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农村家庭急剧裂变的认识与对策

王 宗 儒

实行大包干责任制 以来
,

农村家庭急剧裂变
。

据对湖北省钟祥县的调查
, 1 9 4 9年至 1 9 8 2

年
,

全县农户由1 0
.

56 万户增加到1 4
.

28 万户
。

平均每年增加 1 1 2 7户
。

而大包干后的 1 9 8 3年至

1 9 8 6年
,

全县农户则由1 4
.

28 万户增加到 1 6
.

18 万户
,

平均每年增加 4 7 5 0户
。

后 4 年年均增长数

是前 3 3年年均增长数的4
·

2倍
。

户均人 口 由6
·

1人减少到 4
·

6人
,

户均劳力由冬1人减少到 1
·

57

人
。

伴随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

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农民观念的更新
,

钟祥农村 家 庭结 构

简单化
、

家庭规模小型化
,

呈继续发展趋势
。

事 出 有 因

农村分家户猛增
,

家庭呈现小型化
,

是社会政治
、

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

经调查分析
,

主要
一

与以下因素相关
:

一
、

与农村生产体制变革相关
。

大包干打破 了集体
“
大锅饭

” ,

劳力由过去村组集体管

理变为家庭管理
。

在姊妹抽埋较多的家庭
,

经常出现权力
、

义务
、

收益分配之争
。

千活你推

我卸
,

分配你争我夺
。

为打破家庭
“
大锅饭

”
而出现兄弟分家

、

父子分家
,

大家变小家
,

一

家变多家
。

洋梓镇汪李村刚打破集体
“
大锅饭

”
时

,

一些大家庭人心很齐
,

生产搞得不错
。

但一年之后
,

80 % 以上的大家庭明显受到家庭
“
大锅饭

”
的束缚

,

出现了
“ 人多心不齐

,

干

活不卖力
,

打架又扯皮
”
的现象

。

于是
,

这些大家庭迅速裂变
。

仅 4 年工夫
,

新分出来的家

庭就有 1 11 户
,

占原有农户的 4 2
。

5%
,

户均人 口由7
.

16 人减少到4
.

97 人
。

二
、

与生活改善
,

收入增加相关
。

过去
,

一般家庭处于温饱型
,

收入微薄
,

没有财力置

家当
,

盖新房
。

一些户本想分家
,

但苦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

只得维持本来就要解 体 的大 家

庭
。

这种有粮全家吃
,

有钱一样花的家庭
“
大锅饭

” ,

在生活水平相当低下的情况下
,

还比

较好维持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农户收入成倍增加
,

为分家建房创造了经济条件
。

有兄

弟几人的家庭
,

不愿再挤在一起
,

各自都想盖新房
,

置家当
。

如注李村在 1 9 8 3年以前
,

有 24

户分了家的仍一起挤在几间旧房子里
。

而现在人均纯收入 已邮 00 多元上升到 1 0 00 余元 ( 1 9 8 6

年人均 1 0 4 8元 )
,

几乎所有分家户都盖了新房
。

有 14 户的新媳妇未进 门就建好了 分 家 的 房

子
。

三
、

与农村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相关
。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
,

农 田实行规模经营
,

大量

剩余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

这种转移除极少数举家转移外
,

多数只能转移部分劳力
,

使原家

庭裂变
,

人 口减少
。

四
、

与观念更新
,

思想变化相关
。

中国农民具有传统的家庭观念
,

把子女未成家或刚成

家就分家看成不道德的事
,

长者常常以种种手段维系一个本该分开的家庭
。

有的以家里人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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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家族人丁兴盯
。

而当今的青年农民与老一辈在生活习惯
、

思想意识
、

兴趣爱好等方而的

差距拉大
。

他们 一 般不习惯生活在热热 闹闹的大家庭中
,

而追求城市化的小家庭生活
, 一

结

婚就要求同旧家庭分离
,

过小天地
、

小炉灶的小夫妻生活
。

有的尽管是独子独女
,

也希望与

父母分家生活
。

这并不尽是他们不想赡养父母的缘故
。

有的宁愿多给父母赡养费
,

也要分家

单过
。

同时
,

老一代人的传统家庭观念也在更新
,

不再追求儿孙满坐苦斗磨
,

而倾向子女各

自奔前程
。

加之老一代对新一代有些看不惯
,

吃不消
,

彼此难想到一块
,

难说到一块
,

难玩

到一块
。

这种 “ 代际差 ”
使老人感到与儿媳在一起生活的艰难

,

在他们尚未丧失劳动熊力或

生活 自理能力之前
,

也愿分家独 自生活
。

认为这是一种超脱
。

五
、

与农村青年结婚高峰期相关
。

1 9 6 2年至 1 9 7 5年
,

是我国的一个人 口生育高峰期
。

在

此期间
,

钟祥县共出生人 口 15 万多人
,

占全县现有人 口的 1/ 6 。

其中 1 9 62至 1 9 6 5年出生 的 约

5
.

1万人
。

这一时期出生的人近几年正处于结婚期
。

仅从 1 9 8 3年初 以来
,

全县登记结娇 的 就

有 2 万多人
,

并且这部分人一般多属多子女家庭
,

结婚后大多从旧家庭中分离出来
。

从我们

重点调查的 8 个村来看
, 1 9 8 3年以来裂变的 61 1个新家庭中

,

属多子女分 家 的 有 60 3个
,

占

9 8
。

7%
。

六
、

与基层 干部怕麻烦
,

对农村家庭纠纷缺乏过细调解相关
。

目前农村不和 睦 的 家 庭

中
,

大家庭比小家庭多
,

复杂家庭比简单家庭多
。

基层千部为减少民事纠纷调解工作 鼠
,

对

提出分家的顺水推舟
。

从而
,

无形助长了大家庭的分化
。

七
、

与想多 占
、

抢占台基相关
。

有的户本来人 口不多
,

家庭关系并不复杂
,

尚不具备分

家条件
。

只因看到土地管理越来越紧
,

担心子女都成家后分家弄不到宅基地
,

因此
,

寻伐种

种借 日闹分家
。

有的形分实合
,

表面是两家
,

实际是一家
。

利 弊 分 析

农村大家庭迅速裂变
,

人们对之褒贬不一
。

利弊何在
,

要看实事
。

调查结果表 l贝
,

主要

有四利四弊
:

四利是
:

第一
,

冲击了传统的宗法观念
,

增强了青年一代的自主自立意识
。

几世同堂的大家庭
,

既是 自然经济的衍生物
,

又是相袭久长的宗法观念的
“ 聚合体

” 。

这种家庭受传统的宗法观

念和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的影响深
,

与现代人的新观念和大规模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极不适应
。

这种家庭裂变后
,

使青年人脱颖而出
,

受老一代的思想约束相对减少
,

自主 自立

意识明显增强
。

他们思路开阔
,

相信科学
,

经营有方
。

据对 8 个村的抽样调查
,

裂变 的 6 n

个新家庭
,

24
.

5%的户添置了农业机械
,

86 %的户开辟了新的生产门路
,

21
.

3%的户建立了

家庭经济核算帐 目
,

户户人平收入增加
。

特别是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年轻媳妇
,

在大

家庭裂变后
,

从世代相袭的
“ 三转

” (围着公公婆婆转
、

围着丈夫子女转
、

围着猪圈锅台转 )

中解放出来
,

直接走上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舞台
,

表现十分活跃
。

他们既能下田耕种
,

又能务

工经商
,

还管家庭经济核算
。

胡集镇丽阳村
,

20 多个刚分家的媳妇居一条 山岗
,

人称
“
媳妇

岗
” 。

这群媳妇摆脱公公婆婆的束缚后
,

不但田种得不差
,

而且在胡集镇上做买卖
,

在火车

站搞装卸
,

一点不比男人逊色
,

大有
“
巾帼不让须眉

” 之势
。

他们的小家庭不几年大都现代

化了
,

不仅住房宽敞
,

家用电器多
,

而且手 中的
“
票子

”
也相当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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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把致富竞争机制引入小家庭
,

激发了微观的活力
。

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和集

体
“
大锅饭

”
的打破

,

引发 了家庭经营的活力
。

但家庭
“
大锅饭

”
的存在

,

又束缚了家庭各

个成员的生产积极性
。

不少大家庭严重存在分工不明确
,

用钱不合理
,

劳动和生活苦乐不均

的现象
,

往往是 “
辛辛苦苦老长辈

,

无所事事小字辈
” ,

家庭矛盾多
,

几代人都有怨气
。

而

大家庭分裂为若干小家庭后
,

由于物质利益和家庭成员的联系更加密切
,

使平时懒懒散散的

青年人变得勤快起来
,

小家庭成 员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
。

汪李村三组翁兴志
、

翁兴旺

两兄弟
,

没有分家时
,

老二不下田
,

老大有意见
,

包 田 12 亩
,

都无热心把田种好
,

成了村里

抢季节的拖腿户
,

拿产量的低产户
。

1 9 8 6年分家后
,

两兄弟都有了生产干劲
,

扩大承包面积

8 亩
, 1 9 8了年夏秋粮均获高产

,

双双受到上级表彰
。

第三
,

推进了家庭分工社会化的发展进程
。

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来
,

多数家庭

已初步形成家庭统一经营
,

劳力专业分工的雏形
。

特别是劳力较多的大家庭
,

家庭劳力分工

已很明确
。

除农忙全家劳力下田外
,

平 时有的劳力种田
,

有的经商
,

有的从事机械作业
,

有

的料理家务等等
。

但是这种分工
,

明显受到家庭和农田的拖累
,

仅仅只能调整个别剩余劳力

或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从事非农产业
。

一般走不远
,

非农经营不稳定
,

调整始终处于
“
阵痛

”

状态
,

非常艰难
。

而在大家庭的裂变中
,

则顺利地使一部分家庭 由过去
“
小而全

”
的家庭劳

力专业分工
,

转变为家庭分工社会化
,

即举家向新产业转移
。

抽样调查的 8 个村
,

就 有 1 5 8

个新家庭
,

不仅向旧家庭告别
,

而且 向土地告别
,

举家进入农村集镇从事了新的产业
。

第四
,

加快了农村家庭城市化的步伐
。

农村小家庭的主要成员
,

大多受过一定程度的教

育
,

思想观念新
,

改造 自我的意识强
,

不拘泥于父辈们保守落后的清贫田园生活
,

着力追求

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
,

领导着农村生活城市化的新流潮
。

四弊是
:

其一
,

老无所养
,

小无所依
。

这是农村家庭裂变过程中表现最尖锐
、

最突出 的 现 实 问

题
。

虽然青年们分家后完全不赡养老人的为数不多
,

但大多只愿承担经济之责
,

而不愿尽生

活照顾义务
。

转斗镇夏集村古稀老人赵氏
,

当年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
,

后来一家分

为三家
,

大儿子搬到外乡去住
,

二儿和三儿互相推诊 (儿媳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

使老

人流落他乡
。

赵氏的孙子李明对父辈们的作法极为反感
,

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家里
: “

婆婆

是华侨
,

爸爸是华裔
,

妈妈是越南人
,

越南赶华侨
,

华裔千受气
,

难民活受罪
” 。

这首打油

诗
,

很形象地写出了一些家庭裂变不赡养老人的真情内幕
。

同时
,

家庭裂变后
,

割断了小家

庭的子女与祖父祖母的隔代哺育关系
。

在 当前农村缺乏托儿所
、

幼儿园的情况下
,

双忙无人

照管孩子的问题
一

也尖锐地表现出来
。

其二
,

建房占地
“ 前景 ” 令人忧虑

。

据调查
,

丘陵山区的分家户打台基
,

一般 需要 占地

1
.

5一 1
.

8亩
。

平原湖区因土地紧张
,

每户占地也在半亩 以上
。

近年我县平均每年分家4 7 0 0多

户
,

按山丘湖区分类匡算
,

每年要占地 3 0 0 0亩
,

相当于一个大村的土地
。

其三
,

影响家庭内部劳力专业分工
。

由于大家庭裂变后
,

多数新家庭没有离田
,

这样
,

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缩小
,

机械难于发挥作用
;
家庭劳力相对减少

,

原家庭内部的劳力专业

分工被打乱
,

务工经商的劳力不能再外出
;
过去通常由一人承当的家务劳动

,

随着小家庭的

独立
,

而分散为两人或多人承当
,

无形中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
,

使家庭裂变后小家庭 中激发

的劳动活力由此被抵消不少
。

其四
,

随着小家庭的增多
,

浪费能源的间题也很严重
。

由过去的一家开火
,

到现在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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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吃饭
,

燃料消耗大大增加
。

仅近 4 年全县增加近 2 万个新户
,

每年灶王爷就要多吃数万吨

燃料
。

认 识 与 对 策

家庭是社会细胞
。

家庭问题涉及社会各个方面
,

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我国是一个

10 亿人 口
、

8 亿农民的大国
,

了解研究农村家庭的状况及发展变化趋势十分重要
。

特别是农

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家庭成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
,

其发展变化
,

对农村社会

经济生活
、

文化生活的影响
,

显得更直接
、

更重大
。

近几年农村家庭急剧变化
,

与人 门 自然

增长息息相关
,

与农村的伟大变革息息相关
,

与人们思想意识更新息息相关
。

可以说
,

小家

庭的发展趋势
,

是一种 自然规律
、

客观规律
、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

正确认识和

把握这一规律
,

对于我们制定政策
、

指导工作
,

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我们不能因为分家户

增多带来社会 问题而横加干涉
,

违反客观规律
。

也不能因为农村家庭小型化是历史的必然
,

而放任自流
,

显得无能为力
。

我们认为
,

应对此采取 以下对策
:

一是控制人 口增长
,

抑制分家因子
。

二是要按照土地的有关政策规定
,

严格建房占地审批手续
。

对多占抢占台基的
,

要依法

惩处
。

三是制定《老人法 》 ,

建立赡养老人合同
,

以法律形式
,

规定子女与老人分家后
,

所应负担

的经济责任和生活照顾义务
。

对虐待老人和小弟妹的不法分子
,

要运用法律手段给予打击
。

四是开展经常性的社会公德
、

传统美德的教育
。

在评选
“
双文明 户

” 、 “ 五 好 家 庭
”

中
,

多树 已分成小家庭但全家和睦相处
,

齐心合力劳动致富的好典型
,

为他们挂光荣匾
。

为

好婆婆
、

好媳妇
、

好女婿
、

好灿埋戴光荣花
。

倡 导 尊 老 爱幼
、

互敬互爱
、

勤俭持家
、

劳动

致富的社会风尚
。

五是创造条件
,

引导分家户向开发性生产或非农产业转移
。

促进土地规模经营
,

促进农

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六是为农村家庭提供多门类
、

多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

如兴办农村幼儿园
、

老 人 娱 乐 院

等
,

让小有所学
、

小有所依
、

老有所乐
。

又如兴办农村小食堂
、

饮食店
、

洗衣店等
,

把农民

从
“
一 日三餐

”
式的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 出来

,

进入广阔的商品生产领域
。

同时也可节省

大量的燃料消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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