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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婚姻公示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忽视公示属性 ,缺失“事

实婚 ”的国家记载。结合传统与现实 ,完善婚姻登记制度 ,组建结婚过程的婚姻公示制度体

系 :结婚申请、缔结婚姻意思表达、婚姻公告、婚姻登记、事实婚的户籍身份登记、统一婚姻信息

备案、婚姻仪式及婚姻见证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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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婚姻公示的概念和意义
(一 )婚姻公示的概念
婚姻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缔结的 ,

具有公示的夫妻身份的两性结合。婚姻具公示性。
“公示性 ”,是指男女两性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为
周围的群众所知晓 ,当事人要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
生活 ,如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 ,公开举行结
婚仪式 ,以夫妻名义探亲访友 ,以夫妻名义外出旅
行 ,以夫妻名义登记户口簿 ,这种公开的行为 ,使得
双方的亲友和周围的群众认为他们是夫妻 ,得到公
众的认可。[ 1 ]婚姻公示是指婚姻的成立应当具备
社会认可的方式 ,以表现为男女必须以夫妻名义共
同生活 ,为亲属、朋友以及其他社会公众所认为 ,将
其内在的夫妻生活内容和外在的夫妻生活形式公
诸于世 ,为公众所知。[ 2 ]

笔者认为 :公示 ,是使某种事实让第三人知晓。
婚姻公示是向公众表示婚姻结合、夫妻身份关系 ,让
第三人知晓、认为。婚姻公示的功效是确定婚姻关
系 ;让社会公众认可婚姻 ;让第三人知晓夫妻身份 ,
区别于同居及非法两性结合等 ;第三人跟夫妻交往
等。婚姻公示的形式受法律的规定、社会公众的认
同价值、个人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婚姻公示的
主要载体是表现婚姻关系的被法律和社会公众都认
可的行为。结婚过程的婚姻公示具有法定性 ,如男
女的结婚申请、婚姻登记等依法律规定形式进行。
已婚配偶的身份公示具有生活性 ,如已婚配偶的夫
妻关系的日常生活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等。

(二 )婚姻公示的意义

1. 婚姻公示的社会意义
威廉 ·丁 ·欧德纳提出 :现行婚姻模式为双方

契约 ,即当事人双方互负一定义务的契约。1888
年美国最高法院指出 :婚姻契约不同于其他契约 ,
法律规定其权利义务 ,当事人不得自行制定、修改、
禁止免除义务 ,以保护被抚养人及其他第三人对婚
姻主体的附随利益。男女间是婚姻还是非婚 ? 当
事人是否达成婚姻契约 ? 谁是权利主体 ? 谁是义
务主体 ? 婚姻通过公示 ,判断婚姻契约的成立 ,明
确契约主体 ,履行婚姻义务当事人。

婚姻法律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关系。[ 3 ]

婚姻确定当事人的社会和法律地位。配偶享有法
律规定的权利、义务 ,对外一方可通常代表另一方
或婚姻共同体。“身份 ”是人基于先天的血缘和后
天的社会活动 ,在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体系中所处
的地位。[ 4 ]身份权中的内部双方之间的相对权离
不开绝对权而独立存在。[ 5 ]夫妻身份需要在社会
中确立 ,参照第三人相比较而界定。婚姻通过公
示 ,专属的配偶身份被社会公众认可。

伦理关系是婚姻家庭的普通形式。婚姻法律
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婚姻要求两性结合有相应
的秩序 ,排斥第三人的介入 ,避免婚姻关系变异、变
质。两性关系实现程序化、规范化 ,形成社会认可
的婚姻伦理关系。社会关系是许多人合作形成的。
婚姻通过公示 ,树立禁限标准。第三人认可特定的
两性关系、进而合作 ,形成规范的伦理关系。

2. 婚姻公示的法律实践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 ,单位福利消退 ,许多人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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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体制中脱离成为自由职业。人的文化价值、精神
观念呈现异质、复杂化。传统婚姻受到冲击 ,试婚、
同居、非法结合等与之并存。

工业化加快、人口流动频繁。社会从熟人变成
陌生人、血缘和地缘关系向非血缘和非地缘关系转
变。人们生活小心翼翼 ,避免侵犯他人隐私。区别
婚姻与非婚和获取证据存有难度。婚姻通过公示 ,
识别婚姻的配偶、区别非婚。

二、中国古、近代的婚姻公示制度
(一 )古代婚姻公示制度
1. 婚礼仪式是具有强制性的公示形式。《汉

书、礼乐志 》:“婚姻之礼废 ,则夫妇之道苦 ,而淫辟
之罪多 ”。不论贫寒百姓 ,达官贵人 ,不可缺少一
定的仪式 ,只有娶妾无仪式要求。“六礼备 ,谓之
聘 ,六礼不备 ,谓之奔 ”。由于具备定婚与成婚礼
而被娶 ,妻之名分确定并完成。

2. 婚礼仪式的公示形式具有程序性、仪式性。
婚礼以“六礼 ”为基本程序。不同时期 ,有变化 ,发
展。西周 ,《礼记 》《仪礼 》,“六礼 ”为 :纳采、问名、
结吉、纳征、请期、亲迎。宋 ,朱熹省并“六礼 ”为 ,

纳彩、纳币、亲迎。清 ,婚礼为新迎、合卺 ,庙见、觐
见等 ,各循其礼。

3. 第三人见证婚姻。《待经. 南山 》:“娶妻如
之何 ,匪媒不得。”《礼记、坊记 》:“男女无媒不
交 ”。“在整个嫁娶过程中 ,始终有媒妁的奔走其
间 ,媒妁一方面起沟通、调和 ,化解难题的作用。另
一方面 ,一方不好提及的条件话题由媒妁传达更为
方便 ,可免去双方家族的尴尬。同时也起到证明人
的作用。”[ 6 ]

4. 在婚姻公示中 ,由父母主导 ,家族参与 ,男
女本人由不具主导地位。结婚不是件私事。[ 7 ]婚
姻被认为“上以事宗庙 ,下以继后世 ”。《白虎通疏
证 》:“男不自专娶 ,女不自专嫁 ,必由父母。”亲属
从婚约到成婚 ,婚后生活始终参与。婚姻关系由个
人感情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婚姻对
象的选择非但受社会的干涉 ,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
直到夫妇关系的维持 ,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 ,总
有别人来干预。[ 8 ]

5. 婚书是婚姻关系缔结的证据。书立婚书的
男女双方对婚约不得反悔。《唐律疏议 》《户婚 》
“许嫁女辄悔 ”:“晋许嫁女 ,已报婚书及有私约
⋯⋯而辄悔者 ,杖六十 ”。《大明律 》《户律 》“婚姻
⋯⋯写立婚书 ,依礼聘嫁 ,若许嫁女 ,已报婚书及有
私约 ,而辄悔者 ,笞五十 ⋯⋯”。《大清律例 》《户
律 》《婚姻 ,男女婚姻 》:“写立婚书 ,依礼聘嫁 ,若许
嫁女已报婚书 , 及有私约而辄悔者 , 笞五十
⋯⋯”。[ 9 ]

根据“六礼 ”程序 ,婚书主要为“三书 ”:聘书、
礼书、迎书。聘书 ,纳采提亲时 ,互相交换的文书。

礼书 ,纳征送聘礼时 ,互相交换的文书。迎书 ,亲迎
新娘时送给女家的文书。各时期婚书形式有不同。
唐代 ,男方写通婚书 ,女方写签婚书。元、明、清 ,男
女双方共书 ,主婚人、媒人画押 ,并各执一份。

6. 官府对“婚书 ”登记。西周 ,婚姻成立时 ,双
方书写婚约 ,媒氏将婚书登记在官府。《周礼、地
官、媒氏 》:“媒氏掌万民之判合。”但 ,结婚 ,不以
婚书登记为要件。秦汉 ,婚书要经官府登记、许可。
秦简《法律答问 》:“有女子甲为人妻 ,去亡 ,得及自
出 ,小未盈六尺 ,当论不当 ? 已官 ,当论 ,未官 ,不当
论。”汉代 ,婚姻的成立 ,还应官府的许可。[ 10 ]汉后 ,
婚书无须官府登记。

(二 )近代婚姻公示制度
1. 太平天国 　废除旧式结婚仪式 ,实行宗教

仪式。婚姻为登记婚姻。民间婚事由两司马主办。
政府发给结婚男女“龙凤合挥 ”。

2. 南京国民政府 　《民法典 》对传统的婚礼等
予以保留。司法院对 “重婚罪 ”的解释 :“重婚罪
之成立 ,必须举行相当婚娶礼式为要件 ,以正式婚
姻之成立为前提 ,娶妾并非婚姻 ”。1930年《民法 》
《亲属法 》:结婚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见证人。
台湾地区仍实行公开的结婚仪式。

3. 革命根据地 　结婚应登记。《闽西婚姻法 》
《鄂豫皖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婚姻问题决议案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婚姻法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都规定 ,男女结
婚须向政府登记。结婚以登记为公示形式。

同时承认传统礼仪婚。1943年 1月《晋察冀
边区婚姻条例 》规定 :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二人以
上证人。登记和婚礼仪式并存为婚姻公示形式。

三、我国现行婚姻公示制度现状与不足
(一 )现行婚姻公示制度
1. 法律婚的公示
2001年《婚姻法 》第八条规定 ,要求结婚的男

女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
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 ,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
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应当补办
登记。

缔结婚姻的意思须向国家表示。当事人必须
主动向国家公示婚姻。男女同居 ,不向国家公示 ,

未经登记不生法律婚姻效力。男女缔结婚姻的意
思表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 ”、“登记 ”程序。

婚姻登记具有对世效力。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是一种对世效力。婚姻登记的行政确认行为 ,被推
定有效。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信赖它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
问题的解释 (一 )的司法解释 ,“自始无效是指无效
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 ,才
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可推知 :婚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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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民法院没有确定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前 ,婚姻仍
具有法律效力。

婚姻登记薄、结婚证、夫妻关系证明书等为男
女缔结婚姻的证据。男女出示结婚证、夫妻关系证
明书等 ,男女婚姻即可证明。第三人凭当事人出示
或查阅婚姻登记簿便可知晓。

2. “司法解释的事实婚 ”的公示
2001年 12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
(1) 1994年 2月 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
公布实施以前 ,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
的 ,按事实婚姻处理。 (2) 1994年 2月 1日民政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公布实施以后 ,男女双方符
合结婚实质要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
理前补办结婚登记 ,补办结婚登记的 ,效力从双方
均符合《婚姻法 》的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
起算。

“司法解释的事实婚 ”的当事人向社会公示婚
姻。事实婚的公示形式主要是夫妻名义生活的夫
妻身份行为 ,具有生活性、多样性。

事实婚的公示效果具有公众判定性。在司法
实践中 ,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群众也认为是夫
妻关系的 ”,认定男女婚姻。事实婚必须符合社会
公众认可 ,“认为是夫妻关系 ”。婚姻见证人具主
观性 ,事实婚的公示效果受主观价值等因素影响 ,
不利于判断。

社会公众是男女缔结婚姻的证人证据。婚姻
见证人具有流动性。事实婚的公示效果 ,第三人不
容易获取证据。

(二 )现行婚姻公示制度的缺失
1. 现行婚姻登记过程 ,缺失向社会公众公示

婚姻的职能。
婚姻登记实行当场登记。《婚姻法 》第八条 ,

要求结婚的男女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
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 ,发给结婚证。
《婚姻登记条例 》第七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
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
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 ,应当当场
予以登记 ,发给结婚证。

生活中 ,有的人隐瞒结婚事实。婚姻登记档案
簿 ,第三人不便查阅。哪些人已经办理结婚登记 ,
第三人不知晓。婚姻不仅关系结婚当事人 ,同时也
关系第三人。重婚、无效婚 ,对第三人利益有重大
影响。“登记分为申请、审查、登记三个环节。审
查为结婚登记程序的中心环节 ”。[ 11 ]登记的重要职
责 ,保证婚姻符合结婚条件 ,保障婚姻的效力。婚
姻登记过程中 ,应给相关人异议的机会。

笔者认为 ,婚姻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对男女公
开表示缔结婚姻的法律事实予以公开确认的行为。
结婚当事人、婚姻登记机关应通过一定形式公示婚

姻。让第三人知晓。结婚当事人表示结婚意愿的
申请行为应公开。婚姻登记机关公告拟缔结的
婚姻。

2. 现行婚姻制度缺失“事实婚 ”的国家记载
公示。

产生国家以来 ,非规范化的事实婚、同居等两
性关系与法律婚姻相伴而存在。现实 ,我国的事实
婚和非婚同居这种社会现象仍存在 ,而且还呈现增
多 ,

[ 12 ]个别地区达到结婚人数的 70%左右。[ 13 ]然
而 ,我国现行婚姻制度缺失事实婚的国家机关记载
公示制度、补办结婚登记的追溯时间的确认公示制
度等。事实婚缺失国家机关记载 ,不利于婚姻的稳
定、第三人的交往。第三人不便查知婚姻和婚姻成
立时间。

“令顺民心 ”。不能漠视“事实婚 ”的婚姻利
益 ,应保护事实婚的当事人权利 ,稳定婚姻社会秩
序。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对“事实婚 ”、“内
缘婚 ”、“普通法婚姻 ”都有规范。婚姻身份的登记
不仅维护公共利益、社会利益 ,维持婚姻制度 ,还应
是对个人利益的维护。“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
利益是一致的 ,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相互转
化 ”,“服务第一 ,合作第二 ,也正是我们强调公共
利益的逻辑归宿 ”。[ 14 ]我国户籍身份登记机关应该
服务“事实婚 ”,对“事实婚 ”的夫妻身份予以登记 ,

弥补“事实婚 ”缺失的国家记载 ,通过国家机关的
记载对婚姻予以公示。

四、美国等国家的婚姻公示的主要制度
1. 缔结婚姻意思的公开表达制度。《德国民

法典 》1310条 : 1、只有通过结婚当事人双方在民事
身份官员面前表示愿意相互缔结婚姻 ,始为缔结婚
姻。1312条 :民事官员个别询问是否愿缔结婚姻 ,
肯定回答后 ,宣告结合夫妻。但结婚未登记不影响
婚姻的效力 ,结婚经户籍官宣告 ,婚姻生效。《意
大利民法典 》107条 :户籍官在新婚夫妇亲属的 2

名证人在场的情况下 ,向新婚夫妇宣读本法 143、
144、147条规定 ,亲自分别接待新婚夫妇 ,听取他
们愿意互为夫妻的声明 ,然后宣布他们的婚姻形式
结合为夫妻。《拿破仑法典 》第 175条 :结婚日 ,身
份吏在区、乡政府向结婚人朗读文件 (身份、仪式、
权利义务 ) ,逐一听取结婚人双方表示愿为对方夫
或妻的陈述后 ,宣布婚姻已经成立 ,并当场制作婚
姻证书。美国 ,结婚当事人在婚礼时宣誓他们不存
在任何法律障碍 ,承认互为夫妻。

2. 结婚公告制度。政府将当事人缔结的婚姻
公布于众 ,让第三人知晓。《拿破仑法典 》第 63
条 :婚姻仪式举行前 ,身份吏应于区、乡政府的门
前 ,提示两次公告 ,前后两次公告须隔八日包括一
个星期日在内。公告证书 :未婚夫妻姓名、职业、住
所、成年或未成年、父母姓名、职业、住所。证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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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于记载簿 ,年终送法院书记课。第 64条 :公告
证书的正本 ,应提示于区、乡政府的门前 ,第一、二
两次公告相隔八日。婚姻仪式自第二次公告的后
一日起 ,至少须经过二日方得举行。

《意大利民法典 》93条 :在举行婚礼以前 ,先由
户籍官员负责进行结婚预告。双方居住地市政厅
门口张贴 ,至少 8天。内容包括 ,双方的姓名、职
业、出生地、居住地、是否成年、婚礼举行地等。

美国婚姻登记公告 , ( 1 )英国教会婚姻形式 ,
需登记于政府的登记簿中 ,将结婚通知连续公示三
个星期日。 (2)民事婚姻 ,警署将结婚登记入结婚
登记簿 ,并连续公示 21天 ,其他宗教婚与此相同。

3. 事实婚的登记推定制度。事实婚以记载登
记 ,推定成立。《拿破仑法典 》197条 :双方公开地
共度夫妻生活 ,遗有子女 ,得以表现的夫妻身份的
具有及出生证书无反对的记载证明之。

《德国民法典 》1310条 配偶双方已表示愿意
相互缔结婚姻且配偶双方自那时起已作为夫妻共
同生活 10年 ,或配偶一方死亡时为止至少作为夫
妻共同生活 5年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 ,婚姻也视为
缔结。 (1)民事身份官员已将婚姻登记于婚姻登
记簿或家庭登记簿的。 ( 2)与做成配偶双方的共
同子女的出生证书相关联 ,民事身份官员将结婚的
提示登记于出生登记簿的。 ( 3)民事身份官员已
受领配偶双方做出的 ,就其有效性而言 ,以现有婚
姻为前提的亲属法上的意思表示 ,且配偶双方已就
此被发给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证件。

4. 婚礼制度。缔结婚姻须公开仪式 ,让第三
人知晓。婚姻仪式有法律仪式、宗教仪式、世俗仪
式等。 (1)法律仪式。《拿破仑法典 》第 165条 :婚
姻仪式 ,于当事人一方的住所 ,在身份吏前公开举
行。《德国民法典 》1310条 : 1、只有通过结婚当事
人双方在民事身份官员面前表示愿意相互缔结婚
姻 ,始为缔结婚姻。

(2)世俗仪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亲属
法 》:结婚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见证人。

(3)法律或世俗仪式。《意大利民法典 》106
条 :婚礼应当在市政厅受理结婚预告申请的户籍官
面前公开举行。《意大利民法典 》112条 :当事人可
选择宗教仪式。

(4)法律或宗教或世俗仪式。美国的民事婚
姻的婚礼 ,在批准的地点、场所公开举行。婚礼有
警署登记官和一名婚姻注册官参与。英国教会婚
姻的婚礼 ,在发出公告的教堂 ,依教义、由神教主
持。其他宗教婚的婚礼由一名登记官或一名专业
人士主持公开举行。世俗婚礼 ,在亲友面前举行 ,
地方官员或注册官主持。

5. 婚姻见证人制度。缔结婚姻意思表示行为
由第三人予以见证。《日本民法典 》第七百三十九
条 : (2)前项登记 ,须由当事人双方及二人以上成

年证人署名的书面或口头申请。《德国民法典 》
1312条 :民事官员个别询问是否愿缔结婚姻 ,肯定
回答后 ,宣告结合夫妻 ,可以一个或两个证人在场
的情况下举行 ,以双方有此愿意为限 ,将结婚登记
于婚姻登记簿。《意大利民法典 》107条 :户籍官在
新婚夫妇亲属的 2名证人在场的情况下 ,向新婚夫
妇宣读本法 143、144、147条规定 ,亲自分别接待新
婚夫妇 ,听取他们互为夫妻的声明 ,然后宣布他们
的婚姻形式 ,结合夫妇。美国 ,民事婚姻的婚礼有
至少两名见证人 ;英国教会婚姻的婚礼有至少两名
见证人在场参加 ;其他宗教婚的婚礼有至少两名见
证人在场参加公开举行。

五、我国婚姻公示制度的完善
(一 )建立统一婚姻信息备案制度
婚姻登记机关、人民法院无相互送达信息的职

责 ,信息缺乏共享。婚姻登记机关对婚姻的确立、
解除予以记载。人民法院对登记婚和事实婚予以
裁判。被人民法院解除的登记婚姻、认定或解除的
事实婚 ,婚姻登记机关无法记载登记。

婚姻信息纳入身份记载 ,便于配偶的婚姻公
示。配偶身份 ,通过结婚证和户籍身份记载予以说
明 ,婚姻信息便于传输。对此 ,婚姻登记机关、人民
法院在年终以电子文本形式将婚姻登记文件或司
法裁判文书送达户籍身份登记机关备案。

(二 )事实婚的户籍身份登记制度
法国、德国等实行事实婚以登记 ,推定成立。

“法不外乎人情 ”。“事实婚 ”实行户籍身份登记 ,
稳定社会秩序。户籍身份登记机关在户籍登记过
程中 ,可以确认符合事实婚的男女婚姻的身份 ,登
记到户籍簿。户籍身份登记具有公示法律效力。

(三 )缔结婚姻意思公开表达制度
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家《民法典 》规

定有缔结婚姻意思的公开表达制度。我国传统婚
礼中 ,存有类似婚姻意思公开表达的程序 ,如 :“纳
采 ”“议婚 ”,虽然不是本人 ,但仍需家长同意 ,不得
强迫另一家 ;“亲迎 ”仪式中的“夫妻对拜 ”,男女
双方鞠躬、互认。现代社会 ,结婚是男女对夫妻身
份的合意民事法律行为。[ 15 ]民事法律行为内容构
成由意思和意思表示组成。缔结婚姻的男女应互
相表示缔结婚姻的意思 ,宣誓结为夫妻 ,承诺受
《婚姻法 》约束、履行夫妻权利、义务。登记官员个
别询问结婚男女是否愿意互为夫或妻、履行夫妻权
利义务 ,双方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 ,宣布他们
结合为夫妻 ,制作结婚证。缔结婚姻意思公开表达
制度利于婚姻法学习 ,树立法律意识 ,维护合法权
利 ,排除婚姻障碍。

(四 )婚姻公告制度
婚姻公告 ,有利于保障婚姻效力 ,形成合法婚

姻秩序。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民法典 》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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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公告制度 ,英国、美国等在普通法等规范中规
定有结婚公告制度。我国传统婚礼中“请期 ”,通
过确定举行“亲迎 ”仪式的时间 ,让双方亲属知道
婚姻和有时间准备。婚姻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
通过公告婚姻 ,让第三人知晓婚姻 ,提出异议 ,排除
婚姻瑕疵。

我国婚姻登记机关在婚姻登记过程中 ,应在婚
姻登记机关的公示栏中将拟缔结的婚姻公布于众 ,
同时给当事人公示材料 ,在居住地公示栏张贴。公
告时间不少于两个星期。公示内容 :结婚男女出生
年月、民族、居住 (暂住 )、职业 (工作地 )、婚姻状况
(未婚、离婚、无事实婚 )、健康状况 (是否患有婚姻
法禁止结婚的疾病 )等个人信息和父母姓名、住址。

(五 )婚姻仪式及婚姻见证制度
婚姻仪式及婚姻见证人是婚姻 (特别对事实

婚姻 )的重要公示载体形式。传统婚礼中“亲迎 ”
是重要的婚姻公示形式。“婚礼为夫妻身份公示
的重要形 ,最重要的是列队迎来新娘 ,此时新娘的
交通工具一定是传统的花轿 ,众人一看就知 ,新娘
被用花轿接来 ,并进入夫家之门 ,这就成为已取得
合法的妻子身份的最好的公证手段。”[ 16 ]众人一
看就知婚姻当事人是谁。知道的人也多。

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沿袭。人们在生活中亲眼
目睹婚礼 ,养成一种对婚礼为结婚的认同。广大农
村 ,甚至大部分城市对礼仪婚的认同程度非常高 ,
即使已登记了 ,也免不了要办理婚礼。一些人仍认
为 ,没有举办婚礼 ,还不算结婚 ,不能一起共同
生活。[ 17 ]

法律传统内部蕴藏着丰富经验材料以及规则 ,
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
定了法律发展过程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18 ]意大利、
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对宗教仪式等传统结婚仪
式和见证人予以规定。我们对传统习俗的“婚姻
礼仪 ”、“媒妁 ”、“伴婚人 ”“主婚人 ”等 ,应合理的
扬弃 ,发挥其积极功能。正如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
《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 》:“我们反对旧式婚姻的铺
张、浪费与封建迷信的所谓“礼节 ”,但也并不主张
取消婚姻仪式。我们提倡简单朴素而又严肃的特
别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仪式 ,这不仅为了使当事人婚
姻大事的更加郑重而且使其在社会上、法律上取得

一层保障 ”。[ 19 ]

婚姻法应对婚姻仪式的公示功效予以肯定 ,予
以规范。婚姻仪式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世俗仪式、宗
教仪式等婚姻仪式。婚姻见证人的陈述备案在婚
姻登记档案簿。

[参考文献 ]
[ 1 ] 陈苇.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 [M ]. 群众出版社 , 2005.

2, 3.
[ 2 ] [ 3 ]杨大文. 亲属法 [M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2003.

64. 68.
[ 4 ] 江平主编. 民法学 [M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0. 38.
[ 5 ] 杨遂全主编. 亲属继承法 [M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

社 , 2005. 16, 18.
[ 6 ] 张晋藩. 中国民法通 [M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3. 373.
[ 7 ] [ 8 ]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1998. 129. 131.
[ 9 ] 刘俊文. 唐律疏议 [M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1999. 376.

怀效锋. 大明律 [M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1998. 39.
田涛 , 郑秦 , 大清律例 [M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
1998. 203.

[ 10 ] 张晋藩. 中国民法通 [M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3. 211.

[ 11 ] 杨大文. 婚姻家庭法学 [M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2. 139.

[ 12 ] 转引 蒋婉清 , 田岚. 北京市事实婚姻与同居关系的
调查分析 [ A ]. 巫昌祯主编. 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
[ C ]. 北京 :中国文献出版社 , 2004. 24.

[ 13 ] 转引刘伯红. 女性权利 ———聚焦婚姻法 [M ]. 北京 :当
代中国出版社 , 2002. 141.

[ 14 ] 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2005. 98.

[ 15 ] 杨立新. 亲属法专论 [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5, 52.

[ 16 ] 滋贺秀三. 中国家族法原理 张建国 李力译 [M ]. 北
京 :法律出版社 , 2003. 383.

[ 17 ] 转引刘伯红. 女性权利 —聚焦婚姻法 [M ]. ,北京 : 当
代中国出版社 , 2002. 141.

[ 18 ] 张文显. 法理学 [M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3.
194, 458.

[ 19 ] 张希波. 中国法制通史 (第十卷 ) [M ]. 北京 : 法律出
版社 , 251.

(责任编辑 :杨 　睿 )

On public summ on of the marr iage
X IANG Hong - quan

1
, GAO Chong - hui

2

(1. School of Law, Yunnan U niversity of F inance and Econom ics, Yunnan Kunm ing 650211;

2. Schoo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Yunnan U niversity of F inance and Econom ics, Yunnan Kunm 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 summon of marriage has both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p ractical meaning. Current marriage registration
system neglects the public summon and is short of national record of real marriage. China should combine tradition with reality,
perfect marriage registration system, set up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of marriage ritual and marriage witness such as marriage app li2
cation, marriage p rocess, public summon of marriage, marriage registration, household register of marriage, unity of marriage in2
formation record for reference, marriage ritual and marriage witnes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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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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