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家庭规模到底有多大 ?

张 琢

我看到不少国内外社会学家在论及中国古代家庭的规模时
,

总以为中国古代一般都是几

世同堂
、

人口众多的大家庭
。

其实
,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错觉
,
错觉的产生我想主要

原因为三
:

一
、

根据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的伦理观念推论
,

以为中国传统家庭定然是几世同堂
、

儿

孙满堂的大家庭
。

~

这更多地是反映了 , 种传统的理想
,

并不是普遍的现实
。

实际上
,
自战国

时代起
,

随着铁器的广泛运用
, “

男耕女织
”
的小家庭便得到了发展

。

商秧变法时期
,

秦孝

公 12 年 (公元前 350 年 ) 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
,

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 居
,

否则加倍

征赋
,

使小家庭化得到法律的强化并进而形成了中国历代奖励早婚
、

早育
、

早立家的传统
。

二
、

自汉以来
,

从巩固封建宗法社会的基础— 家族制度出发
,

朝庭对
“
齐家” 的典型

便大加表彰
,

载于史册
,

以成
“
千古美传

” 。

如 《旧唐书
·

孝友传》 载
,

有个 9 世同居的家

庭
,

唐高宗去泰山路过此家时
,

曾
“
幸临

”
其门

,

问及家长张公艺 “ 齐家” 的秘诀
。

张大书

了一个
“ 忍 ”

字
,

’

使天子大为感动
,

以至泪下
,

遂以财帛礼物赏赐嘉奖
。

这个
“ 忍 ” 字

,

确实

道出了中国封建大家庭的维系是以扼杀家庭成员的个性为代价的
。

如是
,

这朝一个典型
,

那

代一个模范
,

不绝于书
,

便给人造成了以为中国传统家庭都是如此的错觉
。

其实这种表彰本

身就说明了它的稀罕
。

三
、

因为中国历来的文人多是出身于较富有的大家庭
。

这种家庭的规模要远远大于普通

家庭的规模
,

而他们笔下的家庭多是以他们自己的家庭或他们所熟悉的大家庭为背景的
。

如

近世中国的儿部划时代的文艺作品 《红楼梦》
、

《家》 和 《四世同堂 》 等所写的都是特大或

较大的官宦人家和书香门第
。

如果学者们从对这些作品的印象出发
,

来想象中国寻常人家的

状况
,

自然也会产生错觉
。

那么中国传统家庭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 ? 这要以事实来说明
。

我以为
,
中国古代家庭除

少数富贵人家多是一夫多妻 (妾 ) 外
,

基本形式即占人口和家庭大多数的平民百姓的家庭是

一夫一妻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即现在所谓核心家庭 ) 和三世同堂的直系家庭
。

由于

古代人均寿命短
, “

人生七十古来稀
” ,

即使三世同堂的直系家庭
,

一般也不过一个老人
,

难得
“
二老双全

” ,

以下家庭成员除当家的夫妇外
,

其他男子一成年结婚后就分 家 另 立 门

户
,

女子成年则出嫁到婆家
,

因此
,

规模也不是很大
。

至于人口众多的直系联合大家庭所占

比例是极小的
。

五 口左右即 常 言所 说的
“
五 口之家

” ,

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基 本 规 模
,

与

19 8 2年人 口普查结果每户平均 4
.

43 人相差并不太远
。

若以 《汉书
·

地理志》 的资料
,

公元 2 年

(汉平帝元始 2 年 ) 每户平均 4
.

87 人
,

与 1 9 8 2年每户平均人 口比较
,

时隔 1 9 8。年每户平均相

差不过 0
.

44 人
。

关于中国古代家庭平均人数
,

较精确的统计可参考已故历史学家梁方仲教授

生前多年悉心编篡成的 《中国历代户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年版 )
。



此书根据我国二十五史
、

历代政书
、

部分地方志
、

文集加近人所编 有 关统计数字
,

经过核

算
,

分门别类
,

综合编辑为 200 多份表格
。

现据正编甲表 l
。 “
中国历 代 户 口

、

田地的总数
,

每户平均口数和每户每 口平均田亩数
”
中的资料

,

和 《中国 19 8 2年人口普查资料 》 (中国统

计出版社 19 8 5年版 )
,

将中国历代人口和每户平均人 口数摘要列表如下
:

中国历代人口和每户平均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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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人口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国外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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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表中为 5
.

7 6
,

计算有误
,

为 5
.

”
。

② 包括集体户户数和集体户人口 ;

⑧ 为核查调整后的家庭户每户平均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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