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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王都坂乡村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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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自组织理论为切入点ꎬ从王都坂的建制沿革、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等相关

概况入手研究其发展历程ꎬ探索其乡村系统的自组织特征、内部发展动力及序参

量ꎬ分析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王都坂乡

村社区营造的项目规划以及主要策略ꎬ为当地的社区营造工作提供理论支持ꎮ

关键词:乡村ꎻ自组织ꎻ历史演变ꎻ动力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长久以来ꎬ乡村的发展都是整个社会发

展的重要环节ꎮ 从乡村的系统开始着手研究

乡村ꎬ探讨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ꎬ可以从更深

的层次理解乡村ꎮ 在社会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上ꎬ一直存在着人为秩序观和自发秩序观这

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ꎮ 自发秩序观认为社会

的发展如同自然界的演化ꎬ有着一定的自然

规律可循ꎬ通过其系统内部的运动形成一定

的秩序ꎮ 社会秩序的自发形成还是社会系统

中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相互适应的结果ꎬ因此

这是一种自组织现象ꎮ 自组织是自然界各个

子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有效利用当

地物质、能量、信息的循环方法和道路ꎮ 而在

人类社会ꎬ人们在探索自身发展的过程中ꎬ也
不断地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他组织演化方

式[１]ꎮ
已有研究表明应用自组织理论的概念、

方法和研究成果可以对社会发展系统的现

象、问题和管理等进行描述和分析并且总结

规律提出解决的对策和方法ꎮ 而乡村社会是

社会发展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ꎬ运用自组织

理论对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十分必要ꎮ 高春风

在«自组织理论下的农村社区发展研究»一

书中ꎬ针对乡村系统内的就业竞争、农产品生

产竞争与协同开展了研究ꎬ发现促进乡村发

展的序参量是村民的满足度[２]ꎮ 大多数村

民的满足度有力地控制着乡村发展的秩序ꎬ
乡村内部的一切行动都应该是围绕着村民不

断增长的内部需求展开的ꎮ 此外ꎬ自组织理

论还运用于乡土建筑的自发性建造以及乡土

聚落或民居的发展保护研究ꎬ例如乡土建筑

的自发性建造[３]、西北地区土地变化的人文

驱动力分析[４]、历史文化名城阆中自组织演

进[５]、东北满族传统民居保护与发展[６]等ꎮ
王都坂是当代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ꎬ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村的发展面貌ꎮ 基

于自组织理论研究王都坂ꎬ为全面了解王都

坂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ꎮ 基于此ꎬ
笔者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梳理王都坂的发展

过程ꎬ揭示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系统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的规律ꎬ探讨其自组织的内部发展

动力和主要序参量ꎬ明确未来乡村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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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承和发展的对象ꎬ推进王都坂乡村发展

以及可持续营造ꎮ

一、自组织理论及其相关概念

１９６７ 年ꎬ耗散结构理论被正式提出ꎮ 耗

散结构理论成为自组织理论的重要分支ꎮ 耗

散结构是远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

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ꎮ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

的定义ꎬ自组织系统具有开放性和非平衡

性[６ － ７]ꎮ １９７１ 年ꎬ协同学思想和主要概念被

正式提出[８]ꎮ 协同学认为ꎬ一个复杂系统内

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制约与协作

的关系ꎬ各子系统以某种特定方式进行协同

作用可以使系统完成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ꎮ
据此ꎬ产生自组织的条件有 ３ 种:其一是外界

环境对系统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ꎬ系统会

由旧结构向新结构转变ꎬ重新进行自组织ꎻ其
二是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变化会引起自组织ꎻ
其三是控制参量的突变引起的自组织ꎮ 这 ３
种自组织方式往往会互相交织ꎬ定义着系统

的整个自组织过程[８]ꎮ
协同学解释了系统自组织发展的内在动

力因素ꎬ主要研究系统的内部发展动力、序参

量等[９]ꎮ 系统的内部发展动力来源于各子

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协同ꎮ 竞争主要指各子系

统为取得主导地位而相互制约的活动过程ꎮ
协同则是指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作、达到系

统内部统一的联合过程[１０]ꎮ 在系统演化过

程中ꎬ竞争与协同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

的ꎬ共同形成系统自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力ꎮ
序参量是各子系统相互作用下的产物ꎮ 序参

量的成因主要来源于系统内部ꎮ 当系统环境

发生改变时ꎬ其内部参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ꎮ

二、王都坂的相关概况

１.建制沿革

王都坂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西北部

的山区ꎬ四面环山ꎬ全村面积约 ６ ７ ｋｍ２ꎮ 自

古以来ꎬ王都坂隶属云霄县下河乡内龙村ꎮ
根据«云霄县志»的记载ꎬ清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以前ꎬ下河乡隶属平和县ꎮ 清嘉庆元年ꎬ
巡抚姚棻以云霄为漳浦、平和、诏安三县要

冲ꎬ奏请划平和县二十五保、诏安县六保并云

霄县三十保置抚民厅ꎮ 清嘉庆三年 (１７９８
年)四月复准ꎬ即由平和县将下河、上河、十
二牌(后坑埔、下洞)、孙坑、龙坑(外龙、内
龙)划入云霄ꎬ内龙属于龙坑保ꎮ

直至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ꎬ漳州建立云霄

县ꎬ当时的保甲区划如故ꎬ即内龙村依然属于

龙坑保ꎮ 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年)ꎬ内龙村属

于龙河乡管辖ꎮ 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年)内

龙村隶属吉龙乡管辖ꎮ
１９４９ 年以后ꎬ下河乡为第四区ꎬ内龙村

由其管辖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ꎬ云霄县撤区建人民

公社ꎬ下河区成为跃进公社ꎬ内龙村隶属于该

公社ꎮ １９６０ 年ꎬ内龙村改称 “内龙大队”ꎮ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ꎬ跃进公社改称下河公社ꎬ内龙

村仍由其管辖ꎮ １９８４ 年ꎬ云霄县实行乡镇建

制ꎬ下河公社改称下河乡ꎮ １９８５ 年ꎬ“内龙大

队”改称“内龙村”ꎬ隶属下河乡至今ꎮ 期间ꎬ
王都坂一直隶属于内龙村ꎮ
２.自然环境

王都坂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ꎬ地势南

高北低ꎬ濒临龙兴溪ꎬ地形起伏变化较小ꎮ 村

内山体多为火山岩ꎬ厚度巨大ꎮ 村东面为尖

峰山ꎬ西面为石刀山ꎬ南面为后壁尾山ꎬ北面

为凤堆山ꎮ 村落东面、西面、北面皆为龙兴溪

环绕(见图 １)ꎮ

图 １　 王都坂的自然环境

３.王都坂的时代发展历程

王都坂的历史发展悠久ꎬ在其发展过程

中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形态、政
治体制的改革ꎬ王都坂的乡村社会生活形式

及其空间格局也在不断演变ꎮ 笔者将其历史

发展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小农经济时期、计划

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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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都坂在小农经济时期的发展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 年)
至清乾隆初年ꎻ第二阶段为清乾隆初年至

１９４９ 年ꎮ 计划经济时期从 ２０ 世纪中叶一直

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农村改革开放前夕ꎮ
市场经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１９８０—１９９６ 年底ꎻ第二阶段为 １９９７ 年至今ꎮ

三、王都坂乡村的自组织解析

１.王都坂的自组织特性

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系统源于其开放性和

非平衡性ꎮ 当地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是受

到其他要素的影响ꎮ 这一系列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效应ꎬ使王都坂乡村系统内部各要素之

间不断地进行竞争与协同ꎬ从而使王都坂一

步步地走向有序ꎮ
(１) 王都坂乡村开放性特征的时代演

变ꎮ 王都坂从自由生长—形成核心—开放性

演变的过程如图 ２ 所示ꎬ随着各个时期物质、
文化、人口的发展ꎬ王都坂逐步具备了自组织

系统形成所需的开放性ꎮ

图 ２　 王都坂的开放性演变

　 　 ①小农经济时期ꎮ 小农经济时期王都坂

形态分布如图 ３ 所示ꎮ 这一时期王都坂承担

着当地村民所需的生产、生活等几乎所有社

会活动与社会功能ꎬ封闭性较强ꎬ开放性差ꎬ
其发展主要依靠当地村民的血缘关系及地缘

关系ꎮ 由于地处偏僻ꎬ外界的建造技术一直

难以传入王都坂ꎮ 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是当

地建设活动的主导思想ꎮ 当地所有的建筑都

是就地取材建成ꎮ 明洪武二十三年至清乾隆

初年ꎬ王都坂的建筑主要集中于现今 “祖

厝—陶淑楼”轴线的西边ꎬ建筑呈行列式分

布ꎬ主要是单元式夯土住宅ꎮ 清乾隆初年—
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由于林氏宗族在当地形成了一

定的势力ꎬ他们于清乾隆初年在王都坂的中

心建成了陶淑楼和林氏祖厝ꎬ形成了如今的

“祖厝—陶淑楼”轴线ꎮ 在很长时间内王都

坂都保持了这个平面形式ꎮ

②计划经济时期ꎮ 计划经济时期王都坂

的形态分布如图 ４ 所示ꎮ 这一时期王都坂显

现了一定的开放性ꎬ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开

始向北边的山体扩张ꎬ乡村社会受到高度集

中统一的管理ꎮ 在居住方面ꎬ人们的居所一

般位于集体组织的所在地ꎻ在生产活动方面ꎬ
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排当地的产业结构、
房屋的建造活动以及村落空间的使用ꎮ 由图

４ 可见ꎬ烤烟房开始分布到西边的农田ꎬ北边

的山体也开始用于建造住宅ꎮ 山地植被从

１９７４ 年开始被砍伐并开发为生产队的果业

农场ꎮ 村民在溪流里堆积的垃圾逐渐增多ꎮ 山

上的果林也被大量砍伐ꎬ改种桉树ꎬ山体植被遭

到严重破坏ꎮ 当地自然景观开始遭受破坏ꎮ
③市场经济时期ꎮ 市场经济时期王都坂

的形态分布如图 ５ 所示ꎮ 这一时期村民与外

界交流的机会增加ꎬ乡村原有社会结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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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化和转型ꎬ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成员的

的职业分化ꎮ 王都坂大量的村民外出务工或

者经商ꎬ只在节假日或家庭需要时返乡ꎬ而以

务农为主的家庭仍然留守乡村ꎮ ２００４ 年ꎬ政
府完成了王都坂与外村之间道路的硬化工

作ꎬ村民外出更为方便ꎮ 由于大量村民外出ꎬ
王都坂与外界的联系大大增强ꎬ其乡村自组

织系统的开放性得到加强ꎮ 这一时期外界社

会的信息、技术、文化大量涌入乡村ꎬ使得乡

村的面貌产生了较大的改变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经济条件逐渐好转ꎬ陶淑楼的

东边和北边的空地也开始被村民用于建造住

宅ꎮ 如今ꎬ王都坂环村路内的空地绝大多数

都被占用以建造村民住宅ꎮ

图 ３　 小农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

分布

图 ４　 计划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

分布

图 ５　 市场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

分布

　 　 在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时期ꎬ由于地理

位置相对闭塞ꎬ王都坂与外界的交流一直较

少ꎮ 直至市场经济时期ꎬ村民与外界交流的

机会增加ꎬ但王都坂大多数村民的人际关系

圈都局限于村内ꎮ 即使修了道路ꎬ王都坂的

外来人口依然较少ꎬ外界环境对其的影响也

相对较小ꎮ
虽然王都坂具备了自组织系统形成所需

的开放性ꎬ但是由于王都坂偏僻的地理位置ꎬ
外界人口、文化、物质的输入对其产生的影响

较弱ꎬ王都坂内部自组织的影响大于外部参

量对其的影响ꎮ
(２)王都坂非平衡特征的时代演变ꎮ 王

都坂建筑空间发展的非平衡性演变如图 ６ 所

示ꎮ 从建筑空间需求单方面来看ꎬ王都坂的

非平衡性首先体现在村民对外界资源的获取

途径和对建筑空间特色、多样性风格的需求ꎮ
计划经济时期以前ꎬ由于村民的建造活动受

到较多限制ꎬ建筑形式没有明显的变化ꎮ 直

到市场经济时期ꎬ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开始

将外界的建造技术引进王都坂ꎬ才出现了大

量的条石建筑以及后来的砖混结构建筑ꎬ并
出现了一部分建筑装饰ꎮ 这意味着经济条件

较好的村民拥有更多接触外界资源的可能ꎬ
他们在资源的获取方面占优势地位ꎮ 因此ꎬ
王都坂系统内部产生的竞争和协同ꎬ也正是

王都坂乡村内部的非平衡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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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王都坂建筑空间发展的非平衡性演变

　 　 ①小农经济时期ꎮ 由于地处偏僻ꎬ外界

的建造技术一直难以传入王都坂ꎬ建筑风格

具有明显的平衡性和单一性ꎮ 这一时期主要

的建筑材料是夯土、碎石块和木材ꎬ主流的建

筑承重结构分为夯土墙承重、乱石墙承重两

类ꎮ 门窗也主要以木制门窗为主ꎮ 当地的建

筑装饰主要集中在村里的标志性建筑———祖

厝上ꎬ住宅基本没有建筑装饰ꎮ
②计划经济时期ꎮ 这一阶段人们没有择

地而居的自由ꎬ只能在原址翻建或者在一些

空地上建造新房ꎮ 夯土建筑沿用早期原始的

建筑类型和传统的细部做法ꎮ 建筑材料除了

使用土、石、木材外ꎬ还增加了烟炙砖ꎮ 烟炙

砖主要用来砌筑柱子和门窗框ꎮ 当地还有许

多尚未拆除的夯土住宅留存ꎮ
③市场经济时期ꎮ 王都坂显示了建筑工

艺、材料、技术的非平衡性和多样性ꎮ 由于村

民大量外出以及乡村经济的发展ꎬ外界的建

造技术和建筑材料开始进入王都坂ꎮ 村民开

始大量使用条石砌筑住宅ꎮ 夯土建造工艺开

始受到冷落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ꎬ王都坂

的条石建筑一般是两层楼ꎬ较好地传承了闽

南民居的传统形式ꎮ 户主还基于当时的实际

需求对传统的建筑形式进行调整ꎬ建筑的装

饰也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ꎬ没有墨守成规ꎮ
这些建筑较多使用铁艺、砖砌和少量石雕作

为建筑装饰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由于

当地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ꎬ王都坂的农民自

建住宅数量继续增加ꎮ １９９０ 年以后的条石

建筑大多数是一层楼的单元式住宅或独立住

宅ꎮ 这个时期的条石建筑一般是矩形平面ꎬ
内部空间的划分没有较大的突破ꎮ 传统的建

造工艺持续没落ꎬ传统的细部做法逐渐被淘

汰ꎬ仅有少量住宅使用烟炙砖砌筑门窗洞ꎮ
由于外界建筑文化的影响以及施工技术的发

展ꎬ２１ 世纪初ꎬ村里开始出现砖混结构及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住宅ꎮ 砖混结构的住宅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建成的单

层条石建筑的基础上加建的ꎮ 新建的砖混结

构住宅脱离传统建材ꎬ建筑外表都以瓷砖贴

面或水泥抹面为主ꎬ不锈钢栏杆和推拉窗也

走进了家家户户ꎮ 这个时期建筑内部的厨

房、卫生间、卧室等功能的空间分割开始明朗

化ꎮ 传统的建筑装饰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建筑

里几乎彻底消失ꎮ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ꎬ经济条件的不同

所造成的失衡是王都坂的有序之源ꎮ 如果一

个系统是平衡的ꎬ就无法产生竞争和协同ꎬ进
而难以发展ꎮ 小农经济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

王都坂乡村形态发展缓慢正是因为当地村民

之间未出现分化ꎮ 王都坂乡村内部的非平衡

性ꎬ正是其乡村系统自组织的最大动力来源ꎮ
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来看ꎬ王都坂的非

平衡性更着重体现在人口、经济、文化等要素

在不同方面对乡村系统的作用ꎮ 笔者从王都

坂村民职业分化、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来剖析

当地乡村系统的非平衡性及其产生的原因ꎮ
村民职业分化调查结果显示ꎬ当地村民

的职业类型主要分为务农、务工、经商、医生

４ 种ꎮ 王都坂是特色种植的专业村ꎮ 王都坂

农业专业化的形成也是其内部村民职业高度

分化的表现ꎮ 尽管在乡村内部不能表现出职

业多样化ꎬ但专业化为王都坂争取更大范围

内的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工创造了条件ꎮ 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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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大规模的果树种植发展了水果销售、水
果罐头、养蜂等副业ꎮ 由于改革开放ꎬ社会上

增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和经商的可能性ꎬ许
多村民开始走出村子ꎬ在外务工经商ꎮ

王都坂常住村民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调

查以及村民年龄调查结果显示ꎬ当地大多数

村民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小学ꎮ 村民

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其对外界技术和信息的

接受程度ꎮ 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往往会使部分

村民较快地掌握各种技术ꎬ导致村民之间出

现差异ꎮ 这也有助于自组织的形成ꎮ 因为村

民之间可以互相交流ꎬ部分村民可以将技术

传授给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ꎮ 这个过程中掌

握各种技术的村民成为乡村的核心ꎬ通过其

在乡村内部的关系ꎬ不断关联放大ꎬ将相应的

技术传播给其他村民ꎮ 同时ꎬ受教育程度的

不同也能导致村民的需求出现差异ꎮ 不同村

民通过外部环境实现内在的需要ꎬ这也为自

组织提供了行为依据ꎮ 基于不同的需求ꎬ便
会有社会流动行为的出现ꎬ这是形成自组织

的社会心理基础ꎮ
社会地位即村民在乡村社会活动以及社

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ꎮ 在乡村中ꎬ各家一般

都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ꎮ 由于社会地位的不

同ꎬ村民或者家庭对当地社会起的作用就会

有差异ꎮ 在乡村ꎬ往往是拥有特别名望、身
份、地位、品质以及比一般人拥有更多可利用

的社会资源的村民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ꎮ 他

们拥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交流机会ꎬ他们的

行为方式也更容易影响其他村民ꎬ进而使自

己处于某一关系网络的中心ꎮ 在王都坂ꎬ拥
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村民往往是当地的乡贤、
人缘较好的村民、掌握一定实用技术或者具

备一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的村民ꎮ 这

些村民的经历和社会角色使他们具有较多人

际交往的机会ꎬ他们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科技

应用和传播经验ꎬ而且逐渐建立起在当地群

体中的威信ꎮ
总之ꎬ这一系列的不平衡ꎬ反而令王都坂

乡村系统的发展成为可能ꎮ 只有保证这些不

平衡的存在ꎬ王都坂才能形成有序的结构ꎬ并

保证足够的活力ꎮ
２.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力

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力主要

源自村民个体之间的竞争与协同ꎬ这里主要

包括村民的就业、子女受教育条件等ꎮ 协同

则是这些竞争后期自组织演化的一个表现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外界的就业机会大大

增加ꎮ 在此背景下ꎬ大量的村民开始离开王

都坂ꎬ在县城或周边的城市工作ꎬ以求更高的

经济收入ꎮ 在不同的就业机遇下ꎬ王都坂居

民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ꎮ
王都坂的劳动力由于年龄、性别、体质以

及个人技能的多层次和多类型而形成了自然

的分工:年龄大的往往留守村里ꎬ管理农业或

者在村里务工ꎻ较为年轻的劳动力一般选择

外出务工ꎮ 这是村民就业方式竞争后的一种

自然协同ꎮ 笔者在王都坂的调查统计结果显

示ꎬ当地有 １４０ 户人家ꎬ共 ７４０ 人ꎻ常住家庭

有 ７４ 户ꎬ共 ２３１ 人ꎮ 将王都坂的常住人口按

照年龄层次进行分类ꎬ分为老年人口(６０ 周

岁以上)、中年人口(４５ ~ ５９ 周岁)、青年人口

(１８ ~ ４４ 周岁)、少年人口(１０ ~ １７ 周岁)、幼
年人口(１０ 周岁以下)５ 个年龄层次ꎬ其中ꎬ
老年人口 ３１ 人ꎬ中年人口 １２０ 人ꎬ青年人口

５４ 人ꎬ少年人口 ７ 人ꎬ幼年人口 １２ 人ꎮ 从统

计数据可以看出ꎬ王都坂的常住人口中ꎬ青年

和少年所占比例较低ꎮ 当地人口流失严重ꎮ
平日在村里劳作的绝大多数为中老年人或妇

女ꎮ 由于已经有部分村民在外界打好了工作

基础ꎬ会带动当地大量村民外出务工ꎬ这使自

然协同的效果变得微弱ꎬ许多村民会借助亲

戚朋友的帮助ꎬ突破自身条件的限制ꎬ离开王

都坂ꎮ 由于大量的村民外出工作ꎬ王都坂原

本的农业经济氛围和环境被破坏ꎮ
当前ꎬ大量的村民为了孩子能够接触更

好的教育环境ꎬ选择把孩子送出王都坂ꎬ在镇

上或县城学校接受教育ꎮ 王都坂唯一的教育

机构就是位于祖厝前广场边的内龙小学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学年ꎬ内龙小学只有二年级和三

年级两个年段的学生ꎬ一共 ９ 人ꎮ 两个年段

的学生于一个教室内一起上课ꎮ 通过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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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访ꎬ发现也有部分村民担心外出工作繁

忙ꎬ难以照顾孩子的学习ꎬ便选择让孩子留在

村里接受教育ꎮ 这也是村民子女受教育方式

竞争后的一种自然协同ꎮ 但是这种协同的作

用同样是微弱的ꎬ只有少数的村民会选择让

子女留在当地接受教育ꎮ
据 ２０１６ 年王都坂常住村民的人工比例

和行业收入调查结果ꎬ２０１６ 年王都坂的人均

收入为 ４ ８０１ 元ꎮ 其中ꎬ种植业的人均收入

为 ６４５ 元ꎬ占人均纯收入比例的 １３ ４４％ ꎻ养
殖业的人均收入为 １ ４１５ 元ꎬ占人均纯收入

比例的 ２９ ４７％ ꎻ外出务工的人均收入为

２ ７４１ 元ꎬ占人均纯收入比例的 ５７ ０９％ ꎮ 由

收入的数据对比可以得出ꎬ当地目前的主要

收入已经向劳务输出倾斜ꎬ这也导致了王都

坂与外界信息有着更加频繁的交换ꎮ 乡村是

农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ꎬ要有保证生存的经

济活动ꎮ 不同的乡村根据自然环境和各种社

会因素都会有相应的经济活动以维持系统的

生存和发展ꎮ 王都坂当前的经济活动分为种

植业、养殖业以及部分村民外出务工这 ３ 种ꎮ
由于当地的土壤略带沙性ꎬ所以种植业以果

树种植为主ꎬ主要是金枣、杨桃、枇杷等水果ꎬ
同时以此发展出水果销售、水果罐头等副业ꎮ
养殖业分为牲畜养殖、牛蛙养殖和蜜蜂养殖ꎮ
大多数村民平时主要的收入来源一般是务工ꎮ
３.王都坂乡村自组织发展的主要序参量

在乡村系统中ꎬ当地社会、经济活动、文
化习俗等序参量是决定系统自组织发展的重

要因素[１１]ꎮ 它们的演变ꎬ是乡村自组织发展

的关键ꎮ
(１)社会活动ꎮ 在历史上ꎬ小农经济时

期和计划经济时期ꎬ当地的村民职业主要是

务农ꎮ 笔者对王都坂常住村民的职业调查结

果显示ꎬ目前当地常住村民的职业类型主要

分为务农、务工、经商、医生这 ４ 种ꎮ 在常住

的 ７４ 户村民里ꎬ经商的村民只有 ４ 户ꎬ医生

只有 ３ 户ꎬ其余大多数村民都以务农和务工

为主ꎮ 王都坂是特色种植的专业村ꎮ 虽然村

里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外出工作ꎬ但是留守

当地的村民大多数从事果树种植业ꎬ只有农

闲时在村里或者外出打工ꎮ 王都坂农业专业

化的形成也是其内部村民职业高度分化的表

现ꎮ 同时ꎬ村民依靠大规模的果树种植发展

了水果销售、水果罐头、养蜂等副业ꎮ 由于桉

树林的经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ꎬ商家开始雇

佣村民从事桉树林的栽培、砍伐、除草等工

作ꎮ 受教育程度决定了村民拥有的学习能

力ꎬ部分村民通过学习果树培育种植的相关

技术ꎬ较早开始从事果树种植ꎬ获得了较大的

经济收益ꎮ 这就导致村民之间出现差异ꎬ有
助于自组织的形成ꎮ 村民之间互相交流ꎬ较
早掌握果树种植技术的村民开始将技术传授

给其他村民ꎬ使得王都坂逐渐成为以果树种

植为主要产业的乡村ꎮ
(２)经济活动ꎮ 长期以来ꎬ王都坂的产

业结构较为简单ꎬ主要以种植业为主ꎬ当地土

地资源丰富ꎬ适合种植业的发展ꎮ 而后养殖

业和外出务工日益增加ꎬ到 ２０１４ 年ꎬ已占重

要比例ꎮ 王都坂的主要经济活动经历了 ４ 个

时期的变化:
①以水稻为主的种植阶段(１９５８ 年之

前)ꎮ 这一时期ꎬ王都坂仍处于传统的小农

经济时期ꎬ种植当地的传统农作物水稻为主

要收入来源ꎬ部分村民为了增加收入选择在

农闲时务工ꎮ
②以水稻、金枣、菠萝和烟草为主的种植

阶段(１９５８—１９８０ 年)ꎮ 这一时期受计划经

济影响较大ꎬ除了延续传统水稻种植和金枣

外ꎬ这个时期还引进了烟草的种植ꎬ同时ꎬ王
都坂还形成了烟草烘焙产业ꎮ １９８０ 年土地

承包责任制在当地落实后ꎬ当地的烟草种植

即告消失ꎬ烟草烘焙产业也随之消亡ꎮ 村里

至今还保留有当年用于烟草烘焙的夯土烤烟

房ꎮ １９７４ 年ꎬ在当地村委书记的组织下ꎬ尖
峰山和后壁尾山被开垦为王都坂的果业农

场ꎬ果业农场以种植菠萝、茶叶为主ꎮ
③ 以 水 稻 和 金 枣 为 主 的 种 植 阶 段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ꎮ １９８０ 年王都坂落实了土

地承包责任制后ꎬ当地的农业又恢复了 １９５８
年之前以水稻和金枣为主的种植阶段ꎮ １９８５
年ꎬ果业农场被分为村民的责任田ꎬ村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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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地自行种植果树ꎬ如龙眼、荔枝等ꎮ
④以果树和桉树为主的种植阶段(２００１

年至今)ꎮ 由于水资源短缺、鼠害严重ꎬ王都

坂逐年减少了水稻的种植量ꎮ ２００１ 年起ꎬ当
地的农业完全转型为果树种植ꎬ除了传统的

金枣ꎬ还有枇杷、杨桃、青枣等ꎮ 同年ꎬ由于山

地被马来西亚开发商承包ꎬ原有的果林被清

除并改种桉树ꎮ
(３)文化习俗ꎮ 王都坂仍然保留了当地

传统的祭祀活动ꎬ以求保证乡村的凝聚力ꎮ
乡贤每年都会召集全体村民参加当地重要的

民俗活动ꎮ 王都坂居民最重要的信仰是“三
山国王” [１０]ꎮ 王都坂的“三山国王”崇拜习

俗ꎬ源于客家的守护神———“三山国王”ꎮ 三

山国王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宗教信仰ꎬ发源于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ꎬ主要是粤东及

台湾省民众所奉的守护神ꎬ并广泛流传于泰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ꎮ 由于地

缘因素ꎬ王都坂村民的信仰自然受到客家文

化的影响ꎬ“三山国王”文化ꎬ是对有功于民

的先哲的崇敬与期盼ꎮ 每年ꎬ王都坂的居民

都会举行祭祀“三山国王”的活动ꎬ以求平

安ꎬ主要有每年正月初六的 “走王” (见图

７)、隔年正月初七的“走水尪”(见图 ８)以及

年底的“年尾福”这 ３ 类活动ꎮ

图 ７　 “走王”
　 　 活动从当天子时开始ꎬ一共分为两场:第
一场为拜天地ꎬ在子时举行ꎬ村里各家各户均

会在祖厝前的空地ꎬ面朝东边摆齐自家的祭

祀贡品ꎬ由乡贤主持祭拜天地(见图 ９)ꎮ 当

晚ꎬ祖厝前祈福声此起彼伏ꎬ烛光映天ꎬ仪式

感极为神圣ꎮ 第二场为拜“三山国王”ꎬ于当

天的巳时举行ꎮ乡贤们于当天寅时从邻村的

图 ８　 “走水尪”

图 ９　 年尾福子时拜天地

龙兴庙请来“三山国王”神像ꎬ置于祖厝门前

接受村民的祭拜ꎮ 村里各户在祖厝前的空

地ꎬ面朝祖厝摆齐自家的祭祀贡品ꎬ并由乡贤

主持祭拜“三山国王” (见图 １０)ꎮ 祭拜结束

后ꎬ村民依次上前向“三山国王”神像进香ꎬ
直至仪式结束ꎮ

图 １０　 年尾福巳时拜“三山国王”

　 　 乡村内部任何活动都是以村民为主的ꎮ
村民因素包括村民人口、职业、受教育程度和

社会地位等ꎮ 经济活动主要用于维持当地人

们的生存发展ꎮ 在自然环境和各种社会因素

影响下ꎬ各个乡村都会有相应的经济活动ꎮ
文化习俗是人们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慢慢形



第 ３ 期 俞晓牮等: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王都坂乡村演变研究 ２３１　　

成的ꎮ 文化习俗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ꎬ对
人的心理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由于王都坂地理位置偏远ꎬ在市场经济

时期依旧发展缓慢ꎬ大量的青年人外出务工ꎬ
近半住户因外出讨生活而搬离乡村ꎮ 王都坂

成为常住人口以老弱妇孺为主、农业经济萧

条的乡村ꎮ 同时其乡土文化也面临着传承危

机ꎮ 王都坂需要有合理的外力介入ꎬ激发其

系统内部的活力ꎬ重塑当地基核ꎬ充分调动当

地的资源ꎬ形成有序的结构ꎮ “好厝边计划”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ꎬ在王都坂开展社区营造

工作ꎮ

四、结　 语

王都坂是当代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ꎬ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村的发展面貌ꎮ 通

过对王都坂时代演进过程的剖析ꎬ发现当地

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自组织为主的ꎬ外
部参量也有一定影响ꎮ 王都坂乡村现状中存

在乡村自组织系统开放性不足、村民个体间

就业竞争失衡、乡村农业经济凋敝等问题ꎮ
王都坂未来的乡村发展应充分尊重其自组织

的特性ꎬ关注当地的社会发展、乡土文化保

育、农业经济发展等问题ꎬ重新树立对乡村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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