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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西夏法律对于党项社会婚姻制度的规定 

邵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西夏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大力吸收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文化，在婚姻制度上也尽量借鉴中原地

区成熟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具有权威性的唐代法典《唐律疏义》和当时实行的宋代法典《宋刑统》对西夏

《天盛律令》影响深远。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公开的不平等，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是封建婚

姻制度的最重要属性。在这一基本原则上西夏和中原地区是一致的。西夏的买卖婚姻由来已久。中原地区

在婚姻成立过程中有所谓“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天盛律令》的条文中

尽管没有按部就班地叙述，但在相关条目中出现了纳礼、食价、婚价、嫁妆、迎媳等缔结婚姻的类似环

节。中原地区“出妻”制度中的“七出”也基本为《天盛律令》所接受，这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和夫权思

想的明显体现。然而，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在社会传统习惯、社会发育程度上都存在不同

于中原汉族地区的特点。将西夏《天盛律令》与《唐律疏义》、《宋刑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西夏的婚姻

制度与唐、宋有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婚权的规定。由前述已知西夏婚姻制度规定的主婚权属于

父母亲和期亲，是典型的包办婚姻。但从《天盛律令》对婚权的规定中，还可看出女子本人也有了一定程

度的主婚权，这可能是西夏党项族过去婚俗的遗留或影响。唐宋时期也允许寡妇守丧期满后改嫁，但宋朝

受理学精神的束缚，寡妇改嫁往往受到非议。《唐律疏义》、《宋刑统》只是规定对强迫寡妇改嫁的处

罚，而《天盛律令》还规定了寡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改嫁，使寡妇改嫁比较容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

强了寡妇的再婚权。对婚价和嫁妆的规定。从《天盛律令》可以看出西夏对婚价和嫁妆的次第划分明显，

数量规定具体，按官品大小、地位高低作出限制，不准超出。唐、宋律都规定“婚礼先以聘财为信”，并

指出“聘财无多少之限，像西夏这样详细区分婚价等级的婚姻制度，在中国中世纪还是不多见的。西夏法

典对婚价还有变通规定，“实无力予价，则三年婿当往出劳力，期满，当予之妻子。”此规定更具特色。

从《天盛律令》规定中不难看出，除劳役婚价外，西夏的婚价无论是多少种，皆为实物。西夏对婚价和嫁

妆的具体规定实际上是对最高额度的限制。这种限制措施以及以劳力充婚价的做法、以实物为主的婚价和

嫁妆形式，甚至可以不给嫁妆等，都比较适合于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西夏社会的实

际。尽管西夏也是买卖婚姻，但不同的阶层有一个能够承受的婚价和嫁妆规定，客观上减轻了婚姻嫁娶的

负担，有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原地区“嫁娶必多取资”的弊病。对良贱不婚的

规定。一定等级或身份的家庭只能同相同等级或身份的家庭通婚，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普遍，也是最引人

注目的联姻原则。一般把这种婚姻制度称为等级或身份内婚姻。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婚姻界限：良贱不

婚、士庶不婚。这便是等级内婚的具体表现。唐宋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渐渐消失，在婚姻制度上，士族等

级观念已不被看重，“婚姻不问门阀”，但良贱不婚的制度仍然没有改变，而且有强化的趋势。《唐律疏

义》在“奴娶良人为妻”条中指出：“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并具体规定：“诸

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良贱为婚不仅要受到刑事处罚，还必须离异。

西夏社会中，“使军”被排除在有身份的官和普通民庶之外，属于“贱人”之类。他们的婚姻须由头监首

肯。但在西夏这种良贱等级观念不像中原地区那样明显，良贱婚配的限制并不那样严格。这大概和西夏社

会特别是党项族的传统习惯、封建礼教较为淡薄有关。西夏婚姻制度的特点从西夏法典和社会婚姻实践分

析，西夏社会婚姻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姑舅表婚盛行。在中国古制中，称姑母的子女为外兄弟

姐妹，称舅父、姨母的子女为内兄弟姐妹。外为表，内为中，外兄弟姐妹与内兄弟姐妹之间互称为中表兄

弟姐妹，他们之间的婚姻为中表婚，亦即通常所称姑、舅、姨表兄弟姐妹婚。历史上很多民族都走过盛行

中表婚之路。然而中表通婚毕竟是一种近亲结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渐渐不再被提倡，甚至在一些民

族中被明令禁止。在社会比较发展的中原地区中表婚也延续不断，但到唐宋时期已在法律上禁止。《宋刑

统》规定：“中表为婚，各杖一百，离之。”然而，在当时社会上对表兄弟姐妹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

并不完全排斥，政府也听之任之。西夏《天盛律令》中没有规定限制中表婚，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中表婚十

分盛行。党项族的中表婚应是双边交表婚，即一个男子既可以娶舅父之女为妻，也可以娶姑母之女为妻。

同一家庭的子女在双边姑舅表婚下，男性的岳父、女性的公公和他们的舅父应是相同的称谓；同样，男性



的岳母、女性的婆母和他(她)们的姑母应是相同的称谓。西夏亲属称谓正反映了这点。姑舅表婚在西夏上

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皇族中更为明显。如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娶舅父之女卫慕氏，第二代皇帝毅

宗谅柞娶舅父之女没藏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娶舅父之女梁氏：当然这种典型的中表婚除了反映西夏社

会的一般婚姻习俗外，还有政治联姻的需要。卫慕氏、没藏氏都是党项望族，梁氏则是两代掌握朝柄的国

相之家；皇室的中表联姻对社会上保持中表结亲无疑会起到提倡和强化的作用。妇女地位较高。西夏党项

族自原始社会末期发展至封建社会只有几百年的时间，所以一些反映原始社会的习俗有所保留，在婚姻方

面妇女地位较高就是传统习俗的遗存。比起当时的中原地区，西夏的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较高。女人报

仇，仇人躲避不战，是古代女权的一种表现，是对妇女的尊重。至近代，有的民族内部冤家械斗时，若妇

女站出来制止，冤家械斗即可停止。这与古代西夏党项族的习俗十分相近。西夏时期还有女兵参加作战。

女兵，西夏语称为“麻魁”。西夏有女兵在当时各王朝中也是很有特点的，这也应看作是妇女有一定地位

的表现。前述在西夏婚姻中，妇女在婚权上比宋朝妇女有较多的自由，寡妇改嫁也比中原地区宽松。《天

盛律令》还规定：“诸人已为婚，婿未往，或男死或女死等，一律当罚有主婚价，女当嫁情愿处。”男女

订婚后，若女婿未往迎娶，或男子已死女子则可嫁至“情愿处”。这也表明西夏妇女的婚权相对较多。西

夏婚姻中有妻妾之分，子辈有嫡庶之别。但西夏的妻妾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尊卑严格，嫡庶之间的差别也不

像中原地区那样大。对非婚行为和非婚生子女的相对宽容。过去党项族的婚恋比较自由，这种行为和社会

对这种行为的认识，是与当时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相一致的。当然这种自由的婚恋是不适应封建社会制度

的。在私有制确立并发展以后，男子为了确保自己的继承人在血统上无可怀疑，就特别要求妻子保持贞

节。西夏的私有制早已确立，男子在家庭中也早已居主导地位，男女的自由婚恋被买卖婚姻所取代。尽管

如此，仍然能够在某些方面发现党项族传统习俗的遗留或影响。西夏法典对男女通奸的“非礼”行为，也

要进行处罚，但处罚较轻。封建社会对非婚生子女都采取歧视的态度，但相比之下，西夏对非婚生子女显

得宽容。党项原本是一个“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的游牧民族，随着与汉族的接触与交往，封建化

的步伐加快了。至西夏政权建立时西夏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国家。对于西夏法律与婚姻进行研究的根本

目的即是在这方面作得初步探讨，以寻求西夏社会发展与消亡的一些历史踪迹。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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