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日本夫妇姓氏制度深植于儒家传统思想的土壤，

曾历经夫妇别姓到夫妇同姓，再到当下夫妇别姓呼声渐高的

历史演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日本被不断地衍化改

造，对日本的家庭与社会产生着深刻久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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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约于 5 世纪传入日本。千百年来，历经文化的传

承与变迁， 儒家思想的部分伦理价值观逐渐成为日本人的道

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给日本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其

中，日本夫妇姓氏制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家族观、
伦理观、女性观等，对日本人家庭婚姻形态有着深刻影响。

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日本家庭形态

儒 家 家 族观念的核 心 体 现 的 是 家 父 长 制 与 嫡 长 子 继 承

制，其本质为父系血缘关系的延续，强调尊卑、等级观念。 在接

受这种观念长期渗透熏陶并与其本身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结合

后，日本也产生了其独具特色的“家”制度———以家督继承制为

核心，以父权家长制为基本特征，以模拟血缘关系为依存且强调

整体统一性的典型的日本家族制度。 在此制度影响下，家本身所

具有的婚姻和血缘特性逐渐淡化，而成为以夫妇为核心，共同经

营家业的生活团体 [1]，女性在家庭中也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此种家庭形态与男女地位状态的形成与儒家思想的影响

不可分割。公元 7 世纪开始，中日两国开始互派使者，大量儒学

典籍的传入使儒家思想在日本社会迅速传播发展。最先传入的

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儒家思想中男女分别拥有等级鲜

明的社会角色，并因此而产生不平等的社会要求。 而这种由来

甚早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也为夫妻姓氏制度奠定了整体基调。
此外， 体现儒家思想对女性贞洁意识做出明确要求的女

训也在明清时期迅速发展，并于 9 世纪传入日本。随着儒家女

性观的影响逐渐增强， 女性的低微地位已融入日本民众的社

会心理。且后期为了适应江户幕府的统治需要，符合这一女性

形象特征的女训被日本社会认可并得以大力推崇， 同时通过

对女性社会道德模型的塑造，唤起了女性内心的自律。

从夫妇姓氏制度的演变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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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助绘本阅读开展音乐律动教育

所谓“音乐之路，律动起步”，律动指的是在音乐活动过程

中，幼儿的肢体有节奏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理解为

音乐节奏。在音乐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律动能够提高孩子们对

音乐的感受性，培养孩子音乐活动的专注性。将绘本阅读应用

于律动教育，可以更好地提高孩子对音乐律动的感知力。
为了让幼儿们进行律动表演，在艺术同构活动《木偶奇遇

记》中，我准备了音乐《单簧管波尔卡》《木 头 人》和 绘 本 读 物

《木偶奇遇记》。 活动中，首先播放了音乐《单簧管波尔卡》，虽

然乐曲欢快诙谐，但幼儿们却不知道如何表演。然后老师带领

幼儿们阅读了绘本《木偶奇遇记》，熟悉了木偶奇遇记的故事

情节。当音乐《单簧管波尔卡》再次响起了，幼儿们很快就能用

肢体动作表现小木偶和小精灵的体态。 音乐切换到《木头人》
后，幼儿们一边欣赏音乐，一边表演着匹诺曹变为木偶人后的

舞蹈动作，脸上洋溢着匹诺曹变为木偶人后的喜悦之情。通过

阅读绘本， 幼儿们能够更好地感受两段不同的音乐节奏和所

表达的故事情境，律动教育效果良好。
（四）以绘本阅读提升家长音乐素养，对幼儿潜移默化

幼儿们要学好音乐，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兴趣外，家长的支

持与欣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所谓要想孩子学好音乐，必须

先提高家长音乐素养。通过阅读绘本，既可以营造亲子共读的

温馨场景，也能显著提高家长音乐素养，支持和培养幼儿学习

音乐的热情。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亲子绘本阅读活动，对培

养幼儿的音乐兴趣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也能促进家长

领会培养儿童音乐才能的要领以及方法。
以我班为例，在班级工作开展中，我们举办了《儿童古典

音乐绘本系列》 班级读书活动， 并重点邀请家长参加家长沙

龙。 在活动前期经历了十分繁琐的准备以及对家长进行活动

的耐心讲解。该书将众多古典童话和古典音乐和绘画相结合，
画面精美，乐感美妙。孩子们和家长一边翻看经典童话，一边听

着美妙的音乐。 所谓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位老师，要想孩子对音

乐感兴趣，就要从自身做起，父母的音乐素养对儿童影响很大。
此系列绘本适合用于家庭教育，积极调动家长参与音乐活动的

热情，既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提升家长音乐素养，也无形中

让幼儿感受到父母对他们学习音乐的支持与鼓励。
三、结语

音乐教育在学前教育中占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幼儿

音乐教育中巧妙地运用绘本阅读来开展， 增添孩子学习音乐

的兴趣和识记歌词能力， 也可以更好地提高孩子对音乐的感

知力。最重要的是通过绘本阅读的引入，能够积极营造亲子阅

读的氛围，提升家长音乐素养，使得幼儿们学习音乐有良好的

家庭环境和充分的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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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被进一步普及并世俗化。 集儒学

之大成的宋明理学在此时被推上舞台。 宋明理学中针对女性

提出的贞洁观不仅是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风范， 也是女性心

中的自觉信仰。同时，吸收朱熹理学之后创立的日本神道教所

传播的绝对服从意识影射至夫妻关系上， 便自然演变成了夫

为妻纲、男主女从的女性服从男性且无可反抗的社会观念，并

对姓氏文化施以重要影响。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夫妇姓氏制度的演变

（一）“明治”以前的夫妻异姓制

实际上， 普遍范围上的夫妇同姓的习俗在日本存在时间

并不长。 在长久的日本历史中，日本只有占人口 6%的武士身

份以上的人才被允许拥有姓氏， 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姓，因

此夫妻结婚之后同姓和异姓都不可能实现。即便是在姓氏出现

后，夫妻双方婚后仍维持各自原来的姓氏。 例如历史上所记载

的北条政子与日野富子都是在婚后保留了自己原有的姓氏。
但是，封建时代的夫妻异姓制并非基于男女平等，而是儒家观

念影响下的日本“家”制度在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结果。
由前所述，“家”制 度 重 视 家 业 的 继 承，继 承 制 通 常 为 男

性。 因此，仅起传宗接代作用的女性在整个家庭中身份低微。
“妻子”在嫁入家门后，因与 户 主 血 统 相 异 仍 被 看 做 是“外 来

者”，不是夫家的真正成员，便也没有资格被冠上夫家的姓，女

性对此也不做主动要求， 这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宣扬女性从

属地位的女性观与强调父系血缘关系的家族观。 但由于拥有

姓氏的人数过少， 所以婚后的夫妇姓氏问题并没有引起过多

关注。 直至 1870 年，日本政府为了征兵、征税的需要，且 1872
年“户籍法”的推行，创立姓氏的工作得以展开 [2]。 此时，如何

登记妻子的姓氏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国民皆有姓的实现，日本

政府于 1876 年规定“继续沿袭夫妇不同姓制度”。
因此，夫妇异姓制才是日本社会夫妇姓氏的最早起源，可以

说它是儒家女性观与家族观对女性形象在姓氏上的要求， 是当

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而日本民众对姓氏制度的绝对

服从与遵守又无不体现着神道教与“耻感文化”的强大约束力。
（二）近代的夫妻同姓制

进入明治时代以来，农民、工人和商人占据着国民的绝大多

数，对他们来说，情感上并不能接受夫妇间如同外人一样的夫妇

异姓制度，认为夫妇同姓制度更加妥当，这体现着儒家家族观所

重视的整体感与夫妻间的依附关系。 并且，日本社会一直被“家”
制度所束缚，所有人都从属于家庭，由此成立扶助关系（尽管这

一民法已经废除，但“家”制度本身的观念仍长存于日本人的思

想中）。 近代家族制度也更加强调户主权、亲权和父权，且拥有

较高社会认可度的女训所吸收的儒家男尊女卑、 曲舅从姑、顺

从丈夫、严守贞操等观念也在束缚着女性，在儒家家族观与女

性观共同约束下的女性仍然地位低下， 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

物，任人支配，妻子嫁进家门，姓氏自然也成了丈夫的东西。
于是，《明治民法》 在日本政府进行国内近代化建设的进

程中被制定出台，确认了夫妇同姓制度。且日本女性大都自发

性地选择在出嫁后冠上夫姓， 这也成为当时的户籍制度的一

部分。 究其根本，与“家”制度中男性继承家业，女性顺从丈夫

的心理息息相关。 儒家女训对女性社会形象的约束也使她们

自愿地选择成为冠有夫姓的“好”妻子。 这一制度使得妻子正

式成为夫家的一员，实际上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从

妇冠夫姓及男性继承家业等方面来看，“夫妇同姓制” 是儒家

思想在近代日本社会被吸收融合的产物， 儒家思想对近代女

性的附属地位有了新的要求，即改变姓氏。从夫妇异姓到夫妇

同姓的演变也依然可看做是日本女性地位低微， 长期遭受不

平等社会待遇的反映之一。

（三）夫妇同姓与异姓之争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增速见长，日本妇女

逐渐参与到社会工作与活动中来，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女性

的视野开始开阔，女性地位也有所提高，不再局限于儒家思想

影响下的女训所塑造的贤淑顺从形象。于是，现行的夫妇同姓

制度便在新时代男女平等的思想争端下受到质疑。 很多女性

开始认为妇随夫姓已经造成了自我丧失感， 也给工作与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带来屈辱感。民主的觉醒使独立自主的女

性逐渐出现在群众的视线中， 传统儒家女性观的历史局限性

日益凸显。 而且，随着近代日本社会日益增强的晚婚化、少子

化趋势， 独生子女间建立的婚姻就意味着改姓一方的姓氏将

消失，这与本身存在于儒家家族观念中的延续性相违背。现代

化的推进也使“家”制 度 中 的 家 业 继 承 对 日 本 社 会 的 作 用 渐

弱， 西方文明的传入又使夫妻异姓成为很多年轻人追赶的潮

流。日本社会中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文化多元性冲击，种种因

素重合之下，夫妇别姓的呼声渐高。
别姓论的支持方认为家庭成员间的一体感是形式主义且

抽象化的情感状态体现，不必与实质的姓氏统一相牵扯。夫妇

同姓只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形式主义产物， 还不足以上升至家

庭归属感、夫妻关系层面。尤其是近年来的舆论调查中夫妇别

姓制的争论愈演愈烈。
由夫妇姓氏争论而引发的儒家家族观等思想对日本社会

产生作用的时效性问题被人们思考， 女性的地位形象也开始

更为广泛地被社会关注。 尽管别姓制已获得了较多的群众基

础，然而日本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视传统的社会，家族观念在日

本国民的精神世界中意义重大，因而家族意识、姓氏与家族的

联系等传统因素始终会是夫妇别姓制真正得以实现的障碍 [3]。
三、结语

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夫妇别姓制在群众的呼唤下走上

舞台， 这 一 制 度 的 实 行 对 提 高 女 性 地 位、 促 进 女 性 自 立 意

识、鼓励女性投身社会建设等方面将产生积极意义。 我们可

以认为， 别 姓 论 逐 渐 上 升 的 支 持 率 代 表 着 男 女 平 等 文 明 意

识的增强，但同样 可 以 说，这 正 是 体 现 在 姓 氏 文 化 上 的 儒 家

思想面临 着 被 批 判、 儒 家 家 族 制 度 在 新 时 代 新 文 明 下 面 临

挑战的境况。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的部分观念因其历史局限

性 已 跟 不 上 日 本 的 工 业 化、现 代 化 、科 技 化 、与 正 在 扩 大 的

经济全球 化， 但 我 们 却 始 终 不 能 忽 视 它 对 日 本 社 会 曾 带 来

的全方位的影响。
日本夫妇姓氏问题的最终走向依然值得深入探讨， 而对

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又将可能涉及儒家文化在现世的发展。
不管新时代下儒学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我们都终须承认儒家

文化的地位与其积极作用， 并深入探讨儒家思想中不合理因

素的转化方案，积极弘扬与发展传统文化，让其革新具体思想

内涵，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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