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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逻辑脉络与现实进路∗

赵 若 言　 　 　 于 　 水

摘　 要：乡土性的转型嬗变是考察中国现代化转型脉络的重要索引。 传统乡土性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传承

积淀成长的时空连续统概念。 时至今日，“乡土性”的价值内涵已然超越局部的乡村建设，成为溯源民族认同、建构

本土话语的核心依据。 在未来的乡村现代化转型实践中，需从效能性、均衡性与可持续性出发，进一步推进乡土性

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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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城市化

建设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迈进，被城

市化洪流裹挟的乡村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具体

可以概括为“一从二转三留存”。 “一从”指的是乡

村建设发展仍然服从于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总体

建设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的重要协同部分。
“二转”指的是乡村发展的宏观环境和战略理念已

然发生转变，由乡村支援城市转为城市反哺乡村，由
去乡村化、唯城市化的线性发展思路转为城乡差异

化、乡村特色化的多元发展理念。 “三留存”指的是

在此转型过程中，乡村建设发展保留了长期以来

“与城市接轨”的基本思路，但也越来越注重乡土特

色基因的留存传承、注重乡土内生力量的留存培育。
“乡土性”价值回归是城市化进程后半段的突出表

现，如何化解现代宏观普适范式与乡土性微观特色

传承之间的矛盾，使两者在乡村场域中相得益彰，成
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核心议题。 本研究尝试以

“乡土性”的转型嬗变为切入点，在宏观历史连续性

视角中梳理乡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既有经验，从中

提炼“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转型适应逻辑，进
而为启发新时代乡村现代化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一、时空连续统视野下的乡土性溯源

“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乡

土二字，不仅带有“去国怀乡”与“小人怀土”的情感

依恋，还包含着农耕文明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要

素的深刻依赖，表现出围绕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所

形成的基本秩序单元与社会组织结构。 早在三皇五

帝时期，自然聚集的氏族部落便开始有意识地组织

起来，共同对抗外敌、灾害等不确定性风险。 夏商周

时期，形成了具有井、邻、朋、里等细分层级的乡里制

度，并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衍生出乡、连、里、轨②

等具有不同规制的什伍组织形态。 商周以来日臻完

善的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将民众的情感、利益与区

划归属牢牢绑定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在空

间上紧密聚集、在利益上“同仇” “连坐”、在生产生

活上交往密切、在组织管理上井然有序的乡土传承。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中国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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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时代。 为有效管控地方、维护集权，秦在郡县之下

细分出乡、里、亭等基本组织单元。③负责教化理讼

的乡老、里长须在村民选举后经由郡县授职任命，由
此开启了中央集权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合作博弈。 这

种乡官选授体制在“两汉的‘三老’制度”④ “魏晋

邻、里、族党三级制”“隋唐邻、保、坊村督查制”⑤等

制度体系中均有所延续。 通过国家任命、财政颁禄

等手段方式，富有威望的乡贤领袖被纳入国家权力

体系，成为向上承接中央意志、向下维护乡村秩序的

重要力量。 唐中期以后乡、里职权被不断削弱，传统

乡官制度被职役制取代，即由政府强制征调“主户

有干力者”结成保甲或村社，轮流服“役”负责乡里

教化治安。 唐宣宗时期的“轮差制”⑥、宋代“保甲

制”⑦、元代“村社制”等都是职役制的不同形式。
这种职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并逐渐沦为官

僚体系的附庸，乡土传承的内在基因也在这一过程

中被不断改造。
晚清政府君主专制的腐朽没落与西方列强的坚

船利炮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以

后，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乡村社会全

面凋敝。 以全盘西化为代表的激进自救之“自毁”
力量与殖民掠夺的“他毁”力量⑧共同破坏着传统

社会中的乡土传承，其中提倡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

所产生的破坏力比西方入侵的外力破坏更“殆十倍

之不止”。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挽救乡

村成为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挽救中国的实践切入

点，于是涌现出许多自下而上的乡村现代化转型探

索。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梁

漱溟、晏阳初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意图通过平民

教育关怀与乡土礼俗重构再造新民，激活乡村转型

自救的内生动力。 这些富于理想色彩的探索和思辨

成为中国“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⑩之觞滥。

二、“他乡”与“本土”的激荡适应：
乡土性价值的祛魅与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农民与土地被

重新组织起来。 人民公社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

复了因长期动荡被破坏的乡村结构和基层秩序，实
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国家权力也高度嵌入乡

村社会经济组织之中。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分

化的生产格局被城乡二元分化的制度格局固定下

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二元分化的社

会经济制度不仅阻碍要素流动的自由性，也与乡村

发展的现实需要日渐脱节。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
乡镇政府始终未能形成一级具有完整功能的政府机

构，向上承接的权责关系配比失衡。 税费改革后，
乡镇财权上移至县级政府，基层改革的自主性资源

被进一步抽离。 乡村只能悬浮于国家和农民之

间，策略式地维控基本秩序，选择式地化解乡村

矛盾，抑或是治标不治本地展开临时性运动式治

理，乡土性的价值回归长期停滞。 直至进入城市

反哺乡村阶段后，乡村才在基层治理改革与项目制

的资源的引导支持下集成各个时期的内外经验，进
入到全面探索乡村经济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与

精神风貌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以

“质”胜“量”的新阶段，“乡土性”作为一种具有内

生自主性、情感号召力、文化辨识度、差别竞争性的

核心发展要素重新获得各界青睐。
如果说乡土性的传承积淀是一个时空连续统的

概念，那么乡土性价值的祛魅与回归就是“他乡”经
验与“本土”传承激荡适应的连续统过程。 “他乡经

验—乡土回归—新的他乡经验—新的乡土回归”的
历史循环背后隐藏着乡土价值“祛魅—回归—再去

魅—再回归”的适应性逻辑。 历史实践中的乡土祛

魅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

容。 一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式由依赖经验积累

转向崇尚科学指导。 二是社会秩序的政治基础由礼

俗转向法理。 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制度和法治建设是

在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的现代观念指导下对乡土

传统进行深刻的扬弃和改革。 三是社会价值的评判

标准由感性转向理性。 这一方面源于现代教育的普

及增进了群众理性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陌生人社会的发展和理性竞争的需要削弱了感性评

价的适用性，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更符合社会

发展的需要。 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由小农社会

的确定性循环转向流动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动。 无论

是在产业竞争、人口结构、利益诉求还是生活方式等

方面，广泛的流动性已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与近代乡村的建设实验有着重大不同的是，当

代中国乡村的振兴建设具有稳定的政权支持，而且

当前社会整体物质水平与精神文明程度更有利于促

进乡土回归与乡村发展，因此在结果上迥异于近代

乡村实验。 审视当代中国乡土回归的具体内涵，可
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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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断回归。 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

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美化和改造，也是乡村发展生态

旅游、生态农业的必由之路。 二是礼俗道德的乡土

秩序不断回归。 乡土礼俗规范在经过去芜存菁后，
成为助益法理秩序的道德补充，是乡村形成依法治

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双重秩序的一个重要保障。
三是重乡重农的治理传统不断回归。 随着城市反哺

能力不断提升，国家资源配置的重心开始向乡村倾

斜，乡村振兴也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 四是

追求城乡一体的一元化结构不断回归。 传统中国虽

有城乡之分，但二者之间始终是相互依存的。 作为

政治统治中心、军事防御中心和商品交流中心的城

市需要乡土自治的认可、乡村经济的供养和乡村社

会的服从；乡村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层单位，依赖城

市的统治或管理及其军事保护。 有学者指出，传统

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维持着无差别的同一性。

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不同于上述无差别的同一性，
而且党对城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同志

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社会系统

“脱域”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借助于乡土表达建构关

于“民族性”的现代表征，进而彰显国家的民族自

信；借助于乡土感知重塑社会成员身份归属的认同

框架。 “乡土性”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形

成的一笔“遗产”，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

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继替与省思：乡土性与现代性

承接融合的现实进路

　 　 乡村转型的未来在于现代性发展导向与本土性

话语体系下的乡土再造。 这种再造既不是对乡村热

点问题的捕获性关注，也不是对乡土概念理论的

盆景式创新，而是背负着解决乡村遗留问题、缩小

城乡当前差距、规避乡村未来风险的三重任务。 为

此，需要直面乡村振兴的深层瓶颈，展开系统性、整
体性的改革创新。

１．从体制创新入手提升乡村建设的各项效能

“效能优势”是现代化优势的集中体现。 但是，
现阶段乡村中的效能问题突出，集中表现为经济效

能低下和治理效能低下两个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乡村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的各

种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乡村经济落后相关联，因此提

升经济效能是现阶段乡村建设转型的核心任务。
要提升乡村建设的经济效能，就需要建立和完

善乡村治理各个机构、体制之间协同合作的平台和

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农业要素流动的市场化机制和

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土地流转集约，
在发展规模化农场、吸引二三产业落户乡村的同时，
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创造更多机

会。 在此过程中，乡土性特色不仅可以用作拓展上

下游产业链、增加农业产品附加值、促进特色产业建

设发展等方面的生产性要素，还可以成为引领乡村

现代化建设的治理性要素，以和谐文明和现代进取

的乡土风气引导乡村居民的思想转型、以熟人间的

信任优势促成低成本的合作共赢、以牢固的乡土认

同与公共利益认同选拔一批内生乡土人才，以此增

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外部竞争力和乡村社会转型的内

在凝聚力，提升乡村建设发展的整体效能。
２．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发展

乡村社会的效能落后既表现在经济层面，也表

现在制度层面。 要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

问题，就需要破除城乡建设发展中各种制度性的二

元差异，妥善处理过去城乡二元发展中的种种遗留

性问题。 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层面的均衡。
一是调整计划经济时代至改革开放初期重城抑

乡的资源配置格局。 要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

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和共同发

展。 二是恢复城乡之间的文化均衡，推动乡村自主

发展。 需要在传承原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凝聚现代

乡村的精神内核，在平等、自信、开放的城乡交流中

重塑乡土传承的文化自信，在多元多样的现代性探

讨中探索当代乡村话语的恰当表达。 三是均衡乡村

社会内部“私利”与“公益”的发展，推进农村基层简

政放权与治理创新，在集体经济发展与土地公有制

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展开有益尝试，提高基层自治组

织对乡村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自主调度能力，保
证广大农民切实分享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公共成果和

农村集体资源的开发红利。
３．坚持乡村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发展

过程，需要在兼顾发展效能与发展均衡的同时增强

乡村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迭代能力。 当代中国的

４８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乡土性回归是中国经济足以与西方平等对视后的必

然结果，因此，唯有不断促进乡土性传承与现代性发

展之间的互惠共荣，才能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 新时代，要实现乡土性与现代性之

间的承接融合，应遵循以下三条基本道路。
一是以党和国家的中央宏观政策为调度方向，

以扎根乡土的基层党建堡垒为响应节点，在新时代

国权—自治的治理结构中构建首尾呼应、收放有度、
集中而不失自主、内生而不内卷的权力资源组织体

系，提升乡村基层领导能力，拓展乡村资源对接渠

道，增进乡村资源自主支配权限。 一方面，要努力引

导乡贤力量加入党组织队伍，充分利用熟人关系、宗
族礼法、乡规民约等乡土性遗产，激活乡村社会的公

共性，将乡村重新凝聚成地缘共通、感情浓厚、利益

一致、文化共鸣的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在国家

体制的刚性框架下培育乡土成长的柔性社会空间，
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向乡村

引介契合乡村共同体发展诉求与国家整体利益导向

的项目资源和先进经验。 二是要对乡土性与现代性

融合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摩擦与矛盾进行充分的

预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人为本的长期引导和协

调机制。 中国现代化起步落后于西方、乡村现代化

改革滞后于城市、乡村发展资源长期匮乏，因此要对

乡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城乡利益摩擦和资源矛盾进

行预判，并通过分阶段、连续性的政策引导城乡发展

方向，为协调矛盾、均衡各方利益争取时间和空间，
缓解短期内的政策和资源压力，避免矛盾迅速激化。
三是要以自信包容的心态面对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碰

撞和激荡。 村民对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水

平、接受程度和适应能力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内在

潜能。 例如电商与物流平台让越来越多的乡土特产

成为大众网红，直播与短视频也让土味文化成为被

城市包容接纳的一道独特风景。 在平等、包容、开
放、自信的社会氛围下，乡土性的资产性价值与文化

魅力将进一步得以开发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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