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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安养：具身视域下民族地区老年人养老实践研究

孟　皓，王毅杰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以西南民族地区ＹＮ乡老年人为对象，提出 “心灵安养”这一分析性概念，并结合身体社会学理论，剖

析民族地区老年人的养老实践。研究发现，心灵安养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理解的精神养老，一个被动接受精神赡养的行

动，而是老年人身体主动发起互动的过程。心灵安养揭示了老年人注重精神养老的独特画面，彰显出积极的身体互动

关系：一方面，乡村场域利用身体体现塑造老年人和养老支持者的身体，形成归属感支持、满足感支持和认同感支

持；另一方面，老年人身体间以及老年人与养老支持者身体间也会产生互动，生成互助支持、孝行支持。该研究的讨

论有助于深入认识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问题，意识到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策保护是无法解决该问题，只有为

老年人身体构建互动场域，帮助老年人在家庭日常生活实践中有意识的塑造身体，才是解决精神养老问题的题中

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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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老年人养老不仅有物质养老还包括精神养老。精神养老被认为是一种养老服务模式，既包含依靠家

庭成员或者社会力量实现对老年人精神关爱以及满足老年人多维度精神需求的过程，①还包括老年人提高

自身精神质量的行动。②伴随物质条件的丰富，精神养老逐渐成为学界核心关注议题。凭籍精神养老，老

年人获得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实现了情感慰藉和心理满足。对于精神养老的研究，学界更多是强

调精神养老需求、困境、服务现状以及应对策略研究，其中应对策略是帮助老年人走出精神养老困境的

手段和方法，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

关于老年人精神养老应对策略研究，学界主要是以老年人自身内外为分殊。一些学者强调外力对精

神养老的作用，呼吁建构政府责任体系，③完善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④和制度规范，⑤并积极搭建社

会精神养老支持体系，如：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⑥家人和朋友的支持⑦以及社区的完善。⑧另一些学者认

为外力只是辅助力，精神养老需要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主动性，⑨进而真正实现子代精神的自足和父代精

神的自强。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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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的精神养老应对策略研究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人们通常将 “精神养老”作

为因变量来研究，而缺乏对于精神养老本身的探讨。如果我们未能准确理解精神养老的实质、构成要素

以及蕴藏其中的运作逻辑，将无法提供合适对策。实际上，精神养老的阐释离不开对老年人自身的理解。

老年人是如何实现精神养老？在其中是否有某个中介发挥连接作用？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关注微观层面上

的连接中介———老年人身体。正如希林所言，身体既是社会意义的生成器，也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① 对

于身体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看清错综复杂的社会意义，而学界对于身体与养老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

身体社会学视角来分析老年人生活状况，尝试还原身体塑造和养老实践的过程，呈现身体、家庭和养老

实践的互动关系，但却未能涉及身体与老年人精神世界的关系。此外，现有的老年人精神养老研究，倾

向于将地域重心放置于城市中，对于在各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乡村老年人精神问题关注

得偏少。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提出，要求我们将研究关注点回归于乡村社会，更多关注乡村老年人的精

神世界，这样才能实现乡村稳定，和谐发展。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老年人精神养老实践，凭籍对于精神养老的具身研究，提出 “心灵安养”这一

概念，并进一步洞悉了 “心灵安养”的运作逻辑，进而提出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实践并非是一个被动过

程，反而是摩梭社区中身体互动的结果。该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将老年人精神养老作为因变量———

而是基于精神养老本身来探讨内部运作机制，借助老年人身体这一媒介，洞悉老年人身体与养老支持者

身体以及周遭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微观视野下的研究将有益于呈现老年人身体在精神养老中的主体性

作用。

二、心灵安养：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的解释框架

“安养”，是一个宗教学用词，主要是指人们可以在净土国、西方极乐世界中安心养身，修法得道。②

《汉语大辞典》将 “安养”解释为安息休养和滋养。笔者将 “安养”理解为对于身和心的关照，在此包

含两层意义：第一层，关于身体的照顾；第二层，对于心灵的慰藉。就两者的顺序而言，一直以来养身

被认为是第一位的。③ 事实上，现今学界对于养老的研究，更多是将养身 （物质养老）和安心 （精神养

老）分殊开来，即便强调关涉性也是建立在认可两者独立性的前提下，④ 而关于两者内部联系的研究却往

往成为研究的真空地带。本研究提出 “心灵安养”这个概念，意欲将养身与安心这两种养老方式关联起

来，其实两者的核心在于 “身”和 “心”，如若构建起身体和心灵的联系也就能解释精神养老的形成原

因，进而呈现形成路径。

什么是心灵安养？笔者认为心灵安养是摩梭老年人特殊的精神养老方式，是老年人主动运用自己的

身体资本从周遭环境中获取有利于自身养老的资源，进而实现老年人精神需求和满足的全过程。这个获

取养老资源的过程通常来说就是身体与各类资本的互动，笔者希冀通过 “心灵安养”能够更加明晰的诠

释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现状。

从上述概念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心灵安养具备的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是一个身体到心灵的

过程；第二，发生于养老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身体到心灵，也就是说老年人精神需求与满足源于身体

的作用，因此身体理应成为研究焦点，这也就是本研究的视角；养老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主要体现在老

年人身体和养老支持者身体、其他老年人身体以及周遭场域之间的互动，这成为本研究的线索。

图１是心灵安养运作过程，事实上它是基于身体互动产生的精神养老过程。其中包含老年人身体
（自我和他人）、养老支持者身体以及乡村场域等要素。老年人身体是整个心灵安养的核心，承担着对养

老支持者信息发出和孝行信息接收的功能，通过共享词汇筛选，最终呈现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状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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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身体间的互助行动是同伴互助精神支持的重要来源，它们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日常的交流来实现；

养老支持者身体也是重要的互动参与者，端赖于它提供孝行，进而转化为孝行支持；乡村场域作为一种

外部力量，通过仪式、话语等身体体现方式塑造身处其中的身体，并提供精神养老资本，形成归属感、

满足感和认同感支持，进而实现老年人的心灵安养。

注：图中Ｇ箭头代表的是来自于乡村场域作用的支持；Ｆ箭头则代表的是来自于养老支持者身体的支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１　心灵安养运作图

三、心灵与身体的结合：基于ＹＮ乡老年人心灵安养实践研究

（一）个案介绍

ＹＮ乡隶属云南省，共辖６个行政村，６４个自然村。全乡总面积为６４６４４公顷，耕地面积为２６６７公
顷，常住人口２１７００人。乡内混居多种少数民族，主体民族为纳西族支系摩梭人。

根据各村不同的自然资源，ＹＮ乡培植出了相关的经济产业，形成以旅游、粮食、林果和畜牧为主的
四大经济支柱。本研究具体经验材料来源于 ＹＮ乡的两个典型村社———ＬＳ村和 ＺＢ村。ＬＳ村拥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优势 （位于泸沽湖旅游区），村中汇集大量外来资本，旅游行业兴盛，这些都使得该村经济

状况明显优于其他村社。良好的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使得 ＬＳ村老年人物质养老条件优越，受访者 ＧＺＤＪ谈
到，ＬＳ村是个富裕村，基本上家家都有汽车，有存款，但凡家中的老人达到６０岁，就不允许再下地干农
活，老人们只需要每天念佛诵经即可。同时，ＬＳ村拥有优质的精神养老资源，老年人可以从中获得充足
的精神满足，每家每户都能供养法会，每隔几年就能前往西藏布达拉宫朝圣，而这些都是建立在经济实

力的基础上；此外，由于本村经济条件优越，就业机会充足，年轻人数量多，“空心化”问题不明显。

ＺＢ村有着迥异于ＬＳ村的发展道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种植业，经济状况明显落后于ＬＳ村 （见表

１）。基于收入差距，ＺＢ村年轻人大量外流，且主要流向 ＬＳ村、相邻市区以及更远城市，导致该村出现
明显的 “空心化”问题。在老年人精神养老资源方面，相对匮乏，老年人不具有单独供养法会的经济实

力以及频繁前往布达拉宫朝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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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①

年份
研究

对象

总户数

（户）

总人数

（人）

人均年收入

（元）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数 （人）

老人是否

有养老保险

老人是否

有宗教信仰

有无孤

寡老人

２０１９ ＬＳ村 ２３８② ６８５ ２２０００ １８２ 有 有 无

２０１９ ＺＢ村 ９０ １２０３ ９８５０ ２８５ 有 有 无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是故，此研究选择ＹＮ乡最具有代表性的ＬＳ村和ＺＢ村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个
案法等研究方法，探讨在拥有不同资本的前提下，两个村的老年人在心灵安养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

般性和差异性。

（二）滥觞与获得：心灵安养资本的生成

一种模式的生成，并非是内外因素互动的偶然结果，而是经过多次互动形成稳定的规范。心灵安养，

作为摩梭人社会生活中一种主流的精神养老模式，是该场域内多种因素所共同塑造的。它集中印照了摩

梭老年人良好的精神生活和优质的精神状态。对于心灵安养的滥觞研究将是我们理解此概念的基本前提，

接下来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１、心灵安养的滥觞
摩梭老年人心灵安养资源主要是源于灵性资本和家屋文化。那些宗教精神通过实践活动、信仰力量、网

络及其制度等方式对个体成员、社区乃至社会产生可度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效应，被称为 “灵性资本”。

从本质上而言，这种资本更多是帮助信众获取精神收益，③ 也就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 “安慰勖勉”的功能。④

据此可知，灵性资本是能够提供给信众充足的精神满足的。那么，凭籍灵性资本摩梭老年人如何获取精神安

慰和满足？笔者在当地调研中发现，至少是可以通过临终关怀、例行化行动、“俱乐部”效应来实现。

（１）临终关怀。进入养老阶段的老年人，面对死亡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会严重影响到
生命意义、人际关系以及心理健康，甚至于降低人生品质和死亡质量。⑤ 解决此问题，核心还在于我们能

否正确看待生命的意义，个体将自我生命看作一个过程，有始有终，有生有灭，这无疑凸显了个体的生

命终结，这种强调对于个体情绪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时，佛教中关于临终关怀的诠释和往生礼仪的

展开是帮助老年人消解对于死亡的恐慌和焦虑的一种重要方法。

（２）例行化行动。例行化行动是指行动者发起的一种日常化、常规化或惯例化的行动。对于老年人
而言，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自我也陷入个体角色转换的迷茫中，从而生成对自身价值的质疑；例行化

行动能够帮助老年个体明确责任的方向和行动的目标，持续提升老年人的专注力，巩固人生目标，保持

身心的结合，这些对于老年人心灵安养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佛教中讲求 “来生”，“业报”，彼岸的业报

端赖于此岸的修行。如若，修行得当，往生可以成为生命层次提高的机会，甚至超脱于轮回。⑥ 是故，修

行成为佛教信众日常例行化的行动，摩梭老年人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信奉 “平时的修行是为了临终的那

一霎”的观念。摩梭老年人在年过６０后，责任重心就逐渐从家庭日常事务转移到管理经堂上，这成为他
们日常生活中例行化的工作。

（３）“俱乐部”效应。被认为是一种依靠佛教活动集成的类似于 “俱乐部”的作用，它将拥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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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村在户数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主要是源于泸沽湖旅游业发展导致湖边宅基地经济价值猛增，由于宅基地的划批

根据户口数来确定，因而使得一个大家庭成员拥有多个户口。

于飞：《灵性资本、精神资本与佛教文化》，载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２０～５４７页。
焦卉：《机构养老老年人死亡焦虑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载 《护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１期。
达照：《饬终：佛教临终关怀思想与方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７页。



爱好的成员聚合到一起，扩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彼此的交流中获取必要的情感支持。① 摩梭老年人

在日常转经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这种类似 “俱乐部”效应的社会关系。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聚集到一起，

又在转经这个活动中展开互动，而互动内容更多与念佛诵经无关，而是一些日常生活琐碎事务。

家屋②文化是摩梭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以家屋为中心建立的一整套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

关系中包含着摩梭家屋成员间的组织制度、行为规则和关系模式。组织制度中那些外显的，被书面化的

意义逐渐生成摩梭家屋结构、摩梭文化中的经典故事、民谣；而那些内隐的，并未书面化的意义成为规

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

无论组织制度中外显的家屋结构、经典故事以及歌谣，还是内隐的道德准则，关涉老年人精神支持

或者满足的资源都是极为丰富的。家屋结构的独特性是老年人威权的体现，端赖于层层建构，蕴藏其中

的养老优势资源，提供给老年人一种优质的精神感受。一些可能阻碍精神满足获得的藩篱也会被有意识

的清除，最终实现传承内容完全有益于老年人的精神满足。如：在婚俗方面，摩梭人迥异于其他民族，

“不娶不嫁”是对其最好的诠释。摩梭人的婚姻并无嫁娶而是建立在纯粹爱情的基础上，更为关键的是男

女双方无共有财产，而由财产分配、赡养抚养义务引发的冲突与矛盾则会降低老年人精神幸福感。③ 此

外，在配偶选择上，摩梭老年人会提前告知子女婚配规则，忌讳儿媳妇或姑爷的出现，④ 这两组关系的出

现也被认为是家庭矛盾的源头，无疑增加了老年人精神压力。

经典故事和歌谣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它凭籍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某种意义实现代际传

递。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传递，因为听众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接收信息，实现内化。关于内容的设置则体现了创

作者的一种意图，在摩梭人的故事和歌谣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实现老年人精神支持或精神满足的意涵。

道德准则被认为是内隐的，未书面化的规则。基于身体社会学理论，这种规则会通过身体行动秩序

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同的身体信号会被分类，有些行动被接受，而其他行动不被接受，对其进行分类的

规则被称为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⑤。养老行动被纳入该规则的范畴内，日益成为当地民众的主流行动。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在一些摩梭村社展开了激烈的碰撞，逐渐形成具有显

著差异的两种场域文化。基于两者存在的明显边界，摩梭社区中存在的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仍具有

强大的影响力，如何对待老年人身体仍是共享词汇中的关键词。

２、心灵安养的获得
心灵安养是一种蕴藏有丰富养老资本的精神养老活动，老年人在其作用下会产生显著的精神支持和

精神满足。那么，老年人是如何获得心灵安养资本的？

一般来说，获得途径主要是两类：一是端赖于外部资本；另一个是利用自身资本。如若养老行动的

发生仅依靠外部资本的推动，那么养老效果将大打折扣。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效果良好的质素原因在于：

一方面，养老支持者能够自觉履行赡养职责：另外，老年人有意识的参与并建构精神养老世界。

心灵安养属于这样一种建构的过程，凭借自我建构和他人建构的方式来实现。自我建构的手段主要

体现在树立权威形象、利用灵性资本获得自我满足、营造乡村共同体网络获得认同。权威被认为是一种

人们所公认的，以非强制性为前提，端赖于对能力和威望的认同实现自愿服从的力量。⑥ 它是老年人获得

养老资本的关键，它的形成有利于老年人占有更多资源，而这种权威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内隐性作用来实

现，话语、身份认同和时空也都是实现养老权威的重要手段；⑦ 利用灵性资本获取优势资源是在摩梭社区

中老年人惯常使用的手段，一个摩梭老年人如若与宗教寺院有着频繁的互动、提供充足的供养，那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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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灵性资本、精神资本与佛教文化》，载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家屋，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指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多代成员共同居住的基本家庭结构。

丁百仁，王毅杰：《压力、资源与流动老人幸福感》，载 《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摩梭家庭首选的婚姻形式是走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家中无女儿）才会选择过继和迎娶，然而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要

改家姓，实现家庭身份的转换。

Ｇｏｆｆｍａｎ，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ｌａｃｅｓ．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ｔｅｒｉｎｇ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３５．
任宇东，王毅杰：《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研究》，载 《青年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孟皓，王毅杰：《民族地区家庭养老支持力的身体塑造与具身实践》，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更有可能获得一些法会活动的优先权，而这些活动的开展将有益于提升老年人的精神满足；乡村共同体

网络是指建立在乡村共同体基础上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能有效强化成员间社会交往，提高彼此亲密度

以及认同意识，① 一些研究论证了乡村共同体网络的建构对于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大有裨益的。② 事实

上，ＹＮ乡属于典型的熟人社区，亲缘和血缘关系在老年人意识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在这一关系中
获得更多的养老资源，获取充足的精神支持和满足。

如果说自我建构是构成养老支持者信任的基础，那么他者建构就是必要的保障。他者建构主要体现

在由他人帮助老年人树立精英形象。精英形象有助于老年人成为他人关注和效仿的对象，摩梭老年人正

是端赖于这种效能获得了更充足的精神养老资源。

（三）身体体现与身体互动：心灵安养的静态机制

心灵安养的核心要义在于身体，但身体并非孤立，而是与周遭要素紧密关联，这种关涉性既包含与

外部环境的联系，也包括身体间的关联。倘若我们超越具体存在的社会环境或者局限其他制度逻辑，从

而单纯、孤立的讨论某一个逻辑的作用，将会导致片面或误读的发生。③ 是故，研究中需要重视其中的关

涉性。身体体现就是身体与外部环境的最好呈现，斯特拉夫强调身体体现是一种对生活世界的具体关注

以及感性回归，④ 他将其解释为在特定场域内肉身化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掌握了 “身体技

术”并获得特殊的 “身体惯习”，从而自觉地开展 “自我规划”。这种惯习自身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养老资

本，并凭籍一些具体的行动呈现出来，如：仪式、例行化、话语、临终关怀等，最终产生归属感支持、

满足感支持和认同感支持。

我们摩梭人自古以来就有孝敬老人的传统，老人到了６０岁就不能再下地干活了，否则村里人会说他
家人不孝顺；摩梭有很多与老人相关的节日，比如：五月节。在这一天要举行仪式来表达对老人的尊重。

老人不开心要逗他开心，哪个不这样做就会被全村看不起。（ＬＳ村民访谈，ＧＺＤＪ２０２００８２１）
如果说身体体现呈现的是外部环境对于身体的作用，那么身体间的互动关系则更多体现出内环境中

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老年人身体间的互助行动是互助支持的来源，而老年人身体对养老支持者的身体规

划则生成了孝行支持，这两者直接转化为老年人的心灵安养。老年人因共同的信仰聚集到一起，又在转

经活动中展开身体间的频繁互动。转经活动依照例行化程序展开，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像是仪式下的私人情

感交流，对于诵经内容和转经流程的意涵并不了解和关注，更关注于转经过程中与同伴群体的情感交流。

笔者：你们念的是什么经？

老人：六字箴言

笔者：那这个经代表什么？

老人：不知道，应该是保佑自己和家人吧！

笔者：那你们转经的路线是固定的？

老人：路线是固定的，我们都是在村头、村尾和大榕树下的三个玛尼堆间转经

笔者：这条路线有没有什么含义？

老人：不知道 （ＬＳ村民访谈，ＧＳＪＺ２０２００８２２）
笔者在观察老年人转经时发现，老年人转经相遇时会聚集到一起聊天，聊天内容都是一些日常生活

事件，与念佛诵经毫不相关，呈现出同伴间情感的互助与支持。

老年人身体与养老支持者身体间的互动也是心灵安养的重要来源，凭籍身体规划，老年人身体控制

了养老支持者身体的运动轨道，阻止了越轨行动的发生，获得孝行支持。只是此时的身体规划更多采用

一些内隐的方式来达成，潜移默化的家屋教育是重要的规训手段。作为具有特殊意涵的时间符号，摩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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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传统节日被认为是实现老年人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身体在这些社会活动的印照下显现出被塑造的特

征。如一些与老年人直接相关的节日有：娃里米节 （农历五月初五）和仁旦节 （农历十一月十二）。

在旅游业尚未成熟之前，ＬＳ村和ＺＢ村拥有着共同的心灵安养运作方式，主要体现在：
第一，两村的心灵安养产生和获得方式是完全相同的，这种共同点主要是来源于共同的乡村场域，

表征为共同的身体体现。

第二，身体互助和身体规划是心灵安养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实现方式，两村心灵安养运作过程也都离

不开它们共同的作用。老年人身体间是以身体互助的形式建立起互助关系，并产生互助支持。这种互助

支持是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因为它只能在老年人群体中实现，老年人通过日常交往互动实现情感交流，

生成互助支持力。老年人身体与养老支持者身体间的互动是心灵安养资源形成的重要途径，通过身体规

划的方式老年人身体对支持者身体进行规训。身体规划凭借诸多手段 （话语、行为训诫、身体建构），将

老人权威施加于家中成员的身体并产生了规训力，进而生成孝行，最终转化为孝行支持；通过长期的身

体训练来规训家庭成员的身体行为，也可以生成内隐性的道德体系和行为法则，这成为制度化保障；此

外，身体规划还会对养老支持者身体产生未来规划和设计，从而有益于传递老年人的身体意义，形成养

老支持力。

第三，拥有共同的转换机制。凭籍身体体现作用形成的孝行或互助行动逐渐转换为各类的支持力，

如：孝行支持、归属感支持、互助支持等。这些支持力并非直接转换为老年人精神支持和满足，从而完

成整个心灵安养，其中还有一个甄别机制，那就是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它是摩梭养老行动的过滤

器，有效筛选各类支持力，符合规范的通过，那些不符合的被筛除，这也是转变为老年人精神支持和满

足的最后一个环节。养老支持者仪态端庄、行为规范可以被认为是促使老年人精神满足的推动力，而举

止轻佻，言语轻浮则会被认为是不符合共享叙事的规范，不利于老年人精神满足的获得，将被阻止。

四、伸缩与调整：心灵安养机制的弹性

如若在外部环境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两个村遵循的是同一套心灵安养的运作模式，也将完成对于

养老支持者相同的规训；然而，旅游资本的介入和城乡一体化政策动摇了传统的心灵安养运作机制，内

部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分化。

其中，身体方面的变化是最为显著的。基于旅游资本持续介入，ＬＳ村社会结构变化显著，村民的生
计方式也由传统农耕生产转变为旅游产业经营；而ＺＢ村远离旅游景区，缺少旅游资本的支持，因而村社
结构、生计模式变化不显著。伴随两者的差异性，身体的在场性也发生变化。ＬＳ村村民可以从当地旅游
业中获取高额回报，因此做出 “留”的行动选择，也就规避了 “空心化”问题；ＺＢ村村民无法从农耕生
产中获得满意的收益，自然就做出 “走”的行动选择，这加剧了当地的 “空心化”趋势 （见表２）。而心
灵安养机制的题中之义在于身体，一旦养老支持者身体缺席，可能会导致该机制无法正常运作。

表２

年份 研究对象
总人数

（人）

青壮年①养老支持

者人数 （人）

青壮年养老支持

者外出人数 （人）

青壮年养老支持者外出

主要流入地

青壮年养老支持者外出主要

从事职业

２０１９ ＬＳ ６８５ ４０３ ９１
丽江、昆明以及其他省

外城市

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或者生产工人等

２０１９ ＺＢ １２０３ ５５０ ３３２
泸沽湖畔的一些村庄

（如：ＬＳ、ＬＧ）、丽江、
昆明以及其他省外城市

保洁、保安或者生产工人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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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方式标准，将青壮年年龄界定为２０～
５９岁。



事实上，笔者在与两村老年人访谈中并未感觉到老年人精神支持和满足感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这其

实说明心灵安养机制还是在当地生产生活中正常发挥作用。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啥，想用啥都可以的，我们老年人每天就是转经、带孙子，过得挺开心的。

（ＬＳ村民访谈，ＧＺＱＣ２０２００８０９）
我们村外出打工的人还是挺多的，大概有几十个。他们只有过年才会回来；（被笔者问及有没有因为

子女没在身边而感觉到失落、沮丧和难过时）没有太多感觉，我平时的生活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

化，还不就是念佛、转经和带带小孩。（ＺＢ村民访谈，ＡＬＡＷ２０２００８１１）
在身体远离乡村场域的前提下，心灵安养还能正常运作，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悖论成立呢？我们结

合图１来分析，心灵安养运作的发生首先是基于乡村场域和身体结合形成的身体体现作用，由它塑造被规
训的身体。当身体不在场时，身体体现的作用就会被削弱，① 如若要保障心灵安养的正常运作，此时心灵

安养的弹性机制就开始运作。在养老互助支持力②不变，身体体现被明显削弱的前提下，身体规划成为被

强化的对象，具体体现在老年人身体加强了对养老支持者身体规划。这种规划核心在于利用个人威权、

弱化自身机能或者强化责任等手段，重塑他人身体，从而实现老年人的养老目标。

以前摩梭老人身边都有人照顾，根本不会管年轻人在哪里发展；如今不一样了，老人会经常催年轻

人回老家。２００９年大学毕业，就留在昆明，第二年成了家，但是阿妈经常跟我说摩梭人的根在大家庭，
家里没人照顾她，三番四次催我回去，一开始我是不愿意的，回来了我媳妇咋办？最后拗不过，也就回

来了，现在和媳妇两地分居。（ＺＢ村民访谈，ＡＬＮＭ２０１９０５０３）
相较于ＺＢ村而言，ＬＳ村心灵安养机制内部力量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基于生活的富足，老年人逐

渐从日常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更多的个人时间，而互助交往机会随之增加，互助支持力

显著增强；虽然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居住安排的变化，但是生活空间③依旧明晰，孕育身体体现的环境并未

发生明显迁移；心灵安养机制又如何保持平衡？研究发现ＬＳ村老年人对养老支持者的身体规划，呈现出
一些改变。ＬＳ村老年人身体对于养老支持者身体的控制力和规划力在减弱。其原因可能源于旅游业带来
的现代通信媒体在该村的普遍应用，加大了代际间知识不对称性，④ 老年人的传统性地方性知识的应用空

间萎缩，而养老支持者掌握的现代性知识适用范围却在显著扩大。老年人很难像过去一样，凭籍掌握知

识从而掌控身体。

现在那些小辈懂的比我们多多了，手机、电脑他们都会玩，好多时候还是他们教我们上网，过去那

套管教方法已经很难行得通了。（ＬＳ村民访谈，ＧＺＤＺ２０２００８１６）
合而观之，心灵安养是一种弹性机制，它能够根据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呈现伸缩性和动态性。当养老

支持者身体不在场，身体体现被弱化，而身体规划却在增强；当养老支持者身体在场，老年人互助支持

力显著增强，而身体规划却相应减弱。正是这种弹性，保障了心灵安养机制的正常运作，实现了老年人

精神满足。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现代文明的逐渐渗透，不论是 ＬＳ村还是 ＺＢ村老年人原本的养老基础都可能发
生变化，心灵安养的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但就此研究而言，为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心灵安养的弹性机

制在进行自我调节和完善；然而，长期来说，这种自我完善能力是否还能延续，笔者也未能得出判断，

这一切还需在未来研究中密切关注。

五、结论与讨论

心灵安养作为一种具身化的养老模式，显著的印射着身体的效用。作为养老主体的摩梭老年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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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体现的作用是个长期性的过程，对于个体的影响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而笔者强调的是作用力的弱化，而非消

失。

养老互助支持力来自于老年人互助行动，由于ＺＢ村社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因而互助支持力也未改变。
ＬＳ村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生活空间，一个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居住空间，在这里仍然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交
往行动；另一个则是经营客栈的外地商人的生活经营空间。

由于大量养老支持者身体的不在场使得ＺＢ村代际知识的不对称性并不明显。



心灵安养的途径，就是借助自我身体来强化与他人身体或者周遭要素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加快彼

此资本的流通，巩固和稳定社会关系，形成充足的养老资本，进而实现老年人精神需求和满足。其中，

身体互动是核心，包含老年人 （自我）身体和老年人 （他人）身体、老年人身体和养老支持者身体。这

些身体互动会直接或者间接生成互助支持、孝行支持。它们要转换为行动，还需要通过 “身体习语的共

享词汇”审核，它是由一些非言语沟通方式组成，包括行为、动作、穿戴等。身体意义的获得端赖于身

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易言之，个体之间感知意义的媒介就是共享语言方式，它好比一把标尺衡量一切行

动，并进行有效分殊，哪些属于主流行为，哪些属于越轨行为。身体间的互动最终能否转换为精神养老

行动，这就取决于这种方式。据此，我们可以洞见心灵安养与身体之间的关涉性，身体是心灵安养得以

正常运行的前提和保障，而心灵安养又是身体互动呈现的载体。

本文依据心灵安养的运作过程，提出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这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理解的精神养老是

一个被动接受精神赡养的行动，反而是老年人身体主动发起互动的过程。事实上，整个心灵安养过程中

身体互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以一个摩梭乡镇中精神养老的个案研究进一步诠释了心灵安养的形成路

径。一定程度上，摩梭老年人的心灵安养代表了我国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养老过程。但我们关注这个

个案，并非就是为了凸显代表性，当然也就更不是为了证明它的适用性。笔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个案研

究方法来洞见心灵安养的运作过程：身体是如何与各要素进行互动并产生精神支持和满足的；在不同的

外界条件下，心灵安养各要素之间又是如何协调从而达成共同目标，笔者希冀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给读者

呈现精神养老的动态变化过程。

在对心灵安养运作过程分析后，我们进一步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的实

现端赖于心灵安养。笔者引入心灵安养这个概念是基于它能够较完整的阐释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的实现

过程，强调摩梭老年人精神养老的特点；第二，通过梳理心灵安养的产生、获得方式，厘清心灵安养与

灵性资本、家屋文化以及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了心灵安养的内生性；第三，心灵安养并非是一个

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弹性的机制。心灵安养的核心在于身体互动，当各类身体发生互动生成作用力和

反作用力时，它们会随之生成支持力，这说明在互动中各类身体均具有显著作用。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

化时，身体体现、互助行动和身体规划之间会触发弹性机制，从而进行伸缩和调整；第四，心灵安养的

实现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的互动过程，我们可以从微观行动的描述来洞见结构的变迁过程。

受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将摩梭老年人的心灵安养与其他民族的精神养老进行比较研究，也未能对心

灵安养运作过程中养老支持者对老年人身体的反作用力进行详细讨论，而只是选取了有利于养老的孝行，

这些都是未来研究中需要笔者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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