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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婚姻缔结过程 中的冲突考察

王 跃 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 口 研究所

,

北京 1 00 7 3 2)

「关 , 词」清代中期
;
婚姻缔结

; 主婚权
;
包办婚

〔摘 要〕清代中期
,

民间社会存在着冲击包办婚姻 和传统婚姻 伦理
、

规范的行为基础
。

政府努力维 护现存

的婚姻秩序
,

坚定不移地保护父母 的主婚权
,
男女 自主择偶的行为被有效制止

;
官方充分肯定契约订婚的合法

性
,

而解除婚 约受到极大限制
,

实际上是对低质量婚姻 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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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缔结最能体现婚姻的本质特征
。

依照一

些社会学家的认识
,

婚姻是一种男女之间择偶 的

制度性的安排
。

婚姻既被制度化
,

并且是人类的一

种严格的社会制度
,

永远和社会规范相一致
。

川婚

姻缔结主 要是与婚姻缔结有关的行为
,

它涉及到

提亲
、

纳采
、

纳吉
、

纳征等诸种形式
。

而在这些行为

背后
,

存在有很复杂的婚姻认知活动
。

婚姻的缔结

是一种合两姓之好的举动
,

要完成和促就一桩使

双方满意的婚姻并非简单之事
。

更重要的是
,

传统

的婚姻有诸多规范和伦理规则需要格守
。

但在实

际生活中并非都能严格遵守
。

因而婚姻缔结阶段

是容易产生冲突的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

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有不少婚姻聘娶过程中的冲

突个案
,

对此加以分析
,

将使我们对传统婚姻法律

和婚姻道德的影响有更具体
、

直观的认识
,

对一个

特定历史时期 民众的婚姻行 为特征有切实的了

解
。

一 议亲订亲中的冲突

议亲是父母等家长为子女选择配偶的行 为
,

实际是考察男女的家庭背景 ;订亲则在于为子女

确定婚姻关系
。

议亲的对象要合乎礼法
,

否则便会

受到他人的指责
,

甚至 被干 预 ; 而一旦订亲 (有婚

书或下过聘礼 )
,

在民间社会则具有准法定婚姻的

效力
,

不能随意反悔
。

这是我们的一般认识
。

实际

情形是
,

这一阶段常常会发生 矛盾和冲突
。

1
.

近亲议 亲所引起的冲突

与有服亲属议亲
,

是法律所禁止的
。

根据清代

律 例
, “

娶亲属妻妾
”

条
,

期亲内姑
、

姊妹
、

侄女各

斩
。

大功内堂姊妹
,

小功内祖姑
、

堂姑
、

堂侄女
、

侄

孙女
,

各纹
。

其余绍麻亲
,

曾祖姑
、

堂祖姑
、

族姑
、

族

姊妹
、

再从侄女
、

堂侄孙女
、

侄曾孙女
,

各杖一 百
,

徒三年
。

闭同样
,

娶细麻亲之妻
,

如族伯叔祖母
、

祖

伯叔母
、

族兄弟妻
、

再从侄妇
、

堂侄孙妇
、

曾侄孙

妇
,

各徒一年
。

小功
、

大功
、

期亲之妻
,

名义尤重
,

故

以奸论
。

期亲中之侄妇
,

小功中之伯叔祖母
、

堂叔

伯母
,

各绞 ; 余如堂兄弟妻
、

再从兄弟妻
、

堂侄妇
、

侄孙妇
,

各徒三年
。

艾我们从个案中较少遇到类似

的婚姻冲突事件
,

说明当时社会的有服亲属的婚

姻之禁在民间社会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

另外
,

我们

看到
,

一些宗族也有同宗结婚之禁
。

浙江东阳上磺

王 氏 规 定
: “

娶 同 宗 不 族 为 婚 者
,

宗 谱 削

除
。 ’

心 ]( 卷一 ’

但也应看到
,

违例议 亲的现象是存在

的
。

然而
,

它往往能受到宗族内部成员的阻止
。

安徽怀远县徐魁供 ¹ :
胞弟徐美 自幼过继 已

¹ 由于本 书引用个案较多
.

为节省篇 幅
,

作 者对供词中的

个别词句作 了适 当简化
。

以下供词说 明同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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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堂叔徐已公为子
,

娶耿氏
。

生子徐振孜
。

这徐登

科是共曾祖再从堂弟
,

同院居住
。

乾隆四十五年十

月
,

徐美病故
,

侄子徐振孜在外做生意
,

弟媳耿 氏

同婶母李氏在家
。

四十六年十一月三 日
,

徐登科将

婶母接到她家
,

适小的走去
,

见族邻徐湘
、

何明也

在她家
。

徐登科说
,

小的凭媒要娶耿氏为妻
,

许给

耿氏 财礼钱七 千文
,

婶母 已允
,

要小的写立婚书
。

小的向他说
,

你与徐美是有服弟兄
,

那有叔子娶嫂

子之理
,

小的说他不是
,

走散
。

后 又互殴
,

伤其身

死
。

耿氏听闻
,

因为她的事起衅
,

怕到官出丑
,

自缴

死 (两江督萨载
,

47 8 12 ) ¹
。

按照服属关系
,

徐

登科与徐美是绍麻服关系
,

若与其妻发生婚姻关

系应处
“

各徒一年
”

的惩罚
。

徐登科因被人制止而

不满
,

引起冲突
。

这也说明在民间社会中
,

存在有

服属关系者违反律令为婚的现象
,

至少缺乏服属

意识
。

另外本案中的徐登科是初婚还是再婚
,

当事

人并无交代
。

值得注意的是
,

徐登科是在 自己 寻

亲
,

当关系基本确立后再去找人写婚书
。

或许是因

为在同一村落的熟人圈内
,

才会 出现这种比较开

放的婚姻关系确立方式
。

但即使如此
,

必要的形式

却不能省去
。

写立婚书人阻止这桩婚姻估计是从

两个方面考虑
:
一是与服属关系有违

,

一是担心承

担责任
。

从个案来看
,

虽然媒灼之言
、

父母之命为婚姻

确立 的原则
,

但男女
,

特别是男性也有主动追求女

性的意识
。

由于当事人接触异性的范围有限
,

所 以

常会出现在近 亲中寻求配偶的行为
。

奉天辽阳州高正缘供
: 32 岁

,

来关东多年
,

父

在母故
,

小的常在外游荡
,

带着卖工
,

并无一定住

处
。

小的叔父高汉原有婶母张氏死过多年
,

乾隆四

十年上续娶赵 氏
,

她是寡妇再嫁的
。

赵氏带有她前

夫女儿三妞 到叔家抚养
,

今年才十五岁
,

生的甚

好
。

小的想要定她做女人
,

总不好 出口
。

一次酒醉

到叔家
,

叔不在
,

向婶母赵氏说
,

我这妹子三妞不

要许人
,

给我 留着
,

等我挣了钱来聘定做亲
。

婶母

赵氏就恼了
,

说你既是她哥
,

也说得出这样 的话
,

就混骂起来
。

小的没做声就走了
。

后遇李永贵
,

因

他和小的是亲戚
,

小的向他商议要定三妞的事
。

他

说三妞虽不是你亲堂妹
,

她现在算你叔叔的女儿
,

究竟是兄妹
,

如何做得亲
。

你若发了财
,

何处定不

出女人来
。

一定要三妞做什么 呢? 极力相劝
。

小

的心不死
,

因在多处游荡
,

挣不着钱
,

把这事搁起

⋯⋯ 后听说叔将继女三妞许给李永贵为妻
,

二十

四 日已经过礼
,

小的生气
,

前去找李永贵⋯⋯伤其

身 死 (盛京 侍郎赞 行兼 管奉 天 府 尹事务 全魁
,

47 1 25 )
。

从服制上看
,

高正缘与三妞的关系 (尽

管没有血缘关系 )是大功堂兄妹关系
,

发生婚姻行

为应处绞刑
。

而高正缘似乎对此没有认识
,

或者不

把服属关系看得很重要
,

在遭到拒绝和劝阻后仍

执迷不悟
,

酿成命案
。

同是在安徽
,

还有一例丧偶妇女与丈夫同宗

无服之人结婚产生的命案
。

安徽阜阳县时三供
: 35 岁

。

孙 氏的丈夫时马

来是小的同曾祖小功堂叔
。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十

六 日
,

堂叔时马来病故
,

婶母孙氏因家中没人叫小

的在他家照应⋯⋯成奸
。

五十二年
,

小的把孙氏家

的猪赶去卖 了两千三百钱
,

自己花用 了
。

孙 氏查

知
,

与小的吵闹⋯⋯ 十一月十日
,

小的出门去寻生

意
,

十八 日回家
。

孙氏已带了儿女转嫁族叔时绍孔

去了
,

小的存在她家的粮食也搬运一空
,

小的因与

孙 氏奸好
,

忽然改嫁
,

恨她无情
,

起意将 她谋 害

⋯⋯ 用 刀 伤 其 身 死 ( 37 岁 ) ( 安 徽 抚 陈用 敷
,

53 4 4 )
。

本案中的孙 氏实际已经改嫁
,

若不 是闹

出命案
,

也会如此生活下去
。

因为这桩婚姻也是由

族人时珍等撮合成的
。

此案初审意见为
:
时绍孔系

孙氏前夫无服族弟
,

娶孙氏为妻
,

合依娶同宗无服

亲之妻者杖一百律
,

杖一百
,

折责四十板
。

时珍知

情媒合应减一等
,

杖九十
,

折责三 十五板 (同上 )
。

与此相类似
,

议亲时还应有辈份的考虑
。

辈份

是人伦关系的具体表现
。

在有服者中间
,

不同辈份

之间的婚姻将带来人伦关系的混乱
。

又 因为婚姻

是和生育
、

血溉的传承联系在一起
,

因而这种混乱

关系将会持续下 去
。

所 以宗法关系严厉的中国传

统社会中对此加以制止是有理由的
。

但在特殊情

况下
,

无服者之间的婚姻也会产生这种混乱现象
。

陕西安康县吉四儿供
: 29 岁

,

湖北房县人
,

父

亲已死
,

母亲任 氏
,

并无兄弟妻子
,

在案下务农营

生
。

与查荣典平 日相好
,

小的三妹子许给查俊万的

胞侄郭娃子为婚
,

大妹子还未许婚
。

查俊万央张玉

高为媒要与他胞弟查俊美为妻
,

小的因班辈不合

总没允许
。

乾隆五十一 年四月二十四 日
,

查俊万又

叫他侄儿查荣典来家请小的去吃酒议亲
,

小的回

复不去
。

查荣典把小的往外拉扯
,

小的原说婚姻大

事
,

人家不原
,

拉扯也没用
,

查荣典就骂小的不识

好 歹
,

互骂
,

动手
,

致伤查身死 (护理陕西抚秦成

恩
,

51 12 16 )
。

一个妹妹已与家主 的亲侄订婚
,

¹ 括号 中的汉字为题本官员官职和名称 . 数字为上 奏肠本

时 间
,

为简便起见
,

这里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
, 47 8 12

代表乾隆四 十七年八 月十二 日
,

以 下供词出处表示方法

同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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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妹妹被家主的亲兄弟求婚
,

确实辈份不合
。

所以会审意见说
, “

查俊万明知婚姻失序
,

屡向求

婚
,

致酿人命
,

殊属不合⋯ ⋯吉四儿长妹听其另行

择配
”
(同上 )

。

在议亲阶段所发生的这些冲突表明
,

中国传

统社会是一个控制严密
、

共同意识得以维持的社

会
,

由此使个人的违规欲望和行为受到抑制
。

而从

个案来看
,

近亲议亲的婚配对象主要体现在契约

成员之间
,

而非血缘成员之间(从男系角度看 )
。

这

说明
,

在民间社会
,

男系有近亲血缘关系的婚姻犯

禁是比较少见 的
,

而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成

员有相互婚配的心理倾向和行为表现
。

2
.

口许婚姻的不合法性

口许婚姻在民间社会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

甚

至说它还有一定的约束力
。

清代康熙年间
,

河南上

蔡订婚风俗中有
“

动以片语投机
,

便 即换盅为定
,

既无六礼
,

又无婚书
,

两家毫无凭据
” 。

可见是 口许

婚的表现形式
。

这种缔结方式因
“

年深 日久
” ,

双方

每 以 “炎 凉起 见
,

或 有 先 富 后 贫
,

婚 定 而 终悔

者⋯ ⋯
’
心1( 一

’ 。

乾隆年间
,

甘肃陇州
,

婚姻
“

不用

书束
,

惟媒灼以庚帖相通
。

亦有 口议
,

不用庚帖者
。

两家许允
,

另择 良辰
,

男家父母备花细
、

酒盒
,

携其

子 同往 女 家 ; 女 家 验 婿 中 选
,

取 花 锢 为 女 插

戴
’

心〕‘风俗’
。

清代中期
,

四川
“

婚礼最为苟简
。

两姓

缔好
,

无婚书
,

亦无名帖
,

只凭媒人持年庚一纸而

已
。

于是男家不 肖
,

遂以庚帖可执而骗婚
,

往往构

讼公堂
。

婚烤等于寇仇
,

皆由荀简之故
。

乾隆八年

奉各上宪示禁后
,

乡 民亦皆格遵宪令
,

于问名
、

纳

采之时
,

必具婚书
,

必通名帖
,

于是梅婚
、

骗婚之风

稍熄
”[ ‘」‘, , + , ) 。

从制度上讲
,

口许婚若不进一步过渡到契约

婚
,

缺少必有的凭证
,

那么就不受法律的保护
。

另

外
,

按 照 清 朝 法 律
, “

虽 无 婚 书
,

但 曾 受 聘 财

者
’

j[? 〕. 六 ’,

也可受到法律保护
.

这里关键是要有

订婚的凭据
。

上 面方志中提到 四川的 口许婚在乾 隆八年

(1 7 4 3 年)曾被地方官禁止
。

恐怕这只能在一定程

度上扭转局面
,

但却不能从根本上禁绝
。

我们在档案中就见到类似的个案
。

四川 巴州陈崇志供
:

26 岁
.

乾隆三十五年
,

张

文元把他第四女 口许小的为婚
,

原未过聘
,

并没媒

证庚帖
,

后来张文元病故
,

他妻杨氏将 四女凭陈钟

信嫁与何思林去了
。

哥陈崇义查知
,

四十五年十一

月二十 日
,

叫小的同堂兄陈祟才到陈祟义家理论
。

两下争闹
,

陈钟信把哥衣领扭住
,

互殴
,

哥伤陈钟

信身死
。

会审愈见
:

张文元之女原系 口许
,

并非聘

定
,

亦无媒据
,

应仍归何思林完聚(四川督文缓
,

4 6

闰 5 2 4 )
.

当然
,

我们不能以一例来说明口许婚禁

止的不力
,

但至少表明民间社会仍存有 口许订婚

现象
。

根据档案
,

同为西南的贵州似乎也有这种习

俗
。

贵州镇宁州杨氏供
:

余之葵是小的丈夫
。

小妇

人胞姐萧杨氏嫁与萧贤为妻
,

他们夫妇在 日曾对

小妇人说过要璐女儿余三妹与她小儿老满为妻
,

小妇人也曾口 许
,

并未凭媒聘定
。

后萧贤夫妇死

了
。

到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
,

萧贤大子萧士明曾央

张大本来说要来送财礼下定
。

丈夫余之葵因老满

不务正道
,

不肯许配
,

当时回理
。

五十六年一月
,

才

把三妹许与王家
,

还未成亲
。

二月二十八 日
,

女儿

在山地舒菜
,

被萦士明哄去
。

丈夫到萧家查知
,

互

殴
,

伤萦士明身死
。

余之葵供
:

56 岁
。

萧士明是小

的姨甥⋯ ⋯小的到萧士明家
,

见三妹在他家⋯⋯

小的责备萧士明不该私下接去
。

他说三妹曾许给

他兄弟考满为姻
,

怎么又许王家
,

今要留住
.

小的

回说你父母在 日虽曾说过
,

并没下定过礼
,

如何强

留在家
,

就把三妹拉走
。

萧士明来打小的
,

小的顺

取他家桌上的小刀截伤其 身死 (3 1 岁 )
。

会审意

见
:

余三妹系余杨氏 口许
,

并未聘定
,

未便断给萧

老满 为 婚
,

应 归 王 姓 完 婚 (议 政 大 臣 阿 桂 等
,

5 6 12 1 8 )
。

这一例的口许婚也带有中表性质
。

而

官方不予认可主要还是因为它属于 口许婚
。

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
,

婚姻虽是民 间行为
,

但

却不可以 随意订立
。

政府所承认的是有凭证的婚

姻缔结方式
.

坚持这一原则
,

也是为了减少婚姻冲

突
。

二 悔婚引发的冲突

女子许人为婚但尚未过门
,

这里 的许诺与 口

许不同
,

是指已经下过聘礼的订婚
。

一旦订婚
,

就

不能反梅另行嫁人
。

在父母包办制下
,

婚姻关系一旦确立
,

特别是

有订婚依据
,

那么悔婚是不允许的
。

乾隆时期北方

的方志对此就有揭示
: “男女门户相当者

,

通 以媒

约
,

凭以 婚启
,

一言既定
,

金石不渝
。

”〕(风和 从文

献看
,

在民间社会
.

悔婚现象也是存在的
。

南方地

区 比较突出
。

乾隆时期
,

湖南岳州
, “

议婚只以一

笺
,

合书两家生年时 日
,

谓之
‘

庚书
’ 。

无问名
、

纳采

仪节
,

故易于反悔
”
阁‘风. ’。 虽然手续简单

,

这也是

有婚书的订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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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案可 以着出
,

订婚另嫁不仅不受法律保

护
,

而且要对另嫁婚姻中的主婚人予以惩罚
。

若按

照当代婚姻法律概念来定义
,

这属于犯重婚罪
。

1
.

因迁往外地
,

远 离家乡
,

将 已许人女儿另嫁

而在法律上讲
,

一旦订婚
,

其婚姻契约效力将

不受时空限制
,

随意悔婚是不允许的
。

湖北巴东县罗 之太供
:

46 岁
。

女人刘氏
,

生一

子一女
。

女儿自幼许与妻舅刘得道的儿子刘喜儿

为婚
。

乾隆四十六年
,

小的搬到巴东县租佃田屋居

住
,

因离监利县路远
,

不能将女儿送 回成婚
,

就托

邓长幅做媒将女儿嫁与李起瑞为妻
,

已经成婚
。

乾

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九 日
,

刘喜儿的堂伯刘得智
、

刘

得信到小的家说小的不该赖婚
,

把女儿另嫁
。

小的

说人已嫁
,

吵也无用
。

刘得智
、

刘得信要小的拿出

五十两银子替刘喜儿另娶 ; 倘若没有
,

定要告官
,

当与小的争闹
,

是女人劝散⋯⋯他们说要告状
,

小

的起意谋死他们
。

初审意见
:

⋯⋯ 罗氏许与刘喜儿

为妻
,

律应完娶
,

但既据刘喜儿供称因李起瑞业经

成婚
,

不愿接娶
,

应请照律倍追财礼给刘喜儿以为

另娶之资
,

罗 氏仍给李起瑞领 回 (湖北抚惠龄
,

53

12 31 )
。

从判词上可见
,

罗女许与刘喜儿订婚时已

收受过财礼
,

否则初审时不会作出
“

倍追财礼
”

的

处罚
。

有财礼的许配即意味着订婚
,

因而不能随意

反悔
。

2
.

没有具体理 由而将许人女儿另嫁

这一情形档案中是比较少见的
。

既然有原因

的悔婚 尚不被认可
,

无理由的私嫁则更是无效的
。

一旦被告发
,

当事者就应承担全部责任
。

湖南会同县李添才供
:

45 岁
。

显元本姓吴
,

生

女酉鹤
,

于乾隆四十六年凭媒僧修元许与小的儿

子长科为妻
。

因显元在永兴庵出家为僧
,

小的当把

酉鹤接 回童养
。

五十一年十一月内
,

显元来接酉鹤

到庵度岁
。

五十二年正月十八 日听得显元把酉鹤

另许印均才家
。

小的去向显元理论
。

显元说我的

女儿任我择嫁⋯⋯后互殴
,

伤其身死⋯⋯会审意

见
:

印均才知情故娶
,

尚未与子成婚
,

应照再许他

人未成婚者
,

女家主婚人杖七十
,

男家知情主婚人

同罪律杖七十
,

折责二十五板
。

吴氏酉鹤先允李添

才之子长科为妻
,

庚帖确凿
,

仍听其完聚 (议政大

臣喀宁阿等
,

5 2 12 17 )
。

本案中不仅后订婚之举

无效
,

而且女方家长和承娶家长均受到杖责处罚
。

3
.

女儿 已许人
,

因对方穷苦不能接姿
,

而另行

嫁人

这类婚姻在个案中不是个别现象
。

然而
,

依照

法律
,

即使有人主婚
,

并已完婚
,

也要解除婚姻关

系
。

湖北竹山县唐荣虎供
:

46 岁
,

父故母在
。

母亲

同四弟居住
。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
,

龙绍一
、

王样云

来说
,

李王 氏女儿李氏原许刘明义儿子刘花松为

婚
,

刘家穷苦不能接娶
,

李王 氏要把她女儿另嫁
,

不图财礼
,

只求要随女养老
,

他们替小的说合
。

小

的应允
,

恐怕母亲阻止
,

没去告知
。

二月二十五 日
,

接娶李氏过门成婚
,

李王 氏随到小的家内
。

过后
,

母亲晓得
,

也没有说话
。

四月五 日
,

小的接母亲到

家会齐
,

李王氏称呼亲母
。

母亲笑说
,

你的女儿是

刘家媳妇
,

不该叫我亲母
。

李王氏说母亲不应耻

笑
,

两下争闹
。

小的正要拢劝
,

李王氏又把母亲推

跌倒地
。

因李氏 已忙把母亲扶起
,

所以小的没有帮

扶
。

母亲生气
,

斥骂小的如何并不救护
,

小的不敢

做声
。

李王 氏就带同李氏回去了
。

初六 日
,

母亲叫

四弟往投街邻要把小的送官处治
。

随后街邻周光

选
、

朱坤山 走来
,

周说小的见母被推不救
,

就是件

逆
,

应该拿去送官
。

小的害怕跑躲厨房阁上
,

把木

梯抽起
。

周追来
,

小的将铁锚掷下砸伤周身死
。

会

审意见
:

李王 氏将其已聘之女另嫁唐荣虎
,

应合依

再许他人 已成婚者杖八十律应杖八 十
,

系妇人照

律收赎⋯⋯李氏听从母命另嫁
,

事不由己
,

应免置

议
。

李氏仍归前夫刘花松完聚(议政大臣阿桂等
,

5 3 6 1 9)
。

按照当时律例
,

前 已订婚之家因穷不

能承娶
,

若有解除婚约手续
,

是可 以另行择配的
,

否则
,

就犯了重婚之罪
。

个案表明
,

在民间社会
,

人

们有这种意识
,

但也存苟且心理
。

本案中唐荣虎为

图省钱
,

娶了 已与他人订婚之女
。

因担心母亲干

预
,

所以先斩后奏
。

这说明法律的规定他是熟悉

的
。

其所为可谓双重违例
:

娶重婚女
,

无父母主婚
。

然而 虽然生米煮成熟饭
,

其母也不接受所娶这位

儿媳
。

由此可见
,

社会作用的体现不仅在于拒绝承

认 违 法 缔 结 的 契 约
,

还 在 于 更 为 积 极 的 干

预
。

El0 抑
,
70) 由此也维护了婚姻秩序

,

保证了有合法

婚姻契约者的利益
。

4
.

家人为得财礼而将女儿改嫁

根据档案
,

女性初婚时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再

婚中很多)
,

但也有在特殊情况下的另嫁行为
。

广东永安县吉达思供
:

22 岁
,

父母在
,

弟兄五

人
,

都出外佣工
,

小的行四
。

四十七年一月
,

小的父

亲凭罗钦雅做媒
,

用银首饰两件
,

聘定潘斐章亲女

潘二妹与小的为妻
。

乾隆五十三年
,

小的外出海丰

地方佣工
。

五十九年八月
,

父亲到海丰寻小的说妻

二妹被妻叔潘成章改嫁王友锦
。

小的同父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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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日回家
,

遇见王 友锦
,

斥其不该谋娶小的妻
,

王不服
,

伤其身死 (38 岁 )
。

潘成章供
:

36 岁
。

二妹

为小的胞兄播斐章之女
。

四十七年
,

哥做主许与吉

思达为妻
。

五十五年哥身故
,

嫂子改嫁
,

侄女随小

的抚养
。

五十九年三月
,

小的见侄女年已长大
,

吉

思达出外多年
,

想把侄女另嫁图得财礼
,

托吉新科

做媒与王联析之子 王友锦为妻
,

讲定财礼银十六

两⋯ ⋯交足财礼接娶过门
。

会审意见
:

该氏后夫已

死
,

前夫现犯死罪
,

母家又 系悔婚之人
,

不便断令

归宗
,

应归后夫之父收养
,

仍赔追财礼给还前夫之

家 (大学士 阿桂等
,

嘉庆元年 2 2 3 )
。

一旦订婚
,

即使女方主婚父母亡故
,

其直系亲属或监护人也

无权反悔
。

从上述几例可 以看出
,

在当时社会
,

订婚的保

护力度被大大强化了
。

这种规定实际保护的是男

性家庭的利益
。

即订婚后
,

只要男方未提出退婚
,

那么女性父母主婚另嫁都是违法的
。

但有一种例外情况
。

若聘定妻子后
,

出外年久

(一般以三年以 上为限 )且没有信息
,

女性可 以另

嫁
。

从法律上讲
,

这种情况下订婚女性另嫁是符合

要求的
。

法律的表述是
:

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

年不还者
,

并听经官告给执照
,

别行改嫁
,

亦不得

追财礼
。
仁7 ] ( . 六 )

广东河源县昊华英供
:

36 岁
。

自幼凭媒用过

财礼银六两聘定朱氏为妻
。

乾隆三十三年
,

小的往

广西生理
,

因亏折本钱
,

流落在那里一十余载
。

到

四十八年四月 回家
,

小的请堂叔吴宗煊到媒人家

说知
,

要择 日迎娶
。

媒人说从前昊宗煊说你已在广

西身死
,

朱得杨已把他妹另嫁
,

难与朱家讲婚
。

小

的因聘定妻子被人娶去
,

心里不甘
。

随访得朱氏系

嫁与李亚文为妻
,

要去与李理论
,

叫他退还
。

若不

肯就抢朱氏回家
。

五月十一 日
,

小的邀同堂叔
、

堂

弟前往媒人家说知
,

叫他同去
。

到李家吵咬
,

说李

夺了我妻子
,

快些退回
; 如若不肯

,

就要抢了
。

李家

人李启裕出来晗喝
,

被小的打伤身死
。

会审意见
:

朱得杨因 闻吴华英病故
,

将妹另嫁
,

尚无不合⋯⋯

免置议
。

朱氏仍给李亚文领 回完娶 (议政大臣阿

桂
,

49 n s)
。

当事人订婚后离家十五年不归
,

早

已超过五年不娶之限
。

所以女家另嫁女儿的做法

是合法的
。

湖南邵 阳县艾厚艺供
:

小的女儿大妹 自幼凭

媒刘庆善许配刘体仁之子刘植曙为婚
,

尚未完姿
。

四十五年刘植曙出外后杳无音信
.

乾隆六十年
,

刘

体仁因他儿子存亡莫 卜
,

就与小的商量情愿退婚

另嫁
。

九月
,

小的把女儿另嫁草姓为妻
,

给过刘体

仁财礼钱三十六千文
。

初审意见
:

查刘体仁因伊子

出外十余年
,

存亡莫 卜
,

退婚另嫁
,

与期约已至五

年
,

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
,

并听别行改嫁之

例相符
,

艾厚艺主婚
,

刘体仁受财均无不合
,

应免

置议
,

无干省释 (湖南抚郑源璐
,

嘉庆元年 8 2 7 )
。

以上两例退婚后虽出现命案
,

但 因退婚之举

符合法律规定
,

故女性与现夫的婚姻受到保护
。

按

照法律要求
,

这种退婚需经官告给执照
。

而从个案

供词中者
,

没有提及这一点
。

可见在实际操作中
,

只要女方家庭提出
,

男方没有异议 (虽然法律允许

不退还财礼
,

而多数情况下
,

女方家要将已得财礼

退还
,

否则恐他男家父母是不会 同意的)
,

双方即

可解除婚约
。

即使不到官府办理执照也是有法律

效力的
。

上述个案官方的处理意见就说明了这种

做法的合法性
。

三 维护父母的主婚权

男女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
、

媒灼之言
,

这不仅

是民间的婚姻习俗
,

而且也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

护
。

父母之命的主要体现是父母对子女婚姻拥有

主婚权
。

即使是丧偶妇女再婚
,

也不能 自主嫁人
。

在法律上
,

没有父母参与的婚姻是无效的
。

河南济抓县张氏供
:

71 岁
。

李氏是女儿
,

嫁任

居为妻
。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
,

任居病故
,

女儿因

家里穷苦
,

央小的寻人改嫁
,

还没成亲
。

张怀中是

小的无服叔子
。

五十三年二月二十 日
,

女儿到小的

家说张怀中要姿她为妻
,

她已应允
。

小的因张怀中

年纪 已老
,

女儿为何反肯嫁她
,

疑心有不端事
,

又

不好说破
。

就说张怀中是小的父亲同宗兄弟
,

成不

得亲
,

当时阻止
。

留女儿住下
,

叫儿子李玉江说合
,

把女儿许给孟县人席有道
,

约定了三 月二十七过

门
。

二十六 日黄昏
,

张怀中走到小的家来说他与女

儿订婚在先
,

不该徽婚
。

小的训斥张怀 中
,

他把小

的推倒
,

儿子上前帮护
,

打伤张身死 (73 岁 )
。

任李

氏供
: 4 6 岁

。

五十一年夫死
,

小的因家穷
,

央母做

主寻人改嫁
。

小的又私托张怀中代寻娶主
。

五十

三年二月二 日
,

张怀中对小的说他女人 已死
,

叫小

的嫁他做伴
。

小的嫌他年老不肯
。

张怀中说他精

力很健
,

就与小的成奸
,

约定择 日迎娶
。

小的因与

他有奸
,

又知道他家还过得 日子
,

随即依允⋯ ⋯会

审意见
:

犯妇杖罪的决
,

枷号收赎
,

仍令席有道领

回
。

张怀 中与李氏通奸图娶
,

后因李氏改嫁
,

往向

争闹
,

将伊母李张氏推跌倒地
,

本属罪人⋯⋯ (议

政大臣喀宁阿等
,

5 4 4 3 0)
。

本案的引发主要与

母亲对女儿再嫁的干预有关
。

官府审判意见也不



1 2 1

承认张怀中与该女私 自订婚 的合法性
,

而认定是

通奸图娶
。

实际这也是对父母主婚权的一种保护
。

有一案例
,

童养媳与丈夫圆房前丈夫患病
,

丈

夫料想到病不能好
,

去世前将未婚媳妇许与一个

朋友
。

但其父母并不予承认
。

福建诸罗县陈勤供
:

35 岁
,

原籍龙溪县
,

父母

已故
· ·

一小的来台与吕弃同屋居住
,

和本耕种
。

这

杨缉娘是 吕同自幼抱养与她儿子 吕弃为妻
,

还未

成婚
。

小的时常见面
。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
,

吕弃患

病沉重
,

小 的与他相好
,

进去看望
,

吕弃悄悄对小

的说
,

他死后叫小的娶杨缉娘为妻
,

生了儿子分一

个与他接代
,

小的应允
。

落后吕弃病故
,

小的不便

同住
,

搬回另住
。

到十二月
,

小的央杨飞隆向吕弃

父亲求娶
。

随后
,

杨回说
,

吕同和杨缉娘都说小的

游荡不实
,

坚执不允
。

小的因他出言轻薄
,

心里有

些气愤
。

四十七年二月十 日
,

小的从杨缉娘田边经

过
,

见她在田边割取猪菜
,

小的对她说
,

你不肯嫁

我
,

必是另有相好的人
。

杨缉娘就变脸叫骂
,

用割

菜刀 向小的截来
,

小的闪开
,

顺手戳伤其身死 (福

建抚雅德
,

47 12 2 8 )
。

按照当时法律
,

杨缉娘虽

为童养
,

但与 吕弃已具有夫妻名分
。

吕弃虽在临死

之际将妻子许给朋友为妻
,

但却不具有法律效力
。

杨缉娘在未婚夫 (实际是未国房丈夫 )死后
,

其身

份是 吕家的丧偶媳妇
,

再婚的主婚权在公婆手中
。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

没有主婚人
,

男女不能谈

婚论嫁
。

在传统社会
,

这是维护婚姻秩序的首要 内

容
。

但这其中也包含着对财产权的维护
。

在传统

社会中
,

子女
,

特别是女儿对父母来说具有财产的

惫义
。

婚姻过程就是财产权的转让过程
,

财礼就是

转让价格的体现
。

当然它往往被斌予
“

礼
”

的成分

而遮盖住一些直观的内容
。

四 抢亲与婚姻冲突

档案 中的抢亲有两种形式
:

一是男性及其家

庭在女方家庭不同意的情况下
,

以非正常手段来

实现与女性完婚的目的
。

依照清律
,

强夺良家妇女

自为妻妾
,

绞监候 , 为从
,

流三千里
。

图另外还有一

种为订婚之后的强娶行为
,

这也是法律所不允许

的¹
。

具体到个案中
,

抢亲的原因多种
,

处罚力度

也有轻重不同
。

1
.

有婚姻契约下的抢婚

男子本应人赞妻家
,

却想将聘妻带回 自己家
,

未被女方家同意
,

就约人抢走
。

属于有合法婚姻 内

容
,

而采取不合法的结亲手段
。

陕西山 阳县韦声文供
: 31 岁

,

湖北薪州人
,

父

母故
,

弟兄四人
。

小的父亲在 日与漆复高相好
。

乾

隆四十六年五月
,

父亲带小的到郧西县佣工
,

问知

漆复高有一女儿才八岁
,

父亲央李秀与小的做媒

求亲
。

漆复高说要招赞小的在他家
,

帮种庄稼并养

老送终
。

父亲依允
,

就央谭周礼写了合同
,

各执一

纸
,

没给财礼
。

小的就到他家住下
。

五十年
,

漆复

高带同小的搬往山阳种地
。

五十三年
,

小的往原籍

探望
,

因父母死
,

哥子们都没娶亲
,

家里没人照料
。

五十四年回来
,

小的向漆复高商t 说要做了亲搬

回原籍去
。

漆说当时原讲明招赞养老送终
。

如要

搬回
,

须给他五十两银财礼
。

小的无力
,

没曾应允
,

住了几个月
。

十二月二十日
,

小的到郧西县堂兄韦

方仁家
,

同他商t 约几个人抢亲
。

韦方仁初没允
。

今年一月二十一 日
,

小的又向韦方仁恳求
,

他才允

了⋯⋯将漆小女 (l 7 岁 )抢回
。

(漆复高被韦方仁

砍伤
,

后死 )
。

二十六日
,

小的要成婚
,

小的女人哭

喊不依
,

小的用言吓唬
,

她才依允
。

会审意见
:
韦声

文虽非强夺 良家妻女
,

但既允招赞养老
,

辄欲搬回

另住
,

率众强抢
,

致酿人命
,

殊属不合
,

业经病故
,

毋庸议
。

漆 氏系伊父许配与韦声文为妻
,

现有合同

文约为凭
,

今被韦声文强抢成婚
,

自应断归韦姓
。

但其夫韦声文 已死
,

且其父被韦方仁砍伤身死
,

应

请伤令伊母李氏领归另行改嫁 (议政大臣阿桂等
,

56 2 23 )
。

依照判词
,

由于有合法的婚姻文书
,

当

事人的抢亲行为虽属违例
,

但其完婚的事实
,

官方

是予以承认 的
,

体现 出对合法订婚的优先认定和

保护
。

即本案中的抢亲行为和完婚事实是被官方

分别对待
。

婚姻关系已经确定
,

因备不起六礼不能承娶

而抢亲
。

江苏漂阳县马俊扬供
:
王 氏为妻

。

小的有女秀

观
,

今年 16 岁
,

是乾隆四十一年上凭妻舅王南倍

说合许与陈兆珑之子陈九邪为妻
,

当时他家送过

礼银四两
,

小的回有允帖
。

至今没再送六礼
。

陈两

次央媒来说要把女儿迎娶过门
,

小的没允
。

四十九

年十二月三 日
,

陈约小的商议婚娶事
。

小的走去
,

有熟识的戴顺观把小的邀去吃酒
,

因夜深留住他

家
。

不料陈与他儿子陈九邪并侄子赶到小的家
,

将

女儿强抢下船
,

妻赶救
,

攀船不放
。

陈用篱将船撑

开
,

致妻落河淹死⋯⋯ 陈兆珑供
:

42 岁
。

儿子陈九

邪
。

四十一年凭媒说合定马俊扬女为媳
,

当时送过

礼银四两
,

马 回有允帖
。

小的因家穷不能再送六礼

¹ 按 照法律
,

虽已纳璐财
,

期约未 至
,

而男家强 姿
, ( 主婚

人 )答五十
。

见《大清律辑注》卷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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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道马俊扬有意反侮
,

故此起意抢亲⋯⋯
。

官府初审所拟意见为
:

据此⋯⋯马秀观先经领回
,

今既因抢亲酿命
,

自未便再令陈九邪婚娶
,

应听马

俊扬另行择配
,

原聘礼银并免议追 (江宁抚阂鹦

元
,

50 7 13 )
。

这一例处理结果与上面一例有所

不同
,

即不承认抢亲所造成的婚姻结果
,

让女方父

亲将女儿领回
。

按照供词
,

女方家 已接受过男方财

礼
,

并有书面允帖
,

可谓已达成初步婚姻协议
。

而

官府以抢亲酿命为由废除其婚约
,

并允许女方父

亲将女另行择配
。

可见
,

本案通过废除婚约作为对

男方抢亲行为的一种惩戒
。

这表明对于有婚约的

抢亲之举
,

官方的处置方式因事而有不同
。

2
.

没有婚姻契约下的抢亲

男方曾向女方家求婚
,

但被拒绝
,

便以抢亲作

为承娶方式
。

贵州高洪贵供
:

33 岁
。

父母死过没依靠
,

是高

应钦把小的收留做儿子
,

那时有 14 岁
。

后继父故
,

小的出外各 自谋生
,

在云南骆马厂做买卖
,

有十来

年
,

积得几两银子
。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到大定看望

继母
,

想要在继母家居住娶亲
,

并同兄弟高洪仁合

伙做买卖
。

十日到继母堂弟黄廷芳家
,

适值黄汉珍

的妹子黄六妹走来
,

小的见她生得好
,

央 黄廷芳做

媒
,

那知黄汉珍不允
。

小的一时该死
,

起意抢亲
,

就

与黄廷芳商量
。

廷芳起初不肯
,

小的许他二十两银

的谢礼才允
。

二十九 日
,

黄廷芳听得十二月一 日黄

汉珍不在家可行事
。

小的邀兄弟高洪仁同去抢亲
,

高洪仁不肯
,

后逼着他去⋯⋯将黄六妹抢回
,

强与

其拜堂并强奸
。

会审意见
,

高洪贵合依强抢 良家妻

女奸 占为妻妾者纹监候拟纹监候
。

黄六妹给伊兄

黄 汉 珍 领 回
,

听 其 择 配 (议 政 大 臣 阿 桂 等
,

5 4 7 2 2 )
。

求婚遭拒绝
,

没有婚约而抢亲
,

是对婚

姻秩序的直接干扰
,

官方不能宽纵
。

本案中的判决

是对这类案件标准性的处罚方式
。

档案中的抢亲行为多发生在南方地区
。

在文

献资料 中也有对南方特别是东南省份因 财礼过

重
,

男家承担不起
,

而将已订婚妾子抢走完婚的记

载
。

事后女方家因事已至此
,

只好歌认
。

但只要未

引发命案
,

无人告官
,

则完全以 民间方式解决
,

政

府并不介人
。

五 退婚引发的冲突

我们在订婚另嫁中已经说明
,

传统社会退婚

现象是比较少见的
.

在实际生活中
,

退婚多是单方

面的要求
。

为减少婚姻纠纷
,

传统法律对有婚约的

退婚行为持否定态度
,

即官方没有单方面自由退

婚的法律规定
,

从而加重了退婚的困难
。

正 因为如

此
,

才有未退婚而私 自另嫁的行为
。

但也有人在商

议退婚道拒之后
,

试图以非法方式退婚
。

河南桐柏县张金魁供
:

28 岁
。

父母死
,

无兄弟

妻子
,

与项乐意伺院居住
。

小的木匠生理
。

乾隆四

十八年一月
,

素识钱学信雇小的修房屋
。

钱学信的

女儿许与项乐惫为妻
,

因见项家贫穷
,

项乐意人又

痴憨
,

想悔婚
。

他托原媒周明义
、

阎正安去向项的

父亲项家治说
,

情愿送钱三十千文讨还庚帖
,

彼此

另寻婚配
,

项家治不肯
。

周明义们来回梭钱学信
,

那时小的在旁听见
。

十二月
,

项家治病故
。

四十九

年一月十六 日
,

小的遇见钱学信
,

问起项乐意如何

过活
,

痴憨可略好些
。

小的搜以穷苦更甚
,

至他痴

憨是本性
,

女日此哪些是好
。

钱学信说他女儿终身受

累
。

小的原说项家治已死
,

你正好把女儿另配
。

钱

说有庚帖为凭
,

难以别许
。

小的说项乐意家只有他

继母刘氏
,

时常回母家去
。

那庚帖容易骗取
。

钱应

许小的取讨庚帖
,

给谢钱二十钱
。

小的图得谢钱
,

后让项乐意找出
,

在集上将项乐意灌醉
,

杀死他得

到庚帖(议政大臣阿桂等
,

50 6 2)
。

这一案例表

明了婚姻契约的重要性
。

没有了契约
,

实际就成了

口许婚姻 ; 男方家庭即使再坚持
,

也得不到法律保

护
。

而这种婚姻悲剧还是包办婚姻导致的结果
。

家

长本意想通过早订婚来确立子女的婚姻大事
,

而

家庭的变故和男女的个人素质状态逐渐显露出

来
。

从法律上讲
,

不能任意退婚有保护弱者的作

用
。

而婚姻作为男女之间感情维系的方式
,

与其婚

后不和谐
,

家庭不睦
,

何如实行 自由退婚
。

当然退

婚的不自由是和婚姻整体的不 自由环境联系在一

起
,

即不是一个环节的问题
。

下面一例 当事人对订婚女婿不满意
,

将其毒

死
,

以此达到让女儿另嫁的 目的
。

湖北 高曹 氏供
:

55 岁
,

丈夫已故
。

生一男一

女
。

儿子在外佣工
。

女儿许聘给雷相成
,

还未成婚
。

因穷
,

逼迫女儿与张朝献通奸
。

小妇因想女婿愚呆

耳聋
,

家又穷苦
,

将来不能养活 , 张朝献家道颇好

(张为商贩
,

其妻已死 )
,

若将女嫁张为妻
,

日后就

可依靠他养活
,

起意将雷谋死
。

与张商量
,

没有应

允
。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

小妇又到张家向

他借钱 2 50 0 文
,

叫张给我买药给我毒死雷
,

并说

把女儿嫁给张
,

只要财礼银三十两
。

张这才应允
。

二十四 日
,

张拿一包鼠药给小妇
。

乾隆四十八年一

月二 日
,

雷来给小妇拜年
,

给他吃了下毒的米把
,

回家后死(议政大臣阿桂等
,

4 8 12 16 )
。

曹氏对

订婚女婿及其家境不满意
,

却又不敢直接退婚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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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死的方法来摆脱实在不高明
。

但这种做法的背

后却是因为退婚困难
。

在当时社会
,

也有通过协商解决的退婚问题
。

即双方家长商定的退婚是合法的
,

由此减少了冲

突
。

因年庚不合而退婚
。

年庚是指男女的生辰八

字
,

依照迷信认识
,

这与男女是否相克
、

婚姻是否

美满有直接关系
,

因而颇受男女家长的重视
。

直隶栗城县苑雪子供
:

苑得林是族叔
,

乾隆五

十一年八月
,

叔替小的定 了刘二道双的甥女范春

姐做女人
,

写 了婚书
,

发 了十千文大钱财礼
,

是叔

经手的
。

到五十二年五月
,

范春姐的族祖范三因小

的和范春姐年庚不合
,

叫刘二道双退亲
。

刘二道双

心疑范三想钱
,

又叫叔子给范三五百大钱
,

叔子应

允
,

就拿了五百大钱交刘二道双转给范三
。

他不肯

收钱
,

总要退亲
,

后刘二道双就把财礼
、

婚书都退

还了⋯⋯ (直隶督刘峨
,

53 5 4)
。

但可悲的是
,

退婚女子另行择配时会遇到困

难
,

甚至被歧视
。

因为一些家庭对承娶退婚女子有

顾虑
。

当然这也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事例
。

四川安县萧学珍供
:

31 岁
,

父母都在
,

弟兄二

人
。

父亲萧 良宾先年与石解朝儿子丑娃做媒聘定

张美珑女儿为婚
。

乾隆四十年
,

张美珑嫌丑娃不务

正业
,

向石家退婚
,

石允从
。

四十六年五月
,

张把他

女儿另许刘允清儿子为婚
。

二十八 日
,

小的赶场遇

到刘允清
,

他 向小 的探问张家女儿先许过人家的

事
。

小的说原许过石家
,

久经退明 了
。

小的并没有

挑唆他悔婚的事
。

不料刘因张家女儿先已许过石

家
,

恐有干碍
,

就向张托词退婚
。

张疑心小的挑唆
,

六月初
,

叫他儿子来寻小的投人理论
。

小的在萧 良

河堰塘边放牛
,

张爵训 (张的儿子 )走来把小的衣

领揪住
,

说小的不该挑唆刘家退婚
,

拉小的同去投

人
。

小的分辨
,

彼此 口 角
。

张爵训失脚跌人塘中淹

死
。

刘允清供
: 5 0 岁

。

本年五月
,

凭媒说合张美珑

女儿与儿子刘远道为婚
,

给有庚贴
,

元月六月初过

聘
。

过后小的听得他女儿许过石家
,

因石家儿子不

务正业凭原媒退婚另嫁
。

二十八 日
,

小的赶场遇见

萧的儿子萧学珍
,

探问此事
,

他说是实
。

小的怕石

家骂
,

不敢聘娶
,

愿把庚贴托词退给 (四川督福康

安
,

47 3 2 0)
。

可见在民众意识中
,

男女初次订婚

的意义很大
,

即使退婚 了
,

其影响余绪仍然存在
。

当然在法律上一旦双方同意退婚
,

原有关系将彻

底消除
。

我们认为
,

这桩订婚的障碍还是由于当事

人对曾订婚女子有歧视心理
。

上述在议婚环节出现的问题和冲突与包办婚

姻有直接的联系
。

政府出于对传统婚姻秩序的维

护
,

基本上是保护包办婚姻的结果的
。

个案中也显

露出包办婚姻的诸多问题
。

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

社会行为
,

没有规则和约束将使之陷人混乱状态
,

甚至带来人伦关系的紊乱
。

而一旦规则建立
,

对于

破坏者就要施行惩处
。

实际情形是
,

过分任化的规

则在保护 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之时
,

也使一部分人

付出葬送婚姻幸福的代价
。

六 结语

清代 中期 民间社会对传统婚姻伦理
、

婚姻规

范冲击的事件不断发 生
。

这更多地表现在当事男

女的婚配对象选择过程中
。

而同时在民间也有约

束婚姻缔结越轨的社会基础
,

从而使有悖伦理规

范的婚姻受到抑制
。

档案 中揭示出清代 中期退婚
、

悔婚现象 的存

在
,

但法律上对契约婚的保护
,

大大限制了这类婚

姻调整行为
,

实际是对低质量婚姻状态的维护
。

私

嫁和抢亲行为时有出现
,

但它还不足 以对婚姻秩

序产生很大冲击
。

父母主婚权虽在民间社会有被忽视的现象存

在
,

特别是在成年人的寻求配偶中比较突出
。

而法

律和官方政策对父母主婚权的维护是坚定不移

的
。

因而在民间社会
,

自主婚姻只能是个别人的尝

试
,

其结果往往是不幸的
。

l收稿 日翔 1 2 0 0 0一 1 2一 1 5

【作 t 简介】 王跃生 (1 9 59 年 一 )
,

男
,

河北 省人
,

现 为中

国社会科学 院人 口研 究所副研 究员
,

主要 从事中国社 会

史
、

中国人 口史研究
。

【贵任编辑 般 铭】

参考文献
:

[ 1〕J
.

罗 斯
·

埃什尔曼
.

家庭导论〔M 〕
.

北京
: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

社
, 1 9 9 1

.

[幻清律例
·

婚姻 [M 」
.

[ 3〕光绪七年本
.

东阳上 成王 氏宗谱〔M」
.

〔4〕康 熙二十九年本
.

上蔡县志 [M三
.

[ 5〕乾隆三十一年本
.

陇州续志 [M」
.

「6」同治九年本
.

郸县志 [M」
.

[ 7〕沈之奇
.

大清律集解附例 [M 」
.

〔8〕乾隆本
.

祁县志 [M」
.

[ 9〕乾隆十一年本
.

岳州府志 [M 」
.

[ 10 」埃米尔
·

涂尔干
.

社会分工论「M〕
.

北京
:

三联书店
,

2 0 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