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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功能与家庭形式

— 昌五社区研究

王 稚林 张汝立

本文采用人类学观察法对一个北方农村小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的家庭

状况进行 了实地考察
。

作者认为
,

目
’

前大多数农村家庭是 生产和生活
、

初级群体和生

产经营组织的统一体
。

这一特征使农村家庭的资源配置具有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性

质
。

在家庭 的各种功能 中生产功能具有核心和主导地位
,

家庭物质资源 占有的多少 同

家庭非经济功能的实现程度呈正相关
。

由家庭承载的生产功能所决定
,

目前农村家庭

小 型化和扩大化 的趋势并存
, “
大家庭

”
和

“ 小 家庭
” 统分 结合的形式成为集体经济

“
统

”
的功能薄弱的一种替代机制

。

作者发现
,

农村主干家庭在成
.

因上基本上是家庭养

老 的适应形式
。

作者认为
,

在目前条件下
,

家庭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组织和资源

配置单位
、

大家庭和小家庭 的统分结合形式
,

正 负效应并存
,

需认真研究解决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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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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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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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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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硕士
。

昌五镇是黑龙江省肇东市西北部的一个中心型

集镇
,

东南距哈尔滨市 92 公里
,

东北距大庆市 75 公

里
,

大庆的新采油 区就座落在昌五境内的大平原上
.

全境面积 13 9平方公里
,

人 口 3
.

8 万人
。

该镇是黑龙

江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集镇
。

从 19 91 年

起
,

我们一直在这里从事实地社区研究
,

本文就是我

们所做的社会研究的一项内容
。

我们通过对社区家庭的考察
,

试图求解如下问

题
: 1

.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家庭的性质

和功能是怎样的 ? 2
.

家庭的生产功能使家庭形式发生

了怎样的适应性变动 ? 3
.

作为生产经营组织的家庭对

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限制因素是什么 ? 根据研究

对象的特点
,

本文主要采用了人类学个案观察法
,

在

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局部和整体的联系
,

求证所提出的

问题
。

一
、

社区家庭是什么 ?

总数的 64
.

7 %
。

昌五镇是 1 9 8 3 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
。

这就意味着社区的农户家庭在经历 了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之后又重新成为农村独立

的生产经营单位
,

具有了重要的生产功能
。

在昌五镇

其余的 3 0 5 9 个非农户中
,

有一千余户以家庭为单位

从事各种非农产业 (家庭工厂
、

夫妻店
、

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等 )
。

昌五社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

就是在国

营
、

集体企事业单位上班的职工
,

其家庭收入除依靠

工资夕七
,

也有为数不少的职工以家庭为单位从事蔬菜

和水果种植等庭院经济
、

商贸活动以及其它行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与技术性劳务活动
。

这些家庭的生产经营

活动同样构成职工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

所以
,

从主

导方面说
,

大多数家庭具有独立的生产功能
,

是昌五

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

就一般意义而言
, “
现代家庭 也是一个经济单

位
” 。

①但这主要是从家庭仍然从事分配
、

消费
、

蟾养
、

作 为生 产生活统一体 的社 区家庭 昌五镇共有

8 6 6 5个户籍家庭
,

其中农户家庭 5 6 0 6个
,

占社区家庭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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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

财产继承
、

储蓄
、

债券等广 趁经济功 能角度说

的
;
就狭义的经济功能即物质生产功能来说

,

在现代

产业社会已从家庭中分离出去由社会承担
,

家庭 一般

来说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
,

它满足的主要是生

活功能
。

同现代的城市家庭相 比
,

昌五社区家庭 不但

承担着生活的` 人格型
”
功能

,

而且具有重要的生产功

能
,

以致我们仍可 以说家庭是
“

消费共同化的家庭生

计功能 (消费共同社会 )和 生产共同化的经营功能 (生

产共同社会 )未分离的群体
” 。

①

这就为我们考察昌五社区家庭形态提供 了一个

特定的观察角度
:

昌五社区的家庭既是一个生活单

位
,

又是一个生产单位
;
既是社区的初级群体

,

又是社

区的生产经营组织
。

它是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的统一

体
,

社区的初级群体和生产经营组织的统一体
。

这就

构成了昌五家庭形态的质的规定性
。

正是这种质的规

定性成为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大多数农村

家庭的总体特征
,

也是我们在考察昌五社区家庭时始

终把握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

家庭 的 资源 配笠特点 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

又是生活单位
,

因而家庭资源的配置既要满足家庭作

为生产组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发展家庭经济的濡

要
,

又要满足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成员一切生活方面

的需要
。

它既要根据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逻辑行事
,

又

要根据家庭所承担的生活功能的逻辑行事
。

因而家庭

对资源的配置既是经济的
,

又是社会的
。

任何家庭的

生产经营决策都要兼顾家庭成员的社会性需要
,

而对

家庭生活的安排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家庭的生产和

经营
。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

一个现代企业的厂长
、

经理

可以最大化地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利润 目标
,

而

个农村家庭经济的管理者却不能
。

因为他对家庭财

力
、

物力的支配要考虑家庭成员社会性需要
。

比如
,

家

庭成员的兴趣
、

爱好
、

就业取向等等
。

一个家庭的决策

也许不完全符合经济利益最大化和经济理性原则
,

甚

至有些决策会使家庭的经济利益受到拟失
,

这固然是

农村家庭经营机制尚处较低水平的表现
,

但另一方面

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

因为在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

和发展社会事业尚无余力
、

不能满足社会成员多种需

求的情况下
,

事实上是家庭为社会承担 了更多的社会

责任
,

家庭资源配置的这种双重性质正是社会发展现

阶段所需要和无法替代的
。

农 民对 自己的家庭资源配置的双重考虑还是因

为
,

既然家庭群体和家庭生产经济组织是一个硬币的

两面
,

那么
,

家庭因索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

例如
, 一

个家庭在社区的声望就对经济活动有较大的影响 如

果儿子结婚排场搞的大有助于提高家庭声望
,

那么家

庭为 了保持体面
,

在婚事上 自然要大事操办 一番
;
如

果盖新房成为提高家庭声望的重要标志的话
,

那么人

们是不惜以生产投入的降低为代价的
。

但反过来
,

家

庭在社 区的声望
、

地位高了
,

往往有助 于在经营
、

融

资
、

借贷方面的信誉
。

对农民来说这些举措并不是非

理性的
。

由于社区家庭作为初级群体同生产组织相兼容
,

这就使家庭经济组织包容在更广泛的家庭群体的关

系之中
。

反映在家庭资源配置手段上
,

亲缘血缘关系
、

家庭伦理规范
、

礼俗制度等尚发挥主要作用
,

并仍对

经济的发展具有正面效应
。

在昌五镇
,

血缘
、

亲缘关系

仍是维系家庭成员的强有力的纽带
,

家庭成员之间信

任感
、

忠诚感强
,

家庭的经营效益同每个家庭成员的

生活息息相关
,

除了在收益分配上可以不象雇工那样

按规定严格付酬外
,

为了扩大家庭生产规模
,

每个家

庭成 员还甘于 以节俭方式减少家庭生活上的开支以

便积累资金
,

发展家庭经济
。

同时
,

农民对于把家庭规

范制度引入到生产经营中
,

有遵从的 习惯和经验的连

续性及操作性强
,

因而组织成本低
。

② 这就是为什么

农村从人 民公社体制急剧转变到家庭经营体制上来

后
,

不但没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和经济波动
,

而且调动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使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因
。

以家庭规范和制度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也有明显

的负面效应
。

第一
,

生产经营中的亲情关系有时又比

计酬的雇佣关系复杂得多
,

因为家庭成员行为又很难

用纪律
、

契约来约束
。

家庭成员之间一旦产生冲突
、

摩

擦更难以消除
。

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丈夫或儿子好吃

懒做
、

不务正业
、

败坏家产时
,

对这企家庭来说往往是

无法解脱的灾难
。

第二
,

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分工和地

位受传统的家庭角色地位的影响很大
,

从而使某些经

营能力强的家庭成员的作用难以发挥
。

第三
,

家庭作

为初级群体的运行逻辑和 追求目标
,

有时同家庭经济

组织的运行逻辑和 目标又会发生矛盾
,

两者的资源配

置不当就会使经济效益付出更高代价
。

在 昌五镇
,

随

着家庭经济的规模扩大和探入发展
,

现行的资源配置

① 仁日 〕富永健 一 : 《社 会学原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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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已暴露出矛盾和问题
。

二
、 “

老少间
”
合理性评说

“
老 少间

”
透视的信 么 1 9 9 2年秋初

,

我们到离

集镇较远的五井村腰窝棚屯农户家庭访谈
。

走进的第

一家农户姓杨
,

共 6 口人
,

从家庭类型上看属于主干

家庭
,

有一对老夫妻和一对年轻夫妻
,

以及年轻夫妻

的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
、

一个女儿 )
。

他们一家住的是

坐北朝南的三间土坯房
。

房舍的格局是
:

一进门就是

一间厨房
,

进门后靠里间的一侧是锅灶
,

并排摆着两

口大饭锅
,

烧的是玉米楷杆
。

到冬季时常常用一 口锅

热猪食
,

另一 口锅用来做饭
,

厨房中间有一个通向里

面房间的门
,

从这个里门就走进了两间大小的住屋
。

进屋后
,

朝南的一侧是一铺一通到底的大炕
,

炕

中间用一道土墙把坑隔成里外两部分
,

里面即炕梢部

分是小两 口睡觉的地方
,

外面即炕头部位是老两 口睡

觉的地方
。

屋里除坑上隔开外
,

其余地面部分没有任

何隔档
,

形成一个较大的空间
。

整个靠北墙的一面摆

放着箱子
、

柜子等家俱
,

墙上挂着全家的照片
,

摆放着

供儿媳梳洗的镜子和简单化妆品及酒瓶等物
,

还有一

个黑白电视
。

这种房舍的格局当地人称之为
“

桶子

屋
” ,

或称
“

老少间
” 。

后来我 f(] 患访其他村屯时常看到
这种

“

老少间
” ,

格局大同小异
。

居住这种格局房舍的

多为两代夫妻的主年家庭
。

一般都是老两 口睡在外面

的炕上 (老两 口如有未婚的儿女也同老两 口睡在一

起 )
,

小两 口睡在里面炕梢上 (如果小两 口有小孩
,

也

同睡在一块儿 )
。

由于以老少两代夫妻为单元采取隔

开住的方式
,

所以才被形象地称之为
“

老少间
” 。

一个久居城市没有到过北方农村来的人看了这

种居住格局后
,

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
:

如果老两

口或小两日 之间说点
“
悄悄话

”

方便吗 ?这么个住法能

为家庭不同成员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满足提供便

利吗 ? 他也许会习惯地从家庭成员个人情感生活和夫

妻性生活功能的满足角度否定这种居住方式的合理

性
。

但是
,

经验又告诉我们
,

在判断老少间合理性的时

候
,

同判断任何一个事物是否有价值时一样
,

必须把

问题置于一定的条件之中
,

否则我们不可能做出正确

的判断
,

因为农民在他们的经验范围内是很有
“
理性

”

的
。

黑龙江省冬季长达五
、
六个月

,

冬季气温常在零

下 20 ~ 30 度以下
。

这对农民家庭来说
,

取暖就成了大

问题
。

目前居住在昌五集镇以外村屯的多数农户也烧

玉米楷杆
,

一吨煤拉到家里要 2 00 元钱左右
,

因此是

7 8

烧不起的
。

采用
“

桶子屋
”

或
“

老少间
”
这种房舍格局

,

每天在外屋烧火做饭
、

热猪食时
,

烟火就顺着长长的

炕道从炕头到炕梢
,

最后从外面的烟囱排出去了
。

在

排烟的过程中整个一大铺炕全被烧热了
,

同时火炕散

发出的热量也提高了房间的温度
,

烧火做饭产生的余

热一点也没有浪费
。

这样
,

农民全家冬季的取暖问题

就全解决了
。

在寒冬之夜农民躺在这样的热炕上自然

会感到格外的舒坦
。

你看
,

这有多么合理 ! 当然
,

即便
如此

,

黑龙江省冬季农民住房的室内温度一般也不会

太高
。

就
“
温饱

”
而言

,

黑龙江农村地区时
“
温

”
比

“

饱
”

更难解决
。

“

老少间
”

的房舍格局和屠住方式所能透视出的

信息表明
,

农村各种经济功能的实现程度和合理性严

格地受制于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
,

受制于农民家庭所

能占有的物质资源
。

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简要地回顾一

下黑龙江地区农民房舍的变迁就更加明晰了
。

黑龙江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大批移民开荒

时期
,

许多农户所住的被称之为
“

窝棚
” 、 “
马架子

”
的

房舍
,

是由几根树干斜支起来
,

然后用草拧成
“

拉合

辫
”
固定在支柱上

,

草辫子上面再糊上泥巴就成为墙

壁了
,

全家人都住在这里面
。

还有一种被称之为
“

地窖

子
”

的房舍
,

是挖一个坑
,

上面搭一个盖就算住房了
。

解放后直至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
,

黑龙江省农民多数住的是土坯房或
“
干打垒

”

房
,

屋顶

或是用草苫的
,

或用碱土抹的
。

即使如此简陋
、

造价低

的房舍
,

一些农民也盖不起
。

60 年代至 70 年代
,

我下

乡工作过的农村地区
,

不少农民住的是只有一间厨房

一间住屋的房舍
,

家庭人 口多了就搭南北炕
,

即屋子

的两边全是火炕
,

全家老少就挤住在对面炕上
。

有的

农户甚至把一铺炕出租
,

一间小屋南北炕住两家人
。

所以
,

从
“

南北炕
”
到

“

老少间
” ,

已经是标志着农村经

济状况改善的一个
“

里程碑
”
了

。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

经济的发展
,

昌五镇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

有了钱

的农民盖砖瓦结构住房的多了
。

开始时多数农民盖的

是三间房
,

但房屋格局由
“

老少间
”

变成了
“
东西屋

” ,

即房中间开门
、

并用做厨房
,

两头是住屋
,

老少夫妻分

住两头
,

代际之间下同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在房舍格局

上得到了照顾
。

近几年来
,

农民新建的房舍在设计上更趋合理
,

从
“
东西屋

”
格局发展到结构单元式的格局

,

即根据家

庭不同的人 口结构状况采取灵活
、

多元的居住格局
,

使家庭成员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个人需要得到了进一



步满足
,

生活方便程度提高了
,

冬季取暖有了家庭 自

备的
“
土暖气

” ,

屋内也干净暖和多了
。

至于那些农村

企业家们新盖起的房舍就更讲究了
,

有的修起 了大院

套
,

有的盖了楼房
。

从上述简要的叙述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黑龙江省

解放以来农民房屋格局和居住方式大体经历了
“
南北

炕 ,,w
一 “
老少间

”
一

“
东西屋

”

一
“

结构单元式
”

等等的变

化
。

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建筑材料
、

室内装修
、

房屋设

备水平的提高
。

从农民房舍格局和居住方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

获得这样一个认识
:

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越低
,

占有

的物质资源越少
,

那么家庭的非生产功能实现程度越

是受到限制
。

比如子女教育和老人脸养问题都会发生

困难
。

也正是因为如此
,

一个家庭越是需要保护整体

的生存条件
,

家庭也就越不承认个人的存在
,

其成员

的个性需要就越受到压抑和限制
。

相反
,

当着家庭的

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

占有的物质资源数量增多时
,

家

庭的非生产性的
、

人格型的功能才能从生产的和维持

家庭整体生存的功能中分化出来逐步得以实现
,

家庭

成员作为个人的存在才能得到承认
,

个性需要才能得

到照顾
。

所以家庭各种功能的实现
,

决定性的因素还

是经济问题
。

家庭占有的物质资源的多少
,

同家庭非

经济功能的实现程度呈正相关
。

生 产功能 的核心地位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
:

既然

农民家庭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家庭收入
,

那么
,

昌五镇

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

1 9 9 1 年冬
,

我们在全镇 18 个行政村进行了间卷

调查
,

在农民家庭的全部经济收入中
,

来自家庭经济

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87
.

9%
,

来 自集体经济的收

入占 3
.

7%
,

来 自私人企业的收入占 8
.

6%
。

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
,

农民家庭的收入绝大部分

来自家庭生产经营
。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

市场经济的发展
,

在昌五镇除纯农业家庭经营户外
,

家庭兼业经营户和非农业经营户也逐渐增多
。

但不论

农村经济结构状况如何变化
,

基本形式仍然是家庭经

营
。

如前所述
,

即使在昌五镇一些非农业户中
,

其家庭

收入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家庭的生产和经营
。

既然农

民家庭各种功能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家庭的生产状况

和物质资源的占有数量
,

而这种经济状况和物质资源

占有数量又取决于家庭的生产和经营水平
,

所以我们

完全可以说
,

在社区家庭的各种功能中
,

生产功能处

于核心地位
,

发挥着主导作用
。

家庭生产功能的发挥

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其他功能的实现程

度
。

也就是说
,

在社区家庭这一生产和生活统一体中
,

家庭生产制约着家庭生活
,

影响并决定着家庭规模
、

家庭结构
、

家庭关系
、

家庭权力和家庭赡养功能的发

挥
,

等等
。

三
、 “

准联合家庭
”

如上所述
,

昌五社区的家庭经济所创造的产值构

成社区经济的主要份额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

但是

从家庭结构类型的角度看
,

昌五镇却出现了家庭规模

小型化的趋势
,

承载和推动社区经济这个
“
大车

”
奔跑

的主要是核心家庭这匹
“

小马
” 。

据我们调查
,

昌五镇

户均规模 4
.

2 人
,

一代户和两代户占 73
.

8%
,

核心家

庭所占比重为 68
.

25 %
。 “
小马拉大车

” ,

有时是承担不

起众多的家庭功能的
。

因此
,

伴随家庭形式小型化的

同时
,

也出现了家庭的扩大形式
,

家庭网络的功能也

得到强化
。

从实现家庭的生产功能的角度看
,

在集体

经济
“

统
”
的功能相对不足和社区社会经济组织尚不

够 健全的情况下
, “

农民们
”

凭借他们所能把握的血

缘
、

亲缘
“

资源
” ,

创造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异的家庭

形式
。 “

准联合家庭
”

就是其中的一种
。

张铁 匠 和他 的儿子们 的
“
大 家

”
与

“
小 家

”
张铁

匠 叫张玉才
,

58 岁
,

原籍 山东人
,

至今说话还带有山

东腔
。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

50 年代末至 60 年

代初曾有过在哈尔滨炼铁厂当工人的经历
,

以后又一

直在镇
、

村负责办社队企业
,

1 9 84 年辞职回家 自办了

个五金加工修理部
。

刚开修理部时没有资金
,

又正值老伴去世
,

他领

着四个孩子过 日子
,

生活很困难
,

但他凭熟练的技术

和精心管理
,

硬是领着儿子闯出了局面
。

如今
,

镇内外

的一般金属加工活他们都能干
,

如加工定做拖拉机棚

盖
,

修理农机具
,

安装商店钢拉窗
、

企事业单位的铁栅

栏和铁门
,

制做学校体育设施等等 ; 就是大型金属加

工活也能干
。

昌五镇远近闻名的封闭式服装市场的大

跨度钢梁就是他们制做安装的
。

由于他们厂干的活质

量好
,

信沓高
,

远近乡镇的金属加工活都愿找他们修

理部来做
。

张玉才的 四个孩子都已经结婚
,

分别组成家庭
。

他买下了他家附近临街的十几间门市房子分给儿子
,

让儿子们同他房挨房一起住
。

修理部也是由他同儿子

们采取入股的方式合伙经营
。

原来共分五股
,

张玉才

占两股
,

三个儿子各占一股
。

去年小儿子张成营得到

父亲的支持抽走一股
,

在街 口开一处食杂店
,

小夫妻

独立经营
,

独立核算
。

现在修理部剩下四股
,

张玉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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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

大儿子张成明负责技术
,

二儿子张成文负责进

料和对外联络
。

这样老张家的修理部就是由两个子家

庭和一个母家庭 (张玉才后娶了个老伴 )共同经营的
。

除父子三人外
,

另雇三四个工 (都是亲属 )
,

并有学徒
。

女婿是小学教师
,

工资低
,

有时也到修理部干活
。

除生产上母家庭和子家庭合伙经营外
,

在生活上

亦有分有合
。

张玉才和他的两个儿子钱在一起挣
,

各

家分别花
,

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生活单位
,

所以
“

分
”

是基础
。

但是
,

在生活上又有
“

合
”

的成份
。

比如
,

各家

一年 中所需大宗开支项 目常常 由父亲统一安排
,

大

米
、

白面
、

豆油等成袋成桶往各家送
,

冻猪肉等等也派

人往各家扛
;
在吃饭

_

L
,

既有小灶又有大灶
。

除年节

外
,

隔三差五
“

大家庭
”
在一起吃饭

,

改善生活
。

此外
,

儿子们虽 已成人并分家另过
,

但张玉才仍以家长身份

管理儿子们的生活行为
。

他说
: “

我小时候父亲就对我

管得很严
,

如今我对儿子也要严管
。

外面的世道很乱
,

我就紧紧把儿子们拢在一起
,

规定他们不许在外面喝

酒
,

耍钱
。 ”

所以
,

尽管张玉才和儿子们都各有各的
“

小

家
” ,

但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上
,

在家庭权力和情感沟通

上
,

又都给
“

大家
”
留下了不小的空间

,

具有
“

半个
”
联

合家庭的性质
,

所以我们称这种家庭模式为
“

准联合

家庭
” 。

“
准联合家庭

”
的存在条件 从张玉才的家庭看

,

“
准联合家庭

”
的存在具有如下两个条件

:

其一
,

生产经营规模对家庭形式的要求
。

可以设

想
:

如果张家父子三人分开独 自干的话
,

就形不成经

营规模
。

这样
,

同镇内外其他小型金属加工企业相比

就缺少优势
,

大宗加工项 目和生意会因缺少规模而做

不成
,

所以联合经营对各个
“

小家
”

都有利
。

为了使张

家的企业具有竟争力和凝聚力
,

张氏父子囿于他们的

眼界在还没有学会企业制度创新之前
,

以及在社区社

会尚不能为他们提供适应机制之前
,

传统的家族式企

业就成为他们可选择的组织方式
。

在昌五镇
,

完全
“

复

归
”

传统的大家庭 已无可能了
,

特别是年轻人在家庭

生活上有强烈的独立取向
。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有联

合家庭的存在
,

但数量甚少
,

以致我们在抽样调查选

取样本时竟没有抽到
。

但在保存小家庭独立性的基础

上
,

给大家庭留下点
“
统

”

的功能尚是各子家庭所能接

受的
。

而且
“

统
”
的成份有助于维系家族成了在经济活

动中的亲情感和搞好企业经营
。

在昌五我们了解到
,

类似张玉才的家庭形式还

有
。

比如
,

一个在当地有名望的退休老大夫开诊所
,

随

着就 医人数的增多
,

人手不够了
,

于是他便把在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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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儿子
、

儿媳找了回来做帮手
,

重新组成
“

准主千
、

家庭
” 、 “

准联合家庭
” 。

一匹小马拉不动的车
,

就用二

匹
、

三匹有亲密关系的马来拉
。

在从事农业种植的村

屯也存在
“
准联合家庭

” ,

这种
“

大家庭
”

往往成为各个
“
小家庭

”
走向市场

、

从事非农产业的后方
“

大本营
” 。

其二
, “

母家庭
”
的轴心作用和父亲的权威

。

张家

的五金加工修理部是张玉才一手经营起来的
,

他无论

是在维系父子合伙经营上还是在维系大家庭上都具

有权威性
。

这种权威一是来自作为父亲的权威
,

张玉

才传统的家庭观念还比较重
,

对家庭企业的管理在很

大程度上是家长式的
。

他为人精明
,

来自儿子的意见

正确与否他心中有数
,

但一旦老子说了就一锤定音
。

二是做为经理在技术经营上的权威
。

如果只靠父亲的

传统角色权威是很难在企业的经营上具有权威性的
,

张玉才从事工业技术劳动和管理几十年
,

技术娴熟
,

精于计算
,

这一点儿子服气
。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可

替代的优势是
,

在镇内外声望高
,

老交情多
,

哪个企业

单位有活计都愿找
“
老张头

”
来做

,

所以儿子也离不开

父亲
。

另外
,

张玉才考虑 自己年纪大了
,

主要想为儿子

挣下家业
,

自己并不想多得
,

因此在利润分配上儿子

们不吃亏
,

这一点儿子也服气
。

张玉才这种职业角色

的权威与优势同父亲权威相交织
,

既巩固了家庭企业

又维系了大家庭
。

还有一点
,

张玉才的老伴在维系大家庭上也发挥

了重要角色功能
。

我们在同张玉才唠吱时
,

他老伴一

声不响地坐在里屋炕上做针线活
。

她穿着朴素干净
,

一眼便能看得出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妇女
。

张玉才指着

老伴说
: “

老伴是我后办的
,

但对儿子儿媳都很慈爱
,

孩子们都很孝顺她
,

待她比亲娘还好
。 ”
老伴在维系家

庭人际关系的和睦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

老张家的难 唱曲 张玉才的家庭企业也面临着

散伙的危机
。

这种危机说到底主要来 自作为初级群体

的家庭规范和小作坊式的管理方式同企业发展的矛

盾
。

第一
,

张玉才年龄渐老了
,

特别是有较重的心脏

病
,

对修理部的管理感到力不从心了
.

一旦以他作为

家长的大家庭纽带作用的削弱
,

两个兄弟之间的子家

庭地位上升
,

那么建立在准联合家庭基础上的家庭合

作经营很难维系
。

这点我们在昌五街早有耳闻
。

第二
,

家庭式企业是张玉才一手经营起来的
,

但

发展至今他在厂里的角色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
。

论技

术他是很行的
,

儿子的技术也是他带会的
。

但张玉才

对我们夸奖他的儿子说
: “
现在我儿子的技术比我强



了
,

安装服装市场的跨梁是儿子一手干的
,

跨梁在地

上做好的
,

拿上去安装分毫不差 ! ” “

他们在外边看什

么活回来一干
,

比原来的还好
。
”

但这也预示他的技术

权威地位开始动摇了
。

第三
,

在管理上老子和 儿子之 间开始出现矛盾
。

张玉才的经营之道是承揽活计不签合同
,

不讲价钱
,

也不多挣
。

他说
: “
利润低不是问题

,

有竟争嘛 !洲活计

都是熟人的
,

讲价钱多外道
,

别人信不着我
,

我还信得

过他呢
。 ”
他还有一种感恩思想

。

他说
: “
现在生活 比过

去强多了
,

要没有党的好政策我能挣这么多钱 ? 给公

家干活少挣就少挣吧 ! ”
给镇里服装市场安装跨梁

,

全

家辛辛苦苦干 了两个多月
,

但没挣多少钱
,

儿子有意

见
,

不愿再这么干了
。

另外
,

张玉才的经营之道是
“
不

担风险
” ,

这也同儿子的想法不一致
。

我们同他谈话

时
,

他也预感到 自己的作用差不多 了
,

该向儿子让贤

了
。

或许他的儿子接手经营时能够摆脱旧的经营思想

的烙印而成为现代企业家
,

家庭企业的希望也许在这

里
。

或许儿子们并不具备父亲节俭
、

艰苦创业的精神

和传统美德而使企业走滑坡路
,

张记家庭企业的危机

也在这里
。

假

第四
,

在效益分配上 目前采取均分的方式
,

而且

做父亲的自己常常让利
。

但既使如此
,

做父亲的也感

到伤脑筋
。

他向我们叹息说道
: “

哪管是一家人呢
,

创

造价值不一样了
,

想法就不一样 ! ”
张玉才看到可能有

大家庭和企业危机这一步棋
,

所以精明的父亲已做好

了分伙的准备
,

当初办营业执照时他就起了两个
,

分

家的房子也准备好了
。

他的打算是万不得已时
,

让一

个儿子继续从事五金加工修理行业
,

让另一个儿子从

事五金器材销售
。

凭他现在的眼光
,

他只能为自己的

家庭企业找到这么一个出路
,

企业制度创新和现代家

族企业管理机制尚在他的视野之外
。

四
、 “

靠一式
”
主干家庭

在昌五镇的各种家庭类型 中
,

除核心家庭外
,

数

量居第二位的家庭类型就是主干家庭
,

占我们调查样

本总数的 2 0
.

63 %
。

这个位次同我国各地农村家庭调

查的结果是一致的
,

由两代夫妻组成的主干家庭的数

量
,

大体都仅次于核心家庭而居第二位
。

现在的间题

是不在于对这 一事实本身的确认
,

而在于寻找这种家

庭类型存在的现实根据和内在机理
。

“
靠一式

”
主干家庭的成 因 昌五镇目前 45 岁以

上的夫妻有 4一 5 个以上孩子的不在少数
,

当这些子

女尚未婚配时则是多子女家庭
。

从长子结婚开始
,

儿

子们陆续从家里分离出去组成新的家庭
,

女儿也一个

个出嫁了
。

到最小的儿子
、

女儿婚事办完后
,

父母年纪

已大
。

他们为了子女辛勤操劳大半生
,

到了该考虑年

老体衰后生活着落的时候了
。

为了解决晚年生活有人

供养和照料的问题
,

也是为了同子孙生活在一起得到

心理上
、

情感上的满足
,

他们最终的首选方案一般是
“

靠上一个儿子
”
一起过 (同

“

倒插门
”
女婿在一起过的

很少 )
,

于是就形成了主干家庭
。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
,

在昌五镇主干家庭的成因

上
,

也有的是为了有利于大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

但 70 %以上主干家庭都是作为一种家庭养老保险的

适应模式而出现的
。

正是从农村主干家庭的这种主要

成因上
,

我们才把它称之为
“
靠一式

”
主干家庭

。

“

靠一式
”
主 干 家庭的存在条件

“
靠一式

”
主干

家庭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一种延续形

式
。

费孝通教授就描述过在亲子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中

国社会历史悠久的家庭养老
“
反馈模式

” : “

甲代抚养

乙代
,

乙代蟾养甲代
; 乙代抚育丙代

,

丙代又赡养乙

代
,

下一代对上一代都是反馈的模式
。 ” ① 在昌五镇

,

这种
“

反哺模式
”
同样体现为文化传统

,

是社区的规范

和制度
。

不如此
,

无论是亲子还是父母都会受到道德

的和舆论的压力
。

同时
,

这种家庭养老模式也是同昌

五镇的以家庭为主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的
,

有别于沿海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
。

但

是
,

这种养老模式的存在除了体现为社区规范和社区

制度
,

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 文化特点外
,

还

是一种现实的经济强制
。

“

靠一式
”
主 干家庭在以从事粮食种植业为主的

村屯表现得更为典型
。

这首先涉及到责任田问题
。

到

小儿子结婚
,

母家庭一分为数个家庭
、

人 口增多后
,

原

先承包的责任田一般来说是不能相应增加的
。

对不少

尚没有农业以外收入的农户来说
,

责任田仍是主要经

济来源
。

而在家庭所承包的责任田上
,

年长夫妻是法

人代表
,

且占主要份额
。

对他们来说
,

在没有其他财产

的情况下
,

责任 田仍是主要的安生立命之地
,

他们是

不会轻易把责任 田转让给小夫妻的
;
对小夫妻来说

,

在没有其它谋生之路时
,

也依赖于这点责任田
,

所以

有赖于父母
。

其次
,

年长夫妻有房产和宅基地
,

有些儿

子结婚后想另盖新房
,

但又没有经济实力
,

和 父母生

活在一起就解决了住房问题 ; 再次
,

不管年长夫妻家

庭生活的富裕程度如何
,

几十年中总还积攒些家产
,

①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 ,

三联书店 1 98 5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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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产资料
、

大件消费品等等
,

尽管值不了几个钱
,

但

这些也不是所有的年轻夫妻一时能置办得起的
.

另

外
.

即使父母年纪大了
,

但仍可以照顾家庭
,

照料儿

孙
。

中国的农民啊
,

不到爬不动
、

走不动那天
,

是不会

停止劳作的
,

并不完全靠子女供养
。

在昌五镇我们了解到
,

一些年长夫妻往往把责任

田和家产作为经济
“

武器
”

死死抓在手上
,

不到万不得

已是不撒手的
,

因为道德约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武

器
。

我们到一些村调查
,

村长们说
,

他们常常做的一项

工作就是
,

某个老人到病危时才把他们和有关亲属找

去做公证人
,

交代土地和房屋财产的继承问题
,

他会

视儿子的孝顺程度分割遗产
。

如果在一起过的儿子
、

儿媳还算孝顺
,

则会得到承包田和其他家产
。

“

靠一式
”
主干家庭对年长父母来说是一个重要

选择
。

但选择哪个儿子
“

靠
”
上去和在什么时候

“

靠
” ,

情况却有多种多样
。

一种是儿子结婚纷纷离去只剩下

小儿子了
,

如果小儿子
、

儿媳对父母过得去
,

于是就顺

其自然同这最后一个没离去的儿子组成主干家庭
,

小

儿子 自然要继承父母的主要遗产
。

另一种稍多的情况

是父母认为那个儿子儿媳好就跟那个过
。

二街村高富永老汉
,

75 岁
,

生有四男三女
,

在艰

难中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
,

目前儿子
、

女儿都已结婚

成家
,

各家生活水平不等
。

在儿子中
,

老三生活最差
,

但他为人最本分
、

肯吃苦
,

对老人也最孝顺
,

媳妇对老

人态度也很好
.

于是高老汉两 口就和老三在一起过
。

高老汉对我们说
: “
飞虫还愿意总往亮处飞呢

,

人老找

孝顺的儿子过 日子不受气
,

哪管天天喝小米粥也痛

快 ! ”

在昌五镇
,

空巢家庭也占一定比例
,

居各种家庭

形式的第三位
。

出现空巢家庭的条件有
:

一是最小的

J七子结婚分出去后
,

家里尚有女儿
,

仍以核心家庭形

式存在 ;女儿出嫁后没有马上靠上哪个儿子
;
二是父

母感到身体尚好
,

愿意过一段
“

自在
”
日子

,

日后年老

体衰时再决定同哪个儿子过 ;三是儿子不孝顺
,

或同

儿媳处不来
,

只好 自己过 ,四是选择了其它养老保障

方式
,

如
“

母子
”
家庭网 (下面将专门论述 )

,

或定期轮

流到各儿子家
,

等等
。

在
“

靠一式
”
主干家庭中

,

谁当家要视具体情况而

定
。

如果父母有生产经营能力
,

而且家七主要是父母

的
,

那么父亲仍处于家长地位
,

决定家里的大事和收

人分配
。

但两代夫妻也会产生摩擦
.

为了保持家庭稳

定
,

年长夫妻也会采取
“

怀柔政策
”

.

额外多给小夫妻

一些零花钱
。

我们在访谈中
,

老年夫妻也常诉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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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儿子儿媳一起过
“
不 自由

” ,

想吃个什么的对儿媳不

好张 口
,

不象对老伴哪样随便
。

但是年龄毕竟构成一

种硬性约束
,

何况他们不但解决了后顾之优
,

而且可

以享受到夭伦之乐呢 !

“

靠一式
” 主 干家庭的未来 在昌五镇

,

有一 座全

市乡镇中办得最好的敬老院
,

数十个孤寡无靠的老人

在那安度晚年
。

除此之外
,

在各村散居的
“
五保户

”

晚

年生活也有保障
,

镇村对这些孤寡无靠的老人采取了

多种供养
、

救济措施
。

但是这些社会养老保障措施目

前尚属辅助性的措施
.

最近
,

昌五镇正推广储蓄式社

会养老保险
,

但即使如此未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

间题仍主要由家庭解决
。

从昌五镇看
,

今后一个较长

时期内这种低成本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都将是基本
.

的
“

老有所养
”
形式

,

而
“

靠一式
”
主千家庭是其中的主

要承担形式
。

当然
,

现在这种
“
去多留一

” 、 “

靠男不靠

女
”
的模式

,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
,

当现在的年轻夫妻到

了晚年时也会遇到新的矛盾和问题
。

但从社区人 口年

龄结构看
,

那是下一个世纪的事
,

我们还有时间解决

那时的间题
。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
,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

展
,

一方面不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功能
,

一方面又从

经济上
、

政策上和思想道德上巩固家庭养老模式
。

五
、

母子家庭网及其延伸

在昌五镇
,

作为对担负着生产生活功能超载的
“
小马 ,’( 核心家庭 )起补偿作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

就

是由父母家庭同若干个亲子家庭之间结成的
“

母家

庭
”

与
“

子家庭
”

的家庭网络
。

“
毋于

”
家建 网的功能

“

母家庭
”
和

“

子家庭
,,
之

间在生活上相互照料
,

在情感上相互依托
,

在生产上

相
.

互帮助
,

是中国传统的扩大了的家庭制度
,

即使在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也存在
。

但是
,

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家庭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以后
,

“

母家庭
”
和

“

子家庭
”
在许多家庭中成为一种结构更

加紧密的家庭网
,

它远远地超出了满足家庭的情感型

需求的范围
,

而更多地具有了手段型
、

功利型的功能
。

在 昌五
,

父母只有同亲子家庭之间才能结成
“

母

子
”
家庭网

,

女儿则随丈夫家庭加入另一个
“

母子
”

家

庭网
。

从母家庭和子家庭的居住方式看
,

由于受宅基

地等条件的限制
,

在集镇外的村屯
,

大多子家庭的房
.

舍建在父母的宅基地上
,

即在父母房舍的两侧 ; 在集

镇内
,

大多建在一个院套里
。

而女儿出嫁后的家自然

不同父母在一起
。

这种房舍相连的居住方式也促成了
“

母洲子
”

家庭间紧密关系
。

在昌五社区
,

目前的
“

母



子
”

家庭 网具有如下功能
:

1
.

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互助体
。

农村实行大包

干以后
,

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的生产单位
,

获得了独立

合法人地位
。

就昌五社区多数村屯的情况看
,

这些农

户名义上是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
,

但实际上生产
、

分

配
、

交换
、

消费四个环节都是独立进行的
,

同社区的关

系具有某种承租的性质
,

因此家庭经济仍具有小农经

济的特点
。

这些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小农户在农村经

济的发展 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势下
,

仍象一叶扁舟飘泊

在大海之中
,

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

农民在缺少其它组

织资源的条件下
,

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为核心的
“
母子

”

家庭网
,

就成为他们摆脱这种势单力薄脆弱性可凭借

的组织资源
。

比如
,

在
“

母子
”
家庭网中

,

当一个子家庭处在新

婚期和育儿期时
.

小家庭往往在生产经验
、

生产资料

和资金 上得到母家庭的资助
,

或通过母家庭的纵向关

系动员其他子家庭进行帮助
;

新婚儿媳在孕期和育儿

期不能到 田间劳动
,

也需要父母或通过父母的纵向关

系动员其他子女在劳动上进行帮助
。

如果小夫妻共同

下地劳动
,

那么年幼的孩子 自然送到父母家照料
;
儿

子如果去从事非农产业
,

责任田的耕作也往往在
“

母

子
”
家庭网 内消化解决

。

特别是在抢种抢收的大忙季

节
, “

母子
”
家庭之 间的互助合作更成 为必要 的了

。

“

母
’ , “
子

”

家庭网的合作是不计较谁家的地多一点
,

谁

家的地少
,

一点的
。

1 9 9 2 年冬初的打场送粮季节
,

我们

到五井村
,

正值各户轮流用柴油玉米脱粒机打场
,

每

个农户数万斤的产量只能租用一天
,

这时我们看到 一

户农民家庭正在玉米脱粒
,

有七八个人在紧张地劳

动
。

经我们了解
,

这七八个劳动力主要是在亲子家庭

间的合作
.

今
、

天帮一家
,

明天又集中帮另一家
。

2
`

从事专业化
、

股份合作经营和 规模经营的主要

载体
。

在昌五镇
,

随着农村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
,

农村

各种形式的家庭经济也得到相应发展
,

规模 日益扩

大
。

那些超出一个小家庭规模的专业化
、

股份合作制

的规模经营
,

首先凭借的载体就是
“

母子
”
家庭 网

,

其

发展势头在近期显示 了
~

一

定活力
。

如果能够逐步超越

家庭伦理规范而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
,

是可以脱颖而

出形成一批有规模的家族式大企业的
。

3
.

家族间的
“
生活保障安全网

” 。

在子家庭初建时

期
,

正值母家庭体力强
、

家庭经济基础强于子家庭时

期
,

一般是子家庭在生产和生活 上对母家庭有依赖

感
。

这时母家庭和子家庭之间劳务
、

家务
、

货币形式的

互相援助
,

可以使子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得到扶持
,

又可以使每个忙于经营的亲子家庭的幼儿得到较好

的照料和抚育
。

当母家庭年老体衰时
,

一般正值子家

庭 羽毛丰满时期
,

母家庭反过来对子家庭在生活
、

生

产和情感上产生依赖感
。

父母进入养老期后
,

或者选

择
“

靠一式
”
主干家庭解决晚年生活间题

,

或者选择空

巢家庭形式
。

如果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要到其中一个儿

子家生活
,

则要由这个儿子儿媳负责 日常生活照料
,

其他子女凭传统规范或协议给以不同形式的协助
,

如

给一定的婚养费以及劳务上的帮助等等
。

如果父母单

独生活
,

由于
“

母家庭
”
和

“

子家庭
”
一般是彼邻而居

,

生活照料上也较为方便
.

如何照料父母
,

如何代耕父

母的责任 田
,

各家庭如何出赌养费和劳务
,

则需要各

子家庭协商解决
。

所以
“

母子
”

家庭网是家庭
“
保险公

司
” ,

是家庭养老保障的又一种安全阀
。

“
母子

”
家庭 网 同

“
准联合家庭

”
的异 同 上面所

讲的
“

母子
”
家庭网同

“
准联合家庭

”

较为相似
。

两者的

相同点是
: “

母子
”
家庭网和

“
准联合家庭

”
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都发生在父母家庭和亲子家庭之间的纵向和

横向关系 ; 母家庭和诸多子家庭都是独立的家庭单

位
;
家庭之间的各类关系大多以母家庭为轴心

,

以父

亲的权威为基础
。

一旦父亲去世或母家庭解体
,

各家

庭之间将重新组合
,

等等
。

但是
,

两者之间又是有区别的
。 “

母子
”
家庭网内

的各个家庭完全是一种
“

分
”

的关系
,

各有各的户 口

本
,

分灶吃饭
,

分别居住
,

他们之间合作关系的性质是

以网络的形式在家庭间的合作
。 “
准联合家庭

”

中的母

家庭和子家庭之间
,

一般来说不但在生产上统一经营

或密切合作
,

而且在生活上亦有分有合
。

以张玉才家

为例
,

各个小家庭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是独立的
,

但又

有
“

统
”
的成份

。

是
“

大家
”
和

“

小家
”

统分结合的组织形

式
。

目的是更好地发挥一个家族在发展经济上的能

力
。

因此在
“

准联合家庭
” ,

母家庭和子家庭的联系更

为紧密
,

并具有
“

半个家
”

的功能
,

因此我们命名为
“
准

联合家庭
。 ”

家庭 网 的延伸 在昌五镇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以后
,

不但
“

母子
”

家庭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

强化
,

而且这种家庭网的编织有扩大和延伸的趋势
。

家庭网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社区普遍

存在
,

但在网络编织方式和功能上却有所不同
。

在昌

五镇
,

由于生产功能在家庭中具有核心地位
,

因而家

庭网的扩大和延伸走向
,

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具有经

济动因的功利性
。

具体构成方式如
一

下
:

1
.

家庭网 的基本构成部分 为
:

一是
“

母 家庭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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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家庭
” ,

这是扩大的家庭网的核心部分
。

二是男系

血缘亲属
,

即父亲的兄弟和自己的兄弟
。

这与中国传

统的家族是以 同姓男系血缘关系为轴心分不开的
。

由

于大多数有血亲关系的亲属往往在同一村落社区居

住
,

所以在生产经营上的互助合作较为密切
。

我们在

调查时常常遇到这种现象
:

一些调查对象在介绍自己
“

家里人
”
时常只提叔叔大爷和兄弟

,

如不经特殊提

示
,

他们往往不提姑母和姐妹
,

这并不是说姑家和姐

姐妹妹的家庭不被编入家庭网中来
,

而是被置放到较

外层的网络上去了
。

三是姻亲
,

即妻子的近亲
,

如岳父

母
、

小舅子
、

小姨子等等
。

有些家庭同姻亲的关系可能

更密切些
。

这是因为核心家庭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
,

妻子在家庭中有很大的发言权
,

同时
,

妻子一般同娘

家来往密切
,

这样姻亲在家庭网中就有了很重要的地

位
。

在上述家庭网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基础上
,

一

个家庭的家庭 网依据
“

差序格局
”

由近及远
, “
一表三

千里
” ,

是可以无限编织下去的
。

2
.

家庭网的编织除根据差序格局同亲属远近有

关外
,

还同亲属的地缘
、

业缘和社会地位因素有关
。

如

果某亲属同在一个镇或村落
,

业缘上的互动机会多
,

在家庭网中的地位就靠前一些
。

近年来
,

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人 口流动增多
,

一些亲属远走高飞到外地

谋生
,

他的经济活动同家乡亲属没多少关系
,

那么 即

使是近亲在家庭网 中的地位也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

了
。

在亲属关系中有头有脸
、

有社会地位
、

有财力的

亲属
,

则在各种婚丧嫁娶和礼仪庆典活动中尽量使其

露面
,

使其在家庭网中占据重要地位
。

我们常常还会

看到
,

即使同某一家庭没有什么亲属关系的
“
官员

” ,

也往往通过
“
拟亲属化

”

方式编织到家庭网络中来
。

人们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家庭网编织得更大些
,

是因为通过家庭亲属 网所建立起的社会关系
,

会使家

庭经济的发展获得资源
。

一个家庭的亲属关系 网越纵

横交错
,

有权有势
、

有财力
、

有本事的人越多
,

那么这

个家庭发展的机会和可利用的条件就会越多
。

那些家

庭网络庞大厚重的家庭
,

经济的发迹会是很快的
。

3
.

昌五社区的家庭网既区别于 旧式的家族体系
,

又 区别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家庭网
。

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 》一书中对中国的家庭网络社会结构有精

辟的描述
: “
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

,

有一个中心
,

就

是自己
。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

的网
,

但没有一个 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

以
`
己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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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

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

关系… … 象水的波纹一般
,

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
,

也越推越薄
” 。

(2 3 ~ 25 页 )经我们反复调查
,

昌五镇

家庭网络的构成方式同费老所描述的是一致的
,

每个

家庭网都以一个特定的 自我家庭为中心
,

因此各个家

庭网所罩住的具体人是各不相同的
。

家庭网并不共同

隶属于某一个大家长或宗族体系
,

也没有统一的族

规
、

族谱等宗族体系构成物
.

同时
,

这种家庭亲属网络

也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家庭亲属网络关系
。

在工业

社会由于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发达
,

家庭网络依然存

在
,

但许多家庭亲属关系的功能已由
“
非亲非故

”
的社

会机构所代替
,

所以家庭网络的功能主要是一种情感

性的
。

这同昌五不同
,

昌五社区的家庭网尽管也有情

感性的功能
,

但主要表现为功利性
,

在很大程度上服

务于家庭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获得
。

在 目前农村组织资源不丰富和农民社会关系不

发达的情况下
,

家庭网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和正面效

应
。

既然农村的基本家庭形式是核心家庭
,

那么家庭

网则为一个个小家庭在生产上提供了相互扶持
、

聚集

资金
、

沟通信息
、

扩大经营门路的组织资源
,

同时生活

上也会起到安全保障网作用
。

其负面效益在于
,

家庭

网是以每个家庭的特殊关系和利益需要编织起来的
,

因而它使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特殊主义化了
,

不容易

建立起社区普遍的公共关系
。

特别是近年来这种特殊

主义的关系网通过
“
拟亲属

”

关系加以泛化
,

并渗透到

社区正式组织中去
,

于是
“

某某长
”

都成了
“

某某叔
”
某

某表亲了
。

每个家庭在编织家庭网时也需要花费很大成本
。

目前农村红 白喜事的
“
人情费

”
多得人人叫苦不迭

,

但

人人叫苦又人人主动参与
,

其奥妙正在于这种人情费

是营造
“

家庭网
”

的一种
“

投资
” 。

六
、

结 论

通过上述考察
,

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的认识和推

论
:

1
.

对昌五社区家庭的研究虽属个案研究
,

但除我

国东部一些农业生产集体所有制和乡镇企业发达的

地区以外
,

昌五镇社区家庭的性质对大多数农村地区

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

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来
,

农村家庭既是一个生活单位
,

又是一个生产单位
;

既是初级群体
,

又是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组织
。

它是

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统一体
,

作为初级群体和作为生产

经营组织的统一体
。

把握这一质的规定性也就把握住



了
“

大包干
”
以来我国大多数地 区农村家庭 的总体特

征
。

这一总体特征使农村家庭的资源配置具有经济的

和社会的双重性质
。

2
.

在农村家庭的众多功能中
,

生产功能具有核心

和主导地位
。

家庭生产功能的发挥水平
,

决定和制约

着其他功能的实现程度
,

决定和影响着家庭规模
、

家

庭结构
、

家庭关 系
、

家庭权力和家庭赡养等功能的发

挥
。

一个家庭物质资源占有的多少
,

同这个家庭非生

产性的
、

人格型的功能发挥程度呈正相关
。

3 由家庭所承载的生产功能所决定
,

目前农村家

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与扩大化的趋势同时并存
。

从统

计数字来看
,

核心家庭占大多数
,

小家庭所获得的独

立性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

但是在集体经济
“
统

”
的功能

薄弱和社区经济组织 不健全的情况 下
,

农民们找到 了

属于他们自己的 血缘
、

亲缘
“

组织资源
” ,

建立起了便

于生产经营合作的
“

大家庭
”
形式

。

这种大家庭并非传

统意 义上的大家族
,

而是
“
准大家庭

”
、
“
拟大家族

”
和

家庭网
。

这种变异的大家庭形式既给小家庭的独立性

留下空间
,

又 弥补了单个小家庭难 以实现的生产功

能
。

这就在事实上使农村的核心家庭包容在
“

准大家

庭
” 、 “

拟大家族
”
和家庭网的关系之中

。

大家庭和小家

庭的
“
统

” “
分

”
结合

,

成为农村集体经济
“

统
”
的功能薄

弱的一种替代机制
。

同时大家庭也往往是小家庭成员

离开土地
、

从事非农产业的后方
“

大本营
”

。

4
.

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农村地区
,

传统的家庭养

老模式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 内
,

仍将是解决农村
“

老有所养
”

的主要形式
。

目前在农村各种家庭类型中

数量居第二位的主干家庭
,

其成因一般是一种由在多

子女中
“

靠一个
”
而形成的家庭养老的适应形式

。

5
.

在我 国 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现实的 生产力发

展水平条件下
,

家庭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组织和

资源配置单位
,

以及
“

大家庭
”
和

“

小家庭
”
的统分结合

形式仍有其正面效应
,

仍能把农村经济发展送上一

程
。

在一些乡镇和村
,

由政府或社会组织兴办的乡镇

企业
,

由于机制未理顺
,

所办企业往往难以成活
。

在此

种情况下
,

组织成本低的家庭或家族式企业也可成为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

但家庭作为初

级群体的规范和制度又会同家庭作为生产经营组织

的发展要求相矛盾
。

生产经营规模越扩大
,

这种矛盾

表现得越突出
。

家庭的小型 化趋势又使承包田越分越

碎
,

不利于规模经营和满足市场需求 ; 家庭成员个人

劳动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形式随着生产社会化水

平的提高
,

将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家庭

网络所形成的特殊主义人格特征
,

不利于
“
公民社会

”

的形成和 现代市场关系的培育
。

等等
。

这些都是急需

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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