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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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着重探讨中世纪中国和西欧不同的财产继承形式对家庭结构、婚姻状况、迁移流

动等基本人口行为所产生的作用, 从而对中西人口变动的特征进行分析, 并进一步从财产

继承与人口的关系角度来剖析中国和西欧近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差异。

一、简单说明

中世纪的概念实际是西方学者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一般认为它始自西罗马

帝国被蛮族所灭亡的公元 476 年。这一事件标志着欧洲奴隶制结束, 封建社会开始逐步形

成。而中世纪截止的年代则无固定说法。不过, 多数学者认为它没有具体的结束时点。有

的学者指出: 如从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替发展角度来看, 中世纪的末期为 16 世纪和 17 世纪

的最初几十年。这个时期是欧洲封建制度迅速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因素形成的时期。①其

突出标志是 17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我们认为, 欧洲的中世纪实际是欧洲封

建社会形成、发展以至瓦解的历史时期, 属于欧洲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当然, 具体到

每一个国家, 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也不尽一致。我们这里所说的欧洲

中世纪传统社会实际涵盖欧洲, 特别是西欧整个封建社会。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 本文所

论及的西欧范围主要指英、法、德和比利时、荷兰等国家。

严格来讲, 欧洲的中世纪并不与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划分相对应。因为公元 476 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时, 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延续了至少 950 余年 (这里采用战国封建论, 以公

元前 475 年为起始年代)。具体说来, 公元 476 年的中国已进入南北朝时期 (南朝为宋元徽

四年, 北朝为魏孝文帝延兴六年)。当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在 16、17 世纪开始瓦解之时, 中

国尚在明王朝统治时期 (它建立于公元 1368 年, 灭于 1644 年)。至 17 世纪中叶, 中国最后

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才刚刚建立, 距离灭亡 (公元 1911 年) 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

由此给人们的直观感觉是: 中国封建社会较西欧建立早, 延续时间长。很显然, 中国历史上

并不存在一个线条相对清晰的中世纪时代。同时也要指出, 即使在欧洲, 中世纪的结束年

代也只有一个大致的看法。有鉴于此,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世纪”是一种借用, 只是说有一

个共同的起始点, 而无共同截止时间; 确切些说, 二者的结束时间都在近代以前的封建社

会解体之际。

① 参见谢缅诺夫:《中世纪史》, 三联书店, 1956 年, 第 8 页。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二、中国和西欧财产继承制度比较

在中世纪, 中国和西欧的财产继承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路径发展的。具体来讲, 可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财产继承以诸子均分为主, 而西欧则以诸子中一人继承 (虽然长子继承比

较普遍, 却还有其他子弟继承的情形)为主。更进一步讲, 中国的财产继承是父系全部财产

的彻底均分, 而西欧则流行土地财产的不可分割继承, 动产和现金财产的可分割继承 (甚

至均分)。由此, 在中国, 私有财产具有较完整的意义。除了个别王朝在建国初实行有条件

的均分土地政策 (即限制继承) 外, 大部分时期, 耕地中的主要部分为私人所拥有, 使用权

和所有权是合一的。由于没有外界掣肘父家长对家庭财产的分配, 均分是可能采取的最理

想方式。只有这样, 才可将财产继承中的家庭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当然, 均分财产制也

同中国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认识和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而西欧在中世纪, 土

地的分封制使产权和使用权分离。这不仅对农奴、佃农如此, 对较低层的土地贵族也是如

此。土地占有者和使用者有权终身乃至世代拥有土地, 却不可将其分割继承。可以说, 这

是西欧土地财产继承采用单一继承人制度的根本原因。西欧家庭动产的可分割继承甚至

平均继承又显示出与中国相似的一面。不过, 在传统农业社会, 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表现形

式和重要来源。由于西欧土地可以世袭相传, 这意味着谁获得了土地, 谁就获得了家庭的

主要财富。这在平民家庭中尤其如此 (因为富人可能有数量可观的动产财富)。

(二)中国的财产继承强调男系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伦理秩序的建立, 因而可以说, 女性

基本上被排除在财产继承之外。如果将财产继承与家庭、家族祭祀制度联系在一起则更是

如此。西欧的财产继承过程中虽然也有重男倾向, 但对女性不完全排斥。西欧这方面的重

男意识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男性在农耕社会中的地位较女性重要; 二是在西欧中世纪社会

中, 男性是军事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特别是在贵族社会, 财产继承是与军事义务联系在一

起的。而在中世纪中后期, 军事义务的直接承担同财产继承有所脱离, 即不能参加军事行

动的妇女只要有人顶替她出征也有资格继承财产。在平民社会中, 没有男性子嗣的家庭,

妇女可以完全继承家产, 并且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予以限制。

(三) 中国财产继承的时间确立比较模糊, 即具体的财产代际转移在什么时候完成并

不清楚。父家长的主观愿望或个人意志起较大作用。因而造成了财产继承时均分制的有

序与代际转移时间的不可预测所形成的无序。父权制由此而更加强了。在西欧, 财产继承

的时间确立比较明确, 或在继承人结婚之际, 或在父母一方去世之时。有的则以立遗嘱的

方式加以解决。这些都表明, 西欧的财产继承基本上在两代之间即予完成。父权制大家庭

因此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三、财产继承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财产继承实际上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继承。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能力,

进而必然对一个区域人口发展产生影响。具体来讲, 财产继承对家庭、婚姻、人口流动和人

口增长都有明显的制约或促进作用。由于西欧和中国基本上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财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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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发展, 因而其影响表现也有差异。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予以分析比较。

(一)财产继承对西欧、中国家庭结构的影响

11 西欧的家庭结构

根据不可分财产继承原则, 家庭主要财产由一个子女来继承, 不具有继承权的子女可

以继续生活在父母家中, 但却没有在这个家中结婚的权利。只有获得继承权的子女才允许

在父母家中结婚。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欧中世纪社会中, 直系家庭占有一定比例。由此构

成父母、未婚子女和一个已有继承权的已婚儿子的居住形式。而另一方面, 那些没有继承

权的子女往往被鼓励出外谋生、创业, 以便获得结婚的物质条件。他们所组成的绝大多数

是核心家庭。相对来说, 没有继承权的子女比例要高于有继承权者。所以, 西欧社会中, 简

单家庭占绝大多数。

一些学者指出, 在西欧中世纪, 无论在时间上向后追溯多远, 核心家庭都是极其普遍

的。特别是在英国、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 核心家庭具有压倒的优势。下表对此有一定反

映。

西欧主要地区家庭结构

地区 时间 一人户% 简单家庭户% 扩大家庭户% 复合家庭户% 其他%

30 个有可靠记录的

英国村庄
1622—1821 815 7211 1019 411 414

L issw ege (比利时) 1739 119 8513 1013 113 112

H allines (法国) 1773 6 81 8 2 3

L oβffingen (德国) 1687 018 8214 418 418 712

资料来源: 彼得·拉斯莱特:《西方家庭的特点: 历史的观察》(Peter L aslett:“Characterist ics of the W estern Fam ily

Considered O ver T im e”) , 载《家庭史杂志》(Journal of Fam ily H isto ry) 第 2 卷, 第 2 期, 1977 年夏季号, 第

97 页。

需要说明的是, 表中的简单家庭是指由一对夫妇, 或一对夫妇 (或寡妇) 同孩子组成。

扩大家庭包括一个已婚夫妇除了子女外再加上一个或多个亲戚。复合家庭指两个或多个

由亲缘关系或婚姻相连的家庭单位。其他为不清楚部分。实际上讲, 这些家庭可概括为核

心和直系家庭两类。

另外, 我们从家庭的代际关系上, 可对西欧国家的家庭结构作以下分析。

·38·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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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主要地区代际关系

地　　区 年代　一代户% 二代户% 三代以上户%

英格兰 35 个社区 1599—1821　　　　2511 6912 517

比利时: L issw ege 1739　　　　　　　1319 8313 219

法国: H allines 1773　　　　　　　13 77 9

德国: Gro ssenm eer 1795　　　　　　　1216 7011 1713

资料来源: 同上表。

上引两表都反映出, 在西欧, 由一对夫妇, 或一对夫妇与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绝

大多数。而从绝对比例上看, 三代以上的直系家庭显得较少。如果结合单一子女继承财产

的情况则更是如此。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平均若有 3 个子女 (可活到成年年龄) , 从继承比例

上讲则有 1ö3 的人获得继承权, 并进而结婚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如果继承者生育及时, 三

代以上的直系家庭保持 20% 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 同时也应看到, 西欧的财产继承

多发生在父母年老退休时, 或一方死亡之时。如果考虑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 人口预期寿

命较低这一事实。一个这样的家庭即使能保持三代同居, 从时间上讲也是短暂的。所以,

许多西欧家庭史学者认为, 祖父母、父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三代直系家庭很少。或者说,

在家庭发展过程中, 直系家庭将形成核心家庭几次。一个孩子出生时可能是在直系家庭,

当其长大一点时, 他则可能仅与父母与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因为祖父母已经去世。即使有

叔叔、姑姑, 这时已经搬出去了。①

因此, 西欧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表现在, 较大比例的子女因无继承

权而离开父母家庭。在若干年后, 他们组成的家庭主要是核心家庭; 而留在家中继承财产

的子女虽有条件组成直系家庭, 然而却是一个维系时间短暂的直系家庭。

21 中国的家庭结构

财产继承对中国中世纪的家庭结构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 一是均分制决定了中国的

家庭具有很强的再造能力和裂变能力。一个家庭的的解体常常可以同时产生出数个小家

庭, 主要是核心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 核心家庭在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理应是占主流的家

庭形态。在中国中世纪的早期, 我们即见到这种记载:“今 (南朝宋时)士大夫以下, 父母在

而兄弟异计, 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 亦入家而五矣”。② 兄弟异计、父子殊产意为兄

弟、父子建立了以各自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单位。如按比例折算, 则有 50—70% 的家庭为核

心家庭。当然, 我们不能说, 在以后历史时期核心家庭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因为比较精确

的统计资料甚少。至清代, 袁枚说:“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 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

·48· 史　学　理　论　研　究

①

② 《宋书》卷 82,《周朗传》。

戈特利勃:《从黑死病到工业时代西方世界的家庭》(Beatrice Go ttlieb, T he Fam ily in theW estern W o rld from

the B lack D eath to the Industrial A ge) , O xfo rd U ni. P ress, 1993, 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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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也”。①“不养”则意味着不在一个家庭单位生活。换句话说, 当时的父子、兄弟分居的

小家庭“比比也”。

另一方面, 均分制下的财产继承时间受到限制。即父家长并不会依照子女的愿望而适

时均分。这里的父家长可能是父亲, 也可能是祖父, 也可能是辈分更长者, 还可能是兄长。

他们往往从维护家庭的形式完整出发, 试图抑制子弟的分产继承愿望。所以在中世纪以来

的各个时代, 都有一定数量的三代、四代、五代同居者, 由此构成扩大家庭、复合家庭, 甚至

家族式大家庭。因而在中国财产继承上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即子弟可以享受均分制的结

果, 却无权决定均分制实施的时间。这就决定了直系和复合型的大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占有一定比例。这与西欧社会有很大不同。还应看到, 由于均分制下的时间选择富有弹性,

那些子女多的家庭, 特别是富裕家庭, 基本上都要经历一个复合家庭阶段。就我们所接触

的资料来看, 有产家庭的父家长或其他长辈一般把均分财产的时间选择在子女基本上都

已婚配、有独立生活能力之后。由于子弟婚配有先后之别, 先结婚者将不得不在父母家中

多生活一段时间, 以等待其他人婚姻完成。这个等待时间就是直系和复合家庭保持的时

间。

关于中国中世纪家庭结构的比例构成, 统计记录较少反映, 特别是缺少具有全国意义

的反映。许檀曾对 19 世纪后半叶山东宁海州的家庭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 该地核心家

庭约占总户数的 3515% , 直系家庭占 2914% , 复合家庭占 3310% , 残缺家庭为 210%。②

其中的复合家庭比例显得较高。这可能代表了北方较富庶地区的状况。南方或贫困地

区恐帕没有如此高的比例。笔者曾根据《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和《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

抗租斗争》两书所收一史馆刑科题本中 167 例有家庭结构记载的案件进行分析, 其中直系

家庭有 39 个, 占 23135% ; 复合家庭 3 个, 占 118% ; 核心家庭 85 个, 占 51150% ; 一人户 9

个, 占 5139% ; 残缺家庭 30 个, 占 17196%。这些人的身份有雇工, 也有雇主; 有佃农, 也

有佃主。这一统计中, 复合家庭则显得较低。因而对中世纪中国的家庭结构有待进一步研

究。

不过, 我们以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西欧财产的不可分割制从原则

上否定了大家庭的普遍存在, 而只能造就以核心家庭为主流的家庭形态。在中国, 均分制

一方面成为大家庭的瓦解力量, 导致小家庭的大量涌现; 另一方面, 均分是建立在家庭成

员均有一份财产的基础上, 它容易形成某种制衡, 并增加父家长的操作能力, 因而均分的

行为又常常受到抑制, 大家庭由此得以维持。

(二)财产继承对西欧和中国婚姻的影响

财产继承对婚姻的影响表现在: 无论西欧还是中国, 财产是婚姻的物质基础, 也是婚

姻的决定因素。西欧的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对婚姻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而中国的均分财产

继承制则对此产生了促进作用。其突出表现是婚姻的年龄确立的早晚。

11 财产继承对西欧社会婚姻的影响

在西欧财产的单一继承人体制下, 只有有继承权的子弟才能获得在父母家中结婚的

权利。他也就因此获得了结婚的物质条件。那些没有继承权的子女要么以独身的身份呆

·58·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①

② 许檀:《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 载《清史研究通讯》, 1987 年第 4 期。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 17,《与江苏巡抚庄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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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从事劳作, 要么走出家门做佣工, 以获得生活资料并准备婚姻所需费用。这意味着

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结婚的物质条件, 而这需要相当的时日。此种情形主要是对

平民子弟而言。对于贵族来说, 没有继承权的子弟要被长辈送出去接受教育, 以便谋求教

会职务、行政军事官职或从事其他实业活动。其中许多人或者终身未婚或者结婚很晚。因

而总的来说, 晚婚、特别是男性晚婚成为中世纪西欧 (约 12 世纪以后) 普遍流行的婚姻现

象。

按照欧洲教会法 (Canon L aw ) , 男性初婚年龄为 14 岁, 女性为 12 岁。然而大部分西

欧男女实际初婚年龄都大大高于这个标准。

英国贵族平均婚龄

出生年代
1330—

1479　

1480—

1679　

1680—

1729　

1730—

1779

1780—

1829

男性

女性

2214

1711

2413

1915

2816

2212

2816

2410

3015

2417

资源来源: 霍林沃斯:《对不列颠公爵家庭的人口学研究》(T. H. Ho llingsw o rth,A D emograph ic Study of

the B rit ish D ucal Fam ilies) , 载格拉斯编:《历史上的人口》(Popu lat ion in H isto ry) , Edited by

D. V. GL ass,L ondon: Edw ard A rno ld L TD , 1965 年, 第 365 页。

荷兰绅士家庭 (Gen try)的男女结婚也很晚。从 1500—1629 年, 男性平均结婚年龄在

2518—3113 岁之间, 女性在 23—28 岁之间。①

不过, 在贵族中间, 女性也有早婚的情形。如在法国南部, 14—15 世纪时贵族新娘的

典型年龄为 16 岁。在英格兰, 1332—1333 年的资料显示, 新娘的结婚年龄几乎是 14 岁。

在德国贵族社会, 姑娘初婚年龄一般在 12—18 岁之间。② 贵族女性早婚与其家庭有雄厚

的经济实力置办嫁妆有关。同时在欧洲贵族中流行长夫娶少妇的习俗。夫妻年龄相差常

在一倍以上。特别是那些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到约 30 岁时才会事业有成, 有条件考虑

婚姻问题。

对于平民子弟来讲, 14 世纪后的晚婚行为更为突出。在佛兰德的埃尔弗塞勒, 在

1608—1649 年间, 男性初婚年龄为 2712 岁, 女性为 2418 岁; 1650—1699 年间, 男性为

2916 岁, 女性为 2619 岁; 1700—1749 年间, 男性为 2914 岁, 女性为 28 岁。③在德国的吉森

(Giessen) , 1631—1640 年间, 男性初婚年龄为 2918 岁; 女性 2611 岁; 1641—1650 年间;

男性为 2718 岁, 女性 2417 岁; 1691—1700 年间, 男性为 2813 岁, 女性为 2512 岁。④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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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 霍夫:《德国的作为社会史的历史人口学》( E. Im hof, H isto rical D emography as Social H isto ry in

Germ any) , 载《家庭史杂志》(Journal of Fam ily H isto ry) , 1977 年冬季号, 第 326 页。

德普勒:《18 世纪佛兰德的人口发展》(P. D ep rez, T he D emograph ic D evelopm ent of FL anders in the 18th

Century) , 载格拉斯编:《历史上的人口》, 第 615—616 页。

赫利希:《中世纪家庭》(D avid H erlihy, M edieval Househo lds) , H arvard , 1985 年, 第 103—107 页。

马 歇尔:《1500—1650 年的荷兰绅士: 家庭、信仰和命运》( Sherrin M arshall, T he D utch Gentry 1500—

1650——Fam ily, Faith and Fo rtune) , Greenwood R ress, N ew Yo rk, 1987 年,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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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格兰 12 个教区婚姻资料所作的统计, 在 1600—1649 年间, 男性初婚年龄为 28 岁; 女

性为 26 岁; 在 1650—1699 年间, 男性为 2718 岁; 女性为 2615 岁。①

那么, 那些有继承权的子女的婚姻又是怎样的呢?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缺乏。在西欧许

多地区子女继承财产的年龄同婚姻年龄往往是一致的, 至少是接近的。

英国继承人继承财产时的年龄

出生时期 继承年龄 出生时期 继承年龄

1276—1300 年 24 1376—1400 21

1301—1325 年 22 1401—1425 19

1326—1348 年 20 1426—1450 24

1348—1375 年 21

资料来源: 拉塞尔:《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时期对人口的控制》(Jo siah Cox Russell, T he Contro l of L ate A ncien t and M e2

dieval Population) , Ph iladeph ia, 1985 年, 第 209 页。

上表中数据有较大波动, 显然与发生于 1348 年的黑死病开始流行有关。黑死病造成

的人口非正常大量死亡, 特别是父辈的死亡造成继承人提前继承财产。同时也有下述情

形, 即由于劳动力短缺父母提前完成财产继承过程, 使继承人可及时进入婚姻和生育过

程。因此, 继承人的婚姻年龄较非继承人低是正常的。然而也有另外一种情形, 如德国的

一些地区, 在 18 世纪前后, 继承人的婚龄要高于非继承人。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迟迟不将

财产转移给他们。其年龄区别为租佃农民 2719 岁, 小地产所有者 2815 岁, 大地产所有者

2911 岁。②

从总体上看, 西欧中世纪、特别是 12 世纪后, 初婚年龄普遍较高 (黑死病前后的一段

时间除外)。这种现象同财产继承形式有直接关系。即在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下, 大部分

年轻男女要经历一个先创业后结婚的过程。

21 均分财产制下的中国婚姻

在均分财产制下, 中国的婚姻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均分之前的财产实际为共有财

产, 只有父家长才具有对共有财产的支配权。同时财产的共有隐含着子女可从中享受到一

个份额的意义。这意味着子女有权从共有财产中获得婚姻资助。因而具有财产支配权的

父家长只要不实施财产的分割继承, 就有责任操持子女的婚姻问题。在父家长制下, 子女

的婚姻又同生育、人口增加乃至劳动人手的增加相联系。因而在一般情况下, 父家长总是

尽可能早地为子女完成婚姻过程。另一方面, 中国的均分制的实施多是在子女的婚姻确

立、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之后。即婚姻经费的筹措均由父母等长辈来负担, 子女缺少经济上

的压力, 也无从产生推迟婚姻的愿望。因此, 在均分制原则下, 无论是父家长还是子女, 均

容易形成早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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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施吕奠:《从农民社会到阶级社会》(Juβrgen Sch lumohm , F rom Peasan t Society to C lass Society) , 载《家庭史杂

志》(Journal of Fam ily H isto ry) , 1981 年, 第 17 卷第 2 期。

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1541—1871 年的英格兰人口史》(E. A. W rigley and R. S. Schofield; T he Population

H isto ry of England, 1541_ 1871) , Edw ard A rno ld, 1981 年, 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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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中国社会的法定婚姻年龄建立在一个较低的标准上。北周建德三年 (公元 574

年)政府规定为男 15 岁, 女 13 岁。①唐代贞观元年 (公元 627 年)为男 20 岁, 女 15 岁。②唐

开元二十二年 (734 年)又降为男 15 岁, 女 13 岁。③宋代至明清时为男 16 岁, 女 14 岁。④可

见, 官方所订法定标准是很低的。

那么, 在中世纪的传统中国社会中, 人们的实际婚配年龄又如何呢? 我们可从历代正

史中所收集的列女个案中窥见一斑, 其中所涉及到的女性婚姻年龄多在 14 岁上下。至于

更具典型意义的资料在地方志的民俗部分有充分的反映。明代四川一带,“俗尚缔幼婚, 娶

长妇, 男子十二三即娶”。⑤清代河北中部,“男子十一、二即娶”。⑥山西大同:“婚期过早, 甚

有十二、三岁授室者”。⑦当然这属于极端早婚之例。不过, 在明清以前的中国社会中, 男女

20 岁以前结婚者占较高比例。因此, 我们有理由说, 早婚确实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的一个重

要的婚姻现象。

在中世纪历史上, 从法定婚姻年龄上看, 中国和西欧并没有什么不同, 即婚龄都比较

低。然而在实际婚姻行为上, 从普遍的意义上讲, 中国与西欧却大相径庭。除了部分贵族

女性以外, 西欧人口的婚龄大大高于法定婚龄; 而在中国, 大部分人的婚龄与法定婚姻是

一致或接近的。甚至出现另一种与西欧相反的现象, 即西欧贵族中流行长男娶少妇, 而中

国富人中却崇尚少男娶长妇。这种不同的婚姻行为与二者不同的财产继承方式有直接关

系。在西欧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下, 家长只对有继承资格的子女的婚姻承担责任 (这里不

考虑女儿出嫁的嫁资问题) , 同时, 继承人的婚姻又与财产移交的时间一致。因而在继承人

不具有管理家庭财产的能力之前, 父母将不会为其安排婚姻。没有继承权的子女虽然可以

从父母那里得到一部分动产, 但除了富裕家庭之外, 其数量不会太大, 不足以成为其结婚

时可资依赖的物质基础。因而通过自己多年劳动积聚结婚费用是达到完婚目的的主要手

段, 晚婚由此应运而生。在中国可分割财产继承制下, 子女的婚姻要由父母亲自操办, 否则

就是失职; 子女本人对婚姻的经济压力和限制感受较少。这样, 不仅易于产生早婚的意识,

更易于将这种意识付诸实际了。

(三)财产继承对西欧、中国迁移流动的影响

从人口学上讲, 人口的迁移流动受多种因素影响。从经济意义上看, 财产继承对人口

迁移流动的作用更大。因为财产继承与物质生活资料相联系, 关系到人们是否具备基本的

生存条件问题。若在相对固定的生活环境中难以获得主要的物质需求, 必然会导致迁移流

动意向和迁移流动行为的产生。

11 西欧财产继承制下的人口迁移流动

在西欧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下, 虽然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并未被剥夺在父母家中生活

的权利, 但是其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诸如不能在家中结婚, 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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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道光《大同县志》风俗。

光绪《重修曲阳县志》风俗。

王士性:《广志绎》卷 5。

万历《明会典》卷 69, 庶人纳妇。

同上。

《唐会要》,《婚嫁》。

《周书》卷 5,《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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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命父母或已继承家业的兄长的摆布。因而, 如果他要获得一种完整的生活, 或者为一种

完整的生活作准备, 就必须走出家门。

在中世纪中后期, 西欧大部分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 以货币为支付手段的雇佣劳动

成为普遍现象。那些没有继承资格的平民子弟往往到别的社区或城市去作佣工

(Servan ts)。当然在西欧各个地区之间, 佣工数量和比例也有不同

西欧主要地区佣工状况

地区 年代 性别比 佣工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 雇有佣工家庭比例

英国: Ealing

　　Goodnestone

1599

1676

166

—3
2515

1812

34

31

法国: L onguenesse

　　Rouen

1778

1770
145

1216

812

1917

—

低地国家: V elum e

O verijssel

1749

1748

—

—

1410

1119

3611

3311

德国: Gro ssenm eer 1795 67 1017 3015

资料来源: 彼得·拉斯莱特:《西方家庭的特点: 历史的观察》, 载《家庭史杂志》第 2 卷, 1977 年第 2 期, 第 103 页。

3 　资料欠缺, 下同。

由上表可见, 英国一些地区的佣工比例最高, 且男性居多数; 而在德国一些地区, 女性

则占多数。其他资料也反映了英国佣工的高比率。根据英格兰贝德福郡 6 个社区的一项

统计, 从 1599 到 1796 年, 15—24 岁在外佣工孩子的比例是 33%。即这个年龄段 1ö3 的孩

子出门作佣工。许多地区出外佣工人数占到当地总人口的 13% 左右。①开始作佣工的年龄

在不同家庭、地区也有区别。一般在 10—20 岁之间, 佣工时间则在 5—10 年间。对大多数

人来说, 佣工结束的时间与他们有能力婚配的时间是趋于一致的。由于在不可分财产继承

制下, 只有一个子女可在父母家中结婚, 因而大部分出外作佣工的人将在作佣地区结婚成

家。这就形成一种迁移。

西欧人口迁移流动还可在一些教区法庭记录中反映出来。在 17 世纪, 从整体上讲, 英

格兰约在一半和 2ö3 之间的教区人口每 12 年就被更新。② 另外, 根据一些村庄居民的亲

属关系调查, 也可显示人口的迁移流动。下面是英格兰特零 (T erling)的一个村庄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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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豪斯顿:《1500—1750 年间不列颠和爱尔兰人口史》(R. A. Houston, T he Population H isto ry of B ritain and

Ireland, 1500—1750) , Cam bridge P ress, Cam bridge, 1992 年, 第 47 页。

彼得·哈奇森编:《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人口迁移和社会》(M igrat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 odern England,

Edited by Peter H utch inson) , 南非, 1987 年, 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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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统计

最小限度 最大限度

　　　　　　　　　　　　　数量　　　　%

整个村庄户数　　　　　　　122　　　　100

与村中其他户有关系者　　　48　　　　3913

与其它户没有关系者　　　　74　　　　6017

数量　　　　　%

122　　　　100

64　　　　5215

58　　　　4715

资料来源: 赖特森:《英国特零村的亲属关系 (1500—1700 年)》(Keith W righ tson, Kinsh ip in an English V illage: T er2

ling, E ssex 1500—1700) , 载斯密斯编:《土地、亲属关系和生活周期》(L and , Kinsh ip and L ife- Cycle, Edit2

ed by R ichard M. Sm ith) , Cam bridge U ni. P ress, 1984 年, 第 316—317 页。

上表中反映出村中大约在 50—60% 的居民户之间彼此没有亲属关系。所谓亲属关系

这里主要指血缘和婚姻关系。这种状况和财产的不可分割继承有很大关系, 即在这种继承

制下, 家庭在同一地方以直系方式传递。那些没有继承权者大多从村中流动出去并最终在

外乡结婚。这就导致家庭在本村的辐射能力大大降低。这种亲属关系的特征又从反面印

证了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促进了人口的迁移流动。

而在贵族社会中, 不可分财产继承制则促使其子弟通过不正当手段去获取财富, 如参

加诸侯国之间、领主间的争战、攻杀。在公元 11 至 16 世纪兴起的十字军东侵队伍中, 也有

许多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试图到东方去圆其发财之梦。14、15 世纪, 贵族子弟又

将目光投向海外探险、扩张活动之中, 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讲, 贵族子

弟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流动, 冒险性的流动。至中世纪后期, 许多贵族通过资助没有继承权

的子弟去接受良好的教育来为其未来发展铺平道路, 借此也可减少家庭矛盾。由此, 贵族

子弟离开家乡奔走各地的城市之间, 并进而成为教职、官职和军职的主要承担者, 构成一

支颇具活力的流动迁移群体。

21 中国财产继承制下的人口迁移

中国均分制下的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是提供给每个子女 (主要是男性)均等的生活资

料和生产资料份额, 使他们能够在同一村落建立独立的家庭。其生存空间不会有大的改

变。而在均分前的大家庭中, 子女的活动受制于父家长, 离乡离境的行为多被禁止。因而,

在均分制下的中国社会中, 正常的迁移流动较少。

由于人们世世代代在一个地方生活, 结婚建立家庭, 所以聚族而居的方式得以形成。

在安徽徽州,“千年之冢, 不动一坯; 千丁之族, 未尝散出; 千载之谱系, 丝毫不紊”。① 江西

赣县,“其乡聚族而居, 六乡一姓, 有众至数千户”。② 浙江临安:“俗重迁徙, 数十世不忍析

箸”。③ 清代学者张海珊更将这种情形加以概述:“山东西, 江左右, 以及闽广之间, 其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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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临安县志》, 见民国《杭州府志》卷 74, 风俗。

乾隆《赣县志》卷 1。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第 1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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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聚居, 多或万余家, 少亦数百家”。①

但这并不是说, 均分制下的中国没有迁移流动。实际上, 我国当代的人口分布就是在

不断流动迁移中形成的。不过, 中国的人口迁移多是非正常社会环境中的产物。战乱、灾

害以恐怖的方式将百姓驱赶出家园, 暴政迫使平民逃避至他乡。当然也有阶级分化导致破

产农民去外佃耕, 或者如明清时期商业市镇的发达, 吸引农业人口投身其中。然而这后两

种情形所引发的多为流动, 而非迁移。即除非在非正常情况下, 大部分人的“家”是固定

的。　

由此不难看出西欧、中国不同财产继承制下迁移流动行为的差异。在不可分割财产继

承制下, 西欧社会中无论平民还是贵族子弟中没有继承权者将不得不走出家门去谋求生

活和事业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社会中, 即已表现出较高的流动迁移比率。在中世纪中后期,

这种流动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同时又是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特别是西欧城市的发

展同农村人口的不断迁出有直接关连。在中国均分财产继承制下, 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得

以保障, 因而缺乏向外迁徙的欲望,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此得以巩固。商品经济, 乃至商

业市镇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如果说中国社会也有迁移流动的话, 那么其表现形式却是扭

曲的, 或者是外力强加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讲, 西欧不可分财产继承制下的人口迁移流动

具有较强的内部调节机能, 有助于减轻某一地区人口增长过快所形成的生存压力。

四、财产继承与人口发展关系概论

通过上面分析, 我们知道, 从总体上讲, 在西欧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下, 核心家庭比例

高, 晚婚流行, 迁移流动频繁; 而在中国均分财产继承制下, 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比率较西

欧国家为高, 早婚流行, 迁移流动行为较少。

那么, 哪种财产继承方式对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大呢? 按照人口学理论, 引起人口数

量变化的原因有两项: 一是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引起的自然变动; 一是由人口的迁出和迁

入引起的迁移变动。后者只会引起人口数量在地区分布上的变化, 并不会导致人口总量的

增减。引起人口数量变化的最终原因是人口的自然变动。或者说, 增加人口出生率, 降低

死亡率是人口数量获得增长的主要方式。如果结合上述财产继承方式的分析, 我们需要明

确究竟哪一种方式有利于提高人口的出生率, 降低死亡率?

从我们上面对不同财产继承制下的家庭、婚姻、迁移的论述来看, 婚姻对人口增长的

影响最直接, 因为婚姻与生育密不可分 (在传统社会尤其如此)。无论在中国传统社会, 还

是在欧洲传统社会, 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均较低, 一般在 40 岁左右。而这个年龄尚处于人

们的生育年龄。从这个角度来看, 要延长人们的生育年龄就是实行早婚。而这正是中国传

统社会的做法。中国的均分财产制为人们创造了早婚的物质条件, 进而达到早育多育的目

的。相反, 西欧的不可分财产继承制对大多数人的婚姻年龄形成抑制, 由此造成晚育。如

果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 20 岁以前结婚的中国人将有可能使人口在 100 年内增加

到五代, 而 25 岁左右结婚的西欧人只能生育四代。

家庭虽然并不构成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 却对婚姻行为产生抑制和促进作用。在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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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财产继承制下, 父母既对有继承权的子女的婚姻行为予以控制, 同时将无继承权的

子女婚姻排除在出生家庭之外。这样, 无继承权者将不得不为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作较长期

的奋斗, 从而延迟生育的时间。在中国可分割财产继承制下, 父母之家应为子女准备基本

的婚姻条件, 或者说是为早婚、早育准备物质条件。

至于迁移流动, 它既与婚姻有关连又与生育相联系。在不可分财产继承制下的西欧,

迁移流动本身就是一个无继承权者自我赡养和积累资金的过程, 在异地他乡, 其婚配条件

一般较家乡为差。而在中国均分财产制下, 不流动, 安土重迁成为主流。这种状态下的早

婚与早育、多育直接相联。

还有一点有必要提及。在西欧中世纪大部分阶段, 社会上存在一批终身不婚人口, 约

占总人口 10% 左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种, 诸如宗教、贫穷。而财产继承也是一个

主要原因。因为这批人主要由没有继承权的男女组成。这必然导致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

减少。有人认为, 在中世纪末期的英国和爱尔兰, 约有 1ö8 的妇女终生不婚, ①占妇女总数

约 13%。从人口学上讲, 妇女人口的婚育比率对生育率的影响至关重要。而在中国, 这方

面的具体统计较少。在男性中除了经济特别困难者外, 绝大部分将进入婚姻行列。而对女

性来讲, 除了极少数与宗教有关者外, 基本上不存在终生不婚者。

由此可见, 与西欧相比, 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是一个利于结婚成家、减少迁移、剌激生

育、促进人口增长的制度。

五、余　论

中国以均分为主体的财产继承制和西欧以财产不可分为主体的继承方式不仅对两个

区域的人口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而且也对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制约或促进作用。大家知道,

西欧是世界近代工业革命的故乡, 也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关于这些变革的原因

可以从多方面去探讨, 但不可分财产继承制从中所起作用也不可忽视。这种财产继承方式

为西欧社会造就了大批迁移流动人口, 使城市和其他工商业中心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同时, 不可分财产继承制在中世纪后期也成为农场主贵族积聚财富的方式, 由此他们可以

进一步向工商业等实业部门进行资金投入。工商业的发展是西欧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

产生的经济基础。我们强调财产继承制在西欧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还在于, 上述变革正是在

西欧和西北欧这些比较严格实施不可分财产继承制的地区首先发生。相反, 在南欧、东南

欧那些可分财产继承制流行的地区, 这些变革迟迟没有出现; 在东欧那些保留农奴制, 父

家长制严厉的地区也没有出现。而在均分财产继承制推行的中国也是如此。我们认为, 从

财产继承制角度探讨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作者王跃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工作)

(本文责任编辑: 陈启能)

(本文责任校对: 俞金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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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D ifferences in Ch inese and W estern

Inheritance of P rop erty on the Grow th of Pop u la t ion

in the M iddle A ges

W ang Y uesheng

　　 In the M iddle A ges in the W est, fam ily p roperty w as inherited genera lly w ithou t

part it ion. Fam ily p roperty w as bequea thed on ly to one of the ch ild ren, u sua lly the eldest

son. In no rm al case, o ther ch ild ren cou ld no t inherit p roperty from the fam ily, no r cou ld

they get m arried a t their paren ts’ hom e. T hey had to go ou t to m ake a living and to accu2

m u la te fo rtunes fo r the expen se of m arriage. T h is, encou rag ing the m ovem en t of popu la2

t ion, la te m arriage and la te ch ild2bearing, w as a grea t reason fo r low b irth ra te. Bu t in

Ch ina in the m edieva l t im es, fam ily p roperty w as u sua lly inherited equally by the ch il2

dren w ho cou ld get m arried and con t inue to live a t their paren ts’ hou se. T h is k ind of sys2

tem encou raged early m arriage and early ch ildbearing, con tribu ted to the rap id grow th of

popu la t ion, and ob structed the m ovem en t of popu la t ion.

O n the Stud ies of“W onen’s Sp heres”

L iu J un

　　T he art icle po in ts ou t tha t som e p rob lem s in the stud ies of“w om en’s spheres”m erit

m o re a t ten t ion s: (1) the socia l d ivided spheres betw een sexes are no t fixed, bu t they have

been changed w ith socia l developm en t; (2) even in trad it iona l society, the im p lica t ion of

w om en’s spheres w as no t on ly abou t fam ily and personal, bu t socia l and pub lic affa irs as

w ell; (3) the increasing of w om en’s spheresis based on the developm en t of society and e2

conom y, part icu la rly the p 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 lygy; (4) w om en’s spheres are

fo rm ed bo th by natu ra l and socia l elem en ts, and it w ou ld be one2sided app roach to over2

st ress any on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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