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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家庭政策与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导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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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维度研究》写作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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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子瑞

以前碰到有人问“你们定县有什
么特色”，我必要带着一种“我的老家
我不了解谁了解”式的底气回他“定州
焖子、定州塔”。然而后来，事情却变
得有些不一样了。

刚上研究生那阵，听导师说起“晏
阳初”“平教会”“定县秧歌”这些语词
时，我大脑一片空白，那一刻我对自己
产生了怀疑：“我是定县人吗？”于是便
疯狂地搜集阅读各种跟定县有关的资
料，似乎非如此不能算合格的定县
人。之后才知晓，晏阳初是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
实践者，原本野蛮生长于定县这片土
地的乡村戏——秧歌，是被知识分子
们发现、搜集并委以重任的平民教育
的媒介，而且它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那时候，对我来说，这些语词及
背后的意义似乎有关联又好像没关
联，它们化作一团，在我脑海里各占一
边。纵使千头万绪，毕业论文的选题
总算是有了，然而一切也都还是不确
定的。

2017年底，为了厘清我心中的迷
思，也为了找到田野调查的方向，我从
学校回到老家，到文化馆、方志办、剧
团等地都跑了一圈，收获当然是有的，
但心里还是有一个声音在喃喃低语：

“你确定要做这个？你能行吗？”
直到2018年初，我亲自跟了两场

演出，对定县秧歌终于有了实感，心里
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也终于有
了坚定的呼声：“就是它！就是它了！”

接下来便是稍显枯燥的文献梳
理，然后游走在无定法的田野。因为
田野的不确定性，或许也有几分“近乡
情怯”，我一度处于严重的自我怀疑
中。幸而，我的导师以其丰沛的知识
储备和经多见广的坦然，一直从旁鼓
励、支持、鞭策我。我坚持了下来，串
联了“晏阳初”“定县秧歌”“非遗”等数
不清的语词及其背后的意义，使其在
定县秧歌的演进历史中顺利“复位”，
而我脑海中也有了清晰的脉络，透过

“平民教育媒介”和“国家级非遗项
目”，认识了真实的定县秧歌，顺利完
成了毕业论文，也重新认识了定县这
片故土，实现了自我的成长蜕变，从而有了这本真心
诚意向定县秧歌和故土致敬的小书。

小书的研究主题是定县秧歌，是我老家一种土
生土长的民间小戏。从乡村戏到非遗百年小史的梳
理，无不证明定县秧歌本身是在不断演进变化的。
定县秧歌最初只是乡音俚曲，在清朝中后期被搬上
舞台。起初是一帮能唱善唱的农人的自娱自乐，后
来，以经济为主导的私人班社兴起并逐渐壮大，演唱
俱佳的秧歌艺人更是一度被政府“收编”成立了颇有
规模的“正式剧团”。然而，无论外在形制如何正规
正式，秧歌被土里刨食的农民从田间地头带上舞台，
天生带着几分“土气”，与央视、非遗剧场等高大上的
演出场合相比，庙庆节日和红白喜事等日常生产生
活中的演出始终是其主要演练场。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定县秧歌大多时候随波
逐流，然而也有平民教育运动、非遗保护、现代化等
或疾或微的风雨，对其产生或轻或重、短暂或持久、
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然无论如何，定县秧歌的生命
力始终在于艺人这个群体本身，在于定县这块热土，
在于作为观者民众的主动抉择。

诸如定县秧歌这种至今仍存活于日常生活中
且较为复杂的民间表演艺术，只有亲身去实地贴
近、观察、收集资料，才能真正认识她，而这正是我
作为本地人的一大优势。也正是因为有了还算丰
富的田野调查，我才能对定县秧歌形成比较成体系
的深层认识。显然，这种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不断地梳理文献、田野
调查、案头写作中逐渐形成并加深的。事实上，这
本小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与此
同时书面表达也会反哺田野，使田野所得更清晰、
更系统。

日后再碰到有人问“定县有什么特色”，除了“定
州焖子、定州塔”这两样定县尽人皆知的，我可以毫
不犹豫地、自豪地再加一个“定县秧歌”。

■ 李桂梅

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快速转型期，大部分家庭面临着诸如婚姻
的稳定性下降、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老龄
化加速、家庭规模缩小、老人赡养和儿童抚
育等问题的困扰。揆诸当下，我国的家庭政
策还难以适应家庭的变化和需要。从伦理
角度对当代中国家庭政策的建构进行探讨
不仅可以拓宽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视域，而且
可以为政府制定家庭政策提供理论的支持
和指导，使家庭在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结构
和日益加剧的风险压力中得以接受真切了
然的人文关怀和积极实质的社会支持，维系
良好和睦的家庭生态。

家庭政策伦理分析研究探微

《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维度研
究》探讨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维度，因
此明晰家庭政策的释义是题中应有之义。
家庭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
政策将所有与家庭相关的政策囊括其中，而
本书采用狭义的家庭政策，它是指具有明确
的家庭目标，且对象限于家庭本身或家庭中
个人的政策，具体指以家庭整体为目标对
象，旨在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完善家庭功能，
提升家庭成员的福利水平的一整套政策体
系。家庭政策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
一体，具有一定的道德规定性。政策的道德
性具有内生性特征，贯穿于家庭政策的制
定、执行和评估过程。家庭伦理价值理念为
家庭政策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考量，使政策

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家庭政策提供家庭
价值理念的有效性，保证家庭价值理念的实
现。本书第一章阐述了家庭政策伦理分析
的基本理论。

家庭政策的事实维度研究已引起重视，
但家庭政策价值维度的研究却不甚丰富，可
毋庸置疑的是家庭政策关心事实，但更关心
的是价值和行动。家庭政策的价值性主要体
现为三个基本的伦理价值理念：权利、福利和
公正。社会权利理论提供了现代福利国家发
展的政治道德上的理论依据，社会福利从此
摆脱了慈善救济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局限，成
了人们拥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而权利的实
现和福利的获得都依赖公正的制度。权利是
现代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价值基础，福利是

社会权利的实现，是家庭政策的核心内容，公
正是社会权利和福利的保障。家庭政策的实
质在于它体现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政
府进行政治控制的工具和社会治理的手段，
同时它调节社会和家庭的利益关系，推动社
会经济、文化进步，促进家庭能力发展。具体
而言，家庭政策是通过它的导向功能、约束功
能、调控功能、分配功能而发挥作用的，其道
德价值表现为促使道德具体化、现实化，提供
道德建设的制度化保障；促进社会治理，厚植
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
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增强家庭教育功能，奠
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

每个国家的家庭政策都与其经济、政治
和文化传统紧密相关。《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
构的伦理维度研究》第二章梳理了中西家庭
政策价值取向的发展和变化。西方家庭政策
从满足生存需要层次开始，向满足社会成员
交往、发展、尊严等方面的需求发展，从维系
社会秩序的工具性价值到向重视人的价值转
变，它的发展是从“家庭化”的补缺型福利、

“去家庭化”的普惠型福利到“再家庭化”发展
型福利的过程。中国家庭政策经历了从以公
平为导向、到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再到以家庭
发展能力为导向的变化，中国家庭政策价值
取向呈现从“去家庭化”的平均主义、到“家庭
化”的功利主义，继而演变到“再家庭化”整体
主义的进路。发展型的家庭政策是我国家庭
政策发展的方向。

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维度

发展型家庭政策既已是中国家庭政策
的趋势和自觉选择，那它依据的价值理念是
否在政策中得以体现？这就需要我们对当
代家庭政策建构实践加以伦理的反思。我
们发现中国家庭政策建构实践的伦理维度

已有可喜成就，但仍存有些许不尽人意之
处，例如：家庭政策制定者的家庭伦理价值
理念有所缺失，家庭政策内容的伦理价值理
念不甚具体，家庭政策执行伦理机制及伦理
评价机制不够完善等。《当代中国家庭政策
建构的伦理维度研究》第三章分析了当代家
庭政策建构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在此基础上
第四章提出了家庭政策建构的基本价值取
向、伦理原则、伦理机制。

为了确保家庭政策制定的方向正确、内
容公正、执行有效，我们应确立家庭政策建构
的基本价值取向、伦理原则和伦理机制。正
是它们为家庭政策提供伦理合理性、正当性
以及可行性支撑。价值取向是家庭政策最基
本的价值规定性，也是发展型家庭政策的具
体目标。它体现为政府责任与家庭责任并
重、家庭整体福利与成员福利并重、女性权益
与男性权益并重。家庭政策建构的价值取向
作为政策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我国家庭政策必
须坚持托底性、公益性、普惠性、整体性、积极
性的基本伦理原则。而政策的价值取向和伦
理原则必须贯穿在政策建构的伦理机制（家
庭需求分析机制、家庭利益诉求机制、家庭政
策决策伦理机制）中。

家庭政策是由政府主导，家庭、市场、大
众传媒、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参与的系统性、
协同性社会行动。要促进家庭政策实施，就
必须落实家庭政策建构中相关主体的责任担
当。本书第五章主要强调了社区、用人单位
和媒体的主体责任。社区承载着的家庭，是
家庭政策的适用对象，也是中国人独特的情
感载体，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建立和发展社区
家庭服务体系来呼应家庭政策，可以打通政
策与家庭的“最后一公里”。单位采取有利于
工作家庭平衡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给予员
工更多的伦理关怀，将有效缓解工作与家庭
责任失衡的现状，进一步促进个体和单位发
展。现代大众传媒已成为家庭价值观传播的
重要手段和途径，影响人们的家庭价值观念
与价值选择，进而对家庭政策的制定、传播与
实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必须发挥主流媒
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强化媒体从业人员的道
德素养，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媒体进行引
导、约束和监督，为家庭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
正确价值导向。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
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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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是歌舞戏多形态并存的民间

艺术，学者眼中、民众心中的定县秧歌

相似却不同，相依相异、各美其美。《定

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立足田野现

实和文献资料，以组织形式和演出模式

为主线，梳理定县秧歌百年来的发展脉

络，探究其传承演变的历史动因，展现

定县秧歌潜藏着的无限生机与可能。

■ 易彦妮

《夜樱与四季》是青年作家张玲玲的全
新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她在2020—2022
年创作的《夜樱》《奥德赛之妻》《洄游》《四
季歌》等七部作品。从江边小镇、海岸渔
村、不同城市再到大洋彼岸的漂泊足迹，张
玲玲笔下的人物如同在秘密世界里穿行，
氤氲着某种奇异而明亮的触感。以绵密而
沉静的写作展开，这部小说集聚焦成人世
界里关于自我讲述与真实之间的晦暗地
带，通过在现实经验与过往记忆之间的耐
心追溯和捕捞，张玲玲的写作为当代青年
男女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流动状态赋予
了一种独特的形态。

将青年生活状态的枝叶伸向辽阔的
天地

故事总发生在沿海公路、江洲、月夜或潮
湿的天气里。生活在某地的青年男女已经从
漂泊的状态中落定，过上了平淡的生活，却因
为一次偶然契机掀起了微澜。当每个人身
上携带的秘密开始浮现，小说由此卷入一场
暗潮的涨落。张玲玲笔下的人物往往携带
着难以启齿的秘密，它们关乎爱，关乎日常
生活，也关乎静默时刻的思考：《夜樱》里，来
到山洪暴雨后小镇的她在倾听爱人的诉说
之后，默默吞咽身世过往的艰涩处，决定与
之分手；《奥德赛之妻》里，面对在天台上讲
述爱情理解的女学生，关于英雄奥德赛与其
妻子佩涅罗佩、情人卡吕普索关系的重新思
考，也牵动起戏剧导演萧鼐的前尘往事与当
下情感状态的抉择；《江洲月》从外来者“我”
的视角写下与小镇女人阿丹的一场相识，从

镇上美容院、公寓到江边丹州和字迹漫灭的
石碑，她的弟弟走丢、出逃打工、与丈夫聚散
的经历拼凑起这位小镇女性的个人史，也唤
醒了“我”身上暗藏的往事；《四季歌》写下一
对对青年男女关于记忆和日常经验的多歧，
经由拦腰拗折的时间线索，恋人之间的相处
既暗含着平静的失望与告别，也在有限度的
诉说和袒露之中暗自等待着的空谷足音。
无论是一个个日常生活的瞬间，还是随着人
物行走的踪迹一一辨认出的植物花卉和民
情风物，它们共同构成了推动故事讲述的
枝丫，既将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状态的枝叶伸
向辽阔的天地，也在各自不同流速的人生轨
迹里彼此碰撞、回旋，一种迷人的晕眩感随
之生成。

以节制的笔法书写波澜之下的日常

读《夜樱与四季》会发现，张玲玲的文
字有古意，四五字一停顿，人物的对话也往
往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仿佛是不疾
不缓地诉说，这样的句法自带呼吸感。或许
是因为过于明快的表述会丧失事件本身蕴
藏的丰富性，这位写作者将那些激烈动荡的
戏剧时刻融入日常生活的水面之下，以节制
的笔法书写波澜之下的日常，并反复摹写那
些漫长忍耐的晦暗情绪，直到情境终局才勾
勒出往事的朦胧轮廓。某种程度上，记者的
工作经历为张玲玲的写作积蓄了叙事速度
和信息的丰足能量，也在自我言说与真实生
活之间的混沌之处，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别样
的理解。比如，在《洄游》和《移民》里，关于
海岛上的沉船事故、海外富商的新闻报道与
繁芜的现实生活状态之间构成了某种微妙
的错置感；又如，围绕着“我”和秘密情人R
的恋爱展开，小说《面具》以书信自白体的形
式写下一位文艺女青年的炽热爱恋，小说里
的“我”久久凝视着往日爱情的遗迹，从亲密
的日常相处里写下那些刺入心底的一根根
刺，也在一次次希望的升起与熄灭里发现爱
情内部的权力关系。日常生活有条不紊地
推进的同时，小说里的人物不断与自己深埋
在地底的秘密展开对话，在记忆碎片的拨弄

中，带领读者重新理解生活的层峦棱角和情
感世界的混沌深邃。

张玲玲的写作关注那些日常生活的暗
潮，就像一位深海沉潜者，她笔下的人物潜入
浩瀚的海底世界里，四处辗转，寻找那倾心的
难以定位的微光处。而那些横亘在彼此之间
的欲语还休的瞬间，是与内心的自我之间展
开的一次次不屈不挠的搏斗。一如《四季歌》
所写当代都市青年男女随着时间流逝的情感
明灭状态，在那些无法共享的秘密面前，是用
糖衣将自己包裹为一个恭良温和的圆满之
人，还是坦然地穿过记忆的密林，寻找新的爱
与喧闹？或许，在彼此初识的某个瞬间已蕴
含着启示：在选择独自面对绝症父亲的杨绥，
沉默离开的梁波，还有不断在动荡的情感经
历中寻求安稳状态的凌美慧之间，三人的情
感纠缠关系在最初梁波开车回家时影影绰绰
的场景里早已有预兆。这一类情境正是小说
集《夜樱与四季》所着意构建的某个跃动时
刻，如同一条鳞片闪着光的鱼在水中游动，那
些偶然的相处时刻转瞬即逝，却意味深长。
在张玲玲笔下，那些对于爱的渴望、对于探寻
和漂泊的执迷，最终指向了人与人之间彼此
坦诚秘密的艰难。当不同故事里的人物踏上
孤身跋涉的心灵之旅，他们也会温柔地途径
旁人的某个生活瞬间，比如那位坚持要求搜
救失踪船只的渔嫂、那位曾经遭到家暴的护
工阿姨、那些渴望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生活的
女人们……以一种独特的女性视角切入，张
玲玲通过拼图式的叙述探察人性的真实存在
状态，这是绕经整部小说集才能缓缓抵达的
幽暗之心；而对于经验的澄明质地的怀疑、对
于启示的不懈追寻，实则暗含着在某地重建
一种真诚的情感连接的渴望。

小说集《夜樱与四季》所讲述的那些在大
地上川流不息地逃离、出走又重新启程的人
们，他们在芜杂的生活枝节里看到了美满，也
看到了生活本身的褶皱和斑点。对于那些不
断漂泊的青年男女而言，他们不断地出发，奔
赴新的开始，也将在情感边界重新消融的时
刻获得启迪——“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就像
多篇小说结尾处那些弥漫着蛮荒气息的戏剧
情境的暗示，当迥异的生活可能性正在慢慢
靠近，秘密世界的远行者们将携带着在心底
沉淀的甘苦，他们穿林越海，渴望来到一个言
语所能照明的辽阔之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夜樱与四季》：她们的回忆，她们的行动

《夜樱与四季》是第一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得主张玲玲继《嫉

妒》之后，又一部探讨女性成长与抉择的作品。作者以丰沛的情感

和纯柔的女性特质，勇敢涉及多种题材，聚焦在21世纪初的中国

大地上，行走和漂泊着的女性们的生活。她们的回忆，她们的行

动，她们隐藏起来的过往，形成这本小说集丰沛的情感张力，也汇

聚成当下的时代声音。

《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维度研究》是李桂梅教授的最新研究成

果。本书从伦理学维度对中国家庭政策进行审视，通过对中西方家庭政策价

值取向变化的历史描述以及我国家庭政策建构实践中主要问题的伦理分析，

揭示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价值取向、伦理原则和决策伦理机制，明确家

庭政策建构中相关者的责任，以促进家庭政策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实现

家庭政策目标和道德导向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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