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

秦
朝
婚
姻
制
度

女
性
地
位
如
何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fzb

fyzk
@
1
2
6
.co

m

B5

2025 年

3 月 19 日

星期三

老
法

今
说

婚姻制度作为基本的民事规则， 是社会稳

定和国家繁荣的基石， 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

的重要机制， 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相关的文献

记载。 那么，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封建

王朝， 秦朝的婚姻制度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们可以从一些简要的古籍中寻找线索。

商鞅变法 建立婚姻体系

中国古代的婚姻法自“汉朝”

起， 历经数千年， 深受“儒家” 思

想的熏陶， 倡导“三纲五常”，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

纲。”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 女性

被视为男性的附属， 必须事事以丈

夫为重， 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

固。 这些“礼仪教化” 深深束缚了

女性的思维， 物化女性， 压抑她们

的本性， 是非常落后和顽固的观

念。

秦人的祖先与西戎相邻， 居住

在西汉水的上游地区， 长时间与尚

未开化的原始部落共同生活， 逐渐

接受了一些蛮荒的习俗。 在男女感

情方面， 更是混乱不堪， “父子无

分， 同处一室”， 毫无规矩可言，

常常出现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丑陋

行为。

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 曾与

多位情人如义渠王和魏丑夫有过关

系， 甚至下令在她去世后让情人陪

葬， 要求“生时同眠， 死后同穴”；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则与嫪毐发生了

不正当关系， 导致她最终权势滔

天， 甚至谋划反叛。 这类事件数不

胜数。

公元前 356 年， 秦国推行“商

鞅变法”， 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与

秩序， 完全摒弃落后的习俗， 建立

了一整套婚姻法律体系， 要求所有

人都必须遵守， 不论其社会地位。

“娶妻的仪式， 以黄昏为时

限”， “当女婿在黄昏时分到来时，

妻子也随之离开。” “婚姻” 一词

源于古代婚礼举办的时刻“昏”，

也就是黄昏时分， 男子前往女子家

中迎接新娘， 女子因此而随之而

去。 还有说法： “男子代表‘昏’，

女子代表‘姻’， 这便形成了‘婚

姻’。”

《礼记》 中提到： “男女有别，

然后父子亲； 父子亲， 然后义生；

义生， 然后礼作； 礼作， 然后万物

安。”

婚姻缔结“有条件”

在古代， 人们将男女婚姻视为

家国大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男女之

间若产生情感， 只需遵循“六礼”

便可成亲， 婚后夫妻和谐共处， 才

能延续后代。 父亲仁爱， 子女孝

顺， 方能培养出国家的人才， 进而

忠诚于国家， 心系君主， 才能实现

国泰民安。

成年男女结婚的标准是， 男子

身高需达到六尺五寸， 完成冠礼后

即可结为夫妻； 女子则需身高六尺

二寸方可“许配”。 这一标准广泛

适用， 历史上也有记录显示一些女

子身高“小于六尺” 便已成婚。 此

外， 结婚必须到官方机构进行登

记， 登记后的婚姻关系受到法律的

保护， 而未登记的婚姻则不受法律

保障， 男女双方的权益无法得到维

护。

“女子甲已为人妇， 私自逃跑

后被抓获并主动投案， 年纪尚幼，

身高不足六尺， 应否追究？” 回答

时指出， 若该婚姻在官府登记并受

到法律认可， 则应追究责任； 若未

登记， 则不应追究。

因此， 秦律清楚地规定了男女

结婚的条件， 并要求进行婚姻登

记， 以此确立双方的合法婚姻关

系。 这一点与中国其他朝代重视家

族内部自主选择婚姻的传统有明显

的不同。

根据秦朝的法律， 婚姻关系受

到血缘关系的限制， 特别是禁止近

亲结婚， 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制

裁。 “同姓的男女， 所生子女不繁

盛”， 这一认识对后来的优生优育

和科学繁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

了确保婚姻的质量， 秦律还禁止身患

传染病的人结婚。

夫妻双方约定各自的权利与义

务， “妻” 依赖于“夫”。

虽然秦朝的法律明文规定了夫妻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但作为古代的秦

王朝却无处不在地反映出男尊女卑的

观念。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低， 始

终以丈夫为中心， 依赖于配偶。

女子结婚后需迁入丈夫的家中，

负责照顾丈夫的家庭成员。 如果丈夫

犯了罪被流放， 妻子应当陪伴丈夫一

起去外地生活。

结婚后， 妻子从娘家带来的个人

财产将全部归丈夫所有， 由丈夫来决

定如何使用。 如果妻子犯罪， 那么

“妻随夫从， 衣物器具归夫”， 即妻子

的服装、 饰品和金银财物都将属于丈

夫。 而如果丈夫犯罪， 则在妻子先行

举报的前提下， 妻子的财产才不会被

没收。

夫出轨 妻杀之无罪

秦朝的婚姻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关注了女性的权益。

秦律对妻子的安全进行了保障，

即使妻子性格强势且不讲道理， 丈夫

也不能对她施加暴力， 否则将会受到

“耐刑” 的惩罚。 这一规定在封建社

会中， 鲜明地反映了对女性人权的某

种保护。

夫妻之间应遵守忠贞的原则， 严

禁通奸行为。 “防止内外之乱， 禁止

不正当关系， 男女应保持诚实”， 这

意味着男女应有所区分， 并保持适当

的距离， 非夫妻身份者不得私下交

往， 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清正的社会

风气。

“若为寄豭， 杀之无罪”， 丈夫出

轨， 去其他地方玩乐， 妻子得知后有

权利将其杀掉。 秦朝法律严厉惩罚不

正当的男女关系， 无论是“夫” 还是

“妻”， 不忠行为都应受到重刑处罚。

秦朝的法律对私通的丈夫采取严

厉惩罚措施， 这为已婚女性提供了极

大的保护， 这是在中国其他历史时期

所不常见的。

在那个时期， 秦王嬴政的母亲赵

姬与丞相吕不韦发生了亲密关系， 并

且对嫪毐十分宠爱， 甚至将他封为长

信侯， 并将河西太原郡划归给毐国。

由于权势滔天， 他发动叛乱， 试图攻

占蕲年宫， 秦王嬴政果断出击， 将其

抓捕， 并施以车裂之刑。 这一事件让

秦始皇异常警觉， 因此发布法令， 严

禁男女进行婚外情， 否则一律处死。

夫妻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共同主

宰” 的角色， 拥有对家庭成员的处置

权和对子女的教育权。

这显著提升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 同时也反映出婚姻中男女享有平

等的权利， 相较于此前根深蒂固的男

权思想已有所改善。

婚姻关系不得擅自解除

根据秦朝法律， 夫妻若要结束婚

姻关系， 必须到官方进行登记， 否则

将面临惩罚。 女性在丈夫去世后， 如

私自与他人结婚， 将受到“黥为城

旦” 的惩罚； 而男性则因“弃妻不

书” 而需缴纳两甲的罚金。

当一方配偶去世时， 另一方可以

再婚， 但实际上这一规定主要适用于

男性。 法律明确指出， 若已育有儿子

的妻子， 丈夫去世后不得再嫁。 丈夫

享有单方面解除婚约的权利， 而妻子

则不具备这种权利。

秦朝的婚姻制度受到“法家” 思

想的重大影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

想家是商鞅。

公元前 356 年， 商鞅应秦孝公的

邀请， 在秦国开展了“商鞅变法”，

积极推广小家庭制度， 以此增加家庭

数量， 提升税收和兵役。 规定成年男

子必须独立成家， 否则将面临加倍征

税， 同时提倡“一夫一妻” 的婚姻形

式。 这一系列改革的目标是增加人

口， 提升生产力， 促进国家经济发

展， 增强军力， 为秦朝的统一奠定坚

实的基础。 而为此制定的婚姻法则则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通过严厉的条款来震慑公众

遵守规定， 设定了高门槛的婚姻条

件。 同时， 明确夫妻的权利与义务，

禁止随意解除婚姻， 以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关系， 促进劳动力的有效使

用。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提高

人口数量， 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增强国家实力。 夫妻之间应当亲密无

间、 同舟共济， 但在法律面前， 不能

庇护对方的违法行为。

总体来看， 秦朝的婚姻法律制度

深受“法家” 思想的影响， 展现出强

制性、 绝对性和严厉性等特征。 这一

制度是在奴隶制逐渐崩溃与封建制初

步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具有明

显的封建特征， 充分反映了统治者的

意图和意志。 然而， 它并不完全表现

出法律的冷酷，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蕴

含着儒家文化的“人文” 气息。

秦朝的婚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男女平等， 共同管理家庭” 的

理念。

“夫妻齐心， 其利如金”， 无论

在古代还是现代， 只有当夫妻之间互

相爱护、 和谐相处， 平等对待， 才能

共同打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戚风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