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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问题，一时代亦有一时代的法律，但不同的时代自有相通的法律和法理。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唐代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制度既是对夏商以来历代法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又
是后世法律的楷模。
发展到宋代，婚婚家庭继承法律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民事法律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规范
之详密，位居当时世界法制发展的前列。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中国的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制度也开始为近邻的东亚诸国和地区
所效仿。
东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有关婚姻、家庭、亲属、继承的立法都曾经以唐律所体现的高度人文性和伦理
性为立法价值追求，接受唐律以血缘伦理、礼教等差为法律关系调整准则的理念。
而对中国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的移植意义是深远的，它使得东亚诸国摆脱了婚姻家庭领域长期依靠习惯
和习惯法调整的历史，在法律精神上开始摆脱原始宗教和习俗的影响而融入了儒家人文伦理的精神，
推动了东亚社会的伦理化和人文礼仪化，也是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亚民族共同的个性和气质。
即便在西方文化渗透世界的今天，对婚姻、家庭价值的看重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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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综合利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法史与法理相结合、中外法律文化相比较的方法，详细
阐述并分析了唐代婚姻家庭继承领域的制度建构、历史演变、司法实践及其地位和意义，从中揭示了
传统中国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的民族特点、时代精神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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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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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婚姻的成立　　本章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言及结婚必须具备的要件似乎要冒借现代法学概
念来观察古代法律的风险，因为结婚的必备要件往往不是由律直接规定，而是由礼教习俗规范。
但鉴于唐律出礼入法的特点，笔者仍愿作这样的一种尝试，以期更加清晰地明了古今制度的不同。
同样，与今天的法律不同，唐律关于禁止结婚的规定是以刑罚处罚的方式表现。
形成唐律以刑事附带民事处罚来解决违律结婚的内在理念是国家视婚姻为“细故”，涉及婚姻家庭的
行为基本上放任礼教习俗调整，而法律所干预的只是其中的违礼、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的制裁。
 　　有关结婚的禁规，基本源自身份等级的差异，包括血缘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等差。
其中，良人与贱民、官与民以及僧道与民，是因社会身份而不得结婚，而一定范围内的血亲和姻亲不
得为婚和违时嫁娶，则是基于血缘和姻亲身份的限制。
围绕禁止婚姻成立的要件，唐律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依照律法不应通婚而故意违反的行为，称为“
违律为婚”；一类是指符合法定的结婚要件，只是嫁娶时机不当而违法，这在唐律上称为“嫁娶违律
”。
唐律对这两类行为的态度基本一致，都是给予刑事处罚并强制离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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