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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家庭觀念的特性和功能 

- 傳統家庭主義的特性，例如強調父子關係、重視宗族名聲、宗族的形成、提倡

祭祖、家產共有 

- 傳統家庭的功能，例如經濟、宗族繁衍、社教化、保護、地位繼承、福利、閑

暇、宗教 

 

。 傳統家庭觀念在現代生活中受到的衝擊，例如個人主義相對於集體主義、平權主義

相對於權威主義、物質主義相對於精神主義、社教化漸被非家庭因素所取代、消費

和閑暇多於生產和分配 

 

。 傳統家庭模式在現代生活中的一些轉變，例如成員之間漸趨疏離；組織鬆散；分享

餘閑重於分擔生產；感情支援重於地位繼承；溝通／分工協作重於權威性的地位；

社化功能減弱；獨身、遲婚、低生育率；流動性增加；地區性差異較大；婚姻、道

德及倫理觀念薄弱 

 

。 傳統家庭觀念的延續性，例如成員之間互相照顧的精神；情感支援；養兒防老的觀

念；倫理關係的差序格局；兩代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財產／地位的繼承；教育功

能；男性為軸心——性別角色、重夫居的習俗 

 

。 部分傳統習俗繼續保留和發展的因素，例如商業和市場價值、適應能力、社教化和

道德價值、身份認同、情感因素、文化價值、心理因素、政府的文化政策以及社區

／文化團體的訴求 

 

。 傳統習俗與現代生活之間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衝突，例如迷信相對於科學、形式

主義相對於實用主義、保守性相對於潮流性、精神相對於物質、羣性相對於個性、

階級／地位相對於平等 

 

。 對傳統習俗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的不同觀點，例如文化資本的累積、文化的融和與

「創造性轉化」、集體回憶及文化的凝聚力、社教化、本土教育和社區歷史的素材、

身份認同、文化和文物的保育與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文化產業的開發、為地方

化／本土文化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時發揮中和或平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