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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庭 、家族 、宗族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家庭 、家族 、宗族的意义

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和社会的细胞 ，是人类血脉延续 、祖孙繁衍 、承先启后 、

继往开来的大花园 。也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和安乐祸 。有道是 ：清官难断家务

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家和万事兴 。家庭的重要与玄妙是不言而喻的 。

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家庭组合 ，一般指五服之内 ，称为家族 。而

古代的“家”是泛指家庭与家族 。在民国以前的封建社会 ，“家”还要承担政治 、

经济 、法律的连带责任 。有所谓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

家庭 、家族与我们的生活 、事业 、前途 、归宿荣辱与共 ，休戚相关 。我们既

要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祖先有关治家 、理家的优良传统 ，吸取经验 ，接受教训 ；

也要与时俱进 ，结合现代实际情况 ，创建和谐美满的家庭 ，力争做到保家 、发家

和兴族 。

一 、家庭的意义

近代学者对家庭的含义 ，由于角度不同叙述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

枟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枠中 ，对“家庭”所下的定义为 ：家庭是由婚姻 、

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

枟中国家庭史·明清时期枠对家庭的概念界说如下 ：“家庭是以同居共财（以

共同会计为本质内容）为特征 ，由婚姻血缘等纽带联结而成的亲属团体 。”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 ，以夫妻为中心 ，并包括收养关系组成的社会生活基

本单位 。家庭成员有横向及纵向的组合关系 ，横向组合指同一代人如夫妻 、兄

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纵向组合指上下各代如父母与子女 、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

的关系 。

男女双方在结婚后 ，通过长期共同生活 ，相互关爱 、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 。

因而培育了父母与子女及上代下代自然延伸的血缘亲情关系 。而通过再婚或

领养关系组成的养父母 、养子女家庭及组合家庭 ，虽然血缘不同 ，但拥有长期

共同生活的养育亲情和养育恩情 。这种由家庭孕育而成的血缘亲情 、养育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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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所产生的牢固凝聚力 、感召力 、作用力不仅为子孙繁衍 、兴家旺族提供保障 ，

还推动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而众多的文人雅士还为此谱写了可歌 、

可泣的诗歌和宏篇巨著 ，给人类文化遗产不断增添宝贵的华章 。

二 、家庭的分类

现代社会学家对家庭通常有如下几种分类方法 ：

（一）按家庭中的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可将家庭划分为下列 ６种类型 。这

种划分较为明确 ，在有关家庭社会工作中为最常用的分类 。

１畅夫妻家庭 ：它是由夫妻两人组成的一代家庭 ，包括夫妻结婚后无子女

家庭 ，或老年夫妻因其子女已结婚另行成家而成的“空巢”家庭 。在此家庭中

只有夫妻两人 ，不含亲子女关系 。这是一种不完整的家庭形式 。

２畅单亲家庭 ：它是由父亲或母亲和未婚子女组成的两代家庭 ，包括父单

亲家庭或母单亲家庭两种具体形式 。这种家庭只有亲子关系 ，没有夫妻关系 ，

也是一种不完整的家庭 。

３畅核心家庭 ：它是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两代家庭 。其包含构成家庭

的三种本质要素 ，即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兄弟姐妹关系 ，是个核子型的完整家

庭 。人类从对偶家庭形态开始 ，就有核心家庭 ，并已成为现代社会占主流的家

庭结构形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 ，家庭核心化已成为趋势 。

４畅主干家庭 ：它是由父母和一个已婚子女及其后代组成的三代或三代以

上的家庭 ，但按分类规定每代人中只含一对夫妻（包括有一方离婚或去世） 。

在其内部包含有夫妻 、亲子 、祖孙三种基本亲属关系 ，因而要比上述 １ 、２类家

庭关系要复杂得多 。此类家庭现仍在农村中广泛存在 。

５畅联合家庭 ：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心家庭平行组成的大家庭 。如父

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或兄弟姐妹结婚后不分家的家庭 。

这种家庭规模大 、人口多 、关系更复杂 ，难以管理 。例如 ：古代的义门大家庭 ；

枟红楼梦枠中的贾府大家庭 ；民国时期巴金著作枟家枠 、枟春枠 、枟秋枠中的封建大家

庭 。这种家庭现今很少存在 。

６畅其他家庭形式 ：如由一个核心家庭加入非直系的未婚亲属（如夫妻一

方的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扩大家庭 ；由祖父母与孙子一代组成的隔代家庭 ；

没有办理法定结婚手续的同居家庭等 。

（二）按家庭的规模大小来划分 ，可将家庭分为大家庭 、小家庭 。

一般而言 ，人口数量为 ４人及 ４人以下的 ，或两代人以内的家庭可视为小

家庭 ；人口数量为 ５人及 ５人以上的 ，或三代及三代人以上的家庭 ，可视为大

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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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家庭财产管理形式可划分为共财制家庭 、分财制家庭 。

１畅共财制家庭 ：家庭财产归成员集体所有 ，由家长管理 。

２畅分财制家庭 ：财产归成员所有 ，各自管理或委托家长管理 ，所需费用合

理分摊 。

（四）按夫妻思想感情关系类型可划分为爱情型家庭 、友情型家庭 、责任型

家庭 。

１畅爱情型家庭 ：夫妻之间有爱情作基础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相互关

怀 、相互体贴 、相互支持 。夫妻之间能以诚相待 ，无婚外情 ，碰到困难或产生误

会能及时协商 ，化解矛盾 ，经常保持着和谐愉快的精神境界 。

２畅友情型家庭 ：夫妻之间能相互理解 、尊重和信任 ，在生活上也能相互关

怀和支持 。夫妻双方都把婚姻稳定 、儿女健康 、经济充裕 、生活安定视为家庭

幸福的首要目标 。

３畅责任型家庭 ：夫妻之间感情淡薄 ，很少交流 。家庭关系只靠个人对家

庭 、对父母 、对子女应尽的责任来维持 。家庭气氛沉闷 ，矛盾时有发生 ，没有幸

福感 。

三 、家族 、宗族的意义

（一）家族 、宗族的意义

近年来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对中国家族 、宗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对

家族 、宗族的概念进行界定 。

徐扬杰先生认定 ：“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 ，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 ，

虽然已经分居 、异财 、各爨（读音窜 ，意思是同灶吃饭 、共同生活 、共有财产）成

了许多个家庭 ，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比如共住一个村落之中） ，按照一定的

规范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

冯尔康先生认定 ：“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 ，在宗法的规范下

组成的社会群体 。”它有四个要素 ：（１）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 ；（２）家庭为单

位 ；（３）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 ；（４）有组织原则 、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

行管理 。

张国刚先生认为 ：“大体上可以规定五服之内为家族 ，超出五服的共祖同

姓为宗族 。家族之间不仅有道德上的关系 ，而且有政治 、经济或法律的连带责

任 ，而宗族一般只有道义上的连系 ，没有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

中国古代的“五服制”是古代对丧葬礼仪规定的五种丧服样式及服丧期

限 。如某人去世 ，其家人及亲属必须穿丧服表示哀悼 ，凡与亡者越亲的须穿重

丧服 ，且服丧守孝期限较长 ；与亡者关系较疏则穿轻丧服 ，且服丧守孝时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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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五服制在中国古代不仅成为判定亲属关系远近的标志 ，也成为宗法制度

的工具 ，成为法律奖惩连带责任判定的依据 。 五服制中包括的男性家族成员

是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已身 、子 、孙 、曾孙 、玄孙九代 ，即从自己往上 、往

下各延伸四代 ，又称九族 。另从各代横向延伸包括曾伯 、叔祖父 ，伯 、叔祖父 ，

伯 、叔父 ，堂伯 、叔父 ，族伯 、叔父 ，兄弟 ，堂兄弟 ，再从兄弟 ，族兄弟 ，侄子 ，堂侄 ，

再从侄 ，侄孙 ，堂侄孙 ，曾侄孙 。

有关五服制的内容 ，另在本章第三节有较详细的叙述 。

（二）“户”与“房”的意义

“户”的含义为 ：住户 ，一个家庭 ，编为一户 。每户有户口册（簿） ，内容包括

人口 、职业 、婚姻 、关系 、田地 、财产等项 ，户为国家最基本的单位 。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历史悠久 ，为历朝政府对广大人民落实行政管理 、征收

赋税 、派调劳役 、兵役的重要制度 ，虽经变革 ，沿用至今 。

“房”的含义是 ：房又称“房支” 。在一个大家庭中 ，亲兄弟长大成人分成各

个小家庭后 ，一般各称为某“房” 。如长子的家庭常称“长房” 。以后“房”又不

断繁衍扩大成为多个家庭的家族 ，仍然称为“房” ，其实是“大房” 。民国时期 ，

南方民间风俗 ，以同姓又共修宗谱的认为是同族 ，族下为宗 ，宗下为“房” 。 农

村中多是同姓同族聚居 ，血统较近 ，故每村同族的称为宗 ，在宗下以血统近的

家族又分各“房” ，以始祖名命名 ，如“丰房” 、“义房” ，或称“良顺公位下支派” 。

民国时期以前 ，官员富民有的一夫多妻 ，一个男人可娶几个老婆 。正妻

（大老婆）及其子女称“长房” ，妾（小老婆）及其子女称“偏房”或“二房” 、“三房”

等 。

第二节 　家庭的起源与演变

要知道家庭的起源 ，首先要从源头探索人的起源与婚姻的起源 。家庭是

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 ，我国古人早有认识 。如在枟周易·序卦枠文中有言 ：“有天

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

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夫妇之道不可

以不久也 ，故受之以枟恒枠 。恒者 ，久也 。”枟周易枠为古代六部经书之首 ，成书于

商 、周时期 ，约在公元前 １１００年至公元前 ４７６年 ，主要作者是周文王 、周公旦 。

一 、人类的起源

学术界早已公认 ，现代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 。

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 ，大约在三百万年以前 ，地球上已经出现了人类 。

４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 １ －１ 　北京直立人及所用打制石器

１９８５年与 １９９７年在我国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掘出古人类化石 ，称巫

山人 ，经测定 ，距今已有二百万年 。 １９６５年在云南省元谋发现的元谋人 ，距今

也有一百七十万年 。 １９６３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人遗骨 ，距今约六十万年

至八十万年 。 １９２７年在北京市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骨 ，距今约六十至七十

万年 。我国的考古学者们认为 ：我国的西南地区 ，就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 ，

我国远古人类不是从外地迁移来的 ，而是在国内地区土生土长的 。他们的形

象及生活可以“北京人”为代表 。他们的身躯比现代人稍矮 ，前额后倾 ，眉骨突

出 ，嘴巴前伸 ，类似现存的大猩猩 ，命名为“北京直立人” 。他们已是直立行走 ，

双手灵巧 ，能制作石器及木棒等简单工具 ，靠捕鱼 、打猎及采集野果根茎等为

生 。他们居住在山洞中 ，已知道用火来烧烤食物 、照明取暖 、防御野兽的侵害 。

后来又在“北京直立人”居地周口店龙骨山顶的一个洞穴里 ，又发现了一群“山

顶洞人” ，距今约三万年 。他们的模样很像现代人 ，已能制造较简单的石具 ，如

石刀 、石斧 、石矛 ，还发明了弓箭及人工取火 ，会用骨针缝制兽皮作的衣服 。他

们生活艰苦 ，有病也得不到医治 ，大部分人短命 ，只能活到青少年时期 ，能活到

五十岁以上很少 。这个远古时代 ，历史学家命名为“旧石器时代” ，距今约八十

万年至一万年前 。

近年来 ，由于生命基因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世界各国的生命科学家利用对

现代人类的基因实测成果 ，以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发源 。据我国中央电视台

２００９年 ３月下旬播放的“探索·发现”节目介绍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

有关“中国人从哪里来 ？”的课题组成果推论 ，全世界各人种现代人（又称晚期

智人）的先祖发源于非洲 ，并且是在距今约十五万年前仅由一对男女祖先繁衍

的 。后来由于非洲天气恶化 ，他们约在十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 ，迁徙到世界各

地 。大约在六万年前 ，到达中国大陆的现代人类有二大支 ，主要的一支是在西

南部发展 ，而另一支则从俄罗斯进到中国北部 。他们还认为生存更古老的北

京猿人 、元谋人 、巫山人等早已灭绝 ，并完全由非洲迁徙来的现代人（晚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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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取代 。但这项推论与中国考古学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相

符合 。

古代先民为了防御外敌与猛兽侵害以及捕鱼狩猎 ，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 。

当时个人很难生存 ，须由十多个或几十个人组成的“血缘家族”共同劳动 ，共同

生活 。家庭中的男女处于杂乱群婚阶段 。男女性交不分辈份 、不论亲疏 ，不受

限制 ，与高等哺乳动物类似 。

这个“血缘家族”的小群体 ，被现代的历史学家命名为“氏族公社” 。在“氏

族公社”内 ，大家过着平等的集体生活 。由于男女群婚杂交 ，人们只知道母亲

并依靠母亲哺育成长 ，而生身父亲却无从确认 。按当时的分工 ，妇女承担采集

果品 ，为公社提供主要的 、稳定的食物供给 ，还要哺育后代 ；而男子主要从事渔

猎 ，不能保证主要食物供给 。妇女在公社中的地位较为重要 ，因此“氏族公社”

的事务由领头的妇女主持 。在一个“氏族公社”中 ，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女姓祖

先 ，故命名为“母系氏族公社” 。

大约在六千年至七千年前 ，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兴旺 。原始农业已经产生 ，

在黄河流域多种粟（小米） ，南方各省已种植水稻 ，人类已开始饲养家畜 、家禽 ，

如狗 、猪 、牛 、鸡等 ，又发明了陶器 ，包括 ：鼎 、釜等炊器 ，碗 、盆等食器 ，瓮 、罐等

储存器 。人类居住地也从树巢 、洞穴迁到地面简陋的房屋内 ，在黄河流域多为

半地穴式茅屋 ，在长江流域多为高脚式窝棚 。房屋为木骨架 、茅草苇席盖顶 ，

草泥糊壁 ，烧土地面 。为避免近亲血缘婚配所生成的后代身体畸形和智力下

降 ，所以每个母系氏族公社都取了一个姓 ，逐渐形成了“同姓不婚”的规矩 ，因

而人类又进化到“族外群婚与亲族家庭”阶段 。由于女姓为民族首领 ，所以留

传至今的古老姓字多从女旁 ，如 ：姬 、姜 、妫 、姚等 。

历史进展到原始社会晚期（约在公元前 ３５００年 ～前 ２０７０年）我国已开始

进化到农业文明时代 。此时已发明了青铜 ，开始了铜石并用时代 ，用青铜铸造

工具和武器 ；还发明了纺麻织布 、养蚕缫丝 ，用麻布及丝绸做衣服 。此时农业

生产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 ，而男性身体较为强壮 ，又没有生育后代的负

担 ，所以就逐步取代妇女 ，从事农业生产并成为生产 、养家的主要劳动力 。由

于农业技术及农具的改良 ，男性劳动力的投入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大发展 。原

来需要集体劳动完成的事 ，现在只要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可完成 。每个家庭成

了一个生产单位 ，收获产品也不再交公而自给有余 ，家庭开始积累私有财产 ，

于是就有产品交换 、互通有无的需求 。古代传说 ，在神农氏时 ，民间约定以“日

中为市” ，就是在中午前后 ，在约定地点 ，人们把家中的多余产品拿到市上互相

交换 ，各取所需 ，形成集市贸易 。

６



各个家庭由于劳力的强弱 、经营的好坏 、机遇的优劣 ，使其积累的财产有

多有少 ，这就产生了贫富 ，导致了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度的产生 。与此同时 ，女

子在生产中的作用逐步降低 ，而男子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逐步提高 ，导致父

系对偶家庭逐渐取代了母系对偶家庭 。

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兴起 ，传说中的我国人文初祖黄帝及唐尧 、虞舜等贤

能的部落联盟首领 ，率领炎黄子孙平定战乱 、开拓领地 、发展生产 、改善生活 ，

至今仍广为人民所赞颂 。

当历史推进到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 ，中国夏 、商王朝相继建立 ，按现代部分历史

学家的说法 ，中国已进入到奴隶制社会 。先前存在了约二百万年的原始社会

（财产共有 、人人平等 、没有阶级 、没有剥削）自行崩溃 ，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后 ，顺应社会发展 ，退出历史舞台 。

此时的家庭形态已进化到“血亲主位专偶家庭” 。通俗的说法 ，是“父权家

长制家庭”或“父子轴心扩大家庭” 。自此以后 ，主宰我国达 ３９１０年（约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 ～公元 １８４０年）的传统家庭模式正式诞生了 。

二 、家庭起源

家庭以婚姻为基础 ，婚姻的演变会带动家庭形态作出相适应的变化 。但

家庭（包括婚姻）的演变主要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推进 。人类逐步进化 ，

生产力逐步提高 ，聪明的人类自然会不断探索自己较便利的婚姻形态 ，组建较

适宜的家庭形式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和传宗接代的需求 ，

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有关原始社会中的家庭（包括婚姻）形态 ，在中国的历

史经典中早有记载 。

早在一百多年前 ，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尚处在原始社会的少数

民族的家庭形态 ，经过推论 ，首先在公元 １８８７年出版枟古代社会枠一书 ，拉开了

人类古代家庭起源研究的序幕 。马克思在枟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枠和恩

格斯在枟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枠等著作中 ，对摩尔根的开创性理论成果给

予肯定并充分继承和精彩发挥 。

近百年来 ，中国的学者们通过对国内尚保留有原始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

生活进行考察 ，取得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二十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对中国家庭

史的研究广泛展开 ，并有多部著作出版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现就中国从远古到今的家庭形式简要介绍如下 ：

（一）血缘群内婚与血族家庭

原始社会早期 ，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大约距今二百万年到十万年前 ，

人类尚处在蒙昧时代 ，当时实行“杂乱群婚” 。经考古发现的“北京人” 、“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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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元谋人”据理性推测当属这种情况 。这是原始人类从灵长类动物进化而

来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 。原始人类 ，在此约一百九十万年的漫长时期内 ，既没

有婚姻 ，更没有家庭 ，只有满足生理需要的杂乱野合 。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 ，

人类社会才产生了第一种家庭形态即血族家庭 。由血缘杂交演变到血缘群

婚 ，标志着人类两性关系开始有了社会规范和约束 ，为以后的婚姻关系和家庭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血族家庭（包括血缘群内婚）禁止长辈和幼辈的性关系 ，

也就是禁止父母与子女 、祖父母与孙子女的两性关系 ；但允许在本血缘群内的

同一辈分的男女成婚 ，即实行兄弟姊妹同辈成婚的“群内婚” 。此时的“成婚”

还只是一群兄弟与同血缘的一群姐妹共婚 ，后来又发展到禁止同胞的兄弟 、姊

妹成婚 ，但非同胞的兄弟 、姊妹可共婚 ，但尚未到对偶婚阶段 。 “血族家庭”就

是实行了同一个群内通婚的血缘家庭小群团 ，这就使原本人数众多的原始群

团分化成多个血族家庭 。由这些血族家庭组成一个血族公社（血缘公社） ，他

们共同劳动 ，平均分配 ，形成原始的共产制家庭经济 。

在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原始社会晚期人群 ，“马坝古人” 、“长阳古人” 、“丁

村古人”就生活在上述历史阶段 ，大约是在距今十万年至五万年前 。

（二）族外群婚与亲族家庭

当原始人类经过了漫长的第一种家庭形态后 ，他们发现 ，在同一个血族公

社内的近亲通婚对后代的身体及智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所产生的遗传疾病

较多 。同时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智力的提高 ，要求在各血族公社之间

加强联系和合作 。这就促进了在不同血族公社群团之间的男女通婚关系 ，使

血缘群内婚逐步演变为在族外群婚及组合成亲族家庭 。这就是原始社会群婚

家庭的第二种形态 。原来的血族公社由于取消了在内部群内婚之后 ，即变成

了氏族公社 ，并实行了一个氏族公社的姐妹与另一氏族公社的兄弟之间的群

婚 。此时的群婚 ，说得明白些 ，就是兄弟共妻 ，姐妹共夫 。甲氏族公社的姐妹

为乙氏族公社兄弟共同之妻 ；甲氏族公社的兄弟为乙氏族公社姐妹共同之夫 。

其成婚的具体形式是“走访婚” 。当时男女可在相邻的氏族公社同一辈分

内自找相爱对象 ，但男方须到女方氏族宿舍内与其同居 ，白天仍回原氏族参加

生产劳动 ，各归各属 ，互不独占 ，只要一方不愿意 ，则同居关系就可以解除 ，所

生子女归女方氏族所有 。

在我国实行的族外群婚与亲族家庭形态 ，仍然是母系氏族社会 ，大约在距

今五万年至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 ，其间也经历了四万余年之久 。

（三）对偶婚与对偶家庭

对偶婚就是一男一女暂时同居结成配偶 ，并组成对偶家庭 。在中国 ，对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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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出现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 ，大体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或仰韶文化后期 ，存

在于距今约七千年至四千年的期间 ，曾经历了约三千余年 。由对偶婚组成的

对偶家庭 ，是不牢固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婚与家庭 ，是由上述群婚制（包括血缘

群内婚及族外群婚）向一夫一妻制个体婚过渡的婚姻与家庭形式 。人类从群

婚制向对偶婚制的进化 ，其主要推动因素如下 ：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

发展 。此时磨制石具功能配套 ，发明了弓箭 ，能制作陶器 ，可纺制麻布及用麻

布 、兽皮缝制衣服 ，编制竹滕用具等 。 原始农业已由采集野生植物的果 、茎发

展到主要为农作物种植 ，如黄河流域的小米和长江流域的稻米等 ；从集体狩猎

发展到主要为饲养禽畜 ，如狗 、猪 、牛 、鸡等 。男性已逐步取代女性承担了主要

生产劳力 ，效率大为提高 ，从而获得了较稳定 、充足的生活资料 ，甚至自给有

余 。在适宜耕种的广大地区 ，已分布着众多的村落 ，住房已能满足防护及家庭

生活的初步要求 。这就为人类建立对偶家庭提供了物质基础 。

二是由于人口繁衍增多 ，众多男性主动走访女性交欢 ，使女性不堪其扰 。

特别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性难于应对 ，成年女姓还要哺育子女 ，承担家务 。随

着生活 、智力水平的提高 ，首先从妇女群中 ，产生了与一个心爱的男子长期同

居组建对偶婚家庭的要求 ，妇女希望被免羞辱 ，保持贞操的观念因应而生 。总

之 ，是妇女促进了对偶婚的实现 。恩格斯认为 ，这一进步绝不可能发生在男子

方面 ，因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 ，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

的便利 。

与群婚制相比 ，对偶婚有如下主要特点和进步 ：一是男女双方结成夫妻关

系有一定的手续和仪式 ，保持偶居关系比较明确 、长远和稳定 ，但仍然可以轻

易离异 。二是男子不再是夜来晨往 ，而是居住在妻子的家族公社中 ，成为女方

家中的成员 。三是男子参加妻方家族的生产劳动 ，与妻共同消费和抚养子女 ，

妻子也成为男子的生活伴侣 ，并为男子缝洗衣服 、照料饮食 。四是开始明确了

子女与生身父亲的关系 ，但对偶家庭仍然依附于各自的母系家庭公社 ，所生子

女仍属女方家庭 ，用女方姓氏 。男子主动到女方家庭为“上门女婿” ，没有继承

权 ，如被女方遗弃 ，则须回到自己母亲的氏族或到别的氏族当上门女婿 ，死后

仍归葬于其母亲氏族的公共墓地 。

在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后 ，中国已进化到铜石并用时代 ，发明了青铜制作工

具和农具 ，还发明了牛耕及锄耕农业 、纺麻织布 、养蚕缫丝织绸等重大技术 ，大

大提高了农业及副业生产力 ，使先民获得了较稳定的温饱 。与女子相比 ，男子

具有身体强壮及生理优势 ，他们逐步取代女子成为农业 、副业生产的主要劳动

力 ，承担了供养家庭的主要责任 。而女子则需生育子女 、料理家务 ，在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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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居辅助地位 。此时的男子 ，对主动到女方“从妻居”作上门女婿 ，一生辛苦劳

作 、地位低下 、死后仍须归母族安葬的屈辱身份已不能忍受 。于是男人们逐渐

向女人争夺家庭领导权 、子女与财产的继承权 。男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地位 ，拒绝“上门” ，将妻子娶回本家 ；还把自家的姐妹嫁到其他氏族去 ，免除她

们在本家的世系和财产继承权 。经过长时期的男 、女交锋 ，最终致母权制“从

妻居”的对偶家庭瓦解 。发展到后期 ，逐渐进化到“从夫居”形式 ，即女子出嫁

到男子氏族家庭中去 ，组成了父系对偶家庭 。

三 、家庭演变的主要阶段

我国人类婚姻与家庭形态的演变 ，曾经历了如下四个历史阶段 。

（一）原始人群男女杂乱性交阶段

经历时间从古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后开始计算 ，大约是距今二百万年

至十万年前 。此时婚姻与家庭尚未萌生 。

（二）萌生时期的群婚家庭

经历时间大约在距今十万年至距今七千年前 ，期间约有九万余年 ，包括

“血缘群内婚与血族家庭” 、“族外群婚与亲族家庭”两种形式 。这是类似胚胎

状态的不完整家庭形式 。

（三）形成时期的对偶家庭

对偶婚与对偶家庭存在于距今约七千年前至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夏代开始建

立）其间约有二千九百余年 。其前期是实行“从妻居”的母系对偶家庭形态 ，后

期是“从夫居”的父系对偶家庭形态 ，并开始向父系专偶家庭转化 。

（四）发展时期的血亲主位专偶家庭

我国远古人类为了争生存 、求发展 ，经历了约一百九十万年漫长而艰苦奋

斗的时代 ，直到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夏代建立 ，我国第一个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国

家政府正式诞生 。按现今部分历史学者的论述 ，定性为奴隶制社会 ，但多数学

者认为应定性为封建社会或其他类型社会 。

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祖先终于盼来了初始的农业文明社会生活 ，并由“对

偶”家庭进化为“专偶家庭” 。所谓“专偶”制即是“单偶”制 ，就是实行配偶专一

的一夫一妻制 。这一制度虽然有所演变 ，但至今仍在实行 。

我国实行专偶制婚姻与家庭的初期 ，正值我国的夏 、商 、周王朝奴隶制时

期 ，约在公元前 ２０７年至公元前 ２２１年 。正值奴隶制盛行 ，家庭形态是“父权

家长制” ，丈夫在家中占有绝对的支配权 ，甚至妻子也成了父权家长制家庭中

的私有财产和奴隶 。妻子的人身专属丈夫一人 ，要求对丈夫保持贞操 ，不允许

与别的男子发生性关系 ，而有钱有势的丈夫则可以有多个妻妾 。到了秦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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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２２１年 ～前 ２０７年）我国进入封建社会 ，从此时直到清代道光二十年（公

元 １８４０年） ，在此长达 ２０６１年封建社会期间 ，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 。上述

有关“父权家长制”及“封建家长制”的内容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叙述 。

（五）成熟早期的婚姻主位专偶家庭

到了清代道光二十年（公元 １８４０年） ，英国侵略我国的鸦片战争爆发 ，由

于清代的封建社会制度腐朽 、没落 ，清廷遭受惨败 ，被迫与英帝国签订多个不

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 ，门户大开 。其后在咸丰皇帝 、慈禧大后执政期间 ，朝政日

趋腐败 ，接着又兴起了太平天国起义及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 、中法之战 、中日战

争等的内外夹攻 ，国内有识爱国志士虽然相继奋起变法图强 、洋务运动 ，但终

积弱难返 ，我国仍沦落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社会 。 １９１１年 ，由孙

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 ，创立了中华民国 。直到 １９４９年 ９月民国被

推翻前 ，我国仍然是半封建 （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社会 。上述时期 （公元

１８４０年 ～ １９４９年） ，我国的家庭形态主要是“夫妇式家庭” 。

公元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 １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 ，从此家庭演进为“两性平等家庭” 。有关“夫妇式家庭”

及“两性平等家庭”将在本章第四节叙述 。

（六）附表 ：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

历史时代 社会发展阶段
家庭发展阶段

（主要优化形态）
具体优化形态 典型形式 说明

原始

时代

原始人群早期 血亲杂交
没有婚姻与家

庭

原始人群晚期

母系氏族

早 、中期

萌生时期的群

婚家庭

血族家庭
不独立 ，依附于

血族公社

母系氏族家庭

母女轴心

扩大的单

亲家庭

不独立 、依附于

氏族公社

母系氏族晚期

父系氏族时期

形成时期的对

偶家庭

母系对偶家庭
母女轴心

核心家庭

不独立 ，依附于

母系家庭公社

父系对偶家庭

向父系专偶家

庭转化

父子轴心

核心家庭

不独立 ，依附于

民主型和父权型

父系家庭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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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代 社会发展阶段
家庭发展阶段

（主要优化形态）
具体优化形态 典型形式 说明

农业

文明

时代

奴隶制时期

封建制时期

发展时期的血

亲主位专偶家

庭

父权家长制家

庭

父子轴心

扩大家庭

在西方日趋独

立 ，在中国不独

立 ，依附于宗族

封建家长制家

庭

父子轴心

主干家庭

在西方独立 ，在

中国不独立 ，依

附于家族

工业

文明

时代

资本主义时期

社会主义时期

成熟早期的婚

姻主位专偶家

庭

夫妇式家庭
夫妻轴心

核心家庭

独立的个体小

家庭

两性平等家庭
夫妻轴心

核心家庭

独立的个体小

家庭

　 　来源 ：丁文著枟家庭学枠 ，山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１０ ，第 ５１０页 。

第三节 　古代的家庭 、家族
（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 ～公元 １８４０年）

　 　按照现今历史学家及其著作中对我国历史社会的分期 ，从夏代开始直到

清代道光二十年 ，定位为古代 ，期间经历有三千九百余年 。而夏 、商 、周三代定

为奴隶社会 ；自秦代至清代道光二十年（公元 １８４０年）定为封建社会 。

夏 、商 、周时期 ，虽然贵族及奴隶主对奴隶进行剥削和虐待 ，但奴隶数量较

少 ，当时的土地为各氏族公社所有 ，从事生产的主要是公社农民 ，他们的身份

是自由的或半自由的部民 。当今的大部分历史学家 ，根据最新的考古及研究

成果 ，认为夏 、商 、周三代不是奴隶社会 ，而是封建会或“部民社会” 。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 ，是我国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开端 ，并由原始社

会晚期开始进入私有制 、有阶级的社会 ，大到国家政权也变为夏禹一个家族私

有 。婚姻家庭也由对偶婚向专偶婚 、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 ，形成为父权家长

制家庭 。在此类家庭中 ，由父权支配 ，父子继承 。

一 、夏代开创的“家天下”制度

按照古历史的传说 ，在夏禹朝代（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 ～前 １６００年）以前 ，我国

曾经历过由五帝统治的历史 。五帝就是我国的人文初祖黄帝及帝颛顼 、帝喾 、

帝尧和帝舜 。在五帝时代 ，天下由许多个“族邦”所组成 ，“族邦”就是氏族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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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 　黄帝 图 １ 怂－３ 　帝尧

图 １  －４ 　帝舜 图 １ 怂－５ 　夏禹

落 。五帝的权位其实只是众部落共同推举并轮流任职的部落联盟首领 ，这种

制度名为“禅让制” 。按此制度的惯例要求 ，五帝须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来协调

处理属下众部落间共同利益的大事 ，而不容许为其所在的部落 、家族 、个人谋

取私利 。而尧帝与舜帝的平民风范及贤能的管理使民众生活安定 、天下太平 ，

历史书赞颂他们为圣人 。当尧 、舜之世 ，在黄河 、长江流域地区 ，气候温润 ，雨

量猛增 ，现代还有一说是海平面水位上升 ，使大陆低地洪水横流 ，草木茂盛 、禽

兽繁殖 、蛇虫侵害 、五谷歉收 ，人民深受其害 。 当时的尧帝召集下属众部落首

领商议治水的良策 ，大家一致推荐善于建造夯土城墙的有崇氏首领鲧来担任

治水的总指挥 。因为坚实的夯土城墙既可防敌也可阻挡洪水的侵袭 。尧帝虽

然知道鲧有主观 、偏执的缺点 ，担心他会治水失败招至重罪 ，但在大家的坚持

下 ，才答应让他出任 ，先试一下 。鲧到任后 ，不作调查研究就主观地决定 ，将筑

夯土城墙的方法用到治理洪水上 。他统率各部落民众 ，使用当时主要是木 、石

制成的挖 、夯工具 ，或挖高填低 ，或在部民聚居区周围修建夯筑土堤 ，但对于广

大地区且较长时期的洪水浸害而言 ，这种单靠防堵洪水的方法 ，不仅收效甚

少 ，还使原本是农田的低地长遭水淹 ，延误农时 ，不能耕种 。虽然鲧共用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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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 ，劳民伤财 ，但还是没有消除水患 。尧帝的继承人舜下令罢免了他的职

务 ，不久又将他驱逐到羽山（传在今山东省郯城）直到死去 。舜帝又任命禹顶

替其父继续领导治洪工程 。

禹当时已有三十岁 ，贤明干练 ，他总结并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教

训 ，广泛征询民众的意见 ，深入调查研究 ，最后确定了因地制宜 、综合治理水患

的施工方案 。禹首先引导受灾民众迁居到高地 ，并于妥善安置 ；又率领民工将

造成灾害的涝水通过开挖沟洫疏导使其流入附近的河流 、湖泊 ，并汇合到黄

河 、长江及淮河等干流东流入海 ；最后在农耕地区利用洼地 、水塘改建成大小

水库 ，将农田整修成片 、中设纵横沟洫 ，便于水的排灌 ，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 。

大禹在治水期间 ，深入工地指挥调度 ，还随身扛着挖土工具 ，手执测量放线用

的淮绳 、规矩 ，带头苦干 ，以身作则 。他历尽艰辛 ，曾三次经过自家门口 ，听到

了儿子的哭声 ，也没敢进入家门落坐就奔向远方的治水工地 。功夫不负有心

人 ，经过了十三年的艰苦奋斗 ，禹领导民众 ，战胜了水患 。部民纷纷从山丘迁

到平原地带 ，重新从事农耕 、畜牧 、养蚕 ，过着定居 、温饱的生活 。

由于部族有崇氏的首领鲧 ，与儿子禹两代在尧帝 、舜帝时代担任治理洪水

的领导工作 ，历经父子两代长达二十二年的拼搏 ，虽然父亲失败 ，献出生命 ，但

到禹一代 ，胜利完成 ，立了大功 。 大禹得到了舜帝的奖励与信任 ，也得到了各

部族首领及部民的拥护 ，于是舜帝推举大禹为王位继承人 。

大禹在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 ，建立了夏王朝 ，定都阳城 ，即今河南省的濮阳市 。

关于王位继承 ，禹虽然表示将按禅让制传统 ，推举东夷部族首领皋陶和伯益继

位 。但禹却同时又引进以长子启为首的本家族人员入朝为官 ，并控制了重要

权力部门 。在禹逝世后 ，其儿子启率领本族及同党以武力打败伯益 ，取得王

位 。时人认为 ：大禹虽然明示将传位给伯益 ，但其实际是预先培植儿子启的权

势 ，让他从伯益手中夺回王位 。 当时在家族 、家庭中已广泛实行了父权家长

制 、财产私有制 ，在形势的推动下 ，大禹有意破除传统的王位禅让制 ，实为“父

传子 ，家天下”制度奠定了基础 。由夏禹父子两代所开创的“家天下”制度 ，取

代了“公天下”制度 ，为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 ，直到公元 １９１１年清代最后一位

皇帝宣统溥仪被辛亥革命所推翻 ，期间共经历了 ３９８１年（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 ～公

元 １９１１年） 。什么是“家天下” ？正如枟诗经·小雅·北山枠中有言 ：“普天之下 ，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 其大意为 ：普天下的土地都归国王所有 ；国

内区域的人民都是国王的臣民 。

国君或帝王把中国的天下包括土地臣民 、资源都当作自家的私有财产 ，把

中国当成一个大家族 ，由自己来当大家长 ，委派其家族成员或同党作大官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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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重要的权力部门 ，以巩固其对国家的统治地位 。其死后 ，也由其儿子或指定

的弟 、侄继位 。

夏代以“天下为家” ，用管理自己家族的方式来统管天下 ，天下即指其国

家 。历代开国的国君 ，都梦想将国王或皇帝位传给子孙后代 ，永世为君 。但事

与愿违 ，夏代自禹至后桀共传 １４代 １７王 ，历 ４７１年 。暴君桀荒淫无道 ，为政

暴虐 ，竭尽民力 ，引发天下诸候反叛 。桀竞把自己比作太阳 ，自称“太阳怎么会

灭亡呢 ？只有太阳灭亡了 ，我才会死亡 。”而愤怒的民众对桀发出咒骂 ：“你这

个太阳何时才灭亡啊 ，我们愿与你一同死亡 ！。”诸侯商汤乘机起兵 ，吊民伐罪 ，

攻灭了夏桀 。

后来的秦王政也曾自称秦始皇 ，希望子孙万代 ，继承皇位 。但因为政暴

虐 ，仅传至三世子婴 ，共居皇位不过 １５年（公元前 ２２１至公元前 ２０７年）就被

汉高祖刘邦统兵灭亡了 。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大禹是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代圣王 ，他在今浙

江省绍兴市带领民众疏溪入海 ，最后胜利完成治洪工程的时候 ，即乘势先后在

涂山（传在今安徽省怀远县境内）及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大会天下诸候 ，祭

祀会盟 ，决议建国 ，还斩杀了迟迟到会的防风氏首领 ，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

王朝 。禹王顺应历史潮流 ，使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 。他病逝

后 ，按他的旨意安葬在今绍兴市禹陵乡 、禹陵村 。大禹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包括禹陵 、禹祠及禹王庙 ，还有为其世代守陵的禹王后裔姒氏村 。至

今仍享有当地政府主持祭祀 、民众香火不断 。

二 、姓氏起源

姓是区分家族的标志 ，每个家族都有固定的姓 。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姓与

名 ，俗语说“行不改名 、坐不改姓” 。民国以前广为流行的儿童启蒙课本枟百家

姓枠 ，至今老一辈的人都能背诵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 ⋯ ”据说 ，此书编成于

宋朝初年 ，作者未详 ，有人认为是杭州的某位老先生在宋朝初年所作 。书中以

赵姓为首 ，因是当朝皇上的国姓 ，钱是当时吴越王钱氏的姓 ，共收录单姓 ４４４

个 ，双字复姓 ６０个 。又据枟人民日报枠２００２年 ７月 ２９日新闻 ，由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的科研成果 ，中国古今姓氏（含少数民

族）已超过 ２２０００个 ，正在使用的汉姓约有 ３５００个左右 。全国最大的三个姓

氏是李 、王 、张 ，分别占总人口的 ７ ．９％ 、７ ．４％ 和 ７ ．１％ ，三大姓总人口达二亿

七千万 。

姓氏 ，即“表明家族的字”（枟现代汉语词典枠） ，在现代“姓”与“氏”是一个统

一的概念 ，没有区别 ，但在古代 ，却是先有“姓” ，后来才有“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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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 ，约在距今六千年前 ，先民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

为了避免近亲婚配 ，所以每个氏族公社都取了一个姓 ，以实行族外婚 ，即同姓

不允许成婚 。由于是妇女为氏族首领 ，所以留传至今的古老姓字多从女旁 ，

如 ：姬 、姜 、妫 、姚 、姒等 。到了夏 、商时代 ，已进入父系社会 ，贵族男子除了姓之

外 ，还有高贵的称呼 ，就是“氏” ，而平民则只有姓 ，没有氏 。

我国的人文初祖黄帝姓姬 ，又称有熊氏及轩辕氏 ，这就表明他出生于姓姬

的母系氏族部落 ，而有熊氏则表明他是出生于姬姓民族部落中以熊为图腾的

一支氏族 。黄帝共有二十五个儿子 ，其子孙后裔繁衍成十二姓 ：姬 、酉 、祁 、己 、

滕 、箴 、任 、荀 、僖 、女吉 、儇 、依 。

舜帝姓姚 ，号有虞氏 。 大禹姓姒 ，原为有崇氏 ，建立夏国后又称夏后氏 。

“氏”原本是“姓”的分支 ，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 ，比“姓”出现较晚 。到了周代 ，

周王在其国内区域实行“封邦建国” ，大量的封国国名 、地名 、国君名 、官职名等

也都成为后来的姓氏 。到了汉代 ，“姓”与“氏”合而为一 。民国时期以前 ，妇女

仍保留了冠夫姓的传统 ，如刘雷氏 ，表明她丈夫姓刘 ，自己娘家姓雷 。

三 、古代的家庭形态

（一）父权家长制家庭

我国在夏代禹帝主政的年代 ，民众的婚姻与家庭正处在由父系对偶家庭

向父亲专偶家庭转化 。在禹帝逝世后 ，他的长子启就充分利用父系的余威并

调动本家族 、同党的力量 ，一方面尽力争取民众的拥护 ；另一方面以武力迅速

打败了反对派 ，杀死了其首领 ，并胜利地继承了父亲的王位 ，从而开创了“父传

子 ，家天下”的制度 。这种以天下为一个大家族 ，国王身兼大家长 ，并以当时管

理大家或家族的方式来统治天下（国家） ，其实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

但反过来 ，这种体制也就确立了父系专偶家庭的法定地位并推动其发展 。

父系专偶家庭在夏 、商 、西周三代（公元前 ２０７０年 ～前 ７７１年）的 １２９９年

间 ，当时社会上占主流的家庭形态是血亲主位专偶家庭的早期形态 ，也就是父

权家长制家庭 。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仍较低下 ，主要工具仍以石器 、木器 、陶器 、蚌器为主 ，

青铜尚十分珍贵 ，不能用作农具 ，用牛耕田尚未发明 。农耕土地也归父系家族

（即父系大家庭）集体所有 。一个父系家族（父系大家庭）由多个包括夫妻 、子

女的小家庭所组成 ，在大家庭父系家长的统领下 ，共同劳动 、集体分配 、同居共

财 。一个小家庭必须依附于本家族 ，而只是在日常生活上可以独立 。

父权家长制家庭的主要特点 ，一是身任父亲及家长的男子 ，对本家庭的财

产有占有权和使用权 ，对本家庭成员有支配权 ，对家中的奴隶有生 、杀转卖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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