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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大家庭组织
。

儿子结婚后不离开父母家庭的全家合

住始终是人们的追求与理想
。

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家庭的组成和演变
。

在

中国的历史上
,

农村长期是以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
,

农民生活贫困
,

人 口出生率高死

亡率也高
,

人 口平均寿命短
,

家庭平均人 口仅在 4一 6人之间
。

但是
,

在家庭组织结构上祖

孙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却占有较高的比例
。

据马侠
、

凌仪真 1 9 8 1年对北京
、

福建
、

江苏
、

山

东
、

陕西
、

四川等地农村调查
, 19 4 0年前后

,

家庭结构类型的分布
:
核心家庭占30 %

,

主干

家庭占43 %
,

联合家庭占23 %
。

三代以上同居的扩大家庭占多数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农村社会的变迁
,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

经济
、

政治
、

伦理道德
、

价值观念等变化的影响
,

中国农村家庭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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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7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
,

13 个社

会学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
,

在哈尔滨
、

吉林
、

河北
、

天津
、

山东
、

安徽
、

湖北
、

上海
、

浙江
、

南京
、

四川
、

广西
、

贵州
、

福建 14 个省市进行农村家庭婚姻调查
,

取得有效问卷 7 2 5 8份
。

间卷

资料 已经电子计算机处理
。

关于家庭结构类型变化情况如下表
;

表 1 1 4省市农村家庭结构类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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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夫妻家庭
、

单亲家庭均属于核心家庭范 围
,

都呈现上升趋势
,

三项合计 19 8 6年

占7 3
.

3%
,

比 1 9 7 8年的 6 5
。

4%上升 7
.

9%
,

比 1 9 6 0年前后的 54
.

5%上升 1 8
.

8%
。

主干 家 庭
、

联合家庭处于下降趋势
,

主干家庭 1 9 8 6年比 1 9 7 8年下 降6
.

6%
,

比 19 6 0年前后下降 1 3
.

5% ;

联合家庭 1 9 8 6年仅占1
.

6%
,

比 1 9 7 8年减少 1
.

3%
,

比 1 9 6 0年前后减少 3
.

1%
。

这一调查表明
:

第一
,

核心家庭已是当前中国农村家庭 的主要组织模式 ; 第二
,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类型 日趋

集中于小型化的核心家庭
,

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在减少
,

联合家庭 已所剩无几
。

这就是中国

农村家庭核心化趋势的表现
。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家庭人 口数
、

家庭的代际层次
、

家庭中的夫

妻对数等诸方面对这种趋势进行考察
,

但是家庭类型是家庭的总体模式
,

是家庭人 口
、

代际

.

3 5
.



层次
、

夫妻对数的集中表现
,

考察家庭结构类型的变化即可从总体上反映出家庭组织模式的

发展趋势
。

中国农村家庭核心化趋势的出现
,

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
。

特别是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家庭的生产功能增强
,

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职业流动性加

强的需要
,

为实现家庭经济民主合理安排家庭生活
、

加强家庭的和睦团结及内聚力
,

需要简

化家庭关系
。

但是
,

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发展
,

农村尚未完全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
,

传统的

家庭制度
、

家族观念
、

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等还制约着家庭的发展与变化
。

因而
,

中国农村

家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处于转型期
,

农村家庭的组织模式尚未定型
,

虽然核心家

庭 已占7 3
,

3%
,

是农村家庭结构类型的绝大多数
,

然而这种核心家庭仍处于血亲观念
,

亲属

网络的氛围之中
。

按西方的概念
,

核心家庭的组成对家族和亲属网络依赖性很小
,

受其控制也较弱 ; 新郎

新娘的父母对婚姻很少参与
,

当事人择偶比较自由 , 家庭中重夫妻关系
、

夫妻相互吸引与格
互亲爱

,

同家外发生密切接触的人少
,

一旦家内得不到爱和快乐
,

便失去了维持 的动机
,

因

而离婚率增高 , ① 等等
。

而当前中国农村核心家庭从其组成
、

家庭内部关系
、

同亲属网络的

联系等都具有显著的特点
。

第一
,

婚姻对父母依赖性大
,

择偶不能完全 自由
。

1
.

到 目前为止
,

在中国农民家庭中
,

除特殊情况外
,

子女在结婚前都同父母生活居住

在一起
,

经济不独立
,

婚姻不能完全 自主
。

从观念上说
,

给儿子娶媳妇
,

送姑娘出嫁是为人

父母的人生大事
,

许多农民操劳一生的目标就是解决儿女的婚嫁问题
。

加之传统婚姻习俗的

种种影响
,

农村青年的婚姻择偶及结合过程
,

均受父母及家庭的制约
。

14 省市农村家庭调查

有下列资料
:

这是对调查对象即当家人的婚姻状况统 表 2 婚姻结合途径统计表

计
,

平均年龄 4 0
.

2岁
,

其中一部分是在新中

国成立前结婚 的
。

解放后换亲
、

包办
、

说媒

等封建式的结合方式已大大减少
,

但并未绝

迹
。

在当前
,

农村青年结婚主要是通过亲戚
、

邻里或朋友介绍
,

在表 2 中合计占 6 1
.

6%
。

经人介绍
,

父母认同
,

当事人同意这种半自

主的婚姻结合方式
,

是最基本
、

最普通的方

式
。

据 1 4省市调查
,

当前农村嫁娶区位是
:
同

村占2 3
.

4%
,

同乡占29
.

5%
,

同县占28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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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同外县
、

外省发生婚姻关系的很少
。

因此嫁娶双方在未经介绍人介绍之前都

有些了解
,

但是婚姻当事人只有在订婚之后
,

逢年过节时才可以到对方家中拜访或相约去赶

集
、

看电影等
。

2
.

结婚用费以及婚礼过程主要 由父母操办
。

当前农村结婚有三笔钱男方必须花
:

( 1 )

给女方 的聘金聘礼
,

钱数由 2 千元到 1万元不等
。

此钱主要给新娘购置衣服及耐用消费品等 ;

① 参见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 社会学卷
,

第 146 一 147 页
。

② 在新中国成立前和当前的边远落后山区
,

男子娶妻难
,

有的家庭就将姐妹送到另外有姐妹的家庭互换给兄弟作妻
子

,

以解决娶妻难问题
。



( 2 ) 盖房子
。

随着农民经济收入提高
,

大部分农民结婚都要盖 3 到 5 间的新房
,

用费 3 万

元左右
;

( 3 ) 办婚礼
。

中国农民结婚必须有婚礼仪式
,

据 14 省市调查咒 58 个案中有婚礼仪

式的 68 51
,

占 9 4
.

3%
。

在婚礼仪式中摆酒席的占76
.

1%
。

摆 20 一 50 桌
,

用钱 4 一 5千元
。

这

些花费主要是父母的积累
,

即使经济上已有所收入的青年
,

自己所能提供 的用费也不到 1 3/
。

这就使得青年农民在婚姻上不得不依赖父母和家庭
。

第二
,

婚后第一个居处是与父母同住
。

农村核心家庭大量存在
,

由分家而形成
。

14 省市农村家庭调查婚后第一个住处是
:

独立门户占3 8
.

3%
,

同父母同住占60 %
,

其他

1
.

7%
。

北京大学人 口所 曾毅博士等于 19 8 8年在湖南
、

山西调查已婚妇女从 居 情况如表 3 ;

表 3 初婚时 (公婆仍存活 ) 是否与公婆一起生活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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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调查均表明
,

婚后从夫居仍是
“
从居制

” 的主要模式
,

是中国传统父系家族制度的

反映
。

从夫居从结构上说
,

结婚并不是一个生殖的核心家庭 的出现
,

而是父母家庭的演变与

重新组合
,

一般在子女结婚 2
、

3 年因经济或婆媳不和或第二个儿子要结婚等
。

已婚子女即

分家出去独立门户组成核心家庭
。

分家是中国农村核心家庭占多数的重要原因
,

形成了核心

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使核心家庭在组成过程中就重重地染上了中国传统家

庭的特色
。

第三
,

家庭中亲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
。

核心家庭一般特指夫妻感情处于家庭中的支配地位
,

夫妻是家庭的轴心
。

中国的传统家

庭则是以亲子关系为轴心
,

夫妻感情与亲子之间的关系对家庭的稳定来说
,

后者常常比前者

重要
。

新中国成立后
,

随着妇女经济
、

社会地位及文化素质 的提高
,

情况有所变化
,

但没有

根本的改变
。

1
.

择偶不能按照个人意愿
,

把爱情关系放在首位
。

除上述婚姻结合过程说明此点外
,

14 省市农村家庭调查
,

有关择偶条件有两项调查
:

( 1 )
“
结婚前你对所选对象在个性和能

力 的要求
” 。

列举了
“
会过日子

” 、 “ 勤劳能干
” 、 “

身体健康
” 、 “ 相貌漂亮

”
等 12 项

。

69 34 个样本中
, “

会过 日子
”
占49 : 7 %

, “
勤劳能干

”
占3 3

.

2%
, “

身体健康
”
占1 0

.

1%
,

其余皆在 5 % 以下
。

上述三项合计 占93 %
。

这三项都是以治家理财为根本
,

可见 当前中国农

村青年婚姻的价值取向是成家立业
,

浪漫主义的爱情所占份量不大
。

( 2 )
“
结婚前你对所

选对象在家庭背景方面的要求
” 。

列举了
“ 经济富裕

” 、 “
有知识 才 能

” 、 “
家 庭 关系好

处
” 、 “ 门当户对

”
等 7 项

。
5 6 8 1份样 本

, “ 经济富裕
”
占3 5

.

9%
, “

家 庭关 系 好处
”
占

3理
.

8%
,

两项合计为 80
.

7写
。

将经济关系
、

人际关系放在首位
,

必然冲淡对 夫 妻 感 情的追

求
。

2
.

在当前中国农村婚姻成立的 目的仍以传宗接代
、

养儿防老为根本
。

至今我国亲子间

抚养关系仍是
“
双向责任制

” ,

父母有抚养子女长大成人的责任与义务
,

子女也要赡养父母

及祖父母安度晚年
。

这种
“
反馈模式

” 已载入宪法
。

为实现这种抚养关系
,

在经济不发达
、



社会福利设施很少 的农村主要靠家庭内部实现
,

这就加强了养儿防老的目的
。

14 省市农村家

庭调查有以下两项资料 (见表 4 、

表 5 )
。

两项统计表明
:
靠子女赡养

、

同儿女生活在一块

是农民对老年生活的主要期望
。

因此农村家庭特别重 视生育
,

尤其重视生育能接续
“ 香火 ”

表 4 您认为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老

年人应该依靠什 么生活 表 5 您年老后打算怎样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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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宗接代的男子
。

14 省市农村家庭调查生育意愿 6 7 3 3个样 本
,

愿 意 生 2 个到 4 个小孩的占

8 3
.

3%
,

愿意生 1 个的只 占5
.

8%
,

不愿生育的没有
。

这是计划生育 政 策在农村执行时遇到

许多困难的重要原因
。

以繁衍后代
、

养儿防老为目的组成的家庭亲子关系必然重于夫妻关系
。

当前中国农村家

庭
,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
,

夫妻间平等合作
,

互尊互爱的情况日益发展
。

但并没有

根本改变重生育重亲子关系的状况
,

家庭仍是
“
事业集团

” ,

首先考虑的是家庭生活
,

是生

儿养女的事业
。

夫妻之间不只是讲感情
,

而且重义务
,

是感情与义务的统一
,

甚至义务重于

感情
。

在农民看来
,

夫妻能相互配合
,

不吵架
,

会过 日子
,

儿女满堂
,

即是幸福家庭
。

这样

一些思想观念又成为家庭一成立便非常稳固的基础
。

在农村离婚率很低
,

14 省市农村家庭调

查 7 1 9 2个案婚姻状况是
:
未婚占 5

。
3% ; 已婚 8 9

.

7% ;
_

丧偶再婚 0
.

9%
,

丧偶未 再婚 2
.

9% ;

离婚再婚 0
.

7% ;
离婚未再婚 0

.

5%
。

有离婚记录的合计为90 人
,

占1
.

2 %
。

第四
,

核心家庭处于强大的亲属网络之中
。

中国农村核心家庭 由于其组成过程的特殊性及家庭中重亲子关系等特点
,

使得这种核心

家庭同其他家庭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

形成了强大的亲属网络
。

1
.

母子家庭
。

中国在施行计划生育之前
,

农村多子女家庭占多数
。

在 以小农经济为主

体的农村中多数父母只能同一个已婚子女或同未婚子 女生 活 居住在一起组成主干或核心家

庭
。

我们称其为母家庭 ; 其他 已婚子女则分出去组成核心家庭
,

为子家庭
。

母家庭是干
,

子

家庭是枝
,

枝从干生
,

枝比干繁茂
。

这是核心家庭数量高的重要原因
。

中国是家族 观 念 和

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很深的民族
。

在
“ 反馈模式

” 的传统下赡老抚幼已成为中国人民传统的义

务和美德
。

在农民家庭中父母不仅要抚育子女成人
,

帮助子女娶妻生子
,

成家立业
,

而且在

子女分家出去后仍尽所能给予帮助和支持 , 子女要赡养老人不仅是法律的规定
,

而且是尽人

子之职的义务
。

分家出去的子家庭一般都承担对母家庭的赡养义务
,

有的在分家时就作了明

文规定
。

目前农村中赡养方法有
:

( 1 ) 子家庭负责耕种父母的责任田
,

将收成所得交给父

母家庭 ; ( 2 ) 按年或按季给父母钱或粮食等实物 , ( 3 ) 帮助做父母承担不了的重体力劳

动活 ; ( 4 ) 在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时
,

请父母回家吃饭或合住在一起
。

母子家庭之间无论是



经济上
、

生活上
、

感情上都有着 十分密切的联系
。

2
.

兄弟姊妹家庭
。

在兄弟姐妹都成婚组成核心家庭后
,

其间的横向联系也十分紧密
。

据

14 省市农村家庭调查
,

在本村有 同父家庭的 6 0 5 7户
,

占调查总数 7 2 5 8户的 8 3
.

4 %
。

在问及经

常同谁家来往时
:
同兄弟姊妹家庭在劳动力互助上占3 9

.

2% ;
在生产资金互助上占 32

.

1% ,

在家务劳动上 占2 6
.

5%
。

3
.

同宗同族的亲属
。

中国农民在长期安土重迁的思想影响下
,

加之户籍管理的约束
,

大部分农村人口流动性很小
。

人 口增长
、

户数增加都在本村内安排
。

1 9 8 6年我们在河北省定

县八里店村调查
: 1 9 4 9年全村仅 7 00 多 口人

,

不 到2 00 户家庭
,

到 1 9 8 5年
,

全村人 口达 1 8 4 3人
,

39 8户
,

而这期间由外地迁入本村的有 4 户
。

这种本村繁殖的结果是亲属关系的增强
。

据 14 省

市农村家庭调查
,

一个核心家庭在本村中平均有同父辈家庭 2 户
,

同祖父辈家庭 2 户
,

同曾

祖父辈家庭 5 户
,

同高祖父辈家庭 5 户
,

同子侄辈家庭 2 户
。

在本村中无亲属的核心家庭基

本不存在
。

4
.

姻亲关系
。

随着妇女经济
、

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

很大变化
。

许多农村妇女不仅抚育子女操持家务
,

而且是农业生产和治家理财的主力
。

据八

里店村调查
, 1 9 8 5年有 60 一 70 % 的男劳力都做合同工或临时工

,

耕种承包土地的主要是妇女
,

一个妇女耕种 4 亩多地
,

除完成公粮和 口粮任务外
,

仅种蔬莱一项
,

年收入在 4 千元左右
,

比在外做工的丈夫收入还多
。

因此农村中不仅同妻子父母 同住的家庭有所增加
,

而且有的核

心家庭同妻子亲属 (姻亲 ) 的往来还更多更密切些
。

中国已经由只重血亲关系向血亲
、

姻亲

关系的双系并重方向发展
。

上述这些纷繁的亲属关系
,

在血亲观念
、

宗族观念等影响下
,

编织成强大的亲属网络
。

而且农村住房分布多数是
:
不仅母子家庭

、

兄弟家庭住房连接在一起
,

而且前后院
,

东西院
,

甚至邻近一片居住的都是同宗同族同姓的亲属
。

这就使得已经独立 门户的核心家庭
,

虽然吃

住都是单独的
,

经济独立核算
,

但仍然似乎是生活在大家庭之中
。

一些家庭内部关系
,

如婆

媳
、

灿理
、

姑嫂
、

叔嫂等关系
,

也都体现在亲属网络之中并起着重要作用
。

不少人虽然建立

了自己的核心家庭
,

而 同父母
、

兄弟姊妹
,

甚至其他亲属在心理上
、

感情上
“ 我们是一家

”

的观念并没消失
。

因而
,

中国农村核心家庭并不孤立
,

任何时候
、

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可凭借

的力量
,

同时核心家庭也受到亲属网络的制约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农村经济发生

很大变化
,

职业流动性增强
,

不少农民投入工业
、

商业市场
,

但是大部分农民是离上不离乡
,

他们的家仍然是在原来的村子里
,

在父母和兄弟姐妹身旁
。

无论是作为亲属还是作为邻里
,

亲属网络内的家庭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容忽视的
。

综上所述
,

一些调查表明中国农村核心家庭已占绝大多数
,

出现了农村家庭核心化的趋

势
。

然而
,

中国农村的核心家庭却具有其独特的显著 的特征
。

只有认真研究分析这些特征
,

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家庭
,

看到它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