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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清代婚姻诉讼中的性别考虑为研究内容，着重从案件审判者、当事人两个

角度分别探讨他们在诉讼和判断过程中的性别意识。对案件审判者而言，男女性别之差，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判断时的情感和结果，而这些来自于他们对于法律、社会习俗的理解

以及个人的价值观念；对诉讼者来说，谁参与诉讼，如何进行诉讼，是他们的诉讼技巧，这

些技巧的获得，得益于他们对宗族、亲情、血缘的基本认同以及对讼师和士绅的依赖。从官

与民两个角度的考虑，实际又可整合出研究者的两种问题意识，一是男女生理性别差异，如

何形成他们在法律秩序中的不同；二是因生理性别而延伸出的社会性别，又如何反映着人们

的生活观念和现实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我们试图从法律和社会两个角度，通过婚姻诉讼这些案例，来观察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交叉

交融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的影响并不只是局限于审判本身的结果，地方民众也

往往借助这些判断靠近正统，使国家法律重叠在地方习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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