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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格斯家庭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是对马克思家庭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有其重要

的研究价值和时代魅力。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阐发家庭的概念和形态演进，从两种生产理论揭

示家庭的本质和功能，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规律角度对未来家庭进行了展望。本文基于在新时代背景下

对恩格斯家庭观的核心内容进行重新解读，为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思想和和谐家庭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和价值导向，同时从培育健康理性的婚恋家庭观、重视家庭功能以及促进家庭两性关系平等三个方面提

出了构建新时代和谐家庭的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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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els’ family view, as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Marxist theory and a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family thought,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nd contemporary charm. Engels stoo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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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xpounded the concept and evolution of the family, revealing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the family from two production theorie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reinterprets the 
core content of Engels’ family view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value 
orient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ivilization and harmonious family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family in the new era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cultivating a healthy and rational marriage and love family view, emphasizing family 
functions, and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Keywords 
Engels, Family Perspective, Harmonious Family in the New Era,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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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对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人生长

于斯、食饮于斯、喜怒于斯的重要场所，在人自身的发展中也承担着重要角色。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

进历程中，恩格斯家庭观凭借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众多中

西方学者从多角度深入探讨了恩格斯的家庭理论，各抒己见，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成果。恩格斯在批

判继承麦克伦南、黑格尔、摩尔根等人有关家庭论述的基础上积极延续了马克思家庭思想，结合现实与

经历形成了完整的家庭观。恩格斯家庭观立足于现实，揭示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历史性、阶级性

与演变规律。他认为家庭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并由此推想未来家庭的发展方向将是

共产主义家庭，并着重对未来共产主义家庭的特征进行论述，阐述了男女平等、和谐家庭等都将实现。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和谐家庭文明建设，既要深入研读恩格斯关于家庭发展的科学论述，更要立足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共产主义家庭形态为远景目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和谐家庭

建设路径。通过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夯实社会和谐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

社会基础和精神支撑。 

2. 恩格斯家庭观的核心内容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文称《起源》)这一著作中，恩格斯揭示了家庭的本质、概念，

形态变迁、功能，并着重对未来家庭形态即共产主义家庭的特征进行具体论述。 

2.1. 家庭的概念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家庭问题进行了初次探讨，将家庭这一概念定义为“每

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

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1]。从中可以看出家庭由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联系之下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同

时也决定了家庭这一生活共同体在人员构成上的范围。恩格斯在《起源》中将家庭表述为“血缘家庭”、

“普路那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等，指出家庭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组织形式，而

且家庭的存在必然会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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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得出，家庭是以两性结合下产生的婚姻关系和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

式制约而不断产生变化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2.2. 家庭的本质 

恩格斯始终把家庭置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

社会关系。从两种生产理论中可以看出家庭中既包含有自然关系，即夫妻关系和血缘关系；又包含有社

会关系，即人在自身生产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相互的联系与合作，其中，物质社会关

系起着主导的作用，决定着家庭的本质。 
因此，不难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已深刻地意识到家庭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一个

重要来源，家庭还是人类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组织，而家庭的本质就是在自然条件

作用下产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2.3. 家庭的形态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原始家庭历史的分析，在《起源》中得出人类社会从以杂乱的性生活为特征的

原始婚姻状态中发展出了四种家庭形式的结论。 
分别是对原始状态杂乱性关系某种程度的否定，以同辈分的人构成夫妻圈子，大体上排除亲子之间

的通婚关系，把性生活的范围限制在同辈男女之间的血缘家庭；禁止兄弟姊妹通婚，实行外婚制，同时

也是人类进入氏族社会的开端的普那路亚家庭；本身还很脆弱和不稳定，仍然在实行母权制的对偶制家

庭；以及其目的是生育与生身父亲有确凿关系的子女，将来以亲生继承人的身份来继承父亲的财产，而

实际上就是只对妇女而言的专偶，产生了人对人奴役的普遍化，且是作为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

之一和至今仍然是最普遍的家庭形式的专偶制家庭。 

2.4. 家庭的功能 

2.4.1. 经济功能 
又可称为是生产功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功能。恩格斯在两种生产理论中指出，“根据唯物

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 
一方面是人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的生产。家庭中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包括直接生产和间接生

产，在蒙昧时代人们靠采集、打猎和捕鱼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在野蛮时代人们靠畜牧和农耕来增加

物质生活资料，在这两个时期的家庭结构中，家庭成员通过双手劳动生产出满足日常的物质生活资料，

表现出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因此当时家庭发挥出来的经济功能表现为直接生产的功能。社会进入到文

明时代，家庭成员被卷入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洪流当中，这时家庭开始从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转向间

接的生产，个体家庭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功能也逐渐外移到社会，甚至大部分转化成了消费功能，日趋转

变为一个生活消费单位。 
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族的繁衍。家庭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不仅生产物质生活资料，

同时也生产新的生命。无论是在原始社会早期，抑或是文明时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式即家庭，

毫无争议地具备生育后代、繁衍子孙的功能。恩格斯认为家庭的这种人口生产的功能不仅延续了生命基

因，更重要的是延续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2.4.2. 政治功能 
家庭的政治功能更多地是体现为进行家庭生产管理，掌握家庭权威，及处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正

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劳动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和社会制度越容易受到血缘关系的支配。[3]在人类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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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展阶段，家长的主要职能是召集家庭成员进行协商、调解内部矛盾，并对成员实施奖惩，其政治功

能主要通过血缘关系实现。因此，当时家庭权力的分配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

妇女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并掌握家庭领导权，家庭成员在权利和义务上处于平等地位。生产资料归集体

所有，家庭财产实行共有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家长权威，因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家长，而家庭

的政治功能也体现得不是那么明显，更多可能表现在对家庭的生产和管理上。 

2.4.3. 文化功能 
社会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有机构成，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必然也具有文化功能。恩

格斯认为家庭作为家庭成员的生活共同体，总是会通过共同生活的方式将家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和整个

社会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后代，将整个民族的道德传统和优秀文化传递给后代，新的一代人不断继承上一

辈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同时又在不断超越他们，这正体现了家庭文化传承的功能与作用。

家庭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主要通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得以实现，又可称之为家庭教育功能。人生于家庭

长于家庭，在家庭中养成生活习惯，父母引导孩子学习语言，传授做人处世的方式方法，通过言传身教

引导孩子成长，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外，恩格斯还指出，应当把教育和生产相结合起来，注

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 

2.4.4. 情感功能 
家庭的情感功能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中获得情感慰藉，满足情感需求的一种功能，包括横向的夫妻

关系和纵向的亲子关系两方面的内容，是维系家庭成员关系和谐稳定的保证。恩格斯认为在不同的家庭

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群婚制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着家庭的情感功能，由于这个时期孩

子处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态下势必就跟母亲的情感交流会更多，而跟父亲情感沟通则少之甚少，同

时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也表现得淡薄。到对偶制和专偶制时期，夫妻关系的固定也让夫妻双方的情感交

流也随之增多，家庭间的情感交流不再仅局限于母亲和孩子，家庭情感功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2.5. 对未来家庭的预见 

2.5.1. 家庭的组建以个人性爱为基础，以自由为前提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专偶制家庭将会继续存在，不过那时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偶制，是

以个人性爱为基础，以自由为前提的家庭形态。 
一方面，未来的专偶制中男女之间的性爱将获得充分的发展，也将成为组建家庭的基础。但这种性

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4]，它有着男女双方互爱为前提，且这种性爱能达到

十分热烈和持久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情是两性关系在精神领域中的升华，而婚姻和爱情都是人

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婚姻结合和解除都应该是自由的，这里的自

由指的是男女双方不受其他条件的限制，以爱情为基础结婚和离婚。一旦选择正式组建婚姻家庭，结为

夫妻，就要在法律和道义上认真负起对对方和对社会的责任，不断巩固和发展爱情。在组建家庭后，如

果男女有任意一方认为爱情已经消失，无论是谁都有选择离异的权利，但反对轻率离婚。 

2.5.2. 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家庭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恩格斯曾指出，未来实现的家庭形态不再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的单位而存在。社会变革将使得全部

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共有，将直接导致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个人

或者家庭将不再单独掌握生产资料，个体家庭也将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2]。 
然而，这并不代表家庭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消失不见。恰恰相反，家庭依然会存在并在人

类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只不过家庭的部分功能将会被社会所承接。家庭仍然会是人类生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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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场所，并且转变成为一个生活单位。在这个新的角色定位下，家庭的某些功能将得到充分的发挥。一

是家庭将会日益充分发挥满足家庭成员情感需求的情感功能，更加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纯粹的情感交流、

相互关爱与支持，不再受到经济利益的过度干扰。二是个体家庭的事务将会变成社会共同事务，家庭成

员对养育下一代的任务也不再是家庭自己承担，子女教育会成为公共事业，家庭的教育功能与社会教育

体系将会更好地融合，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全面、个性化的教育环境，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整体

素质的提升。 

2.5.3. 家庭中男女两性地位真正实现平等 
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家庭史，得出在未来社会男女两性关系将趋于平等的历史必然性与

合理性结论。 
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首要前提就是让其重新参与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这就需要现代大工业不断发

展，为妇女开辟出一条参与社会生产的途径，让她们和男子一样成为家庭经济的供养者，完全摆脱在经

济上依赖丈夫的地位。除此之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财产继承权以及消除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资产阶级法权和道德观念。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为社会共有，按需分配，也就不会存在财产继承问题，

男子也就失去了统治压迫妇女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来说，经济基础失去了，而上层建筑也就是压迫歧视

妇女的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那么家庭中的男女两性地位也随之达到平等。 

3. 恩格斯家庭观对构建新时代和谐家庭的理论启示 

恩格斯家庭观对家庭科学的认识、建设理想家庭的价值导向，为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形成家庭文明

建设思想和建设和谐家庭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3.1. 为我国家庭文明建设思想的构筑提供理论基础 

3.1.1. 有助于深化对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重要论述的认识 
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其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立场和情怀，这种立场和情怀既体现在对恩格斯家庭观和方法论上的一脉相承，又表现为习近平

总书记对恩格斯家庭观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方面，恩格斯的家庭观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阐释了家庭的形态变迁、功能等观点，为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论述提供了理论源泉。如习总书记在思考新时代家庭建设方向

的问题时，遵循恩格斯家庭形态变迁的观点，科学认识了当下我们所处的家庭历史发展阶段，明确指出

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家庭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5]；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恩格斯家庭观的创新性发展。不仅丰富了恩格斯家庭观

的内容，使其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让恩格斯家庭观的内容更加丰富、接地气，更加符合当下中国

家庭建设的指导需求；而且扩大了恩格斯家庭观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提高了恩格斯预见的共产主义家庭

实现的可能性。 

3.1.2. 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提出“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

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6]进一步来讲，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是我国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现实目标，这个目标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内容，统一于

家庭文明建设实践当中。这些主要内容又都与恩格斯的家庭观相呼应，积极解读恩格斯家庭观的相关理

论，能够为营造新时代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提供相关指导。 
爱国爱家彰显着家国一体的文化，体现出新风尚的历史积淀与民族积累；相亲相爱是中国家庭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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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对家庭成员关系提出的要求，也是恩格斯在婚姻家庭情感基础上的表达；向上向善、共建共享是家

庭文明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是实践期待，这二者属于精神风尚。恩格斯家庭观中强调了家庭责任和义务的

重要性，家庭成员要有勇于承担起自己责任的精神，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和稳定。恩格斯预测的共产主

义家庭虽然现今尚未实现，但恩格斯在对未来共产主义家庭预测的最后提到需要年轻一代又一代的共同

努力才能使共产主义家庭得以实现，而家庭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的形成，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需要每一个家庭的积极参与和成员的努力。 

3.2. 为新时代和谐家庭的建设提供价值导向 

3.2.1. 以爱情为基础，共产主义家庭为目标 
恩格斯在论述专偶制家庭形态时，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家庭的实质，预测的未来家庭发展方向

仍然是一夫一妻的专偶制，但真正的专偶制，不仅要以爱情为基础，而且婚姻和家庭也是具有一定经济

基础的，而绝非一昧地否定经济基础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对于进入新时代我国而言，当前人们的价值

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经济利益关系左右，这一问题的存在属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表现，也是爱情婚

姻家庭关系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实现质的飞跃，最

终走向共产主义家庭模式。 

3.2.2. 以自由和理性为准则，男女平等为指向 
恩格斯认为男女双方在以爱情为基础的条件下，结婚和离婚都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权，但应该秉持

理性的态度去结束婚姻。我国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闪婚闪离现象实则更多的是对自我和他人不负责任的一

种表现，同时也是伦理责任缺失的结果。恩格斯家庭观里蕴含的不能轻率离婚的睿智思考对于当今我国

许多年轻家庭选择离婚这一做法仍然具有很强的警悟和指导的价值，也为我国构建和谐家庭提供了道德

依据。 
家庭中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家庭的和谐和进步。恩格斯在论述家庭关系时反对

资本主义性别歧视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应该是平等的。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在很多方面男女平

等都有凸显，但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局限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依旧没有实现真正理想的平等化，特别是

在家庭中，因此，恩格斯在未来家庭理想状态的预测当中提到的男女真正实现平等的观点及实现路径能

够进一步纠正男女不平等的错误价值观，同时也提供了明晰的指向。 

4. 恩格斯家庭观对构建新时代和谐家庭的实践启示 

习总书记在多次重要场合强调要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

长期任务抓好落实。对于当前我国和谐家庭建设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更要以恩格斯家庭观为指导，直

面问题，不断探索新路径来构建新时代下的和谐家庭[7]。 

4.1. 注重培育健康理性的婚恋家庭观，缔造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 

恩格斯对未来家庭的构想中倡导要以个人性爱为基础，自由地组建婚姻家庭，但在现代社会里，婚

姻家庭的组成呈现的功利化走向愈加明显，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我们需汲取恩格斯家庭观

中关于婚姻组建的精神内核来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理性的婚恋家庭观。 
首先要认清爱情和婚姻的本质，端正组建婚姻家庭的动机。当今社会的拜金主义、天价彩礼等现象

都是基于物质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组建婚姻家庭，这与恩格斯倡导的家庭观是背道而驰的。男性或女性

在选择配偶时会衡量对方现有的经济实力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过度考虑经济条件等外部因素，那么这种

家庭本质上就如同资本主义家庭一样被异化了，家庭的结合成为了一种交易，家庭的稳定性也将会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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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其次要承担责任，把握婚恋自由的适度原则。虽然如今我们有自由择偶的权利，但良好和谐的婚

姻家庭关系更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和维护，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积极承担起家庭责任，正确理解和

把握自由在婚恋关系中的适度问题。最后要从多渠道助力健康理想婚恋观的培养。国家可以出台相关法

律来保障婚恋的自由适度性，如近年来我国出台了离婚冷静期，对居民登记结婚不需户口本这一条例进

行征集意见等举措；社会应该加强对正确婚姻观的宣传和引导，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传播积极健康的婚恋

家庭观。 

4.2. 重视发挥家庭功能的作用，人口数量和质量得到共同提高 

家庭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统一体，家庭功能能够满足人类社会多种需要，从而促进人的不断发展。

现如今，我国家庭经济、文化、情感等功能相继在弱化，面对该趋势以及家庭教育功能、情感功能、生育

等功能的巨大价值，我们更应该重视发挥家庭功能的作用，这对于实现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共同提高都具

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生育率呈现低水平状态，从极低生育率的严峻形势中可以透视出

当代家庭的生育功能在逐渐弱化。深入研究民众生育意愿下滑的原因后，要想提高我国人口数量，发挥

生育功能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需要在民众“不敢生、不愿生、不想生”的生育困境上下足功夫。首先

可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年轻群体生育观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其次要增强对生育的支持，如优化生育相关

的假期制度，进一步在“质”上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在“量”上增加生育津贴数额；最后是降低家庭生育

成本，如严厉整顿“高价彩礼”“买卖婚姻”等乱象，对多孩家庭提供一定的购房补贴和住房支持等，企

业也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切实保障员工的合法生育福利待遇。 
人口数量得到提高的同时更要注重质量的提升，这就需要发挥家庭的教育与情感的功能。一是夫妻

双方都要摒弃唯成绩论的错误观念，以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质为目标，注重她们的品德培养、

身心健康和综合能力的发展；二是家长要做好示范作用，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三是夫妻双方要与家庭

成员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了解孩子的需求和想法；还可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利用

丰富多样的社会资源来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此外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需在家庭

教育中需发挥主导作用，重视家庭教育，发挥家庭情感的纽带作用，提高家庭成员的整体素质，从而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4.3. 塑造新的家庭分工模式，实现家庭两性关系的真正平等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姻，家庭中男女关系真正平等的实

现也有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在家庭领域，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存在，影响着家庭两性关

系的真正平等，为更好构建更加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迫切需要塑造新的家庭分工模式，使以往的“男

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转变为“男女平等”的家庭分工模式。 
一方面要转变观念。恩格斯在“两种生产”理论中明确女性生产也是劳动的一种形式，但是在很多

家庭中女性创造的劳动价值却并没有为女性带来更多的尊重，反而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奉献。基于此

个体更应摒弃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认识到家庭责任不应该由某一性别单独承担，男性和女性都应该被

鼓励在家庭和职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应共同认识到，家庭的幸福和稳定是双方共

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的大力支持。国家可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修订婚姻法时

出台相关评估办法，增订具体操作条款，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倡导建立发展型婚姻家庭政策，注重鼓

励女性独立、生存等发展能力，并认可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社会企业也应依法保障女性与

男性同等就业的权利，从多方面助力女性走向独立。总之，塑造新的家庭分工模式，实现家庭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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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平等，是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和谐家庭建设的必然趋势。 

5. 结论 

本文以恩格斯家庭观为理论基点，结合当代中国国情与和谐家庭建设实践，阐述了恩格斯家庭观的

核心内容及其对解决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的现实启示，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家庭本质上是社会

关系的特殊形式，其形态演变既受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制约，又受上层建筑的深刻影响。虽然当代中国和

谐家庭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

传统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分析；第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婚姻家庭发展的科学构想，既符合人类家庭

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又契合社会整体利益，我们应当在现有成就基础上持续推进，为实现共产主义理

想家庭模式而不懈努力；第三，恩格斯家庭观对促进我国婚姻关系健康发展、构建幸福和谐家庭具有重

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应当深入研读原著、立足中国实际，将恩格斯家庭观与当代中国家

庭建设实践有机结合，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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