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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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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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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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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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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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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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