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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六年；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

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第一次科学地运用各民族的婚姻礼俗资

料， “来回溯父权家庭的起源，，。。他指出。 “在各族人民

中，婚姻曾经产生了为数甚多的民歌，同时也形成了希奇的

礼俗，博古的学者搜集了这些材料，而历史学家却很少利用

这些材料来追叙往昔人民的社会风俗。"

各民族的婚姻礼俗，不仅与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家庭形式

相适应，而且与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

社会理想、口头创作，以及其它风俗习惯相联系。因此，云

南备少数民族的婚姻礼俗，对于研究家庭婚姻史、文化史、

民间文学发展史，以及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

学等学科，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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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婚姻不仅对婚配的双方说来是一件终身大

事，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被视为人丁兴旺、子孙绵延的象

征，成了充满喜庆、欢乐的重要活动。法拉格绘声绘色地写

道： “在我们的乡村里，过去举行一次婚礼是一个欢乐热闹

的机会。若干里方园之内，亲戚朋友成群结队而来，不相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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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人和素昧平生的人，只要去道喜，就一同坐席。乡下 ．

人，这长于计算，寡于言谈，刻苦耐劳的生物，一办喜事就

好象改变了平日的习性，憋了多少年好容易痛快一下，就拼

命大吃大喝，大玩大乐起来。接连若干夭，唱歌、吃喝、逗
1

乐、跳舞，闹得天翻地覆。"这种情况，在我省各少数民族

的历史上，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解放前尚处于原始社会解

体期的一些少数民族，过去虽然生活极端贫困，但非常重视

结婚的仪礼。有的民族举行婚礼时，充满热烈隆重的气氛，

有的民族在举行婚礼时，还要举行祭祀仪式，带有庄重的色

彩。‘为什么婚姻在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

位呢?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

：首先，婚姻(不论哪一种形式)与繁衍后代密不可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一版序

言》中指出。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

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

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

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黟

为了适应人类自身的生产，必然要采取一定的婚姻形式。上

古代时代产生的一些神话，如洪水神话中关子兄妹开亲再生 ·

人类等内容，就反映了这一点。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

会，人的生命面临着各种自然力的严重威胁，对子孙兴旺的

渴求，．自然是十分迫切的。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并在原始宗 一

教等社会意识的影响下，便演化出许多关于婚姻的礼俗。这

些礼俗虽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 j：三

地打上了社会关系的烙印，表现出颇为复杂的内容，但总是 ＆；

把婚姻视为吉祥喜庆、子孙兴旺的美好象征。如白族在结婚
’

矽j

2



的第一天，要举行隆重的喜迎神仪式，晚上新婚夫妇还要拜

喜匾。喜匾一E印有家长取的号，又称喜名。这种习俗，包含

着期待人丁兴旺的古老观念：这就很自然地将婚姻与子孙的

绵延联系在一起。期待人丁的兴旺，种族的繁衍，历来是人

们所关注的问题，它总是通过婚姻礼俗这一集体表象，得到

集中而生动的反映。、
’ 、

’。。、第二，婚姻总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对当

事人的一生来说，总是要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

2：在原始社会时期，：当婚姻形式发展到氏族外婚制以后，

婚姻就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时，同属一个家庭的兄弟

姐妹已不能结婚，男子只能到外族中去找妻子，但他们仍属

于原来家族的成员。这样，就只有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是清楚

的，也只有女子的血统，即女子的后代留在本家族中。相

反，男子的血统，即男子的后代都留在他们的妻子所属的家

族中。于是，内部不能结婚的母系血缘亲属集团一母系氏
族便产生了。 i

．

．

二；、作为整个野蛮时代主要的婚姻形式的对偶婚，其产生和

发展也势必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对偶婚一经产生，就

促成了对母系氏族社会中单一的母系血缘纽带的破坏而孕育

着父权制的萌芽。当私有财产、私有观念产生后，婚姻形态

就出现了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于是，婚姻所包含

的社会关系，。从此就变得深广、复杂得多。恩格斯在《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

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闻的对抗的发展同时

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

的。纾， ， ．． ， ．

。



阶级社会以后，个人性爱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下
●

度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在婚姻关系上的阶级对

压迫终于发展成了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时，结

意愿被搁置在一边，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成了神圣 +．·

的原则。私有制天天在导演着一出出婚姻爱情悲剧，戕害了

数不清的男女青年。即便在统治阶级之中，联姻也成了扩大

领地和达到某种军事目的的手段，成了一种权衡利害关系的

政治行为。在婚姻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

系，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中，

人们既把婚姻视为一件大喜事，却又不得不在此时饮下了一

杯苦酒。

第三，在婚姻问题上，历来倾注着各族人民纯洁真挚的

感情，寄托着各族人民的社会理想，表达着各族人民对自由

美好生活的向往。各族人民不仅通过各种婚姻礼俗把结婚视

为大喜、吉祥、兴旺，而且通过情歌、婚礼歌表达男女青年

对婚姻自由、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抨击不合理的婚姻制

度。所以，透过各民族的婚姻礼俗，可以窥视到历史上各族

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这种理想、愿望和要求，有时甚

至表现为全民族的统一行动，如历史上崩龙族人民曾总结了

两对男女青年的婚姻悲剧(一对是由于女方的父亲嫌贫爱富

造成悲剧；一对则因为重收聘礼造成悲剧)之后，从而改变

了父母干预子女婚姻及重收聘礼的做法，而在许多民族中，

是由当事者采取个人反抗的行动，如纳西族的殉情，白族、彝

族、苗族、傈僳族的逃婚。诚然，这种理想、愿望和要求，

除了在个别民族中出现的某些特殊情况以外，在旧社会一般

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铲除私有制。包办婚姻、买卖婚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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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条件和经济基础消失，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之后，婚

姻问题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

，
，

解放前，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我省许多少数民族的

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保留了不

同的社会形态，也保留了从群婚残余、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

等多种婚姻制度，c为我们展示出一部活的人类婚姻史。

婚姻制度是家庭形式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婚姻制度，就

有什么样的家庭形式。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血

缘家庭。它是血缘婚制的反映。血缘家庭的特点，就是按辈

来划分婚姻集团。即在家庭范围内，仅排除了不同辈分的男

女之问的婚姻关系，但在同辈的男女之间，则既为兄妹，．又

互为夫妻。 ，
、

’

．

这种婚姻形式产生的时代，已十分遥远。我省近二十个

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几乎都有洪水后或洪水前兄妹互为婚

配的描述。这些神话以曲折的方式反映了各族先民都经历过

血缘家庭这一发展阶段。根据民族学者的调查，在我省保留

母系制时间最长的永宁纳西族中，不久以前还保存着某些血

缘家庭的残余。’ ．

～
：

，．

．由血缘近亲族内婚向族外婚的过渡，进一步排除了兄弟

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出现了一个家族的男子与另一家族的

女子之词集体互为夫妻的婚姻形式。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

㈡当氏族产生时，一群兄弟有共同的妻子，而一群姊妹有共

同的丈夫。力这种婚姻形式，不仅保留在各民族的口头创作

中，而且保存在许多民族的历史遗留物中。
‘

o



流传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传说《难夕河》，娩描述了

一个氏族的七个女子与另一氏族的七个男子互为夫妻的

情景。在另外一些民族那里，则保存了伙婚制的残余。过

去，永宁纳西族就存在野合而婚的例证。在一年一度的祭

千木神、转泸沽湖时，男女青年除了祭祀女神，对歌跳

舞之外，就结交临时“阿注"(即朋友)，并选择地点偶

居。清代，聚居永宁一带的普米族，也有“婚配野合"的习

俗。过去，拉祜族在农闲时，甲寨男青年同乙寨女青年，白

天唱歌，夜晚在乙寨附近燃火集体过夜。有时甲寨青年男女

与乙寨青年男女混合一堂，甲寨男人对乙寨女人，乙寨男人

对甲寨女人集体过夜。解放前，彝族阿细人盛行公房制，在

阿细人的村寨中，有集体建造的两座公房。一座叫阿木里若

衣德，意为姑娘的睡处，一座叫楚里若衣德，意为伙子的睡

处。公房面积一般为七十平方米，屋中有火塘，供取暖和照

明，周围以木板为床。男女青年白天随父母一块劳动，生活，晚

上则云集公房活动。但兄弟姊妹则按性捌分开活动，女的在

女公房，男的在男公房。青年人在公房内谈古论今，交流生产

技艺，进行娱乐活动。入夜，男青年便纷纷去外村女公房活

动，本村的女青年则在公房内接待外村男青年的拜访。

过去，纳西族、景颇族、苗族、瑶族等曾存在姑舅表婚。

景颇族严守同祖、同姓，姨表不婚的原则，盛行一种维持三

角姻亲关系而循环转嫁的单向姑舅表婚，就是某一集团的女

子必须嫁给另一集团的男子，后一集团的女子必须嫁给第三

集团的男子，而第三集团的女子又必须嫁给第一集团的男

子。在纳西族中，舅舅的儿子有权优先娶姑妈的女儿为妻。

只有当舅家表示不娶时，外甥女才能另嫁他人。 =。．一．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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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婚制相联系的母系氏族残迹，也保存在纳西族、

拉祜族、独龙族等民族中。这又以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为最

典型。解放前，永宁纳西族社会中尚残存着一种以血缘关系

为纽带结合而成的母系氏族。到解放初期，仍大量保留着血

统按母亲计算的母系家庭。同时盛行母系氏族外婚制残

余一暮合朝离的“阿注"婚。所生子女“知有母不知其 ·

父’’或“知有父不认其父刀。这样，妇女在社会或家庭中享

有较高的地位，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
’

’

伙婚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对偶婚。对偶婚是一种不

牢固的个体婚，即一个男子I司一个女子发生婚姻关系，组成

家庭，但很容易离异。因为双方并没有独立的经济，个人及．

其物品均属于各自的母系氏族。这时男女是平等的，妇女的

地位甚至还高于男子。男子虽然搿嫁”到女方，实行“从妻

居”，但不过是暂时同女方过婚姻生活而已。所生子女只归。

于母亲，：仍然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血统世系仍按母亲

计算a对偶婚是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主要的婚姻形态，也是原 j

始社会的最后一种婚姻形式。二 。‘

，
t

。

_t、永宁纳西族阿注婚中的长期阿注，即在三年至十多年内

男女双方都建立了阿注关系，就属于早期对偶婚。独龙族中

也保留着对偶婚的残余，即一个家族公社中的几个兄弟，和另

一个家族公社的几个姊妹互为夫妻，而每一个兄弟或姊妹，，

各自都有一个主妻或主夫。此外，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流行的

鼍不落夫家”的习俗，也是对偶婚“从妻居"的残余。 ’：

； 民族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群婚是蒙昧时代主要的家庭形．

式，对偶婚是野蛮时代主要的家庭形式，进入文明时代以

后，t以一夫一妻制占统治地位。但是，对偶婚被一夫一妻制取

-、专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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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经历了由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的父权家长制

家庭这一中间形式的。家长制家庭，即父权大家庭。它是由母

系大家庭直接转变过来的。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

生产活动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妇女的劳动日益退居为次要地

位，男子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也就逐渐超过了女子。母系

大家庭便逐步为父权大家庭所取代。随之而来的部落兼并战

争，使战俘沦为了奴隶。崇尚武功的英雄思想及对建功立业

的渴求，更拉大了男子与妇女的距离。从此，妇女的地位急

剧下降。抢劫妇女、买卖婚姻出现了。
‘

解放前，我省西盟佤族、怒江僳僳族、贡山独龙族、澜

沧拉祜族、西双版纳布朗族等，都保留着父权家长制家庭。

独龙族的家长制家庭中，儿孙结婚后不分居，只是紧接着原

来的住宅加盖一间房子，下一代再依次加盖，排列成一行，

最大的长屋有十多间。大家住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

活。辈份及年岁最长的男子是当然的家长，其职责是安排生

产，管理粮食，并出面办理对外交涉事宜。在大家庭内有几

个火塘，便象征着有几个小家庭。在六、七十年前，这种父

权大家庭曾是独龙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并处于它的发展

期。自一九三二年后，由于国民党公安局对独龙族强行征收

门户捐，强制分居，以及伴随着私有制的萌芽而分出个体的

小家庭，这种大家庭才逐步解体。解放前，伴随着父权大家

庭的产生，已出现了买卖婚姻。独龙族称娶妻为“仆玛旺”，

意即买女人。娶妻的聘礼叫“特布加雷"，即物品和东西，

意思就是女子的身价。这在事实上使女子成了一种通过一定

的价钱被男子买来豹物品。西盟佤族保留了更为完整和典型

的父权大家庭。在这种大家庭中，家长(奴隶主)与奴隶的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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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虽然已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但奴隶的社会地位还未

下降到完全丧失做人的权利的地步，仍属家庭中的一个成

员。奴隶与家长在食宿、穿戴和劳动等方面还没有明显的差

别。奴隶与自由人一样可以参加社会、宗教活动。二旦奴隶

与自由人结婚，便可以改变其奴隶身份；奴隶若被家长收

养为养子养女后也就不再为奴隶，奴隶可以通过赎身变为自

由人。这也反映出西盟佤族的家庭形式仍是父权家长制家

庭·．：+；，
’

一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社会生产及经济生活中

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原始共产制的原则被打破了，开始出

现了产品分配韵不平等、贫富分化和私有制。财富被集中到

男子手中之后，为了确认其子女的亲权及保证亲生子女对自

己财产的继承权，男子必须改变过去的家庭形式，确立牢固

的，新的婚姻关系。这样，便从父权大家庭中分裂出了一夫

·妻制的个体小家庭。因此，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

至此，’人类的婚姻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文明时

代。对于对偶婚来说，一夫一妻制的确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

的进步，但是，由于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联系在一起。同

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蕴藏着后来在文

明社会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各种矛盾的原始因素，所以恩格斯

把它看成“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并认为根据这种形态，

。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

来性质。，，

‘t-_

云南备少数民族的婚姻礼俗，作为民俗宝库中的一部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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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

作为历史的沉积物，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社会

的历史发展。布朗族有这样的婚俗，如果家族内或姑舅表、姨

表兄弟姐妹之间坚持结婚，要在室外空场上举行一定的惩罚

仪式，以求得社会宽恕。这种习俗是族内婚转为族外婚斗争过

程的遗迹。举行这种仪式时，亲属都拒绝参加，表明他们把

族内婚当做不光采的事情。在基诺族的《巴什》(又名《同

姓人》)这一作品中，叙述的是真诚相爱的一对青年，因属

于同一氏族，不能结婚，而造成悲剧。虽然流露的是对族内

婚的怀念，是违反历史发展的行为，但从中却印证了基诺族在

历史上曾经有过族肉婚阶段。在许多民族中保留的矗不落夫

家打习俗，透露出历史上曾经历过妻方居住制这一母系铡下的

对偶婚阶段。景颇族结婚歌中追忆的男人嫁女人的故事，傣

族婚礼要先在女方家举行的做法，都是历史上的妻方居住铡

的遗留物。许多民族的假抢婚习俗，在新娘家门口阻拦迎亲

队伍，对歌或对话满意之后才许跨新娘家门槛，以及在路上

给新郎抹黑脸，途中假意械斗，给迎亲者泼水等习俗，则是

由妻方居住削转为夫方居住制斗争过程的反映。 · ：

当母权制被父权战胜和取代之后，婚姻形态发展为更为
’

高级的形式，但从此，在婚姻形态中却充满了两性间的矛盾

和斗争，发展为阶级对抗的性质。在许多民族的婚姻仪礼中出

现的反映男权中心、男权统治的习俗，就是这种阶级对抗性

质的反映。如过去哈尼族举行婚礼时，在巫师做完驱邪逐祟

的法事之后，要让新郎高高站在门上，让新娘从其胯下通过，

表示女人从此听从男人的支配。在彝族的《哭婚歌》中，

则表示了对男权中心制的愤怒谴责，唱出妇女的心声， “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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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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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男人不能嫁女人帮?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婚姻问题就成
’

了一个尖锐而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反抗买卖婚姻，包办婚

姻，·反抗封建婚姻制的斗争一一直以各种方式在进行着，并

融汇到了各族劳动人民反对剥削阶级及其黑暗统治的斗争洪

流，中去二jI：j。。 ，’’’：。’。 ；一。 i I。

各民族的婚姻礼俗，还与宗教信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

系。，这大致分为下述几种情况。．‘，I !-‘
‘⋯‘

：07二·男女青年能否戚婚’要由巫师或算命先生合八字

(生辰年、月，日，时刻)，亦即由神的意旨来决定能否成

婚。’，．。 ．‘j，7 j：，一■．，≯t。‘。 ，

· -一?=、祈求神灵庇护，以求家庭拳福，子孙兴旺。怒族结

婚时所择的古旧，多为属龙、属蛇之日。’．因龙、蛇皆为怒族的

图腾，对它们怀有亲切感、．信赖感；其神话中，龙、蛇又与

其民族的始祖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故以龙、蛇为吉祥、兴

旺的象征。藏族结婚时，当迎亲的队伍快到男方村寨时，男

方必须在屋顶的烧香台上燃起天香，，并由一英俊的小伙子手

执彩旗；跨上骏马迎接，．以表示将喜神接到家中．布期族举

行婚礼的当天，新婚夫妇要手捧饭菜各一包，到佛寺去举行

滴水礼，：请佛爷念经祝祷。．：：，。 ∥ ．．
t

≯’：{’三二以某种带巫术性质的仪礼驱魔。早在原始社会中就

形成的善神、恶神观念，：一直作为一种集体表象存在予备民

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傣族在婚礼过程中，当新郎由男方亲友

陪同到女方家时，沿途须鸣放火药枪，以驱邪逐魔。在哈尼族

的婚仪中，当新娘被娶进村后，要请白母(巫师)为新婚夫

妇祝福驱鬼，直到在模拟中已将一切妖邪都驱逐荡尽，一对

新人才进屋。阿昌族则是在新娘走上堂屋阶梯时，．由新郎抽

II



出长刀“砍"金竹门，表示开出新路，，用长刀在新娘头上忱

划，表示驱邪。
一

，

，

四、以某种宗教仪礼，表示女方已属于男方家的成员，

或从此须接受男方的统治。保留在哈尼族、苗族等婚姻礼俗

中的这样的宗教仪礼，既有祖先崇拜的色彩，又借宗教意识

来加强夫权统治。
‘ 。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婚姻礼俗与宗教的互渗，实

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在各民族的婚姻礼俗中，包含着宗

教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

各民族的婚姻礼俗，与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

关系至为密切。歌谣、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民间叙事

长诗等各种文学样式，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婚姻礼俗发生联

系。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婚姻礼俗中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中有婚姻礼俗。

各民族的情歌、酒歌、婚礼歌，直接成为婚姻礼俗的一部

份，各民族的婚姻礼俗及其形成原因，又往往在婚礼歌中得

到反映。各民族的神话，大多以曲折的方式反映了从血缘

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历史发展。傣族，傈

僳族、白族、苗族、彝族、纳西族的民间叙事长诗中，就描

写了该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婚姻礼俗，既反映了历史上的买

卖婚姻，包办婚姻的礼俗，又揭示了这种婚姻的阶级对抗性

质。‘ ·

．

1’
’

． ，-

=，有些婚俗，是因民间文学的影响而形成，而婚俗又反

过来促进了民间文学的发展。景颇族青年结婚时，新娘必须

举行“过草桥"仪式。此习俗来源于刨世英雄宁贯瓦与龙女

结婚的神话。景颇族始祖宁贯瓦与龙女相爱，龙女身上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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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味，结婚时，烧了山一样高的九堆革，腥味仍在，后来让

龙女从铺着棒升草上的木板上走过，即腥味全除I从此就形

成新娘必须过草桥的习俗。苦聪人在订婚时有送松鼠干的习

俗，民间则广泛流传着解释这一习俗由来的传说《求婚礼

品》。傣族婚姻礼俗中的每一件装饰、礼品，每一种仪礼，’

几乎都有一则解释其由来的传说。

三、各民族的婚姻礼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

因而婚俗起到了保存和发展民间文学的作用。各民族几乎无

一例外地在恋爱及婚礼过程中都要唱调子。歌谣既是各族男

女青年恋爱的媒介，又是他们抒发互相爱慕之情，表达对自

由美好生活向往的工具。情歌之所以是各民族诗歌中最丰富

最有特色的奇葩，原因就在于此。在许多民族中，还保留着

在婚礼仪式中由歌手演唱创世史诗的遗风。其目的不仅是将

祖先的事迹、生产知识及斗争精神传授给后代，而且以此象

征民族的兴旺发达。这是创世史诗至今得以完整保存的一个

重要原因。 ．

各民族的婚姻礼俗，还与该民族的其他习俗发生紧密联

系，如服饰、头饰、居住，饮食、生产习俗，文艺习俗等，

无一不与婚姻礼俗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婚姻礼俗成为各民族

习俗的综合表现。 ．
．

． 可以这样说，各民族的婚姻礼俗，是一座蕴藏丰富，具

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民俗学宝库。但是，必须指出，这些历

史上形成的婚姻礼俗，不可避免地带有1日时代的历史局限

性。其中某些旧的传统观念及习惯，曾经阻碍了社会历史的

发展和人类思想的进步，这是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的。我们搜集、研究各民族婚姻礼俗的目的，是期待它可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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