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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民国时期浙江舍族婚契探析 

余厚洪 

【摘 要】清代至民国时欺,浙江含民在缔结婚姻时重视订立婚姻契约。现存含族婚契再现了当时含客招赘婚、寡

妇招夫婚、招亲接脚婚、收继配媳婚等婚姻习俗及其变迁。含族婚契中的婚俗用语,不仅反映了含民对幸福美满婚

姻的追求,也展现出了尚礼崇古的民族秉性。 

【关键词】清代;民国;浙江;含族;婚契 

婚嫁乃人生喜事,虽属普遍现象,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仪礼和程式。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版《遂昌县志》

卷十一《风俗志·含民》载,含民“自粤而闽人浙”,有关婚姻礼俗颇为考究。在浙江世居少数民族中,含族人口最多,丽水、金

华、街州、温州等地都有。历经迁徙的含民择地定居后,产权意识逐渐萌发并不断增强,重视订立交易契约且相沿成习,受此影响,

清代至民国时期,在缔结婚姻时订立婚契也成为浙江含民的一种生活习俗。 

笔者在调查、收集、整理浙江含族契约文书时,发现了 6件含族婚契,从形成时间看,最早的为清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雷

阿明立上门招亲书》,距今 150 年,最晚的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一月《周献富立合同婚书》,前后跨度印余年,此外还有民国

九年(192。年)三月《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民国二十年(1931 年)五月《雷朝土立靠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三月《雷水

元立收继配媳婚书》、民国时期《雷石君立婚书》。这些婚契均由含民世代留传至今,前 5件含族婚契提要已辑录于《浙江含族民

间文献资料总目提要》!1!,复制件藏于丽水学院含族文化研究所。新近发现的《雷石君立婚书》藏于松阳县溪镇村头村含民家,

破损较为严重,部分契文残缺,鉴于该契与其他民国契约一同保存,判定其形成于民国时期。笔者不揣冒昧,试以 6 件含族婚契为

例探析清代至民国时期浙江含族婚俗形态及其变迁,并就婚契中的婚俗用语择要分析。 

1 合族婚契中呈现多姿多彩的婚俗形态 

1.1含客招赘婚。招赘,俗称“招上门女婿”。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版《龙游县志》之《地理考·含民风俗》记载,含客喜

招女婿,有“招婿为子”之俗。含客招赘时,婚契上常载有“上门”“招亲”“靠”等字样。《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雷朝土立靠

书》《雷石君立婚书》等 3件婚契的婚姻属于此类。 

含客招赘婚作为与传统“男婚女嫁”形式相异的婚姻形态,长期存在于含族民间,是含族婚俗中极为常见的一类。笔者在实

地走访含族村落时,对含民婚姻形态进行调查,发现招赘婚比例约占 25%,其中有的家庭父子两代均为招赘。含客招赘婚之所以盛

行不衰,对于女方来说,原因多为“无男靠女”,《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中言“蓝仁生子亡,别无靠,所生一女„„无男靠女”,

《雷朝土立靠书》中言“蓝氏东奶并无亲子,所靠一女配夫”;对于入赘女家的男方来说,既可拥有勤劳力墙的含族女子,又能缓

解多子家庭人多地少的压力,有义务给女方父母养生送终,也有权继承女方家产,尽管从妻居,但所生子女可二姓同承,可谓好处

多多。《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中载明婚契“内载家伙、物件任并(凭)雷阿明应用”,所拨妆奋田、造屋田等“雷边永远千秋为

业”,《雷朝土立靠书》中则言明“日后所生长子蓝、雷二姓全(同)承”。久而久之,男子入赘含家便习以为常了。 

1.2寡妇招夫婚。寡妇招夫婚,是指丧偶妇女住在原夫家,招进后夫来承继前夫门户,由后夫担负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重任。

此类婚契常有“招夫”字样,《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属于此类。在《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中,载有“将钟陈祖亲边上门招夫,

养子、养父”等语,说明寡妇蓝门雷氏所招后夫为钟陈祖,该男子需与蓝门雷氏一同赡养前夫父亲、抚养前夫孩子。在这类婚姻

中,后夫一般无权继承前夫家产,而前夫之子却有权继承继父所得业产,但由于继父对前夫之子有养育之恩,因而前夫之子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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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继父养老送终。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后夫人寡妇门后,共同生育孩子,后夫所有业产将由前夫之子和后夫之子平分承继。

因此,《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载有“蓝姓前有子代善(膳)二父(继父)过老”之语,意即前夫之子需赡养供膳继父,契中旧后陈祖

手所得业产,两姓兄弟平分之语,言明后夫所得业产可由蓝姓、钟姓兄弟“品搭均分”。 

1.3 招亲接脚婚。当含汉通婚趋于常态,汉族男子入赘含家时有发生,但主动通过“招亲”形式进人寡妇家者毕竟只是个例,

因为汉族社会中人寡妇门的后夫常遭人耻笑。然而在含族社会中,人寡妇门的后夫并不会因此受人歧视。由于民间常称此类男子

为“接脚婿”,哲且将此类婚姻称为“招亲接脚婚”。《周献富立合同婚书》属于此类。 

招亲接脚婚与前文所述寡妇招夫婚在婚姻形态上几乎相似,之所以另列一类,是因为从婚契的立契主体来看, 两者正好相对,

寡妇招夫婚的立契者为寡妇,招亲接脚婚的立契者为人寡妇门的男子。《周献富立合同婚书》中,男方周献富“未成(曾)娶妻”,

与蓝氏婚配后,蓝氏前生一子元生“归周姓以作半子”,保证了周献富“有后”之需,原本蓝氏家“赤贫难以生活,不能耕种田地”,

有了周献富便可走出“缺乏劳力”困境,两者结合亦不失为“两全其美,,。 

1.4收继配媳婚。当已婚妇女不幸丧夫后,公公婆婆常通过收继子来与儿媳配婚,即后夫以前夫父母继子、前夫兄弟之名分与

丧偶妇女成婚,此谓“收继配媳婚”,俗称“收继婚”。《雷水元立收继配媳婚书》属于此类。 

古时收继婚既有同辈兄弟间的收继,又有异辈父子间、叔侄间的收继。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浙江含族社会,收继配媳婚多在同

辈间进行,丧偶妇女所配后夫大多为原夫表(堂)兄弟。从《雷水元立收继配媳婚书》中“雷姻母蓝氏原生一子蓝清”可知,雷水

元之子与收继后配给媳妇黄氏的蓝清为表兄弟关系,此种婚配方式,或有借助“亲情”来培养和促进“夫妻感情”之意。 

另据笔者考察,在含族社会,丧夫寡妇若要改嫁他人,可将自己名下的部分家产带到新夫家,而且前夫父母还得拿出一笔聘礼,

如果以收继方式配婚,则无需另立婚帖,也不必再议彩礼,有效规避家财外流。加之《雷水元立收继配媳婚书》中黄氏与原夫未曾

生子,为了让她给雷家传承宗嗣,“收继配媳”便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而且契中载明“蓝清”被收继之后改名为“雷清”。 

2 清代至民国时期浙江番族婚俗变迁 

2.1 从奉行族内婚向族外通婚转变。含民曾有“莫嫁阜老(汉人)”的祖训,主张族内各姓相互通婚,各姓内有若干支祖系,同

姓者不同支亦可通婚。随着朝廷无差别户籍管理制度的推行,再加上良好的民间互动,到了清末民初,部分含民不再烙守祖训,通

婚范畴从族内逐渐拓展到族际。 

6 件含族婚契中,《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雷朝土立靠书》属于族内婚,《周献富立合同婚书》《雷

水元立收继配媳婚书》属于含汉通婚。即便寡妇招夫,起初也只在含族内部选招后夫,民国时期含汉通婚常态化后,后夫才可能是

汉人,《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中蓝门雷氏所招丈夫钟陈祖为含族,《周献富立合同婚书》中雷门蓝氏所招丈夫周献富为汉族。 

2.2 包办婚姻渐少而自由婚姻渐多。《雷水元立收继配媳婚书》中黄氏曾“有意忠厚之人”,可惜未得到公婆认可,最后由公

公雷水元一手操办“收继配媳婚”。换言之,寡妇再嫁时,大多无权自由选夫,常由前夫父母选择符合他们意愿或有血缘关系的未

婚男子为继子,并使其与儿媳成婚,这明显属于封建包办婚姻。 

收继配媳婚因违背妇女意愿,历来备受垢病,甚至历朝律例也强调严惩,该陋习在我国大多数地方逐渐销声匿迹。含族社会到

了民国时期尚有收继配媳婚,一方面缘于“山高皇帝远”,法规对其影响小,另一方面则说明偏居山地的含民依然存在封建残余思

想。 

“通过男女会晤,自由恋爱,进而达到自由结婚”
②
,是清末民初婚姻生活的新事物。《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中“自愿托媒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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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引到源口”之语,《周献富立合同婚书》中“自愿向到本所有母子二人”之语,都表明属于“自愿”成婚,甚至《蓝门雷氏立招

夫婚书》中的蓝门雷氏丧夫后,“自愿托媒将钟陈祖亲边上门招夫”,说明寡妇也可自由选择后夫。此处所述的几桩婚姻,都属于

自由婚姻范畴。 

2.3含女再嫁、寡妇招夫现象频仍。由于强烈的贞节观作祟,汉族女子改嫁、招夫者少之又少,但含族民间并不对此加以指责

或限制,因而含族女子再嫁、寡妇招夫现象并不罕见,当然,女子再嫁、寡妇招夫亦非随意妄为,通常要征得宗族同意或亲友认可,

例如,《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中“在见人”有“祖公”(丈夫之父)和“大伯”(丈夫之兄)等人签字画押就是明证。 

细读《周献富立合同婚书》,还发现该婚契有其特殊之处—女方雷门蓝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寡妇”,只是“前夫出征所(数)

年,并无信回家,不知下落”而已。在丈夫生死未卜之时,蓝金翠勇敢“招夫”,此举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却也着实叫人佩服。与其

坚守所谓的“贞节”,不如追求真实的“幸福”,于是周献富和雷门蓝氏在获得族人认可之后组建家庭来改善当时的窘境。这样

的婚恋观是否“合法”呢?如若放在当下社会来审视,未免有“重婚”之嫌,可在当时或是合乎情理的,因而也是“情有可原”的。 

2.4两头兼顾、一同奉养双方父母。以招赘婚、招亲婚、收继婚等方式进人女方家庭的男子,除供养岳父岳母,还要供养自家

父母,俗谓“两头家”。《雷水元立收继配媳婚书》中,载有“惟子有母蓝氏口口七十有余,跟从吾家供膳百年,并无虐德(待)之理”

等语,可见雷清既要赡养岳父母,又要照顾自己生母,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两顾家庭,,。 

在实地调查中,据含民介绍,“两头兼顾”的好处是有权继承双方父母财产。上述《雷水元立收继配媳婚书》中仅载有女方

“田园、山场、屋宇、产业、器具、什物,概归继子作生子管业”,并未提及男方相关财产,许是可继承的财产微不足道。若果真

如此,无论是否有财产可承继都愿意孝养父母,则更加体现了含民的仁爱孝顺。其实,并不计较父母家产而自觉供膳奉养,这样的

仁爱孝顺才是最为纯粹的。 

2.5重视女性,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从含族婚契中不难看出,含族女性是相对受重视的,甚至被置于较高地位,这与近代女性地

位相对低下迥然不同。这一点在含客招赘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含客招赘婚契中,关于男方入赘后的“行为约束”“违约惩处”占了较多篇幅,当男方出现“懒惰生端”或者“反悔逃婚”

等情形时,女方有较大处置权,还可获得与聘金等额的赔偿。例如,《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中载明,如果雷阿明弃家逃走,则将“享

官究治,削身回家”,“削身”意同“净身出户”,所交聘金 “无取”(不得取回);又如,《雷朝土立靠书》中载明,雷朝土“如若

生端”,蓝家一女可获取“聘良(银)玖拾陆元正”的赔偿;再如,《雷石君立婚书》中载明,雷石君“如若懒惰口口”,则要补偿女

方聘金“贰拾肆仟文”。 

或许正是婚契中的这些约定,有效促使招赘上门的男方更加勤恳劳作、敬老慈少,从而使得他们的婚姻与家庭更加稳定。据

此,笔者推测,这应是在浙江含族婚契中至今尚未发现离婚契约或牵涉婚姻的诉讼类契约的原因之一,由于有约在先,而且彼此遵

守承诺,这便让婚姻与家庭变得和谐而美好。 

3 浙江番族婚契中的婚俗用语 

3.1托媒说定。传统婚姻大多推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说媒,作为婚姻“六礼”之第一步,常被视为“使婚姻合于道德的

楔子”!3!。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含族社会,无论是初次婚姻还是寡妇再嫁、接脚招亲,都离不开“媒灼,,。从含族婚契中媒翁,

媒兄,媒妈,等语词推知,含族婚姻通常由中老年男子或妇女充当媒灼,含民之所以年岁稍长者充当媒灼,是含民尊宗敬老的一种

表现。在《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中,“媒仪兄”蓝雷发将蓝一女与雷阿明二姓配合为婚,且载有“媒人说定”之语,充分说明“媒”

在配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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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好日好时。就像“六礼”之“纳吉”“}司名”“请期”一样,含族婚俗中非常重视挑选吉日成婚。《雷朝土立靠书》中载

明结婚之日为“民国贰拾年五月十二日”,《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中虽未载明具体日期,但有“好日好时”之语,意为选择吉日

良辰完婚。含族婚契还常载有男女双方年庚生辰,例如《雷阿明立上门招亲书》中载有“(女)年庚丁未廿岁”“(阿明)年庚甲辰

三岁”等信息,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双方家长请算命先生按男女双方生辰八字“挑日子”。毕竟,婚姻是终身大事,“好日好时”

旨在图个吉利。 

3.3 彩轿盛嫁。《雷朝土立靠书》中有言“民国贰拾年五月十二日采桥迎接过门”,“采桥”二字疑为笔误,应为“彩轿”,

方言中二词同音。笔者考察浙江含族村落时了解到,“彩轿”是当年含族盛嫁的重要“标志”,彩轿盛嫁还有上轿摊伞包、轿符

包、回头包、开轿门包等习俗,此说法极好地印证了婚契中所言“彩轿”出嫁之盛况。其他 5 件婚契未载“彩轿”字样,结婚之

时应是以步代轿的“行嫁”。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版《龙游县志》之《地理考·含民风俗》记载,含族婚嫁有“夫妇且行且歌”

之“行嫁”习俗,显得简约素朴。相比较而言,“坐彩轿”自然要显得奢华隆重一些。 

3.4交拜天地。亦作“相拜天地”。《雷朝土立靠书》中曰“交拜天地,全(洞)房花烛”,《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中曰“相拜

天地、香火”。按传统,含族婚嫁拜堂仪式由族中最有声望的老人主持,新人立于厅堂,先面向大门拜天地,转身拜中堂香火榜,再

是拜高堂、拜祖父母以及夫妻对拜等。含族婚契中,对“拜天地”特别强调,其中含有祈求夫妻恩爱、天长地久之意。 

3.5接代宗嗣。含族婚俗中,夫妻拜堂后需踩在布袋上人洞房,谓之“传袋(代)”。其传宗接代之意,在婚契中亦表现得淋漓尽

致。《蓝门雷氏立招夫婚书》言“桂子兰房,发子旺孙,代正传流,永远接代宗嗣”;《雷石君立婚书》言“天长地久,传子及孙”;

《雷朝土立靠书》以“枝枝兴隆,叶叶发达”为喻,还有彩语“百世其昌”;《周献富立合同婚书》则直言“承继二姓祖宗香烟(火)”。

所有这些语词,无不流露出含民传宗接代的朴素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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