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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湖南乡村家庭变迁
1

王继平

【摘 要】：传统湖南乡村家庭与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一样，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父系、父权为核心的基本的经济

单位，并且以累世同堂为基本形式。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式教育的普及以及政治改良与革命的

推进，家庭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累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步瓦解，代之以父母子女为主体的核心家庭；妇女经济地

位提高，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经济性质逐步消解，父权、夫权在家庭的权威逐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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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细胞和组成单位，家庭具有血缘和婚姻的自然关系，也是繁衍后代、

教育后代、组织和安排生产、进行社会交往和保障成员安全和利益的共同体。家庭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的。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中国乡村家庭发生了变化，进入民国时期，家庭变化逐步定型：父权逐步主导的地

位，大家庭让位于核心家庭，作为生产、消费的经济意义的家庭性质发生转变。本文以湖南乡村家庭为中心，阐释近代家庭变

迁的原因及表现。

一

中国传统的家庭，因为受到小农经济和长期以来的伦理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特征：

一是以父系、父权、夫权为核心。父系制就是以父系为计算血缘关系的标准，所谓祖、父、子、孙等等，注重父系的血缘

关系；同时，“父为子纲”，父辈是家庭的家长，是家庭经济、财产和一切家庭事务的主宰，有高于其他家庭成员的种种特权，

其他家庭成员对其的权威只有绝对的服从；所谓夫权制，就是在夫妻关系中，丈夫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所谓“夫为妻纲”，

并有“三从四德”为之约束，即妇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处于附属地位。

二是家庭是一个基本经济单位。首先是一个生产单位，这是农业社会尤其是小农经济所决定的，家庭小农业生产和小手工

业相结合，男耕女织，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

三是累世同堂的大家庭结构。这种大家庭的结构实际上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耕文化安土重迁，需要聚族而居，形成势

力；而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也不断地强化孝道，褒扬孝子。所谓“讲究多代同居，显示家大业大，子孙发达，人多势众。

富豪之家，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为荣”，
①
据记载，清代湖南经朝廷旌表的五世同堂的家庭共 1339 户。

②
就家庭的平均规模来

看，也是很大的。明万历年间，湖南全省户均人口为 6.94 人，
③
清嘉庆时也超过 5.84 人。

④
而个别地区则更大，清嘉庆二十一

年（1816年），长沙府户均 6.28人，其中善化户均 7.33人，宁乡户均 6.96人。
⑤

中国古代家庭的这种特征对于维系农业社会的伦常秩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

对于倡导孝道，保持家庭的稳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种家庭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家长制的权威扼杀了家庭成员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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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妇女的压制，造成了几千年的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因此，进入近代社会后，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社

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其逐步解体是必然的。近代湖南乡村家庭也在逐步地发生着改变。

近代湖南乡村家庭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经济的转型和发展。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华进行商

品输出和原料掠夺，甲午战争后又进一步进行资本输出，导致了中国农村耕与织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造成了自耕农

的破产而传统的土地兼并，而商业资本进入乡村及高利贷的盘剥，也加剧了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生活的贫困化，传统大家庭

难以为继，不得不分离为较小的家庭；生儿育女的成本也增加，也难以拥有众多的子女。同时，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

展，也为乡村人口流入城市进入工厂企业，在城市谋生、安家提供了途径，从而减少了乡村的人口，导致多子多女的大家庭逐

步衰落。湖南地处内陆，现代化的进程开启的稍晚一些，但进入 20 世纪以后，尤其是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最初 10 年，湖南在经

济方面获得长足进步，例如在公路建设和湘潭作为南方工业基地的确立，中央电工厂、中央电厂、中央机车厂等企业的建立，

带动了湖南工业化的发展。从而使乡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也促使乡村大家庭的瓦解。

其次，是教育的发展。近代以来，特别是 20世纪初废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以来，更多的乡村青年走进新式学堂，接受新式

教育，其家庭与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女学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女子也进入学校，参与到各种社会事务中去。教育

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经济的自立也使女子有了独立的基础，人们不再将生儿育女、儿孙满堂当做人生的完美追求和衡量

女性成功的唯一标准。据调查，即使是在乡村社会，受教育程度越到，所生子女数量越少，其家庭规模也越小。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年）长沙崇礼堡乡的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口规模就越少，反之则多。见下表：
⑥

1948年长沙崇礼堡乡家庭结构与受教育程度关系表

教育程度

类别

未受

教育者

受私塾

教育者

受小学

教育者

受中学

教育者

受大学

教育者

人数 163 155 121 42 3

家平均子女数 4.8 4.4 4.4 3.5 2.2

第三，是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政治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推动。封建的家庭、家族制度是对个性的压抑，特别是对女性的

桎酷，因而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运动中，受到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维新运动时期，谭嗣同就对传统的家族制度

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包办婚姻、夫为妻纲、男子纳妾，乃是“三纲之说苦之也”。
⑦2
他倡导组织“不缠足会”，在会员中提

倡不缠足、不得包办子女婚姻，并支持妻子李闰成立女学会，创办《女学报》，推动了湖南及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

时期，有识之士倡言家庭革命、妇女解放，《江苏》1904年第七期发表《家庭革命论》，认为“中国今日家庭不可以不革命”，
①
《女子世界》也发表文章，指出“女权削弱之原因，半由亲族爱情之羁绊，半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侵淫”，所以，“欲革国

命，先革家命”。
②
因此，辛亥革命时期，女子参政、参军成为一种风气，涌现了秋瑾、唐群英等一批革命家。五四运动前后，

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提出“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是附庸”，

必须“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
③
“家庭，家庭！真是杀尽中国人的牢狱”，因此，“要改革社会，先非改革

家庭不可”。
④
在 20世纪 20年代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中，乡村“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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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制度”，而“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之一的“夫权”，也在扫荡之列。
⑤

因此，近代以来，家庭发生了新的变化。据学者研究，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一是“大多数思想开通的人都反对以往的复

式大家庭制度，而赞成只包括父母与未婚子女的家庭”，
⑥
即“以夫妻及未婚子女组成之家庭增多，传统式大家庭相对减少”；

⑦
1927 年 6月《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出家庭调查材料，关于家庭制度的问题是：“中国之大家庭有种种价值，允宜保存”。

赞成者：29%，不赞成者：71%。“采取小家庭制：祖父母与父母生计由子女或孙辈承担，但不同居”。赞成者 61.8%，不赞成者

38.2%。
⑧
可见人们的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是职业妇女增多，妇女的经济依赖减轻，家计趋向共问负担，妇女的

地位也相应得到提尚；三是父权制家庭趋向平权家庭，家庭成员的平等地位得以加强；四是传宗接代的观念减轻，家庭人数减

少。
⑨

二

近代湖南乡村家庭的变迁，最显著的表征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大家庭开始解体，出现了更多的小家庭。湖南乡村

家庭人口数，在 1816年为户均 5.84 人，按府、州、县户均如下表：
⑩3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湖南分府（直隶厅、州）户均人口数

府州厅 户数 口数
户均人口

数

长沙府 691742 4348883 6.29

衡州府 368030 2333784 6.34

永州府 303937 1680052 5.52

宝庆府 299256 1672205 5.59

岳州府 303050 1782918 5.88

常德府 202562 1249996 6.17

辰州府 133093 908902 6.83

永顺府 131206 642466 4.9

沅州府 92380 595335 6.44

乾州厅 7190 35090 4.88

凤凰厅 14942 74669 5.00

永绥厅 4383 25284 5.77

晃州厅 5967 27034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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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 187135 1024809 5.48

靖州 104474 619181 5.92

澧州 217299 1041795 4.79

桂阳州 165411 788186 4.77

合计全省 3210863 18754259 5.84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代中后期湖南户均人口大约是 6 口，最高接近 7 口，一般在 5 口左右，如果扣除孤寡鳏独家庭的话，

大约应该在 5-8口之间。根据《嘉庆一统志》统计，1820年各直省户均人数为：
①

1820年各直省户均人口数

地区 户均人数 地区 户均人数

合计 5.41 湖南 5.73

直隶 4.89 四川 3.95

江苏 --- 福建 5.32

安徽 --- 广东 ---

山西 6.10 广西 5.81

山东 5.86 云南 5.81

河南 4.99 贵州 4.78

陕西 --- 奉天 9.16

甘肃 6.59 吉林 5.07

浙江 5.41 黑龙江 5.89

江西 5.40 新疆 7.97

湖北 6.74 台湾 7.95

近代湖南家庭户均人口数目表

年份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

1912 5767467 27616708 4.79

1914 5696616 30817487 5.4

1928 6115693 31501212 5.15

1931 5532908 28847267 5.21

1936 5002125 28293735 5.66

1937 4960151 28143064 5.67

1938 5113952 27924728 5.46

1939 4426045 26490603 5.99

1940 4468598 27186730 6.08

1941 5318083 28031420 5.27

1942 5438064 28087467 5.16

1946 4778559 26171117 5.48

1947 4621038 25557926 5.53

1949 8637000 2986690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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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湖南户均人数居各直省中等水平，湖南多丘陵、山地，耕地面积有限，洞庭湖区虽为平原，但历来多自然灾

害，因此，以大家庭的形式成为生产和居住单位是受到自然条件限制的。

进入近代以后，这种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有逐步小型化的趋势，向以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体发展。
②
晚清由于战乱频仍，

户均人口统计数据缺乏，但从 1909-1911年举行的宣统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可略窥一斑。当时湖南有 70州县报告了户数和人口

数，总计户数 3980327，人数 21712203，户均人口 5.45，
③
虽然武陵、龙阳、桂阳、会同、通道、渎宁、石门、蓝山等 9州县为

报告，但大体反映了清末湖南的家庭结构。

进入民国以后，人口统计数据比较齐全，可以比较清晰地观察到家庭结构的变化状况：

从上表情况来看，除了 1949年因为战争结束的原因，大量离湘的家庭回乡，所以户数和人口数都有较大的增加，但户均数

却低于往年，说明战争使家庭人口遭受损失，家庭人口减少外，其余各年份均大致持平，全省户均为 4.99，较清末还是有所下

降。为了了解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以及不同自然环境地区间的差异，兹作进一步比较：
④4

1947年湖南城市户均人口数

地区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数

长沙市 66940 409719 6.12

衡阳市 28077 141484 5.04

全区合计 95017 551203 5.8

【注】1947年湖南省仅有长沙和衡阳两个行政市建制。

1947年长沙区分县户均人口数

地区 户数 人口数
户均

人口数

湘潭县 149526 896474 5.99

长沙县 157723 929666 5.89

浏阳县 144517 690958 4.78

岳阳县 95916 419895 4.38

醴陵县 75252 537840 7.15

湘阴县 111274 557969 5.01

平江县 65810 363413 5.52

临湘县 47057 209787 4.46

全区合计 846931 4626002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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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统计表来看，城市和乡村比较，其户均人口数要多；湘中地区比湘北多，而湘北又比湘西要多，实际上，首要的因

素是经济。湘中、湘北地区比湘西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耕地资源丰富，经济条件能够承担多子多女的大家庭，而湘西地处山区，

自然条件差，土地贫瘠，难以承载太多的人口。但就个体家庭来说，贫穷的家庭希望有更多的人口成为劳动力，所以，家庭收

入越低，其家庭人口反而越多。1948 年长沙崇礼堡乡的调查情况说明了这种情况：
①

1947年常德区分县户均人口数

地区 户数 人口数
户均

人口数

常德县 119112 577701 4.85

澧县 106099 531822 5.01

桃源县 98398 535387 5.44

石门县 66652 324971 4.88

华容县 63028 298318 4.73

南县 53926 285474 5.29

慈利县 41738 332429 7.96

安乡县 48714 236772 4.86

临澧县 41332 205269 4.97

全区合计 638999 3328143 5.21

1947年永顺区分县户均人口数

地区 户数 人口数
户均

人口数

永顺县 37534 192395 5.12

龙山县 33841 208877 6.17

大庸县 29912 152689 5.10

保靖县 29950 133258 4.45

桑植县 24330 131191 5.39

古丈县 14610 64232 4.40

全区合计 170177 882642 5.19

1948年长沙崇礼堡乡家庭结构与财产关系表

每月收人 户数 户均人口数 每月收入 户数 户均人口数

5万元以下 152 4.6 5-9万 63 4.2

10-14万 42 4.0 15-19万 30 3.2

20万元以上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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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师古乡 1936年家庭结构大小表

每家人口数 家数 共有人口数 家数百分比

1-4 791 2358 53.23%

5-8 593 3603 39.90%

9-12 80 789 5.38%

13-16 16 223 1.07%

17-20 5 94 0.34%

21-24 1 23 0.08%

总计 1486 7090 100%

其次，风俗习惯的变化是缓慢的，醴陵习俗“讲究多代同居，显示家大业大，子孙发达，人多势众。富豪之家，以四世同

堂、五世同堂为荣”，
②
故其户均人口达 7.15；慈利更达到 7.96。但总的趋势是 8 口以上的大家庭在乡村正在消逝之中。据民

国时期乡村调査，兹将衡山县师古乡和新宁县白杨乡的家庭人口调査情况列表如下：
③5

衡山县师古乡户均人口 4 口以下的占到了 53.23%，5 至 8 口的占 39.9%，而 9 口以上的所谓大家庭只有 82 户，占 6.87%。

新宁县白杨乡的情况也差不多：

新宁县白杨乡 1939年各保户数、人口数及户均人口数

保别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数

第 1保 119 717 6.01

第 2保 166 744 4.45

第 3保 133 593 4.43

第 4保 108 609 5.62

第 5保 165 802 4.84

第 6保 100 559 5.57

第 7保 148 671 4.52

第 8保 95 425 4.39

第 9保 129 539 4.17

第 10保 97 597 6.14

第 11保 74 289 3.90

第 12保 88 412 4.66

第 13保 98 510 5.19

第 14保 71 381 5.35

第 15保 66 382 5.77

第 16保 77 388 5.03

                                                       
5
①孙本文等编印.湖南城市崇礼堡乡村调查[M].载李文海等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査丛编》，二编,“社会调查卷”，803.

②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醴陵市志[M].湖南出版社，1995：128.

③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第 125 班编.新宁白杨乡社会概况调查.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编衡山县师古乡社会概况调查

[M].载李文海等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査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95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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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保 96 493 5.12

第 18保 96 432 4.50

第 19保 144 590 4.08

第 20保 68 305 4.47

第 21保 147 786 5.20

第 22保 136 711 5.21

第 23保 87 414 4.85

第 24保 83 487 5.85

第 25保 77 386 5.00

合计 2568 4.96

全乡 2568户，最高户均 6.14，最低 3.90，平均为 4.96，其家庭人口结构规模也是不大的。

长沙崇礼堡乡 1948年家庭结构大小表

每家人口数 家数 共有人口数 家数百分比

1-4 172 467 35.37%

5-8 244 1511 50.19%

9-12 35 369 7.21%

13-16 20 281 4.12%

17-20 11 201 2.26%

21-24 4 88 0.85%

总计 486 2917 100%

时隔 10年，1948年长沙崇礼堡乡的调查情况说明，其发展趋势更为明显。该乡总计 486户，其家庭人口数如下表：
①

据上表，4口以内的家庭占到了三分之一多，8口以内的占 50.19%，8口以上的仅占 14.44%，而其户均人口数则为 6.00。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湖南户均 4.99 的家庭结构的确反映了传统大家庭在逐步地消解。

三

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功能逐步消解。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和

消费单位，一方面是由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决定了男女在家庭中的各自经济角色，是一种互补型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以

小农业为主体的个体农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抵御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大家庭便成为了“抱团取暖”的避风港。

晚清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农业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漩涡，逐步瓦解了乡村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结

构解体，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已经难以依靠全家的劳动来保持自给自足的地位，而是需要通过社会的劳动和市场的交换来获取

生产和生活的资料，生产功能渐渐从家庭中分离，家庭生产功能退到辅助地位或消失，据晃县 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统计，

全县 13594 个农业家庭，保持自给足生产功能的有 818 个，占 6%；退到辅助地位的 9036，占 66%；已趋消失的 2264 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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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②6
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1936 年对衡山县师古乡的男女劳动力进行了职业调查，从调查情况可以看到；

师古乡 2545 个 13 岁以上的男性劳动力，以农为主业的仅占 57.88%，说明作为传统家庭主业的“耕”已经成不了乡村家庭

的支柱了，即使如此，也需兼任其他副业。但无论主业为何，均需有其他副业兼之才能生存。

衡山县师古乡男性劳动力职业列表

主业 副业 人数 百分比％

农业 铁匠、砍柴、米贩、木匠等 1473 57.88

工匠（手艺人） 农、短工、小贩、脚夫等 481 18.9

粗工 土工、木工、短工、小贩等 212 8.33

商 脚夫、杂货铺经理、砍柴、织布等 4.4

学（学生、教员、小学校长等） 家事、拾考、保长、中医等 65 2.53

医 农 9 0.35

军 31 1.22

警 1 0.04

政 4 0.16

其他（年老、道士、乞丐、算命等） 157 6.17

合计 2545 100

作为传统耕织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的“织”，是妇女的主业，但此时无论是把织当成主业还是副业的妇女，只有 496 人了

（其中作为主业的 151人，作为副业的 345人），占全部职业妇女的 22.88%。

师古乡只是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村家庭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已经不再完

成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从而也在经济上解构了传统家庭。

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地位的变化，导致了以父系为中心的家庭权威的消逝，家庭成员有了更多的平等自主的权利。特

别是女性家庭成员获得更多的权益，妇女的地位得以提高。维系以父系为中心的传统家庭，一是经济上男子是主要的经济支柱，

二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即三纲五常的严格钳制。近代以来，这两方面的因素都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使之得以逐步瓦解。关于经济

方面，城市和乡村，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还是有所区别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乡村中贫者家庭和富

裕家庭的区别：“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

所以他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于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

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天地动摇起来。”
①

毛泽东实际上说明了夫权瓦解的经济和文化的前提。乡村妇女因为经济上并不完全依赖父系家庭成员特别是丈夫，因此她在家

中的地位自然要高一些。晚清以来，自然经济的解体，土地的高度集中，自耕农、佃农都难以依靠土地的收入来维持家庭，因

而家庭女性成员也不得不从事劳动甚至主要的劳动来维持家庭，自然而然地在经济上获得了地位。特别是近代工业和其他行业

的发展，使女性能够获得独立的工作，提高经济上的独立能力。即使是丈夫外出从事非农业的工作，留在乡村的妇女需要独立

承担家庭的土地耕种、子女抚养，也因此而获得经济上较大的自主权，也就获得了较大的发言权。

                                                       
6
①孙本文等编印.湖南城市崇礼堡乡村调查.载李文海等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M].二编社会调查卷”：803.

②新晃县志编纂委员会.新晃县志[M].三联书店，199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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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更多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及其受其制约而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这是需要随着经济、

文化、教育的发展而逐步消除的。晚清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改良与革命运动，冲击封建的纲常伦理和封建陋习，民国的

成立，在政治上规定了男女的平等地位，这就逐步地解构了以父系为核心的家庭制度。曾著《中国家庭组织的演变》的台湾学

者朱岑楼在 1977 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就近 60 年来中国家庭发生的重大变迁征求答案，整理出《近六十年我国家庭的重大

变迁》，其中关于家庭关系的变化有如下几项：
②7

1）职业妇女增多，妻之经济依赖减轻，家计趋于共同负担；

2）传统家庭伦理式微，祖先崇拜不似过去之受重视；

3）传统孝道日趋淡薄，家庭非若以往以父母为中心，而趋向于以子女为中心；

4）教养子女方式由以往之严格控制，转向尊重子女人格独特发展；

5）男女趋向平等。

或许这些变化较多地反映了调查时的 20世纪 60-70年代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乃是晚清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

育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意识的变化使然，近代湖南乡村家庭的变迁，就反映了这种变迁的趋势。

                                                       
7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1991：32.

②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