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4, 13(11), 3046-305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1450     

文章引用: 于凯敏. 中国传统家庭观的嬗变及启示[J]. 哲学进展, 2024, 13(11): 3046-3051.  
DOI: 10.12677/acpp.2024.1311450 

 
 

中国传统家庭观的嬗变及启示 
于凯敏 

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20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14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27日   

 
 

 
摘  要 

近年来，和谐家庭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新时代的家庭观念和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了解中国

传统家庭观的嬗变对于构建新时代和谐家庭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家庭观嬗

变的梳理，从生产力发展、社会文化影响以及受马克思家庭观影响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对构建

和谐家庭的启示。 
 
关键词 

家庭观，启示，和谐家庭 
 

 

The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Kaimin Yu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Oct. 20th, 2024; accepted: Nov. 14th, 2024; published: Nov. 27th, 202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harmonious family has become one of the goals that people pursue more and 
more, and the family concept and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are also changing.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is of great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har-
monious family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view in different 
tim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its chang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so-
cial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Marx’s family view, and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
struction of harmoniou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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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单位，对社会和谐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家庭”一词在中国具

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家文化对家庭观的理解和阐述也发生了不同程

度的变化。“家庭观”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从时间来看，家

庭观涉及祖祖辈辈，自古至今，注重传承的家庭会设立族谱和祠堂，将对家中已逝且有贡献的人记在族

谱上并且在祠堂设置牌位，以供后人敬仰。从空间来看，家庭观的展开仿佛构成一颗参天大树，初步由

各个枝干组成，随后各个枝干又进行开枝散叶，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进而形成庞大的家族群体。可以说，

以家族为主要形式是我国传统家庭观的重要体现。 
家庭观的发展也随着社会发展经历了多种内部结构的转换，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如

今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传统家庭观的嬗变从未停息。更有甚者，在当今社会面对激烈的时代冲

击下，出现了家庭观念不断淡化、和谐家庭遭遇漠视、家庭的价值作用不断缺失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

从家庭观的嬗变中了解其变化的影响和意义。面对新的时代背景，积极引导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庭观，

凝聚家庭的力量，为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基础是我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2. 不同时代的家庭观 

“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概念，它涉及文化、政治、地域等各个层面，中国人经

常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家庭观”成为家庭伦理中的重要思想。家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但又与社会不同，家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家庭观的产生使许多人有了归属感，一定意义上为人们提供

了支持和慰藉，帮助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家庭观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在不同

时代具体内涵又有所不同，梳理不同时代家庭观的变化对我们树立科学的家庭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家庭具有积极的意义。 

2.1.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氏族时期，对于家庭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自然而然家庭观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原始社会人口

特征主要以母系氏族为主，所谓“家庭”则是以母亲为主导的部落，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底下，需要大量

女性外出采集野果等食物，人们往往聚集在一起。财产共有是当时的主要特征，人们并不具备明显的家

庭观思想。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奴隶社会，财产私有与家庭观的产生如影随形。随着母系社会的

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父系社会，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家庭逐渐产生，家庭观也逐渐兴起。奴隶社会承认

私有制，为了保护家庭成员的等级地位和老幼有序的身份特征，一套以祭祀宗族先人和维系家族的规章

体系逐渐产生。在阶级社会中，血缘宗亲在家庭观念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所谓父系血统的世袭制，通过

承袭父系血脉，贵族代代相传，使家庭和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是突出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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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壮大，逐渐形成家族，它既包括个体家庭，又包括相通血脉的旁系家庭，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不

仅与家庭息息相关，更与国家统治密不可分。 

2.2. 封建社会时期 

在封建社会，家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家庭观不断形成并被人们赋予不同的意义。对于国家统治来讲，

家国一体仍旧是封建社会主要特征。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家学说，在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家

学说日益完善，儒家礼制也融入家庭观之中，“家”成为人们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儒家提

倡“三纲五常”，在家庭关系中，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臣、父子和夫妻

相处之道皆要以此为标准，它规定了家庭关系中不同等位和秩序。儒家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家

庭成员相处的规范和标准，强调孝道，尊老爱幼，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被大家接受并成为普遍的家庭观，

受此影响，一些较为著名的家风家训也不断形成。这一时期家庭观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古人重视对“家”

的管理，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想追求，可见家庭观的重要性。 
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社会推崇家长制，在家庭观中，特别是婚姻关系而言，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家里的一切由家长决定。人们强调把家与国联系在一起，家是国的缩影，中国人的家务事在一定

程度上也相当于处理“国家内政”。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家中的家长或者族长拥有可以依据“家法”直

接处置家庭成员的权力并且不受政府的约束。封建社会时期的家庭观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在集体

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个人主义被扼杀，个人归属于家庭或者家族，其一生都和家庭具有密切的联系，从

古代盛行的“株连九族”的刑罚中我们可以窥见家庭在人生中的重要地位。个人一生中所有的生命转折

阶段，其特定的仪式如婚丧嫁娶等都要在家中举行，由父母长辈主持[1]。“家”提供了特定的组织成员

的方式，为个人提供了归属，使家庭观中认同感不断提升。 

2.3. 新中国成立之前 

清朝以来，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不仅对家庭的约束越发严苛，而且对个人的精神文化摧残也愈

发严重。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经历了激烈变动，同西方坚船利炮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封建礼教家庭观的冲

击，西方“离家”“去家”的文化开始加速渗透并被当作批判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参照系，进而导致了近

现代中国一场视家庭为“万恶之首”进而欲除之而后快的“家庭革命”或者“去家化运动”[2]。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许多人的家庭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与自我意识觉醒，人

们迫切希望从家庭中分离，不再依附传统的大家庭，去家庭化特征十分明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

识分子对家庭礼教展开猛烈抨击，特别是针对父权、夫权和男权至上的观念展开。主张在家庭中解构家

长制，伸张个体自由，实现家庭内部民主，这对于传播家庭中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影

响了一大批人。同时，封建礼教所提倡“三从”主义的思想使家庭观中以男性中心的不平等地位压迫着

家中许多人，男女在家中的权利和地位相去甚远。先进知识分子批判男性中心主义，主张男女平等，在

婚恋方面，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提倡自由恋爱，婚姻不再成为家族之间利益的牺牲品。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冲击，小型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家庭的新形式，一些人认为大家庭模式是社会发展的阻

碍，亲属关系越来越被当作一种相互妨害的义务负担，成为个体独立自由的包袱，传统大家庭观念将逐

渐崩塌。 
在革命战争时期，家庭观得到延伸，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逐渐成为家庭的新形式。在

“革命队伍”中，大家为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阶级兄弟姐妹”的感情可以胜过和压倒家人的亲情，个

人可以随时为革命需要而牺牲自己的家庭，“舍小家顾大家”，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3]。在这种大

家庭中，每个人是自由和平等的，提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有福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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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同当，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封建礼教等级的家，使每一个成员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2.4. 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以及中外文化的频繁交

流，家庭观念和以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小型家

庭成为主流，从一定意义上家庭的灵活度和自由度大大提高，家庭形式也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化。在家

庭观中，亲属关系纽带被逐渐削弱，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深入人心，个体的独立平等愈发凸显。个人与

“家”形成了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它表现为个人“走出家”与“回归家”的并存。 
随着文化转型与观念更新，人们的家庭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家庭观念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在择

偶观上，更加看重对方的学识和素质，注重人的情感、品质和能力，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

观。在生育观上，“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淡化，男女平等思想占

据主流。同时，婚姻观也发生着变化，“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被时代淘汰。从整体上来看，由于工业化

的快速发展，亲情关系的淡漠，核心家庭更承载着人们情感依赖的作用，成为个人的避风港，家庭观中

的情感功能作用突出，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回归家庭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家中找寻心灵的归宿。 

3. 家庭观念嬗变的原因 

家庭作为国家的缩影，是对一定时代特征的反映，家庭观念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国家社会的

变迁息息相关。家庭观念变化的根源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此外，不同时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

对家庭观念的变化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家

庭文化的涌入对中国家庭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探究家庭观嬗变的原因，对我们正确认识家庭

及其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3.1. 生产力的发展 

家庭观作为一定的思想观念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又可以从生产力体现出来。从

原始氏族部落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以手工劳动为主，随着石器等工具逐渐应用于生产领域，男性在生产中

的地位不断提高，男性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因此，在家庭关系中男性的地位不断提高，父权制家庭

成为社会的主流并延续上千年。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青铜、铁器等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形态也发

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的家庭关系中，家庭和国家紧密相连，家国一体是

其主要特点。生产力的进步使私有制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并未达到更高水平，因此在家庭观

中仍旧依附于依靠血缘而形成的大家族。在家族中，个人利益服从于家族利益，祖先崇拜、祭祀等观念

深入人心，男女的不平等，尊卑差别在家庭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家族制衰落，家庭地位中男女平等思想得到普遍认可。家庭

观和以往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家庭观更多体现在思想的解放，小型家庭成为核心，传统家庭观念如重

男轻女、多子多福思想不断淡化，人们更追求家庭的情感价值。 

3.2. 社会文化的影响 

家庭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了解我国传统家庭观变化可以从社会文化

角度入手。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受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影响，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对家庭观的形成

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家学承载着家庭观念，春秋战国时期家学兴起，经过秦汉两代的发展到魏晋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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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期达到鼎盛，宋代时，随着儒学的不断发展及科举制度的确立，家学有了新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

对家庭思想影响最大的便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经后人继承创新，为统治者采用，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儒家重礼教，尊孝道的主张反映到家中，体现为子女由父母赋予生命，父母承担生育和抚养儿女的

责任，做儿女的就要以孝敬父母来回报。经过宋代以及明清的发展，儒家的纲常伦理十分严苛，在教条

和异化的年代里，家庭观不断扭曲，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追求女子贞洁、尊卑秩序的社会风气使家

中男女老少的角色逐渐被妖魔化，个性发展难以实现。晚清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盛行，西方家庭观逐

渐对中国社会文化造成冲击，社会上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占据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随着改

革开放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变化使家庭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小型核心家庭中，家庭观更具现代化

内涵，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同居家庭等非传统家庭形态被人们接纳。个体在家中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

升，家庭观更加自由。 

3.3. 马克思家庭观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家庭观的价值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家

庭观与马克思家庭观不断结合，它对于推动家庭改革和促进社会的平等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此背景下，

新时代的家庭观在发生变化。马克思家庭观倡导家庭成员的平等和相互支持关系，家庭成员应该互帮互

助、相互尊重、互相依靠，建立起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为家庭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当代家庭观与马克思家庭观的融合尤为重要，马克思家庭观主张家庭应该是一个集体，是一个由家

庭成员共同构建和维护的空间[4]。这种集体观念对当代社会的家庭观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下许多人面对

快节奏、高压力、孤独的社会生活，家庭成员的互相支持对个体回归家庭具有积极意义。将马克思家庭

观与当代社会现实结合，人们更加重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

并且，在家庭观中，随着人们对家庭关系的重新思考，越来越多人开始提倡亲子关系的平等。马克思家

庭观对家庭观中的亲密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它不仅有利于构建科学的家庭观念，而且对

家中成员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社会角色的承担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着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综合社会观。 

4. 中国传统家庭观嬗变的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家庭观对我们现代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家庭观中包含着许多正向积极的方

面，比如孝道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值得继承和弘扬。家庭观作为人生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对一个人的

成长和成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家庭对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4.1.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家庭观 

马克思家庭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相契合，在家庭起源、家庭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作用、妇女解放等问题上注入新的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家国同构”理念源远流长，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传统家庭观和马克思家庭观具有相似之处，我

们更应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家庭观念的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家庭观。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家庭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关系，良好的家庭关系有

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家庭不仅是生活的场所，更是心灵的栖居地，良好的家庭观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表了一

系列重要论述[5]，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相关重要

内容一脉相承地持续探讨，也包含着因应时代之变而形成的对新时代家庭问题的全新认识[6]。新征程上，

我们要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时代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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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家庭内部平等和相互支持关系 

要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首先需要建立家庭内部的平等和相互支持关系。首先，要推行家庭民主管

理。在家庭中广泛实行家庭民主管理，家庭成员可以通过集体讨论、投票表决等方式参与家庭决策的制

定过程，这样能够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家长也要注意倾听孩子的想法

和建议，并充分发挥孩子的议事能力和自主性。其次，强化亲情关爱。在家庭中，应该鼓励家庭成员之

间表达爱意，并通过亲密关系、相互间的关爱、支持和包容等来营造家庭的温馨氛围。同时，要注意家

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避免因为沟通不良而形成误解和矛盾。在此基础上，建立家庭成员之间的公平

权利关系。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自由和空间，而孩子也应该对家长给予的权力和

责任负起相应的责任。在家庭中，不同人群(如夫妻、父母和子女)的权利应该具有平等性，并应该采取相

关措施来削弱权利不对等现象，确保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够享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 

4.3. 注重家庭的情感培养及教化作用 

现代家庭的良性基础，应该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系。对于当前我国家庭而言，要注重提倡发扬

儒家传统的仁、爱、孝、亲的基本精神，摒弃尊卑等级等旧家庭礼制，构建“亲亲”“尊尊”的良好家庭

关系[7]。在夫妻关系上，夫妻应该尊重理解、相爱相敬。对于父母和子女来说，父母与子女在家庭中应

具有平等的地位，做到平等相处，父母关心支持子女、子女感恩与孝敬父母。同时，在家庭关系中，年长

者及在某方面富有经验者，对年轻者或缺乏经验者不是命令而是指导、规劝和建议；年轻者对年长者孝

敬、关心、感恩。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尊老爱幼、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观体现着中华传统家庭美

德，铭记在人们心中，是家庭的宝贵财富。 
在家庭观念的建设中，应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破除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发挥情感交流的

成长作用，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同构”思想。家庭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是个体迈向社会的

原生环境。要注重家庭中个体品格的培养，使个体在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地促进社

会进步。注重以情感为纽带，构建不失传统美德且符合现代生产生活要求的家庭方式。 
家庭一面联系着个人和社会，一面关联着社会和国家，家庭观在新时代不断蓬勃发展，焕发活力。

分析和梳理中华传统家庭观的变化对我们正确认识家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家

庭的发展中，积极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家庭和谐、融洽关系的形成，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相

互理解，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个人的成长提供发展平台。如今，辩证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家庭观，

是和谐家庭的构建和家庭幸福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力量，

为祖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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