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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母亲: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老年妇女
抚育角色的变化*

———以湖北省浠水县L村为例

孔海娥

(江汉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56)

摘暋要暋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父母纷纷去城市打工,留下年幼的孩子交

给祖父母抚育。通过对湖北省浠水县L村的调查,发现农村留守老年妇女抚育角色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

带来了农村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的转变:祖辈与孙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家庭三角暠和“跨代的拟核心家庭暠;祖
孙两代关系密切;婆媳关系也有所改善。农村留守老年妇女“二度母亲暠角色的再承担,虽然使年轻父母能安心

顺利外出务工,但对儿童的养育有消极影响,对此,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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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从农业的、乡村的、封
闭与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逐步向工业的、城镇的、开
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父母开

始去城市打工,留下年幼的孩子交给祖父母抚育,这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上父母双方在养育孩子的过程

中起主要作用,而祖父母是辅助性的角色这一模式。
由于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中,总是由女性来担当照顾

孩子的责任,因此,留守在农村的老年妇女无疑便成

为孩子们的 “二度母亲暠。
一直以来,关于抚育模式的研究并未得到充

分的关注,不少学者是在“家庭结构暠这一社会学

人类学的传统论题下涉及这个问题。雷蒙德·弗

思指出 “基本家庭暠是一种真正“永恒的三角暠,即
“由共 同 感 情 结 合 起 来 的 孩 子 和 她 的 父 亲、母

亲暠[1]。费孝通在其研究中更是强调了夫妇与子

女之间形成的“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暠,同时他

也特别强调了双系抚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

性,但家庭内的其他成员或多或少都会参与到抚

养幼童的过程中来[2]159。随着工业在农村的发展,
“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着重新组合暠[3],祖母

们通常会在孩子的母亲外出工作后承担起照顾孩

子、抚育孙辈的职责,这就使婆媳关系有了新的变

化。也有不少学者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他们特别关注到了“隔代抚

养暠和“留守儿童暠现象。比如曾毅等人的“隔代家

庭户暠[4],郭志刚的“假三代家庭暠[5],潘允康将隔

代家庭视为其他类型的家庭结构[6],王跃生强调

了隔代直系家庭在不断增多[7]。另外有一些学者

结合了田野调查的资料对当前农村隔代家庭的新

变化进行了分析。比如周大鸣认为家庭出现了由

“分暠走向“合暠的趋势,孩子由老人隔代抚养的情

况增多[8];朱爱岚指出沃尔夫所提出的“子宫家

庭暠策略的主要能动者从母亲转向了奶奶[9],这项

研究对隔代家庭所引起的家庭关系出现的新变化

做了深刻的分析。
上述诸多学者的研究给笔者很多启发,但大

多数研究都只是从家庭结构方面对“隔代家庭暠进
行了一个分类,并未对转型期的农村抚育模式的

转变做专门的思考,本文将以湖北省浠水县 L村

为例,探讨农村留守老年妇女在养育孙辈过程中

角色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

系的变化,并对这种抚育模式转变给社会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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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进行剖析,从而提出避免消

极影响的对策和建议。

暋暋一、农村留守老年妇女抚育孙辈的
现状

暋暋L村位于湖北省浠水县竹瓦镇,现有人口2089
人,辖12个自然湾,这里的村民在改革开放后不久

就开始外出打工,在外的经济收入已经成为绝大多

数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数次的田野调查中,笔
者所见的都是妇女、儿童以及老人,即“386199暠部
队。留守在家里的妇女,基本上是40岁以上,在外

很难再找到工作的中老年妇女,当然,也有极少数因

为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而留守在家中的年轻妇女。因

此,在这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就是妇女、老人以

及儿童。据调查,全村90%以上有小孩的家庭其父

母都在外面打工,孩子通常都留给祖辈抚养,当然也

有少数孩子由外祖父母或亲戚帮忙照顾。少数家庭

是由母亲留在家里抚养孩子,这基本上是由于家里

没有老人帮忙照顾,或者是由于孩子处在马上就要

面临中考、高考等特殊阶段。但对于这少数孩子来

说,来自父母的关怀也是残缺的,因为父亲在他们的

生活中是常年缺席的。由于该村离附近的几所中学

都较远,父母又常年外出务工,该村的孩子一般在初

中结束后便辍学也外出打工,一家三四口人全部在

外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对于那些留守在农村的老年

妇女而言,最大的改变便是由于子辈缺席而带来的

对孙辈的全程看管与照顾,他们像年轻时抚育自己

的孩子一样成为这些孙辈的“母亲暠,但显然“二度母

亲暠的抚育角色与年轻时的“一度母亲暠已然有了很

大的差别。

1.二度母亲:母亲角色的重演

对老人们而言,当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把孩子留

在家里以后,照顾孙辈便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起照顾孙子,一位老人的话非常直接:“看这么些

伢,辛苦得要命,我那些媳妇光生也不看(养),那都

是我的事,她光生,看3个孙,我也受了不少苦。暠媳
妇们“只生孩子不养孩子暠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调查

的30户隔代抚养的家庭中,有的孩子甚至刚刚满月

就被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顾,通常母亲在孩子2
岁左右就外出务工,孩子们的吃喝拉撒便全部由家

里的老人负责。一位老人跟笔者讲起照顾孙女的情

况时这样说:“那现在养孙子比以前养自己的孩子要

费心多了。儿子现在在外面做木匠,媳妇做裁缝,他

们两个从一结婚就一直在外面做事。后来媳妇怀孕

快生才回来,落了(后来)生了后1个多月就又出去

了,把孙女留给我跟爹爹带。暠从尚在襁褓中到孩子

呀呀学语直至孩子学会走路,孩子的整个成长经历

都是老人陪伴其走过,而老人们的身体渐不如从前,
当然养育起来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现在一天

到晚地带伢,浑身都是痛的,晚上怕伢翻被子,哪能

睡个踏实觉啊。暠
对于大部分年龄不大的老人们来说,抚养一

两个孙辈虽然辛劳,但毕竟有2位老人共同照顾。
但对于有些年龄稍大一些的老人,由于当时生育

的子女较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如今他们需要抚

育更多的孙辈。在调查中,笔者遇到了2位60多

岁的老年夫妻,他们的4个儿子都已分别成家生

子,一共有7个孙子女。儿子和媳妇都已外出打

工,只有1个孩子由其母亲带出去,其余6个孩子

的日常起居全部由2位老人照顾,其辛苦程度难

以想象。当然这种情况在 L村并不具有普遍性,
大多数被访的家庭都是由老人们照顾一两个孩

子,且基本上抚养的都是自己的孙子,有少数老人

会抚养自己的外孙,但这种情况也并不多见,因为

在村民们的眼中,老人们首先要关注的还是自己

的儿子以及孙子,女儿及外孙在他们眼里始终是

“别家的人暠。
在调查时,笔者见到了在我访谈的30户隔代

家庭中唯一的由爹爹独自抚养孙子的情况。这位

老人有4个儿子,现在媳妇们也都生了孩子。而

他的爱人很早便在外面打工,现实的情境使得婆

婆不敢轻易回家,以免几个媳妇都把孩子留在家

里。“老大的伢上学,带去了。老二的伢在家里上

学,在屋的。那他就是我照顾他,我不照顾他哪个

照顾呢? 婆婆在黄石打工。我婆婆一回来,(媳妇

们就会把孩子)就全部搁到屋里了,你说么带得了

那么多,管不了。你说我一个人在屋的,她是女孩

子我也带不了啊,她就不敢给我,你说给我我么样

带得到。你说 个 男 孩,邋 遢 点 也 算 了。所 以 婆 婆

就不回。暠从老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2位老人

的一丝无奈,为了避免媳妇都把孩子留在家里,所
以婆婆一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而爹爹一个人在

家里,媳妇们也只敢把男孩留在家里,女孩便只好

带在身边由自己照顾。
从老人们照顾孙辈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在大多

数隔代抚养的家庭中,真正长期一起共同生活的是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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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婆婆以及他们的孙辈,儿子和媳妇在孩子们的日

常生活中是缺席的,祖辈与孙辈形成了在日常生活中

的真正的家庭三角。于是,老人们成为了孩子的“二
度母亲暠,在其生命中再次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2.今非昔比:母亲角色内容的转变

老人们坦言,虽然身体状况跟年轻的时候不能

比,但他们还是愿意在儿子媳妇外出务工后照顾孩

子,这既出于对孙辈的感情,也是为了使儿子和媳妇

能够安心外出务工。让老人们感觉比较困惑的是在

新的形势下如何将孩子照顾好,毕竟时代不同了,老
人们自然明白不能用老一套的办法来照顾新时期的

孩子们。
一方面,对隔代的孙辈们,不少老人直叫“不好

管暠。一位老人谈及从前养孩子与现在的差异时这

样说道:“那时候的小孩子比现在的好引些,那时候

的小孩好像呆(笨)些,冒得(没有)现在的小孩这样,
蛮辜惜(爱惜)一样,生怕小孩摔着了,生怕小孩磕着

了。我们那时候小孩哭一下算了,无所谓,你要做

事,有时候你要洗衣服,把小孩放在家椅里搁着,你

在旁边搓衣服。现在的小孩,整天要一个人抱着,要
是到哪去,还得要一个人替换,一个人还搞不开。我

们那个时候要是像现在这样,哪做得了事,做不到什

么事。暠尽管如今的生活与那个大人们抚养孩子缺吃

少喝的年代已经有了较大差异,但是农村生育数的

减少以及隔代抚养的事实,使得老人们抚养起孩子

来也是战战兢兢。一位老人提起孩子曾经突然生病

的情形,说:“哎,现在日子倒是好过,带伢也不像从

前那时候没吃的没喝的,现在就是怕伢生病。前几

天,伢发烧,拉肚子,我马上把她送到大队卫生室去

打针,几天就花了百把块,钱用了不说,主要是怕伢

有事。……现在家家生得少,生个伢不容易啊,那比

我的儿女来,不仅要多花不少力气,还整天提心吊

胆,责任大啊。再一个,媳妇也要求给伢吃的要讲营

养,脏的、过期的不能给伢吃,要多给伢喝牛奶,这些

我们也在慢慢地学。暠
另一方面,由于不是自己的孩子,老人们教育起

孩子来自然还是有所顾忌。一位老人坦言:“现在不

敢管。那和养自己的儿子是很不同的,要说自己的

儿女要打要骂都是自己的,这就不同,这隔了一层,
你就不好说。这些孩子都还好,也不调皮。调皮也

不能管,隔了一层,对于伢们要用钱的这些事,你就

只能叫他注点意,不能克着(不能太吝啬了)。暠或许

这位老人的谈话真实地反映了隔代抚养的孩子为什

么总是被指责为是备受溺爱的,这是由于尽管老人

们承担的是照顾孙辈的重任,但毕竟是自己的孙辈

而不是儿女,照顾起来自然有所不同。
由于如今的祖辈们大多出生在20世纪50、60

年代,大多数的老人基本是不识字的,但老人们也

知道当前社会中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老人们对如

何教育好孩子充满了疑惑。一位老人提起这个问

题觉得很苦恼:“(笑)我 也 不 认 识 字,媳 妇 对 这 个

也有些想法,觉得我不认识字,不会教小伢。她说

下半年就要把伢送去上幼儿园,反正是 有 车 接 有

车送。这样也好,一个我也清闲些,另外伢早点接

受教育也总是好事,哪怪 我 是 文 盲 呢! 但 你 说 有

什么办法,那时候家里穷,哪有钱 读 书 呢,连 吃 饭

都成问题呢。暠虽然老人自身没有太多文化,但责任

心使得他们对孩子学业的管教是严格的。“那写作

业这些我还是要管的,那伢还是要管的。他交到我

手上,我给他吃给他喝,那还是要管一下。那不管在

外面漂漂荡荡那哪行。每天做作业,要按规定的时

间做。暠
大多数的老人都感叹如今养孩子跟自己当年养

孩子实在有太大的区别,这些老人的子女大多出生

在20世纪70、80年代,那时候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

苦,孩子养得也就非常大意,只要能让孩子吃饱、穿
暖也就不错了。但现在,物质条件的改善使得儿子

媳妇也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
会督促老人们给孩子买牛奶、零食等,老人们已经渐

渐接受了要给孩子增强营养的观念。而新时代对知

识的追求使得老人倍加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是需要

改进的,而这也是他们觉得与过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最大的不同之处。

3.忧心忡忡:母亲角色心态的写照

近几年,尽管随着国家对农民工以及留守儿童

问题的重视,关于农民工子女享受与城市儿童同样

教育的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城市生

活的“高成本暠以及年轻父母的“低工资暠仍然是农民

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短期内农民工子

女仍然难以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子女留给

家里的老人抚养仍然是一种趋势,这意味着老人们

担当“二度母亲暠的历程还将继续下去,这使得老人

们对未来忧心忡忡。
笔者在 L村调查时,不少老人谈及未来的生

活,似乎都显得比较悲观,这或许是那些曾经为儿

女们倾心付出的老人们在失去劳动能力后所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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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窘境令他(她)们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和不

安。一位孙子均已长大的老人谈及如今的生活,
是一脸的感慨。“你原来帮他带小孩,现在小孩大

了,就 用 不 着 你 了。动 得 了 手 了,哪 还 把 你 当 什

么。暠这位老人的话非常直白地揭示了当前农村社

会中普遍存在的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二度母亲暠们
的现状。一位80岁的婆婆提及当年抚养孙辈的

情况,及至今日,当孙辈都已长大成人,她已失去

劳动能力的时候,她曾经依赖的传统孝道已经不

复存在,而她期望的儿孙辈念及他的养育之恩而

予以回报的想法也似乎化为泡影。“我 不 是 怕 死

啊,我 是 怕 动 不 了 啊,动 不 了 谁 管 我 啊。没 味 啊

(活着没有意思)。……我什么都 不 想,只 要 伢 们

对我脸色好点,恶恶瑟瑟的心里不好过。暠
或许正是那些年纪更大的老人们晚年的生活

窘境令这些正在充当二度母亲的老人们同样对未

来也充满了担忧。一位老人在谈到自己未来的晚

年生活时说道:“哎,现在动得了,可以帮 下 他 们,
就是不晓得老了他们还记不记得啰,到 时 候 不 要

像湾的有的年轻人骂父母一样就行了。不过我跟

我孙女关系好,孙女也喜欢我,毕 竟 是 我 带 大 的,
有颗糖也要送给我吃。我也很高兴。要是他们不

养我,叫我孙女 养。暠(笑)老人言辞中的担忧是显

而易见的。
老人们的无私付出,就是希望未来到老的时候,

儿子媳妇们能够给予他们一个顺心的晚年,这仿佛

成为了L 村里那些抚养孙辈的老人们的“共同心

声暠,只是他们在传统乡村的道德、孝道体系崩溃后

的今天,又隐隐担心:一旦孙辈长大,媳妇们是否会

遗忘了自己今天的付出? 在自己动不得的时候,会
不会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

暋暋二、抚育模式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家庭的三角关系较为

稳定,父母的主要职责是抚育子辈,祖父母所起的

作用是辅助性的。而当前农村留守老年妇女的抚

育角色已经由传统的抚育孙辈时辅助性的角色变

成了主要的承担者,由这种角色的变化所带来的

另一个引起我们关注的便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本

文用几副图来表示家庭结构以及抚育模式的时代

变迁。图1是雷蒙德·弗思所说的家庭结构的基

本三角[1]。在图2中,笔者对传统的家庭结构以

及抚育模式进行了勾画,用虚线来表示祖辈对孙

辈抚育的辅助性。

图1暋基本的家庭三角

图2暋传统的家庭结构及抚育模式

暋暋可以说,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

很多家庭还是采取这种传统的家庭抚育模式,即由

父母抚育自己的孩子,祖辈会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必

要的帮助。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分田到户使

得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更小规模的家庭以适应生产

发展的需要,于是,分家在这个时期在农村真正地大

肆盛行起来,核心家庭也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主流。
在某种意义上,农村家庭结构的这种“核心化暠似乎

是为未来的城市生活提前做着某种准备。到了20
世纪8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

出打工,农村呈现出“农业女性化暠现象,母亲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依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只是父亲会在

日常生活中处于经常性的缺席状态。到了90年代

末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当了年轻母亲的妻子跟随丈

夫外出打工,孩子的抚育问题摆在了不少家庭面前。
于是,家庭结构出现了一次新的变化,即刚刚形成不

久的新的“核心家庭暠又重新转变为一种扩大家庭,
即与父母分家的子辈家庭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会选择

与父母重新合并起来,让其帮忙照顾留在家里的年

幼的孩子。虽然,因为新家庭的形成,分家导致了家

庭结构曾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分裂暠,但“在感情上

还是维持联系,这种感情的联系正适合于作分担这

种新家庭所抚育事务的基础[2]268。做父母的,一般

都会在这个时候,出于家庭策略的考虑,同意子辈的

决定,将年幼的孙辈留在家里代为抚育。这就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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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家庭抚育模式的一些新变化,如图3所示。

图3暋跨代的拟核心家庭

在图3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祖孙三代的关系

图。在图中,笔者用虚线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子辈

在孙辈抚育过程中的缺失,反而在传统的祖辈与

孙辈之间的虚线变成了实线,在祖、子、孙三代之

间形成了新的家庭三角,这当然与传统意义上的

家庭三角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祖辈对

孙辈的直接抚育,使家庭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第

一,子辈外出务工后,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使

得祖孙两代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三角家庭。
在这个新三角家庭中,祖辈家庭的生命周期延长,
祖孙两代形成了“跨代的拟核心家庭暠,这虽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家庭三角,但同样相当地稳固。第

二,在祖辈对孙辈进行全程的抚育后,家庭关系出

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祖辈对孙辈的抚育是出于对

孙辈的责任、感情以及家庭策略的考虑,同样也是

在“孝道衰落暠后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父母再也

没有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两代人

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暠[10]。祖

辈不再要求子辈们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养育之恩,
他们只希望通过眼前更为实际的对孙辈的抚养来

获得老年的赡养。在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因为

祖辈的全程抚育,孙辈与其关系更为密切,反而子

辈与孙辈之间因子辈的长期缺场而有所疏离。或

许这正是朱爱岚在对山东的3个村庄的调查中所

指出的,祖 辈 通 过 孙 辈 与 子 辈 建 立 起 密 切 的 联

系[9]。祖辈的这种策略是相当明显的,调查过程

中,许多老人都说起会经常向孙辈表达着自己的

辛劳,他们希望由孙辈向子辈传达他们的付出,希
望子辈能够在他们老来无依的时候仍然记得自己

的辛劳而赡养他们,因此,祖、子、孙三代之间的交

换关系与从前相比当然要明显得多。

暋暋三、隔代抚养所带来的问题

由祖辈抚养孙辈虽然出于家庭策略的考虑是乡

村社会大多数家庭的共同选择,然而其所引来的争

议也是颇多的。以笔者在L村的调查来看,这种隔

代抚养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1)从孩子方面来看,孩子们的教育、心理方面

均出现了问题。一位老师在提起由祖辈抚养孙辈所

带来的问题时,表现出极度的痛心:“要是周末布置

作业,他贪玩没有做怕老师批评,他要么就不上学,
要么上学就把大人带着,那爹爹婆婆就要求老师,什
么病了到哪里去了啊,撒一些谎,叫我们不要说他

伢。像讨好样的,这样就养成了一个惰性,不爱学

习。暠很多祖辈因为心疼、溺爱孩子,有时候甚至会

帮助孩子来撒谎骗老师以逃过责罚,这使老师的教

育难以起到作用。隔代抚养所导致的溺爱比父母们

在家时更为严重,因为孩子们有老人的精心照顾,自
己基本上不用做任何事情。在孩子们看来,或许与

祖辈在一起生活与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什么区别,或
许也是因为父母在他们极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使
他们根本就无从知晓每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会是什

么样子。所以祖辈的溺爱使他们觉得很自由,这自

然就减少了孩子们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年轻的母亲

们对老人的教育也有很多的不满,一位母亲告诉我:
“管么教育方法不同,我觉得爹婆太将就(迁就)很

了。如果他打小孩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我特别

讨厌迁就我伢。暠尽管媳妇们对于老人的迁就表现出

不满,但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使其没法将孩子带在身

边,这令她们也相当苦恼。从诸多的留守儿童的负

面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知道,孩子们的心理是所有

人都担心的问题。在农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因为

缺少父母的关爱,不少的孩子内向、孤僻、偏执,一位

母亲谈到自己的孩子时也是一脸的苦恼:“现在我长

期不在家里,两个人的关系也拉远了,我现在不在家

他也习惯了,无所谓。他就直接这样跟我说,你给钱

我就好,不给钱我就不好。真的,现在的伢学得好

坏,一点都不好管。暠不少孩子在谈起父母时,除了觉

得父母是自己物质上的提供者以外,并没有感受到

父母多少的温情与亲爱,因此导致了他们心理上的

扭曲。一个7岁的小男孩面对“是否想念爸爸妈妈暠
的询问竟然脱口而出,“他们笔直不回,么欠头! (他

们一直不回家,有什么好想念的!)暠,令我感叹隔代

抚养对孩子们心灵上的伤害。另外,不少留守儿童

也出现了逃学、沉迷网络等各种问题,从根本上来

说,父母的常年远离无疑对孩子身心上都造成了不

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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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老人方面来看,为养育好孩子,老人也透

支了心力、体力。一位与丈夫共同抚养4个儿子,如
今又养育8个孙辈的老人谈起自己的辛劳,是一脸

的无奈。“你说我先看4个,这现在8个,我落了自

己身体差了,我现在没得劲,你看我脸上,整天没得

颜色。暠除了体力上的辛劳外,关于如何教育孩子老

人们也显得力不从心。一位当年初中毕业的年轻婆

婆这样说道:“算好我那时候读了点书,还能教几个

字伢认,就是现在看伢跟以前好不一样,一下这营养

那营养,还要教英语,那我们真是搞不来啊。暠教育、
养育观念的更新令老人们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很难

符合年轻人的要求,尽管他们也想将孙辈抚养好。
老人们在年迈时担当起照顾孙辈的职责,这对于他

们的体力、心力均是极大的考验。而老人们在家庭

策略的考量下,在对自身晚年生活的担忧中,仍在持

续地透支着他们的身心。

暋暋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L村的调查研究,在关注农村留守老年

妇女在抚育孙辈的过程中由传统的辅助性角色向

“二度母亲暠的转变中,主要有如下发现:
(1)留守老年妇女俨然成为孙辈的“二度母亲暠,

成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只不过与当年自己照顾孩

子比,其角色内容有了显著的变化,老人们照顾孙辈

的心情较之于从前的祖辈更为复杂,对未来充满了

担忧。
(2)子辈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席,使祖辈与孙辈在

生活中形成一种“新家庭三角暠,祖孙两代人形成“跨
代的拟核心家庭暠,这种家庭三角同样稳固,也同样

能发挥传统家庭三角的某些功能。
(3)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祖孙

之间关系紧密,子辈与孙辈两代人之间关系疏离,而
祖辈以照顾孙辈为“砝码暠,以一种曲线的方式换取

子代日后的赡养。
(4)隔代抚育,给当今的孩子和老人都带来了不

少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祖辈抚

养孙辈,老年妇女们成为孙辈的“二度母亲暠现象对

于当前农村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其消极面也是

不言而喻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由于祖父母对孙

子女的抚育,儿子和媳妇可以安心地外出务工,这自

然提高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使家庭生活有了较大的

改善。同时,媳妇在外打工使得婆媳之间接触变少,
互相之间由于婆婆对孩子的抚育,以及孙辈的中介

作用而变得更加友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利于家

庭和谐的,这对于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也是有一定

积极意义的。从消极的一面来看,隔代抚养,一方

面,不利于留守儿童的身心成长,另一方面,正如不

少老人所言,因为知识能力的局限,老人们在养育孙

辈时总有些力不从心。针对这些消极的影响,笔者

以为可以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以使消极面最大限度地

减小。首先,作为老人,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要改变

传统的养育观念,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以使孩子在

没有父母的情况下也能够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其

次,我们迫切希望国家以及各级行政部门能够对隔

代抚养和留守儿童给予更多的关注,能够制定出一

些专门性的政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说可以让

一些妇女组织定期开展儿童养育的讲座,让老人们

接受新知识、新观念,同时,也应当成立专门的心理

辅导机构,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学,使这些留守的孩子

们能够在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及时得到辅导。毕竟

这一代留守儿童们的成长,关乎未来整个农村社会

的发展。当然,在当前全面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以及

城乡二元结构无法变更的情况下,由老人们担负起

“二度母亲暠的职责,也不失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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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fortheSecondTime:ChangesofRolesforRuralLeft灢behind
OldWomenDuringTransitionalPeriod

——— ACaseStudyinLVillageofXishuiCounty,HubeiProvince

KONGHai灢e
(CollegeofPoliticsandLaw,Jiang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56)

Abstract暋Duringsocialtransitionandwiththedeepeningofreformandopening灢up,moreandmore
youngparentsintheruralareasgoouttoworkincities,leavingtheiryoungchildrentolivewithgrand灢
parents.BasedonthesurveyinL Village,Xishuicounty,thispaperdiscoversthatroleofleft灢behind
grandmothersinbringingupgrandchildrenhaschanged.Suchchangeshaveledtothetransformationin
ruralfamilystructureandfamiliyrelationship,includingtheformationofanewtrianglefamilybetween
grandparentsandgrandchildrenandacorefamilywhichcrossesthegeneations;intimaterelationships
betweengrandparentsandgrandchildrenandimprovementofrelationshipbetweenmothers灢in灢lawand
daughters灢in灢law.Altoughthere灢undertakingofrolesforruralleft灢behindoldwomenassecondmother
enablesyoungparentstogoouttoworkinthecitieswithoutworries,theraisingforchildrenisstillneg灢
ativelyinfluenced.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correspondingsuggestions.

Keywords暋motherforthesecondtime;left灢behindoldwomen;bringingupchildrenskippinggen灢
eration;bring灢uprole;family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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