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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初期《婚姻法》颁布后广大妇女婚姻自主的正义要求遭到了封建婚姻

家庭制度的顽强抵抗，致使数万名妇女因而自杀或被杀。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普遍开展，

不仅制止了广大妇女因自杀或被杀而导致的死亡问题，而且形成了男女平等、民主和睦

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未来新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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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贯彻和执行，唤醒了广大妇女的婚姻自

主意识，她们纷纷起来反抗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和自由。但

是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严重阻碍，数万名妇女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因遭受虐待和不

公正的对待而自杀或被杀。本文拟从建国初期的历史资料出发，对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广

大妇女的自杀或被杀乃至死亡的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与婚姻家庭相关的妇女死亡现象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前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巨大变革有力地促进了中

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但由于面临解放，或刚刚解放不久，全国各地广大的范围内尤其是

农村地区，还没有大规模地推行土地改革，人民的觉悟程度还不够高，多数群众还有着

浓厚的封建意识，并在广大民众生活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家庭、婚姻问题一

度成为复杂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广大妇女多受不合理婚姻制度压迫，婚姻

不自由，并常常受到干涉或阻碍，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竟因而致死。据山西59个县妇联会

的统计：1949年1月至10月共发生妇女人命案464件，其中被迫害致死者占25%，因解除

婚姻无结果而自杀者占40%，因受家庭虐待自杀者占20%，因家庭纠纷而自杀者占12%，

因产私生子而自杀者占5%。[1]因为婚姻问题解决得不适当或不及时，也造成了不少的

妇女死亡事件。根据1949年的不完全统计，察哈尔省在219件自杀案里面，就有51件是

因为婚姻问题而自杀的。[2] 

1950年4月，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

无产阶级制订的有关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法律文件，由此拉开了中国大陆婚姻制度改

革的序幕，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一纸法律条文并不能马上改变当时中国婚姻家庭制度

的落后状况，“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观念依然在中国大地根深蒂固，婚姻案件层出

不穷，不少省区仍有妇女因婚姻关系而自杀和被杀的不幸事件发生。根据华东地区民主

妇联统计，1950年山东全省有案可查的因婚姻不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的达1245人，

苏北淮阴专区9个县1950年5月至8月被逼自杀和被打死的妇女达119人，[3]皖北阜阳专

区临泉县1950年1月至9月被虐待逼死的妇女有52人，[4]六安县新安区6天中因婚姻纠纷

打死了4个妇女。[5]福建惠安市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根深蒂固，当地党组织与人民政府，

对解决妇女的特殊的痛苦注意不够，没有认真组织力量彻底摧毁野蛮的婚姻制度，以致

该市多次发生妇女集体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8月，惠安妇

女集体自杀的有122人。[6]整个华东地区自婚姻法颁布以后至1952年底不完全的统计，

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和被杀男女共11500余人。[7] 

由于封建思想和习俗的强烈影响，中南区也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买卖、包办、早

婚、收童养媳、溺婴、抢婚、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现象，甚至发生逼杀、虐杀妇女的事

件。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南区一个地区在婚姻法颁布后一年中妇女自杀和被杀的有1

万人之多。[3]其中1950年6月至8月，湖南省宁远县的被害妇女达17人。[8]湖北省黄安

县1950年7、8两个月就有14个妇女被迫害致死。[9]河南省郑州、洛阳、南阳、陕州等

23个县，在1950年5、6、7三个月中，有114个妇女因遭迫害致死。[8]河南省淮阳专区



不到一年中，被虐杀的妇女达212人；河南省商邱专区1951年1月至4月有30多个妇女因

婚姻问题自杀。[8]湖北省大冶专区自1951年1月至6月，妇女被虐待残害致死者61人，

受伤者49人。襄阳专区的保康、洪山、宜城、襄阳、枣阳五县，婚姻法颁布后一年间因

婚姻问题而致死的妇女72人（不完全的统计）。江陵县七区自1951年7月19日至22日四

天中，妇女被逼死3人。[10]中南区司法部对该区一年之内因婚姻问题被害和自杀的达

万人以上的估计，是毫不夸大的。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对婚姻法执行不力，包办买卖婚姻仍然很流行，婚姻自由仍

然受着无理的干涉，男女不平等、妇女受虐待甚至遭到野蛮的迫害和残杀的问题同样存

在。如在华北，1951年上半年，妇女因婚姻问题被杀或被逼自杀的案件仅河北省唐山专

区即达到128件。[11] 平原省聊城专区1952年入春后因婚姻问题自杀与被杀的妇女达56

人。[12]整个平原省1952年1月至4月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有84人。[13]在东北，该

区电器工业管理局哈尔滨电工四厂在1952年11月26日至12月4日9天中，连续发生了女工

因婚姻问题而自杀的事件三起。[14] 在西南，四川川北区8个县1952年1至4月因婚姻纠

纷而引起的杀害妇女案件116件，伤害妇女案56件。[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3月

大规模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前，全国很多地区的事实说明婚姻法执行情况还极不平

衡。《人民日报》1953年初的资料表明，经过1951年底对婚姻法执行情况进行的一次检

查，虐杀妇女的野蛮现象虽曾一度减少，但有些地方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1952年以后

又继续增加。山东省文登专区1951年9个月中共有104个妇女自杀或被杀，平均每月死11

个半；而1952年1至6月就死了114个，平均每月死19个。湖南省自1950年6月至1952年6

月的两年间，据36个县统计，自杀被杀的妇女共1241人，而据1952年上半年39个县统

计，自杀被杀的妇女即达606人。福建省1951年底以前的一年半内，因婚姻不自由而死

的男女为每月50人，1952年竟增至每月88人。[15]另据河南郑州专区7个县的电话报告

统计，从1953年2月22日至3月9日的半个月当中，就连续发生死人事件21起（男6人、女

15人），其中自杀已死的12人，被杀已死的2人，经救活的6人，逃亡失踪的1人。[16]

建国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妇女自杀和被杀，使家庭、婚姻问题开

始成为当时诸多社会问题的热点和焦点。 

二、导致妇女死亡的复杂原因 

建国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妇女大规模的死亡，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造成的：一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严重阻碍。新中国建立以后，以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颁布以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和一部分老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和市镇，几千

年遗留下来的强迫、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早婚和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依然严

重地存在着，一般男女自由结婚和寡妇结婚，仍然受到父母公婆或本家的干涉和舆论的

压迫。有些地区甚至还存在着“典妻”、“租妻”、“换妻”、“抢亲”、“等郎

媳”、“望郎媳”等极端野蛮的现象。据河北省沧县10个村统计，从1951年1月至10月

共有结婚者60对，其中由父母包办的就有51对。山西省河津县武家堡等4个村的学龄儿

童中，有54%已经由家庭包办订了婚。福建省宁德县一区3个乡统计，租妻的有149人，

典妻的有159人，伙妻的有5人。[15]这种情形，使大量的家庭生活继续陷于无止境的纠

纷和深深的痛苦中，生产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广大妇女还在忍受着难于想像的精

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她们为争取婚姻自由和一点起码的人权，仍然受到了几千年遗留下

来的封建思想的仇恨，以致继续遭到野蛮的迫害和残杀。 

《婚姻法》公布后，对于长期遭受封建婚姻制度摧残的妇女来说，终于看到了新

生活的希望，于是纷纷向封建的婚姻制度发起冲击，致使建国初期各类民事案件尤其是

婚姻家庭案件激增。据华东司法部不完全的统计，1950年下半年婚姻案件共有40567

件，占全华东民事案的第一位（1951年1至3月三个月中共有婚姻案件24758件，比1950

年下半年的比例数又增多），而婚姻案件绝大多数是离婚案，并且由女方提出的占有

75-90%以上。离婚原因则又多是包办买卖婚姻、重婚、不堪虐待等。[4]另据中南军政

委员会司法部的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1月至5月，全区各级司法部门共受理婚姻案件

32881件，占全区民事案件的60%以上。在这些婚姻案件中，离婚案件达25972件，其中

绝大多数是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压迫最重的妇女提出来的。[9]婚姻案件的增多，充分

说明了过去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极度不合理，也说明了建国后的妇女觉悟程度已逐渐提

高，要求摆脱封建婚姻的压迫。 

二是由于一些区、村等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中央指示的精神领会不够，对贯彻婚姻

法的目的、性质、方针和具体作法没有弄清，因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死人现象和违法乱

纪事件。建国初期许多干部还保留有封建社会里遗留下来的不正确的思想，错误地认为

“婚姻自由只对妇女有利”。有的对妇女提出的离婚要求拖延不理；有的还强迫妇女继



续过着痛苦生活；有的干部无原则地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无理地阻挠青年男女的正确

恋爱等等。例如1950年察哈尔省万全县扬门堡一位妇女，原是给弟弟说的亲，后来却被

迫和他的哥哥结了婚。她不愿意，要求离婚。本村的干部就反映：“准她离婚，全村有

四五十个妇女也都要离婚。”这一下把县区领导干部吓唬住了，怕造成“离婚热潮”，

便不批准她离婚。[2]一些区、村党员干部轻视妇女甚至压制妇女的思想和作风还顽强

地存在着。1950年山西省左权县一妇女被丈夫用火柱穿死，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竟没有给

凶手以应得的法律制裁。兴县二区某村干部向要求离婚的妇女横施“背铐”刑罚，来

“镇压”妇女离婚。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对于妇女合理的要求采取了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

的态度，借口婚姻自由“只对妇女有利”，因而对妇女要求离婚，不问情节如何，一律

拖延不决甚或强迫同居。有的妇女要求离婚甚至达10次以上，拖延了2、3年之久，还不

得解决。平原省辉县七区袁振清之妻，因与其夫年龄相差太远，平素感情极不融洽，女

方要求离婚，区政府不批准，强令其回家，结果竟被袁振清活活打死。值得严重注意的

另一事实，是共产党农村支部中的部分党员对妇女群众同样也抱着封建观点。1950年初

山西盂县西南沟某农民妇女，因提出离婚，竟被该村支部书记打了40大板。[1] 1950年

7月，皖北临泉县宋集区张砦乡王营砦王氏向乡政府要求离婚时，该村村长李金鼎竟然

召开村民大会“斗争”她，说她不正经，致当夜王氏被逼吊死。福建晋江有3个妇女到

区政府请求解决婚姻问题，连去3次无人过问，当即有两个妇女回家自杀。[4] 1951年4

月，山东临沂专区苍山县一区杨家庄21岁的青年妇女潘氏提出离婚后，该区、村干部均

长期拖延不予办理，致使潘氏被其婆婆和丈夫残忍地虐杀。[3] 

三是不少地方司法部门对婚姻案件根本不加处理，或拖延处理。例如河北省遵化

县司法部门，1949年共收到婚姻案件176件，只处理了39件；丰润二区两年间没有处理1

件。[17]河南省舞阳县对妇女任如涛的离婚案，当地司法机关从1948年直拖到了1951年

5月底。[18]这种拖拉作风招致了严重的后果。陕西省醴泉县张云阁（女），反对父母

包办婚姻，到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婚约。法院将此案拖延了两个月没有判决，致使

张云阁走投无路，竟在法院后门跳井自杀。[18]有些地方虽加处理，但极不慎重，不问

是否还能和解，即行草率判离或强行和解。例如绥远新区丰镇、集宁等县司法机关在处

理案件时有求必应，随便批准，结果发生乱离现象，引起农民不满，甚至恐慌。有的则

机械强调农民内部婚姻问题应尽力和解，应离的不准离，以致酿成人命惨剧。还有不少

区县司法干部错误地认为妇女有了自由似乎就会“天下大乱”。山西右玉县司法科对该

县王四女因声请离婚而被其丈夫王某刀刺重伤一案，竟判决道：“你既早婚三载，男子

不好，你应好好规劝。你不该背祖德失名声，若非重伤，应坐同罪。念你重伤，恕不治

罪，望自反省。”[1]1950年初通县一区司法干部由于未能掌握婚姻法的精神，在处理

婚姻案件上出了偏差，造成了翟芝蓝退不了婚服毒自杀的事件。8月23日，洛阳市东北

郊九龙台王玉到洛阳市人民法院申请离婚被拒后被其夫惨杀。[19]产生上述现象的原

因，主要的是这些地方司法干部轻视妇女甚至压制妇女的思想作风尚未改变，对封建婚

姻制度的罪恶熟视无睹，对婚姻政策不加研究。 

三、《婚姻法》的广泛宣传贯彻对妇女婚姻自由的积极推动 

建国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妇女死亡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1年9

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1952年7月25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司法部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婚姻法的指示》；1952年11月26

日和195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

示》；195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

示》，要求各地开展一个大规模地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从根

本上摧毁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树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

婚姻家庭制度。根据上述指示，首先，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有

关政策规定，采取了严厉措施，其内容一方面是有系统地揭发与批判了人们在婚姻问题

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恶习，检查了县以上各级法院、民政部门主管婚姻事务的人员及

区、乡（村）政府干部执行婚姻法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根据中央贯彻婚姻法的政策，及

时而准确地处理了许多有关的婚姻家庭纠纷和刑事案件。这就是：对因封建婚姻制度所

造成的家庭不民主不和睦现象，采取了说服教育的办法，号召他们自觉的予以改善；对

夫妻关系十分恶劣，无法继续共同生活的，经劝解无效，批准其离婚请求；对要求解除

童养关系的童养媳，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对合乎婚姻法规定而要求结婚的青年男女，发

给了他们结婚登记证；对那些杀害、伤害妇女的罪犯，进行了检查并由人民司法机关处

以应得的刑罚。 

各地在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还根据其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贯彻



方法。如利用庙会、群众大会、农民代表会、妇女代表会、干部会、夜校、读报小组等

各种群众场合，举办讲座，组织宣传队，利用广播、演剧、唱小调、扭秧歌等进行宣

传。[ 8]许多省区还别出心裁，创造了许多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新方法。如山东的苍山、

川东的璧山以及河南的陕州、郑州、淮阳等地司法机关，在处决残杀妇女的罪犯或判决

其他有教育意义的婚姻案件时，都召开了群众性的公审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并利用标

语、传单、连环画和黑板报等进行宣传；[20]福建上杭县一区人民政府吸收群众参加新

式婚礼，以实例进行宣传；浙江省绍兴市则举办了婚姻法展览会，山东文登县举办了婚

姻法宣传棚，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21]此外，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各地文化

主管部门协助当地的剧团、文化馆、电影院、电影放映队等文化事业单位积极参加宣传

婚姻法的活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并拟定了有关婚姻问题的剧目，供各地剧团参考选

用。这些剧目包括现代剧目“为了幸福”、“锁不住的人”、“夫妻之间”等，历史剧

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荫记”、“白蛇传”等。[22]新华书店总店根据中央人民

政府出版总署的指示，从1952年12月下旬开始在全国发行配合宣传贯彻婚姻法的书籍

（包括画册、图片，杂志除外）1260万册。其中作为重点发行的书籍计5种850万册，

94%以上为工农群众及一般工农基层干部的通俗读物，在群众中起了很大宣传和教育作

用。[23] 

其次，加强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试点工作和重点试验工作。为了保证贯彻婚姻法运

动的健康进行，各大行政区和省（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都派遣了工作干部深入

县、乡和城市街道进行调查和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试验工作。其中，华北区共组织了3个

工作队分赴河北、山西和天津市进行调查和试验工作；西北组织了两个工作组，在1953

年1月11日分别前往陕西、甘肃两省，会同省、市和县的领导机关进行试验工作，并在

陕西咸阳，甘肃兰州、榆中等地分别选择一、二个乡进行重点试验，试验期限约为20

天。华东区则在福建省的闽清、惠安，江苏省的青浦、无锡和山东省的文登、德州等

市、县的重点区、乡和街道进行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试验。天津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

检查组在4个街道、18个大小工厂系统地进行了婚姻问题的调查，该委员会并抽调了40

余名干部进行重点试验工作。中南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的试点工作进行得较早，河

南、江西、湖北等省试验工作到1953年1月时已有79个乡的试点工作宣告结束。[24]各

地的重点试验工作一般先从各有关机关和团体抽调一批干部加以训练，组成一批工作

队，每个工作队担任一个“点”的试验工作。工作队到“点”里后，再和“点”里的各

个组织的负责干部共同学习婚姻法，同时训练其他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帮助基层干部

把各种工作安排好，教给他们如何把各种工作结合起来的方法；向广大群众进行深入的

宣传教育，讲解婚姻法的基本内容，并批判封建婚姻制度的坏处，耐心地解答群众的疑

难问题，力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对于群众自己所提出来要求解决的一些婚姻与家庭

问题，帮助他们召开家庭会议，调解一些婚姻纠纷，并帮助订立家庭民主和睦团结生产

的公约等。各地试点经验证明：有些地区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坚持教育的方针，做得

好的，就得到很好的效果。广大群众彻底了解婚姻法的好处后，都表示热烈拥护婚姻

法，有些过去把婚姻法看成是“妇女法”、“离婚法”的人，也都说婚姻法有五好：对

男、女、老、小、生产都好。据调查，河南开封县范村、岗桥两个乡在未进行重点试验

前，由于没有很好地宣传婚姻法，群众和干部对婚姻法认识不清、顾虑很多的人几占

80%，重点试验中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90%以上都积极拥护婚姻法了，试点工作效果良

好。[25] 

再次，严格婚姻登记程序，使婚姻问题真正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障。我国传统的

婚姻习俗是重礼仪轻法律，只要举行公开的结婚仪式就被公认为夫妻，根本不需要到政

府登记。而办理婚姻登记是我国新旧婚姻制度的主要区别之一。因此，建立婚姻登记制

度就成为婚姻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按照1950年婚姻法规定，结婚或离婚除必须符合婚

姻法规定条件外，男女双方还应亲自到所在区、乡人民政府进行婚姻登记。这样确立的

婚姻关系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经过婚姻法的贯彻与宣传，根据山东22个县和4

个市的不完全统计，1950年下半年到政府进行登记结婚的有12129对，福建闽侯七区一

个地区3个月中有206对，皖南歙县龙井村1950年9月一天中就有18对。[4]北京市1950年

5月至10月份的统计，自由结婚的有6686对（合理离婚的有1279对），胶东区1950年底3

个月内共有3000对青年男女到人民政府举行婚姻登记。[26]此后到贯彻婚姻法运动普遍

展开，婚姻登记逐渐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运动结束后，从1953年4月初开始，上海市闸

北区每天有10对以上的男女前往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27]这说明婚姻登记已成为广大

群众的一种日常婚姻行为。 

又次，加强总结和保障，树立一批贯彻和宣传婚姻法的先进典型。贯彻婚姻法运



动的后期，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先后在群众中对运动进行了系统总结，以便进一步提高

群众对婚姻法的认识，巩固运动成果。总结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运动取得了那些成绩？

解决了那些问题？这样总结成绩后，使群众从事实上得到了证实：婚姻法确实是为了家

庭和睦，民主团结，提高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新道德，对人民、对国家、对子孙后代

都是有利的。总结的方法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群众性的总结，这样才能实际具体，教育范

围也大。在总结中并建立与健全各种组织与工作制度，研究今后工作，使之成为今后经

常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力量。在总结运动的基础上，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大张旗鼓地表扬

了一些婚姻自由、家庭和睦、生产积极、政治进步的模范人物和模范乡村，如河南省鲁

山县八区西刘庄的冯宗义模范家庭[28]、蒲田二区芳山乡青年女子方珍玉[29]等等，都

是很好的典型，发挥了正面教育的作用。 

经过婚姻法的宣传与贯彻，广大群众逐渐明白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好处与封

建婚姻制度的害处，达到了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人人心，群众普遍受到教育的目

的。其主要成果之一是许多妇女开始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牢笼，选择了婚姻自主。据察

哈尔省怀来县178个村的统计，自婚姻法公布后，400对结婚的男女中，双方自主自愿并

经过父母同意的有300多对。山西省左权、和顺两县在1950年下半年中，有430对青年男

女自主结婚。河北省饶阳县在婚姻法公布后1个多月，就有120对青年男女自主结婚。

[30] 广西邕宁县经过婚姻法的宣传后，仅第二区在1951年3月至6月就有23对青年男女

自主结婚。另据河南省郑州专区34个乡的统计，在半年之中就有469个寡妇自主结婚。

[3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54年春季的统计：全国15个省562个县、市到婚姻登

记机关登记的402024对申请结婚的男女中，其中因为强迫包办而未批准的只占1.07%，

可以说基本上自主的婚姻已在这些地区占了绝对的优势。[32]其主要成果之二是解放了

不少为封建婚姻制度所束缚的男女，由于婚姻不自由而产生的男女婚姻纷争现象得以顺

利解决。察哈尔省自婚姻法公布后5个月内，经法院判决的离婚案件达4600件，其中80%

以上是妇女不堪忍受不合理婚姻所造成的痛苦而提出的。在婚姻法宣传比较深入的地

方，区、村干部大都能掌握婚姻法的精神，合理解决婚姻纠纷。[25]河北省在贯彻执行

婚姻法方面比较好的老解放区，据127个市、镇、县的统计，从1950年5月至1951年6

月，共处理了46641起婚姻案件。[11]这些案件中大多为女方反对家庭虐待，男方重婚

及双方情感不和等，封建的婚姻制度已经开始被摧毁。1953年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家庭

和婚姻纠纷案件呈显著下降趋势。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从1953年至1956年婚姻纠纷案

件逐年都在下降，1956年的婚姻案件比1953年减少了一半以上。其主要成果之三是旧社

会所造成的许多夫妻、婆媳间不和睦的现象在许多地区有了改变，出现了千千万万民主

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辽东省宽甸县经过这次运动，有1770户改善了旧家庭的夫

妻、婆媳关系，有350多对夫妇受到了表扬。福建省建阳县原有589户不和睦的家庭，经

过宣传婚姻法后，转变和睦的有569户，其中有50户并当选为全县的模范。陕西省朝邑

县第八区在运动月中有85对常年吵架的夫妻变成了互相敬爱的夫妻，许多人都把“遇事

商量”作为今后的“治家之法”。[33]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尊老爱幼的社

会新风气开始形成。 

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普遍开展，良好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因婚姻问题而被杀或

自杀的现象在贯彻和宣传婚姻法运动之后也基本上被制止或显著地减少了。一些比较典

型的市、县如安徽省芜湖市过去经常发生妇女自杀现象，1953年3月贯彻婚姻法运动中

由于深入宣传婚姻法，制止了15起妇女自杀事件；[33]河南省鲁山县坚持贯彻婚姻法运

动成效突出，因婚姻问题妇女自杀或被杀的案件从此绝迹。[34]当然，在全国范围内还

有个别地区中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婚姻法仅有粗浅认识，还有许多怀疑与误解；

妇女自杀和被杀现象仍然严重存在。这种地区约占25%左右。[35]由此可见，贯彻婚姻

法的工作依然是建国初期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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