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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
,

调查了 34 位离婚者离婚的原因
、

过程
、

后果以及观

念
,

从而对目前的离婚现象进行了基本的描述
。

通过调查
,

作者归纳 出离婚的主要

原因在于
: 婚姻基础不好

、

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
、

性格不合以及性 生 活 不 和

谐
。

离婚对 当事人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
,

对子女的影响亦然
。

多数人的

离婚观念属于新旧杂揉的过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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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是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解体
,

它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痛苦
,

有时甚至达到渗烈的

程度
。

而无爱的婚姻与不和谐的家庭生活给人带来的痛苦往往并不弱于离婚的痛苦
,

有时甚

至更加惨烈
。

近现代历史表明
,

离婚率将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提高而增长
,

也就是说
,

一个

社会要现代化
,

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种痛苦
。

因此有必要对离婚现象加以研究
。

本项研究旨在了解离婚现象的原因
、

过程
、

后果及 人们对离婚所持的观念
。

关于离婚的

文字虽然不少
,

但严格意义
一

L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多见
,

即使是采用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也多为

间卷方法
,

缺乏对离婚现象的近距离观察
。

本文即试图用社会学个案深入访谈的方法对离婚

现象作一番切近的观察和研究
。

由于离婚者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小
,

我们放弃了随机抽样的方法
,

而采用非随机抽样

的方法
。

具体作法是
:
首先在报刊上刊登广告

,

征集离婚者自愿参加调查
,

然后用深入 i方谈

的形式进行调查
。

广告登在 《北京晚报》 上
,

34 名接受调查的离婚者中除一名系外地借调在

京工作人员之外
,

均为非京市居民
。

对每位调查对象的访谈时间最少三个小 时
,

多 者 长达

十几个小时
,

一般四个小时左右
。

必须强调指出的一个间题是
:
这种由自愿参加者构成的祥

本有可能带有某种系统偏差
,

因而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推论到任何总体
。

笔者的 目的如前所

述
,

是为了对离婚现象作一番近距离的观察
,

以获得对这一现象基本状况的了解
。

(一 ) 离婚原因

调查发现
,

导致离婚的几个主要原因依次为
:

( 1 ) 婚姻基础不好 ( 4 1
.

9% ) , ( 2 )

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 ( 3 5
.

7% ) , ( 3 ) 性格不合 ( 34
.

6% ) ; ( 4 ) 性生 活 不 和 谐

( 3 4
.

4% )
。

多数离婚者的离婚原因并不限于一项
,

而往往是多因的
,

即每一个案的离婚原

因可能不只是上述四项中的一项
。

所谓婚姻基础不好是指婚姻并非双方充分自愿和自由恋爱的结果
,

而是或迫于家庭
、

社

会压力勉强凑合
,

或权衡利弊得失草率成婚
,

或为结婚而结婚 (
“
男大 当婚

,

女大当嫁
”

)
。

例 1 : 一女性离婚者婚前从未对异性感过兴趣
,

也从未产生过结婚愿望
,

但见周围适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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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都结了婚
,

只剩她自己
,

深恐再不结婚将被视为怪异
,

违心地找对象
、

谈
“
恋爱

” ,

匆忙成婚
。

面对不情愿的既成婚姻
,

她在新婚之夜便以泪洗面
。

例 2 : 一女性离婚者婚前与其夫相识四年
,

并不相爱
,

但因
“ 恋爱关系

” 已定
,

且同事

亲友都已知道
,

怕再改变
“
跟对方说不出口

,

跟大家也无法交待
” ,

于是结婚
。

婚后终

日盼望丈夫出差不归
,

形同路 人
。

例 8
:

一离婚者因未能与情投意合的恋人结合
,

自己又
“
不能没有个家

” ,

遂与别人草

率成婚
,

婚后 气合中一直抹不掉恋人的影子 ” ,

而且与配偶既无共同的房屋财产
,

也无

共同语言
,

甚至连性生活也没有
。

婚姻持续两年
,

离异时女方仍为处女
。

例 4 :
一离婚者在并未下决心与女友结婚的情况下

,

因单位分房
, “

今天登记明天就可

分房
,

不登记则连正住着的集体宿舍都可能保不住
” ,

匆忙登记结婚
。

结果 房 子 分 到

了
,

女儿也出生了
,

两人却终于分手
,

不带孩子的一方不得不重新搬回集体宿舍
。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
,

在当事人年龄为 40 岁以上的离婚案中
,

婚姻基础往往带有明显的时

代特征和政治色彩
,

而年轻人的离婚案则个性色彩较浓
。

例 5 :

一位 4 2岁女性离婚者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

文革中其父挨整
,

家被抄
。

一出

身工人家庭的男同学同情她的遭遇
,

将被红卫兵抄走的部分物品偷出归还她家
。

她为报

恩与男方结婚
。

但由于出身
、

经历
、

教养的不同
,

婚后缺少共同语言
,

在有了两个孩子

的情况下仍不得不离异
。

例
一

6 :
一位44 岁离婚者因其父为历史反革命

,
文革初期全家即被遣送兴凯湖劳改农场

,

因生活所迫与一劳改犯结婚
,

后终离异
。

在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下
,

有些感情细腻的人故意去找
“
大老粗

” ,

借以改 变 自 己 的

“
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情调

” , 有些
“
出身不好

” 的人设法与
“
出身好

” 的人结婚以改变本人

和子女的阶级地位
。

例 了
:

一离婚者遵从父亲
“
找对象一定要找出身好且各方面条件不如自己的人

,

以免受

气
”
的临终遗嘱作为择偶标准

,
酿成 3 日后的离婚悲剧

。

人们为什么会在婚姻基础不好
、

甚至根本没有结婚意愿的情况下勉强凑合
、

草 率 成 婚

呢 ? 除去当事人个人原因外
,

强大而统一的社会规范无疑起着极大的作用
。

在中国
,

到了
“
岁

数
”
不结婚是违反一般行为规范的

,

不仅会被视为怪异
,

而且会在实际利益上受到损害
,

如

住房
、

入党
、

提拔
、

使用 (据说不派未婚女性到国外工作是某些涉外单位的不成文规定 ) 等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一位男性离婚者愤慈地说
: “

在中国
,

不结婚就得不到人权 ! ”

因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而离婚的我们称为
“
过失离婚

” 。

所谓过失
,

既包括通奸
、

外遇
,

也包括一方与第三者有一般异性接触而为配偶所不容者
。

例 8
:

一离婚者称
,

其夫与第三者拼居达五
、

六年之久
,

既不回家
,

也不给孩子生活费
,

以致六
、

七岁的儿子儿乎记不起父亲的模样
。

例 9 :
一离婚者说

, “
我与丈夫分手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决定的

。

我们婚后刚生下

孩子
,

他就开始有了外遇
。

他根本不管孩子
,

星期天也不着家
, ·

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
,

找情人约会谈情说爱
,

一好就是一两年
。

等人家结婚了
,

他很快又认识一个新的
,

又是

一两年
。

就这样先后三次外遇
,

无论如何表示痛悔也改不了
,

我只好带着孩 子 单 独 生

活
,

让他接着去作那无休无止的浪漫感情游戏吧 ! ”

在调查中
,
上述典型的确有证据的通奸和外遇只是少数

,

多数是由对配偶的一般婚外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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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触产生猜忌开始
,

使夫妻关系蒙上阴影
。

双方的神经都过于敏感
,

理解宽容程度过低
。

例 1 0
:

一男性离婚者因听说其妻在单位宣称准备离婚而怀疑妻子有了外遇
,

导致 1 5年婚

姻的破裂
。

实际情况是
,

其妻对单位以男方为主的分房条件不满
,

便假称准备离婚
,

意

思是
“
看你还拿什么理由不给我分房

” 。

有多事者传了闲话
,

加之作丈夫的一向唯恐失

去漂亮的妻子
,

无端的盘问猜疑使妻子难以承受
。

直到离婚后丈夫才蟠然悔悟
,

妻子却

因离婚过程中挨过丈夫的拳脚而心灰意冷
,

执意不 肯复婚
。

例 1 1
:

一男性离婚者与单位一年轻女性在暗房里冲洗照片
,

妻子知道后无端指责并告领

导
,

婚姻从此产生裂痕
,

冲突愈演愈烈
,

终致离婚
。

性格不合是导致离婚的又一主要原因
。

此类离婚者一般都承认对方是好 灰
,

也无外遇
,

但就是合不来
。

有的是一方喜欢清静
,

另一方却偏偏喜欢热闹 ; 有的是一方喜欢干净整洁
,

另一方却觉得过于整洁会减少小家庭亲切随意的气氛
,

等等
。

例 1 2 : 一位离婚者说
, “

我与丈夫拥抱接吻他总觉得害羞
、

浪费时间
。

有时我做好一桌

菜叫他来吃
,

他却说何必费这么大劲
,

熬一锅粥也照样吃
。 ”

例 1 3 : 一男性离婚者酷爱大 自然
,

热衷于采集蝴蝶标本
,

妻子缺乏共同的志趣爱好
,

受

不了丈夫一心扑在蝴蝶上冷落了自己
,

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导致离婚
。

例 1 4
:

一离婚者这样叙述他们的分手
: “

我与丈夫认识 10 年
,

自由恋爱 5 年后结婚
。

双

方都是大学毕业
,

又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

彼此非常相爱
,

性生活也很和谐
。

但有时

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互相不适应
,

哪里不适应也说不清
。

经常互相发脾气刺激对方
,

或赌

气谁也不理谁
,

然后再和好
。

和好后好象爱得更深了
,

又好像总也抹不掉互相刺激时的

阴影
,

觉得更伤心了
,

于是又闹别扭
,

争吵赌气
·

,’ … 冷静下来想一想
,

什么 隔 阂 也 没

有
,

久而久之却又分明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感情裂痕
,

再也提不起情绪
,

连吵架赌气的情

绪也没有了
,

终于平静友好却又极其痛苦地分了手
。

直到现在想起来仍像是一场梦
。 ”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

性生活不和谐是不大能说得出口的理由
,

因此被调查者在这个问题

上往往闪烁其词
。

样本中对夫妻性生活表示满意者仅占1 0
.

1%
,

感到不和谐者占34
.

5%
,

感

觉一般者占3 7
.

7%
,

其余对此持回避态度
。

例 15 : 一女性离婚者因丈夫性机能亢进难以承受而提出离婚
。

例 1 6
:

一男性离婚者因突发阳萎
,

多次求医不果
,

其妻提出离婚
。

例 1了
:

一女性离婚者结婚 6 年
,

对性生活从最初的缺乏兴趣到反感以致不堪忍受
,

一听

丈夫出差要回家神经就开始紧张
。

例 1 8
:

一男性离婚者说
, “ 新婚之夜初次性交时妻子就痛哭不已

,

随后十几天什么也不

说
,

更不让我碰她
,

以后的性生活始终缺乏激情
,

说不出的乏味
、

别扭
、

不和谐
,

直至

离婚
。 ”

例 1 9: 一女性离婚者在怀孕前与丈夫十分相爱
,

性生活也和谐甜蜜
,

怀孕后怕影响胎儿

发育即完全中断了性生活
。

孩子生下后因辛苦劳累对此事兴趣不大
,

后来竟发展到厌恶

反感
,

于是与丈夫签订
“
合同

”

— 每月初日过性生活
,

其他时间一概不接受
。

双方立

下字据
,

签字划押
。

此后一到每月第一天
,

丈夫就又是洗澡更衣
,

又是打酒买肉
,

如同

过节一般高兴
。

即使这每月一次的性生活
,

女方也纯是应付
,

好像受难
,

终致双方离异
。

除上述四项之外的离婚原因还有
:

无法解决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矛盾 , 一方不想要孩子
;

恶疾 ; 妻子婚前失身 ; 配偶出国等等
。



(二 ) 离婚过程

在样本中
,

首先提出离婚且对离婚态度更坚决的一方为女性的占5 8
.

3%
,

为 男 性伪 占
2 6

.

2%
,

双方同时提出且态度同样坚决的占1 5
.

5%
。

婚姻维持时间最 比的 31 年
,

最短 的 半

年
,

中位值是 9
.

5年
。

从开始提出离婚到离成婚
,

最长的 18 年
,

最短的一个月
,

中位 值 是 1

年
。

离婚前有过分居经历的占8 8
.

4%
,

分居时间最长的 7 年
,

最短的两个月
,

中 位 值 是 2

年
。

对
“ 准备离婚时与哪些人商量过

”
这一问题

,

回答
“
自己作 主

,

没 找 人 商 量 ” 的 占

5 9
.

。%
,

其次为家人 ( 3 3
.

8% ) 和朋友 ( 12
.

4% )
。

离婚过程中与配偶商谈最多的间题依次

为:
感情 ( 5 5

.

5% )
,

孩子 ( 3 7
.

1% )
,

房子 ( 2 6
.

9% ) 和财产 ( 1 8
.

5% )
。

最终能在上述

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占88 %
,

不能达成协议的占12 %
。

离婚过程无疑是个痛苦的过程
。

在回答
“
离婚之前

、

离婚过程中和离婚之后这三个阶段

中在哪个阶段最感孤独
、

最影响健康和工作情绪
”
这个问题时

,

65 %的人认为是在
“
离婚过

程中
” 。

由于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极度痛苦和不理智
,

对配偶由爱生怨或生恨者有之
,

采取报复行为者有之
。

女性往往采取破坏对方名誉的手段
,

而男性则往往以暴力相威胁
。

关于未成年子女的归属间题
,

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双方一般各得一个或两个
,

但也有一方

(往往是男方 ) 得不到子女的
。

例 1 : 一男性离婚者希望得到两个儿子中的一个
,

但 15 岁和 10 岁的两个孩子均明确选择

跟母亲
。

独生子女家庭女方得到孩子的比例高达 90 %以上
,

且多数是双方同意的
。

离婚过程中为

子女归属间题发生剧烈冲突的在样本中并不多见
。

对
“
未得到子女的一方能否看 望 孩 子 及

多长时间可以看一次孩子
” 的问题

,

回答可随时自由看望的占37
.

5% ; 二周至半年一次的 占

1 8
.

7% ; 有 25 %的离婚者因害怕影响子女与继父母的关系
,

害怕打乱孩子内心的平静
,

或想

让孩子尽量忘掉自己以及不想看望等理由而不看望孩子 ; 尚有 6
.

1%的离婚者 看 不到孩子
。

例 2 : 一女性离婚者因离婚后调往异地工作而基本上无法与孩子见面
。

例 3 : 一女性离婚者在孩子 18 岁前不准前夫看望
,

理由是以此惩罚因外遇导致家庭破裂

的前配偶
。

未得到子女的一方每月 (或每季度
、

每年及一次性 ) 按时付抚养费的占9 3
.

3%
,

其数额

最多为每月 70 元
,

最少 17 元
,

平均 30 元左右
。

但他们付出的实际数额往往高于离婚协议或法

院判决时的规定
,

最高可达每月 1 00 元
,

平均 40 元左右
。

一般是付费一方自愿这样做的
。

在财产的分割上
,

样本中有 36 %的人认为这不是重要间题
,

不愿斤斤计较而 愿 作 出 让

步
。

28 %的人甚至表示随对方挑选或只带走自己简单的衣物
。

其中多数是因孩子归了对方而

不争甚至不要财产的
。

还有一些人或因自己一方外遇造成离婚
,

心里有负疚感 ; 或因系主动

提出离婚的一方
,

只求能遂愿而别无他求 , 或有过失
,

被对方
“
扫地出门

” 。

样本中认为财

产分割合理的占4 3
.

4%
,

不合理的 占1 7
.

4%
,

无所谓的占3 9
.

2%
。

离婚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住房间题
。

在住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
,

离婚后一方往

往失去住房
,

或住父母家中
,

或住集体宿舍
,

还有人无固定住处
,

被戏称为
“ 马路天使

” ,

在亲友处借宿
。

例 4 : 一女性离婚者因无房而不得不放弃子女抚养权
,

以致对方再婚后孩子得不到良好

照顾
,

自己也无法要回
。

离婚过程中
,

当事人有时还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干预
,

其中包括双方家长
、

亲友及同事的



各种反应
。

从我们的样本着
,

除一方有通奸或外遇提出离婚
,

另一方坚决不同意 离 的 情况

外
,

行政领导
、

家长亲友及社会舆论强烈干预离婚事件的情况已不多见
。

对离婚当事人的行

动更为理解的多为朋友
,

而不是家人
。

(三 ) 离婚后果

离婚后果包括离婚对当事人精神状况
、

身体状况
、

经济状况的影响
,

以及对孩子心理
、

抚养
、

教育等方面的影响
。

当事人对离婚总的感觉有
:

认为离对了
、

必须离并有轻松感
、

解脱感 ( 5 4
.

5% ) ; 认为

不是好事但面对现实别无选择 ( 3 6
.

3% ) ; 认为自己倒无所谓但对孩子不好 ( 22
.

7% ) ; 认

为不该离
、

离了不好 ( 9
.

1% ) ; 等等
。

多数人在离婚后有孤独感 ( 69
.

1% )
。

例 1 ; 一女性离婚者说
, “

离婚后的家就象一片废墟
” 。

例 2 :
一男性离婚者说

,

t’3 1年的夫妻一朝分手
,

过去的生活就如 同是一场梦
。

自己硬

挺着
,

精神尚未失常
,

已是勉为其难
。 ”

将近半数的离婚者没有一个可说心里话的朋友圈子
,

更使其孤独难以排遣
。

离婚后无孤

独感的在样本中占3 0
.

9%
。

例 3 :

一女性离婚 者说 自己从原来两人终 日缠绕不清的感情痛苦和烦恼中解 脱 出 来
,

,’0 良界开阔 了
,

对生活的理解也加深了
。 ”

例 4 :

一男性离婚者说
,

离婚后自己懂得了许多人生道理
,

好象一下 子就成熟了
。

无论

在工作学习还是业余活动中都更加坚强和 自信了
。

离婚者是否较快地摆脱了离婚所造成的感情痛 苦可从对前配偶的感觉上反映出来
。

样本

中对前配偶感到憎恨
、

厌恶
、

反感的占36 %
,

怀恋
、

思念的 占 4 %
,

一般友好的 占16 %
,

冷

漠
、

无所谓的占28 %
,

有又恨又想又悔等矛盾心理的占16 %
。

换言之
,

有 56 %的离婚者对前

配偶仍难以释怀
,

不能摆脱感情的折磨
。

离婚者还要面对周围的舆论
。

在回答
“
别人对你离婚的看法

”
这一问题时

, 7 6
.

1%的人

认为自己处于猜疑
、

议论和讥讽之中
,

感到有压力
。

如
“
人们对我有千奇百怪的 看 法 和猜

疑
” , “

看法不好了
” , “

认为离了婚的女人就像犯了罪
” , “

不理解
、

莫名其妙
” , “

看

我的眼光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 “ 有可怜的
、

同情的
,

还有幸灾乐祸的
” , “

怀疑我生理有

缺陷
,

被当成谈资笑料
”
等等

。

例 5
:

一男性离婚者说自己
“
被那些给大女们介绍对象的人包围着

,

被周围所有的目光

紧盯着
,

仿佛去谁家都是要把人家老婆抢走似的
” ,

以致好几次动了复婚以摆脱这
.

种尴

尬处境的念头
。

关于健康状况的变化
,

认为离婚后比离婚前好的占3 3
.

3%
,

恶化的占1 9
.

1%
,

无变
.

化的

占4 7
.

6%
。

关于经济状况的变化
,

认为离婚后比离婚前好的占36 %
,

恶化的占36 %
,

无变化

的 占2 8%
。

离婚后有再婚意向的占55
.

1%
,

无再婚意向的 3 1
.

9%
,

.

准备复婚的 7
.

1%
,

其余 的 人回

避了这一间题
。

到我们调查时已再婚者占16
.

3%
,

未再婚者 73
.

7%
。

再婚后感觉 幸福 的 占

7 4
.

8%
,

不幸福的 2 5
.

2 %
。

有再婚意向者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接触人的机会太少
,

缺少可

供他们与人沟通
、

重新选择的渠道
。

例 6 : 一位高级工程师说
, “

我是搞技术的
,

平时很少接触人
。

我想再婚
,

也不相信那

么多的离婚女性中就没有愿与我接触交往的人
,

但苦于没有渠道结识她们
,

又实在不愿



去婚姻介绍所
,

结果落到一筹莫展的境地
。 ”

例 了 : 一女性离婚者说
, “ 想再婚可机会太少

。

好不容易人家给介绍一个
,

一见面第一

句话就是互相间
`

你怎么离婚的
’ ,

各自叙述一遍
,

就像第二次开庭
,

使人很难进入角

色
。 ”

离婚中受害最深的是孩子
。

样本中只有一位女性离婚者报告说离婚对孩子是有利的
。

例 8 :

她说
, “

离婚后孩子们从不堪忍受的家庭气氛中得到解脱
,

两个儿子先后考上了

大学
。

若不离婚
,

他们恐怕都得得精神病
。 ”

样本中其余所有的离婚者都认为离婚对孩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弥补的伤害
。

首先是孩子

因父母离异一事所造成的心灵创伤
,

其次是失去父爱或母爱
,

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使孩子觉

得丢人
、

抬不起头
。

不少离婚者反映离婚后
“
孩子脾气变坏了

” , “
性格变得忧郁

、

内向
、

孤僻
,

不愿说心里话
” , “

功课下降
、

心理波动
、

常常发呆
” ,

离婚
“
使孩子早熟

” ,

为讨

离异后的父母双方的喜欢而变成
“
小两面派

”
等等

。

例 9 : 一女性离婚者去外地看望跟随前夫生活的女儿
,

因离婚时孩子尚小
,

儿年不见母

女俩已互不认识
。

她们在别人指点下相认时
,

女儿由于受到强烈刺激
,

只喊了一声
“
妈

妈
”
就晕倒了

。

例 1 0
:

一女性离婚者说
,

她 5 岁的儿子因见不到爸爸
,

凡面值伍圆的人民币都不让花
,

收藏起来
,

因那票面上有一戴鸭舌帽手拿钢钎的炼钢工人形象
,

孩子固执地认为那就是

他的父亲
。

、

例 1 1 : 一男性离婚者说
,

过去整天淘气不着家的孩子在失去妈妈后不愿去公园
,

说
“
没

妈妈领着的孩子会被人笑话
” 。

例 12
:

一男性离婚者说
,

小女儿有一次突然间他
: “

妈妈是好人还是坏人? 为什么别人

说妈妈是流氓? ”
使父亲无法回答

。

此后凡再提到妈妈
,

小女儿一概不吭声
。

(四 ) 离婚观念

调查还涉及离婚观念问题
。

调查对象在如何看待离婚的间题上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

即

现代型
、

传统型和过渡型 (介于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 )
。

现代型观念对离婚持开放态度
,

认为离婚与结婚一样
,

既是自由的
,

更是正常的
。

例 1 : 一男性离婚者说
, “ 既然我们婚后彼此觉得不甚理想

,

为什么不可以再重新选择

一次呢 ? ”
他们只用了一个月就办好了协议离婚手续

。

孩子
、

房子及财产的归属与分割

也异常顺利
。

离婚后不久前妻即再婚
,

婚后生活幸福
。

男方边工作边学习
,

热衷于社会

活动
,

生活也很充实
。

例 2 : 一女性离婚者在与丈夫分手时
,

又双双来到婚前谈恋爱常去的公园
,

重温相恋时

的情景
,

彼此祝愿对方重新获得幸福
。

办完协议离婚手续的当天
,

两人还在 一 起 吃 了

饭
。

以后逢年过节
,

都互赠贺卡
,

彼此都在心里保留着对对方美好的回忆
。

例 3 : 一男性离婚者与妻子感情很好
,

妻子出国求学期间
,

他在精神物质两方面均给其

极大帮助
。

当对方突然提出离婚时
,

周围的人都很气愤
,

有主张拖着不离惩罚对方的 ;

有主张让对方设法将他办出国再离婚的 ; 还有主张索要经济赔偿的
。

但他在别无选择的

情况下
,

正视现实
,

很快与对方办了离婚手续
。

他认为索要赔偿及要求将自己办出国会

有损自己的人格
,

也会袭读过去的纯真恋情
。

此外
, “ 长痛不如短痛

,

否则两败俱伤
,

对谁都不利
。 ”

离婚后最初半个月他异常痛苦
,

健康状况明显下降
。

他告诫自己不能垮



下去
,

于是从病床上爬起来
,

走向运动场
,

多方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
,

很快便从极度痛

苦中摆脱出来
,

并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

再婚后感到非常幸福
。

例 4
:

一位女性离婚者说
, “ 我离婚是因为丈夫有外遇

,

第三者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

而且是男方起诉离婚的
。

当法院通知我说准备驳回男方起诉时
,

我说已经这样就不要再

驳回
,

请直接给我们办手续吧
。

因为我想我不是旧式妇女
,

我有工资收入
,

完全可 以活

下去
,

活得更好
,

同时把孩子带好
。

离婚后有一次为别的事与同事发生争执
,

同事骂我

缺德
,

说
`
不缺德怎会离婚

’ ,

我当时理直气壮地把她驳得哑口无言
,

从此再也没人敢

说三道四了
。

现我已重新找到理想的爱人
,

他不仅爱我
,

而且非常疼爱孩子
。

我对他还

是那句话
:

合则聚
,

不合则散
,

只要说清楚
,

分手还是朋友
,

绝不互相怨怪对方
。 ”

第二类离婚者的观念属于传统型
,

他们或认为离婚是大逆不道
、

有违祖训
,

或觉得离婚

丢人现眼
,

无法做人
,

尤其是一些女性离婚者
,

以秦香莲自居
,

到处喊冤叫屈
,

要求组织领

导出面千涉
,

借助社会舆论搞坏对方名誉
。

例 5 :
一男性离婚者说

, “
我妻子虽是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党员

,

但在婚姻问题上从一而

终的观念却十分浓厚
。

我提出和她离婚后
,

她一方面到处说我们感情如何如何好
,

另一

方面对我采取各种控制手段
,

还动手打我
,

并说打我是因为爱我
,

怕我跑了
。 ”

例 6 : 一女性离婚者在丈夫公开与第三者拼居多年的情况下仍不肯离婚
,

直到自己年近

半百才在子女的劝说下与丈夫分手
。

例 7 :

一男性离婚者在妻子提出离婚后对她说
: “

我没搞野女人
,

你也没搞野男人
,

为

什么要离婚 ? 怎么能离婚 ? 要想离婚只有一条路
,

就是你去搞破鞋
,

回来我二话不说
,

马上跟你办手续
。 ” 于是

,

在女方始终也不曾到外边
“
搞破鞋

” 的情况下
,

他们的离婚

整整拖了 17 年
。

在离婚观念上属过渡型者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
。

这类离婚者大都认为夫妻之间过不来应

当分手
,

但考虑到孩子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

又往往犹豫不决
。

例 8 :
一女性离婚者说

,

我不爱 自己的丈夫
,

要是没孩子早就离了
。

但为了孩子有个哪

怕只是名义上的父亲
,

我什么都可以牺牲
,

所以我不想离婚
。

对孩子来说
,

无论如何总

是
“
原爹原妈

”
好

。

例 9 :
一女性离婚者的孩子是与前夫生的

,

与第二个丈夫的离婚并不牵涉孩子问题
。

从

个人感情及意愿来讲
,

她婚后半年就想离婚
,

但在这痛苦的婚姻维持了 10 年之后
,

男方

提出离婚她却不同意
。

她认为不幸的婚姻是痛苦
,

但第二次离婚的女性要面临的舆论压

力更痛苦
,

她宁肯忍受前一种痛苦
,

也不愿将自己
“
再次剥光了一样

,

在众 人 面 前 展

览
,

被舆论的洪水淹死
” 。

在上述三种类型中
,

持现代离婚观念和传统离婚观念者在样本中都是少数
,

多数人的观

念则是新旧杂揉的
。

(五 ) 结论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离婚现象的现状
,

其中包括离婚原因
、

离婚过程
、

离婚后果及离婚观

念
,

以及属于离婚者这一文化群体的其他特征
。

调查的结论是
,

婚姻基础不好
、

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
、

性格不合及性生活不和谐是

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
。

造成婚姻基础不好的原因有个人的
,

也有社会的
、

时代的特征以及传

统观念的影响
。

离婚过程中当事人交谈最多的是感情问题
,

而子女归属问题并未产生大量剧



烈冲突
。

与财产分割问题相比
,

房子的分割或归属间题更显得突出
。

离婚对当事人的影响主

要是精神
、

心理方面的
,

对经济和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则在其次
。

离婚对孩子的影响也主要是

精神上的
,

其中包括心灵的创伤
,

母爱或父爱的丧失
,

以及由社会压力造成的心 理 健 康 问

题
。

准备再婚者普遍面临着社交范围狭窄
、

选择机会缺乏的困难
。

人们的离婚观念既有现代

开放型的
,

也有传统保守型的
,

但多数人的离婚观念则属于新旧杂棵的过渡型
。

当我们谈到人们对离婚的态度的差异时
,

并非主张凡是赞成离婚的都是现代的
、

开放的

态度
,

凡是反对离婚的都是传统的
、

保守的态度
,

而是期待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理性原则
。

什么是离婚间题上的理性原则呢 ? 就是使当事人双方最幸福这一原则
。

如果双方 都
_

愿 意 离

婚
,

离婚对他们的幸福来说就是好事
,

不是坏事
。

如果一方愿离一方不愿离
,

能够使任何一

方作出牺牲或两人一起为子女作出牺牲当然很好
,

但是如果不可能做到
,

离婚对他们来说也

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了
。

离婚问题牵涉的法律
、

道德
、

伦理问题还有许多
,

但由于此项研究

的主旨在于对目前离婚现象的基本描述
,

这些题目只好留待进一步的研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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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

((1 匕京大学学报》 1 9 9 1年第 3 期杨善华文章通过对 19 86年的北京郊区
、

上海郊区
、

河南

演川县的调查指出
:

1
.

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的农村社会变迁确实带来了农村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
。

表现在
:

①在实现由自然经济 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生产功能恢复了家庭核心功能之地位 ; ②

在由纯农业的产业结构向农工商等业并举且农业比重 日益下降的产业结构转化的过程中
,

家

庭生产功能出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
。 “
男工女耕

”
型家庭和

“ 男女同工
” 型家庭的大量出现就

是这种趋势的一个显著标志
。

2
.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生产功能的这种变迁是家庭核心功能的变迁
。

如果从宏观上

考察解放前后直至经济体制改革前的我国农村
,

可看到农业小生产基本没有改变
,

改革后
,

偏远农村至今有不少仍未改变
。

因此组织家庭的 目的
,

首先在维持生存
,

即为了组织生产
。

家庭主要是社会
“
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

” 。

由此决定
,

在家庭诸功能中
,

生产功能是核心功

能
。

尽管在解放后二十多年时间内
,

农民家庭不是组织生产的单位
,

但是由于生产方式基本

未变
,

组织家庭的目的因而也未变
。

正因为生产功能的这种变化是 人为的
,

而不是生产力发

展引起的
,

所 以一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

家庭的生产功能又恢复了其原来的

地位
。

因此
,

生产功能处于农村家庭核心功能地位是由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决

定的
。

不难想象
,

一旦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改变
,

家庭的本质也要发生改变
,

体现家庭本质的核心

功能也会随之改变
,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生产功能的变化 自然具有核心功能变迁的性质
。

3
.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是家庭生产功能萎缩的趋势
,

这表明
,

这类地区家庭生产

功能的这种变化具有旧核心功能为新核心功能替代的性质
,

因此
,

从家庭制度的变迁来看
,

这类地区正处于新旧家庭制度交替的临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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