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杨可 范譞

近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国际
著名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先生在
京作了题为“家庭的祛魅与复魅”的学术报告，畅谈中国
网络中流行的若干家庭“祛魅”的话语与学术界关于家
庭“复魅”的话语，讨论“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发展，并
和参会的与谈人一起交流了对中国家庭未来的期待。

中国家庭的“祛魅”与“复魅”

阎教授首先用“理性化”与“个体化”的理论廓清了
“祛魅”的概念。他认为，韦伯对公领域理性化有深刻
洞见，但未涉及私领域尤其是家庭的理性化，二者有不
尽相同的逻辑和后果，而韦伯几乎没有考察理性化的
性别维度，尤其是女性对于理性化的态度。他认为，家
庭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家
庭地位的提升，这使得曾经笼罩在家庭生活之上许多
牢不可破的观念逐渐松动乃至瓦解。他沿着这个思路
简要梳理了家庭“祛魅”的中外历史，并以择偶为例，讨
论了当今家庭理性化或说私人生活转型的具体路径。
他认为，私人生活的理性化并不一定导致韦伯所谓的

“铁笼”，而能够促成一种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的人
格。但家庭理性化也有需要反思之处，就是在当代很
多青年心目中，家庭正从一个集体利益的目标，转变为
达到个人幸福亲密关系的手段。

阎教授继续讨论了中国知识界为家庭“复魅”的努
力。他指出，“祛魅”的本意是使用理性驱逐加诸社会观
念上的超自然神秘力量，一旦理性完成了“祛魅”，超自
然神秘力量就完全不再被人们所相信。所以，所谓“复
魅”，并非再度请回那些神秘力量，而是同样依据理性，
把因“祛魅”而地位降低的社会观念重新塑造为令人信
奉的。而所谓家庭的“复魅”，是一些学者目睹家庭的

“祛魅”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家庭的社会评价降低
后，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倡导时，对家庭的社会功能、作
用、价值和意义进行带有肯定意味的反思。谈及家哲
学研究、家国同构的社会理论研究、家庭韧性研究等研
究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它们更多涉及总体
的、抽象的、去情境化的家庭，与当今家庭面临的亲子
关系紧张等具体问题有一定距离；在讨论代际团结、代
际互助时，又较少谈及年龄、代际之间差异造成的紧
张，而当前的家庭理性化已经引发传统家庭的代际绝对
权威逐渐式微：一些研究也没有仔细研讨家庭内部的性
别平等问题。

“新家庭主义”的七个特点

在讲座的最后，阎教授分析了“新家庭主义”的内涵
与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新家庭主义”为国内家庭研究
学者康岚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
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阎教授在近年的研究中，不
断丰富了“新家庭主义”概念的内涵，将其总结为以下七
方面特点：重心转移、亲子一体、亲密转向、原生家庭、个
体幸福、家庭成功、亲缘重组，并着重强调了讨论“新家
庭主义”必须注意的三个要点：第一，“新家庭主义”呈现
出“祛魅”与“复魅”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家庭的理性化
导致了关于家庭的传统观念的松动；另一方面，包括“亲
子关系”“原生家庭”等一系列新的话语的生成，家庭又
被蒙上某种新的魔幻化意味，比如亲子关系因此而被赋
予原来没有的意义，亲子关系替代了家庭关系导致家庭
被窄化和被原子化。第二，“新家庭主义”建基于代际资
源的重新分配，这与女性的家庭地位提高，尤其是女儿
家庭地位的提高有直接关系。第三，“新家庭主义”既是
不可持续的现象，也不是一个应被期望的现象。前者的
原因在于，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代际之间在成
长经历、人生目标，财富观念，幸福意识方面有了差异，

“80后”以及更多的“90后”在整个新的代际协商、代际
合作模式中，承担了太多的家庭的希望，从童年开始就
充满了压力，如果失败，承受的内疚感、自责远远超出一
代人。他们可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重复父代对

子代做的事儿。而后者的原因在于，“新家庭主义”下的
代际团结、代际协作加强了东亚育儿文化中的家庭依附
模式，延长了青年一代的心理断乳、社会断乳，有可能影
响到新一代青年的独立自主人格、创造力和生产力。

对中国家庭未来的种种期待

在讲座之后的学术交流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的刘汶蓉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肖
索未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赵立
玮研究员、吴小英研究员、马春华副研究员、徐宗阳副研
究员六位与谈人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分享了对阎教授
讲座的思考，并从不同角度展望了中国家庭的未来。

诸位与谈人高度评价了阎云翔教授的家庭变迁/私
人生活变革的历史视角，感谢他为整个家庭社会学研究
带来的启发。赵立玮研究员指出，阎云翔教授基于中
国婚姻家庭现实所做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化工作一
方面承继了社会学中国化早期——民国以来社会学家
研究和思考家庭的重要理论议题，另一方面也在经验
层面观照到了我国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婚姻家庭
的变迁。阎云翔教授引入的个体化概念虽然来自西方
社会理论，但他始终注意区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不同于西欧之处，提出了“没有个体主义的个体化”等概
念，为中国家庭的婚姻和代际关系的变化给出了非常贴
切地描述。

刘汶蓉研究员认为，阎云翔教授所呈现的当今青年
一代对于家庭的“祛魅”态度，在自己最近作的城市青年
婚恋调查数据中也有所体现。刘汶蓉研究员发现，很多
复杂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年轻人不愿意复制自己原生家
庭的亲子关系；与此同时，青年人对家庭加深了依赖，不
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择偶意愿方面，青年人都对父母的态
度更为在意，他们需要父母的支持并愿意听取父母的意
见。“亲子一体”在当前中国家庭中体现为培养成功的孩
子而采取的种种努力，但即便做到这些似乎还是不能让
家庭及其成员安心，不能带来足够的幸福感。

诸位与谈人建议，在对青年人话语实践和代际互动
的考察之外，纳入国家福利政策、社会分层、城乡关系、
个体生命历程等因素，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中“家
庭”内涵的变迁与不变。肖索未副教授指出，国家在不
同阶段用于满足家庭需求的策略有所区别，例如当前正
是希望通过培育满足家庭各种新需求的市场来服务于
家庭负担偏重的领域，比如家政、养老、育儿等方面。
马春华副研究员对比了西欧、北欧各国的福利政策，主
张将家庭化/再家庭化的概念用于理解个人、家庭、国家
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家庭的个体化还是“新家
庭主义”的兴起都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密切相关。徐
宗阳副研究员则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概念的弹性以
及不同群体对家庭理解的差异，这些理解差异的背后
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家庭的精神内核，这可能对于思
考家庭的“祛魅”与“复魅”很有关系。青年一代对家庭
的不满与苛求可能是某一年龄阶段的特性，当他们度过
这个年龄阶段有了新的人生体会，可能会回归到亲近家
庭的态度上来。

面对中国家庭未来发展的种种期待，吴小英研究员
特别感谢阎云翔教授这场精彩的学术分享给家庭社会
学理论发展所带来的启发与贡献。她指出，在家庭现
代化理论难以与中国家庭变迁的实际经验契合之时，
阎教授对“新家庭主义”的研究给中国家庭研究界带来
了惊喜。本次讲座又进一步澄清了对“新家庭主义”的
一些误解，指出了“新家庭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这
背后可能存在的道德的、理性的和文化意义上的风
险。同时，阎云翔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分享的中国家庭
的依附性关系的讨论是特别具有洞察力、反映本土文
化特色的观察，值得结合中国百年来关于青年个体与
家庭之关系的论争加以进一步探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研究视窗视窗

■ 李亚妮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是当
代民俗学者刘宗迪对中国传统节日“七
月七”的研究专著。原版名为2013年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行的《七
夕》，是“节日中国”丛书中的一种。该书
从浪漫星空的牵牛星、织女星开始，纵横
开阖，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宗教等
学科，越汉魏、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引
经据典，辨伪去妄，小巧而精致地呈现了
七夕文化的流变与文化内核，观点新颖，
颇有价值。

七夕流变的历史概貌

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已久且家喻户
晓，对牛郎织女故事流变的研究也未曾
中断。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牛
郎织女故事最早归为“牛郎型”或“天鹅
处女型”故事。1933 年，现代民俗学之
父钟敬文先生发表了《中国的天鹅处女
型故事》一文，从纵向的历史演变和横向
的各地流传本类型故事比较两个向度，
全方位论述了该故事类型在中国的流变
情况，成为该类研究的经典之作。

刘宗迪的《七夕》一书并未拘泥于故
事类型的结构化研究，而是从史学角度，
从先秦魏晋到唐宋明清，从探究牛郎织
女故事和七夕文化的起源到七夕节日的
确立，乃至宋代七夕文化的异域渊源，明
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七夕拜魁星风俗的
跨文化研究，深入阐释了七夕文化元素
的变迁。在历史流变的爬梳剔抉中，刘
宗迪对七夕文化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的变迁也有涉及。特别是对宋
代七夕风俗及东南沿海拜魁星风俗的异
域渊源进行探索，链接了中国传统文化
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层叠与变迁，为
七夕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
法论的价值。

同时，刘宗迪对七夕节日内容的变
化也作了详细梳理。借助各类地方志、
史志、民俗风土志等文献资料，以及宫廷
诗人、文人墨客对乞巧节日的诗词赋文，
从三国时期《风土记》中的乞富乞寿乞子
到南北朝《荆楚岁时记》中的乞巧，清晰
呈现乞巧节的仪式内容和象征意义的日
臻丰富。由此可见，乞巧节不单是牛郎
织女重逢的爱情故事，也不单是农妇开
始纺织的劳作故事，而是与其他节日一
样，是全国上下宫廷与民间狂欢的仪式
活动，也是文人墨客文化交流的场域。

七夕文化的多学科探源

多学科跨文化视角也是《七夕》一书
的一大亮点。这与作者的学术专业与学
术兴趣相关。刘宗迪有气象学、文学、民
俗学与跨文化交流研究等多元专业的教
育与学术训练背景，他常以研究问题而
非所学学科为中心。如他所言：“人文领
域，没有任何问题是能够靠一个学科的
知识解决的。”在《七夕》这本书中，作者
跨越了文学、历史学、天文学、民俗学、宗
教学、神话学等学科知识与范畴，引经据
典，辨伪去妄，对有关七夕的文献记载进
行梳理分析。这与他的“天书三部曲”的
《山海经》研究方法论相一致。

七夕节的文化元素丰富多元，既有
爱情的珍贵和离散的忧伤，也有对女性
社会期待的寄托。刘宗迪则跳出单一的
社会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分析，结合天文、
农事、时令、物候等知识，探寻牛郎织女
故事的流传及七夕节的起源问题。他认
为七夕乞巧节和牛郎织女故事的来历，
归根结底都与星象纪时制度有关。如
《夏小正》中将农历七月夏日银河西畔的
星象命名为“织女星”，且被作为七月的
重要天象记录下来。织女星的命名，实
则与农历七月女性开始纺织有关，将民

间故事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凸显
了七夕文化元素中的物质属性。

自宋代以来，城市逐步形成并蓬勃
发展，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七夕风俗更加
多元。特别是北方汴梁七夕风俗中的泥
孩儿摩睺罗和东南沿海地区流行七月七
日拜魁星风俗，这与中原地区传统的乞
巧风俗很不同。刘宗迪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借助考古资料、佛经典籍以及民俗
资料等，深入分析这些文化现象与西亚
波斯文化的关联，并与传统的中原文化
进行比较和探究，弥补了对七夕文化起
源与流变的跨文化研究，也为理解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思路。

七夕节日的女性属性

刘宗迪在书中多处提到，七夕乞巧
节是一个女性为主角的节日，仪式的主
要参与者是女性，从种生到乞巧，都是
女性在参与。但是，作者并没有大篇幅
赞扬七夕节的伟大，也没有揶揄七夕节
为女性提供的施展空间。作者科学客
观地指出虽然七夕节日的活动主体是
女性，但有关七夕诗文辞赋的作者，大
多是男性，女性作者群体是缺失的。“七
夕乞巧是女子之事，但写七夕诗的却都
是些须眉男子。女子是表演者，而男人
是观看者，这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学一以
贯之的格局。其实男人笔下的女性，也
往往只是他们自己对女性的想象和欲
望的投射而已，就像京剧、昆曲中千娇
百媚的花旦，只是男人假借女人的头面
顾影自怜。”

七夕文化中女性作者的集体缺失和
女性被凝视的地位是与其他传统文化相
一致的。但在这本书中，对该问题的探
讨仍然仅限于表层，并没有深入分析。
如书中较少收录或分析古代女性诗人或
民间故事中关于七夕节的诗词或故事；
牛郎织女故事流变分析中缺乏对织女形
象变迁的深入分析；缺乏对现当代女性
参与七夕节的情感体验的田野调查。这
一点作者也曾感叹：“无法真切地了解那
些七夕之夜在香案前向织女默默祝祷的
女子们所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心愿。”

瑕不掩瑜，《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
风俗》仍不失为系统研究七夕文化的力
作，打开了多学科研究传统文化的新格
局，同时也为传统节日中女性角色和身
份研究提供了跨文化视角和史料空间。

学人关注关注

主编 蔡双喜 见习编辑 白晨 美编 曹楠 责校 尹燕琴 2024年8月6日 星期二新女学周刊 理论 CHINA WOMEN’S NEWS6

作者：尚宇菲

学人研究是理解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建设与人才质量提升的重要视角与方法，
学人的群体特质和成长逻辑能够有效转化为育人资源。以中国女性学学者为研究
对象，本文作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其学术经历与治学经验发现，中国女性学学
者的群体特质集中表现为问题意识、性别观照、关系性思维，她们遵循“社会化发
展”与“合法性追寻”的成长逻辑。这种育人理念与育人方法对女性学学科专业人
才培养具有启迪意义。可以通过深化学人专题研究和加强人际互动的方式，将女
性学学人的群体经验转化为育人资源，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实习生毕然 整理）

《正确认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
核心要义及其价值追求》

《人工智能时代女性算法素养培育研究》

作者：刘静 吴丹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使用的负面效应逐渐被披露，算法应用背景下的性别偏见、
女性权益保障话题也备受关注。从性别视角研究算法素养培育问题，有利于找到
女性用户算法素养培育的切入点并提出女性算法素养培育策略。本研究梳理了国
内外女性算法素养培育实践，通过在线实验采集了616份样本，分析并验证了启发
式介入措施对女性用户算法素养培育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通过启发式介入措施
的学习，相较于男性，女性用户算法素养水平得到了更为显著的提升，其原因主要
在于女性用户算法感知水平的提升。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女性算法素养培
育策略。

来源：《女性发展论坛》2024年第1辑

作者：李明舜

本文作者提出，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和男女平等都是我国
的重要法律原则；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是促进男女平等实现的
必要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必
须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
男女平等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中国女性学学者的群体特质、成长逻辑及
其教育意蕴》

名师讲堂讲堂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是当代民俗学者刘宗迪对中国传

统节日七夕文化的研究专著。该书作者从浪漫星空的牵牛星、织女

星开始，纵横开阖，跨越文学、历史学、天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

学等学科知识与范畴，引经据典，以多重视角聚焦七夕传统节日的流

变与文化内核，揭示了七夕节日的女性属性和异域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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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
请，国际著名人类学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
授阎云翔在京作了题为
《家庭的祛魅与复魅》的
学术报告，畅谈中国网络
中流行的若干家庭“祛
魅”的话语与学术界关于
家庭“复魅”的话语。阎
教授用“理性化”与“个体
化”的理论廓清了“祛魅”
的概念，讨论了中国知识
界为家庭“复魅”的努力，
分析了“新家庭主义”的
内涵与对其未来发展的
展望，并和参会的与谈人
一起交流了对中国家庭
未来的期待。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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