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y Life
Touch Youth 2016 10月

42 青年中心  Young center

46 试客   TRY

48 吃货   Food

50 厨房   KITCHEN

52 行走   walk 

54 旅行   TRAVEL

58 演出   SHOW

60 风采  event

68 育儿  BABY care

阅读
reading文 | 华东理工大学镜湖经典读书会  万梦娴

不患寡而患不均

《黄河边的中国》是曹锦清老师二入中原，根据自下而上、由

内而外的观察视角，将老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

而完成的。其展示了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在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

会变迁。这部类似游记的书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个层面的社会面

貌，主要围绕农民的矛盾与问题展开，试图探讨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

与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曹老师解答了许多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众

多让人深思的问题，尽管当时考察的是近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但许

多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并且仍需时间的检验与修正。

曹老师在书中反复提到，并且针对许多的社会现实给出的解释

都是：“缺乏协商与合作的精神和能力，是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一大问

题”、“中国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

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但是为什么中国农民就是缺乏这种平

等协商的精神和能力呢？为什么中国农民那么喜欢并且善于分而非

合呢？《论语》中也提到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

国农民寻求平均、而非通过合作来达到更远的目标与利益诉求。这种

心理或者称之为小农意识究竟是如何生根发芽的呢？

与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相对应，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

我们以黄色的农耕文明著称。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严重依赖土地和水源的供给，

逐渐培育出了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社会性格。以自然地理作为影响

生活水平的主要条件，其对特定区域内的影响基本上一致的，即无论

是雨季或者是干旱，对于每户农民的造成的影响都是一样的，而又由

于安土重迁，流动较少，在同一区域内的农民对事物的看法常常局限

于本地区，其中也受到传统的影响，所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较差，对

于气候等变化做出的反应也趋向一致。其次，在古代的农业生产中，

中国农民分享阳光、水源等资源，过着差别不大的安稳且有序的生

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长期积累，使中国农民习惯于这种

“平均”的生活。开封有句老话，“货比货，该扔；人比人，该死”，就

是打破原始这种平衡的表现。再次，小农经济的生产只需要一个家

庭的劳动供给，即常说的男耕女织的生产形态。技术水平也不要求

各个家庭的联合生产，每个家庭就能做到自给自足，这种独立的发展

与演变也许是造成中国农民不善于合作的原因之一。小农意识有时

又似乎是一个贬义词，用于形容中国农民的目光短浅，的确，不善于

合作就是这一表现。农业的生产与提高是重视经验的作用，而这种

经验不是通过合作得来的，而是每个个体的直接生活积累。与西方

商业发展的要求不同，其利润的提高是必须经过与人合作和协商这

一途径的。这种激励的不同也加深了不需合作的社会共识。

这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简单的一些看法，由此可见，中国独特

的大河文明是造成中国农民小农意识的根源。自然还有各种原因促

成这一心态的巩固，如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和措施，儒家文化的引

导等。简而言之，中国农民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基本没有考虑过合作

与协商的必要性。

但是，即使有这个意愿，也缺乏相应的素质与能力来实现合作，

其原因也可归结到小农经济的基础，因此即使在过去还是现在都需

要一个所谓的能人来科学管理中国农民，克服不善合作的缺点。这

个科学管理的要求就是与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礼仪习俗相

联系，否则管理就是一句空话。但是如何产生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这

一问题现在仍没有办法体制化与规范化，却值得重视与改进。

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不善合作、追求平均是长期积淀下来的，

因此盲目引进西方的管理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没有

必要来掩饰这一缺点的存在，关键是如果利用小农意识中的其他要

素，如重情重义等，来弥补这一缺点付出的代价。这条路是任重道远

的，基于中国国情的复杂变化，但我们需要怀抱信心，毕竟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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