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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
还是“个体化”？
以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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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家庭研究范 式 出 现 了 从“家 族 主 义”到“个 体 家 庭”的 转 变，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家庭经 济 生 活 角 度 切 入，通 过 勾 勒 农 村 居 民 评 价 私 房 钱

的道德框架，讨论中国农村家 庭 仍 然 是 在“核 心 化”轨 迹 上 还 是 走 向 了“个 体

化”。研究发现，私房钱的来 源、数 额 及 用 途，家 庭 经 济 控 制 情 况 和 亲 密 关 系

状况是村民评价私房钱道 德 与 否 的 重 要 因 素。这 些 因 素 都 被 包 含 在“个 体／

家庭”框架下，其中是否影响 核 心 家 庭 的 财 产 安 全 和 生 计 安 全 构 成 私 房 钱 道

德评价的核心标准。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 化”而

非“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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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本学者滋贺秀三（２００２：５７－５８）在其名著《中国家 族 法 原 理》中 对“同 居 共 财”进 行 了 系

统阐述：“每个人的劳动所得全部放进为了全体成员利益的单一共同的会计即家计中的形态，
构成同居共财这样的概念的核心。这件事在全体成员作为农夫耕作家庭土地的 场 合 以 共 同

的耕作、共同的收获的形式来实现。于是所有人的劳动力自然就被凑集起来。即使每个人之

间有能力、勤惰的差别也没有被意识到，或即便意识到也予以忍耐，众人的劳动成果作为共同

的收获来享受。在这一范围内事情可以极为自然地运作着，但是还不止于此，以 那 样 的 共 同

耕作为母型的生活的原理，可以扩大到家族中的每个人获得的副业收入、甚至从 事 另 外 的 职

业以致住处都不在一起的场合并能得到维持，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同居共财的原理以及基于这

个原理的中国的家族生活的显著特色。”

　　提到中国家庭的经济生活，“同居共财”１是一个常被提及的概念，
其通俗的含义是指家庭成员在一个锅灶里吃饭，共同维持家计，共享家

庭里的资源。“同居共财”在中国存续时间如此之久，以致被学者称为

中国家庭的神圣自然法（赵晓力，２０１１）。在儒家传统的理想家庭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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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无私财在道德上被推崇（伊沛霞，２００４；曹靖华，２０１１）。即使在

现今中国家庭中，夫妻无私财也被认为是理想的夫妻关系所具有的特

质（邢朝国，２０１７）。但是，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存私房钱的现象极为

普遍，因此，私房钱的道德评价又是一个极具实践意涵的复杂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基于中国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了解村民们对

存私房钱有着什么样的道德体验，他们判断私房钱对错的道德框架是

什么？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回应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经

济生活中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揭示中国农村家庭的变化方向。

一、文献回顾

在传统家族体制下，“私房”通常是指大家庭内部“房”的财产。在

家庭同居共财的集权经济形态下，家庭成员需将自己的收入交给大家

长，由 大 家 长 分 配 安 排，“私 房”在 道 德 上 是 不 被 鼓 励 的（滋 贺 秀 三，

２００２；费孝通，２００７）。《辞海》在解释“私房”一词时便提到，“北史·崔

昂传：‘孝芬兄弟，孝 义 慈 厚，一 钱 尺 帛，不 入 私 房’”（舒 新 城、沈 颐 等，

１９８１：２１３４）。
至于妇女的私房，虽然史学界有争辩，但在古代中国，一个愈益明

显的倾向是尽可能地抑制妇女的财产诉求，不仅她们的嫁妆要作为家

产，连她们得到的礼物馈赠也不能自己保留。妇德鼓励妇女将自己的

“私财”充作家产，用在丈夫的大家庭，如帮助夫家购买土地，资助丈夫

兄弟姐妹的婚事等（伊沛霞，２００４）。《礼记·内则》便强调，“子妇无私

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元明时

期的法律规定：妇女被休、再婚甚至丧夫返回娘家，不能从夫家带走嫁

妆。对妇女私财的否定是担心其会冲击同居共财的家庭，不利于父系

家庭的稳定和延续（伊沛霞，２００４）。
相较于古代中国，近 代 中 国 家 庭 结 构 的 演 变 趋 势 是 核 心 家 庭 化。

作为实体的“房”逐渐消亡，“房”的财产与大家庭的财产之间的界限、流
动、冲突等问题也逐渐减少，私房钱中的“房”的意涵弱化。现今，私房

钱更多地指涉家庭成员个人储藏的财产（邢朝国，２０１７）。与中国家庭

结构变化相关联的是，新中国《婚姻法》对家庭财产制度从强调家产制

向夫妻共财制转变（赵晓力，２０１１）。在中国家庭结构和家庭财产制度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看待私房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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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私房钱的道德性议题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家庭资源的分配

和消费，涉及个体需求与家庭控制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私房

钱的道德性放到中国社会的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脉络中去讨论。
通常，学界在讨论收入、消费和资源分配等议题时，作为整体的户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并且对户的基本假设是户

内的收入和资源被集中起来，由户内成员共同使用（艾利思，２００６：１５－
１６）。具体到农村社会的经济生活，农户是一个主流的分析单位（恰亚

诺夫，１９９６；马若孟，２０１３；阎云翔，２００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农户

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范式中，个体是缺席的，个体的欲望、喜好、利益以及

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通常模糊不清。即使是以农民／小农（ｐｅａｓａｎｔ）这

种个体化单位为分析对象，研究者们也倾向于将个体看作家庭利益的

维护者，为了家庭的生存保障、福利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地主）以及政

府进行合作，抑或反抗它们的剥削（斯科特，２０１３）。对于农民而言，无

论是斯科特（２０１３）的“道义小农”，还是舒尔茨（２００６）的“理性小农”，其
目标都是满足家庭的需求和生计。

这种将农民个体视为家庭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忽视其自身需

求满足的研究取向暗含着一个基本预设———家庭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利

益共同体，个体为家庭利益甘愿压抑自己的欲望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
即葛学博（Ｋｕｌｐ，１９２５）所说的“家族主义”（ｆａｍｉｌｉｓｍ）。贝克尔（Ｂａｋｅｒ，

１９７９：２６）对中国社会里个人与家庭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看法就是个人

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延续家庭。具体到中国传统家庭的经济生活方式，
研究者们更是用“合作社模 式”（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来 加 以 描 述 和 解

释（Ｂａｋｅｒ，１９７９；Ｃｏｈｅｎ，１９７０，１９７６；费孝通，２００７；Ｇａｌｌｉｎ，１９６０）。
事实上，家庭内部的经济生活并不像“合作社模式”描述的那样总

是和谐一致，其背后往往纷争不断，有着自身欲望和利益的家庭成员会

使用各种策略来竞争家庭资源和财产。格林哈尔希（Ｇｒｅｅｈａｌｇｈ，１９９４）
就指出，家庭内的互助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代

际不平等的压制结果。当然，在父权制家庭中，作为个体的妇女也不全

然是消极 服 从，而 是 会 积 极 维 护 自 身 的 利 益。例 如，沃 尔 夫（Ｗｏｌｆ，

１９７２）基 于 在 台 湾 地 区 的 田 野 调 查，提 出 了“子 宫 家 庭”（ｕｔｅｒｉｎ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的概念，即在父权制家庭中，妇女通过生育子女，产生一个“女

人的社会”，形成家内有家的现象，并积极争取子宫家庭的利益；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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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父系世嗣群内，多个子宫家庭的竞争是家庭分裂的重要原因。
这一发现挑战了中国家庭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和谐共同体的神话。

如果说沃尔夫的研究从性别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家庭内部的竞争，
那么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的田野调查则从代际角度为我们描述了大

家庭内部的财 产 竞 争。阎 云 翔（２００６）指 出，在 当 代 家 庭 中，个 人 的 自

由、欲望和情感已经变得相当重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很少再像过去

一样为大家庭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但是与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发现的无公德的、极端的个人主义

不同，贺美德（Ｍｅｔｔｅ　Ｈａｌｓｋｏｖ　Ｈａｎｓｅｎ）和庞明翠的 研 究 表 明，虽 然 年 轻

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快速崛起，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明显的责任感，希望

为自己及家庭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放纵自己，破坏家庭的

团结，家庭对他们仍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性（贺美德、庞明翠，２０１１）。
当然，不管研究者的结论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还是负责任的个人主

义，中国家庭研究的一个明显转变是对个人的发现，个体的欲求、情感

俨然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对于家庭中个体私人生活的发现，研

究者们将其视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体现（阎云翔，２０１２；沈奕斐，２０１３）。
在“家族主义”（ｆａｍｉｌｉｓｍ）解释框架处于主流地位的背景下，这种以个人

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无疑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
个体化理论的一个核心意涵是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比如阶级、社

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使标准化人生（ｎｏｒｍ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参
照图式和角色模式崩溃，人生成 了“选 择 性 人 生”或“自 主 人 生”（贝 克

等，２０１１：２）。诸多经验研究为我们展现了西方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个体

化图景，例如，现代妇女不再像传统妇女那样依靠男性养活，不再将婚

姻看成获得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的途径，而是会独立设计自己的人生

轨迹，要求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逐渐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

活”；越来越多的妇女像男性一样在家庭外部获得一份工作，而不愿意

一辈子只当家庭主妇；家庭里的劳动分工、开销分担、时间安排等事情

冲突不断，越来越需要协商，等等（贝克等，２０１１）。
同样，从“家 族 主 义”（ｆａｍｉｌｉｓｍ）到“个 体 家 庭”（Ｉｆａｍｉｌｙ）的 范 式 转

变，构成了观察中国家庭变迁的关键线索（沈奕斐，２０１３）。这条线索的

基本逻辑是中国家庭生活从重视家庭利益和意志的“家本位”（个人为

家庭）向强调个体欲望及利益的“人本位”（家庭为个人）转变，个体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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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出发塑造家庭认同观念，并且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构建家庭结构和

家庭关系处理模式。例如，沈奕斐（２０１３）通过对与父母共居的上海家

庭的深描，认为中国城市家庭正在走向个体化。
至于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阎云翔（２０１２）在下岬村的民族志研究

发现了个体化的痕迹，例如对夫妻生活独立性的追求使年轻夫妇与男

方父母分家的时间大幅度提前，农村青年文化鼓励青年摆脱家庭与亲

属组织的社会控制，年轻女性在择偶、彩礼交换和分家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婚后积极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家庭网络。当然，在家庭生活中发生

变化的不仅仅是年轻人，老年人也做出了调整以应对当前的社会变革。
曹诗弟、泥安儒（２０１１）在山东农村的调研资料显示，老年人对孝、代际

关系、晚年生活的期望已不同往昔，单过已经成为老年人普遍接受的一

种居住方式，很多老年人喜欢这种居住方式带来的自由自在以及避免

成为子女的包袱。但是，上面这些有关中国农村家庭转变的诸多描述，
与其说是个体化的表现，倒不如说是核心家庭化的特征。

至此，本文希望从家庭经济生活的角度切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现实生活中私房钱的道德问题；第二，从私房钱的道德问题出发，
分析当下中国家庭成员是以家庭为本位还是出现了个体化倾向；第三，
若家庭的中心位置依然存在，人们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还是以传统的

扩展家庭为中心。

二、研究方法

２．按照学术惯例，文中涉及的村一级的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的田野调 查 地 点 是 皖 江 北 岸 一 个 名 叫 宽 源 的 汉 族 村 庄。２宽

源是一个宗族村庄，其祖先可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村子现有１２２户，
户籍人口５２５人，但相当一部分户籍人口常年在外地工作。宽源往北

３小时的汽车路程到达安徽省省会合肥，往南１小时汽车路程到达芜

湖市。宽源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庄，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当地无霜期较

长，利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村民外出务

工人数逐渐增多，村民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得到了普遍改善。如今，装
修洋气的两层楼房在当地随处可见，大部分家庭拥有彩电、冰箱等现代

生活设施，部分家庭还购买了小汽车。

·０７１·

社会·２０１７·５



２００９年以来，宽源一直是笔者的田野调查 点，笔 者 在 这 里 开 展 过

不同主题的研究。尽管与村民们已经熟悉，但是谈论私房钱话题仍然

是令被访者尴尬的。调研伊始，笔者挨家挨户地进行访谈，明确告知被

访者访谈的主题和目的，被访者得知我要了解家庭经济生活和私房钱

时，有的哈哈大笑，有的直接劝我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要把时间和

精力浪费在这种家庭琐事上。笔者遭遇到了研究意义的认同危机。起

初，在一阵慌张之后，笔者会认真严肃地告诉被访者，研究私房钱有助

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老百姓家庭经济生活的逻辑，理解个人与家

庭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这样抽象的说辞打动不了被访者。在此情

况下，笔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实用的研究理由———这是我博士学位

论文的题目，我需要完成它才能毕业。这让被访者切实意识到笔者的

提问是认 真 的，由 此，本 文 的 田 野 资 料 收 集 工 作 才 获 得 了 更 积 极 的

回应。
深度访谈是本文最主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访谈的地点从厨房、

堂屋到晒谷场、路边，访谈的场景有看孩子、做饭、串门聊天等，访谈的

方式有一对一的访谈，也有焦点小组访谈。调查初期的访谈是直入主

题式的，笔者会直接询问相关的问题，调查后期的访谈则随意得多，笔

者用闲聊、拉家常这些非正式的沟通方式与村民交流，并注意观察村民

的日常生活，这使笔者获得了更多鲜活的资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邀请了当地的一位女性村民作为访谈助

手，协助完成对部分女性村民的访谈。女性访谈助手对于访谈有很大

的作用：第一，在一些访谈中，女性访谈助手起着线人的作用；第二，女

性访谈助手适时地自我表露有助于快速拉近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

关系，获得访谈对象的信任；第三，女性访谈助手扮演着文化翻译者的

角色，解答笔者的疑问，使笔者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女性的经验。

三、私房钱的道德性

需要说明的是，狭义的私房钱特指夫妻一方私储的夫妻共同财产。
广义的私房钱指同居共财的家庭成员私储的财产。本文所讨论的私房

钱是指广义上的私房钱。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并没有特意去强调或解

释什么是私房钱，而是让被访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回答相关问题，尽可

能呈现他们的主位立场。研究发现，家庭成员拥有私财不能一般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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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为道德或者不道德，村民共同体对此有一套具体的评价标准，例如

私房钱怎么存、怎么花等。

（一）私房钱来源的道德性

私房钱的来源涉及私房钱怎么存的问题。从私房钱的来源来看，
一些白白获得的钱（如孝敬钱、压岁钱、红包）、过日子节省下来的生活

费、积攒下来的零花钱成为私房钱，被许可的可能性更大，家庭成员对

这类私房钱的道德评价相对更积极，在特定情境下，这类私房钱甚至会

得到鼓励。
滋贺秀三（２００２）曾指出，在传统中国，那些个人白白获得的钱可以

是个人财产，由个人掌管。这在当下的宽源依然如此。例如，被访者献

秋将女儿给自己的钱留着玩牌，对此，他本人十分坦然，家人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妥。
问：献秋，你玩十点半（注：一种纸牌游戏）的钱是谁给你的？

献秋答：是二姐给的（注：献秋的二女儿）。
问：二姐给你的钱，你不上交给你妻子啊？

献秋答：二姐给我玩的钱，不需要上交。
献秋的妻子答：二姐给他玩的。

即使不是像献秋这样有子女专门给娱乐的钱，老年人将子女给的

孝敬钱或者将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存为私房钱，用来玩牌，通常也不

会引起家人的反对。
“我婆婆喜欢玩小牌，她口袋里有些钱，像私房钱一样，她

那个钱是生活费节省下来的。”（五凤）
“现在儿子女儿都有钱了，给你钱，肯定吃不完，剩下的钱

当然存着，玩小牌，防老。”（勇妈）
将白白获得的钱、日常节省的钱存为私房钱更能够被接受，因为将

这类钱存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从共同财产或者特定用途的

钱财中“谋”下来的。这一认知在被访者中极为普遍。
“你一个月挣八千，上交七千，剩一千留作公交费、香烟费

之类的，你剩多少钱是你的事情，你存起来，老婆一般也不会

管，这是你自己剩下来的钱，你主动上交当然好，不上交也没

关系，不会为这个吵嘴，这都是明的。”（远春）
“朝根每个月给宝琴３０００块钱生活费，实际上她每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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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需要２０００块钱生活费，有的时候会多点或者少点，剩

下的钱，朝根自然会认为她会存起来，不会跟她刨根问底，她

花掉就花，花不掉就存起来，不可能拿去别人的。”（八姐）
“若是自己每个月５００元钱额外的花销，如果没有用完，

可以把剩下的存起来，这就没什么大问题。以后在外面看见

想买的东西，或朋友偶尔问自己借个几百元，自己不用通过老

婆就能拿出钱来。”（生全）
相比之下，村民海珍的婆婆通过克扣孙子的生活费，藏私房钱来赌

钱，引起了婆媳间的怨怼。这笔钱不是婆婆从自己的生活费中节省下

来的，更不是她白白获得的钱，因此在海珍以及其他村民看来，这是自

私的。
需要一提的是，未婚子女从事副业的收入乃至工作收入，很多时候

可以由自己管理，尤其当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在同居共财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未婚子女更可能被允许拥有一些个人

可以支配的财产。这种情况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杨懋春的《一个

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都有提及（费孝通，２００７：５７；杨懋春，２００１：７９－
８０）。前面提到的被访者远春，她就是将自己在上海打工的收入自己保

管，结婚后这笔钱被丈夫发现，最后用在了自己的小家庭。
“现在有姑娘在外面累钱，存着钱不上交，不就是私房钱

么？不交，就是私房钱。一年能存些钱，家里不要她的。一点

点地存一些，结婚后，小两口的钱合并到一块不就行了么？”
（献秋妻子）
就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上述现象背后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

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成年男性控制着家庭财产，在此情况下，私房钱

给女性和未婚子女提供了一点过个人生活、满足个体需要的空间，起到

“体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未婚子女没有大规模地在家庭之外正式获

得工作和劳动报酬之前，对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成年男性作为家庭顶

梁柱的家庭收入模式来说，女性和未婚子女在家庭之外的劳动收入可

能被认为是临时的、不稳定的、补充性的，并不会对男性的家庭权威以

及家庭的经济安全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但对于当前的宽源以及中国农村而言，家庭成员可以保留自己的

劳动收入，这一现象可能有着更多的现代性意味。与传统的全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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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作为农夫共同耕作家庭土地、共同收获的生产模式不同，在脱离以

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后，家庭成员各自的收入和经济贡献有了

更明晰的界限，具有独立收入的个人拥有了更多的财产控制权，更可能

将个人收入变成私房钱。不难想象，在此情况下，农村同居共财的家庭

财产模式将受到极大挑战，家庭经济生活的实践很可能会偏离单一共

同的家计形态。
的确，从家庭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进入城市工作、有自己独立收入

的年轻一代，无论男女，在安排自己的经济生活方面享有更大的空间。
但是，要强调的是，未婚子女的经济自由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的。家庭中

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村落舆论仍然鼓励子女将收入贡献给家庭，而不

是存为私房钱，尤其当家庭需要用钱时。在日常交谈中，那些将工资收

入交给家里的子女被认为是懂事的、孝顺的、顾家的，受到亲戚邻里的

肯定。即使没有将收入交给家里，家长也希望未婚子女将工资收入储

存起来，将来用于成家立业之类的大事上，而不是消费掉，或者当家庭

遇到生计危机和急事时要拿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未婚子女保管自己

的收入是为自己未来的核心家庭积攒财产。对于男孩来说，自己保管

收入具有提前非正式分家的意味。由于家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子

女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当未婚子女的经济行为不偏离这个目标时，他们

通常不多加干涉，但是他们监督的目光从未移开。

（二）私房钱数额的道德性

私房钱的数额是影响家庭成员的态度和道德评价的另一个因素，
这是私房钱“怎么 存”的 另 一 个 重 要 维 度。从 被 访 村 民 的 道 德 表 述 来

看，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存私房钱以及私房钱用于何处，私房钱的数额一

般都不应该过大，不应危害家庭公共财政，影响家庭生计。即使那些赞

成藏私房钱的被访者，基本也持这样的看法。虽然，不同的个体、不同

的家庭对于私房钱数额大小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但一个基本的立场

是私房钱的数额要有限度。
献杭是一位瓦匠，有一儿一女，妻子平时在家里照看孩子。在谈到

私房钱的道德性时，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问：什么样的私房钱是不合理不道德的？

献杭答：要根据家庭条件来说。若是家庭条件好，存点私

房钱是可以的，家庭条件要是不好，饭都没得吃，一天挣５０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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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你自己存２０块钱，家里人饿肚子不吃饭了啊，是不是这个

道理？

问：若是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存多少私房钱合适呢？

献杭答：也不能存多，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能用就可

以了，存多了，不道德。
献杭妻子答：存多了就不叫私房钱了，肯定会被逮到。

在献杭的观念中，若是存私房钱影响了家庭生活，那么存私房钱是

不合理的，即使在不影响家庭生计的情况下，私房钱也不应多存，存点

私房钱给个人一点私人空间，有点钱用就可以了，“存多了，不道德”。
由此，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家庭经济条件、私房钱数额与私房钱道德性之

间的关联。
在村民的诸多讲述中，小额私房钱的确更能被人们接受。像献秋

存几百块钱玩小牌，家里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其他村民在提到此

事时也觉得这不算个事情。
问：献秋存私房钱，玩十点半，他妻子肯定晓得。
宝琴答：晓得是晓得，他存私房钱不过分啊，他的私房钱

都是平时生活 汇 总 结 余 的，结 余 几 十 块 钱，偶 尔 拿 出 来 玩 一

玩，赌点小钱，没关系的。
在笔者访谈的私房钱个案里，向玲藏了好几万块私房钱并将钱贴

给了娘家，就算个大事。向玲与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刚结婚那几

年，夫家比较穷，没有像样的住房和家具，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丈夫献玉

凭着手艺开了家禽苗孵化作坊，向玲自己也精明能干、性格要强，不仅

跟着丈夫后面学会了禽蛋孵化技术，还能帮助丈夫打理家庭作坊的生

意。夫妻两个人勤奋节俭，生意逐渐稳定，家里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
虽然向玲小家庭的日子过得红火，但她娘家的经济条件较差。向玲的

大哥成家后便与父母分家，后来向玲嫁人，家里只剩下父母带着一个弟

弟过生活，经济收入来自于父母的农业生产。随着父母年老力衰，原本

微薄的家庭经济来源也不稳定，所以，向玲婚后一直藏私房钱，瞒着丈

夫贴补娘家。
向玲出嫁时，娘家的弟弟才十四 五 岁。那 时 弟 弟 已 不 上 学，在 家

里玩了几年，后来跟人去外面打工，可是怕吃苦，工 作 换 了 几 份，都 没

做长久，没能混出个模样来。随着弟弟逐渐长 到 了 适 婚 的 年 龄，家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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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始着急，因为按照当地谈婚论嫁的基本要 求，男 方 需 要 盖 二 层 楼

房或者在镇上、县城购买商品房作为婚房，但是 向 玲 娘 家 实 在 没 有 这

个经济能力，弟弟的婚 事 一 直 往 后 拖，成 了 向 玲 娘 家 人 的 一 桩 心 事。
在这种情况下，向玲将自己攒的好几万块私房 钱 给 了 娘 家，支 援 弟 弟

盖房子娶媳妇。向 玲 娘 家 突 然 有 钱 盖 房，这 令 献 玉 有 些 疑 心。献 玉

在与向玲娘家人聊天 时，隐 约 知 晓 了 向 玲 出 钱 的 事 情，非 常 恼 怒，与

向玲大吵了一架，夫妻 俩 还 动 了 手，闹 得 很 严 重，一 下 子 夫 家 的 亲 戚

们都知道了向玲藏 私 房 钱，贴 了 大 钱 给 娘 家。原 本 逢 年 过 节 向 玲 回

娘家带些礼物，给父母 一 点 孝 敬 钱，这 也 是 合 情 合 理 的 事 情，婆 家 不

会有多少意见，但是向玲藏了大额私房钱并将 私 房 钱 贴 补 给 娘 家，不

仅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敬钱”，而且也超出了 一 般 意 义 上 为 防 身、
消费、娱乐所需的私房钱数额。

男性被访者献刚说自己允许妻子存私房钱，但不允许存多。“没钱

的人才存私房钱，我有钱，干嘛存私房钱，只有没钱的那一方存私房钱，
我允许她存，但 不 能 存 太 多，被 我 知 道 存 太 多 的 话，那 我 俩 肯 定 要 吵

嘴。”
长期存私房钱的女性被访者远春也认为，存私房钱数额不能过多，

过多的话，就过了分。
“他（注：指丈夫金贵）有时候挣钱多一点，多给一点生活

费，有时候挣得少，生活费给的少点，怎么办呢，把剩的钱作为

私房钱，贴补生活费用掉。存私房钱，不会存好多，存好多的

话，过分，存过分的话，双方都知道了，怀疑钱的流动动向。”
“我有时候一个月存三百，有时候一个月存五百，最高峰

一个月存一千多块钱，一年存个五千块钱差不多，因为家里开

销那么大，存多了也不合适。”
“我觉得老公应该支持自己存私房钱，但不能过分地存。”

（三）私房钱用途的道德性

私房钱的用途涉及私房钱怎么花的问题，这是村民对私房钱进行

道德评价时极为关注的要素。私房钱的用途涉及两个方面：第一，用在

什么方面；第二，用在谁身上。

１．怎么花

从私房钱的用途来看，相对于赌博、贴补他人，那些用于自身吃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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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度，满足生计需求，预防家庭风险、养老风险的私房钱，被允许的可能

性更大一些，人们对其道德评价也更为积极。
宝琴就鼓励自己的公公存私房钱防老。宝琴的婆婆在管家方面能

力有限，以前连钱都认不清楚。一个常被村里人拿出来证明这一点的

事例是，宝琴的婆婆拿钱去买苹果，十块钱的苹果，她给了人家五十块

钱。所以，宝琴的公公一直管家、管钱，连去商店买油盐酱醋都是她公

公负责。宝琴和丈夫早些年在深圳上班，后来因为女儿上学，他们回老

家生活，丈夫在隔壁镇的电缆厂当会计，年薪十多万，她在家陪读，家里

日常买菜做饭之 类 的 事 情 由 公 婆 料 理。宝 琴 每 月 给 公 公５００块 生 活

费，她让公公把用剩的钱自己存起来，说是假如哪天他们夫妻挣不到什

么钱，只能糊自己的嘴，没有能力给公婆钱了，公婆就要饿 肚 子 了，所

以，公公现在存点私房钱，到时候不至于饿肚子。宝琴告诉我，她在家

撞见过好几次公公藏私房钱。
“有一次，我在外面玩，回来后，看他拿着一个梯子，在屋顶

的灰瓦下面弄什么东西，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没什么，只是看

瓦漏不漏雨，我说又不是下雨天，怎么知道漏不漏雨呢。我看

他手上捏着一个东西，我就笑着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了，等明

天你不在家，我就拿梯子上去看看。等过了两天，他就把东西

换了一个地方，换地方的时候又被我碰见了。他藏钱的那些地

方，估计只有我晓得……他就把钱存了，但老头子又不会把钱

放银行，把钱用纸包起来，放在油瓶子里面，再放到屋顶的瓦下

面、墙洞里，到处放。他去世之后，我们在墙洞里各处找，找了

七八千块钱出来。他也不种地，靠我们给钱，我们以为给的钱

差不多被他们吃饭生活用掉了，没想到找到那么多钱。这个

钱，婆婆不知道，后来找出来，她才知道。”（宝琴）
宝琴之所以鼓励公公存私房钱预防养老风险，是因为公公婆婆是

极为节俭的人，不会用私房钱去赌博。另外，公婆就她丈夫一个儿子，
公公不会拿私房钱去接济别人，做出有损家庭利益的事情，而且公公只

是将平时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存为私房钱，并不影响家庭的生计和正常

生活。
养鹅户黄五的母亲存私房钱的故事同样属于被家人认可的例子。

黄五家兄弟三人，黄五是老大，老二结石（注：当地方言，形容人顽固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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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蛮横无理），老三在外地做生意，老母亲一直跟着黄五家里生活。黄

五说他的母亲存了不少私房钱，家里人都知道此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不合适，他没钱用的时候还会从母亲那里借。
“平时女儿侄子给些钱，别人来家里买鹅蛋，老母亲也能

攒些钱，像过年家里人赌钱，老妈妈站在边上，赢钱的人给几

百块钱给她很常见。她年龄大了，买东西吃也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没钱用的时候，还从她那里借些钱，比如说，我钱借出去

放漂子（注：高利贷）了，家里没用费了，老妈妈借些钱给我用

用，我钱还回来了，我再还她。老妈妈身上有几万块钱，全部

给我用掉了。我老妈经常说我欠她钱，我说你若是要钱，我给

你几万块钱，你放口袋里，给我阿兰（注：黄五的妻子）偷掉了。
我阿兰没钱用，在她那里拿，阿兰拿她的，她说老奶奶要钱干

什么事情啊。我老妈眼睛不太好，钱掉了，给阿兰捡到了，有

时候会还她，有时候不还她，拿几张下来，给她儿媳妇拿去了

不就拿去了嘛。有的钱没还，但她也要，我取一万块钱，放在

她腰里。我从她那里借的，是她的钱，她不要么，她要放口袋

里揣着。”（黄五）
虽然黄五的母亲与黄五家一起过日子，但她可以有自己个人的钱

财。作为家里的老人，不仅晚辈给她的孝敬钱理所当然地自己存着，她
甚至可以将卖鹅蛋获得的钱自己留着。卖鹅蛋的钱本属于家庭农业生

产的收入，并不像孝敬钱是白白获得的，但黄五的老母亲可以将其截留

下来自己存着。对此，黄五的解释是，他的母亲一个人将他兄弟几个拉

扯大，吃了很多苦，很不容易，家里人都特别尊重老母亲，老母亲生活节

俭，不乱花钱，这些私房钱她只是防身，不会给别人，最后还是给自己家

里人了，而且自己需要用钱时还可以跟她要，他和妻子就花了老母亲不

少钱。
另外，不少被访 者 赞 成 女 性 藏 私 房 钱 防 身。不 仅 多 数 女 性 受 访

者表达出“女人不存私 房 钱 就 是 傻”这 样 的 观 念，而 且 部 分 男 性 受 访

者直接说他们支持女性存私房钱。例如，四十 多 岁 的 修 能，以 开 出 租

车为业，他和妻子经别 人 介 绍 认 识，双 方 都 是 二 婚，平 时 家 里 的 经 济

收入都交给妻子管理，不 过 每 次 存 多 少 钱 用 多 少 钱，他 自 己 都 知 道。
他说自己有 经 济 来 源，存 不 存 私 房 钱 都 行，但 女 方 可 以 存 一 点 私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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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因为女人在家做家庭主妇，没有收入，长时间 不 工 作，逐 渐 和 社 会

脱轨，人际交往的圈子 也 小 了，年 龄 大 了 也 不 容 易 找 工 作，如 果 哪 天

感情不好又离婚了，以 后 的 日 子 怎 么 过，所 以 有 点 私 房 钱 是 好 的，不

但可以防身，还有其 他 很 多 的 用 处。这 位 男 性 站 在 女 性 的 立 场 上 考

虑私房钱对于没有工 作 和 独 立 经 济 来 源 的 女 性 的 意 义，从 预 防 婚 姻

风险、安身立 命 的 角 度，认 为 私 房 钱 可 以 给 女 性 提 供 一 定 的 安 全 保

障，所以女性藏私房钱合乎情理。
另一位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中年男性受访者在谈到女性的私房钱

时表示，女人要是不赌钱，没什么乱花钱的坏习惯，存点私房钱给自己

买点衣服首饰，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被家人知道了，家人可能会说几句，
但一般不会引起大的矛盾。

２．为谁花

被访者淑梅对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用途取向，用

她的话来说，就是看“怎么存怎么花”。此处，“怎么存”涉及前面提到的

私房钱的来源 和 私 房 钱 的 数 额，“怎 么 花”则 与 私 房 钱 的 用 途 勾 连 在

一起。
在淑梅看来，若是私房钱用在家里，“为家里花”，比如用私房钱为

家里购置物品，应对不时之需，缓解家里的燃眉之急，不仅可以接受，而
且可能是一个意外惊喜；若是用私房钱在外面胡乱花，甚至做出危害家

庭稳定安全的事情，则是不可以接受的。
问：从你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家庭生活中存点私房钱可

以接受吗？合理吗？

淑梅答：从我的角度来讲，看怎么存怎么花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如果为家

里花那还可以，如果在外面乱花，要是讲开了那还行，讲不开，
两个人可能还 要 吵 一 下。存 私 房 钱 在 外 面 乱 花，在 外 面“养

花”，那也行啊？！所以，要看私房钱怎么存怎么花了。例如，
今天他存私房钱，下次他给你一个惊喜，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道理讲开了，给你一个意外一个惊喜，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不

过，在我们农村（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家一天到晚忙

着生存忙着生活，没想过这些，没有时间想这些东西，一切向

钱看，两个小孩生活，哪有时间想这些浪漫的东西。过日子就

是要过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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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淑梅特别强调私房钱若是“讲开了”可以避免争吵，
不然会引起家庭冲突。所谓“讲开了”，意指藏私房钱的人要把为什么

藏私房钱、私房钱怎么花的说清楚，能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比如

应急、想买自己喜 爱 的 物 件、朋 友 应 酬 或 者 给 家 庭 成 员 买 礼 物，等 等。
也就是说，若是瞒着家人藏私房钱被发现了，未必意味着家庭冲突，有

可能给家庭积攒了一笔“意外”财富，变成惊喜。所以，私房钱怎么用很

关键。被访者五凤提到了相同的观点：
“赌钱，十分之七的钱赌掉了，你把十分之三的钱藏起来，

以后家里生活出现困难，拿出来作生活费，这种情况私房钱就

是惊喜。”（五凤）
被访者远春认为，当家里急用钱时，把私房钱拿出来，讲开了，通常

不会引起家庭矛盾。
“钱放那里存着，除非家里有急用，再找个理由拿出来，那

时候双方都没得讲……他挣了钱，自己身上留一部分，留一部

分放家里做生活费，你花得掉也好，花不掉也好，你自己存着，
他也不会跟你要回去。有一天，他问老婆你身上有没有钱啊，
你说没有，他不也没有办法么，不着声么（注：当地方言，意思

是争吵）？你要说有，他问你哪里来的钱，你说是平时生活中

节俭省下来的。所以，你可以讲有，也可以讲没有，就看你到

时候怎么用这个钱了，用的时候是一种做法，不用的时候是另

一种想法。”（远春）
（１）家内／家外

此处，我们重点讨论一下淑梅讲到的“为家里花”。“为家里花”涉

及私房钱用途的第二个方面，即私房钱用在谁的身上。显然，私房钱的

使用对象涉及家内／家外。“为家里花”意味着私房钱要用在自家人身

上，这里的自家人既可能是藏私房钱者自己，也可能是其他家庭成员。
对于什么是“家里”，谁属于“家里”，不同的人可能存在定义上的差异，
但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是当前中国家庭最基本的界限。
在此基础上，家庭边界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延伸，比如已婚的独生子将

父母包含在内。但不管家庭的边界是什么，“为家里花”实质上是为了

维护家庭财 产 的 界 限。３这 构 成 了 家 庭 财 产 流 动 中 的 一 条 重 要 禁 忌。
家庭经济的完整性、连续性及其控制权是家庭界限维持过程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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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对户界限的管理对于整个户及其不同成员的经济利益都是必

不可少的”（朱爱岚，２００４：１４４）。

被访者向玲在访谈中提到她与儿子阿皓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与

家庭财产的界限问题相关。

３．当然，“为家里花”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财产资源完全不能渗漏到家庭界限之外，家庭中有地

位的男性和女性可以决定家庭财产资源如何渗漏到家庭界限之外。

“阿皓喜欢吃肉，我跟他说，他一个人把两个鸡腿吃掉了，

吃得很快活，他说有得就有失，今天吃了两个鸡腿，等以后他

要养我和他阿爸两个人。邻居家的小姑娘就要我和他阿爸，

她来家里玩，我们给她几块钱，给她东西吃，那天在她身上花

了５块钱，阿皓讲他好心疼，说‘你俩想养二胎就养吧，你们别

把钱在人家小孩身上花掉了，家里的小孩以后不养你们，你还

可以告他，再养一个小孩，还能减轻我的负担’，他说我们是负

担哎！”
这段话通俗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孩子的家庭财产界限意识，即家庭

财产应该花在家里，用在自家孩子身上，而不应该为别人家小孩花钱，

因为孩子获得的财产和他承担的赡养义务勾连在一起，别人家的小孩

并不承担法定的赡养义务。这种家庭财产观念是将家庭财产与家庭成

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说明家庭财产流动的界限。可

以说，维护家庭财产的界限的确是家庭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人们会

据此来评价家庭成员的经济行为是否合理和道德。

像前面提到的宝琴就鼓励自己的公公存私房钱，一个原因是她的

公婆就她丈夫一个儿子，公公不会拿私房钱去接济别人，做出有损家庭

利益的事情，公婆积攒的财产最终也会回到宝琴的核心家庭里，实现财

产在家庭内部的流动。
淑梅对于丈夫逢 年 过 节 给 公 公 婆 婆 礼 品 和 孝 敬 钱 并 不 阻 拦，一

个重要的原 因 是：“自 己 家 的 老 人，多 给 点 就 多 给 点，少 给 点 就 少 给

点。你给的多，老人多存一点，你给的少，老人少 存 一 点，就 这 么 一 个

儿子。”

相比之下，向玲控制丈夫献玉在赡养婆婆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婆婆有三个儿子，这使婆婆与核心家庭之间的关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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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糊。从向玲的子宫家庭角度来看，给婆婆经济赡养已超过了子宫

家庭财产内部流动的界限，给更多的经济赡养，不符合子宫家庭的利

益。另外，丈夫的兄弟们对婆婆的财产构成了竞争性，保不准婆婆将财

产更多地给予偏爱的小儿子。
如果说儿子赡养母亲与核心家庭经济的完整性、家庭界限的维护

之间存在一定弹性的话，那么已婚女儿接济娘家对家庭经济完整性的

破坏、对家庭界限的逾越则是明确的。向玲存私房钱贴补娘家，就遭到

了丈夫和婆家人的指责，夫妻之间起了大冲突。从家庭财产流动界限

的角度来看，向玲的行为明显触犯了财产家内流动的禁忌。
向玲的婆家亲戚在笔者面前有过这样的评价：“向玲贴娘家，贴了

大钱，不是小钱，私底下贴的，所以家里吵起来了，打起来了。”这句评论

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向玲存私房钱为何引发严重的家庭冲突：一是向玲

存私房钱“贴娘家”，而不是用在自己身上或者小家庭内部；二是“贴了

大钱”，不是逢年过节给些礼节性礼物或者日常生活中给些零花钱；三

是“私底下贴的”，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
关于向玲存私房钱贴娘家的事情，我曾问过她的侄女远春的看法，

她表示钱花在自己 身 上 或 者 家 里 人 身 上 跟 花 在 外 人 身 上 是 截 然 不 同

的，前者即使发生争吵，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钱在向玲手上，她买什么东西不都可以吗？

远春答：那没关系啊，钱花在她身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

西，（她丈夫）最 多 不 开 心，讲 讲 你 又 花 这 么 多 钱 买 黄 金 买 手

链，最多吵吵嘴，这个事情就平息了，但这个钱不是你在他不

晓得的情况下拿出去给别人了呀，性质不一样，给自己买东西

或者花在家里跟花在别人身上是两回事，性质不一样。而且

曝光的钱只是一部分。再傻的人都不会拿私房钱买东西的，
买东西，哪怕在家里吵一架打一架，再用公款买，而不是用私

房钱。我大不了不买，也不会拿私房钱。
向玲在访谈中坦承她存过几千块钱的私房钱，她说自己存私房钱

的动机是给孩子们压岁钱，压根不提贴补娘家的事情。显然，在向玲看

来，前一种动机更能被家人接受，是文化规范所允许的。
“我以前留着几千块钱，现在没了么。我的心思是这钱留

着给小孩子们压岁，经常把新钱抽出来留在那里，抽了五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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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我越想越不对劲，放家里已经几年了，那天说小孩子（注：
向玲夫妇给儿子阿皓在银行开了户，用来存阿皓的压岁钱和

红包）存的钱都有几百块钱利息了，我想着这笔钱放在家里被

谁偷掉了划不来，放在银行里还能搞些利息，我实在熬不住，
就拿出来花了，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买摩托车花掉了２　６００
块钱，侄女结婚，我家和小阿爷红包１　２００块 钱，再 买 个 什 么

东西，花完了，没私房钱了，这真是自己的钱哎。到今天来看，
对我们来讲，存 私 房 钱 好 像 也 没 好 大 意 思 一 样，干 什 么 事 情

呢。”
与向玲一样，迎花的奶奶藏私房钱遭到了家里人反对，原因是她奶

奶藏私房钱贴给娘家的兄弟，触犯了家庭财产内部流动的禁忌。迎花

的父母与爷爷奶奶分家后，爷爷奶奶单过，家里的财物由爷爷管理，她

爷爷将现金和 值 钱 的 家 当 锁 在 了 木 箱 子 里。迎 花 的 奶 奶 靠 捡 拾 塑 料

瓶、卖废品攒钱，但攒的钱并不交给她爷爷保管，而是自己存着，贴给娘

家。她的爷爷奶奶为此事闹了多年矛盾，儿女们对母亲的行为也很不

赞成。迎花家里人虽然反对，但拿奶奶没办法。迎花的爷爷在一次与

她奶奶的冲突中绝食不吃饭，几天后离世。在这种情况下，迎花的大姑

姑和小姑姑砸开了她爷爷保管财物的木箱子，将里面的财物悉数取出，
全部交给了迎花的父母。

（２）自己／家庭

就私房钱花在家内而言，花在藏私房钱者自己身上（利己主义）与

花在其他家庭成员或家庭事务上（利他主义／利家主义）是存在区别的。
被访者五凤就明确地说，为自己着想而存私房钱是不道德的，若是

为家庭生计、家庭整体利益着想而藏私房钱，那么藏私房钱不仅是可以

的，而且应该获得积极的道德评价。
“如果一个人很自私，只为自己想，出于自私的目的藏私

房钱的话，他的这个目的就不属于道德的了。如果出于好的

方面想的话，藏私房钱比较好一点，道德一点。”
“但不是说不能藏私房钱，藏私房钱就不好。假如你姐夫

（注：五凤的丈夫）花费很大，大手大脚，那我肯定要存私房钱，
存私房钱不一定就有私心，可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遇到

急事，家里拿不出来钱，你的私房钱可以拿出来。”

·３８１·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



“藏私房钱有各种原因。就拿赌钱来讲，他（指五凤的丈

夫）如果赌钱，大手大脚地用钱，家里的生活费是要要的，这个

私房钱你就能存啊。”
由此可见，能不能 藏 私 房 钱 以 及 藏 私 房 钱 好 不 好，要 看 具 体 的 情

况，比如是为自己存私房钱还是为家庭存私房钱。
在访谈中，那些为家庭利益而藏私房钱或者藏的私房钱最终用在

家庭事务上的被访者受到人们的赞扬。例如，远春的婆婆因为公公好

赌而藏私房钱，还曾因藏私房钱被发现而遭到公公的殴打，婆婆将攒的

私房钱用于家庭生活，抚养子女成人，而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这为婆婆

在家庭中积攒了道德资本，不仅儿女们觉得母亲不容易，就连她的丈夫

后来也觉得亏欠她。

（四）家庭经济控制与私房钱的道德性

从存私房钱的原因来看，那些因为家庭经济控制过紧而存私房钱

的行为更可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被访者五凤对男性存私房钱持

理解态度，认为在女性管家的时代，女性控制太严，男性被逼藏私房钱，
使其家庭之外的社交生活得以进行。“逼”字言下之意，男性藏私房钱

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责任在于女性。
“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私房钱的故事。男的工资上交给女

的，基本上女的 管 得 多，女 的 管 得 严，男 的 这 里 藏 点，那 里 藏

点，最终被发现到了。像这种也能理解，他存私房钱是被你逼

的，她管得太严，如果出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朋友一块聚餐、
喝喝茶的钱都没有，怎么行？再讲男女平等，男的女的都是要

面子的人，在某种场合，男的面子要更大点。”（五凤）
远春也认为女性 经 济 控 制 过 紧 会 导 致 男 性 藏 私 房 钱，以 便 在 避

免家庭冲突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远 春 用 了“不 得 不”
来形容男性藏私房钱 的 无 奈，这 与 五 凤 的 被 逼 藏 私 房 钱 的 说 法 如 出

一辙。
“他明着动钱还好一点，你要是不给他用钱，他背着你藏

私房钱，更麻烦。男人，哪天要干什么事情，你同意，那他不会

存私房钱，不 像 女 人。男 人 被 逼 得 太 紧 的 话，不 得 不 存 私 房

钱，因为他也不想吵嘴，不想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远春）
木匠金成便是一个因老婆经济控制严厉而不得不藏私房钱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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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金成家里的大小事务（尤其是涉及经济方面的事情）由妻子郝青

做主，郝青对金成管得紧，平时只许金成身上留点抽烟吃饭的钱，金成

不得不通过存私房钱来摆平郝青不同意的事情。例如，金成的母亲前

年在工地上受了较重的伤，送到医院做手术，需要２万块钱，按道理两

个儿子一人一万，小儿子这边没有问题，但大儿子拿不出这个钱，原因

是大媳妇郝青管家，她只愿意出２　６００块钱，金成只好让弟弟垫付，自

己通过存私房钱还这笔钱。对于金成藏私房钱，熟悉情况的村民虽然

觉得金成窝囊做不了主，但是认为金成这么做没有错，不仅不危害家

庭，还可以避免夫妻矛盾。
当然，除了男性，因遭受严格的家庭经济控制而存私房钱的女性也

受到同情。秋妹的丈夫朝江自己挣钱自己管理，秋妹不知道朝江身上

有多少钱以及朝江的钱在外面是怎么花的。秋妹在家带孩子，没有经

济收入，而朝江对她的零花钱控制得很紧，限制她的自由，这使秋妹有

强烈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秋妹藏起了私房钱。后来，秋妹用积

攒的私房钱买了车票，偷偷地离开了宽源。村民们对秋妹的出走很惊

讶，觉得秋妹丢下小孩子实在是狠心，但也同情秋妹，认为朝江做得过

分，没有把秋妹当自己人，换作其他人也会存私房钱的。
相比之下，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控制不严、享有经济自主性的个体来

说，若存私房钱，更可能被认为是过分的。像宝琴讲到她在陪读时遇到

的一个女性，丈夫对妻子存私房钱就很气愤，因为在丈夫看来，妻子要

什么东西他都给买，他并没有限制妻子，妻子没有道理存这么多私房

钱。“你现在还存私房钱，你以为还是旧社会啊，你要什么东西我不给

你买啊。”言下之意是，若是丈夫控制妻子的花销，妻子存私房钱还能够

理解。

（五）亲密关系与私房钱的道德性

亲密关系的状态是评价私房钱道德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若是亲

密关系之间相互信任，那么就不应该存私房钱；若是亲密关系之间存在

危机，那么存私房钱是可以理解的。
从亲密关系的角度来看，私房钱显然与亲密关系的理想状态相背

离。在田野调查中，当我询问村民什么是私房钱时，有被访的村民用了

“谋”和“私心”来形容；当询问他们有没有存私房钱时，他们通常都矢口

否认，因为存私房钱往往被视为夫妻关系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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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是私房钱？

献玉答：私房钱正常是指夫妻两个公共的钱，一方把钱谋

下来，另一方不晓得……私房钱就是谋收入，女的谋男的，男

的谋女的。
问：在你看来，什么是私房钱？

五凤答：如果家里其他人不知道这笔钱，没有通知你，他

藏起来，就算是私房钱。
问：你结婚前打工挣的钱，有一部分上交给家里，有一部

分自己留下来，留下来的部分算不算私房钱？

五凤答：不属于。我们那时候打工，一个月没多少钱，大

部分钱都上交给家里，自己留一些，讲私心的话，是私房钱，但
自己要生活，每个人自己的生活费要有的。

问：在你看来，为什么藏私房钱？

五凤答：有私心，自己想做些什么事情，以前上班也遇到

过，自己用费比较大，钱只交一半给家长，家里也不晓得。
献玉用了“谋”字来形容私房钱。“谋”是一种刻意的、需要花心思

筹划计算、讲究策略的理性行为，这显然与亲密关系之间的情感性期待

不相符。五凤更是用“私心”一词来定义私房钱。五凤所说的“私心”是
指个人为自己做打算、为自己着想，比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满足自己

的消费欲望。尽管这些想法和行为稀松平常，符合人之常情，但是站在

家庭的立场，这种想法和行为不符合家庭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不是一位

顾家的、有德性的家庭成员应该有的。因此，私房钱在抽象的道德层面

具有负面色彩，这也是绝大多数被访者在访谈中否认自己有私房钱的

一个重要原因。
在访谈中，五凤特别强调，“两个人在一起要相互信任，我觉得存私

房钱是没有必要的”。
与五凤一样，被访者淑梅也认为藏私房钱不利于夫妻信任。“我认

为不应该存私房钱。彼此信任，双方才结婚走到一起的，偷偷地背着对

方存小金库，如果哪一天事情被发现了，会影响彼此感情，会争吵。如

果对方发现你存小金库，他也存小金库，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宝琴和八姐一致认为，“年轻夫妻如果存私房钱啊，那他们之间肯

定有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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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远春虽然存了私房钱，但她也表示，“夫妻彼此如果很信任、
感情很好的话，存私房钱不太好”。

男性被访者献杭认为，家庭过日子不应该存私房钱，私房钱跟家庭

的本质相矛盾。
“为什么不 存，应 该 这 么 理 解，家 庭 过 日 子，你 也 存 私 房

钱，她也存私房钱，不就不成一个家庭了么，相互之间应该有

信任感。我家没有任何人有私房钱。”（献杭）
另一位男性被访者生全在轮胎厂工作，妻子在菜场卖菜，生全说自

己平时不抽烟不赌钱，也不在外面玩，对他来说，有没有私房钱一点都

不重要，但他认为夫妻间不应该存私房钱，这会影响夫妻关系。
“平时夫妻俩挣的钱，除了日常花销，其他的钱都存银行，

如果遇到急用钱时再取出来也方便。家里有多少钱，夫妻双

方都知道，什么事情夫妻双方都商量着办，彼此也很信任。如

果有一方存私房钱，会觉得不好，心里有疙瘩，也影响夫妻关

系。”（生全）
另一位男性被访者采康虽然也认为夫妻之间不应该存私房钱，要

相互信任，但是认为当婚姻出现危机时，一定要存私房钱。换言之，存

不存私房钱跟婚姻的稳定性相关。
“生活中不需要存私房钱，家里过日子剩下的钱存银行，以后

有需要时，拿来应急就好。虽说不需要存私房钱，可每个月一定

要固定存些钱。夫妻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不能有什么秘密。但

是，如果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并且有可能导致离婚，那在离婚之

前一定要把家里的存款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采康）
当婚姻出现危机时，存私房钱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私心。被访者

对此种私房钱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两口子感情破裂，勉强维持婚姻，两个人都各自为各自

打算，那时候存私房钱或者转移财产，都是正常现象。”（刘心）
“两个人要是 过 日 子 过 不 到 一 块 儿 去，不 藏 私 房 钱 怎 么

行，尤其是女的。”（八姐）
藏过私房钱的刘心刚结婚时夫妻关系和睦，她认为夫妻不应该藏

私房钱，藏私房钱是有私心，但后来婚姻出现危机，她藏起了私房钱，她
对私房钱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认为在夫妻不和时藏私房钱是无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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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的，家庭都维持不下去了，人总要为自己打算。
“刚结婚时，丈夫在村里当小队长，家里做五亩地，那时家

里虽然比较穷，一年没有多少钱存，但日子过得还行。家里的

收支情况双方都很清楚，夫妻双方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小金库，
觉得哪一方偷 偷 地 存 私 房 钱 就 是 有 私 心，对 这 个 家 有 私 心。
前几年，家里的农田被征用，分了十几万元，我自己开了一间

棋牌室，丈夫也升官了，当上了村委书记。丈夫升官后，应酬

多了，经常在外面吃喝玩乐，陪领导打麻将，没有什么钱拿回

家。有一天，听别人说丈夫在外面有一个情妇，这时才发现问

题的严重性，明白了丈夫为什么没有钱拿回家，还经常找各种

理由跟她拿钱。意识到婚姻危机之后，我开始为自己和孩子

以后的生活打算，决定暂时不跟丈夫翻脸，希望丈夫能回头，
好好过日子，另外，开始偷偷地存私房钱，把家里的经济大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防止丈夫把家里的钱掏空了给外面的女人

花。”（刘心）
最后，有必要强调一下私房钱对亲密关系的积极作用。很多被访

者（尤其是藏过私房钱的被访者）提到，当用费花销不被家人允许或者

会引发家庭矛盾时，使用私房钱有助于避免家庭冲突。换言之，私房钱

对亲密关系不全然是破坏性的，它可以避免亲密关系因花钱方面的分

歧而产生冲突，有其积极性的一面。
“女性通过藏私房钱来贴补娘家，省得吵嘴。”（献玉）
“我必须存点私房钱补贴和前夫生的一儿一女，如果明着

拿给孩子，现在的丈夫肯定会生气，知道了会吵架……现在孩

子们都成家了，但不是每个孩子家里条件都好，我平时把孩子

们过年给的钱 存 起 来，自 己 也 种 菜 卖 点 钱，想 着 多 存 点 私 房

钱，等以后哪个孩子家里有困难了，偷偷地拿出来，这样孩子

们不会觉得我偏心，不吵嘴。”（李老太太）
“男人一定要偷偷地存点私房钱，平时钱不够的时候，用

自己的私房钱在外面混，老婆不知道，就不会吵架的，这样多

好！”（采康）
“如果哪天遇到什么事情，或想做什么事情，需要一些钱，

可老公又不同意，我又觉得非做不可，为了不伤害彼此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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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吵，这时我可以偷偷地动用我的私房钱。”（远春）

四、结论与讨论

宽源的田野资料显示，村民对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不是单向度的否

定，而是根据一套具体的标准来评价私房钱道德与否，即私房钱的来

源、私房钱的数额、私房钱的用途、家庭经济控制情况和亲密关系状况。
下表用二分法集中呈现了影响人们评价私房钱的各个因素。当然，这

种二分法也只是大概的分类，旨在从模型上帮助我们理解私房钱的道

德实践。

表１：私房钱道德评价的影响因素

私房钱的来源 私房钱的额度 私房钱的用途
家庭经济
控制程度

亲密关系

允许／
积极评价

白白获得的钱、
节省下来的钱

小额，适度
生存取向；
家内；家庭

高 危机

不被允许／
负面评价

从家庭共同财产
中谋下来的钱财

过大，影响
家庭生计

奢侈取向；
家外；自己

低 和睦、信任

　　上面这些影响私房钱道德评价的因素虽然涉及不同的方面，但它

们都被包含在“个人／家庭”之间的关系框架下，且核心的标准只有两

个：第一，是否影响家庭财产安全；第二，在不影响家庭财产安全的情况

下，应给予个人一定的自主经济空间。在这两个核心标准中，维护家庭

财产安全构成了村民评价私房钱的基点，这包括家庭财产边界的完整

性、连续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的生计安全、家庭应对潜在风险的能

力。这与斯科特 所 说 的“安 全 第 一”的 生 存 伦 理 相 契 合。在 安 全 伦 理

下，那些小额的、不影响家庭生计的私房钱不具有多少负面的道德色

彩。也正因为这一道德原则，当某个家庭成员挥霍赌博、危及家庭生计

安全 时，其 他 家 庭 成 员 为 了 家 庭 过 日 子 而 存 私 房 钱 被 认 为 是 合 乎 道

义的。
很明显，在宽源村民的观念中，个体与家庭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

对立的关系，而是需要平衡且可以平衡的关系：一方面，个体需求的满

足、个人生活的自由要有限度，不能损害家庭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同居

共财的家庭生活必须为个体需求的满足、个人生活的自由留有空间，而
不是僵化的。就后者而言，当家庭经济控制程度过高，不能给个体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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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自由空间，或者亲密关系出现危机，不能给个体提供安全感时，
个体存私房钱能够被理解。

简言之，村民对私房钱的道德评价 具 有 明 显 的 家 庭 偏 好，他 们 构

建私房钱道德评价框 架 的 基 点 是 家 庭 而 不 是 个 人，家 庭 以 及 同 居 共

财的家庭财产习惯法 依 然 在 人 们 的 道 德 框 架 中 起 着 核 心 作 用，强 调

个体财产权、个人自由、为自己而活的个人主义 道 德 取 向 并 没 有 明 显

地体现出来。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农村家庭 的 演 变 轨 迹 并 不 像 个 体 化 理

论所揭示的那样———个 体 已 经 从 家 庭 范 畴 中 解 放 出 来，过 一 种 选 择

性人生和自主人生。相反，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 系 仍 然 是“家 庭 中 的

个人”而不是“以个 人 为 中 心 的 家 庭”。“以 个 人 为 中 心 的 家 庭”强 调

家庭被放在个体手中，个体根据自己的欲望和 意 志 去 塑 造 家 庭，在 此

过程中，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等被凸显出来。但 在 宽 源，个 体 仍 然 是 在

家庭的框架下思考和 实 践 家 庭 经 济 模 式，个 体 的 自 由 和 情 感 在 道 德

层面是以家庭为界 限 的。在 调 查 中，鲜 有 访 谈 对 象 强 调 个 体 的 财 产

权利，家庭经济生活也并未呈现出城市社会里的ＡＡ制等多样形态。
在此意义上，贝克尔（Ｂａｋｅｒ，１９７９：２６）对中国社会里个人与家庭之

间关系的经典看法———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延续家庭———在当前中

国农村家庭仍然是成立的，只是当这个家庭不稳固，存在可能的危机

时，个体要为自己或者家庭多做些打算罢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处所说的家庭是核心家庭。在宽源，除了

少量的主干家庭，最 常 见 的 是 核 心 家 庭。家 庭 财 产 安 全、家 庭 经 济 控

制、亲密关系是以核心家庭为重要边界的，即使向外扩展到大家庭，也

存在“核心家庭”的界限问题。例如，对于父母赡养，无论是在核心家庭

还是在主干家庭，丈夫通常都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给父母钱物，这
是受到妻子严格监督和限制的。虽然已婚子辈与父母辈存在经济上的

往来和依赖，但两代人会各自管钱，维持各自核心家庭财产的边界及其

安全。即使两代人居住在一起，也不像传统的同居共财大家庭一样由

大家长来统一管理财产。核心化家庭目前是并将继续是农村居民经济

实践的主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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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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