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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姻家庭是一个由众多利益相关成员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ꎬ称之为家庭生态系统ꎮ 家庭生态系统如同自然

生态系统一样ꎬ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协同性、层次性、稳定性和演替性等基本特征ꎮ 随着婚姻家庭自身和外部环境复杂性

的加剧ꎬ如何利用和遵循生态系统的特性和规律来经营和建设家庭生态系统ꎬ成为婚姻家庭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ꎮ 从家庭生

态系统的基本特性出发ꎬ进行婚姻家庭的战略分析和规划ꎬ能够为切实提升家庭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促进婚姻的稳定与家庭

和谐发展等方面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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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１８６６ 年ꎬ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Ｅ.
Ｈｅａｃｋｅｌ)就提出了“生态学” (ｅｃｏｌｏｇｙ)一词ꎬ并定义
为: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
学[１￣２]ꎮ 自从提出“生态学”概念以来ꎬ生态学理论和
生态学思想以其独特的魅力ꎬ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
丰富的内涵ꎬ并拓展其理论外延ꎮ 人类社会和自然
界有很多类似现象ꎬ许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ꎮ 经过
近一百五十余年的深化发展与完善ꎬ生态学理论与
思想的应用不再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ꎬ已经延伸到
了社会学、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２￣７]ꎬ生态学
与文化、政治、经济、管理等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已
经成为了前沿课题和学术研究趋势ꎮ 但是生态学思
想和理论与婚姻家庭相结合的研究尚少ꎬ 尤其是在

创新婚姻家庭研究方法领域中应用生态学思想的研
究鲜有报道ꎮ 家庭生态系统同自然系统、社会一样
也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则ꎮ ２０１５ 年ꎬ笔者在论文
«生态位分离导致高考后离婚率激增的释疑»中率
先运用生态位原理ꎬ从生态位分化、生态位分离的视

角研究了当今社会高考后离婚率激增的社会问题ꎬ
并指出婚姻双方(丈夫与妻子)生态位的分离是导
致高考后离婚率激增的内在生物学原因[８]ꎮ ２０１６
年ꎬ笔者在论文«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婚姻经营研究»
中进一步运用生态位理论和系统论构建了一种新型
的家庭生态系统ꎬ针对目前我国婚姻高离婚率态势ꎬ

提出了当代婚姻的生态学经营策略[９]ꎮ 生态系统

理论中的生态元(包括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顶极

群落、生态系统与群落的演替、多样性和稳定性等方

面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

与指导意义ꎮ 本文从生态群落演替的视角切入ꎬ运
用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系统演替理论在方法论上探讨

如何经营和建设婚姻的稳定与家庭和谐发展问题ꎮ

一　 生态系统与家庭生态系统

(一)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观

１ 生态系统(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是由英国著名的生态学

家 Ａ.Ｇ. Ｔａｎｓｌｅｙ(坦斯勒)在 １９３５ 年率先提出的概

念[１０]ꎮ 坦斯勒认为生态系统是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

的环境共同构成的不可分割并密切相连的统一

体[１０￣１２]ꎮ 由此可见ꎬ生态系统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
生态系统是一个兼具开放性和封闭性特点的整体ꎻ生
态系统的主要组成成分是生物或生物群体(包括人类

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ꎻ各组分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

赖的关系ꎬ生态系统中各组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可以

根据环境要素进行调节的有机、动态的关系ꎮ
２ 生态系统观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 Ｕｒｉｅ.Ｂｏｒｎ￣

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提出ꎬ随后由生态发展观与系统发展观相

互融合而成[１３￣１４]ꎮ 其基本思想为:任何有机个体都

不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ꎬ必然相处在一个相互联系



的系统内ꎻ个体的发展不但受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ꎬ
同时也收到来自于外部的影响ꎻ在个体的发展过程

中ꎬ个体与周边环境是彼此作用的ꎮ 生态系统的特

点成就了生态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理论基础ꎮ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问题ꎬ生态系统是一个兼具

开放统一特征的有机整体ꎬ它的各种要素之间是相

互作用的ꎬ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而是可以变动的ꎮ 这就是生态学方法问题ꎮ

(二)家庭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是公众非常熟悉的概念ꎮ 我

国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ꎬ主张

复合生态系统是在人类行为的主导下、依托自然环

境资源、以物质和能量流动为命脉、以人类社会体制

为经脉而构成的一种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的生态

系统[１５]ꎮ 家庭及其成员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细胞是
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ꎬ由人构成的家庭势必具有

自然属性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ꎬ家庭道德生活联系

的纽带是爱情和亲情ꎬ体现了家庭伦理的自然性和

伦理性、客观性与主观性、个体性和整体性的有机统
一[１６￣１７]ꎮ 刘俊认为ꎬ家庭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家庭成
员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的整体ꎬ包含着错综联系的

成分与结构[９]ꎮ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５ 年春节团拜会上指
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ꎬ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ꎮ”家庭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基本单元ꎬ也遵循着

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些基本规律与规则ꎮ 家庭作为一

种系统ꎬ具有演替性和平衡性特征ꎮ 一般情况下ꎬ一
个简单的家庭生态系统由丈夫、妻子和小孩三个基

本的结构单元(或组分)构成ꎮ 家庭生态系统通过

丈夫、妻子和小孩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

达到和维持家庭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ꎮ 通过系统内

部各组分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ꎬ家庭生态系统不断

的发展、演替ꎮ 因此ꎬ家庭生态系统的平衡不是绝对

静止的ꎬ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ꎻ而且ꎬ只有当丈夫、妻
子和小孩等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ꎬ才能实

现家庭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ꎮ 即ꎬ和谐婚姻与和谐

家庭是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婚姻家庭ꎬ是婚姻家庭

生态系统在各种内外因素的联合作用、相互影响下

的“稳定”状态ꎬ具有整体性、开放性与协同性、层次

性、稳定性和演进性特征ꎬ这些特征为和谐家庭建设

提供了方法论指导ꎮ

二　 依据家庭生态系统的特征进行和谐家庭经营与

建设的方法创新

(一)根据家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ꎬ树立营建和

谐家庭的整体思维方法

钱学森指出ꎬ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作用和相互依

赖的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具有特殊功能的有机统一

体ꎬ而且该系统(子系统)本身又属于一个更大的系

统(巨系统)的结构单元[１８￣１９]ꎮ 显而易见ꎬ系统的整

体性是其最为基本的、突出的特征之一ꎬ构成了系统

论的思想魂魄ꎮ 任何系统都是由若干要素元构成

的、具备一定新功能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ꎬ作为系

统子单元的各个要素一旦形成系统整体ꎬ就具备了

独立要素所没有的功能与性质ꎮ 由各部分(要素)
相互作用形成结构而产生的新功能ꎬ表现出“整体

大于部分之和”的特性ꎮ
钱学森认为ꎬ家庭也是一种系统[１８]ꎮ 家庭作为

生态系统的一种类型ꎬ当然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特征ꎮ
爱因斯坦曾指出ꎬ人类需要有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

才能继续生存下去ꎮ 由此ꎬ在经营当代婚姻与家庭

时ꎬ我们要用一种具有一般系统论特征的、具有整体

观的复杂性科学思维方式而为之ꎮ 因为ꎬ一般的家

庭是大家族内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ꎬ是由具

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若干家庭成员所组成的有机整

体ꎬ各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只有协调于家庭生态系统

的行为范围内ꎬ才能有效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ꎮ 因

此ꎬ借助家庭生态系统的思维方式ꎬ每个家庭成员应

该明白自己在整个家庭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

角色ꎬ具有其他成员所不可替代的特色和优势ꎬ即家

庭的每个成员均具有其特定的家庭生态位ꎬ位置不

同ꎬ承担的权利与责任也各异ꎮ 因此ꎬ在探索婚姻家

庭的相关问题时ꎬ要从家庭的系统性与战略性ꎬ从总

体上把握家庭生态系统的全部内容ꎬ紧扣家庭生态

系统的各组成要素以及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关性、
组织性和有机性ꎬ从整体格局上经营和建设家庭生

态系统ꎮ 亦即家庭系统的每一个成员应相互支撑ꎬ
相互理解和包容ꎬ凡事从整体出发ꎬ经营好因爱情产

生的婚姻乃至后代的繁衍ꎬ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ꎮ
(二)根据家庭生态系统的开放性ꎬ树立营建和

谐家庭的开放思维方法

每一个物种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占据着特定的生

态位ꎬ皆有其特定的生态功能ꎻ在生物群落中有着特

定的地位ꎬ扮演着一定的“角色”ꎬ物种和物种之间

构成互补互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２０]ꎮ
在庞大的人类社会体系中ꎬ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

立存在的ꎬ它跟其他社会单元或其所处的自然与社

会环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家庭生态系统的

行为受到所处(依赖)环境的影响ꎬ同时其行为结果

也反过来影响着家庭所处(依赖)的环境ꎮ 即ꎬ家庭

生态系统具备开放性特征ꎮ
在经营与建设和谐婚姻、家庭的过程中ꎬ不能将

家庭生态系统当成是单一的、简单的、封闭的组织ꎬ
消极地、被动地根植于某一孤立的或封闭的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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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ꎮ 那种只强调家庭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ꎬ而无视

相关利益者群体(其他家庭、社会组织等)的整体利

益和整个人类生态系统共同发展的战略思维已经不

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节奏和格局ꎮ 家庭生态系统

必须有意识地与其他家庭、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群

体融合成一个大的开放的系统ꎬ并用生态系统的理

念来看待ꎬ将家庭自身的命运与整个人类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ꎬ运用乃至

创造各种不同的发展机遇ꎬ来进行家庭发展战略的

设计和运行ꎬ努力实现家庭生态系统与整个人类社

会生态系统的共同发展ꎮ
(三)根据家庭生态系统的层次性、协同性ꎬ树

立营建和谐家庭的包容思维方法

家庭生态系统是系统的一种类型ꎬ具有系统的

层次性ꎮ 系统的层次性是指构成系统的各要素差异

包括在结合形式上的差异所形成的系统在地位与作

用、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呈现出的等级秩序性ꎬ即统一

系统内部的等级差异性[２１]ꎮ 家庭作为一个系统ꎬ其
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具有层次性的ꎮ 家庭生态系

统的层次性决定了家庭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关系与问

题也具有层次性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历史

时深刻地阐明了家庭纽带是婚姻和血缘ꎬ家庭伦理

的自然基础是性爱和血缘[２２]ꎮ 性爱作为家庭伦理

的自然基础ꎬ决定了家庭生态系统的第一层次的关

系与问题ꎮ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生活中自古就有 “白
头到老ꎬ从一而终” “白头偕老、百年好合”的价值

观ꎮ 早在唐代的墓志中就有“ 立家之道ꎬ 闺室为

重”的记载[２３]ꎮ 这说明在封建王朝就有古人将夫妻

关系视为家庭生活的核心ꎮ 周立平认为ꎬ夫妻关系

是传统社会五伦关系的基础[２４]ꎮ 因此ꎬ以性爱为纽

带连接而成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与问题就构成了家庭

生态系统的第一层次的关系与问题ꎬ并决定和影响

着家庭生态系统内由血缘关系构成的第二层次关系

与问题(亲子关系与问题)ꎮ 第三层次的关系与问

题是由前两者衍生而来的兄弟姐妹、妯娌、婆媳、岳
婿之间的关系与问题ꎬ其中婆媳之间的关系与问题

相对其他衍生关系与问题更重要和突出ꎮ
处理好第一层次的关系与问题是家庭生态系统

和谐、稳定的关键ꎮ 钱钟书先生指出ꎬ孩子是婚姻家

庭的压舱石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孩子的教育、成长等成

为了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ꎬ尤其是在我国独生子女

政策执行以来ꎬ很多家庭将孩子视为家庭的中心ꎬ从
而导致在众多家庭出现了“小皇帝”、“小公主”式的

家庭教养[２５￣２６]ꎮ 因此ꎬ亲子关系与问题成了众多家

庭生态系统的第一层次的关系与问题ꎮ 有学者指

出ꎬ这种以孩子为家庭中心的理念导致了孩子成年

后或高考后夫妻生态位的分离ꎬ并最终引起高考结

束后我国离婚率的激增[８￣９]ꎮ 邓小平非常珍惜家庭

并声称ꎬ家庭的和睦是一项需要经常做的工作ꎻ家庭

生活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ꎬ其一就是夫妻关系[２７]ꎮ
这充分说明ꎬ夫妻关系是诸多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根

本和核心ꎮ 在营建和谐家庭过程中ꎬ只有将夫妻关

系作为家庭生态系统的第一层次的最核心的关系ꎬ
并处理好夫妻关系ꎬ才能包容亲子、婆媳等之间的矛

盾与问题ꎬ有效地营建家庭生态系统的第二层次和

第三层次的关系ꎬ维持和巩固婚姻家庭的长久和谐

与稳定ꎮ 处理好婚姻家庭的第二、第三层次的关系ꎬ
也能协同促进和改善夫妻关系ꎮ

(四)根据家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演替性ꎬ树
立营建和谐家庭的战略思维方法

任何生态系统都有相对的稳定性ꎮ 生态系统稳

定性是在生态阈值[２８] 范围内的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和抵抗力[２９]ꎮ 在这个概念中涉及到 ３ 个概念:生态

阈值、恢复力和抵抗力ꎮ 生态阈值是指生态系统发

生演替前所能承受的压力或干扰的临界值ꎻ生态系

统的恢复力就是干扰消除后生态系统能回到原来状

态的能力ꎬ包括恢复的速度和恢复程度ꎻ抵抗力是生

态系统在承受干扰时能保持原有状态的程度和时间

的长短ꎮ 生态系统是一个稳定的系统ꎬ但其稳定性

是相对的ꎬ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波动ꎮ 新加坡的

李光耀曾指出ꎬ家庭的巩固和团结使华人社会经历

了 ４０００ 年历史而长盛不衰ꎮ 这充分说明了家庭具

有稳定的特性ꎮ 王金玲认为ꎬ家庭的稳定是一种生

态———心理场稳定[３０]ꎮ 虽已具有生态学思想的痕

迹ꎬ但尚未上升到生态系统的高度ꎮ 钱学森指出家

庭生态系统也具有其特定的稳定性ꎬ且其稳定性具

有相对的范围ꎮ 当婚姻家庭受到外界一定程度诱惑

或干扰的情况时ꎬ家庭生态系统能以其特有的恢复

力和抵抗力维持婚姻的稳定ꎬ并有可能发展到一种

新的、更高级的平衡状态ꎻ当外界干扰或诱惑过于强

烈时ꎬ家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会受到损伤或破坏ꎬ很
可能导致家庭的变故或婚姻的解体ꎮ 这现象符合美

国 生 态 学 家 Ｓｈｅｌｆｏｒｄ 提 出 的 Ｓｈｅｌｆｏｒｄ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ꎮ 即ꎬ耐受性定律:任何一种生物对环境中

的生态因子对都有一个耐受性范围ꎬ范围有最上限

度和最下限度ꎻ生物的机能在最适点或接近最适点

时发生的生态效应最大ꎬ趋向这两端时就功能减弱ꎬ
甚至被抑制[３１￣３２]ꎮ 在家庭生态系统内部关系(夫妻

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调整的过程中ꎬ要控

制在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ꎬ才有可能增进夫妻感情、
巩固家庭生态系统的第一层次关系ꎬ并推动家庭生

态系统进入一个更高、更深层次的和谐境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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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ꎮ
任何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都不会是静止不动的ꎬ而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ꎬ最终出现

生物群落的演替ꎮ 美国生态学家 Ｅ.Ｐ.Ｏｄｕｍ 认为ꎬ
生态系统利用它可获得的能量得以发展结构和功能

的自组织过程称为演替[３３]ꎮ 在自然界ꎬ生物群落有

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演化的性

能ꎬ这是一个动态的、有生命特征的演替过程ꎮ 随时

间的推移ꎬ生物群落从一个阶段演替到另一个阶段ꎬ
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功能朝着一定方向产生有

顺序的变化ꎬ其终极走向必然是产生保持相对稳定
的顶峰状态(顶极群落) [３４￣３５]ꎮ 顶级群落内部种类

组成、数量相对稳定ꎬ每个物种都占据着不同的生态

位ꎬ能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周围的资源与环境ꎮ 在

长期不利条件下或内部结构失衡、内部组分作用紊

乱的情况下ꎬ自然生态系统中亦存在逆行演替的情

况ꎬ致使原本稳定的生态系统逐步衰退ꎬ最终导致系

统崩溃[３６￣３７]ꎮ 在生态系统演替的过程中ꎬ生态系统
内部的优势种群和外界的干扰等因素联合作用ꎬ影
响和决定着演替的方向与进程[３８]ꎮ 人类生态系统
一般情况下是发生着正向演替ꎬ但也有出现退行演

替的可能[３９]ꎮ 家庭生态系统ꎬ尤其是大家族生态系

统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ꎬ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和生
命周期[４０]ꎬ其发展呈现出了很强的生物生态特征ꎬ
家庭生态系统有着一个发展与演替的过程ꎮ 恩格斯

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人类的婚姻

与家庭是发展演化的ꎬ且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

切的关系[４１￣４５]ꎮ 家庭生态系统在其内部因素(或成
员)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ꎬ有着向着顶峰状态发展

的趋势ꎻ但也有着朝着支离破碎演化的可能ꎮ 在人

类生态系统中ꎬ小到小型的家族的中兴与衰落ꎬ大到

历代封建王朝的鼎盛与更替ꎮ 对自然生态系统演替

原因与动力的理解与运用将为我们人类有效地管理

与控制家庭生态系统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ꎮ 在面

对和处理改革开放进程中诸多婚姻、家庭中出现的

新问题、新现象时ꎬ遵循和利用生态系统正向演替的

规律与机理ꎬ及时化解家庭内部矛盾、缓解来自外界

的各种压力ꎬ并积极构建和创造正向演替的各种因

素与条件ꎬ将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家庭的建设ꎬ
并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ꎮ

三　 结语

家庭是以婚姻、血缘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组织形

式ꎬ它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ꎮ 经营和建设幸福、和
谐、稳定的家庭十分必要ꎮ 它不仅有利于一家人的

生活、工作、学习ꎬ 而且有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ꎮ
在和谐婚姻与家庭的建设中ꎬ站在生态系统的高度ꎬ

遵循家庭生态系统的层次性、协同性、开放性、稳定

性、演替性和整体性等特征ꎬ掌握和运用生态系统理

论、生态演替理论对于家庭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中
兴与衰落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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