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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童养婚的个案分析

王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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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养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婚姻行为
。

在明清社会中它流行于全国各地
,

许多民俗资

料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

已有学者对童养婚的表

现形式及产生原因作了分析 ¹
。

在此我们想利

用个案资料对清代中期童养婚的婚姻特征
、

夫

妇年龄差异
、

童养媳产生的背景以及官方对童

养婚所持基本政策和 态度进行观察
。

确切地

讲
,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刑

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有关童养婚个案资料

来作为分析样本
,

同时结合其他官私资料对这

一 问题加以探讨
。

需要指出
,

本文所用档案资料的时间范围

为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六年 ( 17 8 1 一 17 9 1

年 )
。

我们认为
,

这一 时期的资料对十八世纪

后期或者清代中期的状况会有一定反映
。

一
、

童养媳进人夫家年龄

在传统社会
,

童养媳有两层含义
:

一是女

性在较低的年龄段就被欲娶媳妇的人家收养
,

待长大成人再正式完婚
。

二是童养媳要在夫家

经历两个阶段
:

即非正式婚姻和正式婚姻
。

在

前一阶段
,

她们的身份是双重的
,

既是夫家的

一个成员
,

又是一个候补媳妇
。

在中国近代之

前的社会中
,

女性 10 岁左右即 已婚嫁的现象

是存在的
,

但她们不是童养媳
,

因为其婚姻是

一次完成的
。

就档案资料来看
,

女性开始其童养生活的

时间很宽泛
,

小至 一
、

二岁
,

大至十四
、

五

岁
,

然而相对集中在 10 岁以前的年龄段
。

表 l 共收个案 5 0 件
,

涉及全 国绝 大部分

省份
。

由于刑科题本婚姻家庭档案所收集的是

命案案例
,

因而我们不能说它是全 国童养婚婚

姻行为的真实反映
。

不过有一点是无疑的
,

童

养婚在当时的确是一个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

若

具体来看
,

北方地区和西南的四川地 区所占数

量比例较高
。

在表 1 中
,

四川有 8 例
,

占总数

的 16 % ,

位 居各省之首
。

四 川地 区的童养媳

状况在该省清中期所编地方志中有 充分反映
。

如安岳
: “

婚姻嫁娶
,

犹崇节俭
。

或聘女三
、

五岁
,

迎 至 姑家
,

谓 之
‘

小接
’ 。

或 谓
‘

童

养
’ ; 及异团聚

,

谓之
‘

整酒
’ ,

取其省费
。

此

在贫户 则然 也
,

若素丰之家
,

仍 行 六礼
” º 。

隆昌县
, “

贫者多
‘

小接
’ ,

侯成人方婚配
,

谓

之
‘

团房
, , ,

»
。

关于女孩被童 养的起始年龄
,

从档 案来

看
, ‘

如果当事人本人是童养媳
,

那么对此交待

较详细 ; 若当事人只是作为童养媳的家人
,

那

么其对童养媳的背景说明则较笼统
,

童养起始

年龄也不那么精确
。

在表 1 中
,

有年龄说明者

为 2 5 例
,

其中
,

10 岁以下者 14 例
,

占 56 % ;

11 一 13 岁者 8 例
,

占 32 % ; 14 岁 2 例
,

17 岁

1例
,

两者合计占 12 %
。

而那些没有具体年龄

说 明者则有
“

自幼童养
”

或
“

从小童养
”

的字



表 1 童养媳的基本状况

地地区区 当事人人 童养年年 案发年年 婚姻状况况 资料来源源

龄龄龄龄 (岁 ))) 龄 (岁 ))) (数字为初婚年龄 )))))

京京师师 盖氏氏 1 00000 未婚退回回 议政大臣阿桂 48
.

12
.

1777

奉奉天帕岩县县 冯氏氏 999 l333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55
.

6
.

2 444

直直隶大兴县县 侯氏氏 从小小 l888 1 5 岁圆房房 直隶督袁守侗 4 6
.

9
.

666

直直隶灵寿县县 曹氏氏 自幼幼 1 888 已婚 圆房好几年年 议政大臣英廉 47
.

3
.

2666

直直隶宝抵县县 陈氏氏 1 333 1 666 已婚 1444 议政大臣阿桂 49
.

4
.

巧巧

直直隶交河县县 李氏氏 1 33333 因夫出外久未归被被 议政大臣阿桂 50
.

6
.

2 888

父父父父父父领回改嫁嫁嫁

山山东东阿县县 刘氏氏 自幼幼 1 999 已婚 巧巧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5
.

2222

山山东高密县县 左氏氏 1000 2000 已婚婚 山东巡抚明兴 4 9
.

8
.

1888

山山东安丘县县 张氏氏 1 111 l222 未婚婚 议政大臣喀宁阿 5 1
.

8
.

555

河河南新野县县 程氏氏 从小小 2 333 已婚 1777 议政大臣英廉 47
.

7
.

444

河河南篙县县 董氏氏 888 1 999 已婚婚 河南巡抚富勒浑 47
.

7
.

2333

河河南渐川县县 阎氏氏 888 1888 已婚 1666 河南巡抚李世杰 48
.

1
.

2000

河河南信阳县县 鲁氏氏 自幼幼 2 111 已婚 1777 河南巡抚穆和蔺 56
.

1 1
.

2 888

河河南光州州 胡氏氏 自幼幼 2 000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51
.

10
.

2 777

山山西平陆县县 杨氏氏 7777777 议政大臣喀宁阿 49
.

7
.

777

山山西平遥县县 耿氏氏 l222 1333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56
,

5
.

1000

陕陕西褒成县县 卢氏氏 自幼幼 l555 未婚婚 陕西巡抚毕沉 49
.

12
.

nnn

陕陕西渭南县县 王氏氏 l000 l444 未婚婚 议政大臣喀宁阿 52
.

10
.

1222

陕陕西长安县县 张氏氏 l222 1444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54
.

6
.

2888

陕陕西阶州州 冯氏氏 自幼幼 2 222 已婚 1888 陕甘总督勒保 55
.

12
.

1777

甘甘肃平凉县县 方氏氏氏 2 111 未婚 婚夫出外未归归 陕甘总督李侍尧 4 7
.

8
.

1888

安安徽蒙城县县 朱氏氏 自幼幼 1 777 已婚 1666 议政大臣阿桂 4 7
.

12
.

666

安安徽六安州州 王氏氏 666 l111 未婚婚 安徽巡抚陈用敷 54
.

2
.

1000

安安徽灵璧县县 薛氏氏 自幼幼 l888 已婚 巧巧 议政大臣阿桂 56 年年

江江苏奉贤县县 余氏氏 l000 2 000 未婚婚 江宁巡抚阂鹦元 4 9
.

1 1
.

888

江江苏如皋县县 时氏氏 100000 已婚 10 多年年 议政大臣阿桂 52
.

5
.

2111

江江西宁都县县 赖氏氏 自幼幼 l777 未婚婚 署江西巡抚姚菜 56
.

2
.

777

浙浙江永嘉县县 戴氏氏 1 99999 未婚婚 浙江巡抚琅纤 55
.

8
.

2555

浙浙江遂安县县 孙氏氏 自幼幼 1 444 未婚婚 议政大臣英廉 46
.

4
.

1222

浙浙江遂安县县 徐氏氏 自幼幼 2 999 已婚 1666 议政大臣英廉 47
.

10
.

1333

浙浙江云和县县 汤氏氏 100000 已婚 1333 议政大臣英廉 48
.

4
.

1666

浙浙江富阳县县 朱氏氏 444 1 333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49
.

5
.

1888

湖湖北光化县县 张氏氏 自幼幼 1 444 未婚婚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5
.

333

湖湖北房县县 李氏氏 9 岁岁 2 111 已婚 1222 议政大臣英廉 47
.

10
.

888

湖湖北荆门州州 杨氏氏 自幼幼 l888 未婚婚 湖广总督毕沉 55
.

1 1
.

1888

湖湖北竹溪县县 李女女 自幼幼 未婚退回回回 议政大臣阿桂 56
.

6
.

2000

湖湖南新化县县 陈女女 自幼幼 l444 未婚婚 湖南巡抚姜展 56
.

1 1
.

2444

四四川蓬州州 雷氏氏 幼抱抱 1 999 已婚 1777 署四川总督特成额 47
.

8
.

111

四四川南充县县 明氏氏氏 l777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4 8
.

9
.

4



四四川仪陇县县 杨氏氏 从小小 1 999 已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4 9
.

3
.

1888

四四川工巧县县 高氏氏 自幼幼 1 888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4 9
.

3
.

2 555

四四川西充县县 雷满姑姑 自幼幼 1 888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4 9
.

3
.

2 000

四四川射洪县县 刘氏氏 l444 1 555 已婚 巧巧 四川总督李世杰 50
.

6
.

2 444

四四川金堂县县 游氏氏氏 1 888 因夫出外婆主婚改嫁嫁 署四川总督鄂辉 52
.

5
.

1777

四四川顺庆府府 昊氏氏 l333 1 666 未婚婚 四川总督李世杰 53
.

6
.

2 666

云云南镇雄州州 方氏氏 自幼幼 l999 已婚 1666 云南巡抚谭尚忠 53
.

9
.

1777

云云南镇雄州州 林氏氏 l222 1777 未婚婚 云南巡抚谭尚忠 54
.

3
.

2 666

贵贵州绥阳县县 刘妹妹妹 l444 未婚婚 议政大臣阿桂 56
.

1 1
.

2 222

广广西崇善县县 陈氏氏 l 111 3222 已婚婚 广西巡抚孙永清 52
.

5
.

1888

福福建尤溪县县 陈氏氏 l444 l444 未婚婚 闽浙总督伍拉纳 55
.

1 1
.

2 222

说明
:

本表资料来源一栏中题本上奏者在地方一般为行政长官一人 ; 在中央题奏会审意见时则由十数人合

署
,

为简便起见
,

这里只将领衔官员名字列出
。

另外
,

该栏数字为乾隆朝年代
。

例如
,

48
.

12
.

17 代表乾隆四十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

这一说明也适用本文其它档案资料来源
。

眼
。

我们理解这里的
“

自幼
”

或
“

从小
”

绝大 里的
“

童养
”

意在对他人年幼女儿的抚养
,

待

可能在 10 岁以下
,

若将
“

自幼童养
”

视为 10 其长大
,

再行简单婚姻仪式
,

使其成为正式媳

岁以下类型
,

那么
,

其所占比例将接近 80 %
。

妇
。

不过
,

单纯观察童养媳的婚姻还不足于认

根据常建华的研究
,

嘉道之后
,

湖南
、

江西等 识童养婚的全貌
。

所以我们在此将力图对童养

省的童养年龄 则 很早¼
,

即所 谓
“

赣多童养 夫妇双方的状况加以分析
,

以期较全面地分析

媳
,

每在髻此或乳哺之 时入门
。 ’,

½ 湖南桂阳甚 童养婚的特征
。

下面我们想通过列表来显示童

至
“

血盆抱养
” 。¾这种习俗在嘉道以前是否存 养媳的初婚年龄

、

夫妇年龄差异等特征 (见表

在尚需进一步了解
。 2)

。

二
、

童养夫妇的婚姻

童养婚本质上讲是童养媳的婚姻
。

因为这

表 2 童养夫妇的婚姻状况

地地区区 童养媳媳 婚姻状况况 丈夫状况况 资料来源源

奉奉天帕岩县县 冯氏 1333 未婚婚 丁文亮 2111 议政大臣阿桂 55
.

6
.

2444

直直隶朝阳县县 王氏 巧 岁岁 未婚婚 韩十五 14 佣工工 直隶总督袁守侗 4 6
.

5
.

2333

直直隶建昌县县 陈氏 16 ( 14 ))) 已婚婚 王富禄 2 2 ( 20 ))) 议政大臣阿桂 49
.

4
.

1555

山山东刻城县县 王氏 21 ( 16 ))) 已婚婚 何全得 19 ( 14 ))) 议政大臣英廉 48
.

2
.

2777

山山东高密县县 左氏 2 0 ( 14 ))) 已婚婚 韩青年 2 8 ( 23 ))) 山东巡抚明兴 4 9
.

8
.

1888

山山东安丘县县 张氏 1222 未婚婚 高小创 1999 议政大臣喀宁阿 5 1
.

8
.

555

山山东郊城县县 了姐 1555 未婚婚 杨石 2777 山东巡抚长麟 53
.

10
.

1888

河河南篙县县 董氏 1999 已婚婚 张范 2333 河南巡抚富勒浑 4 7
.

7
.

2333

河河南新野野 程氏 23 ( 17 ))) 已婚婚 何造良 2 6 ( 20 )))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7
.

444

河河南浙川川 阎氏 18 ( 16 ))) 已婚婚 韩新元 18 ( 16 ))) 河南巡抚李世杰 48
.

1
.

2 000

河河南光州州 胡氏 2000 未婚婚 高万选 2 888 议政大臣喀宁阿 51
.

10
.

2777

河河南滑县县 程氏 1777 未婚婚 陈二 2111 河南巡抚毕沉 52
.

7
.

2999

山山西右玉县县 乔氏 1333 未婚婚 范有才 2 666 议政大臣英廉 47
.

8
.

2999

16



山山西平陆县县 杨氏 3111 已婚婚 裴得吉 3888 议政大臣喀宁阿 49
.

7
.

777

陕陕西渭南县县 王 氏 1 444 未婚婚 梁锁儿 28 佣工工 议政大臣喀宁阿 52
.

10
、

1222

陕陕西富平县县 刘氏氏 未婚婚 张起倩 2 666 议政大臣喀宁阿 54
.

5
.

777

安安徽蒙城县县 朱氏 1 7 (1 6 ))) 已婚婚 丁三憨 1 8 (1 7 ))) 议政大臣阿桂 4 7
.

12
.

666

安安徽灵璧县县 薛氏 18 (1 5 ))) 已婚婚 陈虎 2 0 (17 ))) 议政大臣阿桂 56 年年

江江苏如皋县县 时氏 2999 己婚婚 陈进才才 议政大臣阿桂 52
.

5
.

2 111

江江西南昌县县 湛氏氏 未婚婚 万满子 1777 议政大臣阿桂 50
.

12
.

222

江江西临川县县 胡氏 2 444 已婚婚 李庭祥 4 777 议政大臣喀宁阿 51
.

7
.

1777

江江西建昌县县 余氏 巧巧 未婚婚 淦斯叨 巧巧 议政大臣阿桂 56
.

1 1
.

2 222

浙浙江遂安县县 徐氏 2 9 (16 ))) 已婚婚 周物启 32 (19 )))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10
.

1333

浙浙江武义县县 徐氏 777 未婚婚 洪智全 777 浙江巡抚福裕 48 年年

浙浙江云和县县 汤氏 1 6 (1 3 ))) 已婚婚 刘招幅 2 5 (22 ))) 议政大臣英廉 48
.

4
.

1666

浙浙江永嘉县县 戴氏 1999 未婚婚 郑家球 2 5 以上上 浙江巡抚琅环 55
.

8
.

2 555

湖湖北房县县 李氏 2 1 (1 2 ))) 已婚婚 张次贤 36 (2 7 ) 佃农农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10
.

888

湖湖南宜章县县 谷氏 1444 已婚婚 黄毛花 1666 湖南巡抚伊星阿 48
.

10
.

2000

湖湖南新化县县 陈女 1333 未婚婚 杨度喜 1444 湖南巡抚姜最 “
.

1 1
.

2444

四四川蓬州州 田氏 1 444 未婚 2 44444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1 1
.

666

四四川西充县县 雷满姑 1888 未婚婚 陈潮湘 1333 议政大臣阿桂 4 9
.

3
.

2 000

四四 川通江县县 李氏 1 1 (12 ))) 已婚婚 李先禹 24 (19 ))) 议政大臣喀宁阿 49
.

5
.

2999

四四川顺庆府府 吴氏 1666 未婚婚 王尚贵 nnn 四川总督李世杰 53
.

6
.

2 666

广广西祟善县县 陈氏 2333 已婚婚 黄洪胜 3 000 广西巡抚孙永清 52
.

5
.

1888

云云南镇雄州州 林氏 1777 未婚婚 张二蛮 1666 云南巡抚谭尚忠 54
.

3
.

2 666

福福建尤溪县县 陈氏氏 未婚婚 蔡正卓 1444 闽浙总督伍拉纳 55
.

1 1
.

2 222

福福建平和县县 饶氏氏 未婚婚 林庭 2777 福建巡抚富纲 4 6
.

7
.

1444

贵贵州绥阳县县 刘妹 1444 未婚婚 岳大弟 1111 议政大臣阿桂 56
.

1 1
.

2222

说明
:

人名后括号里数字为初婚年龄
,

其它数字为案发时年龄
。

由表 2 我们可以获得两方面的信息
:

一是

童养媳的初婚年龄
,

一是童养媳夫妇的婚龄差

别
。

在表 2 中
,

括号中的数字为童养媳夫妇初

婚年龄
,

其他数字为命案发生时的年龄
,

后者

可为我们提供童养媳夫妇的实际婚龄差异
。

另

外
,

在一些个案中
,

命案发生时童养媳夫妇还

没正式婚配
,

因而一定程度上限制我们了解童

养婚夫妇的初婚年龄
。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了

解他们的婚龄差异
。

从表 2 中我们共得到 14 组童养媳夫妇初

婚年龄资料
,

其中女性初婚年龄在 13 岁以下

者有 3 例
,

14 一 17 岁有 11 例
,

平均初婚年龄

为 1 4
.

7 7 岁
。

当然不能将其作为个案童养媳的

平均初婚年龄
。

因为在所收 个案中还有 n 例

年龄在 巧一20 岁的童养媳 尚未 圆房
,

然而
,

童养媳的初婚年龄有偏低的倾向却是无疑的
,

童养本身就是一种对早婚愿望迎合的婚姻
。

可

是童养家庭的家长也并非一味追求早婚
。

我们

从个案资料常见到家长作这样的陈述
:

童养媳

妇和儿子 尚未长成
,

故未圆房
。

而另一方面
,

若童养媳至十八
、

九岁尚未举行成亲仪式
,

则

往往有一些 客观因素的制约
: 属 于非正常现

象
,

即相对的晚婚均有特殊原因
。

河南光州胡

氏供
:
2 0 岁

,

父故母改嫁
,

小妇人 自幼许给

高万选为妻
,

童养过门
,

还没成婚
。

因公公已

故
,

男人出外学生意
,

婆婆孙 氏改嫁李国安
,

把小妇 人带到 李家 同居 (议政大 臣喀宁阿

51
.

10
.

27 )¿
。

家庭发生变故
、

未婚丈夫出外

谋生
,

使其不得不推延婚期
。

而在男性初婚年

龄方面
,

除一例相对 较低 ( 14 岁 ) 外
,

其余

均在 16 一 23 岁的水平上
。

而在男性中还有多

例二十七八岁以上未婚者
。

17



从我们所收集的个案来看
,

童养媳妇的年

龄差异是明显 的
,

绝大部分为男性大 于女性
,

这也与童养媳产生的方式有关
。

一个家庭只有

生下男性子女后才能考虑童养媳间题
,

特别是

那些自幼抱养者绝大多数会小于其未来丈夫
。

具体来讲
,

在 3 9 例夫妇年龄资料齐全的

个案中
,

7 例 为女大于男
,

3 例 为同岁
,

其余

2 9 例为男大于 女
。

值得 注意的是
,

女大 于男

案例中女 比男一般大一两岁
,

个别的达 5 岁左

右 ; 而男大于女的年龄范 围较宽
,

男大于女 6

岁以上者 有 18 例
,

占男大于女 总数 (29 例 )

的 6 2
.

0 7 % ; 8 岁以 上者为 12 例
,

占该类的

41
.

38 % ; 甚至还有 5 例男 大于 女 10 岁 以上

者
,

最大年龄差距为 23 岁
。

这说明
,

在童养

婚中
,

夫妇之间存在着 比较严重的龄婚失调现

象
。

因为童养婚与成人婚姻有一定区别
,

成人

婚姻虽然也有年龄差异
,

但双方基本都进入成

人状态
。

而童养婚按一般理解
,

不仅在形式上

有先进入夫家抚养一段时间这样一个过程
,

因

而实际上也有一 个等待彼此长大这样一个阶

段
。

但年龄相差过大
,

则必然会使另一方婚姻

失时
,

以致出现畸形的婚姻
。

福建 平和 县林庭
,

27 岁
,

父母尚存
,

弟

兄 8 人
,

童养女人饶氏
,

还没成婚
,

砍柴度

日
,

后图奸邻居已订婚女儿
,

遭到拒绝
,

将其

致死 (福建巡抚富纲
,

46
.

7
.

1 4 )
。

陕西富平县张起倩供
:

26 岁
,

父故母在
,

兄弟三人
,

小的排第三
。

小的童养刘氏
,

还没

成亲
,

因欲与邻居之妻董 氏行奸遭拒
,

起意灭

口
,

将其勒死 (议政大臣喀宁阿
,

54
.

5
.

7)
。

这类男性大于女性
,

且年龄差距较大的婚

姻
,

对男性来说已不是早婚了
,

其形成背景很

可能是出于解决婚配困难的考虑
。

如果说童养

男女年龄相 当是男方家长 未雨绸缪的举措的

话
,

那么年龄相差过大则可能是对子弟未能及

时婚配的补救措施
。

对 已有童养婚的男性来

说
,

自己 已经成人
,

而妻子还是年幼之童
,

因

而 出现有婚姻之形
、

无婚姻之实的状况
。

在这

种情况下
,

即使圆房之后
,

他们也很难建立正

常的夫妻关系
。

女性中也有类似情形
。

四川西充县童养婚

雷满姑
,

18 岁
,

丈夫 13 岁
,

未圆房
。

雷满姑

被人调戏成奸
。

丈夫撞见行奸
,

奸夫将其砍死

(议政大臣阿桂
,

49
.

3
.

2 0 )
。

四川 )!项庆府吴 氏 1 6 岁
,

丈夫 1 1 岁
,

1 3

1 8

岁过门童养 (现未圆房)
,

巧 岁 (乾隆五十二

年 ) 回娘家时与吴相贤成奸
。

吴相 贤说与吴 氏

通奸情密
,

让吴 氏勒死丈夫
,

好做长久夫妻
。

吴 氏 允 诺
,

将 夫勒 死 (四 川 总 督 李 世 杰

5 3
.

6
.

2 6 )
。

在这些案例中
,

女性发育 已经相对成熟
,

不得不等待 尚未长成的丈夫
,

婚外之情便会乘

虚而生
。

我们认为
,

童养婚是父母包办婚姻的极端

表现形式
。

在传统社会
,

父母往往将子女的婚

姻作为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履行
,

在当时婚

姻市场对男性不利的情况下
,

那些预见到未来

婚姻形势困难的家庭试图通过付出抚养费用来

取得女方家庭对其子弟婚姻的支持
。

当然
,

经

济状况差 的女方家庭借此 能够减轻养育之累
,

各有所得
。

其结果是
,

这种方法可以创造婚姻

的形式
,

但却不能带来家庭气氛的和谐
。

三
、

童养婚存在的社会背景

和家庭背景分析

童养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独特的婚姻现

象
,

它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

因

而
,

在考察童养婚的具体形态时
,

社会和家庭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必须考虑到
。

(一 ) 童养婚产生的社会背景

我们认为
,

童养婚产生的社会背景可从这

两个角度来看
,

一是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早婚

习俗
,

二是婚姻中财礼的讲究
。

在清代社会中
,

女性早婚具有普遍性
,

而

与早婚相伴随的是早订婚
,

童养婚的存在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早婚
、

早订婚社会习俗 的影响
。

订婚在当时称为议亲
,

不少地方在三四岁的童

稚时期即开始操办
。

山西永宁州
, “

士 民之家

缔姻
,

多在孩提 时
。

间有至成童者
” À ; 河南

光山县
, “

自幼结亲
” Á ; 湖南桂阳

“

州俗结婚

必于童时
”  ; 常德

, “

郡人子女褪棍论婚
,

有

但以一言 为定 终身不改者
” 0 ; 江西南安

,

乾

隆初期
“

有女之 家未离褪森即行议婚
”。 。

依

传统观念
,

订婚即意味着婚姻关 系的确立
,

是

不能轻易更动的
。

一旦父母特别是母亲亡故
,

女儿无人照料
,

将其送至婆家童养就成为一种

不得已的做法
,

即先聘后童养
,

这种现象在档

案中有一定反映
。



直隶建昌县李马驹 供
:

17 岁
,

廉舍 儿自

幼许给小的做女人
。

乾隆五十六年她祖母王 氏

因廉舍儿父死母嫁
,

没人管教
,

送到小的家里

童养
,

还没成亲 (直隶总督梁肯堂
,

58
.

8
.

7)
。

直隶宝低县陈 氏
,

10 岁被聘定 为王富禄

之妻
,

13 岁因父穷
,

被送至夫家童养
,

14 岁

完婚 (议政大臣阿桂
,

49
.

4
.

1 5 )
。

山东郑城县韩埋供
:

了姐是江苏宿迁吴其

洪女儿
。

乾隆五十年春
,

吴带了姐逃荒到小的

庄上
,

把了姐给小的母亲做义女
,

母将了姐许

与杨石做女人
。

五十一年二月
,

母死
,

杨石母

接了姐去童养 (山东巡抚长麟
,

53
.

10
.

18 )
。

江苏江都县李 氏供
:

先嫁王庆余为妻
,

生

女大姑
,

于乾隆三十二年上许给倪安邦儿子倪

廷芝为妻
,

当年夫故
,

带女儿再嫁王锦山
。

三

十四年倪安邦将女领取童养
,

时年 13 岁 (议

政大臣喀宁阿
,

4 7
.

1 2
.

5 )
。

还有一种情形为
:
夫家鉴于女方家境困

难
,

提出将订婚之媳过门童养
。

奉天海城县
,

耿祥孙女二姐与本屯吴发之

弟吴成为妻
,

今年 13 岁
,

今年八月吴发与原

媒说
,

耿祥家里很难
,

吃穿都费事
,

让媒人与

耿祥商量把二姐接过童养
。

耿祥同意
,

条件是

财礼 20 千 (盛京刑部侍郎荣柱
,

53
.

1 1
.

1 6 )
。

以上事例表明
,

童养婚习俗与民间普遍盛

行的早缔亲聘妇做法有很大关系
。

童养婚中还有一种特例
—

反童养
,

即原

本为男性之家童养女性
,

因男家出现变故
,

未

成年男性被接至女家童养
。

广东开建县孔元兴供
:

小的妻子早故
,

遗

下女儿孔 氏
,

自幼许与梁永 昌为妻
,

女婿 4 岁

时其父母相继 亡故
,

无 人依靠
,

小的又无 儿

子
,

故招女婿到家抚养 已有 13 年了
,

尚未与

女儿完婚 (女婿 17 岁) (议政大 臣阿桂
,

51
.

10
.

26 )
。

这类事例 虽少
,

但也可说 明早 订

婚与童养婚姻之间的相互关系
。

婚姻财礼过重也是童养婚产生的社会因素

之一
。

冯尔康先生曾撰文指 出
,

结亲聘礼重
,

婚礼浪费大
、

陪嫁多
,

这种习惯常人又无力抗

拒
,

而童养婚制度却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

(冯尔康
,

1 9 86
,

3 1 0)
。

不过档案资料对此反

映较少
。

(二 ) 童养婚存在的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实际主要与家庭经济状况有关
。

那么什么人家能够采用童养方式为子弟解决婚

姻问题呢 ? 富裕家庭一般不会以此行事
,

他们

多采用早婚的办法解决子女婚配问题
。

而过穷

家庭往往 自家现有人口 尚难养活
,

抱养一女虽

能增加劳动人手
,

但那也是几年以后之事
,

所

以也没有经济条件童养子媳
。

下面几个案例可

为我们提供具体的认识方式
:

江西赣县黄赖 氏供
:

犯 岁
,

丈夫 38 岁
,

做木匠生理
,

生 3 子
,

抱养一媳 (两岁 )
,

年

俱幼小 (江西巡抚郝硕
,

4 5
.

1 1
.

1 ())
。

四川遂 宁县谢氏
,

35 岁
,

生 一男 一女
,

童养刘氏为媳 (已 n 岁 )
,

自耕农家庭
,

农忙

时丈夫雇人帮工 (议政大臣阿桂
,

48
.

1 1
.

2 0 )
。

浙江 武义县方 氏供
:

51 岁
,

生一贡
,

n

岁
,

童养媳妇徐氏
。

乾隆四十七年夫患病不能

种田
,

短雇人帮种 (浙抚福裕
,

48 年 )
。

贵州绥 阳县万 氏
,

40 岁
,

生 三子一女
,

长子 n 岁
,

次子 9 岁
,

三子 6 岁
,

女儿 3 岁
,

给大儿抱有童养媳刘妹 (现 14 岁
,

9 岁入夫

家 )
,

丈夫种 山度 日
,

雇有长工 (议政大 臣阿

桂
,

5 6
.

1 一 2 2 )
。

有一案例
,

当事人童养两媳
。

湖北房县蔡

氏供
:

35 岁
,

原籍南张县
,

公公 已故
,

婆婆

徐氏住在老家
,

丈夫易纯公
,

乾隆三十年搬住

房县种地
,

有两个儿子
,

大 的 15 岁
,

随婆在

南漳读书 ; 小儿 5 岁
,

还领 了两个童养媳妇
,

一同居住 (议政大臣英廉
,

4 7
.

3
.

2 4 )
。

可见具有一定生活能力的 自耕农或佃农家

庭
,

童养的条件才比较具备
。

因为童养媳一般要在夫家度过 5 一 1 0 年的

时间
,

甚至更长
,

才能婚配
。

夫家的经济状况

肯定会有起伏变化
,

特别是父母亡故会给家庭

带来很大影响
,

因而我们也会看到极贫之家的

童养媳
。

如陕西 渭南县梁锁儿供
:

28 岁
,

父母俱

故
,

并没兄弟
,

死的王 氏是小的女人
,

14 岁
,

还未成婚
。

她娘家父亡母嫁
,

再无亲人
。

小的

向在渭南杜家堡佣工
,

家内无人
,

把王氏寄养

在堂叔梁世春家住了一年
,

因梁世春穷苦难以

久住
,

乾隆五十年又到渭南凭信镇央小的姨母

宋氏收留
,

许帮 口食
。

住了一年多
,

小的挣不

下钱没帮口食
。

姨母使人来叫小的去
,

说小的

无钱帮助
,

她也无力养赡
,

叫小的领回自己过

活
。

因无房居住
,

与女人互骂
,

殴伤其身死

(议政大臣喀宁阿 52
.

10
.

1 2 )
。

这一案例是 比

1 9



较特殊的
。

因为童养夫妇年龄相差 14 岁
,

并

且男方父母 已故
,

该童养媳极大可能是在公婆

去世前抱养的
,

而那时夫家的经济状况要强于

现在
。

个别乞讨者也会童养他人之女
。

陕西渭南

县陈玉五供
:

39 岁 (乾隆五十四年 ) 父母早

故
,

女人 王 氏
,

因没 儿子
,

抚 养侄 儿广生为

嗣
。

家穷
,

一向在外讨吃度日
。

乾隆五十二年

三月
,

经人说合
,

将 同样在外讨吃 的张义的
1 2 岁女 儿与嗣子广 生童养为妻 (现 14 岁 )

,

因广生 在外佣 工还没成亲 (议政大臣阿桂
,

5 4
.

6
.

2 8 )
。

父母穷苦则是女孩被送童养的最 根本原

因
。

想对来说家庭子女多并不 是最 突出的原
因

,

而是家庭 出现变故
,

特别是父 母 一方亡

故
,

另一方难于承担养家糊 口之责
,

只好将女

儿送人童养
。

湖北光化张 氏供
:

14 岁
,

母早故
,

父在
,

只生小的一人
,

自幼许给余利童养为妻 (议政

大臣英廉
,

4 7
.

5
.

3 )
。

四川遂宁县刘 氏
,

n 岁
,

父死母嫁
,

自

幼抱 与姜 石 保 童养 为妻 (议 政大 臣阿 桂
,

4 8
.

1 1
,

2 0 )
。

四川射洪刘 氏供
:

夫早死
,

母杨氏改嫁
,

乾隆 四十九年十一月
,

小妇许与夏四宝做妻
,

过门童养
,

第二年四月二十日成亲 (四川总督

李世杰
,

5 0
.

6
.

2 4 )
。

父母均在
,

子女 又少的家庭
,

也因贫穷
,

将女儿送出童养
。

山西长治县张 氏
,

37 岁
,

生一女
,

今年

(乾隆四十七年) 12 岁
,

给郭家做童养媳 ; 一

个儿子
,

才 10 个月
。

男人在公婆故后不务正

业
,

把遗下房地都卖了
,

后赁房居住
,

挑担剃

头
,

又挣不上钱
,

不能养活小妇人
,

时常受饿

(山西巡抚农起
,

47
.

8
.

10)
。

(三 ) 童养媳在夫家的地位

童养媳在夫家并非被单纯抚养
,

而是要从

事多种家务
,

可 以说
,

童养媳在具备基本的劳

动能力后
,

便成为夫家家务的主要承担者
。

从

这一角度讲
,

童养媳可谓廉价劳动力
,

即使如

此
,

其在夫家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

就我们所收集的个案来看
,

大部分童养者

夫家在母家附近村庄
,

因为我们常遇到这样的

案例
。

童养媳被婆或夫打骂
,

忍受不了
,

跑回

2 0

娘家
,

致使其父母或兄弟前来说理
,

以致引发

命案
。

童养媳由于年龄小
,

不会煮饭
,

常遭婆婆

和丈夫的打骂
。

浙江富阳朱氏
,

13 岁
,

4 岁时

母亲将其给与许大祥为童养媳
,

还未成亲
,

平

日婆婆徐氏说其不会炊煮
,

时打骂
。

乾隆四十

八年六月二十九 日
,

早上做饭
,

婆嫌没熟
,

就

把她打一顿
,

还说晚上再打
。

朱 氏害怕
,

因娘

家住同庄不远
,

就回娘家要母来讨饶
。

其兄前

往
,

引发命案
’

(议政大臣阿桂
,

49
.

5
.

18 )
。

童养媳在未正式圆房前与丈大虽有夫妻名

分
,

但这种关系远不如有正式婚配关系的夫妇

稳定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干童养夫妇 尚未长

成
,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

其命运在相当程度上

掌握在公婆手中
。

我们在档案中见到多起童养

媳被退回的案例
。

由于未正式成婚
,

所以不叫

休弃
,

由此也可见童养婚与正式婚姻差异之一

斑
。

京师刘陈氏供
:
5 2 岁

,

夫早故
,

我于 乾

隆四十一年凭媒说合
,

用财礼京钱四吊写立婚

书
,

聘得 盖廷泰 10 岁之女存姑为童养媳妇
,

当即过 门了二年
。

后因存姑不听训诲
,

时常私

自跑回母家
,

烦原媒将存姑并婚书送还
,

那原

聘财礼并没送还 (议政大臣阿桂 48
.

12
.

1 7 )
。

江苏奉贤县俞大姐供
:

父母故
,

小女子乾

隆三十九年间到汤周氏家做童养媳
,

平 日婆婆

因小女子不 肯做活常大骂小的
。

四十九年五

月
,

婆婆因小女子懒惰把小女送回叔叔俞二宝

家
,

叔叔就到原媒汤有观家去理论
,

争吵时引

发人命 (江宁巡抚阂鹦元
,

49
.

n
.

8)
。

这表明童养媳与公婆特别是婆婆的关系如

何是非常重要的
。

由于丈夫年龄 尚小
,

或因没

有圆房
,

接触较少
,

婆婆就成为其 日常生活的

监督和指导者
。

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

因而

容易发生冲突
。

还有婆家以童养媳身体有缺陷等原因将其

退回
。

湖北竹溪县李女 自幼许与陈柯做童养媳

妇
,

尚未成婚
。

因李女瘾呆
,

乾隆五十五年将

其退还 (议政大臣阿桂
,

56
.

6
.

2 0)
。

甚至有将童养儿媳嫁卖者
。

四川金堂县罗

游氏供
:
6 2 岁

,

死 的小游 氏 (18 岁 ) 是 小妇

人童养媳妇
,

小妇人儿子出外四年未 回
,

故此

没有婚配
。

乾隆五十年发现小 游氏与人通奸
,

斥骂过她
。

因穷纵容
,

陆续得过奸夫 6 千文

钱
。

后因儿在外多年没音讯
,

不知下落
,

想把



小游 氏另嫁
。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经人将小游氏

说与朱应文为妻
,

议财礼 20 千文 (署川督成

都将军鄂辉
,

52
.

5
.

1 7)
。

童养媳是一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
,

或者

说它是早婚行为的一个副产品
。

早婚行为的流

行使童养婚具有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

当然童养

婚又不能等同于早婚
。

因为在当时社会中
,

正

规的早婚多发生在经济状况 比较好的家庭中
,

对男性尤其如此
。

而童养婚家庭的基本出发点

是
,

女性家庭通过此方式减少抚养的困难
,

男

性家庭则为了减少婚姻的困难
,

在节约财力方

面二者是一致的
。

但我们却不能把童养婚的产

生和维系都归结于这一点上
。

由于童养媳所处

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低下
,

即使对于贫穷家

庭而言
,

将子女送出去童养也是不得 已而为之

的选择
。

我们从上面早订婚与童养的关系上即

可对此有所认识
。

四 飞 关于童养媳的政策性规定

对于童养婚的缔结
,

政府是不予干预的
。

然而
,

童养夫妇在法律上的地位如何
,

则需要

政府加以界定
。

由于这方面 明确的法律条文较

少见到
,

所以我们只好借助案例审判结论来加

以说明
。

(一 ) 童养媳与未来丈夫的法律关系

在家庭成员关系上也是如此
。

四川南充县

刘国富
,

2 1 岁
,

强奸弟刘 国相未圆房童养媳

妇明丙姑未成
,

并戳伤其臂膊
。

会审判决
:
查

明丙姑与刘国相虽未成婚
,

但童养在家
,

名分

已定
。

刘国富强奸弟妇
,

因其喊叫不从
,

持刀

凶戳
,

未便仍照亲属强奸未成问拟
,

刘国富今

依强奸妇女执金刃凶器戳伤本妇未成奸拟绞监

候 (议政大臣阿桂
,

48
.

9
.

4 )
。

童养婚的法律效力还可从童养媳妇被母家

另嫁的事例中予以说明
。

四川营 山县杜养贤
,

乾隆三十六年凭媒苟复生聘定李宣海的女儿李

氏为婚
,

给有庚帖
,

过门童养
。

乾隆四十一年

正月
,

李宣海 因他妻患 病来接李氏 回家
,

后

李宣海搬往他处
。

乾隆四十三年将女儿许给李

先禹
,

过门童养
,

四十四年完婚
,

四十八年生

一女
。

杜养贤后查知
,

带人前去领回
,

引发人

命 (杜的伙计被打伤身死 )
。

会审判决
:

李 氏

仍照律断归杜养贤完配
,

李 氏所生一子给李先

禹之父领养 (因李先 禹伤人致死被判绞监候 )

(议政大臣喀宁阿
,

4 9
.

5
.

2 9 )
。

从这些命案审判结论中可以看出
,

童养媳

夫妇 (未完婚) 的法律地位与其它正式婚娶夫

妇以及童养后 已完婚的夫妇没有什么不同
。

进

而我们或许能得出这样的认识
:

童养期间夫妇

的差异只体现在民间习俗上
,

而不是官方原则

上
。

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
,

婚姻的缔结不是

一种政府参与的事务
,

而完全是民间行为
。

一

般来讲
,

只要未婚男女有人主婚
,

有人为媒
,

就可视为合法婚姻
。

从清代法律来看
,

除了对

指腹割衫为亲者加以禁止。外
,

童养婚行为政

府不予干预
。

同样
,

童养婚也具有这种婚姻形

式
,

只是在婆家还没举行正式婚礼
。

在官府看

来
,

他们 已具有夫妇的名分
。

山东安邱县高小创
,

乾隆五十年 18 岁时

义父 为其聘定 张相考 女 儿 小妮子 为妻 (n

岁 )
,

因小妮子年幼 在家童养还没成婚
。

乾隆

五十一年的一天
,

想与小妮子行奸
,

不肯
,

强

行行奸以 致卡死小妮子 (12 岁 )
。

会审判决

为
:

查高小创卡死张小妮虽系因奸所致
,

究系

高小创聘定未婚之妻
,

夫妇名分已定
,

与常人

因奸致死不同
,

应仍照夫殴妻至死律科断
。

高

小创依夫殴妻至死者绞律应拟绞监候 (议政大

臣喀宁阿
,

51
.

8
.

5 )
。

(二 ) 童养期间丈夫死故
,

其婚嫁问题的

解决方式

江苏吴江县施珑山供
:

小的有两个儿子
,

一个女儿
,

配与陈秀珑的儿子四观为妻
,

过门

童养尚未成婚
。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七 日女婿

死了
,

女儿回家告知小的
,

说她公公要把她改

嫁得些财礼
,

她着急逃回的话
。

小的想陈秀珑

必定将女嫁卖
,

就把女儿留在家里
,

后来陈秀

珑来接过几次
,

小的总不把女儿放回
。

九月十

八 日陈秀珑同她次子二观来硬接女儿
,

小的不

依
,

与他争吵
,

儿子施永全说你儿子已死
,

我

妹又不是你家人了
,

陈秀珑就拾小的家地上小

木缝 向儿子打去
,

儿子夺过木缝回打
,

陈秀珑

受伤而死 ⋯⋯ 会审判决为
:

陈施 氏恐被转嫁
,

潜回母家
,

均请免议
。

陈施 氏仍听母家领回
,

追还财礼 (议政大臣喀宁 阿 51
.

9
.

2 7 )
。

这一

判决又与正式丧偶妇女再婚的政策要求不相符

合
。

因为按照清代婚姻法律
,

公婆对寡媳有主

2 1



婚再嫁的权力
,

但前提是寡妇情愿再嫁
,

而不

能强嫁
。

此案中
,

婆婆试图将丧夫之童养媳妇

再嫁
,

可能具有强嫁的味道
,

所以官府作出解

除婚约的判决
。

可见
,

总的来看
,

虽然官方法律制度对童

养婚缺少明确的说明
,

而案例审判结论在清代

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

它告诉我们
,

童养婚也

是一种具有夫妇名分的婚姻
,

这实际使清代政

府所规定的初婚年龄标准大大降低了 (男 16

岁
,

女 14 岁 )
。

我们认为
,

当时童养婚所以能

够存在和维持
,

除了婚姻缔结习俗促使和贫穷

导致外
,

同官方政策对这种婚姻行为的认可有

很大关系
。

童养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独特的婚姻

现象
,

它又是正规婚姻的重要补充形式
。

社会

中下层家庭由此获得了一个解决子女婚姻的捷

径
。

而从夫妇关系上看
,

它又是一种畸形的扭

曲的婚姻形式
。

夫妻年龄上的不协调引发诸多

婚姻悲剧
,

是中国传统社会包办婚姻的极端表

现
。

男女在不更人事之时便有了夫妇名分
,

承

担起除生育之外的诸多家庭责任
,

女性社会地

位之低下在童养婚实践中得到充分说明
。

童养婚的存在与贫穷密切相关
,

这是童养

媳产生和维系的经济根源
,

同时
,

缺乏制度约

束也是童养媳存在的重要因素
。

在清代
,

官方

虽有男女初婚年龄的规定
,

而这一标准对民间

婚姻行为基本上没有约束力
,

即低于该规定婚

配者不受任何处罚
。

至于童养婚
,

官方不仅没

有限制政策
,

而且还认定童养夫妇 已具有实际

夫妇名分
,

这无疑是对童养婚姻的认同
,

从而

使童养婚具有了合法性
。

可以说贫穷是童养婚

存在的基础
,

官方的认可则使童养婚获得 了维

系的保证
。

童养媳与早婚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

早婚是

童养婚产生的温床
。

在 中国早婚不仅表现在早

结婚之上
,

而且体现在早订婚之上
。

订婚又是

传统社会的重要契约关系
,

在民间社会具有很

强的约束力
。

家庭成员的变故所带来的家庭经

济地位下降
,

特别是女性家庭抚养力的下降
,

使早订婚与童养媳之间建立起某种必然的联

系
。

童养婚的存在同婚姻市场上男女性别比例

的失调有很大关 系
。

一般认为婚嫁费用过高使

男女双方家庭难于承受正常的婚姻方式
,

而压

力最大的是男方家庭
,

即正常婚姻中的财礼过

高成为一项重负
。

我们认为财礼过高与婚姻市

场上女性的不 足
、

男性的相对过剩 有直接关

系
。

由此促使经济状况窘迫的家庭采用童养这

种迂回的方式来达到解决婚姻问题的目的
。

或

者讲
,

它是女性这种婚姻资源在婚姻市场 比较

紧缺情况下人们所采取的一种抢购措施
,

童养

婚的实行将提高男女的婚配比例
。

童养婚在受到诸多社会力量推动 的同时
,

肯定还有对其抑制的社会力量
,

就是它是一种

六礼不备的婚姻制度
。

这就使童养者社会地位

被大大贬低
,

在进入夫家之后和圆房之前的一

个较长的时间内
,

她首先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被

抚养和使用
,

其家庭地位与富裕之家的奴蟀非

常相近
,

因而
,

它虽然在地域上有较广泛的存

在
,

却不会被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
。

童养媳在中国社会中的特定历史时期还有

其可肯定之处
,

如在清中期的一些地方
,

童养

媳的存在
,

对溺婴的行为产生了抑止
,

这是从

减少人 口 死亡的角度来看
。

而从婚姻方面 来

看
,

其积极意义是有限的
。

¹ 冯尔康
: “

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

论
” ,

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清史研究集》

第五集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9 0

,

30 9 一 31 0 页
。

º 道光 《安岳县志》
,

风俗
。

» 道光 《隆昌县志)
,

风俗
。

¼常建华
: “

清代溺婴问题新探
” (未刊稿 )

。

½ ¾见丁世 良
、

赵放主编 (中国地方志 民俗资料汇

编) 中南卷 (上 )
,

5加 页
,

5 29 页
。

¿ 说明
:

本文中凡是未注明具体出处的题本资料均为

笔者直接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

档案中所搜集 ; 同时为简明起见
,

题本资料出处采用

缩写方式
,

如福建巡抚徐嗣曾 51
.

5
.

7 意为福建巡抚

徐嗣 曾题
,

时间为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七 日
。

À康熙 《永宁州志》
,

风俗
。

Á 民国 《确山县志) 卷 10
。

 同治 (桂阳直隶州志 ) 卷 9
。

0 道光 (安福县志》
,

风俗
。

@ 乾隆十三年 《大庚县志》卷 2
,

风俗
。

0 《大清律例》 (卷 10
,

户律
,

婚姻 ) 中有
:
男女婚

姻各有其时
,

或有指腹割衫为亲者
,

并行禁止
。

(作者王跃 生 :
中国社会科 学院人 口 研 究

所副研究员 ; 邮编 100 7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