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台农村的直系家庭多于核心家庭

杜 江 先

实行 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我国农村
,

家庭的结构类型是怎样的 ? 它是否适应经济体制

的变化 ? 为此
,

我于 1 9 8 7年 10 一 n 月份对素有
“
建筑之乡

” 美称的山东省桓台县的农村家庭

作了40 多天的调查
。

调查采用问卷法和访问法相结合的方法
。

问卷的发放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的方式进行
,

在桓台县抽取了 3个乡镇的 9 个村
,

发放问卷 40 0份
,

回收 3 39 份
,

其中作废 13

份
。

问卷的回收率为 8 4
.

5%
,

有效率为 96
.

17 %
。

学术界流行的划分家庭结构类型的标准为
: ( 1 ) 核心家庭

:

由一对夫妻 (包括只剩下

其中一个 ) 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 ( 2 ) 直系家庭

:

一个家庭中有两代以上
,

而每一代

中只有一对夫妻 ( 包含只剩下其中一个 ) 的家庭
; ( 3 ) 扩大家庭

:

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两代

以上
,

且至少在一代人中有两对 以上夫妻 (包含只剩下其中一个 ) 的 家 庭 , ( 4 ) 其 它家

庭
:

上面儿种家庭类型以外的家庭
,

主要包括单身家庭
、

老两口 自己单独过的家庭等等
。

我按此标准将调查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类
,

得到如下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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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
,

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在全部家庭类型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 2
.

64 %和 51
.

23 纬
,

后者比前者要高将近 9 个百分点
。

也就是说
,

在桓台县核心家庭在全部家庭类型中所 占比例

不如直系家庭所占的比例高
,

这与人们对城市家庭及农村家庭所做的调查得到的结果是不一

样的
。

如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街道东河沿核心家庭占64
.

70 %
,

直系家庭 占27
.

65 %
。

① 浙江省镇

海县峙头乡中宅村核心家庭占8 2
.

8%
,

直系家庭占 1 3
.

3 %
。

② 为什么桓 台县农村直系家庭比

例高于核心家庭呢
,

在 目首恒台农村
,

由于以下儿种原因
,

使直系家庭 占有较高的比例
。

第一 ,

儿子结婚后有一个与父母同住
,

便构成 了直系家庭
。

这 有利
一

于父母的赡养
。

儿子婚后之所以要跟父母一起住
,

从父母这方面考虑
,

由于 自己年龄较大
,

已 不 能 从

事农业生产等体力劳动
,

因而担心老了以后生活困难
,

而且他们害怕孤单
,

便希望儿女们能

有一个 留在身边照顾 自己的晚年生活 (桓台农村风俗
:

儿子结婚后
,

大儿
一

子与父母同住 )
。

从儿子这方面考虑
,

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
,

国家和集体的有限的财力不 可能包 l扩对
-

老人生活的照顾
,

因此
,

老人的生活还要靠家庭来予以保证
。

在调查中问到
“
你认为现在哪

种赡养方式为最好? ” 时回答
: “ 老人与一个儿子住在一起

,

其余儿子拿钱或物
” 的赡养方

式为佳的有别 1人
,

占全部回答人数的 7 6
.

7 5% ; 而对于
“
儿子结婚后应否与老人同住? ” 的

① 众甲国恢市家庭
-

一五城市家厄调查报告及负料汇编
沙 ,

山尔人民出版社 19 8 5年 2 月 )议
,

有6 灭
。

② 张诚杰 : 《 中宅村剑家瘫结构与家庭职能》 ,

载 《浙江学刊 》 19 83 年第 1 期
。



问题
,

有2 92 人回答
“
应同住

” ,

占全部回答人数的 93 %
。

这反映出了当前农民的心理状态
,

即老人身边应该有个儿子照顾
,

儿女们也应跟老人住在一起
。

而且
,

是否与老人同住
,

不仅仅是个人的愿望问题
,

它还受着传统观念
、

社会舆论的影

响
。

因此人们大都倾向于与父母同住
。

另外
,

桓台县于 1 9 8 6年 3 月成立了
“
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 ” ,

对尊老敬老的典型
,

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
,

在全县造成 了一种
“
尊老爱老敬老光

荣
” 的浓重气氛

,

强化了人们头脑中已有的与父母同住
、

照顾好父母生活的心理
。

第二
,

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及两次生育高峰的出现
,

使桓台农村直系家庭连绵不断
。

两次生育高峰的出现
,

使桓台农村家庭一般都有一个儿子
,

有的家庭还不止一个
。

而第

一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现在大部分 已结婚
,

第二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 刚 刚 进 入婚

龄
,

因此
,

他们婚后有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
,

必然会形成直系家庭
,

使得当今农村直系家庭

连绵不断
。

第三
,

从桓台县的实际情况和现有的政策来看
,

目前桓台农村直系家庭占有一定的比例

也是必然的
。

1
.

从计划生育政策来看
。

以前
,

许多同志认为
, “ 一对夫妇一个孩子

” 的计划生育政

策的实行
,

必将会使核心家庭增多
,

直系家庭减少
。

通过此次调查
,

我们发现实际情形并非

如此
。

在目前桓台农村
,

农民大都喜欢与一个已婚儿子一起住
,

而儿子也希望能 与 父 母 一

起住
,

以便更好地照顾父母
、

孝敬父母
,

而由此构成的家庭形式
,

一般说来
,

就是直系家庭

( 当然
,
我们并不否认其它类型的家庭的存在 )

。

直系家庭的存在
,

使老人从对孙子女的抚

养上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 ; 而年青人出外干活或下地劳动
,

家中有父母看孩子
、

做饭
、

收拾

家务
,

解除了后顾之忧
,

而且回得家来
,

有热饭热菜
,

立时可吃
,

也会感到舒适惬意
。

有这

样的好事
,

何乐而不为呢?

2
.

桓台县目前尚不能推行退休保险金制度
,

而我国的 ((宪法 》 和 ((婚姻 法》 中都 规

定
: “ 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 ,

因此
,

家庭就必须把对老年人的经济上的赡养职责担当起

来
,

而且
,

桓台县人 口目前已处于成年型
。

而且随着人 口的老化现象的加重
,

老年人的比例

将不断增加
,

而 国家和集体的有限的财力不可能包下对老人生活的照顾
,

因此
,

面临各级政

府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就是鼓励三代家庭户的存在
,

以减轻国家对 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养老

的负担
。

而且
,

从农民的心理讲
,

他们也喜欢这种儿孙绕膝的
“
乐融融

” 的三代同堂家庭
,

从而使直系家庭的存在有了一定的基础
。

3
.

从评比
“
五好家庭

” 的条件来看
,

桓台县
“ 五好家庭

” 的评选条件中有一条
: “

家

庭和睦
、

尊老爱幼
” ,

这只有在直系家庭中才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

现在
,

虽然评选条件 己不

再仅注重这样的
“
和睦型

”
家庭

,

而且还注重
“
致富型

、

知识型
”
及

“ 开拓型 ”
家庭

,

但是

人们的头脑中仍存有
“ 和睦型家庭才算是五好家庭

”
的感觉

,

由此也使得一部分儿子
、

媳妇

能较乐意与公
、

婆相处
,

而且对公
、

婆很孝敬
。

第四
,

经济体制的改革
,

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
,

促使当地农村家庭结构中直系家庭

占有相当的比例
。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

使桓台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中解放了出来
,

转而从事工副业
、

建

筑业等职业
,

尤其是男劳力
。

这样
,

农田里的活儿乎全靠妇女经营
。

女劳力从事农业生产和发

展庭院经济
,

若不与父母同住
,

家中经常无人
,

为发展庭院经济而饲养的猪
、

鸡常无人照料
;

若家中有孩子
,

女劳力也不便下地
。

而与父母一起住
,

若夫妇两个都不在家
,

做父母的则可担



负起家中的一切活计
,

使子媳们回到家中即可得到充分地休息
,

而不必为家务活而过多地操

劳
。

长此以往
,

耳闻目睹
,

人们对这种
“ 天伦之乐

”
倍加称羡

,

使得直系家庭在当地农村社

会里 占有相当大一部分比重
。

第五
,

老年人寿命延长
,

他们需要直系家庭
。

现在
,

桓台县每个乡
、

镇都有医院
,

而且设备都很齐全
,

每个村都设有卫生室
,

且有一

半以上的村卫生室达到
“ 甲级卫生室

” 的标准
。

这样就使得人们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

从人

均寿命看
, 1 9 5 5年为 6 0

.

7 1岁
, 一9 7 5年上升至 6 7

.

5 2岁
,

1 9 5 5年达到 7 1
.

7 2岁
。

若 以 育龄 2 3岁

(男 ) 为准
,

那么现在社会上的老人大都能看到第三代
。

假定“ 岁以上的老年的年龄分布为

正态分布
,

其均值
、

中位数
、

众值均为 72 岁的话
,

那么
,

现在 65 岁以上的老人有一半能看到

第四代的出生
。

老年人又最害怕寂寞
,

最害怕年龄大了无人理睬
,

他们喜欢在记忆中生活
,

喜欢与儿女们在一起
,

因此
, 一直系家庭便是最理想的家庭形式

一

(扩大家庭人多关系杂
,

故人

们不崇尚 )
。

另外
,

现代农业生产的特点也决定了直系家庭之存在的必要性
。

现代农业生产是传统的

耕作方式和现代技术的结合
。

就传统的耕作方式而言
,

老一辈在农业生产中积累了大量的经

验
。

老年人的经验只有与现在的年青人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
,

才能发挥更大的效

力
。

所以
,

现代农业生产的特点
,

决定了掌握传统耕作方式经验的老年人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知识的青年人的和睦相处
,

才能搞好农业生产
,

决定了直系家庭的存在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
。

调查中我发现
,

有 97
。

55 %的人愿意与老人一起住
。

可以预料
,

随 着 社会 生 产 力 的发

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今后直系家庭在桓台整个家庭类型中的比重仍将很大
,

而且还会

占绝对多数的比例
。

直系家庭会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家庭形式
。 ’

之将与核心家庭一起
,

共同构成桓台农村家庭类型的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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