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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ct that the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still 

present nowadays, there are some Chinese people still living with the "the more 

children we have, the more prosperous we are" concept. In this writing, writer 

chose 200 Chinese people in Jakarta a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The objectives 

are to find out more opinions of Chinese people in Jakarta on "the more children 

we have, the more prosperous we are" concept and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and the 

effects of this concept to Chinese people in Jakarta.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 "The more children we have, the more prosperous we are" concept 

is still present in Chinese people's life in Jakarta. However, it has started fading. 

And the main reason of Chinese people in Jakarta still using this concept is to 

have descendants, and the descendants become their insurances when they are 

retired or old. In conclusion, Chinese people in Jakarta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positive effects rather than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is concept. 

Keywords Chinese people in Jakarta, "The more children, the more 

prosperous we are" Concept, Research 

 

摘要 由于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部分华人至今仍保留着“多子多福”

这一传统观念。在本文，笔者以 200 位雅加达华人作为调查对象，目的是为

了进一步了解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的看法，并考察雅加

达华人会有“多子多福”观念的原因，最后探讨“多子多福”观念给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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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带来的影响。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在雅加达华人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

“多子多福”观念，只是开始逐渐淡化；雅加达华人之所以会有“多子多福”

观念，主要是因为传宗接代以及养儿防老；雅加达华人认为“多子多福”观

念利大于弊。 

关键词   雅加达华人、“多子多福”观念、调查 

 

1、引言 

中国传统观念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

国传统观念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节俭生财、百善孝为先等积极的传统观

念；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则是消极的传统观念。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

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均有一定的影响力。 

传统的中国家庭历来十分重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男女双方结婚生子，

不仅是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理需求，更是延续人口、繁荣经济的重要保障。

直到现在，“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仍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如上所述，笔者作为华人，同时也是一名汉语学习者，想在此对雅加达

华人如何看待“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并考察

雅加达华人为何会有“多子多福”观念的原因，最后探讨“多子多福”观念

给雅加达华人带来哪些影响。 

1.1 论点 

1) 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的看法如何？ 

2) 雅加达华人为何会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3) “多子多福”观念给雅加达华人带来哪些影响?  

1.2 目的 

1) 调查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的看法。 

2) 考察雅加达华人为何会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3) 探讨“多子多福”观念给雅加达华人带来的影响。 

  



关于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观念的调查分析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5, No. 2, Oktober 2014 Page 116 

1.3 研究对象 

为了了解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观念的看法，笔者分别抽取了雅加

达东、南、西、北、中五个区的 200 个华人（每个地区的男女数量一致），

并以未婚青年、已婚青年、已婚中年和已婚老年人为调查对象。 

1.4 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和采访收集研究资料并分析雅加达华人“多子多福”观

念的情况。问卷设计成四种问卷：未婚青年，已婚青年，已婚中年，已婚老

年。问卷设计为四个部分： 

 

问卷类型 
目的 

调查雅加达华人对

“多子多福”观念

的看法 

考察雅加达华人

为何会有“多子

多福”的观念 

探讨“多子多福”

观念给雅加达华人

带来的影响 

未婚青年 第 1-3 题 第 4 题 第 5-8 题 

已婚青年 第 1-3 题 第 4 题 第 5-8 题 

已婚中年 第 1-3 题 第 4 题 第 5-8 题 

已婚老年 第 1-3 题 第 4 题 第 5-8 题 

 

2、理论 

2.1 “多子多福”观念的定义 

所谓“多子多福”就是：孩子生得越多就会越有福气。“多子多福”

属于生育观念，生育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生育目的意义的认识；对生育孩子性

别偏好的看法；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期望；对生育孩子时间的选择等方面的价

值趋向。 

2.2 “多子多福”观念的起源 

  中国古代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是靠耕田为生，

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男性劳动力才可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和保证国家兵员充

足，同时也可以解决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等诸多家庭问题。除此之外，因为

古代的医疗水平低下，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造成了非正常死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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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古代人的寿命也自然会比较短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多子多

福”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这就

导致了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出现了很

多繁昌子孙的祝福歌谣。历代统治者也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

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

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影响下，追求

多子女成了中华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2.3 “多子多福”观念形成的因素 

  第一，封建社会时代，在“传宗接代”思想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

祖传事业。只有儿子才是传后人，有儿子家族才能延续下去，若一个家庭没

有儿子，那就意味着绝后，这样的话便被认为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后

代。因此，很多家族都倾向于多生育，这样血脉才能够延续下去。 

  第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人们生育子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年老

失去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和需要他人帮助时，能得到子女的奉养和照料。

正是出于养儿防老的考虑，人们多生孩子也变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大家

都希望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第三，“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生男行为。很多家

庭在生出男孩子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因为即使有女儿，但女儿终究

还是要嫁人的，正所谓“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出嫁后的

女儿不再算是家里人了，她们不入家谱，不承祖业，成为婆家人，所以为了

把男孩子生出来，便导致了多生、超生的现象。 

  第四，俗话说：有儿穷不久，无儿富不长，在传统社会观念里，多子多

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没有孩子或没有男孩的夫妇会遭世人冷眼，没有

财富的男人却至少还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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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对古代人而言，由于处于匪患、灾荒、兵灾动荡不安中的近代中

国，生育可以弥补家庭成员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损失。所以，出于防灾防难的

考虑，生育更多的子女，有利于应对非理性的社会与自然环境。 

  第六，医疗卫生条件制约，缺乏有效的避孕手段。生殖与性在中国传统

社会一直讳莫如深，羞于启齿。同时，由于和生育有关的卫生知识与条件缺

失，避孕根本无从谈起。 

2.4 “多子多福”观念的变迁 

1) 从早生子早享福到晚婚晚育 

  早生子早享福是中国传统社会流传的一句古话。小农经济是传统农

业社会的基础，人们主要靠农业耕作，因此土地被世世代代看做衣食父

母，生产力极为低下，劳动工具比较落后，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家庭成

员之间有很浅的依附性。因此一个群体的家庭实力也直接由男丁的数量

决定。男丁多，这个家庭的实力就强，挨饿受冻的可能性就较小，所以

家庭男子人数多，就足以让这个家庭荣耀，在心理精神上也享有优越感。

况且在当时物质贫乏、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卫生医疗条件根

本无法与当今社会相提并论，因此人的寿命也比较短，三十岁是中年，

四十岁可能就是老年了。不早些生育可能就会断香火。所以十几岁生育，

早生早享福的生育观念的盛行，在当时是符合情理的。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人们往往都

倾向于晚婚晚育。此外，随着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的提高，花费在孩子

身上的抚养费、教育费、医疗保险费等直接成本也随之增加，在较大的

生活压力下，再加上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本科毕业后也就到了适婚适

育年龄，这些因素都促使人们选择晚婚晚育。 

2) 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需要靠人口和劳动力数量保障脆弱的生存条件，

从而使人们对“福”的理解总是与人口多、劳动力多联系在一起。此外，

多福还有精神层面的含义，家有儿万事足，儿女绕膝乐兮兮等观念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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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现在精神享受方面。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

育目的文明逐步由多子多福向少生优生转变。 

2.5 “多子多福”观念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 

  “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为人们带来了不少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

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作用。 

  一般来说，子女可以给父母带来如下的积极影响：首先，父母与子女之

间的亲情可以满足父母的感情需要，从而能够提高父母的心理健康；其次，

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子女可以为父母的老年生活提供养老

保障；除此之外，由于家庭越大，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通过生育更多

的子女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父母面对的其他风险（例如在父母生病时，多子

女家庭可能能够提供更好的照料）。但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我

们也会看到一些子女越多的父母其生活质量却越低的反例。例如，过多的子

女加重了父母自身的经济、精神负担；其次，过多的子女也可能造成在照顾

父母的安排方面出现相互推诿；另外，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可能存在替代

关系，而如果子女的质量对父母的福利影响更大的话，那么过多的子女也可

能会造成父母福利水平的下降。 

 

3、研究结果 

3.1 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观念的看法 

 问卷第 1 题：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多子多福”这个观念的？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赞同 15 60% 10 40% 15 60% 6 24% 14 56% 4 16% 8 32% 13 52% 85 42%

反对 10 40% 15 60% 10 40% 19 76% 11 44% 21 84% 17 68% 12 48% 115 58%

已婚老年

50人选项 总人数 总百分比

未婚青年

50人

已婚青年

50人

已婚中年

50人

 

表格 3.1 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观念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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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 200 位接受调查的雅加达华人当中，

有 42% 的雅加达华人赞同“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但也有 58% 的雅加

达华人反对此观念。赞同者以男性为多，占总男性人数的 52%，而反对者以

女性为多，占总女性人数的 67%。      

① 未婚青年 

  从未婚青年方面来看，有 60% 的男性赞同“多子多福”观念，其原

因是：有 33.3% 的男性认为：生育更多的孩子能够保证父母的养老问题；

有 26.7% 的男性认为：孩子越多，希望也就越大。这里的希望，意思是

家族血脉的延续、家族兴旺以及父母养老问题更加有希望；有 26.7% 的

男性认为：根据个人的经验，兄弟姐妹越多，遇到困难时，可以共同解

决；有 13.3% 的男性认为：孩子越多，家里会比较热闹，孩子们也不会

感到孤单。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 60% 的女性反对“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

其原因是：有 46.7% 的女性认为：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生育更多的

孩子只会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有 33.3% 的女性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

人们的思想也不断地在改变；也有 20% 的女性认为：多子并不一定真的

会多福，现在养育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多福”毕竟要等孩

子长大成人后才能真正地感受到，事实上，未来将会是怎样的谁都预料

不到的。 

 

图表 3.1 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观念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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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已婚青年 

  从已婚青年的角度来看，赞同“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的男性有

60%，其原因是：有 46. 7% 的男性认为：生育更多的孩子可以增加家庭

劳动力，孩子多家族力量也就越大；有 26. 7% 的男性认为：孩子多，家

里的父母就会更幸福，生活过得更充实；占 13. 3% 的男性认为：生育更

多的孩子能够保证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有 13. 3% 的男性认为：孩子多，

孩子就不会感到孤单。 

  除此之外，反对“多子多福”观念数女性为多，占 76%，其原因是：

有 47. 4% 的女性认为：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生育更多的孩子只能增

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占 26. 3% 的女性认为：工作忙，没办法照顾到每个

孩子；也有 15. 8% 的女性认为：每个人的福气已经由上天安排好了，并

不是说多子就会多福；另外还有 10. 5% 的女性认为：“多子多福”只是

一种迷信，不符合逻辑。 

③ 已婚中年 

  对已婚中年而言，调查结果显示，有 56% 的赞同者为男性，其原因

是：有 64. 3% 的男性认为：多几个孩子，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就会多几

重保障；占 28. 6% 的男性认为：生育更多的孩子，会使父母更加努力工

作，加强父母的责任心，使父母活得更加有意义；但也有 7. 1% 的男性认

为：孩子越多，家族血脉的延续就会更加有保障。 

与男性相比，高达 84% 的女性不赞同“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

其原因如下：占 61. 9% 的女性认为：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生育更多

的孩子只会增加父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有 23. 8% 的女性认为：每一个

人的福气已经由上天安排好了，并不是说多子就会多福，孩子少同样可

以多福；另外也有 14. 3% 的女性认为：“多子多福”只是一种迷信，是

真是假还是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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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已婚老年 

  已婚老年对“多子多福”观念的看法，有 52% 的赞同者为女性，其

原因是：有 53. 8% 的女性认为：孩子越多，可以增加家庭劳动力；占 23. 

1% 的女性认为：“多子”确实是“多福”，虽说孩子多，经济方面的负

担也会比较大，但与此同时，她们获得的远远超过她们所付出的。因为

孩子们会给父母带来很多乐趣；此外还有 23. 1% 的女性认为：孩子多本

来就是一种福气，有的人由于没办法生孩子而一生都活在痛苦中，可以

多生育几个孩子是上帝对自己的一种厚爱。 

  但在另一方面，却有 68% 的男性反对“多子多福”这个观念，其原

因是：占 41. 2% 的男性认为：多子确实可以多福。但是，如果父母对孩

子的管教不好，多子不一定就会多福，反而会增加烦恼；有 35. 3% 的男

性认为：能够让一个人觉得“多福”最关键的并不是拥有几个孩子，而

是一个人的心态。例如：一个拥有很多孩子的人，但却没有感恩的心，

今天埋怨这个孩子，明天埋怨那个孩子，这样生活也会过得很辛苦，哪

来的“多福”，反之，一个只拥有一个孩子的人，再加上儿子并不是很

优秀，由于有一颗感恩的心，一家人也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福”由

自己的心态而定，“福”要看自己的造化；另外还有 23. 5% 的男性认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劳多获，孩子越多，付出的自然也会越多，所以

“多福”也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是，实际上并不是说“多子”就会真

的“多福”。 

 问卷第 2 题：根据现在的社会情况，您认为“多子多福”好还是“少生

优生”好？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多子好 9 36% 3 12% 9 36% 2 8% 6 24% 3 12% 6 24% 6 24% 44 22%

少生好 16 64% 22 88% 16 64% 23 92% 19 76% 22 88% 19 76% 19 76% 156 78%

总人数 总百分比50人 50人 50人 50人选项

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 已婚中年 已婚老年

 

表格 3.2 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好还是“少生优生”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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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表格及图表可以看到，在 200 位接受调查的雅加达华人当

中，无论未婚已婚、男女老少都认为“少生优生”好，占总人数的 78%，只

有 22% 认为“多子多福”好。 

  雅加达华人支持“少生优生”的原因是：占 51.3%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

孩子少，负担少，问题也少；有 18.6%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现在生孩子是一

件非常可怕的事，动不动就要剖腹产。正因如此，所以不宜生很多孩子； 

还有 25%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孩子少，就可以把孩子照顾得很好，给予更

多的爱心和关心；也有 5.1%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只有少生，才能够给孩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培养出人才来。 

  雅加达华人支持“多子多福”观念的原因如下：占 29. 5% 的雅加达华

人认为：如果说“多子”未必“多福”，同样的道理，“少生”也未必“优

生”。与其少生，还不如多生，这样也会多一些希望；有 22. 7% 的雅加达

华人认为：就个人的家庭情况而言，由于家庭成员太少了，因此他们认为

“多子多福”好；另外还有 18. 2%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其实无论是“多子

多福”还是“少生优生”都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但是“多子多福”可能会

更“安全”一点，如果自己只拥有 1-2 个孩子，即使他们都很有才华，很有

出息，也很照顾父母，但是现在的社会危机重重，假如孩子有三长两短，传

宗接代不但没办法延续下去，而且晚年生活也无依无靠了；占 11. 4% 的雅

加达华人认为：因为自己本身也是来自多子家庭，已深深感受到多子的益处。

分别有 9. 1%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为了国家兵员充足这方面的考虑，还是

图表 3.2 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好还是“少生优生”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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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多福”好和虽然少生可能会培养出“优子”来，但与此同时这个“优

子”的负担及压力也随之加重。 

 问卷第 3 题：请问，您认为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1-2个 11 44% 17 68% 11 44% 17 68% 10 40% 17 68% 11 44% 11 44% 105 52.5%

3-4个 12 48% 7 28% 13 52% 8 32% 13 52% 8 32% 13 52% 13 52% 87 43.5%

5-6个 2 8% 1 4% 1 4% 0 0% 2 8% 0 0% 1 4% 1 4% 8 4%

选项

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 已婚中年 已婚老年

总人数 总百分比50人 50人 50人 50人

 

 

 

 

  结合以上的表格及图表，接受调查的 200 位雅加达华人当中，总的来看，

无论是未婚已婚青年，还是已婚中老年人，他们对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

想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如果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的看法有

些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占 52.5%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一个家庭有 1-2 个孩子

最理想，女性更倾向于此看法，占总女性人数的 62%；而 43.5% 的雅加达华

人则认为一个家庭有 3-4 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男性更倾向于此看法，占总男

性人数的 51%。 

  由分析数据可知，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的调查结果与孩子数量实

际情况的调查结果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差异，特别在已婚中年和已婚老年这两

表格 3.3  雅加达华人对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的看法 

 

图表 3.3  雅加达华人对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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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阶段。现在的雅加达已婚青年实际上更倾向于“少生优生”，但由于

还年轻，以后可能还会生育，因此到了中年孩子数量可能还会增加，而中老

年人的实际情况则更倾向于“多子多福”。 

3.2 雅加达华人“多子多福”观念形成的原因 

 问卷第 4 题：您认为雅加达华人为什么会有“多子多福”这个观念？

【可多选题】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传宗接代 31 62% 31 62% 36 72% 37 74% 135 67.5%

养儿防老 32 64% 26 52% 32 64% 32 64% 122 61%

重男轻女 15 30% 15 30% 27 54% 22 44% 79 39.5%

社会地位 9 18% 11 24% 8 16% 10 20% 38 19%

弥补损失 7 14% 12 22% 11 22% 9 18% 39 19.5%

环境影响 0 0% 2 4% 3 6% 6 12% 11 5.5%

子女成双 0 0% 27 54% 0 0% 0 0% 27 13.5%

总百分比选项
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 已婚中年 已婚老年

总人数

  结合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在雅加达华人看来，“传宗接代”和“养

儿防老”这两个因素是形成“多子多福”观念的主要原因，分别占总人数的

67.5% 和 61%。由此可知，雅加达华人至今还是比较重视“传宗接代”以及

“养儿防老”，对于他们来说家族血脉的延续以及父母养老问题依然重要。 

① 未婚青年 

  在 50 位未婚青年当中，占 64% 的未婚青年认为养儿防老是形成“多

子多福”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回答问卷第一题时（关于他们为什么

赞同“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已经有大部分（33.3%）的未婚青年认

为养儿防老是最重要的因素。这说明对未婚青年而言，虽然现在的养老

保险体系有所改善了，但是他们觉得孩子仍然是父母未来的靠山。 

  除了“养儿防老”，对于未婚青年来说，“传宗接代”也是“多子

多福”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生育更多的孩子，

家族血脉的延续就更加有保障，一个家族的血脉若能够世代延续下去，

表格 3.4 雅加达华人“多子多福”观念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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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是家族的“福气”。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传宗接代”才会被人们

所看重。 

② 已婚青年 

  在已婚青年看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仍是形成“多子多福”观念

的主要原因，分别占 62% 和 52%。但是与未婚青年不同的是，在其他因

素中，有 54% 的已婚青年选择“子女成双”这一项，从这里可以看出，

已婚青年认为人们之所以想多生孩子，是因为希望家里既有男孩子，同

时也有女孩子。 

③ 已婚中年和已婚老年 

  在已婚中年和已婚老年人看来，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这两大因素显

得更加明显，有 72% 的已婚中年和 74%的已婚老年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有

“多子多福”观念，是因为传宗接代的原因，至于养儿防老无论是已婚

中年还是已婚老年分别都占 64%。在回答问卷第 1 题时，已有 64.3% 的

已婚中年和 53.8% 的已婚老年赞同“多子多福”观念，因为孩子多，父

母养老更加有保障。另外，对已婚中年和已婚老年人来说，他们认为重

男轻女观念也是形成“多子多福”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与未婚

和已婚青年的不同之处。如此看来，重男轻女在中年和老年人眼里还是

一种较为典型的观念。 

3.3 “多子多福”观念给雅加达华人带来的影响 

 问卷第 5 题：您认为“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会给雅加达华人带来哪

些好的影响？【可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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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延续家族血脉 34 68% 32 64% 37 74% 35 70% 138 69%

养老有保障 36 72% 35 70% 35 70% 32 64% 138 69%

增加家庭劳动力 30 60% 36 72% 28 56% 25 50% 119 59.5%

孩子不孤单，家里热闹 49 98% 47 94% 29 58% 31 62% 156 78%

兄弟姐妹互相帮助 41 82% 40 80% 32 64% 34 68% 147 73.5%

总人数 总百分比选项
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 已婚中年 已婚老年

 

  调查结果显示，在 200 位接受调查的雅加达华人看来，“多子多福”观

念给他们带来的积极影响如下： 

         第一，有 78%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多子多福”观念的最大的好处是孩

子不会感到太孤单，家里也会比较热闹，可爱的孩子们也可以满足父母的感

情需要，从而能够提高父母的心理健康。未婚已婚青年对此显得更明显，分

别占 98% 和 94%。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未婚已婚青年，他们绝大部分

都是来自“少生优生”家庭（据调查，占 58% 的未婚青年只有 2 个兄弟姐

妹而已婚青年有 54% 也只有 2 个兄弟姐妹），他们并没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因此产生了孤独感。 

         第二，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互相帮助，选择这个选项的人占总人数的

73.5%。 

  雅加达华人认为“多子多福”观念的第三和第四个积极影响是，可以延

续家族血脉和父母养老有保障，选择这两项的人数均占 69%。对雅加达华人

而言，虽然只拥有一个儿子同样可以“传宗接代”，父母老了同样可以奉养

父母，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孩子越多，家族血脉的延续更加有保障，父母

养老也是如此。 

  最后，占 59.5%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多子多福”观念可以增加家庭劳动

力。在问卷第 1 题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雅加达华人之所以赞同“多子多

福”观念的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越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也

越多，能够为家庭创造财富的机会也越多。 

表格 3.5 “多子多福”观念给雅加达华人带来的积极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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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第 6 题：您认为“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会给雅加达华人带来哪

些不好的影响？【可多选题】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经济、精神负担 47 94% 47 94% 44 88% 47 94% 185 92.5%

照顾父母，相互推辞 18 36% 16 32% 11 22% 24 48% 69 34.5%

母亲身体受影响 12 24% 22 44% 16 32% 24 48% 74 37%

没办法照顾，子女质量差 23 46% 30 60% 31 62% 26 52% 110 55%

产生家庭矛盾 31 62% 35 70% 25 50% 41 82% 132 66%

选项
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 已婚中年 已婚老年

总人数 总百分比

  结合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有 92.5% 的雅加达华人一致认为过多

的子女会加重父母自身的经济、精神负担。由此看来，这也应证了前面的调

查结果，即由于考虑到经济因素，因此雅加达华人不愿意多生孩子。 

        占 51.3% 雅加达华人在回答问卷第 2 题时，他们之所以认为“少生优生”

好，是因为孩子少，问题也就越少。正所谓“人多是非多”，在接受调查的

200 位雅加达华人，也有 66% 的雅加达华人赞同这一观点。他们也认为过多

的子女，会导致家庭矛盾的产生。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差，而且孩子又多，所以

父母没办法让每一个孩子都接受教育；或者虽然经济条件不错，但由于父母

工作繁忙，陪孩子的时间有限，这两种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尤其是雅加达人的

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也有 55%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过多子女会让父

母没办法照顾到每个孩子，从而导致子女质量不好。 

  至于过多子女会造成子女在照顾父母的安排方面出现相互推诿这一观点，

雅加达华人并不是很认同。在 200 位接受调查的雅加达华人当中，只有 34.5% 

的雅加达华人认同这一观点。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其实在分析第 5 题时，

已有 73.5%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过多的子女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可

以互相帮助。这里的帮助也包括照顾父母这一方面。如果兄弟姐妹可以互相

表格 3.6 “多子多福”观念给雅加达华人带来的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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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那就很少会出现子女在照顾父母相互推诿的问题。由此看来，雅加达

华人的子女还是比较孝顺父母的，所谓“养儿防老”在此显得更加符合情理。 

 问卷第 7 题：请问，您家中父母的生活过得如何？（由于已婚中老年人

的父母大都已不在人世了，因此这道题主要针对他们自己的晚年生活）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精神方面好，物质方面也好 15 30% 18 36% 14 28% 26 52% 73 36.5%

精神方面好，物质方面不好 18 36% 7 14% 3 6% 0 0% 28 14%

物质方面好，精神方面不好 15 30% 25 50% 32 64% 24 48% 96 48%

物质方面不好，精神方面也不好 2 4% 0 0% 1 2% 0 0% 3 1.5%

总人数 总百分比选项
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 已婚中年 已婚老年

  调查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 200 位雅加达华人当中，有 48% 的雅加达

华人（老年人）生活过得还可以，物质方面好（不愁着吃、穿、住，有足够

的钱），但就精神方面不好（身体、心理状况比较虚弱）。已婚中年在此占

的比率显得更高一点，精神方面不好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操心子女所造成

的，而对于已婚老年来说，精神方面不好主要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所导致的。 

此外，还有 36.5%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雅加达华人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好，无

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都很好。其中有 52% 的老年人对自己的晚年生

活表示满意。另外，有 14%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虽然物质方面不好，但精神

方面却不错，主要是因为孩子们很贴心，父母也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而只有

1.5% 的雅加达华人认为家中父母或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很不好。由此看来，

雅加达老年华人的晚年生活，整体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问卷第 8 题，谁帮您父母支付他们的生活开销？（注：针对未婚已婚青

年） 

 问卷第 8 题，谁帮您支付您的生活开销？（注：针对已婚中老年人） 

 

 

 

表格 3.7 雅加达华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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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 人数 %
他们自己 3 6% 4 8% 7 7%

他们自己与孩子们 26 52% 19 38% 45 45%

子女 19 38% 24 48% 43 43%

儿子 2 4% 3 6% 5 5%

女儿 0 0% 0 0% 0 0%

50人 50人 总人数 总百分比选项

未婚青年 已婚青年

 

 

人数 % 人数 %
夫妻俩 4 8% 2 4% 6 6%

夫妻俩和孩子们 31 62% 12 24% 43 43%

子女 13 26% 28 56% 41 41%

儿子 1 2% 6 12% 7 7%

女儿 1 2% 2 4% 3 3%

选项

已婚中年 已婚老年

总人数 总百分比50人 50人

 

  结合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到，至于谁帮支付雅加达中老年华人的生活开支，

有 45% 的雅加达未婚已婚青年说，父母的生活开支是由他们自己与子女共

同支付的；占 43% 的雅加达未婚已婚青年说，父母的生活开支完全由子女

支付的；只有少部分的雅加达中老年华人的生活开支是由他们自己或儿子或

女儿个人承担的。 

  从中老年人的调查结果来看，中老年人的调查结果与未婚已婚青年的调

查结果大体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未婚已婚的调查结果符合中老年人的实际

情况。如此看来，孩子们对自己父母的晚年生活还是有做出应尽的责任。这

更加说明，“养儿防老”还是有一定的可靠度。 

  

表格 3.8 谁支付雅加达未婚已婚青年父母的生活开支 

 

表格 3.9 谁支付雅加达已婚中老年人的生活开支 

 



关于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观念的调查分析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5, No. 2, Oktober 2014 Page 131 

4、结论 

4.1 总结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笔者所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 在雅加达华人的生活中，“多子多福“观念在当今这个时代已

不是很盛行，逐渐淡化。以下调查结果可证明这一点： 

①问卷第 1 题：反对“多子多福”观念的雅加达华人要比赞同的还要多。 

②问卷第 2 题：大部分雅加达华人都认为，根据现在的社会情况“少生优生”

比较好。这也可以从已婚青中老年人的孩子数量的调查结果看到，雅加

达华人的孩子数量一代比一代少。 

③问卷第 3 题：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雅加达华人都认为 1-2 个孩子是最

理想的。 

  根据未婚青年的调查结果，可以预知未来的雅加达华人的生育情况很有

可能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比较倾向于“少生优生”。尽管如此，在雅

加达华人的生活当中仍有一部分华人至今还赞同并保留着“多子多福”观念，

赞同者以男性为多。赞同“多子多福”观念主要是因为：①出于养老之考虑，

因为孩子多可以增加家庭劳动力；②“传宗接代”；③孩子多，家里会比较

热闹，孩子也不会感到孤单；而反对的主要是因为：①经济问题，雅加达华

人认为生育过多的子女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压力和负担；②经济的发展，接

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婚晚育。但由于传宗接

代、养儿防老、希望子女成双等原因，调查结果表明雅加达华人也会因此而

破例，导致多生孩子的趋向，甚至有些父母也会因为以上三种原因而要求子

女多生几个孩子的情况。 

  第二，雅加达华人之所以会有“多子多福”的观念，主要是因为：①传

宗接代；②养儿防老；③重男轻女（主要是中年和老年人）；④希望子女成

双（主要是已婚青年）。 

  第三，对雅加达华人而言，“多子多福”观念对他们来说，既有积极方

面的影响，即：①孩子不孤单，家里会比较热闹；②兄弟姐妹可以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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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可以延续家族血脉；④养老有保障；⑤增加家庭劳动力。但也有消极的影

响，即：①过多的子女会加重父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②过多的子女会导致

家庭矛盾的产生；③孩子多，父母没办法照顾到每个孩子，从而导致孩子质

量差。多数雅加达华人赞同这三个，至于孩子照顾父母相互推诿、母亲身体

受影响这两个影响，雅加达华人并不怎么认同。至于雅加达中老年华人的晚

年生活，整体看来还是过得还不错。不管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雅加达

华人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有做出一定的贡献。 

4.2 建议 

1) 从父母方面来看 

① 无论“多子多福”还是“少生优生”，都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作为

父母的如果本身有“多子多福”观念，希望多生几个孩子，必须要先

考虑家里的经济条件或自身的身体状况是否许可。而当想要求子女多

生孩子时，除了必须考虑上面两个因素之外，还得先跟子女们好好商

量，不得强迫，以免造成家人失和。 

②  无论孩子多或少，工作有多忙，作为父母的也应该把孩子作为焦点，

把爱心和关心都集中在孩子的身上，既然有能力生孩子，也必须要有

能力抚养孩子、教育孩子。 

③ 虽然调查结果显示，雅加达华人“养儿防老”的愿望绝大部分都有实

现，但建议父母也要为自己投保，一来是为了自己，以防万一，二来

是为了子女。如果父母自己本身有投保，即使没有子女的赡养，依然

不用担心养老问题。父母年迈，罹患重病的几率也会比较高，但并不

是所有子女的经济条件都很好，如果父母自己有投保，一旦遭遇不幸

就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2) 从孩子方面来看 

①  养育一个孩子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希望身为人子，应该要好好孝顺

父母，小时候父母抚养我们，教导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必须要报答父

母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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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过多的子女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作为孩子，千万

不要再增加父母的精神负担，而是要努力地减轻父母的经济与精神负

担，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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