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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纵向家庭关系及对社会的影响

潘允康 林 南

本文从微观家庭到宏观社会的研究角度 出发
,

论述了中国家庭关系的纵向性及

其特点
,

即家庭结构上纵向重于横 向
,

横两靠纵向支配和维持 ; 家庭观念上崇尚李

道
,

崇拜祖先 ; 家庭功能上以传宗接代为本
,

双向交流 ; 家庭区位距离上从父居的

传统等
。

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阐述 了这一纵向家庭关系对 中
、

国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

结构的影响
。

指出在社会走向现代化
,

业缘关系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
,

纵向家庭关系

必然改变
、

解体
,

血亲观念必将淡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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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国的纵向家庭关系

纵向关系是对横向关系而言的
。

雷蒙德
·

弗思认为
“ 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三角是由共同情

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
。 ” ① 这个

“ 三角
” 理论提到了家庭中的横纵两种关系

,

横向

关系为夫妻关系
,

纵向关系为亲子关系
,

严格地说在家庭这一三角结构中还有另一种横向关

系

—
兄弟姐妹关系

。

这在多生多育的家庭中十分普遍
。

“
中国的纵 向家庭关系

”
是指在家庭三种基本的 (关系夫妻

、

兄弟姐妹和亲子 )中
,

_

纵向

关系 (亲子关系 ) 是主要的
、

木质的
。

它代表了家庭关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方向
。

这种关系

有四个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
: 1

.

结构 上纵向重于横向
,

横向靠纵向支配和维持
, 2

.

观念上父

系传统
,

崇尚孝道
, 3

.

功能上以传宗接代为本
,

纵向双向交流
, 4

.

区位上从父居
。

这些基本

特征和表现形式的核心是家长制
。

(一 ) 结构上纵向重于横向
,

横向为纵向支配和维持
1

.

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相比
,

亲子第一
,

夫妻第二
,

夫妻关系靠亲子关系支配
。

如果我们把婚姻作为一个新的家庭起点的话
,

那么新的夫妻关系从一开始就被以往的亲

子关系支配和决定
,

具体表现为父母包办婚姻和父母对婚姻的千预
。

父母包办婚姻在我国的

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且十分普遍
。

《诗经》 上曾有
: “ 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 ,

娶妻

如之何? 匪媒不得
” 之说

,

所谓
“ 父母之命

,

媒灼之言
, ”

是典型的亲子关系对夫妻关系的

支配
。

这种习俗从原始社会延续到近代中国社会
,

自唐朝以来又有公开的法律肯定和维护这

种习俗
,

至使包办婚姻普遍流行
。

直到 19 4引 f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我国农村和城市父母

包办婚姻仍很普遍
,

根据 1 9 8 2年开始的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的资料证实
,

完全由父母包办婚

0 今见费孝通著 《生育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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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者 占17
.

“ %
,

其中 1 9 3 7年前出生的老年人中由父母包办婚姻者占5 4
.

7 2%
。

① 现代如此
,

’

古代甚之 ; 城市如此
,

农村甚之
。

现代中国
,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废除了包办婚

姻
,

主张婚姻自由
,

但其残余仍然存在
,

而且近年来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

据报
,

辽宁省太谷

地区 1 9 7 6~ 1 9 7 8年发现的包办婚姻达 6
.

8%
,

该省朝阳地区发现的包办婚姻 9
.

5%
,

而广东阳

山地区1公77 年一 1 9 7 8年包办婚姻高达 1 0
.

5%
,

数字惊人
。

② 在中国
,

父母不仅包办婚姻
,

而
一

且以各种方式参与 自主婚姻
,

包括直接介绍婚姻
。

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资料证实
,

2 2
.

5 5%的

自主婚姻是由以父母亲戚介绍为前提的
。

⑧ 在 中国的家庭中从父母包办婚姻到父母
“
介绍婚

姻
” ,

父母为子女婚配
“ 出主意

” 、 “ 想办法 ” 、 “
提供各种意见和诸询

” ,

广泛地参与到

子女的婚姻之中
,

决定
、

干预和影响子女的婚姻
,

这是亲子关系第一
,

夫妻关系第二
,

亲子

关系支配夫妻关系的表现之一
。

另外
,

尽管现代中国亦主张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

但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义务型的
,

义务

第一
,

爱情第二
,

这是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的
。

在西方
,

浪漫主义的爱情为婚姻家庭之第一

要义
,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能成立和不可理解的
,

合得来就合
,

合不来就散
,

不仅婚前如此
,

婚后亦如此
,

至于子女
,

财产和其他考虑都是第二位的
,

家庭关系以横向夫妻关系为主
,

横

向支配纵向
。

在 中国则恰恰相反
。

有一句中国流行语叫
“
先结婚后恋爱

” ,

即先结合了
,

再

调适感情
,

表明爱情并非婚姻的决定性因素
。

事实上夫妻一旦结合了
,

夫
、

妻各尽义务而已
,

并非都再有爱情
。 “

凑合夫妻
” , “

生活家庭
”
在中国遍地都是

。 “
合得来则合

,

合不来也

凑合
” 是中国家庭中的普遍状况

。

离婚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连想都不敢想的
,

畏惧社会舆论压

力
,

顾虑法律手续繁杂到还其次
,

许多人一想到孩子
,

立即会打消离异的念头
,

这是亲子关

系第一
,

夫妻关系第二
,

亲子关系支配夫妻关系的表现之二
。

当然在中国也不是没有离婚的
。

即便是在婚姻关系
“ 超稳定

” 的封建社会
,

离婚也非偶

然之举
,

但其主要特点是离婚由父母决定
。

《礼记
·

内侧 》 上说
: “
子甚宜其妻

,

父 母 不 说

(悦 )
,

出
。

子不宜其妻
,

父母日
:

是善事我
,

子行夫妇之礼焉
,

没身不衰
。 ” 总之

,

在封建

社会
,

父母不仅包办子女的结婚
,

而且包办子女的离婚
,

是亲子关系第一
,

夫妻关系第二
,

亲子关系支配夫妻关系的表现之三
。

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中有别于西方家庭的特有关系
。

女子婚后不离开公婆便产生了婆媳

关系
。

而婆媳矛盾和冲突又成为普遍现象和规律
。

在婆媳间的代沟
、

利益
、

生活方式等诸

多矛盾之中
,

婆婆以为儿媳夺走了儿子
,

产生的失落感
,

儿媳则以为婆婆对儿子干预过多
,

而心怀不满
,

更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
。

在西方社会子女 自立早
,

对父母依赖程度低
。

他们

在婚前就大多离开了父母
,

各奔前程
,

一旦结婚成立 自己的新家庭与父母牵涉更少
,

家庭关

系很 自然地由纵向转为横向
。

而中国家庭的子女对父母依赖较多
,

父母对子女寄希望也大
,

甚至有些父母视子女为私产
,

对于儿子多事其妻
,

婆婆 自然地产生心理不平衡
,

并多迁怒于

媳妇
,

从而酿成婆媳矛盾和冲突
。

婆媳冲突表明中国家庭关系由纵向向横向转移的艰难
,

是

亲子关系第一
,

夫妻关系第二
,

亲子关系支配夫妻关系的表现之四
。

2
.

亲子关系与兄弟姐妹关系相比
,

亲子第一
,

兄弟姐妹第二
,

兄弟姐妹关系靠亲子关

系支配
。

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项目组编
: 《中国城市家庭》 ,

山东人 民出版社 19 邵年版
,

葺丁3 0 6一 307 页
。

潘允康主编
: 《 中国城市婚烟与家庭》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 8了年版
,

第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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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的次数和频率是社会学用来测量人际关系亲疏与重要程度的指标
。

就一般规律

而言
,

交往的次数越多
,

频率越高
,

表明关系越密切
、

越重要
。

1 9 9 1年春我们在中国天津市九

个市区进行了关于城市居 民生活
、

职业和心理状况的调查
,

共随机抽取样本 1 0 8。个
,

询问了

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 ( 1 9 9 1年 2 月 1 日 ) 前半年内与 自己的父母
、

兄弟姐妹和 已婚子女见面

次数
,

聚会次数
,

以及用电话
、

信件等其他方式联系次数
,

并将有效答案统计如下
:

表 1 被调查者与父母
、

兄弟姐妹及已婚子女交往绷率表

关 系 类 另}:

}
在过去半年内见面次”

…
在过去半年内聚会次数

} 馨鬓蠢尝类昆最票
*氮

件

二二二几卜
一

一
一

羚
一一

- …一:嚣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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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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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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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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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巡一
一

}一一里型生一一
已

一
三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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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脚 , 一卜
一
一兰生一一卜一一卫竺生一孺

’昏
}

一
二里

一卜一巡
-

一 )
-

一
早兰一一卜一一兰塑一一一

、

子 …一三兰
-

一 J
-
一

一二竺

— 卜一
一

兰竺
一

— }
-

-

-
-

一
些卫一 - 一

女

…一
二旦,

一 …
-

一 生 07
-

一卜一一止竺生一卜
一

一一一卫
.

竺生
一一一 -一

1 ( 6 ) 1 2
·

, 2 { 2
·

14 ! 0
·

1 0 9

2
.

3
.

见面
、

聚会
、

其它联系的次数为个案统计均值
,

以
“
O

”

表示没有联系
, .

1
”

表示半年内一
、

二次
, `

2
”

表示每月
一

、

二次
, “
3

”

表示每周一
、

二次
, “

4
”

表示几乎每天一次
, `

5
”

表示住在一起
。

统计均值越大
,

表明交往越密切
。

兄弟姐妹和已婚子女后面的序号表示其排行
。

无情况者视为无效个案
,

不进入统计
。

表 1 显示的统计结果说明纵向交往的频率高于横向交往的频率
,

纵向关系比横向关系密

切
。

纵向关系的密切不仅表现在向上 (事父母 )
,

而且表现在向下 (事已婚子女 )
,

相对而

言
,

横 向 (事兄弟姐妹 ) 较疏
。

如果我们用控制变量的方法实行分组统计
,

即分别以
“ 父母双全 ” 、 “ 父母缺一

” 、 “
父

母双亡 ” 为前提条件
,

统计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频率
,

可 以明显地观察到亲子关系不仅比兄

弟姐妹关系重要
,

而且能支配和决定兄弟姐妹关系
,

见表 2
、

表 3
、

表 4
、

表 5
。

表 2 至表 5 的有关数字表明与父母之间的交往和与兄弟姐妹的交往有密切的关系
, “ 父

母双全 ”
时

,

交往频率最高
, “ 父母双亡 ” 时

,

交往频率最低
, “ 父母缺一

” 时
,

交往频率

居中
,

可见父母关系对兄弟姐妹关系影响很大
。

中国有句成语叫
“
树倒瑚扬散

” ,
`

是说为首

的人一旦去了
,

下属的人立即解散
。

在家庭中父母是为首的
,

父母在时
,

兄弟姐妹联系较密

切
,

父母亡去
,

兄弟姐妹联系较稀疏
,

甚至不相互联系
。

近年来国内关于
“
家庭网

” 的研究

亦证明亲子关系的中心制约作用
。

由父母家庭和已婚子女家庭组成的家庭网是以父母家庭为



表之 移父母双全 ” 时兄弟姐妹文往颇率表

在过去半年内见面次数 在过去半年内聚会次数
在过去半年内用电话

、

信
件等其他方式联系次数

((( 1 ))) .2 68
.

{
.2 0666 0

.

5 999

((( 2 ))) 2
·

6 3 1 2
·

0 555 0
.

5000

((( 3 ))) 2
·

5 3 1 2
·

0111 0
。

5 111

222222222
.

2 4
「

1
.

655555555555((( 4 ))) 2
.

66 2
.

0 000 0
.

4555

((( 5 ))))))))))))) 00000000000
.

5666

((( 6 ))))))))))))))))))))))))))))))) 22222
.

7 666 2
.

0888 0
.

5222

表3
“ 父在母缺

” 时兄弟姐妹交往频率表

信、

数
话次电系联用内式年方半他去其过等件在

关 系 类 别 在过去半年内见面次数 } 在过去半年内聚会次数

一一二…幸
表4

“ 父缺母在
”
对兄弟姐妹交往频率表

关 系 类 别 在过去半年内见面次数 } 在过去半年内聚会次数
在过去半年内用电话

、

信
件等其他方式联系次数

((( 1 ))) 2
.

0222 1
,

4888 0
.

5 555

((( 2 ))) 2
。

0 222 1
.

5 000 0
.

4 444
~~~

一
,

一 一一
占~ ~

一
~一

J

一一`

一
~
,

-
~ ~

, ~ , ,
, ~

叫 ,.
~

.~ `̀

2
.

1 666
1 氏nnn 一

~ , , ~ . . . . ~ ` ~ . ~ ~ ~ .叫~ , ~ ~ ~ ~ . . . , .

一一
一 - 一

一
一一

~ ~ 勺 .

- `

-
. .̀ ...

fff o \\\\\\\ n 月OOO
、、 J 了了了 玉 一

J UUU

_
_ 一

一

土竺一一一 一 ---

((( 4 ))) 2
.

1了了 l
。

5艺艺 0
.

3 555

((( 5 ))) 2
.

3 777 1
.

5222

表 5 “ 父母双亡
”
时兄弟姐妹交往频率表

关关 系 类 别别 在过去半年内见面次数数 在过去半年内聚会次数数 在过去半年内用电话
、

信信
件件件件件等其他方式联系次数数

兄兄兄 ( 1 ))) 1
.

2 111 0
.

8999 0
.

5222

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姐姐姐 ( 2 ))) 1
.

3 222
谧谧

0
.

4555
妹妹妹妹妹 0

.

999999

((((( 3 ))) 1
.

2 333 0
.

9000 0
.

5000

1111111111111111111
.

3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4 ))))) 1
.

0888 0
.

4000

((((( 5 ))) 1
.

6333 1
`

1222 0 2 222

((((( 6 ))))))))))))))))))))))))))))))))))))))))))))))))))))))))))))))))))))))) 2222222
.

t ooo 1
.

4 000 0
.

4 111

注
:
表 2 至表 夕的有关说明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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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交往的
。

一旦因父母死亡等原因
,

原父母家庭不复存在
, “

家庭网
”
立 即解体

。

这些事

实都说明中国家庭关系的纵向性和纵向家庭关系的决定性
。

(二 ) 观念上崇尚孝道
,

崇拜祖先

中国家庭关系的纵向性在观念上则表现为祟尚孝道
,

崇拜祖先
。

孝梯作为一种道德观念
,

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私有制时就逐渐产生了
。

随着我国封建社

会的确立
,

儒家又提出
“
孝感

” 、 “
孝义

” 的新内容
,

把孝佛同天人感应的学说联系起来
,

并且改变了孝佛内容上的对等关系
,

而更强调在下者对在上者的义务和服从
。

可见 “
孝梯

”

的核心是
“
孝

” 。 “
孝

”
道是传统中国社会和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

。

何者为
“
孝

” ? 《论语
:

为政》 : “
孟豁子问孝

。

子 日
: `

无违
, 。 ” 孔子还说

: “ 父

在
,

观其志
; 父段

,

观其行 ;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

可谓孝矣
。 ” ( 《论语

·

学而篇第一 ))) 总

之孝即意味子辈对父辈的绝对服从
。

在传统社会不仅舆论支持
“
孝

” 道
。

法律亦维护
“
孝

” 道
。

中国有句成语叫
“ 光宗耀祖

” ,

也是行
“
孝

” 之表现
。

祭祖和对祖先的崇拜是中国传统

家庭中不可少的事情
,

甚至是压倒一切的事情
。

如果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角度分析
,

可 以认为在中国的家庭中祖先总是压倒神仙的
,

起码也是平起平坐的
,

比如家庭的祭祀活动
,

总是以祖宗的牌位与神仙的牌位并列
,

并供以食品
、

鲜花
、

烧香祝福
,

以乞求家庭得到保护
,

祭

祖莫神合一
。

就连婚姻大事也不例外
。

西方的婚姻在教堂里举行
,

由牧师代表上帝来监督婚姻
,

中国的婚礼则在家里举行
,

除去拜天地外
,

就是拜祖宗
,

拜父母
,

由父母和宗族头面人物监督
。

中国家庭的继替方式也在强调家庭的纵向关系
。

与 日本等国不 同的是中国家庭的两种主

要资源 (权威和财产 ) 的转移规则
,

是长子继承权威
,

诸子平分财产
。

所谓长子继承权威亦

主要表现在领导众兄弟孝顺家长
,

赡养老人和举行各种祭祖仪式
。

(三 ) 功能上以传宗接代为本
,

双向交流

多功能的中国家庭是以生育为首要功能
,

传宗接代为本的
。

生孩子在中国家庭 中被认为至关重要
。 “ 不孝有三

,

无后为大
” ,

断子绝孙被认为是最

大的不孝
。

中国家庭以父系承袭
,

因此关键的是生育男孩
,

有男性接班人
。

生男孩的意义远

远超过使家庭成员鼎盛的生理意义
。

生育上的男女不平等带来了家庭中男女不平等
。

重生育
、

重生男的传统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家庭
。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 1 9 2 6年在上

海就人们结婚成立家庭的目的进行调查
,

所发间卷列了四种看法
:

h 性欲之满足
, 2

.

良善子

女之生产和教育
, 3

.

父母之侍奉
, 4

.

浪漫生活与伴侣
。

经过调查统计
,

以
“

良善子女之生产和

教育
” 的人最多

,

无论男性被调查者还是女性被调查者都是如此
。

① 到了80 年代
, “
传宗接

代
” 、

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做怪
。

根据在鄂南祟阳县进行的关于生育目的

和意义的民意测验
,

在被调查的 3 28 人中认为生孩子是为了传宗接代的 1 39 人
,

占4 2
.

8 3%
。

一

些人生了女儿不算数
,

为了生儿子
,

而生二胎
、

三胎
、

四胎
。

甚至为了生儿子不被罚而弃女

婴
,

杀女婴
。

②

(四 ) 区位距离上的从父居传统

区位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环境与空间距离
,

它常常被用于测量社会距离
。

社会学家费孝

通说
: “ 居处的聚散多少是有关于生活上的亲疏

,

因之
,

空间离距给了我们研究社会联系一

① 参见潘允康著 《家庭让会学》 ,

重庆出版社 19 84 年版
,

第174 页
,

第2胡页
。

② 同上
,

第2 68贝
。



知r车
、

封利

个门径
” 。

① 中国婚姻的从父居传统能从区位距离上表规家庭中纵向父系传统和关系
。

中国的传统婚姻是娶妻嫁女
,

男姓是不离开本家的
,

把外姓女子娶进来
,

成为本性人 ;

女儿则嫁到外家
,

变成外姓人
。

与其说传统婚姻是从夫居
,

不如说从夫家之父居
,

从而产生

了中国特有的家庭模式
:

联合家庭 (父母与多个已婚儿子同居共财 ) 和主干家庭 (父母仅与

一 个 己婚儿子同居共财 )
。

据考察
,

在封建社 会
,

只有少数富人家庭可以维持联合式大家庭

生活
,

多数家庭则取主干家庭模式
,

父母仅留继承人中的一个
,

去其枝叶
,

留其根干
。

至于

儿女婚后
“
独立门户

” 只是在现代社会才时兴的事情
。

根据 1 9 8 2年开始进行的中国五城市家

庭研究
, 1 9 3 7年以前结婚的人婚后第一次居处住在男方父母家的近 60 %

。
②

总之
,

中国的家庭无论从结构
、

功能
、

观念和区位上都是纵向的
,

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

纵向家庭关系是中国家庭关系的本质
。

五乙口二
、

纵向家庭关系和中国的社会结构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

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
,

微观家庭不能不从各个方面对宏观社会

结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下面我们从政治
、

经济和社会等三个主要方面来分别阐述这种

影响和作用
。

(一 ) 纵向家庭关系和中国的政洽结构

中国纵向家庭关系的核心是父系家长制
,

男性家长在家庭中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

具有独裁性和绝对权威性
。

这种封建的家长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结构
。

换句话说封建的君主制就是扩大的封建家长制
。

封建社会的所谓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

是说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不可分割
,

君

臣关系基于父子关系之上
,

是父子关系的扩大
夕
封建家庭中子对父

“
孝

” ,

也被移到社会上

臣对君
“
忠 ” , “

移孝作忠
” 。

《孝经》 中直言不讳地说
: “ 以孝事君则忠

” , “ 君子之事亲

孝
,

故忠可移于君
” 。

这样就把家庭中的
“
孝

”
推衍成以

“ 忠君 ”
为中心的整个封建社会的

伦理和政治
。

李大钊先生在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一文 中指出
“ 君臣关

系的
`

忠
, ” ,

完全是父子关系的
`

孝
,

的放大体
,

因为君主专制制度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

制度的发达体
。 ” ③

历代封建帝王都视天下为自己之
“
家天下

” ,

用某种治家的规则去治理天下
。

帝王被称

为 “ 国父 ” ,

地方行政长官被称为
“

父母官
” ,

而臣民百姓则是
“ 国父 ” 和 “ 父母官

” 的 “ 子

民 ” 。

封建帝王的长子继承制
,

常常引起其他儿子的嫉恨
,

兄弟之争演变为政治斗争
,

政治

斗争带有浓厚的家庭矛盾的色彩
,

是司空见惯的
。

在封建社会中
,

家庭乃至家族
“ 一荣俱荣

,

一损俱损 ” 。 “

夫荣妻贵
” 、 “ 泽被子孙

” 、 “
光宗耀祖

” 和 “ 株连九族
” 、 “

满门抄斩
”

并不

鲜见
,

政治和政治斗争总是和家庭
、

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而其主线与核心是向上儿子对

父亲般的服从与孝忠
,

向下父亲让儿子接班与继承
。

中国家庭的纵向关系不能不对中国的政治国情产生影响
,

它主要表现为纤弱的民 仁意识

和传统
。

在中国封建意识影响是很深的
,

一方面有发展和健全民主生活和制度的问题
,

另
·

费孝通
: 《生育制度劳 纤刀 9页

。

《 中国城
一

市家庭 一五城市家庭调查和资料汇编》 第318 页
。

参见潘允康
: 众家庭让会学 》 第2 1G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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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有民主意识的强化
,

民主热情的激起和民主生活的训练问题
。

不仅有给不给民主和怎

样给的问题
,

还有要不要民主和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
。

它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
,

绝不是

一欲而就的
。

(二 ) 纵向家庭关系和中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的纵向家庭关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结构
,

也必然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
。

这种影响是

多方面的
。

首先
,

中国家庭资源的转移规则既有别于西方的英国
,

也有别于东方的日本
。

家庭资源

有两种
,

一种是权威
,

另一种是财产
。

在中国极重家长权威
。

在一个家庭中父亲在时
,

由父

亲说了算
,

父亲有绝对权威
,

指挥一切
,

众兄弟共同孝顺其父
,

为了 自身的利益
,

却相互猜

嫉
。

父亲死后长子继承权威
,

而不是扩大合作经营
,

横向联系很弱
。

诸子平均分割财产的原

则
,

也不利于家庭财产的集中
,

资本的积累
。

其次
,

现代中国私营企业如果还沿袭家庭的
“

父传子
”

模式
,

势必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

甚

至导致企业的衰落和垮台
。

迄今
“

父传子
”

模式仍然在台湾
、

香港
、

东南亚以及北美的华裔私人

企业中流行着
。

以台湾为例
,

据台湾十分有影响的 《财政月刊》 “ 田霞
”
号透露

,

台湾一些

主要的大型企业的接班人都是创业者的儿子
,

该杂志列举的大型私人企业 99 %都决定由儿子

接班
。

时下
,

这些企业的前途未 卜
。

然而
,

东南亚一些华人私人企业兴衰史 已经证明
,

这种

模式往往传不过三代
。

第一代人凭艰苦创业而成功
,

第二代人还可凭第一代人的经验和威望

守业
,

从第三代人起企业开始衰败
,

甚至崩溃
。

在这种模式下
,

很难找到那种百年不衰的大

型企业
。

甚至传不过两代的也不乏其例
,

最典型的是美国王安电脑公司的兴衰
。

王安是 1 9 8 6

年当里根总统主持美国独立二百年纪念庆典时
,

向美国全国公众公开表扬的十个对美国有卓

越贡献的名人之一
。

在决定退休确定接班人上
,

他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由儿子接班
。

王安

的决定立即引起美国舆论界的大哗
,

在否定
“
父传子

”
模式的西方社会认为王安还是摆脱不

了中国旧传统的
“
中国人

” 。

在其儿子接班后的两年中
,

鼎盛一时的王安公司因经营和管理

不善
,

在激烈的竞争中节节败退
,

陷入困境
,

以至濒临崩溃
。

虽然王安最终不得不强令其儿

子去职
,

另换新马
,

可是许多美国人已经认定
,

它正在挣扎
。

许多研究认为从企业成长的观

点而言
,

传子不传贤确实弊多于利
。

第一
,

企业的家族传统使非家族的企业员工无法深入参

与决策的核心
,

因而缺乏对企业的向心力
。

第二
,

由于决策者都是血缘相近的家族成员
,

其

经历
,

经验与成长过程颇为类似
,

因此
,

在解决问题时如出一辙的盲点不易突破
,

近亲繁殖

的结果
,

使其决策品质相对低下
。

第三
,

不利于在企业内部实行现代科层组织制 的 一 些 原

则
。

可见这种
“ 父传子

”
模式

,

对企业员工心理
,

决策品质与领导风 格 都 产 生较大的负面

影响
。

一些人指出
,

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式的
“
父传子

”
模式是困难的

,

唯一的办法是学习

西方企业的某些作法
,

主要要使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
,

所有权可以亲属系列传 递 和 继

承
,

经营权是不行的
。

(三 ) 纵向家魔关系和中国的其他杜会关系

中国的家本位和人们浓重的家庭观念使得家庭关系不能不在社会关系 中 占据 重要的位

置
,

并对社会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
。

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是亲子关系
,

亲子关系支配

其他家庭关系
,

当然并非说其他家庭关系不重要
。

我们可以从人们对亲属关系的依赖 (亲属

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 ) 和亲属关系的社会影响中来说明这点
。

比如它影响了人们的职业调动
。

迄今为止
,

在中国职业选择是国家组织分配和个人志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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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
,

以国家组织分配为主的
,

因而常有与自己愿望不符之处
。

因此
,

为了变换工作
,

不

少人动用各种关系去达到 目的
。

在天津市 1 9 8 5年进行的第三次千户户卷调查中
,

被调查的 1 0 0 0

人中有 1 96 人坦诚地相告曾经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网帮忙选择职业或调动工作
,

其中找亲属的最

多占6 2
.

3 4%
。

亲属中又以父母长辈为主
,

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次之
。

1 9 9 1年在天津进行的居

民生活
、

职业和心理状况调查中则证实在帮助当事人选择职业者中
,

亲属关系占直接推荐者

的 6 8
.

4%
,

占间接推荐者的 3 9
.

1%
,

比例很高
。

这种情况必然形成亲属网络伸进业缘网络
,

伸进企事业内部
。

1 9 8 6年 9 月 12 日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曾经揭露了某县粮食部门的 83 名

干部中
,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占30 %
,

如果加上用
“

弯头
”

连接起来的关系相连的人
,

竟达 70 %
。

这些人中父亲当局 长
,

儿子是主管会计
,

女儿是现金出纳
,

纪检书记是亲家
,

从而在企业内部

形成了一个严严实实的亲属网
。

此外
,

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也是比比可见的
。

在 1 9 8 5年进行的天

津市第三次户卷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被调查者对于
“
婚姻

” 、 “ 职业
” 、 “ 住房

” 、 “
经济收入

” 、

“
人际关系

” 、 “
家庭

、 ” “

升学
” 、 “ 子女 ”

等各方面的感受和满意度
,

当询间到
“
如果您

遇到上述事件中
`

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件坏事
,

时
, `

是否有人给你帮助和支持
’ ”
时

,

一些人

肯定有人给帮助
,

其中5 2
.

3 8%的人是得到了
“
爱人

” 和 “
亲属

” 的帮助
。

十分有趣的是得到

亲属 (主妥是父母
、

子女 ) 帮助的比例高于得到
“
爱人

”
帮助的比例

,

前者占5 7
.

5 8%
,

后者

占4 2
.

4 2%
, ①这是与西方社会不大相同之处

。

它不仅表现了中国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

而且表

现 了其纵向性
。

总之
,

中国的纵向家庭关系 与中国社会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

系
。

在我们为说明这种联系而列举的实例中
,

有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华裔社区
,

有 以台湾为代表的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社会
,

还有大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

无论其间有多少

差别
,

我们总能从其中发现许多共同点
。

这些共同点不能不与他们有共 同的传统文化
,

特别

是有共同的家庭意识和家庭关系有关
。

当我们讨论中国宏观社会结构时
,

是不能忽略中国的

微观家庭的
。

无论从政治
、

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看
,

中国的纵向家庭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负面较大
,

因此
,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纵向家庭关系的解体和家庭观念的淡化已成为一种需要
。

事实上中国的纵向家庭关系已在解体之中
,

具体表现为家庭正在小型化
,

三代以上同堂

的大家庭正在解体
;
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

,

有超越亲子关系之势 ; 家庭中生育数

量的减少和少生
、

优生观念的逐步形成 ; 以及青年人婚后独居
,

自立门户者增加等等
。

至于

血亲观念的淡化
,

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

然而
,

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
。

历史发展规律

证实
,

与落后生产力相联系的是发达的血缘关系和不发达的业缘关系
,

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

的是不发达的血缘关系和发达的业缘关系
,

在社会走 向现代化之时
,

各种业缘关系的充分发

展
,

将导致家庭关系的松弛和家庭观念 (血亲观念 ) 的淡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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