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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社会中，受传统宗法制父系家族观念影响，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

地位。因此，近代以前，女性所能得到的遗产继承权非常有限。1840 年鸦片战争后，

随着小农经济的逐步解体与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女性获得就业机会，女

性的经济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1926 年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争取广大女性群体支

持，颁行了《妇女运动决议案》，鼓励女性参加国民革命，女性开始有了政治话语权。

同时，伴随着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提高了广大女

性群体对人权和妇女权利的认识。随着女性经济和政治话语权的提高，社会上出现了

一批女权主义者，他们并不局限于呼吁男女平等的口号和对女性受教育权的倡导，而

是更加关注女性的财产权以及家庭关系中的男女平等享有遗产继承权，以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平等。 

家族遗产的流转传承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女性的遗产继承权更是在近代

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发展与转型阶段。清末时期，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清王朝，清政

府起草了《大清民律草案》，该草案首次在立法上将女儿和妻子列为遗产承受者。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颁布了《民国民律草案》，规定女儿有权要求酌情分得

父母遗产。尽管上述法案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遗产继承权的进步，但女性群体

关于男女平等享有遗产继承权的诉求真正得到回应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妇女

运动决议案》到《已出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再到《民法·继承编》，立法

者对传统宗祧继承的否定以及对女性遗产继承权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都进一步改善

了当时的女性生存环境。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女性的法律人格开始趋于独立，其法

律身份也逐渐由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 

先进的立法精神和滞后的民间意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必然通过司法实践有所体现。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继承发生的时间、父母是否有让女儿继承遗产的意思表示、法官的

专业素养以及女性自身是否有坚持诉争的勇气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案件

结果的最终走向。尽管司法实践中受限于各种因素，部分女性的遗产继承诉求未能得到

实现，但总体上看，相比较传统封建社会中女性被排斥在家庭财产继承之外，南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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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时期，女性开始逐渐拥有与男性平等的遗产继承权。 

对比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女性遗产继承权的实现情况，后者取得了很大进

步，如在立法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遗产继承权。而将南京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

立法与司法相比较，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女性遗产继承权的保护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

践中都明显不足。因此，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性遗产继承权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

分析近代中国女性遗产继承权的演变路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对女

性争取权利的态度。此外，通过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性遗产继承权实现过程中所出

现的问题，如较为先进的立法规定与民众陈旧思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立法中对女性权

利的保护在实践中落实不到位，以及不同层级法官的专业素养有所差异等，对中国现代

继承权立法有一定借鉴和警示作用，有助于我国在现代法治道路上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

体系。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遗产继承；女性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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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首先，从性别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正如《礼记》中记载：

“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受传统自然经济社会运作模式的影

响，作为权力拥有者的男性要求女性依附其生存。而在近代，上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封建思想作出强有力的指责与批判，他们呼吁女性走

出家门，和男性一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独立支配自己的命运，以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

趋势与潮流。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可以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准衡量”，毛泽东曾

在其文稿《女子革命军》中呼吁唯有起女子革命军方能脱离男性对女性的桎梏。1在《致

向警予信》中也鼓励向警予带动女性进步，“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

多救一人。”2他还在革命中密切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多次呼吁鼓励女性寻求解放，足

见女性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女性视角出发，探寻近代

社会变革下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所付出的努力和奋斗。 

其次，从时间角度看，正如鲁迅所言，“民国时期好像是将几个世纪缩在一起，四面

八方都是事务，每一重又尽是矛盾。”3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统

治，顺利掌握政权。为顺应社会发展和民众思想进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立法者们相继

颁行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已出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和《民法·继承编》，

立法上对女性遗产继承权的确立为司法实践中女性继承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定的支撑和

保障。本文研究时段聚焦于 1927-1937 年，是因为这一时间段涵盖了南京国民政府制订

颁行的上述三部女性遗产继承权法案，这一时期内女性诉争遗产的司法案件相比以往也

产生大幅增加，这也体现了立法进步对司法的影响。此外，在案例搜集过程中发现三例

发生于 1939 年的诉讼纠纷，由于案件内容极具典型性，思考再三后还是予以采用，故

本文所探讨的案例有个别年限往后稍作延伸。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234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392 页。 
3 鲁迅：《热风·五四》，载《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3 号，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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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主题角度而言，本文主要探讨当时女性的遗产继承权，原因在于，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讨论经济权利能更好体现女性地位的实况，而继承关系大多发生在家

庭内部亲属之间，中国传统旧法以男性作为遗产继承的主体，极少承认女性享有合法继

承权。到了近代，女性有权作为独立个体继承亲属遗产，这标志着数千年来女性在封建

社会中的卑微地位终于得到改变，对于“男女平等”这一思想的传播和塑造更具震撼性

和真实性。 

最后，从法律视角而言，从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继

承编》，法律的不断修改体现了立法者对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的反思与批判，对理想的男

女平等继承制度的探索，这为近代中国女性遗产继承观念和制度的革新拉开了新的序幕。

本选题中，通过回顾中国古代及民国时期女性在不同社会身份下所享有的遗产继承权利，

并梳理民国时期有关女性遗产继承法律条文的演变过程，分析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一

方面实现史学研究中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性遗产继承权存在实况及社会影响的史学

重建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从南京国民政府女性遗产继承权的法律规

定及司法实践中提取某些进步因素和可取之处，对当今社会女性权利的立法及司法实践

提供借鉴。 

（二）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女性遗产继承权的研究主要有针对普通女性的遗产继承权以及特定身

份下女性的遗产继承权这两类。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学界主要以女性是否出嫁为分

界点，将女性分为未嫁女、已嫁女、嫠妇1、妾这几类特定身份。 

1. 普通女性遗产继承权 

近代学者赵凤喈的《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从中国的传统习俗和封建法律制度

出发，讲述了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母亲以及妾的身份下有关财产继承的相关规定，并

认为，对于丈夫的财产，他死后无论是否有儿子承继，妻子均无权承受。2白凯博士在其

著作《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年》中认为，随着立法的改变，女性在传统社会

 
1
 嫠妇：寡妇。 
2
 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7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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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拥有的一些权利在民国时期反而丧失了，在民国民法中女性有所得亦有所失。1程维

荣的《中国继承制度史》中引用了汪澄年的《女子继承权详解》，认为民国及以前已婚女

性无权继承父母遗产的规定与宗祧继承有密切联系，这也导致女性继承权受到严格限制。

2郑全红的《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变迁研究——传统向现代的嬗变》探讨了民国时期

女性作为未嫁女、已婚女、丈夫在世时作为妻子在婆家的财产权利，以及丈夫死后守寡

抑或改嫁的妻子在婆家的财产继承权，将民国与传统社会作比较，对女性财产继承权的

历史变迁进行了概括和揭示。同时本书结合运用司法判例及相关民间材料，阐述了在当

时立法进程快于社会思想转型的情况下，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对女性遗产继承权的态度

有所冲突时，司法机关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3王坤、徐静莉所著《大理院婚姻、继承

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以民初女性权利变化为中心》一书中，通过整理大理院婚姻

继承相关的司法档案，对女性在婚姻纠纷案件中的地位和权利进行阐述，分析了大理院

在这些典型案例中的判决及意见对民初女性权利变化所产生的影响。4徐静莉的《“变守”

权衡、曲折演进：民初女性权利变化的基本轨迹——以婚姻、继承为中心》分别从立法

层面与司法层面对民国时期女性权利的变化进行阐述，从立法层面，可以看出女性权利

在法律条文中被逐渐明确及得到进一步拓展。从司法层面看，通过研究大理院形成的司

法判例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当时既有进步的一面——明确女性婚姻自主权、扩大女性

主动离婚权、扩展女性遗产继承权，也有相对保守的一面——在实践中赋予妾“家属”

的身份、通过司法解释限缩女性财产继承权利。5刘一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民国时期女子

财产继承权的肇端》中，以盛氏争产案为出发点，从《申报》中摘选有关女子争产案的

相关报道，论述了民国时期女性财产继承权相关法律制度的演变。6赵宏的《民国时期妇

女财产继承权的变动》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开始，以南京国民政府制订的《中华民国

民法典》为结束，分析清末至民国时期法律规范的不断演变，讲述了女性在法律制度不

断变迁过程中所被法律赋予的财产权利及社会地位。7刘人锋的期刊论文《民国时期<妇

 
1
 （美）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第 182-184 页。 
2
 程维荣：《中国继承制度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6 年，第 403-405 页。 
3
 郑全红：《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变迁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第 100-113 页。 
4
 王坤、徐静莉：《大理院婚姻、继承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以民初女性权利变化为中心》，北京：知识产权

出版社 2014 年，第 213-214 页。 
5
 徐静莉：《“变守”权衡、曲折演进：民初女性权利变化的基本轨迹——以婚姻、继承为中心》，载《江淮论坛》

2010 年第 2 期，第 99-106 页。 
6
 刘一：《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肇端》，华东政法学院 2006 年硕士毕业论文。 
7
 赵宏：《民国时期妇女财产继承权的变动》，南京师范大学 2006 年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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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共鸣>对女子财产继承权的争取》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妇女共鸣》杂志积极声

援女性争取财产继承权的运动，主张女性应有财产继承权，并与反对者展开论证，积极

争取女性权利及社会地位，为维护女性权利提供了极大助益。1赵晓耕、马晓莉在其合著

论文《于激变中求稳实之法——民国最高法院关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解释例研究》中提

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女子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子”被最高

法院限制在未婚女性，主要原因在于执政党的政治统治需求与法院作为执法的主要机关

之间的矛盾——面对颇为激进的立法规定和保守封建的社会现实，法院只能采用折中形

式，以家庭财产制为基础，对该决议案的规定进行限制性解释。2而王新宇在《近代女子

财产继承权的解读与反思》中对近代女性继承权的立法规定进行否认，他认为近代立法

确立的女性遗产继承权仅是一种身份权利而非财产权利，因为当时的女性并不完备行使

这项权利的行为能力。3 

2. 女儿的继承权 

李春玲的《汉代女子继承制度研究》以《二年律令》为中心，结合史料研究汉代女

子继承制度，证明汉代时期女性所拥有的继承权虽然不及男性完善，但至少其拥有部分

财产上、身份上的继承权。4台湾学者李淑媛在其著作《争财竞产——唐宋的家产与法律》

中提到，唐宋时期施行家族财产共有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当权者也强调对私人财产

的保护，故宋代立法规定在室女拥有财产继承权。5邵俊利的《清代“为人女”与“孀妇”

财产继承权问题研究》中提到，清代是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的顶峰时期，清代沿袭明律对

女性财产继承权给予严苛规定，但在实践中“嫁妆权”与“立嗣权”的相关规定给予了

身为“在室女”与“孀妇”的女性相对较宽容的财产权利。6白凯博士的《中国的妇女与

财产：960—1949 年》通过举例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虽然民国《民法典》采纳了

女儿平等继承的原则，但在实践中不难看出法律与社会惯行事实上是冲突的，即女儿并

没有得到法律中所许诺的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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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嫠妇的继承权 

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在《中国家族法原理》中提到，在中国古代，只有在夫死亡后。

妻子代替丈夫拥有家族财产的重要性才被凸显出来，丈夫活着时，妻子本人对财产是无

持份权的。1曹婷婷的《晚清江浙乡村嫠妇财产纠纷问题试探》聚焦晚清时期的江浙地区，

嫠妇再嫁是当时婚姻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嫠妇在再嫁过程中有权将其嫁妆一并带走，

因为江浙风俗普遍认为嫁妆是出嫁时娘家对自家女儿的赠与财产，夫家无权夺取。这与

当时“嫠妇再醮时须将嫁妆留至前夫家”的规定相悖。2然而，法律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并

不止存在于此，阮致远在《清末民初寡妻的继承权利研究——以大理院民事判例为中心》

中也提到这一现象。清末民初时大理院认为寡妻对于夫之遗产仅有管理权和必要时的处

分权，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继承权，但在实践中，寡妻的大多数诉求可以得到大理院的支

持，即律法在实际运用中总会在法与情之间摸索出一个平衡点，使得法律的运作符合社

会发展的逻辑。3白凯博士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年》和黄宗智的《法典、

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则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相比较清代法律，在 1931

年新继承法施行后，嫠妇失去了对丈夫遗产的监护权和决定遗产分割权。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民国民法的规定对嫠妇的遗产继承权进行了事实上的削弱与限制。4 

4. 妾的继承权 

妾这一身份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直到近代才逐渐被废除。滋贺秀三对妾这一

主体身份的形容如下“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家族成员的地位，但是却并未取得宗族观念秩

序之家中地位的女性”。5大理院解释中也曾提到“唯正妻始可承受其夫应得之分，妾则

当然不在此限”，但妾在一定情况下“亦有管理遗产之权”。6由此可见，妾没有“承夫份”

的当然权利，对于妾自身来说，其能得到财产的主要来源就是丈夫生前的赠予和丈夫的

遗嘱。程郁的《由清刑律中有关妾的条法看妇女地位的复杂性》中认为，清及清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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