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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造就 了个体户
。

处于擅变中的个体户生活方式的特征
,

也因此被

深深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
既预示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 向

的确立等积极因素
,

又蕴涵着盲目性
、

拜金主义
、

享乐主义
、

人际关系
“
物 化

”
等 消 极 因

素
。

存在决定意识
。

个体户群体特殊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
,

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有别于社会

其他群体的思想意识
、

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
,

导致 了其婚姻稳定的外在机制和内在机制的失

调
,

使个体户婚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

资本丰厚的大亨们婚姻上的杯水主义倾向恶性膨

胀
,

小商小贩们已不占少数的
“

感情走私
”

行为潜滋暗长
,

进而形成了以金钱为纽带维持表面

平和而实则岌岌可危的婚姻关系
,

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如果能洞悉那些个体户婚姻稳

定机制的破坏因素
,

便可以采取相应的有效手段
,

将这种破坏因素降低到最低 限度
,

以利于个

体户婚姻的稳定和改革所必须的社会秩序
、

社会安定
,

这是本文所要探求的要 旨和出发点
。

本文试 以前不久笔者主持的哈尔滨市南岗区个体户婚姻定额抽样调查的 24 4份统计资料

为依据
,

对此题做粗浅探讨
。

我们选择了居于哈尔滨市中心商业
、

个体工商业较为繁华的南岗区 作 调 查 点
。

截止到

1 9 8 9年上半年
,

该区在南岗区工商管理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总数为 8 4 7 7户
,

其中男性户主为

咬 23 户
,

占4 7
.

4 6% ,
女性户主为 44 54 户

,

占52
.

54 %
。

在八大行业分布中
,

以商业
、

饮食业

居多
,

占5 7
.

0 5%
,

其次是运输业和工业
、

手工业
,

占 24
.

30 %
。

该区个体户分布于公园
、

建

设
、

邮政
、

车站
、

革新
、

大城
、

和兴
、

保健及王岗九个街道
。

考虑到个体户从业 状 况 不 稳

定
、

流动性大
、

较为分散等特点
,

我们采取了问卷式定额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相 结 合 的 方

法
。

在回收的 2 52 份间卷中
,

有效卷为 2 4 4份
,

有效率为 96
.

83 %
。

按照定额抽样法
,

我们首先确定 了三个重要变量
:

性别
、

行业
、

年龄
。

其中性别
、

行业

的配额按总体的分布确定
,

至于年龄的总体情况
,

有关部门没有统计
,

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

加以规定
,

定额抽样的三个变量配额如下
:

性 别 行 业
. . . , . . . . . . . . . . . .

盯
.

46%
1 4

.

8 1%

12
.

4 9%

5 2
.

54%

年 龄

3 4
.

8 4%

~ 2 5

2 6~ 3 5

3 6~ 4 9

工业手工业

运 输 业

商 业

建筑修缮业

饮 食 业

服 务 业

5 0~

2 0%

4 0%

2 5%

1弓%

修 理 业

其 它 行 业

2
.

3 1%

2 2
.

2 1%

8
.

9 9写

7
.

0 5%

0
.

2 9%



由此而确定各行业不同性别
、

不同年龄段的人数
。

同时考虑到地域差别
,

我们将问卷按上述

比例及各街道个体户数量特征发放到除王岗以外的八个街道
,

以保证其较强的科学性
、

代表

性
。

从回收的问卷情况看
,

三个重要变量分布如下
;

性 别 行 业

男

女

5 4
.

9 2% 工业手工业

4 5
.

0 8%

年 龄

运 输 业

商 业

建筑修缮业

2 6~ 3 5

3 6~ 49

9
.

8 4%

7
.

, 9%

3 8
.

1 1沁

0
.

4 1%

2 2
.

弓4沁

1 3
.

5 2%

7
.

7 9%

5 0~

2 1
.

, 0肠

4 1
.

3 9%

2 2
.

5 4 ;石

15
.

1 6%
其 它 l

饮 食 业

服 务 业

修 理 业

其 它

同配额变量对 比
,

除性别变量偏差稍大 (为 7
.

46 ) 外
,

行业
、

年龄分布基本接近配额水平
,

行业偏差不超过 4
.

7 0
,

年龄偏差不超过 2
.

46
。

由此可以说明
,

这次定额抽样的调查法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

此外
,

笔者和参加本调查组的成员吴景敏
、

朱延琴还分别走访了哈尔滨市个体劳动者协

会
、

工商局个体处
、

法院
、

民政局
、

公安局及一些街道办事处
,

对个体户婚姻做了大量的典

型调查
。

一
、

个体户生活方式激变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

以其旺盛的活力
,

对新型社会生活方式的创建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个体户是在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私有者阶层

和商品经济的载体
,

以其特殊的经济地位和价值观念
,

形成了其生活方式的特征
。

1
.

劳动与闲暇结构呈融合
、

自主支配趋向

劳动与闲暇作为生活方式的基本结构
,

在人类历史上大体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

前工业时

代未区分状态 ; 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区分状态
;
信息时代融合状态

。

我国城市目前大致处于第

二时期
,

即由社会规定劳动时间
,

其余时间由自己 自由支配
。

个体户由于脱离了严密的社会集体组织结构
,

在劳动内容
、

劳动时间
、

闲暇时间上拥有

了较大的 自主支配权
。

在经历了初始创业阶段拼命劳动而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的特殊时期后
,

逐步进入了一个超越现阶段的劳动与闲暇融合时期
。

( 1 ) 劳动与闲暇难以界定
。

调查 中发现
,

个体户不仅每天劳动与闲暇的时间
、

内容有

所不同
,

而且即便是一天中的劳动与闲暇也往往互相融合
,

难以绝然分开
。

比如洽谈生意
,

既是劳动的一种形式
,

又往往与闲暇活动同时进行
,

因为很多时候谈生意都是在舞厅
、

酒 吧

等公共娱乐场所边欣赏音乐
、

跳舞或是消遣边进行的
。

又如老板去外地进货
,

往往也是同生

意伙伴或情人边旅游观光
、

出入游乐场所消闲
,

边从事洽谈生意
、

发货
,

甚至 自己搬运货物

等劳动
。

( 2 ) 劳动时间缩短
,

闲暇时间延长
。

个体户历尽艰辛聚敛金钱或冒险发迹后
,

首先想



到的是雇佣劳务
,

把自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

成为只从事一些打通关节
、

疏通进

货与销售的渠道
、

组织经营的管理者
。

事实上很多老板 已成了这样的
“
甩手掌柜

” ,

这使他

们过早地步入了
“
闲暇时代

” 。

一位停薪留职从事服装生意的个体户告诉笔者
,

他常常是把

有关事情安排给雇员后
,

不知自己怎样打发一天时光
。

这说明闲暇时间的合理利用问题在个

体户身上异常地突出了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个体户确实比别人富有
,

不仅仅是金钱的富有
,

而且是时间的富有
。

然而对于文化素质高的人来说
,

金钱与时间的富有是财富
,

对于绝大多

数只在初中
、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个体户来说 (调查中占 66 % )
,

金钱与时间的富有却可能

意味着通向罪恶
。

从这个意义上看
,

没有文化的富有比贫穷更可怕
。

因此
,

积极引导个体户

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
,

加强对闲暇活动的社会管理和控制势在必行
。

( 3 ) 劳动与闲暇活动 自主支配
。

商品经济的发展
,

带来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

个体

户作为商品生产
、

经营活动的主体
,

要在商品竞争中求生存
、

求发展
。

优胜劣汰的危机感
,

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 自己在商品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

以极大的主动性
、

积极性
、

创造

性
,

独立地
、

自觉地
、

能动地去追求其利益的实现
。

这不仅表现了个体户对劳动的独立
、

自

主支配
,

而且也表现了个体户对 闲暇活动的支配拥有更多的 自主权
。

虽然一般人也能 自主支

配闲暇时间
,

但是
,

劳动时间决定闲暇时间
,

也就是说
,

闲暇时间是受固定的劳动时间制约

的
。

因此
,

同个体户相比
,

这只是种更有限的自主
。

2
.

交往活动呈开放式趋向 \

随着自然经济形态 向商 品经济形态的转变
,

个体户的交往活动也由封闭趋向全 方位 开

放
,

且广泛渗透到劳动
、

闲暇
、

消费
、

家庭等各个领域
。

( 1 ) 交往活动多维化
,

由血缘
、

地缘向业缘交往发展
。

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
,

个体户

逐步跳出了初始创业阶段家庭
、

亲友的狭小交往范围
,

与同一地域
、

不 同地域的生意圈建立

了广泛的交往 , 为打通关节
,

他们挖空心思地渗透到工商
、

税务
、

金融
、

司法
、

交通等各个

领域
,

拉关系
,

找门路 , 他们频繁地出入社交场所
,

三教九流无所不识
。

正是如此广泛的社

会交往
,

使相当一部分个体户见多识广
,

思维敏捷
,

处事精明
,

似乎无所不知
、

无所不能
。

他们不仅加强了多向度
、

多侧面的直接社会交往
,

而且还利用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媒介进行远

距离的间接交往
。

如一些个体户 已配置 了传呼器
、

对讲机等
。

( 2 ) 交往活动的主体能动性提高
,

具有开发探索性
。

为 了在强烈的商品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
,

个体户一改以往社交的被动
、

过于组织化的状态
,

表现了极高的主体 自 我 参 与水

平
。

他们积极创造并利用交往的客观条件
,

如请客吃喝
、

生日聚会
、

节日聚会
、

郊游等
,

从

中捕捉他人货源渠道
、

价格
、

经营手段等信息
,

进而为 自己生意的改进和发达提出更高的目

标
,

并竭力 去付诸实施
,

创造和满足 自身的新的需要
。

3
.

消费活动失度
,

呈失控趋 向

随着个体户手中货币量的增加
,

其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也态意膨胀
。

过度追 求 物欲 满

足与享乐的非合理性消费和过度追求虚荣心满足的炫耀性消费
,

把个体户推向了 高 消 费 领

域
。

( l) 物欲
、

享乐欲膨胀的不合理消费
。

首先
,

个体户不合理的消费表现在片面追求物

欲和享乐的满足
。

据调查
,

个体户从事经营的主要动机是赚钱
,

以此摆脱生活困境
,

使 日子

过得更好
。

在调查的 2 39 名回答者中
,

有 1 47 人干个体是为了摆脱生活困境
,

有 1 25 人是为了使

日子过得更好
。

个体户从事经营的动机
,

正是源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禁欲主义的压抑后转向对



改善物质生活和满足物质$lJ 益追求的需要
。

只是这种需要由于受自身低素质的局限和前些年
“
两个文明建设

” 一手硬一手软的影响
,

而导致 了个体户片面的机动和偏狭的行为
:
单纯追

求物欲的满足
,

拜金主义
、

享乐主义滋生蔓延
。

其次
,

个体户消费不合理之处还表现在收入

的不正当和超群之处
。

他们中的许多暴发户是钻改革探索阶段法制不健全的 空 子
,

投 机 取

巧
,

非法获利
。

他们采取偷税漏税 (全国偷漏税面为 80 一 90 % )
、

分肥 (贿赂执法人员
,

以钱

财买路 )
、

低价购进高价出售走私和伪劣假冒产品等手段牟取暴利
。

调查表明
,

个体户中
,

拥有万元至十几万元资产的 己不算富有
,
拥有几十万元的只能算是中富

,

百万富 翁 不 乏 其

人
。

金钱得来容易
,

花得也畅快
。

一些个体户不仅在吃穿用上高档化
,

而且将大把的钱用在

赌博
、

缥娟押妓上
。

个体户的高消费趋向打破了普遍不具备高消费生活支付能力的人们的心

理平衡
,

刺激了他们不现实的消费欲望和需求
,

加剧了社会的供求矛盾
,

对不合国力的高消

费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 2 ) 追求虚荣心满足的炫耀性消费
。

在回答干个体前的职业状况的 2 43 人中
,

无业
、

待业
、

工人占 85
.

19 %
。

也就是说
,

绝大多数个体户干个体前
,

是属于没有什么社会地 位 或

不得志的人
。

他们 自卑
,

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和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较高的评价
,

是因为对

于许多事物他们都没有享受的资格和权力
。

的确
,

他们在出身
、

资历上找不到可以炫耀的市

场
,

现在他们有了钱
,

就要用钱来买到这一切
,

以此来证明自己有超凡的能力
,

具有能支配

一切的金钱力量和社会地位
,

从而得到虚荣心的满足
。

而 “ 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

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
,

对他们金钱力量留上印象
,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

能力
。 ” ① 面对普遍的社会歧视

,

个体户就是采取 了不断地显示个人支付能力的办法来增加

他们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

某个体户兄弟俩
, 为了借婚事之机炫耀自己的金钱 力 量

,

哥 哥 用

“
大白边

”
(即面值十元的人民币 ) 糊天棚

,

弟弟更不示弱
,

干脆在接新娘途经 的 闹 市 区

“
撒票

” 。

作为炫耀性消费的极致
,

也深刻地反映了个体户那种畸型的消费心态
。

二
、

个体户生活方式对其婚姻毯定性机制的影晌

个体户新型生活方式的形成
,

为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

提高婚姻质量提供了广泛的可能

性
。

但是个体户的文化素质和人格修养远不是随他的物质
、

金钱一同爆发
、

提高的
,

这样就

形成 了精神和物质失衡的尖锐矛盾
。

由于受社会
、

群体和个体户自身诸多种复杂 因 素 的 影

响
,

个体户的生活方式的进步潜能远没有发挥出来
,

而是以一种变形的力量冲撞着社会控制

机制
,

使传统的婚姻的根基动摇了
。

在分析个体户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其婚姻稳定 性 机 制 之

前
,

首先应该搞清婚姻稳定性机制是怎样的一个系统
。

1
。

婚姻稳定性机制模型的建立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
“
家本位

” 的
,

以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为立国之本

。

其中
“
修身

” 、 “
齐家

” 居人伦之首
,

是形成全部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基础和起点
。

由此把
“
家

”

的稳定性提高到有关
“ 国 ” 的安宁的高度

。

社会主义也同样强调家庭的稳定
,

认为这是关系

到整个社会安定的大事
。

所不同的是
,

封建社会是以野蛮
、

强制性的社会控制而达到
“
家

”

的稳定的
,

只注重
“
家

” 的利益
,

漠视个人的利益和自由 , 而社会主义社会对家庭稳定的社

会控制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

但它又是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一致的
,

是一 种 拥 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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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

离婚自由
,

承认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家庭稳定
。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
,

家庭的稳定首先取决

于婚姻的稳定
。

因此也可以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婚姻的稳定性机制问题
。

婚姻
,

既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
,

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合
,

一种社会行为
。

因此它的

稳定性强弱必然要受到社会
、

群体
、

家庭及个人的约束和调 节
。

从社会控制的强制性约束和

积极引导
、

协调两方面的功能出发
,

本文拟将社会控制分为硬件和软件
。

其中硬件主要指有

形的
、

带有强制性特征的社会控制 ; 软件主要指无形的
、

带有非强制性的心理和观念形态特

征的社会控制
。

笔者试将婚姻稳定性机制的模型构造如下
:

)婿姻径定性机制

硬硬硬硬硬硬硬硬件
:

叶 (尤其是垮续内内

浓浓会大,,, 软件: 社会臾论道桔月范范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社会心理理

个个体的主体控制制

硬硬件
:

强翁个人瘾从家庭
、、

子子女利益益

软软件
:

需要
、

生话取向与与

家家庭义务感和对社社
决决茂范的态度及道道
德德自律等等

由此可见
,

婚姻稳定与否
,

取决于社会
、

群体
、

个人控制的有机结合
、

相互 制 约
、

相 互 影

响
。

任何一个控制系统失灵
,

都会给婚姻带来不 同程度的振荡
。

2
。

对社会大环境控制系统的影响

社会大环境控制系统对婚姻稳定性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法律的强制和道德 主 义 的 约

束
。

目前的个体户中
,

这种法律和道德主义力量正面临着金钱的挑战和较量
。

自主支配劳动与

闲暇活动和开放式的交往
,

为个体户铺设了攫取金钱的道路
,

也为他们架起了追逐肉欲的桥

梁
。

他们囊中诱人的金钱
,

倍受经济水平与之悬殊的异性的青睐
,

于是主观上的享乐主义需要

与之一拍 即合
。

不仅步入了非道德主义的极致
,

而且使一夫一 妻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

使离

婚自由被一种以金钱为补偿的违心屈从所替代
。

然而这种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
,

却因 “ 民不

举
” , “

官
”
无 法

“
究

” 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 这种对道德主义的反叛行为
,

却以
“ 必

要代价说
”
为由而一度为社会所默许

。

如此构成 了法律和道德的破坏
,

产生了不 良的社会心

理和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

哈尔滨市法院民事厅厅长告诉笔者
, 19 8 9年截止到 7 月份

,

全市

只判了一起个体户重婚案
,

而同期的南岗区松花江街道办事处达成协议离婚 的 5 对 个 体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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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有 4对属事实重婚
。

仅一个街道的协议离婚
,

就与一个市的判离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

据介绍
,

市法院曾受理了几起个体户事实重婚案
,

但是皆因夫妻双方达成了金钱 协 议 而 撤

诉
。

对于违心屈从的一方
,

司法人员也只能哀其不幸
,

怒其不争
。

可以 说
“
官 不 究

”
缘 于

“ 民不举
” ,

而 “ 民不举
”
则缘于金钱的魔力及其他实际利害

。

受害者心安理得 地 接 受 了

“
物化

”
的精神补偿而放弃了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

,

害人者也因此而逍遥法外
,

不久又

故伎重演
。

这使得控制婚姻稳定性最强有力的手段—
法律

,

在金钱的魔力下显 得 苍 白 无

力
,

无可奈何
。

3
.

对社会小环境的个体户群体控制系统的影响

个体户劳动与闲暇方式的特征
,

使其成为一个游离于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之外的松散的

群体
,

缺乏组织领导
,

除了工商
、

税务一线牵制之外
,

其他方面多处于无规则
、

无序的状态
。

这使得个体户婚姻上的非道德主义行为无从得到一般社会群体在调解
、

阻止
、

制裁等方面的

行政干预
、

赏罚
,

从而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倡导源和调控力
。

尽管现在许多的社会群众转变了

职能
,

视婚姻为个人隐私
,

不愿过多地干预而导致行政约束力大为减弱
,

但是为群体成员所认

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还存在
,

并且仍无形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

违反群体规范便

会产生群体压力
,

进而迫使人们出于名誉
、

脸面
、

职业角色期待的考虑而调整
、

收敛或抑制

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

但是个体户则不同
,

他们没有那么强的行为规则上的价值共识
,

自然
一

也

就没有那么大的群体压力的约束
,

没有那么
、

重的规范行为的 自律意识了
。

不过倒是有一点得

到了他们的认同
,

就是类似于当今美国最时髦的口 号
: fI it f e el s g峨洲〕d 一 do it (如果觉得好

— 就干 )
,

放弃社会规则必然会导致反文化行为
。

一些个体户成员在 向另 一 些
“
先 行 一

步
” 的越轨者的模仿

、

暗示
、

跟从等心理因素作用下
,

逐渐地淡化了廉耻感
,

一步步走向道

德堕落
,

使不利于婚姻稳定的行为如同滚雪球般的扩散
,

造成恶性循环
。

4
.

对家庭控制系统的影响

从配偶及家人实行监督
、

限制等
“ 硬件

”
控制来看

,

个体户婚姻失去了一般家庭所具有

的在时间
、

空间和经济上的控制力
。

通常夫妻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
,

工作之余去哪里
,

和谁

交往
,

一般配偶是知晓的 ; 工资是很有限的
,

若是应酬他人
,

也难以瞒过配偶
。

个体户则不

然
,

其生活方式在时间
、

空间上的不确定性和资产隐秘性所带来的消费失度
,

改变了 “
相互

厮守
,

相互限制
” 的夫妻生活

。

与此同时也使夫妻失去了洞察配偶感情外移
、

挥霍淫靡的基

本线索
,

从而不利于窥探情变的端倪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

控制事态的发展
。

其结果往往是

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仍难以察觉
,

而且即使察觉了
,

也无可奈何
。

摆脱 了配偶及家人

的控制
,

感情变异者更加为所欲为
,

加速了婚姻的破裂
。

调查表明
,

一些个体户的闲暇活动多

与
`

清人
、

朋友在一起
,

且活动内容充分反映了时间
、

空间的不确定性和高消费特征
。

下页表

中个体户闲暇活动的内容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
: 即他们的闲暇活动空 IHJ 多分布士公共功 y)r 四

户外
,

且具有流动性的特征
。

显而易见
,

这是一般非个体户从业者户难以达到的
。

个体户闲

暇活动的流动性
,

加之做生意的流动性
,

使配偶及家人的监督鞭长莫及
。

从家庭 自我调节的
“
软件

”
控制来看

,

个体户在充分利用劳动与闲暇自主支配的优势
、

牢牢抓住开放式交往提供的一切机会增加财富的同时
,

也使其夫妻感情氛围 呈 现 出
“
外开

放
” 和 “ 内封闭

” 的趋 向
。

所谓
“
外开放

” ,

即指个体户出于社会
、

婚姻
、

心理等多种原因

的 “
感情外倾型

” 心理取向和价值取向
。

其后果是导致外遇和夫妻离异
。

在问到
“ 您认为一

些找情人的个体户为了什么 ? ” 一题时
,

回答该题的 88 人中
,
有 66 人认为是为了增加生活情



个体户闲暇活动内容与频度女互分类表 单位
:
人

,

%

一一容内

} 巫 匡互可厂生口……二宜二
}̀ 里一 }

一

业
·

竺一}
一

~

卫竺
一

{一竺生
}一竺一 }一里些兰上1一丝一 }一牲一

}三兰
-

{
一

少一 }
一- 卫一 {

一 少生一

{
9 4

一

{一里旦
11生 {一些一

-

{一竺
-

卜三兰
-

{
一

些
一

} 里旦一
一

{
一 -

竺一

1 竺竺一 !一些些 {一些上
一卜一竺一

卜竺l 一 {一些些 }
一一竺- {一

-
竺一

卜一里上
-
卜

一

牲补 4
一 -

三生-
卜里兰一

1 7 7 ! 4 0
·

3 1 ! 3 5 1 4 2

其其 中中

经经 常 有有 偶 尔 有有

444 111

111 0 555 4 4
.

1222 2444 8 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444 1 0111333
.

看电影
、

戏剧或文艺演出出 13 555 5 6
.

7 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99 4444444
.

旅游游 6 333 2 6
.

47777777777777 3 999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22222222222 1 33333555
.

参加舞会会会 2 1
.

8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00000666
.

打麻将
、

扑克克 9 444 3 9
.

5 000000000000077777 2222222 7 444

777
.

下馆子或酒吧吧吧吧吧 3 0
.

2 555 1888 5 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7 CCCCCCCCC888
.

看书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 7777777 1
.

4 333 1 0 000 7 000

999
.

和朋友聚会会 14 777 6 1
.

7 666 6 111 8 666

111 0
.

和情人约会会 3 777 1 5
.

5 555 2 555 1 222

111工
.

辅导孩子学习 (未婚者不答 ))) 7 777 4 0
.

3 111 3 555 4 222

注 : “

辅导孩子学习
”

一项的百分比是占已婚回答者的比重

.

趣
,

弥补婚姻不足
,

填补精神空虚
。

也就是说
,

占75 %的人以为个体户外遇的动 机 是 寻 求
“
感情补偿

” 。

同时也说明了个体户的
“
感情外倾

” ,

多数不是仅以淫欲为 旨而寻找单纯的

性伙伴作乐
。

因为有此偏好的人通常去寻花问柳了
,

不会愿意负担长期的外遇关系
。

但也不

能否认这种外遇关系是感情与享乐兼而有之的
。

而且虽然外遇起初 旨在
“
补 偿

” ,

而 非 离

异
,

但随着外部
“ 吸力

” 和内部
“
推力

” 的增长
,

外遇已成为个体户夫妻离异最主要
、

最普

遍的原因
。

外遇使个体户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在婚内没有满足的需要在婚外得到了
“
补偿

” ,

从而产生了低估配偶价值
、

消极对待夫妻矛盾和冲突
,

过高估计别的异性的价值
、

积极发展
“
外向型

”
感情的心理取向

,

从而导致了强烈地感情外倾的价值取向
,

为婚姻带来了毁灭性

的冲突
。

所谓
“
内封闭

” ,

即指个体户夫妻由于团聚时间的减少
,

异性接触机会的增多和外遇的

影响而出现的感情依恋淡化
,

缺乏积极的家庭动机
,

缺乏相互间的感情交流与沟通而产生的

彼此封闭的心理倾向
。

其结果是导致摧毁性的冲突
。

在回答
“ 目前个体户离 婚 较多

,

您 认

为原因何在 ? ” 的 1 86 人中
,

认为
“
与配偶团聚时间少

,

感 情趋 于 淡 化
” 的 为 ” 人

,

占

42
。

47 % ; 认为
“
异性接触较多

,

增加了在感情上重新选择的机会
” 的为 1 00 人

,

占5 3
。

7 6%
。

说明客观环境和行为方式所提供的并非是婚内感情的发展
,

而是婚姻感情的危机
。

美国的妮

娜
·

奥尼尔
、

乔治
·

奥尼尔在 《开放式的婚姻 ,)) 中提出
,

传统婚姻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
,

它阻碍夫妻成长
,

具有消减的作用
,

所提供的是夫妻有限的发展 ; 而开放式婚姻是开放的运

动的系统
,

开放式共同体的协同作用在于个性的共同发展所提供的婚姻发展的无 限 的 可 能

性
。

但是建立开放式的婚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

就是夫妻双方必须具备完整的人格
。

只有

在这个前提下
,

才能避免由此而带来的婚姻的风险
。

开放式交往中的个体户
,
由于异性接触

较多
,

产生了比较心理和对夫妻角色的新的期待是正常的
,

彼此间产生的相对不满足感
,

为

夫妻关系打破旧有的平衡而建立新的
、

更有活力的平衡关系创造了条件
。

然而对于缺乏理性



精神和健全人格的某些个体户 (不是全部 ) 来说
,

并没有产生婚姻发展的主观动力
,

却适得

其反地增加了婚姻的风险
。

这说明个体户开放式交往的 自主性还处于一个自发的过程
,

只有

达到主体自觉的境界
,

才会对婚姻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

苏联 B
·

J’I
·

列夫科维奇在研究中得出
,

任何家庭都存在发生冲突的条件
,

这是由夫妻

个性差异决定的
。

但是冲突不一定是家庭的不稳定因素
。

对于有积极的家庭动机
,

相互感到

满意和相互依恋的情况下发生的冲突具有建设性作用
,

它揭示了夫妻双方的需求和差异
,

帮

助双方培养统一的立场而达到彼此相互适应 ; 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下发生的冲突
,

则妨碍夫

妻形成一致的观点
,

破坏相互间的交往与合作而导致互不适应
,

具有破坏性和摧毁性
。

由此

可见
,

某些个体户感情的
“
外开放

”
和

“
内封闭

” 的结果
,

是对婚姻的摧毁性冲突所带来的

婚姻毁灭
。

5
.

对个体的主体控制系统的影响

自我规范化过程
,

即促使个人把 自己归入某些类别和规范的人格的过程
,

是更深刻的社

会控制阶段
。

能否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
,

主要取决于人们对社会规范包括角色规范的认同
、

同化程度
。

如果人们对社会规范持无所谓的或否定的态度
,

那么将等于把社会规范的价值当

作对自己无意义的东西而加以压制或否定
,

拒绝参与社会控制系统而导致社会控 制失 去 效

力
。

调查中发现
,

个体户的生活环境已形成了
“
如果觉得好— 就干

” 的共识
,

他们中的有

些人认为什么乐趣都应该享受一下才不枉此生 ; 及时行乐
,

追逐短期行为
,

今朝有 酒 今 朝

醉
。

他们无视道德
、

法律的社会价值
,

在他们眼里
,

金钱能买到一切
,
能买到逃避道德自责

的良心安慰
,

也能买来超越法律约束的特权
。

个体户中出现的雇用杀手报复
、

杀人行为
,

正

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态
。

他们享乐主义的需要和追逐自我感觉满足的生活取向
,

把
“
物欲

”

与
“
情欲 ,, 的满足提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

从而抑制了其行为的其他重要的社会价值
,

导致了非道德主义和反文化的行为倾向
。

一位个体户毫不隐讳地说
: “

找情人
,

换老婆
,

那

是人家有能耐
,

只有窝囊废才死守着老婆
。

不过在我们这个范围最瞧不起的是那种为了女人

犯事 (受法律制裁 ) 而栽了生意的人
,

不能驾驭女人
、

驾驭 自我本身就是一种无能
。 ”

他们

评价是非的尺度
,

不是社会规范
,

而是主观好恶和放弃规则的群体价值共识
。 “ 如果这个人

作出了不道德的举动
,

而又把它看成是自然的
、

普通的举动
,

这就是极度的道德 败 坏 的 证

明
,

说明这种行为不是偶然的
,

而是必然的
,

不是个别的
,

而是系统的
。 ” ① 个体户的非道德

主义倾向
,

使他们的自我认识
、

自我观念不再参与社会控制系统
,

而是外化为反社会行为
,

从而导致社会控制失去效力
。

三
、

积极促进生活方式的深层变革
,

健全婚姻稚定性的社会控制系统

作为生活方式深层变革的外现和先兆
,

个体户群体新型生活方式所预示的某些倾向于现

代化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
。

但是由于还没有触及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层结构的变化
,

使其

隐涵着商品经济的某些消极因素与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旧有生活价值观相结合
,

对婚姻稳定

性的社会控制机制产生了相当大的破坏力
。

因此
,

积极促进生活方式的深层变革
,

是提高个

体户婚姻质量
,

减少其在婚姻发展中的盲动性的根本出路
。

① B
·

P
·

阿谢耶夫
: 《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东西在个性形成中的相互关系》 ,

见 《个性心理学和生活方式》 第18

页
。



目前
,

就个体户婚变的社会影响和个体户婚姻发展的局 限性而言
,

健全其婚硒稳定性的

社会控制系统是必要的
。

当然
,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

有待于全社会的综合治理和整体规化去

逐步实现
。

要坚持
“ 硬件

” 和 “
软件

”
控制相结合

,

积极互动的原则
,

使个人行为
、

社会角

色认定
、

规范化
、

社会评价尺度
、

自我观念
、

社会行动的奖惩等各个环节协调一致
。

从个体户的现实出发
,

采取强化性教育和与其切身利益挂钩的强制性手段加 强 社 会控

制
,

对 于个体户婚姻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

1
.

在个体户 中
,

建立一支 以个体户为主体的有威望
、

强有力 的组织领导机构
,

加强对

个体户群体全面地
、

综合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
建立起必要的群体规范

。

对违背社会

和群体规范的行为
,

采取一定的与其切身利益挂钩的行政制裁手段加以约束
。

同时变松散的

组织为较为严密的组织
,

也有利于产生群体压力进而达到约束自我行为的作用
。

2
.

采取开办个体户学校等形式
,

对个体户进行强化性的全面教育
。

要提高个体户的文

化素质和能力
,

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
、

道德观念
、

文明经商观念
,

促进个体经营的价值导向

由 “
赚钱

”
向

“ 贡献
”
转移

,

使之真正改变主体需要和生活取向
,

真正改变主体对社会规范

的态度
,

自觉用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
,

修正
、

充实自己
,

以完善自我调节机制
,

有

效地实行内在的自控
。

同时
,

将婚姻家庭的心理知识和道德教育融于整个教育体系中
,

为其

树立文明的婚姻家庭观
,

提高其婚姻质量创造条件
。

1 989 年 12 月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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