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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赘婚姻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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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我国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执行了二十多年，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仍有不

少家庭仅仅从“多子多福”的观念转向了“不生男孩不罢休”，即在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条件下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并想尽千方百

计要生一个男孩，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非法进行性别选择终止妊娠或溺弃女婴，从而导致了中国出生婴儿性

别比的严重失衡。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为了从理论上寻求遏制出生性别

比失调的对策，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于2005年底至2006年初，到江西省宜黄县考察了当地的招赘婚姻习俗。调查组主要考察了招赘

婚姻的历史、现状、特点与功能。这里，介绍一下调查组在梅湾村的发现，分析招赘婚姻对家庭养老、降低男孩偏好和稳定低生育率

等带来的积极影响，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案例。 

（一）招赘婚姻的原因 

    梅湾是江西宜黄县一个纯山区的小村庄。全村分为5个村小组，总共138户人家，总人口597人。其中，有52户上门姑爷，招赘妇

女占已婚育龄妇女总数的46.4％，招赘婚居模式占总户数的37.7％。梅湾村招赘婚姻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大约从解放初期开始。以

前，因为盛行比较严格的父系家族制度，所以招赘婚姻很少，而且即使有，也认为男到女家结婚落户是一种耻辱，入赘郎仔的家庭地

位、社会地位都很低，得不到族人的承认，受到他人的歧视、排斥。有的地方甚至以上门女婿是外来人口为由，不分给他们土地，不

让他们入户。 

    梅湾作为一个小山村，耕地、山林资源非常丰富，人均1.6亩耕地，有的组甚至达到了2.2亩。当地村民就地取材，房子基本上是

纯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来本地做工或做手艺，比如木工、篾工。时间长了，觉得当地经济条件还不错，

就留下来做了上门姑爷。从个人和家庭因素这方面来看，50年代－70年代末期，招郎出去的家庭一般都生活比较困难，家里子女较

多。例如有一个家庭，家里有九个兄弟姐妹（六个男孩、三个女孩），于是两兄弟都出去招郎。而且既然招赘上门，不用给女方家任

何彩礼。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年轻人出去打工的多了，从外面认识了男孩，带回来做上门姑爷。此外，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也起了很重

要的作用。梅湾村的现任和前任村支书都是上门姑爷，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赢得了村民的信任，被选为村支书，于是对上门姑爷

实行了倾斜政策，如可以同样分得土地、山林和申请宅基地，能力强的入赘女婿可以担任村组干部，使他们享受到与村民同等的待

遇。后来，当地的县、镇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男到女家落户家庭的奖励与优惠政策，如给夫妻双方办理养老保险、独生子女办理

健康平安保险并进行成才奖励，可以优先承包鱼塘、荒山，优先安排木材砍伐指标，优先得到扶贫贷款等，并明确规定在耕地调整、

山林开发等方面，上门女婿享受当地村民同等待遇，在宅基地审批上优先考虑。当地的政府干部为了从舆论上引导这种婚俗新风尚，

还亲自为年轻人牵线搭桥或当证婚人，为上门姑爷举行招赘集体婚礼，鼓励男到女家落户。 

（二）招赘婚姻的特点 

    在梅湾，招郎家庭在准备结婚时一般都签有招郎契约，这种做法在解放初期就有。招郎契约属于一种规范性文约，在农村，招郎

契约比结婚证看得还重要，一般是先签契约，后领结婚证。 

    招郎契约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子女姓氏、养老和财产继承。（1）关于子女姓氏：一般规定婚后所生子女，如果一胎，则

“贰姓接绍”或“两姓相共”，如果生两男，则“宗枝长子”随母姓，幼子随父姓；如果生一男一女，则一律两姓相共，但男孩的名

字是母亲的姓氏在前，女孩的名字是父亲的姓氏在前，并且规定所定子女不反悔变姓。这样一来，继承了双方祖宗的姓氏。1968年，

从浙江千岛湖迁来部分移民，聚居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村小组。浙江移民村中也存在招郎的习俗，但是与梅湾村本地的招郎习俗相

比，又存在着差异。在移民村的招郎家庭中，一般不签订招郎契约，而且婚后所生子女一般都随母姓，做上门女婿的也不是很在意孩

子的姓氏，认为姓氏只是一个符号。（2）关于财产继承：在梅湾，上门姑爷一般称岳父母为叔叔、婶婶，小孩则称他们为爷爷、奶

奶，而不叫外公、外婆。对于岳父母的财产，一般实行隔代继承的原则，上门女婿没有继承权，但可以照管、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一

旦发生婚变，把岳父母家的财产带走返回原乡的问题。也即岳父母的财产最终归随母姓的子女继承，而夫妻共同创造的财产，则在几

个子女中平均分配。有的契约内容更精确，在财产分配方面更详细，哪些东西分配给哪一姓的子女，都写得明明白白。如果家里旧房

子多，那么在财产继承时，需遵循“补长”的原则，即第一个儿子在财产分配上，要比其它的孩子多分一些，称为“补长”。这实际

上与姓氏的继承相关，即要额外多分一些财产给随母亲姓的孩子。在赡养方面也一样，大儿子承担的义务要多一些。（3）关于家庭

养老：男到女家结婚落户，多数是有女无儿户，也有一些是到有儿有女家庭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承担了女方父母的养老责任。

在访谈中，绝大多数的招郎家庭都认为，招郎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传后，二是养老，但最主要的还是养老和老人百年寿终的问

题，这两方面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再有就是为了解决女方家缺少劳力的问题。招郎之后，上门姑爷需要供养岳父母至百年寿终，负

担他们的一切生活费用和百年之后的费用。有的契约还规定，招郎出去的儿子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要承担一定的养老义务，如“所议

亲生父母口食，每年额交叁担”，或“每年给生活费币伍拾元，包括口粮在内。百年之后负担费用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上门女婿

要承担双方家庭老人的养老义务。当然，在承担自己父母的养老义务时，也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些都可以和自家兄弟协商，家



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可以多承担一些。 

（三）招赘婚姻的社会功能 

    从梅湾的经验来看，招赘婚姻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积极意义：一是在家庭养老方面，招赘婚姻使女儿具有了与儿子一样的“养

老价值”。中国已踏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广大农民仍然要

依靠家庭和子女来养老。如果招赘婚姻也就是从妻居的婚姻模式能够推广的话，则能够从很大程度上提高女孩的预期养老价值，从而

改变“养儿才能防老”的观念，并减轻社会保障的压力。而且，招赘家庭中上门姑爷与岳父母的关系一般比较容易处理，翁婿关系和

睦，岳父母对上门女婿就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谁有理谁做主。因此这么多年，梅湾没有出现一对招赘夫妻离

婚的情况，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较高。二是有助于降低男孩偏好。由于招赘后所生子女随母姓，能够把母亲这一族系的姓氏继承、

延续下来，具有与嫁娶婚姻模式同样的功能，不一定非要生一个男孩才能够继承姓氏、家庭财产和传宗接代，因此招赘婚姻从根本上

来说，降低了人们的男孩偏好，使得姓氏逐步走出了为“传宗接代”服务的怪圈，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三是有助于稳定

低生育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认为，为了把中国人口的峰值控制在15亿左右，“十一五”期间，现行的生育政

策仍需要稳定。而在“一孩半”政策的松动下，不少家庭追求儿女双全，从而给稳定低生育率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造成了出生性别比

在多孩次情况下的异常偏高，有的省份甚至达到了189：100。招赘婚姻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生女儿同样可以养老、继承

家产和传宗接代，而且由于女儿比较细心、体贴，对父母比较孝顺、照顾周到，有的家庭甚至出现了女孩偏好，情愿把儿子“嫁”出

去而把女婿“娶”进来，从而削弱了男孩在继承姓氏、家产以及传宗接代和养老等方面的功能，有助于把生育率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

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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