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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家为本”的“人为家庭”观念一直在影响和支配着中日两国国民的家庭生活 。

随着经济的发展 ,使得家庭生活的缺损性和不协调性日趋明显。中日两国的人们开始用各自

不同的眼光审视家庭 ,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观念。很多人逐步从 “人为家庭”走向了 “家庭为

人”的极端 ,对造成家庭的不稳定因素 ,人们表现出的观点是理解 、宽容 、否定 、贬斥同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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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缘的关系 ,日本和中国同属亚洲的东方国家 。基于几千年来两国文化相互交流和渗透 ,中日

两国在文化背景 、生活习俗方面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与尊从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人与日本人

更注重以家庭 、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群族 ,凡事尊从“群体意识” ,在同他人的关系中发现自我 , “以家为本”

的传统观念一直在影响和支配着两国国民的思想和行为。

日本开始使用“家庭”一词 ,源于明治时代西方文化中“Family”的影响 ,主要是指夫妻与子女共同生

活的处所 。“家族”一词 ,取自中国 ,内涵却溶入了西方文化的含义 ,可谓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物 ,主要指

的是夫妻配偶关系 ,父子 、母子 、兄弟姐妹等血缘关系内连系而成的群族。上述“家庭”和“家族”的定义

有很大的普遍性 ,广泛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家庭关系。但对“家”的概念 ,日语的解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 ,既有“家庭”的意思 ,也有“家族”的含义 ,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 ,从分析日本人“家”的意识入

手 ,比较研究中日两国国民的家庭观念 。

一 、“家”的意识

日本传统的家庭制度称为“家” ,也称为家庭集团。它不仅是个血亲单位 ,而且还是家族成员的生活

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其构成模式如图 1所示 。

　　日本“家”的构成模式图表明 , “家”是以基本家产来经营家业 、共谋家计 、祭祀祖先 、组成家政的单

位。日本家族制度中的显著特点是重视家族超世代的存续和繁荣 ,长子优先继承权是“家”得以维系的

最行之有效的制度。家长对家族成员有绝对的统治权 ,同时负有照顾家族成员生活 、保护家产并使其增

值的责任和义务 。次子和其他非继承人也可以从家中领到一定份额的家产 ,成为相对大家庭的“分家”。

如果“分家”的家业太小 ,也可以成为别“家”的养子或靠外出打工谋生 。这样各代长子相承 ,形成嫡系 ,

而各代的次子等形成旁系 ,并以被雇佣者的形式在经济上依附于嫡系的本家 ,双方共同结成一个生产 、

生活的共同体———“家”。在这一集团内部 ,虽然血缘关系上处于同一辈分 ,但在嫡系与旁系中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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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家”的构成模式

种上下 、主从的阶层关系 ,这种关系是日本传统家庭集团内部关系的重要特征。注重家系延续的日本家

族 ,在没有男性继承的情况下 ,家长可以招婿 。无子女的家庭 ,可以收养任何人作为养子继承家业 。家

族中非血缘成员的存在是日本传统家庭集团“家”的独特结构。这样的拟亲亲属关系出现的目的主要是

继承家业和确保劳动力。日本的“家”作为共同生活的共同体 ,具有亲情的性质 ,而超越了血缘的限定。

与日本相比 ,中国的传统家庭强调的是血缘上的共质性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对于传统的中国

人来说 ,血缘的延续 、香火的不断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 ,在中国把家族连接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经济

利益 ,而是共同的血缘 ,血缘成为决定是否具有家族成员资格的根本 。与日本在“家”这一生活共同体内

部所结成的全方位整体结构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是以“房”为夫妻家庭的最小单位 ,众多的有血缘

联系的夫妻家庭形成宗族 。另外 ,家族的继承制度 ,坚持“立长不立幼 ,立男不立女 ,立嫡不立庶”的原

则 ,财产继承多采取诸子均分制。而日本继嗣不但继承财产同时也继承家长的身份 ,财产继承和身份继

承在日本的“家”制度形成之后便达到了统一 。在无子继承时 ,中国也会过继养子 ,但养子一般要从同血

缘的亲族中过继 ,以“异姓不养”为原则 ,即使有从异姓中过继的也不列入家谱。

中国式大宗族内的家族成员由于共同的血缘关系 ,会使人产生一种自发的连带感 ,宗族内建有祠

堂 ,供同宗族人活动 、聚会之场所 ,并推举族长 ,决断宗族内事物 。在封建社会“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甚

至“一人获罪 ,株连九族” ,但却不足以有效地将人们凝聚在一个集团内 ,结成命运的共同体。四世同堂

的大家庭是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家庭 ,其内容结构与日本的“家”大相径庭 ,它不强化长子的绝对权威和经

济优势 ,兄弟之间也没有主从之分 。由于出生同一父系血缘 、兄弟之间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处于平

等的地位 ,因此结构比较松散 。兄弟姐妹之间的纠纷往往导致大家庭的解体 ,由此分裂出一个个的小家

庭 ,它们之间互相独立 ,各自为家。由于血缘关系 ,子女依然可以对长辈尽孝道 ,兄弟姐妹间也可互助互

惠。

而在日本 ,典型的农耕文化 ,培养了日本人的“群体本位”意识。为了延续“家”的经济共同体 ,以家

为本是做人的常识。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作为日本国民凝聚力的核心 ,在调动日本国民的整体观念和

形成民族团结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动力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以“修身”为起点 ,以“齐家”为基础 ,以“治国平天下”

为目的。由此可见 ,家庭对国家的价值 ,高于对个人的价值。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 ,既是家庭又兼有

国家意志支配者的角色 ,而不是个人支配家庭 。家庭的兴衰祸福 ,牵系着个人的生死荣辱 。农耕经商是

为了扩展家业;入仕为官是为了耀祖光宗;取妻生子是为了传宗接代 。传统的家庭观念要求个人完全舍

弃自我 ,终生束缚于家。在“以家为本” 、“人为家庭”的观念上 ,中日两国民众有着颇多的共同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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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日两国家庭中的夫妻关系 、地位分析与比较

建立在父系家长制 、长子继承法 、模拟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日本家庭制度 ,无处不体现男性的权威

地位 ,婚姻作为家庭制度的实施工具 ,更是以男权为中心 。植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日本“家族主义” ,不

仅支配日本的家庭关系 ,而且长期作用于日本社会的道德伦理 。即便是在 1868年的明治维新时期 ,家

庭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没有被摒弃 ,甚至还从法律上强化了男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地位 。1898年 ,日本

制定并实施的《明治民法》规定:“一切个人均隶属于由户主所管辖的家 ,家长对家庭成员有绝对的权利 ,

不经家长同意 ,家庭成员的婚姻等大事均不得擅自决定” 。这一法律 ,对日本封建家族制度进行了继承 、

发展和法制化 ,将儒家伦理观念扩大到了所有的阶层。当时 ,家庭内部存在着夫妻 、长子与次子 、男女之

间极不平等的现象 ,明治政府将其称为日本自古以来“淳风美俗”而备加推崇。直到二战结束后 ,在美国

的直接干预下 ,才于 1946年 11月公布了《日本国宪法》。新宪法对家族制度之弊端的第 24条专门进行

了修改 ,即:(1)婚姻仅以两性的自愿结合为基础而成立 ,以夫妇平权为根本 ,在相互协力下予以维持。

(2)择偶 、财产继承权 、离婚以及婚姻等家庭事项须以个人之尊严以及两性平等为基础 。这一法律规定

将“尊重人权”和“平等”的理念应用到了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1947年 ,日本政府开始全面修改《明治

民法》,1948年 1月开始实施 。新民法对日本的家族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 ,即:(1)废除父权家长制 、长

子单独继承财产制 ,给予妇女作为配偶身份的财产继承权。(2)保护成年男女婚姻自主的权利 ,给予男

女同等的择偶权和离婚权 ,夫妻协议决定姓氏权以及共同负担同居的义务等 。(3)保障妇女的合法权

利 ,给予母亲亲权人的地位。

由于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改革是一场由外而内的被动的社会变革 ,意识形态的封建主义 、保守主义并

不会在美国占领军的指挥棒下轻易淡出 。虽然日本经济从复苏走向高速增长 ,都市化人口流动使家庭

的结构小型化 ,家庭关系也从“父子轴心”为主转向“夫妻轴心”为主。但是 ,家庭结构和家庭轴心的变化

并未带来夫妻权力关系的实质性重组。相反 ,经济增长时期的“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 ,使“男主外 ,女主

内”的传统婚姻模式演变成了一种“前后方”式的夫妻角色分工。无论是就业方面存在的男女机会和待

遇的差别 ,还是家庭内部存在的夫妻权力结构仍保持以男性为中心 ,都表明“以男性为主”的传统模式在

日本高度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大行其道 。战后 ,虽然日本的雇佣劳动者比例在不断增大 ,但由于传统的

家庭角色定位和女性的生理特点 ,使很多企业在录用 、晋升 、提薪 、福利待遇等制度上显现出排斥女性的

现象 ,如 1975年雇佣者平均工资收入的男女比例为 100∶56。此外 ,社会的纳税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等制度也都是向男性被雇佣且妻子无收入或少量收入的家庭倾斜。由于男女同工不同酬 ,就业所得低

于照料子女(老人)等家务劳动的成本 ,因而放弃工作而回归家庭 ,已成为大多数已婚女性的明智选择。

另外 ,日本现代企业的管理和经营理念 ,带有模拟血缘关系的痕迹 ,有的可以说是传统家族式经济

共同体的翻版。无数的男性把供职场所视为安身立命和终身依附的大“家庭” ,把上司视为“父亲” ,除了

上班 、加班之外 ,大量的业余时间消耗在与上司和同事的沟通和交流上。早出晚归的父亲在孩子们的记

忆里淡漠了 ,昔日父亲的绝对权威只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身为人妻 、人母的女性们倾情扮演着“后勤

部长” 、“教育妈妈”的角色 。“贤妻良母”的模式 ,使已婚妇女的价值取向锁定在了养儿育女 、扶持丈夫 、

料理家务的“相夫教子”圈子里 。在日本经济腾飞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 ,大部分已婚妇女心目中生活

的意义就是“家庭”和“子女” ,奋斗的目标就是“自家车” 、“自家屋” ,让孩子进入名牌学校。据日本总理

府 1979年的“日本妇女观念调查”显示:90%的夫妻认为家庭主要是休息 、放松 、养儿育女的场所;认为

是夫妻爱情场所的仅占 3%- 4%,离婚率为战后 50年来的最低点 。战后 30多年 ,在经济 、文化等的综

合发展作用之下 ,日本社会的家庭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传统的中国家庭向往的则是 “男耕女织”的夫妻生活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使妇女生活在社

会和家庭的最底层 ,充当着奴仆般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 ,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了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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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遭到猛烈的冲击与荡涤 。与日本不同的是 ,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妇女的解放是由内

向外的主动变革 ,中国妇女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她们走出自家的“三尺锅台” ,走向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

的大舞台 ,男女同工同酬 。妇女的经济依附性减少 ,男女地位趋于平稳 ,家计趋向共同负担。“男耕女

织”的传统家庭分工观念开始变化 ,父权 、夫权家庭逐渐让位于平权家庭。在 20世纪 60 ～ 70年代计划

经济体制下 ,人们对社会行为的善恶美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 ,把“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看成是人生的惟

一选择。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 、和谐 ,人们普遍赞成“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时代的变化和传统理

念的影响 ,使中国这一时期的家庭关系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与同时期的日本家庭关系相比 ,性别

差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20世纪 80年代后 ,日本逐渐进入了经济富裕的社会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 ,使家庭所承担

的为满足其成员物质生活需求的显性价值(衣 、食 、住 、行 、乐)层层剥离 ,满足情感与精神要求的隐性价

值(亲情 、爱情等)日益纯化 ,使得日本家庭生活的缺损性和不协调性日趋明显 。年轻夫妇对于传统的

“男女角色分工”持否定态度 ,但又陷入无耐境地。由于“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使丈夫角色转换的余

地有限。年轻男性虽然赞成男女平等 、共同就业和共同承担家务等 ,但限于制度的束缚 ,态度看不出有

明显的改观。年轻女性因无法忍受“被忽视”而失望 ,年轻丈夫因不能接受来自妻子的“独裁”而苦恼。

因此 ,年轻夫妻婚外情和离婚率明显增多。中年人的婚姻则从夫妻角色分工走向夫妻角色分离 。当今

日本的已婚女性已经习惯了“丈夫不在”的家庭生活 ,养儿育女的任务完成以后 ,绝大多数妇女选择了外

出再就业 ,极大地改变了女性依附性的人格和寂寞的生活状态。在 90年代的一项家庭生活调查中 ,当

问及中年夫妻“遇事喜欢和谁商量”时 ,有 70%的男性回答“与单位同事” ,回答与妻子商量的仅为 20%;

有半数以上的妻子回答与朋友 ,回答与丈夫商量的有 35%。相当部分的家庭妇女同“工作狂”的大男子

主义丈夫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 ,夫妻之间关系日趋淡漠 。2000 年日本离婚率达到历史的最高 2. 1%。

从近期的日本离婚现象中 ,大体可概括出如下特点:(1)由女方提出离婚的增多 ,占离婚总数的 70%;

(2)通过当事人双方“协议离婚”的增多 ,占离婚总数的 90%;(3)发生在低年龄段间的”成田离婚“与中

高年龄段夫妻之间的”熟年离婚”增多。

“成田离婚”是指结婚 5年以内就离婚者 。“成田离婚”的社会现象 ,说明了日本在 20世纪 70年代

出生的年轻人已经不同于他们的父辈 ,他们关注的是婚姻中的自我感觉 ,而不是周围的环境和舆论。

“合则分” 、“不合则离”的婚姻信条使结婚 、离婚变的非常简单。

“熟年离婚”则是指婚龄在 20年以上的中老年离婚者。近几年来中老年离婚人数陡然上升 ,成为一

个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因为按一般规律来看 ,婚姻能维持 30 年以上的可以说是进入相对“婚姻稳定

期” 。如今婚龄在 20年以上的这一代人 ,结婚成家时正值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被塑造成为“企业

武士”的家庭父亲 ,无法从时间上或是从精力和体力上顾及家庭 ,由于不少人受日本“大男子主义”的影

响 ,忽视妻子所作出的牺牲和付出 ,与妻子和孩子之间隔阂与嫌隙日久愈深。由于顾及社会的舆论 ,也

避免孩子受其伤害 ,夫妻双方 、尤其是女方一直是克制和忍耐。孩子一旦成人 ,婚姻也告结束。从这种

意义上来说 ,日本的经济腾飞 ,是以牺牲一代人的家庭生活为代价的 。

20世纪 90年代后 ,中国已进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 ,伴随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

影响 ,使人们用各自不同的眼光审视家庭 ,自然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观念 。在“西方来风”的影响下 ,相

当多的年轻人不再把婚姻看成是人生的惟一选择 ,对造成婚姻家庭的不稳定因素 ,如离婚 、婚外恋等现

象 ,人们表现出的观点是理解 、宽容 、否定 、贬斥同时并存。与日本不同的是 ,事业正处于如日中天的中

年人家庭婚姻离婚率相对比较高 ,婚外情也是多发生在 35 ～ 50岁的这一年龄段 。这是从以往的消融自

我 、片面强调“人为家庭”的极端 ,走向了只有自我 ,片面强调“家庭为人”的另一极端 ,是“个人本位”价值

观在家庭中的具体表现。然而进入 25年以上婚龄的家庭在中国反而处于相对稳定的婚姻期 。“少年夫

妻老来伴”与日本的“熟年离婚”形成反差。现代社会“男女共主内 、共主外”的中国夫妻模式使得年老以

后的家庭婚姻生活成为了相互依赖 、相互扶持的整体。日本传统社会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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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使得晚年的夫妻婚姻也得付出代价 。

三 、结　语

通过分析中日两国的家庭婚姻变化和家庭观念 ,我们不难发现 ,不同文化背景的两国家庭观念既有

共同之点 ,也有相异之处 。同属亚洲东方文化的中日两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 ,有着“以家为本”的共

同意识 ,注重家庭成员的同质性 ,使人的个体消融在共体之中 ,个性淹没在共性之中 ,抑制了人的独立自

主精神和个人自由。应该看到 ,古代两国传统家庭的和谐统一 ,是建立在家族成员之间的“尊卑有等 、贵

贱有序”的等级隶属关系之上的 ,是一种不平等的和谐统一 。现在社会的家庭是以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

平等 、各自独立为基础 ,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日两国婚姻 、家庭等有关问题是值得研究和比较的 ,如“成田离婚” 、“熟年

离婚”等日本社会现象 ,为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研究不同国家的家庭观念和文化意识 ,

有助于当今中国人在各种观念变革和更新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把握正确的婚姻家庭关系理念 ,来营造

一个和谐 、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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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 f family oriented concept of people fo r fami ly has been affect ing and

controlling the family life o f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 the

unharmoniousness and o f family life has appea red mo re and mo re obvious.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begin seeing family f rom dif ferent aspects , thus fo rming a pluralistic concept of family.

Many people go the ext reme of “ family fo r people” f rom “people for fami ly” g radually . For the factor s

w hich cause the fami ly instability , people ho ld the view s o f understanding , to lerance , negat ive and

denunciation simultaneous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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