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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内容
及其时期差异
) ) )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考察

王跃生

=提  要> 分析近代以来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及其在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变动, 可对当代代际关

系状态有更全面的认识。家庭代际关系是亲子代际之间义务、责任、权利、亲情和交换诸种行为和功能的

复合体。从解放前传统时期到当代, 亲代义务、责任和亲情付出不仅没有减少, 而且还有强化的趋向; 子

代义务和责任则呈现弱化之势。代际关系内容有具体的功能, 这些功能在亲子之间有不同的表现, 并且随

着社会变迁也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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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代际关系并非一种抽象关系, 而有具体的内

容, 这些内容又往往以功能为表现形式。代际关系的一

些内容在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之中依然得到保持, 有些

则发生变动并使代际关系改善; 一些变动使本应保持的

代际功能受到削弱, 有些变动引起代际关系失衡或不协

调。后两种情形下, 代际关系中不和谐现象增加, 甚至

产生矛盾和冲突。我们认为, 以社会变革时期制度变迁

和社会转型为切入点, 探讨代际关系及其内容的演变方

式, 是一项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家庭代际关系包含哪些内容?

代际关系包含代际成员之间复杂的生活、生存互助

行为和精神需求。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综合的角度着

眼, 代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代际义务关系

义务是人类社会关系中个体应该作出的价值付出。

亲子之间的代际义务则是亲子应为彼此所作价值付出。

它们往往是法律能够触及到的, 即这些义务是受法律规

范和约束的, 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干预。

代际义务主要体现为中青年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

安排其接受基础教育并进行相应投入; 中青年子女赡养

和照料老年父母。

(二) 代际责任关系

责任的一般定义是指个人份内应做之事, 代际责任

关系是家庭成员责任关系的主要表现。

家庭内的代际责任履行更多地受民俗、习惯、宗规

族训约束, 而不受或很少受法律干预。

当然, 代际责任和代际义务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就当

代而言, 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法律出台之前, 子女教育安排

是父母的责任; 该法律出台后, 子女教育则变成义务。

概括来说, 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主要是操办子女婚嫁

事宜, 它是约定俗成之责; 而未尽到此项责任的父母并

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子代也不能以此控告父母。子女对

父母的责任有, 为其治丧; 对去世父母及先人进行祭

祀; 传承嗣续, 免使血胤中断 (这一责任在传统时代比

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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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际权利关系

就理论而言, 权利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得

到的价值回报。从代际角度看, 主要表现为亲子互相继

承财产或遗产。这一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

(四) 代际亲情关系

代际亲情关系是亲子之间所形成的生活关心、情感沟

通等关系; 不在一地居住者相互探视、联络也是亲情关系

形式。不仅如此, 亲情关系还贯穿于代际之间义务、责任

履行过程中。亲情关系在代际关系维系中是不可缺少的。

(五) 代际交换关系

主要指有行为能力的亲子及其配偶之间所发生的生

产、生活及经济互助行为。

综合以上, 我们认为, 家庭代际关系是义务、责

任、权利、亲情和交换行为的复合体, 体现了亲子之间

抚幼养老、婚丧嫁娶等家庭核心功能。它表明亲代和子

代是全方位的利益共同体, 亲子关系是家庭成员中最基

本的关系纽带。

代际关系中既有与亲子代成员生存状态密切相关、

物质特色比较突出的需求, 也有属于精神层级的内容。

代际关系主要存在于两代生者之间, 尤其是代际义务关

系, 有施与者和接受者之分。而责任关系则有不同。子

代责任中的治丧和祭祀为生者与死者之间所存在的关

系。代际权利关系从形式看也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

系。但实际上, 传统时代继承行为在财产所有者生前多

已完成, 多兄弟家庭尤其如此。

代际关系内容在两代成员之间有很强的生命周期特

征 (见下图)。

  说明: 图中箭头方向的始点为承担相应义务、责任和具有权利的一方。

  亲子生命周期过程中, 亲代经历了从青年到老年的

变化, 子代则有从婴幼儿到成年的转换; 就体力而言,

亲代为由强转衰 , 子代为由弱到强; 从义务和责任来

看, 亲代为由多变少, 子代则为由无到有。由此我们感

到, 完整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功能平衡关系, 在不同的生

命阶段体现出此有彼无、此虚彼盈的特征, 但亲情关系

却贯穿于亲子代生命周期的始终。

以上是对不同时期代际之间所存在关系内容的汇

集, 其中有些关系, 传统时代并不明显, 而当代社会被

强化了; 有些关系正好相反, 在传统时代比较重要, 现

代社会中已经淡化。立足于社会变革, 从具体内容上探

讨代际关系状态和变动, 是认识不同时期代际关系及其

特征的主要途径。

二、家庭代际关系内容如何演变?

从血缘的角度看, 亲子为核心的代际关系内容很少

发生实质性变化。而靠制度维系、受社会环境制约的代

际关系内容则随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发生变动。那么,

不同制度、社会环境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内容处于什么状

态? 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之下它将发生哪些变动? 对此

加以分析, 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代际关系的演变轨迹和

特征, 而且会对当代代际关系中的问题加深理解。

下面主要对近代以来中国几个有代表性时期代际关

系的内容、形式和强弱变化进行考察。在此笔者将近代

以来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五种类型: 第一时期

为解放前传统农业为主体的社会; 第二个时期有两种类

型: 解放后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村和计划经济为主时代的

城市; 第三时期即转型社会也有两种类型: 市场经济时

代的城市和非农化时代的农村。

(一) 不同时期社会基本特征

我认为, 不同社会阶段对代际关系有影响的制度性

因素主要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类型、家庭管理方式、家庭

成员就业方式、家庭老年成员的生存保障方式、财产继

承方式、子女的婚姻安排方式等。

这里, 我们以此为主线并结合代际关系的内容进行

说明。通过对不同时期影响代际关系的社会和家庭特征

所作汇总。其中所有制类型、婚姻安排、财产继承、嗣

续传承等都与制度变迁有关, 赡养方式则与社会保障制

度是否建立有关, 时期特征比较突出。其他关系方式类

型受制度变迁的影响并非很直接, 但却受其间接作用;

同时社会转型中它们也在发生变动。

(二) 不同时期代际关系程度判断

对不同时期代际关系程度进行考察和认识只能建立

在具体内容分析上, 而不是抽象、笼统的关系整体。下

面我将每种代际关系内容在特定时期的表现进一步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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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较强、较弱、弱四个层级, 以亲代和子代在义

务、责任、权利、亲情和交换等行为中的付出程度为依

据, 认识其时期变动。

11 义务关系

( 1) 父母义务

A1 抚养子女义务。在已经经历的三个时期、五种

类型社会中, 养育子女的义务一直未变, 它是父母花费

精力和财力最大的方面, 各个时期均属于 / 强0 关系。

B1 子女教育投入。近代之前传统时期, 少数经济水

平在中等及以上的家庭为子弟铺就科考之路, 需要一定

财力付出, 但它仅限于儿子; 多数中下层家庭没有这项

支出。当然, 民国以后, 现代教育开始在城乡建立, 而

除城镇地区和农村中农以上家庭子弟外, 入学接受教育

的比例并不高。总体来看为 / 弱0 关系。

解放后农村集体经济时代, 多数地区普及了小学教

育, 中东部地区则逐渐普及了初中教育。教育收费很

低。若不考虑子女上学导致家庭劳动力减少、影响收入

这一因素, 父母直接花在子女教育上的费用并不多, 故

定为 / 较弱0 关系。城市计划经济时代, 特别是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 初中教育基本普及, 学杂费较低, 父母花

费并不高。与农村不同, 城市子弟多数都能受到初中以

上教育, 且不到 16 岁者不能参加工作。因而上学时间较

长, 父母投入相对较多。定为 / 较强0。

农村非农化时代为教育子女择校增多、且子女接受

中等以上教育比例增大, 父母投入提高, 定为 /较强0。

城市市场经济时代父母为子女的教育投入因择校、课外

补习普遍而大大增加; 对子女高等教育的追求也使亲代

加大了教育投入, 定为 / 强0。

( 2) 子女义务

A1 为老年父母提供赡养费用。

对农村来说, 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老年赡养由

家庭承担。年老父母的生活费主要由子女特别是儿子供

给。但解放前一些有产家庭, 老年父亲掌握土地等生产

资料, 组织家庭劳动力或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 或出租

土地, 其生活费用并非儿子直接提供。一些家庭父家长

去世、儿子分家后, 老年母亲被留有养老地, 由此也降

低了对儿子养老的依赖。但对多数自耕农及以下家庭的

老年父母来说, 则基本靠儿子 (包括过继、收养儿子)。

解放后集体经济时代, 除了无子女老人可享受 / 五保

户0 待遇外, 其他老年人少有积蓄 , 丧失劳动能力后则

靠儿子赡养。集体经济组织解体后 ,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亲子代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老年亲代

以农业种植为主, 收入有限; 中青年子代则开始进入

非农领域就业或谋生, 收入高于亲代。父母丧失劳动

能力后, 完全靠子女赡养。故此, 农村三个时期均定

为 / 强0。

城市计划经济时代则建立了退休金制度, 原来有职

业的老年父母基本摆脱了对子女的依赖; 城市进入市场

经济时代后, 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对当代多数老

年父母来说, 生活费用自理基本不存在问题。两个时期

均属于 /弱0。

B1 老年父母生活照料。

农村各个时期老年亲代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对子女

有高度依赖, 均定为 /强0。

而在城市, 计划经济时代多数老年父母要靠子女照

料; 市场经济制度实行之后 , 雇佣他人照料逐渐增多。

两个时期分别定为 /强0 和 /较强0。

21 责任关系

( 1) 父母责任 ) ) ) 操持子女婚嫁事务

解放前传统时代, 子女婚姻处于父母高度包办之中,

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没有配偶选择权和婚嫁

安排决策权。由于相对早婚, 并且子女婚前多依附父母生

活, 出外就业相对较少, 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 因而婚嫁

的物质条件也完全由父母操持。责任关系为 / 强0。

解放后, 无论城乡, 子女婚姻自主得到法律支持。

在农村, 婚嫁费用仍主要由父母承担, 儿子的婚房

由父母准备。但集体经济时代, 彩礼不高, 儿子结婚时

建新房并非必须之举, 故定为 /较强0。而 20 世纪 80 年

代后, 多数父母要为结婚儿子准备新房, 标准越来越

高; 彩礼费用不断上升, 父母积攒多年才能应付。当

然, 这其中也有儿子出外务工及其他收入的贡献。整体

来看为 /强0。

在城市, 计划经济时代, 城市超过 50% 的从业者由

外地迁入, 且相当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与父母分处两

地, 其宿舍由单位提供; 择偶多能自主, 而且婚事操办

简单, 基本上不用父母负担。城市职工的儿子结婚时则

需父母准备住处, 父母多从所分福利房中挤出一间作为

婚房, 花费不多。定为 / 较弱0。市场经济时代的城市,

福利分房逐渐取消。对多数家庭来说, 儿子结婚用房则

需从市场购买, 这加重了父母的负担。不仅如此, 彩礼

标准提高。当然, 那些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得到好的就

业岗位者, 因收入高不必过度依赖父母, 但父母的经济

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整体关系定为 /强0。

( 2) 子女责任

A1 为去世父母治丧。

传统社会, 对一般中等及以上家庭来说, 父母丧事

料理花费不菲, 自耕农家庭常常为此卖田鬻产。不仅如

此, 儿子要服三年 (或 27 个月 ) 之孝, 丧期内不得婚

配、赴科考等; 近代之前, 为官之子要辞职回家守孝三

年, 时称 / 丁忧0。可见亲代丧事活动对子代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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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该时期子代治丧责任定为 / 强0。

解放后, 在政府倡导下, 丧事从简风尚逐渐形成。

特别是实行火化地区, 丧事花费降低。但为去世父母治

丧仍是子代应承担的一项主要责任。农村集体经济时代

和城市计划经济时代均认定为 / 较弱0。

城市市场经济时代和农村非农化时代, 对丧葬活动

重视程度有所增强。城市治丧费用和购买墓地费用上升,

农村传统治丧方式重现。它意味着子代为此所付出增加。

但重视程度难与传统社会比拟。故定为 /较强0。

B1 祭祀去世父母及先祖。

传统时代, 祭祀去世父母及先人是子代一项重要责

任, 是本家或本支派香火不断的标志。一年之中有多项

祭祀活动。北方地区元旦、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

和父母生死忌辰, 为坟祭。此外, 还有家祭。建有家

庙、祠堂者, 祭于庙堂; 无者, 家室中设一龛奉神主,

逢节祭拜, 朔望焚祝, 出入祗告, 四时供鲜。生子、娶

妇诸事必祭之。¹ 南方地区往往以族为单位合祀于家庙,

无家庙者祀于堂寝。四时以岁朝、清明、中元、冬至、

除夕致祀, 惟清明扫墓。凡子妇娶妇、举嗣、登科, 俱

告庙拜; 生忌日, 展像设供, 专致其思。º

解放后, 祭祀活动简化。但清明、阴历十月初一和

父母忌日等祭祀活动仍被保留。

整体来看, 解放前传统时期应定为 / 强0。农村解

放后为 / 较强0 ; 而城市在两个时期则为 /弱0。

C1 嗣续传承。

传统社会以男系为中心的家庭嗣续延绵不断是人们

的追求, 生育行为中有明显的男孩偏好。无子者则要过

继兄弟之子及近支族人昭穆相当者为嗣, 称为立嗣。每

一代男性都承担着这样的使命。

解放后农村集体经济时代, 这一观念有所削弱, 但

并未被消除。由于死亡率降低, 多数家庭能实现有子愿

望。» 而计划生育, 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之后, 自

然状态下有子的可能性降低, 人为干预妊娠和选择性流

产行为增多。这种做法仍表现出很强的男嗣追求。

城市解放后不同时期这种观念相对淡薄, 但并非没

有男孩偏好行为。只是因为有相对严格的单位控制制

度, 追求男嗣的行为受到压抑。

因而, 这里将解放前定为 / 强0, 解放后农村均为

/ 较强0 , 城市为 /较弱0。

31 权利关系 ) ) ) 财产继承

解放前传统时期, 财产继承主要是儿子对父母所掌

管家产的继承。因为父母在世时, 子代很少累积所有权

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屋等财产。

农村集体经济时代, 家庭私有财产范围缩小, 主要

是住房。而儿子结婚时, 住房的归属即已基本明确; 亲

代去世后子代所能继承的财产数额是有限的。农村非农

化时期, 承包期内, 亲代土地的使用权可由子女继承。

但因土地收益有限, 对子女来说, 土地的继承价值并不

大; 作为私有财产的住房子代结婚时归属即已明确 , 继

承意义不大。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 亲代所支配的财产范围更

小, 房屋产权为单位所有。子代所能继承的是住房的使

用权。而市场经济时代, 亲代福利房多数被私有化 , 并

开始购买商品房, 子女得以合法继承; 父母的储蓄、股

票等资产形式增多, 这也成为重要的继承对象。

鉴于此, 解放前定为 /强0 , 解放后农村两个时期和

城市计划经济时代为 /弱0 , 市场经济时代城市为 /强0。

41 亲情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讲 , 代际之间亲情关系最深厚。亲代

对年幼子代寄予希望, 关怀备至; 子代感念亲代养育之

情, 有回报之心。从这一点上看, 亲子关系是诸种社会

关系中最为紧密的。

亲情关系既可在义务、责任的履行中体现出来 , 又

有非义务责任下的代际关系。非义务责任下的亲情关系

体现为同居时亲子之间相互关心; 分居时经常联络 , 并

互相探视。

亲情关系是否也有时期之别?

在我看来, 当代际之间义务和责任较强时, 亲情关

系单独体现的形式较少, 主要附着于义务、责任的履行

过程中; 而当义务和责任有所降低时, 独立的亲情关系

就显得重要了。

亲情关系也有强弱之别。亲子之间, 特别是子代对

父母疏于关心; 有赡养和照料义务的儿子、儿媳虽能在

形式上尽到赡养和照料之责, 但往往视此为负担, 冷漠

相待。在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这并非个别现象。

家庭养老为主时期, 儿子对老年父母的亲情关系表

现为是否能尽力服侍父母, 提供父母之所需, 使父母颐

养天年。而家庭养老逐渐社会化之后, 亲情关系的维系

出现 / 软化0。

我认为, 解放前代际亲情关系受传统道德影响较大,

亲情关系中密切与严厉并存, 亲子之间平等沟通不够, 它

并非最理想的状态, 故此只能将其定为 / 较强0。解放后

城市亲子关系有所改善, 由于赡养和照料义务减少,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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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亲代对子代的亲情关照较多, 而子代对亲代的亲情

回馈则并不很强, 总体定义为 / 较强0。农村集体经济时

代和非农化时代亲子亲情关系中平和成分增多, 但子代

与被赡养的老年亲代日常沟通较少, ¹ 定为 / 较弱0。

51 交换关系

交换关系主要体现为中老年父母与青年和中年儿子之

间。亲子之间的交换关系属非义务性行为。如父母与已婚

儿子同居家庭, 中老年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照料小孩; 青、

中年儿子从事家庭耕作活动。这是一种生存手段交换。

在城市, 亲代与已婚子代分居生活已比较普遍。但

同地生活的亲子之间, 家务上互相协助仍不可缺少。异

地生活的亲子之间, 生存性交换则较少, 日常生活协助

较少。而子代为没有退休金的亲代提供赡养费用并不是

交换, 而是义务。

但现在城市亲代和已婚子代之间在义务和责任之

外, 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经济帮助, 从而使亲情关系得到

加强。我认为, 这也是一种交换关系。

在我看来, 家庭养老为主的时代, 亲子交换关系的

存在有助于子代更好地承担赡养义务。特别是赡养、照

料义务不仅需儿子去履行, 还要靠儿媳去承担。儿媳更

看重公婆有劳动能力时对自己的帮助。º

应该说, 传统时期亲子同居比例高, 生产和生活性

交换行为较多; 集体经济时代农村子代生育数量多, 代

际协助的必要性增强。这两个时期均定为 / 强0。农村

非农化时期, 子代生育子女数量减少, 但子代就业非农

化后则需亲代帮助耕作承包土地, 交换关系定为 / 较

强0。城市两个时期亲子均有一定的交换行为, 前期家

务协助较多, 后期有经济协助行为。但后期亲子分居、

甚至分处两地较普遍, 子代生育子女数量减少, 日常生

活中的交换行为除同地居住者外并不多。故整体判断前

期为 / 较强0 , 后期为 / 较弱0。

上面代际关系状况判定既以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为

基础, 同时又建立于多数家庭不同代际成员生活和生存

实践基础上。而作为一项概括性研究, 旨在对代际关系

演变的共性有总体把握, 前者是主要切入点。

从家庭代际关系的时期演变看, 基本内容尽管有变

动, 但它们在当代均被保存下来, 然而不同时期各项内

容的强弱变化很显著, 并且非以一种模式演变。进一步

看, 我们可以对代际关系的时期变动作以下概括:

亲子义务、责任变动趋向不同, 亲代义务、责任继

续保持并有所增强, 子代则表现出弱化之势。这一变动

既与家庭功能变动有关, 更与制度变迁有关。

城乡代际关系变动趋向不同, / 二元0 社会特征比

较突出。乡村社会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关系功能; 城市作

为移民社会和公共福利制度已经建立的社会, 嗣续传承

意识淡化, 老年亲代对子代赡养依赖降低。

以家内为主的代际关系向以 / 家际0 为主转化。这

一点, 城乡社会有共同趋向。由于家庭核心化, 中老年

父母与年轻已婚子女分爨生活普遍, 亲子生活单位、居

住单位和收支单位由一体变为独立。这对子代履行赡

养、照料义务以及亲子交换关系带来影响。

我认为, 代际关系内容实际是对代际关系功能的揭

示。根据以上考察, 笔者的这一认识得到强化: 代际关

系内容均为功能体现, 每一项内容代表一种具体的功

能。从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角度看, 代际关系主要功能

表现具有时代之别。

传统社会代际关系功能中除教育投入为弱关系外,

其他多为 /强0 关系。因而其代际关系整体为功能性强

关系, 从亲子角度看为 / 强强0 关系。亲子之间义务、

责任、权利、交换关系体现出平衡特征。解放后农村集

体经济时期子代功能有所弱化, 如家内履行为主向家际

履行为主转化, 但基本功能依然保持下来, 亲子代际整

体关系为 / 强与较强0。农村非农化时代, 亲代基本义

务、责任不仅保持, 并且有所增强; 子代基本义务仍得

到履行, 但强度减弱。且亲情和交换关系削弱。整体表

现为 / 强与较弱0 关系。城市计划经济时期, 亲代义务

和责任处于强和较强状态, 子代赡养功能因社会保障制

度建立而削弱, 照料义务仍然保持; 但亲情和交换关系

受到重视。整体关系为 / 双较强0 关系。市场经济时

代, 城市亲代义务、责任进一步增强, 子代义务则因雇

佣性照料服务出现进一步削弱。亲代为子代付出成为主

导, 子代不仅付出较少, 还可享受对亲代不断增大的财

产继承权利。由于子女减少, 亲情沟通被重视。整体关

系为 / 强与较弱0 关系。

三、家庭代际关系内容的

  功能发挥特征    

  代际关系内容均表现出相应的功能, 而这种功能随

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而变动。需要指出, 代际关系的多

数内容毕竟要依赖亲子双方的具体行为来落实。亲子之

间在义务、责任履行和权利享有等方面又有不同, 并且

同样表现出时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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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亲子义务、责任履行和权利享有的时期差异

11 亲子义务、责任和权利行为主体的性别差异

( 1) 代际嗣续传承有性别差异。这一点中国传统时

代最为突出。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嗣续传承建立于父系基

础上, 儿子在家娶媳, 女儿嫁人为妻。没有儿子者, 要

过继兄弟等近支男孩为后。¹ 个别地区女孩虽可在家招

婿, 但父母仍应立辈份相当族人为嗣, 承奉祭祀。嗣子

与其女平分家产。º 由于有这种差异, 亲代重男轻女观

念突出。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颁布的 5民法6 已不承认

过继做法。解放以后, 无子女者可以收养子女, 但法律

不承认过继行为及过继子女所具有的传统权益。女儿招

赘行为得到认可, 甚至鼓励。不过, 农村男系继承的观

念还很浓厚, 对招赘行为的歧视尚未完全消除。

( 2) 赡养义务和财产继承以儿子为主。这种做法解

放后才出现城乡之别。农村无论传统时期还是当代, 赡

养父母的义务主要由儿子承担, 财产也主要由儿子继

承。随着家庭核心化, 已婚女儿支配家庭收入的能力提

高, 从而主动对娘家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增加。城

市亲代与已婚子女同地生活时, 有以儿子为主承担赡养

和继承财产的习惯, 但在当代已经弱化。

( 3) 儿子婚姻花费由男方父母负担, 并且具有硬性

约束; 女儿结婚嫁妆费用因习俗和家庭经济状况而异。有

些地方妆奁名义上由女方承担, 但往往用男方父母支付

的彩礼或聘金来购置。

应该承认, 从传统社会到当代, 随着制度变迁和社

会转型, 代际义务、责任和权利上性别差异呈减弱趋势。

21 亲子义务、责任履行方式差异

在亲子义务、责任关系中, 刚性与弹性之别很突出。

/ 刚性0 既有因法律制约所形成, 也有为民俗所促就。

抚育子女对亲代来说是刚性义务, 为儿子办婚事为

亲代的刚性责任。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 赡养亲代则是

子女的刚性责任。代际亲情关系虽很重要, 但它却属弹

性关系。

不过, 刚性和弹性并非凝固不变, 随社会变革而转化。

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起来的城市, 赡养父母义务虽为法

律所强调, 但多数家庭子代的这一义务已不具刚性; 即使

对父母有所资助, 也只起补充作用, 是亲情存在的象征。

31 亲子地位差异

传统社会代际关系与解放后各个时期代际关系有一

个重要不同是: 近代之前亲代与子代家庭地位、社会地

位不同。这在传统法律中有规定, 其突出之点是亲子发

生冲突造成伤害时, 刑罚标准不同。» 并且, 在家庭事

务中, 亲代支配财产、管束子代的权利得到法律支持。

这种差异民国之后因新的法律制定而逐渐改变, 解放后

基本上实现了亲子家庭地位平等。

因亲子地位不同主要限于解放前传统时期, 故这里

仅对代际关系的性别差异和刚性弹性之别进行考察。

(二) 亲子义务、责任履行有主动与被动之不同

这在代际义务上表现得很明确。亲子生命周期差异

决定了父母抚养子女在前, 子女赡养、照料老年父母在

后。中青年亲代对未成年子代的抚育多能尽心为之 , 而

子代对亲代赡养和照料则有被动表现。并且, 未成年子

女的抚养多在家内进行, 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子代成年后, 有的则分出单过, 与亲代形成两个生活和

经济单位, 赡养和照料往往需要利益和时间付出, 被动

特征比较突出。

(三) 亲子义务、责任、权利履行有阶层之分

除了解放后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和城市计划经济时代外,

家庭财富水平多有阶层之别。解放前最突出, 当代城乡家

庭收入差异逐渐显著。它会在代际义务关系、责任关系履

行和财产继承中表现出来。尽管无论家庭贫富, 亲子代际

义务、责任不容推托, 但实际履行方式是有阶层差异的。

传统时期子女教育安排 , 特别是私塾和科举教育,

中上层家庭比较重视, 但多数下层家庭没有这项投入。

女儿结婚时中等以上家庭有丰厚嫁妆陪送, 贫穷之户不

仅陪嫁很少, 有的还会借嫁女从男方获得聘金并沉淀为

收入。集体经济时代的农村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阶层

差异缩小, 家庭之间代际义务、责任履行无显著差别,

呈现趋同特征。但当代城乡家庭阶层差异又逐渐显著,

在子女教育、婚姻安排、财产继承等方面多有表现。

但应注意, 亲子整体关系质量并不一定与亲代在教

育、婚嫁等方面投入高低有直接关系。传统时代贫穷家

庭子代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心赡养、照料亲代父母者并

非个案; 而富裕之家子弟挥霍败家、不顾父母者也屡见

不鲜。不过, 不能否认这一点, 亲代对子女教育投入

多, 子女成才的可能性将增大, 并在社会职业竞争和事

业发展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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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子代义务承担有血缘、姻缘成员差异

在家庭养老社会, 子代对亲代的赡养、照料义务由

儿子、儿媳共同承担。男主外、女主内时代, 儿媳照料

之责重于儿子。在夫唱妇随、家庭就业、安土重迁的环

境下, 子代的这一分工得到较好的贯彻。儿子即使出外

谋生, 也多将妻子留在家中照料父母 (公婆)。但现代

社会, 城市子代夫妇均以社会就业为主, 不少人远离亲

代所生活的家乡。农村集体经济时代, 已婚女性家庭地

位提高, 且在生产中的作用增大; 非农化时代, 女性的

经济能力进一步增强。无论城乡, 专门伺候亲代生活的

儿媳已经不多见了。不仅如此, 儿媳在家庭事务中的决

策能力增强, 她们更希望独立生活。在家庭养老由家内

向家际转化中, 其所起作用很大。

在代际关系中, 亲子互为对方承担义务、责任, 并

享受权利。而中国传统代际关系以男系为传承链条, 尽

管亲代义务、责任没有差异, 但子代则以儿子为承担主

体; 另一特征是亲子关系中强调父权。而在制度变迁和

社会转型中, 民间社会男系传承形式虽得到保留, 但子

代义务承担和权利享有中的性别差异在法律上已被消

除, 并且城市中子女义务共担和权利共享的局面基本形

成。在我看来, 这些变化体现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也

是衡量和评估代际关系水平时不可缺少的视角。

四、结语

家庭代际关系是亲子代际之间义务、责任、权利、

亲情和交换诸种行为和功能的复合体。义务是亲子关系

的核心, 其中又分为亲代抚养、教育子代义务和子代赡

养、照料老年亲代义务; 责任中亲代所承担者主要是为

子代完婚, 子代则负责为去世亲代治丧、祭祀及传承嗣

续之使命; 权利是亲子互相继承财产; 亲情互动和交换

行为在亲子代日常关系行为中作用重要。

代际关系内容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类型制度、规范

的作用。随着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 代际关系内容及功

能也会发生改变。从解放前传统时期到解放后农村集体

经济时期、城市计划经济时期, 再到城市市场经济时期

和农村社会转型时期, 亲代义务、责任和亲情付出不仅

没有减少或弱化, 而且有的方面如教育投入、婚嫁费用

等有被强化的趋势。子代的义务和责任则呈现弱化之

势。这一变动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结果。需要注意

的是, 代际之间的传统平衡关系被打破, 代际关系中的

依附和独立、亲密和疏远并存, 代际之间相互不适应性

增加, 它容易引发代际矛盾, 甚至冲突。代际关系不仅

是家庭问题, 而且是社会问题。在社会变革时代, 它尤

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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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and its Changes

in Differential Periods of China

) ) ) An Ana lysis based on Combination o f H istor y and Reality

Wang Yues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 ents o f inter g enera tional r ela tionships in family and its changes in

the course o f instit utional changes and social tr ansfo rmat ion1 It att empts to acquire a m ore com prehensiv e

under standing to th e contem po rar y state o f inte rg ener ational r elat ions1 Acco rding to t his study , int er-

gene rat iona l relations are behav io r and funct ion compounds tha t include oblig ations, r esponsibilities,

right s, emo tional com m 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 een par ents and childr en1 F rom th e tr aditiona l per-i

ods to contem porar y t imes, pa renta l oblig at ions, responsibilit ies and family dedication have no t been re-

duced, but r einfo r ced1 T he oblig ations and responsibilit ies o f the of fspring show ed w eakening tr end1 T he

content s of inter gene rat ional r elations combine w it h the cor r esponding f unct ion1 T hese funct ions ar e dif-

fe rent bet w een par ents and children1 As society changes, functions of inter gene rat ional r elations are a lso

chang ing1

Key words: interg ener ational relations; pa rent- child relat ionship; contents of inter generationa l relations; in-

stit utional changes; so cial t ransfo 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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