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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我们必须关注农村的家庭养老情况。本文通过对比清水江流域民族地

区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与现如今的家庭养老情况，分析出现如今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面临

的困境，包括老人养老经济来源单一、身体健康情况重视不够、尚未关注精神赡养方面以及养老观念与

子女发生冲突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从传统家庭养老的经验和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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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aging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ural 
family pension situation. By comparing the traditional rural family pension in the ethnic areas of the 
Qingshui River Basin with the current family pension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rural family pension in the ethnic areas of the Qingshui River Basin, including the single 
economic source of the elderly pension,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physical health, the lack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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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piritual suppor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cept of old-age care and children. In view of 
these situations, specific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and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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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们也必须关注到农村的养老情况。据统计，清水江流域民族地

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共有 40,406 人，其中大部分老人的赡养主要由家庭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人类

社会最古老，因而也是最基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富生命力的养老方式[1]。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主要

包括锦屏、黎平、天柱、剑河、台江、黄平、麻江、凯里等地区。本文将家庭养老聚焦到清水江流域民

族社会农村家庭养老，发现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农村家庭养老中对于

老人身体和精神上的关注度不够，为了深入了解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社会现状，因此本

文对比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传统农村家庭养老与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的情况，采取了参与观察和访谈的

方式，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描述该流域面临着怎么样的家庭养老困境，并期望为该流域的农村家庭养老

更好地进行提出相关对策。 

2. 家庭养老的含义 

家庭养老又可理解为子女供养或老伴供养或亲属供养[2]。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家庭养老主要是指

老人在家生活，并且由子女进行养老的形式，必须指出的是，本文的家庭养老中老人一般都是留在农村，

生活在熟悉的农村并且与配偶、其他亲属或者丧偶后独自居住。家庭养老的主体是子女，主要涉及物质

上的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赡养三个方面。 

3. 清水江流域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情况 

我们了解清水江流域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情况更有利于我们解决现在该地区出现的家庭养老问题。清

水江流域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情况主要在清水江文书中的分关文书、承继和出继文书、阴地文书、遗嘱

文书等文书之中能够体现。在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人的赡养主要是由亲生的儿子或儿子们共同赡养、

无子女在亲族中承继儿女进行养老、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由亲属继承家产，亲属承担养老的责任三种

情况。说明在传统的农村养老过程中，其他亲属也可以赡养老人。 
清水江流域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主要方式是分配养老田进行养老，通过儿子耕种养老田获得食物和

经济来源赡养老人，养老田在划定赡养田的同时，有些会在赡养契约里规定在父母在世时无论任何情况

都不能动赡养田，以此来保障赡养老人的基础。并且会动用官方的力量保护老人们的老年生活，比如如

果在赡养中自己的儿子如果不能较好地履行赡养义务，那么老人可以收回分出的家产以保证自身的晚年

生活。在石昌泰转交家业与母执字这份文书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儿子沉迷赌博，母亲担心自己无法

被好好赡养以及媳妇孙子的生活保证，在宗族的帮助下，决定收回曾经分给儿子的家产，以保证自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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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活以及媳妇孙子的生活，并且要求儿子痛改前非，否则家产与儿子无关，如果儿子蛮横，母亲也只

能报官处理。其原文如下： 

立转交家业母执字人石昌泰为近年农务渐于总惰赌博不厌，慈母诚恐家业稍耗年老无依，又恐媳孙无靠。延请

舅氏向讲将本名儆戒惟有从命曷敢抗违，令本名将田产地业一切转交慈母手执，庶后年老有靠媳孙有依，只得情愿

此以后各务正业痛改前非，如仍旧好赌，一切家业本名毫无系分。倘有持横任恾，慈母禀官惩究自取咎戾，恐后无

凭，立交字柄据所有田产。 

地名把数开载于左 

廹已栁田乙坵载禾三十把高桥头田乙坵载禾十六把 

以上二处交与媳妇金喜手执自管其余多寡之业概交慈母手执 

凭舅父石学富贵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八日请代笔石声杨立[3] 

这也是一种保证老人老年生活的一种手段，能更好地保障赡养的顺利进行，具有人性化，即不是

将所有权全部交与赡养承担者，以防在赡养承担者没有能力或不好好赡养时，老人还会有保护自身的

能力。 
也就是说，在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传统的家庭养老比较注重在家族或者官方层面，家族主要是依靠

道德层面约束和保障养老，官方主要是以法律和强制的手段确保老人养老顺利进行。 

4. 清水江流域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的大部分青壮年长期在外务工，该流域的老人基本

是个人或者夫妻一起在家自行养老，甚至很多老人还承担了隔代养小孩的责任。再加上农村地区的老人

大多没有养老金，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因此在农村家庭养老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

要梳理出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 
第一，在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空巢老人较多。很多老人的子女长期在外打工，很多只有春节

时能够回家一趟，回家的时间也较短，对于老人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也无法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导致

很多老人身体和心理问题长期无人关注，首先，在身体健康方面，很多老人在身体出现疼痛的时候会选

择忍耐，一是大部分老人极强的节约思想，觉得看病太贵，想为子女节约钱，二是大部分老人健康意识

淡薄，觉得一点点小病并不需要看医生，拖一拖病就可以自然变好，因此导致疾病越来越严重。其次，

在老人心理健康方面，很多老人一旦生病没有办法自食其力之后，会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很容易产生强

烈的孤独感和无力感。 
第二，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老人观念与年轻人发生冲突。在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很多年轻人

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将家搬往县城或者其他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更好的地区，但是

大部分老人并不愿意在现代化更高的城镇生活，很多老人就算子女都搬离原来的农村了，他们仍然选择

居住在农村，主要是因为老人受到乡土情结的影响和无法适应城镇生活，子女也没有很好地将自己的父

母带进城镇，周边没有熟悉的人群，老人便无法适应。 
第三，老人家庭地位的变化和家庭结构的改变导致老人心理落差。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再是主导

地位，而老人处在子女新组成的小家庭的边缘。子女一旦组成新的小家庭之后，老人便不再是家庭的中

心，但是很多老人并不能接受这样的转变，认为自己仍然需要在子女的小家庭中占据主要的地位，但是

事实上也没办法回到原来的家庭地位，这样的心理落差很大。 
第四，农村的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子女的资助和自己劳动或工作所得。这样的情况导致老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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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减少子女养老的经济压力，大部分老人仍然参与农村体力劳动，很多农村的老人不顾自身身体情况强

行劳动，导致自身身体出现很多病痛。笔者访谈到其中一位老人的儿子表示，他们并不想老人这样去从

事体力劳动，但是老人总是觉得他们少花点孩子的钱，孩子的经济压力就要轻一点，有时候老人节约的

钱还不够给老人看病的，多的钱都出去了。而且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的老人大多没有养老金，也没有交

养老保险，老人在年轻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官方也没有该流域民族地区的养老金和养老保险的统计

数据，这一块的关注比较少。 

5. 清水江流域农村传统家庭养老与现状对比情况 

第一，传统的家庭养老孩子是陪伴在老人身边，在一定情况下，传统的家庭养老能够缓解老人心

理需要儿女陪伴的情况。现在的农村的子女大多在外工作，陪伴老人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第二，家庭

养老的经济来源不同，传统的家庭养老主要是靠子女耕种养老田，现在农村的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

是子女的资助和自己劳动或工作所得。第三，传统的家庭养老中老人在家庭中的占据重要的地位。现

在的农村家庭中老人一般处在边缘，不会进入小家庭的核心地位。第四，现在的农村子女面临着更大

的生活压力。就业压力、儿女教育压力、买房压力等等都使得现在的子女并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和照顾

老人。第五，大部分农村养老问题不会签订法律条文。现在的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一

般观念是养老是家庭个人的事情，也没有必要签订养老合同和契约，都是约定俗成的，一般是道德约

束，不会上升到官方。 
这样的对比能够看出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并且也有利于我们为

现在的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些历史上的有力的经验支撑，有利于我们规避以前家庭养老所遇到的

教训。 

6. 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 

(一) 农村家庭养老缺乏对老人精神养老的关注 
在中国，家庭养老是一个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传统，普遍来说，在家庭养老中，人们一般认为赡养老

人只需要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持。近些年来，城市对于精神方面的赡养有所提高，但是农村在家庭养老方

面仍然没有重视到老人的精神赡养。但是，在社会发展速度巨大的今天，农村的老人大多不太适应当代

的科技发展，那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无所适从深深笼罩在老人的心中，因此会常常出现自我厌恶和无力

感。很多老人表示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他们不了解现代的社会，不懂孩子和孙子孙女平时在干什么，

问多了很多孩子都不耐烦，因此他们也不愿再问。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老人与子女情感上的联系逐渐

减少，也导致老人在晚年生活在精神上缺少支撑。 
(二) 农村家庭养老对于老人健康问题关注不够 
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家庭养老中对于老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并不是很重视。根据《贵州省人口普查年

鉴 2020 年》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个关于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 60 岁以上人口的表格。 
从表 1 中可知，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 60 岁以上健康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60%，其中，60 岁以上健康

男性约占总人口的 32.5%，60 岁以上健康女性约占总人口的 33%。由此可以看出，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

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堪忧，农村的老人身体健康状态更值得关注。但是经过走访，很多老人并不会将自

己的身体状况告诉自己的儿女，儿女也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太能够关注到老人的身体是否健康。也因为经

济原因，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很多不会每年带着老人进行体检，基本对于老人身体健康处理就

是在老人出现病痛时才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病。而且老人自身也不愿意每年进行体检，这样也导致了很

多老人的疾病由小病拖成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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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opulation over 60 years old and healthy population in ethnic areas of Qingshui River Basin [4] 
表 1. 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 60 岁以上人口及健康人口[4] 

地区 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 60 岁以上人口 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 60 岁以上健康人口 

 男 女 总人口 男 女 总人口 

锦屏 1469 1613 3082 848 827 1727 

黎平 3459 3805 7264 2410 2412 4822 

天柱 2677 2887 5564 1502 1494 2996 

三穗 1436 1555 2991 759 718 1477 

剑河 1356 1558 2914 805 796 1601 

台江 925 1046 1971 570 600 1170 

黄平 2369 2599 4968 2733 2846 3279 

麻江 1177 1374 2551 778 804 1582 

凯里 4217 4884 9101 2733 2846 5579 

总 19,085 21,321 40,406 13,138 13,343 24,233 
 

(三) 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政府其他养老机构联系欠缺 
政府与社会在养老方面主要是关注无子女的老人，忽视了很多子女不在家的老人，这样的老人群体

又相对比较庞大。政府也是主要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和物质基础。我国社区养老设施和资源不足，尽管

存在一定的社区医疗机构服务需求，但针对老年人的社区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刚刚起步，老年人的社区

参与度也比较低。 
(四) 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来源单一 
农村养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比城市养老问题更加严峻的，农村大部分老人并没有缴纳养老金，农

村缴纳养老金的在实际的待遇上也与城市养老金的差距也较大，农村养老金的待遇较低。对于养老保险

与养老金，我国老年人贫困率较高，尽管农村老年人口仍在工作的比例高于城市，但农村户口的老年人

贫困率依然高于城市户口的老年人。城市户口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养老金，而农村户口老年人的生

活来源主要是子女的资助和自己劳动或工作所得。我国大部分老年人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但实际养老金

待遇城乡差异巨大，尤其是农村养老金的待遇很低。 
(五) 农村家庭养老中空巢老人问题突出 
我国空巢老年人比例接近一半，且家庭养老资源随着子女数的减少将面临挑战，清水江流域民族地

区的空巢老人问题更加严重。在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劳动人口大量的涌入城镇，导致清水江流域

民族地区出现大量的空巢老人。空巢老人长期处于孩子不在身边的情况，因此容易产生生理和心理方面

的问题。而很多空巢老人是主动留在农村成为空巢老人，这样的老人一般心理都比较倔强，容易出现不

愿与儿女沟通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情况。 
(六) 家庭养老无法与养老院等有效衔接 
而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养老机构在当地也开设较少，且养老院的服务

还有待加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部分老年人不了解养老机构，对于养老院接受程度很低，笔者询问当地

的老人们，老人们普遍觉得如果自己的孩子将自己送进了养老院的话，他们心里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并

且村里面的人会觉得这个孩子很不孝顺，老人们对养老院也并不是很了解，认为生活在养老院会被虐待，

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晚年生活会很凄惨。但是家庭养老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办法完全保障老人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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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生活中的晚年生活。并且大部分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村老人是没有交养老保险的习惯，传统

的观念仍然是“养儿防老”，一旦出现变故，他们的养老就无法得到保障。 

7. 农村家庭养老的解决对策 

(一) 关注和满足农村家庭精神养老 
在精神赡养方面，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以老年人为中心，即要关注和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5]。首先，

需要充实老人自身精神层面，以排解内心抑郁情绪。开设老人活动室，让老人适当参与除农业活动之外

的活动，比如艺术活动和举办节日活动。其次，社区加强医疗和志愿者服务的活动，确保在老人在身体

出现疾病时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志愿者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老人心理的孤独感，弥补儿女不在

身边的寂寞情绪。 
(二) 提高对老人身体健康的关注 
农村地区，很多老人容易出现隐瞒自己病痛的情况。在身体健康方面，社区或者政府需要长期定期

开展体检活动，提前预防和检查出老人身体上发生的情况。其次，老人的子女也要重视老人身体健康问

题，需要在观念和行动上进行变革，不仅改变老人在观念上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还要改变自身观念。

行动上，不能完全以赚钱为目的，如果没有免费的体检，也应该每年带着老人进行基础体检。 
(三) 加强与社会、政府其他养老机构的联系 
农村家庭养老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子女外出打工，无法在家中赡养老人，没有办法及时了解老人最

近的生活、身体各个方面的情况，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加强与社会、政府其他养老机构的联系，也

就是通过社会、政府等其他的养老机构能够时时关注到农村老人的近期状况，以此作为农村家庭养老的

有力补充。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政府其他养老机构的紧密联系，也有利于完善农村家庭养老体系，相

互取长补短。 
(四) 改变养老观念，提高养老保险的缴纳情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

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6]。国家在努力为养老做出更好的保障的同时，我

们也要改变农村养老观念，不能单一地依赖家庭养老，家庭养老也不能仅仅依靠儿女的物质支撑，购买

养老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养老的经济压力，也能保障意外情况下老人的晚年生活。改变养老

观念，还有部分老人不愿进入养老院的观念，养老院可以有效地向家庭中的子女反馈老人的近期情况，

及时了解老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情况。这样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家庭养老经济来源单一的问题，也能更

好地减轻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保障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五) 加强邻居与亲戚等家庭外部关系以便照顾老人 
上文中提到，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空巢老人，并且这些家庭中的老人也并不愿意进入养老院，并

且农村地区养老院服务并不发达。为了解决这样的养老问题，我们需要农村家庭加强邻居与亲戚等家庭

外部关系以便照顾老人。而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儿女需要加强与村里亲戚和

邻居等外部关系，在有一方儿女没有外出的情况，亲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忙，儿女都外出的情况，老

人与老人也能相互照应。并且老人处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也更好地缓解心理的问题，不那么容易出现精

神问题，也不会让老人出现无所适从的尴尬情况。这样的解决方案能够更好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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