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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由于其地势独特,曾先后受到其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北方有瓦里亚基人,南方有拜占庭,东方有游
牧民族,西方有先进国家。
随着文化的输入，原有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发生碰撞、冲突和融合。
经过这一过程，它将变成一幅怎样的文化画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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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海，江苏苏州人，198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俄国史专业，曾在俄罗斯
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作访问学者。
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副院长。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当代俄国》，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卷等，发表论
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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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妇女地位与家庭财产关系    在封建俄国，盛行着“上帝主宰世界，沙皇主宰国家，男人主宰家庭
”的原则，家长对于妇女、儿童和全家老少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权。
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极端低下。
一句粗俗的谚语反映了她们在丈夫家中的地位：“男人不打你，就是不爱你。
”16世纪的《治家格言》教男人如何惩罚妻子：如有小过错，用鞭子抽几下；如果“很不听话”，那
就扒掉衣服狠揍。
这种风气直到彼得一世时依旧很少变化。
俄国妇女对家长的绝对服从使得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惊诧不已。
当时在妇女和儿童中常能见到眼瞎的、耳聋的、头破脸肿的、手脚脱臼的。
能够保护妇女免受丈夫殴打的只有女方有权势的亲属，这样的家族能从教会和世俗当局那里得到准许
，使有过失的妻子免遭惩罚。
在较好的情况下，她们会被送到修道院去驯化P144一年半载。
有时，依靠娘家的权势。
妻子也能把丈夫送进修道院，但在他回来之后，她仍将处于完全从属于他的地位。
    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家庭中，妇女要承受繁重的生活担子。
城镇的小商人和小铺主人没有妻子的帮助是不行的。
17世纪末访问俄国的施莱辛格注意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大市场上，有许多年轻的妇女在卖
装饰品。
捷克耶稣会士伊尔什·达维德也报道说，在莫斯科，妇女出现在人很多的地方，有不少坐在店铺里卖
针、线之类的东西。
至于农村妇女，18世纪的民族学家安东诺夫斯基发现，她们“劳作过度”，“干得比欧洲任何地方的
农妇更多”，“几乎整年都被打发在家中和田里干过量的活”。
彼得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和学者瓦·尼·塔季谢夫十分了解农村生活，他叙述了一个农妇所应该做的事
情：“每个农妇应该会烤出好面包，制作好克瓦斯，做出各种食品；在园子里应该种上各种水果和蔬
菜⋯⋯夏天要做奶酪，黄油⋯⋯必须会织粗麻布和呢子”，还要照管家畜、挤牛奶，等等。
    贵族妇女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她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如同笼中之鸟。
18世纪初，常有妇女试图冲破传统束缚的事情发生，但每每受到社会的严厉指责。
在北方战争最紧张时，有个少女换上男装弃家从军，在骑兵部队中服务了7年，但当她被发现是女身
之后，非但与军功无缘，而且受到惩罚，被发落到莫斯科一个纺纱厂去，同“因犯有罪过”而服苦役
的妇女一起干活。
这个故事被访问这家工厂的一个容克贵族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中了。
    妇女在家庭中屈辱无权的地位是由家庭内部的整个财产关系制度决定的。
在贵族阶层，根据1649年法典，没有生育孩子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可以得到除其嫁妆之外的四分之一的
丈夫的财产，但她对世袭领地或军P145功领地都无权提出要求。
丈夫向外人而非族人购买的土地可以给予寡妇，但当她再婚或出家为尼时必须归还夫家，她也无权出
卖或典当这样的土地。
为了保证贵族寡妇和死去地主的女儿、母亲的生存手段，法律规定可在庄园地产中为他们留下一小块
“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但不得出卖，也不得作为嫁妆。
年幼的女儿可享受这块土地到15岁，此后就应出嫁并由夫家供养。
家庭中的全部财产均按男性一系继承，只有在儿子们都已死亡的情况下，世袭的和因功所得的领地才
能由女儿或她的男性后代继承。
    嫁妆是缓和或改善妇女在财产和家庭关系中无权状况的惟一手段。
为丈夫带来土地和农奴的妻子比没有这种嫁妆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高得多。
法律规定家长无权出卖和动用妻子的嫁妆，妻子拥有支配嫁妆的权力。
但在实际上，妇女是很难行使这种权力的，因为丈夫在家中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时常有丈夫以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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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折磨迫使妻子出卖或典押嫁妆领地的事情发生。
17世纪后期，为了调整作为封建婚姻基础之一的嫁妆制度，曾颁布专门法律，规定妻子死后如没有孩
子，嫁妆就要归还娘家。
妻子的家族密切地注视着陪嫁出去的地产的命运，并以自己家族的力量作为嫁出去的女儿能独立支配
嫁妆的保证。
    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其内部关系方面经历着一个更新的过程。
18世纪初，军功领地与世袭领地的融合过程已经完成，这一事实对于贵族家庭的财产关系产生了很大
影响。
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防止领地的分散和贵族家族的衰落，1714年颁布了长子继承制法令。
这个法令是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榜样制订出来的，它消除了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的差别，改变了夫妇及
其后代与不动产的关系。
贵族较小的儿子没有土地保障，他们必须通过为国家服务来为自己获得收入来源。
没有孩子的贵P146族寡妇在丈夫死后能够得到的已不再只是“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土地，而是继
承丈夫的所有不动产。
在她死亡或剃度出家的情况下，土地归还丈夫家族中最近的继承人，而作为她的嫁妆的那部分则归还
娘家的家族。
如果她再嫁，那么第一个丈夫的不动产也应归还他家族中按顺序最年长的男人。
    对于因分出嫁妆而造成的贵族领地分散化的倾向，国家也给予了关注。
长子继承法规定，今后任何人不得以不动产作为嫁妆，但对现有的作为嫁妆的领地未作变动。
女性贵族在继承遗产方面的权利扩大了。
法令规定，地主如果没有儿子，就应该在女儿中确定一个主要继承人，包括领地在内的不动产归她所
有，而其他女儿只能分得动产。
为了维持无嗣贵族的家族，允许家族中的最后一个男性把全部不动产给予自己的一个女性亲戚，不论
她是寡妇还是姑娘。
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变更的条件：继承者必须使用原来地主的姓氏。
    长子继承制法令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在彼得死后很快就被废除了。
但是，改革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已是无法消除的了，旧传统再也不可能全面恢复，新观念已悄然形成
并扎下根了。
    尽管改革并没有把动摇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作为目标，妇女在家庭财产关系方面的权利扩大也并未
根本改变她们的社会地位，但这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而且，由此而始的发展过程的速度是令人目
眩的。
在索菲娅公主以她兄弟的名义摄政时，连她的支持者都认为让女人来治理国家是不体面的。
但仅仅在数十年之后，人们对于坐在俄国皇位上的是一个女人已不感到奇怪了。
应该说，从妇女能够独立支配领地到妇女行使最高权力，俄国所走的道路是够短的。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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