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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向何处去
———谈家庭建设与社会建设

邓伟志

(上海大学ꎬ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　 要〕从家庭的规模、结构、性质和道德四方面观察ꎬ家庭在变化ꎮ 应该把家庭建设放在社会建设的重

要位置ꎬ从体制机制上、文化建设上以及运用家庭社会学理论等方面来巩固家庭、变革家庭ꎮ 国内外家庭出现的

现象各有利弊ꎮ 需要解决家庭建设中遇到的三大难题:对国际化怎么看ꎬ对传统怎么继承ꎬ对贫富差距加大后如

何弱化社会张力ꎬ从而实现社会平衡ꎬ建设适应新时代的新型家庭ꎮ
〔关键词〕家庭ꎻ变化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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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向何处去? 这是时代之问ꎬ是千家万户

出的必答题ꎬ也是世界之难题ꎮ
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ꎬ作

为社会细胞的家庭随之变化ꎮ 社会在前进ꎬ家庭

在变化ꎮ 时代在家庭身上自然而然地打上一个

又一个烙印ꎮ 现在中国的“五好家庭” 层出不

穷ꎬ“最美家庭” 风起云涌ꎮ 可是ꎬ我们也应看

到ꎬ事物无不有二重性ꎬ许多国家的家庭变革也

有二重性ꎮ 有些变化适应时代潮流ꎬ有些变化即

使一时让人看不顺眼ꎬ说不定有朝一日会转化为

未来的方向ꎬ当然还有些变革是倒退ꎬ是逆潮流

而动ꎬ对社会前进的步伐增加阻力ꎮ 这就要求社

会学界担起理论责任ꎬ在大变局中为千百万家庭

开新局ꎮ

一、当前家庭发生了哪些变化

家庭的规模在变小ꎮ 几十年前ꎬ大于五口之

家的居多ꎬ四代、五代同堂随处可见ꎮ 现在三口

之家比比皆是ꎬ四代、五代同堂成了凤毛麟角ꎮ
说是今天有四代、五代同堂ꎬ实际上是打引号的ꎬ
并非同在一个大院ꎮ 欧洲有个发达国家的首都ꎬ
平均每户 １. ５ 人ꎬ家庭规模小了又小ꎮ ———这就

引出下面一些变化ꎮ
家庭的结构在松弛ꎮ 即使是上面讲的三口

之家、１. ５ 口之家ꎬ也未必同堂ꎬ或者分散在同一

城市不同户ꎬ或者分散在同一国家不同户ꎮ 不仅

儿女不在身边ꎬ有的夫妻俩也可能是两地户口、
两国的国籍ꎬ彼此往来甚少ꎮ 人称“孤老”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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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是规模淡化的一个例证ꎮ
家庭的性质在异化ꎮ 千百年来ꎬ家庭无不是

由血缘和姻缘而组成ꎮ 如今因离婚率激增ꎬ有不

少家庭子女不是与父亲没血缘关系ꎬ就是与母亲

没血缘关系ꎮ 更值得研究的是ꎬ有的夫妻之间也

没有真正的夫妻关系ꎬ不是合法夫妻ꎬ而是同居

关系ꎮ 有的国家税收政策对单身汉从宽ꎬ对成家

的从严ꎬ导致有的“夫妻”所生的孩子已长大成

人ꎬ做父母的还没正式结婚ꎮ 不是合法夫妻导致

同居几十年以后ꎬ说分手时就分手ꎬ易如反掌ꎬ害
得子女不是没爹就是没娘ꎮ

家庭道德滑坡ꎮ 近年来ꎬ亲兄弟、亲姊妹等

对簿公堂的案件在增多ꎮ 对簿公堂是极端ꎬ有极

端必有近极端ꎮ 有些家庭矛盾没上诉、没立案ꎬ
但是家庭暴力屡见不鲜ꎮ 普通人家庭有不和谐

的ꎬ有钱有权的、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家庭也有不

和谐的ꎮ 欧洲有个国家的“十大名人”之一多年

前打老婆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没了结ꎮ 中国 ４０ 多

年前“文革”中家庭成员互相揭发、无限上纲的

后遗症也没消失ꎮ 因一方挨斗而离婚的ꎬ有的复

婚ꎬ有的还耿耿于怀ꎮ 这类事网上可见ꎬ有的出

书“曝光”ꎬ白纸黑字摆弄家内的是是非非ꎬ恩恩

怨怨ꎬ此类事前无古人ꎮ

二、迫切需要把治家放在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

在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ꎬ上述的家庭规模

变小只能说明全社会的家庭户数在不成比例地

增多ꎮ 家庭结构松弛只能说明社会流动加速ꎮ
水平流动加速ꎬ垂直流动也在加速ꎮ 家庭性质异

化只能说明社会的细胞在作用于社会有机体ꎬ使
得有机体染上变异病毒ꎬ不过是可治的变异病

毒ꎮ 家庭道德滑坡ꎬ在中国是指前几年常说的

“经济上去了ꎬ社会风气下来了”ꎮ 按哲理ꎬ道
德、观念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ꎮ 经

济上去ꎬ社会风气也应当相应上去ꎮ 之所以没上

去ꎬ是因为有些人一度大讲“效率优先ꎬ兼顾公

平”ꎮ 把公平置于“效率”之后ꎬ导致社会不公加

剧ꎬ拜金主义流行ꎬ家庭矛盾突出ꎮ 房子是用来

住的ꎬ不是用来炒的ꎬ也不是用来“吵” (吵架)
的ꎮ 有些国家抢房子的家产纠纷可能比中国更

严重ꎮ 由此可见ꎬ家庭状况与社会治理应该是什

么关系ꎮ
一叶知秋ꎬ把社会细胞放在显微镜下ꎬ可以

清楚地看见治家与治理社会息息相关ꎮ 是人都

有家ꎮ 许多国家把乞丐称作“无家可归者”ꎬ其
实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家ꎬ只不过有家难归罢

了ꎮ 我们常讲做工作要“横向到边ꎬ纵向到底”ꎬ
“到底”是要到社会的细胞ꎬ“到边”是要到住在

天南地北的家庭ꎮ
家庭这“一叶”的变迁迫切要求社会工作不

断完善和加强ꎮ 如何做好社会工作? 首先要问

计于民:想人民之所想ꎬ急人民之所急ꎬ解人民之

所困ꎮ 把千家万户拥护不拥护ꎬ赞成不赞成ꎬ高
兴不高兴ꎬ答应不答应ꎬ作为决断如何治理的出

发点和归宿ꎮ
重要的是要从解决治社、治家的体制机制上

着手ꎬ体制顺ꎬ机制活ꎬ万家兴ꎮ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ꎮ 可是第一任教

师并非个个都是万能的ꎮ 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ꎮ
全国妇联所作的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显示:我国

有 ５０％的家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ꎮ 社

区应该办些家长培训班ꎬ加速摒弃“棒头之下出

孝子”的陈旧观念ꎮ 家庭有矛盾ꎬ社区要配备经

常性的家庭指导老师ꎮ 家庭成员身体有异样时ꎬ
在饮食方面应该吃什么ꎬ不应该吃什么ꎬ不是每

个人都明白ꎬ社区还要配备营养咨询师ꎮ 家庭成

员有心事ꎬ需要倾吐ꎬ需要解锁ꎬ社区还应该配备

心理咨询师ꎮ 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方式还不能是

单一的ꎮ 面对面交谈固然有效ꎬ单有面对面的咨

询并不完善ꎮ 有些家庭成员还有难以启齿的、见
不得人的心事ꎬ这就要求要有电话心理咨询师ꎮ
比方说有人想自杀ꎮ 再比方说ꎬ有些家庭闹矛

盾ꎬ想不开ꎬ一方甚至有犯罪的冲动ꎬ在没下决心

之前ꎬ想请教咨询师ꎬ又怕咨询师知道自己的名

字ꎬ怕咨询师留下电话号码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应
该公开声明办不留咨询者电话号码的咨询所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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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宣布咨询师如泄露相关信息当以违法处置ꎮ
这样ꎬ谁有难题都敢说出来ꎮ 咨询师也才能把工

作做到当事人的心坎上ꎬ解决真问题ꎬ真解决问

题ꎬ有别于曲高和寡的“假大空”ꎮ 这种师、那种

师ꎬ每一种师都是让家庭科学生活之师ꎬ促进生

活科学化ꎬ从而提高家庭的文明度ꎬ做到老有所

养ꎬ幼有所教ꎬ弱有所扶ꎬ心锁有人开导ꎮ
社区设师毕竟不能很多ꎬ这就要求全社会都

起来共同关心他人的家庭ꎮ
有的国家的明星不以票价高、剧场满座为骄

傲ꎬ而是以能够无偿地为养老院慰问演出为光

荣ꎮ 社会也侧重于赞赏艺术家的服务意识ꎮ
有的国家的弱智青少年有好几位“志愿者妈

妈”ꎮ 她们会轮流去看望“弱智儿女”ꎬ送去好吃

好玩的ꎬ开启弱智者的智慧ꎬ减轻弱智者父母的

压力和弱智学校老师的负担ꎮ
有的国家的儿童可以不许亲生父母带领ꎮ

比如家长是酒鬼ꎬ或者有其他不轨行为ꎬ经社区

评议ꎬ认为家长有可能把孩子带坏ꎬ不宜继续抚

养孩子ꎬ国家可以把孩子送到离他们家很远的学

校免费读书ꎮ 不许家长任意与孩子接触ꎬ但允许

孩子定期看望父母ꎬ看望后再回校学习ꎮ 这般子

女与父母隔开的做法打破了人们常说的“谁家的

孩子谁家抱”的传统观念ꎬ有助于孩子的成长ꎮ
有的国家对残疾人关怀有加ꎬ处处是“残疾

人优先”ꎮ 残疾人看戏坐第一排ꎬ他们参观这个

馆免费ꎬ参观那个园免费ꎮ 重残的坐火车不仅本

人免费ꎬ连陪同人员也免费ꎮ 残疾人学校或工厂ꎬ
会帮助手残的充分发挥脚的作用ꎬ脚残的尽量发

挥手的功能ꎬ脚、手都残的ꎬ施展其大脑的智慧ꎬ
各显其能ꎬ变劣势为优势ꎬ各自创造各自的奇迹ꎮ

美国等国家有不少乞丐住桥下ꎬ睡垃圾箱

上ꎮ 可是欧洲有少数国家规定“讨饭讨钱是犯法

行为”ꎮ 为什么? 因为社会保障已经做到衣食住

都有足够的保障ꎬ你为什么还讨饭讨钱? 你讨饭

讨钱只能说明你没有把社保发给你的钱用在正

当地方ꎬ因此被认为“违法”ꎬ以此激励他们改邪

归正ꎮ

这些治社、治家的做法大有值得我们参考、
借鉴和讨论的地方ꎮ 我们这些年在敬老、助残、
关爱留守儿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取得显著效

果ꎬ受到人民赞扬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ꎬ
应当在党的领导下ꎬ在政府的宏观协调、督促指

导下ꎬ推动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社会优抚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上一层、数层

楼ꎬ进而向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目

标迈进ꎮ
家庭不能只追求物质生活ꎬ还要有精神生

活ꎮ 有了仓廪实、衣食足ꎬ还要知礼节、明耻辱ꎮ
这就要求社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并且能

够做到针对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的文化需

求ꎬ提升文化供给能力ꎬ满足人的个性化、多样

化、品质化、国际化的文化需求ꎬ运用数字化、云
平台ꎬ让人足不出户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ꎬ从而

营造一个陶冶心灵情操、追求向上向善向美的社

会氛围ꎮ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依附在大社会有机

体之上的ꎮ 中国的家庭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

一块块砖石ꎬ因此不能只顾小家ꎬ不顾大家ꎮ 家

人应有家国情怀ꎬ为国分忧ꎬ为国解难ꎬ为国尽

责ꎮ 从 １９２１ 年共产党成立到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

立的 ２８ 年间ꎬ为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有 ３７０
多万人(此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烈士)ꎬ有的是兄

弟牺牲在同一战场ꎬ有的是夫妻同赴反动派的刑

场ꎮ 他们都是“舍小家ꎬ为大家”ꎮ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环节有共

性ꎬ有时也有差异ꎮ 能指挥千军万马的ꎬ有的家

内四分五裂ꎻ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校长ꎬ有的家内

矛盾百出ꎮ 这就表明ꎬ治家应该是一门专门的学

问ꎮ 做父母的要学一点家庭学ꎮ 恢复社会学后ꎬ
复旦大学分校率先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ꎬ接着各

高校相继开课ꎮ 中国第一家以“家庭”命名的杂

志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初在广州出刊后ꎬ发行量高

达二三百万份ꎮ 家庭需要家庭学ꎬ«家庭»杂志

应运而生ꎮ 社会应大力普及家庭学知识ꎮ
理论源于实践ꎬ高于实践ꎮ 运用从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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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家庭建设中提炼出的家庭学指导家庭建设ꎬ
将会把家庭建设得更加和谐、美满ꎮ

三、治家碰到的三个说难也不难的难点

首先是全球化的问题ꎮ 全球化、国际化是科

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ꎬ是必然出现的

历史潮流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ꎬ国门一直是敞开

的ꎮ 每年出入境总数超过 ３ 亿人次ꎮ 国人的全

球意识、世界眼光大为增强ꎮ 西学在中用ꎬ中学

在西用ꎮ 自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全球第一所孔

子学院正式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成立以来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全球已有 １６２ 个国家(地区)
设立了 ５４１ 所孔子学院和 １ꎬ１７０ 个孔子课堂ꎮ
汉学走天涯ꎮ 这是一个方面ꎬ另一方面也不能不

看到在一些人身上滋生了盲目崇洋媚外的现象ꎬ
尤其在婚姻家庭方面ꎮ 在 １９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ꎬ家庭状况是五颜六色的ꎬ有法国人的优雅ꎬ有
日耳曼人的冷静慎重ꎬ有拉丁人的浪漫洒脱ꎬ有
斯拉夫人的骁勇进取ꎬ还有意大利的低离婚率ꎬ
有人不去学这些ꎬ偏偏去学美国的朝三暮四ꎬ学
美国的每年离婚人数占结婚人数的一半以上的

高离婚率ꎮ 在择偶方面ꎬ不学别的ꎬ去学人家的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ꎮ 还有人学人家的同性

恋ꎮ 想想看ꎬ如果都是同性婚姻ꎬ那么拥有 ２００
万年历史的人类必将在下个世纪初叶全部灭亡ꎮ
还有人ꎬ奔向一夫多妻制国家ꎬ甘当富人的“小
三”ꎮ 可见ꎬ国际化有个化什么的问题ꎬ应当是择

善而从ꎬ不善则不从ꎮ 时间是历练ꎬ夫妻还是白

头偕老为好ꎮ 欧洲有个国家的一位十分廉政的

领导人ꎬ离婚四次ꎬ每离一次要把财产分一半以

上给对方ꎬ四次下来自己只留下 １ / １６ 的财产ꎬ晚
年的生活相当艰难ꎮ 有的国家十分重视培养孩

子的勤劳观念和公益意识ꎮ 城市里的家长(或社

区、或学校)联合起来ꎬ集体租用一块土地ꎬ让每

个孩子种一平方米ꎬ练习播种、浇水、修枝等种植

技术ꎬ相互观摩、比赛ꎮ 还有的家长组织孩子为

路边的公用花园浇水、捉虫子ꎮ 这些也是我们治

家当中值得仿效的点点滴滴ꎮ 对外国的家教ꎬ要

一分为二ꎬ不可一锅端ꎬ要冷静分析ꎬ慎重应对ꎬ
求同存异、求同尊异ꎮ

第二是传统继承问题ꎮ 中国是文明古国ꎬ家
庭文明是其中的一大亮点ꎮ 从孔子庭训儿子孔

鲤算起ꎬ家训源远流长:孟母有三迁ꎬ三国魏有嵇

康的«家诫»ꎬ西晋有杜预的«家诫»ꎬ东晋陶渊明

有«责子»ꎬ南朝梁还有徐勉的«诫子书»ꎮ 传播

较广、影响较大的是«颜氏家训»和«朱子家训»ꎮ
中国的家训已被译成多种文字ꎬ我们更应该传承

中国家庭文明的传统基因ꎮ
可是ꎬ也应看到时代在前进ꎬ千百年前的老

祖宗没乘过高铁ꎬ没有玩过手机ꎬ不知道 ５Ｇ、６Ｇꎬ
更不懂得中微子、干细胞ꎮ 孔子所谓的周游列

国ꎬ充其量就是今天中国的三四个省ꎮ 古人的见

解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ꎮ 因此ꎬ要把握好时代

的脉搏ꎬ把过去的传统与今天的实际相结合ꎬ用
实践来检验家训ꎮ 上海市静安区家风建设平台

上线仪式上有专家题字:“家风胜万金ꎬ旧训绽新

颜ꎮ”是的ꎬ就是要让旧训绽放新的光彩ꎮ 古人讲

“父母在ꎬ不远游”ꎬ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过去

是对的ꎬ这在今天能行得通吗? 世袭制还能搞

吗? 变相的世袭也不能允许ꎮ 古人讲的“一家无

二党”“一家无二教”也早就过时ꎮ 中国实行多

党合作制ꎬ一家人加入不同的党派的事不绝于

耳ꎮ 外国的大选ꎬ夫妻各自把选票投给不同政党

的事ꎬ屡见不鲜ꎮ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ꎬ一家

人信仰两教的多得很ꎮ 有人建议由佛教、道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合作建一些美丽的亭

子ꎬ把五大宗教的标志标在一个亭子上ꎬ以示宗

教信仰自由平等ꎮ 这一建议发人深思、值得重

视ꎮ
中国幅员辽阔ꎬ有 ５６ 个民族ꎬ有些民族之下

还有若干支系ꎬ五彩缤纷ꎬ各有特色ꎮ 我们的 ５６
个民族是 ５６ 朵大红花ꎬ像石榴籽一样抱成一团ꎮ
见仁见智ꎬ假使在一些人眼里认为他们有些落后

的传统ꎬ也要允许各民族继承他们的传统ꎮ 要尊

重差异ꎬ包容多样ꎬ可以引导他们ꎬ启发他们ꎬ求
出最大公约数ꎬ画出最大同心圆ꎬ切不可用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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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向何处去



尺子去量ꎮ 大家知道ꎬ阿拉伯国家妇女有包头的

风俗ꎬ中国妇女一般不包头ꎬ即使天冷包头ꎬ也不

同于阿拉伯妇女那种包法ꎮ 可是ꎬ我国驻阿拉伯

国家的女记者ꎬ入乡随俗ꎬ有的就包了头ꎬ为的是

适应当地的多数ꎮ 在日常生活中ꎬ少做、不做多

数人的例外ꎬ是处世之道ꎮ
第三是富裕家庭与相对贫困家庭的关系ꎮ

这是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拉大以后出现的突出

问题ꎮ 差距拉大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正确对待ꎬ嫌
贫仇富的现象十分严重ꎬ动拳动刀的事也有发

生ꎮ
要把处理贫富矛盾提到一定高度ꎬ德国是一

面镜子ꎮ 东西德统一 ３１ 年多了ꎬ原来是东德穷ꎬ
西德富ꎮ ３１ 年来贫富差距在缩小ꎬ但是差距还

是有的ꎮ 西德与东德的青年之间谈恋爱尚有难

度ꎮ 房价也是西高东低ꎮ 近年ꎬ由于德国讲人

道ꎬ别国不许移进的西亚难民ꎬ德国进来上百万ꎮ
一开始ꎬ难民个个感激涕零ꎮ 只因难民比原东德

人更穷ꎬ换句话说ꎬ差距更大ꎬ矛盾更多ꎮ 加之ꎬ
难民会把原有的贫富差距带过来ꎬ造成难民中也

出现摩擦ꎮ 贫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为富不仁、炫
富夸富ꎬ看不惯穷人的行为方式ꎬ但是把矛盾上

升为冲突的多是穷人ꎮ 富人欺负一两个穷人立

即会引发蝴蝶效应ꎬ激起一群人不满ꎮ 这两年ꎬ
德国因穷困(相对而言)而暴发的矛盾冲突此起

彼伏ꎮ 与此同时ꎬ贫困家庭之间、贫困家庭内部

的矛盾在升温ꎮ 合用厨房的难民为了厨房你争

我夺ꎮ 攀富的难民与仇富的难民不一致ꎮ 贫富

差距不大的德国尚且如此ꎬ中国的基尼系数大于

德国ꎬ我国更应当加以警惕ꎮ 社会学讲究社会平

衡论ꎬ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疾呼解决不平

衡的问题ꎮ 这两年大力纾困ꎬ差距有所缩小ꎬ但
是由于贫富差距而造成的社会张力依然存在ꎬ
“同志尚须努力”ꎮ

四、结　 语

我们相逢在新时代ꎬ国泰民安ꎮ 有国泰方有

民安ꎬ国泰是前提ꎬ同时也要看到民安是国泰强

有力的保障ꎮ 党风带动民风ꎬ党风是火炬ꎬ同时

也要看到民风会推动党风ꎮ 中国的家庭向何处

去? 随着社会建设的日益完善ꎬ国泰与民安互

动ꎬ党风与千家万户的民风互动ꎬ新时代将写出

新的家庭格言ꎬ成为“中国之治”靓丽的一页ꎬ中
国的家风与社风一定会大有改善ꎮ 可以预料ꎬ中
国的文明指数、幸福指数一定会走在世界最前

列ꎮ 与新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型“最美家庭”必将

会逐年增高ꎬ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将在地球的东

方冉冉升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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