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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評述評述評述《《《《21 世紀的家世紀的家世紀的家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台灣的家何去何從台灣的家何去何從台灣的家何去何從？》？》？》？》    章 英 華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黃應貴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已在 21 世紀一開始就已植生於台灣政府的政策，影響台灣社會，衍生出新時代的新問題，需要新的知識才能為台灣找出新的出路。他設定了十個議題，規劃以十本論文集來探討這十個議題，21世紀的家，就是這個大計畫的第一個成果。本書收錄的九篇論文，都各自有其理論的闡述，並在相關社會脈絡適當鋪陳之後，才進入「 貎家」面 的分析與論述，他們所提供的觀察或深度訪談資料，相當豐富，很多是一般人日常很少聽聞的。各篇雖然都是以家為對象，所著重的議題和理論的關懷不盡相同，作者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也提供了讀者進一步思考的議題與素材。每篇章讀起來都相當有趣，厚厚的將近五百頁，要能全然掌握，並不輕鬆，但還是值得讀者們花力氣去體會各文中經驗資料與理論的連結。本文先摘述各篇論文，或許太過簡化，或許貎不能中肯地展現論文的要義，但希望透過如此的簡述，呈現本書多元豐富的面 ，提起讀者一閱原書的興趣。 

 

福利與家庭意識形態 本書收錄了九篇論文，首篇是王增勇的「福利造家？」一開始就以家庭與社會福利的關聯為對象，是相當恰當的安排。不論大家對「家」有何不同的看法，但家庭在個人生命中的份量與照顧功能逐漸減弱，而社會福利體制在新自由主義的訴求下，又有減少公部門介入的因素，家庭如何介於其中？都是無可避免的社會議題。 王增勇的「福利造家」是對三代同堂意識形態帶入社會福利體制與社工日常運作的批判，在不同的福利實施階段，藉家庭意識形態國家小化了責任，而社工專業亦不自覺地用在界定個案資格與照顧安排上。在新的長期照顧方案中，居家服務的市場化，還是見到三代同堂的意識形態作用其間。這篇論文讀起來是對家庭意識形態在福利運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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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但在結論中，他強調「跳脫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而去探索家庭論述與不同論述之間的互動」。 

 貎另外八篇論文則呈現各種不同類型的家的面 ，我試著以個人的理解分類描述。 

 

超越傳統親緣界線的家 

機構的家機構的家機構的家機構的家 黃嬡玲以玉里榮民醫院呈現：在家庭脈絡下受到照顧的精神病患，在進入療養機構之後，家庭支持也逐漸喪失。但在當前的醫療照顧與社工體制之下，這個醫院照顧病患的工作，有其困境。以家庭治療理論為基礎的社工專業，對已經明顯無力承擔責任的家庭造成「過度使用家庭能力的要求。醫院想要塑造一個家庭的氣氛，成為落伍的做法。「透過購買式所建構的康復之家」，是否能取代病人對傳統家的需求和想像？」。這樣的洞察似乎和「福利造家」的訴求不盡相同。 

多個移民家庭組成的家多個移民家庭組成的家多個移民家庭組成的家多個移民家庭組成的家 林媁嬪的個案則是宗教與地緣交相作用下多個移民家庭的組合。來自同個村落移民的家庭，或許有著一些親屬關係，但並不熟識，卻在落腳的地方，透過傳統宗教，建構出可以分享的共同工作場域，共同的節慶與休閒活動，彼此不但建立深厚的感情，也形成跨家庭的照顧功能。也就是作者所謂的，「比兄弟姊妹咯卡親」的新類型的家。但是在後來，彼此間缺乏神壇的連繫，馬上面對了關係崩解的可能。 

 

不同於傳統角色規範的家 

跨性別的家跨性別的家跨性別的家跨性別的家 在同性婚姻的爭議中，林文玲提供了大家很少注意的跨性別的家，呈現四個例子：走入符合慣行的婚姻、盡為父之道的變性者、變性後因妻子懷孕而猶豫婚姻關係、以及透過弟弟與父母組成類似主幹家庭。在四個例子中，都顯示了跨性別者，在對傳統家庭生活的挑戰時，都面對傳統社會的常理或規範上有所掙扎，但也在調適於常理之中，得到可以立身的原則。這樣的家庭雖有其內在的掙扎，卻已有其出路，與同性伴侶的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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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相同。 

父不父父不父父不父父不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 彭文郁提供有關法國家庭亂倫倖存者的個案描述和分析。亂倫是法不允許的行為，這篇論文明白呈現倖存的受害者面臨的家庭困境，在維持家庭和諧的想法下，她們（大都是女兒）受到家人與親戚的壓力，感受到與母親之間的複雜關係。在司法過程中遭受到二度傷害，還造成受害個人的罪惡感。要從這種困境解脫，看到的例子是與原生家庭切斷關係之後，自己安置一個養育子女的無父家庭，或是組成協會，某種程度建了一個「象徵的家」。讓我們期望台灣同類的研究成果。 

 

原住民家的變貌：多義的家 本書第六章到第九章都是以原住民家庭的變遷為探討的對象。各章都先帶入所探討的原住民族的社會特質，讓我們也可同時理解相關的原住民族。各篇論文都讓人感覺到家庭的變遷仍與其原有的社會特質息息相關。 王梅霞描述並統計了（讓我們看不同類型家戶的分配）太魯閣族人的收養的家、共食和寄居的家、離婚與再婚的家，認為按照血緣、同居共食和共居共食的關係遠近而界定不同層次的家。這樣的家必須透過情感交流與分享才能成功運作，但情緒也有其憤怒面，可能導致家人的衝突。在當代，因為昔日處理衝突的機制已經弱化，衝突不易消解。她特別將婚姻關係的轉變，從在婚後形成感情轉成感情先於婚姻，作為情緒優先性變遷的例證。 潘恩伶有關泰雅部落缺席父母的家時，則呈現不同親屬在照顧父母不在之兒童的不同優位，依序是單親父母、單親父母與祖父母合作、祖父母、其他家人，如王梅霞文中提及的階序關係。階序關係也可從照顧者如何詮釋其與缺席的父母的角色反映出來。潘恩伶還指出，並推測分家主義、婚姻的自由性和 gaga 影響力的弱化所導致的離婚，是泰雅部落形成父母缺席家庭的主要原因。 陳文德從會所制度的復振中，觀察卑南族人與家及社會的關係，包含義父子關係的建立以及會所的家的意涵。在這種復振過程中，對家庭不完整或異族通婚的男性，會所就成為類似家的環境，並藉以而有身份的認同。他也告訴我們祭儀的變遷下，在重建部落與個人的關聯時，一方面超越同居共食意義的家戶群的體制已經式微，家的獨立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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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為彰顯，另外一方面有社會繁衍意義的義父子關係，因會所的復振而再生。 鄭瑋寧則以從魯凱族進入資本主義之前與之後的婚姻與家庭變遷為主題。在 1960年代以前，父母的主導婚姻，部落的階序仍在，年輕人難以自主表達情感，婚後則夫婦難緊密且共同的日常與工作生活中建立起夫妻的一體性。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個人感情主體浮現，在建構友愛家庭的同時，人們也透過自己的選擇工作完成養家者的社會義務。到了 21 世紀初期，由於勞動機會的不穩定，養家者這樣的社會存有，遭遇到很大的困境。同時，情感的主導力更強，這時候是「情感實踐的家」，甚至動物都可以成為家人，超越了物種的範疇。 

 

一些感想與疑問  主編黃應貴根據以上的九篇論文以及他自己的日常觀察和研究提供了一篇觀點鮮明的導論，認為台灣的社會以及家庭研究忽視這些在社會浮現的家庭現象，家是人類歷史社會下特定產物。他根據這些研究個案指出家的傳統界線已經模糊，負起家的功能的組合，往往超越原有的親屬範圍，而突顯了狹義的家（以親緣與血緣為本）與廣義的家（以權利義務關係為本）的雙重意涵，而當前的家的想像是來自個人性，日常的共同生活節奏與立基於感情的心理的慣性，決定了家的性質與意義。這種家的意義的展現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下，由於個體與自我得以發揮到極點，個體的存在優於家的存在。他特別指出，我們還缺乏對家的心理情結的研究。 本書的論文，大部分的論文並未有意識地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鄭瑋寧可能是最明顯面對這一議題的），總體展現的家庭的變遷就是因應自由主義的結果嗎？仍需更進一步的討論。就像變性的家庭與亂倫受害的處境，在各個社會都存在，而他們得到個人舒解的可能，以及卑南族會所的復振，二者之得以發展與新自由主義如何扣連，筆者在理解上還是有困難。導論中指出，從狹義的家擴大到廣義的家的機制，可能來自既有的社會文化基礎上，也可能來自新的政經條件下之新的心理機制。這兩者交結的意義，是讀者可以就本書各篇文章的讀後進一步去思考的。 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歷程中，世界上各個社會的家庭制度，多少都有個人化、多樣化與心理化的趨勢。在多樣化的歷程中，將各類型的家視為因應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變，而非不正常或違章的建制，應是個合理的態度，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朝著這個方向邁進。但我們也須認識到，各個社會在面對新的家庭型態時顯現的爭執，還是有其社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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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資料分析家戶類型，提到百分之十五的家戶是屬於傳統核心與三代家庭以外的類型，因此還不能說已經進入了第二次人口轉型的階段，並不意味不重視多樣化的趨勢。其實，在社會學的教科書或家庭的專著中，都注意到家庭在制度與規範上的轉變（喻維欣 2009[1999]；Berger 2002；Muncieet al. 2003[1999]），超出本書導言所引日本學者落合惠美子所說之現代家庭的變遷了。我們不能因為台灣尚未達到第二次人口轉型的階段，就忽略各種新興的家庭現象；但我們不能否認，在生育仍以婚姻為前提的台灣，與生育是個人選擇的北歐，婚姻與家庭制度與個人的關聯，差異很大。本書導言中提及，玉里榮民醫院和國際亂倫者協會所反映的家的想像基礎並不相同。台灣的家庭的個人化和多樣化到了什麼樣態，如何在與其他社會的比較中定位，是可以拓展經驗議題，這方面的討論或可避免我們輕易就直接引用其他社會個人化與多樣化的經驗。 其次，在個人化趨勢的討論，本書在原住民家庭的研究中，突顯出多義的家和情感的優先性，這些現象在當代漢人家庭變遷中也可以有很多雷同的個案，像從婚後培養感情轉變到立基於感情的婚姻，在感情的基礎上家戶的界線的，對同志伴侶的接受，甚至到視寵物為家人。編者在導言中指陳，原住民家庭與部落社會的關係以及兩性關係，與漢人社會家長權威與父子關係的不同。他進一步從廣義的家和狹義的家對個人認同與社會繁衍在原住民社會與漢人社會不同的展現。雖然我不太能理解上述的連結，但認為值得用更清楚的論證或更多的個案來說明這樣的差異。此外，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經濟發展困境中，原住民族所遭受的衝擊，是否造成他們達成「養家義務」達成的可能，與是否有其特定的福利需求，應是台灣社會重要的議題。 強調個人情感在婚姻與家庭結合的重要性的脈絡中，其實我們從各篇論文都可以看到與個別家庭關聯的「眾數的家」，是個人或個別人可以追求自由的支助。鄭瑋玲從他的個案中看到了「利用父母手足與親戚完成個人的自由」，甚至在導言中所提及的罕見的夫妻案例，也有仰賴「眾數的家」的家人和部落朋友的跡象。那麼那些讓個人可以依靠的「眾數的家」，又要如何看待呢？就算是單身家戶在增加中，但台灣的單身家戶與他們的原生家庭的關聯，並不同於歐美的單身家戶。潘恩伶的論文中的某些例子可以看作是與那些流動的個人（缺席的父／母）關聯的「眾數的家」的探討，林瑋嬪描繪的新型移民的家形成和消失時，個別的家應該都有與其關聯具血緣關係的「眾數的家」。另媁外，超越傳統界線的，是未來的可能的廣義的家也顯示其限制，如林 嬪的移民的新類型的家和玉里榮民醫院的家庭困境，而協會的家與部落的家和個人家的分際，也還不清楚。「狹義的家」、「廣義的家」以及與個人密切關聯的「眾數的家」，未來在社會中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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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的關聯，如果對之有著更完整的觀察，或許有助於醞釀出較適當的「第三條路」。 不論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看法有何不同，在大部分的社會，家庭可以給予個人保障的能力逐漸減弱。在像台灣這樣社會福利功能仍待加強的國家，家庭的照顧功能很難被忽視，國家與家庭的福利職能的分際，的確很是重要。在台灣過去福利體制的運作中，誠如王增勇教授指出的，傳統家庭意識型態作用其間，看到一些不合理的運作。他指責三代同堂意識形態的不當介入，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傳統家庭意識型態在日常中的普遍，很多照顧的負荷，是因家人願意承擔，而得以解決。我想這種日常生活的運作，不是政府的宣傳所導致的結果。另外王教授也指出台灣的社會福利在家庭意識之下，強調非正式照顧優於正式資源。以台灣目前的狀況，正式資源的增加，應該是政府無法推托的責任，但是家庭會如何轉變呢？最近一本討論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著作中，有關北歐的一章，名為「天堂中的苦惱（Trouble in Paradise）」（Newman 2012）。該章指出，與許多社會一樣，北歐同樣有著青年失業的問題，只是其社會福利制度避免了成年子女對父母的依賴。但他的個案呈現，身為父母的北歐人看到南歐人的家庭生活，會感到自己太孤立，好像他們失去了什麼東西，他們也不知道親子之間的互相需要如何展現。作者在這章的結論是，在社會福利保障弱的國家的眼中會驚為天堂，但北歐所顯現的社會關係並非都是那麼快樂，也不完全是我們期望看到的極樂境界，有其複雜和刺痛之處（sharp 

edge）。在國家的正式資源與家庭非正式照顧之間，我們期待盼透過「不同論述的互動」（而非直接取代），尋獲其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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