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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实行党的改革开
放政策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
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进步，黄南州各族群众的家庭观念、婚育思
想、财产结构、理财方式、饮食习惯等发生了显
著变化，传统的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父母包办、
鄙视离婚、姑舅姻亲等陈腐观念被摒弃，“四室
同堂”“男主外女主内”“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
守旧习气也不再秉持，呈现出自由恋爱、婚姻自
主、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简化、家庭分工淡
化、通婚圈扩大、离婚率上升、单身家庭增多、婚
礼日趋西化等新的发展变化。

家庭结构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1980—2010年的三

十年间，黄南州家庭规模、代际结构、年龄构成、
知识程度等变化较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实施计划生
育和改革开放政策，黄南州从城镇到乡村，绝大
多数家庭已经抛弃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接受
少生优育的思想。到21世纪初，人口自然增长
率得到控制，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家庭结构趋于
简单，空巢家庭逐年增加。家庭代际结构变化明
显，原来的以三代同堂为主的家庭结构，随着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二代
家庭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1980年以前，全州
家庭中一代户家庭约占10%，二代户家庭约占
50%，三代户以上家庭约占40%；到2010年，全
州一代户家庭约占 15%，二代户家庭约占
60%，三代以上户家庭约占25%。

与此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家庭人口
规模缩小，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由1980年的
5.15人缩小为2010年的3.87人；家庭中少年儿
童的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人口向老龄
化趋近，家庭生命周期延长；家庭中人口教育程
度大幅提升，文盲、半文盲人口（按国际通例15
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大量减少，青壮
年非文盲率由1980年的40.48%上升为2010
年的98.7%。

家庭类型
改革开放后黄南州城镇和农牧区的家庭类

型，出现了大家庭变为小家庭、联合家庭向直系
家庭和核心家庭转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人民
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
善，成年子女婚后一般都分门立户，多代合住的
直系家庭和同代人婚后仍未分家合住在一起的
联合家庭大量减少，由一对夫妻二人或父母与
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比例上升。但由于
城乡差别的存在，城镇和农牧区家庭类型的变
化也不尽相同。1980—2010年的30年间，城镇
核心家庭的比重较大，占80%左右；农牧区祖孙
三代同堂的直系家庭仍占有相当比重，约占
50%左右。同时也因经济条件及身体状况、文化
传统等原由，城乡仍有个别扩大化核心家庭（即
由共同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已婚子女或已婚兄弟
姐妹的多个核心家庭组成的家庭模式）。独身家
庭及独立生活的老人家庭较为稀少，自愿放弃
生育孩子的丁克家庭逐渐出现，四世同堂的大
家庭基本消失。

上述家庭类型因民族不同也略有区别，一
般来看，汉、回族的二代家庭和老人家庭比其他
民族多，而藏族、土族、蒙古族家庭中直系家庭
及扩大化核心家庭的比重比其他民族大。

家庭生活
改革开放前，物资比较短缺，家庭生活朴素

单调。人们的衣着清一色粗布、卡叽，城乡服装
一片蓝、灰、黑，不时兴佩戴饰品。食物匮乏单
一，人们需凭票购买粮油、肉食、布料、茶点、糖
果等，农牧区一些家庭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居住
条件较差，家中陈设简单。城镇居民多住统一单
调的平板房，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只有床、桌
子、椅子等基本家具。农家多为庄廓土平房，牧
区多为帐房及蒙古包。家庭使用的交通工具城
镇居民多为自行车、摩托车，农牧民多为驴、马
及畜力车、手扶拖拉机。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穿着日益丰富，服装
的花样、款式不断翻新，面料、质地也发生很大
的变化，色彩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
城镇流行西装，农区盛行各类化纤制服及毛绒、
皮衣制品，牧区时兴各类镶边长袄、羽绒服及仿
毛皮衣。佩戴高档贵重民族饰品、追求个性与时
尚成为新风尚。食物逐步丰富，家庭饮食结构由

“温饱型”向“发展性”“享受型”转变，时令蔬菜
进入寻常人家，膳食结构逐步改善，趋于多样

化。在城镇人们对于吃的欲望越来越高，不仅可
以“吃好”，还讲究吃得健康、饮食合理，注重膳
食结构、营养调配。要求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
味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
食物。至2010年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以前因
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成为餐桌上的
健康食品。农家主食已由白面、洋芋、青油转变
为白面、洋芋、青油、蔬菜、大米；牧民主食已由
酥油、炒面、奶茶转变为酥油、炒面、奶茶、白面、
大米，辅助食品已由肉食为主转变为肉食、蔬
菜、水果、食糖、糕点及各种市售方便食品。

家庭住宅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
善。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居住的
需要，出现大批新型住宅。至本世纪初，黄南州
的住房条件实现质的飞跃，大多数城镇家庭住
上了上百平方米的宽敞楼房，“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成为现实，并且有2到3套住房。农区大部
分家庭翻修了院舍，个别的还在县城和乡镇购
有住房。牧区全部实现定居，绝大部分家庭在政
府支持下修有砖木或砖混结构房屋，个别富裕
户还在县城和乡镇购有楼房。80%的家庭实现
由围栏、棚圈、种草、定居“四配套”向水、电、路
等多配套跨越。家庭交通工具明显改善，城镇一
半家庭购有自驾小轿车，摩托车、小四轮普遍进
入农牧户，富裕家庭还购置了小“面包”、小“双
排”、小轿车。

家庭义务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

内”“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汉嫁汉，吃饭穿
衣”的陈腐观念已被抛弃，无论是在家庭，还是
在社会，男女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女性的社会地
位显著提高，生活空间全面拓展，对男性的依赖
性大大减少，女性不再局限于“相夫教子”“夫唱
妇随”，“女掌柜”“半边天”角色得到广泛发挥，
这种情形城镇比农牧区明显。相对而言，妇女仍
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农牧区绝大多数
家庭一日三餐由女方承担；在城镇多半家庭的
吃喝拉撒由女方承担，也有做饭、洗衣由男方承
担的，还有相互轮流做饭的。具体到各民族情
况，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也存在一定
差异。但总体看，各民族男女在长期的家庭生活
中，根据各自身体和能力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
力的相对稳定的家庭劳动关系。如丈夫主要承
担耕田、放牧、拉运、买大件家具等力气活，或是

“跑外圈”、搞劳务，处理家庭与社会交往的事；
妻子主要承揽做饭、洗衣、挤奶子、打酥油、照看
孩子、打扫卫生等家务事。辖区内汉族在家庭劳
动方面已接近男女等量，男性花费在家庭中的
劳动时间约占40%，女性花费在家庭中的劳动
时间约占60%。回族、藏族、土族及蒙古族男性
花费在家庭中的劳动时间约占20～30%，女性
花费在家庭中的劳动时间约占70～80%，但每
个家庭也不尽一样。

改革开放后，“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
祸害”“棍棒底下出孝子”“树不修不成料，儿不
打不成才”的世代相传的“教子经验”得到一定
程度改正，许多家庭在保持良好家风、家规的基
础上，形成一套良好的家庭教育方法。大都在家
庭教育上注重以品德教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
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包括生活习惯、劳动习
惯、学习习惯等。在城镇的各族家庭，自孩子四
五岁起一般都购置有与孩子启蒙教育有关的书
籍、录像等，比如“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
各种儿童文学、励志读本及智力开发器具，并配
合幼儿园、学校辅导教材进行素质教育。期间，
也有部分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给
孩子请这样那样的家教，报五花八门的学习班，
使孩子不堪重负，有损于健康成长。农牧区一部
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也给孩子购买课外读
物，注重孩子的思想品德及励志教育，常用古今
名人、英雄模范及身边优秀人物作榜样激励孩
子。1990—2010年，正是严格贯彻国家计划生
育政策时期，城镇大多数家庭为独生子女或两
孩家庭，因而个别家庭有溺爱孩子，偏重知识教
育，放松对孩子的品行、劳动及勤俭节约等方面
教导的情况。

在传统美德教育方面，农牧区及藏族、土
族、蒙古等少数民族做法相对良好。藏族、蒙古
族几乎没有男尊女卑思想，无论男孩女孩都能
精心抚养，吃饭穿衣优先考虑孩子，且娇惯意识
不强。在赡养老人方面也普遍做得较好，能够孝
敬老人长者，重活累活不让老人干，尽量让老人
吃好穿暖，极少有嫌弃老人、虐待老人、不赡养

老人的现象。汉族特别是居住在城镇的一些汉
族，受西方腐朽风气侵染，传统仁孝美德丢失，
在赡养老人方面不如其他民族，婆媳关系动辄
龃龌不和、嫌弃老人现象时有发生，子女与年老
父母发生财产纠纷、老人独居情况司空见惯。而
在抚养子女方面几无差别，个别人遗存男尊女
卑的封建流毒，发生歧视女孩及弃婴现象。

家庭财产
1990年以前，黄南地区“万元户”比较少

见，人们的收入普遍不高，支出不多，积蓄较少，
家庭财产城镇多追求手表、收录机、黑白电视
机、摩托车，农牧区多追求以“三大件”为主的家
庭高档时髦消费品，如农区主要时兴自行车、手
表、缝纫机、收录机等，牧区主要时兴自行车、手
表、收录机、牛奶分离器等。20世纪90年代以
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全州城乡居民收
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存款从1991年的
393元增加到2000年的1529元；农牧民人均
纯收入由1991年的489.9元增长到2000年的
1253.45元。农牧区存款上万元的家庭比比皆
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话等耐用消费品进入
寻常百姓家中，家庭高档时髦消费品已由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老“三大件”向新“三大件”（电
视机、影碟机、摩托车）以及多件套发展。人们佩
戴的手镯、项链、戒指、耳环等饰品多为白银、黄
金、珊瑚、玛瑙、玉石等贵重物品。得益于国家的
住房改革、危房改造、移民搬迁、新农村建设等
政策，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牧民
陆续告别游牧生活，农民从土坯房搬进砖混结
构的新居，城镇居民大都从以前“交租金的公
房”住上了集资商品楼，困难户也住上了保障
房、廉租房。至2010年，全州城乡居民人均储蓄
存款余额6253元。城镇住户每个家庭总收入
5.18万元，每人实际收入1.58万元；农村住户家
庭人均收入3713.47元，人均纯收入3031.67
元。资产上百万的家庭已不鲜见。这一时期无论
城镇居民还是乡村农牧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数
量急剧增加：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手扶拖拉机
34辆、小车6辆、移动电话91部、洗衣机34台、
电冰箱34台、摩托车74辆、彩电74台、影碟机
28台。城镇更甚，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82台、
彩电102台、影碟机72台、移动电话（不包括90
部普通电话）136部、照相机42架、排油烟机56
台、淋浴热水器42台；大部分家庭修缮住房，三
分之一的家庭购置有第二套住房，约40％的家
庭购置家用汽车。

家庭婚姻
改革开放前，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婚姻登记制度颇
严，结婚登记率高，离婚率低，家庭稳定性强，

“事实婚姻”少，但“包办婚姻”“分居婚姻”较多，
人们的通婚圈较小。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
年代，结婚登记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家庭不稳
定因素增加，“事实婚姻”、非法同居现象增多，
通婚圈扩大，但“包办婚姻”“分居婚姻”大幅下
降，近亲结婚现象基本禁绝。2000年，全州结婚
登记率约为80～85％，离婚率平均为5%；2010
年，结婚登记率约为90～95％，离婚率为10％。
夫妻离婚率持续提升，夫妇离异日益得到社会
的宽容。虽然一些家庭因顾虑社会影响、子女关
系等处于得过且过的“维持状态”，但那种“从一
而终”的意识早已荡然无存。男方再婚、“寡妇再
嫁”属于常事。受不良习俗影响，“法外婚姻”在
回族、撒拉族中偶有发生，个别家庭还存在“一
夫二妻”现象。同时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户籍
制度的改革，人员交流日趋频繁，“包办婚姻”

“分居婚姻”逐步消失，“姑舅姻亲”完全杜绝，原
来以媒人介绍为主逐渐扩展到由亲友同事牵
线、参加文娱活动、远程网络交谈等多元化恋爱
渠道；年轻人从找对象到确定结婚人选，基本
上都由自己选定，大部分家长往往尊重子女
的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个别青年中还出现邂
逅“网婚”或“闪婚”等婚恋情况。以前汉族民
间“姑舅亲”陋习严重，认为表兄妹媾和是“亲
上加亲”的“好事”，改革开放后此种歪风渐被
刹住、革除。以前藏族、土族、蒙古族“招赘入
婿”本就不受歧视，改革开放以来汉族、回族
尤其是居住在城镇的汉、回族“倒插门”之说
大为淡化，对双方父母的关照不分彼此，几乎
不再纠结“娶亲”还是“入赘”。

原来黄南州地广人稀，信息闭塞，经济文化
落后，人员交往不便，通婚圈受到局限。到20世
纪90年代，交通逐步便利，人员交往范围扩大，

各种信息来源广泛，扩大了年轻人找对象的范
围和视野，加之婚姻观念的更新，扩大通婚圈成
为必然趋势。首先，在城镇原来通婚多限于一县
或全州范围。后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通婚范
围扩大到全省范围，有的跨省通婚的情况也屡
见不鲜；原来家长帮子女筛选对象时注重的“门
当户对”，后来人们已不太固守。国家干部与企
业工人、无固定职业人员结婚已无大碍，与农民
工结合的现象也不稀奇。族际通婚的壁垒已经
冲破，城镇青年中藏族、土族与汉族间通婚率较
高，甚至藏族、土族、汉族与生活习惯、宗教信仰
不同的回族、撒拉族间通婚的也不少。农村青年
在同一村择偶的观念日益淡漠，与外村、外乡、
外县青年通婚的比例提高。特别是在与其他民
族青年的通婚中，人们已不像先前那样保守或
讲究。由于黄南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同
仁县隆务镇回族青年与其他民族青年通婚比例
高于省内其他地方。就同仁县城及附近村庄而
言，1990—2010年，藏族与土族的通婚率达
50%，土族与汉族的通婚率20%左右，藏族与汉
族的通婚率10%左右，回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
的通婚率5%左右。

此外，随着西方欧美文化的大肆传播，个别
家庭尤其一些青少年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崇洋
迷外，海外的洋节粗俗弥漫盛行，自己民族的优
良传统缺乏承习，实在令人可笑、痛心。

家庭文娱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单调，家

庭文体娱乐活动贫乏。大家主要通过听广播、读
书（报）、看电影、打纸牌来获取知识信息、消遣
取乐，个别人闲暇时间以下象棋、下藏棋娱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进入上世
纪90年代，随着电视、电脑的大量普及，城乡文
体娱乐活动愈加丰富。人们获取知识信息、休闲
娱乐的方式以书报、广播、收音机等为主转向网
络信息为主。听广播、读书（报）、看电影、打扑克
的总体阵势减弱，但读书的种类、档次都却有所
提高，特别是城镇居民，有些人不仅去图书馆、
书店借阅、购买各类中外名著、现代通俗小说，
还有通过邮局自订或到书店购买各种自己喜欢
的杂志、报刊，其中包括书法、绘画、摄影及各类
文学读物、专业书籍等，如《书法报》《绘画报》
《摄影报》《电视报》《今古奇观》《小说月刊》《诗
歌荟萃》《文史知识》《文学评论》《阅读与欣赏》
《散文诗世界》等，个别妇女还订有《妇女》《婚
姻》《烹饪》《服饰》《家庭与生活》《卫生与健康》
等杂志。那时候，民间说唱艺人已消身匿迹，但
借助收录机、电视机，收听歌曲、评书，收看新
闻、电视剧的不少。看录像、玩麻将、打台球一度
风靡城乡。猜拳行酒、唱歌跳舞成为人们茶前饭
后消遣娱乐的时髦风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封闭的自然经济
状态早已打破，走亲访友的传统习惯逐渐改变，
探访远亲近友常安排在气候适宜的温暖季节，
不一定放在冷月寒天的岁末年初。春节团拜之
风兴起，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少或几个亲朋好友
及其家人，往往在饭馆团聚欢宴，以前那种你来
我往的拜年氛围慢慢淡了。九十年代以后，人们
原来那种上班（劳动）、在家（休息）的单一生产
生活程式发生明显变化，游玩、观景已成为人们
特别是城镇居民工作之余的重要行为。遇双休
日或“五一”“十一”等长假，全家人一起或亲朋
好友结伴，常到附近山林野炊聚餐或风景名胜
游览观光。同仁等地一些藏族村庄2000年前后
兴起夏日组织全村人或全家人到周边山野扎帐
消夏郊游的热潮。同时，其他各地各民族的传统
佳节不断恢复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家
庭文体娱乐也为之丰富多彩。如尖扎县“射箭
赛”“拉伊会”、同仁县“六月会”“元宵节”、河南
县“那达慕节”、泽库县“八月盛会”期间，人们射
箭、赛马，唱民歌、看藏戏，耍社火、观花灯，载歌
载舞，欢天喜地，是家家户户最热闹，文体娱乐
掀高潮的时节。

家庭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单位和社会细
胞，是人们甚为重要而核心的社会组织和经济
组织，其景象自然反映着一个民族、地区乃至党
和国家的面貌。而家庭的幸福美满则系于每个
家庭成员的勤劳聪慧，系于党的事业的兴旺发
达，系于整个国家的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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