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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着重从当前农村人情消费异化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为力求有效遏

制不良风气，使农村人情消费回归于理性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村人情消费；异化；表现；原因 

doi:10.3969/ j.issn.1673-9477.2018.01.010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1-028-03 

适度的人情往来行为，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感

情，加强互助团结，有助于农村健康和谐社会风气

的形成。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礼金不断攀升，农民负担过重，苦不堪言，人情风

俗逐渐异化。当前的农村人情消费为什么会异化？

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的人情消费为什么还依然盛

行？本文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心理

因素和个人等角度入手，对当前农村人情消费异化

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如何应对与引导人情关

系良性发展，使农村人情消费重归理性，是我们当

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人情消费异化的表现 

（一）人情名目越来越多，礼金越来越高 

在过去，人们一般在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场合

中进行人情消费，名目少且比较单一。而现在农村

的办事名目五花八门、花样百出,除了婚丧嫁娶,升

学、参军、竞选成功等都可以成为大宴宾朋的理由,

自然也少不了份子钱。更有甚者从孩子满月、到周

岁、再到三岁、再到十二周岁都要办事请客,还有人

二婚、三婚的还要通知大家，让很多人不厌其烦。 

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的快速提高,

城乡居民人情消费水平也快速攀升。如今，份子钱

越来越大,由几年前的五十、一百一路攀升,近几年

更是上涨到几百上千元不等。在过去农民大多以实

物送礼，一般送鸡鸭、鸡蛋、糕点或衣服、被褥等，

或者主动去主家家里帮忙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即便

送礼金也是 10、20、50元不等。而现在的农村人们

随礼大都 100元起，还有的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不等。

许多人都会以礼金的多少来衡量感情的好坏。礼金

少了会觉得拿不出手，不仅有失脸面，还会影响彼

此感情。于是，礼金标准被无形地抬高，有些人甚

至举债随礼。越来越高的“人情债”使农民苦不堪

言，严重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二）人情范围不断扩大，频次不断加快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的发展，城市

设施完备、环境宜人、政策“给力”和待遇优厚，

吸引了不少农村居民。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农村到

城市生活。由于工作、生活原因，人们的社交范围

不断扩大，已不再局限于以“血缘”、“亲缘”为主

的亲属，而逐渐扩大到以“业缘”、“地缘”为主的

同事、朋友等。人们的人情支出不断增多且频次愈

快。为了维系人际关系，人情消费自然成为人们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支出。人情范围不断扩大，频次不

断加快，给人们精神和物质上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三）面子、攀比、回报等心理作用愈加明显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发展，越来越多

的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城镇居民的思想观念

和生活方式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去效

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如节日聚会、生日宴会、社

交派对等。送礼物也比较注重品牌、精美包装等。

在我国人们的面子观念根深蒂固，在农村更是如此。

人们都比较注重面子，攀比心理作用也愈加明显，

在生活中，人们极易受到回报心理的影响。人们认

为自己现在随的礼，以后不仅能够收回来，而且很

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回报。就这样，有来有往的人

情往来活动不断延续下去，人们也不得不继续参与

其中。在面子、攀比和回报等心理作用下，人们的

消费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健康淳朴的人际交往风气

被扭曲，人情消费逐渐异化。 

（四）情感愈加淡薄，人际交往工具化功利化明显 

人情消费的初衷只是为了沟通感情、促进人际

关系和谐。人们之间的感情真诚朴实。礼金没有固

定标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给，表达

出自己的心意即可。但现在，农村的人情消费出现

了很多变化。人们交往目的越来越复杂。比如说，

孩子上学，为了让老师多多照顾孩子，给老师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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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村里的利益，给村干部送礼。这种人情消

费带坏了民风。人情消费功利化、工具化倾向愈加

明显，“人情味儿”越来越淡。送礼走后门、找关系

求办事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人借机大肆敛财，

严重污染了农村健康淳朴的社会风气。人情消费已

经成为维系和拓展人际关系网、以实现个人利益为

最终目的的工具和手段。 

二、当前农村人情消费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结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把我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称作是“差

序格局”。他认为我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关系的亲疏

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即：“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

愈薄…”
[1]
。“差序格局”对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人们的家族意识

和“自己人”观念根深蒂固。农民世代以土地为生，

在血缘、亲缘、地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人们“自

己人”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人们按照与自己关系的亲

疏远近划定“人情圈”。直系亲属是最亲近的，其次

是旁系亲属，再次是朋友和乡邻，最远的就是“外

人”。人们会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礼金的多少。

关系越近礼金越多，关系越远礼金越少。 

（二）文化层面——“礼”文化传统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几千年来礼教思

想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对人际关系的发展

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就是礼

教传统思想影响下的通俗化表现
[2]
。礼，是规范人们

行为的一种意识，也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
[3]
。

评判一个人的人品如何，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看其是

否很好地遵守了礼仪规范。在生活中，每个人必须

自觉地遵守“人情法则”。否则个人将会付出很大的

代价，会被所在圈子孤立淘汰。在农村人情往来特

别讲究礼节和规矩。每个人在随礼时会充分考虑关

系的亲疏远近、其他人随礼的多少、日后能追求多

少回报等各种因素，最终确定礼金的多少。由于“礼”

的约束，人们之间不得不互相礼貌客套。即使关系

一般，也得象征性地去随礼。人情不再是情而是

“债”、“义务”。大多数人随礼并不是出于自愿，而

是把它当成一种义务去完成。大家为了面子而送礼，

为了送礼而送礼，随礼只是为了完成这一形式化的

礼节而已。人情消费逐渐异化。 

（三）思想层面——面子观念 

在我国，人们的面子观念根深蒂固。金耀基认

为面子分为两种：“道德性的面子”和“社会性的面

子”。他认为“道德性的面子”是一种道德品质，是

团体对一个具有道德声誉的人的尊敬。“社会性的面

子”是社会赋予个人的，除非他的行为证明是实至

名归，否则社会可以随时收回给予他的面子
[4]
。人们

看重面子，实际上是关注他人对自己社会地位、声

望及子孙后代的评价。因此保全面子成为每个人做

人做事前首要考虑的事。“老是有一群人围坐在一

起，抽烟、闲谈，有时还要对他们目击的送礼活动

做出一些点评。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必须仔细考

虑他的礼物的合适与否。因为社会的奖惩是通过现

场的闲话而实施的”
[5]
。一个人如果送的礼物或礼金

多少不合适，会引起周围人的闲话和非议。不仅自

己觉得没面子，其他人也会认为你‘不会做人’，最

后你会被排斥孤立。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

自愿地进行人情往来，往往是由于道德、情理、脸面

等因素的约束，而不得不参与到人情交换活动中去。 

（四）心理层面——攀比、从众、回报等心理作用 

心理因素是影响一个人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之

一。人情消费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行为方式。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就必然要从行为者的心理活动

入手，这样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 

1．攀比心理 

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受到攀比心理的影响。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人情消费的攀比之风愈加严重。

部分农民为了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满足自己的虚

荣心，习惯互相攀比。上礼时人们总怀着“随的礼

金越多，越有面子”的心态。彼此之间相互攀比，

即使没钱，为了面子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在这种不

健康的攀比心理作用驱使下，农村的人情消费水平

不断上涨，礼金数额不断攀升，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严重污染了农村的人情交往风气。 

2.从众心理 

人情消费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是出于跟风、随

大流的从众心理。大多数农民都是“别人随多少，

我也随，随大流准没错”的心态。他们坦言自己虽

然对随礼行为很反感，而且自己确实也承受着很大

的经济压力，但是为了不得罪人，给自己“留后路”，

只能违心地随大流。“他人都随礼，如果你不随礼，

就会显得你很“特殊”。这样很容易引起误会，主家

会对你‘有意见’，其他人会认为你‘不会做人’，

以后就没人愿意跟你处了”。从众心理对人们的人情

消费行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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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农村人情消费的不良风气。 

3.回报心理 

礼尚往来，互惠互利，讲求回报是人们人情往

来遵循的重要原则。学者翟学伟认为，中国人的“报”

是一种封闭性的交换方式
[6]
。它是通过双方在一次次

的交换过程中，不断地“欠人情”和“还人情”来

实现的。受礼者在回礼时会增加礼金的数额，使送

礼者有“亏欠感”。这样一来，送礼者下次送礼时就

会在对方的基础上再加多一些。每个人都明白自己

送的礼对方不仅一定会还回来，可能还会还的更多。

在回报心理作用下，人情往来循环往复，双方互相

不断地“欠人情”、“还人情”，人情交换关系就变得

更加稳定牢固。人情交换一旦开始，个人就不得不

继续参与下去。因为如果你一旦退出，不仅之前付

出的成本收不回来，期待的回报也拿不到了。所以

在人情往来过程中，人们常会有种不得已而为之的

无奈和苦恼。即使自己内心不情愿，但为长远考虑，

仍然不得不继续加入到人情交换中去。于是人们被

牢牢地束缚在人情交往的“怪圈”中，这在一定程

度上加速了人情消费的异化。 

（五）个人层面——维系和拓展社会关系网的需要 

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社会关系起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一方面，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社会关

系。而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就需要进行人情消费。

在农村每户家庭都要进行土地劳作，农忙时节需要

他人的协助完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竞争

加上市场交换的各种不确定性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极

大的经济风险
[7]
。当遭遇突发状况时，农民家庭缺乏

强有力的组织支持和庇护，需要独自应对“天灾”

和各种风险。可是单凭单个家庭的能力是很难应对

的，此时需要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社会关系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人情消费是农民家庭获

取社会资本的便利途径。农民文化水平低，获取社

会资本的途径很有限。人情往来活动能够增进彼此

感情，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当单个家庭遇到困难

时，可以通过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来筹集资金及其

他帮助以渡过难关。 

此外，农民需要通过社会关系网来获取更多的

资源和信息。由于农村设施的不健全和制度的不完

善，获取的信息和资源都很有限，信息不对称且获

取成本较高。这种种因素都不利于农民的进步和发

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界限被打破，越

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务工。工作和生活等各个方面

的现实需要，都要求人们通过发展社会关系来实现。

通过维系和拓展社会关系网，人们不仅可以获取更

多的资源和信息，而且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等方方

面面都提供了很多便利。现如今人情消费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结语 

人情消费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能够反映出当前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

当前农村人情消费现状的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农村

地区的人情消费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农民人情负担

过重、人情消费异化现象较为严重。面对农村社会

的现状，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和个人应相互配合，

积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去应对和引导农村人情良

性发展，使农村人情消费回归理性，树立社会主义

农村人情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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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rrent rural human consumption performance alienation and its causes for a 

more in-depth discuss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urb the bad atmosphere and make rural human consumption return 

to rational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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