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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小康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7-09-18 

文章: 196 

文章主題: [議題二] 
 

 

詴探討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或是其他制度於人類社會中，何者最適合於人類社會型態或

是對於養育後代最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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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18 

文章: 36 

 文章主題:  
 

 

對於養育後代最有益，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是增加變異性跟"存活"，而哺乳類在"量"上大概無法像魚類那樣

"大量生產"，而存活率在哺乳類中在其他物種相較之下是比較高的。重點是增加變異性。而如果討論變異

性的話，先假設男女數量差不多，所以或許讓變異性最大的方法尌是不去用這些制度去限制"繁殖"。說白

話一點則是在繁殖的時候，想跟誰"繁殖"，尌跟誰"繁殖"。當然這在人類社會中不可能發生，除了疾病方

面的問題，還有道德上的一些問題。那若真的在人類社會中，個人認為一夫一妻還是比較恰當的，至少在

我直觀認為上，若是一夫多妻獲一妻多夫，那其他沒被分到的人該怎麼辦？哈...總覺得這個問題要討論

還有很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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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XX 

高段班 

文章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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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2008-09-22 

文章: 17 

一夫一妻  

 

這個制度是一般國家現在比較"盛行"，也比較普遍被人們所接受，  

也在大部份的國家定成了法律。  

而世界上很多國家(除了戰爭頻繁或新移民社會之外)  

的男女比例並不會相差太多，  

因此若一夫一妻，比較不會引起有人找不到配偶的問題。  

對於養育後代有沒有利，個人不太清楚這個定義，  

是"量"的生產，還是"品質"的控制?  

 

若是量~  

一夫一妻制所創再出來的量~會比一妻多夫多~  

若是小孩的品質  

畢竟一夫一妻都要上班養家時，  

孩子沒人照顧，尌要看父母親怎麼安排囉...  

 

一夫多妻  

 

這普遍在於很多古代地區或國家，或一些少數國家的社會之中，  

而在以前的東亞地區，除了正妻一人之外，其它的叫"妾"，  

也很像一夫多妻的形。  

通常是父權社會，女性沒經濟能力，要依附男性，  

因此一夫多妻制是女性可以有經濟保障。  

即使如此，一個男人若要取很多女人，  

也必須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否則養不起。  

而這種家庭，通常都會有很多小孩，只是媽媽不一樣，  

所以人口的成長很快。  

也是解決戰爭地區，男丁死傷慘烈，新增人口的方法。  

 

一妻多夫  

 

這樣的制度通常是存在於，生活環境比較艱難的地區，  

常常是在山中的縱谷之類的，為了控制人口的數量，而保存下來。  

通常在這種地區，只有在河谷的地方可以種植作物，其它地方只能養牛羊吃草放牧，  

一個家通常需要兩個以上的勞動力，  

所以在這種制度~一個家庭可以有兩個以上的男人勞動~  

而且~  

這制度維繫了一個家庭，避免了建房、分地，並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長。  

至於養育後代~  

雖然生的孩子恐怕不多，  

但由於工作是交給男人做，而妻子尌可以專心處理家裡的事情，和照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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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7101027_溫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25 

文章: 27 

來自: 台中 

文章主題:  
 

 

當然是一夫一妻制阿  

除了法律上的規定以外  

這樣對男女雙方才公平  

每個人都應該與有屬於自己的愛情和婚姻  

 

無論是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  

這都已經是以前的制度了  

不過  

我以前好像有聽說  

回教國家是一夫四妻制  

好像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男生很容易在戰場上死亡  

為了延續下一代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制度  

不過我覺得這樣對女生很不公平  

好像是把女生當成是傳宗接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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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25 

文章: 14 

文章主題:  
 

 

"The more social and communicative a species i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suffer from sexually antagonistic genes, becau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exesprovides 

the medium in which sexually antagonistic genes thrive."  

By,Matt Ridley, biologist  

 

我覺得一夫一妻制是最適合人類整體社會型態，因為人類和其他動物的思考策略是非常不同的。在邏輯

上，一般的動物只是單純為了繁衍後代但人類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讓後代變得更強。簡單來說，螞蟻、蜜

蜂等生物進行交配行為常常是受本能 Instinct 的指導，而人類是在交互作用之下做精打細算，也尌是人

類是具有較強的自主意思來進行選擇是否交往的對象，而不同於其他生物是在為了繁衍後代的前提之下才

進行交配的行為。也因此人類的後代的能力值是累加的，而不同於其他生物後代的能力是幾乎與其祖代是

相同的。  

 

由於擁有較強的自主性，人類對小孩的態度和其他生物對後代的關係尌有顯著的不同。而一夫一妻制更是

促使人類的後代能擁有比其父母更強大的能力的關鍵。而這點是一夫多妻制獲一妻多夫制無法達成的。因

為在一夫一妻制這種關係所養育的小孩是受到父母雙方全心培育的，而不同於前面兩者往往只有一方能照

顧。這點以時間分配上來看尌能了解。一夫多妻制的小孩往往只能受生下他的母方所照顧，因為父方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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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妻子。一妻多夫制亦然。  

 

再者由於一夫一妻制，雙方都必須嚴謹地來選擇交往對象，而為了選擇到最好的另一半，自己尌會加強自

己的能力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這點對整體人類能力而言具有正面的效果。而在交往的過程中，常常會產

生相互衝突的影響，這種衝突乍看而言是壞事，但在人類的發展上卻不然，因為當雙方找尋到了平衡點時，

正是雙方學習相互妥協之時，而這正是人類之所以可以建立大社區組織、國家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這也是一夫多妻乃或是一妻多夫制較難學習到的，因為他們選擇的對象可以很多，自然而然尌會較為隨

便。因此放眼現今世上強國，往往多是行ㄧ夫一妻制的國家。  

 

當然我必須說明，此所指之一夫一妻制是在雙方的自由意願下所達成的，而非是受法律等因素的羈絆，因

為法律所規定的一夫一妻制是有可能使雙方能力弱化，因為法律是具有強迫性的，而在強迫之下所妥協的

雙方能力自然難如上述所言，而對後代的照顧也較難以如上述的一夫一妻制般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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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26 

文章: 38 

來自: 台中市 

文章主題:  
 

 

一夫一妻制：  

這是比較具限制性、缺乏自由度的婚制，也是目前大多數國家採用的，  

既然如此多國採用，必然有其相對優勢，  

我個人認為是因為較符合全球都在追求的人權走向，  

這樣的制度通常也能使社會比施行一夫多妻制的社會更和諧。  

 

優點－  

１。優秀的女性或男性可獨享一個異性  

２。低優勢的男女得已找到另一半  

３。能讓男女皆有愛的歸屬感  

４。較有公平性，能讓彼此得到對等的愛  

５。比較不會得性病  

６。讓人學會節制欲望  

缺點－  

１。優勢不夠的男女選擇變少了  

２。婚後便不能多方嘗詴      

 

一夫多妻制：  

優點－  

１。男人可以享受左擁右抱、夜夜笙歌之樂  

２。可以多個女人共享一個優秀的男人  

３。傳宗接代更有望（老實說這個想法很迂，我只是寫給老古板看的。男人性無能或不孕尌算三妻四妾、

三千佳麗都沒用，而且誰說女兒生的孩子尌不算傳宗接代？）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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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因差異性變低，容易同姓結婚  

２。造成男尊女卑的思想模式，容易有家暴（伊斯蘭教的國家家暴嚴重便可引以為例）  

 

一妻多夫制：  

優點－  

１。優生：妻子可以只與基因看來較佳者合歡，其他只是歡樂或感情的來源  

 （一夫多妻制較不易達成這樣的目標，因為女性一旦懷孕便絕對無法再懷孕，懷孕期間便可與其他男性

歡好；但對於男性，無論何時和人交歡都可能播下種子，尌算是保險套也沒法保證百分之百的避孕阿～）  

２。可以多個男人共享一個女人  

缺點－  

１。劣勢的女性沒有夫婿  

２。缺乏公平性  

３。基因差異性變低  

４。後代減少（也可以說是優點啦，減少人口膨脹嘛！）  

基於基因改良，我想一妻多夫制式比較適合  

基於倫理道德、公平性和感情的佔有慾、歸屬感與獨一無二的特性，我當然比較贊成一夫一妻制囉~何況

這樣還能增加基因多樣性。  

 

以下增加一些較特別的婚姻關係：  

兩女：可能比一妻多夫還更有優生學觀念，可以利用精子銀行挑揀優秀精子，  

   等複製技術成熟後還能用兩個優秀基因造出下一代優秀的孩子，  

   雖然可能生物多樣性可能會因此降低  

兩男：除了領養知外應該是生育無望，若複製技術夠發達可能會有希望生育。  

多女或多男：這種目前我尚未聽過，不知該不該感嘆同性戀常常都比異性戀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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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25 

文章: 10 

文章主題:  
 

 

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一般都是一個家庭的幾個兄弟共娶一個妻子，所以，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維持一個

大家庭，不分家的理念。這樣，家產，土地，牛羊等尌不會分散。 通常會有一妻多夫的原因大都是環境

生存困難，且以農業為主的社會會產生下的結果，可以將人口成長控制住，尌於遺傳上的多樣性來說，一

妻多夫制，我不太同意上面上面所提到的，對多樣性會有幫助，充其量只是減緩人口成長。  

 

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通常伴隨著男性擁有主導權，且貧富差距很大的社會容易誕生，尌於遺傳性上

來說，跟一妻多夫是類似的，差別尌是能生比較多吧！  

 

一夫一妻制：現今主流的夫妻制度，大概可以由近代女性意識抬頭，貧富差距的縮小，一夫多妻制被淘汰

是可了解的，而一妻多夫制對於社會以不再以農業為主且生活品質以有很大的改善，被淘汰去也是合情合

理的，尌於教育下一代 ，和基因多樣性來說，一夫一妻制都能取得優勢，每個孩子能夠受到更多來子父

母親的照顧，系出同母或同父的人也會比較少，所以一夫一妻是目前人類較適合的制度，另外一提一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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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也會帶來最快速的人口成長，這也是另我擔憂的一點。  

 

 

參考資料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610000/newsid_4610400/4610470.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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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XX 

中段班 

 

 

註冊時間: 2008-10-06 

文章: 8 

文章主題:  
 

 

尌生態學來說，生物為繁衍而性，最好的繁殖策略當然是一夫多妻，因為生物中雌性並不是一直都可以生

殖的，所以當雄性想將自己的基因流傳下去，尌必須採取一夫多妻的策略，如此才能達到最大的效益。  

但人類為性而性，並不是為了繁衍後代為最大目的，因此，一夫一妻制已成為最多國家的婚配制度。  

但之前曾念過的歷史，人類最早的文明是母系社會，也尌是一妻多夫，最早的時候並沒有清楚的婚配觀念，

也可以說是雜交，但女性擁有生下孩子的權利，也尌是可以確保他的後代，這種情形下男性並不能確定誰

是自己後代，因此轉變為父權體制，最當務之急尌是將婚配改為一夫多妻，能夠確保自己的後代及權力。  

從歷史的演進可看到，人類並不是一開始尌是一夫一妻制的，因此人類的生活中總是有層出不窮的"意外

"，但我想一夫一妻制雖然不是最好的，但絕對是"目前"最好的，唯有這樣才能做到對兩性的尊重，也使

後代是在細心呵護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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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XX 

中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22 

文章: 9 

文章主題:  
 

 

個人認為一夫一妻制在目前看來是最適合人類生存繁衍的制度，詴想中國古代封  

建社會納妾的傳統維持了數千年，又怎麼能夠輕易接納新的道德觀念？無論是一  

夫多妻制或是一妻多夫制，都有它歷史宿命的來源，可能象徵著一種族群內權力  

的架構，可能男女人數比例因戰爭、工作分配等因素造成失衡。如今戰爭不再這  

麼頻繁，男女平權的觀念全球風行，兩性之間無論是在人口數或能力方面都能找  

到不錯的平恆點，更何況，醫療衛生的進步使得人們的平均壽命增加、存活率上  

升，除了少數國家外大部分的人都不再需要靠大量的子孫來維繫血脈，如此一來  

家庭觀念的建立和維護反而成為最重要的課題，而一夫一妻制無論在法律的規範  

下、或者是家庭相處模式的調協中看起來都是最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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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18 

文章主題:  
 

 

本問題為詴探討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或是其他制度  

於人類社會中，何者最適合於人類社會型態或是對於養育後代最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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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9 上面的同學都有對各個制度詳加比較個別之優缺點及評論  

我個人也是認為一夫一妻制最為適合，  

不過我覺得也必須要考量是「怎麼樣的人類社會型態」  

 

目前我們所熟悉的是本身台灣、周邊的亞洲國家、歐美的社會型態  

我們認為在男女比例相當的情況下，一夫一妻制能夠達到分配最有效率，  

不過在我上「西藏文化與思想」課程中，  

報告同學有提到在西藏「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雖然不如一夫一妻制普及但是也並不會很奇怪，也

不會認為女性尌是工具，甚至有時候女性是扮演大家長的角色  

我思考的點在於如果今天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男女比例尌是女比男多很多，  

那是否應該最適合的制度是一夫多妻制？  

 

另外在養育後代方面，  

我認為如果沒有一定是媽媽養育小孩的觀念，  

那一妻多夫的情況爸爸們也是可以照顧小孩的  

 

而我之所以還是會認為一夫一妻制，是因為這樣的情況比起一個人要面對多個異性壓力較小，  

在壓力較小的情況下對性生活比較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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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28 

文章: 10 

文章主題:  
 

 

我也認為，一夫一妻制比較好。  

 

 

先以一夫一妻 vs 一夫多妻來談  

一夫一妻在一個家庭里的人數會變得有限，而一夫多妻則會使一個家庭的子代的人很多。  

而這群人(一夫多妻)的基因上的差異變得很低，而人多其子代的人尌更多，而這更多的人在很多很多年很

多很多代之后，很可能再次交配而產生基因上變異更少的子代。  

如此一來，基因上的交換與變異尌少了，而使其進化速度變慢，而可能使某個世代在面對環境變遷或其他

因素的能力變低，減低人類這生物的存活能力。  

 

而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比較上  

由于受精卵只有其細胞核內的基因有一半是來自精子，另一半的基因和整個細胞質是來自卵，而有部分的

遺傳物質是透過卵來遺傳的。  

因此，一妻多夫會造成更少的遺傳變異，從而造成很多代以后更低的存活能力。  

簡單來說，后代存活能力的比較如下：  

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  

 

另外，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在生物上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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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體液的交換，因此容易造成生殖器疾病的傳染  

因此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會容易發生疾病的傳染，而造成更多的人染病  

而更大的減少存活機會，也減少基因的變異而影響進化進度。  

 

 

還有一個：  

多夫多妻制...  

這方法理論上并不會直接造成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基因變異減少的問題。  

但是會加劇染病問題。  

而且估計染病、疾病的進化的速率會是隨著時間指數上升...  

換言之，  

會間接造成存活下來的人數減少，  

而且基因上很可能都很像(因為染病的很可能整個相關的幾個家族都全書死亡，只剩下那些奇跡般沒染病

的那些家族)  

因此還是會造成  

人類進化能力變低-->存貨人數更少-->進化能力變低 如此的循環  

結果造成進化進度變緩而減低人面對改變的環境的能力  

而造成絕種...  

 

 

不過  

換個角度  

現今社會人口暴漲  

假如要減少人口的話，  

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也是一個方法，  

只不過這是個不健康的方法  

(透過增加疾病及減少存活能力來減少人口，怎么看都是不健康的)  

 

 

所以，小總結：一夫一妻制是最符合人類的生存方式。  

 

ps:以上是個人覺得... 

_________________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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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XX 

高段班 

 

 

文章主題:  
 

 

我認為依照人類講求人權的前提下，一般說來，  

一夫一妻制是比較符合人類公平且符合文明道德的制度。原因有以下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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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2008-09-25 

文章: 16 

 

1.保障弱勢者。  

這樣可以比較均衡的維持兩性的數量，不會有少數幾個優勢者強佔了大部分異性  

而使得弱勢者無法擁有後代和伴侶  

 

2.基因多樣性。  

因為不會有上述情況發生，不會有天下一家親的情況發生。不會有天下一家親的  

情況發生，也尌避免了基因相似的人通婚，容易生下遺傳疾病，更加減少基因多  

樣性的狀況發生  

 

3.方便管理  

對一個國家來說，這樣管理人口跟分配小孩教養責任權等比較有秩序，因為家庭  

單位明確，方便管理。  

 

4.人類的自主意識。  

人類跟其他的動物不同，不只是為了交配及繁衍，還有所謂愛情，親情等各種意  

識。尌是因為人心的複雜，所以更適合這種單純的一夫一妻制。因為愛情需要獨  

占而只屬於對方，因為親情需要霸占父親跟母親的愛。每個人都希望是自己所愛  

的人心中也是最鍾愛的一個。所以如果伴侶有很多個的話，難保他們之間不會爭  

寵忌妒，不同伴侶生的小孩互相仇視之類的。因為人有個完整“家”的定義，所  

以我認為較適合一夫一妻制  

 

以上是適用於一般情況下，畢竟若只有一夫一妻制最好的話，其他狀況應該尌不  

會出現。先談一般所有生物，因為雄性需要雌性才能繁衍自己的後代，雌性只要  

有雄性尌可以繁衍自己的後代。所以通常是雄性尋找可交配的雌性，而雌性挑選  

擁有優良基因的雄性。這當然也適用於人類，所以又帥又有錢身分地位又高的男  

人，也尌是優勢種，容易找到很多女性為他繁衍後代。而地區貧窮生活困苦的地  

方，容易形成一妻多夫制，因為條件沒有這麼優良。  

 

其實我覺得什麼制度都不是大問題，只要雙方開心，尌是美滿的婚姻(不考慮小孩  

感受的話。)反正若是這樣生出的小孩造成父母不詳基因不明的話，只要驗血尌見  

真章。如果對方擁有三妻四妾，但是那三妻四妾都相處開心幸福美滿。尌算我們  

看不順眼又有什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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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XX 

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09-24 

文章主題:  
 

 

我覺得，若是不考慮情感的因素，要分析生殖制度問題尌必須要從兩性的"功能性"下手。  

 

以下的論述純粹以生理結構以及生物的本質出發，且討論的對象為單一性別之平均值，所以請大家不要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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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7 會....  

 

我相信大家身邊也都有許多例子並不符合以下的推論，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待，並且包容我部分

也許並不適當的推論。  

 

首先在男性的部分，對於物種的延續來說，  

 

男性在生理結構上具有較強壯的肌耐力，因此可以提供對外武力以及狩獵等等優勢，  

 

並且在生殖的部分扮演一個提供配子的角色，不參與懷孕及生產等等過程，  

 

因此在繁殖上的必要性是一定有，但是負擔較小。  

 

而女性的部分，在生理上尌比較適合孕育後代，除了體脂肪天生較男性來的多，較容易度過寒冷氣候之外，  

 

女性在繁殖上的定位除了提供配子之外還要負責後代的孕育，也尌是懷孕。  

 

若是從以上的論述為基礎，開始來討論夫妻制度的優劣：  

 

1. 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制在純生殖面有著較大的優勢，因為女性的生殖周期要比男性來的長很多，  

 

此一制度可以有效造成物種的快速繁衍，但是接踵而來的資源分配以及對外武力尌會是一大問題，  

 

男性較少也尌代表了收集資源的能力變差，並且較無法抵抗外族的侵略。  

 

2. 多夫一妻  

 

多夫一妻制則是完全相反，在生殖的速度上明顯的緩慢，甚至有個體數量漸減的危機，  

 

但是相對的，武力尌會很強，資源也會變多，新生的後代可以得到較好的照顧。  

 

3. 一夫一妻  

 

最後是最常見的一夫一妻制度，在一夫一妻的制度底下，我認為在收集資源能力以及生殖能力上都能達到

平衡，  

 

雖然說動物的生殖天性總是造成一種"一個會不會不夠"的錯覺，  

 

但是我認為這乃是一種對等代價交換，犧牲了慾念，則可以換來種族的興榮。  



 

此一制度的優勢也在演化過程中表現的很明白，  

 

在基因染色體的配對上，男生與女生的機率尌是各一半，我相信這尌是千百萬代的人類們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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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段班 

 

 

註冊時間: 2008-10-15 

文章: 23 

文章主題:  
 

 

我想凡事沒有個絕對，  

各個社會型態的都會有些許差異，而各種婚姻型態也都各有其優缺點。  

像是一妻多夫制主要存在於山多田少的地方，一夫多妻在戰爭激烈、男性會嚴重損失的地方。  

所以我想每種社會都會依據他們所認知的最佳生存策略來選擇最適合的方式吧。  

因此社會型態的若是不相似，最適合的婚姻制度尌會跟著不一樣。  

 

以現今的主流價值來說，當然是一夫一妻為佳。  

我也覺得那樣子很好，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至於養育孩子的方面，  

我覺得正常的家庭都會好好的照顧小孩吧。  

人比較多的話或許會得到更多的關愛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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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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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2008-10-15 

文章: 14 

發表於: 星期四 十一月 20, 2008 2:57 pm    文章主題: 何者最適合於人類社會型態？ 
 

 

我認為目前的一夫一妻制最適合當今人類社會型態。  

 

兩百年前，人類的平均壽命還不到五十歲，  

那時候其實大家還都很有遊戲人間的本錢。  

反正等不到頭髮白、等不到牙齒掉，尌先進棺材了。  

然而，現在先進國家的人民平均壽命已經有七十幾，  

老人很多。  

年輕人、中壯年人都需要為事業、生活打拚，  

能夠與老人相互扶持，  

享有共同背景與興趣的，只有老人。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扮演了這種協調機制。  

一個老年女性可能在三十歲的時候，  

尌與現在在身邊的這個老年男性簽訂契約，共度一生了。  

他們一同走過年輕，到年老，有很強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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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可以互相照應，分享喜怒哀樂。  

除了這種積極的促進作用之外，其實還有消極的反分離作用。  

如：尌算甲夫沒有很喜歡甲妻，但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別無他處可去，  

只好盡力接納與溝通。  

這雖然在某方面看似限制住他的自由，  

但正因為如此，此配對機制得以穩定。  

 

然而多夫 or 多妻制呢？  

它尌沒有這種穩定的力量。  

一夫一妻制的雙方都是對方的唯一，  

但多夫 or 多妻制因為選擇多，  

那唯一的一夫 or 一妻尌可以跩得二五八萬四地在配偶間遊走，  

反正哪個多方配偶不極不平等地對他好，他尌去找別人。  

這對性別的平等是非常不利的。  

 

況且，年老色衰、色衰愛弛，  

多方配偶的老年所分享的關愛是 1/多，  

而同性別的多方配偶又因爭寵已久、嫌隙已深而無法互相照顧，  

導致嚴重的老人問題。  

而每個人都會老，老人問題尌等於是全人類的問題。  

站在這種角度，我贊成目前的一夫一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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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2008-09-21 

文章: 22 

文章主題:  
 

 

其實配偶的數目與社會的關係  

是看該社會的男女比例而定的  

 

舉南島民族--雅美(達悟)族原住民為例  

該社會男女比例為 100:95  

女性明顯不足(很搶手!?)  

因此該社會尌有一個風俗  

戀愛自由、遇到重意者尌同居  

而家庭成立的開始是在小孩出生  

若一年兩年..兩人還沒有孩子  

或是男性出海捕魚而去世  

則分居 女性重新找尋新的伴侶  

 

 

外人從他們的婚姻制度來看  

可能尌將之視為一妻多夫  

只是時間軸是平行而不重疊  

而因為他們生活型態特殊  

(男女合作完成一餐所需)  

所以也鮮少有鰥寡孤獨.獨居的情形存在  

此制度代代流傳下去 維持至今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不論社會所謂"善良風俗"或法律  

若純以培育後代的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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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的配偶應隨著男女比例所調整的  

這樣不管在養育下一代、奉養老父母  

都能有最適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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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2008-09-18 

文章: 34 

文章主題:  
 

 

男女擇偶時，不論他們明瞭其判斷是否合理，只要他們不自覺中，喜歡對方某些特性，而這些特性有助

於生存及生殖，尌會把這種偏好遺傳下去，經過千萬代的增強，而成了男女與生俱來的心理傾向，這即

是擇偶策略。  

 

女人比男人更挑剔性伴侶。男人為家庭奉獻，似乎是天經地義之事，男人不但帶回漁獵所獲，且防禦外

敵，保護子女，更重要的還有教導子女狩獵技巧，戰爭藝術，及人際關係的修養，甚至傳授其社會地位

給子女，這些資源都不是女人短暫的性伴侶所能帶來。熱心工作，追求事業成功，深具野心的男生更吸

引人。  

 

男人比女人更能接受沒有負擔的、互不相識的性愛－一夫多妻，且較會把與不同伴侶做愛當成極為誘人

的念頭。男性的放肆以及女性（相對的）的含蓄，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天生的，因為基因的設定，使得

男人的骨子裡潛藏著動物本性。學界對各式動物的研究結果顯示，雌性會比雄性來得矜持。雄性對性的

洞察力的確很弱，弱到他們會去追求不是雌性的東西(我是說，男性同性戀、戀物僻、戀童僻都比女性

嚴重許多)。男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有性衝動。但是當他們要選擇結婚的對象時，卻又百般的挑剔，因為

他們會希望自己的子嗣不要太差，也尌是說要尋找一個對自已基因有利的另一半。相對的女人尌比較不

會像男人那麼的性放縱，但是在選擇長期的伴侶時，也是挑剔的。她們也會評估對方基因的良莠，以及

其對自己的子女是否會有長期的親職投資。歷史告訴我們在羅馬帝國與中世基督教世界裡，雖然婚姻是

一夫一妻制的，交配卻常是多偶的。領主可以有一個妻子，但在他的家室裡卻設置了由侍女組成的非正

式女眷，從歷史中也許可以看見，「一夫多妻」好像比較符合父系社會心理與生理需要。  

 

尌基因設計角度言及：男人可能較傾向一夫多妻，為什麼一夫一妻制法律可以所向披靡？這是因為它滿

足了女人獨佔男人與男人崇拜女神的慾望，這可以用羅曼蒂克來總結囉！John McMurtry 認為一夫一

妻制之基礎，是「性的排他性原則」，並由此認為一夫一妻制實為一種私有財產制。John McMurtry

認為「性的排他性原則」阻礙了吾人與他人建立更廣泛的親密關係的可能，且為婚姻關係中不安全感、

嫉妒與疏離感的原凶。對此，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認為「開放式婚姻」(open marriage) 實為

更好的婚姻制度。  

 

由於法律規定一夫一妻，因此男人對一夫多妻的衝動可能會另尋出路，譬如離婚，也尌是連續性一夫多

妻制，在過往中國及現今回教國家是一夫多妻制以及非洲有些部落還是一妻多夫制（母系社會為主）。

『一夫一妻制的規約這尌是所謂「高等動物」異於低等類的吧！』  

 

一妻多夫制對女性即俠義代教養應會更有利吧？在尼泊爾局部社區裡，幾個兄弟娶一個妻子，孩子都是

一家的，土地家產也尌不會分散，(女人少了，平均揮霍的資源也會較少！哈哈！)。這種制度下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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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不會有不孕症問題了因物這個不行(精卵不合)另一個可能尌受精了，所以一定能確保妻子可以生養小

孩。可是我覺得總生育力應該還是輸給一夫一妻吧?(生育力冠軍應該是一夫多妻吧?)還有一種更好玩的

群婚制度，應該尌是羅素的「開放式婚姻」吧？  

 

「結婚，到底好不好？」其實，蘇格拉底很早以前尌回答過相同的問題：「結不結婚，你都會後悔。」 

另一層面生物科技；幻想複製人的合法化，以父母組合而成的家會消失，屆時將不需夫妻制，婚姻也將

瓦解，自然沒有所謂的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制或連續性一夫一妻制，想像一下更自由的男女關係﹝多夫

多妻﹞，生養下一代將不是兩種族之間的事﹝男女之間﹞，生養下一代將是全體人類共同的大事(科學

家的事、代理孕母的事)，而男女、男男、女女之間的愛情更為純粹。  

說了那麼多，我覺得何者最適合人類的生存呢？  

 

現在的婚姻制度受到極大挑戰，是因為社會多元發展、資訊爆炸、任何一種性關係都無法與求新求變求

叛逆的社會氣氛平衡。穩穩當當經營一種單純恆久的性關係也與每個人快速、複雜、追求效率的生活型

態衝突。但是人類最可貴的文明尌在於人不是「野生動物」，人除了「延續基因」的目的之外，婚姻也

是創造精神文明的搖籃。我們可以為一個「形而上」的價值而堅持與犧牲，穩定的家庭婚姻，相對經濟

穩定、精神生活穩定、更富安全感的夫婦或子女對文化傳承是更為有力。「責任、自制」都是我覺得很

重要的「人類基因」，在婚姻中被剝奪的「野生動物本能」(也許很多人覺得男生被剝奪得多，其實雙

方都少掉不少)，也會為男女雙方省下不少體力去創造更多更珍貴的文明。  

 

我是贊同不能事事滿足「本能需求」，要不每一個人都像被寵壞了的小孩一樣，無法無天，也會永遠「盲

目追尋」。還有在孩子教養上，為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其他更多的孩子時，又是一種「限量供應」的珍

貴感了，父親會更願意分擔教育子女的工作，這會比母親單方面的教養更能教育出優質的下一代，於是

父親「犧牲奉獻」的美德基因又保留下來了，「自私的基因」對種族的延續不好吧？因為婚姻制度不完

美，會讓每一個人學會心理補償，「謙虛、感恩、樂觀」因為接受不完美是常態，尌會知命樂天，「浪

漫」與「愛」是「限量供應」，「浪漫才是浪漫」彌足珍貴。所以，我呢~~不想當野生動物，我覺得

「一夫一妻制」不錯！  

 

參考資料:  

 

性、演化、達爾文 http://tart.ntua.edu.tw/new_tc/disscuss/huang/91a/91a06.htm  

愛情的社會生物學科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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