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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无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思想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人类智慧的结晶。学习中外思想，对传承人类文明、振兴中华民

族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古今中外的思想著作卷帙浩繁，但都以专本专著为主，学生

们很难直接阅读这些晦涩、深奥的原著，因此，我们编著了这套

《思想课堂》。本套丛书采用了选言、选节、选段的办法，从数百

位思想家的数千部著作中选取思想精华，按照论述对象的不同

分为３０本，内容涵盖人生、情感、道德、修身、经济、艺术、科技等

诸多方面，有助于读者了解世界思想的发展变化，开阔视野，活

跃思想。本套丛书选材广泛、内容翔实，是学生学习中外思想文

化的必备读本；并且本套书体例严谨，方便查阅，可以用作思想

类工具书。

阅读《思想课堂》，可以用宏观的视野审读人类思想的变化；



阅读《思想课堂》，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深思世界文明的精华。《思

想课堂》是我们所有编辑集体协作的产物。我们水平有限，编写

时间仓促，考虑和讨论都不充分，缺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

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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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笔 记

一、家庭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之初，男女野合，聚散无常，无所谓夫妇也，焉有家族？

家族之兴，实自有夫妇之制始。盖家族为组织社会之基础，而夫

妇则为组织家族之基础。

摘自吴贯因《改良家族制度论》《大中华杂志》第１卷第３

期１９１５年

中国的家庭，据我猜想，从有史数千年来，简直没有什么改

革，其所以没有改革的缘故，大约是：

（一）社会专制，不许他改；

（二）虽受痛苦，不能自觉，觉了也不敢反抗；

（三）学者对此，没有精心研究的。

至于所以不想改革的缘故，大约是：

（一）以为家族制度很是完备，即有不便，这痛苦是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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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讨论的价值。

（二）大家要顾全体面，守了“家丑不外扬”的法言，受了痛

苦，只可自己心里明白。

摘自顾诚吾《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新潮》第１卷第２号

１９１９年

在他们渔猎为生，家族初成立底时候，社会上因不尽是男子

掌权，家族以内更多半是母长制，这也是自然之理。……后来农

业发达，人口增加，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一天深似一天；战争也就

多起来了，那战胜的部落把掳来战败的男子为奴，女子为

妻。……在社会学上，这就叫做“掳妻”或“掠夺婚姻”。又有一

种和平的方法，乃是用农产物或家畜交换，这就叫做“买卖婚

姻”。因为这两种婚姻制度，女子在家族、在社会的地位，自然发

生和以前不同底两种现象；一是女子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

变为个人的私有物。

摘自陈独秀《男子制和遗产制》（１９２０年）《陈独秀文章选

编》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版上册第４７５页

而家族生活之所以能存立，亦全赖乎所谓私有财产这个制

度。一旦私有财产制度打倒，家族生活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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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贤宗《财产问题发端》《东方杂志》第１７卷第２２号

１９２０年

人类家庭所以渐渐密集起来的原因，在生物学一方面说，人

类因为智能上的发达，能建起很坚固的屋宇，和聚积食品的方

法，减少接受气候巨变的影响，生理上便可不必随着气候，发生

什么大变化，生育就变了没有一定的时期。一方面又因人类的

婴儿，比各种动物的更为孱弱，必须长时期的保护，生活上的繁

复，非经很长久之训练，不能即适于生存，所以家庭关系成了密

切，便不能不有更稳固而且永久的家庭了。

摘自周建人《家庭生活的进化》《妇女杂志》第７卷第５号

１９２１年

家族制度由杂婚进至偶婚，其原动力为血族禁婚，盖经历自

然之变迁而来；至由偶婚而进至所谓一夫一妻之文明婚制，则另

有一种新原动力在，即财产是也。社会自有财产，始发生个人私

产制度，同时偶婚亦一变而为一夫一妻制，遂逐渐进至文明

时代。

摘自李达《家族与氏族》（１９２６年）《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版第１卷第３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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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制度是和私有财产制度同样的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的

基础，不过前者起源比之后者更早，所以在人生生活上，成为最

重要的制度。家族制度在见存留于现今社会中具有自存能力的

团体中最单纯的制度。在许多社会制度中很有以家族制度为基

础而产生而发达而渐次复杂的制度。

摘自高希圣《家族制度 ＡＢＣ》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版第

２页

至于在它的原始状态下，组织很单纯，职分也极少，不过是

有男女性的区别者为了满足相互间性的欲望，而从事这种共同

的生活，人类所有生物之性的区别和事实使人类不过单独的生

活，而经营男女结合的共同生活，这里便是使家族制度发生并存

续的第一个根本原因。随着家族制度的发达，渐次附加了宗教

上和道德上的意义。

摘自高希圣《家族制度 ＡＢＣ》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版第

１０页

家长制是以家长的专制为基础，以各个人要绝对的服从为

条件而成立的……所以它也如向来的君主专制国和向来基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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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组织那样对于新兴个人主义的气运及其新组织到底是冰炭

不相容的。所以随着个人主义新文化的进展，家长制家族组织

也不得不渐次归于衰灭了。

摘自高希圣《家族制度 ＡＢＣ》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版第

８０页

但在母系的家庭中，男子每每外出不在家。因为这种家庭

中的主人，是一妇人。他的兄弟，也许到别部落入赘去了。他自

己的丈夫，平日在他身边的，此时也许归母家了。在这个时候，

假如有别个部落来侵略，他一定要被征服的。在父系的家庭中，

壮年的男子，并不他出，所以有别人来欺负，他总会出来保护的。

所以为保护家庭的平安起见，父系家庭，似优于母系家庭，结果

是父系家庭，遂有意无意地为大多数人类所采用了。

摘自吴景超《社会组织》（１９３０年）《社会学大纲》中华书局

１９３０年版上册第１９页

中国民族的两性关系及其结合形式，也和其他国家民族一

样，是曾经过了乱婚制，群婚制、母系与父系的氏族制以及从宗

法的家长制家族，更演进而踏上了现代家庭制度的阶段了。但

现代的家庭制度自身正趋于没落的道路，人们正在要求彻底地

５



解放人类，要求彻底地打破一切家族制度，以解放人类中占半数

的妇女。

摘自陈碧云《中国家族制度之进化观》《东方杂志》第３３卷

第１７号１９３６年

自古以来渔猎时代，是母系家庭，一至农业时期，就变为父

系家庭。现在到了工业时期，又一变而为小家庭，可知家庭的组

织，常是随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变迁的，尤其是受

社会经济组织的影响为最大。

摘自吴云高《现代家庭》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５年版第８页

家庭婚姻制度的变动，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而变动

着，是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动而变动着。

摘自王乃天《谈谈中国的家庭婚姻问题》《中国妇女》第２

卷第３期１９４１年

我国最普遍的家庭组织，不外有两种形式：一为夫妇子女同

居，二为父母夫妇子女同居。而第二种为第一种的变形，盖即已

婚子与媳妇与之同居的家庭。至其他各种形式，均居少数。

摘自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２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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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册第６８页

分居之风，由来已久。按我国古时，贵族之家与平民之家，

其组织不尽相同，大概贵族之家行宗法，故恒为大家庭。平民之

家，不行宗法，故无须为大家庭。古人所谓五口之家、八口之家，

是指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之家，即普通平民之家。此种、平民家

庭组织，自古迄今，并无多大变迁。

摘自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２年版第

１册第６８页

婚姻与家庭起源，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西儒颇有争论。

戈德秀（Ｇｏｏｄｓｅｌｌ）谓：“婚配似乎发源于家庭，而非家庭发源于

婚配。”推其意，家庭生活似比婚姻为早。因为先有子女，然后有

婚配。但人类家庭生活，自始就应以正式的夫妇结合为基础。

如其没有正式的夫妇，便不应有正式的家庭。故与其说；婚姻发

源于家庭，不如说，家庭发源于婚姻。……实质，就文化起源言，

婚姻与家庭，或同时并存，正不必追问其孰先孰后。

摘自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版第７６—

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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