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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的成因 

李  莉  郎得明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家庭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仅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组合，更是各种社会关系模

式的缩影。当前，俄罗斯的传统家庭模式一直被保留并延续。本文从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家庭观念、情感需要

等方面论述了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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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家庭模式受到该国经济、文

化、宗教、家庭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欧美国家的孩

子成年后，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不再依赖于父母。而俄

罗斯的主导家庭模式主要有夫妻双方与孩子组成的“两

代人”家庭模式和由夫妻、父母、直系长辈以及未成年

子女组成的家庭模式，即传统的“三代同堂”模式甚至

“四世同堂”模式。俄罗斯的这种家庭模式，与其经济

制度、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家庭观念，情感需要等有

较大的关系。 

一、经济因素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高度集中的一体化经济解体

后，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直到 21 世纪，俄罗斯经济才

扭转连续多年下滑的颓势，保持稳步增长。但从整体而

言，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

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普遍不高，这在俄罗斯民众的住房

和就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住房问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住房实行商品化，原本居住政

府福利房的民众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住房，增加

了一笔不小的财产。而那些刚刚步入社会、没有享受优

惠政策的年轻人，则必须以市场价购买完全意义上的商

品房，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必须要挣到一大笔钱，才能

实现“住有所居”。但是，在居高不下的俄罗斯房价面前，

只有极少数迅速致富的俄罗斯“新贵”才有实力购置住

房，而大多数年轻工薪阶层却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只能

“望房兴叹”。 

20 世纪 50 年代俄罗斯人均住房面积为 5m²，80 年

代为 12m²，目前人均住房面积不足 20m2，与联合国公

布的人均住房面积 30m²的国际标准还有差距，与发达国

家相比差距更大。按照俄罗斯公布的人均 18m²的指标，

只有 41%的人达标，10%的人人均住房面积不足 10m²，

10%的人人均住房面积在 10～12m²之间。目前，俄罗斯

的住房潜在需求缺口达 18 亿～30 亿 m²，即每千人需要

200～210 套住房。由于俄罗斯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少，投

资回报率低，在目前每千人每年需要 12～15 套住房的情

况下，建筑业每年为每千人建造的住房仅为 5～6 套，再

加上 30 万套需要维修和重建的老旧房屋，俄罗斯住房的

供需缺口会更大。 

俄罗斯各大城市的房价排行中，莫斯科雄居榜首，

2008 年莫斯科市住房均价为每平方米 6100 美元。受金

融危机影响，莫斯科的房价 2009 年持续下跌，但目前新

房均价还在 5300 美元以上的高价位上。 新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09 年 10 月 1 日，莫斯科市内高档住宅的均

价虽下滑了 34％，但每平方米也要 1.2 万美元。目前，

在莫斯科市郊及偏远地区，买一套 便宜的一居室旧房

至少需要 10 万美元。如此高的房价面前，平均月工资只

有 1000 美元上下的莫斯科人都基本放弃了买房的念头。 

由于高额的住房价格以及原本十分紧张的住房情

况，莫斯科百姓大都住在赫鲁晓夫时期修建的政府福利

房里，即使喜欢独立的年轻人也不得不与父母同住。巨

大的住房供需缺口，昂贵的房价，不景气的经济状况，

对于大多数俄罗斯的年轻人来说，一套住房仅存在于他

们的梦想之中。住房问题成为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形成

的重要原因。 

2．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也是形成俄罗斯传统家庭的重要因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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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大学生就业难。俄罗斯大学生的就业并不理想，尤

其是近几年俄罗斯高校招生规模增长过快，毕业生就业

压力明显增加。其次，在人力资源相对过剩的背景下，

用人单位往往比较苛刻，非常强调就业者的工作经历和

从业经验，而这恰恰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的劣势。

上述原因导致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及时就

业，甚至长期得不到就业岗位。截至 2006 年 11 月底，

俄罗斯共有 501.7 万名失业人员，占俄能够从事经济活

动人口的 6.7%，失业和隐性失业问题是俄罗斯政府无法

回避的现实难题。 近的社会调查显示，青年占全部失

业者的 40%～42%，占长期失业者的 38%～41%。数量

庞大的俄罗斯青年处于待业状态，他们没有经济来源，

买不起房子，无法独立生活。因此，就业问题导致俄青

年甚至已经成家的俄罗斯青年不得不选择同父母生活在

一起，继续啃老。 

二、文化与宗教因素 

1．文化影响 

俄罗斯横跨欧、亚两洲，历史上长期与欧亚两洲的

国家保持着密切交往，受其影响，俄罗斯文化具有欧亚

双重文化特征的属性，且以欧洲文化为主亚洲文化为辅。

但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却更多地表现出了亚洲文化属

性，即强调以国家、民族、家庭为重，乡土观念浓厚。

因此，文化的特殊性也是导致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居多

的原因之一。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专家、心理学博士奥莉加·卡

缅丘克曾言：家庭价值观在俄罗斯人心目中占据首位。

高薪工作排在第二位。且对于男女性而言，家庭和孩子

都位居生活目标排行榜首位。在一项针对俄罗斯价值观

的调查中，40%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想拥有和美的家庭，

40%的受访者表示教育孩子是 主要的。可见，在俄罗

斯人的文化习俗中，能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能和爱人

儿女生活在一起是一生 大的幸福，也是一生 大的追

求，这也契合了俄罗斯文化对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形成

的影响所在。 

2．宗教因素 

俄罗斯人大多笃信宗教，宗教观念在俄罗斯人的头

脑中根深蒂固。俄罗斯人所固有的多神教信仰和从拜占

庭引进的东正教信仰已深深根植于他们的灵魂中，尤其

在其家庭观念和家庭模式选择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迹。 

古罗斯盛行一夫多妻制，家庭关系紊乱，东正教使

罗斯人认识到一夫一妻是神圣的联盟，于是新的家庭关

系模式取代了原始的家庭模式，古罗斯人的道德伦理观

念开始发生变化，俄罗斯人的家庭模式也发展成了现在

的传统家庭模式。 

东正教对婚礼十分重视，把它定为七件圣事之一。

教徒正式举行过婚配礼后，不得离婚，因为这是“神配

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俄罗斯的家庭在很长一段时期

里显得比较稳定。东正教教义中，无论是对婚姻家庭的

主张还是对子女责任的主张，都作为一种潜意识影响着

俄罗斯人的家庭生活观念。这些东正教教义教旨成为良

好家庭生活的标准，致使俄罗斯人从内心重视家庭，珍

视婚姻，追求多子女，追求数世同堂的传统家庭模式。 

三、俄罗斯老年人的家庭情感需要因素 

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俄罗斯的老年人口在总人

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这个群体对家庭情感的需求也

日益剧增。通过对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发现，退休老

人的生活视野和社会活动圈子越来越狭窄，社会交往也

仅限于自己 亲近的亲属、居住地附近的邻居和为数不

多的朋友，他们渴望得到交流和陪伴，尤其是来自亲人

的关心和帮助。家庭是老年人情感及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得以满足的重要途径。老人们通过与亲人的交往能够满

足对家庭情感的需求，继而感受到生活的动力，使生活

更加有意义。老人的情感的需求是通过子女之间的交流

互助来实现的。一方面，老人需要来自子女的关心和帮

助，这在他们的情感上和心理上起着补偿的作用。另一

方面，老人对子女的帮助，诸如照看和教育孙辈，帮助

子女分担家庭劳动，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补贴子女，会

使他们觉得生活得幸福安定。因而，许多老人更倾向于

选择与子女同住、共同生活的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因

此，俄罗斯老年人对家庭情感需要也是俄罗斯传统家庭

模式得以普遍存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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