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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本研究的目的：以费孝通的命题为出发点在中国，结婚和离婚是个人的私事还是公事？
对这个问题，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回答是：“结婚不是件私事。
”本书以费孝通的这个命题为出发点，探讨婚姻中的私事与社会干预的变迁问题。
费孝通的以“结婚不是件私事”为命题的文章，在论述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应该是具有
代表性的。
并且文章还概括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待结婚和爱情所持有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不过，费孝通的命题所论述的有关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旧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不能代表
现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费孝通的论文发表迄今已逾50年，我们现在还能否说结婚不是件私事呢？
1946年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了“结婚不是件私事”这一命题，那么，他为什么说结婚不是件
私事呢？
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这里，费孝通所说的私事，不是指和家庭或朋友有关的事情，而是指“个人的事情（personal affairs）
”。
根据费孝通的观点，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建立父母系生育，而不是西方社会中所谓男女间的爱情。
中国的婚姻是由社会力量产生的，并非像西方社会那样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男女相互选择的个人行为。
之所以这样说，其理由有三点：第一，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做当事人之间个人的事情
，别的人不加过问的。
配偶的选择非但受到社会的干预，而且从缔结婚约的那天起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也多多少少要
受到他人的干预。
这样，把男女间的婚姻关系就弄成了一桩“公众事件”了。
把婚姻关系弄成公事，是为了夫妻关系能够长期地得到维持。
通过它来维持长期的夫妻关系，进而达到“生儿育女”的目的。
因此，男女结婚成为夫妻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他人的干预。
第二，如果他人不予干涉，单靠“性的冲动”和“对孩子的爱”的话，不能建立起长期合作生儿育女
的关系。
假如婚姻并不意味着男女通过长期合作生儿育女，而只是确立男女结合或者异性关系的话，婚姻就成
了私事，他人没有必要进行干预。
因此，在旧家庭制度下，配偶的选择不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由意愿，而是由家长来决定的。
第三，为了使婚姻关系负有责任，社会制定法律来规范行为，对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要加以制裁。
单靠法律的制裁犹嫌不足，于是把经济关系等渗入婚姻关系中，以加强夫妇间的结合。
即使夫妻间一时感情不和，但会因牵涉太多而不至于离婚。
而且，进一步给婚姻附加上宗教的东西，使之意味着神圣不可动摇。
总之，与婚姻有关的法律、社会以及宗教的制裁，都是在维持人类生活中必需的传宗接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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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婚姻长期以来受到他人的干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婚姻不是件私事。
”民国时期，家长干涉私人生活领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中间集团干涉私人生活领域。
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被承认。
但是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日益把婚姻问题看成私人领域.社会对婚姻的干
涉也越来越少了。
　　该书是作者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而成的。
《中国的婚姻与社会干预的变迁》中，作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从公、私领域的视角探讨了中国的结
婚和离婚的特征；通过结婚和离婚.深入探讨了从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婚
姻中“私事”含义的变迁。
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在8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人们为了争取婚姻自由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每个历史时期
国家、社会对婚姻的影响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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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讨论离婚率为何上升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学者提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导致离婚率
上升这样的论点，即已婚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等被认为是带来离婚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
因。
①这个论点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考虑已婚女性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家庭经济环境，容易被认为只是关
注妻子方面的条件而展开的讨论。
实际上，因为离婚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把丈夫的社会经济状况或家庭收入等包括在内展开
讨论。
因此，考察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对婚姻的稳定（不解除婚姻）与婚姻的变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很
重要的。
这里所说的资源，是针对个人所拥有的职业、收入、学历、性别和年龄等而言的，一般来讲，性别和
年龄是先赋地位，而学历、职业和收入是成就地位。
学历、职业和收入相互影响的情况较多。
下面，考察一下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对婚姻的稳定与离婚有哪些影响。
1.职业。
在美国初期的离婚研究中，虽然有“就业女性增加”和“已婚女性经济自立”（Glick 8L Norton，1979
）带来高离婚率的学说，但离婚率的上升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增长的。
古德在1948年曾假设职业地位高的阶层中离婚者居多，但在1950年和1960年进行调查后纠正了自己的
假设。
也就是说，他发现职业地位低的阶层比职业地位高的阶层离婚率要高（Goode，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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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部分修订而成的，也是我研究中国离婚问题的一个总
结。
译成中文时，为了保持学术文章的完整性，除对个别章节和观点进行修订之外，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内
容。
在我国，从民国时期开始，虽然法律上承认了婚姻自由，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大多数民众没有结婚自
由和离婚自由。
离婚问题往往受到家庭、集体、社会和国家的限制与强烈干预，个人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离婚问题。
因为中国文化一向强调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人权利。
大多数民众习惯于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本书通过婚姻问题考察了“私人领域”（包括个人领域）和“个人权利”形
成的历史过程。
从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个人基本上没有离婚的自主权，而现在人们已经完全获得了离婚的自主
权。
这表明人们在婚姻领域中已经获得了个人权利。
同时，离婚已经普遍被认为是私人领域，集体、社会和国家基本上不再干预离婚问题。
现在，问题是当私人领域中发生性别歧视时，公权是否应该干预。
对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今后我们要继续探究这个公私领域的划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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