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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佤族婚俗调查研究

◎钟会兰　岩改
摘要：西盟的佤族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步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传统婚礼习俗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对于研究和探析佤族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素材。本文以西盟佤族自治县佤族婚礼习俗为例，了解婚礼习俗的过程内容，试

从中探析佤族传统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寻求保存和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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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盟县佤族基本情况

（一）西盟佤族自治县概况

西盟佤族自治县地处云南边境，普洱

市辖县，位于省境西南部，西与缅甸为邻，

与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因同处于边境线上，被称为“边

三县”。全县面积 1391 平方公里，辖 5 个镇、

2 个乡：勐梭镇、勐卡镇、中课镇、新厂镇、

翁嘎科镇、力所拉祜族乡、岳宋乡，县府

驻勐梭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西盟佤族自

治县常住人口为 89336 人。其中少数民族

人口 87291 人，占总人口的 94.7%；佤族

67519 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5.6%。

另有拉祜族、傣族等，形成了多民族杂居

聚居的特点。西盟县境地处横断山系纵谷

区南段，气候温暖潮湿，养育了热情乐观

的佤族人民，环境适于种植水稻、玉米等

农作物，橡胶、茶叶、甘蔗、咖啡等经济

作物，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悠

久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目前而言，总体

上依然还存在着男耕女织的性质。

（二）西盟县佤族传统文化特点

佤族是世居于云南的少数民族之一，

历史源远流长。西盟县作为全国仅有的两

个佤族自治县之一，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

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活

化石”，被誉为“人类童年”，较为完整

地保留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一是保留着原

始宗教信仰，有典型的祖先崇拜特征，和

西南地区许多民族一样，“万物有灵”的

观念在佤族人中普遍存在，认为世界万物

皆有灵性、神性，不可不敬和轻视，否则

会受到责难。二是保留了大量的口头文学

传统，如神话《司岗里》等，能在这些口

头文学传统中看到人们曾用实物、木刻记

事、计数或传递消息等活动的痕迹。三是

保存了传统质朴的村落文化。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传统村落已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

但它依然像一个破残的木拉，保留着新中

国成立前的民居、服饰、饮食的影子。四

是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传统风习，包括有拉

木鼓、接新水、新米节、佤年等节日风习。

以婚礼习俗来看，西盟佤族地区依旧保留

民族传统婚礼的原始和完整，有简单朴素

的人文主义及蒙昧的宗教信仰主义，坚持

恋爱自由，更坚持原始的伦理道德，相信

他们所信的，相信和继承他们祖先所信的，

展示着深蕴的民族文化。

二、西盟佤族传统婚礼习俗仪式

佤族的传统婚礼习俗是佤族文化不可

缺少的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传统

婚礼习俗的三个阶段包括：

（一）订婚礼仪

订婚礼仪作为婚礼的开端，显得特别

重要。订婚意味着双方父母已同意两个人

可以成婚，男女双方既出约则不能毁约。

佤族传统婚礼在订婚礼仪上有一定的禁

忌，如挑时日。佤族挑时日除了以季节为

根据，最重要的是要观测月亮阴晴或与周

围星星的距离。佤族传统婚礼的订婚礼仪

大多在六月、九月到十二月这几个月中进

行，这几个月当属佤族的吉月，尤其是九

月。佤族在新中国成立前还处于原始社会

末期，刀耕火种的小农经济，经济发展相

对缓慢，九月正值秋季庄稼成熟之时，农

民收获之季，自然而然可以举办订婚、结

婚等喜事。月亮是挑选时日的参考对象，

月亮的阴晴圆缺是佤族人民观测和挑选时

日的重要依据，也成了影响举办订婚礼仪

的重要因素。

佤族订婚礼仪上所需要的信物简单朴

素但不能省略。首先得有水酒，水酒对佤

族人民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既是平日的饮

料，又是佤族人民的接客之宝。像订婚礼

仪这样特别的日子，水酒更是无可比拟，

缺则误事。村里老人常言，水酒是佤族的

宝，他们把“酒”喻作“久”，喝喜酒是

对新人的祝福，祝新人白头偕老，共偕连

理。所以在订婚礼仪上男方一定要给女方

送水酒，至于送多送少则以男方的家庭条

件为据。第二要有茶叶。一方面佤族的茶

文化历史悠久，最早时期茶被佤族人民当

作药物使用，平日里也当饮料饮用；另一

方面茶是常绿植物，常有“茶树有多高，

根系便有多长”的说法，自然成为佤族

人民对新人白头偕老，夫妻和睦的美好祝

愿。第三还要有烟。烟在佤族社会中起到

沟通社会关系的作用，一是烟具有佤族广

交朋友的社会属性，又有烟火相传的说法；

二是佤族的老年人甚至青年都有抽烟的习

惯，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体力劳动，收入

微乎其微，很多时候以烟来缓解疲劳，所

以在订婚礼仪上男方需给女方送烟，一斤

或两斤不论。最后是订婚人。男方家参与

的订婚人是同姓氏或同一个寨子里有辈分

的男人，女人不能去。订婚仪式的地点只

许是女方舅舅家，订婚所需要的礼品由男

方全部承担。

（二）结婚礼仪

佤族的社会生活中主张婚恋自由，只

要是符合条件的男孩女孩，符合民族纲常

伦理的恋人即可成婚。结婚礼仪的过程既

朴素又必不可少，这一过程更加体现鲜明

的民族特色。

第一，结婚礼仪一般在晚上举行。订

婚之后，男方家人则要挑选吉祥之日以备

举办婚礼，一般是在订婚当天晚上或者往

后几天。接新娘是结婚当天的傍晚，接新

娘一般由三个到五个人，且只限于成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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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才能去，新郎官的姐妹谁都不可以去

接，只能是同寨子的亲戚或别人家的才可

以。第二，新娘接过来后，并不直接到男

方家，只能把新娘接到异姓的亲朋好友家，

这样是为了让自己下一代也有姻缘可结。

这里体现了佤族传统婚姻观中严禁同姓通

婚的风俗。在佤族看来，若是同姓结婚

或发生两性关系，就会触怒“鬼神”，给

全寨人带来灾难，一经发现，要受到本家

族和本寨人的严厉惩罚。这种观念已深入

本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发生后解决的方式

也只能以佤族人民都认可的习惯方法来解

决，随着社会发展，部分地区已经逐步接

受同姓之间可以通婚。第三，新娘接过来

以后，就是最重要的环节“看鸡爪”，这

个环节不可忽视，某种程度上它起到了维

护婚姻稳定的作用。佤族是信仰原始宗教

的民族，相信万物有灵，魔巴为新人祈祷，

祈祷则要占卜——看鸡爪。魔巴在鸡爪小

洞上插上细竹签，看鸡爪上细竹签方向和

位置，判断新人的姻缘及事物发展前景，

看完鸡爪，魔巴就可以宣布两人正式结为

夫妇。第四，当魔巴宣布结束之后，寨子

里的每家每户就会抢着请新娘到自己的家

中，新郎官可以不用去。他们每家会杀一

只鸡，泡一桶水酒接待新娘，给新娘一只

鸡腿一杯水酒，新娘可以不吃鸡腿也可不

喝酒，但是必须要把一滴酒倒在自己的手

掌心，然后把手竖起来让酒顺着自己手臂

流下来，以表示自己对主人家的感谢。在

这一活动环节中，帮忙发喜糖和喜烟的两

人会随新娘一家一家地串，直到走完寨子

里的每一家为止。

除了以上活动外，结婚当晚还有一项

重要的部分——跳新婚。佤族是能歌善舞

的民族，每逢过年过节，村村寨寨都要跳

舞，跳新房跳新婚正是他们打跳对歌之时，

也是在场的男孩女孩认识约会的地点和恋

爱的开始。结婚当晚，除了本寨子的人可

以参加篝火晚会，其他村寨的人或是其他

地方来的人都可以参加，全民共娱。晚会

的地点在男方家，男方将会为所有来参加

篝火晚会的人提供烟、水酒、佤族稀饭等。

篝火晚会一般会进行到第二天早上，如果

是富裕的人家则会连续举办三天的篝火晚

会。以上结婚礼仪的各项活动体现出佤族

人民质朴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也存在敬

重自然的生命观和人文观。

（三）婚后礼仪

当两人正式成为夫妻后，便要根据

自己家庭的经济收入选择时日进行婚后礼

仪。婚后礼仪是男女双方组建新家庭之后

共同完成的，是佤族人民孝道的体现。佤

族家庭观念特别重，婚后仪式中具有夫妻

和睦、婚姻稳定、孝敬长辈等传统美德的

体现，也是民族美好品质的传承。

婚后礼仪必需品有四种：第一，三头

猪或一头牛和两头猪；第二，一桶水酒（一

般是五十斤）；第三，一捆草烟（一到三

斤）；第四，一捆茶叶（二到三斤）。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佤族婚后礼仪中，

草烟和茶叶逐渐有了代替品，物质生活的

进步，两者的地位较之以前明显下降。

倘若没有完成婚后礼仪，男方家便

会遭到整个寨子的轻视，会被讲闲话。当

结婚的两个人觉得自己有能力办这个礼仪

时，会通知本寨有辈分的人和魔巴一起商

量事宜，选定好日子举办。婚后礼仪没有

以上两个环节隆重，但是它并不是可有可

无，它关乎佤族人民对祖辈的尊敬、孝敬

等问题。其中，送肉给自己的岳父岳母时，

烟茶酒伴之相送，缺其一则不可。送肉也

须有一定讲究，送的肉是牛或猪除了头、

一只脚外的所有部分。送去的肉不是女方

的父母留着自己享受，而是把肉分给自己

所有的亲戚和寨子里的人家一同享受。这

恰恰体现了佤族人民群体劳动、团结互助

的优良传统。

三、西盟佤族婚俗中的社会文化体现

佤族婚礼习俗的保存和不断发展，孕

育了丰富鲜明的佤族传统文化，也是构成

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原始宗教信仰

陈国庆在《中国佤族》一书把佤族的

宗教信仰做了详细的介绍：“佤族的宗教

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三种，佤

族相信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佤族的宗

教信仰主要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相信自然

界万物有灵，信仰佛教和基督教是后期受

到了传教士的影响，仅占少部分。“他们

的观念中，人类、山川、河流、植物、动

物和凡为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自然现象

如风雨雷电等，都有灵魂，或称鬼神”，

传统婚礼结婚当天，要看鸡爪占卜，去邪

气，喜酒、烟、鸡肉烂饭都要先敬奉祖先，

才能给来参加婚礼的所有人吃，以示对祖

先的尊重，祈求天神保佑生活幸福安康，

人丁兴旺。

佤族早期是氏族部落的民族，在长期

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约定俗成形成了朴素的

人文思想和蒙昧的社会制度，从佤族传统

的婚礼习俗来看，选定结婚方式、婚礼的

礼品、婚礼中魔巴占卜等活动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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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有自然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办婚礼、

盖新房、祭祀等一系列活动都要观察天日，

而正是这种心怀恐惧、敬畏的民族心理，

对于世间万物始终抱有敬畏之心，正体现

了佤族人民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伦理道德与品质

佤族有很强的民族伦理道德观。佤族

社会中存有不同社会结构形态，但佤族社

会的伦理观念与道德规范还深受原始氏族

公社条件下产生的原始道德品质的影响，

还保留着原始道德所具有的朴素性和纯

洁、高尚的特征。佤族传统婚礼习俗是佤

族文化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佤族传统婚礼

习俗的探析，不难发现，佤族社会体现出

团结互助的礼仪，自由恋爱、一夫一妻、

不近亲结婚的礼仪，热情好客、孝敬父母

尊敬长辈的美德等内容。

佤族传统婚礼习俗中，不管谁家结婚

都是全寨人共同参与，互相帮助是佤族人

民遵循的习惯原则，不求报酬，这种自然

朴素的团结协作习惯使整个佤族的社会生

活中充满着人情味和同理心。另外，从历

史可以看到佤族在发展中，经济一直都是

欠发达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属于刀

耕火种的经济生产方式，生产力较低，全

寨一年都不能吃上几次肉，但是当两个人

结婚后就一定杀猪或牛，热情款待全村寨

人，体现团结互爱的民族思想。佤族婚礼

礼品以茶、酒、烟三种为主，简单朴素，

更不存在极端的拜金主义，婚礼自然平淡，

不求富贵隆重却得到全寨乃至全村欢迎，

一人结婚全寨来帮忙，这是佤族氏族部落

社会的体现，是佤族人民团结、和谐、热

情、互助，同甘共苦，共同抵御外族入侵、

共同对抗危险的体现。同时，照顾好女方

父母，以表达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孩的恩情，

至于婚后帮父母下地干活，照顾父母更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与西南部分少数民族

婚姻制度中体现的女性出嫁后的地位极其

卑微形成鲜明对比，重视婚恋自由、婚后

和睦，表达了佤族社会的婚姻态度，严格

遵从人类伦理道德，也提倡自由平等。同

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方面。佤族自古

以来不许同姓氏结婚并严格执行，认为两

个同一姓氏的人结婚是不伦之伦，以后的

生活会不如意，如房子会被雷劈等，从民

族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的，以姓氏区分族支，考虑到血缘远近、

族群繁衍，严禁同姓婚姻在佤族社会发

展相对落后的时期无疑是一种相对科学

的选择，从当下的发展看，逐步接受同

姓可以通婚也是佤族人民思想观念逐渐

更新的趋势。

四、佤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路径

探析

总的来说，通过对佤族传统婚礼习俗

的探析，可看到佤族传统婚礼中蕴含的佤

族文化包含着太多人类早期社会的影子。

发展上，由于佤族居住地多处山区，交通、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受到外界的冲击较轻，

传统文化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和发展，同

时也不被外界广泛认知，或者认知中带有

固定的偏见。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

发展加快，佤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面临巨

大挑战，迫切需要协调好民族文化与传统

文化、社会与经济效益等关系，实现佤族

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创新统一，满足佤族

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新时期佤

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要增强文化

自信，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寻找佤族文

化生命源泉的同时，结合当地实况，发展

如原始生态观光旅游等有利于促进民族经

济发展的项目，使其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

展的有力保证，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培

养，促进佤族文化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对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是保

护和发展的起步，可以通过挖掘历史材料、

解读优秀口头文学传统、做好正面形象宣

传等方式，激发起全民共同加强民族文化

建设的自觉，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

基础上，认清当下发展的困难，抓住机遇，

制定措施，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持

续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发展的文化经

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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