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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瞬间，眼
泪就止不住了。”原告之一的家庭教
育家塚本协子难过地说。在日本热
议中的“夫妻别姓”案，不久前在日
本最高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书说
日本民法中“已婚夫妇必须同一姓
氏”的规定合宪。这表明日本夫妻同
姓制度难以撼动，妻随夫姓的传统
将一直延续下去。塚本的失望溢于
言表：“我最终还是无法将自己的姓
氏带进坟墓了。”

九成女性随夫姓
日本民法 !"#条规定，结婚后

夫妇必须选择丈夫或是妻子一方的
姓氏作为共同姓氏，否则将无法进
行结婚登记。但是在日本，结了婚的
夫妇中，$%&的女性都妻随夫姓。
'#((年，小国香织等 "对东京的夫
妇针对民法这条规定提起了违宪诉
讼，并申请国家赔偿 %##万日元，将
有关“夫妻同姓”制度的争议推到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
“我们有权利不被强制改姓。”

虽然一审二审皆败诉，原告仍不放
弃上诉，将此案告上了日本最高法
院。但最终的裁判结果无异于宣告
她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辩护律师长榊原富士子表示：
“我们力不能及，不仅失望，更觉得
愤怒。”她批评说，最高法院的法官
中，只有三位女性。正是因为这种结
构，才会在判决性别歧视的问题上
导致这种结果。
在当今世界，日本是为数不多的

仍旧保留夫妻同姓制度的发达国家之
一。因夫妻同姓制度牵涉到男女地位
平等的问题，一直都是社会敏感话
题。日本宪法规定“尊重个人”“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民法中有关夫妻同
姓的制度规定是否违反宪法引起争
议，这使得修改民法的呼声不绝于耳。
据悉，朝日新闻社去年((月!日、

)日电话向全国进行的舆论调查显
示，在接受调查的日本人中，表示赞
成修改法律的日本人占到了"'&。
上述舆论调查显示，年龄越高

表示赞同的人数越少。但年轻人中
间也有很多不看好“夫妻别姓”制度

的人。
“从我出生起，父母就是同姓，

已经习惯了。”今泽先生是一位在中
国任教的日本老师，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果强制夫妻别姓，
家庭会感觉变得四分五裂，非常不
适应。”在日本，不少人与今泽持相
同的想法。“夫妇别姓不利于家庭的
和谐稳定，家庭的整体感也会被破
坏。共用一姓，家庭成员能更增添对
家庭的责任心。”

同姓制度有问题
()$)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明治

民法》，规定日本夫妻同姓，至今已
存续了 (##多年。此制度实行至今
天，已然产生了不少问题。

首先，日本女性对家族姓氏的
感情产生了变化。随着日本女性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崇尚独
立的日本女性认为，结婚后改随夫
姓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意识，缺少对
自身的认同感，这使日本女性在家
庭中的地位自然而然地降低。
其次，夫妻同姓制度会使得不

少女方家族姓氏面临“灭绝”，这也
是许多敬祖的日本人所担心的问
题。原告之一的大学教师吉井美奈
子踏上“保卫姓氏”的征途还有一段
渊源。在家里，她是三姐妹中的一

个。小时候无意间听见父亲喝醉时
说：“真想要个男孩。”她心想：“父亲
想要的是能继承这个家的人吧*如
果我的姓氏能留下来就好了。”于是
“捍卫自己姓氏”的想法便在她心里
扎了根。
夫妻同姓制度还给日本女性的

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结婚后改随夫
姓，职场上，需要更换名片、个人档
案，生活中需要更换护照、印章、驾驶
证等等，各方面都有影响。吉井美奈
子谈道：“我在海外发表论文时，一旦
改了姓氏，别人就很难认出我来，因
此会产生许多误解。”有不少日本女
性认为，改姓还会让她们结婚前所积
累下来的“工作资本”白白浪费。

受!集团意识"影响
如今日本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反

思，“夫妻同姓制度”究竟是否尊重
两性平等。“虽然法律上规定‘可以
选择夫妻任何一方的姓氏’，但在大
部分情况下，迫于社会压力，女性的
姓氏被‘自动’改成丈夫的姓氏，这
样让我感到非常不愉快。”一位坚持
“夫妻别姓”的日本女性在她的博文
中写道：“我的丈夫也很理解我这么
做。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们想通
过这种方式告诉孩子，如今是一个
男女平等的时代。不要因为性别而

抹杀自己想做的事，放弃自己所决
定的将来。”
她说，现在许多夫妇选择“事实

婚姻”来保留旧姓，或者结婚后尽量
在生活中称呼对方原来的姓氏。“现
在很多反对夫妻别姓的日本人或许
都会说‘一旦别姓，家庭就会四分五
裂，散乱不堪。’但事实上我们家并
非如此，这种说法不过是无经验者
的妄想罢了。”她说：“离婚和夫妻别
姓根本就没有关系，如今大部分国
家不也是实行夫妻别姓制度的吗？”
事实上，怀有“别姓会导致家庭

崩溃”这种想法的日本人并不在少
数。但这类“保守派”的想法在日本
并非全无道理。夫妻同姓制度能在
日本存续这么久，还是因为有其扎
根的文化土壤存在。
二战后，日本经济走到了崩溃

的边缘。然而，'#世纪"#年代中期，
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国际竞争
力也日益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很
大程度上受日本“集团意识”的影
响，每个人都把集团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从而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促使日本社会高度发展。在日本越
是上了年纪的人越是对集体的力量
深有体会。如今日本人将集体意识转
入家庭这个小集体中，不难理解他们
为何如此看重家庭的“一体感”。
日本大学法学部的白地章教授

说：“夫妇别姓的最大问题，就是它
首先考虑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家
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优先考虑个
人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家庭羁绊
被破坏。”
夫妻别姓制度一旦确立，便会

衍生出亲子别姓的问题。白地章教
授认为“如果亲子别姓的制度成真，
亲子的感情或会变得淡薄，让孩子
产生不安的情绪”。
“夫妻同姓”案告一段落，网上

也有很多人对这个结果表示赞同。
虽然合宪裁定势必会让一些人担忧
日本女性的平等权受到侵害，但也
有人认为：“比起形式上的平等，不
如采取具体措施，来消除夫妻同姓
给日本女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区雯

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让原告女性失望愤怒

日本：夫妻得同姓 妻终随夫姓
! ! ! !历史上!古代日本人并没有

姓!只有名" 后来在统治阶级中

出现了氏族!就有了氏名" 氏名

是根据该氏族在朝廷中担任的

职务或该氏族管辖的地区命名

的" 如出云氏#近江氏是统治出

云#近江两个地区的氏族" 到了

公元九#十世纪!还出现了一种

新的称号!叫苗字" 这是一个家

族从氏族中分离出去后的新姓"

日本古代贵族通常都有氏

名#姓和苗字三部分!但天皇是

例外"历史上的天皇都没有姓!

只有名" 因为天皇被认为是神

的后代!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

因此不需要姓"

姓#氏#苗字是日本古代贵

族的特权! 一般的老百姓都没

有姓" 直到 !"#"年!明治政府

废除了封建制度! 规定老百姓

可以有姓" 但因长期留存下来

的习惯! 老百姓还是不想给自

己取姓"于是!日本政府于 !"$%

年再次规定$所有的国民必须有

姓" 从此姓氏才被推广到民间"

近代以前! 日本实际上是

实行夫妻别姓制度的" !"$&

年!明治政府也发布了%继续沿

袭传统的夫妇别姓制度"&但那

时候百姓刚刚有姓! 常常是妻

子作为%异姓人&嫁到夫家" 但

夫妻别姓使得妻子总被当成

%外人&! 无法产生感情上的纽

带!不利于家庭的稳定和团结"

于是 '"$" 年明治政府便制定

'民法草案(规定%妻子姓丈夫

的姓&" !"("年的'明治民法(

也规定了 %户主及家庭成员要

使用家族的姓&!%妻子嫁入夫

家!要随丈夫的姓&"

)* 世纪 "* 年代以后!随

着男女地位平等的倡导之声日

益高涨! 日本掀起了倡导改革

夫妻同姓制度的风潮! 直到

!(+" 年日本新的'民法(开始

实施!将%妻随夫姓&改成%可选

择男方或女方一方的姓氏&!但

因日本父系社会长期的习惯!

大多数家庭还是妻随夫姓"

夫妻同姓
历史渊源

! 原告律师在最高法院门口抗议判决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