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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引导年轻人走出误区,体验到幸福的家庭生活,矛盾法则被用来探索了幸福的真谛和家庭

矛盾的特殊性。人们在家庭生活中总存在认识误区：弄不清幸福的概念,缺少哲学思维；或唯心主义地

看待矛盾,幻想没有矛盾的世界；或者形而上学地看待矛盾,只知道矛盾斗争性的消极影响,看不见矛盾

斗争性的积极意义。本文用生动、形象和日常的生活语言深入浅出地把抽象、高深的哲理通俗化、生

活化,有利于人民幸福生活。同时,得出了启发性的结论：幸福是人们对生活的如意体验,家庭幸福要有

灵活应用矛盾法则的生活智慧,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解决家庭矛盾的特殊性,应该学会以情为主追

求如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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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Methodology of Family Happiness Based on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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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uide young people out of misunderstandings and experience the happy family life,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is used to explore the true meaning of happiness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family 

contradictions. People always have misconceptions in family life: they cannot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and lack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r idealistically view contradictions and fantasize about a world 

without contradictions; or to view contradictions in a metaphysical way, only know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ntradictions, without seeing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radictions. This article uses vivid, figurative 

and daily life language to popularize and bring the abstract, profound philosophy to lif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eople's happy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enlightening conclusion is drawn: happiness is people's wishful 

experience of life, and family happiness should have the life wisdom of flexibly applying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and solve the particularity of family contradic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 

and should learn to pursue the wishful experience with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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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的年轻父母教自己两三岁的孩子,见到人就要求叫叔

叔,叫阿姨,不叫,就责怪小孩不懂礼貌。两三岁,他懂什么礼

貌呢？小时候不懂礼貌是很正常的,甚至拿人家一个小铅笔,

偷一个水果吃,你不能说他道德败坏。他不知道偷盗是什么,

只知道我想吃这个东西。这时候要哄一哄,夫妻也不要为孩子

的教养闹矛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孩子健康成长和父母的关

系都有赖于运用哲学智慧来引导家庭生活,掌握家庭幸福的

方法论。矛盾法则即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是指两个事物之

间相互冲突,又处在一个统一体中的关系。矛盾到处都有,但

是又表现各不相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是对整个世界来

讲的,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存在着矛盾。自然界、人类社会都存

在着矛盾,没有社会矛盾就没有社会,没有家庭矛盾就没有家

庭。有家庭矛盾,家庭才有活力,没有家庭矛盾除非是没有家

庭了,你家里人越少,矛盾才越少,人越多矛盾越多,而且人越

多越热闹,家庭越兴旺。没有家人之间的矛盾就没有家人。还

不是家人的时候,就没有矛盾,一旦成为一家人,就有家庭矛

盾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

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同样,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没

有矛盾,没有不同利益之间的斗争,那么就失去了生命力,也

就必然缺乏发展的动力。 

平常生活理解的矛盾,往往只看到冲突,看不到它的统



幼儿教育科学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218(P) / 2705-1226(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ience 

一。但事实上,凡是冲突的两方,都有密切关系,都有统一的一

面。如果家庭生活能够正确利用矛盾法则,懂得了应用矛盾分

析法的智慧,那么年轻人的家庭生活就会有所遵循,追求幸福

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就能更好解决家庭矛盾,有利于家

庭幸福。 

1 追求家庭幸福的方法论误区 

我们在追求家庭幸福的过程中存在方法论误区,只有分析

清楚了这些误区,才能深入探讨怎样走出误区。 

对幸福认识的误区之一就是概念不清,有人说这是幸福,有

人说那是幸福。有一位著名的演员,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很多

幸福,但是,他怎样看幸福呢？他说,一辈子追求幸福,当我追到

以后,你说,幸福是什么？答案：幸福就是遭罪！他怎么说幸福

就是遭罪呢？这个人本来没有钱,他现在有钱了,那应该很幸福

啊！怎么说是遭罪呢？他现在买了新能源小车,一会儿这个朋友

说,请您过来聊聊天,就要自己开车过去；一会儿那个亲戚说过

来喝喜酒,又要开车载老婆过去了。还要到处找车位,你说他不

遭罪啊？没钱有没钱的痛苦,也有没钱的幸福,很多人钱不多,

你看人家过得多愉快啊！也有些收废品的人,天天乐呵呵的,他

的幸福指数也可以很高。人家收到几个瓶子都会觉得很高兴,

收到几捆报纸就觉得很幸福。 

下面看第二个误区,唯心主义地看待矛盾：否认矛盾的客

观性、普遍性,幻想没有矛盾的世界。年轻人总爱幻想：我们

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上没有矛盾该多好

啊！但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自己决定不了这个矛盾的

有无,你说没有矛盾就真没有矛盾吗？你想不冲突就真不冲

突吗？总是会有矛盾的。所以,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同的家庭,不管他是什么五好家庭,还

是和睦家庭,也有矛盾,只是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不同。有

的处理得好一点,看起来他家里就很和谐,其实矛盾一点都不

少,只是他们处理得智慧点。 

误区之三就是形而上学地看待矛盾：只知道矛盾斗争性的

消极影响,看不见矛盾斗争性的积极意义,更看不见斗争性与统

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形而上学是个哲学概念,可能大家不一定

懂,所谓形而上学,就是片面地看问题,孤立地看问题,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静止地看问题,认为一个事物是不动的、不变化的,

其实这个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如果静止地、片面地、孤立地

去看问题,我们就叫这种观点是形而上学观点,对待矛盾问题

上呢？形而上学只知道矛盾的斗争性的消极意义,仅知道有

矛盾不好,没有看到矛盾斗争性的积极意义,更看不见斗争性

与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里,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

系。两个事物之间,比如说,凡是闹矛盾的两个人,肯定有密切

关系。一个家庭,一对夫妇天天在一个家里,一起吃饭,一起生

活,能那么完全一致吗？肯定不会,如果不一致,那就会有冲

突,就会闹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片面地认为矛盾只是

斗争,没有统一,就看不到斗争性的积极意义。不要把吵架看

成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的人根本就谁也不理谁,吵什么架呢？

我跟你吵架或者争论,说明我信任你,这是矛盾斗争性的积极

意义之所在。 

2 走出误区追求家庭幸福 

2.1正确理解“幸福”的含义 

什么叫幸福？我们来看看《辞海》的定义：幸福是“人们

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

状况和体验。”《现代汉语词典》说：“幸福是人心情愉悦的生活

和境遇。”《新华字典》的解释是“①美满的生活；②生活美满

如意。”以上关于幸福的解释,尽管各种定义有所不同,但“幸福

就是一种生活”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说：幸福是人们对生活

的如意体验,既不是纯主观的感觉,也不是纯客观的存在。幸福

有主观的成分,但不是纯主观的。过去吃不饱饭,整天肚子饿,

你不能说尽管很饿,我还是很幸福。那不现实。起码要吃饱饭,

过年有新衣服穿,才有幸福感。 

幸福“也不是纯客观的存在”,好比说,孩子小的时候,父母

老是管着,问吃饭没有啊？喝水没有啊？作业做了没有啊？你

为什么这么晚还看电视啊？这时,孩子不一定幸福。孩子长大以

后,又问谈女朋友没有啊？找男朋友没有啊？什么时候结婚

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啊？父母确实是一种关心,一种爱护,年轻

人应该体会得到。所以尽管有客观的条件,你也不一定体验到幸

福。这是一个人对幸福的认问题,他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年轻人

讨厌父母唠唠叨叨,等父母去世以后,才真正体验到父母的存在

对家庭幸福的重要性,但是,已经晚了！我们回家以后父母唠叨

一下,这种唠叨是一种幸福。如果你还有父母健在,父母对你溺

爱的话,那是很幸福的。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回家去

跟父母倾诉。父母虽然有点唠叨,但是他给你出主意,关心你,

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这是天伦之乐的幸福。不要留下“树欲

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当然,父母对孩子也应

给予足够的空间,不要太唠叨,但是,作为孩子,父母唠叨一下,

也要有智慧体会到其中的幸福。 

2.2全面把握家庭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幸福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在生活中的一种如意体验。有体验,

有了比较,才知道什么是幸福。矛盾法则认为,矛盾的两个基本

属性体现为是事物内部或者事物之间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统一

体中有差异、有对立、有对抗都属于斗争性。两个人或者多个

人处在一个家庭中,甚至是坐一辆公交车,都有可能发生冲突。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掌握矛盾法则就

要弄清楚矛盾是什么,并且把它当作客观存在的东西,就不要企

图消灭它。许多父母整天很忙,感觉孩子思想不一致,就把两个

人叫到一起,或者先找一个谈话,又找另一个谈话,一定要把他

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但是,人家为什么要一致呢？我们党内还允

许保留不同意见呢。给人家一个思想的自由,这是正常的,所以

不要做无用功。必须承认家庭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消灭不了,消

灭了这个,另一个又会出来。 

2.2.1家庭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一些年轻人一有矛盾就想离婚,在认识上是对“矛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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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对立,我跟你势不两立,闹矛盾。我不理你,你也不理我,

这样理解的矛盾是片面的。用哲学智慧看,矛盾是既对立,又

统一：凡是对立的地方存在着统一,凡是统一的地方又有很多

不统一的东西,有许多对立的因素。如果我们既看到矛盾的斗

争性,又看到矛盾的同一性,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有些父母

说这个人特别爱闹矛盾。其实,矛盾不是闹出来的,如果你做

得很好,他怎么闹也闹不出来。在一个家庭,父母与几个孩子

总是闹矛盾：姐姐说你偏向弟弟了,弟弟说你偏向哥哥了,哥

哥说偏向妹妹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样才能处理好

矛盾呢？ 

矛盾有两种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是

指矛盾双方同处于一个整体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矛盾

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

我们要善于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统一和对立,

谁也离不开谁,在一个统一的事物中,我们要善于分析他的对立

面,这样对它的认识才能深刻。做家长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子女,

儿媳妇和儿子这些天都很平静,一点矛盾都没有,那么他们肯定

有什么东西瞒着你,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你不知而已。你只有了

解这个家庭的各个成员的不同情况,你才真正对这个家庭了解

了。同样,家庭成员之间从来不闹矛盾,没有不同意见,也不争

论问题,我看肯定有问题。和谐不代表没有矛盾,也不代表没

有冲突,家庭和谐,必须是合理的冲突,不能没有事找事,整天

闹矛盾。 

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凡是两个相互冲突的因素,要善于找到

它们统一的地方。家庭中,两口子为什么不应该吵不了几句就

要离婚。动不动就离婚,肯定是思维的方法论问题。你离了婚

以后再找一个,还是有矛盾啊,说不定矛盾还会更多。在对立

中把握统一,有利于全面考虑离婚的问题。要想成立家庭,要

想有家庭,要想有孩子,你就不要怕有家庭矛盾。过去有一幅

年画,画的是一个老神,胡子很长,耳朵也很大,家庭子女很

多。这个揪他的耳朵,那个揪他的胡须,他都乐呵呵的。只有

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起这样一个大家庭。你不能说这个孩子揪

你头发,你就讨厌他,那个孩子踹你两脚,你也讨厌他,否则的

话,家庭就很不和谐。作为 高辈分的那个家庭成员应该有这

样的包容心：他们闹意见就闹吧,闹意见家庭才热闹呢。有小

两口吵架,吵着吵着,这个女孩子就说,你再吵架我要走了。她

收拾行李,收拾了半天没走,那个男的就说,你为什么还不走

呢？她把行李包打开说,你钻进来,我连你一起带走。我觉得

这个女孩很聪明,很有智慧。这就像老话说的“天上下雨地上

流,两口子吵架不记仇。” 

2.2.2家庭幸福要看到金钱与幸福对立统一 

有的人对金钱和幸福这个关系认识不正确,想追求幸福,结

果追求来的是不幸福,甚至是灾难。观点之一：金钱崇拜观——

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观点之二：金钱虚无观——钱是

祸害,钱能使人变坏！这些都是片面的金钱观,离开人的能动性

作用夸大了金钱对幸福的作用。 

一个家庭要幸福,就要应用矛盾法则辩证看待金钱崇拜观。

贪污来的钱,几百万、几千万的现金堆在家里,你能悍然大睡？

贪污来的现金不敢存,不敢用,多难受啊,一旦被发现,坐监牢了,

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一旦走上不正确获取金钱和利用金钱这

条道路,便没有幸福可言了。再看金钱虚无观,在这种错误方法

论指导下,一些人片面地否认金钱的作用,不能正确获得和利用

金钱。佛教(不是所有的佛教)有一种观点说,钱是毒蛇。金钱虚

无观我们不赞成,我们赞成的是“金钱辩证观”,这是追求幸福

的正确方法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这只说了一半,还

有一半是,“君子有财,用之有道”。金钱要取之有道,又要用之

有道。钱多了花不了,去资助年轻人,那就很幸福啊。其实资助

别人的人,也很幸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2.3幸福家庭有充满矛盾的和谐 

家庭生活有不同意见之间的碰撞,是和谐的表现。有的父母

就说不要争吵,妨碍和谐。这是不对的,可以有一些适当的争论,

甚至是争吵,这是符合矛盾法则的。假如一家人都不作声,这个

家也就不像个家了。不能一提不同意见,就认为是对着干,就感

到不幸福。这种父母可能水平不太高,至少可以说还没有智慧。

家里人提意见,是为了家庭幸福,你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作为

一个父母,你就感到很幸福了。家庭生活：打是亲,骂是爱。理

解“和谐”问题,不能企图“消灭矛盾”：只有“对立面的统一”

或者“统一体中的对立”,才是真正的和谐。但是现实中,很

多人理解不到这种爱,一打架,甚至丈夫拍了她一巴掌,就说,

你家庭暴力,我去告你,离婚。那为什么说打是亲骂是爱呢？

我觉得家庭成员之间,骂几句,甚至推了几下,也没有说致你

伤残,这时候就不要上纲上线。年轻人谈恋爱也是这样,谈到

很亲密的时候,女生才打男生,说你这么坏,这是很亲密的动

作,对不对？别的女生去打你的男朋友你愿意吗？肯定你就

吃醋了。“吵架算什么,为爱添把火”。两口子吵架有时候是家

庭的一种调味剂。家庭成员之间整天吵架不好,整天打架不好,

但是√天天很客气也不正常。丈夫回家,妻子说,你好,请坐,请

喝茶。这还像个家吗？说这像酒店还差不多。真没有必要这样,

家庭成员就应当是自己人。 

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在单位不敢跟领导吵,不跟同事吵,

回家想发泄一下,你又不让,他不闷死吗？如果他向你发泄一

下,他能幸福,感到很痛快,就叫他发泄一下吧,没什么不好,

就看你有没有这种智慧。在单位没法发泄,回家里又没法发泄,

时间久了,他肯定会生病的。夫妻之间应该无话不说,不敢吵

架的夫妻至少在心灵沟通方面有问题,应该好好地去建立双

方互信,相互信任了以后,怎么吵,也不存在离婚的问题,甚至

越吵关系越结实,这个家庭越和谐。说因为恨才离婚,也是没

有智慧的。爱与恨的对立统一。如果不爱他,何必去恨他呢？

既然我恨死你了。那就说明原来很爱他。如果不爱他,分手就

分手,越早越好。分手之后,我恨他也恨自己：恨自己当时太

草率,恨他为什么不再回来。所以,如果男士不愿意跟对方分

手,就脾气软一点,说一声对不起。她在哭,你给她擦擦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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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笑了,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就不会把小事闹成大事。此

外,父母对子女才恨铁不成钢,恨也是爱的一种表现方式。这

就正如周国平所说,如果说幸福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解决

正存在于争取幸福的过程之中,其中有斗争,有苦恼,但只要希

望尚存,就有幸福。 

3 以情为主家庭幸福 

凡是事物都存在着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一切。有困难去解

决困难,不要因此就去逃避矛盾,逃避矛盾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论,要正视矛盾,有情有义地解决矛盾。矛盾就是缘分,可以说,

在这个意义上有家庭矛盾本身就意味着幸福。注意了,有人跟你

闹矛盾,闹得越多,说明感情越深。你当了父母,跟儿女就有矛

盾；你不做父母,就没有那么多矛盾,那你也要理解,所以矛盾意

味着幸福。吵嘴是一种快乐,是一种满足。矛盾就是事物存在的

方式,家庭矛盾就是家庭存在的方式。但只有在家庭中,不管矛

盾有多大,它总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在家里才有真情和幸

福。家庭成员之间,无论子女抑或夫妻之间,千万不要因为闹矛

盾就出走。父母吵架是你的幸福。如果父母谁也不理谁,甚至分

居,爸爸住那间屋,妈妈住这间屋,从来也不吵架,你高兴吗？他

们又吵架,又不分手,那是 幸福的了,你大可放心。你不要担心

他们吵,吵吵嘴说明他们互相信任,只要不是恶意的攻击,吵吵

架都可以带来如意体验。 

解决家庭矛盾有特殊的方法,必须将亲情放在首位。解决社

会上的矛盾,讲求合法、合理,把讲道理在前面。社会矛盾要按

规定、按制度办事；涉及法律的事情,实在解决不了,不能调和,

就法庭见。但是,在家庭中,就尽量不要见诸法庭,也不要过多地

“讲道理”。你的配偶、孩子,真的跟你那么讲道理吗？有时候

不讲道理,你也不要生气。有时候妻子对丈夫不讲道理,她就是

故意的,来撒撒娇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理解,大骂一顿,

家庭矛盾就越闹越大。总之,家庭矛盾有其特殊性,要为着获得

如意体验,以情为主解决家庭矛盾,而少讲理和法,这是家庭幸

福的特殊方法论。 

4 结束语 

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

各的不幸”是多少有点哲理的,至少说明家庭幸福有一定的客观

规律可循。联系矛盾法则来看,不幸的家庭存在一些认知误区,

有的唯心主义地看待矛盾,幻想没有矛盾就家庭和睦,想当然地

以为矛盾是可以消灭的,而不知道如果没有家庭矛盾就没有家

庭；有的形而上学地看待矛盾,只看到矛盾不好的一面,消极地

看待矛盾的斗争性,以为闹矛盾就不幸福,而不知道如果不是关

系好我才懒得和你吵。二者有一个共同点是,看不到幸福是对生

活的如意体验,即使生活条件有限,还是可以感受到如意的。运

用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追求家庭幸福,要看到家庭是一个矛盾

统一体,看到金钱与幸福对立统一,幸福家庭有充满矛盾的和谐,

解决家庭矛盾要以情为主致力于如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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