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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变迁视域下开放式婚姻探究 
葛俊明 

（大健康国际集团  沈阳  110025） 

摘要：传统家庭功能一般表现在维持个体生理活动、实现性生活常态化、生育养育后代、赡养老辈这四个维度。家庭功能变迁

也会深刻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使婚姻的形态复杂化、多元化。这种在家庭四维功能视角下对开放式婚姻的分析和讨论，使我们预

判新科技时代家庭功能弱化，以及伦理观念的宽容，将成为开放式婚姻萌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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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en marri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functio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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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function is generally manifest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individual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ormal sex life, birth and rearing offspring, supporting the elderly four dimensions. 

The change of family function will also profoundly affect our social life, making the form of marriag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This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open marri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ur-dimensional function of 

the family makes us predict that the weakening of family function in the age of new technology and the tolerance of 

ethical concepts will become the soil for the germination of open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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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开放式婚姻的萌芽，较早披露于国外，甚至有专门的电影

作品 Open Marriage（2017-美国）来描绘这样的开放式关系。现代社

会的发展，使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形态变得愈加复杂，促使人们对婚

姻传统契约内容的突破、婚姻道德与伦理的重构以及背后家庭功能

的变迁开始有新的思考和实践。开放式婚姻对婚姻特别是家庭的影

响是什么，这一思潮会有怎样的社会结构趋势，由此开展对开放式

婚姻的辨析和讨论将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一、家庭的四维功能与变迁 
（一）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四维功能及道德约束 

1、吃住行的安全岛--家庭生活维持生命活动 

这是家庭的基本功能。家庭是配偶双方衣、食、住、行的基本

原点，在这里实现生理的能量补充，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而维持基

本的生命活动。这之中，也贯穿着情感的依赖，是心理需求的满足。

这与性社会学中所指的“初级生活圈”相似。 

2、性满足的私密空间-生理满足的性行为合法化 

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传统的婚姻以法律形式，

用一夫一妻制使配偶间形成了一种性权利保障，是情感和身体互相

忠贞的契约承诺。在家庭当中，配偶间的性被认为是安全的、道德

和伦理是推崇的，这种符合社会期望的性是生育后代的生理基础，

是配偶间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 

3、生养后代的摇篮-生育养育实现生命繁衍 

在家庭中，生育养育后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婚姻职能。从传统

农业文明演变而来的国度，更倾向于多多生育子代，形成劳动力进

行农业或手工业生产，传承家族财产。同时由于男性在体力方面的

优势，在农耕时代是捕猎和耕种的主体，逐步形成男权社会形态，

甚至出现了一夫多妻（妾）体制。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男性

的附庸，在家庭中地位低下，更多精力都在哺育后代上。抚育主要

表现在家庭教育和提供资材使子女接受外部教育等方面。在历史上，

养育后代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财产的传承，这是家庭为单位确

认后代归属进而达到私有财产继承的基础。 

4、老年后的生活避风港-感恩生命赡养长辈的载体 

“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行”、“尊老爱幼”等提法，这是古

代以来流行的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孝道”道德理念的反映，

也反映出赡养老人是传统家庭的一项重要功能。由于农耕社会男性

成为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形成男权社会，而在父母失去劳动能力的

时候，子女晚辈的赡养就成为老一辈能够生存下去的重要保障。 

（二）家庭功能的弱化 

1、家庭生活吃住功能的分散化-环境基础 

首先，厨房功能的外卖化 

现代科技形态下，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日常饮食点外

卖成为常态。这样，家庭的厨房功能相应弱化，体能补充和生命活

动对家庭厨房的依赖减低，传统“抓胃”的婚姻情感技巧也相应消

散。 

其次，分居常态化 

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跨区性，异地打工谋生、同国或异国

出差外派等普遍，这样配偶间短期或长期异地居住各自生活的情况

随处可见，情感交流变少，家庭的安全岛功能随之减弱。 

2、性行为多元化 -生理与心理基础 

首先，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与性宽容前置 

目前婚前性行为已经较为普遍，其中大部分群体集中在高等院

校。大学生同居或发生性关系的现象普遍，这种婚前性行为已经不

被排斥。高等院校大量毕业生不断累积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阶

层，而这些大学生中除了一部分毕业后结婚组成家庭，还有一部分

奔赴不同地区就业而各自结婚组成家庭。无论他们是结婚组成家庭，

还是各自与他人结婚组成家庭，他们在大学时代的性经历都成了婚

前性行为。对于重新组合的婚姻来说，这种性经历已经构成了提前

的性分享，接受了新配偶，相当于对性分享有了前置的宽容，这为

开放式婚姻奠定了生理和心理基础。 

其次，婚外性行为的娱乐化与道德解构 

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性革命思潮的影响，尽管人们对婚外性行

为还抱有排斥的意识，但社会越来越将其平淡化，比如有些娱乐圈

的花边新闻也是作为旁观者的态度去娱乐，谴责趋于宽容。尽管在

法律规范方面，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

中的“婚姻家庭篇”依然将已婚者的婚外同居列为禁止行为，但这

也是社会上这种婚内出轨行为泛化的一种逆向体现。但是该篇同样

设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是对这些逆向行为

后果的补救措施。未来将更多地限制强奸、性骚扰等非自愿性性行

为，对自愿性性行为采取越来越宽容态度，道德冲突减少。 

3、社会影响与生育-责任约束弱化 

首先，城市化对生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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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对社会发展带来重要影响。这种农业社会向工业

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口流动的便

利使更多毕业的大学生异地就业，由于城镇对部分转移的劳动力还

缺少身份认可和公共服务的不均，同时住房价格的攀高，使这些转

移的劳动力面临生存压力，结婚和生育的意愿降低，即使目前已经

放开二胎或三胎的政策限制，社会人口的生育率仍然不高。 

其次，生活成本对生育的影响 

抚育后代的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刚需成本不断

攀升，令许多家庭望而生畏，这样婚姻内的男女在家庭中对生殖和

养育后代的意愿越来越淡漠，造成少生或者不生的后果，生育率因

此下降。 

再次，自我意识对生育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新一代精英更注重个人主义的快乐体

验，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到性关系的自我身体掌控，到单身潮

的出现。都是追求个人快乐、不受约束的思潮所致。即使进入婚姻

的新生代，对生育的意愿也不高，这反过来又使家庭的功能进一步

弱化。 

4、养老社会化的普及 

社会保险的普及，养老金和养老机构的社会化，使得人们老年

后或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再单纯依赖于子女及家庭。虽然在社会中

还鼓励子女敬老养老，《民法典》也设定了抚育和赡养的双向义务，

社会也将居家养老塑造成未来养老的重要形式，但是在经济上长辈

逐步能够独立起来，很多长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能帮助子女抚

养下一代，甚至在经济上补贴子女及下一代。这种养老社会化的普

及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 

二、开放式婚姻的社会形态解构 
开放式婚姻对于一夫一妻保守婚姻来说，主要是契约和承诺的

变化，由配偶双方对性的互相忠诚承诺，改变为开放式的不干涉承

诺。其对于离婚和单身的社会状态来说，其被肯定的方面，一是维

系了家庭形态，而夫妻双方又保持了身心的自由；二是生育功能维

持在婚姻内，使夫妻对生活的理解更深刻和生命延续有了共同的意

趣； 后是对子女抚育方面，维持一个完整家庭对下一代人格成长

是有利的，生育功能的保存对社会人口的增长和人类繁衍具有比单

身更加正面的作用；再就是家庭的维系使得夫妻双方在生活中和经

济上能够相互照料，促进心理和精神的健康，尤其是长寿时代，应

对老龄化的挑战，夫妻双方在年轻时在情感纽带变弱时，可以在经

济互助方面形成家庭的合力；可以说，开放式婚姻将性、爱、婚三

者分立开来。 

（一）显性、双方对称的开放式婚姻 

这是通常意义上的双方知情并同意的开放式婚姻。一种是配偶

双方或一方有婚姻外稳定的性伴侣，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客户、或

者是朋友圈、同学圈的情人，有的与配偶见过面，有的没有见过面，

甚至有的与配偶共同度假或交流；一种是配偶双方或一方有婚姻外

偶尔的性伴侣，所说的一夜情、约炮等行为，或者旅行中偶遇的短

期浪漫，甚至是婚外卖淫或嫖娼行为等；另一种是换偶行为，这是

配偶双方与另一对配偶对换性伴的活动，或者多对配偶在一起随机

对换性伴的活动。 

（二）隐性、单方不对称的开放式关系 

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开放式婚姻，是一种对方不知情的单方性分

享。一种是出轨，一方面是公权力或私权力下的“潜规则”，一些婚

后女性（或男性）不得已或自愿成为当权者（上司）的床上客，发

生单次或较长期性关系，而自己的配偶并不知情（如果配偶知情则

属于“被迫接受的”显性双方开放式婚姻）；一方面是财富下的失贞，

也就是配偶一方“傍大款”“傍富婆”。另一种是卖淫嫖娼，一方面

是卖淫方，既可能是婚前卖淫性行为，也可能是婚外卖淫性行为，

并且是配偶不知情的婚外卖淫性行为；另一方面是嫖娼方，既可能

是婚前嫖娼性行为，也可能是婚外嫖娼性行为，大多为配偶不知情

的嫖娼性行为。， 

三、反思与构建：开放式婚姻形态的伦理约束 
（一）家庭功能弱化是开放式婚姻的土壤。 

家庭功能的弱化，是催生开放式婚姻的土壤。当然了，当代女

权主义崛起以及带来的性革命思潮就象是空气，而现代科技、经济

发展、人口流动就象是水，这些因素都在给开放式婚姻带来探索的

空间。这种土壤和环境不但萌芽开放式婚姻这种形式，还会产生单

身模式、同居模式、离婚潮等现象，使传统婚姻模式长期维持的地

盘变小，这种社会现象无疑会冲击现有道德和法治观念，形成新的

伦理冲突和观念重整，进而对社会发展造成影响。 

（二）开放式婚姻是对家庭关系的功能调剂尝试。 

尽管开放式婚姻初期的探索是不被大众接受的，对现有伦理的

挑战甚至感觉是颠覆性的，这同各种新思潮开始冲击社会时不被接

受类似，这种已经萌芽的结构以其更灵活的更具柔性的家庭单元形

式，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刺激作用会不断呈现。首先家庭形式还存在，

短期内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较为融洽的单元，还会承担着传统家庭

的部分功能，比如生活的照顾、常规的性、养育后代等，这很大程

度会减少社会的负担；科技发达和物资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家庭功

能完全被社会化取代的一种极端后果，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

过程中开放式婚姻只是一个变奏音符，成为一种家庭功能变迁的外

延性调剂程式。 

（三）理性对待开放式婚姻，构建约束伦理，避免社会动荡。 

这种自由组合的以性分享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单元模式，势必带

来新的家庭道德评判标准，逐渐被社会所审视。家庭观念的重塑和

家庭构建模式的探索将成为可能，情与性的分离或许会获得道德宽

容，开放式婚姻将成为家庭功能弱化和更加智能化时代的一种探索

模式，其性分享的情形，比如与谁发生性行为、发生什么方式的性

行为、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为什么发生性行为等，也会构建

成新的性社会脚本。其次性的分享、情感的分享成为部分试水家庭

被接受的事实和婚姻契约的一部分，性网络有一定的情感做润滑剂，

婚外性的负面作用减少，新的性价值观被尝试，成为传统家庭功能

的一种外延，但如果中间这种开放式关系处理不当，导致的社会关

系冲突会陆续显现，比如夫妻反目、暴力婚姻、刑事案件、性病传

播等。因此需要在学术上进行讨论，在媒体舆论方面进行正确引导，

在法律规范方面进行约束，避免其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冲击。籍此，

开放式婚姻将成为未来多元化形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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