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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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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亲属法立法思想和制度的演变、转型，指出皇权主导下的清末修律未能实现
亲属法的转型，民国南京政府制定的亲属法虽然集各国民法之精要，实现了财产法与身份法内在精神
的统一，但实际上未能改变宗法中国。
解放后的政党与国家采取激进的方式，借着经济、政治和社会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婚姻家庭制度和个
人婚姻家庭生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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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眉，四川眉山人，法学博士，编审，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学术著作两
部(合著)，主持教育部和司法部课题两项，参加国家重大项目两项，研究方向为比较婚姻家庭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中国亲属法的传统精神  第一节  传统中国亲属法的宗法性  第二节  传统中国亲属法的世俗
性  第三节  传统中国亲属法的礼仪性  第四节  传统中国亲属法的阴阳法则  第五节  传统中国亲属法的
价值追求  第六节  中西婚姻法观念与制度比较——以近代以前宗法伦理与宗教的影响为线索    一、传
统中国婚姻的宗法伦理观    二、古代西方的婚姻宗教伦理与契约观念    三、近代以前中西规范婚姻理
路的同异第二章  近代以来中国亲属法的思想基础  第一节  《大清民律草案&#8226;亲属编》  第二节  南
京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民法&#8226;亲属编》  第三节  共产党领导的婚姻家庭立法  简要的总结第三章  
建立新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探索——关于五十年代婚姻法运动的反思  第一节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
婚姻法》推行的历史    一、自上而下的动员阶段    二、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阶段    三、婚姻法运动月
和总结阶段  第二节  法意到达民间的检讨    一、国家权威的运行特点、成效与局限    二、公权力干预
私人生活的危险性与正当性  简短的结论第四章  亲属制度比较研究与重建  第一节  中西古代亲属制度
比较研究    一、中国古代亲属制度    二、西方古代亲属制度    三、中西古代亲属制度差异的成因  简短
的结论  第二节  中国亲属制度的源流与重建    一、当代中国亲属制度中的传统因素    二、现行亲属制
度立法传统考察    三、当代亲属制度重建的价值因素    四、当代亲属制度的重建第五章  近代以来结婚
制度的转型  第一节  婚约制度    一、传统中国的婚约制度    二、近代中国的婚约制度    三、共和国时代
的婚约  第二节  关于禁止结婚的身份    一、关于禁止结婚的社会身份    二、关于禁婚亲制度  第三节  法
定婚龄    一、传统中国的法定婚龄    二、近现代中国的法定婚龄  简短的结论第六章  关于事实婚姻的
历史考察——兼论仪式婚的现代价值  问题的缘起  第一节  《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关于事实婚姻的态度
 第二节  仪式婚在中国的历史  第三节  事实婚姻在西方的历史和发展  第四节  结婚仪式的历史价值和制
度价值第七章  近代以来离婚制度的转型  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离婚制度    一、传统离婚制度    二、离婚
的效力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离婚制度    一、清末修律所确定的离婚制度    二、民国时期的离婚制度  第
三节  共和国时期的离婚制度    一、共和国时期离婚制度的特点与离婚标准的演变    二、共和国时期的
离婚救济制度  简短的结论参考书目附录一  《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附录二  北洋政府《民国民律草
案》(亲属编)附录三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附录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年)附录五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年)附录六  中国近现代婚姻制度改革与婚姻立法大
事记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

章节摘录

插图：同理，父子关系在法律中也被置于阳与阴（尊与卑）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位居家长的父亲
就可以无视子女的利益，中国经典中与子孝相提并论的是父慈，强调的是做父亲的责任。
一个称职的父亲，一定不是对子女利益无所用心的人。
当子女长大成家，生育下一代后，他们在自己的父辈面前仍然是卑幼，但相对于自己的后代，则为尊
长，所以尊与卑、阴与阳是一个变易的概念，一个人从幼年到成人、生育，这是一个逐渐从卑幼（阴
）向尊长（阳）转变的自然过程。
因此，父子结构内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关系，但是自宋以后，父子结构中父专制的成分增加，表现在
法律上是权利大于义务，与此同时，则是子的义务的增加。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在家中的地位。
礼教按照女性一生经历的不同阶段，规定女性的地位有所不同：未嫁时从父，已嫁从夫，夫亡从子。
从父、从夫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就如阳主阴从一样，在有尊长在时，卑幼的身份是不可以对抗尊长的
。
但相对于母子关系，无论是在夫生前还是生后，子对母都应尽的孝道保证了母亲不因性别而降低到卑
幼的地位。
其实在古代中国，孝道是不论地位、不论阶级，任何性别、任何年龄的人都要遵从的最高道德，甚至
王位也要处于其下。
孝永远是下辈对上辈的义务。
它的对上原则并不因性别差异而减弱。
就儿女对父母尽孝的意义看，父母被视为同一，并无差异。
所以丧夫的寡妇不需服从儿子，反而常常会受到子女的加倍尊敬。
一般来说，子辈年幼时，女性尊长的权利可以盛极一时，但随着子辈成年和对家庭责任的承担，女性
尊长的作用会逐渐减退乃至完全由子辈支撑门户，这样的经历不只是在王权的传承中才能看到。
所以作为阴的角色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处于变易之中的。
在父子和父母子女关系中，长幼是一个决定家庭地位的大原则，但如果将这两对关系置于家族的纽带
中，就会看到长和幼的关系就如同阳和阴一样不是一成不变。
如果从人人都存在由卑幼上升为尊长的可能这一意义而言，由卑到尊又是充满变动机制的过程，这种
自然的变迁又消解了身份等级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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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十年前，我以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最后一个志愿——西南政法学院录取。
开学之际，我与先前已在重庆上学的同乡一道，从家乡川西小城眉山，经成都，坐了一夜的火车才到
了重庆。
从车站出来时，天色未亮，黛色中惊奇地发现房屋都建在山上，人总在山底。
学校的迎新卡车挤满了人和行李，一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颠簸不停，可苦了我这个容易晕车的人，
以至于刚报到就想弃学而逃。
同学中许多人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十分的想家，加之法律本不是我们心仪的专业，开学的几周，一些
同学下课时就趴在桌上流泪。
我倒不至于此，但每学期总是最先回家，最后回校，这样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了读研。
当年的校园百废待新，条件艰苦，食堂甚至没有饭桌，大家都是站着或蹲着吃饭，很多人为了省时间
，干脆就边走边吃，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最考验人的是重庆的夏天，出奇的热。
早上六点不到，白晃晃的太阳就照在了床头，一直热到午夜。
八人挤一屋，没有风扇，这样的日子居然也过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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