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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亲子关系在中国的家庭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子代 

年龄的增长和变化，亲子关系有不同的阶段和特点，研究亲子关系的特

点和变 

化规律，协调好亲子关系，对于建构和谐家庭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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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亲子关系和我国的纵向家庭关系传统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是沿着婚姻和血缘两个链条展

开的。婚姻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血缘关系的核心是亲子关系。夫妻

关系和亲子关系构成了家庭结构中的基本三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

生曾经引用了雷蒙德·佛思的 

话：舞台上或银幕上的三角是二男一女（近来也有二女一男）间爱的冲

突；可是从人类学者看来，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三角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

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

关系———夫妇和亲子。这两种关系不能分别独立，夫妇关系以亲子关

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是三角形的三边，不

能短缺的（费孝通,1981）。 

对于“横向”夫妻关系而言，亲子关系是“纵向”家庭关系。西方

国家的家庭注重夫妻关系，讲求夫妇有爱，以横向家庭关系维持纵向家

庭关系。我国的家庭传统是重视亲子关系，讲究夫妇有别，以纵向家庭

关系维持横向家庭关系。儒家在论夫妇关系时，是讲夫妇有别，从不讲

夫妇有爱，夫妇关系是靠亲子关系来维持的。因此，研究代际关系的变

化、特点和规律，是协调家庭关系，建设和谐 

家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协调亲子关系，建设和谐家庭 

 

（一）子代婚前亲子关系中的“代沟”问题及其协调 

所谓“代沟”是指两代人因年龄、生理、心理和社会经历的差异而

产生的影响相互交流与沟通的“鸿沟”。在家庭中“代沟”普遍存在

着，甚至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是影响家庭关系和谐的因素之一。 



人类子体对母体的依赖时间相对较长，一般在13～15 年左右。在

这段时间里（亲代）父母对于子代（子女）占有支配和主导地位，有权

威性。父母不仅抚养子女，还要教育子女，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社会化

过程，此时的亲子关系以父母支配子女和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为主要特

征。而当子女逐渐长大成人，“代沟”问题变得突出了。根据心理学分

析，脱离了儿童期的青年从心理上发生了不同于儿童期的巨大变化。引

起这种变化的首先是生理因素，即性的成熟和身高体重的迅速增长。当

青年人开始走入社会，逐渐产生了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他们意识到

不仅社会和家庭要对自己负责，自己也要对社会和家庭负责。他们预感

到 

未来还要组织自己的新家庭，要对自己的儿女后代负责。这些心理的最

初表现是要求在家庭和社会上得到承认，表现在对父母“反抗”和要求

独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事物，生活自立，经济自立。 

此时，亲子之间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兴趣爱好、行动节律等许

多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亲代如果能认识和把握这个客观规律，及时实现亲子关系中的角色转

换，改变过去的行为模式，充分尊重子代要求独立的心理和愿望，使子

代顺利地成长起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就能减少因“代沟”产生的

矛盾、对立和冲突。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父母并不能意识到这点，还习

惯用过去管教子女的方式继续管教子女，并因此出现矛盾和冲突。 

总而言之，子代婚前亲子关系中的“代沟”问题是普遍的，客观存

在的，协调亲子两代人的关系也是多方面的。亲代能否随着子代年龄的

增长，不断调整教育子女的方法、内容和方式，在子代成长、成熟，要

求自立时，不失时机地让他们独立，是能否协调好子女在青春期和青春

期以后亲子关系的关键。此时期亲子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方面在亲代。 

（二）子代婚后亲子关系中的“代沟”问题及其协调 

亲子关系中的“代沟”问题不仅在子女结婚前存在，而且在子女结

婚后依然存在。由于子女结婚后，家庭中增加了新的因素，增添了新的

角色，亲子之间不仅有“代沟”问题，还有新的婆媳关系问题。它使两

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从家庭社会学中心场理论上说，夫妻关

系是家庭关系的中心。一对夫妻一个中心，两对夫妻两个中心，多对夫

妻多个中心。中心本身有向心力，中心与中心之间则会有排斥力、离心

力。按中国的父系家庭传统，儿子结婚娶媳妇进家，家庭中至少有了两

个中心，中心之间相互排斥，家庭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 

从古到今，婆媳关系较难相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婆媳关系

也是代际关系，如同亲子关系中的“代沟”客观存在。其次，婆媳关系

的出现会引起亲子关系的变化。从规律上说，儿子娶媳之后，自然亲近

儿媳，亲子之情被夫妻之情取代。儿子由从小对母亲的亲近和依赖转为

对妻子的亲近与爱。由于子媳间全面互动与合作，儿子的生活重心也由

原来的父母家庭转移到自我小家庭。这种变化使母亲常常不适应，有一

种相对剥夺感。儿子本为母亲所生，所养，所亲近，现在转向亲近儿

媳，做母亲的多有“失落”，一种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另一个女人夺走的

感觉油然而生。甚至会因此把对儿子的意见转移到儿媳那里，亲子之间



 

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因此而升级。第三，从日常生活上说，婆媳之间在家

庭经济、家务劳动、生活节律、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子女抚养教育问

题等方面都会有差异。今天做儿媳的青年妇女一般都有职业，有收入，

都很“自我”、“自立”。如果儿子结婚继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组成

大家庭，婆媳天天面对面，则问题更多。婆媳可能都要争夺在家庭中的

发言权和对家庭事物的支配权。以操劳家务为主，希望维持原家庭秩序

的婆婆，和以参加社会劳动为主，希望以自己新家庭为中心的儿媳常常

会发生冲突，并将公公、儿子等卷入，造成家庭人际关系紧张。 

如今，男女平等，亲子平等，家庭成员一律平等，婆媳在地位上自

然平等。然而，产生婆媳之间矛盾的各种客观因素还存在，因此，婆媳

矛盾和冲突依然普遍。依照中国传统家庭的理想，是大家庭好，儿女结

婚不和父母分家。因此，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家庭是婆媳共处的主干家

庭。在日常生活中婆媳频繁互动，也是婆媳矛盾时常发生的现实原因。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是说家庭的不同方面对家

庭人口多少的要求不同。在传统农业社会，从生产劳动的角度说是人多

好，家庭是生产劳动单位，人口多，劳动力多，好种田。但从生活角度

说，则是人少好，人少消费少，家庭负担轻，人际关系简单，生活比较

舒适。今天社会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家庭已经不

再是生产单位，而是生活单位，显然人少比较有利。现代人讲求自我和

个性，而大家庭把人数众多、不同代际的人都集合在一起，不利于家庭

成员个性的发挥，自我的实现，不利于不同年龄的人保持自己喜爱的生

活方式，不利于家庭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因此大家庭（包括直系三代同

堂的主干家庭）越来越少，而只有两代人的核心小家庭越来越多。在家

庭生活中婆媳是分离的趋势。然而，无论社会生活怎样变迁，绝大多数

家庭都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绝大多数儿女也要结婚，因此婆媳关系

仍然客观存在。 

从现代社会生活角度看，亲子之间、婆媳之间保持距离的交往，关

系比较容易协调。要协调好儿女婚后的亲子关系，一方面，要在亲子之

间、婆媳之间提倡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子女长大成人，要尊敬和赡养

父母，两代人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热爱。另一方面，则要

建立现代家庭模式。比如用“家庭网”取代大家庭。从社会学上说，所

谓“家庭网”是指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之间所组成 

的社会网络，就多数情况而言，它是由可能组成联合家庭的几个独立的

核心家庭之间所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具有特殊的结构与功能。

作为“社会网”的一种，它源于亲属关系，而区别于其他社会网，其间

有较密切的关系和较强的凝聚力。然而，现代“家庭网”也不同于封建

家族，既不同居共财，也不被置于封建家长统治之下和封建伦理观念束

缚之中，处于家庭网中的各个家庭是相互独立的，在保持各自独立生活

方式的前提下，以日常生活中的频繁交往和相互救援为主要特征。从两

代人的角度说，是既分开过，又相互联系交往；既保持各自独立的生活

方式，又互相帮助和救援；既有传统色彩，又有现代特色；既有亲情，

也减少矛盾（潘允康,2002）。 

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家庭关系的协调也像其它社会关系那

样有其客观规律性。人与人之间太远了觉得“冷”，太近了也容易产生

 



矛盾和是非。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讲人际交往，特别是婆媳关系时用

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硬要她们住在一起，多刺的刺猬挤紧了，大家觉得

不好过。他的结论是：这表明子女长成结婚后，分家独立是普遍的情形

（费孝通,1981）。保持距离的交往，常见常新，是维持代际情感，减

少代际矛盾的客观规律。 

（三）孙代出现后亲子关系中的“代沟”问题及其协调 

子代婚后生育孙代，原来的亲子关系中出现了新因素。此时，尽管

亲子关系中还有“代沟”问题、婆媳关系问题，但新的祖孙关系可能成

为亲子关系的粘合剂。相比较而言，隔代家庭关系中的祖孙关系总是比

较容易协调的。祖代对孙代的出现总是很高兴的。一方面，大树生了

根，家庭“香火”延续下来了，传宗接代的理想实现了。二方面，祖孙

很好相处。俗话说老人返老还童，是“老小孩”。“老小孩”和小小孩

在一起，总是欢乐多，纠纷少。三方面，对于祖代来说，由于“代沟”

问题、婆媳关系问题等失去的亲子之情，也能在祖孙关系中得到一些补

偿。亲子两代的矛盾和纠纷，也能在祖孙关系中得到化解，当然，在隔

代家庭关系（祖孙关系）中也有与邻代关系（亲子关系）交叉的问题。

孙代出现后亲子关系中也会出现新的因素，比如祖代过分溺爱孙代，亲

子两代抚养和教育孙代的观念、方式和方法不同等，也会有新的矛盾。

但总的来说，孙代的出现，可以减缓亲子两代的矛盾和冲突。现在我国

许多家庭中的年轻夫妇把自己年幼的子女托付给父母看管，既实现了两

代人互相帮助和救援，也联络了两代人之间的情感。 

无论如何，造成和谐的家庭亲子关系对于建设和谐家庭很重要，是

和谐家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协调好亲子关系，就要研究和把握在

家庭生活和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中亲子关系的不同特点，研究影响亲子关

系的各种家庭和社会因素，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协调好亲子关系，建

设和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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