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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组织，担当着多方面的社

会功能，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婚姻

家庭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

律调整涉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正因为如此，婚姻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曾说：婚姻法是有关一切

男女利害，普遍性仅次子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是广义的婚姻法，

其中既有婚姻法规范，也有家庭法规范。第一章总则，是有

关本法的调整对象、立法原则和立法宗旨的规定。由于《婚

姻法》在我国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因而，它在总

则中所作的规定，同样也适用于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其他规

范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

例》、有关婚姻家庭的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规

定等）。 《婚姻法》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

简称《宪法》）为其立法依据。对此，总则在法条中虽然未

作明示。但是，就《婚姻法》和《宪法》的关系而言这是不

言而喻的。《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

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

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

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



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

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婚姻法》总则全面反映了《宪法

》的上述要求，并通过其他各章的具体规定保障其实现。 总

则和其他章的关系，是纲和目的关系，置于首章的总则集中

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精神。纲举目张。正确理解总则的

各项规定，对《婚姻法》中各项具体制度和各种法律规范的

适用，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1950年的《婚姻法》到修

正后的现行婚姻法，有关总则的规定既是前后一贯、基本一

致的，又是根据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有所发

展、有所变化的，反映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在不同阶段的时

代特色。 1950年《婚姻法》在总则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废

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

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一规范既指出了当

时的《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和历史使命，又指出了《婚姻法

》的各项基本原则。第二条的规定是对第一条所作的必要的

、不可缺少的补充。重婚、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

由、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等，都是旧婚姻制度的必然产

物，也是实行新婚姻制度的障碍，所以在总则中一并予以禁

止。基本原则的规定和有关禁止性条款的规定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从正反两方面共同体现了彻底反封建的立法精神，成

为在婚姻家庭制度上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建设新民主主义

的和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纲领。 1980年 2001年修

正后的现行《婚姻法》总则，重申了1980年《婚姻法》中的

各项基本原则。修改和补充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第

三条第二款中，将禁止重婚修改为：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并增设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关于修改和

补充的理由和意义，后文将在相关条款的释义中加以说明。 

二是增设一条作为第四条，从总体上表明了法律对婚姻双方

和家庭成员的基本要求。夫妻是依法结合的、旨在永久共同

生活的亲密伴侣。双方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是以

婚姻、血缘和共同经济为纽带而组成的亲属团体和生活单位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平等、和

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第四条的规定与第二条有关原则

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通过这一补充更加突现了《婚姻法》

的立法宗旨。这是保护婚姻家庭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婚姻

家庭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总则共设四条，要言不繁

。总则中的规定既是婚姻家庭领域各项具体制度的指导原则

，又是我国婚姻家庭文化的精华所在，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

本质和强烈的中国特色。这些规定既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又具有强大的教育作用，是婚姻家庭领域精神文明建设的好

教材。现分别释义如下。 第一条 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

准则。 [法条诠解] 任何法律都是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

对象的，婚姻法也不例外。本条的文字表述虽然极为简洁，

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这一规定包含两层意思：其一，《

婚姻法》调整的不是别的社会关系，而是婚姻家庭关系。其

二，《婚姻法》是我国的婚姻家庭基本法，在婚姻家庭关系

的法律调整中起的是基本准则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条

的内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一些扩展性的分析。 1.我国

的《婚姻法》是广义的婚姻法，而不是狭义的婚姻法，它既

调整婚姻关系，又调整家庭关系。 就内容而言，我国的《婚

姻法》实际上是婚姻家庭法。其内容虽较传统的亲属法为窄



，却较严格意义上的婚姻法为广。在这里，“婚姻法”一词

是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的。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二章以结

婚为名，第四章以离婚为名，第三章以家庭关系为名，第一

章总则和第五章有关救助措施法律责任的规定也兼顾婚姻和

家庭。其实，早在修改1950年《婚姻法》、制定1980年《婚

姻法》时，就考虑过更名为《婚姻家庭法》的问题，在这次

修法过程中，对采用何种名称也是有争议的。由于修正后的

新法中家庭法规范仍然比较简略，由于婚姻法这一名称沿用

已久，约定俗成，特别是由于这次修法是采用制定修正案的

方式实现的，并不是废止原法，另颁新法，因此，尽管名实

不尽相符，仍以《婚姻法》为名。 我国《婚姻法》的调整对

象，从范围上来看是相当广泛的。就纵的方面而言，包括婚

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的全过程；就横的方面而言，包括

婚姻家庭主体之间、近亲属之间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婚姻

是家庭的基础，夫妻关系既是婚姻关系，又是家庭关系的核

心。许多国家在亲属法或婚姻家庭法中专设有关婚姻效力的

章节，用以规定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如婚姻的一般效力

、夫妻财产制等。我国《婚姻法》则是将夫妻间、其他家庭

成员间的权利义务，统一规定在家庭关系章的。 我国《婚姻

法》调整的对象，从性质上来看可以分为婚姻家庭方面的人

身关系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两大类别。其中，人身关

系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财产关系虽然也很重要，

但它不是脱离人身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在婚姻家庭领域内，

这种财产关系是随着人身关系的发生而发生，随着人身关系

的终止而终止的。例如，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因结婚而发生

，因离婚而分割；扶养、抚养、赡养和法定继承等均以特定



的亲属身份为前提。正因为如此， 《婚姻法》就其主要性质

而言是身份法而不是财产法，它所调整的是婚姻家庭领域的

人身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财产关系。 2.我国《婚姻法》是

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不是全都准则，应当将《婚姻

法》这部法律和婚姻法（婚姻家庭法）规范的总和加以区别

。 作为婚姻家庭关系基本准则的《婚姻法》，在全部婚姻家

庭法规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统率作用。但是，为了

完善婚姻家庭法制，仅有《婚姻法》中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其他形式，在其他规范性文件中作出各种必要

的规定。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是一

个以《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中的有关规定为依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为主干的，由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文件组成

的法律规范体系。因此，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婚姻法》在调

整婚姻家庭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等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关系。 [适用须知] 1.在理解和适用《婚

姻法》第一条的规定时，应当扩大视野，了解我国婚姻法（

婚姻家庭法）的其他法律渊源。如宪法和其他法律中的有关

规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和民

族自治地方的法规中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

解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的有关规定等。在特定

的情况下，某些为法律所认可的、符合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

德的习惯，也可以作为婚姻法（婚姻家庭法）的渊源。 《婚

姻法》是我国婚姻法（婚姻家庭法）的主要渊源，但不是全

部渊源。当然，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的法

律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效力，在适用范围上



也是有区别的。 2.应当正确认识《婚姻法》的民事法性质；

在维护婚姻家庭制度，保护公民婚姻家庭权益方面，不同部

门的法律是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的。 作为民事法的《婚姻法

》，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作用，主要是通过规定婚姻家庭

关系借以发生和终止的法律事实及其法律效力，规定婚姻家

庭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实现的。如规定结婚、离婚的条

件和程序，规定夫妻间、父母子女间、祖孙间、兄弟姊妹间

的权利义务等。侵害公民婚姻家庭权利需要予以行政处罚的

，适用行政法的有关规定。侵害公民婚姻家庭权利构成犯罪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重婚罪、破坏军婚罪、虐待罪、遗

弃罪等）的，适用刑法的有关规定。《婚姻法》不仅有其特

定的调整对象，而且有其特定的调整手段。 [相关规定] 与 [

名词解释] 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合称，是指

自然人之间基于婚姻家庭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作为

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

件的。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

的结合。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和共同经济为纽带而组成的

亲属团体和生活单位。一般说来，婚姻双方是家庭的核心成

员，家庭关系包容了婚姻关系（但也有例外，如单亲家庭等

）。婚姻家庭关系一经法律调整便成为婚姻家庭法律关系。

婚姻双方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互享法定的权利，互负法定

的义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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