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学书目  

评论和争鸣  

新作提示  

数据资源  

国外文摘  

资料向导->家庭学书目

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3版) 

作者：落合惠美子著、郑杨译  发布时间：11/03/08  点击率：734  

  

       

书    名：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3版)  

作    者：落合惠美子 

译    者：郑  杨 

出 版 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 

  

内容简介： 

《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3版)》是将日本作为素材来探究近代是如

何改变家庭的一《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3版)》。该书探讨了走过资本

主义近代化道路的社会所经历的家庭和社会性别的变化。落合教授将日本在1955

～1975年形成的稳定的家庭结构命名为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指出随着支撑

日本家庭的三大主要条件的消失，稳定的“家庭的战后体制”也将结束。书中运

用大量的数据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家庭”的诞生、普及和变

迁，还展望了21世纪家庭的新趋势.对家庭的多样性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 

中国和日本虽然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但两国社会都经历或

正在经历着诸如离婚率的攀升，出生率的下降，单身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

等新型家庭不断增多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们相信落合所提出的针对日本家庭的预

测，也必将会给正在不断变革的中国家庭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落合惠美子 

落合惠美子（Ochiai Emiko），1958年生于日本东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

研究科教授。落合教授是继上野千鹤子、目黑依子之后崛起的日本第二代女性学

研究学者，她立足于家庭史研究和女性学研究。不仅作为主张男女平权的日本先



 

锋学者得到学界的肯定.而且她和山田昌弘、濑地山角等前沿学者关于男女平权

和近代家庭的一系列研究使得在日本刚刚兴起的男女平权、性别歧视研究得以在

日本社会学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主要著作有：《近代家庭的转折点》（角川书店2000年），《对个人的探

求》（共著，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3年），《变貌的东亚家庭》，（共著，早

稻田大学出版社，2004年），《前工业化时期日本家庭和生命周期的社会学研

究》（京都大学出版社.2005年），The Japanese Family，System in 

Transition（LTCB Internation Library，1997）等。 

译者简介： 

郑杨，1972年生于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2005年获得大

阪市立大学教育社会学博士学位。专业为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代表著作

《孤独的中国小皇帝——都市家庭的育儿环境与儿童的社会化》（大阪公立大学

出版会，2008年），译著《婚活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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