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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民异地联姻新特点

王 金 玲

浙江省是近十年来中国农村农民异地联姻现象突出的省份
,

本文根据省内各地

区
、

县的调查数据
,

提出近十年来浙江省农村农民异地联姻的新特点是
: ( 1 ) 联

姻地距离急剧扩大
,

( 2 ) 流入女性大多来 自收入较低 的地区 ; ( 3 ) 联姻途径的

多样化和规模的扩大
。

( 4 ) 流入女性文化程度较高
,

有些甚至高于配偶
,

因此婚

后地位也比较高
。

这些特点在全 国具有典型性
。

作者
:

王金玲
,

女
,
1 9 5 5年 出生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近十年来
,

中国农村中本地男性与外省市女性联姻的现象日益增多
,

乃至高峰迭起
,

其中

浙江省农村外来联姻女性至 1 9 9 0年底人数己达十儿万
,

几 占浙江省农村常住女性人 口的 1%
。

这些联姻女性来自云南
、

四川
、

贵州
、

广西
、

湖南
、

安徽
、

黑龙江
、

甘肃等二十余个省市
,

其所属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藏
、

苗
、

傣
、

布衣
、

赫哲等十几个民族
,

这种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

女性大规模
、

大跨度的异地联姻不仅是中国农村婚姻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同时又反转来引

起和推动了中国农村婚姻与家庭的一系列变迁
。

与以往相比
,

近十年来浙江农村的异地联姻

出现了众多的新特点
。

(一 ) 异地联姻在 19 8 6年后逐渐形成高潮

过去农民的异地联姻一般仅在相邻的省市间进行
,

人数极少
,

联姻者大多也是同民族的
。

而近十年来联姻者的居住地大多相隔千万里
,

有许多不属同一民族
,

人数也迅速增加
。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等 1 9 9 0年对浙江省东北部农村的抽样调查表明
,

在被调查的 7 80 名

于 1 9 7 9年至 1 9 8 9年 9 月间嫁入该地区的外省市女性中
, 19 7 9年至 1 9 8 5年嫁入的占7%

, 1 9 8 6年

嫁入的占1 0
.

5%
, 1 9 8 7年占2 3

.

2 %
, 1 9 8 8年占3 1

.

2%
, 1 9 8 9年仅 1 一 9 月就 占2 8

.

1%
。

(二 ) 嫁入女性大多来自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

收益差异是公认的影响人 口迁移原 因之一
,

近十年来外省市女性嫁入浙江也都与此有关
口

从 1 9 8 8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看
,

1 9 8 7年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72 5
.

13 元
,

在全国居

第四位
,

而女性流出人 口较集中的湖南
、

四川
、

云南
、

广西
、

贵州等省和自治区
,

农民人均纯

收入及在全国位置分别为 4 7 1
.

3元
,

居第 12 位 ; 3 6 9
.

46 元
,

居第23 位 ; 3 6 4
.

5 7元
,

居第 24 位 ;

3 5 3
.

9 5元
,

居第 25 位 ; 3 41
.

8 4元
,

居第27 位
。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表明
, 6 1

.

4%

的外来女性原籍是偏僻贫困的山区
。

这样
,

富裕的浙江农村吸引力就更大 了
。

应该说
,

解放以来
,

中国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极大的提高
。

但也不能不看到
,

在一些地

区
,

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
,

男女仍处在某种不平等状态中
,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 是 女 性 仍

不得不更多地 以婚姻作为寻求人生幸福的主要手段
。

反映在人 口迁移上
,

是农村女性的人 口



迁移更多的仍是一种婚姻迁移—
“
找个好对象” 和

“

过好生活
”
是贫困地区女性流入富裕地

区的主要动机
。

上述杭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等的抽样调查和浙江省绍兴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对

16 91名从外省市嫁入该县女性的调查都证明了这一点
。

以
“

找个好对象
”

为动机的
,

在杭州大学

人 口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占51
.

8%
,

在绍兴县的调查中占6 8
.

42 % ; 以 “ 过好生活” 为动机的
,

在杭大的调查中占 34
.

7%
,

在绍兴县的调查中占21
.

23 % ; 而 以 “
找好工作

” 为动机的
,

在杭

大的调查中仅占9
.

7写
,

在绍兴县的调查中仅占 4
.

49 %
。

(三 ) 嫁入女性大多年纪较轻

正因为须以婚姻为改变人生道路的主要手段
,

流入外地的女性中就必然是未婚的年轻者

占绝对多数
。

杭州大学人 口研究中心等的抽样调查表明
,

嫁入该地的女性
,

其中 20 ~ 24 岁的

占6 8
.

5% , 2 5~ 2 9岁的占2 1
.

3% ; 3 0~ 3 4岁的 占2
.

3 % ; 3 5~ 3 9岁的 占0
.

6%
, 4 0岁以上的没

有
。

浙江的贫困山区文成县 1 9 8 8年底调查了全部 3 3 5 4名外来女性
,

其中 21 ~ 30 岁的 1 16 2人
,

占3 4
.

6% ; 3 0~ 4 0岁的 1 7 6 5人
,

占5 2
.

7% ; 4 0岁以上的 4 4人
,

占1 2
.

3%
。

( 四 ) 嫁入女性文化程度在总体上略高于一般农民水平

更深一层看
,

一方面是农村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农村青年女性的文化水平
,

另一方面
,

文

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女性更渴望改变 自己的人生道路
,

更能够通过流动实现自己的人生 目的
。

因而
,

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较之文化水平较低的女性更可能投入到人口流动之中—
流入地

的外来女性人 口的文化程度在总体上就高子农村人 口一般的水平
:
杭州大学人 口研究中心等

抽样调查的外来女性中平均受教育年份为 6
.

3年
,

而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1 9 88 ) 》
,

全国农村

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的年份为 6
.

1年
。

当然
,

就总体而言
,

较富裕地区外来联姻女性的文化水平

一般都较高
,

而在较贫困地区
,

外来联姻女性的文化水平显然就较低了
。

如在浙江属贫困县

的文成县
, 3 3 5 4名外来女性中文盲半文盲占2 6

.

7了%
,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52
.

6 2%
,

初中文化

程度的占 1 9
.

11 %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1
.

49 %
。

但其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者仍大大超过了全国

同一项的平均值
,

总体上与其配偶的文化水平也是不相上下
,

而且不低于当地的一般水平
。

如果再考虑到全国农村劳动者文化程度的百分比是一个不分性别的比例
,

而实际上农村

女性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男性
,

乃至农村文盲中的 70 %以上是女性
。

那么
,

我们就更可以说

农村异地联姻女性的文化水平是较高的了
。

(五 ) 联姻途径的多样化和规模的扩大化

在 1 9 4 9年 以前
,

农村异地联姻的两条主要途径是职业性媒人介绍和人贩子的拐卖女性人

口
。

1 9 4 9年以后
,

拐卖人 口的行为遭到严厉打击
,

职业媒人也急剧减少
。

因此
,

在前 30 年中
,

异地联姻主要依靠亲友
、

同乡
、

同学等介绍
。

而在近 10 年中
,

通过乡镇企业招 工
、

女 性 自

荐
、

男性外出做工带回
、

征婚等途径联姻大大增加了
,

当然在极少数地区的个别人群中也 出

现了人贩子死灰复燃的现象
。

如据浙江省萧山市 1 9 8 8年 10 月的统计
,

全市农村 2 51 0名嫁入女

性中
,

经人介绍的 2 3 9 8 人
,

占95
.

54 % , 自己看到征婚广告联系
,

乃至 自己挨村寻问有无未

婚男青年而 自荐的 72 人
,

占2
.

87 % ; 由男青年外出做工
、

做生意
、

退伍从外地带回或直接外出

带回联姻的 4人
,

占0
.

16 % ; 被拐卖而来的 36 人
,

占1
.

43 %
,

再据浙江省绍兴县农村 1 9 9 0 年

抽样调查
, 1 6 9 1名外来联姻女性中经人介绍的 1 5 3 0人

,

占9 0
.

4 8% , 自荐的 76 人
,

占4
.

49 % ,

经乡镇企业招工后与当地人联姻的 12 人
,

占0
.

71 % ; 由男青年带回的 63 人
,

占 3
.

73 % , 被拐

卖来的 1 0人
,

占0
.

5 9%
。

作为联姻主要途径的亲友
、

同乡
、

同学介绍的规模和跨度也大大 扩 大 了
:

联 姻 已 不



再限于邻近的省份
,

许多联姻女性以一带十
、

以十带百地将原籍亲朋好友同乡同学大规模地

引进—
一位外来女性回乡探亲后带来三

、

四十位联姻者的事例 已不胜枚举
,

民 间 称之 为
“
滚雪球联姻

”

— 更直接形成了一种区域性的迁移流现象
。

如浙江省桐乡县 68 % 的外来联

姻女性来 自四川和云南 , 嘉兴市农村 42
.

2%的外来联姻女性来自四川 ; 湖州市农村 4 2
.

5%的

外来联姻女性来自贵州
。

再如
,

在萧山市农村
,

河庄乡的外来联姻女性以湖南麻阳的居多 ;

长沙乡的 以贵州盘县的居多 , 所前镇农村的以广西宾 阳的居多
。

这一迁移流甚至已使浙江农

村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
外籍文化群

”
现象

。

(六 ) 异地联姻女性与配偶间
“
男高女低

”
条件的变化

长期以来
,

需以异地联姻解决婚姻间题的男性大多是当地的
“
婚姻困难者

” ,

在当地娶妻

难或难娶妻使他们不得不降低择偶条件与外地女子婚配
。

但中国传统婚姻讲究的是
“
男高女低

, 、 “

女攀高门
” ,

即丈夫的经济条件
、

社会地位
、

文

化程度及身体状况等均应强于妻子
。

1 9 4 9年以后的前 30 年中
,

农村婚姻大体仍以此为规范
。

即

使是在异地联姻者中
,

一般也仍是
“
男高女低

” ,

如夫妻年龄差与当地就差不多
。

近 1。年来
,

琴到外地择偶的男性绝大多数仍是当地的
“
婚姻困难者

” ,

从外地嫁入的妻子

绝大多数仍来自较贫困的地区
,

但其夫妻间文化程度的对比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年龄差一

般也超过了当地的平均值
。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等的抽样调查表明
, 7 80 份样本中

,

与外来女性结婚的本地男性的

文化程度分别为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

.

2%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 9
.

2%
,

小学文化程度 的 占

56
.

8%
,

文盲半文盲的占1 0
.

3%
,

与外来女性文化程度相比
,

配偶间的文化程度大致相同
。

而在萧山
、

绍兴农村
,

绝大多数外来女性的文化程度较之配偶高 出一个档次
,

即丈夫是小学

文化程度
,

妻子是初中文化程度多 丈夫是初中文化程度
,

妻子是高中文化程 度
。

如 绍 兴 县

1 9 9 0年抽样调查的 1 6 9 1对异地联姻夫妻
:
妻子文盲半文盲的占 6

.

33 %
,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46
.

01 %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4 3
.

5 8%
,

高中文化程度的 占 4
.

08 %
。

丈夫文 盲 半 文盲 的 占

4
。

36 %
,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66
.

79 %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6
.

94 %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
.

91 %
。

两者相比
,

妻子的平均文化水平显然大大高于丈夫
。

再看夫妻年龄差
。

绍兴县同项调查表明
,

丈夫比妻子大 1一 5岁的占40
.

56 %
,

大 6 ~ 10 岁

的 占3 7
.

9 3%
,

大 n 一 15 岁的占11
.

83 %
,

大 15 岁以上的占1
.

3%
。

而另据其它调查
,

全省农村

外来女性与其配偶的平均年龄差为 10 岁
,

与全省农村当地夫妻平均年龄差为 3 ~ 4 岁相 比
,

其中的差异是较悬殊的
。

近 10 年来异地联姻者之所以会出现文化程度上的相近乃至男低女高和年龄差 扩 大 的 现

象
,

直接原因有二
。

一是这些异地联姻者中的男性当年绝大多数是 由于贫困或貌丑而难以娶

妻
。

1 9 7 8年以后
,

当他们逐渐富裕起来时
,

当地能与之婚配的年龄相近的女性已极少
,

而被

富裕吸引来的外地女性大多又是较年轻者
,

于是
,

异地联姻夫妻间的年龄差便自然扩大
。

二是作为年龄较大者的男性
,

少年或青年前期正值文化大革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

段时期
,

社会的动乱和各类教育的不正常
,

使其难免缺少正规的系统教育
。

而那些年龄较轻

的女性
,

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安定
,

教育正常的受益者
。

尤其是 80 年代开始的对农村

教育的强化
,

更使她们获益非浅
。

在这一背景下的男女联姻
,

文化程度之比便必然相近乃至
“
女高男低

”
了

。



( 七 )异地联姻女性婚后地位较高

近 0 1年来
,

除了自身条件与丈夫相近
,

不少外来女性还白有一套从娘家带来 的 种 植
、

养殖
、

编织及其它制作等技术
,

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依靠者
。

加上
“

外籍文化群
” 的形成

,

传

统观念的变化
,

大多数异地联姻女性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地敢且能与丈夫抗衡了
。

尤其是近

三
、

四年来
,

由于当地政府对异地联姻女性管理和关心的加强
,

对发挥异地联姻女性作用的

重视
,

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
。

过去那种由于是外来女性
,

远离娘家而

倍受压迫与歧视的现象已不多见 了
。

再者
,

近 10 年来
,

异地联姻者中无论是何种结识途径
,

绝大多数都是经双方自己见面
、

同意后才成婚的
。

尤其是外出做工
、

做生意的男性带回的外地女性
,

往往双方有一定感情基

础
。

而在经人介绍的联姻者中
,

不少人也是在见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或实地考察
,

建立了感情才成婚的
,

加上随着女性地位作用的提高
,

一些男性也开始注意到婚后夫妻关系

的调适
,

从而保证了夫妻间爱情的不断发展—
正是这开始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婚姻中的爱情

基础
,

决定了近 10 年来异地联姻者的夫妻关系大多是和睦或较和睦的
。

杭州大学人 口研究中心等的抽样调查表明
:

认为夫妻关系很好的占 5 0
.

5%
,

较 好 的 占

3 2
.

7%
,

还可以的占15
.

3%
,

不好的 占1
.

4%
,

即使在较贫困的文成县
, 3 3 5 4名异地联姻女性

中认为夫妻关系很好和较好的占72
.

5%
,

还可以的占25
。

73 %
,

不好的 占1
.

7%
。

另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 9 8 6年对浙江省农村的调查
, 3 71 名已婚女性中认为夫妻关系很好的占

3 7%
,

比较好的占29 %
,

一般的占31 %
,

不好的仅占0
.

4%
。

除了夫妻关系较好外
,

随着家庭中老人态度的转变
,

异地联姻女性的家庭待遇也得到了

较大的改善
。

不少公婆对年龄较轻
、

文化程度较高
,

又有一定特长的儿媳还实行了
“
保护政

策
” ,

在儿子与媳妇的抗衡中往往站在媳妇一边
。

这样
,

绝大多数异地联姻女性与老人关系

也是较和睦的
。

如
,

浙江省海宁市 1 9 9 0年调查了69 3名异地联姻女性
,

其中 家 庭 和 睦 的 占

9 6
.

3 3%
,

有纠纷的占1
.

88 %
,

被遣送回家或逃离的占 1
.

3%
,

对比前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的调查
:

家庭和睦的 占93 %
,

不和睦的占 7 %
,

可以说
,

异地联姻者家庭关系的和睦度在总

体上也不低于一般的农民家庭
。

纵观解放以来的历史
,

曾在
“ 全民大办工业

” 的 1 9 5 8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大批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期间出现过两次省市间的异地通婚热
,

而近 10 年来出现的异地通婚热则更多地是在

农村与农村间进行
,

即更多地是一种农民与农民的跨省市通婚
。

由于浙江农村的经济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继续保持优势
,

由于浙江本地农村的末

婚女子仍会因文化层次较高
、

个人收入较多
、

心灵手巧貌美等原因及交通便利的条件
,

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会更顺利实现婚姻的区域性梯度流动
,

至使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
, “
远娶

”

仍

将是浙江农村男性成婚的一种重要途径— 浙江农村的异地联姻将保持一定势头
。

而这又将

导致浙江农村及与浙江农村联姻地区的农村的社会结构
、

人口结构
、

文化结构及其人 口的心

理结构的深刻变化
,

乃至有可能带米反映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某些新特质米
。

.

犷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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