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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家庭结构和规模初探

喻 长 泳

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 出发
,

初步探讨了西汉社会的家庭结构和规模
。

文章

认为西 汉 时期家庭规模较小
,

家庭结构较为简单
,

多属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
。

这种

小型家庭结构继承了前期遗风
,

深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
、

土地所有制形式
、

统治

政策及其它诸种因素的制约
。

同时西汉小型家庭结构下的家庭成员关系比较平等独

立
,

致使家庭 内部的
“ 分力

”
大于

“
合力

” ,

这种来自家庭内部的
“
分力

” 又通过

社会经济
、

政洽的作用
,

塑造了西汉的个体家庭结构
。

这种小型的家庭结构反过来

又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巩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

繁荣

了封建经济
,

保证了封建国家充足的税源和兵源
,

促进了西汉社会发展
。

作者
:
喻长咏

,

男
, 1 9 6 4年生

,

现为湖北省民政学校助理讲师
,

主讲《社会工作学o}}

一
、

前 言

在我国古代社会
,

人 口的增长往往与社会财富的增殖保持同步运动
,

恩格斯 曾指 出
:

“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

一方面受

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 ”

西汉初年
,

史称
“ 民共作业

,

而大饥谨
,

凡米石五千
,

人相食
,

死者过半
。 ”

( 《汉书
.

食货志》 ) 由于人 口锐减
,

生产

力破坏
,

造成财政困难
,

经济凋敝
, “ 民无盖减

,

自天子不能具醇驯
,

而将相或乘牛车
。 ”

( 《汉书
·

食货志》 )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
,

增殖人口
,

恢复生产
,

成了西汉政府的当务之

急
。

因而统治者十分重视人户尤其小农家庭数量的增加
。

在高祖七年下令
: “ 民产子

,

复勿

事二岁
。 ”

( 《汉书
.

高帝纪》 ) 惠帝六年又令
: “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

五算
。 ”

( 《汉书
·

惠帝纪》 ) 可见户口数量的增加与封建自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
,

换句话说
,

户 口的增多
,

一般意味着土地耕种面积的增大和国家财力兵力的增强
,

注意到这

一点
,

对研究西汉家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本文试图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对西汉时期家庭结

构和规模作一初步探讨
,

以加深对西汉社会的认识
。

二
、

居于主导地位的个体家庭

西汉沿袭秦代习俗
,

一般都是小家庭
,

标准的家庭人 口数量是 5 口
。

在西汉孝平年间
,

人 口为最盛时期
, “ 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

,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 千 九 百七十

O 恩格斯: 《家雇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马克思
、

思格斯选集》 第 4 卷第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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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

( 《汉书
·

地理志》 ) 平均每户也只有4
.

87 口
,

低于 5 口
。

如果用个案材料的话
,

情况

也差不多
。

从江陵凤 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时的名籍来看
,

其中记载的属郑里的 25 户人家
,

合计 1 0 5 口
,

户均 4
.

2口
。

① 历代家庭户规模的变化
,

既受人口总量增长速度的制约
,

又受家

庭户数量增减的影响
,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人口总量的增长与家庭规模成正比
,

而家

庭户数量的增减则与家庭规模成反比
。

②西汉时期
,

人口数量在增加
,

家庭户数量也在相应

地增加
,

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

如天灾
、

人祸
、

战争
、

瘟疫削减着人 口
,

制约了家庭规模

趋于变大的态势
,

使西汉家庭规模始终保持在较小的水平上
。

家庭规模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结构的比较简单
。

在西汉时期
,

联合大家庭不能

说没有
,

特别是在统治阶层内部
,

多妻家庭
、

累世同堂的大家庭也是 有 的
。

如 史载
, “

今

诸侯百数 (指妻妾 )
,

卿大夫十数
,

中者侍御
,

富者盈室
。 ”

( 《盐铁论
·

散不足》 ) 汉初

垂相张苍
“
妻妾以百数

”
( 《汉书

.

张苍传》 )
,

成帝时左将史丹
“
后房妻妾数十人

”

( 《汉

书
.

史丹传》 )
。

昌邑王贺被废除后
,

身边还有妻子 16 人 ( 《汉书
,

武五子传》
。

但毕竟这

些不是西汉社会家庭结构中的主体
,

作为家庭结构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小家庭即个体家庭
。

西汉的小家庭主要有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两种类型
。

它的普遍存在在 《居延汉简 》 中可

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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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成员数

(人)

家 庭 成 员
备

与户主关系 年 龄

富富 凤凤 444 妻 子子 2 888一六一 二 (乙意壹柒版)))

女女女女 儿儿 777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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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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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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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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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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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得到最好的印证
,
今列表如前 (均见 《居延汉简》 甲乙编下册 )

:

通过上表材料
,

一看便知全是小型家庭
,

检 《居延汉简》 甲乙编
,

较完整的家庭材料共

22 则
,

其中核心家庭 18 则
,

占78 % ; 直系家庭 4 则
,

占17 % , 二者共占总数的 95 %
。

当时即

使是规模稍大一些的家庭
,

也因子女成年后对家产的多子继承和分割而各立门 户
,

使 家庭

(户 ) 数量增多
,

规模缩小
。

贾谊说
: “

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
,

家贫子壮则出赘
。

… …囊之

为秦者
,

今转而为汉矣
,

然其遗风余俗
,

犹尚未改
。 ”

( 《汉书
·

贾谊传》 )
“ 出分

”
就是

指的这种情况
。

《汉书
·

地理志》 亦云河内地区
“ 妇生分

” ,

这种
“ 子壮则出分

”

或
“

生分
” ,

所造就的只能是小型家庭
。

随着家庭户的增加
,

原先的大家庭便分解为几个小家庭
,

家庭的

代际层较少
,

人户总数中核心家庭的比重增大
,

从而使西汉社会的家庭结构中个体家庭始终

居于主导地位
。

《淮南子
·

主术训》 所记当时的小农家庭
,

如
“ 一人踉末而耕不过十亩

,

中

田之获
,

卒岁之收
,
’

不过亩四石
,

妻子老弱仰而食之
。 ”

就是这类家庭组合
。

三
、

个体家庭居主导地位的原因

个体家庭即小型家庭是西汉社会最普遍的家庭结构
,

这一小型家庭在西汉社会占主导地

位的原因是什么呢于

众所周知
,

个体家庭在战国时期与秦代就早已存在
,

西汉时期的个体家庭只能是战国以

来聚合家庭继续分解的结果
。

可以说
,

个体家庭确立于商较变法时期
,

商教在变法中曾颁布
:

“
民有二男不分异者

,

倍其赋
” ,

又 “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息者为禁

。 ”
(《史记

·

商君列传》)

使小型小农家庭得以普及
。

随着秦统一六国
,

及秦王朝的发展
,

个体家庭便逐渐成为社会的

主流
。

不过以此说明小型家庭结构在西汉社会最为普遍似乎太简单了
。

要深刻地揭示这一原

因
,

只有从社会最本源的即社会经济关系入手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

首先
,

个体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
。

西汉时期
,

尤其是赵过对耕作改 良以前
,

牛耕尚未普及
,

农 民
“
踉来而耕

, ” “
抱来秉雷

” 的现象还比

较普遍
,

当时
“ 一人蹄来而耕

,

不过十亩
”

( 《淮南子
·

主术训》 )
“
贫民或木种手褥

,

土

粗淡食
”

( 《盐铁论
·

水旱 》 )
。

可见生产技术比较简单落后
,

这种情况限制着他们的生产

规模
,

不需要庞大的劳动组织和复杂的分工协作
,

而个体家庭的经营方式最适合这种生产的

特点
。

特别是在封建的自然经济过程中
,

人们的劳动分工是按年龄和性别形成的自然分工
,

“

男耕女织
”
的个体家庭是实现这种 自然分工最理想的生产单位

。

只有在比较小的范围内
,

家

庭内的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之间的布局
、

配置
、

联系以及对它们的管理才能比较合理
。

以生产资料的情况为例
,

生产资料数量的有限
,

限制了农民家庭规模的扩大
。

农民家庭虽

然拥有包括一部分私有土地和大部分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
,

但这些生产资料毕竟极其有

限
,

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感到生产资料的缺乏
。 “ 民或若少牛

,

亡 以趋泽
,

故平都令光教

过以人挽犁
。 ”

( 《汉书
·

食货志》 ) 耕牛缺少的原因
,

可能在于牛在当时的战争
、

运输
、

建筑工程中大量使用和消耗了
。

如武帝时李广利征大宛
,

一次就带去牛 10 万头
。

( 《汉书
·

李广利传》 ) 又如修昭帝陵时动用牛车 3万辆载沙
。

( 《汉书
·

酷吏传
·

田延年传》 ) 类似

的征用必定很多
,

本来农民的耕牛就少
,

这样一来就更加少了
,

因而不能不用人挽犁
。

此外
,

在当时比较先进的铁器也很缺乏
。 “

县官鼓铸铁器
,

大抵多为大器
,

务应员程
,

不给民用
。 ”

“
今县官作铁器

,

多苦恶
,

用费不省
, … … 临铁贾贵

,

百姓不便
。 ”

( 《盐铁论
·

水早》 )

12 0 ,



以此可以推测
,

一则生产的铁器不一定适用
,

农民不愿意买
,

或者根本上不给民用 ; 二则铁

器很贵
,

农 民买不起
。

在这种情况下
,

农民宁肯省钱
,

不愿省力
。

尽管当时拥有小块土地的

自耕农比较多
,

但在地主经常性的土地兼并中
,

农民的土地往往面临或多或少的丧失
。

在这

种情况下
,

农民家庭人 口一多
,

就不能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
,

势必出现剩余人

口
,

这种剩余人口既无从发挥劳动能力
,

又不能因此而停止消费
。

因此家庭人 口众多
,

非但

不能增加劳动收入
,

反而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

对此
,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

农民的大家庭分解为个体小家庭后
,

并没有解决生

产资料不敷分配以及与劳动力结合不良的矛盾
。

这诚然是一问题
。

不过应该看到
,

作为子女

一当成年自立门户
,

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提高
,

西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赚钱
,

特别是在古

代工商业相对活跃的西汉一朝更是如此
。

其次
,

当时的土地所有制直接促进并保障了小型家庭的发展
。

西汉土地占有形态主要表

现为中小地主与小农对土地的拥有
,

而小农家庭又成为重要的生产单位
, “ 五口之家

”
往往

与
“
百亩之田

”
并称

。

( 《汉书
·

食货志》 ) 如杨雄家
“
有田一垣 (百亩 )

” ,

( 《汉书 竺杨

雄传》 ) 贡禹家有
“ 田百三十亩 ” ,

( 《汉书
·

贡禹传 》 ) 较贫下者
,

如陈平家亦有数十亩

土地
。

( 《汉书
·

陈平传》 ) 即使象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名籍中的小农之家
,

亦多有 30 亩左

右的土地
。

如郑里凛籍中有关的 25 户人家有田共 6 1 7亩
,

每户平均 24 亩 7 分弱
。

①可见
,

一般

的小农家庭都拥有少数的土地
。

而在封建社会
,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

也是家产继承与

分割的主要对象
。

于是一般家庭对土地的占有
,

扰为小型家庭的发展及其正常而不断的分异

提供了物质保证
。

第三
,

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也有利于小型家庭的发展
。

关于这一点
,

可以从两方面来论

述
。

其一
,

据 《汉书
.

食货志》 载
,

农民五口之家
,

治百亩之田
, “

岁收亩一石半
,

为粟百

五十石
,

除十一之税十五石
,

余百三十五石
。

食
,

人月一石半
,

五人终岁九十石
,

余四十五

石
,

石三十
,

为钱千三百五十
,

除社间尝新春秋之祠
,

用钱三百
,

余千五十
。

衣
,

人率用钱三

百
,

五人终岁用千五百
,

不足四百五十
。

不幸疾病死丧之费
,

及上赋敛
,

又未舆此
。 ”

( 《汉

书
·

食货志》 ) 可见农民家庭在正常的年份都不能应酬家庭开支
,

要是遇上歉年困难就更为

严重
,

这是封建剥削政策导致的结果
。

当时的剥削政策从客观上迫使百姓自动控制人 口生产
。

对佃农家庭来说
,

获得生活资料的量取决于地主
,

地主只可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最低

水平
,

对农民往往重利盘剥
。 “ 上好取而无量

,

下贪狠而无让
” ,

( 《淮南子
·

主术训 》 )

就是真实写照
。

在封建统治时代
,

统治者追求的是整个统治集团消费的发展
,

以满足其奢侈

极欲的生活
。

为达此目的
,

往往重赋税
,

多摇役
。

在西汉时期
,

尽管历代皇帝都比较注重休

生养息
,

这方面的问题仍是比较严重的
。 “

起武帝征伐四夷
,

重赋于民
,

民产子三岁则出口

钱
,

故民重困
,

至于生子辄杀
。 ”

((( 汉书
·

贡禹传》 ) 汉制
,

民年十五至五十六
,

岁纳算钱百

二十钱
,

七至十四岁的儿童
,

岁纳口钱二十钱
,

武帝时增至二十三钱
。

② 同时还要负担一定

的田租和力役
。

通常的农户
,

每户应服役的男丁约二口
,

这主要是大兴土木所致
。

如
a 汉通

西南夷道
,

作者数万人
,

千里负担馈粮
,

率十余钟致一石
。 ”

( 《史记
·

平准书》 ) 惠帝三

① (日 ) 池田温
: 《中国古代帐籍研究》

。

② 鹅伯赞
: 《 中国史纲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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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时 盘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
,

三十 日罢
。 ”

( 《汉书
·

惠帝纪》 )加上繁

重的兵役
,

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

致使农民生活困难很大
,

故 《盐铁论》 中贤良
、

文学叙述农

家入不敷出的情况说
,

田虽三十税一
,

如果
“
加之以 口赋更摇之役

,

率一人之作
,

中分其功
,

农夫悉其所得
,

或假贷而益之
,

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已也
。 ”

( 《 盐 铁 论
,

未通

篇》 ) 为何农民终年劳碌而难得温饱
,

很明显
,

在封建社会里
,

以佃农为主的农民家庭生产

的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和地主政权占有
,

自己只剩
一

F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生活

资料
。

在这种情况下
,

家庭内成年和未成年者的比例
,

男女的比例
,

有劳动力和丧失劳动力

的比例
,

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的盛衰存亡
。

于是一般农民家庭不但由于生活贫困自然死亡率

很高
,

而且还往往采取主动措施控制家庭人口
。

因而社会上溺杀婴儿和不愿多生子女的现象

十分普遍
,

王吉曾指出
: “

聘妻送女亡节
,

则贫人不及
,

故不举子
。 ”

( 《汉书
·

王吉传 》 )

在百姓生活贫困的时候
, “

至于生子则杀
。 ”

( 《汉书
,

贡禹传》 ) 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很

简单
,

一则把一个婴儿抚养成人不容易
,

二则家庭人 口一多
,

收入来源有限
,

消费又会增大
,

因而家庭大了只会愈益贫困
,

这就使得农民家庭必然采取人 口少
,

规模小的个体家庭结构
。

其二
,

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又是提倡和鼓励小型家庭发展的
。

当时继续推

行秦代发展小型家庭的政策
,

政府屡迁大族至关中
,

使其
“
不得族居

” ,

又每向男户主赐爵
,

向女户主赐牛酒
,
如文帝初即位

, “
其赦天下

,

赐 民爵一级
,

女子百户牛酒
,

酩五 日
。 ”

((( 汉

书
.

文帝纪》 ) 宣帝时曾四次
“
赐民爵一级

,

女子百户牛酒
。 ”

( 《汉书
·

宣帝纪》 ) 这样

便使独立门户者得到一定的政治
、

经济利益
。

由于鼓励发展小家庭
,

致使子女一到成年便离

开父母
,

自立门户
,

使得家庭代际层次减少
,

家庭结构趋于简单
。

第四
,

因西汉时期其他各方面因素对社会人 口的影响
,

从而影响西汉的家庭结构
。

在当

时的社会背景中
,

人均寿命低
、

婴儿死亡率和成年前的死亡率高
,

加之天灾
、

人祸
、

战争
、

酷刑的流行
,

大量削减着人 口
。

关于这一点
,

葛剑雄在其 《西汉人 口地理》 一书中有较详细

的论证
,

下面对这些因素只作一简单说明
。

其一
,

当时人均寿命低
,

我们还无法计算出西汉的平均寿命
,

但参考旧中国及现代发展

中国家的数字推测
,

估计不过三十来岁
。

因此相当一部分女子婚后的性生活无法维持到其育

龄结束
,

当然生育率降低
。

而且产妇的死亡率也很高
,

所以当时有
“
妇人免乳大故

,

十死一

生
”

( 《汉书
。

外戚传》 ) 的说法
。

其二
,

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
,

婴儿死亡率很高
,

成年前的死亡率也很高
。

西汉时婴儿死

亡率和成年前的死亡率合计可能会高达 50 %左右
。

① 综合一
、

二两条可知
,

西汉时的人 口自

然增长率不高
,

净增率也不高
,

于是人 口总量的增长速度不算快
。

其三
,

自然灾害严重
,

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
,

史载元帝即位二年
, “

齐地饥
,

谷石三百

余
,

民多饿死
,

琅耶郡人相食
。 ”

( 《汉书
·

食货志》 ) 成帝永始二年
, “

梁国平原郡比年

份水灾
,

人相食
。 ”

( 《汉书
·

食货志》 ) 又在平帝时
,

曹蝗灾
, “ 民疾疫者

,

舍空邸第
,

为置医药
。

赐死者一家六尸 以上葬钱五千
,

四尸以上三千
,

二尸以上二千
。 ”

( 《汉书
·

平

帝纪》 ) 可见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是相当多的
,

甚至有的空绝其户
。

其四
,

直接间接战争减 口的严重
。

西汉初年
,

匈奴势盛
,

北边几乎每年受其劫掠杀戮
,

汉与匈奴间战事一直持续到宣帝时
。

战争引起的人 口减少
,

最直接的是阵亡
,

其次是残伤者寿

① 葛剑雄
: 《西汉人口地理》 第三篇第三

、

四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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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缩短
。

如元朔六年
,

将军卫青将十余万骑出击匈奴时
, “ 汉军士乌死者十余万

。 ” ( 《汉书
.

食货志 ))) 特别是武帝的穷兵默武
,

使得
“
海内虚耗

、

户 口减半
。 ”

( 《汉书
.

昭帝纪》 )

其五
,

是严刑杀戮对人 口的减少
,

西汉时
,

律令
“
凡三百五十九章

,

大辟四百九条
,

千

八百八十二事
,

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 ”

( 《汉书
·

刑法志》 )
“
考自昭

、

宜
、

元
、

成
、

哀
、

平六世之间
,

断狱殊死
,

率岁千余口而一人
,

耐 罪 上 至 右 止
,

三 倍 有 余
。

“ ( 《汉书
·

刑法志》 ) 可见每年死于酷刑的人很多
。

总之
,

以上这些减少人 口的因素都在或多或少地起作用
。

这些因素不只是单纯地使人口

减员
,

还在于当一个家庭中的丁男死后
,

往后的生育便不再成为可能
。

而因不断分异出现的

人户数量的增加又没有因此减弱
,

这两方面增减相抵
,

于是家庭规模和结构得以始终保持在

比较小的恒定发展状态上
。

四
、

个体家庭成员间关系

一般来说
,

西汉小家庭成员间关系比较平等独立
,

下面从夫妻关系
、

父子关系
、

兄弟关

系三个方面来展示
。

夫妻关系
。

由于小家庭中劳动力缺乏
,

妇女往往也要参加生产劳动
,

通常说的
“
男耕女

织
”
就是这种情况

。

这种妇女的劳动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而夫妻关系较为平等
。

具体表现在男女双方的结合比较自由
,

离婚再嫁与夫死改嫁也并不困难
。

朱买臣妻即因
“
买

臣家贫
,

好读书
,

不治产业
,

… …求去
。

… …买臣不能留
,

即听去
。 ”

继而买臣为会稽太守
,

“
入吴界

,

见其故妻
,

妻夫治道
。

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
,

到太守舍
,

置园中
,

给食之
。 ”

1

( 《汉书
·

朱买臣传》 ) 这里表现出了相当的婚姻自由
。

对于寡妇再嫁也完全可能
。

史载王

更得死后
,

其妻王姐又
“

嫁为广望王遭始妇
”

( 《汉书
·

外戚传》 )
,

阵平妻也是
“
五嫁夫辄死

”

的寡妇
,

( 《汉书
.

阵平传》 ) 这都体现了夫妻关系的平等
。

父子关系
。

当时仅以百亩的收益来养活五口之家是不容易的
,

其子弟在其父亲死后还保

持同居共财
,

到诸子分财时所能分到的东西是很少的
。

因此子弟一到成年
,

为考虑其财产的

增殖
,

愿意与父兄尽早结束同财的关系而 自立
。

这样在未分家之前
,

父亲手中握有家内的经

济全权
,

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经营者
,

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
。

但在诸子分家后
,

由于他们

各自独立经营
,

与父亲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
,

在政治上又作为一家之长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
,

因而此时的父子关系变得相对平等
,

子对父较少依赖性
。

如对人往往把
“
好生分

”
与

“
薄恩

礼
”

( 《汉书
·

地理志》 ) 并提
。

贾谊则更详细地描述了
“
生分

” 后的父子关系
: “

借父板

姐
,

虑有德色 ; 母取箕蒂
,

立而淬语
。

抱哺其子
,

与公饼居 ; 妇姑不相说
,

则反唇而相稽
。

其慈

子着利
,

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 ”

(《汉书
·

贾谊传 })) 这实际上是一种平等与独立关系的反映
。

兄弟关系
。

在西汉小型家庭阶段
,

兄弟结婚后普遍地 自立门户
,

有着独立的家庭经济
,

各自独立地向政府承担经济
、

政治义务
,

并且诸兄弟对父母的财产有均等的继承权
。

如陆贾

将千金均分其五子
, “ 子二千金

,

令为生产
。 ” ( 《史记

·

陆贾传》 ) 汉成帝时田真兄弟三

人分财
,

不但
“ 田业生资

,

平均如一
” ,

就连堂前的紫荆树也要
“
破为三

,

人 各 一 份
。 ”

( 《太平御览
·

续齐谐记》 ) 在西汉史籍中
,

常见到
“
分争别财

,

亲戚兄弟 构 怨
,

骨 肉相

贼
” ,

( 《淮南子
·

泰族训 》 )
“ 昆弟相与讼田

”
( 《汉书

,

韩延寿传》 ) 的记载
。

这反映

了兄弟为了财产而相互争斗的一面
,

但也有兄弟相亲和睦的一面
,

史载河南的 卜式
,

在其父

工名备



每死后
, `式脱身出分

,

独取畜羊百余
,

由宅财物尽予弟
” ,

当其弟尽破其业
, “

式辄复分予

弟者数矣
。 ”

( 《史记
·

平准书》 ) 这两种情况实质上都是兄弟关系比较平等独立的表现
。

五
、

个体家庭结构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首先
,

这种家庭结构与小农经济的
_

结合是中央集权政治的基础
。

因为国家直接拥有编户

的多少
,

关系到国力的强弱
。

汉代的摇役
、

赋税等等
,

主要征自以自耕农为主的编户
,

这样

国家政权需要大量的能直接处于各级政府控制之下的个体家庭
。

而这种小型结构的个体家庭

一方面受政府管辖
,

另一方面
,

他们也还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可能
,

有些一般小农甚至能通过

各种途径进入仕途
,

平步青云
,

如公孙弘
、

匡衡
、

蔡义
、

翟方进等皆达垂相之位
,

朱买臣
、

卜式
、

主父僵
、

贡禺
、

杨雄等亦都位至高官
,

上至宰相下至乡亭里长有不少出身 于 农 民 家

庭
。

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的活跃
,

从而使西汉社会政治比较积极向上
,

富有

朝气
,

也为西汉政治赢得了广泛的统治基础
。

其次
,

小农个体家庭的结构和规模与小土地所有制相适应
,

他们在 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独

立的生产经营
,

发挥着巨大的生产潜力
,

创造了繁荣的小农经济
,

从而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

足的税源
,

以至
“
都鄙凛庚皆满

,

而府库余货财
,

京师之钱累巨万
,

贯朽而不可校
。

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
,

充溢露积于外
,

至腐败不可食
。 ”

最后
,

由于众多的小农家庭直接接受国家控制
,

这就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

使

其军力强盛
,

为西汉王朝的军事胜利提供了保证
。

汉文帝御匈奴一次动员兵力 8万
,

武帝绝

摸远征出动骑兵 1。万
,

步兵运输者数 10 万人
,

就足以为证
。

六
、

小 结

综上灰述
,

我们对西汉社会的家庭结构与规模以及形成这种结构和规模的原因作了简要

论述
,

如果只满足于这一点是远不够的
。

因为每一种家庭结构与规模总是受制于社会制度的

性质
,

只有把中国古代各朝代的家庭结构与规模加以深入剖析
,

才能把握家庭结构的变动规

律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理解当今的家庭
,

为当今的家庭建设
,

特别是在选择家庭结构模式时

我到正确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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