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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上海市婚姻法运动月研究

———以上海工业局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满 永 孙 静

［摘要］1952 年 11 月，为了克服婚姻法宣传贯彻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将次年 3 月确定为“宣传贯

彻《婚姻法》运动月”，希望通过“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推动婚姻法的实施。上海市工业局档案史料显

示，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海国营工厂的实施过程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近代以来的开埠历史，虽然让上海

在 1920 年代就有了婚恋自主的社会氛围，但这样的历史情境并未给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带来便利，反因

“上海特殊论”的出现成为桎梏。这场运动经历两个月的干部学习和群众宣传后，工厂职工虽对婚姻法

有了初步认识，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运动化的宣传，也留下诸多弊端，以致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婚恋旧俗，

多年后仍然时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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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同日，中共中央也发出通

知，要求各级党委做好《婚姻法》执行的宣传组织工作，并将其视为经常性的工作之一①。不过中央

层面的重视并未带来《婚姻法》在基层的顺利实施，自其颁布之日起，男女因婚自杀或被杀的情形就

屡禁不止。为此，1952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将 1953 年 3 月定为“宣传贯

彻《婚姻法》的运动月”，用以“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②。随后，各地均按照中央

指示，在全社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并于当年 4 月结束③。

从 1950 年 5 月颁布实施，到 1953 年 4 月群众性运动的结束，《婚姻法》的宣传贯彻正好持续了

3 年时间。以往的研究都笼统地将此 3 年视为婚姻法运动时期，但由中央政策及地方实践看，真正

称得上运动的只有 1953 年初的这段时期。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婚姻法》的宣传与贯彻，还是给当

代中国的婚姻形成及家庭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因为如此，《婚姻法》宣传与贯彻带来的婚姻家

庭之变成为 1950 年代社会变革史研究的焦点之一。

以往的《婚姻法》宣传与贯彻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是对宣传贯彻状况的整体研究，其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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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国实施状况的梳理①，也有围绕特定地域的分析②; 二是对贯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政府应对的

研究，如对妇女因婚自杀或被杀现象的讨论③。这些研究，对于厘清《婚姻法》宣传贯彻的基本脉络，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有不足的是，既有关于《婚姻法》实施的微观研究，虽然也揭示了其地方实

施过程，却少有结合地方特殊历史情境的分析，并因此而成为宏大历史的地方投影，冲淡了微观研

究的价值所在。

鉴于上述情形，本文拟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对 1953 年上海市婚姻法运动月的实施

状况作初步分析。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围绕上海市《婚姻法》贯彻的整体情形④和出现的社会问

题⑤，已经有过讨论。但如前文所言，这些讨论多数都是统而论之，鲜有结合 1950 年代上海城市特

性的深入分析。事实上，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婚恋观念上亦领全国风气之先。

早在 1920 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婚恋自主的氛围，女性在婚姻结构中的依附角色也较为淡化，拥有

更多的自主选择权⑥。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情境，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未提及。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与此相应，在全市 206. 5 万名总

就业人口中，工业领域的职工多达 44. 95 万人，占全市总就业人口数的 21. 8%，同期的农业人口比

重只有 6. 38%，到了 1949 年末，全市工业部门职工增加到 53. 08 万人，1952 年，全市工业部门职工

达到 83. 38 万人⑦。这种人口构成意味着，上海宣传贯彻《婚姻法》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占据工业领

域职工绝大多数的工人，仅此即和其他地区显著不同。而由后来上海市委拟定的《婚姻法》实施计

划看，工厂确实成为运动的三大场景之一⑧。因此，为了尽可能展现上海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地方特

性，本文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工厂情境和工人群体，使用材料也以上海市工业局档案为主。

结合既有研究和 1950 年代初期的上海城市特性，本文将尝试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上海社会

早已有之的婚恋自主观念，在婚姻法宣传贯彻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二是婚姻法运动前的工厂婚

姻状况及工人对婚姻法的认知? 三是婚姻法运动月在工厂的实施及其对此后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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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月前的婚姻状况及法律认知

1950 年《婚姻法》颁布后，上海即在市、区两级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以及办公室，负

责领导和组织全市的《婚姻法》宣传贯彻活动①。由于在婚姻法宣传贯彻期间，上海市非农业人口比

重始终维持在 90%以上②，因此，上海婚姻法宣传贯彻活动的主要场景也确定为工厂、里弄和市郊农

村，其中尤以工厂和里弄为主。

虽然明确了工厂作为宣传活动的重要场景，但由于此时上海的工业企业仍然分属于不同的系

统，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③，因此早期的工厂婚姻法宣传活动主要是在全市统一组织下进行的，并未

考虑工厂环境的特殊性。如南汇县委就将辖区内工厂企业的婚姻法贯彻活动，交由县妇联、县委宣

传部等 14 个部门组成的婚姻法宣传委员会负责④。

和全国的情势相仿，持续两年的婚姻法宣传活动，不仅未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还出现了因婚自

杀的问题。截至 1952 年底，上海全市共有 3208 人因婚姻问题走上了自杀之路，其中死亡 236 人，被

杀 14 人⑤。工厂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仅 1951 年 11 月，上海市工业领域就发生了 7 起因婚姻问题自

杀的事件，如勤立机器厂女工被厂委员会主席玩弄怀孕，遭辞退后愤而自杀; 国棉厂也有女工因婚

姻问题自杀或被杀⑥。

为了解决婚姻法宣传贯彻中出现的问题，1951 年 9 月 29 日，政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以执法

检查的方式遏制妇女自杀或被杀现象⑦。当年底，上海即成立了“婚姻法宣传检查委员会”，并以工

厂企业、农村和政府机关为重点，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⑧。上海市总工会为了配合检查，也要求各厂

工会根据自身情况，从四个方面加强婚姻法宣传: 一是由女工部和文教部召开工会女工干部和文教

干部大会，开展婚姻法的讨论宣传; 二是各厂工会结合报告会并联系本厂婚姻实际，组织工人讨论

婚姻法; 三是组织已婚和未婚工人参观婚姻法图片展，以便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 四是由各产业工

会检查所属工厂的婚姻法执行情况，了解工人思想中存在的问题⑨。

从时间和行动来看，上海对政务院的执法检查做出了积极响应，并成立了专门机构，市总工会

也要求产业工会检查各厂的婚姻法执行情况，但宣传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却并未因此杜绝。截止

1953 年婚姻法运动前，上海市地方工业处所属 3020 名工厂职工中，重婚纳妾者仍有 38 人，未婚乱

搞男女关系者 22 人。其中新生火柴厂 104 名已婚工人中，父母包办有 96 人，占比 92. 3%瑏瑠。轻工

业委员会所属各厂中，包办婚姻、重婚、童养媳、寡妇不敢再嫁、夫权思想等婚恋旧俗仍然普遍存在。

其中上烟三厂 1413 名工人中，包办婚姻者多达 974 人，占比 68. 9%瑏瑡。华孚金笔厂 4% 的已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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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办婚姻的比例也高达 80%①。烟草系统机关内有大小老婆者 12 人，男女关系不正当者 12 人，

家庭不和者 4 人，其他问题者 15 人②。

婚恋旧俗的保持以及婚姻问题的存在表明，1953 年前的婚姻法宣传贯彻效果甚微。之所以如

此，也是因为在两年有余的婚姻法宣传贯彻中，工厂职工对新式婚姻制度和婚恋观念不仅未有深入

了解，反而产生了诸多认识误区。具体来说，1953 年婚姻法运动月之前，上海工厂职工对婚姻法的

宣传贯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认识偏差: 一是部分人基于“上海特殊”或者个人已婚等原因，将婚姻法

的宣传贯彻看作“事不关己”之事; 二是有些干部将婚姻法的宣传贯彻等同于“三反”、“五反”等政

治运动，主张“狠斗”一批人; 三是部分有婚姻问题的人，对宣传贯彻活动有恐惧心理。

如前所述，上海早在 1920 年代就有了婚姻自主的社会氛围。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不少人认为新

婚姻法和上海无关，宣传贯彻活动就是无的放矢之举。比如共青团上海市委在动员青年参加婚姻

法运动时，有人就强调“贯彻婚姻法主要在农村，上海无啥问题”③。烟草系统各厂中也有工人认为，

“都市中结婚自由的居多，受封建婚姻毒害的人很少，婚姻法主要是农村的事，上海早已男女社交自

由了没有问题”④。诸如此类的“上海特殊”论，在全市范围内都是相当普遍的⑤。

当然就多数人而言，他们对婚姻法运动的漠不关心，不是从上海特殊的历史情境出发，而是考

虑到了个人的特殊情况，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性别和年龄。由于不少干部职工将婚姻法简单等同于

“妇女法”，因此很多男性职工认为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是纯粹的女性之事。比

如印刷厂的宣传干部就认为，婚姻法贯彻“最好从女人着手，阿拉厂里都是男工，没啥问题，烟厂才

复杂呢! ( 烟厂女工多) ……”⑥; 也有人认为，婚姻法宣传贯彻活动的目的就是将女性从夫权的压迫

中解放出来，因此，“只要对男人宣传”就可以了⑦。类似的想法在整个工业系统职工中都是较为普

遍的，尤其不少男性职工认为，婚姻法是对妇女的“恩赐”，既“与己无关”也“对自己无啥好处”⑧。

华孚金笔厂的男职工就特别强调，“妇女法只对妇女有利”，“对自己没啥关系因此抱着与己无关的

思想”⑨。食品油脂领域的干部也认为，婚姻法既然是妇女法，宣传贯彻活动就应该是妇女干部的

事瑏瑠。再者，一些已经结婚的干部职工，也因为本身不存在婚姻问题而无视婚姻法的宣传贯彻。食

品一厂的宣传干部因为已经结婚，坚持“婚姻法和我关系不大”瑏瑡，烟草系统的部分老年职工，同样由

于不存在婚姻问题而觉得“与己无关”瑏瑢。这样的想法，在轻工系统各厂职工中也较为流行瑏瑣。

工厂职工关于婚姻法认识的第二个误区，是将宣传贯彻活动等同于“三反”、“五反”运动，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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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地“狠斗”一番。比如大孚橡胶厂厂委员朱某，就想将本厂工人祝光福的老婆弄到大会上

坦白①。纺织系统的干部则认为，只要是“未婚大肚子”的，都要在运动中“反他一反”②。烟草系统

的干部主张，贯彻婚姻法运动就要大张旗鼓，要和“镇反”、“土改”以及“三反”一样，在运动中解决

婚姻问题。同时要深入车间检查男女关系，只要有问题的男女都要在运动中“狠斗一斗”③。青年团

上海市委也发现，很多团员希望借助运动，“斗一斗”乱搞男女关系之人④。国营上绢厂的斗争对象

是有大小老婆的人，认为这些人“一定要斗一斗或上台坦白”⑤。轻工系统的各厂积极分子，也要求

“斗一斗”“搞搞清爽”⑥。上海食品三厂甚至选定了一个被认定有历史问题但查无实据之人，作为

斗争对象⑦。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国家没有将婚姻法运动贴上阶级政治的标签，但在干部职工中仍

然普遍存在着斗争思维。之所以产生如上认识，原因在于人们既没有理解婚姻法运动的性质和方

针，也不清楚婚恋习俗的改变需要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⑧。

最后一种认识误区，主要是担心害怕的恐惧心理。受上述斗争情绪的影响，一些有婚姻问题的

人在对号入座后产生了“怕斗争”、“怕坦白”“怕难为情”的“三怕”情绪。如烟厂就有工人因为打过

老婆，害怕被斗争而到工会主席那里坦白求情: “我过去打老婆不好，今后一定改过，这次运动如要

我在大会坦白吃不消，还是在工会坦白坦白算了吧”⑨，国棉十一厂的医务干部也因为大小老婆的问

题，做好了“吃官司去劳动改造”的准备瑏瑠。另有一些青年人尽管没有以上的问题，却担心婚姻法提

倡的自由恋爱，会影响到自己“找对象”，比如医药党委就有干部觉得“婚姻法实行了，我对象找不到

了( 因他以为自己生的难看，人家不肯和他好) ，否则只要有钞票就可解决好。”瑏瑡类似的想法虽然不

算普遍，但也足见干部职工在婚姻法运动时的复杂心态。
综上可见，1953 年婚姻法运动月开始之前，上海虽然在工厂、里弄以及城郊农村开展过婚姻法

宣传贯彻活动，但无论就婚姻家庭状况还是干部职工的婚姻法认知来看，这一时期的宣传效果都不

甚理想。因此 1952 年底中央要求开展婚姻法运动月之后，上海即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并尤以工厂为重点。

三、婚姻法运动月的实施与展开

1952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将 1953 年 3 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

月”，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婚姻法宣传贯彻活动。为了落实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在 1953 年 2 月制

定了本市的婚姻法运动月计划。该计划继续将街道里弄、工厂和郊区作为全市婚姻法运动重要场

景，只是相较此前的变化是，工厂里的婚姻法贯彻不再由全市统筹，而是由各厂所属的产业党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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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①。

上海市委在新计划中对工厂贯彻婚姻法运动组织者的调整，前提在于此时的多数国营工厂不

仅有了对应的产业党委，更有了全市统一的领导机构，即市政府工业局。1952 年 9 月，上海市政府

在原市财委所属地方工业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市政府工业局，也称地方工业局，以加强对全市国营

工厂的领导和管理。新成立的上海市工业局设置了一般工业、造纸工业、食品油脂工业及卷烟工业

四处，分别管理各行业工厂②。因此按照市委的计划，国营工厂的婚姻法运动即由上海市工业局党

委负责领导。

为了更好地实施婚姻法运动月，从 1953 年 1 月开始，上海市委在就全市范围内进行了重点试

验，并训练了大批干部③。2 月 25 日，市委运动月计划的发布，意味着婚姻法运动月的正式展开。按

照计划安排，一个月的婚姻法运动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干部进行宣传和教育，包括

机关干部、基层干部、宣传员和报告员三个层次，时间从 2 月 26 日至 3 月 7 日结束; 第二阶段主要是

面向群众的宣传教育，时间从 3 月 8 日起至 4 月 8 日结束。计划同时要求各区委和产业党委 3 月 3

日前订出实施计划，并在 4 月 15 日前向市委提交运动月的总结报告④。遵照市委计划，工业局党委

先在 2 月 28 日拟定了初步计划，又在 3 月 1 日公布了如何落实市委指示的详尽计划，并要求局属各

单位于次日上交本单位的执行计划⑤。

从时间上看，工业局党委对市委的运动要求颇为重视，但局属各厂及产业党委尤其是具体实施

的干部，对此却顾虑重重难言积极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前述干部们对婚姻法存在认识

误区，也与工厂的特殊环境有关。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贯彻婚姻法运动会影响工厂生产活动的正

常开展。比如国棉八厂的干部就直言，宣传贯彻婚姻法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不像生产那样是必须

完成的任务⑦，国棉十一厂同样将生产视为头等之事⑧。益民食品一厂干脆将贯彻婚姻法和生产对

立起来，主张优先完成生产计划后再解决婚姻法宣传问题⑨。医药系统干部同样强调了生产多、任
务多，对婚姻法的宣传贯彻采取应付了事的态度瑏瑠。很显然，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作为市委贯彻婚

姻法运动重点场景之一的工厂，是无法如期完成任务的。

工厂干部中存在的上述思想顾虑，市委和工业局党委应该是清楚的，因此在二者制定的实施计

划中，针对干部的宣传教育都是首要步骤。按照工业局的计划，全局干部分成三个层次进行学习。

首先是机关干部的学习，其中宣传和婚姻法办公室的人员，要从计划发布之日即开始婚姻法文件的

学习，并对照中央指示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 党委干部则在党代会文件学习结束后开始婚姻法文件

的学习，并以扩大会议的形式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 一般机关干部以报告或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学

习，不做执行情况的检查。其次是基层干部的学习，主要包括工厂委员、车间主席( 即车间工会主

席) 、车间女工委员、工会家属委员( 分散的家属委员和里弄干部一起学习) 以及团支部书记等，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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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或分党委书记作报告辅导。最后是报告员和宣传员的训练学习，报告员除各单位已有人员，另

需从前期学习的干部中再选一批，宣传员既要接受专门训练，还要参加基层干部的学习。按照时间

进度，各层级干部的教育学习，最迟在 3 月 20 日前结束①。

根据工业局党委的计划要求，从 3 月 2 日开始，各分党委及工厂的干部学习相继展开。烟草系

统各厂党委委员及宣委 22 人，从 3 月 2 日至 4 日进行了为期三个半天的集中学习，重点纠正了在婚

姻法问题上的认识误区②。食品油脂系统的宣传干部，也在 3 日和 4 日下午进行了两个半天的集中

学习，基层干部则从 3 月 7 日学习至 11 日。虽然工业局党委的计划并不要求基层干部的学习要结

合检查进行，但食品油脂分党委还是在学习中安排了执法检查环节③。
截至 3 月 12 日，烟草、橡胶、直一、直二以及食品油脂分党委的首批干部学习已经结束，造纸、一

般轻工业、人印和医药分党委的干部学习也近结束。其中，食品油脂、直一、直二党委已经在典型厂

开展了基层干部训练，一般轻工业党委则召开了宣传员大会。首批干部学习的结果显示，不少人对

婚姻法运动仍然存在着意义认识不够、过程关心不够以及政策掌握不好等问题。也有一些党委的

学习安排明显失当。比如没有按照要求将学习和检查结合，而是单纯地检查; 组织干部讨论也不围

绕着重点问题展开，而是将一些诸如“打老婆的如何处理? 有三个小老婆的如何处理? 十年不生小

孩子的女子是否好离婚”等具体问题列为讨论重点④。
为了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学习问题，工业局党委在 3 月 11 日召开了分党委宣传部长会议，布置

了进一步的学习安排。会议要求三个层次的干部学习都要在 3 月 25 日前结束，并再次明确了机关

干部需要检查、基层干部勿需检查的原则⑤。
宣传部长会议之后，各分党委均按照新要求继续推进系统内的干部学习，但局党委 3 月 14 日的

汇报显示，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比如医药分党委擅自将学习对象扩大至一般党员和科长以上的行

政干部，面粉厂在训练基层干部时，没有考虑宣传员的同步训练问题，直属第一党委的基层干部则

以每天 1 小时的方式应付学习。不过和前次报告主要强调分党委的重视程度不够不同，这份新的汇

报透露了基层干部分身无暇的痛苦，间接阐述了干部学习遇到的客观困难。据汇报所言，婚姻法运

动开展之时，一般工厂都在同步进行着工资改革、马林科夫报告学习，速战识字等五六个运动⑥，这

是各厂无法全心投入婚姻法宣传运动的客观原因。

尽管有分身乏术的客观困难，但中央及市委严格的运动时间限制，还是让工业局党委不断督促

各分党委加紧组织干部学习。不过局党委的重视虽然保证了学习的时间进度，却无法推动问题的

全部解决。3 月 20 日首批干部学习结束时，干部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因文化水平和

方言习惯的影响，橡胶分党委组织部长的干部学习报告，始终断断续续难以听懂，以致听讲干部只

能开小差或睡大觉，未能达到学习效果。也有的党委书记报告时任意发挥，将离婚自由解读成为了

免除老干部对乡下老婆的剥削，等等⑦。虽然干部学习的问题依旧，但是为了在市委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宣传贯彻活动，工业局党委还是要求各单位从 3 月 20 日即转入群众宣传阶段⑧。
按照市委和工业局党委的最初计划，面向群众的婚姻法宣传本应从 3 月 8 日开始，但是因为干

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延缓了进度。和干部学习主要以文件研讨和集中训练不同，面向群众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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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油脂分党委:《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计划》( 1953 年 3 月 6 日) ，上档 A37 － 1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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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局党委贯彻婚姻法办公室:《工作汇报》( 1953 年 3 月 21 日) ，上档 A37 － 1 － 231。
工业局党委贯彻婚姻法办公室:《工作汇报》( 1953 年 3 月 21 日) ，上档 A37 － 1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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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主要是报告员和宣传员的报告以及积极分子的座谈，同时附以大量的广播电影、黑板报、大字

报等较为具体的形式。根据局党委的总结，在 3 月 20 日开始的群众宣传中，全局共组织了 63 名报

告员和 3571 名宣传员，以分工包干的方式深入各厂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同时为使宣传活动更具

针对性，局党委还选择了税务印染厂作为典型，在市贯彻婚姻法办公室的协助下，由局贯彻婚姻法

办公室亲自掌握，在 26 日前完成了面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作了经验总结①。

税务印染厂的典型经验，在随后召开的分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得以推广，各厂面向群众的宣传

活动也由此展开。比如烟草分党委的 11 个单位( 9 个工厂、机关和学习班) ，既有局党委分派的 11

名报告员作分组报告，也有分党委组织的 1409 人的宣传队伍，以口头、会议、广播、板报、画片、文娱

等方式开展了宣传活动②。

按照初始计划，面向群众宣传的主要方式是组织工人聆听报告员和宣传员的报告。具体做法

是在各厂基层干部训练结束后，由厂里和局党委或分党委的报告员联系，报告员在详细了解厂内情

况后再入厂作报告，报告会之后再由各厂宣传队伍以板报、图片等形式作深入宣传③。由各厂的宣

传实践看，集中报告确实成为婚姻法宣传的重要手段。如食品油脂系统各厂都开了两至三次的报

告会，参加报告会人数达 5683 人④，地方工业处的报告员也到各厂作了 54 次报告会，仅首次报告会

的参会人数就达 7234 人⑤。

就参与人数而言，报告会确实可以让婚姻法的宣传效果瞬间扩大，但集中报告的即时性又使宣

传效果的持续很难保持。相较于抽象的会议报告，影视、图片、戏剧等直观手段带来的思想冲击更

为明显。因此，各厂都在报告会之后很快将重点转入形象化宣传阶段。以烟草系统为例，各厂在集

中报告会之后，都采取了演戏及图片宣传的方式⑥。事后统计，在面向群众的宣传阶段，烟草分党委

组织戏剧演出 31 次，剧目包括“罗汉钱”、“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赵小兰”、“女司机”

等; 训练图片讲解员 132 人，他们用京调、昆曲的形式向工人讲解了婚姻法内容。得益于这样的直观

形式，烟草系统 95%以上的工人接受了婚姻法教育，绝大多数工人参加过 5 次以上的宣传活动⑦。

在市委和工业局党委的初始计划中，座谈会是不被鼓励的。但宣传实践的需要，很快就让局党

委放宽了组织群众座谈会的限制。食品油脂系统就在局党委批准后开了座谈会⑧。此后，各个系统

的群众座谈会相继展开。如烟草系统的印刷二厂组织了 70% 的男工人和 80% 的老工人开了座谈

会⑨。国棉十一厂甚至将宣传范围延至职工家属，专门召开了家属座谈会。但效果并不理想，通知

参会的 60 人最后只到了 23 人，由此可见，家属们对此类活动并不积极瑏瑠。

实际上不只国棉十一厂的家属座谈会难言成功，全局范围的职工座谈会和家属座谈会都未达

到预期效果。烟草分党委就发现，工人们“往往易于追一事，斗一人，易于理论一套，不着实际”，因

此职工座谈会比基干会议更难组织。印刷二厂就因为把握不好，以致座谈会“流于形式”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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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工业局委员会贯彻婚姻法办公室:《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第一批阶段工作总结》( 1953 年 3 月 31 日) ，上档 A37 － 1 －
231。

烟草分党委宣传部:《烟草分党委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汇报》( 1953 年 4 月 22 日) ，上档 A37 － 1 － 231。
中共上海市工业局委员会贯彻婚姻法办公室:《工作简报》( 1953 年 4 月 1 日) ，上档 A37 － 1 － 231。
食品油脂党委会:《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工作总结》( 1953 年 4 月 14 日) ，上档 A37 － 1 － 231。
中共上海市地方工业处党委宣传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中宣传工作总结》( 1953 年 4 月 30 日) ，上档 A37 － 1 － 231。
烟草分党委宣传部:《烟草分党委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汇报》( 1953 年 4 月 22 日) ，上档 A37 － 1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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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国棉十一厂党委宣传部:《关于召开职工家属第一批家属座谈会的总结报告》( 1953 年 4 月 16 日) ，上档 A47 － 1

－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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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月 25 日相继展开，到 4 月 25 日基本结束，各厂面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多持续了一个

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多数工人既聆听了报告，也接触了电影、戏剧等多种形象化的宣

传方式，更在座谈会上暴露了自己的思想。虽然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认识问题，但工人们对婚姻法

确实有了初步的了解。

四、婚姻法运动月的实施效果与问题

1953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结束贯彻婚姻法运动①。次日，上海全市的婚

姻法运动宣告结束②，工业系统的贯彻活动也于 4 月 25 日结束③。从时间进程看，虽然中央最初将 3

月作为婚姻法运动月，但在上海的工厂实践中，从 2 月底启动干部训练到 4 月底结束运动，运动持续

了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市直接听到报告的群众达 175 万余人，报告员作了 4208 次报

告，印发了 80 余万份宣传材料，通过戏剧、电影、图片、幻灯展览以及座谈会和广播接受婚姻法宣传

的群众合计 350 万人左右，除部分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工厂，95% 的工厂和农村都进行了贯彻婚姻

法的宣传活动，里弄居民也普遍受到了教育。

前文已述，婚姻法宣传面临的首要困难是干部的误解。但在短暂的集中训练和宣传实践后，多

数干部对婚姻法及婚姻关系有了新的看法，比如多数干部意识到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并非是事不关

己。食品厂的宣传委员周瑾自认已经结婚，觉得婚姻法与己无关，但学习后发现婚姻法同样调节家

庭关系，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税务印刷厂的蒋兵也经历了这样的思想转变④。烟草系统也有干部

认为上海不像农村，早就实现了婚姻自由，婚姻法的宣传就是无用之功，但经过典型事例的学习教

育，意识到上海同样存在婚姻不自由和家庭不和睦的情形，因而改变了对婚姻法的态度⑤。

在最初的干部学习中，不少人将婚姻法视为单纯的离婚法或是为了解决男女关系问题。比如

一位机械厂的党委书记将婚姻法规定的离婚自由解读为对老干部的照顾⑥，也有些未婚干部觉得可

以借助婚姻法运动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⑦。学习之后，他们都意识到婚姻法的主要诉求还是建构一

种全新的婚姻家庭制度。

无论在干部学习还是群众宣传阶段，通过和旧婚姻制度的比较来显示婚姻法的优势，都是重要

的宣传策略。这样的做法，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在群众座谈会中，有人以亲身经历痛斥旧婚姻制

度之苦的发言，就很有感染力。比如上海唱片厂的老工人刘金曾说:“旧婚姻制度害死人，现在的儿

子已经二十余岁了，但我在以前结婚所借的聘礼债迄今尚未还清，每次来要钱儿子总要问我欠的什

么债，我不好意思讲”⑧，中安公司的女工也讲述了母亲的悲惨命运:“我母亲因为没有生男孩而被

公婆不欢喜，自己上吊自杀了，如果婚姻法早公布我母亲就还不会死。”⑨

工人们在座谈会上的现身说法，让很多人对旧婚姻制度之害产生了共鸣，因此改变了对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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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老年人放弃了干预子女婚姻的打算，青年人端正了婚恋观念。比如明星厂工人杨永接受

读报宣传后，就明确不再包办子女婚姻，也有老工人“写信叫老婆不要给子女包办亲事”①。市印制

厂的老工人朱玉，在厂里接受了婚姻法的宣传之后，也奉劝原本打算包办女儿婚事的邻居，让其放

弃了包办的念头②。也有些原本担心子女婚姻的老工人，在听到婚姻自由后觉得卸下了“千斤重

担”，直言“这回可好啦，不用操心啦，以前是多管闲事，操了心，生了气，花了钱，背了债，结果落个人

财两空”③。

传统婚姻关系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产生的不良后果，多是家庭关系的不和睦。比如内衣针

织厂的女工任玥就抱怨:“我真的恨透了封建婚姻制度，我结婚三个月感情非常不融洽，连晚上睡觉

也是谁也不理睬谁，在他夫权压迫下，有一次我母亲生病都不叫看她，并且时常遭他拳打脚踢。”④烟

草工业处财务科的吴昌，本来因为有浓厚的夫权思想，不仅对妻子态度冷淡，更认为有钱娶小老婆

属天经地义，学习后体会到了家庭和睦的重要。同样是财务科的徐强也对娶小老婆的做法深为懊

悔，并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新旧制度的优劣，“妻妾住在一起我一言一语也要处之当心，否则就有吵闹

的危险，现在想想禁止纳妾对今后的家庭实在有无限的好处”⑤。食品油脂系统的杨高义，也在学

习后改变了对老婆的态度，并从自身角度寻找家庭不和的原因⑥。九福制药厂的工人陈海荣，也检

讨了自己的夫权思想，“老婆把我当丈夫看待而我呢? 都不是正心对待她这是什么思想———瞧不起

老婆的思想。”⑦

不得不说，婚姻法运动在取得一定宣传效果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就全市而言，工厂、里弄和

农村宣传活动开展的并不平衡。相较而言，工厂因为有明确的组织依托，在三大场景中进展最为顺

利。如面向群众宣传的报告会，在市委宣告婚姻法运动结束时，工人听过报告的比例超过 70%，而

同期里弄居民听报告的比例只有 20%⑧。即便如此，有着明确结束时间要求的运动，仍然难以避免

过急过快的形式化问题。比如工业局系统的烟草分党委就抱怨，运动的开始和结束都太过随意，基

本不考虑运动的实际进展情况，只一味地强调按时完成任务，如此自然很难达到预期的运动效果⑨。

相较于显性的制度变革，思想观念的转变并非朝夕之功可成。在由始至终的婚姻法宣传中，很

多人对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就难以接受，以致百般阻拦。比如很多青年团员就视自由恋爱为乱搞

男女关系瑏瑠，明星厂工人赵忠春，学习后仍然觉得自由恋爱是资产阶级的婚恋观，要在生活中竭力避

免瑏瑡。正因为存在上述这样的认识，飞纶制纱厂的女工便不得不和原本打算离婚的对象重修旧好瑏瑢。

除了在婚恋自由上的认识偏差，婚姻法宣传贯彻还加剧了家庭内的代际矛盾。如明星厂老年女工

俞侯氏抱怨，婚姻法颁布后儿媳妇变得“调皮多了”，婆媳关系难以维持瑏瑣。

婚姻法虽然有涤荡旧婚姻制度的诉求，但在破旧基础上的立新同样重要，但新婚姻制度的建构

却并不顺利。比如虽然经过婚姻法运动的洗礼，但很多人对新婚姻制度中的婚姻检查和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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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难以理解。上海交通大学的女同学就联名写信，认为婚检中无论是女子给男医生检查或者男

子给女医生检查，都是不妥当的，也有男青年抱怨:“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谈好恋爱对象，如果检

查身体不合不就一生完了吗?”至于婚姻登记，由于手续繁琐，以致很多人要往返三至五次，因而难

以接受。如蓬莱区车站中路居委中 7 对新婚夫妇只有 3 对进行过登记，徐汇区新姚家宅 17 对新婚

夫妇登记的只有 9 对，工厂同样如此，多数人都因害怕麻烦而不愿登记①。

综上可见，虽然婚姻法运动之初，上海市工业局各厂的重视程度不够，但在局党委不断强化贯

彻责任之后，工厂里的婚姻法贯彻运动还是在既定时间内得以完成，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正如运

动之初各级党委声明的那样，婚姻习俗的变革不可能在一两个月的运动中完成，而是需要较为长期

的历史过程。

五、结 语

通过前文的梳理不难发现，以工人群体为主要宣传对象的上海工厂婚姻法运动月，其实施过程

以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不同于一般农村地区。简而言之，上海作为近代中国较早开埠的城市，在

婚姻家庭等社会风气方面领全国之先，但 1920 年代就已经形成的婚恋自主氛围，并未给旨在推动婚

姻自由的婚姻法运动带来施行之便，反因“上海特殊论”的出现而成了运动开展的认识障碍。尽管

经过短暂的干部教育和群众宣传，“上海特殊论”的认识障碍得以克服，但就工厂婚姻法运动的实施

过程来看，上海又确实有其“特殊”之处。

本文的主要论述设定于工厂情境，而由工厂的实施过程以及遇到的问题来看，类似农村地区的

包办婚姻虽然在工人婚姻形成中占有一定比例，但相较而言，工人群体中确实有着相对自主的婚恋

氛围。比如食品一厂就有女工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而自由结婚②，很多青年团员则希望在婚姻法

运动中能够举办一些“恋爱讲座”，普陀区棉纺业的报告员就没有按照要求开展婚姻法的宣传，而是

响应青年工人的呼声办起了“恋爱讲座”③。

上述情形说明，相较农村地区，工厂有着更为自主的婚恋氛围。正因如此，工厂婚姻法运动的

首要问题不是解决包办婚姻，而是克服因婚恋观念不当带来的重婚问题，这是与农村的显著不同。

这样的城乡之别，婚姻法运动实施十余年之后，仍然在上海城乡有着鲜明的体现。彼时工厂所见的

婚姻问题仍是以重婚为主，有的是公开同居共同生活，有的是欺骗政府公然登记，郊区农村更多的

则是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④。这些既说明了婚姻家庭变革的历史反复，也显示了婚姻问题的城乡

之别。
( 本文作者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上海 201620;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上海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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