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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进入封建社会开始，继承权便载入各朝各代的律法，成为一项基本权利。然而女性继承权直至唐代才

正式被法律承认，历经元明清的发展，逐渐成熟定型。由于礼法传统、封建世俗的局限性，古代女性继

承权受到诸多束缚。本文从女性继承权的演变、概况以及古今对比进行思考，正确认识女性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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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ntering feudal society, the right to inheritance has been enshrined in the laws of various 
dynasties and generations, becoming a fundamental right. However, women’s inheritance rights 
were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law until the Tang Dynasty, and gradually matur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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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etiquette and feudal customs, the inheritance rights of ancient women were subject to 
many constraints.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evolution, overview, and comparison of women’s in-
heritance right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in order to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inheritanc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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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代继承制度包括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王位世袭制与宗法制相结合

的夏商周时期。此时的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相统一，女性被排除在外。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

女性作为社会另一半人口的不可忽视性，女性继承权也逐渐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经历了初期被排斥在

外到中期逐渐发展再到最后陷入停滞的局面。古代女性继承权的变迁有着其深刻内涵，对当今社会依旧

有着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下，现代女性对于自身权利的把握更为重视，我们应当以史为

鉴，注重女性权益保护，落实女性继承权，加强法治建设，为推动法治社会提供可考之鉴。 

2. 古代女性继承权的历史嬗变 

2.1. 萌芽阶段——女性无法定继承权 

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以“承祧”和“析产”为核心内容，前者为身份继承，指承继供奉先祖的宗庙，

后者为财产继承，指析户分财。以父权为核心，后者依附于前者，拥有深厚的礼法和宗法思想。因此，

在中国古代继承制度初期，女性并非继承主体。 
夏商周的继承制度大致上体现为一继一及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在贵族的世袭统治传统下，嫡长子

不仅可以拥有身份的承继，还能拥有父辈的财产。此时的女性无法定继承权，但是可以获得一份嫁妆。

需要明确的是，这份嫁妆并非法定继承权得到，而是父母疼爱女儿的赐予。春秋战国至秦灭六国后，建

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至秦王朝时期，女子依然没有法定的继承权，但是在战国后期，随着

社会财富的相对增加，原本统一的承祧和析产开始出现分离，庶子被纳入析产的范围。不仅赋予了庶子

的财产继承权利，也为女性享有财产继承权利奠定了基础[1]。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嫡长子继承制

虽然仍被严格执行，但更多的是在承祧方面，保障“传宗”。在析产方面，诸子均分已不少见，保障“接

代”，且女性财产继承权的萌芽更进一步。江苏扬州出土的《先令券书》反映了西汉女户过户问题，记

载了“妪”作为女户主，将几处稻田作限制性规定地分予自己的几个儿女。到了隋代，女性作为家族的

一部分，能够从家产中得到的便是随嫁财产，数额由长辈定夺。 
综上可以看出，唐朝以前女性的继承权并不被写入法律文书中成为强制性规定，其财产继承地位处

于弱势，然而在诸多史料的记载中，女性继承财产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古代女性继承制度发展

阶段，女性继承权将从事实存在成为法律上也认可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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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阶段——确定女性法定继承权 

唐、宋时期，已经可以找到明确的律例记载确定女性的法定继承权，对于女性不同时期身份(在室女、

出嫁女、归宗女以及孀妇)的继承权都有了较之前朝代更为详尽的规定和记载。 
唐代经济繁荣，开放包容，对于女性的礼教束缚远不及后世。唐朝法律第一次规定了女性在不同身

份下的财产继承权利。《开元·户令》中记载：“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

之半”[2]。说明未出嫁的女子在分割家产时可以得到未婚男性继承人聘礼的一半。《唐律疏义》中将诸

子均分制作为正式的法律条文，并且详细注解“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3]。这意味着在析户分财中，

出嫁女对娘家所带嫁妆的绝对继承权得到了法律承认。唐代对于女性在户绝家庭和非户绝家庭、娘家与

夫家财产等方面的继承权做了细分，肯定女性继承权。宋代沿袭了唐代的继承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更进

一步。如宋代初期，在室女为户绝家庭的唯一财产继承人，能够继承除办理父母丧葬费外的所有财产，

后期在家中无子的情况下，只要是本家女子都拥有继承权。此外，对于在室女招婿入赘、立嗣时的继承

份额，寡妻孤女，再婚，遗腹子等诸多情况做出了规定，形式上对于女性继承权的保护超出以往。宋代

还完善了遗嘱优先原则，“要求有族人见证和官凭，‘不由族众、不经官司之遗嘱’均为无效”[4]，意

味着女性在某种情况下能够根据遗嘱优先获得继承权。 
唐宋时期是古代最为昌盛时期，社会发展，环境宽松，女性继承制度也得到了相应发展，法律不再

忽视女性的存在，并将其从事实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不过，女性的继承权止步于财产，身份继承是

男性的专属。 

2.3. 停滞阶段——女性法定继承权基本成型 

随着封建王权的加强，社会思想的僵化，从元、明、清开始，女性继承制度的演变便逐渐走向衰落，

除了恪守之前时期的律法规定，开始逐步削弱女子的继承权。 
唐宋时期，女性对于自己的嫁妆拥有支配权，即使离异、改嫁，都能够带走随嫁财产。元朝初期，

女性继承制度秉持唐宋时期的宽松政策。元代中期，开始变相限制女性继承权，不仅强行没收户绝之家

的财产，还限制女性对自身随嫁财产的支配。《通制条格·户令·嫁娶》规定，除了无故休妻，其他情

况下改嫁的女性一律不得带走自己的嫁妆，须交由夫家处置。即使是为夫守节的女子，也丧失了之前朝

代拥有过的财产处置权，只有代管权。明清时期，女子继承权受到极大的削弱。亲生女只有在“无同宗

应继者”的情况下方能继承，而强制立嗣制度的实施，标志着女儿能够顺利财产继承权的情形几乎不复

存在。寡妇改嫁的话，不仅在夫家继承的财产被剥夺，甚至连嫁妆都要一并失去。如《大清律例·户役·立

嫡子违法》中强调：“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

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5]更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连继嗣者都已经不再能够像唐宋

时期凭借自己的意愿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而是被族长代职，女性继承权被进一步束缚。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的女性法定继承制度基本成型，在旧有框架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向上发展，

反而在不断向下收缩，父权制不断压榨着女性继承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文化影响的

不仅是女子的行为举止，还有女性的应当拥有的合法继承权。 

3. 古代女性继承权概况 

3.1. 主要内容——以清代为例 

古代女子被完全排除在“承祧”之外，没有身份继承权。本节仅从财产继承方面讨论古代女性继承

权的内容。为避免赘述上文内容，故以清朝汉族为例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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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继承主体而言：配偶与女儿。《大清民律草案》中第 1466 条 1、第 1467 条 2和第 1468 条 3

详细说明了继承人问题。第 1466 条明确了直系卑属的首位继承权，若直系卑属为嗣子，则嗣子享受同等

继承权。第 1467 条明确了直系卑属的继承权以及“守志”妇人的继承权(清代寡妇若改嫁，在夫家的继

承权以及随身嫁妆一并丧失)。第 1468 条明确了在第 1466 条和第 1467 条的情况都不适用时的继承者主

体以及顺序。从这三条看出，在清代，配偶以及女儿是享有财产继承权的。至于妾的继承权，条例中未

作确认。沈家本认为，只要妾守志不移，就有权承受丈夫的财产并为立嗣，也就是说清代法律赋予寡妾

同寡妻一样的权利和责任[6]。 
其二，从继承顺序而言：配偶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次为女儿。清代模糊了在室女和出嫁女的界限，

在《大清民律草案》中所规定五类继承主体中，妻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亲女为第五顺位继承人。中间三

顺位为宗族中长辈亲属和兄弟。实际上，在强制立嗣制度和风气的影响下，虽然妻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必须立嗣子，也就意味着妻并不能长久占有其所继承的财产，而有了嗣子，亲女的继承顺序又被延后，

情况回到了第 1466 条规定。 
其三：从继承内容而言：动产和不动产。传统上女性的私有财产主要指嫁妆，婚姻存续期间丈夫的

收入，妻子无权主张所有[7]。婚姻存续期间，古代女性并不认为是独立个体，且由于受到同籍共财思想

的影响，她只能以妻子或者是母亲的身份，在男性授权下才能进行共财的管理使用，史料记载并不多，

晚清时期，妻子拥有了在婚前登记财产的权利，保护其权益。因此从嫁妆来看女子继承内容有：一类为

婚后生活日需品，即动产。包括新娘自己的一般用品和供全家使用的家居用品。一类为家庭资产，即为

不动产。如土地、宅院、奴仆等。一般只有富庶家庭承担得起不动产的陪嫁，尤其是土地，而关于土地

又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分。 

3.2. 主要特点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父权制社会下，女性作为被相对漠视的群体，远不及男性受到关注，

女性继承权亦是如此。虽然女性继承权在不同的朝代中不断发展演变，让更多的女性出现在了法制史的

视野中，但是依旧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古代女性继承权被遮蔽在父权制下，极不平等，不断受限。 
其一，不平等性。从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崇拜也过渡到了男性身上。旧时小农经

济和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影响下，男尊女卑思想成为正统，男性作为主要劳动力，承担着家庭和社会中的

重要角色，女性依附于男性，女子的继承权并不受到重视。如上文所提，直到唐代才第一次明文规定了

女性的继承权，且还需要“减男聘财之半”。宋代规定：“出嫁女(即已婚女)继承份额为男子的三分之一，

没有出嫁女,则按数额给出嫁亲姑姐妹侄女得一分。”[8]明清时期，户绝家庭没有儿子才能让女儿继承财

产。女性继承份额远低于男性，继承权不断让位于男性。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因此，唐代以后女子的

继承权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男女之间的继承权十分不平等。男性继承权远远高于女子，这是显而

易见的。 
其二，受限性。从女性继承权被写入律法开始，女子的财产继承权便开始了其受到干涉的漫长过程。

唐宋时期对于女子继承权的干涉较少，元明清时期，对于女性的继承权多加限制，户绝之家女子，“合

承夫分”的寡妇不再能够像唐宋时期享有广泛的财产继承权，被迫让渡的财产继承权部分归为官府，部

分归为儿子或者是宗族中其他男子。这样的受限性，一方面是受儒家思想影响，限制女子改嫁，鼓励女

 

 

1所继承人之直系卑属，关于遗产继承人，以亲等近者为先。若亲等同，则同为继承人。前项规定，于直系卑属系嗣子者，适用之。 
2 继承人若在继承前死亡，或失继承之权利者，其直系卑属承其应继之分，为继承人。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

为继承人。 
3无前二条之继承人者，依下列次序定应承受遗产之人：一、夫或妻；二、直系尊属；三、亲兄弟；四、家长；五、亲女。直系尊

属应承受遗产时，以亲等近者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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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守节，比如元代时期，有记载的贞洁烈妇数量不过百来余位，而到了明清，数量则猛增到了万余位；

另一方面则是宗法制不断加强，为了维护男性统治下的大家长制，女性继承权的削弱意味着男性继承权

的加强。上节提到的立嗣问题便能够很好的证明这一点。 
其三，宗法性。宗法制下的社会，血缘、嫡庶关系决定了宗族成员在家族中的等级和地位。在室女

未出嫁前，父母给予女儿财产更多是因为嫁妆的因素，有时嫁妆的多少还决定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出

嫁和守寡后，女子虽然还能享受到娘家和夫家财产继承的权利，但是由于其女子身份和外姓属性，天然

暗含了与宗法、父权的矛盾，法律赋予的继承权在封建集权高度发展的明清时代已经举步维艰，女子继

承权在现实和法理上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 

3.3. 变化原因 

社会事物的变化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总体情况，女性继承权亦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它的变化原因

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窥探一二。 
其一，经济上。唐代以前，中国社会虽然也曾迎来多个盛世，但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不再局限

于本土，而是慢慢延伸至海外，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女性也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庞大主体，产生了像杨丽(茶
叶)、俞大娘(船业)这样能够在商界占据一席之地的职业女性。在经济上话语权的增强也带来了女性继承

权不断扩大。而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经济上的缓慢增长并不能掩盖其横向对比

的落后，女子束缚于闺阁中，扩大的女性继承权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弱收缩。 
其二，政治上。唐宋时期，皆有女性进出朝堂的记载，不是男性一家独大，官方亦不限制女子改嫁、

守寡、立嗣选择。而随着元代中期开始，汉化程度加深，女性在政治上陷入失声的局面，朝廷不断规制

女性行为，限制女性权利，旌表节妇，丈夫是妻子的代理人，“夫得限制之”。 
其三，文化上。唐宋之前，文化环境宽松，还未产生后世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思想，女子相

对自由。到了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加深了思想控制。程朱理学、儒家礼教成为女

子身上的枷锁，加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女训文化的兴起，女子不仅被裹住了脚，还被裹住了思想。 

4. 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制度 

继承权虽然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古代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子处于弱势和依附地位。随着

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群众文化思想的进步，素质的提高，我国民法典贯彻了男女平等思想，对于男性和

女性的继承权一视同仁。 

4.1.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六编继承了原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
下简称《继承法》)，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修订，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同时，旧有的《继承法》废止，

不再有效。《民法典》的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删除了原列举的财产形式，注明了不得继承的遗产；修改

了丧失继承权的条件，完善了继承人犯下恶劣行为后的宽恕制度；扩大了代位继承范围等诸多情况，为

进一步适应社会变化发展，推进法治建设做了合理修订。 

4.2. 关于女子继承权相关制度古今比较 

各朝各代关于女子继承权的相关制度都基于其维护封建统治、父权社会为本质内核，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给予了女子些许保障，但与当今社会存在着较大差距，且许多情况也已经不适用，尤其是身份继承

情况在大多数情况已经不需要做法律性的强制保障，更多的还是财产继承。因此，在民法典现有条文基

础上，笔者进行相应的简单比较。1) 古代女性奉从男尊女卑思想，女性继承权低于男性。新中国成立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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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毛主席便发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民法典》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并且明确写入法典中。

改变了女性继承权不受重视的局面。2) 古代女性继承权颇受限制，即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仍旧颇多限

制。《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且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后，第二顺

位继承人不再能够继承。第 1129 条 4规定了对于丧偶情况下，在世的一方对对方父母尽到赡养责任依旧

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该继承权情况可以对应到古代寡妇继承权情况。和 1157 条 5规定即使夫妻一方丧偶

再婚，他/她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处分其所继承到的财产。该情况可以对应到古代女子守寡再嫁

的情况。所以，现代社会赋予女性继承权后，并未附上诸多的限制条件，给予了女性极大的自由权利。

3) 古代女性除了自己随嫁财产外，对于夫家财产继承权几乎只有名义上的继承，实际上所得份额并不多，

且时常出现孤女寡母受欺，嫁妆被侵占的事情。一直到晚清，类似“财产公证”的案例才开始走上历史

舞台。《民法典》第 1153 条 6规定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除有约定外，配偶应当得一般份额，其余为被继

承人遗产，给予了被继承人(即使为女儿)以及配偶(妻子)应有的财产继承权，比古代更加公正合理。 

5. 古代女性继承权变化的当代启示 

古代女性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即使有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个体性呐喊，却依旧苦于群体性的

失声。女性整体上对于自身的权利意识淡薄，间接导致了古代女性包括继承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受到压迫。

当今女性享有比古代女性更多的权利，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古代女性继承权的变化之中获得可取的启示。 

5.1. 注重男女平等，但仍需呼唤意识觉醒 

建国伊始，我国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宪法。与古代相比，女性在制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两性不

平衡的立法成为法律上的历史，不可谓不超前。但立法的超前意味着现实的落后，性别平等观念至今已

逾 70 载，当代大部分女性可以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然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许多女性仍然保

持着落后的思想，不知自身权利，只知依赖家庭。因此，男女平等不应该成为空泛的口号与条文，促进

女性意识觉醒才有利于男女平等，法律保护，社会和谐。 

5.2. 倾斜弱势群体，但仍需关注实质平等 

古代女性，尤其是寡女寡妻深受压迫，连形式上的平等都难于登天。当今社会一扫封建残余，明确

人人平等原则。权利平等固然重要，可形式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实质上的平等。我国法律在具体的部门

立法和实施中，考虑到了老弱妇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但实施起来仍然会遇到各种困难。个体与个

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需求，所以在具体案例中，要重视弱势群体的需求和生活保障，既不能只重视形式

上的平等，也不能过度重视实质上的平等，成为反向的不平等。把握两者的度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

不至于背离。 

5.3. 关注内部差异，但仍需做好善后工作 

我国是一个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但中西部地区稍落后的国家。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城市与农村的

女性之间，健全和残疾女性之间等等诸多差异是统一立法难以完全考虑到的，所以在相关的部门立法、

地方立法中，或多或少考虑到了这些情况，可是相对于现实而言，远远不够，因此在法律难以顾及的地

方，当地妇联、残联应当做好善后工作，弥补法律的不足，重视女性的权利。 

 

 

4【丧偶儿媳、丧偶女婿的继承权】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5【再婚时对所继承遗产的处分权】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6【遗产的认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

被继承人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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