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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婚姻家庭的思想在很多著作中都有体现，整合散

落在各著作中的观点可知，马克思分析了家庭的发展历程，指

出了家庭形式从血缘家庭开始，逐步向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

家庭、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的过渡，并突出了专偶制家庭

在家庭发展演变中的进步作用。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对家庭的扭曲，并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家庭的异化

状态，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家庭的设想。

1  克思对专偶制家庭的评价

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

指出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期、野蛮期到文明期的变化，分析了古

代家庭和氏族社会的演变。在分析中马克思肯定了专偶制家庭的

进步意义，认为专偶制家庭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端，在社会发展

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偶制家庭即一男和一女自愿实行同居的婚姻，尽管它是伴

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的，但马克思认为，从人类社会家庭的演变来

看，每一种家庭形式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尽管不是最高级的、最

进步的形式，但却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是家庭形态演变本

身的进步。在马克思看来，专偶制家庭的形式是氏族社会的瓦解

和阶级社会开始的标志，相对于以前的家庭形式中普遍杂乱的性

关系，专偶制家庭发展出的一男一女的家庭形式无疑是巨大的进

步，它推动了家庭形式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促进了社会进

步。此外，由于专偶制家庭是一男一女结合的家庭形式，存在相

对确定的生父关系，由此发展出了确定的财产继承关系，这就促

进了父权社会下以家庭为中心的财富的大量积累，从而推动了整

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跟随社会的

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反映着社会的变化。专偶制这样的家庭状态

以浓缩的形式包含了后来在文明社会发展起来的对抗，管中窥豹，

以小见大，未来共产主义可基于专偶制家庭进行扬弃，从而发展

出更完满的家庭形式。对于专偶制的发展前景，马克思同样表明，

专偶制家庭会和过去的家庭形态一样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形

态的转变而变化。所以即使专偶制家庭对于未来更高级的家庭形

式确实是暂时的，是一定社会阶段下的产物，但就当下的家庭状

况而言，专偶制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不能全盘否定专偶制家庭

的作用。

2  资本主义制度下专偶制家庭的扭曲

浅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专偶制家庭的批判和
对共产主义家庭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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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私有制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原本温情脉脉的家庭变成了资本的附庸，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从原始状态
向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肯定了专偶制家庭在家庭演变中的进步意义，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专偶制家庭的种种弊
端，抨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家庭的扭曲，以及妇女在家庭发展中，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地位的下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
对未来共产主义家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谨慎对待婚姻问题的前提下，马克思指出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时，经济条件将不再是限
制家庭发展的因素，抚养儿童成为了公共的事业，夫妻双方也将达到更加平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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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专偶制家庭的形式有其进步意义，但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却使得专偶制家庭完全服从于资本和利益。在资本

主义社会里，金钱和利益是婚姻的纽带。家庭的建立是基于阶

级利益和经济考虑，男女纯真的爱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荡然无

存。此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使得经济因素在家庭建立

时起到决定作用，在家庭建立后，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也愈

发加深，妇女沦为家务劳动和男性泄欲的工具，甚至一些道貌

岸然的资本家不满足于自己的妻子，还要诱奸他人的妻子和无产

阶级家庭的妻子。于此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以及隐

藏在婚姻里的交易。从私有制产生到资本主义社会，婚姻逐渐

沦为一种金钱交易，甚至是政治性的阶级婚姻，家庭的建立不是

因为爱情而是利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和对私有

财产的占有欲使得家庭中单纯的男女关系委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

资本家们不光想违反财产制度好投机取巧地剥削别人的财产，同

时还要违反婚姻制度，试图正大光明地偷情，家庭这个原本应该

是温情脉脉的地方，竟也变成了交易场所。

此外，马克思强调了女性在资本主义专偶制家庭中的地位变

化。马克思认为，女性在史前时代时处于独立甚或主导的地位，此

时男女结合而成的家庭更具有积极意义，而随着私有制和父权制

的确立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

转变。史前社会中的生产力水平低，社会的财富总量很小，不足

以支撑阶级分化，此时社会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原始的公有制状

态中。经过上千年封建制，财富的积累使得阶级和性别逐渐进入

到了一种失衡状态。尤其进入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大爆发更

使得这种失衡加剧，并更有破坏力。这些巨量财富冲击着人类社

会，不同的人开始占有不同量的财富并且还在渴望占有更多，人

与人之间开始因为财富不均而形成了一种权力支配关系。虽然此

时财富总量已经暴增，但是仍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全部需求，所

以，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及男女性别的不平等也自然随之而生。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物质因素加剧了女性的不平

等。马克思认为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都是推动历史发

展的重要力量，只是在不同时期作用大小不同。马克思认识到，随

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女性逐渐丧失了自身原初的主导或独立地位，

并在劳动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男性，家庭也变成了经济的附属物。

妇女自身经济不能独立，更加重了父权制以来的女性对丈夫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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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依赖，也使得妇女的从属地位愈发严重，这在当今的资本主

义异化家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女性在此过程中显得毫无反抗力

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女性依附于男性而不得不产生的软

弱性。显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扭曲了家庭的本质，也使得

妇女的地位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下降。

3  共产主义家庭的形态

马克思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

出来的，并且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

程，不会一蹴而就。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向共产主义社会

进行过渡，必须认识到，从私有制的产生发展至当下的资本主义阶

段，财富的创造方式和分配方式及其他因素都在不断异化着两性关

系和婚姻关系，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专偶制既塑造又因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而异化着个体，但私有制并不会永恒存在。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伴随着私有制的消亡，婚姻和家庭关系

也会出现新的变化。诚如马克思所说：“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

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

运。”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

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并且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文明

真正的开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类创造财富的能

力也会不断提高，让私有制能够产生和发展的财富不均衡分配体

系也会被冲击至消亡，也许这其中会经历各种反复，但私有制终

将在巨大的生产力水平面前退出历史舞台。到共产主义社会时，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将不再受物质资料的制约，物质因素将

不会成为家庭组建的决定性因素，那时候，男女之间纯真的爱情

将成为建立婚姻家庭的唯一因素。当人与人之间不存在这种基于

私有制的不平等和依赖关系，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那么婚姻和家庭模式也会相应出现新的变化，即基于一种新的公

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和家庭状态将会产生和发展。鉴于此，马克思

坚信真正的家庭应当是排除其他权钱利益的干扰基于自由恋爱而

组建的家庭。

另外，马克思在《共产觉宣言》中尝试提出了一些具有共

产主义社会性质或程度的婚姻与家庭的措施。首先，他讨论了

儿童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并提出未来共产主义应该希望结束对儿

童的剥削。目前家庭中对儿童的教育各有差异，甚至一些儿童

遭到虐待，不良家风家教导致孩子终生难逃其伤害。为此，马

克思建议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例如送孩子去公立学校，

或采取其他社会化抚养的措施等。社会教育将以社会普适性的优

良价值观引导孩子成长，并充分发挥孩子的个性自由，使孩子

们不再受不良家教的影响，能自由完善的成长。其次，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其他建

议，就是采取弱化亲子关系——取消继承的策略。这将是剥夺

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作用的第一步。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没有

私有财产，人人都有通过劳动实现自己价值、创造物质资料的

机会，那时将不再需要个体家庭单位提供财政支助。马克思提

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私有制将被废除，儿童的教育工作将

由社会承担，可以彻底解决当今由私有制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

孩子依赖父母的状况。最后，马克思畅想，在共产主义社会

中，家庭就是每个家庭成员休息生活的场所，不再会被经济利

益所左右。夫妻财产共同拥有，女性重新步入社会，投入自己

热爱的工作，也变得不再依赖于男性，家务劳动和孩子的教育

不再是妇女的压力和束缚。

除此之外，关于共产主义时期的婚姻，马克思仍然总体持

审慎的态度。马克思认为，男女双方对结婚及离婚都应该谨慎

而行。在 1 8 4 2 年普鲁士政府出台了一部《离婚法草案》后，

马克思对草案的背景和内容进行了讨论。马克思谈到：“他们

总是向我们叙述那些违反本人意愿而结合的夫妻的不幸。”马克

思直面当下的婚姻问题，指出普鲁士政府忽略了婚姻的自愿性而

强行实行宗教式婚姻，这种婚姻往往是被迫的，不符合婚姻双

方的理性选择。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婚姻应该

是建立是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任何外界的胁迫。马克

思继续谈到：“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

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婚

姻作为一个客观伦理实体，有其内在的规律可以遵循，立法者

不应当根据自己的臆想去发明婚姻法律，而是要用立法的语言去

阐明婚姻的规律，我们应当遵循的是婚姻规律，而非立法者个

人的要求。对于离婚，马克思认为，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两个

家庭的离散，马克思强调这个有法律保护的婚姻既不能被随意地

建立，也不能被草率地解散，这凸显了他对婚姻的慎重态度。

因为结婚或离婚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的私事，还涉及一系列其他相

关事务，例如双方原来所在家庭的结合。总结起来，马克思认

为真正理性的婚姻应当是基于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婚姻双方

认真且充分的考虑后再结合，并且要遵守立法者按照婚姻本身的

规律所制定出来的婚姻法，尊重婚姻而不可随意。

综上所述，马克思考察了人类社会、婚姻和家庭等方面演

变后，表达了对当下社会中的专偶制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肯

定其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进步意义，也断言了其作为特定历史阶

段的暂时性。回顾马克思的婚姻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婚姻

和家庭的审慎态度，倡导人们遵循婚姻自身的规律，按照理性

原则去组建家庭。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婚姻与家庭都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逐渐背离了自身的规律，这种背离表现为

女性家庭地位和处境的异化，婚姻和家庭成了一种束缚与压迫。

据此，马克思回到摩尔根的理论那里，预言和展望了更高级的

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下婚姻和家庭的

再次转变。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私有制被公有制取代，人们不

再将金钱和利益作为组建家庭时的唯一考量，而是将爱情作为婚

姻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共产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保证了

个体的自由发展和两性的自由结合，并由于不再受经济因素的限

制，女性得到解放，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从而

也保证了一旦爱情消失，婚姻双方可以选择理性离婚，而不需

要考虑过多的现实压力。直至此时，婚姻和家庭将有可能臻至

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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