出闯荡后发家致富,主要从事餐饮、办
厂、加工、服装、垃圾处理等行业。 2000 年外出务工

经商成为富人的农户较少,少数农户是初高中毕业

后外出从事销售行业,积累了一定经济和社会资本

后再创业,主要从事汽修、摩托车装配、医药超市、家
庭作坊等。 他们将土地转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在
县市以上城市安家落户,不再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

和面子竞争,也不构成对所在村农民的压力。
第二,中上农民。 这类农户占总户数的 15% 左

右,其财富和收入水平要较富裕农户相差甚远,一般

年收入在 3 万 ~ 5 万之间,少数超过 5 万,存款超过

10 万。 这些农户主要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外出务工经商的成功者,他们一般在乡镇或县城有

房子,超过 6 成常年不住在村里,有的人农忙时回来

种地,多数人将土地转出。 这些人主要从事农产品

贩卖、交通运输、农业机械租借、个体经营、养殖及其

他手艺等行业。 他们中大部分人虽然脱离了土地,
但与村庄的关系仍较为紧密,与村民还有人情往来,
还参与村庄建设和面子竞争,也在意村庄的评价,希
望得到村民的认可。

淤摇 被甩得远远的,即被竞争给甩出去,永远翻不了身,农村光棍家庭就是这种情况;被人家迎头赶超,心里也是极不舒服的,
其他人也会奚落“以前嘚瑟,现在还不是就那逑样,有什么了不起冶;从上层跌落的,是最没面子的,如已经进城的人失败

后回到村庄,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情。

第三,中等农民。 该群体的比例占农户的 60%
~70% ,其收入结构是“半工半耕冶,即老年人在家

经营土地及副业,年轻人外出务工,家庭有务农与务

工两笔收入(夏柱智,2016)。 一般而言,50 ~ 70 岁

的中老年人在家耕种七八亩到二十几亩土地,一年

收入可以达到数千元到 1郾 5 万元不等,还经营一些

副业或打点零工,也可以搞个“大几千块钱冶。 年轻

夫妇或未婚子女外出务工,一年可得 1郾 5 万 ~ 2郾 5
万元。 这样,务农和务工的收入加起来就有 2 万 ~ 3
万元的纯收入,有的超过 3 万元。 老年人在家务农

还有诸多隐性收入,诸如吃喝住行玩免费、老年人照

看孙辈、农村物价便宜等,如果这些消费都到城市购

买,农民的货币化支出将剧增。 中等农民仍住在农

村,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利益关系还在村庄里,参
与社会性竞争,他们是村庄价值生产的主体。

第四,下层农民。 处在下层的农户有如下特点:
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年纪过大,超过 60 岁,务工和

务农都不再是有效的劳动力;二是家庭子女尚未成

人,是纯消费主体;三是家庭有病号或主要劳动力是

病号,以及有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四是土地较

少,一般是 10 亩以下。 这些家庭因为劳动力缺乏,
收入来源有限,而支出巨大,因而使得家庭整体收入

上不去。 他们农闲时到邻近的工厂、砖厂、建筑工地

打小工,平时还到河沟里去抓鳝鱼和打鱼虾贩卖,在
家里搞点小规模养殖。 这样一年的纯收入在 2 万元

以下,较少有存款,家庭的刚性支出大。
以上表明,除富裕农民“走出村庄冶,不再参与

村庄价值生产和面子竞争外,其他 3 个群体皆与村

庄有密切关系,与其他阶层有较大的交集。 从调查

看,在村庄的 3 个阶层之间及阶层内部家庭之间,已
经较少有互助合作的关系,更多的是竞争与攀比的

关系。 在村庄中参与竞争的 3 个群体的经济收入水

平相差不大,使得农民之间的分化呈现出中度状态。
这样,下层农民也不会认为比他人差,即便有差距也

是暂时的,当家庭条件改变之后,如下层农民的子女

成长为劳动力或病号痊愈、老人过世、转入更多土地

等,家庭经济条件就会改观。 中上农民和中等农民

也不认为胜券在握,他们拥有的财富不足以让自己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们要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财

富,尤其是要不断刷新成功的标准,以制造与下层农

户的“区隔冶。 所以,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

尊处优,而是时时刻刻处在竞争之中,稍有不慎就可

能被人家甩得更远,或被人家迎头赶上,甚至从上层

跌落至下层淤。

三、社会性竞争的展开:支点在下一代

村庄竞争的标的要有“显示度冶,就是要有被人

看到、向人展示的标的物。 调查发现:江汉平原农村

的竞争标的有一般性的,也有主导性的。 一般性的

标的物是竞争成功的充分条件,包括耐用消费品、娱
乐休闲、人情、耕作和小孩教育等方面。 主导性的标

的物是农民竞争成功的必要条件,主要是为儿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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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买房子。
(一)农村社会性竞争的一般性标的

农民都在比什么? 受访的大部分村民说:“比
谁田种得好,比谁在外面房子好,比谁的儿孙好,打
牌、赶人情都要讲面子,要是别人都在市里买了房

子,我还在村里住,我就是没面子。冶农民的竞争并

不是在方方面面展开,而是有选择性的,某些方面必

须搞好,某些方面可以放弃。 必须搞好的没有搞好,
竞争就不算成功。

1郾 耐用消费品竞争

耐用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能够给生活

带来方便与品位。 但农民对此更多的是持一种“你
有了我必须有冶的攀比心态。 调查发现:许多家庭

的洗衣机装着的是稻谷;即便没有冷冻食物的需要,
冰箱也要有且放在大厅里;空调基本上没有打开过;
外出务工的农民也购置了摩托车,但是只有年终返

乡后才骑得上;结婚要配备电脑并连接上网,但农民

在家从来都不用;电视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快,有的家

庭主卧堆放了两三台旧电视;农民有摩托车已经够

用了,但还要购买小汽车,等等。 像这些家庭耐用消

费品在江汉平原农村已经普及,不同的只是数量、型
号与价格的差别。 中上层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的档次

和品牌是最好的。 下层农民的家庭买不起高大美观

的冰箱,但也要买一台小冰箱;不能每个房间安装空

调,至少主卧要安装。 插秧机购置成本高、折旧快,
一般只有耕种超过 60 亩地的农户购买才划算,一旦

有几家有了,其他耕种十几、二十亩的农户也要

跟上。
2郾 娱乐闲暇竞争

淤摇 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2 个月种田,8 个月休闲,还有 2 个月在过年冶。
于摇 农民说:“打小牌就是丢人,打 5 元的牌(年轻人至少打 10 元的牌,只有老年人才打 5 元或 3 元的牌),还不如直接用手在

地上摸一下,还舒服些。冶
盂摇 李元珍调查的某村,2012 年底有一家在当地首次使用 32 元一包的钻石芙蓉王,仅此一项开支就高达 1 万多元,这家人由

此获得了极大的面子。 也因此,他们在跟人发生冲突时,才敢说:“我屋里的存折能压死你冶。
榆摇 应城炮竹村的村民一席话很典型:“赶人情要讲面子。 没钱借钱都要借来赶。 前年还是 100 元,去年开始涨到 200 元。 有

人负责写礼单,赶少了觉得丢人,丑。冶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

运用,农业耕作的劳动强度大为降低,劳作时间缩

短,农闲时间增多淤。 如何度过较长时间的闲暇时

光,是当前农民要考虑的问题,不同的农民会探寻不

同的娱乐休闲方式,方式越高级越有面子。 中上层

农民的资金充裕,他们的休闲方式主要是结队垂钓,
到县城、乡镇麻将馆打麻将或是旅游观光,他们认为

在家看电视不是休闲娱乐。 中等农民没有中上层农

民那么宽裕,他们在农闲时间还要打零工、照看孙

辈,他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主要是在雨天或太阳直晒

的时候在镇上打麻将,偶尔在自家鱼塘垂钓,也有少

数人去旅游。 下层农民没有专门的休闲娱乐,他们

主要在家看电视、在屋檐下聊天,偶尔在村里打麻

将。 在村里打麻将已经够丢脸了,但下层中老年人

还进不了村里的麻将室,他们打不起麻将就只能看,
而看打麻将会被主人鄙视,挖苦你是来蹭空调的。
打麻将不赌钱或赌小钱也很没面子于。 如果谁在县

市麻将馆打了一宿麻将,赢了或输了大几千上万,便
会在村里风光无限。

3郾 村庄人情竞争

当地农民在仪式性人情上的竞争,一是体现在

办酒席的桌数上来的,客人越多说明人脉关系越广,
社会影响力越大,也就越有面子和声誉。 反之,如果

在婚丧嫁娶等主要人生仪式上客人稀少,特别是向

外宣扬要来的客人比真正来的要少很多时,主家会

大丢面子。 二是在酒席的规模上。 现在酒席都由专

业厨师队伍包干,价格和档次都差不多,主要的差别

在烟酒上,又以香烟为最。 由于竞争的激烈,酒桌上

香烟由几年前的两三块钱一包,发展到现在的二三

十块钱一包盂。 三是在上人情礼金上。 过去在上人

情时,与主家关系相同的客人会相互通气上一样的

礼金。 但近几年的发展却出现了近邻、亲戚、朋友等

在上人情上的竞争榆,人情礼金不断地往高处升。
近邻人情从几年前的 50 元,到现在没有三五百就拿

不出手。 主要亲戚的人情则攀升到了一两千。 四是

在老年人的人情上。 一般来说,只要儿子成家,老年

人就可以不再赶人情。 但是,赶人情对于老年人来

说是社会性存在的体现。 如果不赶人情了,他在村

庄交往中就会受到忽视,而赶人情则会获得面子与

荣耀。 因此,处在中上层家庭的老年人到了七八十

岁还在赶人情。 下层的老年人则很早就不赶了。 中

等阶层农民的老年人有的赶,有的不赶,但都力争

在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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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 田地耕种竞争

以务农为主、兼业为辅的农民,还要相互比较田

地耕种与收成的好坏。 田地整理得好、庄稼长势喜

人和丰收的家庭,会受到赞叹;而田地不平整、庄稼

长势不好、田里长满稗子杂草和欠收的家庭则会被

人笑话。 这些背后是农民在勤劳、持家、科技掌握等

方面的攀比。
(二)起跑线上的竞争:小孩教育

江汉平原农村的农民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农
民之间在孩子教育投入上展开激烈竞争。 这是起跑

线上的竞争,谁能上更好的学校,就能有更好的升学

机会。
中上农民在镇上和县城有房子,他们就可以将

小孩选在镇上或县城的中小学读书,有条件的可以

上县城最好的中小学。 他们一般会让年轻媳妇专门

照看小孩的起居和接送读书,有的家庭孩子还在周

末上各种培训班。 中等农民限于经济条件无法专门

腾出一个劳动力从小学开始陪读,他们只能在孩子

读初中或高中的时候,由母亲专职在城镇陪读。 在

镇上或县城有房子的中等农民农户,母亲就在家给

孩子做饭、洗衣服,如果在城镇无房的就会在学校周

边租一间房。 这样一个家庭只有年轻男子负责打工

挣钱,家庭的收入大减,家庭负担剧增。 中等农民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老年人在镇上租房子陪读。 下层

农民的家庭一般没有能力到县城陪读,但会尽力在

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到镇上陪读。 他们的“陪读冶不

像中上层农民和中等农民那样是“专职冶的,他们可

能竭尽全力在镇上买套房子或租间房子,由母亲负

责孩子吃住,早上安排好小孩上学后,再骑摩托车返

回农村劳作。 傍晚再赶回镇上接小孩放学。 或者母

亲在镇上打份零工。 这是一种两不误的陪读。

淤摇 炮竹村的一个 38 岁男,在村里买了房,房子是以前一个老师的,装修得很漂亮,太阳能、DVD、电视等家具都有。 在广州工

厂里打工,月工资两三千元,父母 70 多岁,种地十余亩,有人给介绍一个女的,曾嫁到云南,30 多岁,离婚,带一儿一女回

来,她还看不上这个男的。 后来还有人把这个女的介绍给陈河镇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这个大学毕业生在外打工,月工资

两三千元,加上父母的月工资共有五六千元,未在应城买房,只是在陈河镇街上花了 18 万元买了个二手房,这个离婚女人

还不愿嫁。 最后这个女的嫁给了武汉的一个的士司机。

我们给农民“陪读冶算了一笔账:在镇上租房子

一年 2 000 元(县城 3 000 ~ 4 000 元),水电费 500
元;大人小孩的生活费,一年 5 000 元(按 10 个月计

算),小孩的零花钱一年至少 2 000 元;一个劳动力

陪读的机会成本是每年约 1郾 2 万元;其他开支 1 000
元。 加起来,陪读的费用要超过 2郾 2 万元,这差不多

是农村中等收入家庭一年的收入水平,足可以给一

个农民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三)接力点上的竞争:年轻人进城

江汉平原农民最在乎的是在县市是否有房子,
这是农民城镇化的重要步骤[14]。 如果以上诸事项

都成功了,唯独没在县、市买套房子也没有面子。 如

果在县、市买了房子,其他诸事项都给忽略了仍然有

面子。 如果既在以上诸事项上成功,又在县、市买了

房子,则会在农村获得极大的声誉。 当地形成了

“看谁最先在外面买房,看谁在外面房子多冶的竞争

态势。 炮竹村 55 岁的陈富华曾担任过民办教师,善
于思考与总结,他的一番话代表了当地农民的认知:

父母之间都有攀比的压力,有能力的就(支持

儿子)去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买房,差一点的就去

二线城市(武汉),没有能力的就去三线城市(孝
感、应城)。 比如,和我同年代的人,别人的小孩都

在外面买房了,别人开车回来,我心里是很不好受

的,自尊心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不在口上说,
心里还是很不平衡的,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人

都有一个攀比思想,有一个虚荣心。

当地父母最大的虚荣心是给儿子在城市买套房

子,农民最大的竞争是针对子代的进城竞争。 当地

农民主要的人生任务是 “生儿子、建房子与娶媳

妇冶。 农民生了儿子后,就要努力为其建房子,只有

建了房子,才能给儿子娶上媳妇。 这样其人生才算

圆满。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一般在村里建了

房子就能娶得上媳妇。 农民的竞争是看谁先建房

子。 2000 年后,农民觉得城镇既现代化又方便,便
有人率先在镇上或国道边建房、买房,于是在 2005
年左右出现了只有在镇上或国道边有房子,姑娘才

愿意嫁过来的现象。 “在家里盖一栋别墅,不如在

城里有一间茅草棚冶,村子里的房子无论多大、多宽

敞、装修多豪华、现代化设备多齐全,也难以成婚淤。
在镇上或国道边买套房子至少要 10 万块钱。

然而,镇上或国道边上有房子也仅仅是起点。
有些中上农民不满足于在镇上买房子,他们从 2008
年开始纷纷在应城市或孝感市买房子,如果儿子读

了大学就在武汉市买房子。 他们成了农民竞相效仿

的对象。 到 2010 年左右当地成婚的条件发生了变

化,若非在县城有房子,媒人根本不会去说媒。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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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买了房子,即便男子超过了 30 岁,长相不论,
说媒的人也会蜂拥而至,该男子很快就能娶上媳妇。

在县城买套房子至少要花 40 多万元,即便按揭

首付也得十几万。 这对农民家庭来讲是笔巨额开

支。 光靠年轻人外出务工难以在短时期内买到房

子,况且年轻人在城市务工消耗大,很难存得下钱,
因此,买房子的大头就落在了父母身上。 中上层农

民家境稍富裕,有一定积蓄,在县、市买房子相对容

易,他们的儿子结婚会不成问题。 中等农民积蓄少

些,他们至少要有个上十年的积累外加东借西凑,方
能在县、市买上房子。 下层农民中,那些父母尚年

轻、子女还小的家庭,父母可以有若干年的积累,预
期中能在县城买上房子;而那些父母年纪超过 60 岁

或有一方丧失劳动能力儿子不能赚钱的家庭,则无

法在县、市买房子,这些家庭的年轻男子就很难在当

地结婚,只有娶外地媳妇或者打光棍。 但外地媳妇

又容易跑掉,这些男子很可能重返光棍。 因此,下层

农民家庭的父母压力最大。
在县、市为儿子买到了房子,并不等于儿子就能

在城市立足。 父母就此完成了人生任务,但不等于

可以“退休冶了。 农民在县市买的房子空置率高达

80% 。 因为内地县、市多是消费性城市,工业不发

达,工作机会较少。 年轻人在城里结婚后,还得远赴

南方打工,只有到年底才能回来居住。 年轻人要在

城市立足,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行的,还得父母提供支

持,比如帮忙带孩子、接送小孩读书、还房贷、还账及

提供生活补贴等。 如此,中年人在儿子结婚后仍得

不到停歇,需要继续奋斗拼命赚钱,在自己能劳动的

时候就要劳动,尽最大的力量为儿子减轻进城的负

担,以支撑儿子在城市站稳脚跟。 所以五六十岁的

农民还在当作壮劳力使用,他们压力最大,过得最

遭罪。
(四)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

江汉平原农村的社会性竞争具有以下特征。
1郾 高度竞争态势

一方面,村庄的竞争是在原来的血缘地缘内部

展开的,越是兄弟、堂兄弟、家门或邻里等,起点就越

一致,相互比较和竞争就越厉害。 另一方面,当地多

是“半工半耕冶家庭,使得参与村庄竞争的各个阶层

的经济水平相差不大,下层农民在努力往上攀登,上
层农民则要不断刷新标的。 这 2 个方面的原因促使

农民间处于高竞争状态。
2郾 竞争无退出机制

农民生活在村庄里要讲面子,希望获得他人的

认可,这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所在。 他们得按照村庄

的价值评价标准行为达到标准,否则就得不到他人

的认可。 所以,村庄的竞争是无退出机制的。 只有

完全逃离了村庄的人,才能真正退出村庄的竞争。
3郾 竞争的非阶梯性

非阶梯性是指竞争标的不是根据不同的家庭的

条件来设置的,而是统一的标的物。 只有达到这个

标的,竞争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失败。 这种非阶梯性

的竞争,给下层农民的家庭带来的压力最大。
4郾 竞争重点在进城

江汉平原农村的价值生产不是促使村庄更具

有内聚力和吸引力,而是令村民更迫切、更快速地

逃离村庄。 这是一种向外的竞争,重点在年轻人

进城。
5郾 人生任务性竞争

主导性的竞争标的(子代进城)与农民的人生

任务(建房子、娶媳妇)捆绑在一起,使得该竞争本

身就成了农民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6郾 压力具有转移性

江汉平原农村的竞争具有压力的阶层转移与代

际传递两重机制。 前者使得竞争的压力向下层农民

转移,后者使得被转移到下层农户的压力,会传递给

其家庭的中年人和老年人。

四、竞争压力的转移:最遭孽的

中年人及其自杀

摇 摇 村庄竞争一般性标的物容易达到,不会消耗一

个家庭太多的资源。 真正给农民带来持续性重压的

是“进城冶和“陪读冶。 为年轻人在城里买房,纯粹是

父母的责任和负担。 陪读要消耗一个完整的家庭劳

动力(尤其是年轻媳妇),从而削弱了年轻人在城里

立足的能力。 这就需要父母持续不断地将资源输入

给子代家庭,或代子代陪读。 这样,年轻人进城和在

城市立足的压力就转移到了父母身上,成为父母参

与村庄竞争的压力———儿子在城市体面地生活是父

母的荣耀与面子。 45 ~ 65 岁的农村中年人是家庭

负担和压力的主要承担者。
(一)为什么年轻人进城的压力会转移至中

年人

如果年轻人进城的压力转移不到父母身上,后
者在村庄中只要达到一般性的竞争标的,就能得到

他人的认可,他们所承担的压力也就不会太大。 那

么,在江汉平原农村,年轻人进城的压力是怎么转移

到父母身上而成为他们要承担的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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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年轻人进城与中年人的人生任务相关

年轻人进城与父母的人生任务巧妙地挂钩,这
是进城压力能代际转移的直接原因。 人生任务是一

个农民必须完成的事项,是农村社会对农民最基本

的规定。 只有完成了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其人生才

算圆满,否则就是残缺的。 其中,给儿子成婚是诸项

任务中最重要、最根本的。 农民获得了圆满的人生,
说明他们是有本事、有能耐的,因而可以获得村庄社

会的认可,得到他人的尊重。 既然给儿子成婚被捆

绑在买房进城上,子代进城就与父代责任和外界的

评价机制联系起来了,父代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
如果儿子进城没有与父代的人生任务挂钩,儿子进

城尽管父母脸上也有光,但只能说明儿子有本事,不
能说明父母有本事,父母得不到多大的面子,父母也

就不会拼了老命支持儿子进城。
2郾 父代对子代有很强烈的情感寄托

在江汉平原农村,尽管子代常年外出务工,居住

在城市,父代在农村居住务农,天各一方,联系较少,
情感交流较少,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面,但父

代对子代依然有着强烈的情感寄托,为子代着想、期
待子女比自己过得好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他

们知道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不容易,希望子代能在城

市过得轻松些、活得体面些,就想着要为儿子媳妇减

轻点负担。 子代进城的压力通过父代的情感寄托转

移到父代身上后,子代在城里过得好不好,也就关系

他人对父代的评价,成为村庄竞争的对象。 如果子

代在城里混得好,开着小车回家,父代在村里就会有

荣耀感。 如果混得不好,甚至还得返回农村生活,那
父代脸上就无光彩,说明他们没有本事支持儿子在

城里生活下去。 所以,压力转移之后,农民就会竭尽

全力,相互攀比支持子代在城里的生活。

淤摇 根据冯小的调查,在陕南农村,年轻人进城生活也不容易,许多生活开支都还需要农村父母的支持。 父母一年到头喂的

鸡鸭全都被儿子媳妇拿去城里过年。 年轻人进城后,城里的房子不能生火炉,虽然安装了空调,但是电费太高,较少使

用,一般还是用木炭取暖。 因此,在农村的父母冬天在家时要为年轻人烧木炭。 烧木炭十分费力气,且程序繁琐:从山上

砍柴回家,锯成整齐的小段木头,然后烧尽,再封闭起来,弄成木炭。 这些活特别辛苦,晚上需要熬夜。 农村父母亲总想着

能为儿女多做一点,哪怕自己苦一点,也让儿女轻松一点。 为了子代能在城里过上体面的生活,家里能挤出来的,基本上

全部转移进城了。

3郾 代际关系由反馈式向交换式的转变

反馈式代际关系是费孝通在考察传统农村的

代际关系时提出的概念,说的是父代对子代的抚

养与子代对父代的赡养的平衡。 从 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江汉平原农村的代际关系开始从反馈式

向交换式转变。 交换式代际关系逐渐脱去传统代

际关系的伦理色彩,讲究的是代际之间的指标性

对等,即父代为子代做了多少,子代就为父代做多

少,做得多反馈得多,做得少则反馈得少。 子代在

赡养老人的问题上,首先考虑的不是回馈的义务,
而是老人是否为自己的小家庭付出过多少。 在这

种代际关系模式下,当下四五十岁的父代认为,自
己只要现在为子代多付出一点,将来他们肯定也

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而获得子代的回报。 所

以,中年人之间比着为儿子媳妇做事,婆婆之间比

着对媳妇好。
4郾 新型代际关系的伦理建构

随着交换式代际关系的稳定,农村出现了新的针

对父代的伦理,即父母在能劳动时就应该为子女创造

好的条件,为他们减轻负担,并自己养活自己,不要子

代抚养。 父母不能自己享清福,不顾子代的死活。 如

果有不为子女着想的父母,就会被人家看不起,认为

这样的人是“民族的败类冶。 年轻人也如此看待其父

母,如果人家的父母都拼死拼活地为子女谋福利,自
己的父母对自己不闻不问,就会埋怨和数落他们。 这

样,父母为子女就要无限地付出,并成为父母对子女

的强责任。 这样,为子代付出必然成为竞争的对象,
付出越多越有面子,被看作是“民族英雄冶。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子代进城的压力和负担

就会轻易地转移至父代,使中年人感受到子代的压

力,并有责任为舒缓子代的压力而“死奔冶淤。
(二)整合家庭资源:面向竞争的新“三代冶家庭

江汉平原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是“半工半耕冶,
因此,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主要手段也是半工半耕。
换句话说,当地村庄竞争拼的是家庭的劳动力以及

如何合理利用和节省家庭资源。 劳动力是家庭参与

竞争的最大资源,如何整合这个资源是竞争成败的

关键。 一般来说,劳动力多且强壮,或者拥有手艺

活,又能顾家、肯吃苦耐劳,还能节省家庭资源,同时

其他如上学、就医和养老等支出较少的家庭在竞争

中就占优势,否则就处于劣势。 农村在激烈竞争过

程中,形成了结构化的家庭资源整合方式,即新“三
代冶家庭。

14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新“三代冶家庭是相对于传统“三代冶家庭而言

的农村新型家庭结构。 传统“三代冶家庭指的是由

父母、一对子代夫妇和未婚孙辈组成的主干家庭。
它源于多子分家后,父母跟随一个儿子(幼子)生

活,成为该子代家庭中的成员,而与其他子代家庭关

系较疏远。 或者是父母与已婚独子形成三代家庭。
其他儿子在分家后成为由一对夫妇加若干小孩的核

心家庭。 在传统“三代冶家庭中,中年人因为只是一

个子代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劳动力只属于该子代家

庭,他们有为这个子代家庭贡献劳动力的责任,而与

其他子代家庭无关。 如果父母与多子都分家,父母

家庭和子代家庭都是独立的家庭,中年人的劳动力

不属于任何子代家庭,父母没有为子代家庭做贡献

的责任。 总的来说,在传统“三代冶家庭和多子分家

的结构中,中年人的生活压力不是很大。
2000 年以后,随着 70 后、80 后农民大量外出务

工,农村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冶的家

庭分工模式,同时农村年轻人进城的竞争非常激烈。
由于婚后儿子媳妇外出务工,不经常跟父母一起住,
仪式上的分家也就没有必要了。 在农村普遍形成了

“不分家式的分家冶,即年轻人结婚后在外地务工或

在城里居住,与父母没有形式上的分家,但年轻人与

父母在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 由于没有形式上的分

家,而每个儿子家庭都是独立的会计单位,便形成了

父母一方与每个子代家庭构成的新“三代冶家庭,子
代家庭之间则是独立的核心家庭(见图 1)。

图 1摇 新“三代冶家庭与传统“三代冶家庭比较
摇

摇 摇 新“三代冶家庭与传统“三代冶家庭的区别,在
形式上是前者有几个儿子就形成几个“三代冶家

庭,后者无论多少个儿子,也只有一个“三代冶家

庭。 在传统“三代冶家庭中,父母没有义务为分出

去的子代家庭使用自己的劳动力。 新“三代冶家庭

中,在形式上,每个子代家庭都没有从父母家庭中

分出来,子代家庭还有权利利用父母家庭的资源

和劳动力,父母则有义务和责任为每个子代家庭

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子代家庭则没有责任和义务

为父母的家庭作出贡献。
在传统核心家庭结构中,父母和每个分出去

的子代家庭都是独立的,父母没有责任为任何一

个子代家庭贡献劳动力,父母一旦完成了儿子成

婚的人生任务后,其负担就小了。 在传统“三代冶
家庭中,父母在完成儿子成婚的任务后,也只分担

一个子代家庭的负担。 而在新“三代冶家庭中,父
母有责任分担所有子代家庭的负担,且对每个子

代家庭要一视同仁,否则就会产生意见和矛盾。
这样,每个子代家庭的竞争压力就都可以顺利地

转移给中年人,由中年人来承担和化解。 可以想

像,当前农村中年人承担的压力有多重。 生的儿

子越多,中年人的负担越重,压力越大。 应城的农

民形容说:“现在儿子就是活鬼,吃我们,喝我们,
一年种地挣个几千块,都花在孙子身上了,还是生

女儿好。 生儿子是建设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冶
“儿子是阎王,女儿是银行冶 “谁生儿子谁穷冶,还
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冶的说法。

所以,新“三代冶家庭将中年人捆绑进每个子

代家庭,充分调动和配置了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使
得每个子代家庭在面对村庄竞争中,都有额外的

两个劳动力可以支配。 子代家庭因动员了中年人

的劳动力和资源,缓解了他们进城的压力,使其进

城更顺利。
(三)压力释放之对内自我剥削

农村中年人承受着家庭参与竞争的巨大压力,
内心充满着焦虑。 要释放焦虑,减轻压力,唯有在竞

争中一步步地接近或取得成功。 在家庭无其他资源

可利用的情况下,中年人只有过度剥削和充分利用

自己的劳动力,才能为家庭参与竞争积攒或节省资

源。 应城湄池村余阿姨的案例很能说明中年人的自

我剥削:
余阿姨,50 多岁,有一女二儿。 女儿已经出

嫁。 大儿子 1989 年生,小儿子 1991 年生,均未婚。
大儿子当兵转业回家学厨师。 小儿子去年大学毕

业,从事销售工作,底薪加上提成月收入接近 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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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余阿姨两口在家种了 20 多亩地,前些年养猪

赚了钱,为大儿子在应城买房花了 43 万元,装修花

10 万,借了五六万元,大儿子没出一分钱。 大儿子

打工多年没存一分钱,他想自己开饭店,还想让父

母给本钱。 余阿姨家的 20 多亩地,如果全部雇人

插秧的话得花四五千元,余阿姨决定还是自己插,
把这个钱省下来。 她觉得 2 个儿子到了结婚的年

龄,都还没有成家,压力大,能省点就省点。 现在娶

个媳妇除了房子之外,彩礼、办酒席等也要花上十

万元。 访谈时,余阿姨家的田刚好插完,第二天要

去给别人插秧挣工钱,工价是 200 元一天,外加两

餐饭。

农村中年人自我剥削的方式主要有以下 4 种。
1郾 劳作不止

应城当地农民说中年人最遭孽,要为儿子“死
奔冶,即拼命地干活干到不能劳动为止。 除了下雨

和大热天,他们每天都是起早贪黑,“丢了锄头拿钉

耙,丢了钉耙拿扬叉冶,从没有停止过手中的活儿。
首先,当地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的中年人除耕种土

地外,农闲时还要在当地打零工,以增加货币收入。
一对夫妇在农忙后就开始打零工,一年可以挣万把

块钱。 其次,他们基本上是以劳动力替代机械,以节

省家庭的货币开支。 耕种在 20 亩土地以下的中年

人,插秧和犁田基本上都是靠夫妻俩的人工劳作,既
不请机械,也不雇工,这样一亩地至少可以节省 200
多块钱。 超过了 20 亩,就要请工插秧和打田,否则

会误农时导致粮食减产。 再次,农工协调、精耕细

作。 外出打零工一般傍晚回家,回家后立马下田干

活,如施肥、打农药和拔草等,实现精耕细作使农业

增产。 最后,压缩娱乐休闲时间。 中等农民和下层

农民只有在下雨天和大热天才打麻将,平时都在劳

作。 总之,中年人通过过度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以增

加收入和节省开支。
2郾 节衣缩食

虽然农民家里的现代化电气设备一应俱全,
但是农民的吃穿却极其简单,尚未给儿子买房成

婚的中年人的吃穿尤为不讲究。 问及受访者多长

时间吃一顿肉。 普遍回答:“不太习惯吃肉,一般 2
个星期上集市上买条鱼,1 个月吃顿肉冶。 虽然酒

席上的香烟档次一直在抬高,但平常中年男子抽

的香烟只有两三元一包。 为了省电费,空调基本

上是摆设,有的农民家庭甚至看电视和晚上开灯

的时间都很短。 农民通过压缩劳动力的卡路里摄

入和减少不能彰显面子的必要消费,来达到减轻

竞争压力的目的。

3郾 照顾孙辈

这是对农村中年人劳动力的充分使用乃至剥

削。 充分使用是指,照看小孩无需壮劳动力,在务工

和务农上皆不完全有效的劳动力也可以被利用上,
从而节省了子代的青壮劳动力,使他们能从容地外

出务工。 农村中年人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被照顾

孙辈占据,无法正常休息和闲暇。 剥削是指照看孙

辈还要实实在在地消耗中年人的货币支出。 一对中

年夫妇照看一个就读幼儿园和小学的孙辈,一年的

学费、杂费、饮食、零用、医疗、交通等费用,要超过 1
万元,如果是租房陪读就得更多。 这些货币开支都

出自中年人,而不是子代家庭。 如果中年人有两三

个孙辈,一茬一茬地照顾还能承受得起,如果一起丢

在家里就要把他们累死。
4郾 绝症自杀

当地中年人一旦被发现得了不治之症后容易自

杀。 之所以如此,一是治病花销大,他们花不起,还
平添子女的负担。 这是从节省家庭开支角度着想,
不浪费既有资源。 二是怕熬到自己不能自理后,子
女不照顾。 这是从子女的机会成本角度考虑,认为

子女难以放弃自己的工作来专门照顾病人,子女参

与城市化更重要。 三是得病后自己也受折磨。 在村

庄高度竞争压力下,得病后自杀的方式可谓利人利

己,这是对中年劳动力剥削的极限。
朱某,男,2013 年自杀,死时 50 多岁,老伴早

已过世。 他有 2 个儿子,1 个女儿。 去世的前几年

朱某查出得了绝症,那时小儿子还没有结婚,他很

着急,满大街地托人为小儿子介绍媳妇。 为小儿子

找到媳妇的第二年,病情加重,他怕儿子媳妇不喜

欢,还不如死了。 他死前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喝下

药就睡了。 儿子媳妇都不知道,第二天才晓得。 村

里人对此评论:“他这病得的不好,早点死了,还快

意些冶“他这个人还是有勇气的,有的人怕死,没勇

气冶“死得早,还贵重些冶。
(四)压力释放之对外节省与扩大资源

缓解竞争的压力和释放焦虑,还要向外节省与

扩大资源,不将资源浪费在他人身上和公共事务上。
“气人有,笑人无冶“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

霜冶,是农民分化与竞争背景下农村人普遍的社会

心理。 可以从下面几重关系来看中年人如何对外节

省与扩大资源。
1郾 兄弟关系

随着农民关系的纵横向分化加剧,兄弟家庭由

之前合作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 由于兄弟关系是血

缘最近、起点最平等的关系,人们也最容易拿兄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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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作比较,因而他们之间的竞争较与村庄其他人的

竞争要剧烈。 那么,兄弟家庭就会在各方面展开竞

争,并争夺共有资源和甩掉共同责任。 共有资源首

先是父母的财产,包括房屋、宅基地、土地和家具及

存款、农家肥等。 其次是父母的劳动力资源,父母作

为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尚能创造一定的财富淤,也能

节约家庭劳动力和解放青壮年劳动力。 所以,兄弟

之间都会在这些共有资源上争得头破血流,谁也不

愿意被对方占了便宜。 妯娌之间的争夺更公开和激

烈,甚至为了争夺老人的屋檐水而吵得天昏地暗。
同时,兄弟之间都希望甩开共同的责任,比如养老送

终、老亲人情,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而增加对方的负

担,这样自己就更容易在兄弟竞争中胜出。 兄弟家

庭之间在养老上的斤斤计较,将老人推来推去,最终

谁也不养老。

淤摇 看家护院、带小孩、放牛、烧火做饭、割草砍柴、打鳝鱼等。

2郾 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是指中年人与村庄其他家庭的关系。
村庄的伦理和功能共同体需要每个村民和家庭来维

护和建筑。 当村庄出现分化和竞争之后,农民在村

庄公共事业上的出钱出力就成了问题。 首先农民都

不愿意“出钱冶,都希望搭他人的便车、占别人的便

宜,而自己节省资源,看着人家吃亏。 其次在“出

力冶过程中,也是不平衡的。 农民要出力干公共工

程,就得耽搁自己的工夫,耽搁了工夫就是耽搁了挣

钱的机会,自己的利益就会受损。 当农民分化之后,
工夫的机会成本也是不同的,有的农民一天能赚三

五百元,有的农民则只能赚一二百元,这样一比较,
赚得多的生怕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就不乐意出工

了。 这样一来,村庄公共事业也就难以组织起来。
3郾 姻亲关系

在农村,传统宗亲关系要重于姻亲关系,“远亲

不如近邻冶说的是邻居关系要超过亲戚关系。 然

而,自改革开放以后,江汉平原农村的宗亲和邻里关

系不断萎缩,姻亲关系不断凸显,目前姻亲关系超越

宗亲关系、邻里关系成为农民最重要的关系。 追根

溯源,与农民参与村庄竞争有关系。 对于生活在村

庄中的农民而言,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大家都向内

用力,向外节省资源,都不希望自己的资源被其他人

家所利用,增加了人家的竞争力,兄弟之间尤其如

此。 因而村庄内的互助合作与帮扶提携就会减少。
那么,除了向内用力,农民还能求助于哪些资源? 姻

亲是他们最可能求助的对象。 姻亲关系在村庄之

外,不是农民的竞争对象,它就有可能提供帮助。 姻

亲也是血缘最近的亲属关系,娘家有义务帮助女儿

在夫家立足,女儿则有感情回馈娘家。 这样,在一个

没有竞争关系的血缘近亲中就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互

助合作。 姻亲关系成为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重要资

源,农民也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强化姻亲

关系。

五、竞争压力的传递:被忽略和挤压的

老年人及其自杀

摇 摇 当问及年轻人“你们家庭有哪些成员冶时,他们

的回答是父母、夫妻和小孩,即新“三代冶家庭。 在

中年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夫妻俩和子

代家庭成员。 而老年人则认为所有的子嗣都是家庭

成员。 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家庭成员观念,即年轻人、
中年人眼中没有老年人,但老年人心中却有子孙后

代。 其结果是,家庭竞争的压力不仅会转移到中年

人身上,还会进一步向老年人传递,老年人感受到子

代家庭的竞争压力而有为子代减轻负担的焦虑。 而

承受家庭竞争压力的中年人则很可能在家庭资源分

配中忽略和排斥老年人。 农村老年人自杀、生病拖

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正是子代竞争的压力被传递

至老年人后,老年人被子代所忽略和挤压的结果。
(一)为什么在农村老年人被忽略与挤压

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农民家庭要参与村庄竞

争,并获得成功,除了过度剥削中年人外,还得甩开

包袱,轻装上阵,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合理分配和利

用家庭资源,不把资源浪费和消耗在非竞争性的事

务上。 忽略和挤压老年人是家庭合理分配和利用资

源的策略。
1郾 为什么要忽略和挤压老年人

该问题的逻辑是,何以被忽略和挤压的不是孙

辈、年轻人或中年人,而偏偏是老年人。 在传统中

国,孝道具有政治正确性,“二十四孝冶的伦理建构

就是要人们向上一代负责,使家庭资源的分配更可

能向老年人倾斜。 当村庄竞争主要是针对年轻人进

城的竞争时,“一切为了家庭竞争,一切服务于家庭

竞争冶就成了最大的政治正确,而阻碍家庭竞争、拖
家庭竞争后腿的人和行为,就被认为没有正当性。
家庭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也是以此为准则。

首先,赡养老人不牵涉村庄竞争,子代不会因为

对老年人好而获得面子,亦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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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不起头来。 但是赡养老人却要消耗掉家庭有限的

资源。 因此,为竞争计,家庭资源就不会向老年人倾

斜,否则就会造成无端浪费。 在访谈中年人时,他们

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绘声绘色地讲述当老年人向他

们要粮食时,他们是如何辱骂老人的,并做出打骂老

人的动作,及表演老年人被殴打时的痛苦状。 在当

地孝顺的标准是“没有打骂过老人冶。
其次,当老年人不再是务工务农的有效劳动力

后无法创造财富,就成了家庭竞争的负担,要消耗家

庭资源,从而拖累家庭竞争。 其实老年人花在吃喝

上的资源并不多,按照当地的标准,600 斤稻谷或者

每个月 200 元,便能满足一个老年人一年的生活用

度。 但是,农民从“寸土寸金冶的竞争法则来计算,
就不希望在老年人身上花一分钱,还想从老年人身

上搜刮点回来。 另外,人到老年容易生病,如果家里

有个病号拖着,就会无故消耗很大部分资源。 在给

不给老年人治病的问题上,中年人绝对是理性的,他
们一般会盘算,如果治好病后老年人创造的财富大

于治病花销,那么他们就会出钱为老年人治病,否则

一分钱也不出。 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生病后只

能拖死。
最后,赡养老年人具有机会成本。 老年人在不

能自理之后,需要中年人给予贴身照顾和伺候,这将

占用中年人巨大的机会成本。 对于还没有为儿子买

房成婚的中年人来说更是如此。 他们光靠耕种一二

十亩地根本无法承担买房的费用,而是将土地转出

后与子女共同外出务工挣钱,或者耕种土地,农闲时

间外出务工。 如果此时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年人,
中年人中至少要有一人留在家里,这就形成了壮劳

动力的机会成本。 这笔收入一般在 1郾 5 万元 ~ 2 万

元。 在这种情况下,中年人就会掂量到底是外出务

工,还是在家照看老年人。 在高度竞争的背景下,他
们一般会选择前者。

2郾 为什么会忽略和挤压老年人

在任何时代,老年人都是无效的劳动力,但在帝

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在战争或粮食欠收时被忽略和

挤压的是妇女和小孩。 而当前江汉平原农村被忽略

和挤压的是老年人。 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家

庭关系由父子轴心向夫妻轴心转变,二是在交换式

代际关系中,老年人属于未付出者。

淤摇 还有几个小孩在读书,或是儿子还没有买房子结婚,或是还要负担儿子在城市的生活,等等。

农村传统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父子轴,夫妻轴为

辅轴。 父子轴心意味着家庭中以父子一体为中心,

以父权为基础,形成男性统治女性、老年人统治下一

代的家庭秩序。 这种秩序讲究尊卑长幼,老年人掌

握着家庭的财产权力,父子关系要重于夫妻关系。
在婆媳关系中,年轻媳妇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在家

庭资源的分配中,老年人和男子优先于年轻妇女和

小孩。 新中国成立后,封建家长制和父权制受到批

判,妇女得到解放,其社会和家庭地位不断提升。
1980 年代农村分田到户政策使妇女在家庭经济中

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凸显。 同时,爱情在农村婚姻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夫妻关系愈发亲密,家庭日益核

心化。 老年人的地位和权力则迅速下降。 到 1990
年代以后,夫妻关系逐渐超越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

系的主轴,年轻人和妇女成为家庭的主导者,甚至出

现了“妇女当家冶的普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老年

人不创造财富,也不掌握家庭财富的分配权力,那么

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中自然不会向其倾斜。
在交换型代际关系中,子代在赡养老人时会考

量父代是否为自己付出了。 在子代看来,创造了财

富的父代是体谅自己苦楚、为自己着想的,而没有为

自己付出的父代则是不负责任的。 当前,七八十岁

一代的老年人,一般都有多个子女,他们在 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为子女成婚,家庭负担也不小,他们倾向

于成婚一个儿子就分家一个,再集中力量为下一个

成婚。 等所有儿子都成婚以后,老人便单过的居多。
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为分家出去的儿子再创造财富,
甚至连土砖房都没有给,全部由儿子自己去创造,子
代家庭也就承担了创立新家庭的大部分压力。 许多

中年人回忆起刚分家时的窘境仍唏嘘不已,连叹

“遭孽冶。 还有种情况是,子代在许多重大事项上

(买房、做生意、娶媳妇等)需要大笔开支,但老年人

却没有支持,由此导致子代怀恨在心。 那么,在交换

式代际关系下,老年人对中年人而言是“没有付出

者冶,中年人自然不会对老年人有过多的回馈。
3郾 老年人怎样看待被忽略和挤压

让调查者奇怪的是,一方面老年人被忽略和挤

压到自杀和饿死的地步,另一方面当地老年人在谈

到自己的境况时,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懑情绪。 说

明老年人是认可当前的养老秩序的。 首先,老年人

充分理解子代的境况,认为中年人的家庭负担大,有
自己的难处淤。 在这一点上,老年人对子代还有较

为强烈的情感寄托,他们从“为子女着想冶的角度来

理解自己的处境,而不是埋怨子代不孝顺。 受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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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即便子代确实做得太过分(如不给粮食、辱
骂、殴打老年人),他们也不是声泪俱下地控诉,而
是尽量为子代开脱。

其次,竞争的压力传递给老年人后,老年人感受

到子代的竞争压力,不仅理解子代的难处,而且还觉

得应该为子代做点什么,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并尽量

不找儿子“要吃,要喝,要钱冶。 如果自己太老,不能为

儿子做点什么,还要儿子媳妇纯付出,就会有愧疚心

理,觉得自己太没用了,应该早点死,不死就会拖累子

女。 儿子对自己越好,这种愧疚心理就越大,越会尽

可能地避免给儿子“添麻烦冶。 所以,他们在能动时就

绝不会让儿子儿媳来照顾自己,能够“自食其力冶时就

不会向儿子伸手。 有的老人甚至在生病时也不让儿

子知道,更不让他们带去看病、住院和支付医药费,而
是自己到小诊所简单处理后拖着忍着。 有的老人生

了重病也不找儿子要钱看病,自己有钱的话自己出钱

看病,没钱就拖死。 有的老人还要帮助子代照看孙子

和看家,甚至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靠省吃俭用才积累下

来的钱拿给儿子。 如果老人没有那么高的“自觉性冶,
能动时却不做活,不去自己养活自己,专靠儿女给钱

过活,甚至还喜欢抽烟、喝酒、打牌和说媳妇坏话,那
么,他们就会被村里人批评为懒散、专给儿子添麻烦,
其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冶的。

最后,老年人接受了“没有抠(付出),哪有痒

(养)冶的道理,认为自己在能劳动的时候没为子代

作出贡献,子代不养老也是有道理的。 这是自己的

过错,不能怪在儿子媳妇身上。

淤摇 虽然有相当部分的老人被子女忽视和拒绝赡养,但极少有老人为此向村干部及镇相关部门反映,要求他们予以解决。 镇

司法所受理的养老纠纷事件极少,近几年来镇派出所也没有受理过一起养老纠纷案件。 将子女告上法庭的更是凤毛麟

角。 陈河镇司法所近年只有一例赡养纠纷案:该镇张常村(音)某老人,70 岁,曾到司法所反映子女不养老的问题。 老人

有两儿两女,都拒绝给老人生活费。 老人曾去法院要求起诉,法院没有受理,让老人先去找司法所进行调解。 老人找到司

法所反映情况,说明自己是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无奈才向子女索要赡养费的,但子女相互推诿,这个不

给,那个也不愿意给。 司法所所长找来了村支部书记去作调解,先做了老人女儿的工作,其女儿最后同意给 100 元的生活

费。 然后又找其儿子们,对他们说:“姑娘都给了你不给?冶并晓以利害,说明不赡养老人的法律后果,最终儿子也答应给

赡养费。 据所长说,这类子女平时就是不讲道理的人,“只管自己吃饱,不管老人冶,都是“不要名声冶的人。
于摇 2009 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主持的一次讨论中国自杀现象的会议上,笔者碰到了来自京山县的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的一位副教授,他讲他母亲就有“以后动不了了就喝药冶等自杀的念头,且跟子女表达过。

有了上述思想后,老年人就不会认为自己的处

境是不应该的,更不会为此而抗争淤,而是自觉承受

子代传递过来的竞争压力。
(二)哪些农民家庭的老年人容易被忽略和挤压

老年人本身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依附于子代

家庭而处在不同的阶层位置中。 处在不同阶层的老

年人的处境有较大差异,越是身处上层家庭的老年

人其生活状况越好,越是下层家庭的老年人承受的

压力越重,生活状况越差。 从对江汉平原数个村庄

的老年人自杀案例的统计看,也有明显的阶层差异。
富裕家庭的老年人自杀只是个例,占 2% 左右。 中

上农民的老年人自杀占 12%左右,中等农民与下层

农民的老年人自杀最多,共占 86% 。 说明农村老年

人自杀主要集中在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
调查发现,不同阶层的老年人都有为子代着想、

为子代减轻负担和在能动的时候尽量不指望子女的

心态。 所以,在老年人能劳动、能自理的时候,各个

阶层的老年人生活状况都差不多。 只有当老年人不

能自理或是生病之后,不同阶层的老年人的地位和

待遇差异才显现出来。 这时,富裕农民会雇请保姆

照看老年人,每天负责老年人的两顿饭和早晚起居。
或者将老年人接到所在城市由专门的人照料。 这样

的老年人受到其他阶层老年人的羡慕。 但他们本身

还是觉得给儿子添了很大的麻烦,希望自己早点死,
甚至也想着一旦自己动弹不了就喝药或吊颈自杀。
当年轻人劝慰老年人少干些活免得日后留病根,他
们挂嘴边的是“得了重病就喝点农药得了,以免祸

害孩子冶于。
中上农民农户资源有限,要参与激烈的社会性

竞争,不可能像富裕农民那样照顾老年人。 但他们

尚有一定的余力接济老年人,平时还能按时给予老

年人粮食或生活费,他们不需要剥削老年人的劳动

果实,因而这些家庭老年人尚能有些许存款。 当老

年人不能自理或生病之后,只有少数中上农户会请

保姆照料,多数是由老年人的老伴照顾或儿子媳妇

照顾,或请家族、邻居帮忙照看。 当老年人病入膏肓

或老得要死的时候,中上农户会把老年人接到城里

照顾。 有些中上农民的老年人在老伴死后,为了晚

年生活有伴侣、不孤独,尤其是在自己动不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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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照顾(不拖累子女,或怕子女不照顾),会在六

七十岁的时候娶个老伴回家。 他们的子女也乐意如

此。 找老伴是老年人丧偶后的自我保护机制,前提

是自己有积蓄,子女也有钱。
张大头是典型的中上层老年人。 夫妇俩皆 70

多岁了,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他们在 20 年前就

不种地了,完全靠儿子养着。 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

镇政府上班,小儿子则在武汉卖菜,每年两个儿子都

会给老人钱。 两个老人在镇上住在大儿子家里,不
做任何活计,每天都闲着并不着急挣钱养活自己,还
喜欢抽烟和打牌。 老伴抽烟很厉害,一天要四五包,
只要身上有钱就会去打牌。 在村民眼中,这老俩口

是“懒散冶的,在自己能动时就向儿子要钱要吃。

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在村庄竞争中的压力最

大,他们的家庭资源最有限,无法用到老年人身上。
当竞争压力传递到老年人身上后,在老年人能劳动

的时候,无论多大年纪,不仅要自食其力,还要为子

代参与竞争贡献微薄之力。 而中年人在这个时候则

难以顾及老年人,一年到头都不去看望一下老年人。
待到老年人生病,子代是很难拿出钱来给老年人治

病的,所以老年人也不告诉儿子,也不做检查,随便

拿点便宜的药回家慢慢拖着,小病可能会慢慢好,大
病就会把自己给拖死了。

胡姓老人得了重病,没有通知在外打工的儿

子,而是叫了一辆麻木把自己拉到卫生室。 村医经

检查后发现老人的病情很重,必须到市医院做正规

检查。 但老人不肯,执意在卫生室买点药、打点针

就回家了,始终没有找他的儿子。 因为儿子经济条

件不好。 老人回家后,病情日益加重,渐渐不支,没
多久就去世了。 村医认为是老人得病后熬不过喝

药自杀的。 老人死后儿子才回村安葬了老人。

淤摇 某老人,70 多岁,还种了 18 亩地,有 3 个儿子,都已经结婚,大儿子在做菜生意,二儿子在汉正街做扣子,老三在广州打

工。 老人说,没有儿子会养老人,只有自己存点钱养老。 老伴腰椎间盘突出,动手术要花 3 万多元,便和儿子商量,儿子们

说:“你这些年种了这些田,还没得钱? 我没有钱,等你们动不得了,再找我们。冶儿子不愿出钱,就只能保守治疗,没有动

手术。 老人这样评价自己:“动得就动,爬得就要爬,像狗子一样爬。 病了动不得了,连狗子都不如冶。

(三)农村老年人在哪些方面被忽略和挤压

对于老年人有 2 种忽略和挤压,一种是有意型

的,是主观上从节省家庭资源的角度考虑,在老年人

的“衣食住行医冶上尽量缩减开支。 另一种是无意

型的,是因为中年人压力大、自顾不暇,没有心思和

精力去关注老年人。 受访的中年人在谈到老年人

时,不仅不觉得老年人生活状况差,反而还很羡慕老

年人,认为“现在老年人享福、过得舒服,他们有吃

有喝,不用干活‘死奔爷,还有国家补贴(新农保)冶。
基于这种认知,中年人自然不会再拨出家庭资源给

老年人额外“享福冶。 从调研看,对老年人的忽略与

挤压主要表现为缺乏物质保障、缺乏生活资料、缺乏

精神慰藉和缺少医疗保障淤。
(四)农村老年人自杀:被忽略和挤压的后果

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包括物质和精神 2 个方面,
老年人在这 2 个方面受到子代的忽视和挤压,容易

造成老年人的自杀。 得病拖死和饿死可以看作是老

年人自杀的特殊情形。 根据老年人自杀的主观动

机,可以将自杀划分为绝望型、利己型和利他型 3
种。 子代对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挤压都可以导

致老年人产生这 3 种自杀动机,这样可以把老年人

自杀动机细分为物质绝望型、物质利己型、物质利他

型、精神绝望型、精神利己型和精神利他型等 6 种情

况(见表 1)。 当然,这些都属于理想类型,某个自杀

案例可能会是物质和精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老
年人在自杀前有多重主观动机。

表 1摇 子代赡养行为与农村老年人自杀类型

子代赡养

行为

老年人自杀动机

绝望型 利己型 利他型

物质赡养 物质绝望型 物质利己型 物质利他型

精神赡养 精神绝望型 精神利己型 精神利他型

摇 摇 1郾 物质绝望型

这类自杀有 2 种情况,其一是子代在对老年人

赡养的资源分配上几近为零,老年人遭遇绝对贫困。
在下述情形下,老年人容易产生自杀念头,一是口粮

得不到及时供给,又不敢向子代要,或者要了子代不

给;二是在不能自理时得不到子代的照顾,甚至遭遇

子代明确嫌弃;三是在生病后子代表示不予医治。
这样,老年人会产生被子代抛弃之感,觉得苟延残

喘、低声下气地活着没有意义和尊严,其生活失去了

支撑下去的理由,还不如死了算了。 其二是老年人

在中年时期或能劳动的时候,为子代“死奔冶,拼命

地干活,不辞辛劳,不计回报,事事为子代着想,即便

没有为子代创造多少财富,也是没有功劳有苦劳的。
这样的老年人一般对子代有着较强的回馈期待,至
少期待自己的付出能换来子代“对自己好点儿冶。
但是子代却没有领情,在其没有劳动能力或不能自

理之后就厌恶他们,现实与期待之间的巨大反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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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生活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老年人自杀。
李老太,快 90 岁了,因为腰部有病,背驼得厉

害,难以自理。 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在外村,儿
子在家种地,老人和儿子住一个屋。 女儿偶尔过

来看一下,给老人一些钱,但老人行动不便,有钱

也买不到吃的,又不能做饭。 平时儿子一家人吃

饭不叫老人吃,也不会给她送去,老人只能做一

顿饭吃上 10 天。 到 2013 年农忙的时候,老人完

全不能动了,偶尔邻居会给口饭吃。 儿子媳妇没

来正眼瞧过一次,便喝农药自杀了。
曾老人,男,自杀时 76 岁。 老伴已去世多年,

老人单过。 有 3 个儿子,都不管他,“你指望我,
我指望你负担,都不管冶。 之前身体没大毛病时,
还能种几亩地勉强维持生计。 2012 年开春过后,
就感觉身体不舒服,本希望熬过去,但有一次在

地里干活时晕倒。 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要住院

治疗,他的几个儿子媳妇闪烁其词,都怕出医药

费,逼着他回家。 他从医院回家后当天晚上就喝

药死了。
常某某,男,自杀时 65 岁,老伴在 3 年前喝药

身亡。 老伴去世后,他依然帮 2 个儿子干农活,做
家务,照顾他们的孩子上学,每年打零工的钱都

花在了孙辈身上。 2 个儿子都不管老人的生活。
小儿子尤为不孝顺,对老人苛刻,又打又骂,有次

打断老人两根肋骨,住院的钱还是老人自己借

的。 老人自杀前常对邻居抱怨,觉得一辈子都贡

献给了 2 个儿子,却得不到很好的回报,很不甘

心。 不久就喝药了。

2郾 物质利己型

老年人在得不到子代的物质供给、生活照料和

生病医治的情况下,由于饥饿、不便和病痛等使其生

活难以为继、痛苦难耐,尤其是生病得不到照料和医

治时,生活就成了纯粹的苦海深渊。 老年人为了早

点脱离这种生活、结束痛苦而自杀,就属于物质利己

型自杀。 受访老年人说,“如果老人被照顾得好,谁
想死? 照顾得不好,才觉得生活是苦海,是深渊,才
要脱离呢冶。 “即便得病了,如果有人照顾,哪个还

不想多活几天啊冶。 也就是说,老年人对生活的“苦
海冶感受是源于子代在家庭资源分配上的倾向,源
于老年人被忽略和挤压的家庭环境。 有不少老年人

在得病之后自杀,即便是小疾病,也不由分说地自

杀。 是因为,老年人觉得自己得病之后得不到子代

的照料和医治,小病会拖成大病,就越会遭子代嫌

弃,生活就越不方便,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就越大,对
自己也就越不利。 在生小病的时候自杀,可以不受

更大的痛苦。 如果被查出是不治之症,自杀的概率

更大。 “老年未亡人冶即老伴去世的老人更可能这

样自杀。 因为即便生活不能自理,生病子代不照顾,
有老伴的话还有人照顾,无需腾出子代的时间和精

力来照顾老人,子代的厌恶也就会少些。 而一旦老

伴过世,老年未亡人又不能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时,
其生活状况就会变得糟糕些,自杀脱苦的心态会

更重。
王老头,自杀时将近 75 岁,老伴去世,自己种

几亩地单过,3 个儿子都不管。 2011 年的时候查出

得了癌症,化疗的话至少可以再活三五年。 跟 3
个儿子商量,儿子都说得这个病医是死、不医也是

死,就不医了。 每个儿子只给了 100 块钱,够买些

止痛药,没有住院治疗。 老头怕病情严重后自己

不能自理,平时儿子都不管,病了就更不会来照顾

自己,更遭罪。 不久便喝药自杀了。
漆某某,女,60 多岁。 有一儿一女,女儿出

嫁,儿子四十多岁,有一个小孩在上高中。 老伴

年轻时就吊儿郎当,不顾家不成器,喜欢酗酒赌

博,家里没有积蓄。 2013 年漆某某突然感觉胸口

疼痛,持续了几天,她以为得了不治之症,自己家

没钱治,儿子媳妇也不会拿钱医治,怕病痛越拖

越重,更没人管她。 便从二楼跳下来,幸好被人

及时发现送往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花了上万

块钱。 其实,医生说她胸口疼痛只是身体过于

劳累。
3郾 物质利他型

该类自杀指的是老年人认为其自杀可以减轻子

代在物质层面的负担,有利于子代集中资源参与村

庄竞争。 老年人在自己能劳动的时候,从体贴子代

考虑,尽量自己劳作养活自己,有病自己出钱医治,
不向子代要吃要喝要钱,有的老年人甚至还想着给

子代补贴点家用。 当自己不能劳动时,则尽量自己

照顾自己,不要子代弄吃弄喝。 生病了有钱则医治,
没钱就自己拖着,不让子代出钱。 当老年人动不了

的时候,就需要完全由子代照顾,纯粹成了子代的负

担———不仅不创造财富,还要“浪费冶子代的粮食、
金钱、时间、精力等。 如果此时,子代的经济条件不

甚好、负担重,过得也不容易,那么老年人就会有愧

疚和负罪心理,觉得自己是子代的累赘,为其“减
负冶的心理就会越来越重。 而此时老年人为子代减

负能做的就只有自杀了,末了就是得病拖死,或者把

自己饿死。 如果老年人此时还得了病,就要消耗子

代更多资源,或者此时子代对老年人关怀备至,老年

人的负疚心理就更重,其自杀的可能性就更大。 老

年未亡人的物质利他型自杀率比其他类型更高。
佘婆婆,自杀时 78 岁,老伴 80 岁,有 2 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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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每个儿子有 2 个儿女。 两个老人单过,种几亩

水田,能够自食其力,不让儿子负担,每年卖棉花

的钱还能接济 2 个儿子。 2011 年的时候,老太太

被查出患了癌症,一年的治疗费上万元。 2 个儿

子比较开通,都给钱治疗。 但是他们的小孩都在

读书,家庭负担大。 老太太不忍心给儿子添麻

烦,就偷偷地买农药喝了,连她老头都不知道。
老太太死后 3 年,老头干不动农活了,觉得自己

成了儿子们的累赘,便在春耕之前也喝药死了。
江老人,70 多岁,2014 年时查出得了肝腹水。

他自己有几万块钱的积蓄,3 个儿子也愿意给他

治病。 但是他怕拖累儿子,数次说自己了结算

了。 为此,他的儿子还特意藏起了家里能自杀的

东西。 最后老人撞墙自杀了。

4郾 精神绝望型

这是由于子代在老年人的赡养过程中,对老年

人的精神赡养做得不到位而导致老年人因绝望而自

杀。 这类自杀有 2 种情况,一是老年人身上传统价

值观与年轻人新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自杀。 这些老

年人接受了农村传统的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的封建

思想,他们对儿子有着强烈的价值寄托,甚至将其人

生价值和生命意义都寄寓于子代的传宗接代与尊老

赡养上,要求子代在礼仪礼节上尊重自己。 到他们

老年的时候,其传统价值观念就会同子代的新型价

值观念发生激烈碰撞,老年人会败落得一塌糊涂,使
其赖以活着的价值观失落乃至崩溃,由此带来老年

人的精神绝望而自杀。 一种情况是老年人期待子代

对其尊敬有加,但是子代却可能辱骂、殴打父母;老
年人期待在节庆时能收到子代奉上的礼物,但是子

代却没有这么做,等等。 在这些情况下,老年人的精

神会受到极大的刺激,觉得白养了儿子,因其价值体

系分崩离析而走向自杀。 另一种情况是老年人在能

劳动时,为子代付出很多,但在不能劳动时得到的是

子代的白眼、打骂、驱逐或遗弃等,从而使老年人精

神崩溃而自杀。 精神绝望型自杀一般较为激烈决

绝,不像其他自杀那么平静。
陈某,女,自杀时 75 岁。 有 2 个儿子,两口子

分别跟 2 个儿子过,她跟着大儿子。 由于陈某有

病,没有劳动能力,还要花钱治病,大儿子便对她不

好。 2004 年,有一次因为家庭小事,大儿媳妇动粗

口骂了婆婆,陈某一气之下出走,2 个月未归,家人

还以为是出去打工了。 后来有人在山上发现了她

的尸体,尸体已经腐烂,旁边扔着一个药瓶。

5郾 精神利己型

由于子代精神照顾上的缺位,老年人受不了精

神和心理上的折磨而产生对自己有利的自杀行为。

主要有 3 种情况:其一是因孤独自杀。 江汉平原农

村的老年人一般跟子代分开过,在老年人无病痛的

时候,两代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中年人很少去看

望老年人,老年人也不随意去中年人家里串门,有的

老年人甚至一年到头见不到在村里的儿子媳妇。 如

果子代孙辈外出务工,就只有春节返乡才能看望一

下老年人。 另外,农村里的公共场所较少,私人麻将

室又排斥老年人,老年人除了上地里干活,平常就在

屋檐下干坐着。 如果老伴过世了,就更加寂寞无聊,
连个说话打发时间的人都没有。 这样老年人就觉得

生活没意思,很容易产生自杀的冲动。 其二是因丧

失尊严自杀。 有的老年人跟儿子生活在一起,或者

当不能自理之后,搬到儿子家住。 老年人常因不会

做事、不会说话、不爱干净、还流鼻涕等,而遭受子代

嫌弃和歧视,子代经常对老人说些不好听的话,老年

人的心理会受到刺激,觉得在儿孙眼皮底下讨生活

没有尊严,没有脸面,但又没有别的选择。 受不了打

击和折磨的老年人就可能选择自杀。 其三是因生活

无望自杀。 许多老年人看到其他老年人为子代“死
奔冶了一辈子,最终还是不能善终,就产生了对人生

无望的念头。 还有的老年人觉得自己劳了累一辈

子,到老了还要为子代死奔,每天重复着劳累的生

活,感叹生活没有尽头,因此自杀。
郝老太太,自杀时 70 多岁。 老太太有一个儿

子,儿子没外出务工时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她腿

有残疾,生活难以自理。 后来,随着孙辈长大,要结

婚了,婚房、彩礼等压力就集中到儿子身上,儿子媳

妇便跟自己的几个孩子一起外出务工了。 2008 年

年后,儿子一家又准备动身外出,老太太不愿意,说
“你们要走的话,我先走冶。 儿子一家以为老太太

说气话,就走了。 不久老太太果然喝药自杀了,数
天后因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6郾 精神利他型

这是一种主观上不给子代添精神负担的自杀

行为。 有 3 种情况:一是子代外出为孙辈死奔,无
牵无挂才能安心务工,赚更多的钱。 当老年人太

老、不能自理或生病,就得年轻人回家看望或照

顾,返乡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机会成本就越大。
老年人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不想让子代过于

操心自己的事情。 于是,老年人在生病后不告知

子代,或者子代问及病情时,就谎称已治好。 总之

关于自己的一切都称安好,无需担心。 不少老人

为了让子代彻底安心在外务工,就选择自杀。 二

是江汉平原农村有“老人年岁太大对儿孙不好冶的
观念,于是有的老年人在自己上了年纪后,尤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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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子女身体又有疾病时,就可能选择自杀。 三是

老年人会为自杀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地点,以避免

自杀的责任由子代来付,为子代减轻精神压力。
尽管江汉平原农村对老年人自杀持乐观态度,但
毕竟不是好事,对子代有些负面影响。 因此,为子

女考虑的老年人在自杀之前,会选择没有跟子代

闹矛盾或子代已外出的时间点自杀,以使自杀脱

离与子代的干系。 在地点上,有的老年人会选择

树林、河沟等荒野之地,或者在自己的老屋,而不

是子代的住址,以使对子代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郑婆婆,自杀时 83 岁,老伴去世上十年,还种

了菜园和棉花。 有 2 个儿子,大儿子 60 岁,有 2 个

儿子,一个结婚有小孩,一个还在读大学,家庭负担

重。 大儿子夫妇在广州边打工边照顾孙辈读书。
小儿子五十多岁,夫妻俩跟着儿子媳妇也在广东打

工。 2 个儿子对老人还算孝顺,每个月都会打电话

回来问情况,让老人不要再下地干活了,得病了要

去医治。 年底还会给老人一些钱。 但是老人为了

不让儿们担心和挂念,几次病得不轻都没有告诉儿

子。 2013 年有次得了重病,不能自理,她怕拖太长

时间,要人照顾,会拖累儿子们在外挣钱,就说自己

不行了让儿子回家。 儿子们回家后第 3 天,老人就

喝农药自杀了。

六、结论与讨论

现代国家权力、市场经济、法制观念、消费理

念及相关价值观等所谓现代性进入农村后,与农

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现象发生碰撞,催生了一系

列政治社会后果。 其中,社会层面的后果是农村

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肢解,农民出现分化,进而带

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性竞争。 竞争反过来又

促使农民进一步分化,并使竞争态势呈高度状态。
高竞争态势给农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焦

虑,农民只有达到了村庄设定的竞争标准,才算得

上成功,才会得到他人的认可,获得尊严。 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各个家庭就得合理配置和利用家庭

资源和劳动力。 不同家庭的劳动力和资源禀赋有

差异,在应对竞争时所调动的资源也就不同。 中

上层农民的资源禀赋较为充裕,他们更能从容地

应对村庄竞争,他们承受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相

对较少。 而处在中等及偏下的农民则因资源禀赋

较弱,要达到村庄标准的难度就大,所承受的压力

就也大。 这说明,村庄竞争的压力因资源分配的

阶层差异而有向下层积聚的效应。
村庄主要的竞争标的往往与农民为子代成婚的

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而农民对子代又有较强的代

际责任和情感寄托。 那么,在中等及偏下农民家庭

内部,竞争的压力就很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一代

人身上,这些中年农民通过过度剥削乃至压榨自己

的劳动力参与村庄竞争,以完成人生任务及减轻子

代进城的负担。 他们成为村庄中压力最大、焦虑最

深和最忙碌的一群人。
高竞争态势使得村庄成为“竞争社会冶 [15],竞争

在村庄中成了最大的政治正确,一切为了竞争,一切

服务于竞争。 对于中等及偏下家庭来说更是如此,
家庭中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被纳入到竞争中去了,
凡是资源没有配置到竞争中,或劳动力被浪费在竞

争之外,或得不到村庄的认可,那么,资源的分配就

会以参与竞争为法则,那些不创造价值,无故消耗家

庭竞争资源的老年人就分配不到家庭资源,也就是

更容易被家庭所忽略、排斥和挤压。 同时,老年人对

子代也有较强的代际责任和情感寄托,他们能够感

受到子代传递过来的竞争压力,于是更可能为子代

着想,体谅中年一代的负担和压力,理解自己被忽略

和挤压的状态。 在子代的忽略和挤压与老年人为子

代着想的双重作用下,老年人就容易走向自杀。 在

竞争法则下,村庄对于老年人自杀的负面评价并不

大,反而得到推崇,认为这是老年人的勇气和觉悟,
它减轻了子代的负担,使子代在竞争中能够轻装上

阵。 这种认知又助推了老年人自杀。
可以说,老年人自杀是现代性进村之后,与传统

代际关系、养老模式发生碰撞所产生的意外后果。
现代性进村之后,农民快速分化,村庄人际关系由互

助合作的“自己人冶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家庭劳动

力的配置和资源分配都指向了竞争。 那么,若父代

的代际关系理念亦随之变化,即削弱对子代的代际

责任和情感寄托,那么年轻人结婚、进城的压力就难

以转移、传递至父代、祖代。 此时,老年人恰恰还秉

持传统的代际关系理念,而养老模式又还是以子代

养老为主,这样老年人就依然处在家庭参与竞争中

的一环,子代参与竞争的压力就必然会传递到他们

身上,并当其丧失劳动力、不能自理、生病等缘故就

会被子代所忽略和挤压。 要改善农村老年人状况,
减少他们自杀发生的概率,就要将他们从子代竞争

链条中抽离出来,不是杜绝他们感受子代竞争的压

力,而是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子代的负担和累赘。
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是比较好的措施。 就像笔者

调查到的,国家每个月发六七十元的新农保,农村老

年人就觉得有希望,就想多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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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Competi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ressure:An Understanding of

Suicide of the Rural Elderly People

YANG Hua
(College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uicide of the rural elderly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and 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iation, competition and social pressure. Through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equality of the social occupation and the imbal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caused b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in rural areas, and no matter what class the
farmers are in, they will not provide enough for themselves and live comfortably; 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social competition are highly competitive and stepped, and there is no mechanism existing.
Young people flee the village quickly to work in the city. Because the competition of villages is often tied
to the life of farmers, the pressure of the middle鄄and鄄lower class family competition can easily be
transferred and concentrated on the middle鄄aged people. The burden and pressure of middle鄄aged people
are transferred to the elderly people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Once the elderly people
cannot create value, cannot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become ill, they become the pure burden and
cumbersome of their descendants, and they are apt to commit suicide for the pressure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descendants. This paper advocated that the elderly people should be independent,
the family pension should be changed into the social pension, and the lives and the cares of the rural
elderly people should be secured under the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olicy.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rural elderly people pension; competition of village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suicide of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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