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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

———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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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摘 要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

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

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
“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

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

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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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

会,而且是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这一转型过程中

蕴含着的诸多不利因素直指老年人的生存处境,这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老年人口是我国的一个特殊群

体。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老年人口是贫困率较高的

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面对快速变化和发展的

现代社会,农村老年人口的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都

相对较弱,比较容易沦为贫困阶层,尤其是在社会财

富分配不公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环境中,老
年人口更是如此。老年贫困是一个非常突出而又迫

切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作为城镇居民的老年贫困

较多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而处于更加弱势地位

的农村老人则处于关注的边缘。围绕这一议题,根
据关键词检索,在2000—2010年载于相关期刊的文

章大约8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归纳不难发

现,当前学界对农村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

几个方面展开:农村贫困老人群体的规模[1-2];农村

老年贫困的原因及其对策[3-6];农村老年贫困所衍生

的问题[7-8]。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的视角对

老年贫困进行估计和推论,而进一步的质化研究却

较少,尤其是基于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显得匮乏;对
于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成原因及其对策研究是基于把

农村老人看成同质性的群体,掩盖了该群体致贫原

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于老年贫困现象的宏观论

述偏重于社会整体结构,无视现实中农民的价值选

择和农村老人个体实际生活经历,把老年群体看成

是贫困的被动接受者,忽略了老年人对于贫困的抗

争与努力。
基于国内农村老年贫困议题的研究现状,借鉴

国际老年贫困研究的有关成果,本文将以布迪厄

等[9]的场域理论为诠释性视角,将贫困老人的生活

现状及其实践活动放置其生活的农村场域与乡土惯

习中加以阐释、分析,以微观与宏观相融合、客观约

束与主观建构相统一的研究路径来深化我们对国内

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以期推动对我国老年贫

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状况

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笔者对福建省龙

岩市TB乡SM 村的12名贫困老人进行了访谈。
龙岩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属于欠发达地区。在

1996年国家确定的国家级贫困县中,福建省有8
个,其中4个在龙岩地区。TB乡是龙岩地区自然

资源比较贫乏的一个乡镇,农村居民多以务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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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M村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状况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贫困程度 子女数量 经济来源 健康状况 居住环境

1 LJT 男 65 一般 1子1女 劳动所得 较好 一般

2 SMT 男 64 一般 无 五保、劳动 较好 差

3 SYL 女 74 较贫困 3子1女 子女赡养 差 一般

4 QYD 男 71 贫困 3子3女 子女赡养 一般 一般

5 SJL 女 71 较贫困 3子3女 子女赡养 较差 一般

6 DXY 女 83 一般 2子6女 子女赡养 差 差

7 QZL 男 83 贫困 3子2女 子女赡养 差 一般

8 LZY 女 80 贫困 3子2女 子女赡养 一般 一般

9 XCY 女 84 非常贫困 3子1女 子女赡养 一般 差

10 QHZ 男 72 较贫困 2子1女 子女赡养 差、残疾 差

11 QMZ 男 79 贫困 4子4女 子女赡养 差 差

12 LXY 女 77 较贫困 4子4女 子女赡养 差、残疾 差

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许多老人儿童留

守在家。SM村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典型村落,
该社区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非常突出(见表1)。

  二、农村场域: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
塑因素

  场域(field)是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行动者根

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

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9]17-19。我国农村

场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生活空

间,它不是单纯的客观社会结构,而是由在关系网络

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空间和力量

场,是各种力量为争夺资源展开互动与博弈的行动

框架。农村场域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

的资源配置规则、博弈环境与策略方式,农村老年人

在场域中是弱势行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

集体经济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开始失效,家
庭养老作为农村基本的养老模式就承担了更多的责

任。与此同时,农村老人在需要赡养的时候,其子女

不管采取哪种养老方式,不论其所执行的养老标准

有多低,只要是农村中大多数人所同意并奉行的,都
可以被认可,而不致被老人和社区指责为“不孝”“不
赡养老人”,当然也不会构成“养老问题”。这样,老
年人沦为农村场域中的贫困群体就显而易见了。农

村场域主要包括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农村家

庭的财富分配结构以及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

1.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成为认识农村老年贫

困的逻辑起点

一定的农村社区是农村老年人不可或缺的自然

生活空间。农村社会大多数老年人有2种方式获取

基本生活来源:其一是依靠子女按期给定额生活费,
其二凭靠自身劳动获取生活来源。前者容易受到农

村家庭的供养水平限制,对于一些贫困家庭,依靠子

女赡养的老年人就处于不利的境地,子女由于心有

余而力不足,使得老年人的生活处境处于困难之中。
后者对于低龄老人是比较合适的。那些年龄刚步入

老年群体,自身身体健康能够参加生产劳动,可以获

取可靠的生活来源。但是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大,
身体机能衰退,劳动能力减退,他们不再能够从事繁

重的家务劳动和经济劳动,这样一来,靠自身劳动获

取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就日益无从着落,
陷入贫困状态。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有些人是有赡

养意愿但却苦于赡养能力的匮乏,让老人处于不利

的境地。
“儿子不是不想赡养,而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

足。最近几年老是闹干旱,还有虫灾,农作物成活率

低,他们的收成就差。他们负担很重,3个小孩都在

念书,每年学杂费、生活费差不多要3万。加上家里

亲戚红白喜事费用等根本是入不敷出,一到孩子开

学注 册 都 要 到 处 筹 措 学 费。”(SYL,SM 村,女,

74岁)
从对SYL的访谈中,我们看到,子女虽有赡养

老人的心愿,但不能给父母提供比较好的生活。当

自身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时,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

顾及老人的需要了。因此,农村欠发达的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型塑了农村家庭较低的赡养能力,自然是

赡养水平不高。欠发达的经济水平,对农村老人的

赡养能力形成了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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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失衡的家庭财富支出格局,是影响农村老年

贫困的核心因素

由于代际关系“轻老重幼”格局的形成,家庭物

质资源的代际间分配严重扭曲,老年人处于被忽视、
被排斥的地位,“一个老人一年的供养费不如孩子一

个月的零花钱。”[10]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

农村的家庭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大量的家庭

财富被用在孩子身上,尽全力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接受优质的教育,享受富裕生活,甚至许多家庭是举

全家之力来供一个孩子。在这种家庭财富支出格局

中,老年人的各种需求被忽视了,其需要被简化到最

低。在访谈中,有许多独居老人的孩子生活条件其

实都还不错,但是他们每个月只给父母150~200元

的生活费,并不愿意多给。他们宁愿给孩子买1件

三四百元的衣服,也不愿多给父母1毛钱。在农村

居民看来,只要让老年人吃饱穿暖就算尽了赡养义

务。与此同时,一些家庭重视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却不重视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他们动辄拿出七八万

元给儿子修建“豪华”楼房,却不愿意每年拿出几百

元去赡养老人。这样就使得农村一些家庭对于父母

的生活费用少之又少,致使老人的生活费用捉襟见

肘,不幸落入贫困老人的行列。
“我都不知道多久没出过门,没拿过钱了,平常

几个小孩轮流给我送饭,我也就吃饱便行。我本身

是没有掌管钱财的,无所谓什么生活费”(QZL,SM
村,男,83岁)

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的失衡,致使老年人处

于贫困处境,表现为重视孩子忽视老人是影响农村

家庭赡养老人的核心因素。随着人口流动与交往范

围的扩大,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长辈对家庭经济和

其他资源的控制性地位已不复存在,他们可用于与

子女交换赡养的物质基础亦非常有限。因此,农村

家庭对老人的赡养意愿和赡养水平,通常与老人的

财产和收入状况密切相连。由于家庭物质资源的代

际间分配失衡,使得农村家庭老人的赡养水平较低,
老年贫困非常突出,代际间强烈的贫富悬殊在农村

比比皆是。

3.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重了农村老

年人的贫困程度

农村老年人无法享受城市老人拥有的社会保障

待遇,是农村老年人处于贫困的重要动因之一。由

于缺乏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这使得农村居民在年老时不能获得稳定的生活来

源。这样,当他们面临身体机能退化、劳动能力衰

退,他们的生活遭受困难时,生活质量便会随之下

降。另外,我国一些人士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存在误区,认为国家没有多余资金为那么多农村老

人提供福利服务和保障资金,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与实施力度不够。因此,在建构农村社会保

障方面,将众多农村老人拒于社会保障之外,这些贫

困老人需要社会保障来帮助他们摆脱突发性贫困抑

或延续性贫困,但是他们却很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

障。现在农村属于政府养老的主要是五保户,在家

庭养老的老人很少能够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和临时救

助。即使子女无赡养能力或赡养能力不足,也不例

外。访谈的12个老年人中,只有1位是五保户,其
他连低保户都没有,但他们的生活确实处于贫困之

中。同时,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和实施

中的问题,针对农村老年贫困群体的保障能力有限,
加剧了部分老年人的贫困程度。诸如,在LY地区

新型农村医疗的参合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

人,这部分人往往是容易发生疾病风险的高危人群,
对合作医疗的利用率较高,而目前新农合筹资水平

较低,保障能力不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只报住院、
不报门诊”。

“我得糖尿病多年了,加上骨质疏松,根本干不

了重活。还要从家里拿钱治病。”(SJL,SM 村,女,

71岁)

  三、养老惯习: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
构因素

  贫困是一种生活形式,也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

约束和影响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扎根于人类灵魂中枢

的“惯习”[11]。Ritzer[12]就把这种惯习(habitus)视
之为一种心智或认知结构,借助这些结构人们可以

处理社会世界。也就是说一定时间内的惯习是人们

在集体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谓惯习,就是知

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

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9]171。农村

社会的养老惯习主要涉及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文

化、养儿防老的价值观念、与儿女保持良好关系的养

老心态等方面。养老惯习是人们在农村社会的生活

环境中长期生活形成的,是对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

世界的真实反映,它影响着农村居民的养老实践,对
农村老年贫困的现象具有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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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道文化的式微成为生成农村老年贫困的非

经济因素

农村居民的养老实践是农村居民在对于以往如

何赡养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记忆中建构的,这种社会

记忆又根源于传统社会的孝道文化。我国历来是一

个重视孝道的国家,俗语云“百善孝为先”。孝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孝不仅是一种客观的个人或家

庭行为,还是一种涵盖广泛社会关系的文化,它通过

一定的思想或物质的形式展示出来,在规范个人行

为和处理家庭伦理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经过几

千年的演化与沉积,孝作为一种生活原则,一种深刻

的社会心理在国人的头脑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是
国民的一种心理和行为习惯[13]。然而,传统社会支

撑农村孝道文化的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
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等因素在我国20世纪50
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根本性的冲击,
加之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一系列价值观念最终

埋葬了孝道[14]。这样一来,许多居民开始从新的角

度审视赡养老人的问题。没有那些传统机制的支

撑,孝道文化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使得农村老年

人的养老问题处于危机之中,因而也就容易陷入贫

困的境地。在与老年人访谈时发现,由于孝道文化

的式微,年轻人在舆论上相互宽容。原初“对父母不

孝顺”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现在他们却习以

为常。
“我没有钱买电视机,无聊时就会开他们放在客

厅的电视机看节目(电视是媳妇的),她就说电费贵,
负担不起。我也没有其他的设备或生活设施,被子、
褥子也 很 差。要 很 久 才 换 一 套 衣 服。”(XCY,SM
村,女,84岁)

在农村,人们认为赡养老人就是“给老人吃饱”,
这种最起码的义务也成为最普遍、最标准的赡养行

为。如一些村干部所说,“现在敬老没有,养老还有,
老年人是农村生活水平最低的群体”。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在于作为支撑农村家庭养老的孝道文化已

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式微了。其实,现在“孝道”在
农村社会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农村老人心目中的

“孝”,很难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年轻人对老人必须履

行的义务,或者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道义性支持。
在赡养方面,只要子女的做法没有违反农村中的常

理,能够为老人自己和其他人所接受,那么在其他人

看来他们就是孝顺的。对子女来说,他们的养老观

念和养老实践仍以大多数人的做法为参照。改革开

放以来,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忙着赚钱和自己的生活,
对老人的赡养问题却疏于过问,使得老人赡养问题

非常突出。社会舆论和法律对农村年轻人的这些行

为却不能有效约束,结果使得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更

加恶化,老年人的贫困更加突出。

2.养儿防老风俗的固化成为农村老年贫困的观

念约束力量

家庭作为目前养老主要场所和机构的现实,以
及传统观念的巨大惯性,仍然使得人们在考虑老年

生活时,往往总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指望放在子女身

上。有子女在身边,是年老生病时有人照顾的重要

条件,也是老年生活其他方面有依靠、有保障的重要

条件。这样,在农村社会,养儿防老成为一种约定俗

成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习俗作为一种无形的道德

力量与重要参照,制约着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行为。

LY地区农民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及态度,使重视给

儿孙盖房与娶媳妇成为当地农村的一种农村惯习。
在这样的农村惯习使然下,很多农村居民一年四季

辛苦劳动、努力赚钱却省吃俭用,为的是给儿子修建

一栋像样的房子,同时还要给儿子拿得出聘礼娶上

媳妇,所以,农村居民一生都在为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辛苦。年轻时为给儿子营造一个家,倾其一生精力

为儿子,却没有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储蓄钱财,更是缺

乏储蓄养老的意识。同时,一些老年人由于无法给

儿子提供什么,父母身份不再具有传统的神圣性,尤
其老年人针对自己不能为儿子举办体面的婚礼而耿

耿于怀。在访谈时,就发现有些老年人为儿子的赡

养责任开脱。
“我当年没有为儿女做多少事,没有给儿女吃好

穿好,所以现在想起以前 的 苦 日 子 感 觉 对 不 起 儿

女。”(QYD,SM村,女,71岁)
可以看出,在养儿防老的社会习俗使然下,老年

人在养老问题方面,对于儿子或者儿媳妇的不孝顺

也能够持以理解乃至“宽容”的态度。其实,农村老

年人之所以能够对子女的不孝行为能够持“宽容态

度”,在于农村场域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农村

老年人也是相互竞争的,他们也一样渴望得到他人

的尊重,也希望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内不断提升自己

的地位。他们的竞争与子女的成就紧密相关,即子

女是否有正式工作,儿子一家生活如何,当年儿子结

婚是否盖了新房,娶的媳妇是否贤惠,儿女结婚是如

何操办的,有什么样的规模和等级,什么样的头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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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参加了婚礼,媳妇是否生了孙子,孙子学习怎么

样,等等。如果老年人的这些方面都做到了,他们可

以心安理得地退出农村场域。若是当年子女的婚礼

办得不体面,则会认为自己的人生失败(农民最痛切

的是在子女尚未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时候自己一病

不起)。在这样的风俗观念使然下,只要子女安分守

己,一家人生活平安无事,老年人不会对其子女索取

太多。等到他们需要子女赡养的时候,子女能够给

他们饭吃就算尽到“孝”本分了,即使他们对子女在

赡养方面的一些做法不满意,他们也不会以此就说

子女不孝。

3.代际互惠的养老心态催生老年人的依赖型

养老

在农村社会,赡养者和被赡养者之间也是一种

互惠的关系,子女提供物质和生活上的帮助,老人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予以回报。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

赖、依靠和期望,或许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正是基

于赡养的依赖、依靠和期望,许多老年人在年轻时会

作出各种努力,以保证晚年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和

照顾。这些努力主要涉及父母与子女之间在一种金

钱上的安排。很多老年人在子女刚成家时,为了赢

得儿女的欢心,不伤及他们与子女的感情,他们往往

鼓励儿子分家单过,分家时给儿子家产和置办一些

生活用品。农村老年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取的产

品和货币收入来补贴子女,期望他们在丧失劳动能

力需要子女赡养的时候,能够得到子女按农村通行

的标准给予赡养,去世时能为他们送终。因此农村

老年人对子女寄予了养老的心理预期,这种养老心

理推动老年人默默地为子女付出,而他们寄予的子

女的回报也是不对等的。实际上,老人自身仍然是

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的最主要力量,是自己最主

要的养老资源。而子女及其家庭所提供的资源,只
是作为老年人在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需要子女照顾

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
访谈时,就发现一些老人这样说:
“原来儿子借了我1万元钱,估计他们也不会还

我,我身上只剩一点点了,而我又没有另外的收入。
我也没 法 子,是 自 己 儿 子,不 指 望 他 们 还 钱 了。”
(LJT,SM村,男,65岁)

“我跟小儿子住,还有2个儿子在外面打工,也

没什么钱给我,我就住在小儿子家,跟他们吃,帮他

带小孩,还养了一些鸡鸭,可以卖钱,身上基本上没

有钱,需要什么东西都要跟儿子说,让他买给我。”
(SYL,SM村,女,74岁)

现在农村老年人时兴与儿子建立和谐关系,将
来他们年老力迈之际就避免赡养危机。这种代际互

惠的心态引导农村老年人主动与儿女修好关系,这
也使得农村社会的依赖型养老模式得以具备社会基

础。当然在这种代际互惠心态的型塑下,农村老年

人对儿女无限付出,在付出的基础上对子女又寄予

了赡养期望。当然这些付出和期望自然包含着父母

的情感和道德因素。
综上所述,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成,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老年贫困生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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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善农村老人贫困处境的策略
思考

  1.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知道农村老年养老惯习的

破除主要从复兴农村孝道文化、改变农村养老观念、
增强自我储蓄养老意识等方面入手。由于经济条件

和文化习惯的制约,家庭养老不仅是农村家庭的生

存策略和农村社区群体规范的体现,而且是农村居

民承继和维护传统的“家”观念和“孝”文化的具体行

动。只有所有人都重视起来,在全社会形成“尊老、
敬老、爱老、养老”的氛围,才能提高家庭养老的水

平,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态。转变传统的养儿防老

观念,农村老年人要重视女儿赡养问题的重要性,型
塑养女防老的意识。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是,女儿

赡养不仅仅被动地依赖时间和行为的累积从而使其

模式化和规范化,而且村民对女儿的赡养行为给予

伦理上的依据———“情分”和“孝”[15]。这也说明女

儿赡养成为其本分,具有行动意义上的合理性也具

备了伦理意义上的合法性。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已经

不适应当代社会,人们应该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为
自己做一些储备,用以晚年的生活。如参加农村养

老保险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尚需农村养老保险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实践中的推进。拥有一笔财富

对于老人将度过一个怎样的晚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为了预防出现贫困老人,应该在农村社会加强

“自我储蓄”概念的宣传,增强自我储蓄意识,提升老

年生活质量。针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的赡养实践,
要鼓励农村居民为自己的晚年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将一部分钱储存或进行增值。

2.建构改善农村老年人贫困处境的场域

建构改善农村贫困老人生活现状的场域,主要

从促进农民家庭收入增长、构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

网络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入手。促进农

民家庭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提高家庭养老资源和自

我养老资源的供给能力。当前,政府应该首先消除

制度障碍,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整

合步伐,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进一步拓宽农民

非农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这样

就可以增强农村家庭的赡养老人的能力和基础。社

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体系,通过这个

体系,个人可维持其社会身份,获得情绪及物质支

持,并能够得到需要的信息及服务[16]。社会支持网

络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一是提供及时、快捷和实

质性的日常生活起居援助,包括起居生活的照顾、经
济的支持、子女的照顾等;二是提供情感的支持;三
是提 供 村 里 服 务 的 资 料 和 信 息;四 是 服 务 的 转

介[17]。在农村,老年人如能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支

持网络,就能够减少因孤寂而导致的生理及心理的

不协调现象,能够减少农村老年人对子女养老的依

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给很多患者带去了实

惠,使许多农民特别是贫困老人解决了一部分看病

贵的问题,但是由于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还存在覆盖

面不够广,门诊费用无法报销及报销份额较少等不

足的地方,使许多贫困老人没有办法享受医疗保险

带来的好处,也使得许多人对它褒贬不一。目前亟

需政府对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为

了使更多人,特别是贫困老人能享受到农村医疗保

障待遇,一是要尽快推广普及农村合作医疗,完善服

务机制,对治病发生的门诊、医药费按一定比例报

销;二是加强农村卫生资源的建设,改善农村缺医少

药的现状。

3.倡导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实践活动

诸如组建志愿者队伍来为农村贫困老年人服

务。组织志愿者的服务,提倡把农村闲置人员、中小

学志愿者、热心人士等社会力量组织起来,集合社区

内的优势资源,为贫困老人解决实际困难。这些人

原来就生活在这里,因此,对于村里哪些是贫困老

人,哪些老人有何种需求,以及首先满足哪部分老人

的需求等问题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将这些人组织

起来,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人力资源为农村贫困老年

人服务。还有,积极引导和鼓励慈善组织或个人把

慈善活动、慈善资金向农村倾斜,营造捐赠与赞助贫

困老年人的氛围。这体现中华民族“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的爱老养老传统。另外,发挥农村社区的推动

作用,促进家庭成员履行赡养的义务。要重视引导

农村社区的舆论力量来型塑“尊老、敬老、爱老、养
老”氛围,对一些农村居民的不赡养行为产生道德压

力。农村社区是由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相识的人们

组成的群体,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

和,会汇集成一种集体意识,对这一群体里的人产生

行为导向作用,集体意识驾驭着大部分个人意识。
这种集体意识的权威绝大多数都是由传统赋予的。
传统之所以具有这种权威,是因为上一代人把传统

传承和灌输给下一代人,老人在这种社会享有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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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的权威。“若孩子天天围绕在老人身边,他就会

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和对老人的依赖,会对长者的每

言每行都怀有敬仰之情,也很自然地对长者流传下

来的各种物品非常尊重。”[18]因为生活在农村社会

里,人们天天见着同样的人,彼此的行为信息相互透

明,他们有着共享的道德评判标准和情感力量,自然

他们也容易受到这种集体意识的引导。因此,农村

社区内的居民彼此间的熟稔,便于发挥强大的道德

舆论作用,对老人的赡养情况进行监督,可以对一些

不愿赡养老人的不肖子孙产生强烈的道德压力,约
束其行为,尽自己应尽的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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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RuralElderly-agedPovertyfromPerspectiveofFieldTheory

——— ACaseStudyinSMVillageofWestFujianProvince

SUNWen-zhong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Law,Jimei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21)

Abstract Basedontheinterviewof12ruraloldpeopleandtheframeworkoffieldtheory,thispa-
peremployedtheintegrationofculturalhabitusandsocialfieldtostudytheelderly-agedpovertyinrural
China.Theresultshowsthatmeagerfamilyincome,unbalancedexpensestructureinruralfamily,im-
perfectsocialsecuritysysteminruralareasaretherootfactorscausingruralelderly-agedpovertyand
traditionalfilialmorality,thesolidifyingsocialcustomsofraisingsonstoprovideforhisoldage,relying
onoldagestemmingfromthethoughtofmutualbenefitbetweengenerationsaresecondaryfactorslead-
ingtoelderly-agedpoverty.Thesetwofactors,interdependentandinteractive,mergetheconstruction
ofruralelderly-agedpovertyintopracticallifeoftheeldersinruralareas.Therefore,itisnecessaryto
discardtheold-agedsupportingcustomsofruralelderly-agedpoverty,establishlifefieldtoimproveru-
ralelderly-agedpovertyandintensifythesocialpracticeofruralelderly-aged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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