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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中国高离婚率的积极含义在于社会更包容和人们尤其是文化高及经济地位上升的妇女享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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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逐渐攀升的离婚率成为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与当代中国社会剧变相伴的离婚率的飙升# 意味

着社会愈加包容$个人自由增加及婚姻自主性的提升#

也成为危及中国人$家庭及社会和谐的问题%

解放前的婚姻多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结果%

包办婚姻之家族联姻似乎很少顾及结婚当事人的情

感$意志% 但实际上双方父母会讲究门当户对#也会适

度考虑双方个性%虽说以前法律许可离婚#但经济不自

主及&好女不嫁二夫'之类习俗非难之#故包办婚姻大

多稳定%当然也有离婚的时候#不过这基本是男人基于

&七出'

!而享有的特权#女人则难不从夫% 因此很多女

人就一辈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遇到好男人是&命

好'#反之就自认&命苦'而苟活#或在&为了孩子'的生

存信念下支撑下去% 基于对江村农民的调查# 费孝通

说(&如果婚姻不美满#那是命运%这个态度实际上有助

于维持夫妻关系% '

E>F但认命所致的婚姻稳定不一定合

理#因它以牺牲个人自由与尊严为前提%解放初新中国

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很多困于不良婚姻囚

笼中的人们得到大解放#尤其是&娜拉们'G因此有了合

法的摆脱不良婚姻泥沼的出走机会% 这种背景下的离

婚有两个特征(一是基本从无到有#自然相对很高+二

是离婚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表现%

而今# 婚姻自由的社会舆论及法律保护已在中国

实践 H=多年了# 也基本不存在包办婚姻之不自由#更

无明目张胆的买卖婚姻#尤其是近 I=年来经济飞速发

展#婚姻物质基础也越发雄厚%那么当代人的婚姻基础

理当更安稳#该更可能在家庭中享受人伦之乐%然而与

之相悖的是#近年来城乡离婚率都一直上升% 例如#据

;=>>年 J月 <日成都市统计局发布)成都市人口婚姻

状况简析* 显示# 成都 ;=>=年结婚少而离婚多(&;=

岁,;J岁未婚人数占该年龄段总人数的近六成#而这

个年龄段恰好属于 K=后年轻人%成都的离婚和结婚比

率已经接近 >!I#有的区7市:县离婚人数与结婚人数的

比率甚至达到了近 >!;% '再如北京#中国社科院人口学

专家唐灿指出(&北京市结婚率持续下降#婚龄推迟#丁

克家族和不婚者的数量不断攀升# 年平均每天不到两

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市离婚率自 <=年

代末以来逐年增高% '

E;F

从婚姻社会学看# 离婚率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

系数上是合理的#反之#则表示可能存在婚姻压制#个

人自由受束缚#而过高则意味着社会舆论愈加宽松$对

个体情怀更关注以及个人自由度增加等进步# 也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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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过于自由!而危害社会稳定与家庭安宁" 在 !"世

纪 #"年代末的西方!经历了青年造反后的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家庭对人生# 社会的价值! 认为家庭是人生的

$避风港%"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指出!家庭#同

侪之类的初级群体&)*+,-*( .*%/0'是$人性的养育所%"

孔德&1($%,2''尝言)$社会组织之单位不为个人!而为

家庭" %对更在乎家庭的传统中国人来说!人是$家%的

人" 反之!一个人若成不了家!也成不了人* +礼记(!

义,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

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 %

+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之实质是基于血

缘与亲情的稳固的情感纽带!家乃中国社会的基础"传

统上家可$收族%!即从水平上团结族人!亦可$敬宗%!

在垂直方向上把世代的人连结在烟火相续之生存链条

上"此外!家也是作为$家%的人之生存基础"而今!不断

攀升的离婚率虽意味着自由!但也有违于$男有分!女

有归"%若无家可归!则必然影响青少年心灵健康!也危

害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

二!共同体的弱化影响婚姻稳定"

高离婚率的社会学分析

托夫勒尝言)$今天的家庭破裂! 是工业化总危机

的组成部分" % 中国当今的高离婚率是社会急剧工业

化#市场化#城市化等总体性变革所致共同体衰微背景

下的个人自由表现! 也是个人孤独及社会不和谐的症

结"目前!家庭#家族#生产队及单位等形式的共同体或

衰退或终结! 从中走出了人们尚未建立新的合理的人

际纽带"社会转型期间!与高离婚率有关的社会及心理

等缘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原因

34家庭核心化

从婚姻相关人看!中国婚姻经历了从$家族联姻%

到$个人婚姻%之变"这益于个人自主!但不利于婚姻稳

定"传统中国人大多生活在大家庭中!婚姻的缔结是两

个家庭的事! 而非单纯个人结合" 大家庭利于婚姻稳

定!一是家庭成员都是$家%的人!因此较少地争$个人%

自由权!而更多地承担对家的义务" 相对于争自由!承

担义务更利于家庭稳定" 二是大家庭中小夫妻承担相

当有限的责任!闹矛盾的机会不多"三是大家庭基本是

自治组织!家长就是权威" 如小夫妻不和!大家长就可

管教"

与之相对!由于西化的法律引入及现代化的结果!

国人的婚姻越来越摆脱传统的家族联姻特质! 而越发

呈现个人化色彩"于维敏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

发展和人的自我独立意识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恋爱自由#自主婚姻是提高婚姻质量的必要前提" 人

们的婚姻生活越来越有了一种个体化的特征"%

567现代的

核心家庭固然不存在大家庭对个人有所压抑! 个人愈

加自由! 但也因缺乏大家庭对于婚姻的保护机制而不

利婚姻稳定)第一!个人意识较之于前更强!义务感则

降低-第二!全面承担家里事务!争执的机会多一些-第

三!一旦吵架!家里就两个人!没有家长来劝和!如双方

执意离婚!立即就可以去离婚"

!4调解机制的缺失

以前中国社会基层存在非组织的调解机制! 可化

解社区内包含婚姻在内的很多矛盾" 例如在改革前的

生产队里!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的目光中"夫妻吵架一

般请双方长亲#村干部或相户!来评理" 评理的宗旨是

$劝和不劝离%" 一般是对双方都加以批评!随后说$你

们要如何如何!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这里的$要如何如

何%是教化"只有在上述权威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才去公

社办离婚手续"公社干部与村民都熟识!他们自然知道

乡村社会众所周知的$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道

理!因此在公社最终办离婚的人少之又少" 在城市!以

前人们生活的大院里也有很多熟人! 他们也起到协调

夫妻关系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单位解体! 生产队成为历史的记

忆!甚至很多初级群体如家族#村落也被市场大潮冲得

几近名存实无" 共同体松散了!人们愈加自由!但是自

由太多或限制太少也不好! 因为毫无限制的自由意味

着$存在就是虚无%的境地"以如今的城市来说!很多人

的恋爱#结婚#婚姻生活乃至离婚都是非常自由的个人

行为)只要两人相好并愿意结婚!很可能不通知双方父

母!就去民政部门登记" 婚后两口子要是吵架!住在高

楼内!比邻而居的就是防盗门内的陌生人!几乎无人劝

和" 在缺乏有效调解机制的情况下!见惯的是!很多夫

妻只要愿意离婚!就去请律师!这主要是为了如何分割

财产* 并且!律师一般只管为委托人进行权利之争!而

不管教化"

64社会流动加剧

婚姻生活内在包含稳定的家庭生活! 需要夫妻共

同面对日常生活之甘苦" 而今社会流动加剧造成很多

人走出家庭所属社区! 导致家庭生活贫乏而影响婚姻

稳定"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流动性与现代性成正比!

现代性具有$轻快#易变#不确定性%" 现代性因其不稳

定性或流动性致使稳定的社会关系难形成! 而造成家

庭及地缘关系弱化!甚至无国籍感"

近年来如下两类人群的社会流动影响婚姻)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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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 !"#亿的农民工群体! 以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为

例" 农村里很多年龄稍大的妇女都在家里带孩子干农

活"而男人们过年后只身去千里之外的城市打工!民工

潮冲击了农村人的婚姻!#$离土%不仅改变了农民的就

业&提高了农家的经济收入"也导致了城乡文化的交融

和农民观念的改变" 引起广泛注意的是近年农村离婚

率的不断上升" 在局部地区甚至超过了城镇的平均水

平"$离婚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真正的社会问题%'(

$#%另一

类是由于已婚男女不在家庭所在地上班而造成夫妻长

期两地分居的家庭)此外"垂直方向上社会地位沉浮也

造成夫妻间距离加大而影响婚姻稳定! 日渐加剧的流

动除了难于维系稳定的家庭生活外" 还因为交往关系

性质的改变而改变人心性!例如"相对于故土的熟人社

会关系" 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城里更多地面对赤裸裸

的交换关系"这种非社会性的交换会改变他们的心性"

使他们可能与留守在家的妻子关系疏远!

#"经济压力加大

市场化改革以来"大多中国人面临如此悖论*经济

逐年发展"而家庭经济压力如影随形地加大) 以前"经

济固然落后许多"但人们的需求没被刺激出来"花钱的

地方不多"低经济水平与低层次需要相应)很多婚姻中

人即使艰苦"倒也知足) 而今"中国家庭变+穷(的原因

如下*一是以前中国人较多地生活在家族,宗族等共同

体中"而今共同体弱化"个人面对市场"个人比共同体

脆弱-二是市场化机遇多"但风险也多-三是市场改革

直接以利益为动机) 社会比较及广告无时不在激发欲

望)往日的奢侈品如手机&汽车等"转瞬变作今朝的+必

需品() 欲壑难填"满足欲望的能力总是低于欲望的发

展) 最后"市场化取消了很多福利"并且买房及教育等

负担加大) 而今"很多人即使已经很努力"依旧难应付

读书&买房等花费"更不要说买车等新兴+必需品(. 经

济压力造成很多夫妻吵架离婚)问题不仅如此"经济压

力首先使人结不成婚) 中国人常说*+成家总得有个

窝() 栖身+蜗居(者"遑论结婚/

!二"个人原因

&"+爱的能力(匮乏

离婚率的飙升与现代人的心性改变有关) 弗洛姆

指出"现代人的+占有(冲动取代了+生存(的根本价值)

爱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特质) 爱是给予能力*+对那些

有创造性的人来说" 他们对于给予的理解就是人的宽

广心怀的最好展示"人正是因为用于给予"才能够体验

到自己的度量, 财富与活力" 体验这种活力带来的快

乐) (

$'%((占有心压抑了爱的能力"使很多人不是不想去

爱"而源于+爱的能力(的贫乏而影响婚姻的缔结与维

系) 现实中"很多人无爱的能力"而本末倒置地为+被

爱(而经营*+很多人在爱情面前首先问$我被对方爱了

吗/%而根本不去问自己是否有能力爱对方)基于此"他

们会为自己成为被爱的人而殚精竭虑) (问题在于"被

爱的基础是郎才女貌,资产等身外物"而非人"这自然

影响婚姻稳定)

库利0)**+,-1指出*人性产生于初级群体中) 然

而"由于初级群体生活的减少"以至于现代人的心性境

况是自由"但孤独) 即使试图走出去与人交往"由于社

会性低下而难与人交流)在现代中国"人们曾经生活的

熟人社会越来越受国家与市场的冲击造成哈贝马斯所

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主体间性0./0,123456,708980-1

或沟通能力减弱) 偏重技术的现代教育以及讲究理性

的城市生活方式都可能损害沟通能力) 很多人不仅不

会谈恋爱"不会与包含爱人在内的家人沟通"甚至不会

与人沟通)

婚姻专家以为* 一是以前的婚姻生活中不重视情

感"当代中国人越来越注重婚姻情感-二是越来越多的

离婚与婚内情感不和有关"甚至与婚外+情(剪不断理

还乱)物质丰富后精神追求凸显"也有一些人缘于爱的

能力匮乏"无能力去爱自己的伴侣"过多要求伴侣爱自

己) 在伴侣无法给予的情况下"便去外面寻求+情感(

233与其说是情感"不如说是情欲的慰藉"情欲满足之

短暂性及虚空性驱使很多人进一步饮鸩止渴'

实际上"在改革前以及传统生活下"由于初级群体

生活的丰富"人们更多地+经验(社会"人们的沟通能力

更好!

' 对于夫妻关系"人们常说"+两好合一好(' 合一

好的前提是自己首先好' 好"是讲究义务"多为对方考

虑"讲究+让("而非更多地在+争(他人的+给(.

!"责任感低

激情婚姻或利益婚姻" 都因对人自身的责任薄弱

而使婚姻不稳'

先看激情婚姻'激情是生命力的象征'但就像不受

限制的核武器可能会毁灭地球一样" 不受规范限制的

激情又会反过来毁坏生命本身'爱情需要激情"单纯的

激情不足以成为婚姻的基础" 甚至恰是婚姻不稳定的

原因'激情之力可能使人无视任何顾虑*+通常"强烈的

情绪尚可压抑得住"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激烈的冲动

足以凌驾其他一切客观环境"排斥一切顾虑"以一种难

以置信的力量和忍耐"打破所有的障碍'(

$:%因缺乏平衡

激情冲力的规范力量"加之激情本身之不稳"因此"一

见钟情的爱情是可能的"而一见钟情的婚姻难稳定'弗

洛姆说*+从本质上说" 这种奇迹般的爱是不可能持久

的'当他们俩彼此开始真正了解时"那种突如其来的亲

&'



密感就会越来越淡漠! 当这种感觉退化到一点信任都

不存在时!取而代之的就是对立"失望和厌倦了# 问题

是当初双方都不会意识到日后这方面的危机! 其实他

们是被强烈难捱的激情迷惑了$%

!"#$弗洛姆所说的这种

现象就如今天国人常见的&闪婚%$ 与之相对的是&闪

离%$ 有人说'&(%&后)到了适婚年龄后!由于都市生活

节奏快!人心容易浮躁!一些年轻人因为一时的冲动!

相恋不久!就赶在 '月 '日"情人节等这样具有象征意

义的日子登记结婚$但由于婚前缺乏深入了解!过了不

到半年就分开了$ 类似这种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就草率

结婚的(闪婚)行为!婚后感情基础不牢固!发生矛盾后

不懂得自我调适和双方谅解!便以草率离婚告终$%

!(#另

外一种激情直接威胁婚姻! 那就是现代很多人不受责

任限制的情欲$ 中世纪西方人追求仅关乎上帝而无关

肉体的生存之&意义%$文艺复兴以降!人们反过来抛弃

上帝而单纯向往肉体之&快乐%!是为人本主义之发端

与宗旨$物极必反!人本主义有其合理性!但矫枉过正$

中国经济发展后! 一些受西方影响而精神无法安顿的

中国人!也陷入这种激情陷阱!身体成为最后的&救赎

品%$身体是消费的主体"对象及工具'&在消费社会中!

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

品! 它比负载了全部内含的汽车还要负载更沉重的内

涵$ 这便是身体! 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

品$ %

!%#加之一些学者时空错置地在一贯中庸的中国反

抗中世纪的禁欲以及理性的压抑! 以人权斗士之势鼓

吹&换偶%权利$ )&&'年!&换偶%这种新生事物居然实

践到陕西省的偏远的县里了$

利益婚姻也不稳! 因为利益本身所能够赋予满足

与快乐总是转瞬即逝并且最终叫人感到虚空! 它所支

撑的婚姻也因此难稳定$ 对于利益所致的快乐的脆弱

与虚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把地球上所有的财富都

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到头发根$ 这个

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如当下

流行的 &宁愿在宝马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一句

话!固然值得批判!但也是现实社会金钱化造成很多人

无可奈何之举$但过于看重金钱必然影响婚姻的稳固$

此外!风险社会**+,- ./0+123+里的利益也不稳!因此利

益婚姻也难稳定$

三!重建初级群体"以社会均衡发展与

责任感培育降低离婚率

中国社会近 4&年剧变造成共同体衰微!而个人突

显$ 这一方面使人从共同体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而获得

消极自由!不无解放意义$ 另一方面!消极自由仅具形

式合理性! 而真正的自我实现之积极自由还要求'从

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人!再度以合情合理的方式结合

在一起$ 否则!单纯的消极自由可能使人陷入马克思

曾说的英国工人的境地!自由的一无所有$ 当前中国

的高离婚率!一方面彰显了前所未有的离婚自由以及

社会包容$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较之于以前大多处于

依附地位的妇女!而今很多妇女因文化提升,自主意

识增强或经济独立成为离婚主体$ 例如成都高新法院

对 $5" 件离婚案调研显示'&起诉离婚近七成原告是

女性$ %但是!如亚里斯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社会+动

物$ 反之!个人之孤岛上无真实的自由可言$ 因此!比

消极自由含义上的离婚自由更重要的是'如何减少离

婚!或更多地让人在合情合理婚姻生活中真实地实现

积极自由$ 要做到这点!起码需要与初级群体生活有

关两个条件'也即作为社会条件之社会均衡发展以及

责任感之人性培育$

社会均衡发展需要传统的延续!重建初级群体$当

代中国有些处于涂尔干所说&失范%*67/8+1+的境地!

很多合理的传统价值没很好地继承!而新价值尚未建

立$如果说!49年前中国人在共同体中的生活太压抑!

而今天的个人则有些过于自由!而限制太少$ 黑格尔

说'不受限制的自由会置人于恐怖的境地$ 这种自由

影响包含婚姻在内的一切群体生活$ 例如!作为离婚

主力军的 %&年代人的离婚率 :&倍于其他人群!这与

当今社会变革有关!也与他们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所

过的初级群体生活过少! 限制太少而自由过多有关$

共同体的纽带衰减会影响婚姻稳定'&熟人社会向陌生

人社会转变的过程- 陌生人社会中社会约束力明显减

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诱发离婚"但能

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 %

!'#

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失衡就是奥格本所说的 &文化滞

后%*;<=2<>?= @?A+'经济发展快于制度变革!而制度变

革快于文化适应$ 奥格本还指出!文化失调危害生活!

因此需要在作为社会遗产的文化中寻求调适'&人们在

社会失调期间也可以生活的! 但是却不能说这种生活

是满意的! 或者说不必再在社会遗产中求一个较好的

调适了$ %

!:9#这种调适包含重建基于群体生活而形成的

社会纽带$ 反之!作为人生支持的初级群体的匮乏!人

可能沦为直面充满风险的市场与强大国家的自由而孤

弱的个人$因此重建合理保护人们生活的初级群体!是

维系婚姻稳固的支持因素$另外!个人责任感的培育也

必须根植于具体经验的群体生活! 正是具体的群体生

活中!才可养育人性$

当然!不可否定!当代离婚率的升高也有其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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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诸如它是女性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变迁的结果!

体现了婚姻主体夫妻双方更为关注婚姻的质量! 是以

人为本与历史发展进步的表现" 相对于以往缘于依附

性所致的低离婚率而言! 当前的离婚率飞升一定程度

上也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增加#$争取离婚自由! 犹如争

取婚姻幸福一样! 说到底是争取个人自由权利的问

题% &

!""#可以说!作为离婚主力军的 $%后这代人打破了

父权制%但是!打破不合理的限制!不是真自由!真自由

还要再度合情合理地与人结合! 在维护个人自由独立

之外!还需有能力建立和维护家庭的独立自由!从而在

中国式家庭生活中实现中国式自由%

注释!

!!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窃盗$嫉妒$恶

疾"% 相对的是!三不去"&即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以及

前贫贱后富贵% !七出"与!义绝"$!和离"一样都是古代的离

婚方式%

"相者&面子也% 相户一般不必是村干部&也可能是有能

力&对人公正而又热诚为村邻帮忙的有权威和面子的人%

#城里邻里关系基本是墙与墙的!客观"关系#尽管常见

面&并不怎么说话&更谈不上情感交流% &%%'年春&笔者父母

从安徽老家的村子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没几天&就与小区的其

他也来自农村的老人们熟识了% 笔者当时很惊讶&后来细想#

原来这些较少经历城市生活& 较少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们&或

无现代人自诩的独立自由&但社会性却强% 单有个人自由&而

无合作意识&将叫人割裂于社会&在!自我"之孤岛上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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