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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之后明令禁止依仗封建族权族规剥夺个人婚恋在内的身体自主权ꎬ对于那些危害个

体身心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家族陈规陋习进行了清理ꎬ后果严重者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ꎬ从而极大地限制了

封建族权ꎮ 然而由于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浸淫日久而无法轻易消除ꎬ加之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未

从根本上得到改变ꎬ因而在广大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ꎮ １９８０ 年代随着商品经济

时代的到来ꎬ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ꎬ由于乡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和个体自主意识的不

断提升导致传统家族逐渐分化解体ꎬ族规族约所能起到的威慑力大不如从前ꎮ 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传统家族文

化已经彻底消弭殆尽ꎬ在广大乡村依然是颇为强大的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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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ꎬ乡土民

间由众多家族组合而成ꎬ以至于中国传统社会制

度便是家族制度ꎬ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普通农家

莫不以家族为重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ꎬ构筑起家

国一体的统治架构和社会秩序ꎮ 中国传统家族

伦理之所以能够传承两千余年而绵延不息显然

自有其合理性ꎬ甚而可以说“‘家族’是中国文化

一个最主要的柱石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

观念ꎬ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ꎮ〔１〕然而传

统家族伦理对于人心的钳制和人性的束缚也是

异常鲜明的ꎬ五四启蒙者之所以将斗争矛头对准

封建家族伦理观念ꎬ正是缘于他们曾经切身感受

到其所造成的心理重负ꎬ因而清醒地认识到唯有

打倒封建家族制度方能将无数青年解放出来走

向广场、走向社会ꎮ 清廷的覆灭宣告着中国绵延

数千年家国一体统治架构的彻底瓦解ꎬ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乡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更使

得封建宗法势力遭受前所未有的限制ꎬ但由于小

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并未

发生根本改变ꎬ因而家族仍然是基础性的社会单

元ꎮ １９８０ 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ꎬ中国

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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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和个体自主意识的不断

提升ꎬ开始更为注重个人生命价值和个体生活幸

福ꎬ传统家族逐渐分化解体ꎬ为数众多的乡村青

年开始向城而生ꎬ族规族约所能起到的威慑力大

不如从前ꎮ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传统家族文化已

经彻底消弭殆尽ꎬ在广大乡村依然是颇为强大的

存在ꎮ

一、传统家族伦理观念所导致的

人性戕害及精神创伤

　 　 中华民族自古以农立国ꎬ原始落后的农业生

产条件使得人们必须固着在土地之上并且相互

协作方能求得生存ꎬ由此逐渐形成安土重迁、聚
族而居的生活习惯ꎬ以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绵延数

千年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ꎮ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基础上形成了调适、求稳的价值准则和文化

心态ꎬ强化的是个体必须服从集体、个人利益必

须服从家族利益的行为准则和处世之道ꎬ推崇的

是整体本位主义的精神价值观念ꎬ极度压制和贬

抑个体价值及个性观念ꎮ 中国传统儒家家族伦

理是典型的他律人格伦理ꎬ强调要在“仁” “义”
道德规约下来构建个体人格和实现个人价值ꎬ真
正占据主体地位的不是个人而是以仁义为核心

的道德规范ꎮ 这是缘于“仁”“义”界定标准外在

于个体而无法自我标榜ꎬ必须由他人来进行认

定ꎬ由此使得践行仁义者时常不得不以丧失自我

个性为代价ꎬ正所谓“克己复礼”“毋意ꎬ毋必ꎬ毋
固ꎬ毋我”ꎬ其核心特征是“毋我”ꎮ 总的来看ꎬ以
宗法观念施行仁义的封建家族制度重集体而轻

个人ꎬ重义务而轻权利ꎬ重守成而轻创新ꎬ极大地

压缩了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ꎬ不仅严重抑制个体

自我人格形成和积极主动性的发挥ꎬ而且也影响

到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ꎮ 五四时期

思想启蒙者都有过遭受封建家族伦理压迫的亲

身经历ꎬ尤其在两性情感上不得自主的感受最为

直接也最为强烈ꎬ因此他们在获得自我解放之后

首先便将矛头对准中国传统宗法伦理观念ꎮ 新

中国成立之后ꎬ政府明令禁止依仗封建族权族规

剥夺个人婚恋在内的身体自主权ꎬ对于那些危害

个体身心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家族陈规陋习进

行了清理ꎬ后果严重者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ꎬ
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封建族权ꎮ 然而由于乡村传

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浸淫日久而无法轻易消除ꎬ
加之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得

到改变ꎬ因而在广大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依然

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ꎮ 总的来看ꎬ中国传统家

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实体ꎬ同一家族基于共

同的血缘关系以爱为伦理法则构成伦理共同体ꎬ
人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孤立的、独
立的个体ꎻ然而与此同时也使得每个家族成员都

承担着各种形式的道德义务而备受伦理束缚和

道德钳制ꎬ人性非但无法自由舒展反倒时常会遭

受戕害而导致人的精神创伤ꎬ这在 １９８０ 年代乡

土小说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ꎮ
首先ꎬ中国传统家族伦理制度是以男性为主

导设立的权力结构模式ꎬ女性处于从属地位ꎬ只
能凭缘而不能由爱来决定择偶对象ꎬ从而导致个

人婚姻生活的不幸ꎮ
１９８０ 年代虽然许多乡村女性在政策和法律

支持下大胆冲破封建家族伦理枷锁ꎬ但依然有很

多未能摆脱束缚而遭受身体磨难和精神摧残ꎮ
封建家族伦理是典型的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形

态ꎬ尤其是传统家族中的女性在两性情感方面更

是几乎完全丧失自主权ꎬ由此造成严重的身心伤

害ꎮ 彭见明«青龙水库»、王安忆«小鲍庄»«大刘

庄»等作品即涉及族中长辈对于家族成员自由恋

爱的横加干涉ꎬ使得原本美好的爱情遭受摧残乃

至酿成惨剧ꎮ «青龙水库»中的朱氏家族人多势

众且严格奉行传统家族伦理道德ꎬ就连党员队长

也得看族中长辈眼色行事ꎬ更遑论一般家族成

员ꎮ 心地善良的哑女帮着患有痨病的父亲将弟

弟妹妹们辛苦拉扯大ꎬ但因着天生聋哑而被家族

视为多余人ꎬ对于她的婚嫁大事毫不关切ꎮ 然而

哑女在参加水库修建时与男人偷情怀孕事发后

却在家族中掀起轩然大波ꎬ遭到族中长辈的审问

和毒打ꎬ族长为了维护家族颜面竟然让人用脚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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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哑女的肚子想要打掉胎儿ꎬ所幸干部及时出面

制止方才保住性命ꎮ 孩子出生后哑女父亲不仅

与她断绝父女关系ꎬ而且授意族人遵照族规要将

她绑着淹了ꎬ所幸族中人并未照此执行ꎬ而是霸

蛮地将哑女母子扔在水库管理所了事ꎮ 王安忆

«大刘庄»中同为刘姓但已出五服的迎春和小牛

心心相印ꎬ却因违背传统婚嫁习俗而遭致家族成

员反对ꎮ 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莫言«红
高粱»、刘恒«伏羲伏羲»等作品中的男性家长为

了金钱罔顾女儿的终身幸福ꎬ由此导致凄惨的结

局ꎮ 傅恒«花花»中花花的母亲先后将自己的五

个女儿都许配给自己亲族中的侄儿们ꎬ花花的三

姐因不愿和恋人分离而投水自尽ꎬ母亲又让花花

接替三姐嫁给表哥ꎮ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中的

金菊只因是女儿身平日里受尽虐待ꎬ长大成人后

原本憧憬着美好幸福的生活ꎬ然而她与高马真心

相爱却无法结为夫妻ꎮ 金菊的父母为了给大儿

子娶亲ꎬ与刘、曹两家订立了换亲的 “三家条

约”ꎬ一心寄希望于依照«婚姻法»保护婚姻自主

权利的高马却被从乡政府赶了出来ꎮ 金菊和高

马无奈之下选择私奔ꎬ但很快便被乡政府杨助理

员抓回ꎮ 后来高马因为蒜薹事件带头冲击县政

府被抓入狱ꎬ即将临盆的金菊无人照顾ꎬ绝望之

际上吊自杀ꎬ在她死后大哥和二哥竟以八百元的

价格将其尸骨卖给曹家结阴亲ꎮ
其次ꎬ中国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主张个人利

益服从家族利益ꎬ为了延续家族血脉或者完成家

族使命而引发自我主体失落ꎮ
对于严密遵循封建宗法制度的家庭而言ꎬ女

性能否生子成为关涉家族未来的头等大事ꎬ也是

女性确认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要保证ꎬ如同恩

格斯所总结的那样“母权制的被推翻ꎬ乃是女性

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ꎮ 丈夫在家中也掌

握了权柄ꎬ而妻子则被贬低ꎬ被奴役ꎬ变成丈夫淫

欲的奴隶ꎬ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ꎮ〔２〕由于长

期受到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的熏染ꎬ久而久之

形成重群轻己的家族本位观ꎬ事无巨细都以家族

利益作为个体行为处事的判断依据ꎬ从而亦步亦

趋地奉行儒家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而导致个体自

由受到限制ꎮ 许谋清«赤土路上的送葬队伍»中
的乌掐因为生育了三个儿子而圆满完成延续家

族香火的使命ꎬ为了养育儿子在世时她含辛茹

苦、受尽磨难ꎬ去世时也得享风光无限的隆重葬

礼ꎮ 相较而言«死海»中的乌昌却因为断了子嗣

而下场凄惨ꎬ村人们非但不关切同情乌昌的丧子

之痛ꎬ反倒秉承“不孝有三ꎬ无后为大”的祖训当

面斥责她ꎬ这使得她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负ꎬ不
得不同意雇人育子ꎮ 刘恒«伏羲伏羲»对人性和

人伦之间的矛盾纠葛进行了深入揭示ꎬ年近五十

的杨金山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不惜将

三十亩地中的二十亩作为聘礼迎娶年方二十的

王菊豆为妻ꎬ他在将青春貌美的王菊豆视作传宗

接代工具的同时ꎬ实质上也使得自身沦为延续家

族血脉的工具性存在ꎮ 莫言«欢乐»中的兄嫂深

受传统家族观念熏染ꎬ生儿子几乎成为他们唯一

的人生目标ꎬ为此人性逐渐发生变异ꎬ一个变得

懦弱自卑ꎬ而另一个则凶悍刁钻ꎮ
张炜«古船»中的隋氏家族成员虽然维护家

族利益与尊严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ꎬ但其实都

难以完全摆脱家族伦理观念的拘囿ꎮ 主人公隋

抱朴在人生的绝大部分阶段似乎都在守着“无
我”“丧我”的道德律令ꎬ固守着父债子偿的传统

家族伦理规约而一再声称自己是老隋家的罪人ꎬ
要替隋氏家族赎罪ꎮ 表面看来他放弃了家族复

仇ꎬ但实际上身为隋氏家族长子的他始终无法忘

却家族使命和家族责任ꎬ为此甘愿舍弃个人情感

欲望ꎮ 为了存续家族起见ꎬ他不仅自我克制和牺

牲ꎬ同时也极力阻止弟弟隋见素挑起家族之间的

纷争ꎬ以免隋氏家族遭受灭顶之灾ꎮ 进入新时期

之后有着经营才干和技术能力的隋氏家族重新

获得施展的舞台ꎬ隋抱朴在看清形势之后终于决

定走出磨屋ꎮ 在赵多多车祸身亡后ꎬ隋抱朴出任

粉丝大厂总经理ꎬ下决心要重塑家族事业的辉

煌ꎮ 抱朴在即将出任总经理时与见素所说的一

番话暴露了他的心迹ꎬ他说如果见素夺走了粉丝

厂ꎬ他被打倒在地也会从地上再爬起来将见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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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的ꎬ由此可见隋抱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长

子所肩负的家族使命ꎮ 荣格曾经说过:“不是人

支配着情结ꎬ而是情结支配着人”ꎬ〔３〕家族长子在

成长过程中往往要比其他同辈家族成员接受更

为严格的训诫ꎬ也承继着最为重要的家族使命ꎮ
长子相较其他人而言受到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

程度要大得多ꎬ尤其在家道中落时为了支撑家族

门面往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ꎬ长子情结时常会禁

锢住他们作自由选择的想法ꎬ而在重家轻己的长

子情结驱使下行事ꎮ 在小说末尾ꎬ隋抱朴预言老

隋家还会出下洋的人ꎬ这预示着他恢复家族荣耀

的雄心ꎬ承续了要将粉丝业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的家族梦想ꎬ然而为了避免给隋氏家族招灾惹

祸ꎬ他也不得不承受着无法和心上人小葵结合的

终身遗憾ꎮ 郑义«老井»中的孙氏家族世代肩负

着为村里打井的重任ꎬ这在因水源奇缺而水贵如

油的旱山是直接关乎着人们能否生存的头等大

事ꎮ 久而久之打井不仅成为孙氏家族的家族使

命ꎬ并且在这其中也浸润着家族荣誉感ꎬ也正因

此孙旺泉从出生之日起便被寄予重建家族荣光

的厚望ꎬ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家族伦理重担ꎬ为
此而不得不压抑自我真实欲求ꎮ 孙旺泉原本可

以和心上人赵巧英共同到大山之外开启新的生

活ꎬ但却因不愿违逆家族伦理道德而选择将生命

之根深植在太行山里ꎬ“他顺遂了爷爷ꎬ照顾了兄

弟ꎬ也给段家接续上了香火ꎬ单单坑害了一个爱

他爱得刻骨铭心的女人”ꎮ〔４〕 孙旺泉为了家族荣

誉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ꎬ此种自我牺牲精神固然

是值得钦佩的ꎬ但却是以个体自我的失落为代

价ꎬ在履行家族道义责任的同时也使得真心爱着

他的巧英受到严重的心理伤害ꎮ 王安忆«小鲍

庄»通过描绘鲍氏家族日常生活情态ꎬ对传统儒

家家族伦理进行了反思和揭示ꎬ小鲍庄可以视为

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ꎬ仁爱精神是处理家族内部

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ꎬ然而在仁义背后却也潜藏

着对于家族个体成员正常人性欲望的压制和禁

锢ꎬ对于个体利益的侵夺更是生活常态ꎮ 捞渣自

幼便秉承着儒家仁义道德观将自我欲求压至最

低限度ꎬ作为“仁义之子”他满足了传统伦理道

德规范的要求ꎬ但也由此造成生命活力的极度压

抑和个体价值实现的严重束缚ꎬ使得个体沦为集

体意志的牺牲品ꎮ
再次ꎬ家族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以血

亲关系为纽带ꎬ按照亲疏远近形成同心圆式的社

会关系网络ꎬ其根本宗旨是要维护家族利益ꎮ 为

了达成这一目的ꎬ一方面在家族内部始终遵循和

强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俗观念ꎬ并对胆敢

违拗者实施严厉惩戒以维护家族内部的和谐稳

定ꎻ另一方面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专制性和残

忍性ꎬ一有适当时机便会肆意欺凌外姓人以维护

狭隘的家族利益ꎮ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为了加强对于广袤的乡

土民间的控制往往会赋予家族族长种种特权ꎬ同
时又以连坐等方式倒逼着家族加强对于其成员

的管控和约束ꎬ当家族成员有违规之举而让家族

蒙羞时族长便会依照族规族约先行惩戒ꎬ尤其对

于通奸、乱伦等严重有悖人伦的行为会施以沉潭

等严酷惩罚ꎬ以此来维护家族声望ꎮ 谭谈 «罪

过»中的寡居族婶大香与李晓雷日久生情有孕在

身引起李姓族人公愤ꎬ纷纷登门兴师问罪ꎬ“这事

太丢我们李姓族人的脸ꎬ有辱我们的先人ꎮ 就是

政府不处置ꎬ我们族上也要惩罚他们一下ꎮ 过

去ꎬ族里出了这样的事ꎬ那还了得ꎬ早就用扮桶罩

起来了ꎬ然后开祠堂门ꎬ把有辱先祖的逆子叛妇ꎬ
绑到楼梯上ꎬ沉到大仙湾前面那个深河潭里淹死

了ꎮ 我年轻的时候ꎬ是亲眼看到沉过潭的!” 〔５〕沉

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已严令禁止ꎬ李姓

族人在七嘴八舌商议处置办法时业已认识到“对
男的ꎬ今天当然不能再捉去沉潭了”ꎮ〔６〕大香与晓

雷一起逃离家乡生下孩子后在夫家和娘家两个

家族的协力逼迫下无奈仓促嫁给年近五十且身

有残疾的篾匠师傅ꎮ 韩少功«爸爸爸»中的鸡头

寨人家族观念之所以极其强烈与其面临的生存

压力有关ꎬ家族是否团结以及家族势力是否足够

强大直接决定着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ꎮ 也正因

此鸡头寨人在与鸡尾寨人械斗时全体上阵、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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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归ꎬ最终因落败而不得不迁移别处ꎬ在临行前

为了避免拖累整个家族按照族规ꎬ老小残弱都要

饮毒水而死ꎬ对此他们都能坦然接受ꎮ
地理位置偏僻而又交通闭塞的地方习惯上

往往由家族族长代为处理外部事务ꎬ很多村民终

其一生也没有见识过外界天地ꎬ对于家族族长有

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心理ꎬ不可能也不愿离开世代

居住的村落到外面闯荡ꎬ同时又对非我族类者衍

生出强烈的排外心理ꎮ 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中
的李金斗和张炜«古船»中的赵炳等人在乡村扮

演着类似马克思所说的“天然首长”的角色ꎬ他
们之所以能够掌握乡村权力主要凭恃的是家族

势力ꎮ 赵炳在洼狸镇赵氏家族中辈分最高ꎬ又在

早年间参加革命成为最老的党员ꎬ这双重身份使

得他在洼狸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虽然集家

族族长和指导员于一身ꎬ但赵炳更为看重的却是

如何获取和维护家族利益ꎮ 朱晓平«桑树坪纪

事»中的李姓人家原本是一村一姓一族ꎬ因此

“村里人很讲究辈份(分)ꎬ宗法观念很重”ꎬ〔７〕 由

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狭小天地里ꎬ对于外界

事物缺乏参照系而满足于祖辈延续下来的生活

秩序ꎬ严格遵循传统伦理道德观而并无不适之

感ꎬ由此形成缺乏包容的生活习性ꎬ对外来者怀

着警惕和敌意ꎮ 李金斗之所以能够在村子里说

一不二主要凭恃的是宗法权威而并非基层干部

的政治权威ꎬ他是作为李姓家族代言人被推举出

来的ꎬ一心所要维护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ꎮ 也正

因此李金斗对于家族内外的人事处理上判然有

别ꎬ对外姓人加以利用的同时时刻防范着ꎬ一旦

外姓人触及李姓家族的利益时便会遭到残忍的

打压ꎮ 李姓家族对知青“我”、王志科、窑客老吕

甚至叶落归根的李言老汉等都带着敌意ꎬ为防止

侵占利益而拒绝他们融入ꎮ 王志科原本入赘李

家ꎬ在丈人妻子相继去世后李姓家族觊觎他所住

的那孔破窑而污蔑他是杀人犯ꎬ对其进行残酷迫

害ꎮ 以李金斗为首的桑树坪人给彩芳、王志科等

人造成严重的身心戕害ꎬ并迫使彩芳走上不归

路ꎬ但究其本质而言他们又并非极恶之人ꎬ正如

作者朱晓平所言的那样“我从心里觉着金斗是好

人”ꎬ“对桑树坪人ꎬ我没有一个恨的ꎮ 都是好

人ꎬ都是可怜人”ꎬ〔８〕之所以会酿成惨剧主要是狭

隘的封建家族伦理道德观念使然ꎮ 张炜«古船»
中的赵炳身为赵氏家族辈分最高的人在家族内

部掌控着话语权ꎬ同时他还精通权术ꎬ借阶级革

命之名行家族复仇之实ꎬ“以貌似革命的形式实

现宗法斗争的复仇目的”ꎬ〔９〕 成为洼狸镇人命运

的主宰ꎮ 赵炳对于自己当年能够带领赵氏家族

击败曾经声名显赫的隋氏家族一直引以为傲ꎬ不
仅对隋氏家族的财产进行大肆侵夺ꎬ而且还强占

隋含章以满足自己的欲望ꎬ作为洼狸镇几十年的

实际统治者他在给个人以及赵氏家族带来丰厚

利益的同时也对革命事业和其他家族人员造成

了严重损害ꎮ

二、传统家族伦理的衰微和变异

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

下ꎬ个体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袭扰的能力十分有

限ꎬ唯有聚合起群体之力方能求得生存ꎬ因着血

缘关系聚合起来的家族正可以满足人们渴望获

得安全感的心理需求ꎬ当灾害来临之际那些世家

大族还有族田族产来为族人提供及时救助ꎮ 五

四时期传统家族制度在反封建主义思潮的强力

冲击下逐渐趋于削弱ꎬ土改运动时所奉行的将族

田在内的所有田地收归公有的政策又从根本上

瓦解了封建家族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ꎮ 进入商

品经济时代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ꎬ人们认识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升ꎬ个体生存能力有了

很大提高ꎬ不再像农耕时代那样经常需要集合家

族群体力量来应对危难ꎬ家庭结构不断向着小型

化方向发展ꎬ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替代传统家族

成为主要家庭结构形式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定和法制观念的逐步推

进ꎬ中国乡土民间正在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

会ꎬ传统宗法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渐渐失去以往

的效力ꎮ 虽然传统封建家族并非全是负面因素

的集合体ꎬ对于农耕文明的生成和延续也有过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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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贡献ꎬ但与现代社会却不相协调ꎬ传统家族本

位的社会结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要求ꎬ唯
有打破传统家族制度将个体从家族束缚中解放

出来方能激发起社会的创新活力ꎮ 随着改革开

放的逐步深入人们的个体自主意识也开始觉醒ꎬ
生产经营方式趋向开放性、多元化和市场化ꎬ传
统家族伦理规范面临着逐渐衰落的必然结局ꎮ
相应地 １９８０ 年代乡土小说家族叙事的关注点也

逐渐从革命、斗争、叛逆等阶级话语中解脱出来

而转向对于人性欲望和个体自由的呈现ꎬ注重从

人性角度来展现传统家族伦理的腐朽、虚伪及其

必然走向崩溃的命运ꎮ 家族成员也会因汲汲于

个人私利而打破传统家族伦理规约ꎬ从而导致家

族亲情淡漠和家族伦理衰微ꎮ 苏童«１９３４ 年的

逃亡»«罂粟之家» «妻妾成群»、刘恒«狗日的粮

食»、莫言«红高粱»、陈忠实«四妹子»等作家作

品都呈示出带有悲剧色彩的家族衰败史ꎮ
苏童«１９３４ 年的逃亡»中的枫杨树半个村子

都姓陈ꎬ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旁系不断分出ꎬ家族

成员之间的亲情也因远近亲疏而不断变换ꎮ 地

主陈文治和手艺人陈宝年在陈家族谱中可以追

溯到血缘关系ꎬ然而两人之间却因着经济条件的

差距而形成攀附关系ꎬ陈宝年不顾同族不婚的家

族禁忌将美丽绝伦的妹妹凤子许给陈文治作妾

换回十亩水田ꎮ 由于是近亲结婚ꎬ凤子接连产下

三个畸形男婴ꎬ经受不住连番打击变得疯癫ꎮ 后

来陈宝年在城里经营竹器暴富ꎬ但奢靡无度的他

却罔顾家族责任ꎬ结果致使五个子女死于瘟疫ꎬ
侥幸逃脱的儿子狗崽也因与他争夺情妇落败抑

郁而终ꎮ «罂粟之家»中的地主刘老侠虽然通过

种植罂粟获得巨额财富ꎬ但刘氏家族却如同妖艳

的罂粟花一样在无比光鲜的外表下潜藏着致命

毒性ꎮ 为了满足财色欲望他毫不顾惜家族伦理

亲情ꎬ与父亲的姨太太野合生子并结为夫妻是为

不孝ꎬ趁着弟弟危难之际侵夺财产是为不悌ꎬ对
于儿子演义和女儿刘素子缺乏关爱是为不慈ꎬ从
而注定了家族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ꎮ 刘恒«狗日

的粮食»中天宽娶了瘿袋女人后两人辛苦劳作秋

天收获了吃不完的山药ꎬ但叔伯兄弟杨天德上门

借粮时却遭到拒绝空手而归ꎮ 待到生儿育女变

成八口之家时天宽不得不向别人借粮ꎬ洪水峪民

风淳朴不肯出借者寥寥无几ꎬ而天德就是其中一

个ꎬ家族亲情因着危难之际缺乏相互体谅和相互

帮助而荡然无存ꎮ
１９８０ 年代乡土小说还巧妙地运用隐喻象征

手法来呈现家族衰败史ꎮ 莫言«老枪»中的祖传

遗物猎枪见证了神秘而又悲怆的家族历史ꎬ奶奶

为了维系家族生存用它击毙了嗜赌如命的爷爷ꎬ
父亲则将枪口对准了自己ꎬ儿子因着饥寒所迫违

背母训偷偷摘下老枪打野鸭子时又意外丧命ꎮ
«红高粱家族»中在具有英雄气质的余占鳌、罗
汉大爷等红高粱家族成员的映衬下ꎬ后辈就像漫

地的杂种高粱那样发生种的退化ꎬ丧失了桀骜不

屈的家族血脉传承ꎮ 越出常规的无字之碑也隐

含着耐人寻味的讯息ꎬ徒然延续着传统的丧葬文

化习俗形式却丧失了精神所指ꎬ由此昭示着传统

宗法伦理名存实亡的衰微景象ꎮ «罂粟之家»中
的刘氏家族就像罂粟花一样在光鲜亮丽的外表

之下慢慢聚合着毒性ꎬ阶级斗争等外部政治运动

起到了加速原本已无可挽救的家族衰颓和覆灭

的必然命运ꎮ
事实上传统家族的维系并非单纯依靠族长

权威ꎬ同时也需义字当头ꎬ兄友弟恭、妯娌和睦ꎬ
源自一母同胞的骨肉亲情是家族维系的重要支

柱ꎬ否则的话便会因矛盾重重而导致家族分崩离

析ꎮ 封建家族观念之所以能在中国盛行数千年

与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落后的经济文

化条件有着直接关联ꎬ同财共居是宗法家族制在

日常生活方式上的重要体现形式ꎬ家族中的家长

在安排家族成员日常起居、劳作事务以及家用开

销等方面都有着绝对的掌控权ꎮ 事实上传统家

族不仅传承世代积累的财产ꎬ同时也传递生产技

能和管理能力ꎬ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使得家族所

积攒的财富、经验乃至社会地位都能够延续下

去ꎮ 然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ꎬ
致富渠道的多样化使得代代相传的生产技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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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经验失去用武之地ꎬ家族长辈不再像过去

那样能够从容应对时局ꎬ逐渐丧失话语权威ꎬ自
然也失去了往昔所受到的尊敬ꎮ 余华的诸多作

品都对传统家族伦理进行了无情的颠覆ꎬ对传统

的封建孝道进行了拆解和否定ꎬ«现实一种»中

的家族成员间形同陌路ꎬ全无母慈子孝、兄弟怡

怡的传统伦理情感氛围ꎬ最终兄弟之间相互残杀

上演了一幕人伦惨剧ꎮ 由于长期从事乡村基层

工作ꎬ陈忠实对根植于黄土地的家族文化心理有

着深刻的领悟ꎬ“缓慢的历史演进中ꎬ封建思想封

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ꎬ渗
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ꎬ渗透进

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ꎬ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

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ꎬ〔１０〕同时他也对家族文化

心理随着时代转换所发生的演变状况进行了深

入揭示ꎮ «四妹子»中吕克俭因家庭成分高在村

子里原本毫无地位可言ꎬ但却由于家法谨严而引

起村民们尤其是老辈人的羡慕ꎮ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随着外在政治限制的解除吕克俭在家族

内部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权ꎬ为了彻底解决儿子儿

媳们之间的纷争不得不分家ꎮ 分家后有着经济

头脑的四妹子生意兴隆ꎬ在筹划养鸡场时需要人

手ꎬ吕克俭为了让四妹子帮衬另外两个儿子家共

同致富提议兄弟三家联合经营ꎮ 四妹子念及家

族亲情也为了免去雇工剥削之嫌欣然同意ꎬ却不

料老大老二两家合伙算计将她多年辛劳积攒的

家业瓜分一空ꎬ吕克俭自此方才认识到“现在的

人心是朝着分字转ꎬ分得越小越好ꎬ分得越彻底

越满意ꎮ 在这样大水决堤般的时势里ꎬ自己却逆

时背向ꎬ把已经分了家的三兄弟联扯到一起ꎬ岂
能有完美的结局? 岂不愚蠢透顶!” 〔１１〕 周大新

«家族»中的周五爷随着年岁渐长成为周氏家族

的“长老”ꎬ但却更像是被时代抛弃的遗老ꎬ与后

辈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ꎮ 他本人也

无法弄清祖传遗训的意义ꎬ只能从家族悠久辉煌

的历史中获取些许精神安慰ꎬ由此昭示着传统家

族伦理随着时间推演只存在于历史记忆中却丧

失了内在灵魂ꎬ因而必然会走上没落的时代趋

向ꎮ 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周氏家族的年轻一

代彻底否弃了“和为贵”的家族遗训而展开金钱

角逐ꎮ
现代文明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也对传统家族

伦理道德构成了极大冲击ꎬ在削弱传统家族威权

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ꎬ从而大胆

冲破传统家族伦理规范的束缚而迎来新生ꎮ 蓝

怀昌«曼里寨新歌»中的壮瑶两村寨虽然树相

依、楼相望ꎬ共开一山地ꎬ共种一坡林ꎬ但在婚姻

方面却世代秉承着互不通婚的家族禁忌ꎮ 瑶族

青年何阿狗在十八岁前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ꎬ
当母亲何娅妮告知他的父亲是壮族人时他首先

想到的却是要遵从传统禁忌杀死自己的父亲ꎮ
后来在黎维纲的耐心开导下何阿狗的思想逐渐

发生转变ꎬ何娅妮和韦芒索也终于突破传统家族

伦理观念束缚成为眷属ꎮ 贾平凹«周武寨»中的

周氏家族和武氏家族祖辈便结有仇怨ꎬ在“文化

大革命”武斗中相互厮杀ꎬ然而在历经劫难之后

后辈却化干戈为玉帛ꎬ周家母子与武家组合成新

的家庭ꎮ

三、传统家族伦理的回归与认同

传统家族通过伦理规约在家族内部形成强

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ꎬ使得每个家族成员都能产

生灵魂有所依托之感ꎬ在危难之时相互扶持共渡

难关ꎬ从而满足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情感需要ꎮ 然

而ꎬ越是如此便越有可能造成群体意志对于个体

自由的剥夺和控制ꎬ使得家族成员产生偏离群体

的无助感和恐惧感ꎮ 中国现代作家诸如鲁迅、郭
沫若、茅盾等都对封建家族制度进行过猛烈的抨

击和尖锐的否定ꎬ但由于他们自幼都受到过封建

家族伦理观念的熏染而难以彻底与封建家族决

裂ꎬ所以同时兼具封建家族的反叛者和孝子贤孙

这双重身份ꎮ 相较而言ꎬ１９８０ 年代乡土小说家

则较少五四作家那样的心理重负ꎬ生长在红旗下

的他们没有经受过严酷的家族伦理教育ꎮ 然而

如同路遥所言 “我们每个人是某种历史的产

物”ꎬ〔１２〕闻一多也曾说过“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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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ꎬ一切制度ꎬ祖先崇拜的信

仰ꎬ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ꎬ都是从这里

产生的”ꎬ〔１３〕因而扭转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绝非像

换件衣服那样轻松自如ꎻ“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

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ꎬ及其根深柢固ꎬ亦
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

法社会者ꎬ亦即在此”ꎬ〔１４〕 因此所谓时代新人身

上也会存留着传统道德观念的印痕ꎮ 实际上如

前言所述ꎬ封建家族也并非仅仅有着压抑个体自

由和剥夺正当权益的负面效应ꎬ同时还有着给家

族成员提供庇护使其免受或者少受外来侵害的

积极作用ꎮ 也正因此思想启蒙者在引导人们反

抗封建家族伦理束缚的同时也时常会流露出怀

念心理ꎬ尤其是 １９８０ 年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ꎬ众多乡村青年极度渴望摆脱传统家族束缚而

奔向城市谋生ꎬ但在他们真正进入城市之后却发

现自身所面临的陌生感、孤独感和惶惑感ꎬ当遭

遇重大挫折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往往会真切

地体悟到失去精神家园般的落寞和无助ꎮ 面对

依然有着强大威慑力和掌控力的家族ꎬ许多年轻

人无力抗争而选择出走ꎬ以此种方式来摆脱传统

家长权威的束缚ꎮ 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也给年

轻人选择此种人生道路提供了可能ꎬ以至于“出
走”从而逃离传统家族伦理的牵绊成为个体实现

自由的必由之路ꎮ 然而“出走”也绝非易事ꎬ不
仅要面对鲁迅所指出的像娜拉出走之后那样如

何解决生活来源的现实问题ꎬ同时也要承受着与

家族彻底割裂的心理苦痛和情感折磨ꎮ 作家们

从理性上明确地意识到传统家族在进入现代社

会之后已经失却了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而

必然走向没落ꎬ但从情感上却又时常显露出依依

惜别的怜惜之情ꎬ为传统家族的衰落和家族文化

精神的毁灭而扼腕长叹ꎮ
由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ꎬ不同时期

的文学对传统家族文化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

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ꎬ１９８０ 年代乡土小说也经

由对家族伦理的批判与嘲讽到家族文化情感认

同与精神重建的转变过程ꎬ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

叙述者对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伦理中积极因素

的肯定以及对“家”的眷恋与皈依情怀ꎮ 无论是

坚守还是否弃都足以证明家族文化在中国人日

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ꎬ不同时代的人的命运

浮沉也与他们对家族的态度和认识有关ꎮ 王安

忆«岗上的世纪»里的知青小杨抓住大杨庄村民

宗族观念极强这一有利条件很快便得到杨氏家

族的认可和接纳ꎬ从而顺利得到推荐上大学的机

会ꎮ 这倒并非意味着小杨本人崇信传统家族伦

理ꎬ而是将之作为逃离乡村的策略ꎬ借此拉近和

消弭与村民间的情感距离而博得好感和支持ꎬ事
实证明此种策略确然行之有效ꎮ 中国乡村中的

家族基本都是以自然村落为界限不断繁衍而成

的ꎬ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容易形成强有力的家族

统治ꎬ家族成员一旦被迫离开家族便会变得举步

维艰ꎬ或因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或因受人欺凌而

缺乏安全感ꎮ
传统家族伦理道德既有着愚昧落后乃至吃

人的一面ꎬ同时也有着温情脉脉的一面ꎬ对于家

族中的不幸者尤其是老人也会在物质和精神方

面给予特殊照顾ꎮ 在王安忆«小鲍庄»中素以仁

义著称的小鲍庄将敬重老人视作不容违背的天

理常伦ꎬ鲍五爷唯一的孙子因病离世后“挤了一

屋老娘们ꎬ唏唏溜溜地抹眼泪甩鼻子”ꎬ〔１５〕 对鲍

五爷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ꎮ 队长告诉五爷:“你
老成不了绝户ꎬ这庄上ꎬ和社会子一辈的ꎬ‘仁’
字辈的ꎬ都是你的孙儿”ꎬ〔１６〕 其他人也宽慰五爷

“现在是社会主义ꎬ新社会了ꎮ 就算倒退一百年

来说ꎬ咱庄上ꎬ你老见过哪个老的ꎬ没人养饿死冻

死的!” 〔１７〕鲍秉德妻子上吊自杀被救下后无钱医

治ꎬ队长当即表态ꎬ“队里给你齐”ꎬ而众人也纷

纷表示“大伙儿给你齐”ꎮ〔１８〕 当得知捞渣在洪水

来临时为了救出五爷不幸溺水而死的消息后全

村人都沉默不语ꎬ他们守着县里送来救灾的吃食

却连小孩都没有动手抓一块ꎮ 在送葬那天全村

人集体出动ꎬ“这一天ꎬ小鲍庄没有揭锅ꎬ家家的

烟囱都没有冒烟”ꎬ〔１９〕 抬棺的都是父辈人ꎬ女人

们哭着给他送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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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曾经明确说过:“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

子ꎬ我在农村里长大ꎬ所以我对农民ꎬ象(像)刘

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ꎬ我
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ꎬ我是怀着

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ꎬ实际上是通过

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
妹的一种感情”ꎬ〔２０〕«人生»中高加林由背弃农村

投奔城市到重回乡村时的内心忏悔和对故乡人

的深情呼唤ꎬ确然显露出传统文化的温情ꎮ 莫言

«红高粱»中余占鳌为了严明纪律不得不将强奸

民女的叔叔余大牙亲自枪毙正法ꎬ但又念及叔叔

的恩情依照传统丧葬习俗将其厚葬ꎮ 许谋清«补
冬»中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依循传统习俗“补冬”ꎬ
姐姐为了能够让家族兴盛真诚地要让小弟和小

苇天天都补冬ꎬ但她明白自己早晚都会是外人ꎬ
延续宗族血脉和续谱的心愿只能托付给小弟来

完成ꎮ 赵本夫«祖先的坟»中起首便讲述了为拯

救族人而不辞艰辛带领族人南迁的“先人”的功

绩ꎬ后人也一直铭记在心年年祭坟ꎮ 路遥«平凡

的世界»(第一部)中双水村的金家和田家这两

大家族势同水火ꎬ即便是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也

依然无法调和世代相传的家族纷争ꎬ家族仇恨仿

佛已经根植于基因之中而成为永远也无法抹去

的家族记忆ꎮ 遵循着传统家族伦理规范的老一

代人将家族界限看得无比神圣ꎬ严格秉守着祖辈

相传的戒律ꎬ而青年一代也大都在长辈教育下墨

守成规ꎬ举凡“捉奸械斗” “抢水炸坝”等家族间

的争斗无论老少都积极参与其中而遑论是非曲

直ꎮ 孙少平到金光亮家上门给自己的学生辅导

作文这一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却在双水村引起了

轩然大波ꎬ“人们在惊讶之余ꎬ很是议论了一阵

子”ꎮ〔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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