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社会发展观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
,

它也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的结果
。

从传统发展观到社会的多元发展观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前种发展观的全盘否定
,

而

只是将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 的一方面
。

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思想将人置于社会发展的

核心
,

这无疑是社会发展观念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

因而
,

它应成 为指导一个社会发展的主

导思想
。

二十世纪中国家庭的变迁

张敏杰在 《浙江学刊》 19 8 9年第 6 期撰文 《二十世纪中国家庭的变迁》 ,

指出二十世纪

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
,

延续了二千余年而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中国传统家庭

也在二十世纪有了根本性的剧变
。

本世纪中国家庭的演变恰恰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
。

本文

试图对中国家庭的这种变迁作一线索性的概述和分析
,

以便揭示社会变革与家庭变迁的内在

关系
。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

家庭虽然也历经变迁
,

但家长制的宗法家庭模式基本上一脉

相承
。

18 4 0年鸦片战争后
,

传统的封建家庭制度逐渐染上了资本主义的色彩
。

与此同时
,

传

统的家庭制度和观念
,

受到了思想界有识之士的怀疑和批判
。

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革命发生在本世纪初
。

随着一个与封建士大夫截然不同的资产阶

级
、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 “
革命当自家庭始

”
(秋瑾 ) 的呼声日益高涨

。

资产阶级鼓吹
“
家庭革命

” ,

涉及了家庭间题的各个方面
,

其重点是破除封建的纲常伦

理
,

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明显局 限性
,

他们提出的这种家庭革命是不彻底的
,

因此在推翻清

王朝后
,

封建家庭制度在广裹的农村仍沿袭未变
。

1 9 1 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家庭成为引起社会普遍注意的问题
,

开创 了中国家庭变迁历史

的新阶段
。

五四运动对封建宗法制家庭的批判比之以前是深刻了
,

但由于当时并没有触及这种

家庭制度赖 以建立的经济基础
,

所 以封建家庭制度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

也没有寻找出解

决间题的正确途径
。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

中国人民才逐渐认识到家庭间题背后的

政治
、

经济原因
,

逐步实现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
。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

确定以反对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为革命纲领
,

同时把废除封建婚

姻家庭制度
、

争取妇女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 目标之一
。

一方面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出现家庭

的渐变趋势
,

如宗法大家庭瓦解
,

小家庭增多
。

另一方面
,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旧家

庭制度进行的全面变革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
,

旧的家庭制度有了很大的动摇
,

新

的家庭制度正开始形成
,

但从总体上考察
,

基本上仍是传统家庭制度 占统治地位
。

从建国到 1 9 5 8年人民公社化以前的 9 年时间里
,

城乡家庭经历了重大的变迁
。

变迁的动力

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
,

即所有制的改造运动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公布
。

这一时期中

国的婚姻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

表现为
: 1

.

婚姻自主意识增强
。

2
。

家庭纽带松弛
。 3

.

家庭

功能弱化
。

从 1 9 5 8年的
“
大跃进

”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到 7。年代 术宣布
“
文化革命

”
结束这近 20

年的时间里
,

中国家庭的变迁经历了巨大的曲折
,

受到
一

j’I 丙次严重的冲击
。

第 一 次 冲 击是

1 2 5



9 5 8年在全国形成的
“
大跃进妇 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潮

。 盆文化革命
”
是对中国家庭的第

二次大冲击
,

这次冲击所造成的恶果是使家庭生活中的封建主义的垃圾空前地暴露出来
,

使

家庭质量下降
,

家庭关系出现大混乱和大倒退
。

“
文化革命

”
动乱结束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中国社会
、

政治
、

经济
、

思想

领域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
,

尤其是城乡改革的形势
,

引起了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精神状态的

相应变化
,

使家庭变迁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

也为家庭的新发展开了路
。

特别是 1 9 81 年新

《婚姻法》 的实施
,

使我国有了一部新的
、

更加完善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
,

它对

于肃清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余毒
、

抵制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观念的侵蚀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婚姻家庭制度
,

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

70 年 代 末
、

80 年代初以

来
,

中国家庭的变迁显著地反映在三个方面
:

第一
,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激发出了家庭的活力
。

现在
,

家庭掌握了作为农村

社会经济单位所具有的各种权力
,

农业生产
、

商品流通和经济建设的每个领域
、

过程中都有

家庭在活动
,

都离不开家庭的作用
。

第二
,

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型家庭结构
,

已在我国各民族的家庭中不同

程度地确立起来
。

这种新型家庭内部
,

家庭成员之间已经没有阶级对立关系
,

政治上是平等

的
,

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

家庭出现了团结和睦的新局面
。

第三
,

改革与开放使我国人民的家庭观念发生了变化
,

家庭观念和家族观念虽然仍有不

容忽视 的影响
,

但再也不是主导观念了
,

而代之 以国家至上成为主导观念
,

同时也开始重视

个人的主体价值
。

上述变迁
,

反映了中国家庭由传统型向现代型
、

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
,

当然
,

对传

统必须作具体分析
,

传统并非都是需要抛弃的
,

中国家庭的某些优 良传统还需继承和发扬
,

但这些传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
、

与时代相适应才能存在
。

目前我国家庭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突

出间题
,

便是家庭的开放性还落后于社会的开放性
,

婚姻家庭领域里的封建影响还远远没有

肃清
,

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家庭观带着它历史的因袭惰性
,

僵硬地
、

顽固地阻碍着家庭现代

化的进程
。

封建主义残余之所以能够存在并继续起作用
,

这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

产力水平低
、

经济不发达
、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

人们物质生活不富裕密切相关
。

家庭变迁与历史发展是并行不悖
、

相互促进的
。

由于在本世纪末
、

以至下世纪初
,

社会

主义家庭观与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家庭观在中国将继续同时并存
,

所 以多元性是当前和今后

中国家庭的主要特征
。

可以预料
,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更加开放
,

基于传统农业生活的旧

家庭制度及其观念行将全线崩溃
,

中国家庭变迁的前景是
,

让人们在有关家庭问题上享有更

为广泛的选择权与自主权
。

家庭变革的道路尽管曲折
、

漫长
,

但是
,

新的家庭制度必定会在

破坏旧制度的过程中稳步发展
,

平等
、

民主和幸福
,

定会成为社会主义条件
一「中国现代家庭

的实在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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