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7 卷第 l 期

2 (X) 5 年 3月

西 昌学比学报
·

社会科学
J

u o
m

al oXf ie h a ng C ol l e 罗
·

S oe i al Se i

版
e e e nE d i ti o n

V
o

l
.

1 7
,

N
o

.

1

M a r
. ,

2 X() 5

略论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婚姻礼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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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着重论述了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婚姻礼俗变化的六大现象和三 大特点
。

六大现

象是
,

新式婚礼地 区扩大
,

青年男女婚姻 自主观念增强
,

婚礼形式趋于简化
、

便捷
,

涉外婚姻开始 出

现
,

离婚 已是平常事
,

婚姻禁忌有所松动
; 三大特点是

,

呈现出城 乡不平衡局面
,

新旧 中西 同时并存

的混合性特征
,

部分川 民存在畸形的婚姻观
。

【关键词】 民国时期 ; 四川社会
; 婚姻礼俗 ;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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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礼俗是人类社会风俗的一种重要表现形

式
,

人们研究社会风俗一般都不忘研究婚姻礼俗
。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
,

满清王朝灭亡
,

新的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国建立
,

随后五四运动的兴起
,

大量的新思

想
、

新观念和新风尚带进 了四川沉郁的盆地
,

我们
“
可爱的四川

”

也随之而出现了春到的景象
,

婚姻礼

俗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这种变化
,

本文试作

肤浅探讨
。

二
、

民国时期四川婚姻礼俗中的六大新动

向

一
、

四川传统的婚姻礼俗概况

中国传统的婚姻礼俗相当完备
,

婚姻中嫁娶的

仪式到周朝时基本框架已形成
。

从订婚到结婚
,

整个

过程有
“

六礼
” 。

即 : 纳采
、

问名
、

纳吉
、

纳征
、

请期
、

亲

迎
。 “

纳采
” :
初步商定婚姻意向 ; “

问名
” : 问清女子的

姓名 ; “

纳吉
” :

用 占卜的方式测算婚姻的吉凶 ; “

纳

征
” : 收受聘礼 ; “

请期
” :
定嫁娶的正日

。

最后
,

男子亲

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
,

叫
“

亲迎
” 。

周以后各朝各代虽

对
“

六礼
”

的名字有改易
,

但内容基本未变
。

2 0世纪初以前的四川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然

经济下的农耕社会
。

婚姻实行的是以包办和买卖为

主的封建婚姻制度
。

一般而言
,

男女婚姻都要遵循
“

六礼
”

的规定
。

不管男女双方是否情投意合
,

均按
“

父母之命
,

媒约之言
” 。

近亲通婚
、

童养婚
、

小女婿婚

较多
,

这些婚姻形式不仅给婚姻双方当事人带来了

莫大的痛苦
,

甚至还制造出许许多多家庭悲剧
。

除此

之外
,

旧式婚姻程序繁杂
、

铺张浪费
、

迷信
,

其中有些

不合时宜的礼俗弊病已经成为需要摒弃和淘汰的社

会陈规陋俗
。

自重庆开埠后
,

随着川江航路的开辟
,

资产阶级

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猛烈抨击传统的愚昧落后的婚

姻礼俗
,

热情宣传和颂扬西方社会文明的婚姻
、

家庭

制度及道德观念
,

新风新俗随之传人
,

特别是经过辛

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激荡
,

四川在婚姻礼俗方面有

了不少新的动向
,

影响着普通民众的 日常生活
。

1
、

举行新式婚礼的地区逐渐扩大
。

民国时
,

四川

省内举行新式婚礼的地区
,

先在重庆
、

成都次第兴

起
,

后逐渐向周边小城镇推广
,

新式婚礼在部分地区

开始出现
。

如
:

巴县
、

华阳
、

大足
、

合江
、

叙永
、

西 昌等

县在县志中均有记载 (见后述 )
。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
,

一些中型城镇举行新式婚礼成为流行的时尚
。

不

过
,

举行新式婚礼的人家
,

多是仕宦
,

诗书人家
。

这是

当时婚姻变化中的一大特点
。

2
、

青年男女要求婚姻 自主观念增强
。

旧式婚俗

中几乎没有婚姻当事人的权利
,

而新式婚姻中则强

调婚姻自主
,

即婚姻也需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

江津
“

近则间有用新式婚礼者
” , “

男女经介绍人之传达
,

互得同意后
,

乃各告于父母
,

为之主婚
; 或由父母直

接提起者
,

亦并经男女 自身许可
,

盖主张婚姻 自由

也
。 ” 川在合江县

, “

自欧风东渐
,

颇有 以旧时亲权过

于专制
,

以致婚姻道苦而实行 自由结婚者
,

已复有

人
。 ” 〔“ 〕万源

“

县城风俗有随时局为转移者
。

女子剪

发
、

读书
、

选择婚姻
,

亦有溺于自由之说
,

不尽遵父母

之命者
。 ”

以致于修志者对此评论道
: “
旧 日礼法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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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
“

晚近订婚
,

虽仍 由父母之命
,

媒约之言
,

惟必得男女同意
,

其结婚仪式有互换戒指订婚
,

演

说
、

祝词
、

答词
、

摄影
、

诸 端
,

盖宗法浸变
,

礼节亦

殊
。 ” t4] 这种蕴含着 自由

、

自主精神的新式婚姻终归

比强迫
、

包办式婚姻要文明
、

进步得多
。

3
、

婚礼形式趋于简化
、

便捷
。

新式婚姻礼俗
,

讲

的就是观念新
、

形式新
,

与传统有别
,

这种婚礼习俗

先在上海
、

广州等沿海大城市和
“

都会商埠
”

出现
,

后

逐渐推行到了四川
。

新式婚礼相比于旧式婚礼
,

更以

简便
、

易行为特色
。

《巴县志》
:

记载
: “

此渐染欧风
,

沿

自上海
,

苟趋势简易
,

非民国礼制所有
。 ” 囚

重庆当是开川省风气之先
,

还实行过集团婚礼 !

这在当时四川可是一举惊天之事
。

对于婚礼仪式的更改
,

当时各县地方志中多有

记载
,

如 :

川西平原
:
华阳

“

近 日
,

又有行文明结婚式之新

礼者
,

其仪式或有临时酌定
。 ” 〔6〕

新繁
“

婚礼亦改用新

式
,

其仪视旧为简
,

为费亦较省
,

吾县间有行之者

矣
。 ” 口〕

川东地区
:
大足县

, “

今之婚礼
,

以行新式结婚礼

为时新
。 ” 〔幻

长寿县
“

亦有行新式婚礼者
。 ” t9] 江津县

“

订婚之礼
,

简于旧俗
。 ” t l0 1

川南地区
: 民国以后的合江县

,

文明婚礼
“

大概

沿 自西俗
,

礼简而费也省也
。 ” 川 〕沪县

, “

自欧风东渐
,

颇有以旧时父母包办婚姻
,

不取男女同意
,

易成怨

偶
,

为人生之不幸
,

而实行自由婚姻者
,

其仪式简而

易行
,

用费亦少
,

谓之文明婚礼
,

不心举行砖家而在

公共场所矣
。 , , 〔, 2〕

在新式婚礼的影响下
,

旧式婚礼也朝着简捷化

方向改 良
。

西昌
“

向者宾主重礼仪
,

衣冠皆都丽
,

延客

敬肃
,

客非三请不降临
。

.

近则 日益简朴
,

民风微变

焉
。 ” lt3 〕

叙永的婚俗在民国之后发生较大变化
, “

民元

以前
,

有迎宾 (新郎亲送书柬 )
、

亲迎
、

谢媒
、

酬送屏联

诸礼
,

今已省去
。

从前宴客至三
、

四日
,

今只二日
。 ”

洲
4

、

涉外婚姻出现
。

据 19 31 年报纸《新新新闻》民

国 2 1年 3月 16 日报导 : “

渝讯
,

南岸龙门浩万国旅社主

妇王润年
,

近以本夫病亡无依
,

甘愿再蘸德国籍克相

兹为妻
,

现经双方同意
,

将择吉正式结婚
,

以成永久

夫妇
。 ” 〔lS] 依此可见

,

当时有的四川妇女已开始走出

家门
,

有了独立的社交活动
,

甚至排除国界的干扰
、

语言交流的不便
,

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
。

与不同文化

背景
、

不同风俗习惯
、

不同生活方式的外国人结婚
,

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

当然
,

也许这是个别现象
,

但它

毕竟潜藏着一种过去旧有时代女性所不可想象的新

追求
。

追求平等
、

自由
、

个人的幸福 !

5
、

离婚已是平常事
。

离婚在中国传统婚姻中那

是极不容易的事
。

但翻开民国年间当时的四川报纸
,

经常会看见离婚登报启示
。

离婚已是平常事
。

据 《新新新闻》民国21 年 7月 23 日报导
: “

安县风

气原极闭塞
,

自民元以来
,

日受新潮波荡
,

一般青年
,

对婚姻问题
,

遂倡绝对自由
,

而为家庭包办之已婚

者
,

亦往往因其它事件
,

辄提起离婚
,

平均计之
,

诉诸

县府离婚者
,

月必数见
,

其年龄尤以廿至廿五岁之青

年男女为数最多
。 ” 〔l6]

同样
,

《新新新闻》报纸
,

在民国21 年4月 23 日
、

民

国2 1年5月7号
、

21 年5月 13 日中连载了在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初成都轰动一时的一桩离婚案
。

肆业于女师

校的曾恩普
,

尊父母意见于民国2 0年与廖品椿结婚
,

婚后不久
,

其夫廖品椿常说
:
郭女士摩登时髦

,

多情

动人
,

是他唯一爱人… … 曾恩普坚其劝导
,

反遭忌

恨
,

后廖品椿诬曾恩普为石女 (阴阳人 )
,

拒绝曾女回

夫家
,

并将此事上诉法庭
,

要求离婚
。

曾恩普面对此

事
,

不再象旧式女人那样
,

委曲求全
,

利用法律武器
,

以及医院证明
,

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

到四圣祠医院

等地进行检查
,

拿到证明 自己已有 5月身孕的证明

书
,

并经法 院判决
: “

廖彭年 (品椿 )与曾恩普之婚姻

关系准予离异
,

廖彭年应付给曾恩普赡养费及生产

费共大洋二千元正
,

曾恩普之仓物
,

悉数退还
,

曾恩

普所孕之胎儿出生后
,

应归寥彭年抚育
,

在不能离母

生活之前
,

应由廖彭年按月会给抚育费大洋六元正
,

讼费由廖彭年负担
。 ”

7I] 〕之后
,

曾氏仍认为所付生活

费太少
,

仍有向高法院上诉之意
。

以上可见
,

民国时期川民有些青年妇女逐渐改

变了过去
“

从一而终
”

的思想观念
,

受过新式教育的

新女性对待婚姻不再象以前只是听从父母的安排
,

或顾虑社会舆论
,

畏首畏尾 ; 相反
,

更多的是将自己

的人生幸福放在首位
。

一旦双方不合
,

便会采取分手

的方法
,

各自重新寻找新的归属
。

透过这些离婚事

件
,

还展示了当时四川妇女的独立意识和追求平等

的新个性
。

同时也可看到
,

通过报刊杂志对离婚启示

的刊登
、

对离婚事件的报导
,

引导了四川普通民众对

待日渐增多的离婚事件的态度的变化的认识
,

在心

理上从过去离经叛道之举慢慢地接受为平常之事
。

6
、

婚姻禁忌有所松动
。

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改

变和新式婚礼的冲击
,

以前的婚姻禁忌在四川部分

地区也被突破
。

例如
,

合江
“

婚期多所拘忌
,

必取于术

者
,

若身及主婚者有期以上之丧
,

于礼于法
,

均不得

冒昧为之
。 ” `l8j 华阳旧时也有

“

三年中不婚嫁
、

不衣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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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
”

的禁忌
,

但到民国时期
“

则大都有衣丝织
,

与常

人无差异
,

婚嫁亦颇有于三年中行之者
。 ” 〔19}

三
、

民国时期四川的婚姻礼俗特点

婚姻礼俗
,

不单单是婚姻嫁娶
、

送迎等的单调形

式
,

它的形式要受到社会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

化的制约
。

四川
,

自来都是一个农业大省
,

地处偏僻

内陆
,

社会闭塞
。

虽 自重庆开埠后
,

受到外来的社会

经济文化冲击
,

但其影响也真是有限得很
。

因此
,

使

得 四川 的婚姻礼俗在民国时期 出现斑驳 陆离 的景

象
,

具体表现有以下三大特点
:

1
、

新的婚姻礼俗呈现出城乡不平衡现象
,

且与

受教育状态密切相关
。

民国时期的四川
,

在一定程度

上
,

从人们的意识来看
,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系统
。

城市中引领的新潮流
、

新时尚只是局限于与

西方国家以及沿海联系较多
、

交通较为发达的大城

市和县城
,

其社会习俗的变动主要来 自于川外特别

是长江中下游开放城市的冲击
,

重庆最先受到流行

于沿海
、

沿江开放城市如上海
、

广州
、

武汉等地时新

婚俗的影响
,

再由重庆影响到川内其它中小城镇
。

在

真正意义上的农村
,

由于广大农民的生活一如既往
,

思想上受到外来不同风俗
、

不同文化的冲击甚小
,

他

们的生活仍是前几百年先人生活的再现
,

婚姻仍是

遵循古礼
,

就算是简便行事
,

也是因为资财有限而为

之
。

因此由于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
,

旧式婚俗在总体

上仍居于主流地位
。

举行新式婚礼的地方
,

多局限于重庆和成都以

及川内其它中小城镇的仕宦及诗书人家
,

与受教育

状态密切相关
。

民国时期
,

举行新式婚礼的人多是受

过新式教育之人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新的公司
、

机构

的建立
,

新婚俗和其它的新时尚才波及到学生
、

公务

员
、

教育界等开明人士之中
。

南川县
“

惟学生喜行
”

新式婚礼
, “

老辈旧俗多不悦之 ; 乡阎间则概未见

之
。 ” `洲大多数普通民众或扭于守旧心理

,

或认为新

式婚礼尚未成型
,

仍然沿用旧式婚礼
。

简阳县
“
民国

以来
,

男女自由恋爱之说
,

虽朝夕簧鼓
,

县中尚无此

风云
。 ” 口 〕

其实人们也认识到新式婚礼优于旧式婚

礼
, “

礼简而费省
” ,

但是
“

行之者特鲜
,

以相沿 日久故

也
。 ” 〔川有的地方不仅完全没有新式婚姻

,

而且仍旧

保留了过去的婚俗陋习
,

在什郊县
“

有童养媳
,

无赘

婿
,

无 自由恋爱之婚姻
。 ” t到由上也可以看出

,

当时的

四 Jll实行新式婚礼的地方和人们是有限的
。

2
、

婚姻礼仪出现新旧中西同时并存的混合性特

征
。

2 0世纪以后
,

随着新式婚俗传人四川
,

旧式婚俗

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 “

礼
,

有旧式
、

新式
。 ” 〔川人们可

以根据社会要求以及 自己的实际来选择婚姻礼仪的

方式
,

从而使得婚姻礼仪出现多样性并存的特征
。

事

实上当时最时髦的新式婚礼也没有准确的规定
。

有

人评论民国时的新式婚礼和旧式婚礼
“

一则繁重虽

举
,

一则简易无仪
,

要非中道也
。 ” 〔周

在现实生活中
,

人们更多的是揉合新旧
、

自成一

种
。

新式婚姻礼仪对普通民众婚姻生活的影响
,

更多

的体现在对旧式婚姻礼仪的改造上
。

在文明婚礼的

示范与冲击下
,

绝大多数人所沿用的旧式婚礼
,

也不

再是以前传统的
,

而是吸取了新式婚礼的若干积极

因素
。

长寿县新式婚礼
“

本地亦间有仿行者
,

不过于

成婚 日略采仪式
。

惟西人之婚姻
,

重在男女自择
,

而

加以明信之约誓
,

律免后悔
,

用意亦各有所在
,

乡俗

多不知之
。 ”

困南川县的新式婚礼
“

惟学生旅外 自娶
,

始能完全行之 ; 至在本地间有仿者
,

不过于成婚 日略

采仪式
” 。 〔钊合川县旧式婚俗有在成婚前夜女家围坐

唱《嫁歌》的习惯
, “

近时则按风琴
,

演唱乐歌
,

皆 自女

学得来
,

彼此欢声
” 。 〔洲这一变化明显是受到新式婚

礼自始自终用风琴间以奏乐的影响
。

不仅仅是旧式

婚俗受到新式婚俗的冲击
,

就是新式婚礼也多搀杂

有旧式婚俗的因素
。

安县
“

自民国反正以后
,

新学家

初有行新式礼者
,

… … 洗去从前一切合婚陋习
,

但礼

仪形式诸多未备
,

而一般普通人周之者少
。 ” 〔汐浪p便

是举行新式婚礼
, “

亦必请媒灼以为介绍
” 〔刘 闹房本

是旧式婚俗的大弊
,

也是新式婚礼极力改革的主要

内容
。

但是重庆
“

今之结婚
,

号曰文明
,

此风不革
,

仍

喜闹事房
。

罗列亲宾
,

责妇行酒
,

号嗽流浪
,

知礼者耻

之
。 ”

更有一些所谓的新式婚礼
, “

而末俗司仪有述恋

爱经过
,

此尤狂且下流
,

言之丑也
。 ”

叫此举不过是闹

房陋习的变种而已
。

可见
,

新 中有旧
,

旧中有新
、

亦新

亦旧
、

新旧结合是 2 0世纪以后四川婚姻礼俗中西揉

合屏杂的真实写照
。

3
、

部分川民存在畸形的婚姻观
。

自19 18 年
,

熊

克武摄行四川军民两政
,

正式划定各军防区后
,

各军

阀倚兵 自重
,

据地称雄
,

致使各个防区俨然成了军阀

的独立王国
。

军人成为四川社会 中一个特殊的具有

较高地位的群体
,

一般民众也以成为军人为最为让

人炫耀的职业
,

一些家庭中
,

虽然女儿也受过一定的

新文化教育
,

但只是把拥有的新知识作为一种高档

的装饰
,

或是一种资本
,

以求嫁给军人
,

最终获得显

赫一时的地位和权势
。 “

近来异说纷纭
,

倡 自由恋爱

之说溃决
,

男女之防或弛念虚荣
、

势力
、

良家子女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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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势豪军阀作妾脾
,

希图望沾其徐光
,

已风靡一

时
,

县属渐亦或染此等新潮恶习
, ” (刘而且女子嫁给

军人有的只是作姨太太而已
。

寻求的只是表面的虚

荣和富贵
,

这样的婚姻现象仍旧是旧有封建等级社

会婚姻观在新的时代中又一变形的翻版
。

据 《蜀评杂

志》第九期
“

耳雷鼻火
”

一文统计
: “

四川之军官
,

由

连长至团长
、

旅长
、

师长
、

军长
、

与支队长
,

司令督办
,

省长 (拥有军队
,

故亦算军人 )等
,

计有小老婆的
,

属

十之八九
,

多则八九个
,

以至十余个
,

少亦两三个
,

而

所谓小老婆之出身
,

又以女学生居其多数
,

甚至在女

子师范毕业之学生
,

亦有贪慕军官之虚荣
,

而丢掉人

格
,

甘心做姨太太者
,

是真可怜
,

亦复可鄙也
。 ”

t331

综述
:

在二十世纪初期
,

在中国民国时期
,

四川

社会的婚姻礼仪
、

婚姻礼俗的变化
,

由于受到当时西

方文明的冲击
,

西方社会的自由
、

民主
、

平等的婚姻

价值观和尊重人性
、

人格尊严的人本主义思想逐步

成为一些青年男女的基本价值导向
,

同时由于社会

的自然进步因素的自然影响 (虽然这种变化不是很

明显但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又客观存在
,

因此我们

在认识问题时又不得不承认 )
,

因此旧的
、

传统的婚

姻观
、

嫁娶等观念和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

以多种不同表现方式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婚姻生活
,

并为日后四川旧式婚俗的根本变革奠定了基础
。

当

然
,

由于婚姻礼俗要受制于社会政治
、

经济的发展水

平
,

当时的中国
、

当时的四川就其社会政治
、

经济发

展的整体水平而言应该是有限的
,

就社会的整体状

况而言
,

还是旧的
、

传统的婚姻礼俗在当时的四川占

主体地位
。

这是本文应该特别指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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