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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

失衡与重构：“单向度”治理、阶层
结构与底层抗争

———基于浙北 Ｓ 村的经验分析

班涛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底层抗争的既有研究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行动与结构关系关注较少，文章从阶层关

系结构角度分析底层抗争。 在东部经济发达村庄阶层分化背景下，富人阶层成为村庄治理的单一主

体，且依照私人化逻辑开展治理，形成“单向度”治理格局，底层成为村庄治理中被动的他者，在村庄

利益分配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 富人阶层主导的治理秩序产生的结果即为利益分配的失衡，底层作

为利益分配格局中的不利一方，通过抗争行动调适利益分配秩序成为其合理选择。 底层抗争实践包

括正式行动与弱者的武器两种类型，然而底层抗争面临着被瓦解的困境，归根结底在于“压制型”阶

层结构，即富人依托权力关系与文化象征双重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底层难以冲破这一结构之网。
底层抗争的受阻以及底层在村庄社会生活的被区隔推动了阶层之气的积聚与升华，阶层间对抗行为

几率增加。 底层抗争从根本上得以缓解的路径在于重构村庄治理格局与阶层关系结构，重构上述结

构主要依托外部国家力量，以最终实现村庄社会的和谐有序与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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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与分

配，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塑必然带来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造成各种抗争行动乃至群体性事件层

出不穷。 底层抗争行动的频发引起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抗争政治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西方的社会运动，查尔斯·蒂利等提出用“抗争政治”统摄

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 所谓抗争政治，指“这种斗争是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

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 ［１］李连江和欧博文受到西方抗争政治理

论的影响，提出了“依法抗争”的上访解释框架。［２］于建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组织抗争”和“以
法抗争” ，认为这一种“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动员组织其他农民，旨
在确立农民这一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 ”的政治性抗争。［３］学术界既有的抗争政

治研究以权利诉求为分析框架，从抗争行动的策略来看属于正式的有组织的制度性对抗，以上

访、集体行动与群体事件等为形式。
斯科特对抗争理论的精英视角提出批评，认为底层群体的反抗有独特性，有着与公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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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隐藏文本下的秘密政治，农民反抗的性质及合法性是一种“道义经济学” ，农民反抗的形

式和特点是“弱者的武器” ，而“隐藏的文本”则是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４］不少研究者

在斯科特底层政治理论基础上，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董海军提出“利用弱者的身份抗争” ，
即弱者这一身份成为维权者进行利益表达的优势。［５］折晓叶将弱者利用合作与非对抗性抵抗手

段概括为“韧武器” ，即选择不给被“拿走” （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借助于“集体（合作）力的效

应，使弱者面临的问题公开化，获得行动合法性。［６］罗亚娟在对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依情理抗争” ，即农村依据习惯性的情理采取抗争行为，对相关法律几无了解，并具有寻

求调解的偏好。［７］徐昕分析了农民工维权行动中的自杀行为，提出“以死抗争” ，这一农民工以

生命为赌注的抗争策略，为一种非到不得已时而为之的最后救济———底线救济。［８］

目前学术界关于底层抗争的研究，不论是“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还是“道义伦理—底层政

治”的分析框架，从抗争策略上来看都偏重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 不论正式的有组织的抵抗，
还是利用弱者的武器都属于行动者理性选择的行为。 既有研究忽略了行动者处于社会结构中，
行动的选择受到结构的形塑，结构对个体的行动选择有着制约。 吴毅指出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

导因于乡村社会中各种既存的“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的阻隔，［９］何绍辉进一步提出农民利益

表达受到日常生活理性与村庄生存规则等制约。［１０］吴毅、何绍辉的研究注意到了场域对农民利

益表达的行动选择与实践效果的影响，但他们讨论的场域仍为传统均质化的乡土社会，并未注

意到村庄社会场域处于动态的变迁中，阶层分化这一变量未受到关注。
本文在浙北 Ｓ 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阶层分化背景下，富人阶层

依托经济资源与社会关系实现对村庄权力的垄断，主导了利益分配秩序，底层在利益分配格局

中被排斥。 利益受损的底层通过上访等正式抗争行动进行利益表达，但富人依托阶层间的经济

关联吸纳了血缘、趣缘等关系，建构起庞大的“权力—关系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从而消解

了底层的正式抗争。 在制度性的抗争策略受阻情况下，底层寄希望于通过弱者的武器等软抵抗

手段引起富人阶层的回应，但富人阶层主导了村庄公共空间与舆论，弱者的武器无法产生效用。
底层正式与非正式抗争行动的无效使得底层仍处于被利益分配格局所排斥的境地，而且富人阶

层在村庄社会依靠日常生活与仪式性人情的炫耀性消费的公开展示所对底层的压制与排斥，使
得阶层之气不断蓄积，阶层之间出现对抗的几率增加。 为防止村庄社会失序，重构既有的村庄

治理格局与阶层关系结构成为必然，这主要依托政府的积极介入，以实现村庄社会的和谐有序。
Ｓ①村位于浙江省北部，与萧山、绍兴毗邻，浙赣铁路从镇西边穿过，浦阳江纵贯南北，水路、

陆路交通发达。 全村共有 ２９２５ 户，７８２３ 人，耕地面积 ２０００ 余亩。 Ｓ 村为 Ｄ 镇政府所在地，Ｄ 镇

素有“五金之乡”之称，辖区内工业企业近 ４０００ 余家，其中年销售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企业有 １０１
家，大部分村民都在本地务工。 Ｄ 镇初步形成了以铜加工、汽车零部件、制冷配件、中央空调、新
型管材管件、绢丝纺织、电线电缆等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集群格局，产生企业集群效应。

二、“单向度”村庄治理：底层抗争的形成背景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村民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富人群体借助于经济资本、社
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相互转化，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的继替。 笔者将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称之为

“单向度”治理，具体而言操作为两个维度：一为治理主体的单一化，另一为治理逻辑的私人化。
底层成为村庄治理中被动的他者，在失衡的利益分配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

（一）村庄治理主体的单一化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基于个体的资源禀赋、社会资本与把握市场机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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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学术惯例，文章的人名、地名皆为化名。



形成村民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分化。 约 １０％的村民依靠经营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年收入在 ５０
万元以上，他们构成富人群体。 富人的企业多在村里，他们生活面向于村庄，在村里建有住房，
参与村庄的人情交往与公共事务。 约 ３０％村民依靠作为富人企业产业链的下游为其加工零部

件或在大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年收入在 １５ 万 ～ ５０ 万元，他们成为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在经济上

对富人的依附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自主性。 剩下 ６０％的村民主要在富人企业里务工或从

事农业，年收入在 １０ 万元以下，一部分家庭因为劳动力缺乏年收入低于 ５ 万元，他们成为村庄

的底层。 富人在获得经济地位后凭借经济动员与关系动员推高村庄政治的门槛，实现了村庄权

力继替，底层则被排斥在外，富人治村在利益密集型地区成为普遍趋势。
Ｓ 村村庄选举从 ２００４ 年起变得异常激烈，这与经济发展对农村土地需求增加而引起频繁的

征地拆迁时间高度契合。 仅就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 Ｓ 村就因建煤气站、粮食局仓库以及铁路被征去

耕地近 ３００ 亩。 ２００４ 年以前村庄选举保持平稳，村干部当选的标准为有威信、办事公道，经济

条件处于次要地位。 ２００４ 年以后经济条件成为村干部选拔的首要标准，这从现在村两委成员

经济条件可以清晰看出。 Ｓ 村现在有 １４ 名村两委成员，除了妇女主任之外，其他 １３ 位都属于年

收入在 ５０ 万元以上的富人阶层，事实上妇女主任的收入也很接近富人阶层的标准，富人阶层实

现了对村庄政治的主导。
富人治村格局的形成依托富人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建构通过平时的互动交

往、资金与信息的提供等，这一部分主要为阶层地位相近的。 对于一般关系的村民则需要经济

手段，由于村干部身份附着的巨大经济社会利益，选票价格自然水涨船高，起初一张选票只需要

几十元，现已涨到一两千元。 决定选举胜负的几张关键选票价格更是高得离谱，２０１２ 年 Ｓ 村村

主任竞选一户村民 ７ 张要价 ８ 万元。 每一竞选主职村干部的村民都有专门的选举团队，内部有

着负责提意见、游说、计票等细致分工。 富人为竞选主职村干部花费的金额都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
２０１２ 年 Ｓ 村的邻村 Ｗ 村一村民为当上村主任花费了 １１００ 多万元。 村干部当选需要雄厚的经

济资源与社会资本，这些恰是底层所缺乏的，富人通过推高村庄选举的门槛实现了对底层的排

斥。 富人阶层在当选后普遍以不领取工资，为村庄事务贴钱的策略换取道德资本，富人阶层借

此积聚起丰厚的象征资本，由此富人阶层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道德资本于一身，
且这些资本相互转化与强化，阶层结构趋于封闭与固化，底层受到全方位的排斥。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 Ｓ 村两委班子成员经济收入与阶层归属情况①

姓名 职位 职业 年收入情况 归属阶层

陈庆 村支书 企业主 ２００ 多万元 富人

冯兰 村主任 企业主 １００ 多万元 富人

陈青 支委 企业主 ８０ 多万元 富人

蔡铭 支委 企业主 ８０ 多万元 富人

陈晓 支委 企业主 １００ 多万元 富人

陈高 支委 企业主 ３００ 多万元 富人

钱友 支委 企业主 ７０ 多万元 富人

陈海 村委 企业主 ５０ 多万元 富人

陈江 村委 房屋出租 １００ 多万元 富人

陈雨 村委 经营物流公司 ９０ 多万元 富人

蔡林 村委 企业主 ６０ 多万元 富人

陈辉 村委 企业主 ７０ 多万元 富人

李军 村委 企业主 ６０ 多万元 富人

陈丽 妇女主任 家庭作坊主 ４０ 多万元 中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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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摘引自杜姣《浙江 Ｄ 镇村治模式》 （未发稿） 。



（二）村庄治理逻辑的私人化

富人阶层之所以投入巨大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参与村庄选举，在于村干部这一政治身份

不仅能够收获面子与社会地位等象征资本，而且可以主导各种集体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格局，形
成精英内部的分利秩序。 随着工业发展以及城镇化推进，城市对农村土地需求度提高，农村土

地利益快速升值，村庄利益高度密集，村干部支配着集体土地资源开发以及宅基地指标分配等。
Ｓ 村隶属的宁县政府为了调动基层组织在征地拆迁中的积极性，实行“留地”政策，即按照征拆

面积返还一定比例到村，返还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可用于工业与商业开发。 依照政策 Ｓ 村享

有 ３０ ～ ４０ 亩的“留地” ，其具体用途以及收益管理都掌握在村干部手中。 Ｓ 村村干部大部分都

办有企业，他们对土地需求大，土地资源最终流向他们手中。
农村宅基地作为建设用地可用于建厂房或向外出租，城镇化的发展造成村民宅基地财产属

性凸显，宅基地价值迅速升高，而宅基地指标的分配由村干部决定。 上级政府为了推进城镇化，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变得严格，采取偏紧的供给政策以及严厉打击违建。 ２０１２ 年

Ｓ 村近 ３０００ 户只有 ６ 个建房指标，宅基地供需失衡。 村主任实行市场化的竞标手段分配宅基地

指标，这看似符合形式正义，但一个宅基地指标被抬到了 １０ 万 ～ ２０ 万元的高价，严重超出底层

的经济承受能力，大部分宅基地指标流向富人。 富人大多在村庄已有住房或在城里买房，他们

获得宅基地指标是为了修建庭院等发展性需求，底层则是为儿子完成娶妻的人生任务，这属于

底线的生存需求。
农村宅基地本身发挥着社会保障作用，“居者有其屋”为个体的基本生存权，但在农村宅基

地财产化的背景下形式正义的宅基地分配政策实质上为不公平与非正义，底层与富人阶层的宅

基地占有状况存在很大反差。 村民陈国强，身体残疾，平时以开三轮车拉客为生，老婆在村里企

业做一线工人，儿子高中毕业就在打零工，现一家三口居住在四五十平方米的平房里。 随着儿

子接近婚龄，为儿子建房成为一家人的首要任务，否则就娶不上媳妇。 但一块宅基地指标近 ２０
万元的价格，加上房屋以及装修，至少要花 ４０ 万元，远远超出家里的承受能力。 村里像陈国强

这样几代同堂的底层家庭很多，而村干部的宅基地动辄一两亩，村主任的宅基地达到了 ３ 亩，里
面凉亭、假山、池塘等一应俱全。 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的社会后果是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权利

化与普通农户家庭再生产受阻。 底层作为整体被排斥在村庄资源分配秩序之外，引发了底层对

既有利益分配秩序的严重不满。
村干部不仅决定着村集体资源的分配，而且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上级政府为了调动村干部的

工作积极性通过包干制默认村干部一定的剩余利益索取权。 上级政府在征地工作前会将青苗

补偿款统一拨付到村里，由村干部负责核实农户青苗种类与面积，上级政府拨付金额往往高于

村干部做工作的实际花费。 Ｓ 村由于靠近城镇，村民早已有征地预期，因而耕地上多为种植花

卉苗木，村干部对农户青苗补偿的评估依照私人化的差序格局进行利益分配，与村干部社会关

系从密切到一般，分得的补偿数额随之递减，而与村干部关系近的多为村庄精英，广大的底层则

被排斥在外。 不仅如此，征地拆迁过程中村干部还可以通过承接工程获益，这些获利机会为村

干部所垄断，底层则毫无机会。
从村庄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的阶层归属得知，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社会资源

的分配具有相当的契合性，经济资源越多的人，相应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也越丰富，反之亦然，
这表明社会分层的封闭性正在凸显。［１１］阶层结构解构了传统先赋性的血缘、地缘关系，个体凭

借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而归属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边界清晰。 固化的

阶层结构是富人阶层有意形塑的结果，他们依托经济资源攫取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道德资

本，且精英内部结盟以此与底层形成区隔，诱致底层形成我们（穷人）与他们（富人）的阶层区

分。 底层在富人主导的村庄秩序中处于相对剥夺地位，他们对富人阶层的怨恨与不满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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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因而底层对富人阶层主导的分利秩序的抗争以重塑利益分配格局背后体现的阶层之间的

冲突。

三、“压制型”阶层结构：底层抗争实践困境的原因呈现

富人阶层主导的权力格局将底层排斥在外，双方缺乏公平的协商对话的平台，底层在利益

受到直接损害甚至基本生存权遭到剥夺后，抗争就成为必然选择。 底层抗争包括两种实践类

型，正式的公力救济与非正式的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提出农民抗争实际上以弱者的武器为主且

弱者的武器能够发挥效用，然而斯科特却忽略了对农民抗争背后的社会结构的探讨。
笔者实证调研发现底层抗争无论是正式抗争抑或弱者的武器都难以发挥底层的预期效用，

究其原因在于“压制型”阶层结构。 本文将这一结构操作化为权力关系网络与文化象征网络两

个维度：一方面，富人阶层依托经济关联吸纳了传统的血缘、地缘、趣缘等关系，建构起笼罩性的

权力关系网络，底层的上访行为因为无法冲破这一结构之网而受阻；另一方面，富人主导了村庄

公共空间与社区舆论，底层通过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被定义为无正义的谋利行为，因此富人阶

层对底层的软抵抗采取漠视与不在意的态度，弱者的武器同样处于失效境地。
（一）底层抗争的两种实践类型：正式抗争与弱者的武器

上访作为底层在利益受到损害后援引国家权力进行公力救济的重要途径，在 Ｓ 村底层上访

的主要事由为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村级账目混乱与土地征用中的违法等。 ６７ 岁的村民金

友根，以打零工与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两个儿子都在本地企业打工。 金从 ２００８ 年起开始上

访，上访的事由为县粮食局在征 Ｓ 村土地建仓库时未将建围墙的几亩耕地算在征地范围，以及

村干部评估青苗时对他家的 ３．５ 亩耕地补偿了 ２ 万多元，金认为补偿偏低。 金先后去过街道、
县信访局、国土局多次，还给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以及国家信访局写举报信。 除了征地拆迁中的

矛盾，宅基地分配不公在上访类型中同样占据很大比重，例如 ５３ 岁的上访户陈军，与老婆两人

在菜市场卖蔬菜，大儿子 ２４ 岁，小儿子 ２１ 岁，都达到适婚年龄，一家四口现居住在上世纪 ８０ 年

代建的两间平房里，屡次向村里申请宅基地都没有批准，因而通过上访途径维护权益。 虽然金

友根与陈军上访的直接缘由为自身利益受损，但他们反映的诉求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为对既有

阶层利益结构的反抗，他们的利益与整个底层群体的利益有着高度一致性，成为底层利益的代

表人。
除了正式的制度性抗争，底层在日常生活中援引弱者的武器以实现对富人阶层行为的软约

束。 弱者的武器具体包括偷盗与损坏村庄公共财物、私下的抱怨与谩骂等。 Ｓ 村村委会办公大

楼的垃圾篓、洗手液、办公用品等物品经常丢失，为此村里于 ２０１１ 年装了摄像头，但仍无济于

事。 村委会外面广场的景观树经常被划伤、树皮被剥落以及花坛里的鲜花丢失。 除此之外，村
民虽然已经同意了村庄公共工程的兴建，但仍会在项目建设中进行暗中的阻拦与破坏。 在村庄

调查时经常见到一小拨村民聚在一起议论村委会办公大楼以及道路的工程质量差等，认为村干

部肯定捞取利益而对村干部进行抱怨与指责。 这些口舌之战构成了底层农民“日常反抗”的核

心部分。［１２］底层希望通过弱者的武器争夺村庄舆论与话语权等象征资本，为自身的抗争行动增

添合法性，从而重塑既有阶层利益分配格局。
（二）底层抗争困境的原因呈现———“压制型”阶层结构

无论是正式抗争，抑或弱者的武器，在实践中面临着被瓦解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压制型”
阶层结构，富人阶层成为阶层结构的主导者，底层则成为被压制的另一方，具体而言可从富人阶

层建构的权力关系与文化象征网络两个层面予以理解。
底层的上访抗争之所以受阻，主要在于富人阶层塑造的“权力—关系”网络将大部分底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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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地笼罩于其中。 杨华依据不同阶层在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将其分为关系主导阶层、关系

自主阶层与关系依附阶层，并分析阶层间的互动模式。［１３］ Ｓ 村隶属的 Ｄ 镇已形成密集的产业

链，企业间存在横向与纵向的分工合作，经济高度关联导致富人阶层内部社会交往频繁。 中间

群体作为富人企业的下游或在富人企业从事管理，在经济上对富人阶层高度依附，底层也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富人阶层提供的经济机会，富人阶层凭借经济权力建构起超阶层的社会关系网

络，而村干部归属于富人阶层，这一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村干部的治理资源。 富人阶层建构的社

会关系网络吸纳整合了传统的血缘、地缘与趣缘等关系，将大部分村民笼罩进来，使得底层的上

访行动难以冲破这一结构之网。 像上文的金友根在上访几次后，村支书得知金的大儿媳在村里

一富人企业里当会计，村支书与这一老板为好朋友，老板以辞退金的大儿媳为威胁让其做通金

的工作，金最终只得放弃上访。 陈军在打算上访时村主任了解到陈与一远房堂兄关系最为亲

近，陈的堂兄经营着五金加工的家庭作坊，平时对陈的帮助多，村主任通过陈的堂兄，让其做陈

的思想工作，陈军最终放弃上访。
不仅底层正式抗争处于被瓦解境地，非正式的弱者的武器同样处于无效境地。 原因即在于

富人阶层不仅主导了利益分配秩序，而且主导了公共空间，在村庄意识形态争夺层面富人阶层

占优，底层依然处于不利地位。 在广场、老年人活动室以及小卖部等公共场所，富人阶层掌握话

题的设置权，内容多围绕闲暇安排、日常消费以及村庄公共事务等，且富人的意见处于支配地

位，富人阶层通过公共空间积攒起象征资本，而底层更多扮演被动的倾听者，他们被排斥于公共

空间之外。 “公共场合，穷人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富人都谈论最近去哪里旅游，谁家房子装修

得好。”底层在公共空间受到排斥之后只能选择私下的交流或退守到家庭，他们对富人阶层的不

满与怨恨只能以隐匿的私下途径展开。 富人阶层在主导村庄话语与舆论格局后，将底层的抗争

行动建构为“谋利” ，希望通过这一负面标签消解底层抗争的合法性。 富人阶层主导着村庄话

语权使得底层无法通过弱者的武器积攒象征资本，从而调适既有利益分配秩序，相反富人阶层

对村庄公共空间的主导强化着既有阶层利益分配秩序，阶层间边界更加清晰，阶层结构愈加

固化。
富人阶层对村庄公共空间的主导使得底层通过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难以发挥应有效用，这

一结论在与低度分化的传统乡土社会比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斯科特在分析东南亚农民的抗

争中指出底层更多运用弱者的武器对地主与政府施压，弱者的武器之所以能发挥效用，在于双

方认同的底层“生存—道义”伦理。［１４］从村庄社会结构来看，传统乡土社会分化程度低，村民间

的关系网络以先赋性的血缘、地缘为基础，社会流动低，村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交往中生发出熟

悉与亲密感。 村民间的亲密、信任关系通过仪式性事务与日常生产生活的互助合作得以维系与

强化。 村民对村庄生活有着稳定预期，社区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广大底层农民手中，另一方面

底层塑造的地主阶层有着扶助底层的道义责任又获得了国家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地主

阶层认同这一生存伦理规范。 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村民间的经济收入出现巨大分化，富人

阶层对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本的追逐塑造了阶层间的清晰边界。 村民之间在耐用消费品与仪式

性人情的消费、居住空间、婚姻圈、闲暇活动等方面形成了以阶层为基础的圈层，富人阶层与底

层之间有着全面的区隔。 阶层关系消解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附着在此基础上的注重人情

互惠的交往规则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注重利益的理性算计的现代交往规则。 从传统乡土社

会向现代理性社会的转变，底层原有的以弱者的武器激活与积累象征资本从而调适利益分配秩

序无法再发挥效用，富人阶层不仅不再认同传统伦理规范，而且主导着象征资本的分配秩序，即
由富人界定“好与坏” “正确与错误”的是非判断的价值标准。 底层正式与非正式抗争的受阻塑

造了底层多重的被剥夺感与被压迫感，使得底层形成了对富人阶层的结构性怨恨，这种情绪不

断上升演化为“阶层之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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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的积聚升华：底层抗争的演化后果

从社会冲突视角看，底层的抗争行动不仅发挥着表达利益诉求的功能，更是宣泄对立情绪、
缓解紧张状态的安全阀机制。 应星认为集体行动中基层政府对行动精英惯有的强力打压引发

了“气”的升华，使得抗争行动变成了为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殊死斗争。［１５］应星分析的“气”
为个体之气，即集体行动中的精英对于政府打压的反应。 然而，阶层分化背景下底层抗争的无

力与无效带来的结果为阶层之气的累积，底层在抗争行动中受阻感受到的是底层整体人格尊严

与做人的价值受到剥夺，因此应该为了底层整体的生存而斗争。 “现在富人不管穷人死活，只知

道追求自己的利益，穷人应该与富人展开斗争。” “我们将为村民利益上访的村民视作英雄，他
表达了底层的心声，因此我们支持他上访，做他的后盾，支持他与富人作斗争。”底层的话语中充

满对富人阶层的不满，实质上反映了底层对富人阶层的结构性怨恨，“阶层之气”得以形成，这
一情绪在底层抗争行动受阻后又不断再生产出新的“气” 。

底层阶层之气的产生与累积有两种途径，一为上文阐述的底层被排斥在富人阶层主导的利

益分配秩序之外， 另一为富人阶层对村庄社会交往与公共生活的主导。 富人阶层为了实现社

会地位的阶层确认，［１６］依托炫耀性人情的公开展示，不断推涨礼金数额、酒席规模与档次，从而

将底层不断排斥出去。 现在富人办酒席一桌不低于 ３０００ 元，规模多的在 ５０ 桌以上，随礼数额

起步 ５００ 元。 底层必须紧跟富人的标准，否则就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负面评价，“办不起就不要

办” ，因而底层只能选择缩减人情规模，人情范围从趣缘收缩到地缘再到血缘，最后直到不办人

情，底层的人情圈愈加狭窄，而富人则呈不断扩大趋势。 人情往来作为村民间社会交往的基本

内容，随着富人不断推涨人情消费，底层不再能办得起人情，也没有能力进行人情交往，走人情

使得底层面临承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底层逐渐被甩出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沦落为“说不起

话、做不起人”的边缘群体。 当村落社会中人情交往的“品味”被先富群体注入的财富不断升

级，缔造社会纽带的礼物交换就越来越成为阶层排斥的手段。［１７］除了借助人情实现阶层排斥，
富人阶层在婚姻圈、居住空间与闲暇活动安排方面与底层之间呈现出很大的区隔。 富人阶层闲

暇活动的内容及场域与底层之间存在质的区别，村民间的社会交往以阶层位置为基础形成不同

的圈子，富人阶层与底层间往来很少。 个体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以及村庄舆论完全由富人掌

握，经济收入水平为获致社会地位的首要条件，底层再难以收获面子与认同，他们对村庄生活的

归属与意义感降低。 村庄社会生活中富人的持续性与全方位的对底层的压制与排斥，使得底层

变得消极与小心谨慎，村庄生活褪去了温情脉脉的一面而变得冷冰冰与陌生化，导致底层对富

人阶层更加不满。 富人阶层对村庄公共空间与舆论的主导，剥夺了底层作为社区成员的做人与

人格的基本生存权，强化了底层将自身所处状况为富人阶层主导的结果的认知，导致底层愈加

希望通过抗争重塑既有阶层关系格局，在抗争受阻后底层的“气”又不断累积，反过来又增加了

底层抗争的决心，推动底层抗争的升级演化。
底层的“阶层之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处于隐匿状态，但随着底层对富人阶层不满与怨恨情

绪的蓄积，底层与富人阶层的一个小摩擦就可能成为点燃阶层之气的导火索，由此阶层间出现

剧烈对抗，村庄社会秩序陷入崩溃。 阶层之气需要有情绪的宣泄机制，使得消极情绪得以释放，
但在富人阶层对底层全面的压制与排斥情况下阶层之气的疏解渠道瓦解，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

所在。 在 Ｓ 村调研时已经出现一部分底层村民将那些敢于为底层利益上访的村民看作为英雄

以及为上访户提供资金与舆论支持，上访户也在积极动员更多的底层一起上访，底层内部联合

趋向增强。 目前底层虽然停留在自在阶段，尚未转化为自为阶层，但阶层对抗话语开始在村庄

传递蔓延，并且随着底层之间社会交往与互助合作的增多，底层的阶层认同意识正在形成，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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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对立性增强。

五、重构与再造：缓解底层抗争的路径

虽然当前村庄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失序，但富人阶层主导的“压制型”阶层结构只是暂时

将积攒的矛盾抑制下来，并未得以根本解决，从长远来看阶层间出现对抗行为几率大幅增加，因
此探讨缓解底层抗争的路径成为必然。 底层抗争的生成及实践困境与村庄治理格局、阶层关系

结构紧密相关，对于上述结构的重构与再造需要外部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
（一）从“单向度”到多元化、公共化：村庄治理格局的重构

“单向度”村庄治理存在治理主体的单一化与治理逻辑的私人化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利

益分配结构的失衡成为引发底层抗争的深层原因。 为此村庄治理格局调适的方向为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与治理逻辑的公共化，首先村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依托于政府对村庄选举的监

督。 当前富人群体依靠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动员成为村庄治理主体，无论是中间群体抑或底层皆

被排斥在外。 具体而言，政府应出台政策严厉打击贿选，实现村庄选举的公正，保障各个阶层成

员有均等机会参与村庄政治，提高底层的政治效能感与尊严感。 其次，村庄治理逻辑的公共化

需要政府设计村务公开与监督等制度，为各阶层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决策与监督提供渠道。
在东部利益密集型的村庄，治理的关键即为利益分配，公共化的村庄治理要求利益分配的方案

为各阶层共同讨论与协商的结果，以实现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 保证利益分配结构的公共性，
能够改善底层的生存处境，减轻他们的社会压力，减弱由于阶层分化带来的阶层对立，有利于从

根源上真正缓解底层抗争。
地方政府对加强小微权力的监督有着很多制度创新，典型的如浙江宁海的“村级权力规范

３６ 条” 。 这一制度不仅列出了权力的清晰边界，而且规定了权力运行的具体程序。 此外在制度

设计中强化了三重监督以制约村级权力，即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同级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

以及自上而下的县乡政府监督。 通过清楚地界定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运行的程序和广泛引入

群众及政府部门的监督，推动村级权力走向法治化、透明化和服务化。 浙江宁海的制度创新有

助于理解外部国家如何介入到乡村治理秩序的塑造中，这一制度试图解决的问题即为通过对村

干部权力进行制度化规范，恢复村庄权力运作的公共性，保障各阶层对村庄政治的参与。
（二）从“压制型”到平等型：阶层关系结构的再造

阶层关系结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压制型”阶层结构下富人阶层借助于权力关系

网络与文化象征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使得底层抗争难以冲破结构之网。 因此阶层关系结构

再造的方向为平等型，首先需要培育与壮大中间阶层力量。 中间阶层的力量壮大能够推动社会

结构从当前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实现阶层间的关系粘合。 中间阶层作为上层与下层的缓

冲层，其与上层和下层都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够为阶层间的利益协调与沟通提供平台，增强阶

层间的社会关联。 政府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金融与税收等政策方面对村民予以支持，为更

多的村民提供经济机会，进而推动中间阶层成为村庄治理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与担纲者。
其次需要积极营造社区共同体。 传统时期农民弱者的武器之所以对地主阶层产生约束与

阶层间共享一套社区伦理紧密相关。 当下村庄社会关联度低，富人阶层主导了社区舆论，因此

政府应引导村庄公共文化建设，再造社区共同体。 具体而言，政府应倡导理性消费，开展如“好
媳妇”与“和谐邻里”等公共活动，重塑阶层间互助合作的地方性规范，使得各阶层有着平等机

会获得面子与认同。 此外，政府应提倡移风易俗，约束异化的社会竞争，恢复仪式性人情原初的

互助合作功能，推动村庄成为温情脉脉的认同与情感共同体，实现村民对村庄生活有着长久的

稳定预期，在村庄中获得归属感与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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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底层抗争在转型期利益结构剧烈调整与重塑的背景下必然层出不穷，既有对底层抗争研究

偏重于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且受到结构的形塑。 在东部经济

发达村庄，村民间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使得村庄

阶层分化日益明显。 富人阶层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的继替，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可称之为“单向

度治理” ，包括治理主体的单一化与治理逻辑的私人化两个特征。 底层在失衡的利益分配结构

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通过包括正式的上访与非正式的弱者的武器等行动进行抗争成为底层的

合理选择。 然而底层抗争实践面临被瓦解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压制型”阶层结构，富人阶层

依托权力关系与文化象征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使得底层难以冲破结构之网。 底层抗争的受

阻与在村庄社会生活的被区隔，使得底层的阶层之气不断积聚升华，阶层间出现对抗行为几率

增加。
虽然当下村庄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失序，但“压制型”阶层结构只是使得阶层间积攒的矛

盾处于隐性的潜伏状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从长远来看阶层间社会冲突发生几率大幅增

加，因此探讨真正缓解底层抗争的路径成为必须。 政府应积极介入到村庄治理格局与阶层结构

的重构与再造中，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底层的政治参与权利以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培育与壮大中间阶层，营造社区共同体，引导村庄文化建设等策略应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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