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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是一九五∃ 年婚姻

法的继承和发展

陈 明 侠

婚姻家庭问题是关系到社会每一个成员切身利益的间题
。

正确处理好婚姻家庭问题
,

对

于巩固和发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

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我国婚姻

法正是专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律
。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一九八∃ 年 九月十 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

是一九五∃ 年婚姻法的继承和发展
,

它的 贯彻施行
,

将促进我

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巩固
,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

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钾 婚姻 自由
、

一夫一妻
、

男女平等
、

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

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

则
。

新婚姻法继承和发展了一九五 ∃ 年婚姻法的这些原则
。

一九五∃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 以

后的第一部婚姻法
。

当时全国刚刚解放
,

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严重束缚着许多家庭
,

特别是束

缚着广大妇女群众
。

包办
、

买卖婚姻
、

重婚纳妾
、

童养媳等现象普遍存在
。

一九五 ∃ 年婚姻

法的立法精神是要推翻以男子为中心的
“
夫权

”
支配

,

彻底废除包办强迫
、

男尊女卑
、

漠视

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

禁止重婚纳妾
、

童养媳
、

干涉寡妇婚姻 自由
、

借婚姻索取财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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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 新 婚 姻 制

度
。

三十年来
,

我国在政治
、

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婚姻 自主
、

夫妻平等
、

尊老

爱幼等新的道德风尚
,

在全国普遍形成
,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已基本上

被摧毁
,

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己经建立起来
。

根据这种情况
,

新婚姻法一方面必须继续坚

持一九五∃ 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

更重要是总结三十年来的新鲜经验
,

针对当前婚姻家庭关

系方面出现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采取新的法律措施
,

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婚姻

家庭制度
,

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
。

我国曾经历几千年封建统治
,

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流毒本来很不容易肃清
,

林彪
、 “四人

帮
” 酿成的十年内乱

,

又使旱己被破除的旧风俗
、

旧习惯重新抬头
% 另一方面

,

随着近年来
黔

#

我国对外开放溜进来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

也在侵袭着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的思想
。

这

些
,

使包办买卖婚姻
、

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
、

虐待妇女
、

遗弃老人等现象不断发生
。

针对这

种情况
,

新婚姻法重申禁止包办买卖婚姻
、

借婚姻索取财物
、

干涉婚姻 自由的行为
,

禁止重

婚
,

增加了保护老人合法权益
,

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等条文
。

这些规定是彻底反对

封建主义
、

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等资产 阶级思想
,

建立尊老爱幼的 良好社会风尚和团 结 友 爱



关于结婚问题的新规定

依照新婚姻法的规定
,

婚姻的成立
,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并履行一定的程序
,

即
&

� ∋ �

男女双方必须完全 自愿
% � ( � 必须达到结婚年令

% � ) � 没有禁止结婚的条件
% � ∗ � 到

结婚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

否则婚姻即不能成立
,

或者归于无效
。

这样规定是为了保证婚姻法

原则的正确实施
,

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

新婚姻法重申了一九五 ∃ 年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
,

并做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允
。

第一
,

新婚姻法将结婚年令由原男二十岁
、

女十八岁
,

提高为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
、

女不得早于

二十周岁
。

我国旧社会长期流行早婚习俗
,

一九五∃ 年婚姻法将婚令规定为男二十岁
、

女十

八岁
,

符合当时情况
,

对制止早婚
,

促进民族健康
,

起了很好的作 用
。

随着我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适当提高婚令
,
已成为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

有生理学方面的依

据
,

也符合当前世界各国法定婚令变化的一般趋势
。

目前许多国家都逐步提高了法定婚令
,

在一些发达的国家里
,

一般青年男女都是二十四
、

五岁才结婚
。

我们这样规定
,

既不脱离广

大群众
,

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群众
,

又有利于控制人口
,

是 比较实事求是
,

切实可行的
。

当然

法定婚令只是最低结婚年令
,

并非男女青年一到达这个年令都必须结婚
,

并不妨碍男女青年

自愿晚婚
,

新婚姻法专门增加了
“
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
的内容

。

法定婚令的提 高 和 提 倡晚

婚
,

与计划生育是完全一致的
。

第二
,

关于禁止结婚的条件
。

根据遗传学
、

优生学的原理
,

新婚姻法将一九五∃ 年婚姻

法
“

为 直 系血亲
,

或为同胞的兄弟姊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 姊 妹者
”

禁止结婚
,

“

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
,

从习 惯
”

的规定
,

改为
“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 内的旁

系血亲
”
禁止结婚

,

其实质是禁止三代 以内的表兄弟姊妹 �包括姑
、

舅
、

姨表 � 间的通婚
。

这是一个有科学很据的重大改进
。

事实证明
,

近亲婚配违反优生学原理
,

遗传造成的死亡
、

呆痴
、

先天性病 变 的 比 例
,

大大超过随机婚配的比例
。

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
,

这样规

定是完全正确的
。

第三
,

关于结婚登记手续
。

一九五 ∃ 年婚姻法规定
“
结婚应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 � 区

,

乡 � 人民政府登记
。

凡合于本法规定的结婚
,

所在地人 民政府应 即发给结婚证
。

凡不合于本

法规定的结婚
,

不予登记
。 ” 新婚姻法除保留了上述规定的精神外

,

特别强调
& “取得结婚

证
,

即确立夫妻关系
。 ” 这就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结婚当事人领取结婚证后

,

即被承认为合法

婚姻
,

受到国家法津的保 护
,

结婚仪式并不是法定程序
。

这一规定为移风易俗
,

节约办婚事
,

确立了有力的法律根据
,

是树立喜事新办
、

反对铺张浪费的社会主义新风尚的重要保证
。

新婚姻法还增加了如下条款
& “

登记结婚后
,

根据男女双方约定
,

女方可 以成为男方家

,

+召
∀



庭的成员
,

男方也可 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 ”

这对于破除我 国只能女方嫁封勇方蒙的旧风
习有重要意义

,

有利于男女婚姻 自由的实现
,

照顾了有女无儿户的困难
,

而且也有利于计划

生育工作的开展
。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是婚姻法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
。

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
、

父母子女关系及祖父

母孙子女
、

兄弟姊妹等关系
。

夫妻是组成家庭的基本成员
,

夫妻关系的好坏决定家庭生活的面貌
。

新婚姻法重申了一

九五 ∃ 年婚姻法关于夫妻
“
在家庭地位平等

”
的原则及各项权利义务

,

即双方 均 有 选 择职

业
、

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
,

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
、

处理权和相互继承遗产等

权利
。

新婚姻法增加了夫妻双方相互扶养义务的具体规定
& “

夫妻有互相扶 养 的 义务
” ,

“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

需要扶养的一方
,

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
, ”

从而加强了

夫妻间的法律责任
。

新婚姻法还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含义及对财产的平 等处 理 权
&

“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

归夫妻共同所有
” , “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

有

平等的处理权
” 。

目前我国不少家庭没有分家拆产
,

父母
、

子女
、

祖父母孙子女
、

外祖父母

外孙子女
、

兄弟姊妹等生活在一起
,

家庭财产中自然包括着他们的财产
。

将一九五 ∃ 年婚姻

法中
“
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

” ,

改为
“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

有平等的处理权
” ,

就避免了由于范围不清产生误解的可能
,

从而减少了一些 不 必 要 的纠

纷
,

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团结
。

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婚姻法除保 留了父母子女间有相互继承遗

产的权利
,

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儿童的行为
、

父
一

母子女间抚养教育和赡养扶助的权利义务的

规定外
,

进一步强调了父母子女间的抚养教育和赡养扶助的义务
,

明确规定
,

如果父母或子

女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
,

他方有要求另一方履行自己义务的请求权
。

新婚姻法规定
& “

父母

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
、

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
,

父

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
” 。

其 目的
,

是要父母认识管教好子女是国家赋予每个父母 的 神 圣

职责
。

这对加强父母的责任心
,

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和社会利益
,

都是非常必要 的
。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
,

新婚姻法增加了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内容
。

其他家庭成员间

的关系是指夫妻
、

父母子女之外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

包括祖父母 �外祖父 母 � 与 孙 子 女

�外孙子女 � 间
、

兄弟姊妹之间等关系
。

新婚姻法规定
& “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对于父母 己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
、

外孙子女
,

有抚养的义务
。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

外

孙子女
,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有赡养的义务
” 。 “

有负担能力的兄
、

姊
,

对于父母 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
、

妹
,

有抚养的义务
” 。

这些规定把原属于

道义上的责任
,

提升为法律义务
,

把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机地统

一起来
,

加强了家庭成员关系的责任感
,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

关系
,

对于发展 团结和睦的社会主义家庭生活
,

有着重要的意义
。

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

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
,

是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
。

在保障离婚自由方面
,

新婚姻法基本上继承了一九五∃ 年婚姻法的规定
& “

男女双方自愿离 婚 的
,

准 予 离婚
” 。



“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

” ,

经
“调解无效

”
亦

“准予离婚
’夕 。

同时作了一个 重要 的 补 充
&

这样规定完全符合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

因为

婚姻关系是男女之间基于爱情而产生的结合
。

没有相互间真诚的爱慕和感情
,

就没有真正 幸

福的婚姻
。

这样规定也符合实际情况
。

一九五∃ 年
,

我国刚刚解放
,

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严

重束缚着广大家庭和夫妻关系
,

尤其是广大妇女
。

一九五 ∃ 年婚姻法关于离婚 问题规定的基本

精神
,

是要解除那些没有丝毫爱情基础的封建包办婚姻关系
,

尤其是要解放广大遭受残酷迫

害的妇女
。

三十年来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广大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很大
提高

,

绝大部分婚姻当事人能够将婚姻建立在一定感情的基础上
。

虽然由于十年内乱
,

封建

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
,

包办买卖婚姻时有发生
,

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
,

但就绝大多数情况
、

看
,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婚姻关系已是极少数了
。

既然如此
,

双方当事人就必须十分珍惜 已

有的爱情
,

严肃认真地对待离婚间题
。

新婚姻法强调
“
感情确已破裂

” ,

调解无效
,

才准予

离婚
,

既保证了当事人的离婚自由
,

又有利于制止草率离婚的错误行 为
。

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 和财产处理问题
,

新婚姻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

一九五∃ 年

婚姻法规定
& “

离婚后
,

女方抚养的子女
,

男方应负担必需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全部或一部
。 ”

“
离婚时

,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担的债务
,

以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偿还
% 如无共同生活时所

得财产或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不足清偿 时
,

由男方清偿
” 。

新婚姻法改为
& “

离婚后
,

一方抚

养的子女
,

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
” , “

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

以

共同财产偿还
。

如该项财产不足清偿时
,

由双方协议清偿
% 协议不成时

,

由人 民法院判决
” 。

这一修改的基本精神是无论离婚后子女的抚养
,

#

还是共同生 活中所负债务的清偿
,

应 由男女

双方共同承担
,

这是我 国妇女地位提高的反映
,

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成果在法律上的记录
。

考虑到我国地域广大
,

政治经济发展 和妇女解放程度的不平衡
,

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问题上
,

新婚姻法继承了一九五∃ 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
,

仍规定
& “

协议不成时
,

由人民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

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
” 。

这对于保证妇女离婚后的生活

和婚姻自由权利
、

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发展生产
,

都是十分有利和十分必要的
。

关于离婚后生活扶养的问题
,

新婚姻法将一九五∃ 年婚姻法
“
离婚后

,

一方如未再行结

婚而生活困难
,

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
, ”

改为
“一方生活困难

,

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

帮助
。 ”

此规定同样反映了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妇女地位提高的事实
。

这一规定照顾了

有困难
、

特别是年老
、

体弱或患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一方面的利益
,

有助于反对那种有劳动能

力而不参加劳动
、

依赖对方的错误思想
。

新婚姻法的贯彻执行

任何法律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行的
,

我 国婚姻法也是如此
。

只有对 违 法 者依法制

裁
,

才能保护公民的婚姻 自由权利
,

保护妇女
、

子女和老人的合法利益
,

维护社会主义婚姻

家庭制度
。

新婚姻法在一九五∃ 年婚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
& “

违反本法者
,

得分别情况
,

依法

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
。 ”

违反婚姻法不一定就是触犯刑律
,

这样规定就显得更清楚
、

确

切
,

也更便于法院执法
。

关于争议最多的扶养
、

抚养
、

赡养
、

财产分割
、

继承等执行问题
,

新婚姻法增加了如下规

定
& “

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
、

抚养费
、

赡养费
、

财产分割和遗产继承等判决或裁定的
,

人

民法院得依法强制执行
。

有关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
” 。

此规定是多年审判实践的经验总

结
,

有利于判决或裁定的执行
,

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
,

也有利于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

婚姻法是关系到家家户户
、

男女老少 的一个重要法律
。

新婚姻法的颁布是我国法制建设

中的一件大事
,

为我 国婚姻家庭关系提供 了新的基本准则
,

将有力地鼓舞人们把我国建设成

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