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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一本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名著，对前人和马克思的婚姻家

庭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与继承发展，并将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相结合，从而有

利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婚姻家庭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早期婚姻家

庭发展的特征及演变的历史轨迹，并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做了简要概括，总结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

文明时代这三个时期，经历了一段由群婚制到一夫一妻制的历史演进过程。当前，我国的婚姻家庭正处

于一个关键的阶段，如何正确地把握和应对当前的新形势，促进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对我国的婚姻家

庭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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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of the State, Engels’ masterpiece on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 critically assimilates and develops the ideas of its predecessors and th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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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comb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with the period of the his-
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us favouring a more in-depth study. Through a syste-
matic analysis of th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early day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its evolution, and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stages of the de-
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concluding that 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Age of Obscurity, the Age of 
Barbarism and the Age of Civilisation have gone through a period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system of group marriages to the system of monogamy. At present, our country’s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at a critical stage. How to correctly grasp and respond to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s a major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our country’s marriage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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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由恩格斯在 1884 年 3 月至 5 月完成的。在这本书里，恩格斯糅合

了过去人类学家对婚姻家庭观的想法，还学习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对婚姻和家庭进行了较为全

面系统的探讨，由此，科学地分析了婚姻家庭形式的起源和演变的过程，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婚姻和家庭

的各种具体形态、经济情况、历史特征，阐述了婚姻家庭发展的特征及演变的历史轨迹，阐明了婚姻家

庭制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1]。恩格斯将婚姻家庭看作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他认为，从原始的性别

关系出发，应该可以把婚姻家庭分为多个发展时期，从而针对每个阶段进行详细分析，根据每一阶段的

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蒙昧时代，第二个时期是野蛮时代，第三个时期是文明时代，并逐

步探讨这三个时期分别产生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制和一夫一妻制。因此，学习《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起源》这本书，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婚姻家庭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2. 恩格斯婚姻家庭观的历史演变 

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论述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婚姻家庭观，并对婚姻家庭做出

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解释[2]。人类的婚姻家庭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这是与所处的历史环

境和社会环境相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爱情、婚姻、家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各自的表现和特

征。 
(一) 婚姻家庭形式演变的进程 
恩格斯的不同时期婚姻家庭发展是根据摩尔根时期划分法进行总结的，主要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

代和文明时代，每个时代对应每个婚姻家庭形式，这一演进过程是从群婚制、对偶制到一夫一妻制的，

并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类社会婚姻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群婚制、对偶婚制、

个体婚制[3]。恩格斯借鉴了摩尔根对婚姻家庭发展的一些重要观点，把人类家庭发展形式划分为四大类

型家庭，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 
1. 蒙昧时代的婚姻家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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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血缘家庭 
群婚制在蒙昧时代开始出现的，并且在群婚制下有两种家庭形式的存在，其中之一是血缘家庭。从

人类社会婚姻和家庭发展的角度来看，血缘家庭只是群婚制下产生的一种家庭形式，它是出现在早期，

也就说在蒙昧时代的初期，这是婚姻家庭形式发展的萌芽。摩尔根曾经说过，“血缘家庭是从‘无组织

状态’的杂交关系中产生的”[4]。恩格斯却认为，杂交关系是原始人的性行为特征，原先是从动物那里

慢慢转变过来的。血缘家庭是指根据年龄而定的婚姻团体和范围，也就是说，一对夫妻的后代在相互以

兄弟姐妹相称的同时也相互可以为夫妻。因此，这种家族形式，相对于杂乱性交来说，存在着第一个限

制，即长辈和晚辈的性关系成为禁忌，而兄弟姐妹间进行通婚。从而“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

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姐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5]。由于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受到限

制，原先的血缘家庭中那种杂乱关系就不适合那个时代的发展，于是普那路亚家庭就出现了。 
(2) 普那路亚家庭 
普那路亚家庭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产生的第二种家庭类型，是群婚制下另一个家庭形式，比

血缘家庭要更占有优势。这是作为一种排除同辈亲属间的亲属联姻，但是如果想要和血缘家庭相比，还

是普那路亚家庭更胜一筹。普那路亚家庭是比较特殊的，是在一定边界内的家庭里产生的，指某一氏族

中的一组男人与一组妇女之间的婚姻，而氏族是不允许通婚的。这种家庭形式的发展经历了非常缓慢的

时期，原先只是出现在极个别的案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最终，这种婚姻被所有人所认可[6]。由

于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渐渐地认为远房亲戚所生的孩子，无论是体力还是智慧都要比近亲好。于是

我们可以“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禁止旁系之间的结婚)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

那些依然把兄弟姐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安全”[7]。这说明能通过氏族的确立而

得到证实，所以，普那路亚家庭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开始步入氏族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氏族都是从普

纳路亚家庭中建立起来的。氏族的出现和发展，使得近亲婚姻的禁忌变得更加复杂，使得群婚制的实施

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使得群婚的形式逐渐消失。 
2. 野蛮时代的婚姻家庭形式 
对偶婚制是出现在野蛮时代，是家庭发展的第二种形式，这是继群婚制之后又根据时代特征和现实

所形成的。由于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兄弟”与“姐妹”的禁忌日益复杂化，女性的耻辱和尴尬情绪

持续上升，群婚也就更不可能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偶婚制。对偶婚制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偶制家庭，一大

部分是处于愚昧时期的较高时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刚刚进入原始状态的。简言之，对偶制家庭，一

对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建立起来的一种婚姻，并一起生活。也就是说，一个男人，最初是在众多的

女人中选取一个主妇，而在女人的眼里，他就是她的丈夫。最后演变成一对男女在一起过着不安定的婚

姻生活，尽管是一对男女的结合，但是，家庭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婚姻是一种松散的关系，

频繁地变化。恩格斯指出，“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

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5]。由于到了

人类社会对偶制家庭形式的晚期，男性在家庭中有领导权力，可以支配他的妻子与子女，以及属于他的

家庭奴隶，这种支配甚至包括对他们生命的支配，也就是这样的家庭形式确立了人类社会由对偶家庭到

专偶家庭的转变。 
3. 文明时代的婚姻家庭形式 
由于对偶制婚姻家庭的发展逐渐衰落，再加上社会分工不合理，夫妻双方的地位有所改变，相比较

起来，女人处于次要地位，而男人居于主导地位，他们要求他们的妻子必须对他们绝对地忠诚，并且只

和他们自己存在性行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与自己有血缘的孩子生下来。与此同时，也是为了让自

己的子女能够继承他们的家业，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子女拥有纯粹的血统。这一专偶制的家族结构更加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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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更能体现出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作用，也是当时男女婚姻关系更为牢固的一个方面。所以“专偶制

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也就是说，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

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5]。它并不全是由两个人的忠诚来决定的，而是男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孩子的

血统而存在的，规定妇女必须结婚后才能住在一起，不允许妇女跟别人通奸，只有跟他一个人。所以，

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使女性成为男人的私人财产，以及为他们所生的孩子提供的一种方

式。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专偶制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只给予男人权力，却严格限制女人的

自由，就不符合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一夫一妻制。 
(二) 婚姻家庭形式演变的因素 
通过对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中婚姻家庭形式的历史演进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社会中，婚

姻和家庭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婚姻家庭形态的演变，促使了婚

姻家庭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婚姻家庭形式的演变是随着自然、经济、文化等因素而

变化，这对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 
1. 自然因素 
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形式发展，最初，便是从自然选择开始的。在婚姻家庭尚未产生时，人类是受

大自然的约束，他们只能像动物那样生活，那时的男女之间杂乱性交，没有社会的限制，也没有性的禁

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步从动物的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自然选择把人类从没有任何禁忌的、杂

乱的性交发展到了血缘家庭，使人类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出，由近亲结合的婚姻家

庭在发展上显然要比不是近亲男女结合的婚姻家庭要慢，从而人类对血亲家庭的抵制只会更多。摩尔根

也指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

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5]。这

表明和没血缘关系的人结婚，子女在智力和身体上都要比他们的后代更加强壮和发展。于是，氏族制度

下的部族比其他部族占据优势，甚至在他们的带领下，向他们学习。由于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同胞是

不被允许通婚的，逐渐地由个人的行为转变为一种习惯，从而普那路亚家庭代替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

家族中的近亲结婚是一种禁忌，随着历史的发展，氏族也随之产生，氏族的兴起和发展，使婚姻中的禁

忌也随之增加，普那路亚家族以群婚为特点，被一种新的家族形式所代替。随之，自然因素也对从普那

路亚家庭转变为对偶家庭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正如恩格斯强调：“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

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5]。也就是说，恩格斯的看法是，自然选择对婚

姻家庭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自然选择在婚姻家庭形式变化的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需求的不断增长，自然选择在婚姻与家庭结构中起到的作用也逐渐减弱，在从

对偶家庭到专偶家庭的演变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力量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从而自然因素逐渐衰弱，经

济因素对婚姻家庭形式发展和演变的影响日益明显。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改变婚姻家庭形

式。 
2. 经济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社会劳动分工和金属工具的出现，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财

富，家庭财产在社会财富基础上不断增长，人们生产的产品既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又能产生剩余的产

品。但这剩余的产品属于谁的呢？这表明，当社会财富增长得很快的时候，就会出现新的问题，“这种

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5]。原先这笔财富是属于氏族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成了家庭的私有

财产。在此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婚姻家庭形式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家庭形式发展过程中，

人们把剩余的财富分配到了家庭中，家庭私有制就产生了。家庭私有制的产生，使得家庭中的男性和女

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地位也会有所不同。在对偶制家庭这一时期，家庭分工出现了变化，男性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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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男性为主，承担着获取粮食和劳动工具的义务，因此，他们还拥有了食物的来

源和劳动工具，事实上，他们主要负责生产家庭的物质材料和创造家庭财产，而女性则是内部的工作，

主要是管理家务、养育孩子，这使得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快速的提升。男性不仅拥有劳动工具的

所有权，也是牲畜的拥有者，根据当时的母权制，在男性死亡后，他的私有财产是属于他的氏族的，而

子女则属于母亲的氏族，为了将家庭财产遗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必须废除母权制，同时女性必须专偶[8]。
伴随着私有制度的产生，专偶制也就渐渐出现了[9]，但专偶制并非基于自然情况，而是基于经济状况，

也就是说，在私人财产超过了原始的自然的公共财产以后，是一个最初的家庭形态。在恩格斯看来，经

济因素是起主导作用的。虽然自然因素对婚姻家庭形式的影响很大，但经济发展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因素。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家庭私有制的出现，财富的增加，家庭成员在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发生了

变化，同时也改变了母权制，导致了母权制的解体，从而产生了父权制，使得婚姻家庭形式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 
3. 文化因素 
人类的婚姻家庭形式在历史演变中，尽管自然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对婚姻家庭形式的变化有着重要

影响，但这不是演变原因的全部，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因素最主要体现在女性方面。恩格斯在

对婚姻家庭形式的变化进行分析时，着重指出了女性对婚姻家庭形式变化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女性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婚姻与家庭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对两性关系的羞耻感也越来越强烈，她们开始拒

绝与异性交往，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特别是从普那路亚家庭到对偶家庭的演进，

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恩格斯认为“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愈是随着

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朴素的原始的性质，就愈

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5]。女性也日益渴望保持童贞女人也越来越想守身如玉，为获得救赎而暂时或长

久地与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力。此外，女性的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在婚姻家庭发展演变起到巨大作用，

这种需求表明了婚姻中的伦理意识。因此，增强了人的道德观念，从而推动了婚姻家庭形式的演变。这

一过程的历史演变，除了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还与文化因素有关，即人类自己的发展息息相关。 

3. 恩格斯婚姻家庭观的主要内容 

(一) 婚姻家庭应以爱情为基础 
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婚姻家庭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家庭的道德要求进行了分析。他认

为婚姻家庭的前提条件是互爱，而互爱的前提是爱情，“爱情在本质上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

和共同理想，在各自的心中形成了对彼此最真切的爱慕，并且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最强烈的一

种感情”[7]。爱情下的婚姻才是道德的，爱情是家庭的灵魂，这是婚姻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要求。恩格

斯认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也

就是说，用金钱代替代爱情的婚姻关系是不合乎道德的，也就不能使爱情达到完美。因此，我们不能从

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待婚姻。婚姻不是借助外部力量强求来的，必须是由爱情发芽结果，从而促使婚姻

家庭充满了活力。如果违背了这个准则，婚姻就会变得不健康。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里提到：“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

姻才合乎道德”[7]。可知，在男女双方结为夫妻前，前提是互爱，就是你情我愿，互相爱护，同时，夫

妻双方也要有坚定的抉择，必须由双方共同选择的，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所强制的。 
(二) 婚姻家庭应给予双方充分自由 
如果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5]，

那么家庭的利益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由家庭里的人共同决定。当社会生产力达到某一水平时，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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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治、利益的束缚时，婚姻中夫妻双方也就自由了。在他看来，“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

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

后，才能普遍实现”[5]，等到那个时候，夫妻双方也就不会因为别的事情而受影响，只会彼此相爱。也

就是说，婚姻的前提是双方互相爱护，这样才能使婚姻得到充分的自由。在这样的婚姻双方都应该享受

充分自由，为了确保婚姻是基于双方的自愿，而不是任何胁迫，双方必须享受婚姻的自由，以最大限度

地实现婚姻的幸福。在我看来，婚姻自由权包含了婚姻和离婚的自由，因为只有享有充分自由婚姻，男

人和女人可以选择结婚，男人和女人才可以选择嫁给谁；只有在婚姻关系破裂时，男人和女人可以自由

地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男女双方之间的婚姻是从爱情开始的，那么就没有任何其它因素的影响，

那就是婚姻的自由。与此同时，婚姻不再是不可分离的，只有离了婚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恩格斯所述的

离婚自由并不是说可以随便离婚，其先决条件是在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下去，并且双方谨慎思考后，在时

机最成熟的时候，才能做出如此过激的选择。对此，恩格斯对于离婚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谨慎。不管是

结婚还是离婚，两性应当平等、妇女应当自由解放。 
(三) 主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恩格斯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观点，既注重家庭的建立，同时也注重家庭的性质等问题，特别指出妇女

解放的一些问题，并倡导男女之间平等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女性的解放和两性平等是目前最需要解

决的问题，对婚姻家庭发展起促进作用[10]。在任何社会，妇女解恩格斯认为，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中，生

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是造成女性被压迫的必然因素。妇女解放，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种普遍的自由。妇

女如果不走向社会就业，她们就不能经济独立，妇女也就得不到解放。换言之，只有女性摆脱复杂的家

务，促使男女平等，就会促使婚姻生活得到真正的和谐。事实上，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这种现象在过

去是很常见的，有些家庭里，女人要听男人的话，还有些家庭里，男人就会打女人。究其根源，主要在

于两性的不平等。所谓两性平等是指婚姻中的家庭成员在法律上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并不会因为性别

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里，男女不存在经济差异，也不存在男女家庭社会地位不平等。

但由于私有制的出现，男子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和利益，而女性被排除在外，仍然要把精力集中

在家务上，从而男人和女人的收入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这直接造成了女性在家中的地位降低，她们不

但被经济剥削，而且还被家人欺凌。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人们都喊着男女平等，但在私有制

的基础上，男女之间的平等只是走个过场，因为“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5]。可知，两性的平等权利并不是由资产阶级的法律所决定的。相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女

性与男性一样参与生产，并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使两性完全平等。 
(四) 婚姻家庭应继续实行一夫一妻制 
恩格斯对婚姻和家庭的历史进行了剖析，除了介绍婚姻家庭的起源和发展外，还介绍了未来共产主

义社会里的一夫一妻制。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恩格斯曾说，在

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专偶婚制有别于以往的某些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并没有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消亡，

相反，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关系就能建立起来。我们知道专偶制形成的因素最主要还是经济方面

的，但是我们是否考虑过如果没有经济这一因素，那专偶制还会在历史中存在吗？其实我们可以理所当

然地说，它不可能会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只有在那个时候，男人和女人都会因为爱情而结婚，一夫一

妻制从纸面上消失，成为那种切切实实的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

社会权利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

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7]。男女两性会拥有更加自由和平等的权

利，婚姻家庭的发展也会更稳定。因为在共产主义下的家庭里，女人不必为钱而牺牲，女人又回到了公

共生活，男人也不再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而他的特权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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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恩格斯婚姻家庭观的现实启示 

(一) 提倡基于爱情的婚姻和家庭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择偶时，常常把爱情、财富、身份、人品、门户等看作是影响婚姻和家庭关

系的主要因素，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很多婚姻家庭都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因为他们占据了太多的爱

情空间，导致很多家庭生活都不太融洽，甚至以离婚告终。反之，若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那么，夫妻

双方靠自己的劳动创造了物质环境，他们的家庭生活会更加幸福。马克思说过“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

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

力的，就是不幸”[11]。换句话说，当你爱上了一个人，却没有得到另一个人的爱，你的爱并没有让另一

个人产生同样的爱情，如果你的爱不是从你的生命中得到的，那你的爱就是软弱和不幸。总的来说，无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注重地依然是以相互倾慕和相互爱护为基础的爱情，也就是“当事人双方的

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成为婚姻基础”[7]。我们不能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束缚我们的思想，金钱

能买任何商品，但买不来这无形的爱。如果说以资产阶级的那种婚姻思想，充其量只是一种彼此利益的

交换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交易[12]。婚姻并非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易，而是一种从心底里产生的爱情。这告

诉我们想要幸福美满的婚姻，前提是男女要互爱，相互包容，是打心底里想要结婚的。 
(二) 树立科学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 
在恩格斯看来，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除了互相倾心之外，没有其它的理由可以使他们组成一个

家庭。但是如果两个人因为爱情结婚了，双方都从各自原来的家庭脱离，建立了新的家庭，在这个新的

家庭里，面对的问题仍有很多[13]。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工作生活的节奏加快，人们认为结婚就要

有钱，那么钱能干吗呢？金钱可以买到房子和车子。这些物质、庸俗的婚姻观，正侵蚀着人们的心智，

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观念大相径庭。在恩格斯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婚

姻家庭生活不应该受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应当注重人们彼此之间的关怀、尊重和理解。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因为这些外在因素，使人们忽视了对婚姻和家庭的责任，也造成婚姻家庭关系淡

漠、家庭教育缺失、甚至是婚姻家庭分裂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我们在与别人谈恋爱的时候，就需要事

先了解双方的三观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算组建成家庭，也是不幸福的；要想解决这类问题，就必

须树立科学的家庭婚姻观。因为在婚姻家庭观念的塑造中，必然会有与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观念背道而

驰的现象，同时，偏离主流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婚姻和家庭关系出现功利、世俗、一边倒的现象。

所以，从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观点出发，我们不仅要建立科学的、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还要能够肩

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做好本分，使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家庭和谐幸福，从而在

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婚姻家庭伦理。同时，在婚姻家庭关系中，要自觉抵制不正当的婚恋行为，

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三) 注重男女平等与女性角色定位 
恩格斯的婚姻家庭思想，既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又能解决家庭矛盾，构建和谐家庭，对当代社会

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他在《起源》一书中阐述了“私有制”与“父权制”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

平等，并指出在一种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都是平等的，而这份平等，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男女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必将达到平等。不论奴隶、封建制或资本主义社会，男女这种不平等一直都是存在的，

只是在程度和形式上有差别，就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婚姻家庭里，仍然是有不公平的现象[14]。如：

职场上，有些单位在择业时仍然倾向于男性，甚至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妇女选择工作；在家里，男人们

更倾向于把家务交给女人，比如当家庭主妇。虽然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但这并不代表女人在家里就没

有发言权。女人是家里的主要成员之一，而一个聪明的女人，就要明白自己在家里的位置。马克思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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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在现实的世界里，与其说是你自己，不如说是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命，这与你的认识无关，你

的使命是由你与这个世界的连结所产生的。这个使命也就是指妇女在家里的地位。因此，要使男女平等

得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使大量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消除对男性和女性的剥削，使家庭中的个人劳动变

为公共财产，从而男性和女性就可以真正地平等。 
(四) 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婚姻家庭是非常有必

要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不断在完善，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因此，想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就必

须促进婚姻家庭的和谐。也就是说，一个和谐的婚姻家庭不仅给夫妻双方带来幸福，也能社会带来幸福。

小小的家庭可能不起眼，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婚姻家庭的和谐，对社会和谐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现代

社会，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高，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婚姻是一个家庭的

根本，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家庭又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单元，它们彼此之间

紧密关联，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换言之，构建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幸福美满，就会拥有一

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此，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既促进了马克思关

于婚姻家庭的观点，也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观念的转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婚姻中的男女关系，构建一个基于爱情的幸福和谐的婚姻家庭，实现两性平等，这有

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婚外恋、家庭

暴力、未婚先孕等家庭问题经常发生，即使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也没有得到

根本性的改善，在种种矛盾的影响下，建设和谐家庭也不断发生着冲突。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

求的婚姻家庭制度，既可以提升人民的幸 福感，又可以完善法律体系，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目标。 

5. 结语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很多关于婚姻家庭的观点，尽管其中有一些观点，至

今仍然未被人们所接受。但他对人类婚姻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状况都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并阐述了

婚姻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一成不变的，各种婚姻家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本文

首先讨论了四大类型的家庭形式发展以及影响因素，并分析了恩格斯的婚姻家庭观中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对当前我国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观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要提倡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

的婚姻家庭价值观，主张婚姻双方充分自由，实现男女两性平等，使婚姻家庭发展合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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