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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变迁背后的观念与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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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至29日，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家庭社会学分论坛在线上召开。与会学者将视野投向中国家庭

的历史与现状，围绕恋爱与婚姻、生育与教育、代际与养老、家庭政策与治理等主题进行探讨，试图理解中国家庭变迁背

后的观念与实践逻辑，以期推动家庭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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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公平理论认为，家务分
工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对
女性生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
文使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国的大家
庭传统，检验了该理论对中国的
适用性。研究发现，中国夫妇在
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程度
很高，但是受扩大化家庭传统的
影响，中国女性能从父辈那里得
到较为充分的育儿支持，且这种
育儿支持对女性的生育决策具有
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丈夫的家
务贡献对妻子生育行为的影响则
很小，且仅在父辈无法提供充分
育儿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
用。研究认为，女性日益严重的
工作-家庭冲突是制约其生育的
重要因素。未来需要从多方面入
手，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
以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
问题。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1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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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
建设，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在此
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
学科建设成为妇女研究界广泛关
注和普遍认同的重要议题。本文
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中，
以学科建制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促
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使
其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
展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发展道路开拓中能够常态化、学
理化和规范化，在同一个学科门
类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
性研究”“性别研究”学科的双向
滋养和协同发展，推动中国和国
际妇女解放事业，成为引领全球，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解放运动
方向的一座灯塔。

来源：《新华文摘》2021年第
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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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公共政策、市场就业
环境背景下，女性照护父母的强
度并不高。虽然照护父母对女性
工资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几乎
每天照护父母与农村户籍女性不
选择从事私营、民办企业以及外
企等非公共部门工作显著相关，
但对女性就业满意度影响不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照护父母(非正
式工作)可能是一项积极决策而
并非正式工作的次级选择、副产
品或消极抵抗，未来应当探索超
越正式与非正式工作的二元关
系，建立积极工作观思路，通过将
非正式照护规范化、可量化，发挥
非正式工作低成本、灵活性、团结
性等优势，使其成为女性一种重
要且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选择，
这将对促进女性工作和地位提
高、提升老年人照护质量、保证社
会的和谐稳定产生重要意义。

来源：《社会建设》2021年第
3期

《以学科建制推动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
中国的发展》

《超越正式与非正
式：照护父母对女性就业
影响分析》

《性别公平理论在中
国成立吗？——家务劳
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
的生育行为》

学人关注关注

■ 崔建华

进入21世纪，性别研究渐成显学。面对新的学术
趋向，有史学工作者敏锐地意识到，性别研究也是史学
研究应当开拓的新领域。而王子今先生所著《古史性
别研究丛稿》，便是这一学术自觉的重要成果。该书初
版于2004年，此后十余年间，作者一如既往地心系古
史性别研究，补正旧文，增益新知，最终推出了增订本
《古史性别从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1月
出版，以下简称《丛稿》）。

“既博且专”的史料应用

作为性别主题的史学研究，古史性别研究首先需
要厘清可以应用的史料范围。《丛稿》以秦汉史为学术
基盘，《史记》《汉书》《后汉书》《方言》《风俗通义》等秦
汉历史的传世文献，自然是《丛稿》撰著的基本史料依
托。不过，这些文献并非秦汉史的独门秘籍。从这个
角度来看，《丛稿》第三部分“简牍性别史料研究”，无论
是对性别史相关简牍史料的疏证，抑或是利用简牍材
料所进行的性别史分析，更能体现出秦汉史学者对古
史性别研究的独特贡献。

此外，《丛稿》关注的史料并不仅仅局限于秦汉

史领域。在初版序言中，高世瑜先生曾赞许作者
“既专且博”。尽管高先生指的是作者在秦汉史之
外，对性别史等“史学其他领域也多有涉猎”，实际
上，就作者开展古史性别研究的史料广度而言，“既
专且博”的评价亦是适用的。《丛稿》第一部分“性别
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考察”，将女娲、盐水神女
等崇拜对象作为讨论的话题，话题本身既超越了秦
汉时代，关注的史料也因而有了更长的时间跨度。
第四部分“文学性别史探讨”，则直接从小说、影视、
驿壁题诗、竹枝词当中发现值得探讨的性别史问
题，史料形式更为多样化。

在坚守中开拓的研究路径与视角

在研究路径上，《丛稿》总体上坚守了历史学实证
原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称谓、名物等概念性表述的
高度敏感与尊重。

由于客观存在的时空距离，古人使用的一些概念
往往难以为今人理解。《丛稿》用力颇深，尤其是在简
牍性别史料研究中，称谓考证的分量尤重。比如张
家山汉简所见“偏妻”“下妻”“叚大母”，走马楼吴简
所见“寡嫂”“孤兄子”“姪”“姪子”，如果没有对这些
概念的考证，今人很难知悉秦汉之际、孙吴时期真实
的家庭结构与家族内部关系。而在传世文献的考察
中，《丛稿》亦不乏称谓考证的绝妙之笔。比如“秦
娥”称谓，作者注意到《方言》卷二曰：“吴有馆娃之
宫，秦有 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由此意
识到“娥”字是反映特定地域审美意识的“语言标
本”。进而结合《文选》注引《方言》曰“秦俗，美貌谓
之娥”，作者推断，《方言》的两种版本“或许从一个侧
面体现了包括语言习惯在内的‘秦俗’在一定历史时
期向东发生扩展性影响的情形”。借助称谓所反映
的语言习惯来观察秦文化的扩展，这种以小见大的
认知方式极具借鉴意义。

概念考证之外，对多学科研究方法、视角及观点的
借鉴，亦是《丛稿》的显著特点。作者常通过自身熟悉
的交通史视角来认识相关问题。比如关于女娲故事的
传播路径，作者认为“反映社会信仰的文化存在，往往
与交通形式有密切的关系”，进而发现平利、蓝田两地
的女娲信仰遗存“共处于以子午道为主干的南北向交
通系统之中”，而平利、竹山两地的女娲遗迹则“共处于
与子午道大略相垂直的东西向交通系统之中”。关于
汉代嫘祖传说，作者则注意到“嫘祖好远游”与祖道交
通习俗之间的内在联系。

《丛稿》还大量吸收了民俗学、宗教学的研究成
果。比如相关记载表明，在春秋时期，国君观看女巫表
演被认为是非礼之举。为更好地理解这一观念，《丛

稿》引述了美国学者对庆典社会功能的分析：在庆典当
中，“阻隔人际交往的差异、等级藩篱暂时拆除”“从而
周期性地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身份差
异、等级藩篱的拆除，对现行秩序也“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受此论启发，作者推断国君观看女巫表演之所以
被视为非礼，应当在于此场景对通常社会秩序所具有
的“一定的危险性”。在全民狂欢的气氛中，“独身女子

‘巫儿’的活跃，必然会形成‘妖冶喧阗’形势，从而导致
对正常道德秩序的冲击”。《丛稿》在认识战国秦汉时期
女子为巫现象时，还参考了学界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
研究，以及季羡林先生对中印妓女求雨故事的比较研
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相似文化现象的比较，无
疑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识现象本身。

对秦汉政治史研究的新启示

可以预见，《丛稿》将在史料拓展、研究方法上给读
者以诸多启发。同时，《丛稿》在性别关系史方面的某
些具体论说，对秦汉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导作用。

比如关于秦始皇是否立皇后的问题，此前学者倾
向于认为没有立皇后。但作者于2005年指出，“秦国
王后们的事迹不见于史书的记载，这可能和秦的文化
传统有关。”依照秦国的传统，干政的女性多为太后，

“大概王后不能参与政治”“秦始皇大概继承了这样的
传统，因此秦始皇的皇后在史籍中的沉默，是自然的
事，似乎并不构成什么‘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或者‘古
今大谜’”。况且，从方法论上讲，“我们似乎不能因为
现在还没有看到秦始皇皇后的事迹，就断定‘秦始皇帝
始终没有设立皇后’”。尽管作者最终没有给出秦始皇
是否立皇后的结论，但反对“秦始皇始终没有设立皇
后”之说的立场是鲜明的。

再如《丛稿》对南宫公主婚事的辨析。在十几年前
的热播剧《汉武大帝》中，南宫公主和亲一事被大事渲
染，编剧的意图在于突出和亲政策对汉武帝造成的精
神冲击，从而将其作为汉武帝决意打击匈奴的重要原
因。但王先生经多角度的审慎考证后指出，根本不存
在南宫公主和亲一事，“将汉王朝征伐匈奴这种大规模
的民族战争的发生原因，解说为帝王个人感情受到重
创于是决心复仇，显然也是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汉武
帝的匈奴政策究竟为何转守为攻了呢？既然帝王感情
受创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那么，从帝王成长经历的角
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否还有挖掘的余地？比如建元年
间两次对越战争的有征无战，对汉武帝认识汉匈关系究
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在王先生讨论的基础上就此类问
题进行思考，对推进汉代政治史研究必定有所助益。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邱芊

7月28日至29日，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
学术年会家庭社会学分论坛在线上召开。此次
会议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
辑部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共同主办。与会
学者将视野投向中国家庭的历史与现状，围绕
恋爱与婚姻、生育与教育、代际与养老、家庭政
策与治理等主题进行探讨，试图理解中国家庭
变迁背后的观念与实践逻辑，以期推动家庭相
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完善。

恋爱与婚姻生活

恋爱与择偶是个体情感生活的重要一环。
与会学者或着眼社会热点，或运用国际视野，探
讨了恋爱择偶行为背后的个体心理与社会变
迁。福建师范大学讲师蔡蔚萍、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高玉春、河海大学博士段太香和上海大学
硕士戴语珩等人围绕“剩女”“丁克”等当代婚恋
新现象进行了交流与研讨。德克萨斯大学圣安
东尼奥分校教授徐小禾等人发现自主选择的婚
姻相较于包办婚姻存在多方面的优势，包括更
好的关系质量、心理健康和整体健康状况；常州
大学讲师陈奇则结合西方理论和中国本土国
情，创造性地用“有限度的变迁”这一分析框架
来描绘我国择偶模式的变迁。

婚姻关系的形成与维系是家庭社会学的
经典议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罗力群回到婚
姻制度的历史起点，梳理了人类早期历史上
婚姻家庭形式和制度演化的种种观点和假
说；上海大学教授计迎春则聚焦当下，揭示了
通过相亲闪婚的女性和经自由恋爱而闪婚的
女性所经历的不同婚姻压力传导路径，指出
通过相亲实现闪婚的男青年会采取积极的婚

姻策略，让女方父母没有招架之力，而自由恋
爱闪婚的男女青年普遍对现代亲密关系持开
放、包容的态度，女方家长往往迫于传统规范
的压力接受闪婚；南京大学副教授许琪发现
中国人的婚姻关系中并不存在外貌-地位交
换，但教育、职业、收入和家庭背景这四个地
位特征之间却存在较为明显的婚姻交换，并
说明婚姻交换论是否成立取决于特征之间的
相似性或可替代性；清华大学博士许弘智指
出婚姻-家庭共同体为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
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经济基础；浙
江大学硕士李婧等人则分析了中国城乡已婚
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空间差异。

生育、教育与代际关系

近年来，生育政策和教育环境的转变使相
关问题成为家庭社会学中的关注热点。一些学
者从文化的角度对生育行为进行了分析。华东
师范大学研究员卿石松等人的研究以传宗接代
观念为切入点，探究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对家
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虽然妇
女的生育决策依然嵌套于父系家庭结构和传统
文化规范之中，但是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父
权制的逐步瓦解，传宗接代观念及其对生育行
为的影响呈弱化趋势；而上海大学硕士阳鑫等
人发现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虽然受自身家本位
文化影响，但当前生育决策中男性的文化观念
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生育之后的亲职履行是家庭生活中的重
要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何姗姗关注女
性产后获得祖辈育儿支持的现象，发现祖辈的
支持供给与新手妈妈的需求存在错位和过度
的问题。不少学者则聚焦于父职的履行。西
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孙晓冬等人指出父亲角色
的演变回应了社会对于两性经济自主、家务平

等、合作育儿的多元期望；华中科技大学讲师
罗艳等人设计了促进农村单亲父亲积极养育
行为的干预方案，经过干预这些单亲父亲的家
校参与和在家参与均有显著改善，亲子冲突减
少、亲密性增加。

代际关系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诸多新形
势、新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菊华以费孝
通的权力理论为基底，探讨网络技术对代际关
系的影响，发现数字知识的崛起和技术反哺改
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存在形式、教养传递与
话语掌控等模式，认为代际之间在信息时代更
可能实现和合共生的理想诉求；南开大学教授
吴帆对家庭情感联结的基本逻辑做出了阐释；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丹丹等人度量了直系组
家庭内部多面向的互动，发现同胞数量对于代
际支持的“伦理转向”具有抑制作用，且女性不
论是在代际支持中还是在同胞间的代内支持
中作用都较为显著；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胡仕
勇等人发现直系三代组视角在中国本土家庭
分析中有着重要应用价值，扩展了两代代际交
叠理论框架。

性别视角与家庭政策

家庭是推动性别平等的基础场域，因而从
性别视角关注家庭问题与政策有重要的学术和
现实意义。部分与会学者关注性别观念与女性
意识，如南京大学教授吴愈晓等人梳理了中国
近30年来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化趋势，发现存在
时期、年龄、世代效应和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
60后最“传统”，85后时代的男性和女性出现了
较明显的两极分化；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薛亚
利探讨了女性社会贡献的隐匿现象及认同困
境，指出女性成功的社会评价具有悖论性——
一方面，女性被宽泛地期待成功，另一方面，女
性成功者往往会被更严苛地评判，这让现实中

女性的成功追求陷入困境；西南大学讲师毕文
芬分析了“女性走出家门”这一观念的变迁过
程。也有学者聚焦具体的问题现象，如西安交
通大学助理教授李晓光探讨了教育失配对两性
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教育
失配，并由此获得更低的收入水平，女性因教育
失配比例整体过高处于收入劣势，且两性之间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初
立明等人经研究发现女性工作时间与幸福感呈
倒U型关系，每周工作42小时左右有助于女性
实现主观幸福感的最大化，但子女数量和家庭
收入会影响这种关联。

家务劳动由于传统中明显的性别指向，在
家庭社会学界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徐小禾等人
聚焦于家务劳动、性别观念和工作家庭冲突之
间的关系，发现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正向
影响家庭-工作冲突，但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
响效果较弱，而传统性别观念会增加工作-家
庭冲突；南京大学博士唐银芳关注年轻子代参
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情况；陕西师范
大学学生许军洁分析了配偶家务分担与女性婚
姻满意度的关系；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李勇则从
女性主义的视角检视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政策的设计
对于完善社会治理有着基础性意义。复旦大
学教授任远等人提出，加强0~3岁婴幼儿的社
会机构托育服务能有效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和
促进女性发展，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促进
家庭发展的重要配套政策；四川大学硕士张慧
敏等人的研究表明调节婚姻质量可以有效地
预防和干预个体的身心健康；中央民族大学学
生陆嘉昊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家庭在房屋拆迁
过程中财产分配的过程，展现了家庭决策中成
员复杂的行动逻辑。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范语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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