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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

日 城 市 的 夫 妻 关 系

— 与日本的比较

刘 英

夫妻关系是人诸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
,

也是家庭关系中最核心 的一环
。

当

前中国绝大多数家庭 已实现由亲子关系为轴心 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转移
。

新的家

庭关系逐步形成后
,

夫妻关系又处于何种状况呢 ? 本文以实际调查为依据
,

就夫妻

间的交流与沟通 f 家务分担 ; 夫妻价值观 , 夫妻对婚姻生活重要程度的看法 , 夫妻

对家庭生活的满意感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夫妻关系的现状
,

并同日本神户市的调

查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

从而较科学地论证了今 日的夫妻关系
。

作者
:
刘英

,

女
, 1 9 3 2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 , 以 l自;
缘关系 (含领养关系 ) 为纽带

, 有共同经济生活的社会

基本组织单位
。

家庭关系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
,

是家庭成员间的互动
,

是家庭存在和发展

的内在根据
。

夫妻关系则是家庭关系的基础和起点
。

我国传统家庭是以亲子关系为轴心的父

系家长制家庭
。

在这种家庭中父权和夫权占据着统治地位
,

婚姻仅是维系家族
、

传宗接代的手

段
,

家庭是以父子为轴心的
。

费孝通教授曾指出
: “

我们的家庭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
,

他的

主轴是在父子之间
、

婆媳之间
,

是纵的
,

不是横的
。

夫妇成了配轴
。

配轴虽则和主轴一 样并不是

临时性 的
,

但是这两轴却都是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 ” ① 在我国传统的家庭里

家族价值大于个人价值
,

不重视夫妻关系
,

不讲夫妻之爱
,

联系夫妻之间关系的是共同经营生

育这个事业
,

为绵续家庭尽 自己的义务
。

进入 20 世纪
,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

家庭关系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当前我国首先是在城市中
,

家庭 已基本实现由父子为主轴的父系家长制家

庭 向以夫妻为主轴的民主平等家庭的转移
。

夫妻关系已成为今 日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
,

是家庭的枢纽
,

一切家庭关系都是以夫妻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
。

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有多种

因素
,

而直接影响夫妻关系的主要因素是
: 1

.

家庭组织结构的核心化
、

小型化趋势 ; 2
。

妇女

广泛就业 ; 3
。

男女两性受教育
、

参加社会劳动等机会的平等 ; 等等
。

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

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
。

中国妇女已冲出
“ 三从 ” “ 四德

”
任人宰割的牢笼

,

成为追求

实现个人价值的新女性
。

男人们也为摆脱封建家长制的侄桔
,

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
、

美

满家庭作出很大努力
。

目前
,

夫妻关系的好坏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

然而
,

夫妻关

系中仍有许多不易解脱的矛盾与困扰
,

既有旧思想
、

旧习俗像影子一样的追逐
,

又有新情况

下新问题的不断发生
。

因而
,

今日夫妻关系成为一项十分值得探讨的课题
。

1 9 8 9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同日本兵库县家庭问题研究所就家庭关系问题进行合作调查研究
。

同年

1。月我们在北京工人较集中区
、

知识分子较集中区
、

各种职业阶层均有的旧市区
,

分别以问

① 费孝通
: 《生育制度》 第4 3页

。



卷形式调查了 4 2 0户家庭
,

由妻子
、

丈夫各填写一份问卷
,

共取得 8 40 份有效样本
。

日本兵库

县家庭问题研究所也以同样的内容
、

方式在 日本神户市进行调查
。

现就我们调查中有关夫妻

关系 的几个问题作一分析报告
,

并进行一些中日之间的比较研究
,

探讨今 日的夫妻关系
。

一
、

关于夫妻间的交流与沟通问题

夫妻关系是一个人一生中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
、

最稳固
、

最持久
、

最深刻的关系
。

一

般情况下
,

人总是要结婚的
,

而夫妻关系一旦形成
,

就具有稳定
、

持久的特点
。

夫妻关系既有

自然性的因素
,

男女两性相互吸引
、

相互爱慕 ; 又有社会因素
,

它包括夫妻共同对社会
、

对

家庭应负的责任与义务
。

因此
,

夫妻关系是人和人关系中最需要契洽的一种
。

夫妻在生活上

要相互依赖以得到各方面的满足
。

但是如何衡量夫妻之间契洽的程度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
。

在这次调查中
,

我们调查了夫妻间对话
、

商谈情况 (见表一 )
。

表 f 失妻间对话
、

商谈内容及程度情况一览表 (中国 北京 ) 相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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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查表明夫妻间话题频度最高的是关于孩子的事
。

基本上每天都要谈论的妻为6 2%
,

夫为 50 %
,

均在半数以上
。

孩子成为夫妻间对话进行感情交流的纽带
。

在这点上日本同中国有

相似之处
。 “

关于孩子的事
” , “ 基本上每天

” 日本妻约 60 %
,

夫约 52 %
。

亲子关系在家庭

中仍居重要地位是当前东方型家庭的特点之一
。

而在中国城市中一般年轻夫妻都是独生子女
,

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
、 “

小太阳
” 。

夫妻对话频度占第
一

二位的在中国是
“
社会

_

七的事
” ,

每天都谈

到的妻为 32
。

4%
,

夫为 2 5
。

5%
,

每周一次到两次的妻为 32
.

6%
,

夫为 3 4
.

5%
,

这反映出我国家庭

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

人们较普遍地关心社会动态
,

参与意识是较强的
。

而在 日本占第二位的则

是妻子工作的事
,

妻占约 45 %
,

夫约为 34 %
,

但谈论丈夫工作的事比例则较低
,

妻约 30 %
,

夫约

20 %
。

从调查看在中国城市中夫妻间对话交流的内容比较广泛
,

频度也较高
, “

几乎不商量
”
都

表 2 相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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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百分之十五
,

只有丈夫对自己工作的事达到 16 %
。

我们还调查了不商量原因 (见表 2 )
。 _

从不商量原因看多数是认为不需要商量
。

但也反映出夫妻尚有不和谐之处
,

而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妻子不和谐的心态略大于丈夫
。

二
、

夫妻间家务分担问题

家务劳动是构成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
,

中国传统家庭中家务劳动都是由妻子承担
。 “ 妇

主中馈
、

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
。 ”

(颜氏家训 )
“
妇人之职奉舅姑

、

缝衣裳
、

精五饭
,

事酒

浆而已
”

(孟母 )
。

而现在的中国妇女绝大多数都从事社会劳动
,

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双肩挑给

职业妇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

这次调查对象中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7 5
.

5%
,

妻

子中国家正式职工 占96
。

1%
,

没工作所谓专业主妇的仅占0
.

5%
。

在双职工家庭中家务如何分

担
,

特别是丈夫是否能承担家务劳动
,

已成为夫妻关系是否和谐的重要内容
。

关于丈夫分担

家务情况见表 3 。

表 3 丈失分担家务情况 (中国 北京 ) 相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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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父母

2
.

买食品及日用品

3
.

打扫整理房间
4

.

做早饭

5
.

做晚饭

6
.

饭后洗测整理

7
.

倒垃圾

8
.

洗衣服

9
.

晾衣服

10
.

收衣服

11
.

日常家庭管理

12
.

和邻居交往

13
.

参加居委会活动

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家庭中绝大多数丈夫是从事家务劳动的
,

有些主要的家务如做晚饭
、

饭

后洗捌整理等在有较小孩子的家庭中
,

丈夫则成为主力
。

丈夫尽力协助妻子从事家务劳动
,

既

反映夫妻间相互关怀与体贴
,

促进夫妻间感情的融洽与和谐
,

又帮助妻子减轻双肩挑的重压
,

做好社会工作
。

中国丈夫分担家务的情况同日本丈夫相比
,

则有较大差别
。

目前 日本妇女在

结婚
,

特别是生小孩后
,

在孩子小时是不参加社会劳动的
。

据日本妇女 4 22 人统计
,

其就职

情况是
:

1
.

结婚后就退职的占1
.

9 %

2
.

生孩子后退职的占5
。

2 %

3
。

结婚
、

生育后退职
,

孩子大了又就职的占46
.

0%

4
.

结婚
、

生育都没中断继续工作的占4 1
。
7%

5
.

其他 5
。

2%

这说明在 日本既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
,

又从事社会劳动的妇女还不到 50 %
,

一般情况下

有繁重家务劳动的都是
“
专业主妇

” ,

因此她们的丈夫就很少分担家务
。

(见表 4 )



表 4 丈失分担家务情况 (日本 神户)

分扫程度 {几乎由丈夫全部分担 … 夫妻平均分担 丈夫补充性分担

相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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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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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夫妻的价值观

随着社会进步和夫妻关系的变化
,

.

人们在家庭伦理道德以及夫妻生活中的道德观
、

价值

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而这些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
。

考察夫妻的价

值观有多种多样的指标
。

这次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

1
。

夫妻对婚姻生活的认识和看法
。

婚姻生活是由多方面组成的
。

费孝通教授在《生育制度》 一书中引用哈夫洛克
·

霭理士的

话
: “

在一个真正理想的婚姻里
,

我们所能发现的不只是一个性爱的和谐
,

而是一个多方面的

而且与年俱进的感情调协
,

一个趣味与兴会的结合
。

一个共同生活的协力发展
,

一个生育子女

的可能的合作场合
,

并且往往也是一个经济的单位集团
。 ” 夫妻关系是受生产力发展程度

、

社会生产方式
、

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的
。

我们认为对各种婚姻生活的重视程

度
,

可以反映当前夫妇的价值观和幸福观
。

我们调查了下列各项
,

见表 5
。

表 5

~ ~ ~
一 _

失奏对各种婚姻生活盆要程度的行法 (中国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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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基本上是按重视程度为序排列的
。

占第一位是
“ 配偶保持贞节

” ,

此点很值得研究
。

当前中国人对
“
贞操

” 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
,

人们已不再追求封建式的
“ 贞节烈女 ” ,

但在

夫妻生活中却特别重视性关系的专一
,

反对婚外性关系
。

然而对夫妻间性生活的满足又不是

十分重视
。

在此次调查表中认为性生活满足是非常重要的妻子仅占 9
.

3%
,

比例很小
。

当然在

问卷调查中有一定的从众心理
,

统计不会绝对准确
。

即使如此
,

也可以观察到一种心态
。

在

夫妻间的性关系上 尚需进行协调
。 “ 相互提高支持

” 、 “
养育子女

” 、 “
感情上的亲密

”

均 占

90 % 以上
,

而 “ 经济上安定
”
却排在最后的位置

,

这说明当今的中国夫妻更重视感情关系
。

而 “
保持夫妻平等

” 也很受中国夫妻的重视
,

认为此点非常重要和重要的合计妻为 8 8
.

6%
,

夫为 8 7
.

5%
。

夫妻间真正的爱情关系是以平等为前提的
,

夫妻间相互尊重
,

建立真正的平等

关系是家庭和睦幸福美满的重要基础
。

从调查中看中国夫妻对
“ 有共 同的兴趣爱好

” 、 “

保持

恋爱时的浪漫
” 很不重视

,

这也是当今我国家庭生活不够生动活泼
,

缺乏浓厚的生活情趣的

真实反映
。

而 日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

日本夫妻对婚姻生活中重视程度占第一位的是
“
养育

子女
” ,

妻占97
.

6 %
,

夫 占9 6
.

9%
,

第二位
,

比例数和第一位相差无儿的是
“

经济上的安定
,

妻为 9 7
.

5%
.

夫为 9 5
.

3%
。

这反映了日本的夫妻关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
。

为便于从多方面进

行比较研究
,

将 日本的调查统计表列下
:

表 6 夫妾对各种婚姻生活置要程度的看法 (日本 神户 ) 相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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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提高支持

养育子女

感 }青上亲密

保持夫妻平等

经济上的安定

保持人生观一致

有共同兴趣爱好

性生活的满足

提高建立白己的社会地位

保持恋爱时的浪漫

2
.

夫妻对性别分工的认识和看法
。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基本是在男性文化统治之下
,

使人们形成了强烈的性别意识
。

不少人认

为性别分工是与生俱有的
,

男主女从的格局是无法改变的
。

但是随着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和

社会
、

家庭地位的改变
,

女性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
,

开始向占社会统治的男性文化挑战
。

性

别分工成为 人们探讨和关心的问题
。

对性别分工的认识和态度也反映着人们对 白我价值的追

求
,

并直接影响着夫妻关系与家庭生活
。

为考察当今夫妻性别分工意识
,

这次调查提了四个

问题 ; ( 1 ) 丈夫应当出去工作
,

妻子应当守着家 , ( 2 ) 双职工家庭应当共同分担家务 , ( 3 )

父亲应积极参加培养教育子女 , ( 4 ) 对男孩女孩应有不同的教育方法
。

请调查对象作肯定或

否定的回答
。

对第 1个问题
,

中国丈夫
、

妻子中绝大多数持否定态度
,

回答不这样认识和基

本不这样认识的妻占75
,

%夫为 60 % , 回答这样认识的丈夫是 16 %
,

而妻仅占 8 %
。

日本情况

则同中国有较大差别
:

回答这样认 识的
,

丈夫是 3 5
.

1%
,

妻为 1 7
.

0 % ; 回答基本上是这样认识

的
,

丈夫为 43
.

1%妻子为 4 1 .

1%
,

也就是说持肯定态度的丈夫是 7 8
, 2%

,

妻子为 6 4
.

1%
,

都是



绝大多数
。

对第 2 个问题中国夫妻均持肯定态度的占多数
,

回答这样认识夫占 71
.

1%
,

妻
,`了

7 9
.

1% ; 回答基本这样认识夫为 2 6
.

9%
,

妻为 1 8
.

9%
,

即持肯定回答夫妻均占98 %
。

而日本持
一

肯

定态度的却是少数
,

回答这样认识的夫 占10
.

7%妻占2 3
.

5% ;
基本这样认识夫为 3 1

.

1%妻为

37
.

7%
。

肯定回答的合计夫为4 1
.

8%
,

妻为6 1
.

2%
。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日本妻子中希望共

同分担家务的人数比丈夫多出很多
。

对第 3 个问题
,

给予肯定回答的中国和日本都占绝大多

数
。

回答这样认识的中国夫占6 4 %
,

妻占78 %
,

日本夫为 2 7
.

9 %
,

妻为 5 4
.

7% ; 回答基本这样认

识的中国夫为29 %
,

妻为 15 %
,

日本夫为51
.

5%
,

妻为 3 8
.

1%
,

合计中国夫妻均为 93 %
,

日本

夫为 7 9
.

4%
,

妻为 92
.

8%
。

从中看到持肯定态度比例最小的是 日本的夫
,

特别是绝对肯定即这

样认识的仅占2 7
.

9%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的性别分工意识
,

在日本的男人中还是比较

强的
。

对第 4 个间题
,

回答是这样认识的中国夫是 37 %
,

妻为 4 9 %
,

日本夫为2 5
.

7%
,

妻为

1 6
.

2% ; 回答基本这样认识
,

中国夫占37 %
,

妻占33 % ; 日本夫为 3 8
.

1%
,

妻是 39
.

6%
。

合

计持肯定态度的中国夫占74 %
,

妻占73 % ; 日本夫占6 3
.

8 %
,

妻占 5 5
.

8%
。

对最后问题的回答

与前三个问题比较在中国夫妻中似乎有些矛盾
,

这一方面是和对问题的理解有关
,

因对男孩

女孩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

并不一定是从性别分工意识上考察的
,

而是考虑到男孩
、

女孩不

同的生理和心理 , 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中国夫妻在性别分工意识上有着矛盾的心态
,

在夫妻之间追求男女间的平等
,

特别是女性为实现 自我价值
,

努力工作 自强不息
,

向传统的

性别分工意识展开了挑战
。

然而在对子女 教育对男孩
、

女孩的期待中却自觉不 自觉地渗透着

男要刚强
,

女要柔弱的意识
,

对男孩事业的期待高
,

对女孩生活上的期待多
。

对这样潜意识

中的性别分工如何评价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四
、

对家庭生活的满意感

在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中
,

家庭生活是夫妻共同缔造
,

共同享有的事业
。

家庭生活是否美

满
、

幸福
,

夫妻最敏感
,

感受也最深刻
。

因而
.

夫妻对家庭生活的满意感可以从总体上反映

出夫妻关系及对家庭生活的评价
。

这一调查是从满意与不满意两个角度衡量的
,

每种又分为三

个层次
。

为便于阅读和分析
,

仅以满意的三个层次列表
。

下面是中国和 日本夫妻对家庭生活

满意程度两张表
:

表 7 对家庭生活的满意感 (中国

非常满意 { 很 满 意

北京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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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对家鹰生活的满意感 (日本 神户市 )相对值%

~ ~ 、 、 ~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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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生活

来自丈夫妻子的爱情体贴

同丈夫
、

妻子的一体感

对一日三餐的内容

对孩子的教育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

对丈夫
、

妻子的职业

对家庭经济的总收入

对家庭的总体生活

从调查资料中看
,

中国夫妻对各方面家庭生活的满意度比较高
,

除家庭经济收入一项外
,

把三个层次的满意相加均在 70 %以上
。

特别是关于婚姻生活和来自夫妻间的爱情满意程度最

高
,

非常满意和很满意的相加占90 %以上
。

这说明当今中国城市中夫妻关系融洽和谐的占多

数
。

感到不足的是经济生活
,

特别是对家庭经济总收入非常满意的不到 2 %
,

几个满意层次

相加也不到半数
,

而对职业
、

一 日三餐内容以及家庭的总体生活非常满意和很满意占的比例

也较小
。

这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尚不富余的实际情况的
。

日本资料也表

明满意度最高的也是夫妻的婚姻生活和爱情
。

对经济生活也是很不满足的
,

特别是对职业和

家庭经济的总收入满意度都很低
,

尤其是对妻子的职业
,

丈夫和妻子本人的满意度都很小
,

这可能反映了当前日本社会中妇女就业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

对调查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

看

到在家庭生活和夫妻婚姻生活中
,

丈夫的满意度总是略高于妻子
,

其原因何在? 值得进一步

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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