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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水利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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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 在华北农村一些严重缺水的地区, 节水水利民俗发达, 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一种非物质文化, 这时水是一种权力、制度、资本、道德标准和斗争武器, 围绕着它有

一套民间习惯法、村民组织、教育理念和操作规约, 农民用以控制、分配和共享有限的

水资源, 并发展出一套在干旱地区团结生存的可持续经验。在当前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

节水水利民俗还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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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水模式与个案

在华北严重缺水的农村, 一些农民放弃了灌溉农业, 耕而不灌, 建立了另外一种用水模

式。从一般国际水项目看, 在这种地方就不存在水利了, 因为不灌溉就无所谓水利, 也就没

有什么水利系统和水利管理的概念了。但据近年的实地调查看, 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还不能

概括陕山乡村水利工程的复杂性①。有时情况正好相反, 不灌溉村社的水利活动照常活跃, 水

利系统也十分严密, 水利管理的观念也很突出, 这些都不亚于灌溉水利乡村, 称之没有水利,

连当地农民都不服。不同的是, 在灌溉水利地区以供水为主, 在这里节水却被大加强调。农

民以节水为主导水利观念, 视节水为供水的基本条件, 还形成了自己的民俗传统和历史基础。

节水水利管理成为支配性的制度因素, 直接影响了当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也影响了当地的

社会关系, 包括人际关系、婚姻关系、贸易关系、宗教关系和行政关系等。很显然, 用从前

考察灌溉水利乡村的知识来考察这种节水水利乡村是不合适的。从学者的角度看, 还要避免

另一种倾向, 即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独立性。从调查看, 缺水农民的梦想永远是水利灌溉, 所

以缺水危机和传统文化功能的两端都被他们给放大了, 办水活动成为一种在水资源物质基础

上产生的非物质精神行为类型, 其抽象化结果受到了信仰和直觉的严格限定, 一部分还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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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的性质, 这正是当地非物质文化的一个特点。因此, 学者考察这种节水水利乡村, 要兼

顾水资源的实际与传统文化两者, 才能进行比较切合实际的记录与分析, 山西四社五村正是

这样一个民间个案。

四社五村是一个严重缺水山乡的村社组织, 地处晋南地区的洪洞县、原赵城县和霍县交

界, 霍山脚下, 800 年前就缺水。仅从村民保存的“清道光七年四社五村龙王庙碑”算起, 至

少在迄今长达 176 年的时间里, 农民每月平均只有 4 天水, 最少的村庄平均每月只有 1 天水。

一年 12 个月, 各村平均共有 48 天水, 最少的村庄只有 12 天水。也就是说, 一年 365 天, 他

们平均 317 天没水, 最少的村庄达到一年 353 天没水。一个乡村能在这种条件下生存, 它的

个案一定是很特殊的。

对这个调查点, 我们反复考察的是, 不灌溉水利工程与水利活动的关系。我们的问题是,

在不灌溉水利条件下, 农民的水利价值观是什么? 当地的水利系统是如何被农民维护、传承

和实践的? 节水水利民俗的现实功能和控制网络是什么? 以及节水水利传统的现代地位怎样?

等等。通过田野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分析, 我们发现, 在四社五村, 灌溉水利规则是被逆

向使用的, 变成了节水水利的硬性边界和生死罚规。四社五村的农民社首集团掌握着控制和

分配水资源的权力, 他们通过祭祀仪式, 将之转化为神授权威, 然后带领村民长年与干旱做

斗争, 创造了节水的最高垄断目标、共享水利的原则和节水教育的价值观。在节水水利条件

下, 农民又是两难事物的斗勇者, 他们既有见水萌生的灌溉梦想和个别举动, 又要把灌溉梦

想当作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打破的东西予以摧毁。局部成员越是走近灌溉梦想, 群体成员就越

是给予致命的打击, 结果, 灌溉水利成了农民潜在压抑的幸福指标, 节水水利成了他们生死

相依的现实行为, 节水水利的文化传统正是建立在这种梦想与现实的夹缝中, 成为在最少水

资源条件下所呈现的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之一。

四社五村人一直活得很踏实, 一块干涸的土地奇迹般地养育了近万口人。他们的节水水

利制度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延续至今, 现在还有生命力。他

们由节水水利管理发展起来的有限水源共享制度能够安民收心, 造就了农民与干旱共处的社

会格局。

我们从所搜集到的文字与田野资料中, 所能注意到的重点, 主要是这一历史悠久的节水

水利制度的突出表现机制。其中, 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农民自治管理水资源的社首制度。

社首组织与自治机制

(一) 社首集权分治

四社五村共有 15 个山村, 同饮一条水量不大的、由霍山沙窝峪植被积蓄的渠水, 并世世

代代延续利用至今。各村结盟的文献叫水利簿, 执行水利簿的文献是水利碑, 农民对此深信

不疑, 群体恪守。根据祖先水利簿的规定, 管理水渠的是 5 个主社村, 即仇池社、南李庄社、

义旺社、杏沟社和孔涧村。其中, 前四个社, 又称“四社”, 对内互称“老大”、“老二”、“老

三”和“老四”, 握权中之权, 此权又称“水权”, 主要是控水和分水、举行祭祀仪式、保存

和修改水利簿, 维修水利工程, 因此他们又称“水权村”, 用水级别最高。其次是渠务管理,

即渠权, 四社五村中的“第五村”孔涧村也可以参与, 他们内称“老五”。这 5 个主社村都有

独立的水日, 所谓“水日”, 指按照水利簿的规约, 以每月 28 天为期, 把渠水分成 5 份,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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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社村各获一份, 表示为若干日的水。下游村老大的水日最多, 为 8 天; 上游村老五的水日

最少, 为 3 天。其余的中、下游主社村分别为 7、6、4 天。管理水利工程又称“执政”, 由四

社轮流承当, 按照自下而上的祖制, 从老大到老四, 每社管理一年, 四年一届。值年的主社

当年称“执政社”, 次年换届, 周而复始。但不准老五执政。这些规定都是水利簿中的基本条

款。

社首权威的授受, 是通过祭祀仪式实现的。每年清明节一到, 四社五村的社首便齐集一

处, 遵奉水利簿的旧规, 举行公祭龙神仪式。当年执政社在通过仪式后, 等于接受了神灵的

授权, 然后率领众社首讨论当年治水, 并对现实用水的新政策进行表决。最后, 众人在焚香

祝诵中, 以神的名义, 完成仪式, 开始创造新一年的传统。

社首制管理的核心点, 是集权分治和轮流治水。巩固这种制度的关键所在, 是调动和运

作水利工程, 保证饮水供应的长远效益。社首抓住了这一点, 就等于控制了四社五村生死存

亡的命脉, 控制了整个小社会。

四社五村水渠还供养沿途的其他附属村①。这些村庄皆无他水可饮, 被允许享用该渠。他

们分别按所在渠段被划归附近的主社村管理, 每个主社村带一至三个附属村不等。附属村只

能使用主社村的过路水和剩余水, 并要为主社村分担修渠劳力经费, 以换取用水资格。对附

属村的管理, 也是社首制度的内容。

在社首的管理下, 四社五村社的水利工程按以下四个系统运行。

11 送水系统。四社五村水渠的送水是先由水源地沙窝村的总渠向支渠送水, 再由支渠向

各村坡池送水②, 再由家户到坡池提水和存水, 三点一线, 布成水网。按四社五村水利簿的祖

制规定, 送水的顺序是“自下而上”, 即强调保证下游村要得到规定水量的饮用水, 并以此为

标志, 衡量水渠的社会效益。在保证人人有水吃的前提下, 优惠主社村的用水, 允许主社村

在人口增加时, 扩建村内贮存渠水的坡池, 附属村则不准。这样就在有限水资源的环境中, 做

到让下游和中游的关键村社满意, 也照顾了附属村, 上游村也无话可讲, 能实现社区稳定。

送水系统管理的秩序从下到上, 以示公平。不过, 这种做法不止于山西四社五村, 陕山

古代官方灌溉水利系统也很重视自下而上的分配用水秩序, 但四社五村是实行不灌溉水利制

度的, 却也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原则, 从这一点上, 我们能看到这一制度被使用的共性。

21 借水系统。四社五村的另外一种取水风俗称“借水”或“借水不还”, 具体分三种情况:

一是天旱时, 主社村之间可以互借水日, 借而不还; 二是维修水渠时, 施工村可以向过路村

借水道, 借而不还; 三是附属村可以向主社村借剩余水, 借而不还。至于家户之间应急借水,

更为常见, 事后不还, 留个人情好交往。

借水系统的存在, 说明当地在执行祖先水利簿的统一规约下, 还是允许不同的用水情况

存在的。此系统的重要功能是, 水权村在借水中表现了相当的主动权, 他们之间都是主社村,

借水是平等互利的行为; 他们也允许附属村向自己借水, 这样一方面给附属村提供了存活的

机会, 一方面也塑造了自己的施主地位, 能巩固双方的依附关系。水权村向渠首村借水时,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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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持有水权, 实际是自由取水, 渠首村也只能任其取水, 不敢阻拦。因此, 此系统是把

双刃剑, 既创造了用水互惠的机会, 也体现了社首对四社五村组织的社会控制。

31 家户用水系统。四社五村的家庭用水都十分节省, 除喝水外, 凡涮锅、做饭、洗手和

洗脸, 用水都不许浪费。用过的水事后要喂牲畜家禽, 或洗抹布、搞卫生, 或倒在庭院里浇

花、浇树、除尘, 均多次循环利用, 这时家庭主妇成为节水的主力。

41 特殊用水系统。指在红白喜事或祭祖仪式中象征性地用水, 水量很少, 以意义为主。平

时他们尽量过着不用水的生活, 不洗澡, 很少洗衣服, 说“不脏”。从这方面, 我们能看到四

社五村人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四社五村人的节水习惯是在缺水危机中产生的, 他们习惯于放大缺水危机, 也就等于放

大了节水效应。他们有一种共识, 即认为节水就有水。水不仅是从祖先那里来的, 也是从自

己的手心里攥出来的, 是人人合作省出来的, 因此他们从不跟水较劲, 而是跟自己较劲。由

此在他们内部形成了一种民俗高压, 人人都把节水看得特别重, 不给浪费水的人和事以任何

借口。

四社五村的水利工程按照不同的功能系统运行, 旨在体现其用水制度的合理性。从调查

看, 社首在这一过程中所强调的合理性, 以及这种合理性的产生、自觉巩固和发展, 是符合

水权村利益的一种运作。至于学者在调查研究中需要清楚辨别的、体现于四社五村整体节水

制度中的合理性, 还需要在与社首的解释保持距离后, 另外加以分析, 这点我将在后面提到。

四社五村曾分属三县三乡, 一般人会认为很吃亏, 以为他们失去了不少行政资源。但事

实上, 长期的跨县生活, 反而造成了四社五村社首对行政资源的精明把握。被他们利用得好,

倒成了获取多县支持的理由, 有时还能越级上访, 寻求更上级政府的支持。1985 年, 他们改

造不敷使用的水渠管道, 就利用了行政上三不管的机会, 申请到洪、霍两县的上级临汾地区

水利局的投资, 解决了缺水危机。其他无论灌溉村还是缺水村, 都很难得到这种关照。平时

在不需要政府出面的时候, 四社五村社首会从别的角度利用政府的政策, 又不犯规。比如, 社

首们肯定地对我们说, 水利簿是铁定的“宪法”, 不能改变; 但从附属村一方看, 却并不都是

这样。洪、霍两县边上的附属村北川草洼村就是个例子, 该村几易县属, 主社村也变来变去,

每次两县的主社村都对它踢皮球, 要它按照对方主社村的行政县属解决取水点, 以减少对本

县水利的消耗。我们从这类日常事务中能看出社首对政府管理政策钻空子。

总的说, 从社首执行角度看, 四社五村的水利制度是一种控制水量消耗的制度。这种

“水利”制度的本身, 除了珍惜水资源之外, 还必须考虑到周围自然界与社会的所有因素, 包

括水环境、取水点的生态分布、祖制规约、宗教信仰、村落性格、强人声望和用水秩序等。这

一套运作便是民俗运作。只有民俗才能对付千差万别的、狭隘局部的、不同基层社会人口的

行为因素, 保护稀缺物, 并由上一代向下一代不断传承。在这种运作中, 水资源便成了社首

集权的名义和资本, 社首操作的水利技术便成了人与自然对话的策略、左右水利工程效益的

行为惯制和神机妙算的工具, 如此当地水利传统的各种机制才有了独立运作的意义和被使用

的特殊内涵。

(二) 理财机制

四社五村社首维修水渠和祭祀都要花钱, 记载经费的文献叫账簿。账簿的经费由农民集

资而成。社首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 是管理账簿和监督经费的使用结果, 让农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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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工程经费账簿, 由当年的执政社管理。工程经费不准浪费、不许错账。账簿在仪

式上公开核对后, 在众人眼下烧掉, 等于给神送去了, 上一年的账目也就此了结。我认为, 经

过社首同意和共同目睹把上年的账簿烧掉的过程, 是一种神圣盟誓。它有两个功能: 一是对

账目合理性的认同, 使以往的所有争议了结, 从头开始, 这在客观上也是一种社区团结教育;

二是烧账仪式年年举行, 能说明当地是很重视以局内团结为重的观念的。

其次是祭神账簿。四社五村社首每年要给龙神和山神烧香祭祀, 所用经费由神账记载, 从

前由香首管理, 民国以后, 四社五村的大多神庙被拆除, 这部分经费也明显缩减。但给神捐

资的活动从未停止。神账的功能有二, 一是社首集团相信, 由此能获得神祗的暗示, 增加自

己的办事能力; 二是社首年年给神捐资、烧香和祭拜, 也等于确认了这个非物质空间的存在,

能进行一次社区团结教育。

四社五村社首还管理另一笔钱, 即附属村为主社村分担的水利经费, 从附属村的利益上

说, 这笔经费带有压迫意味, 但从水利财务的角度看, 它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是免除了主社

村水利工程对沿途附属村土地占用的付费问题, 二是免除了主社村对附属村可能破坏水利工

程造成维修经费增加的担忧, 三是附属村每年给主社村提供了近半数的工程经费, 大大地缓

解了社首组织维修水利工程的经济压力。社首能把农民所积不多的钱财集中起来办一件水利

大事, 也深刻地体现了当地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用水问题, 钱还由此成为组织社区关系的一

种构件。

四社五村的理财机制, 从水利工程上看, 是社首的经济行为, 但从水利管理的观念上看,

也是社首与神权建立联系的一种象征, 这时钱很神秘, 能成为通神物, 不是完全被经济杠杆

操纵的。人与水所结成的这种通神的、非经济的联盟, 还表现了与大自然的一种结盟, 即人

文地理关系。

(三) 山区人文地理调节

四社五村是山村, 水渠要借助高山地势, 形成高程, 造成水利, 没有这个物质基础, 四

社五村社首的水渠运作就不存在了。但他们主要依靠水利簿运作水, 而不是依靠山势和水势,

这也是事实, 因而是一种人文地理的调节运作。

从自然地理上说, 水渠流经的所有村庄应该都是用水村, 可以自上而下地顺势取水, 这

是“合乎水性”的。但四社五村水利工程却世世代代恪守自下而上的用水制度, 强调在历史

上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秩序中建立用水关系, 并称此为“合乎人性”, 这就使它的人文地理精

神被突出出来。

他们从不忽视地理地势因素, 不过是善于把它运作成人文因素, 以利于应付突发的自然

灾害, 避免陷入绝境。有时农民也会因此而跨县来往, 有的邻县村庄比同县村庄走得还亲, 附

属村刘家庄就是一个例子。它的主社村是老五孔涧村, 再顶头上级是水权村老三义旺村, 三

村都在霍县境内, 本来有共同用水的历史渊源。但刘家庄在每逢大旱缺水时, 可以不向这两

个上司村开口, 却绕道去向洪洞县的杏沟村求借, 对方也援之以手, 结下了一份缘分, 据刘

家庄人讲, 原因就在于两村地势高下相接, 能走过路水。孔涧村因此对刘家庄和杏沟村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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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盯得很紧, 分别与两村订立了碑约或水规①, 以防自己被架空。刘家庄则因为地理上的天赐

之缘与老四杏沟村联手, 多了一个选择权, 这反而让孔涧村、义旺村和杏沟村三个主社村都

要留神, 自己也就成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附属村。

由上可见, 在山区用水上, 人文地理调节有时也能对历史规约起到抗衡作用, 这是合乎

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本性的。这种现象说明, 四社五村人在轮流用水上, 既充分考虑人性, 也

不放弃水性, 他们是巧算两者的成功者。

级差秩序与整体社会动员

四社五村共享水利的公平原则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用水秩序基础上的。从调查看, 在当地,

没有不平等的秩序, 就没有公平原则的稳定存在。这种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用水机制, 已被

四社五村人所世代认同和加以维护。从理论上说, 不平等关系是维护公平利益原则的一种动

力, 级差制管理是保护共同利益的基本条件。

(一) 级差分层管理

四社五村水渠沿途的村庄都可以用水, 这一水利规约的功能, 等于主社村承认沿途附属

村都有取水的合法性, 这就在制度上提供了历史水利簿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它还有利于建设

水利工程全线一体化的管理机制。但是, 由于四社五村内部存在着水权村和非水权村的差别,

渠首村和中、下游村的差别, 以及主社村与附属村的差别, 所以在实际用水管理上, 也还有

不同的层次, 社首主要是根据水权和渠段分布的不同, 实行级差管理。

第一级差, 水权村。前面提到, 四社都是水权村, 他们指认水权的依据, 是水利簿和碑

刻, 如在“清道光七年四社五村龙王庙碑”上, 刻了他们的名字; 在另一通“金明昌七年霍

州邑孔涧庄碑”上, 记载了老二打赢老五的历史。他们把这两种文献当作永久的权力资本, 因

此他们不是一般的用水村, 是在公平利益原则下得到实惠最多的村庄。

第二级差, 渠首村。在四社五村水渠的水源地, 有 4 个渠首村庄, 里面有老五孔涧村和

它的附属村刘家庄, 还有老四杏沟村和水源地村沙窝村。他们也不是普通的用水村, 而是近

水楼台先得水的高地村庄, 都有一定的用水自由, 沙窝村甚至有灌溉条件, 但渠首村的存在,

对中、下游村的用水形成了潜在的破坏力, 所以一直受到社首集团的严格限制, 也被上游主

社村孔涧村所就近看管, 不敢多占水和浪费水。

第三级差, 用水村。绝大多数附属村既无水权, 又地处下游, 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只能

服从水权村和渠首村吃剩余水, 是纯粹的用水村。

这种差别也不是绝对的。例如, 有的村庄是跨属两类的, 如刘家庄是孔涧村的附属村, 同

时也是渠首村。再如, 老四杏沟村, 既是渠首村, 也是水权村。再如, 所有四社都是水权村

和用水村, 但不是渠首村。沙窝峪和孔涧村都是渠首村和用水村, 却都不是水权村等。我要

指出这种区分, 原因就在于, 从田野调查看, 它是在农民头脑中实际存在的。缺水农民的思

维是从水权管理和水利工程渠段的两个要害中抽绎而出的, 一切目的都为了共享用水,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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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孔涧村与刘家庄订立的碑约, 见当地村民保存的“清乾隆二十一年孔涧村让刘家庄水利碑记”,
此碑条款现在还在执行。孔涧村还曾迫使杏沟村与自己签订互不侵犯保证书。被访谈人: 孔涧村原
社首李德辛, 访谈地点: 山西省霍州市阎家庄乡孔涧村, 访谈时间: 2002 年 5 月 5 日, 访谈人: 董
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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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产生出超逻辑的概念, 既涵盖水量, 也涵盖用水人口的社会属性, 使两者交叉在最省

水点上, 达到节水目的。从这种级差分层中, 我们还能看到四社五村管理的另一个技巧, 即

在所有 15 村中, 对水权村、渠首村和用水村的三项分类, 每村都至多占满两项, 各漏一项,

因此各村都始终处在互相监督和互相关照之中, 造成了一种相互牵制又彼此依赖的局面。

在现代社会中, 四社五村的社首集团与村委会班子是一套人马, 几乎所有的社首都是村

长、支书或村委。平时他们依靠政治动员贯彻政府的农业政策, 一旦谈到水利管理, 他们就

会自动将政治动员转化为民俗动员, 改为社首的身份, 去解决许多政府政策解决不了的缺水

问题。这时他们会按照民俗程序, 抓牢水权, 轮流管水, 把共享用水的原则贯彻到每家每户。

民俗管理与村委管理, 两者决不干扰, 而是两利的。因为在轮流治水中, 执政社都有获得神

授水权的权利, 都可以在自己执政期间, 得到管理他村的最高权威, 还能利用这个管理岗位

竞争献策, 进行综合治理, 心气很高。以后, 这个执政社变成非执政社, 又会与另外两个非

执政社在一起, 充任执政社的监督者, 也很牛气。如此往复, 在四社五村形成了既掌权又互

相监督的循环机制, 造成了政治动员与民俗动员的互利效益。

在 5 个主社村中, 只有老五孔涧村没有水权, 屈居二等。这在客观上, 等于在每年轮流

治水的循环中, 增加了一个监督成员, 把对四社的监督力度, 从内部扩大到了外圈。四社给

孔涧村一部分渠权的做法, 还有另一种机巧, 即允许孔涧村在四社水源地和水渠之外另修编

外支渠, 并在这条支渠的很小的圈子内, 默许孔涧村执掌该支渠的“水权”, 管理刘家庄, 甚

至准许孔涧村在上游村用水相对宽松的小环境中, 在与他人无干的情况下, 与刘家庄两家之

间实行自上而下的不灌溉制度, 这样既不违反四社五村共享水利的总体原则, 又笼络了孔涧

村, 还可以表现出四社对渠首村用水优势的承认和尊重, 同时也缓解了中、下游村对渠首村

占水的焦虑, 还为四社控制渠首村制造了合理借口。这个孔涧村, 比不上四社的权力, 更想

占尽威风, 于是对地位更低的他村监督积极性更高, 这也带动了其他村发挥反监督的作用, 村

村都不想违反水规, 都来参与治水管理, 结果整个小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治水, 促进了管理机

制的良性运行。四社五村的级差管理被笼罩在精致的民俗管理下获得了公平的意义。

(二) 性别合作

在四社五村的整个社会动员中, 包含了很完整的性别合作。社首集团是纯粹的男性组织,

这与水渠作为人为工程破坏性很大、有时需要用暴力来维持有关。平时社首也把水权和渠权

分开操作, 自己操纵水权, 把一部分渠权下放给放水员, 让放水员去监督和检查水利工程, 进

行违规处罚, 所以当地农民把放水员看成半个社首。社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节水教育,

方法是把灌溉水利条规倒过来使用, 全部变成罚规。经过多年不灌溉观念的塑造, 四社五村

的农民都是节水者, 水利簿中的“耕而不灌”一词家喻户晓。

但水利工程管理不是当地生活的全部, 当地还有其他经济、宗教和民俗活动, 在这些活

动中, 有时社首也出场, 比如村里办红白喜事等。我们搜集到了一些旧礼单, 发现仪式的头

面人物如果有社首, 其角色就比较固定, 大都是帮助办事的家庭接待来客、拉水和洗碗, 掌

管节水的关键部位。

每逢极端干旱季节, 四社五村有求雨习俗, 过去男女都求。民国以来, 经过多次“反迷

信”的政治运动的冲击, 男性已不再求雨, 由中老年妇女承当。她们克服小脚、体弱等困难,

到高山上的某个不寻常的地点寻找天然水源, 引来雨水。社首和其他男性村民站在路旁,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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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当配角, 不听话的还要挨打。女性的天然牺牲精神、忍耐力、克服社会阻力为群体谋幸

福的品格, 在这时体现出来, 受到了男性的尊敬。

四社五村女性是家庭节水的操持者。当渠水分配到家户后, 都由家庭主妇按每月的天数

对水进行再分配, 以日“担”或“勺”计, 节缩使用。她们还对提水工具进行分类, 规划渠

水的用向; 还根据用水对象对用水物品做分类, 以精细地计划用水的质量和数量。其他特殊

用水, 如丧礼和祭祖等, 女性也都是动水者和民俗意义的传承人。

四社五村男女两性在用水管理上是分工合作的, 男性掌管历史水权与水利工程, 女性掌

管祈雨、日常用水和特殊用水。男女各司其职, 共成民俗, 这些都是节水农民精神世界的重

要方面。

内外社会的冲突与协调

四社五村在长期的自治管理中创造了一套解决水源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办法, 使当地农民

能适应内在的冲突和外来的压力, 团结生存。近年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压力是农村现代化的挑

战, 下面是问题。

(一) 冲突

节水制度的合理性局限。四社五村人对节水水利的理解, 是与其历史传统分不开的, 从

某种程度上, 历史水规塑造了四社五村人的节水合理观念。这一观念的物质基础, 也是因为

当地确实缺水, 不能不节约水。四社五村所有节水制度及其执行的依据, 就此水资源状况而

言, 都是合理、系统而完整的。在当地农民的眼里, 尽管存在着事实上的用水不平等, 但四

社五村的节水水利制度仍然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从这种合理性的观念出发, 建立了人与人和

人与大自然沟通的关系, 在用水人口与地理环境之间, 建立了一套合乎“水”逻辑的关系圈,

所有外来的人物、事件只要能融入这个圈内, 就合法、合情、合理, 否则会被看得格格不入,

遭到排斥。

现在四社五村遇到的一个麻烦, 是历史水规不能解释新增水源, 如机井, 不能对井进行

有效地管理。传统水利簿是管理霍山植被水源和水渠的, 现代机井不属于这个范围。在市场

经济的运作下, 现代机井实行了个体承包制, 允许井水出售, 个别人便试图脱离不灌溉制度

管理, 追求井水灌溉, 这对于四社五村的不灌溉传统来说, 不啻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此外, 由

于井水可以变成商品水, 于是在井水户之间不再实行借水风俗, 只有买卖交易, 这也是过去

从来没有的。看井户因为掌握了电泵提水和电器维修等较多的技术, 还出现了私占机井的欲

望, 希望借此增加个人收入, 这更是与四社五村的水资源共享观念相抵触的。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 水的概念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水已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光环, 这在四社五村是前所未有

的。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霍山一带兴起采煤和砍树致富, 逐渐破坏了四社五村的水环境。特

别是最近省内修建高速公路通过四社五村, 引发了外来人与当地人争水的严重矛盾。在这一

社会变迁中, 个别主社村社首开始向附属村施压, 用水权去谋求私人的政治利益, 这是过去

社首所坚决反对的。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 四社五村的目标出现了两个未完成性: 一是共享渠水目标的未完成

性, 一是水利福利事业的未完成性, 这些都需要他们寻找新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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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协调

四社五村的节水水利传统也有与现代化相协调的地方, 大致有以下几点。

保护历史遗产与创造传统。四社五村在使用水册村碑进行水资源管理的历史过程和社会

现实中, 创造了村民自我管理地方小社会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

遗产的强调, 并由此形成了以节水为幸福观的集体意识和福利消费习俗; 二是依靠在现实生

活中使用历史遗产的新对策和常年取得的新实效, 创造了新传统, 如在实行自下而上节水水

利管理制度中, 也适当考虑上游村的用水优势, 允许极少数上游村实行自上而下的不灌溉管

理制度, 使上、下游村相处自然和谐。在四社五村的生产生活中, 这种保护遗产和创造传统

的活动是紧密结合的。他们虽然缺水, 却创造了相当成熟的用水制度和相关的非物质文化, 用

他们自己的话说, “人活的就是个文化”。

道德价值观与水法制裁。四社五村是一个高尚道德价值社区, 农民十分强调用水道德, 并

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长期协作、生死共存的用水环境。农民把节水制度视为支配性的社

会制度, 社首通过严格执行水规, 树立和保持自己的高尚道德形象, 广大群体成员通过参与

用水文化的伦理道德建设, 化解了许多属于制裁范围内的矛盾。他们最终建设了以节水互助

为核心的社区生活。

福利观念与社区运行。我们一直讲的福利概念是现代概念, 但在四社五村早已形成雏形。

它强调共享用水的“水福利”, 其特点主要是造就当地的用水秩序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社会秩序。

在四社五村与外界社会变迁的关系上, 它也同样作为一种稳定因素, 使四社五村人能接受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福利观念和现代化的福利工程。

不开发新水源的习惯。四社五村对有限水资源最大限度地延续利用, 尽量过着不用水的

生活, 在一般不缺水的社会看来, 这就是最大的节约了。他们还长期保持与自然环境相处的

态度, 尽量不开发新水源, 这也是一种节能作为和环保行为, 现在也应该提倡。

以上都与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观、社会道德观和保护环境资源观等相吻合, 许多经验值

得我们深思。对华北现代城乡的用水生活来说, 上述经验也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潘国琪　　责任校对　潘国琪　蒋重跃)

W a ter Con serva tion Folklore
DON G X iao2p ing

(Cen ter fo r Study of Ch inese Fo lk lo re and A ncien t W riting, BNU , Beij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 W ater conservation fo lk lo re is h igh ly developed in the severe w ater- sho rtage area in the ru ral

part of H uabei, PRC. W ater stands fo r non - m ateria l cu ltu re to som e ex ten t and has becom e pow er,

system , cap ita l, mo ral standard and figh ting w eapon. It has conveyed social operat ing m echan ism s such as

fo lk custom s, village o rgan ization, education no tions and operational regu lat ions. A set of susta inab le

experiences of cooperative survival in dry area has been set up consequen tly. W ater conservation has p layed

an impo rtan t ro le in agricu ltu ral modern ization.

Key words: non- m ateria l cu ltu re; w ater conservation fo lk lo re; si she w u cun; t radit ion and modern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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