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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婚姻家庭亦是如此。晚清末年，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婚
姻家庭开始缓慢变迁。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
展，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家庭变迁的发展仍是文明与愚昧并
存。开明的婚姻家庭风气同落后愚昧的封建习俗共存于城市与农
村之中，一些传习已久的婚姻陋习严重危害着婚姻家庭的存在，
妇女社会尤为低下，其中以华北地区最为典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变革是国家政权为实现国家工业
化发展的重大措施之一，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妇女地位。
与欧美国家工业化促进婚姻家庭变革的道路不同，新中国的婚姻
家庭变革则是由国家推动的，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战略
的实施。工业化和婚姻家庭变迁协调推进，国家是二者共同的推
进者。这一领域的变革突出表现在婚姻家庭观念、婚姻成立形式
和家庭关系等方面。国家政权推进婚姻家庭变革主要措施是贯彻
普及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吸收了苏联和革
命时期我国制定的婚姻法律的基本原则，尽管在立法技术层面尚
有不成熟之处，但通过国家强力普及贯彻 《婚姻法》，有效地建
立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对于妇女权利的保护更是前所未
有。但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足，妇女只有部
分权利有所进步。在这部 《婚姻法》的贯彻执行过程中，面对
强大的传统习俗，基层法官习惯性地选择了遵从民间习俗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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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标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变迁存在较多的问题，这表明国

家力量即使再强大，也很难完全干涉到私人领域的某些地方，或
者说婚姻家庭的某些习俗难以撼动。在国家政权大力推动之下，
婚姻自由初步得以实现，重婚、早婚、买卖婚姻等婚姻恶俗得以
遏制，新型的家庭关系逐步建立，女性的婚姻自由权利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而因为道德绩效型国家政权缘故，在这一过程中干
部群体的婚姻家庭问题特别引人注目。但新中国成立初期过高的
离婚率产生了较多的社会问题，而社会始终对于离婚抱有排斥的
态度，因此国家政权不得不在 20世纪 50年代后期改变策略，开
始限制离婚权，追求婚姻家庭的稳定。

解放妇女的政治信念推动着 《婚姻法》的贯彻运动，却并
未完全杜绝婚姻家庭问题的滋生，单一因素无法完全推动婚姻家
庭的变革。

总之，在男女平等、家庭和睦的婚姻家庭变革目标下，新中
国的妇女地位进一步提高，在随后的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建设中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又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在社会分工中过于
追求男女平等，以形式的平等掩盖事实的不平等，这对女性而言
是不公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变迁是由国家有选择性
地主导的，国家通过贯彻普及婚姻法律，实现了婚姻家庭的变
革，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了妇女的权益，并为国
家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家庭
变革的历史轨迹来看，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的进步不再取决于
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是取决于国家发展战略和模式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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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Fierce changes，not only in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but also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were founded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
Changes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in north China，which made their
first pres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ere not in bala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 owing to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its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Liberal and ignorant practice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coexist i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north China．

As one of the strategic goals of ou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 which was different form the western countries，
changes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were driven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were go hand in hand，and the
state was shared between the two propeller． Changes in this area
highlighted in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e form of
marriage's establishment and family relations and so on． The rich
human resources by the released female satisfied the great demand of
ou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Our national promoti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was mainl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marriage law of
PRC in 1950，which import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arriage law
in Soviet Union and some marriage legislations in the yea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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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ary war． Through the national great populariz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marriage law，though immature，a new relationship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especially the right of the female，was
effectively protected． However，it was undeniable that though some
advancement was made，the right of the female failed to achieve the
natioanl anticipation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some traditional
custom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law indirectly reflected that
judicial practices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 still needed the strong help
of the government power，and the folk consuetudinary law was still one
of the judgement standars to which the judge who also took the
political reasons into consideration naturally conformed in the cases．

Lots of bad customs in marriage were removed，but the remains
of other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power，however strong，also had
difficulties in interfering some privates or that some customs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were independent of human’ s will． With the
grea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freedom of marriage was made． Some
bad customs in marriage， such as bigamy， early marriage， and
mercenary marriage and so on，were curbed． The new relationship was
set up and the right to marriage freedom for the female was given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However， for the mor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rate of divorce and the social
against divorce，the government had to change the related policies in
the late 1950s to limit the right to divorce and to make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stable． The cadres played key roles in the push of changes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Their marriage problems on one hand were
their reasonable pursuing，on the other hand threate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w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o they are both the
promoters and the beneficiaries in th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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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eeding of the problems about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was
not completely prevented，though by the strong political power and
law，as well as the movement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Of all the questions，suiside of the female due to their marriage or
family was the worst． As a social phenomenon，suicide is unavoidable
in human society．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phenomen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 were given different explanations which made the
problem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the problem of
the suiside of the female was caused by two reasons． On one hand，
their legal rights，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social ethics，were not
well guarante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interfered
excessively the marriage or family． Changes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characterized by clear political intentions and protected by the laws
were always the causes of women suiside when the government didn't
protect them any more．

In summary，under the goal of the change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which pursued the family harmony and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the status of women in PRC was further improved．
And women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nation in the time of collectiviz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situation
arouse another question，which was that it's unfair for women that the
formal equality by the excessive pursue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concealed the actual inequality． Changes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were optionally leaded by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those change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were achieved，the status of women was furthur
improved and their rights were also protected． All these provided very
important human resources for ou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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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developed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family and social status of women no longer depended on the
progress of social，economic，cultural and other aspects，but on the
need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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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迄今为止，人的历史便是婚姻的历史———无论是制度意义
上，还是私人情爱生活意义上，它都是家庭的基本单位。婚姻于
人类，其重要性几乎超过任何一种社会现象。① 婚姻家庭不仅是
个人小群体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变迁是社会变
迁的缩影。它的发展虽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但同其他制度相
比，婚姻家庭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为稳定的社会制度之一。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从婚姻包办到婚姻自由，短短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婚姻家庭制度伴随着社会整体的变迁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然而婚姻家庭这个巨大的变迁有一个决定性的前
提: 婚姻家庭变迁是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1950 年刘少奇指出:
“为了保卫中国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
建设，使中国工业化。而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
业化，就需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② 国
家的快速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重工业生产，而在轻工业和

①
②
萧瀚: 《婚姻二十讲》，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1页。
刘少奇: 《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1950 年) ，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第 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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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方面就必须采取人力资源替代战略，而女性这个重要的
人力资源远远没有被解放出来，因此国家开始强制性地推动婚姻
家庭的变迁。“从 1953 年开始，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1956 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草案) 》规定，妇女每年要工作 120 天。
1956年，全国一亿二千余万农户中有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占 16
～60岁农村妇女总数的 60%以上。到 1959 年，全国 16～60 岁农
村妇女有 90%参加集体劳动。”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多种政策的
促进下，大多数妇女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在农村社会生产中发挥
了极大的作用; 此外，妇女也是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重要劳动力
资源。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也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婚姻家庭关
系，改变了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

一般认为，诸如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层面稳定而变迁缓
慢，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剧烈变动的情况下，婚姻家庭制度
及相应的社会伦理、观念意识都发生了激烈的变革。本文的研究
并不聚焦于探讨此时期婚姻家庭变迁的始末，而着重研究在变迁
过程中伴生的婚姻家庭问题，这其中主要包括诸如择偶观念、家
庭关系、夫妇角色等社会问题，也有诸如法官判案的标准、法官
如何思考、妇女的财产权等法律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稳定，一
些曾经被压制已久的封建陋习如早婚、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等，
又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死灰复燃，此类问题在婚姻家庭变迁之
后为何再次出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变迁是在社会结构
巨变的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其变迁和影响对于当前促进女性地位
提高、婚姻家庭关系的改善、婚姻法律的实施都有着很好的借鉴
意义。

2

① 孙晓梅: 《中外妇女研究透视》，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5～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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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的研究也试图让那些“下属群体”① 的声音真正
得到倾听，从而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的实际状况。在官方
的表达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婚姻法》贯彻运动被认为是
妇女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仿佛只要国家政权大力支
持，千百年来的婚姻家庭传统习俗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符合国家意识形态需要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就可以建立。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表达，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
谓“被压迫阶级”的意见，但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婚姻家庭又
会有多少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因素参与其中? 显然，这种政治
性的表达不足以确切地反映出社会底层中普通群众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对于婚姻家庭变革的真实想法。本书的材料大多来源于各种
官方的档案，在这些档案之中充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描
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听到 “下属群体”的声音，
比如在一份基层法院的检讨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官在判决离婚案
件中，并非完全按照官方意志行事，可能更多的还是尊重传统的
民间习俗，但这种思维却是以检讨的形式留驻于档案之中。因为
“下属群体”比“被压迫的阶级”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性别和其他
诸多因素，并且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完全掌控私人生活
领域，故而在这些档案中留下了 “下属群体”真实意志的种种
痕迹。倾听和揭示 “下属群体”的声音有可能实现社会史研究
的终极目标: 社会史研究就是要真正地反映不同群体中人的故
事。

3

① “下属群体”是南亚历史学家拉纳吉·古哈的著作中的一个术语。古哈说这
个词的内涵有“等级低下”者的意思，并界定说，这样的人“无论从阶级、种姓、
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
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载于 ［美］ 贺萧: 《危险的愉悦: 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
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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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家庭变迁中社会层面问题研究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发展成熟得较早，西周王朝就确定
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制度和 “六礼”婚礼制度。在漫长的
传统社会中，逐渐形成 “三从四德” “七出、三不去” “义绝”
等婚姻家庭的基本规范。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婚姻家庭制度在婚
礼程序、再婚观念、贞洁观念等多个层面发生变化。进入现代社
会后，随着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国近代化取得某些进
步，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随之得以确认。以后，随着南京
政府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妇女就开始实施和运用妇女权
利，清除现实中的性别歧视，争取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妇女
解放向纵深发展。① 尽管有着一定进步，但民国时期婚姻家庭实
质性原则和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并未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
生太大的变化。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元的婚姻家庭形态向一
夫一妻转变的关键时期，在短短几年间，婚姻家庭发生了非常剧
烈的变化，重婚、早婚、买卖婚姻、童养媳等婚姻陋习基本消
失，夫妇家庭角色发生改变，家庭代际关系缓和，民主和睦的家
庭备受表扬，新民主主义家庭逐步建立和稳定下来，成为社会的
主流。外国学者也认为这一时期人们发现以前的家庭开始解体
了，兄弟间的团结削弱了，远亲间的合作减少了，妇女参加工作
的多了，嫁妆减少了，对新娘态度变好了，老年人的权力下降
了。② 这一切变化的发生，都说明传统的婚姻家庭开始被现代化
意义上的婚姻家庭所快速替代。国家政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
家庭变迁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此阶段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婚姻家

4

①

②

何黎萍: 《西方浪潮影响下的民国妇女权利》，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9 年
版，第 391～392页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
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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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变迁更是“自上而下”推动起来的。问题在于，国家政治力
的推动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对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社会是否
全盘接受? 当面对社会对婚姻家庭变革的某种抗拒时，社会又是
如何做出自己的调整的?

当前的学术研究大多数关注的是这一变革过程中具有积极意
义的一面。可更应该承认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变革
过程中仍有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有的问题在变革前后甚至
没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婚姻家庭变
迁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这些仍无改变的内容，不仅在当时，甚
至直到现在仍在婚姻家庭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那么，这些问题为
何没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变迁中逐步消失，反而继续
存在? 这些问题是否能真实反映中国社会内在的东西? 对于上述
问题的解答，是学术界对婚姻家庭制度研究所应该关注的地方，
也是本研究的焦点之一。

二、婚姻家庭变迁中婚姻法律层面问题研究

对于妇女解放和婚姻家庭的改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
会变革的重要措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政权就在历次会议的宣言、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改革封建主
义婚姻家庭制度的纲领，开始了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制建设，制定
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以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
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新
民主主义婚姻家庭为宗旨。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党的第二次、第三
次、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制定了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妇女运动议案》和 《对妇女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婚姻立法方
面，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931 年 11 月 28 日就通过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
例的决议》，并于同年 12 月 1 日公布实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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