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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家庭研究（第4卷）》的前三卷主要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研究领域的代表
作，既作历史记载也为学术积累，也可成为教学和研究的系列参考书，让多学科的家庭研究资源为学
界和社会共享。
《中国家庭研究（第4卷）》栏目有：论文精粹：主要刊登家庭研究的首发成果，部分转载在大陆学
术期刊网上搜索不到的论文、专著章节，也包括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的新作，博士、硕士论文的精
华缩写等；研究报告：期待各学科家庭研究课题的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报告；学术综述：对国内外家
庭研究专题作系统的文献梳理，以增进学术积累；国外文摘：介绍国外经典的或最新的在选题、理论
、方法和资料上有创新意义或学术前沿的家庭研究成果；推介与评论：对国内外婚姻家庭研究著作或
论文做解析、评论，以推介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争鸣；学界动态：家庭研究课题、社会工作的介绍、
研讨会综述等；传媒时评：对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新闻报道等所反映的婚姻家庭现实和趋势进行评
论，尤其欢迎对社会流行中偏颇的传媒作品加以分析、批评的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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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家政服务：上海现状及其市场规范对策研究·学术综述·  20世纪90年代父亲研究的学术成就及
其超越  家庭养老的“平均”行为——家庭轮养研究综述  家庭边界模糊：理论、研究和测量方法的30
年回顾  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多学科前沿研究·  家庭的生物社会学视角  婚姻不稳定
的代际传递：一项遗传学的探索性研究·国外文摘·家庭价值观  40年来美国家庭观念的变化趋势—
—20世纪60～90年代  半个世纪以来的择偶偏好——价值观的文化演变  性自由趋势与反趋势——荷兰
人在1965～1995年的态度转变  教育差异对女性离婚态度的影响（1974～2002年）  一种无力的接受
：1900～1998年大众杂志与学术期刊对单亲家庭的描述  家庭和婚姻的制度化——对两者认知及其关系
的质疑代际关系  中国城市中谁给父母的钱多，儿子还是女儿？
  美国家庭的代际交换结构  父亲参与和孩子的行为问题  婚姻不稳定性的代际传递：关系技巧还是婚姻
承诺？
·推介和评论·  谁的平等？
谁要平等？
——推介《婚姻平等的意义》  透视美国的当代婚姻——推介《孤单共处：美国婚姻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  私人生活30年变革的全景呈现——评《屋檐下的宁静变革——中国家庭30年》  美国《婚姻与家
庭杂志》最新目录  国内新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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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承袭华人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脉络，台湾地区婚姻关系中往往具有不少家族色彩。
夫妻之间的结合，有许多是基于双方家族的利益，或是符合某种家族的期待，这种家族的力量往往也
是婚姻关系可以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
不过，受到近代西方爱情观念的影响，“两情相悦？
渐渐成为众人进入婚姻的重要考虑，而个人在面对婚姻困难时，家族角色规范的约束力逐渐消失，此
时，夫妻间是否彼此“有情”也成了他们是否能够化解婚姻困难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考虑下，学者也开始探讨华人所称的“情”与西方人所说的“爱”存在哪些相同与相异之处
。
　　在西方社会对爱的定义中，“亲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元素。
不论从亲密的内涵或历程来定义亲密，西方有关亲密关系的文献都会提到“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在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个人自我表露的程度越深、情绪性的表达越多，对亲密情感的形成越能产生正面的效果
（Clark＆Reis，1988）。
虽然个人的自我表露对亲密情感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学者指出自我表露与亲密关系的研究往往存在
着概念重叠与混淆的问题（Schaefer＆Olson，1981）。
此外，亲密、自我表露，乃至其他相关概念，如连结（bonding）、凝聚（cohesion）、亲近（close）
等，在西方亲密关系的研究中，似乎也并未完全形成共识（Parks&Floyd，1996；Schaefer＆Olson
，1981）。
　　相对于西方学术界对自我表露与亲密关系重视，在中国社会“沉默是金”的传统下，这一方面的
研究则显得匮乏。
不过，华人传统的不表达并非意味着没有情爱，在“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如何表达
、体会、形成夫妻一生一世的情爱呢？
　　利翠珊（1997）曾经根据台湾地区夫妻质性访谈的资料，将婚姻情感归纳出感激、欣赏、亲近、
契合四个面向，并以此为基础，之后又发表《婚姻亲密情感量表》（利翠珊，1999），提出恩情与亲
密的概念来描绘上述本土婚姻情感的特色（Li&Chen，2002）。
该测量后续受到多项研究的使用（王明辉，2006；利翠珊，2005a；利翠珊、陈富美，2004；陈若琳
，2003），虽已具备初步的信度与效度，但仍存在继续整并与精确化的空间，希望借由发展形成一个
具有信效度的简效量表，可有利于大型社会调查及一般婚姻研究之用；此外，过去在对婚姻关系相关
量表或进行婚姻关系研究时，多半将性别分开分析，或者是探索夫妻特质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对婚
姻关系所带来的影响，较少直接检视夫妻间特质及互动模式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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