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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 选题缘由
正如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 我认为这种理论本身没有排

斥其他观点$ 立场的用意# 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 首先必须能
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 解析史料$ 鉴定其真伪$ 考明其可用之处以及诸如
此类的基础性工作% 选定从墓志铭中研究唐代人口与家庭问题缘于在南开大
学读硕士期间张国刚师的指引%

众所周知# 历史上的人口和家庭资料是不能重复的# 当时有关数字的缺
失$ 错误乃至空白再也无法通过调查统计来弥补了%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
历史上的户口数是一笔糊涂账# 毫无利用价值# 因此不屑一顾% 还有人利用
现代人口统计学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数字# 以为没有一项符合要求% 不可否认#

在唐代人口与家庭史的研究中# 我们应当必须承认和面对的一个问题&&&资
料不足% 正史类$ 文集类的著作多是以贵族$ 社会上层等为着眼点# 很少有
关于一般家庭为记载中心的史料% 这是本文选取墓志铭作为研究资料的主要
原因%

早在汉$ 魏时期# 墓志已露端倪% 到了南北朝# 墓志基本定型% 随棺材
埋入墓穴中的墓志# 是为了防止以后陵谷变迁# 导致后人不知墓主姓氏% 墓
志一般为两块二尺见方的青石相扣合# 内面刻字% 上面一块刻死者籍贯$ 官
爵$ 姓氏# 叫志盖' 下面一块刻墓志正文# 记死者谱系$ 履历等# 类似小传%

有的墓志后面附有对死者表达赞颂$ 思念之意的铭文% 志用散文# 铭用韵文%

墓志铭资料是社会史研究的宝贵数据库# 唐代墓志铭较多% 近年来出土了数

&"&



以万计的唐代墓志铭!

% 墓志铭的内容往往与神道碑近似# 他们的区别在于碑
是立在墓前的# 而墓志铭是埋在墓穴里的# 只有将墓穴挖掘开才能得到这么
珍贵的历史文本% 大约从南北朝时起# 部分富裕的人们往往请著名文人写墓
志铭# 于是墓志铭作为一种文体进入文坛% 墓志铭的内容往往分为!序" 和
!铭" 两部分# 也有简化的(如没有!铭")% 中唐以前的墓志铭大部分是
!序" 和!铭" 的内容重复# 而且有许多虚浮和不实之词% 韩愈对墓志铭做
了大胆革新# 使散文部分与韵文部分写不同的内容# 前后互相补充# 而且突
出人物的个性% 如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 就是著名的文学作品# 成为千
古名篇% 当然也有人讥讽韩愈写墓志铭得酬金是!谀墓中人所得"#

" 但是无
论时人如何议论# 从墓志文本保存史料的功能来看# 韩愈针对墓志铭内容和
形式的改革是功不可没的% 因此# 中唐后期的墓志铭写得较为详细# 而且史
料价值较高%

!!上图所示#$$%年发现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及志盖的拓片" 原石藏于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

唐代是墓志铭最为盛行的时代之一# 唐代墓志铭也成为研究那个时代难
得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墓志铭是埋在地下的# 难免充满了溢美之词# 但是唐
代墓志铭却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全忘笔砚之功# 奉命纪述# 无所辞让# 但直

&#&

唐代人口与家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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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主编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增订版)+ 统计# 唐代墓志
铭为&'('件# (日) 汲古书院# #$$)年% 若再加上陕西省大唐西市博物馆(民营性质) 收藏的约*$$

方墓志#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加上散见于*考古+$ *文物+$ *碑
林+ 等刊物陆续公布的唐代墓志铭# 总共数目约一万件% 本文所用墓志铭资料来自周绍良主编, *唐
代墓志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周绍良$ 赵超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上海古籍出版
社# #$$"年%

郁贤皓, *唐代文选前言+# 收录氏著*唐风馆杂稿+# 辽宁大学出版社")))年# 第#"$页%



书其事"

!

$ !述平生无饰词# 流连伤怀%"

" 这样一来# 墓志铭中保存了大量
的唐人生活史料%

二! 学术史的回顾
早在#$年代末# 吕思勉率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家族$ 宗族问题# 其

所著*中国宗族制度小史+ 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家族问题的专门史% 该书不到
#+*万字# 但谈到人类社会从!浑然一大群" 到母系社会$ 父系社会的演
进# 谈到姓氏的产生# 宗与族的关系# 宗法的产生与废弛# 谱学的兴衰# 宗
法与封建的相辅相成关系# 谈到汉代以降累世同居与析居问题# 以及立继嗣
意图的前后变化等% 大凡家族$ 宗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已涉及# 只是没有
充分展开# 而带有论纲性质% 即使如此# 它作为我国第一部有关家族$ 宗族
问题的专论# 影响仍很深远#

%

上世纪($年代#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 一书出版# 提出了农民的宗族$

豪商地主家族$ 士族家族等概念% 认为春秋以降# 随着世禄制度的消灭# 贵
族组织法之宗法转变为以家长为本位的家族制度# 农民氏族组织也分解为
!八口之家"$ !五口之家" 的小农户的家长家族制度% 管辖农民的宗族统制
也改变为!五家为比# 五比为闾# 四闾为族# 五族为党# 五党为州# 五州为
乡" 这一类的编户制度% 新兴的地主$ 商人亦取家长本位的家族制% 豪商地
主的家族# 人口包容力大# 因而有累世同居的美风% !大地主豪强家族挟持着
土地与奴隶的资力# 操纵候补官吏的选举# 到了魏代(##$&#,*)# 政府遂定
九品中正之法# 不啻以法令把选举权交给大族% 自此后# 家族分为品第# 于
是有旧门$ 勋门$ 次门$ 后门$ 役门的分别"% 士族的家族# 虽包容较多人
口# 但!仍小于古代的小宗"% !唐代的士族已渐沦落# 但仍在众心所嫉之中#

&(&

引!言

!

"

#

*唐代墓志汇编+ 大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第#($) 页% 本文引自*唐代墓志汇
编+ 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的文献# 如果志主的结衔与行文有关# 则在注释中标出志盖上的标题#

否则# 从简% 下文同%

*唐代墓志汇编+ 大中$%)# 第##&*&##&,页%

吕思勉, *中国宗族制度小史+# 中山书局# ")#) 年% 该评论见于杨际平$ 李卿在*唐代家
族$ 宗族制度史的研究+# 收入李斌城等主编, *二十世纪唐研究-社会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力自挣扎"

!

%

陈鹏也在上世纪($年代开始撰著*中国婚姻史稿+

" 定稿于")*'年# 基
本依据文献资料讨论古代婚姻制度% 董家遵同期也在中山大学*社会研究季
刊+ 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唐代的婚龄$ 离婚$ 收继婚等现象% %$

年代# 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 出版% 该书大体上分为两部分# 第一
部分讲中国家族社会的特性# 第二部分讲中国家族社会的演变#

%

今人在唐代家庭史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当属张国刚编著的*中国家庭
史+# 该书是从法制史$ 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多重维度建构中国家庭史体系%

!讲故事" 的同时# 不仅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家庭史学术框架# 而且从!细
胞" 观察入手# 为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特质# 开辟了
一条新的学术路径% 有关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庭史研究为*中国家庭史+ 的第
二分卷# 从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庭规模与结构$ 婚姻与夫妻关系$ 家庭财产的
析分$ 家庭生计$ 家庭教育等方面展开论述$

% 在唐代人口史的研究方面# 冻
国栋先生的*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 讨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户口统计
与籍账制度$ 著籍户口的变化过程与各主要时段户口变动的特点$ 人口的分
布和不同人户的迁移背景# 以及人口的家庭规模结构和城乡结构$ 职业结构
等问题# 并对隋唐五代人口现象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

% 两著均注重量化及
定量分析# 在理论$ 方法和结论上都是值得称道的%

这些年来# 有关婚姻以及家庭史的研究比较热门% 赵守俨*唐代婚姻礼
俗考+

&

$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 迄今仍然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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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 *婚姻与家族+# 商务印书馆# ")(%年%

陈鹏, *中国婚姻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高达观, *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 正中书局# ")%%年%

张国刚, *中国家庭史-隋唐五代时期+ (第二卷)# 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 (五卷
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年%月%

冻国栋, *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 (第二卷)# 收入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 (六卷
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月% 冻国栋先后发表与此相关的论文# 比如*读姚崇-遗令.论唐
代的!财产预分" 与家族形态+# *唐代的历史与社会+# 武汉大学# "))'年' *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
与家族法

!!

以析户$ 合贯(户) 为中心+# *唐研究+ 第四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赵守俨, *唐代婚姻礼俗考+# *文史+ 第(辑# "),(# 收入*赵守俨文存+# 北京, 中华书
局# "))&年%

周一良, *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文物+ ")&*年第'期# 收入*唐五代写
本书仪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唐代婚姻礼俗的重要论文% 向淑云*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姻实态+

!

$ 牛志平
*唐代婚丧+

" 两者都用了约"$万字的篇幅比较全面地介绍唐代婚姻关系中的
各方面问题% 牛志平的著作及有关论文还力图通过探讨唐人婚姻观念$ 心理
和风气来挖掘唐代婚姻文化中深层社会因素% 谭婵雪*敦煌婚姻文化+

# 在
汇录了敦煌婚姻关系文献与壁画的基础上# 讨论了敦煌地区唐代婚姻制度$

婚姻类型$ 婚姻仪式和生育与离异问题% 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 则是
以唐代女性的一生为关注对象的研究成果# 分为十章展开论述# 其中有的内
容与本文的主旨略有重合%

海外研究成果以日本学者为著# 仁井田皗于")(' 年出版*唐宋法律文
书+# ")%#年出版*支那身份法史+

$

# "),#年又出版*中国法制史+ 三*奴
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 (东京大学)% 竹田龙儿的*关于唐代士族的家法+

( *史学+ #&, "# ")**)# 认为!家法" 是特定的家族成员间代代遵奉的生活
规范# 有关唐代家法的记事集中在安史之乱以后%

以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 在这个领域的基本方面# 也已经达到
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 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 但是# 以往的不少成果多是在
采用相同史料的基础上展开的% 墓志铭资料的层出不穷为我们研究唐代人口
与家庭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即为依靠新材料而开展的研究% 不当之处#

还望博学之士不吝赐教%

三! 材料来源及说明
周绍良$ 赵超两位先生积数年之功# 多方搜寻# 终于聚珍成帙# 主编的

*唐代墓志汇编+ 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的刊行备受欢迎% 共计墓志*"$$

多方# 两编目录以编年为序# 可供从年号检索# 后有附录索引# 亦可以人名
来检索# 读者自由翻寻# 非常方便%

&*&

引!言

!

"

#

$

向淑云, *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姻实态+# 台北, 商务印书馆# "))"年%

牛志平, *唐代婚丧+# 西安, 三秦出版社# ")),年%

谭婵雪, *敦煌婚姻文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年%

仁井田皗于")('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 ")%#年出版*支那身份法史+# 两著均由东方文
化学院出版%



陈尚君的*全唐文补编+$ 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

! 都收录了大量唐
代墓志铭的录文% 前者侧重*全唐文+ 未收之文章# 由中华书局出版# 共收
录唐人文章近'$$$篇# 绝大部分是*唐代墓志汇编+ 及*唐代墓志汇编续
集+$ *全唐文补遗+$ *全唐文新编+ 所没有收入的% 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

补阙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 *补遗+ 系列则侧重墓志铭% 新近出版的*全唐文
补遗+ 第八辑(三秦出版社# #$$* 年) 及*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
辑+ (三秦出版社# #$$,年)$ *全唐文补遗+ 第九辑(三秦出版社# #$$'

年) 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 公布了%&方#$$$年
以来在洛阳地区新征集的重要墓志资料# 其中不乏唐代正史$ 文献中记载过
的知名人物% 这些墓志都是于#$$$年至#$$%年间在洛阳地区征集# 对于古
代石刻研究与唐史研究者来说# 都是值得珍视的资料%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
石组编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 全*编",册的出版是本世纪初的一大贡献#

其突出特点是按年代编排# 从",$余种金石书中精选了"%$$$余篇石刻材料
予以影印出版# 其中!隋唐五代编" %册# 为学术界尤其是不便使用台湾新
文丰出版社的*石刻史料新编+ 的唐史学者提供了方便%

作为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 所在之地# 陕西$ 河南二省的石刻材料向
来备受瞩目% 中国文物研究所$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的*新中国出土墓
志-陕西(壹)+ (文物出版社# #$$$年""月) 全#册的出版# 是同书*河
南卷+ ("))%年) 的继续# 收录唐代墓志"#$方# 其中不乏在唐代唐代历史
上的著名人物% 该书图版精选善拓# 编者的简要跋文也颇有参考价值% 另外#

洛阳是唐代墓志的渊薮#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
土墓志目录+ (朝华出版社# #$$"年"$月)$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
要+ (明石馆金石丛刊# 线装书局# #$$,年*月) 也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
较大便利% 新近出土的墓志书籍方面# 赵君平$ 赵文成编著的*邙洛碑志三
百种+ (中华书局# #$$%年'月)$ *河洛墓刻拾零+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月) 都有收入唐代墓志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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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书评参见张国刚, *全唐文补遗+ 书评# *唐研究+ 第(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月%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 *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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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主编的*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
&月) 全"$册的出版# 这套书收集了西北五省传世及新出土的墓志$ 碑石$

摩崖$ 造像碑等# 共计拓片",$$余种# 其中涉及唐代的珍贵材料较多% 中国
文物研究所$ 重庆市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 (文物出版社# #$$#

年) 属同一系列# 收录了&方隋唐五代时期的墓志%

在目录索引方面#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著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综合
目录+

" 则是当前收入最全的唐代墓志铭使用索引# 将同一墓志文字的不同收
录情形$ 先前出版的有关唐代墓志的情况搜罗殆尽% 其中包含了*石刻题跋
索引+ (杨殿繤编# 商务印书馆# ")%$年版)$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
拓本汇编+ 全"$$册(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年)$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 (毛汉光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不
定期刊行)$ *千唐志斋藏石+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
编# 文物出版社# ")&%年)$ *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洛阳新获墓志+ (李献奇$ 郭引强编#

文物出版社# ")),年)$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同书编辑委员会# 天津古籍
出版社# "))"&"))#年)$ *唐代墓志汇编+ (周绍良$ 赵超主编# 上海古籍
出版社# "))#年)$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周绍良$ 赵超主编# 上海古籍出
版社# #$$"年)$ *新中国出土墓志+ (以省分卷# 文物出版社)$ *全唐文新
编+ (全## 册# "$$$ 卷# 同书编辑委员会#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年)$ *全唐文补遗+ (全' 册#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三秦出版社#

"))%&#$$$年)$ *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 (饶宗颐编# 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 ")&"年)$ *曲石精庐藏唐墓志+ (李希泌编# 齐鲁书社# ")&,

年)$ *咸阳碑石+ ("册# 张鸿杰主编# 三秦出版社# "))$年)$ *昭陵碑石+

("册# 张沛编著# 三秦出版社# "))(年)$ *西安碑林全集+ (全#$$册# #$$

卷# 高峡主编# 广东经济出版社# 深圳海天出版社# ")))年)$ *吐鲁番出土
碑志集注+ (上$ 下册# 侯灿$ 吴美琳著# 巴蜀书社# #$$(年)$ 南京博物院
藏*唐代墓志+ (袁道俊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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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主编, *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月%

(日) 气贺泽保规编, *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增订版)+# 收入*明治大学东洋史资
料丛刊*+# 日本, 汲古书院# #$$)年%



与石刻文献的大规模刊布相适应的# 是一些以石刻为基本材料的论著的
出现% 赵超*古代石刻+ (文物出版社# #$$"年%月) 是一部关于石刻研究
的普及性读物# 而赵振华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 (北京朝华出版社#

#$$#年(月)$ 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三秦出版社# #$$#年(月)

则收录了利用唐代碑石进行研究的考证性文章% 施安昌*善本碑帖论集+ (紫
禁城出版社# #$$#年#月) 中# 也收录了作者多篇关于隋唐石刻拓本的文章%

与此同时# 在*文物+$ *考古与文物+$ *文博+$ *碑林集刊+$ *陕西历史
博物馆馆刊+ 等各种考古类期刊上不断有新出土的唐代墓志刊布# 而在北京
大学荣新江教授主编*唐研究+ 各卷与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集
刊+ 等刊物上# 一般也都包含着几篇墓志考释的文章% 其中*唐研究+ 第十
七卷为*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专号+# 收入以墓志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数
十篇%

四! 研究方法与构想
多数情况下# 一方墓志铭就是一部家庭简史% 周绍良$ 赵超二位先生主

编的*唐代墓志汇编+ 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大约有*"$$ 余方(其中
*汇编+ 收录(,$$方# *续集+ 收录"*(,方)% 随着大量墓志资料的发掘# 很
有必要对唐代人口与家庭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作重新探讨%

当前# 史学界在历史研究中注意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 在方法上吸收
并借鉴社会学$ 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拓宽资料的来源# 使研究更
为深入# 展示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 因此# 本文一方面运用墓志# 本着
!整群抽样" 的原则# 从墓志中就相关问题作统计分析# 同时也力求与正史资
料相结合% 所以在行文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宏大叙事# 综合运用历史学$ 人
口学和统计学的方法# 既注重人口制度的定性分析# 也应该注重人口数据的
定量分析% 在厘清墓志的文本记录基础上# 通过对人口及家庭生育$ 家庭类
型$ 特征$ 规模等大量资料的考订# 尽可能地复原唐代家庭的生活实态# 从
而获得对唐代人口与家庭问题较为完整的认识%

墓志的书写方式# 旨在突出个人的角色# 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家族的历
史# 自然有其局限% 必须予以说明的是# 将墓志记载中的不完整的记述作一
整理# 应该尽量能够展现兄弟(同气)$ 同族$ 同宗之间的原貌和联系% 虽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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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良$ 赵超二位先生在编定墓志时作的索引提供了便捷# 但是要深入分析
各个墓志人物及其联系# 做到面面俱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社会史的研究主
张!自下而上" 的看历史# 并反观已有的结论% 笔者认为# 单纯考证出家庭
的规模和数量意义不大# 关键在于将其纳入宏观考察的视野# 所以本文从墓
志资料的分析入手# 在还原家庭结构形态的基础上# 试图揭示唐代时期家庭
的变化% 单纯依靠个别资料的!整群抽样" 得出的结论应该再与既有成果相
互佐证# 其结论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本书共#$余万字# 分为*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 *唐人的!及第"

与!释褐" 年龄+ *唐人寿命水平及死亡原因初探+$ *唐代家庭人口的特
征+$ *唐代的宗族救助+ 及*余论+ 六个章节% 笔者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是# 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唐代的社会生活作出更细微更客观的解读% 在占有当
前史料的情况下# 对唐代的人口与家庭的细节问题作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
结论%

&)&

引!言



第一章!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

迄今关于唐代婚姻制度的研究论著不少# 但是# 关于唐代婚姻年龄的实
证性考察却不多见% 一般的著作仅仅根据官方偶尔留下的一些零星记载考察
古人的结婚年龄#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作统计分析# 但是在样本的选取上常有
捉襟见肘之虞%

台湾学者向淑云*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

"

# 采取了'" 个样本# 从地
域$ 时间分布上对妇女婚龄作了相当细致地分析% 作者以唐代'个道的婚龄
记载# 试图作地域方面的比较说明% 文章中即使是河南道$ 河东道作为有确
切婚龄记载最多的两个道# 也仅有&个样本% 由于样本的缺少# 很难说得出
的结论具有代表性% 该书还采用了李树桐的研究成果# 用"&个样本("(个皇
帝及*个知名人物) 对男子婚龄作了初步探讨% 因所选人物都是社会上等阶
层# 数据也略嫌单薄%

北京大学的李志生撰文*唐人婚龄探析+# 认为, 在唐代# 男子婚龄大致
以#$岁至($岁之间为主# 女子婚龄则以",岁至")岁为多# 同时# 唐人婚龄
还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唐代男子可低至"( 岁成婚# 也可高至三四十岁成
婚# 甚至五六十岁仍未婚' 唐代女子可小至"" 岁联姻# 高至二十四五岁成
婚# 也有终老不嫁之女% 唐代既存在魏晋南北朝早婚的影响# 更有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后的晚婚存在# 还有礼教松弛后的不娶$ 重财观念下的难婚% 唐人
婚龄充分表现了唐代社会开放和包容的特点% 尽管太宗$ 玄宗时期两度出台
了男女婚龄的规定# 但这些规定对唐人并不具太大的约束力% 但李文的样本
为%'位男子和"'(位女子的婚龄# 资料来源交代不清#

%

&$"&

!

"

#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 #$$%年第#期# 第,*&'"页# 本文略作补充修改%

向淑云, *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 台湾商务印书馆# "))"年# 第**&,)页%

李志生, *唐人婚龄探析+# 载*北大史学+ 第&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第"*&#&页%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列有一个唐代妇女婚龄统计表# 计有
婚龄记载的数据"*&条# 仅记载笄年结婚的数据"%,条# 据称出自*唐代墓
志汇编+% 但为著述体例所限# 未展开分析和考证!

% 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
历程+ 第一章*笄年+ 分别从!笄年的定义" 和!唐代女性的实际结婚年
龄" 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并从#))份墓志文本记载中考察了唐代女性出嫁年
龄的前后期变化# 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在书中列出具体的样本及资料来源"

%

众所周知# 在统计分析中# 采集一定数量(即具有足够的样本) 和质量
(即数据准确) 的样本至关重要% 笔者扩大了资料的搜集范围# 从*"$$余方
墓志中整理出部分准确可靠的样本资料#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唐代
妇女的初婚年龄兼及男子的婚龄进行新的探讨# 以期推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
认识%

第一节!文献中所见唐代婚嫁年龄

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 !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下以继后世"% 古
代婚嫁在理论上要依据儒家的礼法# 故*周礼-地官-媒氏+ 中提倡的!令
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

#

# 历来是儒者讨论婚嫁年龄的基础% 但是这个结
婚年龄显然偏高# 不符合古代历史的实际% 即使是在近代# 男子($岁$ 女子
#$岁结婚也算比较晚% 因而自古即有人对这个规定持怀疑态度% *孔子家礼+

记载鲁哀公问孔子曰, !男子十六而精通# 女子十四而化# 是则可以生民矣%

闻*礼+# 男子三十而娶# 女子二十而嫁# 岂不晚哉." 孔子解释说, !夫礼
言其极# 亦不为过% 男子二十而冠# 有为人父之端# 女子十五许嫁# 有适人
之道% 于此以往# 则自昏矣"

$

% 可见男($岁$ 女#$岁只是婚嫁的年龄极限#

过此当被认为是大龄结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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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城等,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第三章*婚丧+ (李锦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第#%)页%

姚平, *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周礼注疏+ 卷十四#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第(,"页%

*周礼注疏+ 卷十四#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第(,#页%



*周礼注疏+ 广引汉唐诸儒的讨论及见解# 对孔子的说法# 赞成者有之# 如
王肃认为# 如果男子($岁$ 女子#$岁还没有结婚的话# !不待礼而行之# 所奔
者不禁"# !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 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家"' 反对者亦有之# 如有
人引*春秋外传+ 说勾践为了复仇# 乃令男子#$岁$ 女子"'岁结婚# 以增加
人口的繁殖# 此点!足明正礼男不二十娶# 女不十七嫁# 可知也"

!

%

汉唐之间男女婚嫁年龄如何呢. 汉朝初年规定# !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
嫁# 五算"%

" 显然# 这是鉴于汉初人口稀少而出于鼓励人口生育的目的% 根
据近人搜集零散史料的考察研究# 汉代男女早婚的现象比较普遍# 大体男子
的初婚年龄在"%&#$岁之间# 女子在"(&",岁之间#

% 也有人根据*华阳国
志+ 几位魏晋以前人士的统计# 认为汉代末年女子的婚龄平均为"'岁# 男子
则在#$岁以上$

% 北周武帝规定!自今以后# 男年十五# 女年十三以上//

以时婚嫁"

%

% 据推算# 这个时期男女的婚嫁年龄当在男子十五六岁# 女子十
三四岁左右# 与汉唐相比# 可谓早婚&

%

文献中关于唐代婚龄的直接材料# 也比较稀少% 唐高祖武德七年(,#%

年) 曾经将人口年龄作了一个划分, !男女始生者为黄# 四岁为小# 十六为
中# 二十一为丁# 六十为老"

'

% 不独男子$ 女子的年龄分组均称丁$ 中$ 小$

黄# 而且似乎年龄划分也整齐如一# 实证的例子如敦煌吐鲁番户籍中有丁女$

中女$ 小女等说法# 可见女子虽然不服役# 其实际年龄分组也同于男子# 不
过这不影响男子结婚较女子年龄稍大的事实% 例如唐太宗规定的结婚年龄为
男#$岁# 女"*岁以上% *通典+ 记贞观元年(,#'年) 二月诏云, !其庶人
男女无室家者# 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 皆任其同类相求# 不得抑取% 男年
二十$ 女年十五以上# 及妻丧达制之后$ 孀居服纪已除# 并须申以婚媾# 令
其好合"

(

% *唐会要+ 卷八三对此诏记载比较完整, !刺史县令以下官人#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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