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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人更喜欢“私人定制”的婚书，比如说著名学
者、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与吴树琴的婚书上便放了一篇自
己的散文：“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你遇见了
我，我也遇到了你。当时是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
一个你，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
敬相爱相扶持，偶然发默脾气，也要规劝勉励……”

科学家钱学森与蒋英于1947年结婚，二人没有采
用当时书局的新式婚书，而是手写婚书。钱学森与蒋英
的婚书名为“鸳鸯谱”，共有5页，由封面、正文、封底三部
分组成。封面材料是绸缎材质，内页材质为宣纸，正文
用娟秀的馆阁体书写，左右两侧配有国画。婚书中记录
了两位新人婚礼的时间和地点，并对二人的婚姻和事业
表达了良好祝福和殷切期望。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刚破除了旧制度的新中国，

结婚证形式改成奖状式，印制比较简单，内容、格式不
一，图案色彩也比较单一朴素。50年代后期，结婚证开
始求新，虽然顶端有大红旗，但证书周边还有水果鲜花
围绕，也喊出了“婚姻自由”口号。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各地结婚证有了统一的图
案，夫妻合影照开始登上了结婚证。

1991年开始，结婚证改由民政部统一监制，格式渐渐
从奖状式改成本子式，以方便人们外出携带。就这样，曾满
是文字的奖状式结婚证，逐渐变成了如今简单的“红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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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式结为夫妻，愿修百
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特此敬
告亲友，亦作留念。”近期，结婚登
报在一些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不
少新婚夫妻通过在报纸上刊登结
婚启事宣布喜讯。短短几行字，
让人们体味“纸短情长”的韵味，
被网友赞为“复古的浪漫”。

结婚登报并非新生事物。在
民国时期，由于当时婚姻法和婚
姻登记制度尚不完善，而刊登在
报纸上的结婚启事具有一定法律
效力，结婚登报曾风靡一时。不
少人登报将喜事公之于众，与远
近亲友分享喜悦。

而在更早以前，古人结婚又是
如何确定合法婚姻关系呢？今天
的《史话》就来看看婚书那些事。

婚事广告也有乌龙事件出现。民国时期最为轰动的
一次婚启事件，让民国“铁娘子”唐群英“被结婚”。

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刊登了一则唐群英与郑
师道结婚的广告：“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
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当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
旅馆……”

唐群英，湖南衡阳人，其父唐少垣青年时曾参加曾国藩的
湘军，被封为振威将军。三女儿唐群英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
居第八，人称“八姑奶奶”。唐群英19岁丧父，结婚不久，女儿
夭折，丈夫也早逝。唐群英决计“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

1904年，唐群英追随好友秋瑾，赴日本求学。在东京
求学期间，唐群英经黄兴介绍认识了孙中山，成为同盟会
第一个女会员。武昌起义时，“双枪女将”唐群英更是主动
请缨，建立“女子北伐队”。

而上述结婚启事，实际上是男方郑师道单方面行为，
唐群英纯属“被结婚”。

唐群英闻讯大怒，率众打上报馆。
李定夷《民国趣史》对此记载周详。依其说，此事内情

复杂，“郑师道者，素患神经病，前在参议院，以锡箔裹鸡卵
为炸弹，恐吓参议员，即其人也。在京时，与唐群英有结婚
之说，唐继以其疯狂，不愿与为偶”。

对于此事，最终《长沙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结此事的
“本报特别启事”。

在报纸刊登结婚广告，是对爱情做了郑重见证，也是
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宣告。追求浪漫之外，更要有负责任的
态度和观念，不可草率儿戏。

（综合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扬子晚报、光明日报）

百年前登报结婚，不只是浪漫

从古至今，男女婚姻都是“终身大事”，口说
无凭，得有证明，婚书就是证明。

早在《周礼》中就有管理婚姻事务的“媒氏”负责颁发婚
书的记载，说明周朝就已经有婚书出现了。

不过，一般民众所用《通婚书》在唐以前的文献中很
少见到，而据《唐律》规定，男女缔结婚姻两家须互报婚
书。在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杜友晋《吉凶书仪》和《新定
书仪镜》中，都有完整的《通婚书》或称《通婚函书》。《通婚
书》的内容是男家向女家求婚，请求以自己的某某子配对
方的某某女，当然女家也会有《答婚书》或《答婚函书》。

《通婚书》《答婚书》往来措辞十分讲究，不但要用敬
语，而且要显示出双方官族并重的对等关系。

由于《唐律》规定，对已有婚书却反悔的要“杖六十”，所
以婚书就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凭证和必须遵守的契约。

此后，宋、元、明直至清代，男女缔结婚姻须互报婚
书的律条始终沿袭未改。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中，对婚书的记载
非常详细：“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
帖子，序三代名讳，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婚书
依照男左女右格式，分别写上男女姓名、生辰八字、籍贯
以及祖宗三代名号等。可见古人对婚书是非常重视的。

清朝的“结婚证”有龙凤帖、鸳鸯礼书、婚盟提法，整
体较为简约，上面写有新人的生辰八字、聘礼，以及行礼
的吉日吉时等，极似亲家之间的一份“礼单”。

民国时期，沿海地区开始使用印刷的婚书模板，形
式上开始注重“颜值”，婚书上普遍绘有龙凤呈祥、鸳鸯
戏水、富贵牡丹等吉祥图案。

在民国时期结婚需要纳税，婚书上一般都贴有税
票。到民国中后期，结合了中西合璧的思想，婚书上还
绘有小天使等图案。

唐代婚书十分讲究
若悔婚要“杖六十”

民国时结婚需纳税？

陶行知学问高
秀恩爱也很浪漫

而最近兴起的结婚登报并非新生事物。登报结婚
于晚清时发轫、“五四”时形成风潮。回看百年前的结婚
广告，当时青年并非只是为了营造浪漫，而是希望借此
形成公众表达，张扬自身对“爱情自由”“男女平等”的进
步主张，以及革新传统婚俗礼仪的迫切愿望。

近代报刊中，刊登婚事广告最多、最丰富的，当数《申
报》和《大公报》。

晚清之时，广告与告白互通，告白的使用频率远高于
广告一词。据学者高学琴考证，国内报刊首次使用“广告”
一词，始见于1878年11月23日的《申报》。

当时的婚事广告包括了“征婚”“订婚”“结婚”“离婚”
“同居”等内容，被列入“分类广告”。现代新闻学者徐宝璜
在所著的《新闻学》中说：“此种广告，实乃小型之新闻。每
一部类，均有一部分人，急欲取而读之。”《申报》在1923年
较早开设了分类广告，甚至编纂《广告与人生》一书，撰写
《分类广告与结婚》。

从1902年创刊起，《大公报》有关婚姻的启事就开始
出现，此后不断增多。近代最早的征婚广告即是1902年6
月26日在《大公报》上刊登的南清志士求偶广告：“今有南
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
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
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式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
陋俗。”其时正值清政府在朝野重压之下宣布实行“新政”，
废除满汉通婚禁令，发布劝止缠足的谕旨。

周作人曾感慨：“像离婚这样重大（虽亦平常）的事件，
要使亲友周知，却只花一角钱，登一天分类广告就了事，这
实在是中国婚姻史上的大变化，民国史上的新现象。”

至五四时期，新兴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
公开宣扬“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平权思想，报纸成为对
传统婚俗进行变革的重要阵地。

从民国时婚姻广告上可以看到，出于打破传统婚仪的
理念，出现了旅行结婚、集团结婚等新方式。如，《大公报》
上1943年的一则结婚启事：“兹奉双方家长之命，于民国
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渝结婚。国难期间，仅赴北碚旅行
以代婚仪，特此敬告诸亲友。”

可见，无论是古代的婚书，近代的登报结婚，还是现在
的结婚证，承载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生故事，它所蕴含的
历史印记，更是清晰地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的
发展变迁，记录了时代的文明进步。

婚事广告也成新闻
还有人“急欲取而读之”

婚事广告曾现乌龙
民国“铁娘子”被结婚

婚
书

旧时“结婚证”长啥样？

民国时期，贴有税票的婚书

清代婚书“鸾书凤笺”

钱学森与蒋英的婚书（现
藏于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