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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学研究概述

谭 深

一
、

研究过程简述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繁荣时期 03 年代
,

产生了许多有关家庭研究的论著
,

如 《中国婚姻

史》 (陈顾远著
,

商务印书馆
,

19 3 7 年 )
、

《中国之家庭间题》 (潘光旦著
,

上海新月书店
,

1 9 31 年 )
、

(人口 问题 》 (陈达著
,

商务印书馆
,

19 3 4 年 )等
。

特别是一些有关家庭的社会调查在 当时蜚声

中外
,

如李景汉所做
:

(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印
,

1 9 3 1 年 )
、

《北京郊

外之乡村家庭》 (商务 印书馆
,

1 9 2 7 年 )
、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北平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会印
,

19 3 3 年 )
,

徐启中所做
:

《广州工人家庭之研究》 (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印
,

1 9 3 4 年 )
,

陶孟和所

做
: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商务印书馆

,

19 3 0 年 )
,

言心哲所做
:

《农村家庭调查》 (商务印书馆
,

1 9 3 5 年 )等
。

到 4 0 年代
,

许多名著又相继间世
,

如孙本文著
:

《现代中国家族何题》
、

《现代中国

人 口 问题 》 (商务印书馆
,

1 9 4 2 年
、

1 9 4 3 年 )
,

费孝通著
: 《生育制度 》

、

《乡土中国》 (上海观察社
,

1 9 4 7 年
、

一9 4 8 年 )等
。

5 0 年代初期
,

随着社会学学科被取缔
,

对家庭 的社会学研究停顿了
。

但是以其它各种形

式进行的家庭调查依然存在
,

比如 50 年代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及各级民委对少数 民族的调

查 中
,

包含了大量的婚姻家庭 内容
,

也有为数不少的出版物
,

如 《少数民族情况统计资料》 (民委

办公厅
,

1 9 5 9 年 )
、

《云南少数民族概况》 (云南省民委
,

19 5 6 年 )
、

(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 (广

东省人民政府民委
,

1 9 5 1 年 )
、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州南岗
、

内田
、

大掌瑶族社会调查》 (全国

人大民委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
,

1 9 5 8 年 )
、

(贵州省布依族婚姻资料汇编》 (中国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调查组
,

1 9 6 3 年 )等
。

工会
、

共青团
,

妇联的各级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如民政部
、

司法部
、

劳动部
、

公安部等
,

都从

事了大量的调查和统计
。

此外
,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

高等学校的师生在接触实践
、

走与工农相

结合的道路的精神指导下
,

经常走出校门
,

到城乡做社会调查
,

如有关村史
、

家史调查
。

这些
,

都为家庭研究积累了资料
。

这一时期家庭理论书籍主要有
: 《论家庭 》 (魏克 明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 9 6 0 年 )
,

(中国革

命与婚姻家庭》 (马起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1 9 5 9 年 )等
。

当时有代表性的观点强调
:

家庭的利

益应当服从集体的和国家的利益 ;对子女教育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问题 ; “ 恋爱至上
”

是资

产阶级爱情观 ;处理婚姻纠纷不能只考虑当事人的感情
,

而要以子女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主
,

等
。

1 9 7 9 年
,

社会学得以恢复之后
,

婚姻家庭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
。

1 9 8 3 年制订改革后第一

个全国社会科学五年计划
“

六五
”

规划时
,

社会学被列入的重点项 目有三个
,

其中一个就是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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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五城市家庭研究
” 。 “

七五
”

规划中社会学 13个国家重点课题中
, “

中国农村家庭调查
”

又被

列入其中
。

婚姻家庭成为社会学研究人员的热点题 目
,

有人分类统计了 1 9 7 9 年一 1 9 8 7 年社

会学研究的选题倾向
,

选题最多的是
“

婚姻
、

家庭
”

(占 13
.

1 % ) ; 历年发表的社会学文章选题
,

除了 1 9 81 年以前
“

社会学总论
”

较多外
,

历年都是婚姻家庭选题占首位 ; 出版的社会学类书籍

中
, “

婚姻家庭
”

比例高达 27
.

3 %
,

也是位居第一
。
① 婚姻家庭研究全面铺开

。

与此同时
,

关于恋爱
、

婚姻
、

家庭的讨论成为当时社会热点
。

报刊
、

电台等纷纷开辟专栏
,

婚姻家庭的指导性书籍比比皆是
,

以婚姻家庭命名的杂志也相继面世
。

到 80 年代中后期
,

社会学专业人员的
“

婚姻家庭热
”

开始降温
,

在社会结构
、

制度变革日益

深入时
,

其中坚力量转向了社会重大间题的研究
,

但是一些早期研究者积累的理论和研究经验

沉淀下来
,

另一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进入这一领域
,

使家庭研 究队伍的素质提高了
,

在研究

内容上也从一般性调查
、

评论
,

转向专题研究
,

致使 90 年代前后一批有份量的成果问世
。

二
、

研究机构和刊物

目前
,

从事婚姻家庭研究的主要是三套系统
,

一是社会学专业机构
,

二是妇联各级机构
,

三

是各类学术团体
。

社会学专业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

(室 )和高校中的社会学研究所
,

它们大都设有婚姻家庭研究室或有从事有关专业的人员 ;大专

院校的社会学系 (室 )大多设有家庭社会学课程
,

并从事有关研究
。

各级妇联在工作中经常要进行社会调查
,

其中婚姻和家庭是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

同时

专业研究者到地方做调查时
,

往往与妇联合作或取得她们的支持
。

19 8 1年
,

挂靠在全国妇联的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成立
。

研究会聚集了当时各行业从事婚

姻家庭的人员
,

迄今为止
,

共召开了三次全国性婚姻家庭讨论会
,

并组织了一些调查项 目
,

1 9 8 6

年
,

组织编写了 《当代中国婚姻家庭 》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一书
。

此外
,

许多省市级的婚姻家庭研

究会也纷纷建立
,

多挂靠在妇联
,

它们组织研究活动
,

召开学术会议
,

出版 内部交流刊物
。

19 7 9 年以前
,

只有《中国妇女》等少数刊物公开刊登有关婚姻家庭的报道和调查报告
。

80

年代
,

以省 (市 )命名的妇女刊物纷纷易名
,

其中一些便成为婚姻家庭的专刊
,

如 <家庭》
、

《婚姻

与家庭 》
、

《恋爱
、

婚姻
、

家庭》
、

(爱情
·

婚姻
·

家庭 》
、

(社会
·

家庭》
、

《现代家庭》
、

(家庭
·

育儿》等
,

其他妇女报刊中婚姻家庭仍是其重要 内容
。

有些报刊在出版活动和举办社会活动同时
,

也 向

学术研究发展
。

如广东的 (家庭》杂志
,

19 8 4 年
、

1 9 8 8 年
、

19 9 0 年举办了三次全国性家庭理论

讨论会
,

19 8 4 年的会议论文汇集成 《婚姻家庭探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书 ; 1 9 9 1 年又与天津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
,

进行了当代中国家庭的调查
,

成果集为《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

(潘允康
、

柳明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 9 9 4 年 )一书
。

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专业刊物中
,

也经常地刊载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文
,

如 《中国社会

科学》
、

《社会学研究》
、

《社会科学战线》
、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

(社会》等 ;有些学术刊物还译介

了许多国外有关论著和研究
,

如《国外社会科学》
、

(国外社会学》
、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等
。

① 周贵华
:

(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选题的倾向分析》
,

《社会学研究》1 9 89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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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课题和著作

“

五城市家庭调查
”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牵头
,

与 8 个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组成研究项 目组
,

于 19 82 年开始对北京
、

天津
、

上海
、

南京和成都等 5 城市的 8 个居民点

5 0 5 7 名已婚妇女进行了调查
。

这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首次在社会调查中大规模使用问卷调

查和现代统计技术
,

所得到的数据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城市家庭的主要依据
。

它的主要成果

有
:
(中国城市家庭— 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 (五城市家庭研究项 目组编

,

山东人民

出版社
,

19 8 5年 )
、

(中国城市家庭—
五城市家庭调查双变量和三变量资料汇编》 (李东山

、

沈崇
一

麟主编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 91 年 )
、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刘英
、

薛素珍主编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19 87 年 )
、

(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 》 (潘允康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9 87 年 )
。

“

中国七城市家庭调查
” 。

这是
“

五城市调查
”

的追踪项 目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
,

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
,

联合地方社会科学院
,

在北京
、

上海
、

广州
、

南

京
、

成都
、

兰州和哈尔滨等 7 城市抽样
,

于 19 9 4 年开始
,

进行了 5 6 0 0 份问卷的调查
。

目前问卷

正在上机处理
。

“

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
” 。

这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约请
,

由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组织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青少年研究所参加的
。

调查从 19 7 9 年开始
,

对象是北京
、

四

川城乡地区部分青年
。

成果见 《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一北京
、

四川两地城乡调查报告》 (张子

毅
、

杨文等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 8 2 年 )
。

“
14 省市农村婚姻与家庭调查

”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
,

联合了天津
、

黑

龙江
、

吉林
、

山东
、

河北
、

江苏
、

安徽
、

湖北
、

上海
、

浙江
、

福建
、

广西
、

四川
、

贵 州等 14 省 (市
、

自治

区 )的社会科学院和高校参加
。

调查从 1 9 8 6 年开始
,

共调查了 7 2 5 8 户居民
,

成果见 (当代中国

农村家庭一 14 省 (市 )农村家庭协作调查资料汇编》 (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组编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

1 9 9 3 年 )
。

“

天津市千户居民调查
” 。

这是政府决策与社会学研究结合的首例
,

由天津市政府 办公厅

与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道
,

改造了原有的调查网
,

用社会学方法抽样出 10 00 户居

民进行问卷调查
。

从 1 9 8 3年开始连续进行了 5 年
。

这项调查为家庭社会学研究积累了大量

基础性资料
,

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
,

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

后来成为国际合作项 目
二 主

要成果见 (户卷调查与科学决策》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编辑组编
,

群众出版社
,

1 9 8 8 年 )
。

“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
” 。

这是国家社会科学
“

七五
”

规划的重点项目之

一
,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人口研究所及四川
、

上海等地的社会学学者联合组成课题组
,

调查从

19 8 7
’

年开始
,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

选取了北京
、

上海
、

四川
、

黑龙江
、

河南
、

广东六省 (市 )的 13

个县 (农场 )
,

对 2 7 9 9 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
。

成果见 (改革以来 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 》

(雷洁琼主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4 年 )一书
。

“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
”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社会学家在各 自的调查 (中国

的
“

百县市国情调查
”

和美国的
“

社会普查
”

)基础上组成合作研究课题组
,

在美国罗斯基金会资

助下
,

于 19 9 3 年对中国 10 个 (市 )县进行了村户二级的随机抽样调查
。

其基本统计资料见 《中

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报告 )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编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

19 9 4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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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市民的家庭婚姻研究
”

和
“

保定市民家庭中的老年人以及他们的代际关系
” 。

前者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
,

对保定市 600 多已婚妇女和 500 多已婚男性进行

了调查 ; 后者由北京大学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合作
,

抽样调查了保定市 1000 多老人和

7 0 0 多他们的子女
。

这两项研究的数据正在分析之中
。

“

妇女就业与家庭调查
”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婚姻家庭室与日本青少年研究

所合作
,

19 8 7 年在中 日部分大城市进行
,

中国地区选择的是北京
、

上海和西安
。

成果 见《妇女

变业与家庭— 中 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 (马有才
、

刘英等著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 9 2 年 )
。

19 94 年
,

该室又与日本北九洲亚洲妇女研究交流中心合作
,

对北京人的现实生活和家庭观念

等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
,

并将调查结果与 日本的福 冈
、

韩 国的汉城
、

泰国的曼谷的同类调查进

行了比较
。

见《今日北京人的家庭》系列报告 (王震宇执笔
,

载 《中国妇女报 》 19 9 4 年 12 月 28

日至 19 9 5 年 1 月 2 4 日 )
。

家务劳动有关调查
。

王雅林 1 980 年和 1988 年对黑龙江两城市进行了家务劳动的连续性调

查
,

这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是不多的
。

分析两次调查结果
,

王雅林认为
,

8 年来城镇家务劳动

的最大变化是
:

时间消耗减少
、

家务结构变化
,

但是 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
,

近期内不会出现家务劳

动突发式变化
。

调查结果见
:

《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 (王雅林
、

李金荣著
,

《中国社会科学》
,

19 82 年第 1 期 )和 (城镇居民家务劳动动态考察》 (王雅林著
,

(社会学研究》1 991 年第 3 期 )
。

值得一提的是
,

王雅林等研究人员
,

从 19 9 1 年起
,

连续 4 年在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从事

社区研究
,

重点研究社区家庭
。

通过对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社区家庭功能与家庭形式的长期

观察
,

不仅细致地描述了其一般特征和外部现象
,

还对这些现象存在的现实根据和 内在机理做

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和解释
。

其阶段性成果 见《农村家庭功能与家庭形式— 昌五社区研究》

(王雅林
、

张汝立著
,

《社会学研究》 19 9 5 年第 1 期 )
。

少数人行为的研究
。

李银河 1 9 8 8 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
,

其后二
、

三年内
,

她先后发

表了对青春期恋爱
、

独身
、

婚前性行为
、

自愿不育
、

婚外性行为
、

男同性恋等现象的调查研究成

果
,

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学界的关注
。

李银河的研究之所以被重视
,

不仅在于她能够对多数人不

易了解的行为做数量的揭示和近距离的深入 了解
,

而且在于她使用了严格的抽样调查方法和

运用了国外较成熟的理论
。

李银河也表示
,

她有意
“

将国外社会学界 已广泛采用而国内尚未推

广的某些方法加以介绍
,

并以自己的努力倡导实证精神
。 ”

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 (中国人的性爱

与婚姻》 (李银河著
,

河南人 民出版社
,

1 9 91 年 )和 《他 们的世界— 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

(李银河
、

王小波著
,

山西 人民出版社
,

19 9 2 年 )两书中
。

还有一些纳入国家基金的婚姻家庭课题
,

如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
“

独生子女问题的理论

实践与对策
” ,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的
“

亲子关系与子女成才研究
” ,

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
“

江

宁县 3 0 0 户农户家庭经济和婚姻状况追踪调查
”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
“

中国农

村宗族群体与功能群体关系渲化研究
” ,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
“

违法早婚和离婚对人 口控制
、

社会稳定的影响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
“

当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亲缘关系
”

等
。

此外
,

各省市婚姻家庭研究会
、

地方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等
,

也都有大量婚姻家庭的选

题
,

有的被列入地方社会科学五年规划或年度计划
,

成果的质量也相当高
。

比如北京市婚姻家

庭研究会
,

承担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

六五
”

规划项目
“

因性
、

恋爱
、

婚姻
、

家庭矛盾激化导致

犯罪原因
”

的研究
,

成果出版了 (因性婚恋导致犯罪 问题研究》 (内部本 )一书 ; 19 8 8 年承担 了
“

七五
”

规划项 目
“

目前北京市婚姻中的问题调查
” ; 19 9 4 年又开始了

“

八五
”

课题
“

北京市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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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调查
” 。

又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 四川省妇联于8 1 97 年在 四川省 1 0个县 (区 )进行了近

0 0 20户调查
,

承担此调查的研究人员此后一直追踪研究
,

并写 出 (农民婚姻—
四川农村婚姻

研究》 (赵喜顺等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 9 9 0 年 )一书
。

.

还有一些博士论文涉及婚姻和家庭的项 目
,

作为专业研究者个人长期研究的成果也不少
,

除本文其他地方所提及的外
,

粗略介绍如下
。

当代问题研究和实证调查有
:

《昆明市婚恋家庭抽样调查 》 (王亚南等执笔
,

云南 民族出版

社
,

1 9 9 0 年 )
,

《婚姻家庭的科学咨询》 (陈一箔著
,

三联书店
,

19 89 年 )
,

等
。

其中对少数 民族婚

姻和家庭研究的著作有
:

(中国少数民族家庭 》 (严汝娴主编
,

中国妇女 出版社
,

1 9 8 6 年 )
,

《永

宁纳西族的母系制》 (严汝娴
、

宋兆麟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9 8 3 年 )
,

《滇西南边疆少数 民族婚

姻家庭制度和法的研究》 (杨怀英
、

赵勇山等著
,

法律出版社
,

1 9 8 8 年 )
,

<共夫制与共妻制 》 (宋

兆麟著
,

上海三联书店
,

1 9 9 0 年 )等
。

婚姻史与家庭史方面
:

《中国婚姻史稿》 (陈鹏著
,

中华书局
,

1 9 9 0 年 )
,

《中国古代婚姻与家

庭》 (史凤仪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1 9 8 7 年 )
,

《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 (王玉波著
,

天津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

19 8 9 年 )
,

《中国婚姻家庭的擅变》 (张树栋
、

李秀领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 9 0 年 ),

(中国的家与国》 (岳庆平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 9 0 年 )
,

(汉代婚姻形态》 (彭卫著
,

三秦出版

社
,

1 9 8 8 年 )
,

(唐前婚姻》 (邓伟志著
,

上海文艺 出版社
,

1 9 8 8 年 )
,

《婚俗文化
:

中国婚俗的轨迹》

(鲍宗豪著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9 9 2 年 )
,

(清代宗族 法研究》 (朱勇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19 8 7

年 )
,

《周代宗族制度史研究》 (钱杭著
,

学林出版社
,

1 9 9 1 年 )
,

<周代家庭形态》 (谢维扬著
,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 9 0 年 )
,

《唐朝户藉法与均 田制研究》 (宋家钮著
,

中州古藉 出版社
,

1 9 8 8

年 )
,

《中国古代户藉制度史稿 》 (宋昌斌著
,

三秦出版社
,

19 91 年 )等
。

重新刊印的旧著有
: 《生育制度》 (费孝通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 9 8 1 年 )
,

《优生原理 》 (潘光

编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 81 年 )
,

(汉代婚丧礼俗考》 (杨树达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 9 8 8 年 )
,

(中国婚姻史) (陈顾远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 9 8 8 年 )等
。

理论著作主要有
:

(家庭社会学》 (潘允康著
,

重 庆出版社
,

1 9 8 6 年 )
,

《家庭学概论 》 (高健

生
、

刘宁著
,

河南人 民出版社
,

19 8 6 年 )
,

(家庭经济学 》 (凌宏成等著
,

经济科学 出版社
,

1 9 8 6

年 )
,

(家庭消费经济学 》 (顾纪瑞著
,

中国财经出版社
,

19 8 8 年 )
,

(现代家庭经济学 )( 肖经建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智慧出版有限公司
,

1 9 9 3 年 )
,

等
。

近年翻译的国外有关著作有
:

《家庭 》 (美 ) w
·

古德著
,

魏章玲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 9 8 6 年 )
,

《婚姻革命》 ( (英 )罗素著
,

靳建国译
,

东方出版社
,

1 9 8 8 年 )
,

(家庭导论 ) ( (美 )罗斯
·

埃什尔曼著
,

潘允康等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19 91 年 )
,

《家庭经济分析 ) ( (美 )加里
·

.S 贝克

尔著
,

彭杜建译
,

华夏出版社
,

19 8 7 年 )
,

(婚姻和家庭的起源》 ( (苏 )谢苗诺夫著
,

蔡俊生译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1 9 8 3 年 )
,

《人类婚姻简史 》 ( (芬兰 )韦斯特马克著
,

刘小幸等译
,

商务印书

馆
,

1 9 9 2 年 )
,

(婚床》 ( (美 )约瑟夫
·

布雷多克著
,

王秋海等译
,

三联书店
,

1 9 82 年 )
,

(变动中的家

庭— 跨文化的透视》 ( (美 )马克
·

赫特尔著
,

宋践等译
,

浙江人 民出版社
,

1 9 8 8 年 )
,

(欧洲家庭

史》 ( (奥 )迈克尔
·

米特罗尔等著
,

赵世玲等译
,

华夏出版社
,

1 9 8 7 年 )
,

(家庭
:

变革还是继续?)

( (英 ) E
·

R
·

艾略特著
,

何世念等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 9 9 2 年 )
,

(非婚姻家庭》 ( (南斯拉

夫 )米兰
·

波萨纳茨考著
,

张大本等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9 9 0 年 )
,

(美国婚姻与婚姻法 》

( (美 )大卫
·

艾
·

琼斯著
,

重庆出版社
,

1 9 8 6 年 )
,

(美国的离婚再婚和 同居》 ( ( 日 )野野山久也著
,

杜大宁等译
,

新华出版社
,

1 9 8 9 年 )
,

(父贵子荣一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 ) ( (法 )克洛德
·

泰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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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殷世才等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 9 2 年 )
,

《婚姻家庭与现代社会一苏联家庭社会学概

览》 (陈一摘
,

等译
,

光明 日报出版社
,

1 9 8 6 年 )
,

(夫妇冲突》 ( (苏 ) B
·

A
·

瑟先科著
,

陈一绮译
,

中

国妇女出版社
,

19 8 4 年 )
,

等
。

还有我国学者介绍国外婚姻家庭的著作
,

如
,

《日本的婚姻与家

庭》 (张萍著
,

中国妇女出版社
,

1 9 8 4 年 )
,

(美国家庭模式和家庭社会学》 (魏章玲编著
,

世界知

识出版社
,

1 9 9 0 年 )等
。

婚姻法
、

家庭法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

近年出版了一些有关教材和著作
,

如
,

《比较家庭法》

(李克敏主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 9 0 年 )
,

《婚姻管理教程》 (王德意主编
,

中国社会出版社
,

1 99 1 年 )
,

《怎样防范和治理违法婚姻》 (民政部婚姻管理 司编
,

法律出版社
,

19 9 0 年 )
,

《违法婚

姻论》 (宋凯楚著
,

人民法院出版社
,

1 9 90 年 )
,

《军人婚姻法律问题》 (荀恒栋著
,

法律出版社
,

1 9 9 4 年 )
,

《离婚法社会学》 ( 日 )利谷信义等编
,

陈明侠等译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1 9 9 1年 )
,

《台湾

亲属法和继承法》 (李景禧主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19 91 年 )
,

等
。

四
、

研究题 目与观点

1
.

择偶

中国人的旧式婚姻以
“

门当户对
”

和
“

父母之命
,

媒约之言
”

为择偶标准和结合途径
,

这似乎

已成定论
。 “

五城市调查
”

证实
,

调查对象的结婚年代越早
,

父母包办的比例越高
,

现在这种方

式在大城市已基本绝迹
,

而增长最快
,

并成 为城市婚姻主要结合途径的是
“

介绍
”

方式
。

14 省

市农村调查结果与城市有相同趋势
,

但在自主程度上明显低于城市
。

从 80 年代初开始
,

新的

婚姻媒介出现
,

如婚姻介绍所
,

报刊的征婚广告和少量电视征婚
,

但多数人仍宁愿找熟人介绍
。

关于择偶条件
,

通过对夫妻双方境况对比
, “

五城市调查
”

和
“

14 省市调查
”

都认为
,

双方家

境
、

个人条件相当的占多数
。

有研究者认为
,

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与离婚率低有着因果关系
,

有利婚姻的稳定
。

也有研究者指出
,

这种门当户对择偶标准导致事实上婚姻的阶层分化
。
①

对未婚者择偶条件的研究集中于提出明确条件的征婚广告中
。

李银河的研究提 出
,

作跨

文化比较
,

中国人看重而其他文化不看重的有年龄
、

身高和婚姻状况
,

而其他文化看重中国人

不太看重的有宗教
、

民族
、

感情等
。

在择偶的性角色期待中
,

男性期望女性应善持家务
,

女性期

待男性更有事业心
。

张萍的研究也发现在品格上
,

男要求女
“

温柔
、

贞洁
” ,

女要求男
“

刚毅
” ,

在

年龄
、

身高
、

学历
、

职业声望等方面双方均要求男高于女
。
②

2
.

婚配问题

近年来
,

部分人群的婚配难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

集中在城市部分职业地位高的女性和

贫困农村的男性
。

80 年代初期
,

城市高地位女性择偶难曾被大大地讨论 了一番
,

似乎在大龄

未婚年龄段上出现了女性过剩
。

郑也夫根据北京城区 30 年人口统计
,

认为单纯从性别比看基

本是平衡的
,

而且历年是男略多于女
,

但中国流行的
“

初婚龄差
”

是男长于女 2 岁
。

于是在人口

增长趋势下女多于男
,

反之则男多于女
。
③ 此外如前文所述

,

择偶条件的性别差异也使高地位

女性处于劣势地位
。

参看 (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第 73 页
。

参见李银河
:

(当代中国人的择偶标准》
,

载 (中国社会科学》 19 89 年第 4 期 ;张萍
:

《从征婚启事看我国城镇大龄未婚
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异》

,

载《社会学研究 ) 19 8 9 年第 2 期
。

郑也夫
:

(北京城区男女婚配比例失调原因初探》
,

载 (社会 ) 19 8 3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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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根据 1 9 8 7年 1 %人 口抽样调查与 19 82年人 口普查对比
,

城市 28 一 49 岁大学毕业女

性未婚人口又增加了
,

她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成因
,

现状和 出路
,

指出
, “

大龄未

婚队伍不是一个孤立的
,

静止的某一时期的特定人 口群
,

而是一个人员不断变换的流动的群

体
, ’ ,

事实上
, “

出现部分大龄未婚或终身不婚人 口均属正常现象
。

① 关于独身
,

李银河和冯小

双 19 8 9 年曾做过 47 例独身者个案的研究
,

从中得出一个最主要的文化命题是
:

中国文化中存

在着一个性生活
、

家庭生活与生育
“

三位一体
”

的标准模式
。

因此
,

独身者必然感到极大的压

力
。

她们与张萍的看法相似
:

人们应平等地看待独身者一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
②

关于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
,

张萍指出
,

1 9 9 0 年
,

我国 28 一49 岁大龄未婚人口 76
.

43 % 生

活在农村
,

其中 96
.

8 % 是男性
,

这些男性绝大部分为文盲半文盲
, ”

因此可以说
,

我国大龄未婚

问题最严重的是低文化大龄男性的婚配问题
。 ”

这些人大部分处在生产和生活两难的窘境之

中
,

其引起的社会后果是严重的
。
③ 于学军根据 19 9 0 年人口普查资料指出

,

从总量上看
,

1 9 9 0

年我国 巧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性别比偏高
,

男 比女多 5 % 左右
,

而未婚人 口中
,

男 比女多 45 %

左右
,

形成
“

婚姻挤压
” 。

70 年代以后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的一个结果是性别比升高的趋势
,

将

使今后婚配问题更严重
,

甚至出现婚姻危机
。
④

3
.

农村的通婚距离

1 9 8 5 年王处辉对天津远郊两个农村的通婚距离进行了调查
,

分析了其中一个家族从 18

世纪到 1979 年 以前近 300 年嫁娶情况后
,

认为传统农村的嫁娶范围基本局限于农村社区这种

半封闭的结构之中
。

而农村工业的发展
,

使村内通婚 比以前更多了
,

原因是姑娘不愿嫁出富裕

的家乡
。

⑤ 而邱泽奇对湖北省三个村调查 ( 19 88) 后则认为近距离婚嫁增多与自由恋爱有关
。
⑥

北京大学对上海郊区和河南演川的调查也发现经济发达 的上海郊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高收

入区
,

区域里的女青年不愿外嫁
,

男青年不愿外娶
,

使那里通婚距离较过去大大缩小
。

而经济

不发达的河南演川则变化不大
。
⑦

由于传统的从夫居
,

因而婚嫁迁移的主体多为女性
。

在 80 年代以前
,

城乡之间的差距和

城市级别之间的差距
,

形成从农村~ 城镇一中等城市~ 大城市逐渐增大的吸引力
,

而沿上述方

向
“

逐级递补
”

是妇女婚迁的主要模式
,

农村之间的婚迁
,

则呈现贫困地方迁往 富裕地方
,

山区

迁往平原的趋势
。

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区域间差距大幅度拉开
,

农村人 口能够一定程度地自由流动
,

为农村

女性更远距离地婚嫁提供了条件
,

一个新的现象是农村之间跨区域的婚姻 急剧增 加
。

比如浙

江省至 19 9 0 年
,

自外地嫁入的女性几乎占本省常住女性人口的 1%
。

此种现象在河北
、

山东
、

江苏等地都存在
,

而且
“

滚雪球
”

般越来越多
。

对于跨地区通婚的文化功能
,

它所带来的婚姻观

念
、

家庭模式
、

家庭关系的变化
,

以及拐卖人 口
,

计划生育
、

迁出地性别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

已

引起学界的注意
。

研究者认为
,

由于经济和开放因素的推动
,

以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形成的广

① 张萍著
:

<旷夫怨女一大龄未婚问题透视》第 2 19 页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 9 2 年
。

② 李银河
、

冯小双
:

(独身现象及其文化含义 》
,

载 (中国社会科学 ) 19 9 1 年第 3 期
。

③ 见前书
。

④ 于学军
:

(我国婚姻市场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

载 (青年探索》 19 93 年第 1 期
。

⑤ 王处辉
:

(中国农村嫁娶的区位学研究
,

收入 (当代中国婚姻家庭》一书
。

⑥ 邱泽奇
、

丁浩
:

《农村婚嫁流动》
,

载 (社会学研究》 19 9 1 年第 3 期
。

⑦ 参见雷洁琼主编
: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第 182 页
。



阔的需求市场
,

跨区域的通婚将在今后作为农村通婚的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
①

4
.

人 口政策与生育模式

自从我国 6 0 年代实行计划生育
,

70 年代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之后
,

有效地控制了

迅速膨胀的人 口
,

全国人口 出生率从 5 0
、

6 0 年代的 35 一 40 筋 降至 7 0
、

8 0 年代的 20 筋
,

19 9 4 年

已降到更替水水平以下
。

由于计划生育
,

影响到 目前乃至今后家庭结构的变化
,

并引起家庭养老问题
、

独生子女问

题
,

以及农村生育模式对计划生育的影响
,

将有关研究从人口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学领域
。

本文

将介绍三项比较有影响的研究
:

《社会学研究》1 9 9 1年第 3 期发表了周孝正的文章《论人口素质的逆淘汰》
。

文中指出
,

如

果承认城乡人口在文化素质
、

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差距的话
,

那么根据目前农村人 口增长快于城

市人 口的趋势
,

可以说 已经出现了人 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
。

冯剑也持相同观点
。

② 对此
,

候东

民
、

戴星翼和李训仕提出不同看法
。
③ 候文认为

,

从城乡相对生育率比值 R / u
的变化观察

,

80

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并没有加大 R / u
值

,

因此说
“

逆淘汰
”

是没有根据的
,

相反
,

人 口控制减轻

了
“

逆淘汰
” 。

李训仕认为
,

根据我国人口 文化水平
、

层次和身体素质不断提高这些事实
,

我国

人 口 整体素质并不存在
“

逆淘汰
” 。

而穆充宗对这两者提 出了批评
,

认为应将
“

正淘汰
”

和
“

逆淘

汰
”

结合起来研究
。

根据
“

人口 素质
”

指数 ( P Q LI )
” ,

我国人 口 素质发展水平近 30 年来已从低

度发展到了中等偏上的水平
,

这些数据足以证明
“

正淘汰
”

是主流
,

而
“

逆淘汰
”

现象只是影响了

总体人 口素质提高的步伐
,

而不会影响全人类素质的不断提高
。
④

我国独生子女研究开始于 1 980 年
,

几乎是与大批独生子女的出现同时
。

十几年来
,

近百

篇文章从心理
、

教育
、

人 口和社会角度研究了独生子女这一特殊人群
。

其中风笑天对城市独生

子女的研究最为系统
。
⑤ 他指出

,

城市独生子女 80 % 左右生活在 由他 (她 )和父母两代组成的

三 口之家
,

这将明显地改变中国城市家庭的总体结构
。

而独生子女家庭与父辈家庭的交往也

较多子女家庭积极
。

针对流行的
“

四二一结构
”

忧虑 (即未来的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

将赡

养 4 位老人和一个子女 )
,

风笑天持乐观态度
,

认为由于 目前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基本都有职业
,

老年的经济来源不会成为问题 ; 至于生活料理
,

根据目前对城市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调查
,

90 %

以上实际由老年夫妇自己完成
,

子女照料老人的负担不会太重 ;对于独生子女来说
,

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老年父母的精神慰藉
。

根据调查
,

风笑天还否定了
“

独生子女父母 比非独生子女父母

更溺爱孩子
”

的假设
,

认为所谓独生子女的特殊问题
,

在非独生子女身上也存在
,

这是与社会变

化的大背景相联系的
。

近年大量的对农民生育模式和生育行为的研究中
,

李银河的研究别具一格
。
⑥ 通过对浙

江省一个富裕农村和山西省一个普通农村的调查
,

她提 出
,

贝克尔等人提出的
“

成本效用理论
”

参见王金玲
:

(浙江农民异地联姻新特点 》
,

庄平《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的分析》
,

载《社会学研究》
,

1 992 年第 4 期
,

19 9 1 年第 5 期
; 田牟

:

(西南农村妇女东迁婚配态势探析》
,

载 (南方人 口》 1 991 年第 1 期 ; 张和 生编著
:

(婚姻大流动

一外流妇女婚姻调查纪实 )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1 9 9 4 年
。

参见冯立天主编
:

(中国人 口生活质量研究 )
,

第 31 6一31 9 页
,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1 9 92 年
。

见 (对我国人 口素质
“

逆淘汰
”

问题的几点看法》
,

《社会学研究》 1 99 3 年第 2 期 ;( 中国人 口生活质量研 究》第 31 0一
3 16 页 ; <我国人口素质并未出现逆淘汰 》

,

《社会学研究》 1 99 2 年第 6 期
。

(人 口
“

逆淘汰
” ; 一个事实抑或一场虚惊一兼评近年有关人口

“

逆淘汰
”

的一些流行观点》
,

载 (社会学研究》 1 9 9 3 年
第 6 期

。

风笑天对独生子女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也的博士论文
:

(独生子女一他们的家庭
、

教育和未来》一书中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19 9 2 年
。

参见李银河
:

(生育与村落文化》一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 9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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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峨

用在分析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上并不适用
。

这一理论认 为
,

对孩子的需求跟孩子长大 以后的

收益与父母投入的抚养费的比值有关
。

但在中国农村
,

抚养孩子的费用要远远高于孩子 日后

可能提供的收益
,

但农民仍一如既往地愿意多生孩子特别是儿子
。

问题在于贝克尔的成本效

用逻辑只适于个人本位的社会
,

而在家为本位的中国农村
,

人们在按另一种逻辑生活着
。

这一

逻辑的背景是 人们的生活环境
,

即李银河所概括的
“

村落
” 。

而
_

村落中的一套行 为规范和价值

观念便是
“

村落文化
” 。

在村落文化中生育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

一个没有子嗣的人会被认 为

是一生失败
。

这就是中国农 民强烈的生子动力所在
。

5
.

离婚

中国 自 8 0 年代新的《婚姻法》颁布以后
,

一度离婚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

对离婚率上升的原

因和社会后果
,

社会上和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

代之而起的是学者的调查和研究
,

而其中

徐安琪 的研究尤为引人瞩目
。

近 10 年
,

徐安琪发表 了十数篇关于离婚研究的论文
。

1 9 8 5 年
,

她 以
“

人民陪审员
”

的身份直接参加了上海一个区法院 10 0 桩离婚案的审理
,

在该区和另一区

法院及民政局抽样查阅了历年来的 1 000 多件离婚档案
,

并在上海市区调查了 7 00 多对夫妻
,

发现婚姻纠纷和破裂的主要原因与报刊宣传和流行观点
“

相去甚远
” 。

如夫妻争吵的起因多为

传统性质
,

如子女教育
、

家务琐事
、

脾气和习惯不合等 ; 又 比如
“

婚外恋
”

被视为 80 年代以来精

神污染的结果
,

徐安琪的调查却显示了因第三者介入而导致离婚的比率在 50
、

60
、

70
、

80 年代

相差不多
,

说明并非新问题
。

据她的分析
,

今后离婚的增长速度在长时间内将是缓慢
、

持续的
,

再婚也将与离婚同步增长
,

因此没必要担忧会危及家庭稳定和社会安定
。
①

6
.

对婚姻法的研究

50
、

6 0 年代对婚姻法的研究
,

主要集中于法律界对离婚标准的研究上
,

当时有关于
“

感情

说
”

和
“

理由说
”

之争
,

结果是
“

理由说
”

长期以来成为各级组织对待和处理婚姻纠纷的主导观

点
,

并有
“

对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提出离婚
,

原则上是不准离
。 ” ②

1 980 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中加入
“

感情破裂原则
” ,

随之离婚数量上升
,

又引起对婚姻法和

其 中离婚问题的争论
。

但这时的研究者已不限于法学界
、

社会学
、

伦理学也介入进来
,

当时正

值改革初期思想解放之际
,

强调个人权利和个性成为时尚
,

感情在婚姻中的重要位置为社会和

多数研究者接受
,

司法实践中也放宽了对离婚的限制
。

9 0 年代以后根据婚姻和家庭的现实
,

大多数婚姻法学者认为
,

我国婚姻法调整的范围不

应仅包括婚姻关系
,

而且应包括家庭关系
。

因此
,

提出婚姻法向民法回归的问题
。

在立法指导

思想上
,

从重伦理
、

重人身关系等向重利益关系
、

重财产关系等转换
,

从而再次对离婚中感情破

裂原则提出质疑
,

建议代之以
“

婚姻关系确已破裂
” 。
③ 但这一质疑并不是向 50 年代的

“

理 由

说
”

的简单 回归
,

因为民法中的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
,

而这种关系存在的基本前提
,

乃是个

人主体地位的确立
,

与
“

个人利益服从整个利益
”

是有区别的
。

1 9 9 5 年 6 月 1 日

责任编辑
: 范广伟

① 徐安琪主要观点见其论著
:

《离婚心理》
,

中国妇女出版社
,

19 88 年
。

② 参见最高人 民法院 1 9 63 年 8 月 28 日第一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报告 ;幽桐
:

《对于当前离婚问题的分析和意见 》
,

(人民 日报 ) 19 5 7 年 4 月 13 日 ; 《法学 )编辑部
:
(当前婚姻纠纷的处理意见》

.

《法学》杂志 19 5 8年第 4 期
,

等
。

③ 参见历年 (中国法律年鉴 ) 中
“

婚姻法学
”

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