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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

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

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
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

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

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

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
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

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
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

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

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

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

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

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

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向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

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

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

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

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

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

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

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

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

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

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

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

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

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
社会。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

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
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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