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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养老之殇

!

111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视角

刘燕舞

摘
!

要!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是中国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生存困

难-疾病痛苦-精神寂寞等是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家庭-家族-村组-民

间组织和国家等支持主体的缺位或支持不足是导致农村老年人陷入困境后选择自杀的深层原

因*更为根本的是)农村社会近几十年来所遭遇的制度与文化变迁)使得农村老年人丧失了可

以获得任何支持的权威和权力*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治本之策)是要强化村组集体的社会

服务功能*

关键词!家庭养老.自杀.乡村治理

慈勤英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0"!&

年第
0

期撰文讨论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她

认为主要体现为家庭内子女对年老父母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家庭养老)由于现代化和城市

化背景下经济理性的畸形发展与农村空巢-独居-留守老人家庭日益增多及普遍化等客观形势的双重制

约)使得家庭养老在当前农村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提出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重发展的建

议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困境!

*笔者深以为然*根据我们近几年来在农村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当

前农村居家养老建设滞后与家庭养老乏力所带来的最为恶劣的后果是严重的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自

0"!$

年
2

月
5!

日始)笔者关于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研究报告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有关部委领导的高

度重视后)党和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并在预防和干预农村老年人

自杀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在
0"!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提出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标准统一由
33

元提高到
2"

元)对高龄和失能老人要健全福利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等等*近两年来)

导因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底层社会问题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我国社会各界亦开始关注农村老年人自杀问

题*但是)客观地说)笔者认为)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其本应有的高度*因此)本文不揣浅

陋)试就此问题做进一步表述)既图与慈勤英教授一文形成相互补充)也望引起各界更多思考和重视*

#一$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基本状况

按照判断抽样的办法)我们根据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经济状况因素)分别在南方-北方和中部地区

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地区就农村老年人自杀展开田野调查*根据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质量)我们以

&

省#南方地区的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中部地区的湖南省

常德市武陵区-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北方地区的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河南省

信阳市新县"

$

0$

村
!1%"

年以来的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数据所揭示的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做些描述*

第一)从自杀死亡的绝对数字和自杀率来看)自
!1%"

年以来)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数占全人群自杀

死亡数的比例是最高的)为
$%#%$4

.其次为农村青年人)占比为
55#%34

.而中年人在绝对数上相对较

小)所占比例为
!2#5!4

*从年均自杀率的角度看)农村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较高的)分别为
05"#1$

"

!"

万-

$%#02

"

!"

万.而农村中年人自杀率介于前述两者之间)其自杀率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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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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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因素综合考虑来看)本文所说的南方-中部与北方是基于地理意义上的南中北的划分但又与之

不完全相同的划分方法)更为详细的说明可参见!刘燕舞!+论区域比较作为方法及其在自杀研究中的应用,)载+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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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统计惯例)本文所说的农村老年人是指
&"

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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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表明)农村老年人自杀中)超过
2"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该人群的比例高达

&3#&4

)

&"

岁至
&1

岁区间段的自杀者仅占
5$#$4

*

第三)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显示)在
&"

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者中)具有各种疾病的病痛者

占比达到了
2%#$54

)其中)失能与半失能的病患老人自杀者占比高达
$&#"%4

*

第四)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时间区间分布来看)根据费立鹏等人运用中国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的

数据测算所公布的
!113A!111

年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水平为
%0#%

"

!"

万!

)我们发现)在我们所收集

的数据中)

!11"A!11$

年间的水平比较接近费立鹏先生所披露的数据*与之相异的是)在整个
!1%"

年

代)农村老年人自杀属于低水平运行)自
!11"

年代初期特别是中后期开始走向高位运行)这种剧烈转变

显然属于病态或反常状态)特别是在
0"""

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对于这一点)我们从

不同的自杀死亡人群在总体自杀死亡数据中的分布占比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例如)在
!1%"

年代的
!"

年间)农村青年自杀死亡人数占全人群自杀死亡数的比例约为
&$4

)而农村老年人在同时期仅占约

!34

*在
!11"

年代)农村青年自杀死亡占比约为
5%4

)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比却上升至约
$"4

)进

入
0"""

年以来)农村青年人自杀死亡占比下降到了约
!"4

)而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比则急剧升高到

了接近
%"4

*这种绝对数字占比的翻转性变化表明)在中国的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方面)当前和未来

较长时间内)农村老年人自杀仍将是我们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二$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

从直接原因来说)生存困难-价值缺失-情感绝望-摆脱疾病痛苦-生气出气-逃避责任-减轻家庭负

担-替家庭成员承担责任-殉节-报复-威胁等因素都是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原因*但我们所收集的数

据表明)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生存困难*其占比达到了全部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的
5&#3!4

*生存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

方面)其一是最直接的维持生存的日常生活资料如粮食的缺乏或不足)其二是日常照料的缺失特别是长

期的日常照料缺失使得即使在粮食等日常生活资料具备的情况下也无法生存*

其次是为摆脱痛苦)其中主要指身体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也包括部分身体疾病所衍生的精神痛苦)

其占比近
0&4

*总之)在造成老年人自杀死亡的直接原因中)生存困难与疾病痛苦占比超过了
&"4

*

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看)自
0"""

年以来)前述第一序位和第二序位的生存困难和摆脱痛苦是最为

主要的直接原因)其占比在该段时间中继续上升)前者占比高达
$0#!34

)后者高达
5!#$4

)两者合计占

比超过该人群在该时段中所有自杀死亡的
25#334

*这进一步说明)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生存问题

与疾病问题将是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预防工作中亟待重视的最为直接的关键问题*

排第三序位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生气出气)其占比为
1#304

*

其他诸如情感绝望主要是指老年人对子辈的情感慰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因而

自杀)这种情况亦占有一定的比例)约
24

)一定程度上)它也可能是前述因素的衍生品*惩罚报复则是

为了针对子女不孝而以自杀作为寻求救助手段的一种办法.减轻负担则主要是指减轻子女或配偶的经

济负担和日常照料负担*不过)这些主要发生在
0"""

年以前)

0"""

年以后则明显减少了*

#三$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深层原因

前文已述及)农村老年人自杀最主要的两大直接原因是生存困难和摆脱疾病痛苦*这些直接原因

换种表述方式后可以发现其更为深层的道理)也即是说)农村老年人在进入老年期后是否能够活着)简

要来说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按时足量获得粮食蔬菜等基本生存资料且要能够在自身支持或任

何外力的支持下)这些粮食蔬菜能够吃得下去和吃得成)通俗来说)就是要保证老年人不饿死*其二是

疾病在自己或外力的支持下能够得到治疗)通俗来说)就是要保证老年人不病死*其三是要在晚年生活

中能够满足情感慰藉的需求)从而在不饿死和不病死的基础上)还要能够做到不寂寞死*唯如此)农村

老年人自杀才不会出现或即使出现也会很少而不会呈病态式的自杀潮的形势出现*当前农村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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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问题恰恰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太理想而导致的*

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老年人需要依靠的可以提供支持的主体!一是老年人自己)二是老年人以外的

其他主体*在老年人自己方面)如果配偶双方均健在的话)那么又能构成互相支持)如果缺失一方)就只

能依靠单个的自己*问题的悖论在于)如果老年人依靠自己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那么)他们基本上也

就不存在自杀的风险*现实情况恰恰是)老年人随着年老使得自身机体各项功能均严重衰退)特别是对

于那些失能或半失能的患有疾病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几乎无法依靠个体来解决晚年时所遭遇的生存-生

活与疾病困境*因而)老年人一旦走到了这一步)就必须要依靠他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支持来获得

继续生存和生活的可能*其他主体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子代-家族或宗族-村组集体-民间组织如

老年人协会-国家*而且)对于丧失各种能力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为了维持生存和生活的索取或需求毫

无疑问是没有任何回报的)也就是说)其他支持主体对老年人的支持势必应该是无偿的*但凡老年人自

身能够提供有偿服务的货币购买力或其他补偿能力)那么)客观上他们的境况就可能不会走到要采取自

杀的一步*然而)老年人依靠什么因素可以从那些支持主体那里获得支持呢4

我们先考察子代的支持情况*

在传统时期)老年人之所以在年老后能够获得来自子代的无偿支持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宗法制

度的权力或权威保障.二是子代反哺之义的伦理保障*在前者来说)因为宗法制度保障了老年人的权

威)特别是老年人主宰家庭内部经济生产与财产分配的权力)可以保护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和生活能

力后能够凭借这样一套文化模式的支撑来获得生存与生活资料*因而)除非个别家庭有重大变故)否

则)在一个稳态社会中)一般的老年人都不至于年老后就会走向无法生存和生活的境地*在后者来说)

作为子代)其在孝道文化的影响下)都知道羊有跪乳之恩和鸦有反哺之义的生物伦理所以)不管父辈机

体如何衰老)他们大体能够出于基本的人伦而尽赡养的义务*

当然)我们也知道)传统社会时期老年人权威获得和保持所依赖的宗法制度及其形态111宗族等并

非完美的*相反)笔者以前在讨论农村青年人的自杀时便可见其余威所在!

*在解放运动兴起以后)这

套制度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瓦解*代而取之的是村组集体和国家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年人的地位尽管相较于传统时期来说已经弱化很多)但因为有村组集体和国家

对原有宗法制度下宗族等功能的承接)老年人的生存与生活困境并未立刻显现*

举例来说)在疾病治疗上)农村有简单的合作医疗体系的保障)这在解决老年人一些较小的慢性疾

病方面发挥了很好的功能.在养老问题上)当时村组集体的分配体系一般都是按照'人六劳四(或'人七

劳三(的规则分配粮食的"

)这些都保障了老年人的弱势地位所带来的生存能力不足的方面*同时)对

于那些确实不孝顺老年人的子女)尽管传统时期的宗族或家族已经退潮从而不进行调解干预)但村组集

体可以对之进行很好的调解)对于子代行为特别恶劣的还可以办'学习班(对之进行教育*调解干预的

效果一般都很好)其作用并不比传统时期的宗族或家族的作用差*一位当年生产队的老队长介绍说)对

于子女不孝顺父母的)如果队里面去做工作而子女仍不听且'屡教不改(的)作为队长)他可以在安排生

产劳动时将劳动量特别大和难度特别大的工作安排给这类人来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以示惩戒*也因

此)一般来说)子代在受到村组集体的劝说-教育和纠纷调解后)都能维持一般的水平)而不会做得过于

出格*是以)在那段时期)农村老年人自杀仍然很少*当农村由集体主义体制逐渐向个体主义体制转型

时)绝大部分地区宗法制度及宗族形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因而)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与新时期解放

出来的青年人的最后斗争*其代价)便是笔者此前讨论过的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自杀问题*

然而)在新的个体主义体制语境下)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抑或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因为

市场理性的作用)一切传统的制度-文化模式或权力结构都彻底解体或式微)人们开始生活在仅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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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按照基于公平原则的按人口均分
&"4

或
2"4

的总量粮食)剩余的
$"4

或
5"4

的粮食则基于绩效原则按劳动工分的累积分

配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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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作为主要行动指针的时代*集体和国家的退出)原有传统的权威结构不再)老年人变成了独自面对

市场社会的个体*因而)在遭遇新的诸如生存-生活-疾病和精神困境时)他们既很难获得传统意义上的

来自家庭内部特别是子代的支持)也难以获得来自集体或国家的有效支持*

集体或国家的支持主要应该来自于三个方面!适度普惠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对于赡养纠纷有

效的干预和调解*但事实是)在新农合和新农保两项制度没有实行之前)这些原本应该提供的医疗支持

和养老支持在农村是长期缺乏的*目前尽管提供了一定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但由于总体水平还比

较低)尚不足以解决根本性问题*因而)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年人生存与生活的风险)但

毕竟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扭转作用*对于家庭内部纠纷特别是赡养纠纷的调解)村组集体一般将之视为

家庭内部的私事而越来越少参与干预调解)一些老人在碰到这类困境时尽管寻求乡村两级的救助)但他

们一般都会运用现代法治话语鼓励老年人自己到法院去寻求救助*问题在于)一方面)即使子代将老年

人逼到了濒临自杀的边缘)作为亲代的老年人也不忍心到法院去起诉子代.另一方面)即使少数老年人

活着的意志特别强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法院寻求救助时)却总因为司法干预的乏力而无积极效果)最

终)老年人还是得独自面对自己的困境*

当然)如果这些都缺失后)能够有一些民间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存在且能够实质性地发挥作用的话)

当前及未来的农村老年人其生存和生活境遇可能还不至于如此悲观*然而)现实表明)这类民间组织的

发育是非常滞后的)很多地方尽管也有所谓的老年人协会组织)但大多只是停留在墙壁上和宣传纸板

上)而从未从宣传纸板上走下来真正地进入到老年人的生活世界中*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老年人自身之外)其他支持主体均缺失或严重乏力)其结果即是)饿死-病死或

自杀就成了必备的选项之一*其中)很多老年人在自己走上这条道路时)在饿死-病死与自杀的三项选

择之间)他们往往会基于生存绝望或摆脱疾病痛苦的考虑而选择自杀作为他们人生的归宿)这既是个体

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四$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治本之策

如何治理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笔者在其他文章中主要从治标的角度讨论了诸如完善和强化新农

保和新农合制度-开展司法援助-启动政府问责-弘扬孝道-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加强老年人协会组

织建设等诸多层面*本文试图从治本的角度简要抛砖*

从顶层设计的治本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要化解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重建社会主

义性质的村组集体)特别是完善和强化村组集体服务社会的功能*农村老年人自杀能否得到干预和有

效缓解)从根本上来说)以我们当前的国情来看)想回到过去)显然没有可能性)也是没有头脑的做法*

因此)一切所谓复兴宗族-恢复传统的道统的做法)在经历了
5"

多年的市场洗礼的农村)几乎没有成功

的可能性*同时)如果继续将农村老年人推向市场)那么)他们的自杀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唯一可行的

治本之策)就是要加强村组集体的功能建设)让村组集体更多地成为除了传达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末梢

外)更重要的是要强化其社会服务功能*事实上)无论是解放前的宗族)还是解放后的村社)它们本质上

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特征)都是一种集体的组织*只不过前者属于血缘联结的集体团体)后者则是基

于地缘联结的集体社会.前者在保护老年人的同时却压制了年轻人的自主性)牺牲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

妇女的福利)而后者则能够在保护所有村社集体内部的弱势群体方面相对平衡地着力*笔者认为)这正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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