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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

———评谢建社 《冲突与和谐 》一书

谢立中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 北京　100871)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 ,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

中 ,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

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 。宗族权力是对地方

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

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

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

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 ?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

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由谢建社教授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最近由北京华文

出版社正式出版的 《冲突与和谐———社会转型时期赣西

村宗族与乡村政府互动关系 》一书 ,正是对上述课题所做

的一次宝贵尝试。作者以自己对赣西乡村群体性冲突事

件的调查为依据 ,对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乡村的地

方权力网络逐步由 “权力冲突的文化网络 ”发展到 “权力

的组织网络 ” ,进而到 “权力的冲突网络 ” ,再到 “权力的和

谐网络 ”这样一种演进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的

描述和分析 ,为新时期解决乡村社会群体利益冲突 、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实证性个案剖析。

综观全书 ,可以说选题独到精当 ,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

针对性。所用资料翔实丰富 ,行文深入浅出 ,且在理论探讨

方面也颇有见地。具体而言 ,本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该书通过个案调查和大量的文献分析 ,提出了

“权力冲突网络 ”这样一个核心概念。通过赣西村地方权

力网络结构的 “麻雀解剖 ”,透视出地方权力运行的全景 。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该书作者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

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梳理 ,以期对地方权力运行的实态进行

全面考察 ,进一步说明地方秩序的建构问题。

第二 ,该书进一步探讨了如何用制度化的手段来调整

日趋表面化的宗族冲突问题。通过乡村宗族权力在与地

方正式权力互动过程中所凸现出来的冲突事件 ,寻求乡村

宗族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的轨迹。

第三 ,该书重要的突破在于 ,通过一起乡村宗族权力

与地方正式权力相对抗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而进行

的个案分析 ,探讨血缘基础上的地缘 、业缘关系 ,使宗族组

织脱离了对单纯生物性血缘关系的依赖 ,在以血缘关系为

基础的宗族理论推导出以地缘关系为背景的乡村社区建

设中的血缘 、地缘和业缘关系所形成的地方权力冲突的网

络 ,试图为农村社会学理论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 ,从而更

深入地认识现实的中国乡村社会。

第四 ,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来研究乡村宗族问题。从社

会学的视野 ,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来研究乡村宗族问题 ,并寻

求乡村宗族与地方权力的互动关系 ,乡村宗族在地方权力

互动中的功能 ,从而进一步探讨社会转型中乡村宗族与地

方性秩序构建的相互关系。

第五 ,解释宗族权力结构在社会转型中发生的新变

化 。随着 “民工潮 ”的产生 、发展 ,一个新的产业工人阶层

在崛起 ,乡村宗族权力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

面 ,乡村宗族的政治基础 、经济基础 、文化基础 、组织基础

正在逐渐丧失 ,它将自然而然地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

面 ,一个新的权威正在诞生 。这种新权威通常是以乡村中

的新精英阶层所构成 ,他们往往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

大潮到来的时候 ,最早最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并取

得了一定成就。他们正在由地方非正式权力的代表向地

方正式权力的代表转变 ,由冲突的权力网络走向和谐的权

力网络 。

综合起来看 ,我认为这是一部好书 ,值得大家一读 。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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