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马山壮族村落中的两种年龄
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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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年龄系指因社会成员的身份证生日与实际生日具有一定偏差!其身份证年龄和实际年龄
不相符合的现象$在广西马山的一个壮族村落中!大多数村民拥有身份证年龄和实际年龄并不一
致的两种年龄$村民两种年龄的产生!不能简单归结于村民个体有意篡改年龄!它既受到壮族传
统时间观&年龄观的影响!也与国家户籍管理制度不完善&基层管理者工作不严谨及村民外出务
工&求学&参军等需求有关$村民的两种年龄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各自发挥作用(身份证年龄对外!

在公共部门&官方要求的领域使用/实际年龄对内!在村落小传统中使用$广西马山壮族村落中的
两种年龄个案!对于深入解读生命历程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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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
作者李虎!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教授!湖北省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大

明!三峡大学民族学院院长!教授!湖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湖北
省宜昌市!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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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年龄系指因社会成员的身份证生日与实际生日具有一定偏差!其身份证年龄和实际
年龄不相符合的现象$拥有合法地位的身份证年龄与具有生物意义的实际年龄不一致的状
况!在我国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群中并不少见$其产生原因既有农历和公历混淆带来的误差!

也有为了自身需求而有意篡改出生日期$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两种年龄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在特定群体年龄造假问题的探讨上$年龄造假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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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邮汇报,撰文介绍南非足球运动员的年龄欺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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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德莱克'

;7

G7;<838M8

)在*每日镜报,刊文!陈述公务员中的年龄欺骗行为及其处理方式$

# 同时!国外学

!*

广西马山壮族村落中的两种年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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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主体视野下武陵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振兴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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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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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围绕体坛运动员和政界官员的年龄造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托萨姆'

(7R7F26>9

)基于
喀麦隆常见的公共部门年龄欺骗和非洲体育中的年龄造假!分析年龄欺骗现象的产生原因和
伦理后果!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 索科'

N7=7P2M2

)关注年龄造假对尼日利亚&科特迪瓦
等三角洲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服务提供造成的影响$

" 阿贾拉'

;7G7;

V

>3>

)&诺曼'

I7

?7K2@9>:

)&乔塔姆'

E7N>C0>9

)等学者则分别研究了尼日利亚&印度&加纳的年龄造假问题
和成因$

# 国内学术界也关注运动员和干部人事档案的年龄造假问题!如探讨运动员"年龄
门#事件的特点成因$

&伦理道德困境%

&蕴含风险和防范策略&

!分析干部人事档案年龄造假的
特点&原因与对策等$

'

#""+

年以来!基于学位论文和课题研究的需要!笔者长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的一
个壮族村落'台村(

)进行田野调查$在这个村落中!大多数村民普遍存在身份证年龄和实际
年龄两种年龄$这些具有双重年龄的村民主要是

#"

世纪
&"

年代以前出生的$他们为何存在
两种年龄% 两种年龄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何影响% 当地人对此持何种态度% 以往的两种年龄
研究思路是否能够有力解释台村的情况% 台村两种年龄个案对于将年龄和时间视为关键因素
的生命历程理论而言有何意义%

台村所处地势依山傍水!由四块小坡地围绕一块大坡地构成!形如一方俯卧的台桌$至
#"#!

年
!#

月!台村户籍人口
+,!

人!

#"-

户!共分
*

个村民小组$第一组
!!%

人!第二组
!$!

人!第三组
!!-

人!第四组
!"$

人!第五组
!$"

人!第六组
!-,

人$村民基本上都是壮族!村内
主要用壮语交际$现有耕地面积

$+,

亩!其中水田
#,$

亩!旱地
##!

亩$村民主要种植水稻&

玉米&黄豆&花生以及各种蔬菜$村民尤其擅长蔬菜种植!是周边著名的传统蔬菜种植村$村
民主要养殖猪&牛&鸡&鸭等禽畜$全村大部分青壮年在外务工!务工地主要是南宁&东莞&深
圳&广州&海口等城市!从事建筑工&个体经营&代耕菜农等职业$台村距离当地乡镇集市约

!

公里!距离马山县城约
+"

公里!距离南宁市区
!$"

多公里$驾车从台村到南宁!现在仅需两个
小时!如此便利的交通状况是在

#"#"

年
,

月之后才形成的$

#"""

年之前!台村所属乡镇通往
南宁市和马山县城的公路!路况差!弯道多!路程远!两地通勤的客车每天仅有两趟$从镇上到
南宁市!客车需要

*

个多小时$

#""$

年!当地政府投资兴修了从南宁到县城&各乡镇的公路!

台村的对外交通得到改善$

#"!,

年底!来宾到马山高速公路通车后!从南宁出发上高速可达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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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恩庆&倪腊贵(*我国运动员"年龄门#事件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串凯&李忠义(*竞技体育伦理道德的困境及其化解+++以我国运动员"年龄门#事件为例,!*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兰华勋(*我国运动员年龄虚假现象分析,!*体育文化导刊,

#"!!

年第
&

期$

于泽东(*干部人事档案年龄造假问题及对策分析,!*兰台内外,

#"#"

年第
!$

期$

出于对报道人隐私的保护和人类学学术传统的遵循!本文的村名和人名均采用化名$



台村临近的周鹿镇!再经
-"

余公里的乡级公路可达台村$

#"#"

年
,

月
-"

日!周鹿至凤梧二
级公路'马山段)通车!不需要再走这

-"

多公里的乡级公路$

一&台村村民的两种年龄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台村村民的两种年龄
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发现不少台村人的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大

部分村民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大
#.,

岁$

#"##

年
!

月!为进一步了解村落中两种年龄
的具体情况!笔者对收集到的户籍信息册&简易谱牒&家庭算命信息单等文献材料进行了比照!

并对村内的道公&村干部和重点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详细统计了台村第一组&

第二组&第三组三个村民小组
#"!"

年以前出生的村民的两种年龄状况$

!

在
-$*

个统计样本中!仅有
,!

人的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一致!占比
!$7+$S

!且基本都
是

!&&"

年后出生/有
#&,

人'占比
%,7#*S

)的两种年龄存在差异!其中身份证年龄大于实际
年龄的有

##%

人!身份证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的有
*+

人$从实际出生日期所属阶段来看!

!&-".!&-&

年出生的
-

名村民!身份证年龄都比实际年龄大!其中
!

人相差
".!

岁!

#

人相差
#.-

岁$

!&$".!&+&

年出生的
!&-

名村民中!有
!,*

人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占该年
龄段人数的

%"7%-S

/有
-+

人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小!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

!&%".!&%&

年出生的
*,

名村民!有
#

人的两种年龄一致!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有
$%

人
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有
!,

人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
小!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

!&&".!&&&

年出生的
$%

名村民中!有
!+

人的身份证年龄比
实际年龄大!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有
!"

人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小!占本年龄段人
数的

#"7%-S

/还有
#!

人的两种年龄一致!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

#""".#""&

年出生
的

-+

名村民中!有
&

人的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相差
".!

岁!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

#%

人的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一致!占本年龄段人数的
+,7*%S

$

可见!多数台村人存在两种年龄的状况$在
#"

世纪
%"

年代及以前出生的村民中!这种状
况尤为明显!且多数是身份证年龄大于实际年龄

#.-

岁!个别的甚至
,

岁以上$

为了更详细地显示台村人两种年龄的情况!笔者选择了一户含三代人的家庭!将其家庭成
员的实际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出生日期进行了比照$这一家庭有成员

!"

人!包括户主
B(P

&其
妻

K(P

&长子
B=a

&长媳
aR)

&次子
B=

&次媳
)BJ

&长孙女
BAA

&长孙
BNL

&次孙女
B[d

和次
孙

BNF

$其中!

B(P

是
!&$&

年生!身份证出生日期比实际出生日期早
#

年
-

个多月/

K(P

是
!&$%

年生!身份证出生日期比实际出生日期早
#

年
!

个多月/

B=a

是
!&+,

年生!身份证出生
日期比实际出生日期早约

!

年/

aR)

是
!&+*

年生!身份证出生日期比实际出生日期早约
!

个
月/

B=

是
!&%!

年生!身份证出生日期比实际出生日期晚约
!

年
!!

个月/

)BJ

是
!&%-

年生!身
份证出生日期比实际出生日期早

#

年
$

个月/

BAA

是
#""-

年生!身份证出生日期比实际出生
日期早

!

个月/

BNL

&

B[d

和
BNF

都是
#""%

年及以后出生!身份证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
一致$可见!

B(P

家庭中于
#"

世纪
$"

年代&

+"

年代&

%"

年代出生的成员!身份证出生日期和

-*

广西马山壮族村落中的两种年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

! #"!"

年及以后出生的村民!因未达到办理身份证年龄!故不作统计$另外!文中提到的村民某年出生!如未特殊说
明!均系指其实际出生年份$



实际出生日期存在一定出入!多数是早约
!.#

年!个别成员'如
aR)

)相差较少或晚近
#

年'如
B=

)$即使是从广西其他县市嫁入的儿媳
)BJ

'壮族)的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也存在
#

年
$

个月的误差!由此也可看出两种年龄的状况绝非仅存于台村$

#"""

年以后出生的孙辈们基本
不存在两种年龄的状况!这与家长文化水平的提升&当地出生医学证明的普及和户籍管理制度
的规范密切相关$

'二)两种年龄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现有研究多将两种年龄的形成归结为社会成员为了获取超越他人的不正当优势!

!通过
不诚实手段而篡改年龄$在台村!两种年龄的形成!不能简单归结于村民个体有意篡改年龄!

而应该注意到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

台村村民两种年龄的产生与壮族民间社会的传统时间观念有关$时间是一种社会性的思
想范畴!

"不同民族对时间的认知和衡量具有差异性!"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社会构成方式!

都造就出相应独特的时间和空间实践活动与概念#$

# 长期以来!壮族村落以农业耕种为主要
生计方式!遵循着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观!根据日常经验从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传
统社会中壮族人界定"时间#的方法是模糊和多样的(如夜间常用睡醒过几回计算时间/凌晨以
鸡鸣几次界定时间/白天通过太阳所处的位置推测时间!包括日出前&太阳升起多高&日落前&

日落不久等$

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同村民预约时间!常得到的答案是过两天有空&早饭后出门&晚饭后见
等$有一次开会前!组织者通知的见面时间是晚饭后$笔者问及晚饭后的具体时间!得到的答
案是"大概八九点#$当笔者疑惑地追问"八九点到底是几点#时!他们答复说(

我们这里又不是外面!不用那么精确!吃过晚饭就过去!八点&九点都可以!反正晚上大家没什么事!也不
着急!先到的人聊天慢慢等$

在传统壮族社会中!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不少老人没有手表!多使用笼统&模糊的时间概
念$他们对年龄的认知!也处于一种相对笼统和模糊的状态$在台村!很多村民不太关注自己
的出生日期!只是大概知道自己的年龄$他们不会每年庆祝自己的生日$常见的生辰庆贺!主
要在三朝$

&满月&六十岁生日等当地人认为的重要日期$村民一般是在算命&问神&合八字等
场合才需要提供自己的生日$每年负责携家人生辰八字去算命&问神的女性长者!才会掌握全
家人的生辰信息$甚至有的父母也记不住子女确切的生日!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回忆大致信
息!如与村内某人同年同月差几天等$之后!再由师公&神婆等知晓天干地支者进行推算$

#"

年纪
&"

年代以前出生的很多村民!他们所填的年龄和出生日期往往缺乏准确性$在早期的户
籍登记中!村民的出生日期存在诸多问题$

据退休村干部
a;B

称(

最先是派出所发来一个本子!让我们填村民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学历&婚姻状况等$

那时大多数人都在外面打工!在家的基本都不识字!名字都不会写!问他们出生日期!都是说我哪里知道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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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即新生儿出生第三日$在这一天!新生儿家庭会举行各种活动和仪式!如为新生儿洗澡!备祭品在神龛祭祀!

邻里为产妇送饭'俗称乳饭)等$



些$有的人即使回答!也是很笼统的时间$而且那时小孩基本都是在家里出生!也没有出生证明!所以我们
填表根本没有依据!基本都是靠几个村干部推算着填$那时感觉这个也不要紧!年龄大一点小一点的没有关
系$以前的户口本也是这样!派出所把本子发给村委会!让我们填好再拿去盖章$

!

#""+

年笔者在当地开展田野调查时!曾在乡镇派出所寻找台村的人口资料!得到的答
复是(

现在都是电脑系统登录!我们没有这些信息$

经过笔者再三恳求!工作人员才翻出一本*县'市)常住户口册,!并解释说(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了!里面信息不全!你看看有没有用吧$

笔者翻看的这本常住户口册!较为陈旧$台村诸多已去世老人的名字依然在列$仔细对
照!可以发现表中诸多村民的出生日期是错的!甚至名字也有误$

改革开放后!台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赴广东&海南等地务工$

" 也有一些台村人!小学或
初中刚刚毕业即选择外出务工$这些小学或初中刚刚毕业的村民!基本都未满

!*

周岁$我国
劳动法有明文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

!*

周岁的未成年人$大多数工厂不敢违法招收未
成年人!而是否成年的标准则以身份证年龄为依据$台村村民在外出务工前!为了避免进不了
工厂上班!在办理身份证时纷纷将年龄改大$

!&&$

年!派出所需要更换全乡所有家庭的户口簿!这为台村人更改年龄提供了机会$负
责填写户口簿的村干部!根据部分村民的授意!将不少人的年龄改大了

-.,

岁$村民对年龄
的普遍忽视!也使不少年轻人短期内并不知晓自己户口簿上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几岁的事实$

根据村干部的讲述!过去进行户籍登记时的信息录入都是由村委会处理$很多村民没有
出生证明!加上村民提供的出生日期并不准确!村干部只能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推测填写$派
出所户籍管理者也无法对整个乡镇的所有数据逐一核实确认$由于当时户籍资料多是手写!

尚未联网!也为村民更改年龄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村民在办理身份证时!或默认户口簿上有
误差的出生日期!或借助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填写新的出生日期$为了外出务工方便!外出务
工者多将身份证年龄改大$若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将身份证年龄改大

-.,

岁!其兄姊甚至父母
均需相应改大!否则不符合逻辑!可谓"改一人则动全家#$同时!少数村民因入学&参军等需
要!而将年龄改小$这最终形成当前台村复杂多样的两种年龄状况!多数村民身份证年龄和实
际年龄存在差异$

总之!受传统时间观&年龄观的影响!加上地方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和基层管理者工作
的不严谨!台村人为了迎合外出务工&求学&参军等实际需求!在办理身份证时纷纷更改年龄!

创造出个人的另一个出生日期!形成生命历程中的两种年龄$

二&台村村民的两种年龄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不同作用
村民办理身份证时通过更改出生日期而产生的年龄!并没有完全替代实际年龄在特定领

域中的作用和意义!两种年龄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不同时空条件下各自发挥作用$

在壮族乡村传统生活中!实际年龄是社会成员用于组建年龄组&算命&问神&合八字&丧葬

,*

广西马山壮族村落中的两种年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

!

"

访谈时间(

#"#"

年
#

月
!&

日/访谈对象(

a;B

/访谈地点(

a;B

家中$

李虎(*论壮族乡村人口外流与传统农业耕作文化变迁+++以壮乡伏台为例,!*广西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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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期$



仪式等活动的主要依据$在壮族村落中!存在着一些传统社会组织$壮族青少年在达到一定
年龄'一般是十五六岁)之后!根据一定的年龄范围!在特定日期结伙到村庙聚餐!结成村落中
的特定年龄组织+++"帮#$

!

"帮#是壮族村落中的互惠性年龄组织!同一个"帮#的成员在村
落特定事务中有互帮互助的义务!在村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友#是村落中除亲戚之外
最为重要的关系网络$婚礼中的伴郎&满月宴燃放鞭炮庆贺的宾客&父母'也包括祖父母)葬礼
上的抬棺者等都来自"帮友#$台村的"帮#按社会成员的实际出生年份划分!有

!&%".!&%#

年&

!&%-.!&%,

年&

!&%*.!&&"

年等$实际年龄'而非身份证年龄)和幼时玩伴是村民入"帮#

的主要依据$

!&%".!&%#

年的"帮#中有成员
#!

人!

#"

人为
!&%".!&%#

年出生!有
!

人为
!&+&

年出生$这位
!&+&

年出生的村民!原本按实际出生年加入了
!&+*.!&+&

年的"帮#!参
加了几年后!发现自己幼时玩伴主要集中在

!&%".!&%#

年的"帮#里!因此申请重新加入了后
者$"帮#内

#!

位成员的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有一定的差距$其中!

!

人身份证上的出生年
份为

!&+,

年!他的实际年龄是
!&%#

年!相差
+

年$多数人的身份证出生年份与实际出生年份
相差

#.-

年$

在台村!特定年龄段的几个"帮#组成了"青年联合会#$"青年联合会#设会长
!

人!副会长
#

人!财务管理
!

人!成员由
*

个不同年龄组的"帮#组成!共
!$!

人!每人每年收缴会费
#""

元$"青年联合会#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规矩多是约定俗成$收取的会费!作为"青年联合会#

基金!主要用于村内公共设施维修&公共区域电费'路灯&村庙电器等的用电费用)缴纳等$每
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晚!定期在村庙聚餐!共同协商村内事务的处理$入会成员年龄限定在
!%.$"

岁!未达到年龄或超龄者可根据个人意愿决定是否缴纳会费参会$年龄是"青年联合
会#入会的重要标准$年龄在

!%.$"

岁的村民必须随"本帮#成员加入"青年联合会#!并缴纳
相应的会费$超过

$"

岁的村民!可根据"本帮#实际情况和个人意愿选择是否参加"青年联合
会#$多数村民在帮内成员都达到

$"

岁后!就不再参加每年年底的村庙青年聚餐!也不用缴纳
会费!从此自动脱离"青年联合会#$少数超过

$"

岁的未婚者!仍可参加"青年联合会#聚餐!且
可根据意愿选择是否缴纳会费$当然!不再参加"青年联合会#的村民!仍然需要参加"本帮#的
聚会和活动$适龄青年如果不加入"青年联合会#或拒绝"入帮#意味着脱离本村$若其家中有
婚丧嫁娶或重大事务需要青年人参加时!很可能会出现无人参与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加入
"青年联合会#的年龄认定依据是实际年龄!而非身份证年龄$

此外!每年年底!家中女性长者都会备齐家庭成员的生辰八字!找算命先生算命或神婆问
神!预测新一年的运势!预防厄运降临$此时!算命先生和神婆须依赖求神者提供的农历实际
出生日期!通过自身的行业知识进行测算$田野调查期间!笔者看到不少家庭保留有用红纸誊
写的算命&请庚&合庚&婚期选择&建房&一次葬开丧选期&二次葬选期等民间文书$一位

!&+%

年出生的男子于
#"",

年结婚前送到女方家的请庚帖这样写道("请庚!乾造生于戊午年十一月
廿八日寅时#!其中的出生日期为其实际出生日期$为

!&%&

年逝世的李全福老人于
!&&&

年举
行二次葬时的选期择辰文书这样写道("佳城吉课!佳城座"巽山乾向兼辰戌三分!坐丙辰向丙
戌分金!大利55化命李全福原命生于癸丑年农历八月初四日子时!殁于己巳年五月初十日未
时55扶金长男戊寅年九月初五日申时!次男庚辰年十月初五日未时55#其中涉及老人生辰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

李虎(*分离&互动与调适(一个壮族村落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原文如此!应为"坐#$



以及为他抬金坛!的四子生辰!均为农历的实际生日$近年来!外出务工者为了避免留守老人
不识字&记不住家庭成员出生日期!有意识地用纸张将家人的生辰记录下来!形成简易的家谱$

部分退休文人也开始将家族成员的生辰进行记录和整理!形成简单的族谱$这些现代谱书!为
村民参与各种传统宗教仪式活动提供了便利$村民的实际年龄在村落的传统社会生活中依然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如入学&入职&办理社会保险&办理金融业务&购买火车票&核
酸检测&健康码生成等!都离不开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是身份证号码的重要组成部
分$现代社会认定年龄也是依据身份证的出生日期!身份证年龄才是国家唯一承认的合法年
龄$诸多外出务工的台村年轻人!为了避免因年龄小进不了工厂务工!将实际年龄改大数年$

在
!&%".!&%#

年"帮#的
#!

名成员中!至少有
!"

人表示因身份证年龄偏大而给自己初中或小
学毕业就外出务工带来便利$村民

B=e

称(

那时村里很多人小学刚毕业!就去广东打工!大家都说读小学识些字!会写信!在城里不迷路就够了$我
五年级没读完!也不想读了!打算跟过年从广东回来的堂姐去打工$堂姐提前告诉我!去之前必须办好身份
证!而且要把年龄改大点!不然没有工厂敢接$我照着做!也顺利进厂了$

"

当然!更改年龄不一定都能给个体带来益处$村民
BL

说(

我亏大了!身份证年龄小了
!"

岁!现在村里办新农村养老保险$这样算的话!我要多交
!"

年的钱才可以
领到养老金$现在去派出所改年龄很麻烦!估计很难改过来了$

#

#""&

年台村青年
B==

曾志愿参军!顺利通过了一系列的考核和体检程序$正当全家人
为此骄傲!觉得家里又多出一人$参军时!

B==

打开户口簿才意识到!虽然自己实际出生日期
为

!&&"

年的农历五月初六!但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却是
!&%-

年
,

月
!*

日!即
#*

岁!已超出
国家政策规定的入伍年龄!而实际上他当时只有

!&

岁$当兵愿望因此落空$

#"!*

年村民
aN

在南宁贷款购买商品房!由于身份证出生年份为
!&+,

年'实际是
!&%#

年)!当时已经超过
$"

岁!因此只能缩短贷款年限!最终每个月承担近
,"""

元的房贷$他说(

当时家里老人把年龄改大那么多!我现在每个月还贷压力特别大$每天都得拼命干活挣钱!生怕房贷还
不上$

%

总之!台村村民中存在的两种年龄!一是身份证年龄!二是实际年龄$身份证年龄是对外
的!在公共部门&官方要求的领域使用!如外出务工&结婚登记&办理养老保险&申请贷款等/实
际年龄是对内的!在村落小传统中使用!如算命&合八字&问神&结帮等$对他们而言!两种年龄
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个体的生命历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台村村民两种年龄个案对解读生命历程理论的意义
生命历程理论是

#"

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也是当前研究社会

+*

广西马山壮族村落中的两种年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

!

"

#

$

%

&

金坛指壮族举行二次葬时存放逝者遗骸的瓮$壮族民众在亲人逝世入土
-

年或
,

年后!于清明节前后挖坟拾骨!

再将遗骸放入专门的瓮中寄放到山洞内!待子孙经济状况较好时择佳期举行二次葬!选风水宝地入土为安$

访谈时间(

#"##

年
!

月
#&

日/访谈对象(

B=e

/访谈地点(台村其家中$

访谈时间(

#"!#

年
!

月
##

日/访谈对象(

BL

/访谈地点(台村其家中$

B==

的兄长曾当过兵$

访谈时间(

#"!%

年
#

月
#!

日/访谈对象(

aN

/访谈地点(南宁市其新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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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重要范式和主要切入面向$

! 生命历程理论起源于
#"

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移民
研究!并经埃尔德'

N7a7\3<8@

)等学者的继承和完善而走向成熟$埃尔德等认为!生命历程是
"个体在一生中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与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
的$55具有生物意义的年龄&成长和死亡!在生命历程中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年龄层级所呈
现的也是一种社会期待#$

" 埃尔德将生命历程理论归纳为四个核心主题(第一!历史中的时
间和空间!指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所经历的事件!同时也被这些
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第二!生活中的时机!即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某一个体发展的
影响!取决于它们发生于这个人生活中的时间$第三!相互关联的生活!即生命存在于相互依
赖之中!社会+历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第四!个人主体性!即个体能
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自身的
生命历程$

#

生命历程理论力图突破个体年龄的生物学意义!从社会和心理层面赋予年龄新的意义!即
从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对年龄进行多元化的解释$

$ 台村村民的两种年龄现象!不
仅展现了年龄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意义!而且为生命历程理论赋予了新的意义$台村村
民两种年龄个案!为从微观视角看待年龄对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意义以及深入解读生命历程
理论的年龄时间分类提供了新的素材$

台村村民在办理身份证后所形成的与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身份证年龄!成为改变和影响
个人生命轨迹的关键事件$如前所述!部分村民的年龄更改并非完全"自愿#!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集体再造#的结果$年龄更改这一具有集体意义的人生关键事件!创造出新的生命时间和
历史时间!影响着社会时间有关个体的"生命时间结构#

%及人生各阶段的"标准时间表#!

&进
而影响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理论肯定了关键事件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也承认个人主体性在克服历史与
社会环境制约中的作用$台村村民两种年龄的产生!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做出的一
种能动选择$这种能动选择可能会产生短期有利效果!也可能会带来长期负面作用!这主要是
由社会制度等的制约所致$更改年龄前!

B==

人生经历的生命历程很可能是初中毕业&外出
务工&当兵&谋求较好的工作&贷款买房'或建房)&结婚生子&正常年限领取养老金等/更改年龄
后!其人生历程可能变成初中未毕业&外出务工&失去当兵资格&继续务工&缩短贷款年限买房
'或建房)&结婚生子&提前领取养老金等$因此!年龄更改这一关键事件会导致

B==

失去当兵
资格&未来买房贷款受限&失去某些工作岗位或晋升机会&提前达到退休年龄等$从长远来看!

会对
B==

的个体生命历程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

年龄是理解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和关键!也是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生命&历史背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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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生命历程理论基于年龄概念所形成的"同龄群体#'

52/2@0

)

!

&"年
龄级生命模式#'

>

O

8̀

O

@><8<34D8

1

>008@:6

)

"等概念!将年龄与历史实践联系起来!并借助年龄
级与时间观念的分析!实现了个体&社会和历史三者的联结$

# 台村年龄组"帮#等特定人群及
其两种年龄的产生与影响!对于以年龄为核心!以个体&社会和历史三者联结为特征的生命历
程理论而言有着重要的个案应用价值$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生命历程理论未能充分重视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个人主体性对年龄
的能动作用$从台村村民两种年龄的产生与影响来看!具有特殊社会文化内涵的村民个体会
对"生命时间#进行能动改造!生命历程理论因此更应该充分利用时间的社会性特点!考察生命
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等各种时间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差异!考察社会文化差异对社会成
员年龄和各种时间的影响!对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年龄和时间进行具体分析!切实关注个体在不
同时空背景下发挥不同作用的年龄和时间$

四&结
"

语
广西马山壮族村落村民两种年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身份证年龄和实际年龄存在

差异的状况会伴随其一生$事实上!类似台村中存在的"两种年龄#状况!在我国特定人群中是
较为普遍的$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不能简单囿于是个体谋求私利而随意篡改年龄!而应该将其
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就台村而言!壮族传统农耕文化孕育出
的笼统&模糊的时间观和年龄观!是两种年龄产生的重要社会文化背景/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产
生的壮乡外出务工&求学等实际需求!激发了民众更改年龄的动机/国家户籍管理制度的不规
范&基层管理人员和村委会干部工作的不严谨!则为村民更改年龄提供了可乘之机$

台村村民身份证年龄的出现!并未使其实际年龄失去存在的意义$实际年龄在壮族村落
社会生活中!如算命&结帮&入青年联合会&合八字&新房上梁&一次葬&二次葬等传统社会文化
活动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两种年龄在不同时空中各自发挥实际作用!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文
化意义!对于理解和反思生命历程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世纪以来!随着出生医学证明的规范&户籍管理制度的完善及村干部和村民文化水平
的提高!壮族乡村社会成员存在两种年龄的状况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两种年龄现象及其对个
体生命历程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依然存在$对这一特定群体的关注&关怀和持续研究!仍然具有
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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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马山壮族村落中的两种年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

!

"

#

K7[

Q

<8@

!"

F/8=2/2@0>6>=2:58

1

04:0/8P0C<

Q

2DP254>3=/>:

O

8

!#

;98@45>:P254232

O

45>3[8Z48H

!

'237-"

!

K27*

!

!&*,7

(7e7[438

Q

!

80>37

!

;

O

4:

O

>:<P25480

Q

!

'237-

(

; P254232

OQ

2D;

O

8P0@>04D45>042:

!

K8H L2@M

(

[C66833P>

O

8

J2C:<>042:

!

!&+#

!

1

7!#7

江立华&袁校卫(*生命历程理论的知识传统与话语体系,!*科学社会主义,

#"!$

年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