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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处于我国古代社会重要变革时期，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科举制度日渐完

善、儒学经历低沉后开始复兴、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生活在这个时代

的女性在自我婚姻中的权利也有了进一步释放，在多重原因的促使下，丧夫后妇

女的婚姻抉择相对自由，再婚、守节者都不在少数。 

宋代妇女丧夫后再婚的现象广泛分布于各个阶层，除了传统的男婚女嫁模式

外，妇女通过招赘的方式缔结婚姻也逐渐流行起来，寡妇再婚同样亦可以如此，

入赘寡妇家门的男性即被称之为接脚夫。世人不以再嫁为耻，有些改适妇女甚至

还能凭借自身卓越的贡献或子女的成就获得褒奖与赞美。但通过对宋代影响寡妇

再婚的原因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女性掌握了一部分的婚姻自主权，但在男尊女卑

的社会局限下，寡妇再婚并非一定是本人自愿，她们在自身的婚姻抉择中仍然会

受到许多外力的约束，自我意愿未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虽然宋代对女性婚姻束缚相对较小，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妇女在丈夫离

世后拒绝再适，甚至在多方逼迫下也坚守贞节。不同年龄阶段丧夫守寡的妇女所

要面临的生活困难与社会舆论也不尽相同。在女性本身不具有经济能力的背景下，

一旦失去家庭依靠，其生存状态会变得更加脆弱且不稳定，这可能就会导致她们

的生活地点随之发生改变，寡妇守节不仅需要坚韧的内心，她们生活的延续与质

量更多要依赖于长辈子女等亲属。 

守寡妇女作为弱势群体，社会各界多给予寡妇一定帮助，而也正是由于寡居

妇女群体柔弱无依，乡邻族人觊觎财产、争夺子嗣的情况时有发生，在统治不稳

定的非常时期，她们甚至要以殉节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迎合社会传统思想以保护家

族与自我的名誉。 

探究宋代女性丧夫后的选择及相关问题，既能展现寡居妇女这一群体的生活

状态，也能窥见宋代一定的社会的风气和秩序。宋代妇女虽处于贞节礼教相对宽

泛的时期，丧夫后再婚与守节者的记录都比较丰富，但她们的婚姻选择从本质上

仍然跳脱不出社会的引导与约束。女性始终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在这种时代的

局限性下，宋代妇女便无法完全释放自我意志，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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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意义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几千年的漫长发展中，男性始终是站在历史舞台中心的

主导者。反观女性，作为和男性并存，并且在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中同

样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另一群体，却始终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甚至被忽视，从而

削弱了原本她们应该得到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如此，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女性

事迹的记载也是寥寥无几，这导致有关妇女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历

史学界研究的边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新思潮和女权意识觉醒的影响，对妇

女群体的研究开始引起历史学者们的关注，以陈东原先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

⑧为起点，确立了“妇女史”的名称，并形成了直到抗战前的第一个写作繁荣期。

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妇女史的研究相对较低沉，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受国家对女性群体的重视、妇联的号召倡导和社会各界妇女的支持等因素影响，

妇女史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并稳步盎然向前发展，再加上其不断吸收融合了

有关各类社会研究的各种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妇女史的研究中，李静之、

杜芳琴、李小江、李伯重、定宜庄、李银河、高世瑜等一大批学者针对妇女史的

理论建构、研究对象、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中国妇女史发展

至今，在选题领域、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都逐渐突显出自己的特色，从突

出女性到普通女性、从把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到与所处时代背景和人际关系综合考

量，妇女史研究在不断自我更新中愈发成熟，研究成果也愈发丰富。 

对于中国古代妇女的相关研究中，婚姻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古代女

子的生活空间更多的是集中在家庭里，由此展开的有关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妇

女与本家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热点。在婚姻家庭关系研究中，妇女的再婚与

守节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过渡时期，

商品经济于其时得到有效发展、生产力稳步提高、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各种文化

思想交融碰撞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宋代社会发展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也正是因

 
⑧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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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特点，从而造就了宋代独有的社会风貌，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统治者的

治国理念、士人阶层的思想观念、普通百姓们的生活态度，不仅如此，这些因素

同样也影响着女性群体的婚姻生活和社会地位，以及她们在寡居后面临的婚姻抉

择。由于宋代理学刚刚萌芽还未兴盛，贞节观的影响还没有深入大众生活，社会

风气相对而言也比较开放，所以妇女在有关自己的婚姻大事抉择中拥有一定的话

语权，她们的选择相对自由，丧夫后再婚现象常见，但守节者也不在少数，故宋

代寡居妇女的婚姻抉择与生活情况是十分具有探析研究意义的。 

就宋代女性问题的研究而言，统述宋代女性婚姻问题的学术成果占绝大多数，

其中涉及婚姻形式和择偶标准，家庭生活和财产权利，再婚和守节，中表婚和收

继婚问题。其中，再婚，守节等方面研究成果亦较多，但结合现在已有的研究成

果来看，学界在宋代女性婚姻方面仍然有些许不足之处，一是研究的视角、范畴、

方法还较为局限，用于佐证观点的史料多来源于传统正史，对文人笔记小说、墓

志、契约、地方志等“边缘化史料”还有待进一步深度发掘，而宋代有关这类材

料存世量很大，在研究中值得被发现并吸收利用。二是研究对象相对单一，对下

层普通女性以及特殊女性群体如女奴、女仆、妓女的关注程度不高。三是对宏观

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把握不足，在宏观研究中缺乏对个案和微观的研究，在微观研

究中又忽略时代的变迁。四是对妇女与其他社会因素联系的关系处理不够完善。

与史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贯通性、融合度还有进一步提高空间，综合研究还有待更

加深入。 

在奉行女性应该从一而终的传统农耕社会里，大到社会小到家庭都无一例外

推崇女性应守护贞节的思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妇女再婚显然是具有一定震撼性

的。妇女再婚可以从侧面映射出诸多社会迹象，尤其是在社会风气开放程度上尤

为明显，而宋代妇女再婚普遍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仅仅是国家与社会方面，妇女自身与其家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不

仅如此，寡妇在再婚时也有不同的选择，可以选择留在夫家招接脚夫继续生活，

也可以离开夫家另嫁他人，不同的选择背后也会牵扯到不同的矛盾与纠纷。而且

上层妇女和普通阶层妇女面临的再婚情况也不尽相同，妇女再婚也未必是自身所

愿，深入研究这背后的多重原因也可以更透彻的了解宋代的社会风貌和女性在婚

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作为再婚的相反面，不同妇女守节的情况也多有不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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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概而论。妇女如果守节，就意味着要承担起家庭中原本丈夫应担当的许多责

任与义务，既要有保证足够生存的经济来源，同时还要能够面对精神孤独的生活

甚至是乡间邻里的欺凌，对于在社会上本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女性来说面临的压力

和困难可想而知，当然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予寡妇特定的优

待、照顾甚至奖赏。对于一些中上层阶级的妇女来说，守节也成为了提高个人道

德修养与家族声望的一种途径。除此之外还会有许多其他方面影响着寡妇的生存

与生活。深入探析宋代寡居妇女群体的婚姻抉择与生活，不仅可以拓宽宋代妇女

研究的视角进一步丰富研究成果，也能够为研究宋代社会风气和人们思想观念的

发展演变这一方向提供新视野新角度，同时对中国古代婚姻史、性别史、社会史、

风俗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帮助。本文通过对宋代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情

况的寡居妇女分别进行研究论述，多角度探究影响宋代寡居妇女婚姻选择的原因

与其在再婚与守节中面临的各种情况，以期能够补充和完善学界现有相关领域研

究成果。 

 

二、学术史回顾 

在我国历史学领域的诸多探究方向中，以妇女作为主体进行研究起步较晚，

西方学者最早把妇女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进行研究，我国对其展开系统化的深入

探究具体可以上溯到 20世纪 20年代，受到女权运动兴盛和解放思想、追求自由

思潮的感染，很多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妇女这个群体。建国后，妇女史的研究

领域进一步扩大化、多样化。改革开放之后，妇女史研究在我国进一步成熟壮大，

相关理论愈发成熟，宋代妇女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热门研究方向，有关著

作论文数量和质量也都得到了明显提升，研究角度也更加深入，研究视野逐步拓

宽，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不仅如此还吸收了国外大量的先进优秀成果，由此，我

国妇女史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许多领域都开始有了女性独属于自己的身影。 

现将以往学术界相关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具体如下： 

（一）宋代女性再婚与守节的研究 

陈东原先生所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⑧可以看作是我国妇女史研究的开荒

之作，该书较为细致全面地记述了中国从上古到近代各个时期妇女的基本日常生

 
⑧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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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故此该著作也被看作是之后中国妇女史相关研究的奠基石。作者在书中指出

宋代是妇女生活转变的重要时期，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利在该时期不断收缩。 

随着对宋代女性婚姻家庭生活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开始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唐代剑的《宋代妇女再嫁》⑧认为宋代妇女改嫁的现象比较常见，改嫁几

乎不受什么限制，再嫁妇女也并不会在社会遭到非议。张邦炜的《宋代妇女再嫁

问题的探讨》⑧承继了这一观点，文中笔者进一步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印证宋代女

性改嫁之普遍，并得出女性再嫁存在于各阶层之结论。吴宝琪《宋代的离婚与妇

女再嫁》⑧则是以透过宋代法律制度对女性离婚进行考察，认为宋代贞节观广泛，

女性再嫁盛行。陶晋生在《宋代妇女的再嫁与改嫁》⑧认为妇女守节主要出于三

方面的考虑：一是社会习俗对妇女的制约，二是妇女自我意愿的影响。还有对夫

家一族的责任，如保管财产、赡养公婆养育子女等。宋东侠的《论宋代妇女改嫁

盛行的原因》⑧同以为宋代女子改嫁极为普遍，范围也较广，并就该现象简要分

析了其中原因；辛更儒在《论宋代妇女改嫁不受舆论非议》⑧中也持有类似观点，

他在文章中道出生活在宋代的妇女丧夫后选择改嫁并不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歧视

或者抨击。杜桂荣在其著作《宋代女子离婚、再嫁与社会地位》⑧中，通过实际

案例深入探讨了妇女的离婚权和改嫁权，并得出了与传统看法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在宋代，女性的再嫁是受到夫权观念的驱使，因此宋代女性在社会中的

地位相对较低。初春英《也论宋代妇女的离婚、再嫁及其地位》⑧指出了宋代妇

女再嫁情况普遍是基于商品经济发达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结果，但这并不

能作为宋代妇女地位提高的表现。作者之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妇女再嫁问

题研究》⑧中进一步探究了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大环境动因，其中多有被动成分，

最后指出妇女再嫁现象普遍并不意味再嫁权充分。刘瑞光《道是无情却有情——

浅论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的态度》⑧宋代社会对于女性改嫁态度宽松，两宋时期

 
⑧
 唐代剑：《宋代妇女再嫁》，《南充师院学报》1986 年第 3期。 

⑧
 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的探讨》，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⑧
 吴宝琪：《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史学集刊》1990 年第 1 期。 

⑧
 陶晋生：《宋代妇女的再嫁与改嫁》，《新史学》1995 年第 1 期。 

⑧
 宋东侠：《论宋代妇女改嫁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⑧
 辛更儒：《论宋代妇女改嫁不受舆论非议》，《妇女研究论丛》1999 年第 3 期。 

⑧
 杜桂荣：《宋代女子离婚、再嫁与社会地位》，《湖北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⑧
 初春英：《也论宋代妇女的离婚、再嫁及其地位》，《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期。 

⑧
 初春英：《宋代妇女再嫁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年。 

⑧
 刘瑞光：《道是无情却有情——浅论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 年第 4 期。 

万方数据



5 
 

妇女再嫁现象普遍。理学所强调的贞节观念直到南宋末期才逐渐居主要地位，对

两宋时期的社会影响很小。石璠《礼法与现实之间：宋代寡妇的再嫁》⑧一文从

宋代的法律为出发点，结合当时的礼制规范，对寡妇再嫁的合理合法性进行了论

证。曹跃在其文章《浅谈中国古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⑧中指出，唐朝至北宋社

会风气比较开放，社会对于妇女再嫁呈包容状态；南宋后期至明清逐渐给妇女守

节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再嫁已然成为了一种“罪行”。李伟、李紫月的《略论宋

代再嫁妇女的婚姻自主权》⑧认为宋代妇女拥有较高的再嫁请求权，但若从不愿

再嫁的女性角度出发，其自我意志往往并不能得到实现，故所谓的婚姻自由也只

是被束缚在社会框架中的适度自由而已。张仕霖《宋代寡居女性生活探析》⑧探

究了宋代寡居女性子女情况、寡居去向以及该群体的生活保障和精神寄托，作者

认为妇女在寡居生活中困难重重，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缺一不可。萧盈盈的《宋

朝女性的离婚和再嫁自主权》⑧通过举例主要探讨了宋代不同阶层女性对自我婚

姻的主宰自主权利的运用，以及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法律支持的宋代背景下，

离婚或者丧夫后的女性也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得以继续生存。 

总之，近年来关于宋代女性再婚和守节问题的探析、讨论、研究成果较为丰

富，学者们普遍认同宋代妇女婚姻相对自由的观点。但资料搜证还具有一定局限

性，多集中在正史典籍中，对方志、墓志、笔记等材料的关注度不高，所以可以

加强对这部分史料的关注和运用。 

（二）宋代女性婚姻家庭生活的研究 

婚姻把男女结为夫妇，是家庭及亲属关系得以生成的前提和基础。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婚姻制度下，有着不一样的家庭生活和家族地位，妇女的守节与再嫁也

都是发生在建立了完整的婚姻关系之上，所以厘清宋代女性婚姻家庭生活也是探

究寡居妇女守节与再嫁的必要条件。 

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⑧中论述了宋代婚姻风俗风貌，婚姻中的论财现

象与理学家所持的贞节观等内容，认同宋代社会环境宽松、妇女再嫁自由的观点。

 
⑧
 石璠：《礼法与现实之间：宋代寡妇的再嫁》，《法治与社会》2008 年 3 月下期。 

⑧
 曹跃：《浅谈中国古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文化学刊》2017 年第 6 期。 

⑧
 李伟、李紫月：《略论宋代再嫁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⑧
 张仕霖：《宋代寡居女性生活探析》，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⑧
 萧盈盈：《宋朝女性的离婚和再嫁自主权》，《读书》2022年第 4 期。 

⑧
 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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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瑜《中国古代妇女生活》
⑧
聚焦妇女的教育、婚恋、生育、劳动、交际、文

娱等多重生活方面，作者把宋代视为贞节观念的转折时期，在此前妇女丧夫后再

婚并无异议，而这之后贞节观加重，再婚容易遭到世人责难。顾鉴塘、顾鸣塘在

《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⑧中的观点也大致如此，宋代之后记录寡妇守节的文献

数量愈发繁多，可见社会舆论的逐步变化。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⑧介绍并探讨了唐宋之际婚姻制度、婚姻习

俗和婚姻观念的变化，指出虽然整个封建社会子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但宋

代女性是拥有一定的离婚权和改嫁权，法律的允许和社会舆论的理解使得丧夫后

再婚的女性数量在宋代较为可观。唐自斌《略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

⑧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南宋妇女身上，通过对该群体的婚姻权利、义务与财产问

题的剖析，认为这时期妇女地位较低。刘春萍《南宋婚姻家庭规范中妇女地位刍

议》⑧得出的观点与之类似。臧健所作《宋代家法与女性》⑧指出宋代家庭已形成

女子不守节操是为不孝的思想，不过相较于后世，这一时期妇女并非完全丧失再

婚权利。朱瑞熙、张邦炜等人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⑧中提及纵观中国古

代全部历史，女性身份地位呈逐渐降低之势，宋朝正处于这一进程之中，但是程

朱理学并未获得宋代官方统治哲学地位，因此女性仍然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

元代以后的女性的婚姻权利才真正完全丧失。郑必俊的《两宋官绅家族妇女——

千篇宋代妇女墓志铭研究》⑧运用大量墓志铭，对宋代官绅家族中的妇女在家庭

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探讨。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

活》⑧根据宋人文集中有关妇女的传记资料，着重考察了北宋士大夫这一阶层及

其家族活动，研究了他们平均的结婚年龄，子女数量，平均寿命以及妇女改嫁和

再嫁的现象和原因。 

张邦炜的论文专集《宋代婚姻家族史论》⑧更全面细致地探讨了宋代社会变

 
⑧
 高世瑜：《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⑧
 顾鉴塘、顾鸣塘：《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 

⑧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⑧
 唐自斌：《略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求索》1994 年第 6 期。 

⑧
 刘春萍：《南宋婚姻家庭规范中妇女地位刍议》，《求是学刊》1996 年第 6 期。 

⑧
 臧健：《宋代家法与女性》，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⑧
 朱瑞熙、张邦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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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1999 年。 
⑧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乐学书局，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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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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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诸多方面，包括婚姻，妇女和家庭等，笔者认为在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故

而宋代妇女贞节观念不重，地位并未突然降低。邓小南教授主编的《唐宋女性与

社会》⑧就宋代女性的社会角色、家庭地位、贞节观念问题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邢铁《宋代家庭研究》⑧主要分析了女性在一个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涉及到的相

关问题等，指出丈夫离世后，妇女守节或是再嫁不完全受制于外界。在寡妇的财

产方面，作者则是指出奁产部分自然属于归寡妻所有，而对于亡夫遗产，寡妻拥

有保管和使用的权利，但并不具备所有权。在美国学者伊沛霞所著《内闱：宋代

的婚姻和妇女生活》⑧一书中，生活在宋代的女性的家庭内外的方方面面都得到

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作者重点关注宋代家庭和婚姻问题，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

所研究的问题详细且涉及面广，勾画出宋代女性婚姻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郑丽

萍的《宋代妇女婚姻生活研究——以<全宋文>所涉 4802片墓志为例》⑧围绕《全

宋文》中的墓志碑刻，探析了妇女于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分别说明了宋

代女性的初婚年龄、离婚与再婚及生育多方面情况。石小英《唐五代宋初婚姻开

放性初探——以敦煌妇女为中心考察》⑧主要针对敦煌地区的妇女进行研究，认

为其地区因地处西北，受少数民族影响所以婚姻开放，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

当时的婚姻仍有比较传统的一面，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冲突。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对于宋代妇女婚姻研究成果相对丰硕，虽有涉及妇女再

婚守节内容，但对于寡居妇女生活处境研究略有欠缺，且再婚研究中多集中于再

嫁问题，有关于招纳接脚夫相关研究较少。宋代妇女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会因

为受到各种不同的条件影响而面临不同的情况，那么在此基础上，妇女再婚或守

节也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从而有不同的选择，以婚姻家庭为背景可以更好的探

究寡居妇女不同抉择背后的原因。 

（三）宋代女性贞节观研究 

贞节观念是学者们在探究宋代妇女婚姻中种种情况频繁被提及的一个方面，

它也深刻影响着妇女在丧夫后的婚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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