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庭 本 质 初 探

丁 文

长期以来
,

人们给家庭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
,

而对它的内在本质
,

却缺少明晰透彻的理

胜分析
。

根据辨证唯物主义观点
,

事物的本质
,

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

同其它事物相区别的

一种内在的规定性
。

事物这种内在的规定性
,

来源于事物内部特殊的矛盾性
。

它是事物发展

变化中内部深刻而稳定的联系
,

从而呈现出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

因此
,

若揭示家庭的本质就

必须弄清
.
什么是家庭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内在的规定性? 什么是家庭内在 的特殊的矛盾

性 ? 什么是家庭变化中内在的稳定联系及其规律性 ? 只有弄清这些问题
,

对家庭才能有个湾

晰的认识
。

从下面三个方面
,

对家庭的本质做一些初步探讨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探索家庭的本质
,

提供了一条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

他们说
:

“
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的材料来考察和研究家庭

,

而不应该象通常在德国所做的 那 样
,

提
据

`
家庭的概念

,
来考察和研究家庭

。 ” ① 以往研究家庭的最大偏颇
,

就是根据
“
家庭的杨

念 , 来研究家庭
。

家庭的概念
,

只不过是人们对现实家庭的一种认识
。

不同国家
,

不 同民族
,

不 同历史时代的人们
,

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水平的限制
,

对家庭的认识不 同
,

所形成的

家庭概念也不同
。

它只能为我们研究家庭提供参考和借鉴
,

却不能揭示家庭的本质
。

家庭的本质是家庭自身所固有的一种内在规定性
。

家庭这种内在的规定性
,

并 非 存在
于家庭的概念之中

,

而是深藏在古往今来各种不同形态的家庭本身之中
。

不论是历史上的家

庭
,

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家庭 , 不论是中国的家庭
,

还是外国的家庭
,

都有着这种内在的规定

性
。

家庭的内在规定性
,

就是不同形态的家庭中所包含的共同的
、

常见的
、

普遍的要素
。

这种共
几

同的
、

常见的
、

普遍的要素
,

正是家庭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基本点
。

家庭有了这种内在的

规定性
,

就有了 自已的独立性和 自身独有的本质特征
。

不论家庭的性质
、

形式
、

结构
、

职能

发生怎样的变化
,

家庭的本质特征则始终保持不变
。

它贯穿于家庭变化的全过程
。

家庭一旦

失去这种规定性和本质特征
,

也就不称其为
“
家庭

” ,

而变成别的东西了
。

家庭内在的规定性和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 ? 我认为有以下三种联系
、

不能分割的方面
:

(一 ) 人们的婚姻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墓础

古今中外的家庭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
,

即男女两性的婚姻关系
。

家庭来源于婚姻
,

由婚

姻而构成
,

并以婚姻为直接的依据
。

这是家庭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
、

社会团体的本质特征之一
婚姻是一定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结合的社会形式

。

毫无疑间
,

婚姻包含两性的生理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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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但单纯的生理结合不能称其为婚姻
。

婚姻是 以生理结合为 自然基础的社会结合
,

亦即被三

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所认可的
,

并赋予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结合
。

苏联社会学家谢苗诺夫

认为
“
婚姻关系包含性交关系

,

但绝不归结为性交关系
。

婚姻是两性关系的一定社会组织
。

它

必须以结婚双方负有一定的为社会所承认的权利和义务为前提
。 ” ①这个认识是十分正确的

。
-

它说明家庭主要不是以两性的自然关系为基础
,

而是以两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
。

男女由婚姻结成夫妻关系
,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基本关系之一
。

有无夫妻关系是判断家庭
,

的重要依据
。

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没有夫妻关系的家庭
,

如夫妻离异或一方死亡所造成的父

子家庭
、

母子家庭
、

由兄弟姊妹组成的家庭等等
。

这些家庭最初也有夫妻关系
,

现存的家庭

关系皆来源 于夫妻的婚姻
,

只是由于某种特殊情况
,

中途丧失了夫妻关系
,

因此他们仍不失
.

为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
。

可是对家庭史中群婚制时期的
“
家庭

” ,

人们却提出了疑义
。

现在大量的民族调查材料
4

证实
,

原始群婚制时期人们的实际生活组织是一种母系的血亲集团
。

它由母亲与子女
、

兄弟

姊妹
、

舅舅外甥等亲属组成
。

其中不存在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
。

这种社会组织虽然与群婚有着

密切的关系 ; 但是人们的婚姻关系在这种组织之外
,

而不是在这种组织之中
,

不 是 它 建 立

的直接基础和根据
。

况且
,

群婚作为一种婚姻形式
,

只存在于氏族群体之间
,

而男女个体之

间无所谓婚姻和夫妻的权利义务关系
。

因此这种社会组织不能称其为
“
家庭

” ,

很多社会学

者把它叫作
“
亲族

” ,

以与
“
家庭

”
相区别

。

目前丰富的民族学调查资料使人们越来越清楚

地认识到
,

原始群婚制时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家庭
。 “

母系氏族晚期随着它 自身的解体
,

才

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家族和家庭
。 ” “

家庭乃是晚生的历史现象
。 ” ②

(二 ) 人们的血缘亲周关系是结成家庭的纽带

有婚姻即有生育
。

由生育而形成父母与子女
、

兄弟姊妹等血缘亲属关系
。

同自身有直接

生育关系为直系血亲关系
,

有间接生育关系的 (即同出于一个祖先的 ) 为旁系血亲关系
。

家

庭就是由人们的直系与旁系的血亲关系组织起来
,

纽结起来的
。

这是家庭区别于其他社会组

织
、

社会团体的第二个本质特征
。

血亲关系是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特定形式
。

它以天然的血缘纽带
,

把家庭成员

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

形成一个稳固的共同体
。

血亲关系无论对婚姻
,

还是对家庭
,

都起着巩

固和稳定的作用
。

特别是父母和子女的直系血亲关系
,

是稳定家庭的核心纽结
。

父亲
、

母亲
、

子女
,

形成家庭中稳定的三角
。

有这稳定的三角
,

家庭才不致于轻易离散
。

有夫 妻 而 无 子

女
,

有子女而夫妻不全
,

都不是完整意义的家庭
,

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

所以说
,

血缘亲属关

系是维系家庭的一条纽带
。

不过
,

血亲关系并不仅仅是血统自然关系
,

它同婚姻关系一样
,

有自然基础
,

也有社会

内容
。

父母与子女之间
,

兄弟姊妹之间的血缘关系
,

是生物学和遗传学意义上的血统自然关系
。

这种血统 自然关系被赋予一定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之后
,

才能形成社会意义上的亲属关系
。

可

见亲属关系是血统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
,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 “
父

亲
、

子女
、

兄弟
、

姊妹等称谓
,

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
,

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
、

异常笨
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

,

这种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份
。 ” ⑧ 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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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 1之间亲属关系的确定
,

不完全根据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

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之间的社会

关系
。

在纳西族走访婚的
“ 阿肖

”
关系中

,

孩子有时也知道 自己的生父是谁
,

但却视生父为
,

路人
,

也不称他为
“
父亲

” 。

因为他们中没有任何抚养
、

赡养的义务
,

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亲属

关系
。

在所有印度欧罗 巴语言中
, “

父亲
” 一词的原初概念

,

并不是孩子的生育者
,

而是抚

养者
、

养育者
。

这些都说明亲属关系的深刻社会意义
。

正因为亲属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
,

家庭成员中 自然要包括一些没有血缘关系 的 亲 属 成

员
,

如由领养形成的养父母
、

养子女
,

由再婚形成的继父母
、

继子女等等
。

这些人原本没有

血缘关系
,

因为存在某种权利义务关系
,

被赋予一种血亲地位
,

从而形成父母子女的亲属关
一

系
。

由此可见
,

家庭并非
“ 以姻缘和血缘为依据

” ,

而是
“ 以姻缘和亲缘为依据

” ,

提
“ 亲

一

缘
” 比 “

血缘
” 更为合适

。

(三 ) 家庭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甚本组织

家庭由人们的姻缘关系和亲缘 关 系 组成
, 可是

,

家庭并不是一种
“
关系

”
形态

,

而是

一种
“ 组织

”
形态

,

即是一种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基层组织
。

也就是说
,

由姻缘关系和亲缘

关系组织起来的人们
,

集聚在一处
,

同居共食
,

经济上互相供养
,

思想上互相影响
,

感情上

互相交融
,

形成一个朝夕相伴
,

甘苦相依的 日常生活的共同体
。

它是最小的社会群体
,

也是

社会结构中的
“
基本粒子

” 。

这是家庭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
、

社会团体的第三个本质特征
。

家庭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
,

由于它以人们的婚姻关系为基础
,

为血亲关系为纽

带
,

所以它也是生育人
、

养育人
、

教育人的地方
,

是人类 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结构
。

但是人类 自身的生产与动物的繁殖根本不同
,

动物的生育只靠自身的生物本能
,

养育靠自然

界的馈赠
,

种的接继也不需要知识和经验的代代相传
。

人则不然
,

人的生育
、

养育
、

教育不
一

仅要通过生物方式来实现
,

还要通过社会方式来实现
,

首先要通过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

消费来实现
。

因此
,

人们总是把 自身的生产同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密切 联 系 在 一

起
。

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农业社会
,

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
,

又是一个消费单位
。

它把劳动
、

创造
、

消费
、

享受等诸多的生活内容都包容在其中
,

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构成体
。

到商

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
,

社会生产从家庭中分离出来
,

家庭则变成对衣
、

食
、

住
、

用

等生活资料进行消费的构成体了
。

家庭成员在消费生活资料的过程中
,

形成一种基本的经济

关 系— 供养关系
。

那些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孩子
,

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残疾人
,

需要家庭

其他成员来供养
。

父母要抚养子女
,

子女要赡养老人
,

夫妻要相互扶养照顾
。

有史以来的一
一

切家庭中
,

都存在着这种供养关系
,

因此有无供养关系也是判断家庭的重要依据之一
。

有亲

缘关 系而无供养关系的人 (如出嫁的女儿
,

分家的儿子等 )
,

不为一家 ; 同吃同住
,

朝夕相

处的人 (如机关团体的集体户 )
,

由于没有姻缘
、

亲缘和供养关系
,

只能是一户而不能成为

一家
。 “

户
”
与

“
家

”
不同

, “
户

” 以居住地为划分标准
, “

家
”
除有共同的居住地之外

,

还必 须有姻缘
、

亲缘
、

供养三种关系
。

由此可见
,

姻缘关系
、

亲缘关系
、

供养关系是构成家

庭的三个基本要素
。

家庭就是这三者密切联系
,

缺一不可的统一体
。

马克思曾指出
: “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

即增殖
。

这

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

也就是家庭
。 ” ① 通过上面的分析和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

家庭是人们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
,

_

由夫妻之间

的婚姻关系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
, 一

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

这样
,

家庭的

① 马克思和思格斯 :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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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定义也就自然形成了
,

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语言来概括
:

家庭 即是 以人们的婚姻关系为基

础
,

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
,

、

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
。

家庭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及其科学意义
,

虽然已经揭示了家庭 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
.

但

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
,

家庭这种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

来源于家庭内部特殊的矛盾性
,

“
这种特殊的矛盾

,

就构成一事物 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 ” ① 也就是家庭区别于其他

社会组织
、

社会团体的基本根据
。

什么是家庭内部特殊的矛盾性呢 ?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
: “

生命的生产— 无论是 自己

生命的生产 (通过劳动 ) 或他人生命的生产 (通过生育 )

—
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 一方面

是 自然关系
,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 。 ② 家庭就是在生命生产的过程 中

,

主要是人 自身生产
,

的过程中
,

所形成的人们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 系的矛盾统一体
。

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矛盾

统一
,

普遍存在于家庭关系之中
,

既存在于夫妻的婚姻关系之中
,

也存在于父母子女
、

兄弟

姊妹的血缘亲属关系之中
,

它是家庭关系中所特有的基本矛盾
。

所谓 自然关系
,

即指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
,

父母子女
、

兄弟姊妹之间的血缘关系
.

它来

源于人的自然属性
,

是人的生物机制在人 自身生产中的表现
。

所谓社会关系
,

即指人在自身生产的过程中
,

夫妻之间
、

父母与子女之间
,

在物质和精

神方面相互的联系与合作
。

它来源 于人的社会属性
,

是人的社会本质的集中表现
。

家庭中人们

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
、

多层次的
。

首先
,

它包括家庭中的物质社会关系
,

即家庭内部的

经济关系
。

这种经济关系通常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供养关系表现 出来
。

其次
,

在物质社会关系

的基础上
,

又产生了政治思想和道德心理方面的社会关系
。

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
,

家庭

中的供养关系
,

要受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约束
,

形成维护这种关系的法律制度
、

道德规范
、

思想观念等
。

这样
,

家庭成员之间自然要产生法律关系
、

道德关系
、

思想关系
、

感情关系

等等
。

这些社会关系都是物质的社会关系派生的
,

并为其服务的
。

因此
,

家庭中的社会关系
,

是

多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
,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
,

是物质的社会关系
。

列宁称家庭的物质社会关

系为
“
子女生产关系

” 。

他在 同米海洛夫斯基论战时说
: “

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关

系是 一种思想关系吗 ? ” ③ 显然
,

在列宁看来
,

子女生产关系不是思想关系
,

而是物质关系
。

家庭中的 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

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
,

但是它们并非是各自独立
,

互相隔绝
,

而是互相影响
、

互相贯通
,

在家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

时刻都在交互作用着的
。

家庭也就是在这两种关系的矛盾统一之中
,

不断向前发展着
。

一般来讲
,

家庭中的社会关系总是规定和制约着家庭中的自然关系
,

从而决定家庭本质

的社会性
。

因为人与动物不同
,

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界
,

靠大自然的恩赐来维持生存
,

繁殖后代 , 人则能够通过生产劳动积极地改造自然界
,

从大自然中谋取生活资料
,

以维持生

存和延续后代
。

人在生产劳动中不仅能够改造客观的物质世界
,

也能够改造人本身
。

既能改

造人的思想意识
,
也能改造人的生理构造和生理机能

。

因此人的社会属性总是决定和制约着

① 毛泽东 : 《 矛盾论》 , 《 毛泽东选集 》 第 i 卷
,

第97 页
。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
: 《 费尔巴哈》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

第3 4负
。

① 列宁 : 《 什么是
口

人民之友
,

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 , 《 列宁选集》 第 i 卷
,

第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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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物属性
。

人的这种社会本质反映在家庭关系上
,

就使家庭中的社会关系居于主要的
、 _

支配的地位
,

规定和制约着其自然关系
,

鲜明地表现出家庭本质的社会性
。

在实际生活中
,

无论是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
,

还是父母子女
、

兄弟姊妹之间的血缘关系
,

无不为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思想道德观念所左右
。

人总是依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

从自身和本集团的实际利益出发
,

在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观念的支配下
,

来调节 自己

的生物本能
,

使其不断的社会化和文明化
。

保加利亚的伦理学家基里尔
·

瓦西列夫对人的意

识如何约束人的性欲本能作了深刻的分析
,

他说
: “

.

人的意识逐渐把性欲本能纳入自己的社

会调节系统
” 。 “

这就产生了复杂的相互关系
:

一方面
,

人的意识要压抑性欲本能的那些违背

社会集团共同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表现
,

另一方面
,

意识又不时刺激性欲本能的那些符合

道德价值体系的趋向
。 ” ① 因此

,

那种没有选择
,

没有节制
,

没有自持力的性欲冲动
,

只能

是动物式的冲动
。

人则能够用理智调节和约束自己的性欲本能
,

使其具有明确的 目的性
、

选
.

择性和节制性
,

使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物机制
,

表现为一种社会文明的程度
。

这说明人没有动

物那种纯粹的自然属性
,

人的自然属性是在社会属性的支配和制约之下
,

已被社会化
、

文明

化了的自然属性
。

无论是夫妻的两性关系
,

还是父母子女
、

兄弟姊妹的血缘关系
,

都赋予了

一定的社会权利与义务
,

渗透了深刻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感情
。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

家

庭中的经济水平
、

道德水准
、

思想文化教养不断提高
,

人们的 自然关系也在不断被社会化
、

文明化
,

距离动物状态也越来越远
。

然而
,

家庭中的自然关系也不是消极被动的
,

它也给家庭中的社会关系以很大的作用和

影响
。

由于家庭中的自然关系不是独立于家庭中的社会关系之外
,

而是贯穿于其中
,

因而成

为家庭得 以建立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

家庭有此自然基础
,

就使家庭关系有了区别于社会上人

与人之间一切社会关系的独特性
,

使家庭关系比任何其他的社会关系都更牢固
、

持久
,

有一

种扯不断拖不散的韧性
。

因为两性和血缘的自然关系
,

来自机体内部的生物机制
,

带着一种

很强的自然力
。

它有如一种天然的凝结剂
,

把家庭成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

巩固和加强他们之
.

间的种种社会关系
,

对家庭起着稳固作用
。

当然
,

家庭中的自然关系对其社会关系的凝聚力
,

始终受着家庭中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左

右
。

一般来讲
,

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思想道德观念越趋于一致
,

自然关系的凝聚力

也越强
,

家庭也越团结合睦
,

幸福美满 , 相反
,

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和思想观念方面

越矛盾冲突
,

自然关系的凝聚力也越弱
,

甚至消失
,

最后导致家庭的破裂
。

历史上由于兄弟争

位
、

父子争权而导致手足相残
、

骨肉相逼的事例是很多的 , 现实生活中夫妻凶杀
、

父子相残

也并非少见
。

它再一次说明
,

在家庭内部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矛盾统一中
,

家庭中的社会

关系是居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
,

从而决定着家庭的本质
。

从家庭的内在矛盾性
,

我们可以看出
,

家庭本质上是在自身生产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社会关系
。

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

是由人们的自然关系凝结起来的多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
。

其中
,

物质的社会关系
,

即人自身生产的生产关系
,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起着 支 配 作用
。

可

见
,

家庭的本质是多层次
、

多结构的
。

但总的看来
,

它是人在自身生产中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
,

我们把家庭本质归结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

就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家庭理论在原则上区

别开来
。

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尽管形形色色
,

说法不一
,

但绝大多数是以唯心主义的自然人

性论为理论基础
,

从人的自然本能分析婚姻与家庭的实质
。

早年的叔本华
、

罗素等人
,

皆认

① 〔保」瓦西列夫 : 《清爱论》
,

第 1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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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本能是人的天性
,

它如饥俄求食一样
,

只能满足不能压抑
。

因而视婚姻为
“
肉体 的 机

能 , ,

视家庭为
“
肉体生活与社会机体之间的联系环节

” 。

当代的弗洛伊德
、

马尔库塞等人

进一步强调性本能的决定作用和支配力量
。

显然
,

在他们看来
,

人的一切现实关系
,

都是人

的自然本能决定的
,

人的一切现实原则
,

也是由人的自然本能产生的
。

不是人们的社会性决

定和制约其自然性
,

而是人们的自然性决定和制约其社会性
。

从这种理论原则出发分析婚姻与

家庭
,

自然要强调它们的自然性
,

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
。

因此
,

尽管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家

庭进行了长期而详细的研究
,

但在这种唯心主义家庭理论的支配之下
,

却始终未能揭示家庭

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

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实际的家庭间题
。

人在 自身生产中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
,

作为家庭的本质
,
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

深持稳定不变
。

它是家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
、

必然的联系
。

但是
,

在不 同的历史条件和社

会发展阶段中
,

家庭中的社会关系又呈现 出不 同的特质
,
形成多种多样的

,

具有不同性质
、

形式
、

结构
、

职能的家庭
。

也就是说
,

家庭的根本质在保持稳定不变的情况下
,

却不断地发

生着部份变质
。

美国学者摩尔根在研究家庭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
,

他说
: “

家庭是个能

动的要素 , 它从不停止在一个地方
,

而是随着社会之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
,

而从低级

形式进入较高的形式的
。 ” ① 恩格斯在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
,

也用大量的历

史材料和科学的分析
,

论证家庭同私有制和国家一样
,

是一个历史范畴
,

也有其产生
、

发展
、

消亡的历史过程
。

这说明家庭不仅是自身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辨证统一
,

也是历史的稳

定性和变异性的辨证统一
。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
,

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
。

事物运动的规律
,

取决于事物内

部的矛盾性和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
。

家庭的发展变化也遵循着这个原则
。

首先
,

家庭存在于社会之中
,

是社会构成的
“
基本粒子

” ,

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
,

因

此家庭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

密切相连
。

马克思指出
: “

在人们的生产力

发展的一定状况下
,

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co m m er ce 〕和消费形式
。

在生产
、

交换和消费发展

的一定阶段上
,

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
、

一定的家庭
” 。

② 因此
,

在决定历史发展的两种生

产
,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中
,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决定历史发展的首要

因素
。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由此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
,

始终决定和制约着人自身的生产

以及由此结成的家庭关系
。

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
,

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

社

会经济关系决定着人们的家庭关系
。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

总是和社会机体之间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
。

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家庭
,

必然反映这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
。

既反映经济基础的特

点
,

也反映上层建筑的特点
,

同时又和整个社会形态
,

首先是和经济基础之间
,
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
。

因此家庭的性质必然为社会的性质
,

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所规定
,

有什么样

的生产方式
,

就有什么样的家庭
。

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
,

家庭的社会本质也必然呈现 出不 同

的特质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出现不同的家庭
,

在不同的阶级之间
,

家庭关系也有所不同
。

家庭的性质
、

形式
、

结构
、

职能的变化
,

归根结底要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变化中得到说明
。

① (美 ) 摩尔根
: 《 古代社会》 下册

,

第433 页
。

⑧ 马克思 : 《 致巴
·

瓦
·

安年柯夫》 , 《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第27 卷
,

第4 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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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的五种生产方式中
,

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家庭形态
。

在原始共产制的生产方式中
,

存在两种主要的家庭形态
:
一是母系氏族时期

,

建立在对

偶婚基础上的
,

由众多
“
从妻居

”
的对偶家庭组成的母系大家庭

,

史称母系家庭公社
。

它是

由群婚制时期
“
母系亲族

”
脱胎而来

。

母系大家庭与亲族不同
。

它把婚姻包容在自身之中
,

把人的生育同养育
、

教育结合起来
,

使人 自身的生产形成一个完整系列
。

因此由 对 偶 家庭

组成的母系大家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家庭形态
。

二是父系氏族时期
,

由众

多 “
从夫居

” 的对偶家庭组成的父系大家庭
,

也就是父系家庭公社
。

父系家庭公社是随着财

产继承制由母系制转为父系制而产生的
。

当时虽产生了私有制的萌芽
,

对偶婚也开始 向一夫

一妻制过渡
。

但总的看来
,

父系家庭公社同母系家庭公社一样
,

皆以原始共产制家庭经济为

其经济基础
,

家庭内部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
。

到私有制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
,

家庭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
,

出现 了为财产私有制和父

系继承制服务的
、

男性压迫女性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

随着私有制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
,

一夫
_

一妻制家庭也不断演变
。

在奴隶主 占有生产资料并完全 占有劳动者的奴隶社会
,

出现了家长

对家属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父权家长制家庭
。

在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的封

建社会
,

产生了贵贱尊卑等级森严的宗法家长制家庭
。

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

会
,

以金钱交易为特征的资产 阶级家庭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

这三种家庭形式皆是私

有财产占有和继承的基本单位
,

当时财产关系决定着婚姻的命运
。

男女结合不是以爱情为基

础
,

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

婚姻的目的是确保生育出父亲的亲生子女
,

以便继承父亲的贴

产
。

由于婚姻与爱情相分离
,

人们只能在婚姻与家庭之外寻找快乐
。

因此
,

阶级社会的一夫

一妻制只能是以杂婚制为补充的
、

片面的一夫一妻制
。

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产生之后
,

家庭形态又发生了根本变化
,

出现了以爱情为基础

的
、

男女平等的真正一夫一妻制家庭
。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家庭
,

不仅把婚姻包容 在 家 庭 之

中
,

还把爱情包容在婚姻之中
,

使两性结合的物质形式与精神形式吻合起来
,

形成了爱情
、

婚姻
、

家庭三位一体的社会生活组织
。

可以说
,

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

家庭
,

是有史以来家庭发展的最高形态
。

由家庭演变的简要过程看出
,

家庭形态的变化
,

直接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 影 响 和 制

约
。

但是
,

我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这里
,

还必须指出
,

社会生产方式对于家庭来 说 毕 竟 是

一种外在因素
,

这种外在因素
,

必须通过家庭内在的矛盾性
,

才能对家庭发生影响和制约作

用
。

谁都知道
,

人们生活在社会上
,

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
,

每个人都有双重的社会关

系 : 一是在社会上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 , 二是家庭中

从事人自身的生产所形成的家庭中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
。

社会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

系
,

必然通过人们的活动反映到家庭中来
,

从而影响和制约着家庭中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

关系
。

家庭中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
,

又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家庭中的两性和血统

关系
,

促使家庭在自身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
,

由低级形态进入

高级形态
。

因此家庭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
,

不单纯是社会生产方式这一个因素
,

而是社会生

产方式通过家庭内在的矛盾性而起作用的结果
。

家庭发展过程中两次质的飞跃
,

都是如此
。

第一次质的飞跃是由原始社会的对偶婚制家庭
,

发展成为阶级社会的片面一夫一妻制家

庭
。

在对偶婚时期
,

家庭在长期的内在矛盾运动中产生一个新因素
,

即亲生父亲的确认
。

父

亲的出现
,

说明父子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支配自然关系
,

为家庭的根本变化产生一个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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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

然而
,

只有这个内因而没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个外因
,

家庭是难以发生根本变化

的
。

直到私有制产生之后
,

男子掌握了家内的财产权
,

要求变革财产继承制度
。

这样
,

私有

翻便通过继承权的变革
,

同家庭中的新因素— 父子关系结合起来
,

遂产生了阶级社会片面

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早期形态— 父权家长制家庭
。

家庭发展的第二次质的飞跃
,

是由阶级社会的片面一夫一妻制家庭
,
发展成为社会主义

的真正一夫一妻制家庭
。

片面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长期的内在矛盾中
,

又产生一个新因素
,

即两

性之间的爱情
。

恩格斯认为
,

爱情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
“ 最伟大的道德进步

” 。

毫无疑间
,

它是两性关系中社会关系支配 自然关系的结果
。

爱情出现之后
,

就不断地破坏着阶级社会的

旧家庭
,

并为新家庭的诞生奠定了内在的基础
。

因为爱情所要求的
,

不是建立在男子支配权

上的片面的一夫一妻制
,

而是男女平等的真正一夫一妻制
。

男子在家庭中的支配权与男女双

方的爱情是相抵触的
。

要废除男子的支配权
,

实行男女平等
,

必须改变私有制的生产关系
。

也就是说
,

只有爱情这个内因
,

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

新的家庭形

态是不会出现的
。

直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建立之后
,

家庭才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稀大变革
,

一个以爱情为基础的
,

男女平等的真正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新家庭
,

才诞生出

来
,

并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
。

家庭发展中的两次根本变化说明
,

一种新的家庭形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

它是社会生

产方式的变化通过家庭的内在矛盾性而起作用的结果
。

也是家庭在 自身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

新因素
,

同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相结合的产物
。

过去
,

我们对这点认识不足
,

只强调社会生产方式对家庭发展变化的决定作用
,

忽略了

家庭自身的矛盾运动
。

好像社会生产方式变化之后
,

家庭关系立刻随之变化
,

事实上并非如

此
。

在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
,

往往旧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死亡之后
,

旧的家庭关系并不立

即随之死亡
。

它还要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

随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而慢慢消

失
。

因此
,

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
,

除有一种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

并占主导地位的

家庭形态之外
,

还有许多次要的
,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家庭形态和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的家庭

形态
,

使家庭发展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局面
。

这说明家庭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自身发展的相

对独立性
。

综上所述
,

家庭作为多要素
、

多层次
、

多结构
、

多功能的复杂构成体
,

既有自己的内部

矛盾
,

又有同社会之间的外部矛盾 , 既有本身自然的与社会的
、

物质的与精神的等多角度的

关系
,

又有同社会之间经济的
、

政治的
、

思想的
、

道德的等多方面的联系
。

家庭就是在这些

复杂的矛盾和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着
。

因此
,

我们不能从一个方面
,

一个角度去分析家庭的本

质
。

必须从多方面
、

多角度来研究家庭
,

即从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
,

从空间联系和时间联系

上分析和研究家庭
,

找出家庭本质的层次性
,

根本质和非根本质
,

整体质和部份质
,

由此才

能认清家庭的真面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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