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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田野调查方法
——以‘喇老会”研究为例

陈思佳

【摘 要】文章以《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一浙东“刘老墨丫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为例进行分析，希望能

够在对于社会组织的田野调查方法上有所新的发现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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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老会”研究选题与研究方法

(一)调查选题

中国幅员辽阔，各类社会组织众多，特点各异，要对社会

组织进行研究必须有相应的重点。从宽泛的角度来看，社会

学研究的选题应具备重要性、创造性、可行性与合适性几个基

本标准。将这个标准具体应用到对社会组织的调查中来，选

题的方向也就更加明晰了。所调查的社会组织应该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符合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通过对这个社会组织

的调查，能够对此类组织的发展脉络有更深或是新的认识：能

够对其他组织的发展起到指导借鉴作用。《村民自治的内源

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一浙东“刘老会”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

究》一文(下文简称“刘老会”文)的选题是社会组织中的村民

自治组织。基层民主主题是我国政治改革中的重要课题，而

以“老人协会”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组织进行的相关研究也较

少。浙江作为老人协会发展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省份(邓燕

华；阮横俯，2008)，具有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针对老人协会

的社会力量研究是一个方向(陈勋，2010)，此文则从其资源状

况入手，分析老人协会的发展脉络。

(二)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的基本方式主要有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

查和个案调查。由于老年协会数量巨大，2009年底浙江省老

人协会数目即达28113个，选用个案研究是更为合理的。由

于个案法焦点集中，个案研究十分全面深入，作者前后五次前

往“刘村”进行调研，得以获取全面准确的老年协会资料。文

章以政治人类学作为主要的研究路径，政治人类学正是运用

传统的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即田野调查。此研究路径的优势

在于，“刘老会”反映的是村民自治的基本问题，而村民自治又

是政治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相较于政治学主要研究权

力的运转和分配，政治人类学更适合此文中对于复杂文化背

景和社团组织架构关系的研究。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来看，“刘

老会”采用文献和访谈观察相结合的方式，使得作者纵向和横

向的详细呈现“刘老会”发展和扩张的图景成为可能。需要注

意的是，文中没有提及访谈对象的基本身份，由于协会会长等

管理层级、会员以及非会员可能存在不同认识，访谈对象的背

景显得十分重要。对于这部分更加详细的阐释，将有利于我

们更好的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二、“刘老会”研究的阐释方式

“刘老会”的研究以政治人类学和分群理论为视角，主要

作者简介：陈思佳，西南财经大学。

着眼于以下几个重点：老年协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制度建立、

老年协会的自治背景和契机、年龄分群特征。选取这三个问

题作为研究阐释的重点，其原因在于这三者相互之间的紧密

联系和三者与研究核心问题(内源性组织资源来源)的紧密联

系。年龄的分群特征是老年协会的根本特征，也是老年协会

自治的隐性契机之一；老年协会的自治背景和契机，使得老年

协会的发展、制度建立成为可能。

(一)老年协会发展的过程及制度建立

“刘老会”文用大量篇幅讨论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协会发

展，特别是“刘老会”的自治制度和章程，作者予以了详细展

开。这样的安排使得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基本的管理制度，

对于制度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刘老会”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

等也更加明晰。制度的生命周期分为形成阶段、成熟阶段、形

式化阶段和消亡阶段。从研究的表述来看，其制度应属于成

熟阶段，并在1998年初(成立五年后)经历了较为迅速的制度

化过程。这种制度化是在自治动机加强和乡镇改革的背景下

进行的。同时，由于这种制度化产生的“连带性吸纳”效应(邓

燕华：阮横俯，2008)，使得老年协会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本村

老人，实际上强化了自治制度的稳定性。其他学者提及老年

协会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甘满堂，2007)，以及人大在农村社

区的作用(贺雪峰；项继权，2003)，揭示了老年协会自治扩张

与行政组织的之间的潜在张力，文中没有予以阐释，这是文章

缺失的地方，其他学者提到了部分地区老人协会非正常使用

自身力量自治影响社会的案例(陈勋，2010：邓燕华；阮横俯，

2008)，是对文章研究的较好补充。

(二)老年协会的自治背景和契机

老年协会的自治背景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政策的支持推

动老年协会的建立，二是老龄群体基础的心里欲求。而从自

治组织成长的契机来看，一方面是刘村所在位置导致会员民

主意识的提升，一方面是退休回乡成员的作用。由于现代化

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组织，当退休成员从现代化城市社

团进入到“熟人社会”的非现代化社团组织时，其制度思路和

新观念的引入成为了老年协会迅速发展的重要契机。在这

里，作者没有忽略宗族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刘氏主姓和梅

姓的家族背景调查，重申了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三)分群理论

作者引入分群理论阐释了“刘老会”会员特定年龄群的特

点及附着在上的影响。正如文中描述，共同的年龄群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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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之间的距离，会员有着较多的共同意识，社会关联。年老

带来的“弱势”特征使得其更加容易“抱团取暖”，共同的利益

诉求成为了自治实践的重要养料。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而产

生的大量社会流动吸走了农村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使得

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的数

年，我国农村的面貌还将发生剧变，这种社会结构及制度的变

化，即社会变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新年龄群体的成长和“刘

老会”类组织的冲突，需待以后的研究中审视。

三、结语

‘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一浙东“刘老会”

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一文为我们研究社会组织提供了很

好的范例和参考。个案的时代代表性、政治人类学的切入路

径是此论文的亮点。但“刘老会”与村委会、当地上级行政部

门的深层关系则是我们在文章中较少看到的，或许是由于文

章是研究者课题的一部分导致。通过对此文的分析，我们看

到了田野调查的活力，看到了社会组织实际运作成长的生动

过程，对我们以后的调查研究是很有帮助和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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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页)时还经常以停止提供援助相要挟。2002年8

月，为敦促菲律宾尽快与美签署有关驻菲美军享受免于国际

刑事法院起诉的协议，美国就暂停了对菲律宾追加的3000万

美元军事援助。这迫使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立即成立内阁监督

委员会，专门研究有关驻菲美军享受免于刑事起诉的豁免权

问题。近年来泰国与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军事合作，为给泰国

施加压力，2006年美国以泰国军方政变为借El，中止了对泰

国的2400万美元军援，并取消了对泰国军官的培训计划。这

些做法，充分暴露了美国以停止提供援助相要挟以达到某项

目的的企图。

三、高举反恐大旗，营造师出有名的舆论氛围

“9·ll”事件的发生，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安全观。人类开

始认识到，战争的方式不仅仅限于传统热战，在人类文明高度

发达的今天，一种隐蔽的、突然的、出奇不意的、主要以平民为

目标的攻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新的作战形式，成为

人类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主要威胁。从此，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公

敌，打击恐怖主义开始成为各国安全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9·11”事件后，美国明确把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国家安

全的主要威胁。2002年9月布什政府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的安全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

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的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

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报告》认为，“美

国国家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在于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2006

年3月布什政府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指出：“美国正

处在战争之中。这是一份在战时发布以应对我们面临的严重

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严重威胁即是被仇恨与谋杀的富

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所点燃的恐怖主义的兴起，它已经在

2001年9月11日充分展示在美国人面前。”

因此，”9·11”事件后，在重返东南驱的过程中，美军时

刻高举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许多军

事合作，都是在反恐议题下进行的。不仅如此，美国还借口东

南亚地区恐怖活动猖獗，2002年3月继阿富汗战争之后，美

国直接宣布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反恐战争，主战场就在东南

亚地区。从这时开始，美军在反恐旗号下，大张旗鼓地进军东

南亚，不仅派军进入菲律宾南部，还于当年8月与东盟十国共

同签订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宣言》，进一步奠定了美军在反

恐旗号下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军事活动的法律基础。反恐是人

类一项正义的事业，但反恐并不会一帆风顺，打击恐怖主义将

是人类一场持久战，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打击恐怖主义是

第二次冷战⋯⋯这种情况也许持续几个月，几年，或者几十

年”i因此，只要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不被口消灭”，美军就

会以此为理由继续在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

注释：

①根据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国((2000财

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美国国防部长每年要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军事

发展情况的报告，内容包括中国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安全战略，以及

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情况=爰发展方向等，此即为历年发表的中国军

力报告．

②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Dialogue)是．‘9·lr事件后亚太地区

新出现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缘起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

发起、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于2002年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因首

次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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