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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社会性别问题是两北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需要持续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
复杂的、特殊的课题。《西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变迁的社会性别研究》运用社会性别理
论，在剖析两北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提炼出其蕴含的社会性别内涵与特点
。西北少数民族有一定的两性平衡意识和合作意识，其社会性别观念中仍然存在传统的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有别等内涵，有着根深蒂同的社
会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权力关系及不平等性别秩序，有着同化的性别分工模式及从夫居
婚姻模式。同时，从民俗文化中体现出男女两性之间有明显的角色差异和空间区隔，女
性的公共事务参与度不高，女性性格被动保守，女性社会地位低，两性之间的交流合作
欠缺，由此阻碍着两性自身及整体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外，现实生活中的两北少数民
族人们，其社会性别问题体现出社会分层的特点，随着人们的年龄、城乡及受教育程度
的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变化，年轻的、居住在城镇的和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人们，其社会
性别观念及行为相对要现代化一些。两北少数民族应该扬弃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努力
消除性别歧视，消除男女二元对立，促进男女两性之问的协作交流，建立良好的沟通与
互助渠道，发挥各自的性别优势，形成平等、互补、合作的性别关系和性别秩序；应该
逐步消除长期父权制家庭模式中的不合理两性分工、财产分配等习俗，要重视女性在教
育、生育、家庭及公共领域中的权利，由此逐步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应该
在全力推进当地经济、政治、教育及文化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建构符合民族
地区实际的社会性别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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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三个条件因与撒拉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规定不符而没有接受，第4个条件接受了，双方
达成了协议，撒拉族男子可以娶藏族女子为妻。至今，藏族的某些风俗在撒拉族中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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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撒族族人和藏族人之间长期形成的婚姻关系也一直延续下来。从这里看，撒拉族
之所以允许与外族通婚，是为了壮大本民族的人口，但是，撒拉族女性一般不会嫁给藏
族或者其他民族的男性，这里除了宗教信仰的考虑，主要还是为了保证父系继嗣家庭制
度的实行。所以，一般是撒拉族男子娶藏族女子，这也是为了保证撒拉族父系家庭的传
承，保证其子孙后代都属于撒拉族，由此来增加本民族人口。
总体来看，撒拉族男性在婚姻中占主导地位，女性相对比较被动。从男方家送的彩礼和
女方的回礼以及嫁妆来看，男女双方力求在婚姻中达到一种平衡。但是，婚礼的一系列
程序和特殊婚俗的内容，明显透露出撒拉族的男性中心意识，揭示出女性的被动处境。
挤门习俗和“口唤”离婚习俗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婚俗，它们也真实、深刻地反映出撒拉
族人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那就是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尊女卑。
门对结婚来说，具有关键性的象征意义。在民间，结婚“有一种通俗的称谓，叫”过门
“。”过门“或者”未过门“成为一个女性新的身份确定的关键。新娘跨入男方家的”
大门“，就意味着旧的身份已经”死亡“，新的角色的转变已然完成，”进门“时的民
俗便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地区对于新婚夫妇关系的一些基本观念和
角色定位。不让新娘立即进门，不能堂而皇之骑马进门，在进门前先给新娘来一个下马
威，让她在结婚的第一天就要认识到，嫁到夫家不能目中无人、高高在上，而是要低眉
顺眼，谦卑恭敬，臣服于婆家人。这也是一种普遍的民众心理，北方广大农村也有俗语
说”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女人j天不打就会上房揭瓦“。所以，对女性的控制从结
婚之日起就开始了。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女性很难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她们
不得不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和婆家人。
而”口唤“离婚习俗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夫权思想，体现了父权制婚姻中妇女低下的家庭
地位和完全的失语状态，女性不享有解除婚姻的任何权利，而男性可以以任何借口随意
地休弃妻子。同时，妇女离婚时如得不到丈夫的”口唤“，就不能嫁人，其他人也不能
娶尚未得到丈夫”口唤“离婚的妇女。在过去，女性没有任何尊严和自主权。在这里，
妻子可以像一件物品或是牲畜一般被抛弃。事实上，在传统的汉民族习俗中，也有同样
的观念，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婚姻当中，女性只能是男子的附属物
，所以，丈夫可以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女性的命运。 前三个条件因与撒拉族所信仰的伊
斯兰教规定不符而没有接受，第4个条件接受了，双方达成了协议，撒拉族男子可以娶藏
族女子为妻。至今，藏族的某些风俗在撒拉族中仍有保留，撒族族人和藏族人之间长期
形成的婚姻关系也一直延续下来。从这里看，撒拉族之所以允许与外族通婚，是为了壮
大本民族的人口，但是，撒拉族女性一般不会嫁给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男性，这里除了
宗教信仰的考虑，主要还是为了保证父系继嗣家庭制度的实行。所以，一般是撒拉族男
子娶藏族女子，这也是为了保证撒拉族父系家庭的传承，保证其子孙后代都属于撒拉族
，由此来增加本民族人口。 总体来看，撒拉族男性在婚姻中占主导地位，女性相对比较
被动。从男方家送的彩礼和女方的回礼以及嫁妆来看，男女双方力求在婚姻中达到一种
平衡。但是，婚礼的一系列程序和特殊婚俗的内容，明显透露出撒拉族的男性中心意识
，揭示出女性的被动处境。 挤门习俗和“口唤”离婚习俗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婚俗，它们
也真实、深刻地反映出撒拉族人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那就是男主女从，男强女弱，
男尊女卑。 门对结婚来说，具有关键性的象征意义。在民间，结婚“有一种通俗的称谓
，叫”过门“。”过门“或者”未过门“成为一个女性新的身份确定的关键。新娘跨入
男方家的”大门“，就意味着旧的身份已经”死亡“，新的角色的转变已然完成，”进
门“时的民俗便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地区对于新婚夫妇关系的一些



基本观念和角色定位。不让新娘立即进门，不能堂而皇之骑马进门，在进门前先给新娘
来一个下马威，让她在结婚的第一天就要认识到，嫁到夫家不能目中无人、高高在上，
而是要低眉顺眼，谦卑恭敬，臣服于婆家人。这也是一种普遍的民众心理，北方广大农
村也有俗语说”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女人j天不打就会上房揭瓦“。所以，对女性
的控制从结婚之日起就开始了。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女性很难有自我意识和独立
意识，她们不得不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和婆家人。 而”口唤“离婚习俗更是一种赤裸裸的
夫权思想，体现了父权制婚姻中妇女低下的家庭地位和完全的失语状态，女性不享有解
除婚姻的任何权利，而男性可以以任何借口随意地休弃妻子。同时，妇女离婚时如得不
到丈夫的”口唤“，就不能嫁人，其他人也不能娶尚未得到丈夫”口唤“离婚的妇女。
在过去，女性没有任何尊严和自主权。在这里，妻子可以像一件物品或是牲畜一般被抛
弃。事实上，在传统的汉民族习俗中，也有同样的观念，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
衣服“。在婚姻当中，女性只能是男子的附属物，所以，丈夫可以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
女性的命运。 事实上，在过去传统的社会里，撒拉族女性一旦被其丈夫”口唤“离婚，
几乎就是被判了死刑。因为被休弃的女性不能再回到娘家，娘家人以此为奇耻大辱，很
难接受；同时，对娘家人来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而且，
社会舆论也会谴责这样的女性，认为她一定是不适宜为人妻的，也几乎无人再敢娶这样
不吉利的女人，除非是一些身心有残疾的人或死去老婆的人会去尝试。所以，被休弃的
女性走投无路，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作为女性，没有权力离婚，即使遭遇家暴，或者丈
夫有种种恶行，也无法离婚。即使法院判决离婚，但她几乎没有再嫁的可能。也就说，
对于为人妻的女性，其命运完全掌握在其丈夫的手里。这样的男权夫权思想至今在青海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一些偏远落后地方，尤其
是贫闲的农村，仍然十分严重。 三、东乡族传统婚恋习俗中的性别内涵 过去东乡族的婚
姻形式中也存在过一夫多妻的现象，但现在基本实行一夫一妻制，并严格执行着两条原
则：一是亲族外婚，二是宗教内婚。亲族外婚是指同一家族内部的成员严禁结婚；宗教
内婚是指无论男女，其配偶必须是从信仰同一宗教（即伊斯兰教）的人当中选择，而且
最好是同一教派内部的成员。东乡族在传统婚姻关系上，还保留遵从”阿哈交“观念的
婚俗。所谓”阿哈交“，是一种宗族或家族的残余形式。一个”阿哈交“包括有m缘关
系的上百户不等，辈分最高的年长者，称为”当家“。同属于一个”阿哈交“的男女不
能婚配，违者将受到谴责，这里主要是从优化种族的角度而言的，当然，也体现出东乡
族重视父系继嗣家庭制度。 东乡族人的婚姻基本上由其父母决定，男女青年互相不能见
面，大多通过媒人在中间传话。过去包办婚姻的比率在东乡族中非常高，在我们的实地
调查中，发现已有的大多数婚姻都是包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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