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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妇女婚姻解放运动考察

———以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为聚焦点

姚二涛，李端祥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为使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中得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１９５０年《婚姻法》。该法律
虽在内容上对妇女婚姻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但妇女婚姻的真正解放则有待于《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在中央的指示

下，各城市对《婚姻法》进行了贯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不少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把１９５３年３月确定为宣传贯
彻《婚姻法》运动月，在改造干部和群众婚姻观念、加强《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以及保障妇女婚姻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多种

举措，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和贯彻。最终，城市妇女的婚姻自由权益和人身权益得到了保障，新婚姻观也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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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封建男权社会中，统治者大肆宣扬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等思想，致使

妇女在婚姻中基本没有自由可言。近代以来，随

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我国封建婚姻观念

虽受到了一定冲击，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封建婚

姻观念仍普遍存在。为消灭封建婚姻观念，解放

广大妇女陈旧的婚姻观念，中央人民政府于１９５０
年５月１日正式实施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随

后，党和政府积极采取举措加强《婚姻法》的宣传

贯彻，有力推动了妇女婚姻解放。学界对《婚姻

法》虽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但多侧重于史实

论述方面，从妇女婚姻解放视角探究《婚姻法》的

成果较少，且多集中于农村地区，涉及城市的成果

相对较少①。笔者在翻阅史料时发现，相较于农

村地区而言，城市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力度更

大、途径更广，妇女解放的成效也更为显著。因

此，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考察《婚姻法》在城市中

的宣传贯彻，展现《婚姻法》对城市妇女婚姻观念

的解放过程。

一　《婚姻法》的制定过程及其对妇女
婚姻权益的保障

为保障妇女婚姻权益，推动妇女婚姻解放，早

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的全国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
刘少奇就曾表示：“党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形

要发表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

的文件如婚姻法等，以便在全国范围里统一妇女

运动的方针与政策。”②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随

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在参考

１９３１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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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学习、深入调查、充分研讨，历经 １年 ３
个多月时间，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１日完成《婚姻法》
草案的起草工作，并提交给中共中央。在经过广

泛征求意见、进行多次讨论后，《婚姻法》于 １９５０
年５月１日正式颁布实施。

《婚姻法》的制定重点在保护妇女婚姻权益。

对此，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１日的《人民日报》曾在社论中
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制定的基本原

则，是要彻底摧毁中国长期封建制度在婚姻关系上

所加于人民的枷锁，它的立法精神是要推翻以男子

为中心的‘夫权’支配，保护妇女和子女的正当利

益。”①具体而言，《婚姻法》关于离婚自由条文的

制定，充分彰显了对妇女婚姻权益的保障。《婚

姻法》在起草过程中争论最多的是离婚自由方

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关于离婚

自由曾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

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

行离婚。”②对于是否在《婚姻法》中也加上“男女

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在讨论《婚姻

法（草案）》时争议较多，并且持反对意见的占多

数，他们认为加上这一条则离婚太自由，会引起社

会不稳定。但是受封建婚姻观念影响，旧中国绝大

部分女性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指腹为婚、包办婚

姻以及童养媳等封建陋习相当普遍，且受“三从四

德”等封建男权思想毒害，妇女婚后在家庭中基本

没有话语权，很多妇女婚后并不幸福，甚至有不少

妇女长期遭受家暴和虐待，因此《婚姻法》实施后

大部分离婚案件都是女方提出的。对此，１９５０年５
月，时任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指出，据北

京、天津、上海等８个城市资料显示，婚姻案件在民
事案件中的占比为１１．９％到４８．９％，其中离婚与解
除婚约占比为５１％到８４％，而“提出离婚的主要是
女方，占百分之五十八到百分之九十二”③。

在封建婚姻观念的束缚下，如若妇女提出离

婚，其丈夫、婆家人甚至娘家人基本都不会同意，

妇女实现离婚比较艰难。１９５０年５月，邓颖超就

曾表示：“目前在新解放的城乡以及某些老解放

区，由于旧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尚未彻底铲除，仍受

着旧传统、旧思想的深厚的影响，男女人民，特别

是妇女，在离婚方面所受的障碍比结婚还要

大。”④如若《婚姻法》不加上这一条，大部分妇女

仍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妇女婚姻解放也就难

以实现。为此，作为《婚姻法》起草主持者的邓颖

超，从妇女婚姻解放角度出发，坚持要加上这一

条，并在向中共中央提交《婚姻法（草案）》时，专

门附信进行说明：婚姻条例草案“几经争论，几度

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

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

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

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坚持者包括我及少数

人）”⑤。中共中央在组织多次讨论和征求建议

后，最终在《婚姻法》中加上了这一条，以法律条

文形式进一步保障了妇女婚姻自由权益。正如邓

颖超所言：“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即准离婚，是

完全有利于广大妇女群众的。”⑥

《婚姻法》对妇女婚姻权益的保障，不仅体现

在制定过程中，还体现于法律条文之中。《婚姻

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在条

文中充分保障了妇女婚姻权益，从《婚姻法》第一

章《原则》中便可明显感受到。《原则》分两条，具

体规定如下：

第一条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

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

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第二条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

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

索取财物⑦。

从废除包办强迫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

男女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便可明显

反映出《婚姻法》规定了婚姻中男女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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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位，保障了广大妇女婚姻自由权益。

《婚姻法》还分别在《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

义务》《离婚》《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以及《附

则》等章节，保障了妇女婚姻正当权益。如第二

章《结婚》和第五章《离婚》中便明文规定：

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

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①。

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

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②。

这两条规定对于实现妇女婚姻解放影响很大。

因为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绝大部分妇女在结婚方面

基本没有选择权，婚后也不敢轻易提出离婚，这两

条便保障了妇女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权益。《婚姻

法》还保障了妇女在妊娠等特殊时期的婚姻权益。

如《婚姻法》第五章《离婚》第十八条中规定：“女方

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男方要求离婚，须于

女方分娩一年后，始得提出。但女方提出离婚的，

不在此限。”③以上《婚姻法》的规定，以法律条文形

式充分保障了妇女婚姻权益。对此，１９５０年４月
３０日，全国民主妇联、全国总工会等团体明确表
示：“新婚姻法的颁布，打碎了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

度所加于妇女的枷锁，推翻了旧社会以男子为中心

的‘夫权’统治，使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妇女解放事

业，更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④

二　城市中《婚姻法》的初期宣传
为落实《婚姻法》，推动广大妇女婚姻解放，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全国民主妇联采取

了多种举措进行宣传，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这

些举措在推动城市妇女婚姻解放的同时，也出现

了一些问题。

（一）各城市积极宣传《婚姻法》

《婚姻法》虽在条文中保障了妇女婚姻权益，

但妇女婚姻解放的真正实现，最关键的是确保《婚

姻法》的贯彻实施。对此，中共中央曾强调，“正确

地实行《婚姻法》，不仅将使中国男女群众———尤

其是妇女群众，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制度下

解放出来”⑤。为推动《婚姻法》的落实，早在《婚

姻法》颁布的前一天（即 １９５０年 ４月 ３０日），中
共中央便在党内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

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党全体党员

应一致拥护与遵守这一婚姻法”，各级党委和全

体党员要把“保证婚姻法正确执行的宣传工作和

组织工作，当作目前的和经常的重要工作任务之

一”⑥。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各人民团体纷

纷予以响应。如在４月３０日当天，全国总工会、
全国民主妇联等团体便联合下发了《全总、团中

央、青联、学联、妇联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给各地人民团体的联合通知》，文件要求各

地工、农、青、妇各人民团体工作干部“要认识婚

姻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全国男女人民以及下一

代的利益与幸福，应该把这个工作，当成革命任务

的一部分”⑦；同时，文件还特别强调，《婚姻法》的

宣传教育工作是一件长期和复杂的工作，各人民

团体应紧密联合和相互配合，根据“城市和乡村

各种不同的具体倩况，配合当地目前的中心任务，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⑧。

对于中央的指示，天津、上海、武汉、西安、株洲

等城市纷纷予以响应，积极采取举措加强《婚姻

法》的宣传贯彻。如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９日，天津市人
民法院邀请民政局、公安局以及妇联等部门开会，

以“研讨婚姻法执行情形并搜集各界反映”⑨。在

各行业女工的要求下，上海市总工会邀请了市人

民法院民事法庭庭长田任平为女工讲解《婚姻

法》；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在结婚和离婚登记

环节加强《婚姻法》的贯彻执行；西北民主妇联筹

委会则在西安举办《婚姻法》座谈会，以加强《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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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法》在群众中的宣传①。同时，株洲市也“在各

种运动中结合进行宣传教育，主办了一次婚姻法

展览会，观众达２万人”②。
在中央的指示下，各城市积极采取举措，加强

《婚姻法》的宣传教育。由于《婚姻法》的宣传贯

彻离不开干部这一执行主体，因此各城市首先加

强对干部的教育工作，以转变其封建婚姻观念。

如截至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３日，北京市已经逐渐在干
部中开展了《婚姻法》宣传教育工作，其中２、３、５、
８区干部已经或正准备学习《婚姻法》；而针对部
分区男干部学习《婚姻法》不积极的情况，北京市

妇联宣教科表示“尚须深入广泛地作宣传解

释”③。除北京市外，为引起干部对《婚姻法》宣传

贯彻工作的重视，唐山地委和妇委于１９５０年５月
联合发布指示，要求各县党委“号召组织干部学

习婚姻法及有关文件，特别是司法、民政、妇女工

作干部，更要加以深入研究和反复的学习”④。

由于《婚姻法》的宣传贯彻离不开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配合，因此各城市也都纷纷在群众中大

力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工作。早在《婚姻

法》公布的第二天即１９５０年５月２日，北京市妇
联便邀请“有关领导讲解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主

要内容，并召开大小不同的工人、干部及群众讲谈

会，在工厂、家庭妇女团体、生产小组、成人夜校、

街道妇女群众积极分子代表中召开各种类型的会

议，向广大妇女群众进行婚姻法的宣讲”⑤。此

外，北京市１１区妇联曾组织“中小教员及中学生
代表，夜校员生与街道积极分子座谈婚姻法，通过

他们向群众宣传”⑥。

《婚姻法》经过初步宣传，相较于农村而言，

由于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基础设施较完善、干部群

众婚姻观念较先进等，城市妇女婚姻解放取得的

成效也更为显著。具体而言，经过各城市对《婚

姻法》的广泛宣传，城市干部和群众封建婚姻观

念受到一定冲击，相对维护了城市妇女婚姻权益，

促使了其婚姻解放。１９５０年 ７月 １４日的《人民
日报》曾指出，通过对党政干部加强《婚姻法》的

宣传和学习，“司法部门、妇联等机关干部，并联

系工作检查思想，批判了过去处理婚姻事件中的

某些封建的错误观点”⑦。具体到华北地区，该区

各城市通过民校、壁报、广播等宣传形式，使《婚

姻法》在群众中得到广泛宣传，《婚姻法》精神逐

渐被群众所接受；该区各城市法院和区干部在学

习《婚姻法》后，“大部克服了以往不关心妇女痛

苦及某些封建思想的残余，积极执行新的婚姻政

策”⑧。这表明《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在转变干部

群众封建婚姻观念的同时，也促使了《婚姻法》的

贯彻，推动了城市妇女的婚姻解放。

（二）《婚姻法》在城市初期宣传中出现的

问题

各城市对《婚姻法》进行初步宣传后，虽取得

一定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严重阻碍了

城市妇女的婚姻解放。１９５１年９月，政务院曾明
确表示，《婚姻法》制定以来，包办、强迫与买卖婚

姻，在很多地区仍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与侵

害妇女人权的罪行，时有发生，甚至严重到迫害妇

女的生命，致使全国各地有不少妇女因婚姻问题

而被杀或自杀”⑨。为详细了解《婚姻法》在各地

具体执行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１９５１年９
月２６日下发了《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
示》。文件强调各地政府应督促司法、公安、民

政、文教等部门，“有领导、有重点地组织一次关

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有效办法发扬成

绩，纠正缺点，并查处杀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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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法的案件”①。针对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的指示，全国民主妇联、全国总工会等人民团体积

极响应，于２６日当天便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协助政府贯彻婚姻法的联合通知》。文件“号召

各地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团体的干部，热烈拥

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

的指示，并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协助政府贯彻执

行”②。此次《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长达 １年
多，直到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１日全国民主妇联还要求
各级妇联，“必须认真研究学习并继续执行婚姻

法和去年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

示。协助政府检查和处理当地妇女被杀、自杀事

件”③。

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政务院、全国民主妇联

的指示，认真检查《婚姻法》的贯彻情况。如在政

务院发布《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不

久，北京市政府、市妇联等２４个单位迅速成立北
京市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着重调查
了解了干部的思想情况，指出在婚姻法贯彻中干

涉婚姻自由等现象仍很严重”；北京市妇联和民

政局还成立调查小组，从１９５２年７月开始对该市
１６个区《婚姻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共“涉及
婚姻法问题的案件８５２件”④。除北京外，成都市
人民政府也积极响应政务院指示，于 １９５１年 １０
月下旬“成立了婚姻法检查组，在二区三道街，进

行重点检查，结合宣传婚姻法”⑤。

相对农村而言，城市虽然出现妇女自杀、他杀

等恶行事件相对较少，但城市妇女婚姻权益遭受

侵害的情形却更为复杂，严重阻碍了其婚姻解放

的进程。如 １９５２年初，成都市妇联宣传部曾指
出，该市有不少群众认为《婚姻法》是离婚法，有

些男性担心《婚姻法》的宣传会使老婆选择离婚，

有些婆婆也担心儿媳学习《婚姻法》后变坏；有不

少男性隐瞒自己重婚的事实，“如西二道街李国

翠的丈夫，娶了个姨太太后，在户口登记册上把李

国翠算作自己的嫂子”；还有群众没有真正理解

《婚姻法》所提倡的婚姻自由，“认为婚姻自由了

就可以乱来，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有些夫妇一有

口角就到派出所去离婚”；还有很多男性认为“婚

姻法是保护妇女的，因而对它不关心”⑥。除成都

市外，１９５２年 １０月，株洲市委也曾强调，由于封
建思想作祟，加之《婚姻法》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以致妇女群众觉悟很低，不敢公开恋爱，也不敢

向封建势力作斗争”，该市妇女凌义香担心恋爱

公开和不成功而自杀了，成了封建婚姻思想的牺

牲者⑦。

抵制《婚姻法》执行的情形不仅在群众中较

为普遍，在领导干部中也是频频出现。如成都市

就有部分派出所干部认为，宣传贯彻《婚姻法》是

妇联和司法机关的事情，“与公安部门无关，甚至

怕宣传婚姻法会影响中心工作；在处理婚姻纠纷

上也无政策原则。如三道街廖云贞经常受家庭虐

待，到派出所去过好几次，派出所同志因为调解无

效，就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就置之不理”⑧。

株洲市甚至存在党员干部阻扰《婚姻法》贯彻的

情形。如该市妇女郭玉莲由于经常被丈夫虐待而

提出离婚，但负责干部却认为她这样“会带坏

样”，将她扣了两天，放出时还逼迫她作出５条保
证，即“（１）保证服从丈夫命令（２）以后不再提出
离婚（３）保证不乱说乱动（４）保证不走娘家（５）
保证作风好”⑨。

在宣传《婚姻法》中出现的落实难题，导致城

市妇女婚姻权益难以保障，进而阻碍了她们的婚姻

解放。以城市女工群体为例，江西新生纱厂在１９５１
年仍有１４个女工是童养媳，她们依旧生活极端痛
苦；上海有很多女工不仅遭受家暴，还要把辛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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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部交给丈夫或者公婆①。还有部分女工在学

习了《婚姻法》后，想要争取婚姻自由权益、实现

婚姻幸福，却遭到了工厂领导和工友的反对。

“如唐山义记蛋厂一个女工和一男工因恋爱结婚

被厂方开除，唐山华新布厂一个女工因再嫁而被

工友耻笑，因而打消了结婚的意图。”②这些都严

重损害城市女工婚姻权益的行为，阻碍了婚姻解

放，而城市女工作为城市妇女的重要群体，她们的

遭遇反映了城市妇女实现婚姻解放道路非常

坎坷。

（三）城市宣传初期《婚姻法》出现问题的

原因

《婚姻法》的初步宣传贯彻之所以会出现上

述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干部群众存在浓厚的封建婚姻观念。由

于封建婚姻观念作祟，部分干部群众非但不会积极

贯彻《婚姻法》，甚至还会成为《婚姻法》贯彻的阻

扰者。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７日的《人民日报》就曾指出，
《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地有不少党政干部没

有意识到婚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甚至“成了婚姻

法的破坏者，成了摧残婚姻自由的人”，“这种现象

之所以发生，主要因为这些干部，头脑里还存在着

浓厚的封建残余思想”③。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也表示，“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

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

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致使很多地区仍存在

干涉婚姻自由和虐待妇女等非法行为，“而一部

分干部竟对此种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或者有意予以宽纵、袒护，甚至他们本身也作出直

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④。

就干部而言，封建婚姻观念不仅存在于男性干

部中，也存在于不少女干部中。１９５２年９月，中南
区妇联曾表示，目前在妇联干部中，“封建思想在不

少妇女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其具体表

现为“封建思想严重，认识糊涂，公然维护封建习

俗，侵害妇女利益，甚至有作杀人帮凶者”⑤。具体

到城市中，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株洲市委曾表示：“封建
残余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甚至干部中却仍然存

在，大部分干部认为离婚就是作风不好，不应该，

而没认识这是婚姻制度新旧的斗争，是争取妇女

解放的正义行动，是应该积极支持的。”⑥

第二，《婚姻法》初期的宣传力度和持续时间

严重不足。《婚姻法》刚公布时，在中央的号召和

指示下，各地对《婚姻法》宣传贯彻持续了一段时

期。但此时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面临着大量亟

待处理的事情，其工作重心随后转移到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等事件中，对《婚姻法》的贯彻提得相对

较少，加之没有常设领导《婚姻法》宣传贯彻的机

构等，很多地区对《婚姻法》的宣传贯彻重视不足，

懈怠现象较为普遍。１９５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就曾指
出：“《婚姻法》的宣传及其执行的检查，应当是党

的长期工作之一。但全国多数地方除《婚姻法》公

布后一个时期内曾进行过宣传和检查外，以后即松

懈搁置下来，各地妇女团体对此亦未做有计划的工

作，致各地婚姻问题的严重现象仍大量存在。”⑦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婚姻法》颁布
两年半以来，“由于各地土地改革有先后，各种重

大运动接踵而来，加之某些地方对贯彻《婚姻法》

重视不够，因此各地执行《婚姻法》的情况，一般

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⑧。

由于《婚姻法》初期的宣传力度不足、持续时

间较短，封建婚姻观念仍普遍存在，进而造成婚姻

问题大量出现。１９５１年１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就
曾强调：“废除封建的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

的婚姻制度，须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具体的

改造过程。”⑨湖南省于 １９５２年在分析《婚姻法》
贯彻出现问题的原因时曾表示，很多地方对于

《婚姻法》的宣传基本是“一哄而起，虽然兴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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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欣：《重视女工特殊利益，为女工服务》，《新中国妇女》１９５１年第１９期，第２１页。
杨欣：《重视女工特殊利益，为女工服务》，《新中国妇女》１９５１年第１９期，第２１页。
《切实保障婚姻自由》，《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７日。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２册）》，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１页。
《为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各级妇联必须进行的工作》（１９５２年９月３０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５５－１－３６。
《株洲市婚姻法执行的简单情况》（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９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５５－１－６４。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６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６９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１０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２５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６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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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①。具体到城市

中，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株洲市委曾表示，“株洲市对婚
姻法的宣传贯彻是不够的”，导致该市存在严重

的打骂虐待妇女现象②。

三　城市中《婚姻法》的进一步宣传
贯彻

为及时遏制《婚姻法》落实中出现的突出问

题，推动妇女的婚姻解放，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中共中央
下发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文件指出，鉴

于农村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城市中和厂矿中

的民主改革亦已大体胜利结束”，此时开展宣传

《婚姻法》运动具有“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基础”，

遂决定以１９５３年３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
月，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将贯彻

实施《婚姻法》、改革婚姻制度的运动作为这一个

月的中心工作”③。由此表明，宣传贯彻《婚姻法》

运动月面对的是农村和城市所有地区，即农村和

城市都要积极加强《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随

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１９５３年２月也发布了
《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各地在运动月

中，“必须充分发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

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

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

用”④。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１９５２年 １２月全国
民主妇联就强调，各级妇联“必须认真研究中共

中央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根据指示的精神，结合各

地不同的情况，协助党和人民政府展开全国规模

的贯彻婚姻法的运动”⑤。具体到城市之中，各城

市也都积极响应中央指示，采取多种举措宣传贯

彻《婚姻法》，以维护城市妇女婚姻权益，促使其

婚姻解放。

（一）改造干部群众婚姻观念

《婚姻法》的实施初期之所以效果不太理想，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干部和群众普遍存在封建婚

姻观念。因此，《婚姻法》如想得到深入贯彻，其前

提应对干部群众婚姻观念进行彻底改造。在筹备

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时，从中央到各城市也

都格外重视转变干部群众封建婚姻观念，使其树立

新婚姻观。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贯彻
婚姻法的指示》中就曾强调：“贯彻《婚姻法》运动

的首要工作，就是宣传《婚姻法》，在广大干部中和

群众中进行教育，树立对《婚姻法》的正确认识。

在思想上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婚

姻制度的界限。”⑥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１９５３年２月也表示：“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内
部的思想斗争，是以先进的思想反对落后的思

想———封建思想，从人们思想中清除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关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封建意识。”⑦这表明

婚姻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人民观念意识的改革，是

对封建婚姻观念的摒弃和新婚姻观念的建立。

在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下，各城市积极采取举措

改造干部群众婚姻观念。在宣传贯彻《婚姻法》运

动月来临之际，各城市主要对干部群体进行婚姻观

念改造。１９５３年２月，中南妇女委员会曾强调，由
于干部是《婚姻法》贯彻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

此各地区要首先教育“区乡干部与工矿企业的基层

干部，经过学习、训练、武装头脑”⑧。具体到城市

之中，天津市各机关干部６７０００余人，从１９５３年
２月初已经开始学习《婚姻法》及中央文件指示，
“经过学习，大部分干部在婚姻问题上初步批驳

了旧思想、旧习惯，开始树立了新思想和新风气，

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⑨。同样地，为转变

干部婚姻观念，北京市从 ２月 ２６日开始训练干
部，“全市直接参加贯彻婚姻法工作的干部、报告

员、宣传员、积极分子共二万五千多人，都经过了

或正在进行着充分的训练”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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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情况》（１９５２年），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５５－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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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妇委关于贯彻婚姻法的具体办法》（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９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５５－１－６９。
《天津市机关干部六万七千多人学习婚姻法 重庆市批判干部对贯彻婚姻法的松劲情绪》，《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３月４日。
《北京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运动开始 相继举行贯彻婚姻法运动广播大会和游园大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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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月中，各城市的主要任务是转变人民群

众的婚姻观念。如３月１６日，北京市妇联召开了
街道妇女代表会议，会议具体部署了“在街道妇女

群众中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工作”①。３月２１日下
午，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举行贯彻婚

姻法运动广播大会，全市组织收听广播的在十五万

人以上”②。北京市在对广大群众广泛宣传教育

《婚姻法》后，“广大群众已普遍受到了一次婚姻法

的教育，懂得了婚姻法是要达到婚姻自由、男女平

等、家庭和睦、团结生产，对个人、家庭、国家以及后

代子孙都有好处，因此都热烈拥护婚姻法”③。

（二）加大《婚姻法》宣传贯彻力度

针对《婚姻法》初期宣传持续时间较短、贯彻

力度不够等问题，中共中央强调各地要加大《婚

姻法》宣传贯彻力度，并作为长期工作坚持下去。

如在《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中中共中央强调，

婚姻制度的改革“需要有长期耐心的工作，而不

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为

加强《婚姻法》的宣传，运动月开展时要“举办各

种贯彻《婚姻法》的展览，组织连续广播，散发各

种宣传品，张贴各种宣传画和标语口号，并用电

影、话剧、地方剧、民歌小调等种种方式扩大宣

传”④。为确保各地认真宣传贯彻《婚姻法》，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还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４日成立中央
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

具体到各城市之中，为更好地领导《婚姻法》

宣传贯彻工作，１９５３年１月“北京、天津两市都已
相继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⑤。在运动

月中，各城市更是积极采取举措，加大《婚姻法》

宣传贯彻力度。如北京市于３月２２日举行了规
模宏大的宣传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北京市贯

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和北京市总工会，通过露

天图片展览、临时剧场、临时图书阅览站、《婚姻

法》解答站、影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参加游

园的群众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婚姻法的认识，许多

人都到会场里的临时图书供应站去购买有关婚姻

法的书籍”⑥。

为保证《婚姻法》宣传贯彻工作长期坚持下

去，１９５３年 ４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结束贯彻婚姻
法运动的指示》中强调：“各级党委应将贯彻《婚

姻法》的工作列为经常任务之一，定期地加以研

究、布置和检查。”⑦１９５３年 ４月，中国妇女“二
大”也强调，各地妇联“应经常宣传婚姻法，继续

清除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为进一步实现婚

姻自由”⑧而努力。各城市在运动月结束后也纷

纷采取措施，把《婚姻法》宣传贯彻工作转变为经

常性工作。如 １９５３年 ４月，北京市贯彻《婚姻
法》运动委员会等部门，“将针对检查执行情况中

发现的问题和目前实际情况，定出今后经常贯彻

婚姻法的具体计划”⑨。沈阳市于１９５３年４月结
束运动月时，也要求“各主管婚姻问题的部门和

各人民团体也都把婚姻法的宣传工作列为经常的

重要工作之一，并规定定期检查和总结宣传婚姻

法的工作。全市很多训练班也把婚姻法列入政治

教育的内容之一”瑏瑠。

（三）充分保障妇女婚姻权益

为保障妇女婚姻权益，推动妇女婚姻解放，中

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曾多次强调要严肃处理侵

害妇女婚姻权益的行为。如中共中央在《关于贯

彻婚姻法的指示》中强调，在运动月中，“以区为

单位，选择典型的虐待、虐杀妇女或干涉婚姻自由

而造成严重恶果致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经过充

分准备，召开公审大会，当众公审判决。同时，要

选择一批过去判错了的婚姻案件予以改判”瑏瑡。

１９５３年２月，全国民主妇联也强调，各级妇联要
保障所属干部“再不发生维护封建婚姻、干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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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１９０１—２０００）》，中国妇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７页。
《北京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运动开始 相继举行贯彻婚姻法运动广播大会和游园大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３日。
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贯彻婚姻法重点试验工作取得成绩》，《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４月１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１０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２８、３２９页。
《各地进行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准备工作 各大行政区相继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７日。
《北京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运动开始相继举行贯彻婚姻法运动广播大会和游园大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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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要求婚姻自由的违法行为，并要认真克服干部

中漠视妇女群众利益和强迫命令完成任务的恶劣

的官僚主义作风”①。

对于中央指示，各地积极予以响应，纷纷严肃

处理侵害妇女婚姻权益的行为，以推动妇女婚姻解

放。１９５３年１月，湖南省贯彻《婚姻法》办公室曾
强调，在运动月中该省各级人民法院，要“将迫害虐

杀妇女及干涉婚姻自由等违法分子的典型案件进

行公开审判”，“并改判过去处理错误的有关婚姻

案件”②。具体到城市中，为排查干部在《婚姻法》

贯彻中的违法行为，天津市人民法院及各区人民

法院有关干部自１９５３年２月初开始，“对于执行
婚姻法的情况也进行了检查”③。同样在１９５３年
２月，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在召集该
市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负责人开会时曾强调，在

运动月中“对干涉婚姻自由及虐待妇女等情事的

控告和申诉，应大力予以支持协助”④。

四　城市妇女婚姻解放运动的成效
经过党和政府及妇联的不懈努力，广大妇女

积极投入自身婚姻解放运动之中，取得了显著成

效。早在１９５１年６月，全国民主妇联就曾表示：
“婚姻法公布一年以来，由于党政机关的正确领

导，各级司法民政干部的努力贯彻执行，以及有关

人民团体的积极协助，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获得显

著的成绩。”⑤１９５３年 ３月宣传贯彻《婚姻法》运
动月后，妇女婚姻权益更是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之中妇女婚姻解放成效更

为显著，从而保障了城市妇女婚姻自由权益，维护

了婚姻中城市妇女人身权益，促使了城市妇女新

婚姻观形成。

（一）城市妇女婚姻自由权益得到了保障

《婚姻法》的颁布及宣传贯彻，有力保障了广

大妇女的婚姻自由权益。１９５１年６月，全国民主

妇联曾指出：“许多受封建婚姻压迫的群众，特别

是妇女群众，有了觉悟和勇气，纷纷地要求解除不

合理的婚姻关系。在人民法院支持和帮助下，开

始解除了封建婚姻制度所加于她们的枷锁。”⑥

１９５２年９月，邓颖超也表示，《婚姻法》颁布实施
后，“政务院又公布了检查执行婚姻法情况的指

示，从法律上保障了人民婚姻自由权利”，在《婚

姻法》执行好的地区，“包办买卖婚姻基本上已经

消灭，妇女结婚、离婚和再嫁都有了自由”⑦。

具体到城市之中，《婚姻法》的颁布贯彻有效

保障了城市妇女婚姻自由权益。如《婚姻法》颁

布后，中南区很多城市妇女纷纷“向人民政府申

请自由结婚和解除不合理的封建婚姻的束缚”，

如“长沙市人民法院三月份受理婚姻案十五件，

四月份婚姻法公布后增至三十七件。这些案件中

要求离婚的约占半数，其中大多为女方反对家庭

虐待、男方重婚或双方感情不合等”⑧。此外，《婚

姻法》颁布后，很多遭受封建婚姻制度迫害的妇

女开始积极抗争。在中南区受理的 ２５９７２件离
婚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压

迫最重的妇女提出来的”，其中南昌市人民法院

“在十个月中受理的婚姻案件，由女方提出离婚

的占百分之八十四点三”⑨。这些都表明《婚姻

法》的颁布和宣传贯彻，有力保障了城市妇女婚

姻自由权益。

（二）城市妇女婚姻中的人身权益得到了

维护

《婚姻法》的贯彻打击了婚姻中侵害妇女人

身安全的行为，有力维护了妇女在婚姻中的人身

权益。为保障广大妇女在婚姻中的人身权益，早

在《婚姻法》刚颁布时，中共中央就曾明确表示：

“如果共产党员有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行为以及

因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被干涉者的伤害或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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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机关干部六万七千多人学习婚姻法 重庆市批判干部对贯彻婚姻法的松劲情绪》，《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３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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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婚姻法争取婚姻自由 中南各地许多妇女解除封建婚姻束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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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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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将不仅应负民事的和刑事的责任而受到国

家的法律制裁，并且首先将受到党的纪律制

裁。”①之后，中共更是积极践行这一诺言，把保障

婚姻中妇女人身权益真正落到实处。如 １９５３年
２月，中共中央强调，在党员干部中“对于直接参
与迫害妇女的严重犯罪分子，应交人民法院依法

惩处”，各级人民法院对于“虐待妇女的控告应立

即认真地处理，绝不容许采取任何放任拖延的官

僚主义态度”②。

具体到城市之中，各城市也都积极保障城市

妇女在婚姻中的人身权益③。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 １７
日，北京市人民法院根据《婚姻法》就曾公开审判

了侵害妇女婚姻人身权益的行为。杨德庆是北京

市公安局西郊分局第三派出所所长，由于怀疑妻

子陈淑英与别人谈私情，９月１５日他不仅言语侮
辱陈淑英，还“拿起油碗猛向陈淑英的头部掷去，

正砍中陈的面部。陈淑英经送入医院医治，现在

眼皮、鼻梁、嘴唇等部均留有伤疤”。法院根据这

一事实，依据《婚姻法》等法律判处被告杨德庆

“漠视婚姻法规定的男女平等的原则，歧视、虐待

竟至伤害其妻陈淑英的严重罪行，处徒刑三年”。

审判过程中旁听群众一致认为：“在‘人民管天

下’的时代，绝不容许虐待妇女、干涉婚姻自由的

现象继续存在。”④司法部门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严厉打击了侵害妇女婚姻人身权益的行为，还有

效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

（三）城市妇女形成了新的婚姻观念

《婚姻法》颁布后，中共通过加大《婚姻法》宣

传贯彻力度，逐渐消除了妇女封建婚姻观念，取而

代之的是婚姻自主的新婚姻观。１９５１年６月，全
国民主妇联曾指出，在认真宣传贯彻《婚姻法》的

地区，《婚姻法》“获得了广大人民热烈的拥护，提

高了青年男女的觉悟，他们已敢于起来向封建婚

姻制度作斗争”⑤。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３年４月也表
示，１９５３年 ３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宣传贯彻
《婚姻法》运动月，“向人民群众普遍地宣传了一

次《婚姻法》，有系统地揭发与批驳了人们在婚姻

问题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教育了广大的群

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⑥。以上材料虽没有特指

城市妇女，但所提到的“青年男女”“广大的群众”

自然包含了城市妇女，即《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在

冲击城市妇女封建婚姻观念的同时，也促使其新

婚姻观念的形成。

城市妇女新婚姻观念形成的一个主要表现是

抛弃封建婚姻观念、积极争取自身婚姻权益。

１９５２年９月，长沙市民主妇联在调查时发现，该
市永丰棉织厂女工刘忠辉和男工蒋麟生学习新

《婚姻法》后，对封建婚姻观念十分憎恶，为追求

婚姻幸福，他们“冲破封建阻力，自主结婚，互相

鼓励积极生产和学习，两人都当选为学习模范，蒋

麟生还当选为工业劳动模范”⑦；另一劳动妇女成

希氏丈夫去世已有９年时间，在旧社会一直不敢
改嫁，后来认识了鞋业厂工人张庆文（妻子已故）

感情很好，但成的亲戚家族阻拦，自宣传《婚姻

法》后，她通过积极学习《婚姻法》树立了新婚姻

观，从而勇敢冲破阻拦积极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张

庆文结婚后生活十分美满⑧。此外，北京市一位

城市妇女，丈夫对她没文化感到不满，便找借口坚

持要求离婚，认为“婚姻法规定：单方坚决要求离

婚，就可以离婚，用不着什么理由。离婚，结婚，是

个人问题，谁能奈何我”。对此，该城市妇女的女

同事廖月芬写信询问《人民日报》编辑部，《婚姻

法》是否会支持他们离婚和保障妇女的婚姻权

益。编辑部明确表示，这位丈夫曲解了《婚姻

法》，《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实现这种离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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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严肃慎重的法律程序，以反对轻率离婚”①。

这些案例反映了《婚姻法》颁布贯彻后，有不少城

市妇女已经逐渐摆脱了封建婚姻观念，积极树立

婚姻自主的新婚姻观，并开始有意识地去争取自

己在婚姻中的正当权益。

结语

婚姻解放是妇女全面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使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中得到解放，新中国成

立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领导《婚姻法》的起草工

作，非常注重充分保障妇女正当婚姻权益。《婚

姻法》颁布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大力推动《婚姻

法》的宣传贯彻，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应对举措，

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最终城市妇女婚姻解放取

得显著成效。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努力推动妇女

婚姻解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
产党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②，凸显了党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高

度重视。只是，时至今日，我国妇女婚姻权益受到

侵害的情形仍然存在。如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导致

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出现并呈上升态势，严重侵害

了妇女人身自由权益；一些地区高价彩礼等婚姻陋

习，严重侵害了女性婚姻自由权益；婚姻家庭中家

暴问题的存在，严重侵害了妇女生命健康权益；等

等。为保障妇女婚姻权益，理应采取多种预防、应

对举措，完善相应监督机制，以杜绝侵害妇女婚姻

权益行为的发生，从而充分维护和保障妇女婚姻权

益。具体而言，为解决拐卖妇女、家暴及天价彩礼

等问题，一方面应该加大相应的处罚、监管力度，另

一方面应完善对妇女的保护机制。为此，既要从立

法司法、社会舆论、观念引导等领域着重进行干预，

也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构和求助机构。

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Ｗｏｍｅｎｉｎ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ａｙ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ｈｉｎａ：
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ａｗｏｆ１９５０

ＹＡＯＥｒｔａｏ＆ＬＩＤｕａｎ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ｅｗｏｍｅｎｆｒｏｍ ｆｅｕｄａｌ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ａｗｏｆ１９５０ｓｈｏｒ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ａｗｈ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ｓｍａｒｉ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ｉｔ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ｒｕ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ａｗ．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ａｗ．Ｗｈｉｌｅ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ｍａｎ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ｏｔｈｉｓｅ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Ｍａｒｃｈｉｎ１９５３ａｓ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ａ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ｃａｄ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ｅ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ｗｏｍｅｎ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
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ｕｒｂａｎｗｏｍｅｎｈａｖ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ａｗ；ｕｒｂａｎｗｏｍｅ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Ｗｏｍｅｎ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０７１

①

②

廖月芬，编者：《离婚应当郑重 答廖月芬同志问》，《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