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代婚姻形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代婚姻形态>>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4018

10位ISBN编号：7300124011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彭卫

页数：3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代婚姻形态>>

前言

　　汉代的婚姻关系，这是一个颇为重要而又很少有人着手的课题。
过去，长沙杨树达先生著有《汉代婚丧礼俗考》，从群籍中钩稽史料，加以整理说明，为这一题目的
研究开了先声。
该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距今已逾半世纪了。
嗣后继起乏人，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在杨书外只有一本台湾
出版的书，可见研究者的寥落。
彭卫同志这部书，将汉代婚姻关系置于当时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考察，吸取新的学术成果，做多角
度的剖析，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胜于前人。
本书的问世，将会把有关问题的探索引导到新的境界。
　　婚姻关系，按照传统说法，属于礼制的范围。
古代人所讲的礼，同后世所说在性质与内涵上都有差别，不只是指制度典章和道德规范，还包括社会
生活里的各种约定习俗，以及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在内。
礼制的研究，对探讨古代社会及其文化的许多本质性的内涵极有裨益，可惜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凭借的
前人成果并不很多。
传统的礼学，基本上限于几部礼经的解说，而且从来是一门不得应有重视的学问。
梁启超说过，自宋至明是礼学“完全衰熄的时代”，这话固然有些偏颇，但也不离于事实。
清代有几位著名学者从事于此，他们的主要成绩仍限于礼书的笺注，同时因为他们的著作艰深繁难，
所得出的成果很少能为学术界吸收运用。
对于汉以下的礼制，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为数就更少了。
上面所说像汉代婚制这样的课题，多年来没有人深入试探，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彭卫同志这
部新书，实际上是有开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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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代婚姻形态》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梳理传世和出土资
料，对汉代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婚姻的地缘结构、婚龄构成、婚姻关系形成的基本步骤、妇女在
家庭中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婚姻法规、婚姻观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
作者将汉代社会和婚姻结构放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世界文明体系的背景下，力图揭示汉代婚姻形态的时
代特征，并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婚姻结构的连续性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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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卫，祖籍陕西泾阳，1959年2月出生于陕西西安。
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5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现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以秦汉时期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代表作有《汉代婚姻形态》、《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合著）、《历
史的心镜——心态史学》、《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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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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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人婚姻的地缘结构阶层与职业差异汉族与其他族群的通婚第三章 婚龄构成汉代人口初婚年龄的一
般推测汉代男子初婚年龄的实证汉代女子初婚年龄的实证影响汉代初婚年龄的因素汉代婚龄结构对后
世的影响汉代婚龄结构形成及历史作用的初步分析第四章 汉代婚姻关系形成的基本步骤密切衔接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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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长处第八章 婚姻思想与婚姻观念西汉前期的婚姻思想西汉后期的婚姻思想东汉时代的婚姻思想婚
神之谱：一种淡淡的信仰情感的徜徉：民间的婚姻观念第九章 平衡与混乱影响汉代婚姻家庭稳定的因
素初步分析附录一表一 汉代帝后妃家庭状况简表表二 汉代贵族、平民婚姻家庭状况简表表三 汉代部
分官吏、贵族、皇族世代辈分表表四 汉代亲属称谓简表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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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由奴隶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在从夏王朝到春秋时代的一千七百多年间，存在着人数众
多的奴隶，这些奴隶多系来自其他氏族部落或民族的俘虏。
奴隶归奴隶主所有。
从而，在奴隶主家庭中包括了奴隶的家庭。
一部分奴隶在奴隶主家中从事家内劳动，大部分奴隶则承担着各种繁重的生产劳动。
奴隶的一切，包括所创造的劳动产品、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从而包括自己的婚姻权，都完全受奴隶主
的支配。
为了保证自己所掌握的劳动力得以繁衍，奴隶主往往让男女奴隶配对“成婚”，周代金文中所常见的
“鬲十家”、“仆十家”和“臣十家”等文字记录，便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
对于男奴和女奴所生子女——“奴产子”的称谓，一直延续到秦末汉初。
　　但到了战国之后，这类家庭在社会上所占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在经历从战国到秦王朝两个多世纪
的过渡时期后（事实上，秦朝仍带有极为浓厚的奴隶形态因素，毋宁说，它与汉朝有某种质上的不同
），至汉代基本完成了从奴隶制婚姻关系向封建制婚姻关系的根本性转折。
证据之一是当时的奴隶婚姻状况在社会上只占居极其次要的地位。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汉代婚嫁实例，基本上都属于封建皇帝、官吏、地主、商人、小农和城市平民等社
会阶层（参见本书附录一之表一、表二）。
显然，这种变化是由众多的奴隶转化为小农、小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地主和商贾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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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汉代婚姻形态》一书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方法。
应用了一些新的充满活力的观念与方法，在许多方面给史学研究今后的创新和发展以积极的启示。
作者在研究中注重纵横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对于以往研究者多囿于国别史和断代史的割裂封闭倾向
，显然是一种进步。
　　——王子今，《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1日第3版　　《汉代婚姻形态》较以前研究跨进一步。
全书纲目明晰，架构严密，方法上突破铺陈材料之窠臼。
彭氏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量化方法考察汉代婚姻形态现象和本质，并与古代希腊社会
进行比较，所述论点很具启发性。
　　——黎明钊，台湾《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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