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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婚姻与家庭观念演变述论

徐永
,

志

  !

’  ,

,  馆  

飞
,

晚清时期
,

由于传统
、

西力和政治变革三

个要素的互动作用
,

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

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脱旧 开新的历史性擅变
。

它们的前后衔接
、

汇通与超越
,

实际上展现了

婚姻家庭变革和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共同趋

向
,

构成 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一个基本环

节
。

本文试对此演进过程作一探究
,

以求教于

方家学者
。

一
、

对封建婚姻与家庭

观念的猛烈一击

晚清 中国最早 向封建婚姻与家庭发起冲击

的是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

农民革命运动
。

洪秀全受过儒家的正统教育
,

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
,

他对现实社会的严重

不满
,

加之出于对独一无二真神上帝的排他性

崇拜
,

产生出对濡家提倡的君臣
、

父子
、

夫妇

等区 分尊卑贵贱的封建礼教的朴素反抗心理
。

例如
,

洪秀全在 原道救世歌 中说
“

天父

上帝人人共
” , “

何得君王私 自专
” “

普天之下

皆兄弟
” , “

上帝视之 皆赤子
’, 。

在 原道醒

世训 中又写道
“

天下多男人
,

尽是 兄弟之

辈
,

天下多女子
,

尽是姊妹之群
。 ”

这些话虽

然未能揭示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封建主义本质
,

但毕竟触 及到 了以往被奉 作
“

卷舌而 不可议

论
”

的包括家庭关 系在内的封建人际关 系禁

忌
。

洪秀全的这种思想必然反映到太平天国的

婚姻家庭政策上
。

早在金 田起义之初
,

洪秀全

就发布了
“

别男行女行
”

的命令
,

后来在 太

平条规 中 又 规 定 男 女官 兵
“

要别 男营 女

营
” ,

严禁夫妻 同居 违者轻则罚罪
、

重者格

杀无论
,

这实际上是取缔了太平天国社会军事

集团 内部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

一时间太平天国

内部呈现出
“

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
” , “

虽夫

妇母子不容相通
”

的生活局面 绵延了数千

年之久 的封建婚姻与家庭观念骤然受到了前所

未遇而惊世骇俗的猛烈一击
。

奠都天京后
,

太平天国颁布了 天朝田亩

制度
,

其中在婚姻方面明文规定
“

凡天下婚

姻不论财
” ,

旨在以 绝对平均 主义 的 理想原

则
,

废除以权势和门第观念缔结的封建买卖婚

姻制度
,

彻底更新婚姻与家庭观念
,

但造反可

以
“

废婚
” “

毁家
” ,

治国却终究以
“

安民
”

为

本
。

为聚拢因
“

不准有家
”

而
“

涣散思去
”

的

人心
,

太平天 国于 年被迫下令恢 复了天

京城内军民的夫妻家庭生活
,

并
“

许 未婚

男女配偶
。 ”

为此
,

太平天国特设立了
“

婚娶

官
”

专门负责婚姻事务
。

《金陵纪事诗 云

“

寻常婚娶浑闲事
,

要向官家索票签
。 ”

诗原注

说
, “

男女配合
,

须由本队主察明婚娶官
,

给
‘

龙凤合挥
’

方准
。 ” “

龙凤合挥
”

即结婚证

书
。

这是一种基于男女自愿结合的一夫一妻制

度
,

完全不同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封建父母包

办和买卖婚姻制度
, “

从而他们的结婚也就成

了爱情的结合
。 ”

另外
,

在太平天国
, “

离婚

不仅是不准许的
,

并且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人懂

得或想到离婚这件事
。 ” 。这对封建的所谓

“

七



出
”

离婚惯约是个根本的否定

然而
,

洪秀全毕竟是一个受儒家传统伦理

道德学说长期熏陶的农村知识分子
,

太平天国

也依旧是一场旧式农民战争
。

随着太平天国革

命后期洪秀全革命锐气的消退和太平天国农 民

政权的逐渐封建化
,

洪秀全自觉不自觉地又对

他曾大张挞伐过的封建婚姻家庭观念加以汲取

和利用
,

这可从以下文献记载中窥见一斑
。

如

洪秀全在 《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 中说
“

联

是太阳
,

联妻太阴
” 。

。在 劝学诗》中的
“

男

道
”

中又曰
“

乾刚严位外
” ,

而
“

女道
”

应是
“

幽闲端位 内
” ,

。 并认为
“

妻道在三从
,

无违

尔夫主
,

北鸡若司晨
,

自求家道苦
” 。

。 在此思

想基础上
,

洪秀全甚至规定自己的妻妾殡妃若

有
“

服事不虔诚
” 、 “

硬颈不听教
” 、 “

起眼看丈

夫
” 、 “

讲话极大声
” 、 “

面情不欢喜
”

等言行举

止
,

均在
“

十该打
” 。之列

。

另外
,

太平天 国

还根据官爵品秩的高低
,

规定诸王和属官可拥

有数量不等的妻妾
。

凡此种种
,

充分说明洪秀

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后期的婚姻家庭观念几

乎已 回归到以前封建礼教所宣扬 的
“

男尊女

卑
” 、 “

夫为妻纲
”

的原始起点
,

个别之处甚或

有过之而无不及
。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从背离
、

反 对封

建的婚姻家庭伦理到回归
、

宣扬封建婚姻家庭

观念的心路历程
,

从根本上说是农民小生产者

和小私有者落后性
、

分散性和狭隘性合乎逻辑

发展的必然结果
。

这些长期生息在小农经济社

会结构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们
,

虽然能够雷厉风

行地暂时革除了某些封建的婚姻形式
,

拆散了

家庭的生活单位
,

但不仅未能正确地导引人 们

真正地转变旧的婚姻家庭观念
,

而且也跳不出

封建纲常伦理的思想藩篱
。

这样的既
“

叛道
”

又不
“

离经
”

的矛盾思想与举措
,

就使他们对

晚清婚姻家庭变革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很大的历

史局限
。

二
、

西方近代婚姻家庭

观念的引入与传播

世纪 年代后
,

因洋务运动兴起而引

发的新的一轮西学传播大潮方兴未艾
,

正从中

国沿海到内地
,

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到基层社

会广泛传播开来
。

伴随着西方各种 自然科学技

术和部分社会科学学说的涌入
,

有关西方资产

阶级民主平等思 想和婚姻家庭的观念也被介绍

到中国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具有近代意

义的婚姻家庭观念的产生
。

传教士是播 种近 代西方婚 姻家庭文 明的
“

不 自觉的工具
” 。

是时
,

寓华的传教士不但通

过撰写
、

翻译西方宗教
、

史地
、

政治
、

科学技

术方面的书籍
,

创办报刊
,

专 门介绍了近代西

方的科学技术
、

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
,

而且直

接批评了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
,

主张禁止

一夫多妻
,

结婚年龄要适当
,

不宜早婚
,

三十

而娶
,

二十而嫁
。

。 尽管这 些
“

转 口
”

输入 的

西学颇为庞杂琐碎
,

且仅为其沧海一粟
,

但对

当时热切关心时务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了解西方

社会文明
,

扩大认知空间
,

孕育近代婚姻家庭

新意识
,

毕竟起 了一些启蒙开新的作用
。

如曹

亚伯曾自叙其早年受韦廉臣 格物深源 一书

影响道
“

见此新书
,

极其快意 … …顿悟守 旧

之非
” , “

于是家庭革命
、

社会革命之思 想
,

日

往复于胸中
,

不顾 自身之一切
,

时与旧 习惯相

抗矣
” 。

。

与此同时
,

清政府派赴欧美的出使官员通

过奉命按月咨送 回国的载记
,

叙述了他们对西

方国家社会风情的观察与思考
,

成为当事者与

时人 转 变 婚 姻家 庭 观 念 的另 一 路 径
。

这 以

年随郭篙 燕出使欧洲的刘锡鸿
、

张德彝

最为典型
。

据载
,

他们抵达英国不久
,

就有一

连串奇异的感觉
“

到伦敦两月
,

细察其政俗
,

惟父子之亲
,

男女之别
,

全未之讲
,

自贵至 贱

皆然
。 ” 。 “

西人不知有父母
·

一凡为子者
,

自

成人后
,

即各 自谋生
,

不与父母相闻
。

闻有居

官食禄之人
,

睽离膝下十数载
,

追既归
,

仍不

一省视者
。 ” 。 “

男女婚配 皆自择
,

女有所悦于

男
,

则约男至家相款洽
,

常避人密语
,

相将出

游
,

父母不之禁
。

款洽既久
,

两意投合
,

告父

母互访家私
,

家私不称不为配也 称则以语男

女
,

使 自主焉
。 ” 。 “

西国女子之嫁也… … 不待

父母之命
,

不须媒灼之言
” , “

男女私交
,

不为

例禁
” 。

。显然
,

面对这些与中国的婚姻家庭伦

理迥然不同的生活情景
,

刘锡鸿和张德彝在惊

诧之余
,

又 流露出颇多赞许的态度
。

饶有意味

的是
,

刘锡鸿之所以能随使出行
,

是因守旧派

大 臣看中了他反对把
“

夷狄之道
” “

施诸中国
”

的坚定立场
,

刘亦 以
“

此行能左 右郭公 篙

煮
”

这个洋务派思想家及
“

用夏变夷
”

为 己



任
,

但经 过这 番文 明 的洗礼 后
,

他 却
“

抵不

住
,

宣告破产
”

自此以后
,

更 多的中国官 员和知识分子接

踵 出洋
,

饱览域外 文明
,

并从 中吸纳大量新鲜

信息反馈 回国内
。

毋庸置疑
,

这些出自国人切

身体验和 思想整 合的
“

真知灼见
” ,

比起 外国

传教士 的宣传来更容易产生社会震荡效应
,

从

而 使近代婚姻家庭意识较多的在其周围的 人群

尤其是交往的开明学者中逐步扩散
。

三
、

资产阶级的新婚姻家庭观

及其社会影响

 ! 年 甲午战争结束后
,

属于 中国传统

文化价值系统重要构成的婚姻家庭
,

在戊戌思

潮的冲击下
,

面临着直接的挑战
。

而酝酿多年

的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所具有的背离传统婚姻家

庭的观念
,

随之 成为一种 自觉的主观 整体 意

识
。

康有 为是晚清中国第一位能比较清醒地认

准封建婚姻家庭阴暗面的思想领袖
。

他构思于

世纪 年代的 《大 同书》
,

也就是一部向

封建婚姻家 庭挑战的宣 言书
。

梁 启超 后来在

《清代学术概论 里评论说
“

全书数 十万 言

… …其最要关键
,

在毁 灭家族
” 。

当然康有为

完全不同于农 民领袖洪秀全
,

他的
“

不得有夫

妇旧 名
” 、 “

去家界
”

说里蕴含着比较完全意义

的近代意识
,

也具有更多的对封建婚姻家庭关

系的深刻 剖析
。

康有为指出
,

男女婚姻
“

不得

自由
” ,

有悖于 人伦公理
,

而
“

一家之 中妻之

于夫
,

比于一国之中臣之于君
,

以为纲
,

以为

统
, ”

更完全违背 了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 民主

原则
。

他认为所谓
“

在家从父
” ,

婚姻完全听

从于
“

父母之命
,

媒灼之言
” ,

实际上是侵犯

了妇女 的 自主 自立之权 所谓
“

出嫁 从夫
” 、

“

烈女不事二夫
” 、 “

为夫守节
” , “

既背孔子之

经
,

又苦人生之道
” ,

实有
“

害 人
” 、 “

逆夭
” 、

“

损公
” 、 “

伤和
”

四大害
, “

万不可行
” 。 “

全世

界人欲致大同之世… … 在明男女平等各 自独立

始矣
” 。

。 对于 封建 家庭
,

康 有 为尖锐 地揭 露

道
“

凡 中国之 人
,

上 自替缨诗礼之 世家
,

下

至里巷圭氓 之众庶
” ,

由于封 建家长 的专 制
,

家规
、

家法的禁锢
,

表面上
“

太和蒸蒸
” ,

但
“

叩其门 内
” ,

就会发现
“

怨气盈溢
” ,

充满 了

“

强合之苦
” ,

而 其
“

礼法愈严 者
,

其 困 苦愈

深
” ,

乃至虽
“

史迁之笔不能达其怨愤
,

道子

之 画不能绘其形相
,

累圣 哲经子语录格言而不

能救
” 。

。 那么
,

这般困苦是 怎样造成的呢 康

有 为进而阐述说
“

夫天下之至大者莫如意见

矣
,

强东意见 而从西意见
,

既 已相反
,

即难相

从 不从则极逆
,

从之则极苦
” 。

。 这就揭示 了

谦谦家礼的外衣下
,

封建家庭伦理对人性的压

抑和摧残
,

指 出了封建家庭 流弊的根源
。

不

过
,

康有 为最终没有努力去冲破旧 的家庭藩

篱
,

而只是勾画了一个纯属空想的没有家庭的

大同世界来代替眼前的
“

家界之累
” ,

这样就

在事实上减弱了其思想的战斗力
。

谭嗣同克服 了康有为知行脱节的毛病
,

他

不但在其公开发表的名著 《仁学》中大胆揭露

了父母包办婚姻对男女青年的危害
,

谴责了封

建贞节观给广大妇女造成的生活灾难
,

而且进

一步把批 判的锋芒指 向封建 的
“

父为子纲
” 、

“

夫为妻纲
” ,

主张 以
“

朋友之道贯之
”

父子
、

夫妇
、

兄弟之伦
,
。 即以 资产 阶级的 民主

、

自

由平等原则代替封建主义 的婚姻家庭伦理
,

这

就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

意识
,

闪射出
“

家庭革命
”

的思想光辉
。

年 月 由维新妇女创刊的 女学报

也颇为重视对封建婚姻的批判
。

该刊站在被压

迫女性的立场
,

揭露和斥责了以男子为中心的

封建宗法社会施加于妇女婚姻生活中的种种迫

害
。

维新派的婚姻家庭主张引起了当时封建顽

固势力的激烈反对
。

他们洁骂维新派所论
“

平

君臣之尊卑
,

改男女之外 内
, ”

是
“

直似只须

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
,

即可立致富强
,

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
,

召乱无已
,

大则各

便私利
,

卖国何难
。 ”。此时的洋务派亦 自觉地

变成了封建婚姻家庭伦理
“

国粹
”

的卫道士
。

年
,

张 之洞 发表 了 劝学篇》
,

其 中说

道
“

故知君臣之纲
,

则 民权之说不可行也

知父子之纲
,

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

也 知 夫 妇之 纲
,

则 男 女平 权 之说 不 可 行

也
” 。

。 张之洞尤强调
“

君为 巨纲
,

父为子纲
,

夫 为妻纲
”

为
“

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
, ” “

亲亲

也
,

尊尊也
,

长长也
,

男女有别
,

此其不可得

与 民变革者也
。

五伦之要
,

百行之原
,

相传数

千年
,

更无异义
,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
,

中国之

所以为 中国
,

实在于此
” 。

。反面文章正面读
,



顽固派与洋务派的交相驳难
,

倒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维新派婚姻家庭观念的进步性
,

并反映出

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

由于 时代
、

阶级的局限和维新运动的迅速

失败
,

维新派对封建婚姻家庭的清理与批判未

及深入展开便告一段落
。

因此他 她 们的婚

姻家庭观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观念体系
,

并存

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

例如
,

康有为既主张毁

灭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家庭
,

又认为奠基于其

上的封建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中

华民族内聚力 的作用
“

万国有人伦而族制莫

如中国之盛
,

故人类最繁
” 。

。如
,

谭嗣同虽然

看到了父子
、

夫妇之纲是乘着
“

君为臣纲
”

的

威势而肆虐于民人社会生活
,

但并未清楚地认

识到前者的推行从根本上保障了后者的实施
,

如此等等
,

不一而足
。

尽管如此
,

维新派的种

种议论
,

仍形成了晚清第一次初具规模的婚姻

家庭改 良思潮
,

推动 了新婚姻家 庭观念的演

进
。

四
、

推进与反复

新世纪开始后
,

婚姻家庭领域的思想变革

又有了扩张之势
。

其时
,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

加全面深入
,

民族危机 日益深重 清政府更加

腐败
,

无可挽救地走向崩溃 新的经济因素和

政治力量不可遏止地生长 民主革命思潮与运

动风雷激荡
,

蓬勃兴起
。

新的严峻的形势
,

使

人数剧增起来的革命派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一

切革命思想的准备显得十分紧促
,

对封建婚姻

家庭的批判 自然也相应少了些夫子式的学理探

讨
,

而多了些
“

斗士
”

的火药味儿
。

首先
,

革

命派知识分子不再作变与不变的复杂论证
,

而

是以简洁
、

通俗有力的言词
,

直接倡导婚姻家

庭革命
。

他们指出
,

封建婚姻
“

当其始
,

有所

谓问名纳采者
,

则父母为之 至其中
,

有所谓

文定纳 币
,

则父母为之 及其终
,

有所谓结漓

合晋者
,

亦莫非父母为之
。 ’,

而
“

当婚之两主

人翁
” ,

自始至 终却
“

不得 任一肩
,

赞一 辞
,

惟默默焉立于旁观之地位
。 ”。这种专制型父母

包办婚姻造成
“

男女不相见
” 、 “

媒灼哄骗
” 、

“

卖婚
” 、 “

聘仪奋赠
” 、 “

繁文缉节
” 、 “

早聘早

婚
” 、 “

迷信流行
”

等弊害
,

不仅
“

坏夫妇之爱

情
” ,

给人们带来于
“

终身恨事
” ,

而且也影响

了家庭生活的稳定和 社会的发展
, “

既婚后
,

入其室
,

有慨其叹 者 睹其 人
,

有哦 其泣者
。

乃浸而妇姑勃溪矣
,

浸而兄弟阅墙矣
,

而大好

之家庭
,

自此遂终无宁 岁
” 。

。 “

盖婚姻为人道

之大经
,

未有夫妇不和而家庭能欢乐者
,

亦未

有夫妇不和而能专心致志以为国家社会建事业

者
’, 。

。革命派认为
,

人类婚姻的历史经过
“

掠

婚
” 、 “

卖婚
” 、 “

赠婚
”

和
“

自由结婚
”

四个时

期
, “

如今西方各文明国家
” , “

其婚姻之制 已

入于第四期
” ,

即
“

自由结婚时代
” , “

独中国

之婚姻 尚在卖婚 时代
” 。

。 “

今 日家长之威严
,

直有 第 二君 主之权利
” ,

所 以他 们下决 心要
“

以 自由结婚为归着点
,

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
,

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 …为男女同胞辟一片新

土
” 。

在这种全新意识的主导下
,

当时像破除
“

礼法婚姻
” 、 “

专制婚姻
” 、 “

毁家革命
”

之类

的呼声不绝 于耳 三纲革命》
、

《家庭之革

命》
、

《家庭革命说
、

《女子家庭革命说》等文

章连篇累犊
,

充溢于报刊杂志和有关论著 中
,

大有章 太炎所谓
“
旧 俗之俱 在

,

即 以革 命去

之
”

的冲天 气势
。

平心而论
,

革命派思想家的一些激进时论

并不尽符合婚姻家庭生活实际
,

矫枉过正的负

作用也非没有
,

但它顺应了当时迅速发展的革

命形势
,

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 自由平

等的急躁追求
,

因而在晚清学界中颇具号召力

和影响力
。

惟其如此
,

这一时期反对封建婚姻

家庭思 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

是批判的武器与

武器的批判达到 了相对的统一
,

这 以青年知 识

分子特别是女界学生精英最为勇敢 突出
。

秋瑾

挣脱封建婚姻束缚
、

走 出家庭 的 事例 自不待

言
,

其他如 陈撷 芬
、

梁绮 川
、

徐慕 兰
、

庄 汉

翅
、

宋雪君等都是在亲身反对封建婚姻家庭的

斗争中
,

获得了革命的青春
。

至于 留学生和国

内学堂学生创办
“

自由结婚演说会
” ,

带头举

行文明婚礼
,

宣唱 自由结婚歌》
,

反抗家长

压制之事
,

更是所在皆有
,

屡屡发生
。

这种身

体力行地变革婚姻家庭意识的情形
,

恰恰 回应

了丁初我  ! 年在 《家庭 革命说》一文中的

呼唤
“

欲革政治之命者
,

必先革家族之命

… …而革家族之命者
,

尤必先革一身之命
。 ’,

。

冲击变革必然引起磨擦对抗
。

在这个社会

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过渡时期中
,

社会上大多数

人依然格守着封建婚姻家庭的观念
,

视鼓吹破

旧立新的革命派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为离经叛道



的罪人
,

指责学生 中出现的
“

家庭革命
,

秘密

结婚
”

是 革 命 党 人 蔑视
“

君 父 之尊
” ,

破 坏
“

男女之防
”的造成的恶果

。

他们认 为
“

我国古

圣垂教
,

首重道德
,

经传所载
,

皆纲常伦理之

精言
” ,

若一旦废除
, “

其殆害于人心世道
,

较

洪水 猛兽 为 尤烈
,

其危 险不 可思 议
。 ”

强 调

“

天尊地卑
”

乃
“

自然之序
” , “

阳动 阴静
”

是
“

造化之机
” , “

男刚女顺
” 、 “

夫唱妇随
”

是
“

终古长存之 至理
,

万年不变之 常规 也
。 ”

与

此同时
,

清政府学部专门发布了 札伤各省提

学司可严禁 自由结婚文》
,

函令各地方官员加

强对学堂学生的思想控制和行为规范
,

严禁学

生演讲
“

自由结婚
” 、 “

男女平权诸谬说
” , “

以

维风化
’,

。
。

另颁示停 闭了
“

倡言 自由
”

的女

子学校
,

。要 求对其他学堂中
“

沾染恶 习者
” ,

“

立即斥退
” 。

一些封建家长也自动以
‘·

教子
”

为道德 己任
,

对倡行婚姻家庭革命 的
“

不 肖
”

子孙儿女进行压制
。

如
“

顾领刚在辛亥年
,

是

一个临近毕业的中学生
, ”

主张
“

实现一个没

有国家
、

没有家庭
、

没有金钱的社会
” ,

被百

般疼爱孙儿的老祖母严词质问
“

既经没有家

庭
,

把我放在哪 里
”

而
“

请 你住在 养老院
”

的答对
,

则招 致勃然大怒
。
。 又 如贵 州一位任

姓女生争取婚姻 自由
,

竟
“

被父母驱逐
,

官长

拘押
。 ” 。 民主 自由平等

,

本与
“

三纲五常
”

格

格不入
,

变革 时期 日趋 明显的思 想分野和代

沟
,

更扩大 了彼此理解的难度
,

增加了冲突斗

争的激烈性
。

民国告成以后
,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

旨在镯除
“
旧染污俗

”

的政令
,

许多革命党人

予以 响应
,

相继 成立 了
“

南京女子参政 同盟

会
” 、 “

社会改 良会
”

等移风易俗的社团
,

立意
“

实行男女平等
” 、 “

废止早婚
” 、 “

提倡 自主结

婚
” 、 “

实行一夫一妻主义
” 、 “

禁止无理离婚
” 、

“

承认再嫁之 自由
”

等章约
。
, 看起来

,

在婚姻

家庭观念及其问题上的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刻的

变革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了
。

然而
,

随着袁

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和共和政府与封建

势力的始终共存
,

维护旧礼教的舆论与社会势

力逐渐复活起来
。

原香港实践女校的许多学生

因反抗包办婚姻而
“

出家革命
” ,

但民国建立

后工作生活均无着落
,

返回 乡里
,

家长又 以前

约相逼
,

迫使他 们再度 出走
, “

以避其锋
”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泊泊青春热血换来了民主

共和政府
,

却不但没有实现
“

为男女同胞辟

片新 土
”

的终极理 想
,

反而连本属于 自己的
“

共和之国民
”

法定应享有的 自由权利也未得

到
。

辛亥前后婚姻家庭变革进与退的悲剧性事

实表明
,

时代赋予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和知

识分子构建 世纪中国婚姻家庭新观念的任

务
,

但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去深入思考

和实践
。

这样
,

历史就把重新探索和建设的重

任留给了
“

五四
”

一代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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