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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

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

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

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

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

综合性协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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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不利于老年人生存处境的因素导致了严重的老年贫困现象。2011年,杨
立雄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人口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数据进行推算,结果均显示农

村老年贫困人口数量超过1400万,农村老年贫困率为10%以上[1]。数据显示农村老年贫困已经是

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变迁,农村老年贫困群体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农
村老年贫困问题亟须关注。

近十几年来,老年贫困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的研究可以从3个方面论述。首先,老
年贫困有多种类型。不仅有经济贫困、社会贫困[2],还有健康贫困、心理贫困[3]以及精神贫困[4]。其

次,老年贫困在不同群体内部发生率不同。女性贫困人口大大多于男性;高龄老年人的贫困比例高于

低龄老人贫困的比例;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农村

老年人贫困的比例高于城市老年人贫困的比例[5]。再次,老年贫困发生的原因也具有多样性。一些

学者分析了导致老年贫困发生的单方面原因,主要有:社会和家庭层次的人口转变[2],农村老人的健

康状况[6],子女数量、有无退休金、是否独居[3],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7]。另一些学者分析了导致农

村老年贫困发生的多维原因。罗遐等认为导致老年贫困的原因既有正式制度的缺失与排斥,又有非

正式网络的缺乏等结构层面上的原因,也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原因,还有家庭与个人方

面的原因[8]。刘亦民等重点分析了农民的精神贫困问题,认为农村严重的空壳化、小农经济在市场体

系中的弱势地位、基层组织的无力、文化教育的落后、农民对竞争的本能恐惧、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等

6个方面导致了农民的精神贫困,并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障碍,从而提出要催生新农民精神[4]。孙文

中在场域的视域下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形塑因素和次生性建构因素,前者包括微薄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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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包括农村孝道文化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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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9]。仇凤仙等同样在场域的视角下分

析了农村老年贫困的形塑机制:生产方式现代化、生活方式理性化过程消解了老人的经济来源和社会

参与的场域;同时乡村话语场域的异化、乡土的流动性、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缺位等也参与形塑农村

老年贫困场域[10]。
以上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在研究层次上,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是宏观层次上的分

析与论证,缺少微观层次的深度个案调查;在研究立场上,也缺少一种站在村庄与农民立场上的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是老年经济贫困的研究,老年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方面的研究较少。

农民是否贫困与农民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与否密切相关。以往学者对农民生命意义的研究

成果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桂华通过对农民宗教的研究,揭示了农民是在道德生活中获

得生命价值的超越性体验,从而提出了“家庭是农民个体生命价值之源泉”的观点;同时,桂华也指出

农民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村落的框架下展开,村落提供了村庄社会运转以及支持农民行动的一套文化

体系[11-12]。以村庄为视角研究老年贫困,可以对农村老年贫困现象提供最为深度的理解。
基于此,本文依据对于湖北省蕲春县一个村庄的质性调研资料,试图进一步在村庄的视域下来探

讨农村老年人主要的贫困类型、发生原因,期望对社会转型期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有更深入的解读,
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1.资料来源

笔者通过华中科技大学村治模式调研平台于2015年6月4-15日以及2015年7月3-25日在

蕲春县Q镇驻村调研,目的是了解Q镇村庄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况。在一次调研中,笔
者因受村庄的老年贫困现象所触动,于是重点关注了白村老人的养老状况。

调研点基本情况介绍:(1)Q镇是一个典型的中西部乡镇,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从经济上看是一

个纯农业乡镇。人多地少,人均承包耕地不到一亩。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经商为主,农业收入占农民

家庭收入的比重为20%。农民聚族而居,村庄形成历史一般有500年以上。农民普遍有男性生育偏

好,人生意义之源是“传宗接代”,通过生养儿子、为他盖房娶媳妇抱孙子来实现。
(2)白村是一个山区村,村部在半山坡上,距离省道约有1.5公里,距离镇政府约有3公里。白村

有496人,132户,5个村民小组,有3位村干部。总共在村人口不到200人,80%是老人和孩子,有一

半是老人,青年人和中年人大都在外打工。

2.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属于质性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为主、参与观察为辅的方式进行。选择这样的研究方法,
是因为本研究要涉及村庄、家庭的深层结构,在一个村落内部运用个案访谈能够了解到老年人的基本

情况,同时参与观察法又能够补充个案访谈中没有得到的信息,通过平时的相处了解更深层次的价值

观,因此能够更全面获得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

  二、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形成

  1.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

贺雪峰认为人的需求有3个层面,生存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精神层面,并据此划分了3种“农民的

价值类型”[13]。受此启发,本文提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3种类型。经济贫困:指农村老年人基本生存

层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具体指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中没有多少积蓄,一旦生活中出现了大的需要,
比如看病、买药等,就很容易陷入基本生存需求无法满足的状态。社会贫困:指农村老年人社会层面

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具体指农村老年人在村庄中和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及所获评价都很低。文化贫

困:指农村老年人在文化层面的需求处于贫乏状态,具体指村庄中没有儿子的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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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

3种贫困类型具有不同的层次,分别对应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社会与精神等3个层面需求上的贫

乏状态。经济层面的贫困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如果老年人在基本的生存需要上得不到满足,那么其他

方面的需求也就失去了其重要性。社会贫困是在转型期价值变迁的背景下产生的,严重影响老年人

的生活幸福感。文化贫困是最高层次的贫困,条件较好的没有儿子的老人更易体会此种贫困。

2.农村老年贫困的形成

(1)农村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形成。当老人的生存需求没有达到村庄中一般老人生活的标准时,经
济贫困就产生了。出现情况最多的就是老人没有钱花,不能购买部分生活必需品,少量老人没钱买药

以及看病。经济贫困,主要是由以下2种情况造成的。
第一,建房与娶媳妇的人生任务。村庄内的经济分化主要体现在建房竞争上,村庄内部90%以

上的农民住的都是楼房,农民借钱也要建个房子,不装修也要把房子建起来。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讲,
建房是家庭最大的消费,也是一生中的大事,建好房人生任务就完成了一半。普通农民建房都需要

借钱。

案例1:张某,今年60岁,有1儿1女,2012年建房,三层楼房,2014年开始装修。不带

装修房子花了6万多,带装修房子花了10多万,建了房子欠了债。开始建房时老人和儿子

一起出了3万,向儿媳的舅舅借了3万,去年装修找女儿借了2万。

农民讲“建了一次房就做得趴下来了,花了一辈子的钱,最大的力气全花在这上面了”。干部讲

“农民打工就是为了建房,先建毛坯后装修,打工赚的钱全拿来做房子了,农民穷就是因为建房子,建
那么大的房子,建了装空气”。农民都积极投入到这种建房运动中,建房就意味着可能要负债,就很容

易陷入贫困状态。
此外,白村娶媳妇的成本也在提高。除了建房子或者买房子以外,把一个媳妇接到家,一般的标

准需要10万元花费,包括彩礼4~5万,见面礼2万,认亲3万,然后是一年三节送礼费。农民们很早

就开始攒钱、建房、娶媳妇。对于在家种田的农民来说,给儿子建房子娶媳妇压力很大,通常都花掉了

他们的全部积蓄。
第二,家庭劳动力结构不完整。家对老人来说不仅是血缘共同体,信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也是

利益共同体。老年人依附在家庭中,其生存状况与家庭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当家庭因劳动力结构不

完整而陷入经济上的贫困时,老人同样会陷入贫困。家庭劳动力结构不完整导致的老人生存贫困包

括以下几类:①没有儿子的老人一般是村庄中的贫困户;②老伴去世,家庭缺少一个劳动力的老人容

易成为贫困老人;③家人生了大病、重病的,家庭因此而陷入贫困;④家庭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以致贫

困,比如儿子爱赌博或者残疾、智障。
第一类,没有儿子的老人通常都是村庄中的贫困户。白村有20多位低保、“五保”老人,都是光

棍、呆傻或者残疾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其家庭就缺少了经济上重要的

一笔收入来源。白村有个“五保”供养点,里面住着4户无子户老人,其中2户光棍,2户纯女户,经济

状况都比较差。当然村子里有1户除外,他家虽然没有儿子,但男主人是退休工人,1个月有1000多

元的退休工资,在村庄中经济生活是较好的。
第二类,家庭中2个老人其中1个去世,老人易陷入经济贫困。

案例2:王大娘1个人在家带孙子女,老伴刚去世1年多。之前是2人照顾孙子女,还

可以在家种点田,生活还可以。但是老伴去世以后,家里的田就没人种了,家庭因此缺失了

一笔收入来源。现在只能靠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每月寄回1000多元的费用维持,老人感

叹,“孩子在外面也压力很大,也没什么办法”。

第三类,因家人生大病、重病,老人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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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吴大爷,70岁,老伴66岁。2位老人身体都不好,老头中风6年,医药费已经花

了3~4万;老伴有高血压,心脏病2年多,还有支气管炎,去年九月走路时,膝盖又摔断了,
花了几千医疗费,现在走路不方便。家里没有种田,也没有养鸡,只种了点菜园。2个老人

每年有1600多元的养老金,而2个老人1年需要5000元费用(包括药费在内),缺口部分由

2个儿子支付。他们生活很贫困,有时候买点小东西,都需要借钱,现在外面还欠着几百元。

第四类,家庭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以致贫困,比如儿子爱赌博,懒惰。

案例4:一位婆婆,今年60多岁,有2个儿子,2个女儿。大儿子结婚,小儿子残疾,跑到

外面去“讨米”,几年没回家了。大儿子爱赌博,也不养家,孙女都给老人带着,大的10岁,小
的几个月大。孙女的学费、奶粉费1年要花几千元,大儿子都不给钱。儿媳在孩子3个月大

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去了。老人没有钱花,身体不太好,头痛,脚也痛,精神状态也不好。

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下,有两种劳动力,一是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是在

家种田的劳动力。在打工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劳动力的短缺都会影响一个家庭的经济

状况,从而影响老人的生存状况。
(2)农村老年人社会贫困的形成。当老人在家庭和村庄的社会交往中不能获取意义时,社会贫困

就发生了。这种贫困的老人约占所调查村庄老人的30%,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湾子里的贫困户,其
中多半是无子户老人,他们是村庄内被忽视的一群人;二是有儿子,但是儿子不关心老人,老人在家庭

生活和村庄生活中都被边缘化。此外,白村老人在村庄中地位普遍不高,他们在话语上、在村庄舆论

上、在决策权上都处于弱势。以下分别予以描述。

①白村老人普遍的弱势地位。人老了,没有用了,就容易遭嫌弃。一位97岁的老太太,她的儿子

儿媳是城里人,在访谈的某一时刻,我们突然听到媳妇跑出去对着老人大吼大叫,向老人恶狠狠地发

火,老人拄着拐杖,在一个角落里吓得直哆嗦。媳妇如此突然的发火,以及表现出的语气上的急躁,都
让这位老人显得很无辜。这种交流方式本身能够说明老年人是很没地位的。

案例5:一位73岁老人,他有2个儿子,儿子过年回来不给钱,只有孙子给了1000元。
对此,他说:

“(儿子)不给钱,(日子)就往前混,有钱就多花,没钱就少花”,“现在有孝心的少,100个

没有5个”,问他什么是孝顺,他认为“给钱就是孝顺”。
他对老年人目前在村庄内普遍无地位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
“老年人不管年轻人的事,不能管。3岁小孩子的事,老人都不能管,管了别人就说一个

老头子,闲着没事干。村子里的人吃、玩、打牌,老人都不能管。社会不一样,现在这个社会,
只能个人管个人的事。孙子找媳妇,老人不能管,管不好,就有麻烦。总体讲,这个社会,年

轻人看不起老年人。”

有众多的老人认识到这种变化,都在默默地接受这种变化。村庄最大的变化就是老人不受尊重,
大人不尊重老人,小孩也不尊重老人。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老人完成了人生任务,退居二线,在
家庭中,在村庄中就丧失了权威,身份在逐渐边缘化。他们只能观察着村庄的变化,对看不惯的现象

也没有办法,因为公共舞台已经没有讲话的机会,即使有,分量也很轻。

②无子户老人。白村有9户无子户老人,其中8户是贫困户,这8户的社会交往范围都很小,社
会资本匮乏,也很少参与组内的人情往来,在村庄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村部“五保”供养点住

着4户无子户老人,他们是村庄内的边缘人。他们没有什么圈子,在村庄舆论上是被忽略的一群人。
他们生活都很孤单,没享受到村民对他们的感情,对村民也没什么感情;闲暇生活主要是睡觉,看电

视;很少去串门,心情不好的时候,到街上去走走,一个人坐着抽烟。有位老人1天抽2盒烟,用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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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精神焦虑。他们是村庄内的村外人。

案例6:左大爷,今年65岁,是位老光棍,在村部“五保”供养点住了10年。年轻时家

穷,没娶媳妇。1998年从山上搬到了大冶本家所在地,2005年又回来了。回来后住进了村

部以前的老厨房。屋里的床、柜子、桌子都是旧的。他是“五保”户,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不种

田,偶尔搞点柴,可以卖,也可以自己烧。他很大的困难就是一个人找不到说话的地方。经

常就是一个人坐在门口,抽烟。他很少聊天,他不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在村里也没什么亲

戚、朋友。

由于这样几位老人的社会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活力了,其社会存在也已经微乎其微了。他们是村

庄内社会性价值最贫困的一个群体。

③被子女忽视的老人。“忽视”有多种情况,可指因子女不孝顺而产生的“有意抛弃”,也可指因为

无暇顾及老人而导致的“忽略”。发生这种贫困的老人多是有病的或者高龄老人,他们因为不能参与

村庄生活而陷入了边缘人的地位。

案例7:有一位80岁老人,住在小儿子房子边上的平房里,与儿子分灶吃饭。2个儿子

只有过年时才给100元钱。他有养老金,女儿1年给3000多元,生活有保障。平时他和家

人不往来,以前也在媳妇家吃过饭,但是他吃不习惯,媳妇也不给好脸色。他说,“现在需要

捧一下年轻人,他们才高兴”,而他不愿意去“捧”媳妇,于是他就处在了家庭的边缘位置上。
当孙子回来看他时,媳妇都骂孩子,不让孙子过来看爷爷。他也很少和村里人往来,对村里

的很多现象都看不惯。

老人的这种边缘位置是年轻人促成的,主要原因是媳妇不孝顺,当然也和村庄年轻人不敬老的风

气有关。
(3)农村老年人文化贫困的形成。文化贫困指的是农民生命意义的缺失。白村老人的生命意义

是传宗接代,通过为儿子娶媳妇、建房子来获得。村庄中无子户老人表现出了明显的文化贫困状态。
他们共同特点是精神普遍消极。没有儿子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痛苦,担心老了以后没有好结果。
在白村,不生儿子的农民一生孤独。这个孤独表现在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没儿子家庭再生产没法展

开,村庄公共生活也没法展开,最终反映在个体的生命没有寄托,活得没劲。

案例8:陈婆婆,69岁。她说,“我最伤心的就是没儿子,命不好。隔壁老头子有3个儿

4个孙,经常遇到点什么事就眼睛瞪得圆圆的、手指着我要打人,就是瞧不起我。有儿的人

欺负我没儿的人,就连老头子自己亲兄弟看我家卖皮蛋挣了钱,在屋里因为一点小事就用扁

担打我老头子的头,打了三大扁担”,“我老头子有时候还让我滚远点,让我走,我都快70岁

了,你让我走哪去? (说着都掉眼泪)哭都没人哭诉的”,“我不去庙里求神拜佛,没儿子,我不

去,命不好,求了也没用”,“我也不去人堆里玩,怕别人说我,我现在开心的是托共产党的福,
能吃低保,还有养老金,女儿帮我盖房子,国家还有危房补贴5000元,我喜得没话说。我就

没儿子不开心,活着是为了看世界。”

他们的生活范围很小,无法借助儿子这一载体突破出去,实现自己的超越性价值。村庄文化给村

民围绕家庭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竞争系统,每一个村民都有机会参与这种竞争,前提是

得生儿子,没儿子的家庭就丧失了平等参与竞争的身份,最终沦为这种村庄文化的牺牲者,成为一生

孤独的人。

  三、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分析

  老年人是双重性地嵌入在家庭和村庄中的。家庭和村庄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场所,家庭与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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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共,村庄是老年人养老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空间。农村老年贫困是在家庭结构与村庄文化这两

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具有非个体性的一面。

1.家庭结构性因素在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形成中居于核心地位

(1)代际资源向下转移的家庭结构。白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为儿子建房、娶媳妇构

成了农民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农民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享受着生命的意义,他们很少为自

己着想,一直都在为子女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建房与娶媳妇,通常要花掉农民一辈子的积蓄,很容

易造成农民老年的贫困。老人因建房、娶媳妇而欠下的债,有一部分还是要靠老人自己来还。
在这种以儿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中,父母的资源是向下传递的,正如农民所说,“恩往下流”。父

母付出的多,子代回报的少。在村庄中的中下层家庭中,由于子代要尽全力参与村庄中的社会竞争,
代际资源向下传递的程度更大,这个过程中老年人被利用、被忽略、或被遗弃,导致了严重的代际关系

不平衡,这在学界被称作“代际剥削”[14]。由此,村庄中处在中下阶层的家庭,其老人就更容易陷入经

济贫困。
(2)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是指中国农民家庭依然保

持直系家庭内部进行劳动分工的结构。“半工半耕”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相互分工合作、共同

追求完成家庭目标的社会学意义。虽然诸多研究表明中国家庭从形式上核心化了,但由于中国家庭

共同价值目标的存在,因此实质上经济并没有相互独立[15]。
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家庭劳动力不仅要与土地结合,而且还要和市场相对接。打工成为家庭中

的主要经济来源,外出打工的家庭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作为外出打工坚强后盾的留守

家庭的老人们也是整个家庭参与村庄经济竞争的重要环节。村庄中一旦出现劳动力的某一环的缺

失,都将造成家庭在村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此种家庭中,老人易陷入经济贫困。
总之,家庭结构性因素是白村老年人经济贫困发生的关键。为儿子建房、娶媳妇的人生任务需要

花掉农民的绝大部分财富,从而使他们步入老年生活后就处于一种无积蓄的状况,一旦老人有什么风

险,在资源向下传递的家庭结构中,老人就很容易陷入贫困状态。同时,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

半耕的家庭结构下,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完整性与否显著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显著影响老

年人的生存状况。

2.村庄价值性因素是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形成的关键

(1)年轻一代价值世界开始松弛。老年人社会贫困的发生与转型期农民价值观的变迁息息相关。
陈柏峰认为农民家庭关系的日益理性化,孝道的日益衰落,都应当放入农民价值世界的松弛这个范畴

去理解[16]。在白村,年轻一代的价值世界同样出现了变动。年轻一代对传宗接代的村庄价值理念不

再有坚定的信仰,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不再牢固,因此行为就缺少强有力的约束。他们更多的是

追求社会性和物质性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名声以及生活中的享受,结果就是行为公共性的一面逐渐萎

缩,私欲的一面不断膨胀。如果老年人能够对儿子参与村庄竞争有所贡献,他在家庭中就有较高地

位;否则,老人就会被忽视。老年人本身是否有价值,要按其所做的贡献来判定。于是,整个村庄在平

静的外表下,其深层价值内核正在变动,不敬老的风气在暗中涌动,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尊重老年人。
由此,原本几乎不用去反思的行为规范开始出现消解的趋势,村庄社会开始缺乏对社会行为的有

效评判体系,村庄社会亚文化在日益呈现。在村庄社会中“一切向钱看”逐渐成为生活的意义和人生

目标,村庄公共文化危机也在逐渐凸显。于是老年人社会处境就退化了,表现是老年人社会角色与地

位的边缘化,很难从社会生活中获取意义。
(2)老年人传宗接代理念依旧。文化贫困发生于村落的意义世界中。村落的意义世界是指维护

村庄社会运转以及支持农民行动的一套文化体系,其中有两个层面的因素很重要,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结构,一个是村落熟人社会。首先,家庭是老人生命意义的源泉,也为老人提供了养老的环境以及基

本的生活保障。老人通过传宗接代并过好家庭生活能够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的意义,从而实现

其人生的最高价值;通过获得家庭的生活保障,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和生命安全等方面的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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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其基础性价值。其次,村落熟人社会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一个文化环境。村庄提供了一定的舆

论约束机制,它对部分成年子女的不养老行为有一定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来自村民、村干的行为及反

应。这些约束保证了白村老人一定的养老秩序。同时,村庄中的生育竞争、对儿子养老的舆论监督,
强化了家庭的重要地位,从而给老年人提供了行为的方向。在这种意义世界的支持下,村庄也提供了

一个老年人养老的福利环境。有孙子的老人在村庄中很有心理上的地位,经常带着孙子在村里溜达,
这也是老人闲暇时的幸福来源之一。

在这种村庄文化系统中,家庭结构不完整的老人就很容易陷入贫困。一方面,在白村有儿子的家

庭,其结构才完整。农民说,只有女儿的家,是短暂的家,女儿出嫁以后,这个家就不完整了。父母一

直在以儿子为中心做着自己能做的全部贡献,而那些无子户家庭因为缺少了儿子而失去了奋斗的目

标和动力。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儿子的农民在村庄里是处于下等层次的,生育竞争的失败让他生活失

去方向,从而过一种与村庄文化格格不入的脱离村庄的生活。他们是村庄内的边缘人。他们有一套

独立于村庄价值体系外的生活观,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消极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十分懒惰。但他们终

究摆脱不了这样一套村庄文化系统。村庄的舆论在送终上显得特别强大,儿子给自己的父母举办多

大规格的葬礼,花了多少钱,很受人们的关注,能够得到人们积极的反馈。这样一套村庄舆论体系强

化了同时也再生产了村庄的文化价值系统,能够让所有活着的人形成良好的、稳定的预期,明确自己

的行为方向,做好自己该做的。而在这样的村庄文化环境下,这些无子户是没有位置的,他们是文化

意义上的失败者。
总之,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是农村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发生的关键。一方面,年轻一代对

传宗接代的价值观念不再有坚定的信仰,甚至认为此观念愚昧落后。他们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社会性

价值,更多地从理性的视角计算老年人的价值,从而导致村庄公共文化出现危机,老年人就陷入了社

会贫困。另一方面,白村老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观念,儿子是老年人人生意义的源泉。在家

庭生活和村庄生活两个层面上,儿子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种村落意义世界的模式下,无子户老

人就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支撑,形成了文化贫困。

  四、结 语

  经济贫困、社会贫困以及文化贫困,是农村老年贫困的3种类型。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是

家庭结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的关键是年轻人价值世界松弛,导致老年人文化贫困的关键是老

年人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后两者可归为村庄价值层面。家庭是村庄的基础,由家庭结构导致的老年

人经济贫困具有基础性地位。村庄是家庭的延展,由村庄价值因素形塑的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层次性

更高。村庄价值层面的变迁产生的影响在致贫效应上更明显,是他们必须迫切要面对的现实。因此,
社会贫困问题较之文化贫困问题就更凸显。而村庄中固有的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在村庄价值上更

稳定,更具有隐秘性,那些条件较好的、没有儿子的老人才最能体会文化贫困。因此,文化贫困是最高

层次的贫困。
村庄中的贫困群体,不仅有物质层面的贫困,还有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贫困。他们不仅需要物

质的帮助,更需要从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中获取意义。在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和价值巨变的情况下,
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为紧迫。要解决或者缓解农村的老年贫困问题,需要个人、家庭、
社会以及政府各个层面的综合性的协调努力。个人层面,老年人自己要改变观念,积极融入村社共同

体的生活中去,尽可能过一种积极的老年生活;家庭层面,中年在关注下一代的同时,也要提醒一下自

己多关注老年人,尽最大努力关爱以及照料老年人;社会层面,需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重塑以及强化

乡村的价值体系,让老年人享受到一个体面与尊严的村庄环境;政府层面,一方面要着眼长远的政

策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制定政策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对家庭的依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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