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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将新 生 代 农民 工 的 留 守 经 历 放在嵌入 性视角 下 进行 考察 发

现 新 生代农 民 工 呈现 同 时脱 嵌于 乡 村 与 城 市 社会 的 扣点 ， 且
“

双 重脱 嵌
”

之

间 具有 内 在 的逻辑联 系 ： 留 守 经 历 导 致新 生 代 工 人脱 嵌于 乡 村社 会
，
而 这一

主 体性伴 随其进入城 市 ，
导 致其脱 嵌于城 市 的 劳动 现场 。 双重 脱嵌下 的 新 生

代农 民 工处 于持 续不 断 的流 动 与 漂 泊状态 从 而使得 自 为 意义 上 的 阶级形成

面 临 重 重 困 境 。 在此基础 上
， 本 文 与

‘‘

工 厂 政体
”

和
“

未 完 成 的 无 产 阶 级化
”

两 种 工 人阶 级形 成 的解释遝辑 展开 了 对话 指 出 工人 阶级 的 形 成 还 需要考 虑

具体历 史情境 下 的 重 新嵌入 问 题 。

关键词
：
新生 代农 民 工 阶级形成 双 重脱嵌 劳 动表现

在当代 中 国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工厂
，
继承父业成为农民

工 。 这些农 民工子女 中 很多都具有 留 守经历 。 实际上 从父母外 出

打工开始 ， 农村 留守儿童便 已卷入了 阶级再生产的过程 中 ， 与 世纪

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类似 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非常狭窄 ，

“

做

工
”

、成为新工 人是大多 数人 的选择 （ 周 潇 ， ， 威 利斯 ，

。 借用波兰尼提 出 的
“

嵌人性
”

视角 ， 本文将以作者在珠三角 、 广

西 、 安徽等地的 田野调查为基础 ’ 考察留守经历所导致的新生代农 民工

同时脱嵌于乡 村和城市社会的现象 以及
“

双重脱嵌
”

与新生代农民工

在城市中 的劳动表现之间 的逻辑关系 。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进
一

步讨

论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所可能具有的影响 。

本文在 写 作和修 改过程 中 得到 了 郭于 华教授 、沈 原教授 、 应星教授 的 指导与 帮 助 ， 作者

在 此致以诚挚 的谢意
。

本文 同 时获益于 匿名 审稿人所提 出 的 富有建设 性的 意见 。
文责

负

① 根据 年的
一

项外来工抽样调查
， 第二代农民工 占 其 中 具有

“

流动
”

和
“

留 守
”

经历 的新 生代农民工分别 占 和 梁法 。 不 过
，
该研究对 于

“

流动
”

与
“

留 守
”

的 界定都要窄 于通常所谓的
“

流动 儿童
”

与
“

留 守 儿童
”

。 这一数据 比其 它研 究 中

得到的 留 守儿童 占据农村儿童的 比例要低 段成荣 、 周福林 段成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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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 的阶级形成

一

、嵌入性视角下的阶级形成

一 阶级形成的文化一社会因素

在马 克思看来 ， 劳工的根本属性乃是作为资本家一无产阶级二元

对立的产物 ，
这是

一

种结构决定 的视角 ， 相对而言劳工主体性的生成过

程不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 自 在 阶级到 自 为阶级的 自 然跨越尤其暗示

了这
一

点 （ 马克思 ， 。 在马克思那里 ， 这些主体性所对应 的是资

本 主义社会特定的主体性 ， 劳工属性以不言 自 明 的形式存在 ： 意识上的

商品拜物教 、 市场参与中形式平等与 自 由 等理念的获取 ，
以及作为改造

社会 、 埋葬资本主义体系 的 革命者 等等 （ 谢国雄 ， 查克拉 巴 蒂 ，

。 而汤普森对工人生活的人类学式的研究 引人 了阶级经历的概

念来讨论阶级主体的生成 ， 将理解工人阶级的视野带到 日 常生活和劳

工主体世界中 在具体的社会关系 中理解工人的生成 （ 汤普森 ， 。

既然工人的抗争行为并不是 由 生产结构所决定从而 自 然而然地产生 ，

那么塑造工人主体性 的社会背景就成为关注的焦点 。 工人阶级的认同

方式 、 行动逻辑与产生他们 的社会背景有什么联系 ？ 在不同 的代际之

间有何传承 、 又有何变化 ？ 自 汤普森以后 ， 从生活阅历与阶级经历讨论

阶级形成的 思路渐成风气 （ ， ；

与着眼于劳动过程 的 理论进路构 成分庭抗礼之势

。 例如 ， 在对工业化早期 的西欧工人抗争的研究

中 人们发现
， 是工匠等手工业工人而非工厂工人 在工人抗争中 占 据

主导角 色 ，

“

世纪 的工人运 动诞生于手工工场 ， 而非黑暗邪恶的 工

厂
”

（ ， 。 随着商业资本的步步 紧逼
，
手工业工 人被 迫

进入到工厂中工作 ，
但是他们随之也将手工业者的传统带人工厂中 ， 尽

管失去了 自 己 的小店铺 但是他们依然集体控制着车间生产的各个方面

。 易言之 ，
西欧工人及其抗争的行为 是脱身于其

工匠传统的 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塑造了新式工厂中的劳工行为 。

这一

研究进路也影响到当代中 国的 劳工研究 。 世纪 年代 以

来受社会史影响的研究作品多将视角 置于工人的社会生活 中 ， 同 乡 、 行

会 、 帮 口 等传统的认同与组织方式被纳人到工人阶级认同与行动逻辑

的系谱上 ， 劳工的身份认同 和行为模式 中 的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特征一起进人到研究者的视野 （ ；
使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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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中从政治传统角度所进行的工人研究有了较大的改变 。 裴宜理更

是将工人行动主义的起源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认知方式 ， 认为它们是

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
，

一反将工人的认同分裂看成是 人行动与 阶级

形成的障碍的传统观点 ， 并 由 此对
“

铁板一块
”

的阶级概念提 出反思
，

在
“

不 同的工人有不同 的政治
”

（ ： 的视野下 社会与文

化情境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得到了呈现 。

二 阶级形成的嵌人视角

阶级形成的文化一社会视角 背后彰显了 另
一

个重要的传统 ： 人们

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嵌人性 关系 。 波兰 尼指

出 ， 嵌人性与劳动力 的商品化过程紧密联系在
一

起 。 首先 作为价值第
一

来源的劳动行为 ， 本身是嵌人于作为社会实体的
“

人
”

身上 的 ， 劳动

过程与亲属关系 、 邻里关系 、 同业关 系 和信仰关系 等生存的
“

有机形

式
”

紧密联系在一起 波兰尼 ： 。 其次 经济系统是嵌人于社

会系统的 。 在 自 发调节市场出现之前 所有已 知的 、直到西欧封建主义

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 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 ， 要么是再分配 要么

是家计 或者是三者之间 的某种组合 （ 波兰尼 ，
这都体现 了

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系 统的从属关系 。 这些经济形态 中大多数包含着市

场制度 ， 但是没有任何
一

种经济是由 市场来控制和调节的 。 正如城镇

作为市场的衍生物 ， 不仅仅是市场的保护者 ’ 同 时也是阻止它们 向 乡村

扩张 ， 防止它们侵蚀社会主要经济组织的手段 ， 城镇既屏护了市场 又

阻止 了市场的发展 （ 波兰尼
，

。 即便是重商主义 时期 ，

“

经济

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 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 的

附属特征 ，
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 地受着社会权威的 控制和规制

”

波兰尼
，

。

“

总市场
”

（ 是十分晚近 的产物

波兰尼
，

。 与
“

嵌人
”

相对应 ，

“

脱嵌
”

则指在土地 、 劳动力与

自然 的多重商品化之下 ， 自 律性市场 的发展所导致 的经济系统脱离社

会系统运行的状态 。 波兰尼认为这一

自 律性的市场从未彻底 出现 但

是 自 世 纪 以 来 这 一 倾 向 愈 演 愈 烈 ， 确 实 给 社会运 行造 成 了

极大的冲击 。

不难发现
， 文化一社会视角 下的 阶级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和嵌入性

紧密联系在
一

起的 。

一方面 ，

工人阶级形成总是与他们嵌人于某一文

化和社会形态这一

因素密切相关 塞维尔就 曾指出 手工业工人的 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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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与其行会规则 及纪律这种基本 的
“

社会认识
”

之 间 的 密切关系

， 卡兹尼尔森也曾讨论过居住社区与 工人阶级认 同之间

的关系 （ 另一方面 ， 现代工业的发展又总

是伴随着市场经济 的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 的角 力过程 伴随着工厂的

劳动规训与工人嵌人于原有社会体系 中的劳作习惯之间 的斗争 。
① 正

如汤普森所指出 的 打造一个产业劳动力 ，

“

需要一个对各种工作习惯进

行严酷的再造过程——这些工作习 惯包括新 的工作纪律 、 新的工作动

机 ，
以及使得这些动机得 以 生效的新的人性 的再造

”

（ ， ：

。 在欧洲 ， 这一

过程的进行并非易事 在美 国 这种再造更是令资本

家们颇感沮丧 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一波又一波来 自 农民家庭背景 的工

人的前工业价值观以及工作习惯作战 （ ， 。

伴随劳动问题在 中 国社会的不断突出 学界对于工人阶级形成 的

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并呈现
“

从生产到生活
”

的转变 （ 沈原

熊易寒
；
汪建华 、孟泉 ，

。 然而
， 大多数研究仍秉持劳动过

程视角 ， 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 民工如何生成不甚关注 ， 尤其是很少

关注构成新生代农民工最重要 的社会背景即 留守经历所具有 的作用 。

比较而言
“

嵌人性
”

视角 则提供 了理解工人 阶级形成的
一

条独特路

径 ， 通过强调工人阶级的生成过程及其社会背景 突 出 了 卡兹尼尔森所

谓
“

前资本主义或者前工业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 、政治体制 、 生活

方式 、 文化传统 、社会意识形态等因 素
”

的作用 （ 吴清军 ，
。 在这

一理论透镜下 ， 本文试图考察新生代农 民工独特的生成方式
，
尤其是其

① 匿名 评审 人之一指出 ， 嵌入 与工 人阶级形成之 间 的关 系 并非 简 单的
一

一对应关 系 ：

“

嵌入

并不 总是有利于 工人阶级 形成 脱嵌也并不总 是 阻碍工人 阶级 形成
”

，
例 如

， 嵌入 于 工 匠

传统与 宗教传统对于 工人阶级形成即 具有不 同 效果 。 笔者非 常 同 意 这一观 点 ，
实 际 上 ，

波兰尼在 《 大转型 》 中 即重点论述 了 作为社会 自 我 保护措施的 斯宾汉姆 兰 法令 对于工 人

阶级形 成的 负 面 影响
，

他指 出 ， 在土地等要素 已经市场 化的 条件 下
，
阻止 劳动力 的 市场 化

反 而会形成否认劳动者劳 动 力 市场价值的 效果
， 阻止或起码是延缓普通人的 无产阶级化

的 法令反而 使其失去 了 人 形 （ 波兰尼
。

某种意 义上 ，

年济贫法修正案将工人彻底推入市场 ， 这成为 工人降级形成 的起 点 。 不 过
，
波 兰 尼 同 时

也 指出 ，
工人 恶化的 状况既有 斯宾汉姆 兰 法令的 因 素 ， 同 时更是《 反 结社法 》 的 结果

；
而

工人阶级的 形成 虽 然始于 年 反映为 竞争性 的 劳 动力 市 场使人们不 得 不 赤裸裸地

面 对市场的侵蚀而深陷 绝境 ，

“

贫苦的 劳动 者在 无情机制的 压力 下被 结合成 了 这样 一个

阶级
”

， 但是阶级形成从逻辑上并非斯宾汉姆兰 法令取消 的 直接 结果 ，
而是工厂法和社会

立法的结果
， 最终完成的标 志是 世纪 年代 工会被承认 为工人提供有 效的 保护

。 易

言之 ，

“

脱嵌
”

虽 然构成 了 工人阶级形成的起点
，
但

“

自 为
”

意义上 的阶级形 成依 然 有待社

会 自 我保护和经济 系 统对于社会 系统的
“

嵌入
”

状 态的 实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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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对于阶级形成的影响 。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 自 年以来笔者在珠三角佛山 、

中山 和深圳等城市 以及广西 中部 的南镇和安徽东部的新镇 的 田 野调

查 。 主要调査经历包括 年 月 在南镇村庄及三所小学的观察
；

年 月 月 在佛山和中 山 两市的参与观察与访谈 年 月

月 在深圳 区的 田 野调查 年 月 年 月 以及 年

月 在新镇村庄及 中学的 田野调査。

二、

‘‘

脱嵌
”

于乡村社会 ：
追溯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

留守经历是农民外出 务工的逻辑产物 。 按照汤普森的 看法 ， 阶级

经历是植根于生产关系 的 ’
可以是亲身经历 也可以间接获得 。 父辈的

农民工经历直接塑造 了新生代农 民工 的成长经历 ， 从而也就在新生代

农民工与生产关系之间建立了联系 。 留守经历 由此成为新生代农 民工

成长的
“

预备役
”

，
不仅将他们推到 劳工 的道路上

，
而且也使其获得 了

不同于父辈的主体性 。

已有的 留 守儿童研究主要秉持问 题化预设与个体视角 ， 而缺乏结

构性视野 谭深 ， ， 阶级形成视角 则将 留守儿童的处境置于社会

结构变迁过程 中进行考察 ，

“

农民工生产体制
”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

新

生代农民工研究
”

课题组 ，
以及与之相关的

“

拆分型家庭模式
”

、

城乡 分割的学校教育等宏观因素因此纳人研究者的视野。 但是仅仅看

到这些宏观因素还是不够的 ， 从塑造劳动者主体的角度出发 我们还需

要对转变的社 区 、 组织环境下 的学校以及 巨变 的家庭结构等中 、微观因

素加 以细致考察 。

一 农民外出 与乡村社区伦理的变化

外 出打工之后 ， 乡 村的 内部联结明 显减弱 公共活动减少 社区 内

聚性降低 。 在新镇 虽然人们依然重视结婚 、 升学 、 生子 、 生 日 等人生节

点并为之举办宴席 但是由 于外出 的影响 ，绝大部分聚会都集 中在过年

等节 日 期间匆忙举行 ，
以往长达 天 的结婚宴席近年来往往被压缩到

① 根据学 术惯例 ， 本文所涉及的 县级以 下地 名及人名 均 为 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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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内 。 仪式的环节也被高 度简化 红白 喜事 的参与 只 是提供 了人

们聚集
“

干麻将
”

等赌博娱乐活 动的机会 。 与此相应 人们在 日 常生活

中关心的也是赚钱与购买私家车等消费活动 ， 村庄 的文化生活等活动

很少进入讨论 的话题 。 而在南镇 ， 由 于村庄文化生活匮乏 聚众赌博广

为流行 ，
人们在山头上搭棚昼夜赌博 。 年之后 买六合彩 、 中

“

特

码
”

成为乡 间人们见面的主要话题 ， 手机使广东打工的人和广西老家

留守者形成 了
一个六合彩买卖 的循环圈

，
人们在广东打工

， 在 老家报

单 。 耳濡 目染 ， 这样的环境对儿童成长带来 了消 极的影响 。

县城 里
，
父母重视一 点

，
基本在 家 。 即便是到 县城寄读 ， 爷爷

奶奶也陪着 ， 即便是玩也就是玩半小 时 ，
不像我们 这里 。 县城里 大

部分人看店 、 卖 东 西
，
懂的 知识 多 一 点 。 农村的 做早点 、餐饮

，
工作

内 容不 同 、 文化不 同 ， 对子女 的 教育 不 同 。 城市里 希望他们念 书 ，

希 望稳定的 工作 。 农村大部 分希望他们打工 。 农村基本抱着这个

态度 。 和 家长 的 素质有着 密切的 关 系 。 关键现在农村 父母也能挣

到钱
， 念书 和不念书 没有很 大 的 区 别 。 能念就念 、 不 能念就算 了 。

靠 天赋 。 都 是 独 生 子 女
， 都 有 一 点 惯 。 （ 新 镇 某 学 生 家 长

，

对学 生来说 ， 想 法就不一 样 了 。
他 觉得无 所谓 。 像 那种很积

极很想念书 的 比较少 。 以 前感 觉 比较 多 。 这些年打 工
，
经 济一 活

跃 了
， 初 中 生 的思想 变化也能感 觉到 。 以 前我们 拿一本书 ，

一个 练

习 册给学 生做 他 觉得你对他很重视。 你现在 和他说我有一本书 、

资料你拿去看 你 不懂随时来 问 我 ，
他不理睬你 。 （ 新镇 校教务

处主任

伴随农民外出务工
， 乡 村社区 巳悄然发生变化 社区伦理变动瓦解

了儿童成长的基础秩序 。 普遍的外出 和留守导致了 乡村社会生活的巨

变 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留守儿童本身 ， 而且会因 同期群所具有

的同伴效应 埃尔德 、 葛小佳 而作用于同 时期 的所有 乡 村儿童

身上 。

二
“

文字上移
”

与学校角色的改变

新世纪以来的
“

文字上移
”

（ 熊春文 成为影响儿童与社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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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的另
一

个重要因素 。 撤点并校之后 ， 学生往往需要到更远 的 中心

镇的学校去上学 。 乡 村学校原有的联接村庄社 区与国家的角 色逐渐式

微 。 农村学生上学成为接受城市文 明社会
“

熏 陶
”

、 背弃乡 村的 过程 。

观察学生所使用 的教材 ，
可 以发现绝大部分与社会场景有关的议题都

指向城市社会生活 （ 余秀兰 。 南镇作为少数 民族地 区 ， 学 习现

代知识 、推广抽象的城市文 明成为突出 的教学 目 标 。 为了便于管理
，
近

年来 南镇所在县的教育局一

直在推广教师的跨区流动 ， 明确要求教师

不得在本村任教 ， 旨在打破教师与村庄社区之间 的联系 ， 学校老师作为

村庄精英 、 主持公共活动的传统局面逐渐消失 。

而另一方面 ， 在农民外 出 的大背景下 ，农民家庭功能不健全
，
隔代

抚养很难培养孩子的行为规范 。 然而学校系统的这一系列变化却与现

实需要背道而驰 。 结构环境的变化导致了 留守儿童的成长被置于一系

列成长风险之下 尤其明显地体现为越轨行为的大量出现 。

我们这里爷爷奶奶都把孙子 当 客人看 ，
要不就是不 管 ，

要不就

是宠 爱 。 孩子在 学校 闹 事 ，
和他们 交 流过程 中 ， 我 们要他们 管孩

子 ，
他们说你 们 管啊

， 我们 管不 了 的 。 大 家 之间 就相 互踢 皮球。

新镇 校校长 ，

像我们 老 师也很无奈 将他送 回 家
，
二老都不 在 家

， 邻 家说他

也不 听 ， 批评他他是表 面接受但是思 想上照 旧 。 学校只 是教育机

关 ， 不是执行机关 做得过步 ， 你会犯法
， 谁也不 想犯 法 。 你要处理

他就要掌握分寸
， 掌握分寸 他抓住你的 弱 点——你反正不 能 对我

怎 么 样 ，
他就完全不理你 。 （ 南镇 校校长

近年来新镇学校一直试图通过家访建立 校家关系 ， 学校在期中 考

试与期末考试之后都会安排统一 的家访活动 ，
不少班主任已 经将本班

所有学生家都跑遍了 。 然而 ， 这一努力 同样 因为学生家庭教育和父母

缺席 的限制而收效甚微 。

我刚 下 来的 时候把我 们 班所有 学生 家都跑光 了 ， 有些 去 了 几

趟 。 有效果 ， 但并不是特别 明 显 。 主要是他爷爷奶奶没有付 出 实

际的行动 ， 我们 讲 了 再多 ，
不要看 电 视 、 手机 他 （ 家 长 ） 不会改 变

，

他管不 了 。 我们去所取得的 效果是什么 ？ 就是学 生会觉得老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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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负 责任
， 学生 会 因 此觉得老 师 对我就如 同 父母一样 的

， 管 着我

们
，
在教导我 。 他做不好 的 时候就觉得对老师有愧疚 。 总结 来说 ，

家访对情商高 的 人有 用 ，
对情 商低的人没有用 。

（ 新镇 校某教

师

在社区伦理变化和学校系 统调整 的双重影 响下
， 家长对于孩子 的

期望也在发生变化 。 最明显的是对于教育的期望降低 。 原来学校是 乡

村社区 中重要的社会化机构 提供 向上流动的渠道 现在学校最重要 的

任务变成保证学生
“

安全
”

，
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

一

种低成本组织机构 。

有些爸妈 支持 （ 收手机 ） ， 但是 比例 少
，

左 右 。 大 部分 家

长 只 是表现说 ， 哦 我晓得 了 。 总体来说态度比较 消 极 。 我们 班还

有学生 父母买 一

台 电脑在家里给他玩。 我跟他说
，
教育他 ， 和他讲

父母的 感情
，
他眼泪 都淌 下 来 了 。 我 第 二 天和他说

，
你把 鼠标给

我 。
他跟我说老 师我不干 ， 你 一定要收

， 那我就 不念 了 。 （ 新镇

校某教师 ，

那 几个成绩特别 差 的 学 生
，
爸妈不 在家 ， 我 给他们 打 电 话

， 他

们说我就把他放学校念 年 ， 念 完我就 带他 出 去
，
你 不要管 太 多 。

就这意 思
。 他说我管 不 了

， 我也 没 办法 。 他不 是没人管 ，
他管 不

了 。 他在 外 打工
， 打电 话的 时候 小 孩 听话

，
挂 了 电 话就 没听 了 。

新镇 校某教师 ，

在教育场域变化 、

“

文字上移
”

的新形势下 ， 学校原来所承担的社

会化与向上 流动的 目 标都遭到 了替换 ， 留守村校由 此也变成 了培养新

生代农民工的温床 。

三 家意义的丧失与新的心智结构

经历了漫长 的留 守生活以后 ， 留守儿童对农村逐渐背离 。 由于早

早地经历了与父母的分离 在持续
一

段时 间 的思念之后 ’ 孩子们开始

① 周 潇 （ 在 同
一地 区的 教育 民族志观察 到 大责初 中 生 辍学提前进入 工业场 所 。 与

传统辍 学行 为 中 的 贫 困 主 因 不 同
，
这种辍学是农 民

（
工 ） 及其子女主动选择 的行 为

，

其大

背 景则 是农民大规模外 出 务工下的村庄 变 迁与教育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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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父母不在身边 的 日 子 。 虽然不可否认对父母的 思念可能贯穿他

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 但是父母的长期缺位却已 经大大降低 了他们在

孩子心中 的重要程度 ， 由此也降低了 孩子对家庭的认同感 。 从其生活

的 意义上来讲 留守儿童 自 小就是为了 逃离农村而存在 农村意义的

抽空使得农村 的吸引 力与 向 心力 大大减少 。 日 常生活成为为 了 远方

父母所在的城市 ） 而辛苦等待的过程 ，
而 日 常所处的 乡 村本身失去

意义 。

南镇 家的个案就很好地说明 了这种区别和影响 。 是家里

的兄长 。 他家兄弟 人 早年已经分家 但是老二
、 老三都在广东 他们

的孩子都留给 照看 ， 这样 家里就有近 个孩子 。 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 但是老二和老三寄居在老大家的孩子心里并没有

建立起
“

这里是我家
”

的概念 。 日 常生活 中孩子吵架 老大家 的孩子就

会不 自觉显示出作为主人 的霸道
， 这种时刻让其他孩子深刻地意识 到

他们之间 的隔 阂 ：

“

不就是在你们 家吃饭而 已吗
”

此时 他们有
一

种
”

寄人篱下
”

的 自我意识 ，
而这种意识长期延续 、

不断强化 。

对于老一代农 民工来说 ，
乡 村社会在他们 的生长经历中充当 的是

虽然贫穷却丰富 、 鲜活和充满生活与社会意义的角 色
；
但是对其后代而

言 这种立体 的社会生活已经消失 ， 他们对乡 村生活的面貌的感受性大

大降低 。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像老一代
一

样经历了正常和丰富的公共

生活 对于村庄的
“

公
”

域的社会交往卷人不深 ； 另
一方面 他们 的成长

过程基本没有父母 的陪伴 ， 家庭认同感本已不强 而伴随他们成长的祖

父母 ， 则可能在他们离开家乡 不久之后就离开人世 其对于
“

私
”

域 的

家庭的依恋与认同也无从皈依 。 这
一

层断裂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重要 的

意义 他们对于农村的牵挂与根 由 由此不再 。

这是内在于社会行动者主体之中 、 由 留守儿童 的亲身认知所体现

出来 的农村社会的 断裂
，
郞布迪厄所谓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 的

“

心智结构
”

：

“

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 之间 ， 在社会世界的 客观划分

尤其是不同场域中 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 ）
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 的

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 间 存在着对应关系
”

布迪厄 、 华康德 ：

。 留守经历通过在社会个体身上烙下印记 作为一种新 的心智结

构 打造了不认同农村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 这可以说是 留守经历所导

致的社会结构方面的深远冲击
， 从而也就为

“

世界工厂
”

输送 了截然不

同的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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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脱嵌
”

于劳动现场 ：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表现

从乡 村社会的
“

脱嵌
”

对于新生代农 民工来说具有长远 的影响 ， 也

给他们应对城市工厂的劳动要求带来了挑战 。 从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

的工作动机对 比来看 ，
可 以清楚地看到这

一区别 。

一

持续换工与短工化

对于老
一代农 民工来说

，
他们之所 以能够在异乡 坚守辛苦 、枯燥乃

至肮脏的工作岗 位 能够接受分割的家庭生活 、边缘化的居住条件和极

其简单的 日 常生活 乃在于其背后的 乡村生活提供了充分的意义支撑 。

他们认为 ， 自 己 在城市 中再苦再累 只要能挣够钱 回家供孩子上学 、 红

白喜事操持、建房等大事支出 ， 那么在城市里受苦受累就是值得的 （ 张

劫颖 ； 鲍成亮 ，
。 在这样 的意义支撑体系 下 ， 老一代农民工

在城市里 的工作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却不会影响其劳动表现 。 由 于外

出 打工过程中 多 和亲戚 、 朋友和老乡 相伴 在城市社会 中从事的产业也

多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又或者具有明显的老乡 集中居住的特点 所 以

老
一

代农 民工的交往圈子多集 中在老乡群体 中 ， 这种 日 常生活状态下

的老乡 关系 的存在进一步帮助其适应城市的环境 项飕 刘林平 ，

谭同学 ， 即便是在工作场所遇到不公正待遇时 ， 老乡 关 系

也能以地缘团结的形式推动集体抗争 （ 闻翔 李蓝天
，

。

而同样的劳动状况 、居住条件 对于在留守背景下生长起来 的新生

代农民工来说 ， 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 经历了对乡 村社会的
“

脱根
”

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将农村社区作为认同的对象 他们的参照群体

不再是乡 村社区的村民 这样乡 村社区 的期望 自 然也就不能成为他们

工作与生活的 目标
，
乡 村舆论构不成对他们的压力 。 对于老一辈来说

极其重要的建房 、 红白喜事等大事件 新生代农民工或者相对看轻 了很

多 或者已经不放在心上 。 脱嵌于农村社会对其劳动秩序 的最明显影

响 是他们缺少老一辈农民工 为了家庭而
“

隐忍
”

的动力 ， 农村家庭作

为稳定地在
一

个岗 位安心工作 、 省吃俭用所具有的 驱动力 在他们身上

不复存在 。 相对于老
一辈明 确的挣钱 目 的 ， 他们 的外出动机

一方面是

无法坚持学业的现实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 另一方面也带着对城市丰富 、

轻松 、 安逸生活 的 向往 。 面对城市社会 他们也往往表现出 矛盾 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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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他们试图在城市中扎根 寻找 自 己 的生活 ，
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向往

城市
；
但在面对工厂严苛 、 繁重和枯燥的 劳动要求时 ， 他们又 比老一代

农民工更加脆弱 难 以满足城市工作的要求 。

这些 已经
“

脱嵌
”

于农村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 在城市工厂的劳动

现场中 同样呈现
“

脱嵌
”

的状态 。 数据显示 ， 农 民工的 初次就业时 间

越靠后 ，
第一份工作和 每份工作 的持续时间就都会越短 。 年初次

就业 的农 民工第一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为 年 ， 平均每份工作持续

年 ， 而 年初次就业 的农民工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 下

降到 年 ，平均每份工作持续 年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

农 民工

就业趋势研究
”

课题组 。 另 一份调查数据则表明 ， 老一代

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 年 大约是新生代农 民工每份

工作时间 年 ） 的 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

新生代农 民工研究
”

课

题组 。 考虑到农民工换工大部分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

可 以看出 ，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劳动现场 的忍 受能

力更差 、更容易 以不停的换工行为来调适其在工作现场的 困境 。

二 城市社会的游移与漂泊

不断的换工过程还伴随着人们在不 同的城市之间漂泊 式的 流动 。

这种漂泊因工作变动而起 但却反过来对农 民工的社会生活 的展开形

成 了冲击 。

即便从事稳定的行业 他们也依然会在不 同 的城市 间流动 。

年 ，笔者在广东佛 山 的 模具厂调査期 间 ， 收集 了该厂 当时的 员工资

料 。 作为技术养成周期漫长的行业 ， 做模具的工人基本上职业 比较稳

定 但是他们却在不 同的地区 间频繁流动 。 该厂 名工人中有 名工

人已经具有 年 以上模具从业经验 ， 但是在该厂持续工作的 时间都不

超过半年 。 与工作地点的不稳定相伴的是他们生活的不稳定 大部分

① 此处的
“

脱嵌
”

于城市 社会 与孙 中伟等人提出 的
“

脱嵌型雇 佣 关 系
”

有相似之 处
，

后者 以

联接 、 适应 、代价 个指 标 来衡量珠 三 角 和 长三 角 的 农 民工 的 离 职 意愿
，
发现 大部 分

的 农民 工存在 离 职意愿 其 中新生代农 民 工比 老一代农民工 离 职 意愿更 高 （ 孙 中

伟 、 杨 肖锋 ， 。 不过 需要指 出 的 是
“

脱嵌 型雇佣 关 系
”

侧重 于
“

工作嵌入 的 视 角
，

属于格 兰诺 维特 意义上的
“

嵌入性
”

取向
，
而本 文所指的

“

嵌 入性
”

则 更强 调 波兰 尼意 义

上经济系 统 与社会 系 统之间 的 整体性 关 系 。 关 于
“

嵌入性
”

的 两种取向 ， 参见符平 ， 。

② 以 上的农 民工的 辞职行为 是出 于对工厂 不 满 而进行的 主动辞职 （ 清华 大学社会 学 系
“

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
”

课题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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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家人不住
一

起 ， 如 ， 曾在东莞打过几年工
， 老婆和孩子都在

东莞 。 他和我打听从佛 山到东莞的路费 月 底的时候想 回 去看一

下妻

儿 。 我问他为何不 自 己 租房和家人住一起
“

租房 ？
……

两 个人都这

么 点工 资 ，
还租房 吃什 么 ？ 只 能住宿舍 。 赶快挣 了 钱回 家

， 在 外 面 太

辛苦 了
”

（ 佛 山 厂工人 ， 。 相对稳定的行业没有带来他

们家庭和社会生活 的正常展开。 做模具 的过程需要工人之间 的密切配

合 可是工人们只与本小组的员 工来往 ， 对于身边往来 的工友并不在

意 只有在和别组员工抢工具的 时候才发生联系 。 可以看到 ， 即便做模

具有明显的技术积累效应和相对较高 的收人 ， 但是他们却无法据此弥

合工作与生活之间 的紧张关系 。 行业稳定的就 业类型 已经如此
， 在不

同行业间频繁流转的工人生活就更难以谈上稳定了 。

不断的漂泊对工人正常生 活的冲击是巨 大的 。 的家在 四川 ，

从小是留守儿童的他和父母关系 非常冷淡 ， 尤其是谈及起父亲时总三

缄其 口 。 年 ，
他来到广东

，
和同样深陷 传销 的广西姑娘 同 居

生子 除了孩子 出 生期间 回家 以外 ， 多年来几乎不 回家 。

年间 他
一

直租住在佛山顺德的小镇 在附近的窗帘厂打工
， 妻子则在

附近另 打
一

份工 。 低收入和对将来的迷茫使其很少积蓄 。 年 ， 其

母意外去世 ， 他手上的存款连购买回家的机票都不足 。 从四川奔丧 回

来之后 ， 如今巳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他再未回过老家 ， 而在顺德各个小

镇上租住 ，
工作也是隔三差五地变动 。

由 此 ， 从家乡
“

脱根
”

和从城市社会
“

脱嵌
”

对这些新生代农 民工成

长和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 在笔者看来 ， 其最大的冲击则在

于当他们面对当下生活时 ， 由 于没有长远 的打算而导致缺乏对当下 的

按部就班的计划 。 所 以 当月 末领取到微薄的工资时 ，他们则尽情花费 ，

形成 了畸形的消费观 。 当然 随着年龄的增长 ， 他们逐渐要面临成家 、

抚育孩子的责任 而此时要处理的则又是另 外的问题 即城市治理中 的

排斥 。

三 城市制度空间的排斥

不管在怎样的工厂工作 ， 城市生活的搭建总是艰辛 的 。 工人们 的

孩子如果在当地的幼儿园 、 小学读书 ， 就学费用就会成为他们 的沉重负

担 。 老家广西 、在顺德打工 的 有两个孩子 ， 如果在家里读书 ， 幼儿

园每年只需要 元一人 ， 在顺德则需要 元一人 小学阶段老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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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义务教育 ， 在顺德则需要每年交 元的 借读费 ， 而他们夫妻的 工

资加起来不过是 多
一

个月 。 脱嵌于城市社会的制度和保障体系 ，

使得他们要为子女抚养付 出额外的 费用 ， 这一沉重 的压力又迫使他们

将孩子送 回老家 或者选择用脚投票的 办法伴随内 迁工厂回到 家乡 附

近工作 。

为 什 么 会招不 到工人
？ ） 如果他的 工 资够 花 费 ，

他做个 年

年 ，
他也愿 意

， 因 为 能 够 在这边安 家立 业嘛 。 他一 个 月 多

块钱 ，
只 能够 生活

，
不会向 长远的发展方 面想 。 那人家愿意 留 在老

家 他那边一 个 月 多 块 ， 离 家近
， 能够 经常 回去 。 大公司 福利

比较好
，

工 资也会按时发放 。 你在 小企业
， 那得看 老板

，
老板好 的

你 能够拿到钱 老板不 好就 不行 。 现在 经济都饱和 了 。
人 家来 广

东 几年 ，
就不愿意 来 没意思 。 办公职 员 ，

他 能够在这边立足
， 总还

愿 意 回来 。 （ 中 山 厂工 艺 部经理
，

工资低下与制度封闭限制 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正常生活的

可能性 。 尽管
“

民工荒
”

让地方政府认识到 农 民工并不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资源 但是 ， 在
“

经营城市
”

的理念下 珠三角等地开始追求产

业升级和更高品质的城市定位 ， 农民工大量聚集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重要性正在下降 。 年 ， 笔者在深圳 区 政府进行 田 野调査时 ，
区

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的负责人曾 明确说到 ， 外来农民工并非地方政府希

望 留下的人 口
， 他们希望通过

“

腾笼换鸟
”

将 当地工业用途的 土地腾出

来 ， 再通过
“

弓 凤筑巢
”

吸弓 外来大学生等
“

髙端人 口
”

常住 。 在这种情

形下
，
不管是教育培训还是农民工的社区 自治参与权 以及社会保障和

利益分享机制等涉及外来劳工的城市公民权改革 ， 都很难得到实质性

的推进 。

四 、 阶级形成的两种历史情境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变化展示了两类人群进人工业场所时所面临的

截然不 同 的 历史情境 ， 同时 也呈 现 出
“

嵌 人
”

对于 阶级形成 的 复 杂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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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
一

代农民工 嵌入乡村的个体劳动者

经历了乡 村社会完整的社会化过程的老一代农民工
， 虽然在城市

中工作和生活 了 数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 但是始终游离 于城市社会之

外 。 然而 恰恰是
“

嵌入
”

于乡村社会的社会情境 最终帮助其适应城

市里高强度和低工资的工 作 并接受这
一体制性安排 。

一方面 ， 农村

生活和城市工作的叠加帮助其获得收入维持农村社会的运转 ， 并提供

了劳动的驱动力 另一方面
， 农村的人际关系 、 劳作习 惯以及身份认同

使得其能够在重重压力下 的城市劳动现场找 到生存 的空 间 。 这种秩

序生成从而塑 造了 特定面貌 的 工人 阶级样态 ： 他们 并不缺乏 集体行

动 ， 但是却又不是作为统
一

的 工人 阶级而行动 ，
以地缘为基础的 行动

逻辑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改变 。 这实际上揭示 了一个辩证的过程 ：

一

方

面 农村社会的存在并作为劳动 目 的
，
体现了

“

社会
”

对于 劳动者 的保

护过程 ；
另

一

方面 ， 与农村社会直接联系 的地缘 团结 导致了统
一

的阶

级行动和阶级 图景的瓦解 ， 使得工人容易被资本所分化 又导致了
“

社

会
”

保护的失效 。

二 新生代农民工 ： 双重
“

脱嵌
”

与原子化秩序

双重
“

脱嵌
”

塑造 了新生代农 民工独特 的处理工作 和生活 间关系

的逻辑 同时也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命题提出 了挑战 。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现有劳动体制下新生代农 民工调节工作与生

活的策略上 。

一

方面 新生代农 民工 已 经不像老
一代农民工一样能够

承受繁重 、 枯燥和收入低下的工作
； 另

一方面 ， 城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

和生活空间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 比如 ，

一些流水线上的工作 岗位虽然

可能提供相对稳定和较高的工资 ，
可是工作单调乏味 ，

工作中 的人际关

系淡薄 ，
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掌握很少

，

工人对工厂的认同很低
；
而那些

工作 内容相对丰富 、 工人对劳动过程掌握较多 、 管理较为松散的工作 ，

则往往收人较低 、 收人季节差异明显 、 工作时间 较长 。 在这样的情况

下 ，
工人往往在不同 的工厂间

“

跳跃式
”

地换工
，
以此部分地调 节城市

生活的经济需要与社会需要 （ 黄斌欢 。

然而 即便在不同 的岗位间频繁流动 ，
工人也并没有由此实现向上

流动 。 除了在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之 间选择的理 由 之外 工人 的工作

变换 很少带来职业地位方面的提升 。 调查数据显示 ， 除了 有 的

农 民工通过换工在薪酬待遇上获得提高之外 ， 其技术等级 、 在用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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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前景方面都难 以得到较大 的改观 （ 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
“

农民 工

就业趋势研究
”

课题组
，

。 因此 ，
伴随农 民工

“

短工化
”

式

职业流动的 只是一种
“

水平化
”

的流动 。 不管其多么频繁地通过更换

工作来寻找发展空间 他们都很难摆脱这种
“

水平化困境
”

， 甚至可能

呈现愈换工地位愈 向下流动的
“

倒 型轨迹
”

（ 符平 、唐有财 。

频繁的工作流动不仅对新生代农民工 的工作构成挑战 也瓦解 了

其正常生活的根基 。 对于部分人来说 频繁换工成为常态 ，

“

可能在一

个地 方工作 两三个 月 、 半年就走 了
， 他 觉得在这 里也不好那 里也不好 ，

反正跑来跑去还是一样 的
，
没有一 点计划和长远的打算 。 做半年 ，

玩半

年 。 没有想过 以后 怎 么 样 。 这些 事情没有 多 大 意 义 。 混个 五六 年 ， 就

回去 。

”

（ 中山 厂人事经理
，

。 这种不断 的漂泊 降低 了

他们与周 围人稳定关系构建的可能性 ，
在严苛的压力和原子化的社会

交往之下 ， 当遇到个体性的危机时 ，
工人选择 以 自 杀的方式解脱也就不

奇怪 了 （ 潘毅等主编 ； 当面对共同的愤恨情绪时 ， 则可能选择集

体性却无组织 的暴力行动 （ 汪建华 、孟泉 ，
。 这种原子化 的行动

秩序 是农民工脱嵌于乡村社会同时又无法在城市社会实现再嵌人 的

结果 这无疑会使得阶级形成陷入困境 。

五 、结论与反思

从追 问工人阶级的生长经历人手 我们重新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

在工作场所的劳动表现的解释逻辑 。 童年时代的 留守经历对于新生代

农民工来说 不仅意味着他们成长的 过程 中遭遇到了前人所未曾 遇到

的困境 ， 意味着其 习得与老
一

辈农民工不 同的行为方式 、 交往 习惯 ， 同

时也意味着他们对农村认同的淡化 ， 新心智结构的产生意味着以往凝

固在农民工身体中的社会结构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 。 虽然以往研究中也

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 区别 但是多侧重于从务农经历 、

消 费习惯与交往对象等行为方面去考虑 局限于留守儿童个体 的观察 ，

缺少对这
一

变化的 系统和深层次认识。 本文则立足于农村社会结构 的

断裂这一关键要点来解释这一状况 并将之与 当下的农民工生产体制

联系起来 。 这一要点凸显 了农村社会对于维续农 民工生产体制 的重要

性 ，

一方面
， 它帮助农民工完成抚养子女 、赡养老人等劳动力再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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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另
一

方面 它是农民工的劳动激励 的源泉 ， 是其能够
“

隐忍
”

恶劣 的

劳动环境 的关键所在 。 而农村社会结构的断裂则使得这一条件不复存

在 。 悖论 的是 ， 造成这种断裂 与变化 的恰恰是农 民工生产体制本身 。

正是这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方式 的安排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

脱嵌于农村社会 ， 另一方面脱嵌于城市工厂与社会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使得 自 身难 以维系 。

这
一

解释视角 还对当前阶级形成研究的两种主要思路构成补充与

对话 。 其中
一条是劳工社会学 主流 的

“

工厂政体
”

思路
， 强调通过对生

产和生活经历的观察去探讨工人阶级 的形成 ； 另 外
一

条是
“

未完成 的

无产 阶级化
”

思路 ，
强调农 民 工群体正 在实现 的 代际更替 及其社会

后果 。

“

工厂政体
”

的研究路径敏锐地把握住 了不同 的工厂体制下工人

劳动过程 、社区生活的差异 ，
通过对富士康 、本 田等代表性个案 的考察 ，

发展 出
“

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 主义政体
”

和
“

常规工厂专制 主义政体
”

等分析性概念 郭于华等 。 工人行动逻辑的 区别被认为是不 同

的工厂政体的产物 ， 但这
一思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嵌人性把握不足 没

有察觉到在不 同的工厂形态下新生代农民工 的系统性区别 。 实际上 ，

本 田等工厂发展出的集体行动 ， 所依托的是嫁接了技校时期 的共同交

往基础并且在工厂环境中进一步稳定发展的 劳工群体 而在富士康等

企业中 更多的是双重
“

脱嵌
”

于乡 村及城市社会的 工人
，
二者 的差异

自 进入工厂的时候便 已 埋下 。

“

工厂政体
”

以 劳动者在 当下 的 劳动 与

生活状态去探讨工人阶级形成 的命题 ，
而

“

嵌入性
”

视角 则试图将 目 光

延伸至塑造劳动者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中去 ， 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

特征不仅是当下体制塑造的结果 。

另
一

条
“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

思路则认为 当前 中 国工人阶级形

成的困境症结在于不完整的无产阶级化 这是农村所提供的作为无产

阶级退路的角 色导致的 。 在这
一思路下 农 民工彻底脱离农村 、 成为马

克思意义上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成为其通往完整的无产阶级

化的必要条件 。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状态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斯宾汉姆兰法下的英 国工人 （ 波兰尼
，

。 然而正如前

文所指出的 统一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斯宾汉姆兰法修正案的 逻辑

结果 。 父权主义的社会保护固然给工人阶级形成带来 了巨 大的障碍 ，

然而去除这一障碍之后
“

能动社会
”

的 出现依然寄望于市场之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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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工厂立法等社会力量 的生发 ， 完全拥抱市场并不保证能动社会 自

然而然地出 现 。 本文 的发现即揭示 了 问题的复杂性 。 农民工的阶级形

成困境不在于其背后有着难 以割舍的农村社会 ，
而在于在乡 村社会所

打造出来 的
“

共有的 习惯
”

没有 能够在城市社会和工厂空 间 中得到有

机传承 ；
而当 留守经历将这一联系切断之后

，
工人阶级 的形成非但没有

离他们更近 反而更远了 。 此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 的漂泊流动 ，

宛如原子化 的个体 不仅缺少集体意识和行动的可能性 ， 甚至缺少构建

稳定的社会生活的能力 ，

一旦面临危机 则可能轻易地走上轻生或者暴

力事件的道路 。 而反之 ， 尽管不能否认乡 村社会所具有 的割裂效应 ， 然

而其同样也可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社会保护力 量而存在 （ 张茂元
，

。 以蕴藏在乡 村的社会保护力量为根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嵌人

于劳动现场与城市社会 才有望 突破当前老一

代农民工 和新生代农民

工同样存在 的阶级形成困局 。

最后
，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的缺陷也很明 显 尤其是在调查对象的

选取上
，
由 于研究资源的局限 ，

无法直接考察新生代农 民工从留守农村

到进城工作 的前后相续过程 ， 这不可避免地会削 弱新生代农民工与城

乡 之间关系 的说服力 。 不过 ， 由 于本文 旨在考察塑造新生代农民工 的

结构性 因素 的作用 故而 ， 从乡 村与城市 的社会场景而非从新生代农民

工个体生命史的角 度进行论证 既是因为受到调查资源的限制 ， 同时也

与研究所涉及的 问题有着内 在联系 。 而从生命史的角度 出发对新生代

农民工从留守到进城 的过程展开追踪调查 当是下一步研究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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