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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婚姻法的发展看中国女性地位变迁
兰 芳

摘 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地位变化的发展历程向人们展示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女性地位变化是一个历史变

迁过程，女性的地位与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直接关系着她的社会地位。法律是一个时代文明的标

志，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父权社会时期没有形成对婚姻家庭的法律条文，封建礼教把女性牢牢的控制在社会的底层。新

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婚姻法的出台使女性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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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到：“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

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这句话揭示了女性发展与人类进步的

必然联系。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曾经占据过生产

和生活的主导地位。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女性逐步

由主导变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地位的沦丧有漫长的发展过程。

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

了非常主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从先秦到汉唐，封建社会的确立，封

建礼教制定了一套严密的伦理制度，思想上逐渐确立了男性对女

性的统治地位。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天经地义的时代。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制度之一，也是构成最基本

的单位，一定的婚姻家庭为一定社会的缩影，女性在婚姻家庭中

的地位直接体现其在其社会地位。关注女性、重视女性的利益诉

求、保护女性权利，是时代赋予人类社会的历史重任。女性的生

存与发展反映时代的变迁，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关涉全人类的幸

福。家庭是社会最基本单位，如果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无法保

证的话，那更谈不上社会上任何形式的平等权利。因此，女性在

婚姻家庭中的权利至关重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家庭是国家的缩影，男人在家庭中

处于统治地位，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因此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如果

丈夫因其妻子不羁的性情和放肆的言辞而不断受到辱没，而他也

竟然容忍了，那么他将不仅失去了所有的自尊感，还会因此而丧

失了家庭其他成员的尊敬，如果没有这种尊敬，他就不可能指望

统治他们，并且会在邻里当中名誉扫地。上帝对女人说：“你必恋

慕你丈夫；你丈夫必须管辖你。”（因而法律授权丈夫使用一定程

度的强力作为使妻子安分守己的手段。

二、婚姻法的变迁历程

法律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古代法律没有对

婚姻明确的法律条文，大多数采取诸法合体的形式，伦理规范和

宗教教义在调整婚姻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关婚姻家庭的

规定，一般都包括在内容庞杂的统一法典内。长时期中，婚姻立

法不够完备。在中国整个奴隶制时代，婚姻家庭关系主要是由维

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和统治阶级认可的习惯来调整。封建社会

也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婚姻制度，婚姻家庭关系除非涉及到刑事

责任以外，都由“礼”来进行调节，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婚姻立法

的一个重要特点。

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五四运动后女性的主体性地位得到高

扬。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法律条文规定了男女地

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婚姻法经历了四次变动。新婚姻法

使广大中国女性获得了解放，打破了几千年来强加于女性身上的

封建枷锁，使女性获得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这是中国

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它的贯彻实施将旧

中国所遗留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逐步废除，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平等和睦的新型家庭不断的涌现。

经过 30 年的努力，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很大

提高，我国婚姻家庭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封建陋习如重婚、

纳妾、养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再嫁等现象都基本消除。但是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

发生了巨大变革，人民的生活观念也巨大变化，旧的婚姻法己经

不能够适应改革开放的基本要求，面临种种新问题的挑战。1980

年婚姻法是改革开放后恢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志着我国的婚姻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反映了国家在

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重建。

1978 年开始，全国妇联根据我国 30 年来婚姻法贯彻实施的

情况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向党中央提交报告，提出婚姻法有修改

的必要。最后，经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提交

1980 年 9 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进行讨

论。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 1980 年 9 月 10 日经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同时宣布 1950 年 5 月 1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自新法实行之日起废止。

随着社会法制的日益健全，总体而言，我国婚姻家庭的面貌

较好，民主美好的家庭不断涌现，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婚姻成为

主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发

生了重大变革，婚姻家庭方面继而出现新的风貌和问题。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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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方面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各种问题，如婚恋态度倾向放任、

轻率，离婚率逐年上升，家庭暴力问题凸显等等。社会处在不断

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1980 年婚姻法展现许多不完善

和不便操作的地方，急需做出必要的修正。从 1990 年开始，社会

各界开始讨论修正婚姻法，经过十年的努力研究，最终形成了修

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

基础的改变要求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因此婚姻法作出诸多方

面的修改，这是法律对现实的直接回应，反映出社会的激烈变革

对婚姻法立法的推动，人们习惯上称之为“2001 年婚姻法修正

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迅猛发展，“2001 年婚姻法

修正案”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呼唤新的婚姻法来对当前存

在的不合理之处作出调整，2010 年新婚姻法的颁布是社会发展

的要求，使我国的法制制度更加的完善合理，使社会更加的和谐。

三、女性地位变迁在婚姻法中的体现

新中国建国以来，立法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一开始几乎都体现

在婚姻家庭法中。我国婚姻法调整的对象是婚姻家庭关系，是

“基于婚姻家庭而产生的身份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财产关系。”

《婚姻法》的颁布，从根本上使广大女性得到了婚姻自由，也是女

性地位的提高在法律中得到提升的显著标志。我国法制越来越

健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和《婚姻法》都明确规定男女地位平

等，用法律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古代婚姻制度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男婚女嫁，一夫多妇。西周

初期，父权制建立起来，经历漫长的奴隶社会，周礼制度日益完

善，封建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完善。周代建立的父权制的性别

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性别等级的划分——男女间的等级表现为

男尊女卑，妇女间的等级既随所“从”的父、夫、子的男人的身份地

位而定，也据自己本身获得的身份角色而不同。正如恩格斯所

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

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

压迫同时发生的。”在父系社会里，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提升，日益

成为物质生产、社会组织中的主角，妇女被排斥于生产领域之外，

从事为父系家族生育下一代的人口生产、家务和其他“私人事务”。

妇女的法律地位关系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国

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在封建社会，女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毫

无权利可言，完全封建礼教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三从四德”女性

没有独立的地位，是男人的附庸工具，负责传宗接代，封建等级制

度从社会一直延伸到家庭内部。在国家，实行王权独裁，在家庭，

实行家长专制，人民的权利没有任何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依然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

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宪法

不仅确立了男女平等原则，而且还确立了保护妇女特殊权益的原

则。这些原则通过刑法、民法、婚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应规

定而加以实现。

最新通过的 2010年新婚姻法总则第二条“实行婚姻自由、一

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十三条“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

等”，再次强调男女的平等地位，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

父权社会里，男人是天，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庸工具，没有任何权利

可言。第十四条“夫妻双方都有各自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法律的

规定是对社会存在的反应，古代妇女要遵从“三从四德”，出嫁后

要“从夫”，“从夫”的一条就是要跟随夫姓。婚姻法几经更改，确

保男女的平等地位，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维护着社会的和谐发

展。

为了确保法律的贯彻实施，切实保障女性权益，1992 年 4 月

3 日，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这是指导妇女事业不断发展的

宏伟纲领，也是对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经验的光辉总结。目前在中

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刑

法、民法、婚姻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以及有关的行政法规，地方

法规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保护妇女的法律体系。

婚姻法的修改过程反映出了社会变革给婚姻家庭领域带来

的变化与价值观念的冲突，预示着婚姻家庭在向更加文明、和谐

与现代化发展，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各种新的问题与矛盾。中国

当代女性的发展期待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国当代女性的

发展需要法律来推动男女平等的实现。

我们在保障妇女权益、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国

情，地区的差异使妇女的权益保障不能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

约。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新形势下，又出

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旧观念如男尊女卑在一些落后地

区甚至在一些相对发达地区也还根深蒂固，要消除这些观念决非

一朝一夕、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要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全面实现

法律赋予妇女的各项权益，由法律上的平等成为事实上的完全平

等，还要作长期的艰巨的努力。女性地位的解放与发展，是衡量

一个社会发展与解放的重要标尺。消解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改

变以往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不仅解放女性，也是男性的解脱之

道。女性地位的独立，也并非是要树立一个女权的社会,《婚姻

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制度的确立是女性应有的社会地

位的法律保证，而更为重要的还是需要通过全社会两性携手共同

努力，冲破僵化的性别标签与教条的束缚，真正实现性别的和谐，

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吴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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