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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婚姻是组成个人家庭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缔结的纽带，个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

最基本的细胞，而男人和女人的情感融合、精神愉悦、子孙繁育、物质需求和享

受，才是构建婚姻的实质内容和主要目的。婚姻中男女的悲欢离合是由于思想意

识和价值观的不同取向、情感经营的千差万别、经济物质及声誉地位等功利意图

的取舍差异、人际关系的不同影响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造成的。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大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

态，现代化与都市化，促进妇女的意识与行为趋向职业化和社会化。另外，生活

用品商品化与品质化、信息传播电讯化加网络化，这一切正在相应地改变着中国

人的婚姻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择偶太困难、婚前恐惧症、老公有外遇、老婆

要离婚……诸如此类“为情所困”的人越来越多。

各个社会元素急剧变化，使人们的婚姻越来越不稳定。可以说，在太平盛世

中，个人会经历的最大的“兵荒马乱”，或许就是情感问题了。友情、恋情、亲

情在我们想象中，永远都是那么的美好、纯洁；我们在儿时所听到的童话，往往

终止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天荒地老”。而现实中我们所看

到、听到、经历到的婚恋问题，却又是那样的令人揪心摄魄和神伤魂断。

从古至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人类的成长规律，自然而然地长大成人、

恋爱结婚。从为人子、为人女到相继成为丈夫和妻子，都几乎是由人文环境自然

促成的。而生活在喧嚣、躁动的现代都市人中的当代人，农耕时代那自然成人的

经验就远远不行了。随着我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的婚姻家庭

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隐患。

据有关资料介绍，有 70% 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婚、外遇、婚外恋、离婚、

单亲家庭、争吵、暴力等问题；网恋、网婚、速婚、闪婚、试婚等各种生活景观

也五花八门，但他们的情感困惑却日益严重。这些严酷的现实，使千百年来的婚

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严重影响了人们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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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进而促进人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婚恋、如何经营婚姻，不得不理性地审视

自己的婚姻行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

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培育人们知荣辱、讲

正气、作贡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进步和成就，中国人的婚姻家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提高中国人婚姻家庭幸

福感指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和

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家庭是人生幸福的港湾。本书的出

版无疑会对中国人的婚姻家庭幸福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会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积极作用。王伟先生长期致力于国民心理

健康的研究、推广，撰写出版过若干心理学图书，希望他能在中国人婚姻家庭的

研究和成果推广领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也相信读者能从中获得非凡的教益。

                                                    关山越

                                          2015 年 2 月 1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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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单元，是个人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组成社会的基

本细胞。个人多因结婚而构成家庭。家庭一旦形成，便产生出许多个人所不具有

的功能和意义，家庭中的个人也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人。恋爱、结婚是人生

中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影响甚至决定着自己人生的轨迹，也决定着与之相关联

的其他家庭成员的人生轨迹。

婚姻家庭生活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婚姻家庭生活的幸福是人生幸福

的主要内容和衡量尺度。但长期以来，关于恋爱、婚姻的教育或是缺乏，或是自

发，或是盲目，或是零星，没有科学系统的内容，没有教育的阵地，没有教育的

老师。这是由于传统的惯性所致。在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都相对简单，婚姻家庭生活也相对简单，恋爱、结婚、家庭维系和经营

的知识无需学习，可以从自己成长的家庭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中自然获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转型，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精神生活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大

部分青年人不愿继承传统婚姻所承载的义务，却更加强调婚姻中个人的感受。据

有关资料介绍，具有稳定性的婚姻家庭在中国的婚姻人群中的比例不超过三成。

因此探讨婚姻与家庭的教育问题，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人们谋生的技能，适应社会的知识和观念，有小学、中学、大学等众多阵地

和庞大的教师队伍提供教育。而对人们生活关系最大的、人们最需要的有关恋爱、

婚姻、家庭的知识，却无人传授和问津。这就等于把婚姻、家庭教育的重担扔给

了父母和自己的原生家庭，使婚姻家庭的教育仍陷在盲目的境地。其结果是只有

极少原生家庭父母教育有方的后代有望获得家庭幸福，而大量的原生家庭父母不

善教育的后代仍陷于不良的甚至痛苦的婚姻家庭生活中。

现代社会的复杂化、生活的多元化和人们价值观的多样化，首先就体现在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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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从爱情的多层面看，在传统的爱情之外，又出现了许多

单恋、多角恋、婚外情、网恋等情景。从婚姻的角度看，在传统的二人婚之外，

又出现无性婚、同性婚姻、同居不婚、多角同居、网婚、丁克家庭。从亲人的关

系看，传统的三代同堂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是独生子女、单亲家庭、再婚家庭。

恋爱、婚姻和家庭状况空前复杂，与之相关的不少新现象、新问题亘古未闻。

对一个已经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他（她 ) 该如何选择另一半、如何增进

夫妻感情、如何给爱情保鲜、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婚姻和家庭出现了问题该如

何面对等各种问题，都如同生命航道上的一个个激流险滩，稍有不慎就可能使人

陷入苦海，甚至贻害终生。有些婚姻在恋爱时就缺乏清醒的头脑，没有对婚姻进

行全面的品评，为日后的病态婚姻埋下了隐患。有专家提出中国有近六成的失败

婚姻是情绪和无知的使然，并非理性的产物。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那么茫茫人海两个人的相遇相识相

知到最终相守，又得需要多少千年的期待和祈祷？需要饱经多少的风吹雨打，积

多少的善和德，受多少的苦和难，上苍才会把这人世间最美丽的东西恩赐予你？

然而面对日益加剧的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人们在忙于事业打拼的同时，往往忽

视了对婚姻和家庭的维护，当危机出现的时候，这些职场高手却对婚姻家庭问题

束手无策。

为了帮助解决中国人的婚姻家庭问题，从而使人们的婚姻家庭更加和谐和幸

福，教育部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编写了本书。本书

是一本帮助中国人提高婚姻家庭幸福感指数的指导性读物。本书集科学性和实用

性于一体，对中国人婚姻家庭的主要问题及调适方法都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具体

的介绍。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给读者以知识和力量，能切实起到提高读者婚姻家庭

幸福感指数的作用。本书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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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婚姻家庭概论

婚姻和家庭都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婚姻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

形式，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在法律产生以后，它更多地与法律相联系。家庭是一

种最小的社会组织，被称为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建立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

一途径。家庭可因血缘而建构，也可因法律而构建。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尽管婚

姻可因目的而缔结，但爱情仍然是婚姻必备的要素。因此将爱情视作婚姻的基础，

是大多数人的共识。研究婚姻须从研究爱情开始，对婚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考

虑，才可能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婚姻。

第一节   婚姻家庭的本质

一、婚姻家庭的涵义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婚姻的解释为：“婚”者，女方的家属；“姻”者，

男方的家属。人们对婚姻有许多看法，就它的基本方式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

婚姻就是合法的同居关系。在文明状况下，婚姻是一国风俗或道德习惯中的一部

分，并成为一种契约关系。克里斯欣认为：“婚姻之所以为一种契约，不只是为

了性关系的运用与维持，而是为了经营一个真正的共同生活。所谓真正，指的是

一方面有经济与精神的条件做基础，另一方面有道德的责任与义务做基础。”如

果从进入婚姻关系的人的生活来看，婚姻也是两个人自由选择的一种结合，是恋

爱的最终归属。恋爱是个悦耳的词汇。谈到“恋爱”，就可能会把性冲动的任何

方式的表现包括在内。我们必须把欲和爱分别来看，欲是生理的性冲动，而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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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冲动和其他冲动之和。

恋爱是欲望和友谊的一个综合体。从生理的角度看，恋爱是从大脑中枢表现

出的性的本能。我们也可以信奉哲学家康德的说法。他认为性冲动是有周期性的

一种东西，所谓恋爱，就是我们借助想象的力量，把它从周期性里解放出来，成

为一种有连续性的东西。菲斯特在《儿童的恋爱与变态》一书里，对恋爱的定义

是：“恋爱是一种吸引的情绪与自我屈服的感觉之和，其动机是一种需要，其目

的是获取可以满足这需要的一个对象。”发展到极致的恋爱方式会成为一种完全

无我而利他的冲动，这只是表面的看法。它的出发点还是一种自我冲动，即使利

他到一种程度以至于牺牲自我时，也还是有自我满足的成分存在。

弗洛伊德认为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个真正恋爱对象，长大以后，除了那些有神

经病态的人外，最早的对象会退隐到背景里去，别的恋爱对象会取而代之。性冲

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是自我的。但在发展成恋爱的过程中，也变为自觉的无我与利

他的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利他的成分，在性发育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存在。

在动物中，如果一个动物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对象，只知利己而不知体贴对方，

求爱的努力就不免会失败，性交的行为便无法实现。当性发育有了进展以后，这

种利他的成分就成为意识的一部分而可以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也可以把利己的成

分完全克制过去。

恋爱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双重的。第一种的发展是由于性本能地向全身放射，

经过婉转曲折的神经脉络，甚至走了些弯路，为的是要使性领域以外的全身都得

到放射影响，平常性冲动一经激发，可以不受阻碍地达到目的，其过程大概如此，

否则又另当别论。第二种的发展是由于性的冲动和其他性质相连，心理因素发生

了混合。性发育成熟后，恋爱的发展便添加一些相关的情绪成分，就是从亲子关

系中所产生出来的种种情绪。女性到这时，其性爱便与因子女而唤起的恋爱与忍

耐心理相连。而在男性，性爱中也会添加亲子之爱的成分，有一种防护的情绪作

用。婚姻制度成立之后，性爱也就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这种性爱的表现，可以和创设宗教与创造艺术的各种冲动联系在一起。在这

一点上，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的先驱。法国人类学家勒图尔诺告诉我们，在许多民

族里，关于性爱的诗歌创作，女性往往占主导地位，有时对性爱的表示，女性不

但处于主导地位，并有称霸趋势。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些可供参考，那就是因性

爱的动机而自杀，在原始民族里，也是女性最多。诗人泰奥格尼斯把婚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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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牛类的繁殖等量齐观。另一个作家阿尔克曼，对斯巴达的健美女性，想说几句

称赞的话时，就说她们很像他自己所结交的那些美艳男朋友。悲剧家埃斯库罗斯

在他的剧本里，借一个父亲的口气说，如果他不管他的几个女儿，她们就会为非

作歹，闹出笑话。只有女性才会发生恋爱的行为，男性是不屑一顾的。

在许多文明的民族里，性欲发展成为婚姻是很迟缓的，在文明社会中，对很

大一部分人来说，这种演变也是粗浅的。天下到处都有性欲的概念，也到处都有

表示这一概念的词汇。但婚姻的概念并不普遍，许多词汇里就没有这个词。不过

婚姻的出现，也不一定完全随着文明的程度而变化。有时你满心指望着可以找到

它，结果却总是失望。有的地方你认为绝不会找到它，结果却找到了。在动物中，

性欲也很有几分理想化的程度，特别是鸟类，因为失偶的缘故，伤感到自我毁灭

的情境。这其间所牵涉的绝不是单纯的性的本能，而是这种本能与其他生命要素

的一个有密切联系的组合，其密切程度，在人类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有的未

开化民族中，好像找不到基本的婚姻概念，如美洲印第安人中的纳化族人，就找

不到什么婚姻的字眼。

在希腊，性爱的理想也发展得相当迟。在希腊人看来，真正的婚姻几乎总是

指同异性的关系。希腊早年的伊奥尼亚籍的抒情诗人们认为，女性只不过是男性

享乐和生育的工具。在希腊文化的一个时期里，性爱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是不值

得在公众面前提出或表演的一个题目。从广义的希腊文化范围，即从大希腊的范

围，而不从希腊的本部来看，才可以找到男性对女性真有一种性爱的兴趣。不过

性爱受人推崇，被认为是生命中的一种情绪，在大范围以内，也是到亚力山大的

马其顿时代，才成为事实。

充分发展的婚姻当然不是单纯的性交，而是扩充得很广与变化很复杂的一种

情绪，性欲不过是和许多别的成分协调起来的一个因素罢了。斯宾塞在《心理学

原理》一书里，对这种情绪的分析有一段很有趣的讨论，他认为恋爱与婚姻是九

个不同的因素合并而成的，彼此分明，每个都很重要：①生理上的性冲动。②美

的感觉。③亲爱。④钦佩与尊敬。⑤受人喜欢的心理。⑥自尊。⑦所有权的感觉。

⑧因人人之间隔阂的消除而取得的一种行动自由。⑨各种情绪作用的高涨与兴奋。

他分析说：“我们把我们所能表示的大多数比较单纯的情绪混合起来而成为一个

庞大的集体，这集体就是性爱的情绪。”这样一个详尽的分析也是不完全的，它

遗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建立在亲子之爱这一本能基础上的一部分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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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很容易看出来，婚姻生活到了后期，严格的性因素渐渐退到背

景中去。从此，丈夫对妻子，尤其是妻子对丈夫的情爱，很容易变成对子女的情爱。

人们对恋爱的种种分析，总结起来就是：“恋爱的定义是极难定的，好比生

命的定义一样，其所以难定的理由正好相同。恋爱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无

论是什么方式，都是很重要的。恋爱地位的重要，除贪生怕死的本能之外，就要

算第一了。把所有构成家庭的基本因素汇合在一起，它维持着家庭的关系，它把

一个种族或民族的人统一起来，使人之间都有一种契合和同胞的感情。”恋爱是

很复杂的一种现象。它既不是浅见者所认识的那种浪漫的幻觉，也不是羽毛未丰

的精神分析家所想象的那种厌恶的转变。社会问题剧作家易卜生说：“今日天地

之间没有一个词比恋爱这个小小的词更要充满着虚伪与欺诈。”无论这种虚伪与

欺诈成分有多少，恋爱绝不是一个凭空虚构的名词，它的确代表着一种状态、一

个现象、一件事物。这个词只是被人滥用了。滥用的方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

之深，正表明这个词所代表的真正事物自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人世间只有最值

钱的东西，如黄金、钻石，才会遭到假冒与滥用。世间没有大量的黄金，于是，

便有人用镀制的方法来冒充，用减轻成色的方法来混用。

人在社会里生活，自然也不会只有自我而无他人，孤独的自我是不可思议的。

既有他人，也就不能不发生对他人的种种爱欲，反之，除非先把自我抛开。要把

他人在自我身上所激发的爱欲完全压制下去，是不可能的。婚姻是和生命牵扯在

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如果婚姻是个幻觉，那生命本身也就是幻觉。我们不能否

定生命，也就不能否定婚姻。进一步加以思考，婚姻不但和个人的祸福攸关，与

民族的兴亡也有关，它的功能不仅是自然的、物质的，也是社会的和精神的。有

位诗人说，婚姻好像是“生命中无所不包与无往而不能改造的一股伟大力量，是

一切生命最终极的德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恩格斯认为，婚姻不过是权利的维护，即对性的权利的维护。他在研究了群

婚、对偶婚、一夫多妻 ( 一妻多夫 ) 婚和一夫一妻婚姻的演进过程后得出结论，

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婚姻是为了维护男人对女人的性占有的权利，而女性不过是

把分为多次出卖的性的权利变为一次性出卖。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男人对女人性

权利的专有，其实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遗产明确无误地传递给自己的后人。因为在

当时的科技水平状况下，确定一个子女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唯一方法，就是女人对

丈夫的绝对忠贞。因此，女人出卖贞操的权利，男人专有女人的贞操，不过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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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维护财产在亲子中传递的唯一性。

由此看出，恩格斯是从性权利的角度，最后将婚姻的本质定义为权利。从心

理学的角度看，婚姻的本质是需要，是归属的需要和抗拒孤独的需要。归属的需

要是人的基本需要。因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社会性的基本体现，就在于个

人需归属某一个社会组织。在多层次的社会组织中，家庭是第一层次的组织；而

婚姻则是形成家庭的途径。有了婚姻有了家庭，人才有了基本归属。在家这个基

本的组织中，体会到自己的需要和被需要，体会到自己的存在和功能，从而体会

到自己的价值。

孤独是人类永恒的恐惧，抗拒恐惧是人的本能。对于个人而言，抗拒孤独的

最好手段就是婚姻。男女二人结成婚姻，心理上有了寄托和依靠，二人关系生发

出的种种功能和意义，是抵抗孤独的有效武器。但是，事物是多属性的，同时也

可能有多种本质。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本质。家庭的本质是真

爱，家庭成员之间付出爱和得到爱了，既满足了爱的需求，也满足了被爱的需求。

乍一看来，真爱涉及的是家庭的功能，但本质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爱的本质。

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因为血缘的关系，是一种真诚的、无私的爱。父母对子女的

爱，是无条件的，是不求回报的，没有功利目的的。夫妻之间的爱虽不是出自血

缘关系，但多数也是无条件、无功利的；同时，因共同生育了子女，也就有了一

份血缘带，从而强化了真爱。

二、婚姻家庭的功能

婚姻具有繁衍后代和养育子女、经济合作与消费、社会角色与地位获得、提

供性和情感的满足四个层面的功能。各种功能俱全，是功能完善的理想婚姻。哪

一种或哪些功能弱化或缺失，则必须补偿或替换，否则就会引起功能失衡，产生

矛盾，严重者可对婚姻产生破坏性冲击。四种功能必须谐调、平衡，由于四种功

能构成一个系统，系统有功能融合和调节的作用，所以四种功能可以在系统内调

节，达到平衡。只有当系统自身调节不了时，婚姻才面临解体的危机。

1. 繁衍后代和养育子女

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繁衍后代。一个人是在父母的结合中出生，在父母的养育

中长大。婚姻的这一功能可分为养和育。养是提供生长和健康的保证，育是人格

形成的保证。在传统社会中，养的任务尤重，甚至代替了育的功能。在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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