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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家庭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入研究有关家庭的相关问题。文章从马克思家庭观的理论来源、形成脉络、基本观

点来把握马克思的家庭观，领悟其思想精髓和本真要义。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家庭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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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family outloo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easure house of Marxist theory. Marx and En-
gels us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terialism to reveal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
ty, and deeply studied the related issues of family, which has a poor influence on family construc-
tion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article grasps Marx’s family view from its theoretical origin, form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0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03
https://www.hanspub.org/


徐森兰，蒋俊明 
 

 

DOI: 10.12677/acpp.2023.121003 11 哲学进展 
 

tion context and basic viewpoints, and understands its essence and essence. This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valu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hina’s famil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arx’s Family Outlook, Family Construction,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家庭观科学阐释家庭的本

质、家庭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及家庭的发展前途，这为理想中家庭的构建指引方向和指明实现路径。近年

来，中国家庭中频繁发生家庭暴力、婚外情等不良现象，以至于中国离婚率持高不低。这些都是不利于

新时代中国美好家庭的建设。文章通过对马克思家庭观理论的深刻把握，追溯理论来源，理清发展脉络，

阐述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婚姻家庭的实际，不断形成并完善对家庭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致力于在和谐

社会背景下创建和谐家庭。 

2. 马克思家庭观 

2.1. 马克思家庭观的理论来源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在对前人思想观点批判继承和发展中而来，马克思的家庭

观也不例外。马克思家庭观的思想史资源是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人类学家摩

尔根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家庭思想内容[1]。 
首先，吸取古希腊家庭观的有益营养。古希腊哲人先贤的思想对于马克思家庭观的诞生起到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古希腊三位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苏格拉

底认为父母和子女不仅存在抚养和赡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子女对父母的尊重和孝

顺到柏拉图强调男女平等，两者在人的本性上是一致的。最后到亚里士多德给出家庭的基本定位，规定

了家庭生活中的伦理准则是以友爱为本质。这些圣人们不断发展的朴素的家庭思想是马克思家庭观的重

要思想来源。 
其次，继承黑格尔家庭观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哲学和伦理学上的观点大多都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

判继承。所以马克思家庭观的哲学奠基也与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家庭思想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黑

格尔认为家庭是一个伦理实体，并且是由婚姻、财产和对子女的教育所构成的。家庭里面存在的基本关

系是由“神的规律”所赋予，也就是由人们的血缘关系所决定。黑格尔的家庭观在本质上是抽象唯心的，

但是其中“合理内核”成为了马克思构建家庭观的重要来源。 
再次，延展摩尔根家庭思想的主要内容。摩尔根在考察古代社会的婚姻家庭后，分析出古代社会最

初形式并不是以父权制家族为核心，而是母权制。他还绘制了家庭形态的演变图式，认为从人类最初的

两性关系中，“发展出了五种不同的连续的家庭形态，即血缘家庭、群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家庭、

单偶家庭”[2]。摩尔根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史前社会家庭的正确道路，对马克思家庭观的研究方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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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引领作用。 
最后，借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家庭思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家庭观的批判和未来家庭的擘画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启迪。空想社会主义者立足所处时代的现实境况，对资产阶级家庭观批判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空想性和虚幻性，但其中包含的

真理性内容成为了马克思家庭观生成的重要源泉。 

2.2. 马克思家庭观的形成脉络 

马克思的家庭观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其独特的形成脉络和演进轨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

经典作品就是他思想理论成长的依托。从历史脉络来看，其家庭观大体经历了浪漫主义、思辨哲学、人

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四个发展阶段。 
马克思早在学生时代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在大学时并没有遵循父亲的叮嘱投入到法学的学习

中，而是沉浸在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之中。他在校期间写过许多有关爱情的浪漫的诗歌集，这都是他对

于爱情的真实想法和对婚姻的渴望。这个时期，他的家庭观还是一个萌芽酝酿期。在马克思学习了黑格

尔的哲学，并在现实困境中受到打击，最终意识到浪漫主义的飘渺性后实际地转向黑格尔主义，遵循黑

格尔的思想观点来研究婚姻和家庭，这是马克思家庭观的奠基雏形期。可随后，马克思在运用黑格尔的

理性主义分析问题时遭遇到了物质利益难题。他开始反思黑格尔思想的正确性，重新审视黑格尔的家庭

观。这也是马克思家庭观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不仅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家庭观中逃脱出来，也批

判性地脱离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家庭观，完成一个自我清算的运动。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之后，以此为基底的家庭观也就此形成。马克思对家庭的起源、家庭与劳动

的分工关系及资产阶级家庭观的本质和虚伪性进行了研究。他还梳理了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史，进而全

面揭示家庭发展的基本形式和演进形态。这对他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完善家庭思想都是不可省略的重要步

骤，也是他一生的不懈追求。 

2.3. 马克思家庭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家庭的研究，应该“根据现有的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

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3]。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不认同只是从

“家庭”的字面材料来研究，不能把家庭看成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而要把它们置于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进行考察。马克思家庭观包括关于家庭本质、家庭形态的历史演进、家庭伦理和家庭发展的四方面的

基本观点[4]。 
第一，关于家庭本质的观点。马克思对于家庭本质的揭示主要是从对家庭的概念、家庭的生产功能

的研究中发现。他认为家庭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既包

括对子女的生产，也包括维持人们生存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家庭的内在的

质的规定性。家庭在生命生产的过程中会形成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是进行繁衍后

代的人类自身生产，另一方面是自我生命延续的物质资料生产。第二种生产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但第一个生产必然也会体现多种社会关系。所以家庭中的自然关系指夫妻关系、血缘关系。社会关系就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联系。家庭中的社会关系是多样、多层次的，但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并决定家庭本质的是物质社会关系。 
第二，关于家庭形态的历史演进。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

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阶段的形式进到较高阶段的形式”[5]。在对摩尔根成果继承的

基础上，马克思科学揭示了家庭从血缘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进过程与基本规律。人类早期的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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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婚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特征是同辈成为夫妻。虽然与伦理道德格格不入，但它限制了血亲通婚的范

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婚姻禁例，也是人类婚姻发展的第一个新基点。但随着母系氏族逐渐繁荣就会产

生对偶制婚姻及相应的家庭形式，对偶制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成比较牢固的婚姻关系。可随着男女

地位逐渐不平等以后，出现了专偶制婚姻，也就是一夫一妻制。这是女性丧失历史意义的表现。但是家

庭形态的演进归根到底还是物质生产的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和制约的。 
第三，关于家庭伦理的观点。家庭的基础是婚姻，而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构成一个家庭是需要两个

人在彼此深爱中进入婚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伦理的认识是从爱情、婚姻和家庭三个层面来

分析。首先关于恋爱，马克思认为爱情是男女双方在互为平等的条件下而产生的一种感情关系。如果一

个人爱另一个人，但是他的爱并不能使对方也爱上自己，那这种爱就是失败的。并且恋爱涉及到两个人

的生活，甚至会产生第三个生命，所以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更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次关于婚姻，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婚姻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强调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最后是关于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两性的自由平等。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是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家庭观也明确指出要实现男女平等的具体路径。 
第四，关于家庭发展的观点。对待家庭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主张要采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家庭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预期在将来家庭仍然是人们

生存、生活和生产所依赖的最主要场所。或许在那时，家庭的一部职能会被社会所承担，家庭内部的一

些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但家庭绝不会从人类社会中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家庭一直坚持爱情至上的

原则，强调构建家庭需要有真爱。所以他们对未来家庭的形式一直坚持是一夫一妻制，认为这是一种最

佳的家庭形态。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最后都会认可并遵守。这些预测和推算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

资本主义家庭制度否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唯物、辩证的设想，而未来家庭的具体形态还是需要实践来解决

和回答。 

3. 马克思家庭观对当代中国家庭建设的启示 

3.1. 培养良好家风 

马克思一直坚持婚姻必须要以爱情为基础，不可以掺入任何其他的因素。夫妻双方之间的爱才是高

于一切的，家人之间要相互关心、包容和扶持。只有这样才是良好的家庭生态环境，才具有优良的家风。

优良的家风对家庭的稳固，对家庭成员的促进，对家庭结构的稳定和完整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家风承载着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等，家风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个体家庭特色的软文化

对下一代的影响是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6]。家庭给予一个孩子的教育是不可替代的，它是孩子的第一

所学校，塑造了孩子的个人性格和品行。家庭氛围是否和谐，家庭风气是否良好对孩子的各方面发展以

及家庭建设都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常言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建设也对国家、社会的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观，深刻把握他们对家庭的构想，明确婚姻家庭的实

质是以爱情为基础，自觉承担婚姻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为我国家庭建设提供正确导向。 

3.2. 树立青年群体科学的婚姻家庭观 

马克思认为两个人走入婚姻，组建家庭应该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外界

诱惑的不断扩大，我国当代青年在家庭婚姻观的塑造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现象：

片面化、世俗化、功利化地看待婚姻家庭关系。在一些青年家庭婚姻观中，个体意识占据主要部分。大

多数只顾个人享乐，缺乏家庭责任感，这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相偏离。青年人是国家发展的

未来，他们的婚姻家庭建设对国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我们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为指导，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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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树立科学的家庭观。在婚恋关系中，大家要保持忠诚和互相尊重，杜绝一些不正确的婚恋行为。青

年群体不仅要树立科学的家庭观，更要自觉承担在家庭中的相应责任。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大，生活

节奏快，大家将时间更多的投入到个人发展和价值上，从而忽视了家庭中的责任。尤其近年来，“丧偶

式婚姻”现象频频发生，这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淡薄，家庭教育缺失甚至家庭解体等不良现象，

这是对家庭建设的一种极大威胁。因此，马克思家庭观能够引导青年群体树立科学的婚姻家庭观，加强

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能通过个体影响群体，使得整个社会都形成良好的家庭风尚。 

3.3. 实现家庭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 

新时代家庭的建设必须要基于马克思家庭观的视角，把家庭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以当下的经济

发展为基础，实现家庭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家庭建设中，家庭成员不仅需要物质需求上的满足，

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满足。文明家庭理念是一种社会意识，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现代家庭文明理念的

倡导，是家庭成员对于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有助于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

的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7]。因此，新时代家庭的建设必须要以

马克思家庭观为指导思想，满足家庭成员的精神需要，突显人的本质，始终与社会主义家庭假设保持一

致，致力于实现家庭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4. 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家庭的认识是在对资产阶级家庭观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实际考察，以唯物史观为

基本立场，揭示家庭的起源、发展变化及本质属性。家庭建设有关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因此深入分析马

克思家庭观，全面把握它的理论来源、形成脉络和基本观点对新时代家庭问题的解决和理想家庭的建设

具有现实启示和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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