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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性别文化的创造——江西宜黄县梅湾村调查启示

李慧英 

2005-12-25

 

       12月17日从江西宜黄梅湾村回到北京,我居然兴奋得睡不着觉,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东西.近两

年,中国的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作为从事社会性别理论的工作者,我认为解决性别比失衡的关键是解决婚居制和继承制，这两个关键

性环节的调整，将是治本之策，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使男女两性得以平衡。然而,理论的假设毕竟是

假设,要用社会性别理论说服我们的决策者是多么的不容易，它需要实践的验证.如果拿出的是国外的经验，会视为不符合中国国

情，；如果拿出的是其他民族的经验，会视为民族文化传统不一样在汉族地区难以推行；如果现在在汉族地区开始进行尝试，需要至

少五年左右时间，遏制出生性别比的时间将会大大延迟。于是，我开始寻找在汉民族地区是否存在着婚居制和继承制的另一种可能,

从而验证在汉族地区农村父权中心的婚居制和继承制是可以改变的。于是,我们走访了计生委,开始寻找线索.终于听高丽娟说在江西

宜黄县东陂镇梅湾村就有着另一种婚居制和继承方式。在葛彬和魏星河的大力协助下,在江西计生委和抚州计生委的支持下,我和向春

玲/林梅于2005年12月16日，直奔江西省宜黄县梅湾村。 

带着疑问走进梅湾村 

      梅湾村—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县计生委领导告诉我们：在这个只有138户的村子，就有49户是招郎上门。我们在河北/河

南的招郎上门调查中这一比例只有1%,在父权主流性别文化中招郎上门是相当受排斥的,往往贬损为”倒插门”.而在梅湾村居然三分

天下有其一还要多,逐渐形成了与父权文化抗衡的力量.这在农村汉族性别文化中几乎不可思议:梅湾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招郎女

婿？我们一路猜测：是不是一个外来民族在迁移中将一个文化嵌入进来？于是产生了一种另类文化？它们来源于哪里?究竟是什么力

量使这种文化可以在汉民族文化圈中存活下来？ 

进村的路很不好走，汽车摇摇晃晃，我们坐在车里就像荡秋千，四周都是丘陵般的小山，看起来此地并不富裕。我问东陂镇的年轻副

镇长：在镇上11个村子里，梅湾村的经济排几位？“中等”。汽车终于在一所小学前停下来。一群小学生在教室门口观看，女孩子的

人数比起男孩子要多。小学校有两层楼，第一层是教室，第二层就是村委会和计生办公室。我们兵分两路，向春玲直奔村里采访第一

任作为上门女婿的村支书，今年已年过花甲.在她看来，老者更了解村里的历史。我和林梅采访现任村支书—也是招郎女婿和两位招

郎上门的民办女教师。真相大白,我们的猜测完全错了，在梅湾村居住的无一例外都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梅湾村有两大姓，黎姓和

桂姓，解放前家族势力比较强大，在历史上承袭的都是从夫居的婚居方式和男性继承制,毫无从妻居的习俗.那么,从什么时候性别制

度发生变革的呢? 

梅弯村调查现场 

1950年代以来,梅湾村招郎上门家庭越来越多,渐成风气 

      作为一种风尚,梅湾村招郎上门的历史很短,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今年72岁的老支部书记就是1957年来到梅湾村落户的.据老

书记讲: 1958年从南山村（据梅湾村5里地）上门来到这里，原因一是因为家里穷，我是我爷爷在我三岁时买来做孙子的，在我21岁

时，爷爷和奶奶都去世了，另外，我与现在的老伴在田里干活时认识，相互喜欢，于是我来到梅湾村做上门女婿。刚来时，梅湾村还

没有招郎，我感到还是很受村里人的歧视，又没有亲戚，感到有些孤单。我丈母娘只有一个女儿，我来之后，他们把我当儿子看待，

我也非常孝敬他们，所以家庭关系非常和睦(向春玲采访并整理)。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刚刚颁布不久,而在这部

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家庭制度的婚姻法里,增加了很多性别平等的内容,但是并没有触动父权制的根源-姓氏/婚居和继承方式.显然,一向

倡导妇女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将婚居制的改变与妇女地位提高联系起来.然而,解放初期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极大

地弱化了传统的家族势力,而强化了国家行政权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使得招郎女婿可以在家族势力之外凭借才干和能力,在国家行

政力量的控制下迅速提高政治和社会地位.这是老支书的个人自述:” 1957年从南山村结婚来到这里,1958年参加大炼钢铁,回村担任

生产队大队长,1960年担任村支书.带领村里人修路/建梅湾电站/保护森林,得到群众信任和领导肯定,与村民关系很好.” (向春玲采

访并整理)榜样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 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招郎的看法,一些纯女户也开始招郎,村里招郎越来越多,而且招郎家庭都很和

睦,于是,渐渐形成风气,当是推行的工分分配形式,客观上也为留女招婿提供了条件.不涉及土地的流转,在哪里干活在哪拿工分. 

      1984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家庭责任制,现任书记周新华就在这一年也来到梅湾村,他是民办教师又是复员转业军人,得

到老支书的赏识和信任,1992年担任村支书.此后经过一次次的村民选举,一直连选连任.此时,在家庭联产承包中遇到的新问题是:女婿

上门要不要分地?以往的习俗是只给孩子分地,上门女婿不分.当很多地方的领导不自觉地遵从父系制的安排时,1987年梅湾村的上门姑

爷却制定了新的分地规则:上门女婿不考虑户口,只要住在梅湾村就可以分地.由此,给留女招婿提供了土地制度上的保证.正是由于一

代代上门女婿进入了村决策层,将原有的父权继承制度进行调整,从而保障了招郎女婿的经济权利,使得婚居制和土地继承制不断发生



改变.目前,村里不仅有女性从夫居,还有招郎上门,也有两头蹲----在男方家住一段,在女方家住一段,婚居方式越来越丰富. 

招郎契约:一种新的性别文化的出现 

      在梅湾村许多家庭都保存着招郎契约,我们十分好奇,很想见识见识,穿着一身绿军装的周书记随即回家拿来了他的招郎契书,这

是一张大红纸,上面记载着他的家族与妻子母亲家族及妻子父亲家族1984年结婚时的约定.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孩子如何继

承父母的姓氏,第一个孩子随父亲,第二个孩子随母亲(母亲的姓是跟随外婆得来的),第三个孩子随外公.第二,周新华夫妇要为岳父母

养老送终,中途不得反悔,这是农业社会家庭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一功能不再是通过儿子而是通过女儿实现的.第三,家庭财产的继承,上

面明确写着岳父母的财产托给周新华夫妇照管,最终由罗桂姓继承,三姓子女可以继承周新华夫妇的全部财产,罗桂家族不得干预.在这

里有趣的是姓氏与继承关系十分直接. 21年过去了,周书记夫妇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几个孩子正在长大,周书记已过了不惑之年.而那

张招郎契书一直保留着,上面的毛笔字清晰可见,不仅记录着三个家族的当事人,还有见证人,十分正式而郑重. 

为什么招郎上门会签订契约?是法制意识吗?不是,当时梅湾村人还不知道1980年的<婚姻法>已经有了婚姻居住地可以选择的法律规定,

也不会状告到法院找个说法,而是一种民间的诚信合同.也许是女方家长担心上门女婿中途生变,使得女儿养老的愿望化为乌有,也许是

担心父权文化过于强大要用契约的方式给自己一个保证.总之,是一种中国民间土生土长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 

    在这份契约中,已经不仅仅是婚居制的改变,涉及到姓氏和财产的继承和重新分配.有着不可低估的性别文化变革的深刻意义. 

招郎契约 

      首先,第一个意义,是几个家庭一起商量孩子姓氏的归属. 至今为止,即便在21世纪,在文化先进的都市,又有多少人对于随夫姓

提出疑问,要在一起讨论姓氏的传承问题,父权文化似乎那么的天经地义,对于它的默认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尽管1980年的<婚姻法>已经

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理应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而在梅湾村招郎上门的家庭却认认真真坐在一起行使自

己的权利,开始磋商家庭姓氏的传承问题.而且,它采用的方式是男女方家庭平等地参与和协商,这是对于父权制的根本性的颠覆,在父

权制的决策方式中一切都已规定好了,不需要讨论,不允许质疑,女方家庭是永远的缺席,一切潜规则都变成男权文化的单边协议.正因

为,家庭决策的民主性,使得姓氏变得越来越丰富,在父权文化下形成的宗法家族力量渐渐减弱,它可否成为中国农村削减家族势力的一

种可行办法? 

      第二个意义,是促使父权制转向父母双系制的大胆尝试.在这里,可以看到家庭传承关系和养老责任是按照父母两个脉络展开的,

女儿照样可以成为传承人,承担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成为家庭财产的享用者.周新华的妻子罗英秀是一位小学民办教师,自豪地告诉

我们:她的母亲就是招郎上门,到她这里已经是第二代了,家里没有儿子,为父母养老成为她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他们夫妇有三个女儿, 

她们的姓氏分别来自父亲/母亲和外公.两个女儿上了大学,一个女儿正在读高中.她没有生女孩带来的压力.在梅湾村没有过遗弃女孩

的现象. 

      梅湾村,终于向我们展示出它的性别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它的启示在于:在汉民族地区传统的婚居制和继承制是可以改变的,

问题在于政策要引导政府要有所作为.它的实践理性,它的民主性,它与现代法律观念的契合,我以为应当通过政策和制度转变为中国性

别文化的未来. 

 

 

 

wxh 于 2006-1-12 22:50:46  发表评论  

同在梅湾,家族姓氏,在有的人眼中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个符号而已;可在有的人的脑中又必须延续,否则,对不起祖宗;在梅湾有现代与传统的

交汇.有现代向传统的挑战.发现它不容易,诠释它也不容易.我一直在思考,梅湾特别地域中产生的性别文化的普遍意义何在? 

游侠子 于 2006-1-7 22:07:35  发表评论  

第一次在身边看到了理论和实际的贴合，我也十分兴奋，希望中国越来越多的婚姻有自我选择落户的权利。 

彬彬有礼 于 2005-12-27 22:28:57  发表评论  

这个案例很有意义,值得向有关部门推荐,拍成电视.从而深究个中原因,知道李老师睡不着的原因了.因为发现了新大陆.特别是从实践中发现了

理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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