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化与家庭变迁

— 第三届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 《家庭》 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家庭间题学术研讨会于 1 9 90年 1 2月 5~7日在广东省珠

海市举行
。

这次会议主题为
“
中国现代化与家庭变迁

” ,

45 名参加者来自全国 15 个省 (市 )

和香港地区
。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26 篇
,

并就以下几个主题展开了讨论
。

一
、

关于家庭观念的变迁问题

家庭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
,

无论中外
,

在现代化变迁中都显示出相对于工业化
、

社会

制度变革的独立意义
,

较之人的行为方式
,

并且在家庭内部
,

较之家庭人口
、

结构
、

两性分

工等等
,

是更为活跃的因素
。

改革开放中
,

家庭观念自身及其变化长久地引起了社会和研究

者的关注
,

在这次会议上
,

也被作为主要的议题
。

一
1

.

家庭观念的强化和弱化问题
。

一些与会者指出
,

作为家庭观念的主要方面的血亲观

念太强
,

必然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

原因有三
: 一是现代社会是以发达的业缘

,

开放的地缘和

松散的血缘为特征
,

而传统社会则是以封闭的地缘和紧密的血缘为特征 , 二是血缘关系和现

代科层制相冲突
。

科层制要求用人根据专门知识和熟练技能 , 处理事务按统一标准
,

不能掺

入个人因素
。

而血缘关系则是
“
任人唯亲

” 。

三是血缘观念过强
,

在单位或办事过程中搞裙

带关系
,

对社会危害很大
。

还有些人认为
,

不能笼统地讲家庭观念的弱化问题
,

应对家庭观

念进行具体分析
,

如对家庭中的等级观念要弱化
,

而对其中提供情感心理支持和满足 以及安

全保障等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强化
。

另外一些与会者认为
,

应当联系整个社会背景来考察和解

释家庭观念的变化
。

50 年代后期
,

一种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确立起来
,

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

保障网络逐步形成
,

当时占主 导地位的价值系列是
“ 国家一集体一个人

” 。

而体制改革中
,

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出现部分解体
,

这时
,

血亲观念的增强以及与此相关的不正之风
,

正是

在不安全感中寻求的自我保护
。

3
.

家庭观念的更新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

对此
,

有的学者着重指出
:

每一个

时代都有它相应的主导文化 及与这主导文化并存的其他伴生文化
。

要客观地看待各种不同的

文化在它所处时代的作用和它对当时的及晚出的异质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 “
五

·

四
”

前后
,

我们对传统的伦常道德进行了批判
.

当时在 布救亡图存
” 的天背景下 i 不可能冷静地 一

评价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
,

而后来
,

在与传统
“
彻底决裂

”
中

,

又很难对它有所继承
。

应该

看到
,

在中国两千年或更长的历史中
,

由身份而产生的职责分工和对维系于整体 利 益 的 认

识
,

内化为人们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

夫义妻节父慈子孝兄友弟梯君正臣贤
,

作为那个社会

理想的人际关系
,

不但受礼法制约
,

且更靠情感维系
,

而处世行事顺情达理
,

则是对人的一

种基本要求
。

由于父不只有权管教
、

处罚子
,

还有责任养育
、

保护子
,

子不只 要 遵 从 父
,

还要养老送终
,

致使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
一

种虽有尊卑主从但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

所谓
“
父

母对子女有绝对的统治权
,

可以生杀予夺
”
的现象

,

在那个社会中从不为主导文化和法律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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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
,

一夫多妻是禁止的
,

纳妾和漂妓也不为主导文化赞同
。

一种重视情感人伦
,

要 求 和

谐
、

顺应
,

主张 “ 过犹不及
” 的观念

,

正是那个社会中主导文化的本质内容
。

述
~

青的学者提

出
,

在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到两点
。

一是
,

二极对立取其

中
。

如贞操
,

把其看得太重或无所谓都是不可取的
,

我们在反对封建贞操观念的同时萝还要

强调严肃地对待两性关系
。

二是
,

旧瓶装新酒
。

如孝的观念
,

应该摈弃其子女对父母绝对服

从的旧内容
,

而注入尊老敬老的新内容
。

对于当前我国家庭伦理道德出现混乱的局面
, 一

与会者普遍认为
,

随着经济上的多元化
,

在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呈多元化的态势在所难免
,

但是
,

在这种情形下依然存在着
.

占主导地位

的家庭伦理道德的间题
,

因此
,

提倡和建立与社会全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新型的家庭伦理道

德
,

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

在这方面
,

理论工作者的探索
,

大众传播媒介和舆论工具的正

确宣传导向是必不可少的
。

二
、

关于家庭结构
、

功能的变迁

1
.

家庭结构的二元化
。

与会者根据各自的调查研究
,

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共识
,

即
,

中

国城乡家庭结构变迁的趋势呈现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并行发展的格局
。

一些学者指出
,

中国

的核心家庭是由来 已久的
,

而不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才开始的
,

但是
,

显然核心家庭更适合

现代化的需要
,

因此现代化会促进核心家庭的进一步发展
。

有的学者通过中西对 比 之 后 指

出
,

虽然中国的核心家庭和西方的核心家庭在组织形式上没有什么不 同
,

但在亲属交往上却

有明显的差别
,

他们和自己父母的家庭乃至兄弟姐妹等亲属家庭往往保持着相当密 切 的 联

系
,

相互提供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
。

至于主干家庭在比例上则一直 处 于 相 对稳定的状

态
,

在有的地区甚至有增长的趋势
。

但即使同样是主干家庭
,

也和传统的主干家庭几代同居

共财有所不同
,

上一代和下
一
代之间在财产和生活上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

2
.

家庭功能的转换
。

有的学者认为
,

我国现阶段城市家庭正在经历着一场 转 换 职 能

的过渡
,

从昔 日
“
经济共同体

” 、 “ 生育合作社
”
式的社会组织过渡到以满足家庭成员感情

需求为主的 ,’, 合理

— 文化群体
” ,

家庭的基本轴心正在从血缘关系即父母一子女关系转向

姻缘关系即夫妇关系
。

因此
,

夫妇本身的精神文化因素和心理情感因素在决定婚姻美满和家

庭存亡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大大提高
。

还有角孝者考察了我国农村的家庭功能的变迁
。

他们指

出
,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特别是最初几年
,

家庭的生产功能普遍得到恢复和加强
.

成为

兼生产与生活于一身的单位
,

其中生产功能成为家庭诸多功能的核心功能
。

而在涪海地区和

大城市郊区农村
,

却出现 了一些亦工 (商 ) 亦农
,

以工为主的农民家庭
,

家庭的生产功能在

逐渐减弱
,

一些完全变成乡镇企业职工的家庭
,

则同城市里的职工家庭差不多了
。

3
.

国家和单位对家庭变迁的影响
。

有的学者研究了建国以来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律
、

文件
,

指出
,

国家在中国家庭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
,

国家通过家庭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

参与了家庭变迁
,

如强调
一

切服从革命利益
,

认为婚姻家庭处理好了
,

人们 就 会
“
搞 好工

作
、

生活和学习
,

为四化多作贡献
。 ”

此外
,

政策还要求国家机关不断地加强对婚姻的
“
管

理
” 。

1 9 8 1年以后
,

婚姻诉讼中当事人感情是否破裂在实际上是由法院来确定的
。

国家还通

过单位涉入了家庭
。

单位帮助个人选择配偶
、

为个人结婚出具介绍信
,

决定每个家庭生育的

数量和时间
,

为家庭分配住房
,

表彰
“
五好家庭

” , 调解家庭成员间的纠纷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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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妇女
、

老人的角 色
、

地位 的变化对 家庭 变迁的影响

由于妇女就业
、

老龄化趋势以及独生子女大量出现
, 妇女

、

老人
、

儿童 已从家庭中的弱

质因素成为影响家庭变化的积极因素
,

尽管这种影响往往以
“
问题

” 的形式出现
。

1
.

妇女就业是家庭变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 一些与会者指出

,

在当代中国
,

妇女就业

从一开始
,

便是以国家经济建设和妇女解放的双重 目标出现的
,

因此
,

她们走上社会的过程

不同于西方妇女
。

中国妇女就业是一个难以逆转的制度化过程
。

受到这一因素的深刻影响
,

中国城市家庭较之从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

如
,

家庭供养职责由男子承担变为两性共同承担
;

与此同时
,

由于妇女全 日参加社会劳动
,

子女养育的间题突出了
。

妇女角色变化 引 起 的 矛

盾
,

由社会向家庭转化
,

使家庭不堪重负
。

在家庭利害共担和家务劳动繁重的情况下
,

出现

了中国家庭生活中特有的
“ 二保一

” 和 “
妻管严

” 现象
。

2
。

老年人是影响家庭变迁的重要变量
。

有的学者指出
,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发展
,

以及老人在现代社会中角色地位的变化
,

使之成为影响家庭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
。

被期望的

现代家庭对老年人来说
,

主要显示其两大功能
: 一是

,

经济功能一从家庭作为生产
.

单位转变

为从物质上
、

精神上和生活照料上赡养老人的场所
。

二是
,

防卫功能一老年人祈望从家庭中

得到保护和获得安全感
,

来抵御生活紧张事件造成的一切压力
。

因此
,

如何满足老人的这些

需要
,

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程度
,

将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家庭的走向
。

另一方面
,

时代的变

迁
,

使家庭成员尤其是下一代对老人本身也提出了某种新的要求
,

如何根据自己的角色和地

位的变化来适应这种要求
,

调整和下一代人的关系
,

也影响着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

(郑 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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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李

《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 简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彭方教授主编
、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蔡文眉教授副主编 《我国生育率

下降趋势和问题》 论文集是
“ 六五 ,, 时期生育率问题研究的总结

,

也为 “
一

七五 ” 时期继续这

一问题的研究做了有益的铺垫
。

首先
,

这些文章论述的专题虽然各不相同
,

但大多能尽力贯彻和体现人 日生育率问题课

题研究的指导思想
,

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

以中国人口发展实践为依据
,

以促进

人口 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 目的
。

这些论文因此而得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论文集也得以

做到
“ 形散而神聚

” 。

其次
,

这些文章多能将立论和论证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
,

所引证的经

验材料除开 已有的人日资料外
,

还辅以撰文者亲自进行社会调查研获得的一手资料
,

这使论

证结果具备了较强的说服力
。

最后
,

论文集除
一

全力突出数个典型省市里生育率下降这一中心问题的研究成果外
,

对生

育率下降过程 中的独生子女问题
、

婴儿性别比问题
、

多胎生育问题
、

人口老化问题等也做了

必要的反映
,

因此而将生育率下降问题与更广范围的人口数量和质量控制问题联系在一起
,

使人们的视野更远
,

投向中华民族人口 的健康发展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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