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电话：：010010--6525774665257746 E-mail:wenshichanglangE-mail:wenshichanglang22@@163163.com.com
20222022年年 88月月 44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主编主编：：鲍家树鲍家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秦秦 雪雪

55625562608608

为加强对婚姻的管理，苏区各级政府成立之

后普遍开展了婚姻立法工作，将婚姻纳入法治化

轨道。结婚证书作为男女缔结婚姻关系的文字凭

证或契约，是保障和维护婚姻双方权利的重要法

律文书，在苏区法治建设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为

了更好发挥结婚证书的价值，苏区各级政府普遍

实行了婚姻登记制度，给登记之后的男女颁发结

婚证书，将婚姻纳入统一管理。同时，苏维埃政府

倡导节俭、文明的新婚俗，因此，领取苏区结婚证

书的男女一般会当天或择日举行苏维埃式婚礼，

以纪念革命时期的爱情。

用婚姻登记制度保障苏区爱情

在中国，男女婚嫁须订立婚书的传统很早就

形成并被写入法律之中。《唐律疏议》规定，“诸许

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毁者，杖六十。虽无

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大明律·婚姻》也规

定，“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

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

书，依礼聘嫁。”清代从州县到省院的各级官府都

要求，男女双方要由衙门介入解决婚姻问题，必须

出具婚书。从中可知，传统的婚书不仅是男女婚

姻关系的证明，还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用于处理各

类婚姻纠纷。但是，传统婚书基本由民间自制，结

婚始终是“礼”范畴内的民间行为，政府只有在出

现婚姻纠纷时才会介入，而缺乏对婚姻有力的保

护和管理。

清宣统年间，一些地方政府为缓解经济困境，

开始出台经政府审定的婚书，并通过售卖这些官

方婚书增加财政收入。虽然由于清政府施行不力

及现代婚姻观念未被广泛接受，官方婚书替代民

间婚书并未全面落实，但这一举措却表明政府开

始介入结婚程序，拥有官方婚书的合法婚姻受到

政府的保护。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之后，男女平等的婚

姻观念和一些西方婚姻制度得到了更广泛的传

播，结婚自由等理念逐渐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

其中，大城市的一些年轻人还开始借鉴西方天主

教结婚程序，引入、实践西方证婚人制度，并使之

逐渐成为民国时期的一种新婚俗。为此，南京国

民政府还以法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1928 年南京

国民政府法制局拟定了《民法亲属编草案》，经过

反复讨论和修改，于 1930 年 12 月公布《民法亲属

编》。该法规定“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二人以上之

证人”，与传统结婚程序相比，这一规定已经较为

简化，但是并没有要求婚姻当事人前往政府部门

登记，结婚仍属于一种民间行为。

相比于南京国民政府对结婚是否需要政府介

入的模糊态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

表现出更为明确、先进的法治观念和管理思维。

从 1927 年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各级地方

苏维埃政府就陆续施行新的婚姻制度，其中就包

括婚姻登记制度。这项制度要求将婚姻纳入法治

体系，结婚不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系到政府和社

会发展的大事。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许

多地方苏维埃政府不仅普遍施行了婚姻登记制

度，还将其写入各类法律文件之中。其中，1930 年

3 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闽西婚姻

法》就规定“男女结婚须向乡政府登记”；1930 年 11

月颁行的《中央关于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也规定

“苏维埃政府应当保障婚姻的自由，规定简单的婚

姻登记手续，例如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女只要双方

愿意，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实行登记就可以结婚”；

1931 年 10 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湘赣省婚姻条例》同样提出“结婚须经过区苏以

上的登记”。此外，一些苏维埃政府为了让婚姻登

记 制 度 更 好 落 实 ，还 出 台 了 专 门 的 婚 姻 登 记 条

例。1931 年 7 月颁行的《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

表大会婚姻问题决议案》就提到“如有对方坚决不

同意时，登记处可以向对方做必须教育工作，按登

记条例办理（登记条例另订之）”。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苏

维埃中央执委会就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

姻条例》。该条例就要求“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

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为更好

落实中央要求，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还配套制定

了新的地方法律文件对婚姻登记制度进行完善。

1933 年 5 月发布的《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通令

（第十六号）——施行婚姻登记与正确执行婚姻条

例》就规定，“凡是结婚、离婚的，应无条件尊重中

央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第八条和第十条坚决执

行，经过乡苏维埃举行登记”。而 1934 年 4 月苏维

埃中央执委会重新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

姻法》虽然对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

例》的许多内容进行了修改，但是对婚姻登记制度

却坚持保留，并进一步明确“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

维埃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这

些法律文件的颁行，为婚姻登记制度在苏区的施

行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力地促进了苏区政府对婚

姻的法治化管理。

简单神圣的苏区结婚证书

传统婚书的内容和形式在唐代就已基本确

立。内容方面，传统婚书大多只记录双方父亲、媒

人的名字，不写新郎、新娘的名字，传达出婚姻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内涵，只需要表达婚姻双

方当事人家长意愿即可，并不需要过多考虑婚姻

双方当事人的感受。同时，传统婚书为了保障婚

姻双方家庭的利益，还会要求双方父母、媒人加盖

个人私章，但却不需要官府确认。形式方面，传统

婚书大部分都是采用奏折形状的大红宣纸，文字

用毛笔书写，一些精致的婚书还绘有花鸟线条等

吉祥图案。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婚姻制度的变革，婚书的

内容和形式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与清末婚书相

比，内容方面，民国时期的婚书一般不仅需要填写

结婚人的姓名、籍贯、出生日期等情况，曾祖、祖、

父三代姓名以及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姓名等信

息也要被书写。而民众可以在书局或纸店购买官

方制定的结婚证书，并自行填上上述内容。形式

方面，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书绘有更多时新、复杂绚

丽的吉祥图案，其中一些结婚证书还会出现小天

使图案，显示出西方文化对传统婚姻的影响，整体

印制工艺更加精致。同时，民国时期结婚证书的

规格也由传统的奏折形状变为长方形，更加接近

现代结婚证书的样式，名称也由传统的“婚书”演

变为“结婚证书”。此外，由于 1914 年 8 月北洋政

府颁布的《关于人事凭证贴用印花条例》和 1934 年

12 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印花税法》都将结婚证

书纳入印花税征收范围，因此民国时期的结婚证

书一般都会贴上印花税票。相比传统婚书和北洋

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结婚证书，苏区政府颁

行的结婚证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更加

精练、简洁。

以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颁

布为界限，苏区结婚证书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两

种不同的状态。在此之前，各地苏区政府根据自

身需要颁行了不同的结婚证书，这些结婚证书在

书写的内容、格式、材质、印刷等方面都有许多不

同。如 1930 年 9 月 11 日右江苏区颁布的一份结婚

证书《广西奉议县结婚证书》，内文写的是婚姻双

方的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介绍人、证婚人、结

婚时间等信息，采用了长方形的红色宣纸，没有花

纹和边框。1930 年 6 月 17 日兴国县苏区颁发的一

张结婚证书，内文书写着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姓名、

登记机构、登记时间等内容，没有证婚人、主婚人，

采用的是长方形毛边纸，红色藤叶纹边框，顶部绘

制了镰刀、斧头等图案。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颁行之

后，苏区对结婚证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统一规

范。苏区各县、区政府颁布的结婚证书的格式统

一由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制定。内容方面，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颁布的结婚证书只记录婚

姻双方的姓名、登记地、登记时间等简单信息。形

式方面，新颁布的结婚登记书均为毛边纸制作，巴

掌大小，铅字印刷，毛笔填写，白底黑字。各地方

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在翻印中央政府颁布的结婚证

书过程中，有时会在保持形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

进行一些微调，如将边框设计成回字纹或者波浪

纹。为了进一步发挥婚姻登记在社会管理中的作

用，1933 年后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对结婚证书进

行了重新设计，新结婚证书形式大体不变，但登记

的内容更加详细，包括婚姻双方的姓名、性别、年

龄、职业、籍贯、住址、家庭经济背景、本人成分、登

记地、登记时间等。

从中可以看出，不论苏区结婚证书如何调整，

婚姻当事人双方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及他们的结

婚意愿始终是苏区各级政府需要强调的。

节俭文明的苏维埃式婚礼

领取婚书后，传统婚姻制度下要举行较为复

杂的婚礼。在传统婚礼中，封建社会的“礼”和宗

法制度被强化，“六礼”作为承载这一文化的主要

婚姻仪式被延续了上千年。但是，随着晚清时期

西方文化全方面渗透中国人的生活及资产阶级改

良派、归国的留学生、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在中国

不断践行西方婚礼，传统“六礼”在婚礼中出现的

越来越少。

民国时期，传统婚礼仪式进一步减少，西方婚

礼仪式被广泛借鉴。当时，常规的婚礼程序一般

是奏乐，请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等入席并宣读

结婚证书，之后这些人会在结婚证书上用印，而新

郎、新娘会向全体宾客鞠躬，证婚人、介绍人会致

辞，男女婚人还要答致辞，礼成之后全体宾客还会

合影。具体到不同的婚礼还会在这一基础上增加

或减少一些项目。

相比民国时期的婚礼，苏区的婚礼更为简单

而隆重。一般是双方当事人在领取结婚证书后，

邀 请 亲 人 、朋 友 及 同 事 、领 导 等 举 行 小 型 婚 礼 。

1928 年 9 月，福建省永定樟塔村女青年张元英与仙

师乡的男青年罗开元自由恋爱后决定登记结婚。

两人在仙师乡苏维埃政府婚姻登记处登记并领取

结婚证书后就开始筹备婚礼。当时，永定溪南区

苏维埃政府和樟塔村、仙师乡苏维埃政府都非常

支持他们自由结婚的行为，考虑到罗家比较贫困，

还派了许多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办婚礼。婚礼当

天，新郎、新娘不坐花轿、不拜堂、不请客，行鞠躬

礼。婚礼过程中，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派妇女主任

范乐春、团委书记张文波带了七八位同志参加婚

礼，还送去了“婚姻自由”的红匾，以示祝福。

除 了 普 通 群 众 ，苏 区 干 部 的 婚 礼 也 十 分 简

朴。张瑞明 1910 年出生于福建连城新泉一商人家

庭，在接受先进思想教育后，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任连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德兰 1913 年出

生于连城县庙前镇丰图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丰图

乡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邓德兰回忆，“由于工作

关系，后来我认识了张瑞明同志。我们通过相互

认识、了解，建立了感情。我在工作中还得到了他

的许多教益和指导。不久，我们便自主婚姻，决定

结为终身伴侣”。1930 年 7 月，两人领取结婚证书

后，随即在丰图乡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点举行了婚

礼。邓德兰回忆，“结婚那天，丰图乡苏干部、少先

队、儿童团以及不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都来参

加了我们的婚礼。新泉县苏女干部张宾、陈玉凤、

永诚同志等也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婚礼仪式简

单、隆重、热烈。先是主婚人给我俩披红绸戴红

花，同志们热烈鼓掌祝贺；接着，大家高唱结婚歌；

然后，大家一边吃糖果、喝茶，一边谈论革命的大

好形势，有说有笑。整个婚礼仪式就这样在一片

欢声笑语中结束。”

苏区婚礼之所以简单而隆重，固然有革命环

境下条件有限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苏区已经通过立法、执法、普法及广泛的

宣传等方式对苏区社会中聘金繁重、拜金重财等

传统婚姻习俗进行了改造，并引导形成崇尚节俭

的新婚俗的缘故。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做革命

家务的成功范例。英雄的三五九旅指战员们在

“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号召

下，用火热的激情，向荒山要粮。经过几年艰苦的

屯垦实践，由“吃粮人”变成“交粮人”，创造了部队

不吃公粮而向政府交公粮的奇迹。执行军队屯垦

的“南泥湾政策”不断见诸报端，被推广到各个解

放区和敌后根据地。三五九旅被誉为“发展经济

的前锋”，成了大生产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并直

接孕育了“服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

强”的南泥湾精神。

——南泥湾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服务人

民的价值旨归。服务人民是南泥湾精神的根和

魂，也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延安时期包括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在内的边区军

民大生产运动，就是发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

在艰苦的垦荒岁月里，三五九旅官兵始终坚

守不忘服务人民的初心，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

不与民争地，主动到深山老林开荒；不与民争利，

坚持农业生产第一；不加重人民负担，改民众运粮

为军队自己背粮；自觉拥政爱民，帮助群众春耕、

锄草、秋收、做义工，与民同甘共苦，共克时艰。三

五九旅官兵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

并上交了公粮，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

担，给人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也

带来了希望，改善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当地群

众在给三五九旅驻军的感谢信中如是说：“你们不

但自己生产，还不取任何报酬地帮助人民生产，去

年你们帮助我们开荒六百一十四亩，锄草八百七

十三亩，秋收八百一十四亩，割麦一百三十四亩，

送粪一千二百八十四担，用人工一千八百一十二

个，按工价计可值廿四万一千八百元。背米九百

多石，替群众节省人工……约合洋一百廿万零七

千元。此外你们还安置难民廿户（七十九人），借

给粮食……共合洋七十七万一千元。给群众治病

七十余次，被医治的人在二百个以上……今年我

们要更加油的生产，做到耕二余一，永远做你们的

后盾，帮助你们的家属及残废退伍军人建立家务，

这一点请你们放心。”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

亲。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艰苦的是岁月，锤炼的却

是服务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南泥湾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

生的底气和勇气。自力更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结合，在南泥湾大生产

运动实践中得到践行和验证，坚定了中国共产党

人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自信和底气。

1945 年 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

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所作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

作》报告中总结到：“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

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

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在大生产

运动中，三五九旅指战员全部参加生产，不让一

个人站在生产线之外，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一律

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搭窝棚、挖窑洞、打野味、挖

野菜；跋山涉水背粮运盐，炉火炼铁，自制劳动工

具；闲暇之余还编制草鞋，聘请农业副官，改良技

术，植棉种稻，发展畜牧养殖业、运输业、手工业

和商业，开展劳动竞赛，发展合作经济，解决吃、

住、穿、行、用等基本生存问题，在南泥湾这块试

验 田 上 ，对 新 民 主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进 行 有 益 的 探

索。1943 年 10 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当看到“牛

羊成群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粮食大丰收，瓜

菜堆如山”的喜人情景后，高兴地说：“困难，并不

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

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

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

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是南泥湾大生产运

动的经验总结，是英雄的三五九旅英勇奋斗的基

点，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愈是困难愈向前的志气

和骨气的传续与彰显。

——南泥湾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

斗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顽强意志品格的

集中体现。

在抗战最困难时期，面对敌人的军事包围和

经济封锁，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

动 员 大 会 ，毛 泽 东 在 会 上 指 出 ：“ 饿 死 呢 ？ 解 散

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

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自己动手，解决最基本

的生存问题本身就是艰苦奋斗的过程。

自古以来，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就把主要以

种地为生的劳动人叫“受苦人”，而农业生产中，最

苦最累的农活就是开荒。中国共产党人，一路从

艰苦中走来，井冈山道路、万里长征，都浸透着艰

苦奋斗，但延安时期特别是以三五九旅开发南泥

湾为代表的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则是艰苦奋

斗的榜样。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天未明就

上山，天漆黑后还不肯下山，连饭后十五分钟的休

息时间，也要争着去挖地”。自甘吃苦、以苦为乐，

生产就是战斗，上至旅长下至伙夫马夫，无一例外

的都扛起镢头向荒山要粮，求生存谋发展，坚持持

久抗战，切实减轻边区老百姓的担子。“历尽天华

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三五九旅经过几年艰

苦卓绝的奋斗，到 1944 年底开荒 26.1 万亩，产粮

3.7 万石，上缴公粮 1 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南泥

湾呈现出陕北好江南的一派盛景。即使粮食丰

收，生活条件改善，三五九旅依然坚持“生产要多，

消费要少”，继续不忘吃杂合饭、穿补丁衣、盖旧棉

被，以致部队离开边区“南下”执行任务时，许多战

士上缴了崭新的衣服和被褥等日用品。南泥湾这

块土地，将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普及化、全民化、

具体化，艰苦奋斗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成为清

正廉洁的延安作风的象征，成为不懈奋斗的南泥

湾精神的显著标志。

——南泥湾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奋发图

强的目标共识。奋发图强是近现代以来中华儿女

救亡图存的目标共识，更是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

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的

集中体现。

面对重重困难，三五九旅战士们凭借百折不

挠、坚韧不拔的斗志，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光

大，形成奋发图强、拼搏进取的品格。在艰苦的环

境中，他们劳武结合，农忙时生产，农闲时练兵，展

现出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在巨大的困

难面前，他们竭尽所能，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

在促进边区建设过程中，他们始终把解决自给自

足与发展边区经济、坚持持久抗战统一起来，在创

造物质财富、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树立了一

座中国共产党人不惧一切艰难曲折、勇于挑战一

切困难的精神丰碑，培养了我们党敢于藐视前进

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革命胆略和自信满

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南泥湾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和革

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史诗般的气魄，有着能够激

发时代活力的创业、创造、创新功效。南泥湾精

神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整

体精神风貌，内在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操、人格修

为，外在表现为一种风气风骨和行为模式，是现

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民族

继续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必须弘扬服务人民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必须弘扬

自力更生精神，把发展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

点上，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必须弘扬艰

苦奋斗精神，永葆政治本色，凝聚起磅礴之力，跨

越前行道路上的“雪山”“草地”“腊子口”；必须弘

扬奋发图强精神，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南泥湾九龙泉烈

士纪念亭前的石柱上的对联所言：忠烈为国死，

志厉敌胆寒。

（作者单位：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南泥湾分院）

见证革命爱情的苏区结婚证书
□ 徐佳佳

阅 读 提 要

又是一年七夕时。千百年来，七夕节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革
命的爱情分外浪漫。本文从苏区的婚姻登记制度、结婚证书、婚礼仪式等方
面，重温那段革命时期的爱情。

广西奉议县结婚证书（右江苏区 1930 年 9 月

11日颁发）

南泥湾精神的内涵特质
□ 袁 磊

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