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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結構:基於“緣"的視野解讀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China: 
An Analysis in View of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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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 Gui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社會結構到底是什麼樣的的一個狀

態?如何去理解和解讀?費孝通先生二十世紀

早期在《鄉土中國〉一書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論"

在當下中國社會還是否起作用?有感於此，報

告者想以“緣"入手，從微觀到宏觀，探究它

對中國社會結構產生的影響、功能與作用。

二、什麼是“緣"

《說文解字〉認為，“緣"是衣純也'是衣服

上縱橫交錯的絲線;

《現代漢語辭典》列舉了“緣"的五種意向:

(1)緣故，原因。 (2)因為。 (3)緣分，人與人之間

由命中註定的偶合的機會，泛指人與人或人與

事物之間發生聯繫的可能性。 (4)治著，順著。

(5)邊。

綜合考慮，報告人認為:“緣"是指人與人

之間通過自然、偶合或構成的一種交往機制，

是世人先賦或自致的一種歸屬。它既有先天的

色彩，叉有後天的因素，包括血緣、姻緣、鄉

緣、學緣、業緣、際緣等。緣因天定，緣由人

為。有先賦緣，有自致緣。

“緣"是一個本土化的概念，是一種具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現象。在中國社會中構成了一幅

血緣相親，親緣相連，姻緣相愛，鄉緣相惜、

學緣相勉、業緣相助、際緣相會的交往網路，

作為社會的構成要素，它體現了一定的社會關

係模式和交往、互動方式。

六種緣中，血緣、姻緣、鄉緣構成社會結構

的原生關係，學緣、業緣、際緣構成社會結構

的次生關係。親緣是血緣與姻緣的延伸。

三、“緣"的各要案類型層次分析

六種“緣"中，除際緣關係外，每一種“緣"

一般有基本關係(基本緣)、擬似關係(擬似

緣)、泛化關係(泛化緣)的不同，它們構成

一種同(共)緣體，呈現相互交叉的階梯狀一一

共緣體內關係(如圖1 )。

1 、血緣關係'指人與人之間依照血統經過

自然或人為因素構成的一種社會交往關係;包

括基本血緣關係，擬似血緣關係，泛化血緣關

係。基本血緣關係是依據先天血統自然形成的

具有不同地位的交往模式。人們常以“未出五

服"來衡量基本關係，即從本人開始依次上數

五代到父親、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依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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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數五代到子、孫、曾孫、玄孫，包括上述親屬

的旁親，所有這些，皆有“服"親，叫內親。

母親一系叫外親。父母子女關係是基本血緣關

係中的核心關係，由父母子女關係通過縱向、

橫向延伸構成血親網路的社會關係。稱謂有祖

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子、女

等。基本血緣關係的稱謂是交往關係中最密切

的符號，其中父，母，子，女是交往關係中最

信任的關係。

擬似血緣關係是一種後天的經過家族確認的

具有不同地位的交往模式，有師徒關係，過繼

關係'領養關係'乾親關係等，是血親關係的

合理延伸和擴大化，與基本的血緣關係共同構

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宗族關係;稱謂有師父、

母，繼父，繼母，繼子，繼女，養父，養母，

養子，養女，乾爹，乾媽等。擬似血緣關係的

稱謂再現中國人對家族交往、社會結構的變通

和行為的創造，家族成員的稱謂形成了與基本

血緣關係的稱謂略有差池的次序化稱謂結構。

泛化血緣關係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血緣關係'

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際交往關係泛化為血緣關

係的產物，是一種沒有經過家族儀式確認而形

成的關係'有教養關係，結拜關係，同姓關

{系，同年關係等，泛化的血緣關係不是依據血

統，而是由後天人為因素構成的社會交往模

式;稱謂有教父，本家，老庚，虛擬網路社區

中的兒子、女兒等，這是中國人特有的血緣情

結和對血緣關係的嚮往，有助於增加了人際交

往中資訊交流的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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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姻緣關係'指依照習俗儀式或法定程式

而結成的一種親緣關係。包括基本姻緣關係'

擬似姻緣關係'泛化姻緣關係。

基本姻緣關係是一種依照法定程式結成事實

婚姻關係而形成人與人之間的法定化交往關

係'是兩個人或兩個家庭的組合，是血緣關係

的放大和回歸，有夫妻關係，親家關係，抽煙

關係，連襟關係等;稱謂有公公，婆婆，岳父

母，媳婦，女婿，老公，老婆、姨父，姨夫，

伯、嬌母，嫂子、弟媳、等。

擬似姻緣關係指兩性之間相互認可構成事實

婚姻而形成的交往關係，有同居關係，重婚關

係'冥婚關係 1 ，練伴關係2和對食關係等，稱

謂有老婆，二奶，情婦，老伴等。

泛化姻緣關係指兩人之間相互認可形成臆造

婚姻而構成的交往關係'有同性戀關係'網路

夫妻關係，臆婚關係3等;其稱謂與基本姻緣

關係的稱謂相同。

3 、鄉緣關係'指長期生活在同一地域範圍

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交往關係'包括基本鄉緣

關係'擬似鄉緣關係'泛化鄉緣關係。人類定

居生活以來，相同地域的共同生活為鄉緣關係

的產生提供了社會條件，幾千年自給自足的自

然經濟狀態下，人口的流動少，使鄉緣關係發

展緩慢。近代殖民劫掠，近代工業的興起，中

國人離開故土，人口出現大量流動，鄉緣關係

迅速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

基本鄉緣關係指因籍貫、出生、成長於相同

地域而具有相同心里情感、相同語言、相同文

化傳統的人與人之間關係;有同鄉關係'鄰襄

關係等，稱謂有同鄉，鄉黨，老鄉，鄰居等。

擬似鄉緣關係指因長期工作、學習、生活於

相同地域而具有相同心里情感、擁有共同言語

和話語的人與人之間關係，常有第二故鄉說

法。

泛化鄉緣關係指由其他關係演變而來具有相

同心襄情感的交往關係'如，姻緣關係中，將



男、女方的鄉緣關係延伸到對方，稱之為半個

老鄉。

4 、學緣關係'指在一定時期、一定地城共

同學習而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係，包括

基本學緣關係'擬似學緣關係，泛化學緣關

係。一般認為，學緣關係伴隨著集中教育的產

生而產生，學緣關係的出現晚於血緣關係，姻

緣關係，鄉緣關係。從學緣關係的稱謂看，具

有血緣等關係的痕跡，如，血緣關係演繹而來

“師徒如父子"。

基本學緣關係指在長期的學習過程中結成的

具有明確固定的交往關係，有師徒關係，同門

關係，師生關係，同班關係，同屆關係，校友

關係等，稱謂有師父、母，老師，世伯，師

叔，徒弟，同學、師兄姐、弟妹等。

擬似學緣關係指在短期的學習和模仿過程中

結成具有固定的交往關係'有同教關係，同道

關係'同派關係等，稱謂有教友，筆友，會

員，道友等。

泛化學緣關係是基本學緣關係無限延伸，如

校友等。

5 、業緣關係'指經歷相同職業或工作於相

同環境或活動於相類環境而形成人與人之間在

行為、言語、思想上具有類同因素的交往關

係;包括基本業緣關係'擬似業緣關係'泛化

業緣關係。

基本業緣關係指具有相同職業地位、職業環

境、職業聲望而形成的關係'有同事關係，同

工關係等，稱謂有同事，工友等。

擬似業緣關係指勞動於相似環境或具有相似

職業經歷而形成的關係，稱謂有軍嫂，農民

工，農民，工人等。

泛化業緣關係，時下叉稱作趣緣關係指活動

於相類環境其有相同心里，情感、興趣、志趣相

同而形成的一種交往關係;有同黨、同會、同

僚、戰友、棋友、票友、牌友，病友、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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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友、車友、義工、志願者等。它是為了滿足

人們的精神需要而產成的，是社會發展的產

物。

6 、際緣關係'指彼此之間因相互需求或因

偶合巧遇而形成的人際關係。(歌曲:你不會

見過我，我不曾見過你，年輕的朋友在一起比

什麼都快活。)

共緣體指除際緣關係外，每種緣都存在著基

本“緣"、擬似“緣"、泛化“緣"三個層面。

基本“緣"是一類相對穩定的關係'受到制度

和習俗的規範。擬似“緣"是對基本“緣"的

推演，受到道義和利益的約束。泛化“緣"是

對基本“緣"的擴大或延伸，受到情感、環境

和利益的影響。一般來說，由基本“緣"向擬

似“緣"再到泛化“緣，其責任與義務逐漸

減弱，親密關係逐漸淡化，理性逐漸取代情

感，人們交往的越來越受社會規範的制約。反

向推理，則情形剛好相反。

“緣"具有世界性。馬克思講“全世界無產

者團結起來"這是一種以階級為行為標準'排

除其他“緣"關係的業緣關係，且是泛化緣的

業緣關係。“階級仇，民族恨。"前者指業緣

關係，後者指血緣關係。

“緣"具有超強的涵化性、超時空性。如三

世緣，同船共渡，前世所修，緣分。也就是

說，在中國，普天之下皆在緣中。

四、“緣"的理論依撐一一儒、釋、道

“家國同構"是儒家的核心觀念。中國古代

社會是一個以血緣為核心建立在家庭、家族基

礎上“家國同構"的宗法社會。從“緣"角度

看，儒家的“人緣有親緣，有友緣，還有群

緣一一一社群、民族、國家都是群緣;儒家

把親緣、友緣、群緣整合起來就成了綱常倫

理"4 。儒家將“仁、義、禮、智、信;聖、和、

忠、恕、敬;恭、寬、信、敏、惠;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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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讓、中等價值觀念"5為“家國同構"核心

理念。

三世緣"是釋家(佛教)一大命題。“三世

緣"指前世緣、今世緣、後世緣。釋家認為，

廣施，恩惠，遍撒財物，修橋補路，扶弱濟貧，

可以增加自己的功德;前世的付出，今世得到

回報;今世的作為，後世得到應證。人們現實

的相聚，在於前世的因緣，釋家認為人與人的

交往在於有緣，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也

不識。緣來則聚，緣盡則散，聚合隨緣。釋家

宣導身居化外，卻離凡塵，利用凡塵的功德，

換取後世的回報。凡塵的交往與利益相伴隨。

釋家“功德"與凡塵的利益交往合二為一。

道家則宣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勸勉世人順其自然，崇尚“造化，

大有與釋家“萬法隨緣"相同之意趣。

五、“緣"的形成和發生環境

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伴隨人類的幾次社會

大分工，經過了幾次重大的社會轉型。人類社

會第一次社會轉型，是由原始社會經過母系氏

族、父系氏族進入到奴隸社會，社會關係相應

發生一系列變化，血緣關係、姻緣關係、鄉緣

關係相繼產生。氏族公社一一氏族聯盟一一民

族一一國家:血緣關係、姻緣關係和地緣關係

共同作用結果。隨著社會的進步，出現了專門

培養貴族子弟的教育機構，教育機構的出現推

動了學緣關係的產生，孔子創辦私學，廣收門

徒，標誌學緣關係登上歷史舞臺，

戰國時代，墨家希望手工業者在社會佔有一

席之地，表明業緣關係已經萌生。漢代以編戶

制度和莊園制為基礎形成郡、縣、鄉、亭、裹

的社會結構。編戶制度對全國的人口進行登

記，規定編戶不許無故遷移，按照戶口名簿上

寫明的每個人年齡、性別、土地、財產、身

高、膚色、相貌特徵以及社會關係等，每年八

月進行例行檢查。莊園制以滿足生產生活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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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組織勞動和訓練，製作需要的農其和

手工工具，按照時令從事農業或副業生產，在

莊園襄進行戰射訓練，以防禦對莊園的攻襲。

這種社會結構強化了血緣關係和鄉緣關係。

唐，降及宋、明、清三代，生產以租個制為

主，雇傭制為輔，形成宗法制度的社會結構。

宗族組織和制度是取代門閥士族而興起的，及

至明清豐富而嚴密。宗族組織和制度強調敬宗

收族，宣導宗族內部的敦睦、親善和互助，凝

聚宗族的血緣關係。雇傭制在緩慢發展，業緣

關係也在逐步擴張。陪唐科舉考試大大強化了

學緣關係。

封建社會後期，業緣關係伴隨資本主義的萌

芽和初步發展的開始大量湧現。 1840年鴉片戰

爭，大量中國人流亡到海外，鄉緣關係受到特

別的期待，海外華人形成各種鄉緣團體，如潮

油同鄉會等。國外勢力在中國開礦山、辦工

廠、建碼頭，使產業工人大量湧現，業緣關係

獲得確認，如，紡絲公會，碼頭工人俱樂部

等。

資訊、交通的飛快發展、社會流動的頻繁，

給際緣關係的發展以莫大的方便。

六、研究發現一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

變遷中“緣"的特點及其影響

卜有關血緣、姻緣(包含親緣)、鄉緣、業

緣的記憶不斷重複。

轉型時期的中國人們，一方面，工具理性使

他們感到發展是硬道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本著情感理性，他們叉對“人心不

古"的世風充滿焦慮，渴望親情、友情、鄉

情，更有甚者，一些人利用投緣、結緣以謀取

最大利益。於是，或為了情感，或為了利益續

緣、攀緣、結緣乃至扯緣。如祖靈祭肥、炎黃

祭爾巴、建宗祠、修宗譜、同鄉會、同學會，喝

酒找由頭、間路套近乎(某某老爹、某某小

妹) ，扯關係一一病友、牢友、驢友、賭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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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關係、師徒關係、結拜關係等，姻緣關係中

一夫多妻關係、冥婚關係等，核心家庭構成整

個社會的基礎，逐漸替代宗族家庭關係等等。

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進入婚育年齡，傳統的生

育觀念、宗親家庭觀念發生改變，計劃生育成

為公民的義務，“丁克"家庭、單親家庭等現

象值得關注。長此下去，勢必導致有些傳統的

親緣關係不復存在，養老問題嚴重，生育記

憶淡化乃至消失，人口可持續性發展難以維

繼......這些需要引起我們學者、特別是決策者

的高度重視，妥善作出回應。

下面是第一代獨生子女結婚後主幹家庭部分

親緣關係結構圖:

鐵哥們等。從而形成各自的圈子和社會網路。

正如費孝通先生所云:“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

所發生的社會關係，從生育與婚姻所結成的網

路，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

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 6 ，但費孝通講的是

傳統的鄉土社會，從“緣"的視角，現代社會

較之費先生所觀察的已有不同之處。表現在:

2 .“差序結構"理論基礎的血緣關係呈衰弱

趨勢。血緣關係拋棄宗法家庭模式，形成了核

心家庭模式，呈現倒金字塔的行為需求結構。

社會文明進步的衝擊，一些傳統社會親緣關

係相對減弱。如，血緣關係中的過繼關係、乾

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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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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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係
人
出
生
地
相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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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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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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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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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同上一代比較，年輕一代感覺不到家大口闊

的溫情和“孝"的意義，考慮過多是生育的麻

煩，生育記憶一旦失去將會影響一個國家的人

口科學、持續發展，令人堪憂。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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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鄉緣關係呈現金字塔狀結構。中國改革

開放過程中，大批農民為了求生存、求發展離

開故地，前往經濟飛速發展的治海地帶，為中

國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充裕的勞動力，形成中國

特有的農民工現象。部分農民工在當地安家落

戶，大量農民工像燕子一樣，從故土到“打工

地"來回奔波，農民工特有的故鄉情結不斷強

化，鄉緣關係、業緣關係日趨複雜。鄉緣關係



6. 際緣關係非常活躍。現代社會的環境越

來越有利於際緣關係的形成。網路生活、夜生

活、旅遊生活等成為個人生活的重要內容。親

緣、鄉緣、學緣、業緣成為際緣交往的結果。

由此，我們發現費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傳統社

會關係網路，不再是牢不可破的一種網路關係

模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核心，結合姻緣關

係，鄉緣關係的社會交往網路模式，排斥著其

他“緣"的作用。費先生的“差序格局"是建

立在以血緣關係為核心，結合姻緣關係的基礎

之上的，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為中心，

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的大小要依著中

心勢力的厚薄而定，“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

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不像

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

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

遠，也愈推愈薄" ; 7是根源于“安土重遷，生

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社會。這種性質的社

會不但是人口流動很小，而且人們獲取資源的

土地也很少變動。總之，它是一個社會變遷很

少而且變遷速度很慢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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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地域範圍的擴大呈現金字塔的結構。離出

生地越遠，關係人出生地相鄰越近，共同語言

及共同心里情感越熟悉，利益共同體越牢固，

鄉緣關係越密切，如圖3所示。有關鄉(地)

緣的歌曲經久呼喚、滲透人心。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現代社區的快速發

展，文改變著人們的傳統鄉(地)緣理念。

4. 業緣關係呈現出相對不穩定態勢。主要

原因是社會的開放，社會成員的職業流動性增

強。“男怕投錯行，女怕投錯郎"不再是金科

玉律了。

7 .“緣"的影響和功能:

積極方面:其有很強的家庭社會穩定功能、

人文關懷功能、民族凝聚功能、社會和諧功能

及心理調適功能。由血緣關係為基礎構成的

“家國同構"曾具有超強的穩定性，和婚促進

了民族的融合，加強了移民的社會適應。緣分

與造化的證悟，破除了世人的執著，平衡、調

適了人們的心態。情緣、續緣有助於世間的和

諧。種因種果一一“前後相生，因也。現相助

成，緣也" 0 8 

如此告誡世人常懷敬畏之心，當下多積善

德，廣種福田。

“緣"的消極方面:容易形成社會各個領域

潛規則活動的溫床，形成小圈子，任人唯親、

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影響社會政策、制度的

實徹落實，妨礙社會的公平、公正、公開。孟

5 .學緣關係呈現倒金字塔狀結構。大泉化

教育的衝擊。教育改變人生，教育在人的社會

化過程中承擔了主要職能。社會化大生產對職

業提出了不同的更高的要求，大泉化教育代替

精英教育，為更多的公民提供了受高等教育的

機會。個人交往體系發生了變化。個人的交往

以學緣關係、業緣關係代替血緣關係成為交往

的主流。新技術不斷湧現，不斷進步的社會提

出了繼續教育、終身教育的要求，學緣關係進

一步得到擴充和強化。學緣關係隨著年齡、利

益和理性需求變化而擴充。學緣關係在人的一

生中呈現倒金字塔的結構。隨著年齡增加，共

同利益越多，理性需求越強，交往越頻繁，交

往關係擴大。如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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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階段以及高級培訓等

|憎階段 | 
|幼稚園 | 

大學階段

中學階段



子 : 五湖四海皆兄弟一一我們的大中國 1 好大

一個家 。 過度地謀家營私必然會帶來負面交欠

應 。

“緣"很強的場域性一一與時俱變，因時就

勢 。 階級矛盾 、 民族矛盾 、 家鄰矛盾，不一定

永恆，時有轉化 。

緣及其要素間相互糾結叉相互博葬一一作用

孰大孰小不一定 ， 有很大的運作空間 。 如:移

民通婚是融入與適應的最佳途徑，和婚有時比

戰爭還要有效，促成翻臉反目不相往來的某某

兄弟和好起來， 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他人掘

毀某某兄弟的祖墳等

“緣"功能加強與限制:加強一一情緣、續

緣、用心;限制 其他幾種理性(如價值理

性、制度理性等)的張揚 。

六種“緣"及其要素構成了社會網路，感性、

理性交織 ， 正負功能並存 。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

的變化，從“緣"的各種關係和要素及其形式、

功能變遷中得到體現，血緣關係與家庭結構和

家國分構 ， 鄉緣關係遭遇了社區基層組織(自

然村逐漸變成行政村 、 街道衍化為社區)和城

緣

情感理性

※該客座研究員講座報告系國家社科基

金一一中國社會思想史元素案例研究和範式探

究(l lBSH003 )階段性成果 。 課題首席專家

桂勝教授;成員:向春豔博士、胡翼鵬博士 、

中窗社會結樁，基於“緣"的視野解讀

市化的衝擊，業緣關係受社會分層和經濟佈局

的影嚮'際緣關係好像取決於冥冥之數，但主

要還依賴社會流動，學緣關係則與義務教育和

高等教育大眾化休戚相間;反過來“緣" 的各

種關係和要素叉無時不刻地左右中國的方方面

面 ， 滲透著、影響著中國社會結構一一從微

觀 、 中觀到宏觀 。

然而，中國現代社會畢竟有別於傳統的鄉土

社會和宗法社會，理性的張揚是現代社會文明

進步的要求 。 中國政府逐漸以道德價值理性 、

法紀制度理性 、 經濟利益理性來發揚“緣" 關

係中的積極作用，限制並削減其消極因素 ， 從

而在社會結構中形成動態的制衡，宛如一幅

“中國結" 。 見圖5 : 

但有一點，應該引起執政者和學者的高度關

注的是， “緣"關係無論是在祖先的中國，還

是當今的中國，乃至子孫的中國它仍然具有很

強的張力 、 生命力和作用力，究其原因，是因

為 “緣"關係非只是感性和情感，其諸多方面

也滲透著理性選擇 。

經濟理性

闕祥才博士、周麗玲博士生、劉購博士生、張

友雲館員等 。 曾參加該報告初稿討論的有報告

人的學生張友雲館員、闕祥才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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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冥婚關係指由現實的兩個家庭為沒有結婚就已經

死亡的男女舉行結婚儀式而形成的交往闕係。

2 鯨伴關係是指孤獨無伴侶的老男人沒有通過法定

程式或習俗儀式而與異性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的

關係。

3 臆婚關係指非戀愛的兩人之間由於好感而以夫妻

稱謂對方形成的社會交往闖係。一般存在于同學、

岡事之間。

一 198 一

4 吳光儒家的“緣"觀念及其現代意義人民政協

報 2006 年 11 月 6 日第 C01 版學術家園

5 吳光儒家的“緣"觀念及其現代意義人民政協

報 2006 年 11 月 6 日第 C01 版學術家園

6 費孝通: <<鄉士中國))，三聯書店， 1985 年

7 費孝通:同上

8 ((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