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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妇女再婚的个案分析

王跃生

在 中国传统社会 中
,

再婚是男女都面临的问题
,

不过
,

担对来说
,

男性再婚比较简单
,

并且

不存在社会性的限制
,

只要条件允许 (特别是经济条件允许 )
,

男性丧偶和离异者绝大多数会走

上再婚之路
,

而女性再婚则显得十分复杂
,

特别是在宋元 以来的社会中
,

女性
,

尤其是丧偶女性

的再婚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

因而
,

与男性相反
,

女性丧偶者只要经济条件许可
,

常常以不再婚来

度过余生
,

甚 至一些经济条件不具备者也勉为其难
,

以不再婚为最高追求
,

进而她们的行为受

到来自民间和官方的赞许和族表
。

然而
,

这只是丧偶妇女婚姻行为的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
,

那些家境贫寒的寡妇却难以在余

生保持不婚状态
,

为了自己和已有子女的生存
,

再婚是她们的必要甚至必然 的选择
,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任何阶段
,

官宦
、

地主和富裕 自耕农在社会各 阶层或总人 口中均 占少

数
,

这意昧着大部分丧偶妇女保持不再婚的经济条件是欠缺的
。

需要指 出
,

即使在有经济条件

保持不再婚的丧偶妇女中
,

也有一部分人踏上再婚之途
,

由于资料的限制
,

在 以往的研究中人

们更多的注意妇女不再婚的问题 (这方面的资料可谓俯拾 皆是 )
。

而对妇女再婚问题的研究还

很不够
。

笔者最近通过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翻检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
,

收集到不

少有关丧偶妇女再婚状况方面的个案
。

由此或许能对这一问题加深了解
。

此外
,

还应看到妇女再婚的一个变种—
已婚妇女 以各种名 目被丈夫

、

婆家
、

娘家及其他

人卖婚
,

这一 内容在其它资料中缺少具体的反映
,

在我们翻检的档案资料中则有不少这类案

例
,

对此加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

由于婚姻家庭类档案资料数量浩繁
,

无法在短期内尽数搜集
,

这次我们主要查阅了乾隆四

十六年 至五十六年 (1 7 8 1

—
1 7 9 1 年 )的部分

。

我们想通过对这 n 年妇女再婚的考察
,

借以了

解清代 中期妇女再婚的特征
。

与初婚由父母包办不同
,

妇女再婚则受制于多种因素
,

亲属关 系网络的扩大增加了染指妇

女再婚活动的社会范围
,

更需指出的是
,

妇女再婚时的商品性色彩很浓厚
,

即她往往不能享受

一个人应得的尊重
。

探讨这一问题将会使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
,

这里

我主要想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所提供的个案进行分析
。

一 丧偶妇女再婚个案分析

丧偶妇女再婚总的来说
,

是出身社会中下层家庭妇女的选择
。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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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难于守 节
。

另一方面
,

他们所受礼教的精神束缚较少
,

但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的作用
。

这

里的经济 因素可从两个角度理解
:

一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

男性是家庭 生活资料 的主要提供

者
,

丈夫故逝之后
,

妻子将难以获得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
,

生存维系会出现困难
,

穷 困驱迫其以

再婚来获得生存保障
。

二是对于有一定财产的家庭来说
,

丈夫去世后妻子尚可勉力维持
,

而这

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

即丈夫的兄或弟以及其它家人为谋求这份财产而鼓动寡妇嫁出 (对没有生

育男性子女 的寡妇来说
,

很可能要面临如此处境 )
。

(一 )关于丧偶妇女再婚的政策性规定

对平 民妇女来说
,

在清代 中期政策上对其再婚的限制很小
。

我们以往所见到的记载多是关

于寡妇守节不在嫁 的内容
。

而在档案资料 中
,

我们见到了更多的寡妇再嫁方面的生动记载
。

由

此可使我们认识了解寡妇生活的另一方面—再婚行为
。

考察妇女再婚问题
,

首先遇到是寡妇再婚由谁主婚
。

根据乾隆初年定例
,

寡妇 改嫁有夫家

父母主婚
,

夫家无例应主婚之人
,

始得有母嫁主之
。

同时
,

《大清会典事例》对此作了进一步说

明
,

婿妇 自愿改嫁
,

翁姑人等主婚受财
,

而母家统众抢夺
,

杖八十
。

夫家并无例应主婚之人
,

母家

主婚改嫁
;而夫家疏远亲属强抢者

,

罪亦如之
。

另外
,

寡妇在居夫丧期间 (三年 )不得再嫁气

在传统社会条件 中
,

一般情况下寡妇再婚并非主动行为
,

至少在表面上看不是主动行为
,

同初婚一样
,

再婚与否的决定权往往不在寡妇手中
,

除非没有任何亲族
。

如果说
,

初婚时由于有

亲生父母作主
,

尚考虑子女的感情因素和未来生活的话
,

那么再婚情况下的寡妇则完全变成能

够为婆家及其家族成员带来直接利益的商品
。

(二 )寡妇再婚 的直接原因

固然
,

贫穷是妇女再婚的主要原因
,

然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却不尽相 同
。

这其中
,

有的因为

丧偶妇女为债务所累
,

通过再嫁获得财礼偿还债务
;有的是 由于丧夫之后

,

没有经济来源
,

只好

再嫁
。

更进一步来看
,

丧偶妇女再嫁者有的在现实处境面前
,

没有它路可走
,

经过权衡
,

作出一

种相对主动 的选择
; 而有的则是迫于夫家成员的各种压力不得不再嫁

,

甚至有夫家人贪图寡妇

财产而强迫妇女再嫁
。

1
。

还债型再婚
。

中国俗语云
:

冤有头
,

债有主
。

在清代中期丧偶妇女的再婚个案 中
,

这一点有充分体现
。

在

传统社会 中
,

妇女在家庭财富的创造中不起主要作用
,

缺乏基本生产资料的家庭更是如此
。

丈

夫生前欠下 的债务
,

寡妇是难 以通过正当的劳动来偿还的
,

为还夫债而再嫁
,

这可以说是妇女

再婚的一项 比较悲壮的举动
,

婚姻的买卖色彩由此显得浓厚
。

在贫穷家庭
,

除了丈夫生前欠有

债务外
,

死后丧葬料理又欠新债
,

寡妇此时不得不靠嫁人获得财礼以还债务
,

主动中包含着无

奈
。

福建南靖谢氏
,

31 岁
,

丈夫方陈乾隆四十三年死
,

因家贫 日食难度
,

欠的丧费俱没清还
,

又

没儿子
,

今年五月是方陈胞兄主婚
,

把其改嫁陈徐
,

财礼银 22 圆
,

还了前夫 的丧费 (议政大臣英

廉 4 7
.

5
.

2 3 )º
。

江西泰罗县寡妇罗氏
,

因丈夫棺硷埋葬及 自己 日用连年借债 10 0 余两
,

罗氏自愿改嫁
,

将

所得礼银分还各债
,

后再酸与林和三
,

得银 42 两 (议政大臣阿桂 49
.

4
.

2 7 )
。

浙江奉化县马氏供
:

妇人无子
,

夫棺木等费都是赊借
,

家内穷苦
,

久没措还
,

不得 已婆婆主

婚凭媒把小妇转嫁
,

得财礼 29 千文
,

是婆拿去清还各帐 (浙江抚福秘 49
.

5
.

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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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沈高氏供
:

73 岁
,

生子沈白林
,

娶媳袁氏
,

乾隆 四十七年二月儿子病故
,

小妇家穷
,

赊

欠衣会棺木钱有 10 多两银子
,

不能措还
,

又养不活媳妇
,

作 主将媳妇嫁出
,

得财礼银 1 2 两
,

偿

还棺木各欠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1 1
.

1 1)

一种极端现象是儿子将守寡母亲嫁卖
,

以所得财礼还债
。

陕西史月花
,

拉船度 日
,

父死故 4 年
,

母李氏
,

因家贫
,

外欠又多
,

乾隆五十年腊月 自己做主

将母改嫁马姓
,

得了 14 两银财礼
,

还了父遗下的帐 (议政大臣阿桂 51
.

10
.

8)

以上可见
,

丧偶妇女成为婆家最重要的还债工具
,

由此增加了妇女再婚的买卖性质
。

2
.

贫穷难守型再婚
。

在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下
,

男人是家庭 的主要劳动力
,

也是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和

提供者
。

一旦丧夫
,

特别是在核心家庭 中
,

生活的支撑将会失去
,

丧偶妇女再嫁谋生较之守节更

为重要
、

现实
。

湖南桃源袁 氏供 35 岁
,

有一子一女
,

乾隆四十九年前夫病故
,

五十年四月
,

小妇因家贫无

靠难以守节
,

是夫叔同父亲主婚凭媒把小妇嫁与官老三为妻 (湖南抚浦霖 51
·

1
·

24 )

事实上
,

上述两类基本上都是由家庭经济压力促使寡妇采取的再婚行为
。

由此更使我们坚

信妇女丧偶守节是需要基本的经济条件的
,

而对出身社会中下层的丧偶妇女来说
,

这一条件是

不具备的
。

我们有理 由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不得不选择再婚作为生活出路
。

值得注意的

是
,

在因穷改嫁的妇女中
,

不少人没有因循官方所设定的守丧三年这一规定
,

一般丧偶与再婚

的间隔为一年左右
,

它更明确地反映了丧偶妇女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之大
。

3
.

招赘型再婚
。

招赘一般是在前夫留有财产的前提下进行的
。

家有财产
,

子女又年幼
,

无

人照料
,

只好招赘
。

妇女招赘在南方地区较流行
。

江西万载县寡妇黄氏 35 岁
,

乾隆四十四年六

月夫故
,

因儿子幼小
,

要招夫抚养
,

经人说合
,

夫兄主婚
,

招赘 32 岁的俞庭宗为婿 (江西抚郝硕
,

46
.

4
.

1 0)
。

江苏如皋陈氏
,

23 岁丧夫 (乾隆四十年 )
,

有一子
,

乾隆四十一年招赘王万 良为夫 (议

政大臣英廉 47
.

3
.

10 )
。

一些招赘是有先决条件 的
,

江西上饶
,

陈宁氏
,

原嫁魏继代的儿子魏有

涣为妻
,

生有二子
,

长 8 岁
,

次 5 岁
,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丈夫病故
,

五 十二年因翁老子幼无人

养赡
,

凭媒王新发招赘陈得全为夫
,

议定代为养老抚幼
。

10 年后小夫人跟随后夫 回去
,

立有婚

约 (议政大臣阿桂
,

54
.

1 1
.

7 )
。

这三例丧偶妇女均有年幼男性子女
,

或许可以这样说
,

既有一定

数量财产
,

又生有男性子女的丧偶妇女才有招赘的基本条件
。

(二 )丧偶妇女再婚的决定方式
1

.

婆家劝嫁
。

丈夫死后
,

丈夫兄弟为摆脱负担
,

并获得媒钱
,

劝说寡妇改嫁
。

江西德化人李氏
.

31 岁丧夫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 )
,

留下两子穷苦无靠
,

夫兄四人劝其改嫁

抚养幼子
。

于 33 岁丧服未除改嫁
。

得彩礼 32 欠
,

19 千还夫债
,

13 千由夫兄四人均分 (江西抚

郝硕 46
.

9
.

1 0) 后因夫弟再向媒人索要礼钱
,

引起斗殴
,

伤夫弟身死
,

官判李 氏离异归宗
,

追还

媒钱
。

2
.

婆家母家协商嫁寡妇
。

依照官方政策
,

丧偶妇女再嫁的主婚权以婆家为主
,

娘家为辅
。

即只有在公婆故世情况卞娘家父母才能获得主婚权
。

由于主婚权不是空洞的
,

它直接与财礼的

分配相联系
,

所以婆家和母家都想获得这一权利
。

然而
,

也应看到
,

在当时社会
,

多数丧偶妇女

受礼教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

并非都能大胆表露 自己的再婚愿望
。

因而需要婆家和娘家共同做一

些说服和协调工作
。

所以可以讲
,

有婆家和娘家共同参与寡妇的再婚是较普遍的
。

由此也可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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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必要的摩擦
。

不过
,

财礼分配各有不同
。

河南宁陵县三供
,

61 岁
,

女儿杨 氏之夫赵九进隆四 十五年六月

二十二故
。

今年二月初
,

因女儿穷苦难守
,

和赵九母商量把女改嫁
,

应允
,

将女许给乔维三
,

得了

十八千礼钱
,

送宋氏 8 千
,

10 千都是小的收 回(河南抚 富勒浑
,

46
.

7
.

2 3 )
。

安徽颖上周滕氏
,

丈

夫病故
,

婆叶氏因家穷
,

情愿主婚把小妇人 改嫁
,

与哥滕德四商议 明白
,

托人做媒改嫁王佑为

妻
,

依从
,

财礼 25 千
,

叫叶氏收取
,

乾隆四十六年一月哥将小妇接 回家
,

议定在哥家起身 (徽抚

谭 尚忠
,

4 7
.

6
.

9 )
。

事实上
,

在寡妇再嫁问题上
,

娘家还有很大发言权
。

若娘家有亲属而不通知
,

常会引起纠

纷
。

如江苏昭文县沈高氏嫁媳未告知亲家
,

得财礼 12 两
,

媳父知后找娶主
,

要求其再出 12 两银

财礼
,

娶主只肯出 6 两
,

因而争吵发生命案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n
.

1 1 )
。

河南永成县
,

陈氏丧

夫
,

因家贫苦
,

没依靠
,

陈氏的婆婆徐 氏作主把陈氏改嫁
,

得 5 千财礼钱
。

陈氏的父亲陈二知道
,

因徐氏不通知他
,

就在当地衙门告状
,

后被人私下调处
,

让娶主再 出 5 千财礼
,

双方依允 (河南

抚富勒浑 47
.

7
.

1)

3
.

婆家强嫁
.

这可以说不是从寡妇 的个人愿望或其生活需要角度考虑
,

而是婆家人依据

其好恶
,

容不得寡妇的存在
,

强将其嫁出
。

江苏通州钱季氏供
,

61 岁
,

生两子
,

次子于乾隆四 十五年故
,

遗媳张氏
,

一个孙子
。

四 十一

年小妇把 田产分开
,

令他们各 自度 日
。

小妇 因张氏不肯轮养
,

因此不喜
,

要把他改嫁
,

长子劝阻

过
,

乾隆四 十五年小妇托人作媒
,

寻觅娶 主
,

后说与瞿风来
,

议明财礼 60 两
。

张氏供
:

夫故
,

生一

子 12 岁
,

立志守节抚孤⋯⋯因婿居子幼不能轮养婆婆
,

婆不喜
,

改嫁小妇
。

小妇不允
,

婆叫人把

小妇拉了送到瞿家
。

瞿因小妇不愿没有强逼成婚 (江苏抚阂鹦元 46
.

8
.

2 1 )
。

可见
,

在公婆眼中
,

即使守寡子妇已经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地位
,

他们仍有资格操纵其生活
。

当然这是违反官方法律

的
。

实际上
,

寡妇因和公婆关系处理不好而被强嫁者 比较少见
,

较多的是夫家人为谋求寡妇财

产而将其嫁 出
。

寡妇若有财产
,

则成为丈夫兄弟甚至族人凯叙的 目标
。

为获得这份财产
,

其手

法是先劝寡妇再嫁
,

不听则采取强迫方式骗嫁
。

湖南临武县罗应本供
:

弟兄三人
,

小 的居长
,

久

已分居
。

乾隆四 十四年十月
,

三弟病故无子
,

遗有田产
,

指望弟妇曹氏改嫁
,

以便吞并绝产
。

因

曹氏情愿守节
,

自行择继罗本周 (二弟)次子罗灵应为嗣
,

小 的要图废继占产
,

屡向曹氏劝嫁
,

不

听⋯⋯小的图财心切
,

起意将曹氏强嫁
,

得 24 千财礼 (最后因曹氏坚执不从
,

娶主放弃 )( 议政

大臣喀宁阿 4 7
.

1 1
.

2 6 )
。

这类案例从一个方面反映出
,

即使具备经济条件守节的丧偶妇女还需有家庭甚至家族成

员的支持
。

而后者在经济利益 的诱使下
,

其中相当比例者对此将持消极态度
。

在这种家庭气氛

下
,

社会中较 富裕家庭中的一些丧偶妇女特别是没有男性子女者也会有再婚行为
。

当然其被动

成分要大于主动成分
。

如广东和平县叶北昌供
:

22 岁
,

弟兄三人
,

大哥叶起 昌
,

二哥叶盛 昌
,

因

大哥身故无子
,

嫂子改嫁
,

遗下土名 冷水坑 茶山一段 归小 的与二哥共同管业 (议政大臣阿桂

5 0
.

3
.

9 )
。

还有的夫家人视寡妇及其子女为累赘
,

为甩包袱而将其嫁出
。

广东英德县龙右供
:

邓 氏为期服叔母
,

乾隆五十一年叔父故
,

叔母婿守
,

同幼子相依小的过

活
。

小弟因无力养赡
,

有贪 图财礼使用
,

屡劝叔母改嫁
,

不允
,

小的起意强行嫁卖
,

议财礼 46 两
一

5 9
-



番银
,

婶母知
,

不甘失节
,

自缘而死 (广东抚郭世勋
,

56
·

2
.

2 8)

清代文献上也有许多对寡妇再婚的描述
。

在陕西
,

乾隆年间 (10 年 )
, “

妇女新寡
,

亲属视为

奇货
,

争 图改嫁
,

虽有贞妇矢志守节
,

男家女家亦不能容
,

只图多得财礼而不顾终身名节» 。

足

见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

若没有严格的家规族训的约束
,

即使在富裕者
,

丧偶妇女也

难以守节
。

4
.

自嫁
。

寡妇 自嫁是违反清代律令的
。

但在实际生活中
,

自嫁也是一种现实存在
。

自嫁妇

女多为单门独户
,

或者身在异乡而丧失
,

为谋生而身自嫁人
。

如安徽毫州潘 氏
,

丈夫带领从安徽

毫州来江宁谋生
,

不幸夫故
,

留下三个幼子
,

穷苦无靠
。

经人说合
,

讲定财礼 150 0 文嫁与江宁六

合县人叶图凤
,

以此给她还债赎 当
。

因潘氏并 无亲属 主婚
,

不 曾立有 文书 (江宁抚阂鹦元
,

51
.

8
.

1。)
,

这实际就是 自嫁
。

还有一种为寡妇因奸情被人发现
,

为掩人耳 目而再嫁
。

直隶建昌县的李氏
,

乾隆四十四年

51 岁时与在本村佣工之人刘三 45 岁有奸
,

后被儿子看破
,

劝阻
,

不听
,

与刘三商量不要财礼改

嫁与他
。

于乾隆四十五年一月过 门成亲
。

(议政大臣英廉 47
.

9
.

7 )
。

吉林三姓刘氏
, 42岁 (乾隆

五十三年 )与前夫生两子
。

乾隆 四十一年夫故
,

是年与本屯佣工周殿白成奸
,

四十二年周收其为

妻
,

生一女 (议政大臣阿桂
,

53
·

3. 24 )
。

丧偶妇女再婚本应是一种积极的婚姻行为
,

因为它是妇女的一种务实的选择
,

并且是对不

切实际的守节观念的冲击
。

然而
,

丧偶妇女的再婚绝大多数实在公婆
、

父母等亲属的包办下完

成的
,

相对于妇女的初婚行为
,

寡妇再婚买卖特征更加突出了
。

由上可见
,

丧偶妇女再婚的表现

形式是悲壮
、

可叹甚至是残酷的
。

可以说
,

再婚是生活的驱迫
,

而不是或不完全是主动的追求
。

(一 )寡妇的再婚对象

表 1 寡妇再婚对象

地 区 再婚寡妇 娶 主 资料来源

京师 王 氏 39 魏兴盛
.

47
.

再 议政大臣阿桂 51 年

奉天兴京 单氏 30 单氏
.

36
.

初 议政大臣喀宁阿 54
.

4
.

29

奉天广宁县 张氏 19 杨应太
.

34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5
.

2
.

26

奉天承德县 张氏 24 王智初
.

38 奉天府尹宜兴 56
.

11
.

8

奉天义州 李氏 34 马纯修 27
.

初
.

佣 议政大臣阿桂 56
.

2
.

11

吉林三姓 刘氏 31 周殿白
.

44
.

初
.

佣 议政大臣阿桂 53
.

3
.

24

直隶建昌县 李氏 54 刘三
.

48
.

佣
.

56 初 直隶督郑大进 47
.

9
.

7

直隶昌平州 陈氏 28 佛保 39
.

再 议政大臣英廉 47
.

2
.

18

直隶安肃县 崔氏 25 石明
.

再 议政大臣德福 47
.

4
.

26

直隶大名县 康氏 26 带两岁女 贺三
.

初
.

粮贩 议政大臣阿桂

直隶朝阳县 李氏 李可正
.

初 议政大臣喀宁阿 53
.

7
.

28

直隶赤城县 孙氏 25 王治国
.

初
.

30 直隶督刘峨 53
.

11
.

27

山东潍县 吴氏 郑晓云
.

再 议政大臣阿桂 48
.

11
.

11

山东滕县 王氏 秦保山 初
.

34
.

佣工 山东抚长麟 54
.

3
.

8

山东邹县 李氏 24 原为妾 焦魁元
.

32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6
.

6
.

27

河南灵宝县 马氏 被夫家强嫁 张双鱼 42
.

岁 河南抚何裕城 50
.

1
.

21

河南滑县 陶氏 42 郭绪法
.

39
.

再 议政大臣喀宁阿 50
.

11
.

4

河南沈邱县 崔氏 25 纪建忠
.

初
.

推车 河南抚穆和兰 5 6
.

7
.

18

。 6 0 .



地 区 再婚寡妇 娶 主 资料来源

山西静乐县 张 氏 22 郝中敬
.

再
.

佣 山西抚农起 49
.

4
.

11

山西汾阳县 朱氏 43 马仁德
.

37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3
.

3
.

12

山西大同县 康氏约 30 刘大德
.

再
.

佣 议政大臣阿桂 5 4
.

9
‘

3

山西归绥道 47 韩 氏 51 郑复兴
.

49
.

再
.

佃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11
.

24

山西襄陵道 王 氏 李昌君
·

44
·

初 山西抚三宝 50 年

山西太原县 范 氏 冯亭
.

再 议政大臣阿桂 5 6
.

1
.

19

山西文水县 张 氏 韩印
.

再 议政大臣阿桂 5 6
.

2
.

9

陕西大荔县 李 氏 辛廷坡
.

再 陕西抚毕沉 4 7
.

1
.

21

陕西肤施县 刘 氏 30 周玉东
.

42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4
.

3
.

7

陕西南郑 刘氏 36 许万免
.

51
.

初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2
.

28

甘肃张掖县 刘 氏 31 庄尔温
.

再
.

31 议政大臣英廉 48
.

6
.

9

甘肃礼县 孙 氏 刘成
.

初 陕甘督勒保 56
.

10
.

1

安徽祁门县 黄氏 赖新陇
.

再
.

买妾 安徽抚谭尚忠 4 7
.

5
.

14

安徽颖上县 滕 氏 王佑
.

初 安徽抚谭尚忠 4 7
.

6
.

9

安徽桐城 徐 氏 黄天木
.

再 两江督萨载 4 7
.

9
.

20

安徽宿州 张 氏 23 窦建 44
.

初
.

佃 安徽抚陈用敷 5 3
.

8
.

21

安徽宿松县 张 氏 3 4 吴太坤
.

33
.

再 议政大臣阿桂 56
.

10
.

15

江苏江都县 李氏 42 王锦山
.

43
.

初 议政大臣喀宁阿 4 7
.

1 2
.

5

江苏如皋 陈 氏 24 招赘 王万 良
.

初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3
.

10

江苏萧县 杨氏 38 苏言
.

初 议政大臣英廉 48 年

江苏昭文县 袁 氏 减桂生
.

初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11
.

11

江苏六合县 潘 氏 叶土凤
.

36
.

再 江宁抚阂鸭元 51
.

8
.

10

江苏吴县 陆氏 3 4 徐彩章
.

42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5
.

5
.

28

江苏泰州 魏氏 31 刘朝芳
.

40
.

再 议政大臣阿桂 55
.

11 20

江苏宜兴县 蒋氏 40 梁盘生
.

38
.

初
.

被招赘 议政大臣阿桂 53
.

2
.

12

江西上饶县 宁 氏 陈得全
.

初
.

被招赘 议政大臣阿桂 54
.

11
.

7

江西新城县 刘 氏 余良胜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6
.

10
.

17

江西德化县 46 李 氏 33 陈公发
.

34
.

初 江西抚郝硕 4 6
.

9
.

10

江西万载县 46 黄 氏 35
,

招赘 俞庭宗
.

32
.

初 江西抚郝硕 4 6
.

4
.

10

江西卢陵县 雷氏 20 蓝永盈
.

初 江西抚舒常 50
.

7
.

22

江西乐平 胡氏 招赘 吕顺喜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0
.

6
.

20

江西都阳县 刘 氏 35 孙景成
.

再
.

大于妻 江西抚舒常 50
.

10
.

22

江西安义县 刘 氏 16 杨以定
.

初 议政大臣喀宁阿 54
.

5
.

12

江西泰和县 罗 氏 林合三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4 9
.

4
.

2 7

江西彭泽县 王 氏 22 原为妾 黄东升
.

初 议政大臣喀宁阿 56

浙江云和县 47 雷氏 23 刘琪
.

42
.

再 闽浙督富勒浑 4 7
.

1 1
.

27

浙江奉化县 马 氏 26 李得恩
.

2 6
.

初
.

佣 浙江抚福秘 4 9
.

5
.

27

浙江乐清县 孙氏 3 2 潘元法
.

28
.

初
.

佃 浙江抚琅干 5 3
.

6
.

7

浙江秀水县 张 氏 40 郭二虎
.

37
.

初
.

流犯 浙江抚琅干 5 2
.

7
.

30

浙江西安县 徐 氏 47 严老正
.

38
.

初 浙江抚琅干 5 5
.

7
.

20

浙江淳安县 陆 氏 缪仁德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4
.

3
.

7

湖北郧县 张氏 26 原 为妾 王宜
.

再 湖北抚姜最 5 3
.

7
.

18



40.一初一37.一再一27.一32.

地 区

湖北麻城县

湖北江夏县

湖北竹山县

湖南桃源县

湖南部县

湖南临武

四少11苍溪县

四Jll荣昌县

四川剑州

云南昭通

云南保山县

贵州 泥潭县

广东阳江县

广西陆川

广西兴安县

福建南靖

福建漳浦县

福建福清县

福建宁德县

福建诏安县

再婚寡妇

贺氏 2 6 携一女改嫁

胡氏

汪 氏

衰氏 3 5

李氏 3 9

李氏

尚氏

岳氏 4 9

邓氏

潘氏 2 8

李氏

岳 氏 28

罗 氏 3 7

黄氏约 22

白氏 4 9

谢氏 31

廖氏 3 0 招赘

徐 氏 28

罗 氏 3 2

沈 氏 18

娶 主

雷远
.

初

袁宗发
.

初

雷应 31 初

官老三 初

谭月辉
.

谭文锦
.

蔺友得
.

黄仕林
.

周有仕
.

李积明
.

初
.

佣

初

4 9

初

佃农

资料来源

湖北抚郑大进 46
.

9
.

23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11
.

29

议政大臣阿桂 56
.

6
.

21

湖南抚浦霖 51
.

1
.

24

湖南抚李世杰 47
.

6
.

30

署湖南抚李世杰 47
.

4
.

8

署川督特成额 4 7
.

9
.

2 6

四川督李世杰 48
.

7
.

15

四川督文缓 4 6
.

8
.

6

云贵督富纲 4 8
.

11
.

16

28一28杨永鸿
.

佣工
.

初

张闻漠
.

31
.

初
.

佣

云南抚刘秉恬 47
.

5.

议政大臣阿桂 54
.

3.

陈元彩
.

再

卢宗游
.

29
.

周忠良
.

55
.

陈徐
.

初

.

佣工

郑跃初
.

41
.

初
.

捕鱼

何完
.

初

黄学大
.

郭妈复
.

.

佃农

议政大臣阿桂 56
.

n
.

ll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n
.

28

议政大臣喀宁阿 52
.

n
.

4

福建抚富纲 46
.

12
.

2 0

议政大臣英廉 47
.

5
.

14

福建抚徐嗣 51
.

5
.

7

议政大臣阿桂 53
.

1 2
.

8

闽浙督伍拉纳 55
.

1 2
.

16

初一再

初一初

说 明
:

表 中丧偶 妇 女和 娶 主 两 栏 里人 名 后 的数 字 为年龄
;
资料 来 源 中的 数 字 为乾 隆 朝的 年份

。

如

55
.

1 2
.

16 表示乾隆五十五年十二 月十六 日
。

另外
,

娶主后的
“

初
”

代表初婚
, “

再
”

代表再婚
, “

佣 ”
代表其身分为

佣 工
。

表 1 共收集了 80 件丧偶妇女再婚个案
,

需要指 出
,

这并非我们所接触的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所藏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六年间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有关丧偶妇女再婚命案

的全部
。

由于我们在此主要想考察丧偶妇女的再嫁对象
,

因而要求有娶主的基本信息
,

不少命

案缺少这方面的内容
,

故没能尽数收人
。

我们先来依据表 1 对寡妇所选择的婚配对象的婚史作一观察
。

在 80 个娶主中
,

初婚者为

5 9 人
,

占总数的 73
.

75 %
;再婚者为 20 人

,

占总数的 25
.

32 %
。

可见
,

寡妇改嫁与未婚男性占绝

大多数
,

它反映出寡妇在当时的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
。

而对男性来讲
,

在婚姻市场所处不利

地位则 明显表现出来
。

他们选择寡妇作为婚配对象暗含着其难于在初婚女性 中选择妻子
。

根

据档案资料
,

这些男性的家境都比较差
。

上表中有 5 例是丧偶妇女通过招赘的方式解决家务劳

动力的困难
,

并且这些妇女有两个以上的子女
,

那些家庭和 自身经济条件欠缺者以此来获得结

婚的机会
。

从夫妇婚姻年龄上看
,

在有明确年龄信息的 36 对夫妇中
,

丧偶妇女嫁 与年龄大于 自己者

有 21 例
,

占 5 8
.

3 3 % ;同岁者为 3 例 : 占 8
.

3 3 %
;小于 自己者 12 例

,

占 33
.

3 3 %
。

值得注意的是
,

再婚妇女与新夫的年龄差距
,

无论从夫大于妇
,

还是从妇大于夫这两方面来看
,

年龄差异比较

大
。

半数以上的男性大于女性
,

并且男性又多是初婚者
,

说明这些男性的婚配失时情况是 比较

严重的
。

三分之一的女性大于男性则更进 一步表明
,

女性再婚不存在择偶的困难
,

许多男性未
·

6 2
.



能及时婚配者均把寡妇视为完婚 目标
。

江苏上海县凌七
,

37 岁
,

未婚
,

种 田度 日
,

乾隆五十年五

月十七 日小的在 田工作
,

邻居计荣也在那里锄花
。

大家闲话
,

小的说起他寡居婶母顾氏若要转

嫁
,

愿备财礼聘娶为妻
,

计荣辱骂小的⋯⋯ (引发命案 )( 江宁抚阂鹦元 50
.

12
.

9 )
。

丧偶妇女的再婚年龄
,

上面 80 个案例中
,

有明确再婚年龄者为 54 例
,

其中 35 岁以下再婚

者为 39 人
,

占 72
.

22 %
,

按 照一般妇女生理周期
,

15 一 49 岁为生育期
,

而在上表中
,

大于 49 岁

而再婚的丧偶妇女只有两例
。

这表明再婚妇女的绝大部分为育龄妇女
,

因而再婚可以使其生育

行为延续下去
,

这对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

在档案中
,

初婚未生育
、

再婚生育者有多例
:

福建尤溪县林氏
,

32 岁
,

先嫁陈志秉
,

后夫故
,

19 岁改嫁 田阿荣
,

生两儿
,

大儿 13 岁
,

次 6 岁
。

夫平 日砍柴度日 (署福建抚杨魁
,

46
.

9
.

2 2)
。

安

徽宿州窦建
,

44 岁时 (乾隆五十一年 )用财礼 5 千文娶寡妇张氏为妻(2 3 岁 )
,

再婚后生一女 (安

徽抚陈用敷
,

5 3
.

8
.

2 1 )
.

实际上
,

寡妇是否具有生育能力也是男性考虑的重要 内容
。

下面有一典型案例
:

安徽宿松

县吴太坤供
:

39 岁
,

父母 已死
,

并无兄弟
,

种山为活
。

前妻周氏已死多年
,

乾隆五十年续娶寡妇

张氏
,

小的娶她时原说 36 岁
,

过门后见她年大
,

再三盘问
,

据说实年 40 岁
,

小的恐不能生育
,

心

理不喜 (议政大臣阿桂 56
.

10
.

1 5 )
。

由上可见
,

对经 济水平处于社会 中下层
,

并且生活在核心和简单直系家庭 的丧偶妇女来

说
,

再婚具有一定普遍性
,

并且在较富裕的家庭
,

妇女再婚也非个别现象
。

相对于守节这种禁锢

妇女生命和生活的做法
,

再婚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举动
。

然而
,

根据个案资料
,

在清代中期社会
,

丧偶妇女再婚处于多重包办之中 (相对妇女初婚的父母一重包办 )
,

并且这种包办是基 于明显

的经济利益考 虑
,

从而使妇女再婚行为被染上一层浓厚的买卖色彩
。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说
,

丧偶妇女再婚对守节禁锢的冲击被打了很大折扣
。

而从人 口学角度来看
,

丧偶再婚妇女不

仅提高了妇女的总和生育水平
,

而且使 由于高性别比所带来的男性婚姻困难局面有所缓解
。

二
、

已婚非丧偶妇女的买卖性再婚 ”

如果说寡妇再婚尚有为其寻找生路之一的话
,

那么卖婚则是一种赤裸裸 的婚姻商品交易

行为
,

尽管在清代社会
,

卖婚买婚属违法之举
,

而从档案中可以看 出
,

它并非个别现象
。

正如前

面所言
,

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只是因婚姻家庭纠纷 中出现命案的部分
,

那些未发生命案的买卖

婚姻行为显然要较我们已看到的事件为多
。

(一 )卖婚原因

在我们收集的卖婚个案中
,

丈夫将妻子卖掉 占绝大多数
,

而其中丈夫因穷卖妻又 占绝大多

数
,

另一种为妻子与他人有奸引起丈夫及其家人不满而嫁卖
。

1
.

因穷卖妻

丈无在生活遇到困难之时
,

不是设法寻求谋生的途径
,

而是将嫁卖妻子作为渡过难关的措

施和手段
。

安徽合肥县
,

陆景高供
,

今年 (乾隆五十
t

一年 )小的穷苦难度
,

母亲患病在床
,

自己也害病
,

没处挣钱
,

无奈与女人王 氏商量叫另嫁得钱苟延小的母子性命
,

女人也允了
,

小的就向妻兄说

知
,

经媒人把王氏改嫁赵友成为妻
,

得财礼 12 千
,

小的得 8 千
,

其余 4 千为母家礼金和媒钱 (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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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臣阿桂
,

5 1
.

2
·

1 0 )
。

山西归化城葛凌云
:

39 岁
,

佣工身份
,

贾氏是妻
,

本年初 (乾隆五十四年 )因穷苦难过
,

和女

人商量把她嫁卖
,

女人允从
。

后嫁与王全喜
,

得财礼 10 千 (议政大臣阿桂
,

54
.

7
.

4 )
。

陕西干州
:

王江
,

40
,

女人王 氏
,

一子
,

佣工度 日
,

去年得了皮炎
,

做不得活
,

穷苦难过
,

女人

儿子时常受饿
。

今年 (乾隆五十五年 )二月
,

与女人商量另嫁
,

得些财礼养活儿子
,

女人允了
,

又

向妻父说明 (陕西抚秦承恩 55
.

7. 1 2 )
。

湖北潜江县文氏
,

乾隆五十二年丈夫郑玉仁因贫难度
,

不能过活
,

要把小妇 (当时 26 岁 )嫁

卖得财礼做本营生
,

小妇允从
,

嫁卖与唐泳受
,

前夫得银 24 两 (湖北抚福宁 56
.

7
.

9 )
。

四川资州孙 氏
,

乾隆五十年丈夫因患病没钱医治
,

与小妇人商量另嫁
,

小妇人应允
,

改嫁与

伍大利
,

前夫得财礼 3 6 0 0 文 (川督李世杰 5 1
·

1
·

2 5 )
。

在档案调查中
,

这类案例发现不少
,

全国各地都有
。

而河南和湖北两省比较突出一些
,

由上

述几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
,

妻子是这些家庭生存的重要的调节工具
,

而为了丈夫和子女

的生存
,

这些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甘心被嫁卖
,

不能不令人感到慨叹
,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

卖妻多发生在小家庭 中
,

并且在有子女情况下
,

将卖妻放在首位
,

可见妻子在家庭的维系中地

位的低下
。

2
.

因妻子与人通奸而嫁卖
。

在传统社会中
,

妻子与人通奸在
“

七出
”

范围之内
。

正常的做法是将妻子逐回娘家
。

而根据

个案
,

丈夫往往采用嫁卖的方式予以解决
。

这既使 自己洗刷了耻辱
,

又得到一笔收人
。

这是妻

子具有夫家财产性质的又一体现
。

江 西 乐 平 县 王 均 彩 因其 妻 与 人 通 奸 而 嫁 卖
,

程 荣 年 出 80 两 承 娶 (江 西抚 贺裕 城

5 3
.

1 1
.

7 )
。

湖北钱江县赵摇仪
,

33 岁
,

父母在
,

娶妻甘 氏
,

没子女
。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
,

因赵氏与人通

奸时被撞见
,

把女人休回
,

托熟人说媒将赵氏嫁卖与毛慎宗
,

议定财礼 16 千
,

小的写立婚书 (湖

北抚姚成烈
,

4 9
.

6
.

22 )
。

从这一个案可以看 出
,

即使被休回的女人
,

夫权的余威还能显现出来
。

河南唯州部山根供
:

21 岁
,

父母故
,

娶高氏
。

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 日撞见妻与无服族叔部

驴行奸
,

打妻一顿⋯ ⋯小的因告官徒然出丑
,

随托李二为媒
,

只说高氏为婿居弟妇改嫁与刘富

为妻
,

得了 6 千钱财礼⋯ ⋯ (河南抚毕沉 51
.

5
.

2 4 )
。

因与他人通奸被休女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名声不好
,

不过他们的再婚一般不存在问题
。

这

说明在女性短缺的婚姻市场上
,

道德标准是在次要地位的
。

不过我们也遇到一例被休妇女再婚

遇到困难
。

山东蒙阴县唐崔氏供
:

刘唐氏为女儿
,

巧 岁嫁给刘玉为妻
,

乾隆五十年
,

刘玉因女儿

不守妇道给了一纸休书把女儿休回家
。

小的几次央人说媒把她另嫁人家
,

都嫌她轻狂
,

没有人

要
,

小的没法
,

只得养在家里 (议政大臣阿桂
.

53
.

2
.

1 7 )
。

然而
,

也有丈夫不参与前妻再婚活动的案例
。

江苏崇明县龚金妻张氏因短雇在张允庄家
,

与张允庄行奸
,

龚金发觉后
,

将张氏休弃赶逐 出去
,

张氏因父母已死
,

没有依靠
,

只得改嫁 (议政

大臣阿桂 5 1
.

1 0
.

1 6 )
。

除丈夫卖妻之外
,

还有一小部分这类情形
,

即丈夫长期出外
,

公婆等家人生活困难
,

视媳妇

为生活 累赘
,

卖妻则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

如云南普定县娄顾氏工
,

78 岁
,

夫死
,

生四子
,

俱分居
。

小妇在幼子娄 尚鲁家 同住
,

乾隆四 十五年 十月
,

幼子出外佣工
,

一去两月有余无信息
,

又 值年

·

6 4
.



底
,

没饭吃
,

小妇贫苦难过
,

起意把媳妇童氏改嫁
,

家中省人吃饭
,

又可得收财礼度日
,

当捏对媳

妇说
,

闻儿在外 身死
,

劝其改嫁
。

结果嫁出 (贵州抚李本
,

46
·

12
·

2 2 )
。

还有个别妇女在不明丈夫下落的情况下 自嫁
。

贵州开州湛氏
,

29
,

丈夫出外音信全无
,

表兄 38 岁在其家种土佣工
,

发生奸情
。

后因穷苦 自

己作主改嫁余国用 38 岁为继妻
,

得财礼 1 800 文 (议政大臣英廉 48
.

5
.

8 )
。

在一夫多妻家庭
,

丈夫故逝之后
,

若家穷苦
,

正妻会将妾嫁卖掉
。

江西彭泽县王氏
,

22 岁
,

嫁姚祥吉为妾
,

生子一
。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
,

正妻张氏因贫难度
,

要把小妇改嫁
?
说与黄升为妻

(议政大臣阿桂 56 年)
。

我们认为
,

无论妻子被丈夫嫁卖
,

还是媳妇被公婆等亲属嫁卖
,

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妇女

家庭地位
、

社会地位低下状况的生动而深刻的反映
。

在这里
,

妇女形 同丈夫家中的财产
,

而不是

一个完整意义的
“

人
” 。

另外
,

卖婚买婚具有婚姻再分配的性质
。

那些在经济条件许可时结婚者

由于生活境遇的恶化
,

难于维系家庭的完整存在
;而那些经历几年

、

十几年积累具备 了基本经

济条件者则想娶妻生子
,

很可能 由于年龄相对较大
,

加之财 力不雄厚
,

难于在初婚妇女中获得

青睐
,

只好将目标投向卖婚者 (当然也有寡妇再婚者)
。

虽然这种婚姻再分配是不道德的
,

甚至

残酷的
,

乃至违法的
,

然而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

(二 )卖婚对象

表 2 买卖性再婚状况

地 区 被卖妇女状况 买妻人 资料来源

吉林 张 氏 28 李士清
,

买妾 (赌博时输家抵妻 ) 议政大臣喀宁阿 51
.

7
.

2

直隶肥乡 张 氏
‘

岳谋买为妾 直隶督刘峨 49
.

n
.

1

直隶保安州 46 武 氏 24 带一女 4 岁 武发
·

44
·

初
.

佣工 议政大臣英廉 46
.

3
.

14

山东淮州 贾氏 24 夫穷 李宗祥
.

买妾 山东抚明兴 51
.

n
.

18

山东高密县 左氏 15 陈仁
.

初 山东抚明兴 4 9
.

8
.

18

山东营县 柏氏 22 张存亮 37
·

初 山东抚明兴
、

51
·

4
·

2 7

河南滑县 翟 氏 29 郭大本
.

45
.

再 议政大 臣喀宁阿 51
.

9
.

24

河南襄城县 王 氏 20 巴颖林
.

19
.

买妾 河南抚毕沉 51
.

5
.

24

河南唯州 高氏 21 刘富
。

初 河南抚毕玩 51
.

5
.

24

山西归绥道 4 7 节 氏 40 张彦锦
.

38
.

再 山西抚农起 4 7
.

1 2
.

5

陕西蓝田县 杨氏 23 杨建魁
·

再 议政大臣喀宁阿 51
.

7
.

29

甘肃靖远县 郭氏 陈世法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3
.

11
.

17

安徽合肥县 王 氏 赵友成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1
,

2
.

10

江苏郑县 周 氏 王升隆
.

买妾 江宁抚阂鄂元 52
.

江苏宿县 4 7 刘氏 18 因奸被卖为妾 李三
.

23
.

买妾 议政大臣英廉 47
.

8
.

6

江西乐平县 吴氏 程荣年
.

初 江西抚贺裕成 5 3
.

1 1
.

7

湖北潜江县 文 氏 26 唐泳受
.

初 湖北抚湖宁 56
.

7
.

9

湖北东湖县 方氏 陈应芳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2
.

6
.

15

湖北江陵 4 7 张 氏约 35 岁左右 秦高南
.

6 4
.

买妾 议政大臣英廉 4 7
.

2
.

25

湖南巴陵 47 陈氏 18 带幼子 王得明
.

38
.

初 属湖南抚李世杰 47
.

7
.

25

湖南宜章县 黄氏 21 李贱开
.

24
.

初 湖南抚姜最 5 6
.

7
.

19

湖南安仁县 钟 氏 37 李明禄
.

40
.

初 湖南抚浦霖 51
.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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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被卖妇女状况 买妻人 资料来源

四川资州 孙氏 20 伍大利
.

25
.

初 四川督李世杰 51
.

1
.

25

云南习峨 47 罗氏 25 婆卖媳 龙祥
.

29
.

初 署云南抚刘秉恬 47
.

11
.

11

贵州普定县 46 童氏 23 项老三
.

初 贵州抚李本 46
.

12
.

22

广东电百县 植 氏 殴观姐
.

初 广东抚郭世勋 52
.

5
.

18

广东永安县 张氏 2 2 钟复运
.

20
.

初 议政大臣阿桂 5 6
.

2
.

16

广西横州 李氏 27 杨可惠
.

初 广东抚陈用敷 56
.

5
.

16

说明
:

同表 1
。

表 2 共收人 28 件个案
。

与寡妇再婚相 比
,

被夫卖嫁者显得比较复杂
,

其 中有一点显得突

出
,

就是
,

这些再婚者被卖为妾者所 占比例较高
,

有 7 例
,

占 25 %
。

这说明
,

被丈夫卖嫁妇女的

地位要低于寡妇再嫁者
。

作为前夫
,

在卖妻之时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收益
,

而不是妻子改嫁后的

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
。

另一方面
,

这些 已婚妇女被卖嫁与未婚男性也有较高比例
,

有 17 例
,

占

60
.

71 %
.

按照官方法律
,

无论卖嫁者还是买娶者
,

一旦官府发现或被人告发
,

都要承担责任
。

如退还财礼
,

离异
,

杖 10 0 等处分
。

这就是说
,

买婚卖婚要冒一定风险
,

如四川仁寿县
,

曾添荣

21 岁
,

因与妻子不和
,

两下情愿离开
。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
,

自己主婚将妻改嫁
,

得财礼 800

文
。

后被妻兄知道
,

争吵
,

引发命案
。

最后判决为曾添荣与妻不和
,

理应归宗
,

乃辄私 自主婚改

嫁殊属不合
,

曾添荣邓 氏均合依买休卖休本夫本妇各杖 10 0 折责 40 板
,

邓 氏系妇人照律仍离

异归宗
,

财礼人官
。

(议政大 臣阿桂 56
.

1 0
.

1 4 )
。

即使这样
,

她们中不少人仍能嫁与初婚男性
,

它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男性在正常婚姻 中所处不利地位
。

如果说寡妇再婚具有买卖婚姻的特征或色彩的话
,

那么 已婚妇女被丈夫
、

亲属和他人嫁卖

则是一种赤裸裸的买卖婚姻
。

特别是丈夫卖妻行为
,

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在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中

所处卑贱地位
。

虽然
,

丈夫卖妻是贫穷所致
,

通过卖妻可 以使双方都获得生存的机会
,

然而
,

它

却表明妻子在丈夫家庭实际处于一种
“

物
”

的地位
,

而非完整的人的地位
。

在家庭生活遇到困难

时
,

妻子可以拿出买卖以救燃眉之急
,

丈夫 由此得以苟延残喘
。

这种现象的存在促使我们思考

一个问题
,

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妇女不具有支配财产的能力
,

也不具有财产的继承权利
。

在其

生活的历程中
,

父亲
、

丈夫和儿子是家庭财产的所有者
,

最后她们 自己也成为家庭财产的一种

被人支配
。

另外
,

在中国社会 中
,

婚姻总的来讲是低水平的
,

在包办制下
,

夫妻情感的培育是困

难的
,

一旦贫穷难熬
,

卖妻之念便会产生
,

已婚妇女被嫁卖与初婚男性也表明
,

它同丧偶妇女的

再婚 一样
,

使部分婚配失时男子的婚姻问题获得解决的机会
。

这实际是短缺婚姻资源的一种

再分配
。

三 再婚的社会环境

在传统社会中
,

社会所营造的是一种鼓励不再婚的氛围
。

丧偶妇女再婚虽为律所不禁
,

但

民间对再婚所持的态度是消极的
。

这在清代官私文献中已有充分反映
。

在此我们就档案中的

事例再予说明
。

(一 )歧视妇女再婚的习俗

有些地方有这样 的礼俗
,

如湖南桃源县
,

未婚女子夫故另嫁
,

后娶之家俱要送给前夫家银

·

6 6
.



两
,

名为过门财礼 (署湖南抚李世杰 4 7
.

2
.

10 )
。

江西泰罗县乡规
,

寡妇再嫁时
,

娶主应送前夫亲

族每家米一斗
,

肉一斤 (议政大臣阿桂 49
.

4
.

2 7 )
。

这种礼俗实际带有敲诈性质
,

增加了娶主的

经济负担
,

实际是财礼的扩大化
,

从而对丧偶妇女再婚起到阻碍作用
。

另外
,

在湖南临武县
,

寡妇再嫁婚书被视为不吉利
,

不许在家书写
。

寡妇李氏婚书被拿至庙

里书写
,

有人认为如此裹读了神灵
,

试图拦阻
,

引发命案 (署湖南抚李世杰 47
.

4
.

8 )
。

民俗是人们观念意识的反映
,

这种歧视性 的习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丧偶妇女再婚者

的社会地位
,

乃至对守节观念起到加强作用
。

不过
,

对于生存条件困难的丧偶妇女来说
,

在习俗

的岐视面前退却者不会很多
,

同时即使一些寡妇有所顾忌
,

其家人亲族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营

造 出一种促使丧偶者再嫁 的气氛和环境
,

由此足 以冲破习俗力量的包围
。

(二 )亲族干预本族已 出嫁女子丧夫后再婚为妾
。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有趣现象
,

纳妾是有特权男子和经济条件较好男 子追求的一个生

活 目标
。

然而妾在夫家乃至整个社会中却处于卑贱地位
,

因而不少家庭 和家族对女儿或宗族女

性成员为妾持否定态度
。

下面是一典型案例
:

安徽祁门黄又子供⋯ ⋯黄光应是无服族兄
,

他姐先嫁吴八九为妻
,

后

因夫故无靠
,

乾隆四 十六年五月
,

黄光应作媒
,

转嫁与婆源县人赖新陇为妾
,

族人黄茂们说我家

女儿从没有与人为妾
,

如今黄光应败坏门风
,

要逐他出祠
。

五月初七 日
,

黄茂写 了一张逐条
,

叫

黄加仁拿去贴在公祠墙上
。

六月五 日
,

佃户请收祀谷
,

黄光应因已被逐 出
,

不能同去
,

他就在田

里混骂
,

小的说他不是
,

互殴
,

伤其身死 (安徽抚谭尚忠 4 7
.

5
.

1 4 )
。

直隶肥乡张氏被丈夫和母亲卖为妾
,

其堂叔不依
,

说侄女为妾的村庄离母家不远
,

我们脸

上下不来
,

由此引发命案 (直隶督刘峨 49
.

n
.

l )
。

这两例的反对者是宗族成员
,

而非家庭父母兄弟
,

它实际是家庭成员由于能 从该婚姻中获

得经济利益而具有一定的务实性
。

而家庭成员则不是经济利益的受益者
,

所 以他们 比较关注这

种婚姻的社会影响
。

(三 )寡妇招赘也为男方亲属所不容
。

招赘婚是清代各地都存在的婚姻行为
,

不过这种招赘

主要是有女无子家庭借以养老的一种方式
,

而丧偶妇女招赘不占主导地位
,

有女无子家庭招赘

与寡妇招赘有很大不同
。

从宗族角度来看
,

前者是本族女子招人外姓男子
,

后者则是外姓女子

招人外姓男子
,

那些宗族意识比较强者会对寡妇招赘这类再婚加于干预
。

江西南康县李氏丈夫乾隆四 十三年故
,

留下三子及年迈的婆婆
。

乾隆四十六年李 氏 36 岁
,

因家穷
,

想坐家招夫图得照应
,

与哥李庭焕说过寻人媒和
。

三月
,

哥来说胡有本没有娶妻
,

情愿

人赘
,

小妇人也愿招他
,

要他财礼 16 千文
,

当向婆婆说明
,

丈夫只有三个胞侄
,

现俱外出
,

事 由

婆主婚不必通知田姓族人
。

婆应允
,

三月初九 日
,

侄儿 田永增回家
,

说小女如不能守节
,

听凭改

嫁
,

不许在家招夫
,

小妇撇不下婆婆
,

不愿出嫁
,

只得歇了 (护理江西抚冯应榴 47
.

4
.

26 )
。

(四 )政府的歧视性政策

主要表现为再嫁妇 女被他人狠裹
,

强奸而不甘受辱 自缴后不得享受政府所设定的族表待

遇 (如给家属颁发建坊银 30 两
,

在本县节孝祠立牌位等 )
。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间
,

福建诏安县郭妈复继妻被邻居林巩调戏
,

气忿不过
,

自隘而死
。

中央

会审意见
:

郭沈氏守正不污虽属可嘉
,

但系再蘸之妇
,

毋庸请族 (闽浙督伍拉纳 55
.

1 2
.

1 6 )
。

河南沈邱县 崔 氏 夫故再嫁纪建忠
,

后遭人调戏
,

投河 自尽
,

会审意见
:

崔氏系再蘸之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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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声明族表 (河南抚穆和兰 56
.

7
.

1 8 )
。

当然
,

这不会成为妇女再酩的制约因素
,

因为这种情况在 当时社会毕竟不会很多
,

况且丧

偶妇女再婚更着眼于实际生活
,

而非虚幻的东西
。

由此可以看 出
,

在妇女再婚问题 上政策的抑止
、

习俗的限制的确存在
,

但这些限制和约束

基本上是一种软性而不是硬性的约束
。

另外
,

对卖妻所产生的妇女再婚
,

民间总的说来持反对态度
。

江西安远县郭年袭
,

娶妻胡

氏
,

生有 一子
。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
,

因贫难度要把妻嫁卖
,

请族人郭彦发作媒
。

广东人杨钦万

承娶
,

出财礼 30 千钱
。

在交钱时
,

堂兄郭先胜赶来阻止
,

斥骂他
,

说宁可求乞不可嫁卖生妻
。

郭

年袭不得不携妻回家
,

后堂兄又将媒人郭彦发骂一顿
,

郭彦发不服
,

反说打断他的媒钱
,

互殴
,

引发命案 (议政大臣喀宁阿 51
.

7
.

6 )
。

相对来说
,

最大的反对力量来自娘家
。

河南陕州张小年

供
:

小的妹嫁与李九才
,

乾隆五十年二月八 日
,

小的去探望妹子
,

李九才说 因穷苦难过
,

要把妹

子嫁卖
,

小的说纵使穷苦不该把妻子嫁卖
,

责备妹夫不是
,

互骂
,

动手
,

伤其身死 (议政大臣喀宁

阿 51
.

6
.

3 0)
。

这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丈夫因穷
,

以卖妻求生
,

试图从 中分媒钱者则推

波助澜 ; 而具有道德之心者
,

女方直 系亲属则会出面反对
,

形成一种抑制力量
。

不过
,

根据案例
,

若是真的丈夫因为贫穷而卖妻
,

并且又与妻子娘家人协商过
,

一般不会遭到反对
。

四 政府对再婚个案的处理特征

在档案 中
,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再婚个案的处理方式
,

乃至其对再婚行为的认识特征
。

这

些都是官方律令 中所难以见到的
。

从 中也可看出
,

清代政府在固守婚姻原则的同时
,

也显示出

一定的施政灵活性
。

(一 )对夫丧未满三年再嫁寡妇 的处理

同儿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的规定相一致
,

寡妇也要为丈夫守丧三年
,

此间不得嫁娶 (即
“

妻

妾居夫丧而身 自嫁者杖一百
,

离异
’, ½ )

。

而从我们所接触的个案来看
,

由于生活所迫
,

居丧期间

再嫁妇女不在少数
,

亦即只要妇女有再婚的打算
,

并未完全依照守丧三年的律法行事
。

我们相

信
,

在 民间社会中
,

这种情形有一定 的普遍性
,

并且也处于民不告
,

官不纠的状态
。

然而
,

一旦因

其它事发而牵连进去
,

为维护官方法律的尊严
,

政府要对此表明态度
。

湖北江夏县胡氏
,

原嫁与熊文烈次子熊子朋为妻
。

熊子朋于乾隆四 十六年病故
,

胡氏难守
,

熊文烈同胡氏兄弟商量让其改嫁与袁宗法
,

讲定财礼 22 千文
。

后因胡氏之兄胡于宾向熊文烈

讨取胡氏衣服
,

引发命案
,

会审判决
:

媚妇胡氏改嫁合依居夫丧而嫁杖 100
,

父母主婚者独坐主

婚律应杖 100
,

折责 40 板
。

胡氏系由伊翁主婚
,

律不坐罪
,

应免议
,

仍离异归宗
。

财礼钱照追人

官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
.

11
.

2 9 )
。

这可 以认为是清代政府处理这类违例婚姻的标准做法
。

不过
,

可以看出
,

清政府在这方面也表现出灵活性的一面
。

直隶朝 阳县任氏
,

乾隆五十一年丈夫李 自志死
,

丈夫堂侄李景佩把李 氏及其 7 岁
、

12 岁 两

个儿子接到她家同住
。

本年三月其兄任荣科将其接去
,

李 氏说起穷苦难守的话
,

其兄养不起妹

一家人
,

自己 主婚叫人做媒把妹嫁与李可正
。

李景配知后让原媒把李 氏领回
,

遭拒
,

互殴伤原媒

身死
。

最后判决为
:

任氏听从伊兄任荣科主婚改适
,

核计夫丧未满一年
,

自应按律分别首从治罪

⋯⋯任荣科 以主婚为首论依居丧改嫁律杖 10 0 折责 40 板
。

任氏以男女为从减一等杖 90
,

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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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照律收赎
。

该 氏律应离异
,

但检查供招
,

任氏夫家仅有堂侄
,

其母家胞兄均不养瞻
,

若依律离

异势必复行转嫁是失节之后又令失节
,

情珠可悯
,

任氏应免其离异
,

给与后夫李可正领回完聚

(议政大臣喀宁阿 53
.

7
.

28 )
。

贵州媚潭县
:

岳氏丈夫于乾隆五十三年四月病故
,

因没有依靠
,

五月即改嫁与张文漠
。

五十

一年三月张文漠因家贫
,

出外佣工
。

岳氏因饥饿又改嫁
,

会审判决
:

岳氏虽系丧夫未满之妇不应

改适
,

但张文摸系凭妇叔主婚
,

明媒聘娶
,

结璃 已经一载
,

则夫妻名分 已定
,

即与并无媒灼尊长

私自靖和成婚者不同(议政大臣阿桂 54
.

3. 2 8 )
。

(二 )对寡妇 自己主婚再嫁的态度

在传统社会中
,

男女需在主婚人媒灼操持之下才能结亲
,

以示不是私和
。

丧偶妇女再婚同

样如此
,

无人主婚 自嫁则属违规之举
,

应受杖责离异归宗之罚
。

然而
,

在一些具体案例中
,

官方

的态度又有 宽容的一面
。

四川奉 节县熊氏
,

丈夫病故
,

家穷
,

夫家同母家有无亲属
,

自己 主婚
,

央人做媒嫁与高必睿

为妻
,

得了 10 两银财礼
,

清还前夫债账
。

后前夫远房哥说她改嫁没有通知
,

邀人前来抢回
,

引发

命案
。

会审意见
:

熊氏夫死无依
,

自行主婚
,

凭媒再蘸
,

系妇女无知
,

且现已成婚
,

应听高必睿完

聚
,

所有财礼 已为清还账债之用
,

从宽免追 (议政大臣喀宁阿 54
.

6
.

1 3 )
。

(三 )对卖婚行为的意见

在清代社会环境下
,

离婚是允许 的
,

不过
,

离婚女子从政策讲只能退还给母家
,

时称归宗
,

丈夫无权将其再嫁
。

四川资州仁寿县曾添荣
,

21 岁
,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娶邓氏为妻
,

因与邓氏不合
,

时吵
,

两个

情愿离开
。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内
,

曾自己主婚把邓 氏改嫁与陈万友
,

收过财礼 4 8 0 0 文钱
。

会

审意见
:

曾添荣与妻邓氏不合理应归宗
,

乃辄私 自主婚改嫁殊属不合
,

曾添荣邓 氏均合依卖休

买休
,

本夫本妇各杖 1 00 律
,

应各杖 10 0 折责 40 析
,

邓氏系妇人照律收赎
,

仍离异归宗
,

财礼人

官 (议政大臣阿桂
.

56
.

10
.

1 0 )
。

这是对买休卖休的标准处罚方式
,

而在某种情况下标准又有所

松动
。

安徽合肥县王氏因丈夫陆景高
,

婆婆患病
,

无以生活
,

被丈夫卖嫁与赵友成得钱 12 千
。

会

审判决为
:

查王氏律应离异归宗
,

但该 氏之兄王大隆贫难兼顾
,

且该氏改嫁讯 由本夫陆景高贫

病交迫
,

主意转嫁得财
,

苟延残喘
,

情 出无奈
,

尚有可原
,

应请免其离异
,

仍给后夫赵友成完聚

(议政大臣 阿桂 51
.

2
.

10 )
。

而对承娶犯奸之妇则持宽容态度
。

江西乐平县
,

王均彩因其妻与人通奸而嫁卖
,

程荣年出 80 两承娶
。

后 因奸夫以欲告其卖休

而讹银
,

给其 10 千文仍不满足
。

王均彩气忿 自杀
。

会审意见为
:

程荣年承娶犯奸之女
,

与买休

不同
,

应免置议
,

吴 氏仍给领回完聚 (江西抚何裕城
,

sb
.

n
.

7 )
。

(四 )对指腹为婚后的再婚予以保护
。

指腹为婚为一种民间习俗
,

甚至说是一种陋俗
。

官方虽不予承认
,

民间则视此为订婚方式
。

浙江金华县洪文秀供
:

小的女儿与郑安祥的儿子郑风林原是未生时指腹为婚的
。

后因女儿

已年长成
,

屡次催郑安祥早些完婚
,

郑总说家贫无力迎娶
。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初
,

小的想指腹为

婚原是无据 的
,

央人为媒另许与宋献成之子
,

得财礼 40 两
。

郑安祥闻知
,

找小的吵闹
,

声言要去

告状
。

后小的叫宋献成到郑安祥家说处
,

情愿把财礼送郑安祥
,

要郑写退婚字据
,

郑同意
。

后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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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祥之子郑起小路遇媒人
,

将其殴伤身死
。

会审意见
:

郑安祥与洪文秀之女指腹为婚系乡愚不

知例禁
,

应予免议
。

今洪文透之女洪明观经伊父主婚另许宋献成之子
,

业已成亲
,

应听其完娶
。

洪文秀所得财礼银两亦应免其追还 (浙江抚琅干 5 2
.

5
.

20 )
。

实际上在 民间社会中
,

婚姻行为中政府法律的干预作用是很小的
。

只要不引发命案
,

即使

有违例行为也不会引起政府的关注
。

不过也应看到
,

法律制度的存在在民间却造成了一种无形

的监督制约环境
。

我们在档案中看到
,

不少命案的引发是因为 当事人婚嫁有违例之嫌
,

邻人或

其它相识旁人为讹钱财 以告发相威胁
,

当事人害怕吃官司而让步
,

若双方讨价还价未达成一

致
,

则会出现斗殴等冲突
。

结 语

通过对妇女再婚状况的考察
,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

1
.

清代中期
,

妇女再婚在社会中下层家庭中是普遍存在的
。

特别是缺少土地等不动产的

佃农
、

佣工及小 自耕农
,

其家庭结构 以核心家庭为主 (关于这一点
,

笔者已有专文论述
,

兹不赘

述 )
。

丈夫是家庭中主要甚至唯一的劳动力
,

一旦病故
,

家庭生活很难延续下去
。

在这种情况下
,

社会中所崇 尚的
“

守节
”

行为很难成 为她们的具体实践
,

而在具有一定财产的中等家庭中
,

出于

对寡妇家庭财产占有或重新分配等物质利益的考虑
,

也有一部分丧偶妇女被推上再婚之途
。

2
.

已婚妇女被卖嫁也是再婚的一种形式
,

是赤裸裸的买卖婚姻
,

同时也是妇女社会地位

低下的极端表现
。

这种状况 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有一批生活条件极不稳定的贫穷家庭的存

在
,

他们不得不在困境中调整其家庭人 口数量
,

而被出卖者则是对家庭存在发展最不具有潜在

和实际价值的人
,

妻子首当其冲
,

当然这也与婚姻市场对女性的需求迫切
,

易于尽快获得 收益

有关
。

3
.

妇女再婚行为在当时社会中并非一条和谐温存之路
,

与妇女的初婚 由父母一重包办相

比
,

妇女再婚
,

特别是寡妇再婚
,

则是多重包办
。

我们在为旧时代妇女再婚行为冲击了陈腐的精

神束缚的举动钦佩之时
,

也深切地悲叹妇女在再婚中所处地位的低贱
,

他们再婚行为的主流是

被动的
,

甚至是在胁迫情况下完成的
,

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市场上的一种特殊商品
,

身不由

己地被人讨价还价
。

客观地讲
,

这种地位和待遇比社会中上层家庭丧夫妇女的
“

守节
”

禁锢强不

了多少
。

4
.

从档案中可 以看出
,

在清代中期
,

妇女再婚是极易实现的
,

而其中主要原因是在 当时社

会存在一个数量可观的男性待婚人群
,

或者说
,

在清代 中期
,

妇女再婚受到推和拉两种力量的

作用
。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

丧偶妇女和一些 已婚妇女的公婆
、

父母
、

丈夫等具有父家长地位的

人设法将她们嫁出去
,

形成一股
“

推
”

力量 ;一支未能及时婚配的晚婚队伍由于 自身年龄和经济

条件的限制
,

已难于在未婚女性中选择配偶
,

他们中大多数人把丧偶妇女和被卖婚妇女作为婚

配对象
,

倾其几年
、

几十年劳动积累去争取这些机会
,

形成一股拉的力量
,

从而使妇女再婚在形

式看处于一种有利地位
。

5
.

妇女再婚行为对 当时社会 由于性别 比较高所造成的男性婚姻困难的局面起到一定缓

解作用
。

从具体的案例分析 中可以看出
,

再婚妇女中的多数以初婚男性为选择对象
,

并且多为

家境较差的婚姻失时者
。

由此他们获得了婚配机会
。

另外在清代中期
,

无论丧偶妇女再婚
,

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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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婚妇女被买卖
,

其 中育龄妇女的再婚占再婚妇女的绝大多数
。

由此产生 的结果是
,

妇女总

和生育率会有所提高
,

从而推动人 口数量的增长
。

注释
:

¹ ½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卷 7 5 6 ,

刑部
,

户律婚姻
。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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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福建抚徐嗣 51
.

5
.

7 意为福建巡抚徐朋题
,

时间为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七 日
。

»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 》卷 16 。

¼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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