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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伦 理 的 新 向 度  

     ——“中韩日家庭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1年9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和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韩日家庭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
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这是中韩日三国学者在家庭伦理领域的又一次交流与合作，并就经济全球化对东亚传统家庭伦理观和道德观
提出挑战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参加会议的有韩国鲜文大学校总长李京埈博士、日本世界平和青年联合会会长稻森一郎
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教授，中韩日著名学者金锡珍、李德懋、李枰燮、黄烨周、罗国杰、陈瑛、焦国成、葛晨虹、龚群、沙莲
香、苗润田、赵艳霞、李茂森、畅征、韩大元、陈岳、方长平等。伦理学与道德研究中心主任焦国成教授、韩国鲜文大学李京埈校长及副
主任葛晨虹教授主持了会议。  
  在会议上，韩国鲜文大学校总长李京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瑛研究员、日本世界平和青年联合会会长稻森一郎先生、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龚群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会议主要就父母子女的伦理、夫妻之间
的伦理、同性恋问题、青少年性问题、未来家庭伦理的展望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                                            

一、父母子女的伦理                         
  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中韩日三国都非常重视父母子女的伦理关系。  
李京埈博士指出：以前韩国是农业社会，这样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以家长为中心的父母子女间的伦理关系。父母在家庭里是绝对的权威，也
是家庭的代表。传统的“孝”思想强调子女对父母权威的绝对服从，是子女对父母的单方面的关系，“孝”是“德”的根本、“仁”的根
本、“人伦”的具体表现。韩国工业化以后，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以家庭为中心变成以个人为中心。但是，传统的“孝”观念很难改
变，这意味着韩国社会“孝”思想实际上变化不大。  
  稻森一郎先生认为：日本伦理观的项目特征是“忠”和“孝”，说的是对君主和父母的态度。但是，在日本“以忠为先，以孝为
后”，这与中韩两国“忠”“孝”一致是不同的。在日本有这样的说法，“要忠于君主就不能孝于父母，要孝于父母就不能忠于君主”，
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把“孝”放在其次。二战后，由于受美国西方观念的影响，人们倾向于追求财产和富裕的生活，不再重视伦理道
德。祖父母、父母、子女三世同居的家庭减少，父母、子女二世同居的家庭增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龚群教授强调：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就是“孝”。“孝”是传统社会子女孝顺父母的道德规范，是如何做人的基
本要求，不仅处于家庭伦理的核心，而且居于社会规范的核心地位。中国以“孝”作“忠”，即只有在家做孝子，才能在社会上做忠臣。 

二、夫妻间的伦理  
  东方社会中的夫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有着较大的差别。  
  李京埈博士认为：韩国家长制的传统支配了夫妻间的伦理，表现为丈夫控制妻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是维持家庭的根本，而妻子则
奉养公婆，这表明韩国传统家庭伦理重父母子女间关系而不重夫妻间关系。由于受现代教育的影响，现代韩国夫妻之间，尤其是年轻夫妻
间伦理关系更加平等。尽管如此，韩国社会中的夫妻关系与西方社会相比仍不具有独立性。  
  龚群教授指出：家庭成立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婚姻，但传统家庭中男女夫妻关系是从属地位，从属于父子的代际关系。婚姻当事人男
女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片面要求女子的忠贞与服从，这是从男女家庭的差序结构来看的。从传统差序男女关系到现代男女关系的转
变，关键是平等。现代婚姻具有双层关系：自然和情感。当这两层关系丧失，婚姻也就面临着死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发生了根本变
化，从生育和生产单位向情感的共同体转变。现代男女平等原则的确立，使夫妻关系处于核心地位，代际关系弱化。  

三、同性恋问题  
  同性恋挑战着东方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焦点话题。  
  稻森一郎先生剖析了日本的同性恋问题：在日本许多大学里有同性恋的俱乐部，至于从医学角度来看同性恋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可
是我认为这是违悖自然界规律的。动物等从没看到过同性恋，但是人却有同性恋，所以我认为人在这方面还不如动物。正确地调节性问
题，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性问题，它可以破坏到一个家庭、社会、国家。  
  韩国学者李枰燮先生认为，纯洁运动是必要的，同性恋问题以及其他伦理问题应从这里考虑。人类问题的解决要在家庭伦理上开始，
因为在根本性上寻找很难，纯洁运动从具体问题着手是比较好的。  

四、青少年性问题  
  中韩日三国现代都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性自由”、“性解放”思想的影响，青少年对性产生了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因此，青少年性
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陈瑛教授指出：现代中国青年受某些思想的影响，在性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困惑，表现为灵与肉、动物性与人性的矛盾。陈教授认为人
与动物有根本的区别，人性不仅是对动物性的否定，而且是超越；人不应象动物那样“有奶就是娘”，应有自己的尊严。性关系实际上不
仅是肉体关系，更是精神关系；不仅受先天本能的驱动，更受后天教化的影响。在这一关系中，不是动物性而是人性；不仅是感性，而且



是在感性之上的理性。幸福的性关系应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精神更重要；生理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社会性更重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义务更重要。幸福的性关系应是郑重的、严肃的、科学的，应是包含了一种美的、待定的东西。同时，陈教授指出，建立幸福的性关系的
关键在于社会进步。  
  稻森一郎先生认为，性问题对人类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在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很好地解决性问题的话，我们就把他叫“救世
主”。日本青少年性问题，尤其是中学生很严重，有蔓延的趋势。中学的女孩子需要钱来玩，大人们就利用她们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种
情况下，日本提倡纯洁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沙莲香教授指出：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不管现代化到什么程度，“性解放”、“性产业”都是不应该的。
当然有人说尽管不主张，但实际上存在。可是，存在是一回事，社会提倡是另一回事。再有，日本的问题应引起中国的特别注意。日本90
年代初，是女大学生与成年男子之间的性关系，现在变成女中学生与成年男子之间的性关系。这对中国来说，值得全社会注意，不要等到
洪水泛滥时再讨论。  

五、未来家庭伦理的展望  
  李京埈博士认为，未来的家庭伦理应重视个人的自由、平等关系，以后的伦理规范应保障个人的幸福生活和家庭共同体的面目。传统
的“孝”思想面临很大变化，但不是全面的抛弃。伦理的取向是形成家庭共同体，它是通过对个别化、利益极端化的克服，主张利他的家
庭、为别人的爱情；强调家庭成员担当有责任的个体，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兄弟与姐妹都是对对方有责任的存在，这是家庭的真正
面目。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纪，需要重新确立家庭伦理，确立人类新的价值观，这对人类的未来很有意义。  
  稻森一郎先生指出， 从１９９０年后，日本在经济、精神方面处于闭塞状态，我们现在需要伦理革命，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内容呢？
有关教育方面的人士都为之苦恼。我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启发。  
  陈瑛教授认为，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家庭并不是结束，应预示着新的家庭结构，它应是既重视亲情又重视爱情、既重视生活又重视传
统，这是把纵向与横向结合起来，在宽容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的联合体。  
  此外，焦国成教授就韩国学者提出的“包二奶”和“重男轻女”现象作了回答，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重
婚罪都要受到法律惩罚，就是对旧中国的**制度也进行了清理。但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确实有暗*的存在，而且为数不少。现在又出现了
“包二奶”现象，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重男轻女”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原因有三点：一是农村体力劳动的需要；二是社会地位的
保障，没男孩要受到歧视；三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经过计划生育以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独生子女增多，“重
男轻女”现象有了很大改观。韩国和日本学者还谈了本国的离婚率问题与敬老问题。李京埈博士指出，在韩国离婚率增长很快，结婚后三
对夫妻就有一对要离婚的。对待老人方面，以前是长子奉养，现在只要有能力都可以，父母单身的也可以再婚，而且很多。稻森一郎先生
谈到，在日本离婚率是25%，但日本有一个现象叫家庭内离婚，即在家庭结构上是完整的，可是夫妻间已经没有了爱情和夫妻之实，实际
与法律上的离婚是一样的。两者加起来，离婚率能达到60%。至于敬老的问题，现在有许多老人住在敬老院。还有这样的情形，父母子女
不住在一起，但离得很近，可以经常往来，双方都很高兴。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没有家庭的和谐，便没有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此次会议是中韩日三国学者就家庭伦理方面的一次学术交流，
它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探讨，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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