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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民国婚姻法及其实践，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Kathryn Bernhardt( 白凯) 探讨了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立法意图及其与社会现实

之间的鸿沟，并考察了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互动 ( Kathryn Bernhardt，“Women and the Law: Divorce in the Ｒepublican Period”，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Ｒepublican China，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p． 187 － 214) ; 马钊围绕民国北平妇女“背夫潜逃”现象，指出当时的婚姻观念及家庭结构均经历巨变，即传统家庭已日渐褪

去封建时代的基本功能，而新式婚约家庭尚渺若蜃景，底层妇女以潜逃方式反抗命运，司法者则不得不在礼崩乐坏与家庭完整中艰

难抉择( 马钊:《司法理念和社会观念: 民国北平地区妇女“背夫潜逃”现象研究》，载林乾主编:《法律史学研究》( 第 1 辑) ，北京: 中

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2—229 页) ; 余华林以新式婚姻观念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时期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问题，以及女

性在婚姻生活改造中的作用，揭示了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于婚姻生活的影响( 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

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 张宁等人考察了民国北京婚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指出当时夫妻关系的变革呈现新旧并存的特

征( 张宁、王印焕:《民国时期北京婚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载《北京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 艾晶考察了民国女性在离婚问题

中所遭遇的困境，进而指出妇女未能自立是导致其悲剧的根本原因 ( 艾晶: 《离婚的权力与离婚的难局: 民国女性离婚状况的探

究》，载《新疆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 方旭红等人论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离婚问题，指出这一时期城市离婚问题的出

现，与社会日趋开放、妇女地位上升有关，婚姻家庭关系已开始由传统的“功能性”向现代的“情感性”转变( 方旭红、王国平:《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离婚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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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虐待还是另寻生计?
———20 世纪 40 年代初北平女性“受虐”离婚案探析

张蓓蓓

(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 100088)

［摘 要］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北平地方法院的婚姻诉讼类档案，其中，下层女性以不堪受虐

为由诉请离婚的案件较多。对这些案件进行整理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案件本身的认识，亦有助于从中透视

涉讼女性的婚姻生活、婚姻观念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北京社会，这类讼离案的增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涉讼女性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但案件背后的经济原因也值得重视。尽管她们通常都

化身为诉状中楚楚可怜的受虐女子，但其诉请离婚的真实原因却未必是受虐待，也可能是迫于生计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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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离婚诉讼尤其高发，而北平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研究这一时

期北平的离婚问题，可以为理解民国时期婚姻观念与实践的变迁打开一扇窗口。
近些年来，学界已开始将目光投向底层社会的婚姻纠纷，也出现了一些关注城市社会底层妇女

的婚姻问题的研究。①但是，以司法档案为基础来深入考察民国时期城市女性离婚原因的成果尚较

少见。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北平地方法院的婚姻诉讼档案，其中有不少社会下层女性

以不堪受虐为由而诉请离婚的案件。本文即通过对诉讼案卷的梳理，来探析这些以受虐为由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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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离婚诉讼案的背景、特点、原因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一

据笔者统计，北京市档案馆现藏民国北平地方法院离婚诉讼类档案共计 677 件，其中 1942 年

221 件，1943 年 183 件，1944 年 170 件，1945 年 103 件。① 通过阅读这些诉讼档案笔者发现，在这一

时期北平底层女性的离婚诉讼案中，以不堪受虐为由的案件较多。以 1942 年的离婚案为例，在 70
件保存相对完整、包含必要诉讼信息的卷宗中，有 41 件都是妻子以不堪忍受同居虐待( 主要来自丈

夫，少数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等) 为由主动诉请离婚的，约占总数的 59%，在同期离婚诉讼中

所占比例最高。具体统计列表如下:

讼离原因 虐待 遗弃 潜逃 通奸 重婚 不同居 犯罪 夫妻不合 意图杀害 疾病 不能人道

案件数目 41 9 7 2 2 2 2 2 1 1 1

这类案件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1． 涉讼家庭多属社会底层。民国时期，丈夫的收入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及社

会分层。在这 41 个案件的涉讼丈夫中，有职业记录的仅 12 人，其中从事小生意者 2 人，人力车夫 2
人，登三轮车者 2 人，工人 4 人( 其中 1 人已失业) ，佣工 1 人，种地者 1 人。其余 29 人职业不详，但

从诉状及答辩记录可知，多无正式职业，且多有吸毒、嫖娼、赌博等不良嗜好，因之产生的花销对于

本已贫困的家境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涉讼妻子中，有职业记录者仅 7 人，不外乎从事佣工、医院看护等低薪职业。其余 34 位妻子则

多为无业主妇。这种情况亦可从当时学者的调查中得到佐证，如据学者对粥厂( 当时的一种社会救

济机构) 的调查显示:“领粥之人，妇多于男，因北平男子贫民多外出工作，妇女与儿童无事可做，故

至粥厂领粥以补家食粮之不足……民国 20 年至 21 年 19 粥厂，领粥人之性别百分比例，男占 12%，

女占 46%，幼男占 19%，幼女占 23%……女几四倍于男，于此可见一般贫寒妇女之无职业明矣。”②

应注意的是，上述涉讼女性不但夫家贫困，其娘家也多属寒门。如，何刘氏提出离婚时，她父亲

就劝她回到丈夫身边，并明言娘家无法养活他。③ 马魏贵荣在控诉丈夫虐待时，提到她回娘家时只

能靠母亲佣工勉强糊口。④

北平当时处于日伪政权的控制之下，北平地方法院在审理这些婚姻案件时，所援引的法律却为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按该法第 1058 条的规定:“夫妻离婚时，除采用分别财

产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结婚或变更夫妻财产制时之财产”，“妆奁为妻之特有财产，故离婚之时，无

论其离婚由何原因，自应听其携去”。⑤ 但在上述 41 名涉讼妻子中，讼离时主动诉请返还妆奁的仅

4 人，这说明，其余 37 人在结婚时很可能因娘家贫寒而少有妆奁，这也反映出涉讼女性多出自寒门。
2． 涉讼女子年龄偏小。在上述41 起离婚案中，提及涉讼女性年龄的共23 起，其中25 岁以下的15

人，25 岁到30 岁的4 人，30 岁到40 岁的4 人。可见，大部分涉讼女子年龄偏小，这种情况首先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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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至于 1942 年以前的档案数量，因相关材料失藏而难以确知。不过，民国时期学者进行的社会调查可提供部分信息———据吴至信统

计，1931 年北平市讼离案共计 170 件，1932 年共计 205 件。参见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

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3 页。

张金陔:《北平粥厂之研究》，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5 页。
J065 － 018 － 05306，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65 － 018 － 03676，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参见施启扬编著:《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八十三年最高法院判例要旨》，台北: 台湾最高司法院民国八十六年版，第 512—5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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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的结婚年龄有关。据李景汉的调查，1926 年北平郊外挂甲屯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 19． 3 岁。①

在北平东河沿，1937 年以前，25 岁以下结婚的女子占已婚女子总数的 93． 18%，25 岁到 29 岁结婚

的女子占 6． 82% ; 1938 年至 1945 年，25 岁以下结婚的女子占 80． 22%，25 岁到 29 岁结婚的女子占

4． 35%，30 岁到 40 岁结婚的女子占 5． 43%。② 另据王跃生统计，1935 － 1949 年间女性初婚年龄集

中分布于 19 岁到 21 岁，占比分别为 70. 4%、65. 7% 和 61. 1%。③ 傅建成指出，早婚女子多出身于

贫困家庭，为减轻家庭负担或为获取彩礼而早早出嫁，甚至嫁作童养媳。④ 此外，因女子婚龄直接关

系到生育率及未来家庭规模结构，年轻女子离异后再嫁也相对容易。出于以上原因，涉讼女子年龄

普遍偏小。
3． 涉讼家庭多无子女。在 41 个涉讼家庭中，有子女的家庭仅 6 户。其中 1 户育有 2 女，3 户育

有 1 子，另有 2 户妻子怀孕待产( 这 2 户夫妻均同意协议离婚，且女方同意孩子出生后交由男方抚

养) 。中国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强调女性应为子女牺牲奉献，加之女性出于母爱本能难以割舍骨肉

亲情，为了子女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往往忍气吞声地维系不美满的婚姻。因此，子女可谓婚姻之舟

上的“压舱石”，无子女者较有子女者更易离婚。
4． 离婚方式以调解离婚为主。在 41 起离婚诉讼中，经调解夫妻双方同意协议离婚的 27 起，判

决离婚的 1 起，其余 13 起因证据不足或不合诉讼程序而被驳回。这与民国法律制度鼓励以调解而

非判决来解决民事纠纷有关。当时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可贯穿审判程序的全过程。⑤ 无论

诉讼当事人请求与否，“离婚之诉及夫妻同居之诉，于起诉前应经法院调解”⑥。在调解过程中，审

判人员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理疏导，以使双方消除隔阂、达成调解协议; 如调

解不成，则进入判决离婚程序。在实践中，多数调解离婚可通过法院斡旋最终实现; 相形之下，判决

离婚则多因原告举证不足而难以实现。

二

阅读这 41 起离婚诉讼案的卷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诉状中常常出现“以维蚁命”、“以维

女权”、“以维人权”等字样。一方面，涉讼女性极力把自己描绘成备受丈夫暴力摧残的受害者，以

博取法官同情; 另一方面，她们又把自己塑造为高扬“平等”、“女权”、“人权”等时髦字眼的新女性。
让人不禁追问的是，这些女子诉请离婚的真实目的何在? 是如诉状所言为了反抗虐待、维护个人权

利，还是另有原因? 下文尝试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涉讼女性多为文盲，这些诉状并非出自她们之手，而多由专司诉状写作的

文人或律师代笔。民国时期，下层社会普遍不重视女性教育，经济拮据又进一步剥夺了多数贫穷女

性的读书机会。根据牛鼐鄂的调查，“女子人口中，文盲人口，确在 95% 以上”⑦。既然涉讼女性多

为文盲，她们很可能不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平等”、“女权”、“人权”等新潮词汇，更别提在诉状中

加以运用。事实上，这些词汇是谙熟诉状写作的代笔人故意添加的，以迎合民国法制试图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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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的法律精神。因此，在诉状中运用这些词汇更多地是一种诉讼策略，并非涉讼女性真

实意图的表达。
至于涉讼女性对丈夫虐待的控诉，则几乎充斥于每张诉状之中。诸如“被告终日打骂原告”、

“原告被打至遍体鳞伤”、“被告强令原告为娼”等表述，可谓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诉

状在指斥丈夫暴戾的同时，均伴有对丈夫无力供养自己的指责，如“被告不养活原告”，“被告不供

给原告衣食”，“被告不务正业，致不能生活”，“被告不务正业，家资荡尽”，“被告生计难以养家”，等

等。这就使人不禁疑惑，这些女性诉请离婚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不堪虐待，还是生计维艰?

抑或兼而有之?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颇为困扰法官的问题。面对大量离婚诉求，法官想要一一弄清

事实真相殊为不易。
限于篇幅，笔者从 41 个案件中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从这些具体案例中，可以看到

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事实、理由与证据，以及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最终的判决。
案例 1: 王高氏诉请与王金铎离婚案。①

原告王高氏，女，24 岁，在火柴公司做工; 被告王金铎，男，31 岁，以前在火柴公司做工，后为人

力车夫。原告以不堪同居虐待为由请求判决离婚，并称: 自己凭媒嫁给被告，过门后始知其为一堕

落青年，然木已成舟，只好听天由命。后被告又染毒瘾，原告良言相劝，反遭打骂。被告有时向原告

索要毒资，倘不给就打骂虐待; 而且，还令原告去孙殿甲所开妓院卖淫还债。此外，原告曾于经期遭

被告强奸并致崩症及产门肉撕裂，不得已逃回娘家治病。
法院提讯了被告，被告称因母亲年老无人照管不能离婚，并否认虐待事实。法院随后询问了原

告的三位邻居，三人均表示是否受虐不知情。另外，经法医鉴定，原告身体并无受虐遗痕，但被告确

有毒瘾。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请求。理由是: 原告声称自己受虐缺乏证据。被告虽有吸毒的事

实，“然充其量亦只能目其甘趋下流，行为不检，既尚未被处罪刑，究难据此以为离婚之原因，从而原

告请求即难谓允洽”。此外，被告的抗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原告结婚之初，因环境稍感优裕，

本甚和谐; 后因失业，原告即每怀不满，近因物价日高，不得已以拉车度日，难满足其所欲，未免时生

口角; 至于其所称迫令为娼、摧残身体各节，全属谰言; 被告虽与张殿甲素识，亦仅有借贷情事，只因

一度遣原告向张某借取十元，原告遂乘机虚构事实。从判决结果来看，法官采信了这些抗辩理由。
案例 2: 唐淑琴诉请与宗士宽离婚案。②

原告唐淑琴，女，17 岁; 被告宗士宽，男，年龄不详。原告因不堪忍受同居虐待请求离婚，并称

结婚非出于自主，被告性情粗暴，意见稍有不合即大发雷霆、谩骂不休，且每于夜间殴打原告，致其

遍体鳞伤。上年三月间，被告又因细故脚踢原告身体致其受伤甚重。被告不务正业，甘居下流，前

会令其叔到原告屋里同宿，嗣又与匪友商定拟将原告典押妓院，以甘言诱惑，威利并施未遂，竟持刀

胁迫，致使原告逃回娘家。对此，被告抗辩说，他未对原告有虐待及不轨行为; 原告归宁不返，被告

迭往迎接，原告之父遂将原告藏匿并谎称被告“常施殴打以及命叔父同居一室”，其真实原因是嫌

被告贫穷而欲将原告另嫁他人，以圆聘礼。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请求，理由为: 原告所谓夜间殴打，并无街坊听到殴打之声，且原

告身上无伤，无法认定被告有虐待行为; 至于原告指责的其他行为，亦无证据证实。后来原告上诉

至河北高院，亦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 3: 冯刘氏诉请与冯学仁离婚案。③

原告冯刘氏，女，19 岁; 被告冯学仁，男，34 岁，印刷局工人。原告称，她不堪忍受丈夫的频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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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65 － 018 － 03956，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65 － 018 － 00494，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65 － 018 － 07107，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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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鸡奸。被告抗辩说，他并未对原告实施鸡奸，原告是嫌其贫穷才提出离婚的。经法医鉴

定，原告身体并无受鸡奸虐待的痕迹。双方经调解不成，原告请求判决离婚。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当时较为典型的以不堪受虐为由的离婚案。在这些案件中，妻子均在诉状

中一再声泪俱下地陈说丈夫如何对其实施打骂、强暴、逼娼、鸡奸等种种虐待，但在庭审时却常因证

据不足而败诉。在 41 个案件中，女方要求判决离婚的共 14 件，其中胜诉的仅 1 件; 其余 13 件中，除

3 件因不合诉讼程序被驳回外，其他 10 件均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这多少表明，女方所控诉的虐待情

形未必真的存在。
与女方一致控诉受虐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方则一致辩称女方诉请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嫌其

贫穷。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

笔者认为，当时此类离婚案频发，固然与家庭虐待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有关，但经济层面的

因素亦不容忽视。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北平，日军入侵，经济崩溃，底层家庭几乎日日为生存挣扎。
在这些涉讼家庭中，丈夫大多无业或收入微薄，无力养家糊口，以至于妻子不得不另寻出路。然而，

当时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这些女性一无文化，二无技能，三无体力，想要独立谋生可谓困难重重。
于是，剩下的出路就只有两条: 一是回归娘家，二是找主再嫁。

然而，如前文所述，涉讼女子多出身寒门，若久居娘家，必使娘家愈形拮据，不堪重负。而且，当

时的法律对于妻子归宁也有所限制。如《民法典》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在婚姻关系存续

中，苟非有正当理由，即不得由一造拒绝同居”，“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① 这就赋予了丈夫要求妻

子回家的权利。有的案例也显示了这一点，如周振文起诉其妻周关氏案，妻子长期归宁，无法同居，

丈夫要求其回家，法院照准，判决周关氏回夫家履行同居义务。②

可见，依靠娘家也终非长久之计，出路就只剩另一条，即找主再嫁。涉讼女子多为 20 岁左右的

育龄女子，找主再嫁并非难事。而且，当时北平的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未婚人口远超女

性，③客观上也为女性再嫁创造了便利条件。但是，再嫁的前提是与现任丈夫离婚，否则就构成重婚

或通奸的事实，均触及刑律。④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因此获罪的案例并不少见。如，17 岁的赵氏就

因背夫潜逃被丈夫告发，以重婚罪被判处 2 个月徒刑; 另一名 35 岁的女犯则因通奸被丈夫告发，最

后与奸夫一起被判处 6 个月徒刑。⑤ 此类案例对意欲再嫁的女子而言，不啻一记警钟。若她们想要

再嫁，同时又要避免受重婚或通奸的指控，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与现任丈夫合法离婚。这也是帮助我

们理解当时离婚诉讼案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然而，在这一时期，妇女若是因迫于生计而意欲再嫁，并不能得到立法机关和司法体系的支持。
根据当时的司法解释，“因贫不给衣饰，非离婚原因”，“夫仅无力养赡，不为离异原因”。⑥ 民法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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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启扬编著:《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八十三年最高法院判例要旨》，第 481—483 页。
J065 － 018 － 02834，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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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只有当“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之情形出现时，无过错方才可据此向

法院请求离婚。什么是“恶意遗弃”呢? 就是“一方有负担家庭生活费用之资力与职务，而故意不

肯支付，因而他方不能维持相当之生活者”。① 此外，《民法典》第 1117 条规定:“受抚养权利者，以

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前项无谋生能力之限制，于直系血亲尊亲属不适用之。”②

根据以上法律精神，法官对那些因丈夫贫困而提起的离婚诉讼，基本上都予以驳回。如，在关

淑琴诉夏尚孝离婚案中，原告的理由是被告无业，无力供给衣食，且翁姑经常吵架。法官以原告的

离婚理由不合法律规定为由驳回其请求，判决书这样写道:“该原告夙知被告原非席丰履厚，乃不安

贫守分，自食其力，徐图发展，辄以被告一时困乏，下堂求去，殊难谓有理由。”③又如，在陈顺宝诉请

离婚案中，原告的理由是丈夫遗弃不养，尽管有媒婆和亲戚出面作证，法院仍判其败诉，理由是“遗

弃”条文只适用于无谋生能力者，而原告只有 20 岁出头，有谋生能力，所以“遗弃不养”并非其要求

离婚的充足理由。④

既然丈夫贫困不养不能成为合法的离婚理由，那么，在民法典第 1052 条所规定的 10 个法定离

婚理由中，最适合作为诉讼离婚的理由就是“不堪同居之虐待”。一般而言，妻子与夫家成员在日

常生活中容易发生矛盾，所谓“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儿的”，这就为某些妻子诉称丈夫及婆家

虐待自己提供了口实。另外，当时司法系统对虐待作出了相对宽泛的司法解释，也使得欲离婚的妻

子较容易找到可以构成法律上“虐待”的行为。如司法解释规定，“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第三款

所谓不堪同居之虐待，系指与以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堪同居者而言”，“夫妇因寻

常细故迭次殴打，即有不堪同居之痛苦”，具体而言，“夫于三个月间三次殴打其妻成伤，其虐待自

已达于不堪同居之程度”。可见，对虐待的认定是较为宽泛的。而且，根据法律规定，不但造成肉体

上的痛苦可构成虐待，造成精神上的痛苦也可构成虐待，“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之重大侮辱，如夫诬称

其妻与人通奸，使之感受精神上之痛苦致不堪继续同居者，不得谓非不堪同居之虐待”。⑤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妻子以不堪虐待为由诉请离婚时，法院的判决往往是驳回起诉。为什么法

院不愿意判决离婚? 其原因值得深究。其一，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秉持社会本位的司法

理念大行其道，法院希望通过维持家庭稳定来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其二，当时的法官仍深受传统

社会“劝和不劝离”观念的影响，“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所以在判决离婚时慎之又慎，尤其强

调原告需充分举证。而要证明虐待事实的存在，对诉请离婚的女性而言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肉

体上的折磨未必会留下伤痕( 更不用说精神上的折磨) ，即使留下伤痕，因当时照相技术不普及，穷

人也很难支付得起照相费用，故不能及时保留证据; 另一方面，证人证言也很难获得，因亲戚、邻里

碍于人情面子，也多不愿意提供虐待方面的证词。在此背景下，涉讼女性大多因举证不足败诉，从

而使当时的离婚案总体呈现出高讼离率、低判离率的特点。
在这些离婚案中，作为被告的丈夫反对离婚，也是法院判决驳回起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民国

时期，买卖婚姻仍极为普遍，社会下层尤甚。故涉讼丈夫多为下层贫民，娶妻时的彩礼等花费对其

而言乃是一项巨大开销，很多人甚至因此身负重债，一旦离婚，想要再娶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男方自然不愿轻易离婚。如在王董氏诉王维成离婚案中，被告就声称自己“家本穷苦，娶妻不易，自

不许原告妄请离异”⑥。在田李氏诉田广亮离婚案中，被告声称自己“本为劳动苦工，以血汗积蓄娶

得原告为妻……民本应息事宁人，不要此荡妇，尚可安生。奈民数年积蓄实非容易，为今之际，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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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求均庭明鉴早日将其所诉驳回”①。在冯刘氏诉请与冯学仁离婚案中，丈夫坚决反对离婚:“我一

个做工的人能有多大进项? 迎娶实在不容易的，我娶她借的钱现在还未还上呢。”②也有少数案件

男方同意离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方同意赔偿结婚时男方支付的嫁娶费用。如张刘氏诉

张启祥离婚案中，在同意偿还丈夫 150 元嫁娶费后，双方当庭协议离婚。③ 又如张赵氏诉张有山离

婚案，在女方同意赔偿男方嫁娶费 30 元后，双方协议离婚。④

或许有人追问，既然这些妻子讼离的根本原因是丈夫贫穷，那她们当初为何不慎重择夫? 笔者

认为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涉讼女子多凭媒结婚，对男方缺乏充分了解。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北平底层社会，男

女相识结婚的主要渠道仍是经由媒人介绍。媒人做媒成功能得到一定的财物酬谢，这就使得其想

方设法促成婚姻。如，媒人刘氏做媒成功后，得到男方 5 元钱的谢礼。⑤ 以当时的物价，这笔钱约能

购买 20 斤次等面粉、20 斤小米或 20 多斤玉米面。⑥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这笔酬谢对媒人的诱

惑力不言而喻。因此，许多下层妇女竞操此业，巧舌如簧，甚至美化、虚构男方家境，使一些急欲“嫁

汉吃饭”的贫家女子及其父母信以为真。女方待过门后方知真相，然而木已成舟，追悔莫及，只能以

离婚的方式来摆脱困境。
其二，贫困加剧导致女方不得已另谋生路。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北平，物资奇缺，滞胀严重，从

1937 年至 1945 年，主食价格增长了 4 043 倍，副食价格增长了 3 471 倍，布匹价格增长了 4 667 倍，

燃料价格增长了 4 718 倍。⑦ 在此背景下，许多家庭生计日趋艰难，以致时有断炊之虞，若遭遇失

业，则举家衣食无着。在贫困带来的绝望之下，一些妻子亦不得不选择离婚以求生路。

四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北平，大量社会下层女性通过主动讼离的方式来摆脱不如意的婚姻。
应该说，此类诉讼的增加客观上反映了涉讼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国民政府的立法机关标榜民主、
自由、平等的精神，强调个体权利，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为立法原则，并明确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

的离婚权利。1930 年，国民政府民法典甫经颁布，社会上即掀起一股女性离婚狂潮，上自王室皇

妃，下至市井民妇，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以诉讼离婚的方式来摆脱不幸的婚姻。这种个体意识的觉

醒，对于婚姻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这些讼离案背后的传统观念因素和经济因素却不容忽视。许多女子在诉状中直称自己

为“旧式女子”，对她们而言，婚姻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一张长期饭票，正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这样的结合本无多少感情基础，所以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丈夫无力养家时，一些年轻女性即起离婚

之念以另寻生计。但是，立法者欲以维系家庭稳定以实现社会稳定，在法律上堵死了妻子因丈夫无

力抚养而诉请离婚的道路，不得已之下，女方转而以不堪虐待之理由诉请离婚。
总之，当时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北平女性，尽管不时化身为诉状中楚楚可怜的受虐女子，但其诉

请离婚的真正原因却未必是受到虐待，其中或许不乏迫于生计而另谋出路之动机。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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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65 － 018 － 03714，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65 － 018 － 07107，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65 － 018 － 03361，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65 － 018 － 03373，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65 － 018 － 01909，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J033 － 001 － 00142，《北平市伪政府物价与生活费》，北京市档案馆，1942 年 1 月至 12 月。
J001 － 002 － 00209，《北平市物价查报表》，北京市档案馆，1937 年 1 月至 194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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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ectures in Song period，and to disclose the val-
ue and significance that Tang poetry has brought to
the dual-artistic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land-
scape prose; landscape of the Song Dynasty; Ma-
terial space; spiritual space

A Ｒestricted View on the Contradiction and
Dilemma of Qing Women's Self-Writing
—A Study of Zhang Lingyi's Writing

QIAO Yu-yu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Qing women's writing have attracted
many scholar's interests，however，by far most rel-
evant studies often focus on women writers in Jian-
gsu and Zhejiang，especially those famous ones
such as the Five Writers of Jiao Yuan，Women
Disciples in Sui Yuan and Bi Cheng Xian Guan．
Those studies emphasize a lot on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women writers' literary activities，
such as forming literary associations，writing re-
sponsorial poems， social interactions among
friends and between disciples and teachers． On
the other hand，women writers in Anhui have re-
ceived less attention． By analyzing Zhang Lingyi's
writing，this paper shows the richness and com-
plexities of her thinking and reveals the contradic-
tories when women tried to write about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dilemma in which they
swing between two personas: talented women and
virtues women． This study tries to reveal the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living situations of
women writers in Qing dynasty，in hopes of sup-
plementing and revising current women writers
study，which put too much emphasize on Jiangsu
and Zhejiang writers as well as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their literary activitie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gentle women writers;
self-writing; Zhang Lingyi

To Ｒesist Abuse or Look for Another
Way to Survive?

—An Analysis Based on Women’s Divorce
Lawsuits for Abuse in Beiping in 1940s

ZHANG Bei-bei

the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Legal Document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collects a
large number of marriage lawsuit archives of
Beiping District Court of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especially of those who could not bear to
be abused but suing for divorce in lower society．
Analysis on these cases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ases them-
selves，but also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se
women's marriage，idea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rriage condition and the social chan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40s，in Beijing，while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arriage lawsuits by
those women who could not bear being abused by
their husbands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at the
women'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had been awak-
ened，however，the reason in the economic aspect
behind the cases should also be emphasized． Al-
though those women often looked like very poor
because of being abused by their husbands，but
the real reason for their divorce was not necessarily
abused，it also might be a tragedy to make a liv-
ing．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Local Court of Beiping; divorce; lawsuit; abuse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