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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家庭婚姻已经面临越来越多

的 

问题。“第四者”作为一种新现象给我们的家庭婚姻带来了许多挑战。

第四类情感是徘徊于友情和爱情之间的另类情感。笔者从社会、文化、

网络和个人四个方面对“第四者”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 

并建议对“第四者”采取宽容的态度和提出了对“第四者”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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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第四者”?“第四者”是否是男女之间情感的另一空间? 或者

只是“第三者”的一个替身? 我们是怀着探究的心理去看看“第四者”

是如何界定的。 

“第四者”是徘徊于爱情与友情之间, 比友情多一些, 比爱情少一

点的男女之情。作为“第四者”的人, 可以是独身, 也可以拥有自己的

家庭。“第四者”在与某个特定婚姻关系中的一方保持密切联系,“第

四者”很多都是他们以前的恋人或同学。“第四者”们的感受是: 双方

远距离保持着默契与欣赏、惦念与支持, 有情而无性, 有灵而无欲。他

们无所不谈, 互相吐露心声, 他们可以促膝长谈几个小时, 他们的言行

往往心照不宣。“ 第四者”不是为了贪图物质利益, 他们之间可以没

有经济利益的往来。“第四者”不想破坏他人家庭, 也不愿意自己的家

庭遭到破坏,他们奉行一句很是贪婪的口号:“你的家庭要圆满, 我的家

庭也要圆满, 我们俩还得圆满! ”, 他们只想保持原状, 追求精神上的

恋爱, 追求一种相知相属的感觉。[1] 

在“第四者”含苞欲放之时, 已经遭到许多“流言蜚语”的攻击

了。很多人都指责, 所谓的“第四者”其实是“第三者”一个玩弄花样

的面具而已。那么“第四者”真的就是“第三者”吗?“第四者”与

“第三者”究竟有什么异同?“第三者”是某个特定婚姻关系以外的人,

他或她与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有两性关系, 主观上明知他人有配偶但仍然

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 也就是说具有妨害他人婚姻关系的故意; 客观上

双方发生了两性关系或其他不正当的关系, 事实上妨害了合法的婚姻关

系, 导致了合法的婚姻关系破裂, 家庭解体的后果。[2] 

从上面对“第三者”和“第四者”的定义可以得出, 他们的共同点

是明知他人已经有配偶但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 而“ 第四者”不同于

“ 第三者”的是双方没有发生两性关系, 并且“第四者”在主观上并



没有破坏他人家庭婚姻的企图。至于事实上是否妨害了他人的合法婚姻

关系, 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应视具体个案而定。总之, 主观上

“ 第四者”并没有什么过错, 不应将“第三者”与之相提并论。 

 

一、“第四者”现象的根源、危害性及正确态度 

 

(一) “第四者”现象产生的根源 

1.交流方式的网络化和信息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迅猛发展, 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 越

来越多的科技产品被运用于生活中, 例如电脑、手机, 使人们的生活更

加舒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逐步网络化、信息化。网络聊天、手机

短信的互发,使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这种人与人之间无形的交流。根据

统计, 参加“网婚”的中国人已达10 万, 类似“网婚”这种网络上的

形形色色的模拟活动和游戏使人们沉迷于网络, 忽视了与家人、配偶之

间的交流, 容易造成情感自闭, 更容易在网络上或生活中寻找其他异性

作为倾诉对象。 

2.社会环境的变化 

作为一夫一妻制的补充, 卖淫和婚外恋并未消失, 甚至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一些处于社会上层人物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私生活的

曝光起了消极的示范作用。此外, 大众传媒在这方面也起了消极的作

用, 大量有关婚外恋题材的影片上映, 而在影片中, 婚外恋不是作为反

面典型, 而是被渲染为人们向往、崇尚的一种新奇、刺激的行为。这些

现象给树立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而“第四者”的出

现, 则使人们更容易为婚外恋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3.文化观念的变化 

现代文明提倡在尊重人类普遍价值和相应公理的前提下, 兼容并存

多种有差异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因此,“第四者”作为

一个新事物为人们所推崇也是常理。此外, 女性解放及性价值观的变

化, 使更多的女性不愿被传统的贞节观所束缚, 而大胆地与自己有更多

共同语言的异性交往。 

4.个人的原因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 使个人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倍增, 

因而人们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排解自己郁积的压力的途径, 而向某位异性

倾诉并从那里获取安慰和鼓励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在有

些家庭中, 由于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夫妻关系上处理不当, 导致夫妻之间

正常的沟通与交流被阻断, 这时,“第四者”作为一方抱怨时的倾听者

就“乘虚而入”了。 

综上所述,“第四者”的产生是有一定的根源, 我们无法否认这种现

象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我们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这株奇花异卉只会开出娇

艳美丽的花朵, 我们难以保证它不会结出毒果。 

(二)“ 第四者”现象的社会危害性 

“第四者”现象的出现给夫妻双方、子女以及社会带来了各种潜在

的危害性,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第四者”妨碍了夫妻之间的心理沟通, 甚至导致他人的婚姻家庭

的解体瑞士心理学家丹尼什在他的《精神心理学》一书中将爱的发展分

为四个阶段: 以自我为中心的爱、竞争型的爱、合作型的爱、无条件的

爱。一般来说, 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只有在儿童时期才是健康的, 竞争型

的爱常见于青春期的爱情关系中, 无条件的爱则是最先进的爱, 无私而

且普遍。大多数的成年人需要的是合作型的爱, 特别是在婚姻和朋友关

系中所需要的爱。[3] 

作为某个特定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双方, 他们和睦相处, 互相给予对

方爱。一旦出现了“第四者”, 将会有一方将部分乃至全部的感情转移

至“第四者”身上, 而另一方则会感到自己应得到的爱被攫取了, 在这

个家庭中子女同样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 他们面临

着“爱的失调”, 就是对自己是否被爱不放心。“ 爱的失调”会引起

心理上的不适, 使夫妻之间由于猜疑而不融洽, 家庭婚姻关系变得脆

弱, 甚至走向破裂, 这样给家庭、子女带来不良的影响, 特别是子女得

不到有利于他们成长的环境和条件。 

2“. 第四者”现象的出现导致家庭伦理道德标准的错位, 不利于社

会良好的道德风气的形成对家庭的责任感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我们提倡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相濡以沫, 共同维持美

满、幸福的家庭氛围。“第四者”的插足使夫妻之间的坦诚荡然无存,

使对家庭的责任感变得淡化, 夫妻之间沟通的心灵之桥也不复存在, 甚

至有些人利用“第四者”的外衣为包养情人的行为进行包装, 导致社会

风气的恶化。 

3“第四者”的出现可能诱发各种刑事犯罪和纠纷 

由于“ 第四者”的出现, 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可能会采取各种侮

辱、报复行为。或者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可能会不满足于保持现状, 为了

追求“第四者”而遗弃子女, 甚至出现夫妻相互残杀或杀害子女或杀害

“第四者”等刑事犯罪行为。 

“第四者”现象具有许多潜在的社会危害性,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

待它? 

(三) 对待“第四者”的态度 

1. 以宽容之心待之 

如果“第四者”没有僭越柏拉图式的恋爱, 那么我们不妨以宽容平

和的心态去接纳它。因为它的存在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在人的一生

中,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随着人的机体、知识层次和社会地

位的变化, 人的需要层次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

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逐级提高的七个层次: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

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求知需要和求美需要。人们的需要

并非单纯按着层次的秩序逐步产生, 而是在低层次需要未满足时就产生

了高层次的需要, 或者高层次需要先于低层次需要的产生。[4] 

人类不仅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即吃、性的要求, 还要满足社交需要

( 即相属和相爱的需要) , 对伙伴之间、同事之间关系融洽, 与人保持

友谊、忠诚、爱情等的渴望。那么我们从人类这两种基本需要可以看

到,“ 第四者”的存在是因为在某个特定婚姻关系中的一方为了满足自

身的社交需要, 他或她渴望得到一个无所不谈、能够及时正确感知自己

 



心声的知己, 而这个知己恰恰就是某位异性。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 

配偶和他人都可以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倾诉

的对象, 这个对象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家

人或同性朋友, 而是某位异性,这位异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红颜知

己”或“蓝颜知己”。清代何瓦琴曾作对联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可见知己的重要性。 

2. 谨防“第四者”的蜕变 

在宽容认可“ 第四者”的同时, 我们应防止“第四者”的蜕化变

质。“第四者”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具有婚姻关系的人。不同于自然界中

的其他两性的结合, 性、爱并非是婚姻的本性, 尽管它们可能是缔结婚

姻的出发点, 但它们的实现不一定是通过婚姻这种行为。婚姻具有伦理

本质, 它负载了权利、义务、责任等社会内容。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

克先生是这样定义婚姻的:“得到习俗或法律认可的一男或数男与一女

或数女相结合的关系, 并包括他们在婚姻期间相互具有的以及他们对所

生子女所具有的一定的权利和义务”。①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它是与人类道德规范的产生相伴随的, 起

初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存在着性禁忌, 随后逐渐演化为贞节观。贞节要求

夫妻双方在婚配期间彼此忠诚, 丈夫不得另觅他欢, 妻子不得红杏出

墙, 凡是婚外的男女间的任何性接触或性行为,都被视为有悖于贞节, 

为法律与道德不允许。 

古今中外的婚姻发展史表明, 婚姻产生之后, 人们渐渐意识到婚姻

与自然界的其他两性结合不同, 它更多体现了一种责任。恩格斯说过: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那么也只有继续保

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我们强调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 同样, 

只是因为一些小摩擦而随意终止婚姻关系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婚姻的神

圣性不容亵渎。作为“第四者”, 同样也要尊重婚姻的神圣性, 不可逾

越这一界限, 也不可心存破坏他人婚姻的企图, 否则,“第四者”也将

会成为扼杀婚姻的另一冷面杀手,“第四者”也就无异于“第三者”

了。 

每个人都不愿意自己的婚姻变质,同样也不愿意“第四者”插足自己

的家庭, 毕竟,“第四者”具有许多潜在的危害性。那么, 如何去防范

“第四者”呢? 

 

二、让“第四者”远离我们的家庭和婚姻 

 

(一) 加强法律立法, 保障夫妻的权利 

我国《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双方享有姓名权、继承权、人身权, 也

要履行相互扶养的义务和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婚姻法》在对婚姻中

双方的行为规范上仍然不够完善, 笔者认为, 可以在《婚姻法》中增加

一项, 夫妻双方应该有保持贞操的义务[5], 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忠诚, 

任何通奸、非法同居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对违反的一方追究

民事责任, 另外在经济上判予罚款, 停止其侵害行为, 还可以考虑给予

受害者一定的赔偿, 以赔偿名誉上的损失。 



(二) 加强家庭婚姻道德观念, 为家庭婚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我们提倡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

一切而成为婚姻的基础”②“ 爱情作为两性间特定关系的范畴, 同时

包含着主观情感和客观义务两个方面, 是两性间互相爱慕的情感和彼此

自愿承担响应义务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 在任何人的真正爱情生活

中, 主观情感和客观义务这两个方面, 不仅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是相互

促进的。”③笔者认为可以在中学、大学开设家庭婚姻道德课程, 树立

青年人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道德观, 意识到爱情、婚姻的义务和责任。

也可以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前开设婚姻道德课程, 增强人们的婚姻道

德意识, 使人们认识到婚姻的神圣性和家庭责任感。在办理离婚手续

时, 要对离婚双方进行道德宣传, 使双方认识到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

育责任。 

同时在社会上取缔卖淫、嫖娼等犯罪行为, 加强对网络、手机信息

的管理, 利用媒体宣传家庭婚姻道德观, 在媒体的节目制作中渗入道德

因素, 增设一些介绍美满家庭的典型的栏目。 

另外要重视人的心理健康。人的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同等重要, 提

倡夫妻之间心理上经常沟通; 增设一些公众娱乐设施, 让人们在工作紧

张之余得以放松, 排解工作压力; 开设一些心理咨询热线, 为人们寻找

倾诉对象,缓和心理压力提供条件。 

(三) 提高夫妻之间相处的艺术 

首先, 夫妻之间要地位平等, 要自立自强, 提高自身的素质, 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要过分地依赖对方。夫妻彼此应该将对方置于与自

己平等的位置, 不要因为对方某些方面不足而看不起对方, 要相互帮

助, 相互提携, 帮助对方消除自卑感。其次, 夫妻双方要相互信赖、相

互关怀, 毫无根据的猜忌只能成为双方和睦相处的绊脚石。对对方正常

的异性交往, 应该有豁达的胸怀, 不要随意主观地去猜忌, 无中生有。

如果发现出现了“第四者”, 应该采取宽容、理解的态度, 告诫其不要

逾越婚姻的界限。同时在平时夫妻相处中,应对对方的生活、工作给予

关心, 尽力帮助对方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再次, 利用家庭

闲暇时间, 丰富家庭的生活内容。不仅家庭的物质生活内容要丰富, 而

且精神生活的层次也要不断提高。可以利用假日闲暇时间, 以家庭为单

位外出旅游, 参加健身活动或社区内各种文艺活动。夫妻双方可以通过

这些活动寻找共同的兴趣或爱好, 这样双方的沟通将更融洽, 更投机。 

最后, 严于律己, 防止插足他人的婚姻和家庭我们建议社会对“第

四者”采取宽容的态度的同时, 我们也告诫人们, 无论是未婚还是已

婚, 都应该严于律己,在与已有配偶的异性交往时要把握适度原则, 要

尊重他人婚姻的神圣性, 不可逾越道德这一界限, 切莫由于一时的感情

冲动而成为他人婚姻的入侵者。 

 

注释: 

①②③罗国杰. 伦理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198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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