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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 下藏族传统社会

人情关系在都市 中 的 流动与延伸
—— 以到成都就医 的藏族群体为例

徐 君 赵 靖

［摘要 ］ 基 于 血缘 、 地缘 的 社会 动 员 与 人 情 交往 关 系 在 藏族传 统社会 中 是
一

种 重 要 社会 资本 ， 并 随着人

口 流 动 不 断 拓 展 到 传 统 社会 以 外 的 都 市 社会 ； 借 助 现代新媒介及社 交 工具 ， 在 中 心 城 市 派 生 出 各种 新 型

社会 关 系 网 络 ， 成 为 流 动 到 城 市 人 口 的 新社会 资本 。 文 章 以 到 成 都 就 医 的 藏族群体 为 观察 对 象 ， 通过观

察 和 具体参 与 藏族在 成 都 就 医 活 动 全过程 ， 对藏族传 统 社会 关 系 网 络 资 源 的 流 动 及 其在 都 市 中 被 整合

利 用 、 成 为 藏族流 动 人 口 适 应 城 市 生 活 的 新 的 社会 关 系 网 络 和 社会 资本 、 从
“

内 卷化
”

到 不 断 外 化 拓 展 的

情 形 ， 进行 生 动 细 致 地描 述 与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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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资本是 能够 带 来 价值 、 收益 的
一

种 资本形 态 ， 是在互动 模式 中 呈现 的 理解 、 期 望 ， 共享知

识 、 规范和 规则 ， 包括各类关 系 资源和制 度资源 。 流 动人 口 得 以很好适应并进而融合到 现代社会 中 ，

主要依靠 的 是社会关 系 网 络资源 和制 度资源两种类型社会资本 的 支撑 。

＠基于血缘 、 地缘 的社会动 员

与人情交往关 系 是藏族传统社会 中 的 重要社会 资本 ， 也 是流 动 到 都市 中 的 藏族得 以 适应 的 条件与凭

依 。 因 传统社会与都市社会 的 不 同 ， 当 传统社会 的 人 口 迁徙流 动到 都市社会后势必会产 生种种适应性

问 题 。 对于来 自 传统社会 的 少数 民 族而言 ， 多是 以 都市 中 人情交往与认 同 的
“

内 卷化
”

？作为适应策

①本文 系 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 基地重大 项 目
“

新 时期 汉藏交流现 状及特 点研究 （改革开放 至今 ）

”

（项 目 批准号 ： １ ７ ＪＪＤ ８ ５ ０ ０ ０ １ ）

的 阶段 性成果 。

② 刘 风 ： 《 社会资本变 迁 中 的 流 动人 口 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 东省 Ｎ区 的 实地调 查 》 ［
Ｄ

］ ，
华 中 师范大 学博士论文

，

２ ０ １ ８年 。

③
“

内 卷 化
”

， 英 文 ： ｉ ｎｖｏ ｌｕ ｔ ｉｏ ｎ
，
意 为 卷 绕 、 回 旋 。 美 国 人类学家戈登威 泽 最早 以 学 术 概念提 出

， 后来 格 尔 茨 在 《 农业 内 卷化 》 中 以

“

内 卷化
”

这 个概念描述 了 印 尼 爪 哇地 区农业 生产过程 出 现 种 生 态 稳 定性 、 内 向 性 、人 口 快速增长 、 高密度 、 精 细 化 的耕作过程 ； 黄 宗 智

在 《 长江三 角 洲 小农家 庭与 乡 村 发展 》 书 中提 出
“

商 品 化进 程 内 卷化
”

的 观 点 ， 认为 中 国 农村 商 品 化 并不是 由 于农 场 主 的 获利 动机驱

使 ， 而是 由 人 口 过 多对 土地 的 压 力推 动 的 ， 以 密 集 的 劳 动 投入为代 价 。

“

内 卷 化
”

逐渐成 为 描述某 系 统外 在扩 张受 到 约 束 条件 下 ， 其 内

部 不 断精 细 化 和 复 杂 化 状 态 的 专 有 概念 。 最近几年 被研 究少 数 民族 流 动人 口 学 者 用 于描述和 阐 释 少 数 民 族流 动人 口 在都 市里适应过

程 中 的 主 要特征 。 参见 刘世定 、 邱 泽 奇 ： 《

“

内 卷化
”

概念 辨析 》 ［ Ｊ ］ ， 《 社会学研究 ＞ 
２ ０ ０ ４年第 ５期

；
黎 明 泽 ： 《 浅论城市融入过程 中 的社会

认 同
“

内 卷 化
”

以 沿海城市少数 民族流 动人 口 为例 》 ［ Ｊ ］ ， 《 广州社会主义学 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０年第 ４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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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 周 大 鸣 等人研究认为 城市 少数 民 族流 动 人 口 社会交往呈
“

内 卷化
”

特 点 ？
， 黎 明 泽对沿海城市少数

民 族流 动人 口 观察研究 的 结果认 为
“

社会认 同
‘

内 卷化
’

已 经成 为 阻碍少数 民 族流 动人 口 融入沿海城市

的重要 因 素
”

＠
。

笔者通过对藏族流 动 人 口 进入城市 情况 的 多年观察 ？
， 发现 藏族流 动人 口 在进入城市过程 中 除具

有社会交往 内 卷化情形外 ， 更多地呈现 出 利 用 传统社会关 系 网 络及社会动 员 、 人情交往模式 ， 在都市 中

不 断延伸 、 整合 、建构 出
一

套适应现代社会 的 新型社会关 系 网 络 ， 并成 为适应 、 融合于现代社会 的 新 的社

会 资本 的 趋 势 。 本文就是 以 到 成都就 医 的 藏族群体 为例 ，
透过呈现藏族传统社会关 系 资源在都市 中 延

伸并被组织化为适应现代社会 、 新 的社会资本 的 情形 ， 探讨藏族流动人 口 在现代都市 中 如 何突破传统人

情社会
“

内 卷化
”

困 境 、 提升适应能 力 、 拓展新 的社会关 系 的 趋 势与可 能性 。

一

、藏族传 统社会 关 系 网 络 资 源在现代社会 的 流 动 与 延伸

传统社会里社会资本资源主要为基于血缘关 系 和 地缘关 系 结成 的 人情交往 网 络 。 而对离开传统社

会进入现代社会 的 流 动人 口 来说 ，
血缘关 系 与地缘关 系 是其从传统社会 向 现代社会流 动 的 勇 气与凭依 ，

是其进入完 全 陌 生社会搭建熟人 圈 子 的 桥梁 ， 也是其能够获得相对具有安全感社会环境 的重要前提和

适应都市 生活 的 最重要 的社会资本 。

“

你有 没有 认识 的 华 西 （ 医 院 ） 医 生 ， 能 不 能 联 系 到 那 里 的 医 生 ？

”

学 界好友吉 措？打来求 助 电 话 ， 触 动 了 作者 思考并探讨藏族传统社会与都 市社会人群 的 联结关 系

问 题及藏族流动人 口 在现代社会 的适应性 问题 。

吉措在西藏 昌 都市读高 中 的侄儿贡布突发疾病 ， 病情不 断加重 ，
当 地 治疗不见效果 ； 喇 嘛打卦 ，

说到 华西 医 院才有救 ， 找来嫂子 的侄儿开车 ，
正在赶往成都 。 路上 ， 吉措 的 哥哥扎西不停地与亲友联

系 ，
以便能提前办理入住 华西 医 院手续 。 住在成都都江堰 的 五 舅 和 在 陕西西安工作 的 吉措是侄儿到成

都就 医唯
一

可 以 依靠 的 亲戚 ， 也是他们 最大 的希望 。 吉措也 因 此被母亲要求请假 ， 专程从西安赶到成

都 ， 为救治侄儿提供 帮 助 。 住在 ＩＣＵ病房 的 巨大 医疗费 开支 ， 促使 吉措哥哥在朋友 的 帮助 下通过
“

水滴

筹
”

发起捐 款 。

⑤

贡布从感觉身体异样 、 在 当 地就医 、 看喇 嘛 ， 再到 成都就 医整个过程 ， 从家 乡 村落 、 县级 医 院 、 区级医

院 ， 到 转诊至 中 国 西部最著 名 的 医 院 。 先有家人 、 亲戚 、社 区熟人 、 本地 喇 嘛参与 ， 后 有外地亲戚 、 外地亲

戚 的 朋 友 、 熟人 的 介入 。 同 时借 由 外地亲朋 的 关 系 网 络 ，
通过

“

水滴筹
”

、微信等新型媒介工具和社交手

段
， 促成 了 更广 范 围 的 社会关 系 联结 ， 扩展到更大 的 社会 圈 层 ； 从基于血缘与地缘 的 社会关 系 延伸 到业

缘关 系 ， 由 近及远 ， 使 藏族传统社会 的 人情及社会关 系 网 络得 以 在 都市 中 不 断延 伸 。 贡布就 医 的 全过

程 ， 典型 的 呈现 了 藏 族传统社会社交 网 络在 都市 中 流 动并不 断扩大 的 情形 。 成都 的 大小 医 院里随处可

①周 大 鸣 、 郭 永平 ： 《 谱系 追溯 与方法 反 思 以
“

内 卷 化
”

为考察对象 》 ［
Ｊ

］ ， 《 世界 民族 ＞ ２ ０ １ ４年第 ２期 ， 第 １ ３ １ ５页
；
焦连 志 ： 《 新

疆 少 数 民 族流 动人 口 社会 认 同
“

内 卷 化
”

现 象 的 心 理机制分析 》 ［
Ｊ

］ ， 《 湖 北 省社会主 义 学 院 学报 ＞ ２ ０ １ ８年第 ４期
，
第 ７ ４ ７ ８页

；
常倩 ： 《 兰

州 少 数 民 族流 动人 口 内 卷 化 发 展 的 不利 影 响 以 上西 园 穆斯林 聚 居 区 为例 》 ［
Ｊ

］ ， 《 改革与开放 ＞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２ １期
，
第 ６ ４页

；
陈云 ： 《 少数

民族流 动人 口 城 市融入 中 的 排斥 与 内 卷 》 ［
Ｊ

］ ， 《 中 南 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 ０ ０ ８年第 ４期
，
第 ４ ３页 。

② 黎 明 泽 ： 《 浅论城 市 融入过程 中 的 社会认 同
“

内 卷化
”

以 沿 海城 市少数 民 族流 动人 口 为 例 》 ， 《 广州社会 主义学 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４期
，
第 ３ １页 。

③ 笔 者 （徐 君 ） 曾 在 专 门 负 责 城 市 少 数 民 族 的 管 理服务 部 门 工作过 ，
并对成 都 市藏族流 动人 口 进行过专 门 的 、 持 续 的跟踪调 查

； 另

请 参 见徐 君 、 李 彦 ： 《 藏族流 动人 口 城 市适应 性研 究 以 到成 都就 医 的 藏族为分析对象 》 ［
Ａ

］ ， 《 藏 学学 刊 》 ［
Ｃ

］ ，

２ ０ １ ４年第 １ １辑 ，
第 １ ９ ７

 ２ ０ ９页
；
徐 君 、 赵 靖 ： 《 城 市 少 数 民 族流 动人 口 服务管 理 问 题与对策研究 以 成 都 、 上海等城市为例 》 ［

Ｊ
］ ， 《 西藏 民族大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５期
，
第 ８ ５  ９ ０页 。

④ 为保护相关 当 事人 ，
并尊重学术规范

，
本文对 涉及 的 患 者 、 家 属及相关报导人 的 名 字进行 了 匿 名处理 。

⑤ ２ ０ １ ８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赵 靖 田 野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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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身 着传统服饰寻 医 问 诊 的 藏族就 医者 ① 的 身影 ， 贡布并非特殊案例 ， 而是具有普遍性 。 更典型 的 例子

体现在来 自 昌 都 的 嘎珠在成都就 医 的 全过程 ：

来 自 西 藏 昌 都 丁 青 县 的 嘎 珠 患 有 先 天 性 髖 骨 脱 落 症 ，
当 地 县 医 院 看 不 了 ，

只 有 成 都 才 能

治 。 然 而 嘎 珠
一

家 没有人 到 过成 都 ， 也 不 会说 普 通话 ，
只 得 从 亲 戚 中 找

一

位 曾 到 过成 都 的 人 陪

同 。 同 时通过远在 美 国 波 士 顿 的 表叔 ， 请
一

位 暂 住 成 都 、老 家是 昌 都 的 美籍 华 人 在 成 都 接应 。

这位 表叔 的 朋 友 与 病 人
一

家 素 昧 平 生 ， 因 受 朋 友 之托 ， 责 无 旁 贷 地承担起 陪 同 嘎 珠在 成 都 就 医

的 责 任 ： 联 系 医 院 、 充 当 翻译 、 安 排 和 提供食 宿 ， 甚 至在 嘎 珠 出 院 恢 复期 ， 将病人 接 至 成 都 家 中 ，

直 到 其康 复返家 。

？

前后 ８ ０多天近 ３个 月 时 间 内 ，
这位 嘎珠表叔 的 朋 友穿梭在 医 院和 学校之 间 ， 忙碌地处理和协调着 照

顾病人与 自 己 的 学 习 及工作关 系 。 既非直 系 亲属 ， 也非 亲戚关 系 ， 也不是直接 的 熟人或朋 友 ， 但 却起着

家人 的 作 用 ， 尽着家人
一

样 的 责任 。 全情投入到 嘎珠就 医 的 全过程 ， 除 了 履行朋 友委托之责外 ， 更深层

次 的 考虑还是来 自 本 乡 本土 的 乡 土人情 ：

“

唉 ， 没办法 ， 朋 友介 绍 ，
又是老家来 的 人 ！ 

”
一

句 话道 出 了 付 出

行为背后 的 传统社会人情实践逻辑 。

常年为到成都看病藏族群体服务 的 彭措？对藏族传统社会 的互助 关 系 及人情模式更是了 然于心 ：

藏族 哪 个得 了 病 ， 亲 戚 、 邻 居 都 要 帮 忙 ，

一

个村 子 ， 就是
一

个 乡
一

千 来人 ， 过来过 去 都 是 亲

戚 ， 哪 个 生 病 了 ， 送这送那 。 得 了 重 病 更 不 得 了 ！ 前 几 天 我 们 老 家有 个 小 孩 得 了
“

先 心 病
”

，

一

天 之 内 老 家就 凑 了１ ８万 ，

３ ０ ０ 多 家 ，

一

千 多 人 哦 。 老 家还有
一

个 ， 得 了 风 湿 性 心 脏病 ， 医 院 要 求

交 ３ ０万 ，
经 过协 调 先 交 １ ５万 ， 然 后 两 天 之 内 亲 戚 就 凑 了１ ８万 。

？

也正是基于藏族传统社会人情关系 逻辑 ， 彭措在 ２ ０多年前就立志 帮助 来成都就 医 的 藏族群体 ， 并成

立专 门 机构 ⑤
， 把藏族传统 的社会关 系 网 络和 人情关 系逻辑延伸 到 城市里 。

成都藏族就 医群体所表现 出 的传统社会互助 及人情关系 模式 ， 与汪丹对 白 马藏 族
“

动 员 与依靠亲属

及社会关 系 的 力 量分担病痛是 白 马 藏族 民 俗 医疗实践 的 文化逻辑
”

？ 的研究 ， 和笔者在 四 川 木里藏族 自

治县等地 的 观察？结果
一

致 ， 都表 明 不 同 地 区 的 藏族传统社会 ， 有着相似 的 文化与行为逻辑 。

不仅藏 族就 医群体如 此 ， 其他藏族流 动 人 口 到城市 的 情形也类似 。 有 学者对成都武侯祠 附近接待

藏 族 的 民 宿 家庭进行调查 ， 结果也 同 样显 明 ： 定居 武侯祠 附近开 小旅社 的 藏族 ， 常 以 十分低廉 的 费 用 接

待来蓉办事 （就医 、就学 、 经 商 、 旅游 ） 的 藏族 。 这些小旅社 的 藏族老板 除了 收 费 低廉 、 免费 提供各种信息

便利 外 ，
还常常 不计 时 间 和 人 力 成本 ， 陪着住店客人

一

起 办事 ，

“

每次可能会 占据
一

天 中 好几个小 时 ， 在

城市 人 眼里
‘

那真是太不 划 算 了
’ ”

， 然而 实践 中 却并没有 什 么 抱怨 ⑧
。 这也正是基于典型 的 藏族人情社

会关 系 模式在都市里延伸 逻辑 的具体实践 。

缘于工作关 系 ， 两位笔者经常接触到 来 自 不 同 涉藏地 区 的 藏族人 ， 发现他们
一

旦有机会在大城市定

居 ， 都会尽可能地购 买大房子 ，
主要动机和 目 的 是为 了 有足够大 的 空 间接待来 自 家 乡 的 亲朋好友 。

“

亲戚

①不仅 指 藏族病 患本人 ，
还包 括 陪 同 患 者就 医 的 陪护 人员 ， 即 藏族就医 者是 个 群体

，
每 个藏族就 医者 单元都包 含 患 者 、 患 者所

在 的 家庭和亲友 。

② ２ ０ １ ８年 ３ 月 ９ 日 至 ５ 月 １ ７ 日
，
赵靖对病人及 同 事 的 采访及观察 。

③ 彭措
，
四 川 省甘孜州 九龙县人 ，

“

甘孜藏族 自 治州 藏 区 医疗服 务 中 心
”

创 始人 。

④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２ 月 １ ８ 日
，
赵 靖对 彭措采访 。 地 点 ： 康 宝酒店 茶室 。

⑤
“

甘 孜 藏 区 医疗服 务 中 心
”

 １ ９ ９ ３年成 立
，
创 办人 彭措 ，

感念藏族到 成 都就 医 的 无助
，
成 立 了 该组 织专 为 外 地来 蓉 的 藏族 患 者提供

就 医 引 导和翻译服务 。 有工作人 员 两名 ，
常驻 华西 医 院

，
从 附近 的 民族 院校 招 募志 愿者若 干人 。

⑥ 参 见汪丹 ： 《 分担与参 与 ： 白 马 藏族 民俗 医疗 实践 的 文化逻辑 》 ［
Ｊ

］ ， 《 民族研究 ＞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６期
，
第 ７ ９ ８ ０页 。

？ 参见徐 君 、 李 沛容 ： 《 医 学人类 学视 野 下 的 民族地 区 医疗体 系 四 川 省凉 山 州 木里 藏族 自 治县 的 案例 》 ［
Ｊ

］ ， 《 西南 民族 大学学

报 》 （人 文社科版 ） ２ ０ ０ ８年第 ４期
，
第 ５ ２ ５ ４页 。

⑧ 参见 梁 敏 ： 《 藏族传统人情交换形 式在 异族都 市 中 的 变 迁 》 ［
Ａ

］ ，
载 于来仪 ： 《 相 遇与 沟通 ： 对成 都市多 民 族构成及 民族关 系 的记

录 与 思考 》 ［
Ｃ

］ ，
北京 ： 民族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０年
，
第 ２ ４ ３页 。



社会资本视 角 下藏族传统社会人情关系 在都市 中 的 流 动与延伸 ？１ ０ ９
？

来看我们 ， 都要安排住在家里 ， 如果让住在宾馆里那 简直是不可 思议 的 。

”

①这种待人处事原则在笔者所

认识 的 藏族熟人和 同 事 中 非常普遍 ，
而且他们 都持有 同 样 的 看法与逻辑 。

二
、传 统社会人情 关 系 依然是 都 市藏族流 动 人 口 重 要社会资本

在 西方现代 化理论 中 ，
血缘 、 地缘构 成 的 社会 网 络是流 动人 口 实 现社会理性 的 阻碍 。

？ 逐渐改变

传统社会关 系 网 络 ， 适应 以业缘为 主要纽带 的 现代社会 网 络是流 动 人 口 的 重要选择 。
？然而在 中 国 的

现 实情境 中 ， 传统社会关 系 资源却是流 动人 口 适应现代社会 的重要社会资本类型 ， 在移 民 群体 的社会融

合 中 发 挥着 积极作 用 ，

？甚 至是流 动 人 口 立足 与适应城市社会 的 基础 与前提 。 这种关 系 资源在藏族社

会 中 所起作 用 尤 为 明 显 。 藏族就 医群体在都市就 医过程 中 ，
基于血缘与地缘 的 传统社会人情关 系 网 络

是其可 以 信赖 的 重要关 系 资本 。 正如 贡布转赴成 都 治病 主要是 因 为有直 系 亲 属 关 系 可 以 凭依 ，
而 吉措

打给不止笔者
一

人 的 求助 电话 ， 是传统社会关 系 在都市 中 拓展 、 延伸 的 例证 。 正是 因 为有这样从传统社

会基于血缘 、 地缘关 系 延伸 到现代社会 的 业缘关 系社会资本 ， 并在为 消 弭或减弱 藏族就医群体与城市 医

疗体 系 及居 民 之 间 的 社会距离起着重要作 用 ， 才使来 自 偏远地 区 的 藏族就 医群体 能够在都市 中 获得更

广泛 的社会资本 ， 纾解其在城市就 医 中 的 困 境 。 这体现 的就是社会关 系 网 络 的工具性特征 。

较早居 留 成都 、 常住成都或经常往返于家 乡 与成都之 间 的 藏族群体 ， 是来蓉就 医藏族群体社会关

系 得 以在城市延伸 的 主要支撑 。 相 较于到 成都就 医 的 藏族群体而言 ，
这些人 已 相对适应 了 城市社会 中

的 处事原则 与生活方式 ， 并基于学业 、
工作 、 娱乐 、 居住 区域等关 系 ， 与城市居 民建立起 了 同 事 、 同

学及友邻关 系 ， 进而带 动基于家 乡 地缘 、 血缘与业缘 的 传统社会关 系 网络不 断扩大 。 窦存芳对成都武

侯 名 苑 小 区 的 调查则 以 点 带面地呈现 出 各种社会关 系 网 络在都市 中 不 断延伸 的 情况 ：

“

从藏族流 动人

口 在 成 都 的 社会交往 圈 看 ， 有 １ ０个 朋 友及 以 下 的 占 ３ ４ ．３ ％
，
１ ０ ２ ０个朋 友 的 占 ２ ６ ．３ ％

，

２ ０ ３ ０个 的 占

１ ８ ．２ ％
，

３ ０个 以 上 的 占 ２ １ ． ２ ％ 。 在 交往 的 朋 友 中 有汉 族 的 高达 ８ ２ ． ３ ％
， 汉族朋 友在 ５个及 以 下 的 将近 占

一

半 ， 为 ４ ９ ．６ ％
， 有 ６ １ ０个汉族 朋友 的 占 ２ ０ ． ３％

，
１ ０ ３ ０个 的 占 １ ８ ．６ ％

，
３ ０个 以 上 的 占 １ １ ． ５％ 。 藏族流

动 人 口 拥有 朋 友 的乎均 值 为 ２ ３ ． ７
， 中 位数为 ２ ０

， 众数为 ３ ０
。 由 此表 明 ， 藏族流 动人 口 在成都 的社会交往

圈 比较大 。

”

？藏族流 动人 口 在都市里建立起来 的社交关 系 ， 尤其是高达 ８ ２ ． ３ ％ 的 比例 突破 了 本 民 族 的

交往 圈 ， 与城市 中 的 主体人群建立 的社会交往关 系 ， 不仅是其适应城市 的 表现 ， 更成 为其适应城市 生活

的重要社会资本与支撑 。

藏族传统社会关系 中 的 亲朋 与 乡 邻 ，
通常 以 陪护 身份在藏族就 医过程 中 发挥作 用 。 据笔者 多年 的

观察 ， 几乎没有 发现过只 身
一

人从家 乡 到 成都看病 的 情况 ，
而 由 多人 陪护 是到成都看病 的 藏族就 医者

的 主 要特征之
一？

。 每位 陪护 人 员 在藏族患 者到 成都寻 医 治疗 的 过程 中 都会发挥不 同 作 用 。 对于不会

说普通话 或 没有 大城市就 医 经验 、 存在就 医语言 沟通 障碍 的 患 者 ， 陪 同 人 员 中 需要
一

位或亲朋 或熟

人 ， 明 白 事 理 、 有
一

定语 言 沟通 能 力 ， 作 为
“

沟 通交流 者
”

。 通 常 ， 会说普通 话 或 者 到 过成 都 的 亲

戚 、 朋友 、 乡 邻是 陪 同 人首选 。 与上文 的 昌 都 嘎珠
一

样 ， 来 自 昌 都 丁青县 的 ５ ２岁 拉吉 由 大女儿 陪 同 到

成 都就 医 ， 由 于母女二人在成都都语言不通 ， 就找到 同 村小伙子贡秋 帮 忙 ，

“

贡秋会讲普通话 ，
也 曾

①访 自 作者 同 事扎西 ，
四 川 甘孜藏族 自 治 州 康定新都桥人 。

② 李 培林 ： 《 中 国 乡 村里 的 都市工业 》 ［
Ｊ

］ ， 《 社会学研究 ＞  １ ９ ９ ５年第 １期
，
第 ２ ０ ２ ９页 。

③ 汤 兆 云 、 张憬 玄 ： 《 新生代农 民 工 的 社会 网 络和社会融合 基于 ２ ０ １ ４年流 动人 口 动 态监测调 查江苏省 数据 的分析 》 ［
Ｊ

］ ， 《 江苏

社会科学 ＞ ２ 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第 ８ １ ５页 。

④ 赵定 东 、 许 洪波 ： 《

“

关系
”

的魅 力 与 移 民 的
“

社会适应
”

： 中 哈移 民 的 个 考察 》 ［
Ｊ

］ ， 《 市场与人 口 分析 ＞ 
２ ０ ０ ４年第 ４期

，

第 ２ ２ ２ ８页 。

⑤ 窦 存芳 ： 《 成 都武侯 区 民族街藏族流 动人 口 生活状 况调 查报告 》 ［
Ｊ

］ ， 《 中 国 藏学 ＞ ２ ０ １ ２年第 ２期
，
第 １ １  １ ５页 。

⑥ 徐 君 、 李 彦 ： 《 藏族 流 动人 口 城 市适应 性研 究 以 到成 都就 医 的 藏族为分析对象 》 ， 《 藏 学学 刊 ＞ ２ ０ １ ４年第 １ １辑 ，
第 １ ９ ７

２ ０ ９
页 。



？１ １ ０ ？ 中 国 藏学２ ０ ２ １年第 ３期 （总第 １ ４ ８期 ）

到 过成 都 ， 能够 找到 所去 医 院 的 地 点 ， 并清楚 医 院流程 。 在他 的 陪 同 下 ， 我们顺利 地找到 了 医 院 、挂

到 号 、做了 检查 、 办理了 入院手续等
”

。
①

在 患 者就 医 期 间 ， 随行亲朋通常起着 陪伴 、 照顾 、 协助诊治作 用 。 但要克服在都市就 医 时人 生地不

熟 的 困 难和 问题
， 需 要从传统社会人情关 系 网 中 寻找各种可资利 用 的 资源 ，

到 过成都或有成都就 医经验

的 亲朋 乡 邻 ， 或亲朋 乡 邻在都市 中 的 朋友 ， 以及其他顺着 乡 情联结而构 造 出 的 各种社会关 系 都是重要可

资依靠 的社会资本 。 嘎珠表叔 的 朋 友和 两位笔者 ， 就是藏族传统社会人情在都市 中 延伸 、 构建起来 的 新

关 系 。 基于地缘 、血缘和业缘关 系 构建 的 社会 网 络 中 ， 受过教育 、 人际关系 网 络广 的 人 ， 如前文贡布例 中

有 至亲 关 系 的 吉 措 、 嘎珠例 中 远亲关 系 的 表叔 的 朋友 ，
还有业缘关 系 的 两位作者 ，

无论与患 者关 系 的 远

或近 ，

一

旦 与就 医者 之 间 搭起 了 关 系 ， 都会被藏族 患 者 以传统 乡 土社会人情模式 予 以 高度信任与依赖 ，

并常常 在其就 医 过程 中 起决策者 或
“

主 心骨
”

作 用 ， 成 为藏族就 医群体在 陌 生环境 中 构建新 的 网 络关 系

以 获取社会资本 的 关键人 。

正是靠着藏族传统社会人情关 系 及其在都市 中 的 延伸 ， 各类陪护 人员 与病 患者
一

起 ， 形成
一

个小 的

就 医 团 体 ， 共 同 推动 着藏族就医者在都市就医过程 的顺利进行 。

三
、藏族传 统社会人情 交往模式 下 的 关 系 资 源 组 织 化

通常而言 ， 以业缘关 系 、社会组织为载体 的 组织关 系 在 帮 助 流动人 口 的 都市适应 中 显示 出更多 的 优

势 ，
也会为流 动人 口 提供更加稳 固 且丰 富 的 关 系 资源 ， 帮 助 流动人 口 走 出 困 顿 。

？藏族就 医群体在都市

就 医过程 中 ， 也 出 现 了 类似组织关 系 的社会组织 ， 不过不
一

样 的 是 ，
这些组织关 系 不是来源于业缘关 系

或 现代 意义 的 社会组织载 体 ，
而是藏族传统社会人情交往模式在都市里进行 的 关系 资源组织化 。 为 了

服务前来就 医 的 藏族群体 ， 在成都 出 现 了 各种服务于藏族就 医 的 中 介机构 或志 愿者 团 体 ， 解决
一

般藏族

患 者在 陌 生 的 都 市社会关 系 支撑 的 缺失 问 题 。 然而 ， 在城市里产 生 的 此类 中 介或志 愿者 团 体仍是基于

传统社会人情互动逻辑 。 这些 以 现代组织关系 模式成立 的 新型社会关 系 网 络组织 ， 有些根据 国 家规定 ，

在相 关部 门 进行 了 正式注册 ， 有些是 临时 的 志 愿者群体 。 前者通常被称 为 中介机构 ？
， 后者指服务于藏

族就 医者 的 中 介人 ， 包括志 愿者及其 团 体 。 下面几个机构 的 成立背景 、 服务 宗 旨 与具体活 动都清 晰地呈

现 了 他们 的 人情 网 络关 系 特征 。

成 都最早 出 现 帮 助 藏族就 医 的 中 介机构 是
“

甘孜藏 区 医疗服务 中 心
”

。 创 办人彭措 ， 甘孜州九龙县

人 ， 在偏僻 、 艰苦 的 乡 村长大 ， 儿 时见家 乡 人受到 贫穷和 疾病 的折磨 ，
无钱也无处看病 ， 便立志要 当

一

名

解 除 乡 亲们 疾苦 的好医 生 。 长大后考取 了 甘孜州 卫校西 医专业 ， 毕业后 回 到 家 乡 成 为
一

名 医 生 ， 在行医

过程 中 感到 自 身技术水平 的 不足 ，
又考取 华西 医科大学 （现 四 川 大学 华西医学 中 心 ， 后文简称 为

“

华西医

大
”

） 临床 医学 系 深造 。 在 华西 医大学 习 期 间 ， 时常看到 自 己 的 同 乡 来到成都 的 大医 院求 医 ， 却 因 人生地

疏 、语言障碍等情况 ， 求 医无 门 、 历经千辛万苦 ， 最终得到诊治 时 患者和 家属 已 经精疲 力竭 ， 延误了 病情 ，

耗 费 了 不必要 的 财 力 ， 甚 至被骗 、 被偷 、 被抢 。 这些情况刺痛 了 彭措 ， 使他萌 生在成都设立专 为藏族群众

服务 的就 医 中 介 的 想法 。
１ ９ ９ ４年从华西 医大毕业 ，

经过多番努 力 ， 争取到 了 创 办九龙县驻成都办事处 的

机会 ， 同 年 １ ０ 月 ，

“

甘孜藏 区 医疗服务 中 心
”

在成都挂牌成立 。 此后分别 在成都 ３ ６ ３医 院 、 华西 医院设有藏

族 医疗部 ， 招 募会说汉藏双语 的 藏族女性做导 医 ， 向前来寻求 帮 助 的 每位藏族就医 患 者收取 ３ ０ ０元 ， 提供

包括 陪 同就 医 、挂号 、 划 价 、送检 、 取报告 、 取药 、 联 系 知 名 教授及专家会诊 、 安排住院 、 愈后建立三年健康

①２ ０ １ ８年 １ 月 ７ 日
，
赵靖 在 华 西 医 院西藏成 办分 院 ＩＣＵ室外对 患 者 女儿拥宗 的 采访 。

② 刘 风 ： 《 社会资本变 迁 中 的 流 动人 口 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 东省 Ｎ区 的 实地调 查 》 ，
华 中 师 范大学博士论 文

，

２ ０ １ ８年 。

③ 这些 注册 的 中 介机构 多是 四 川 省 少数 民族地 区卫 生发 展促进会 的 团体会员 。 如 甘 孜藏族 自 治州 藏地 医疗服务 中 心 （

“

甘 孜藏 区

医疗服务 中 心
”

）是常 务理 事 单位 ，
成 都 噶 萨 嘎 珞健康信 息 咨询 有 限公 司 （藏红 花康 复 中 心 ）是理事 单位 ，

成 都恩果健康 咨询服务 中 心 （恩

果 中 心 ）和成 都市来蓉少 数 民族 医疗救 助服务 中 心是会员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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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档 案 、 帮 助 购 买 回 程车票 、 联 系 住宿等服务 。 同 时与军 区 总 医 院 、 肿 瘤 医 院 、 市第
一

医 院 、 市第三 医

院 、 省林业 医 院 、 甲 亢病 医 院等 医 院建立有 网 络联 系 ， 便于 患 者联系 医 院 、 办理 门诊及住院手续 。

２ ０ ０ ７年 由 丹增 嘉措创 立 的 藏 红花康复 中 心 （ 现 名 成都 噶萨 嘎珞健康信 息 咨 询有 限公 司 ） ， 开在成

都 市 结 核 病 医 院 附近 ， 对 口 成 都 市 公共卫 生 临床 医疗 中 心与锦江 区妇 幼保健 医 院 ， 为结 核病 、 妇科

病 、 不孕不育 的 藏族患 者提供服务 ， 以 及为涉藏地 区僧众和 贫 困 病 患 者提供 医疗救助 。 有两三 名 志愿

者做导 医 。
①

还有
一

个典型 的 机构 是 ２ ０ １ １年 ７ 月 成立 的 成都市来蓉少数 民 族 医疗救助 服务 中 心 。 创 办人郭 稚驹

主 任 医 师在 涉藏 地 区 行 医 ２ ０多年 ， 被藏 族 同 胞亲切地称 为
“

活 菩萨
” “

我们 的 郭 医 生
”

。 郭 医 生退休后 回

到 成都工作 ， 仍 然有 藏族 患 者源源不 断地到 成都来找他看病 。 由 于许 多藏 族群众从高 山 牧 区等较 为偏

僻 的 地方来 到 成 都 ， 对于大城市十分 陌 生 ，
到 成都 之后逢人便打 听郭 医 生在 哪里 ， 每

一

个 医 院看到 有姓

郭 的 医生都跑去挂号 ， 看到 人不对又继续找下
一

家 。 后来郭 医 生在成都市 民 宗 局等各方面支持下 ， 成立

了 该 中 心 ， 专 门 救治 少数 民 族地 区 的 多 发性疾病 。 开通有 ２ ４小 时接待 电话 ， 为 患者及家属建立临时居住

场所 ， 配有导 医 陪送指 引 。 除在 中 心集 中 救治外 ， 定期在各医疗巡 回 点 免 费 义诊？
。

此 外 ， 把都 市 医 疗服务信 息与涉藏地 区 直接对接 的 中 介机构 以 成都 恩果健康咨询服务 中 心最 为典

型
， 也最具代表性 。 创 办人邱华绒吾 ， 来 自 甘孜州 炉 霍县 ， 与彭措具有相似 的 经历和几乎相 同 的 动机 ， 因

涉 藏地 区 医疗资源条件有 限 ， 人们对卫生健康知识 的 缺乏 ， 尤其是最近十 多年 ，
出 现 了 艾滋病感染率上

升 、 包 虫 病 日 益严重 的 情况 ，

２ ０ １ ６年 １ １ 月 成立专 门 机构 ， 招 募志 愿者 ， 深入涉藏地 区各地学校 、 寺 院及农

牧村社 ， 向 民 众宣传预 防艾滋病知识 ， 帮 助 艾滋病 患 者获得治疗和 心理疏导 ＠
。

除了 这些服务 中 心与机构 ，
还 出 现 了 

一

些 由 社会爱心人士 自 发组织或 由 大学生 组成 的 社 团 ， 为 到成

都就 医 的 藏族群体提供导 医等志 愿服务 。 他们
一

般没有正式注册 ， 形式较为松散 ， 成 员 以 在成都就读 的

藏 族大学 生 为 主 。 以 ２ ０ １ ５年成立 的
“

扎西博爱
”

组织 为典型 ， 在藏族就 医人数最 多 的 华西 医 院和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政府驻 成都 办事处 医 院 （ 华西 医 院西藏成 办分院 ， 简称
“

成 办 医 院
”

）设立有志 愿者 咨询 台 。 来

自 西藏 自 治 区 日 喀则 市定结县 的 尼 玛卓 嘎 ， 专 门 组织藏 族学 生在成 办 医 院提供导 医服务 ，

“

志 愿者 多是

大二和大三 同 学 ，
基本上是 当 有人需要我们翻译 的 时候就找我们 。 有病人提 出 需要全程跟着 的 ，

也会
一

直 陪着
”

？
。

还有些人 自 愿结合起来成立涉藏地 区 助学与助 医 中 心 ， 创建并管理数个微信群 ， 群友有 ３ ０ ０余人 ，
包

括爱心 人士 、 志 愿者 、 医 生等 。 分 为助 医 、 助 学不 同 群 ， 发布求助 或筹款信 息 ， 医疗顾 问 群提供在线诊疗

咨询 。 中 心招募 １对 １志 愿者 ， 帮 助 受资助 者完 成就医全过程 ⑤
。

从几个服务机构成立 的 宗 旨 和 开展活 动情况看 ，
无论是 中 介机构还是志 愿者形式 的 中 介人 ， 都是藏

族传统社会人情关系 模式 在 都 市 的 延 伸 ， 是传统社会 旧 人情在 新 的 、 具有现代性特征 的 关 系 资本 引 领

下 ， 对关系 资源进行组织化 的 结果 。 这种 以组织化机构 或 团 体 的 形式 的 新社会资本 ， 对接 纳 藏族就 医群

体情感诉求 、 为藏族就医群体更好地利 用 资源 、 成功 获得救治起到重要作用 。

①与 华 西 医 院 、 四 川 省人 民 医 院 、 空军 医 院等成 都重要 的 综 合 医 院 和 些专科 医 院如 成 都妇 女儿童 医 院 、 结核病 防治所 、 四 川 省寄

生 虫 病 防治 所等形成 医疗 救 助 网 络
，
并 形成

“

市三州
”

（成 都 市 ，
甘 孜 、 阿坝 、 凉 山 三州 ） 医疗救 助 网 络和 医疗 救助 网 络 点

，
为特殊 、 疑难

病 员 实现直接对 口 导 引 。 ２ ０ １ ８年 ３ 月 ２ ８ 日
，
赵靖 采访记录 。

② 中 心 曾 挂靠在青 羊 区第五人 民 医 院 ， 设 有西 医 、 藏 医 、 中 医三 个科室 。 徐 君对 中 心 负 责人 陈小兰 医 生 的 采访 。

③ 截 至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２ 月 ２ ３ 日
，
总计接待 了 ２ ６ ０ ０多人 ，

多数人为代 购艾 滋病 检 测试纸服务 ；
少 数人 则是 要求 带去 医 院检 测 ，

般都会带去

武 侯 区疾控 中 心 或武侯 区妇 幼保健 院进行艾滋病检 测 。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２ 月 ２ ３ 日
，
赵靖对邱 华绒吾 的 采访 。

④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２ 月 ２ ９ 日
，
赵 靖对 尼 玛卓嘎访谈

，
地 点 ： 四 川 大 学 图 书馆 。

⑤ 包括调 查 患 者背 景 与 核 实求 助 信 息 的 真 实 性 、 重新编辑求 助 信 息 并发 布 、 记录就 医康复 整个过程 ，
对每天具体 治疗 内 容 、 项

目 花 费 、 后期 医保 报销 情 况等 在群 里汇报 。 ２ ０ １ ８年 ４ 月 ２ １ 日
，
赵 靖对 中 心主 要 负 责人之 贡 布 的访谈 ，

地 点 ： 罗 马 假 日 广场
“

祖母 的

厨房
”

西餐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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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借 助 新媒介工具拓 展藏族传 统社会人情 关 系

组织化后 的 藏族传统社会人情关系 ， 成为
一

种新 的社会资本 ， 但根基还是传统社会人情 。 日 益普及

的通信工具 、 网 络与通信媒介 ，

一

定程度上 帮助 藏族就医者解决 了 部分 问题 ： 微信 、抖音小视频等可 以 帮

助迅速地传递互助信 息 ， 使寻药就 医 的 藏族群体从传统社会人情关 系 模式 中 延伸 出 去 ， 拓展
一

些新 的社

会关 系 网 络 ， 甚至可 以利 用 具有筹集资金功 能 的ＡＰＰ ， 部分解决疾病救 治所需 费 用 的 问题 。

从笔者亲 自 参与 的几位藏族就 医者就 医 的具体情况看 ，
这些工具与媒介提供 的 信 息传递便利 ，

一

定

程度上起到 帮 助 藏族就 医群体拓展新 的社会关 系 网 络 、 构建新 的社会资本 的 作 用 ， 但最终主要依赖 的还

是传统社会人情关 系 。 笔者参与 了 两位藏族就 医 患 者 利 用
“

水滴筹
”

ＡＰＰ筹款 的 全 过程 ①
， 病 患 者请求

救助 信 息借 助 网 络乎 台 公开 向 社会大众发布 ， 再通过微信朋 友 圈 转发 的 方式 ， 传递给亲朋好友知 悉 ， 并

提供 自 愿捐 助 。

通过
“

水滴筹
”

ＡＰＰ筹款贡 献排行榜和 为 发起人作证功 能 ， 可 以 分析新型媒介工具拓展社交 网 络 的

可能性 。 贡布水滴筹发起募款第 １ ０天 ， 共有 ４ ８人 为贡布证实 ， 其 中 贡布父亲扎西 的 朋 友 １ ０人 、 同 事 １ ４人 、

亲属 ９人 、 医护人 员 ４人 、 患 者 同 学 １人 、 邻居 １人 、 老师 １人 、 其他 （贡布 同 学 、 老 乡 、 亲戚 的 朋友 ）等 ８人 ； 共获

得捐 款 ２ ４ ８ ２笔 ， 筹得款项 １ ２ ４
，

４ ０ ６元 ， 平均 每笔捐 款 ５ ０元 。 其 中 ， 贡布 的 姑姑及其转发 的 朋 友 圈筹得 ４ ３ ８ ７

元 ， 位居 贡 献排 行榜第
一

名 ； 排在 第二 、
三位 的 是其父亲 扎西 的 两位好友及其转 发 的 朋 友 圈 分别 筹得

２ ７ ５ ０元和 ２ ６ ５ ２元 。

以
“

水滴筹
”

为例 的 新型 网 络媒介平 台 为 患 者争取到 了 更多人 的 关注与支持 ，
而捐 助 者 中 的 绝大

多数仍然是 患者传统社会关系 网 络 中 的 人 ， 只 不过借 用 了 新 的 媒介方式 ，
达到更快 、 更广募集捐 款 的

目 的 。 新型社交媒介工具 帮助 藏族就医者 实现 了 在 陌 生 的 环境里寻求到更广范 围 的 支持 ，

一

定程度上

拓展 了 藏族就医者 的社交 网 络范 围 。 但究其实质 ， 新型关系 网 络 的 构建 ，
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社会关系

的 根基 。

五
、 结 语

医疗技 术和 医疗条件 的 差距 ， 交通与异地 医疗结算 的 日 益便利 ， 涉藏地 区 医疗保障体 系 的 完 善 ， 越

来越多 的 藏族群体有条件选择到 成都就 医 。 进入都市就 医 的 藏族群体 ， 依然主要依靠血缘 、 地缘关 系 下

的传统社会人情 网 络 ， 也遵循着传统社会 的社会关系 逻辑 。 住在成都 的 藏族或其他 民 族 ，
因 为工作或朋

友相 熟等关 系 ， 成 为
“

家 乡
”

藏族群体进入现代社会 的 社会资本 。 基于故 乡 关 系 和 以社会组织 为载体 的

资源关 系 的 组织化 ， 使藏族传统社会关 系 资源 无论是远亲还是近邻 ， 都在城市社会里得 以延伸 与拓

展 ， 并构建 出 新 的社会关 系 资本 。

藏 族就 医群体在 成都就 医 的 案例 ，

一

定 程度上反 映 了 藏族传统人情模式在现代都市 中 继续 发挥作

用 的 情况 。 不过也可 以 看 出
，
这种传统社会资本类型也在顺应着新 的社会需求 ，

呈现 出 主 动外 向 拓展 的

趋势与特征 ， 只不过这种外拓还没有完全脱离藏族社会传统人情关 系 逻辑 ， 但也绝非单纯 的
“

内 卷
”

。 到

成 都就 医 的 藏族群体 与城市 主流群体 间 ， 伴随着助 医筹款 、 预 防宣传 、 心理慰藉 、 食宿安排等各种活 动 ，

借 由 各种关 系 或 网 络 ， 进行着并不仅仅 限于 医 患 间 的 交流与交往 ， 渐进深入到 彼此 的 社会与生活 。 随着

到 都市就 医 群体 的扩大及获得有效 帮 助 或救治 的 就 医经历 ，
又 为涉藏地 区传统社会与都市社会之 间建

立深入而 广泛 的互信与交往奠定 了 基础 ， 并呈现 出 不 断 向 纵深拓展 的 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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