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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凯教授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其中译本已经出版二十多年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之际，刘隆进编辑约我写个译后记，我就简要谈谈

本书的学术贡献和研究特色。 

首先，从学术贡献说，这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著，它改变了我们

对历史上中国妇女财产权利的看法，也拓宽和推进了我们对中国财产继承的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近代以前，无论是法律上还是社会实践中，

中国家庭的财产是由男性子嗣来继承的，通常在男性子嗣间平均分配（分家）。

女性则没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她们顶多只能在出嫁时得到一份嫁妆，或在年迈寡

居时得到一份赡养。从男性的角度来观察，这是历史上中国家庭财产继承的常态，

至少从宋代以来没有多大变化。白凯转换了研究视角，她从女性的视角切入，考

察当一个家庭中男性子嗣缺席时，女性的财产权利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揭示了

一副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动态多变的图画。因为中国家庭在世代

转移中不仅涉及财产的继承，也涉及到父系宗祧的继承。而当家庭中亲生的男性

子嗣缺席时，这个家庭常常会过继一个嗣子来延续父系家庭和对祖先的祭祀（即

承祧）。在帝制时代，中国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子，这些家

庭的财产继承必须通过承祧来实现。而对女性来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女子是没

有兄弟的女儿或没有儿子的妻子，或两者兼而有之，她们一生中就有可能继承家

庭的财产，或涉入宗祧继承。 

比如在宋代，如果父母双亡且没有儿子，女儿就可以依法继承家庭的财产（尽

管有条件限制）。而寡妻若无子嗣的话，则可以继承亡夫的全部财产。到了明初，

法律强制规定无子家庭必须从血缘最近的侄子中过继一个嗣子。这个变化剥夺了

女儿的继承权，也使寡妻对其亡夫的财产只有监护权，而丧失了继承权。不过随

着明清时期对妇女贞节崇拜的不断强化，这条法律在实践中发生了变化，明清的

官员在审理承祧案件时通常判定守贞寡妇可以拒绝与其亡夫关系最近的侄子来

继嗣。而到了清朝中叶，国家立法进而规定守贞寡妇有权自由选择其亡夫的任何

同宗侄子来继嗣。这使得寡妻对家庭财产的监护权大大扩张。不仅如此，寡妇贞

节理念的强化也抹平了妻妾之间的差别，使得守贞寡妾可以享有与守贞寡妻一样



的财产监护权。这些变化如果不从妇女财产权利的角度来观察是很难清晰呈现的。 

到了民国初年，寡妇在选择嗣子时获得了更加充分的自主权，法庭甚至允许

她选择其亡夫族侄之外的人来继嗣。而 1929 年至 1930 年的民国民法引进了西方

个人产权的理念和男女平权的理念，取消了承祧的规定，并赋予女性和男性同等

的财产继承权。不过，新民法在司法实践中与长期确立的社会惯行并不和谐，而

是时有冲突，妇女虽然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利，却也丧失了一些旧有的权利。比如，

父亲可以通过生前将财产赠与儿子，来剥夺女儿的继承权，从而延续传统的分家

惯行。另外，新法律也剥夺了寡妇在旧法律中享有的财产监护权。 

说到本书的研究特色，可以用视角多元，视野宽阔，分析深入细致，论述清

晰扼要来加以概括。除了前面讲到的性别的视角和长时段的视角外，本书坚持从

法律实践的视角来考察关于妇女财产权利和财产继承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是如

何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运作的，如何与社会发生互动的。通过这样的考察，本书揭

示了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以及法律规定与社会惯行及人们的思想观

念之间的摩擦、冲突和调适。比如，明清时期对妇女贞节的崇拜不断升温，使得

强制立嗣的法律发生了有利于寡妇财产权利扩张的偏转。这样的变化，只有从法

律实践的角度，观察不同时期相关的诉讼案件是如何判决的，而且要放宽视野，

把这些诉讼案件放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当时当地的社会惯习与思想观念，

才能发现和揭示出来。 

本书的另一个研究特色是对史料史实的分析非常深入细致。由此作者得以纠

正前人的谬误，超越前人的研究。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就是对宋代“女儿给半”

问题的讨论。上个世纪，日本泰斗级学者仁井田陞根据宋代的笔记《清明集》中

记载的案例，认为宋代有法律规定，未出嫁的女儿在分家时可以得到儿子一半的

家产，即“女儿给半”。长期以来，学者们都试图解释为什么宋代会有这样的法

律，却很少有人质疑仁井田陞的这个说法本身是否成立。白凯则对这个说法本身

提出了质疑。她在书中仔细解读了《清明集》中相关的两个案例，对比《清明集》

不同版本的记载，辨析不同法律用语的细微差别，并结合各种史料和宋代国家相

关的法律和经济赋税政策来进行分析，认为在宋代根本不存在所谓“女儿给半”

的法律。白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其

分析的精彩出色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 



这样一本有着诸多学术贡献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篇幅却并不大，与许多鸿

篇巨制的学术论著相比，本书可以说很袖珍。这要归功于本书的论述文字简洁明

快，要言不烦。通读本书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文字洗练，论述清晰。作者的讨论

虽然征引广泛，但绝不堆砌史料，绝不拖泥带水，许多时候都是惜墨如金，点到

为止，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高超的学术和文字能力，是不可

能的。希望我的译文能忠实地呈现本书的这一特色。 

最后，还想啰嗦几句。对于历史学的学生来说，特别是中国历史专业的博士

研究生来说，这本书是撰写博士论文时值得参考的一个绝佳范本。建议大家在撰

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好好研读这本著作，仔细揣摩它的谋篇布局，观察视角，研

究策略，及文字风格，相信这一定会对你们博士论文的写作有极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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