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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长江文明之旅》丛书分为《长江流域的名山奇峡》《长江流域的楼台亭榭》《长江流
域的岁时节庆》《长江流域的饮食生活》《长江流域的名城古镇》等32册，着力把握长
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深入挖掘长江文化底蕴和特质，以求全面、系统地展示长
江文明。全套书包括500多万字和上千幅图片，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可读性于一
炉，雅俗共赏，适合全民阅读。走进长江文明馆，阅读“长江文明之旅丛书”，一部波
澜壮阔的史诗画卷慢慢打开，一条浩浩大江的光阴故事鲜活呈现！ 顾久幸主编的《长江
流域的婚丧礼俗》为其中一册，介绍了长江流域的婚丧礼俗的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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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彝族 西南地区还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他们是由一些古老的民族或民族分支组合而成，
他们的婚恋习俗在长期的岁月中，形成了一些颇具地域特色的传统习俗。其中居住在四
川和云南交界处的彝族，他们的始祖是古代居住在北方的氐羌部落和西南地区的土著民
族融合而成。因此在他们的婚恋习俗中既有西北部羌人男女婚姻不自由的痕迹，又有西
南少数民族自由开放的遗风。即男女青年尽可以自由的恋爱，但到谈婚论嫁时，却还得
由父母作主，外加上媒人的说亲，两种风俗互相混合。
彝族青年男女自由交往选择在传统的节日、大型的集会或者专门的社交场合中进行。彝
族民间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火把节，这是青年男女寻觅伴侣互诉衷肠的大好时机。在每
年农历六月，农民们把火炬绑在竹杆上照天，祈求来年好收成。青年男女则手持火把到
各家游戏一番后，就到山野中欢聚，举行篝火晚会，小伙子和姑娘们在这些活动中寻找
自己的意中人。
云南禄丰地区彝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是每年的“三一花会”。在漫山的马樱花盛开之时，
周围几十里地的男女青年一大早就来到花山梁子唱歌跳舞，直到太阳落山。情意相投的
男女青年就成双成对的躲进密林中拨动口弦，倾诉爱慕之情。
除了这些节日和集会的机会外，彝族还有一些专门为青年男女交往举行的活动，其中跳
月、玩场和歌场是主要的方式。彝族青年常跳的舞叫“阿细跳月” ，由男子一边弹着大
小三弦，月琴，吹着笛子伴奏，一边与女子对舞，主要动作是拍掌、跳转。这种舞蹈步
伐刚健，节奏鲜明，旋律优美，充满着热烈欢快的气氛。
“歌场”是云贵一带流行的一种通过对歌来互相了解的交往形式。在农闲时节，常常是
小伙子们一群群地弹着四弦琴，吹着笛子，拉着二胡等乐器，向村外花草繁盛，树木葱
郁的地方走去。而姑娘们听到歌声，就会带着自己亲手编织的花线带和美味佳肴，身背
尖底背篓，一路欢声笑语地抄小路去追赶小伙子们。当快要接近他们时，姑娘们就在花
草丛中藏起来，只把背篓放在显眼的地方。小伙子们看到背篓便“哟 ”地一声长啸，蜂
拥而上去抢那些背篓。姑娘们若看到背篓被意中人抢去，假意争夺一番便罢手。如果是
没有缘分的男女，抢夺一番后，就会自动放手。一阵嬉闹后，小伙子和姑娘们围成一个
圆圈，欢快地起舞。一直跳到夜色降临，有情者便悄悄离开人群躲到大树下或草丛中，
姑娘开始试着为小伙子装烟筒，称之为“吃火草烟”。小伙子如果接过了烟筒，就表示
同意对歌，姑娘边点烟边唱，小伙子答唱。如果双方唱得情投意合，就开始互相表达爱
慕之情，如果感情进一步发展，还可以互相赠送礼物定情。到关系基本确定以后，男方
再托人去说亲，如果女方家同意，就可以择吉日完婚。也有的青年在对歌时虽已情投意
合，但为慎重起见在歌场散了以后还要多方打听，直到第二年或下一次集会上，再来歌
场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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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西南地区文化比较发达的白族，与彝族同为羌人的后裔。它的婚恋习俗受到汉族封
建文化的影响比较多，在制度上推行一夫一妻制和父母包办婚姻，还提倡女子三从四德
和为丈夫守节等。但在民间风俗中，本民族的传统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婚姻
不能自主，白族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却照样进行。 彝族 西南地区还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
，他们是由一些古老的民族或民族分支组合而成，他们的婚恋习俗在长期的岁月中，形
成了一些颇具地域特色的传统习俗。其中居住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彝族，他们的始祖
是古代居住在北方的氐羌部落和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融合而成。因此在他们的婚恋习俗
中既有西北部羌人男女婚姻不自由的痕迹，又有西南少数民族自由开放的遗风。即男女
青年尽可以自由的恋爱，但到谈婚论嫁时，却还得由父母作主，外加上媒人的说亲，两
种风俗互相混合。 彝族青年男女自由交往选择在传统的节日、大型的集会或者专门的社
交场合中进行。彝族民间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火把节，这是青年男女寻觅伴侣互诉衷肠
的大好时机。在每年农历六月，农民们把火炬绑在竹杆上照天，祈求来年好收成。青年
男女则手持火把到各家游戏一番后，就到山野中欢聚，举行篝火晚会，小伙子和姑娘们
在这些活动中寻找自己的意中人。 云南禄丰地区彝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是每年的“三一花
会”。在漫山的马樱花盛开之时，周围几十里地的男女青年一大早就来到花山梁子唱歌
跳舞，直到太阳落山。情意相投的男女青年就成双成对的躲进密林中拨动口弦，倾诉爱
慕之情。 除了这些节日和集会的机会外，彝族还有一些专门为青年男女交往举行的活动
，其中跳月、玩场和歌场是主要的方式。彝族青年常跳的舞叫“阿细跳月” ，由男子一
边弹着大小三弦，月琴，吹着笛子伴奏，一边与女子对舞，主要动作是拍掌、跳转。这
种舞蹈步伐刚健，节奏鲜明，旋律优美，充满着热烈欢快的气氛。 “歌场”是云贵一带
流行的一种通过对歌来互相了解的交往形式。在农闲时节，常常是小伙子们一群群地弹
着四弦琴，吹着笛子，拉着二胡等乐器，向村外花草繁盛，树木葱郁的地方走去。而姑
娘们听到歌声，就会带着自己亲手编织的花线带和美味佳肴，身背尖底背篓，一路欢声
笑语地抄小路去追赶小伙子们。当快要接近他们时，姑娘们就在花草丛中藏起来，只把
背篓放在显眼的地方。小伙子们看到背篓便“哟 ”地一声长啸，蜂拥而上去抢那些背篓
。姑娘们若看到背篓被意中人抢去，假意争夺一番便罢手。如果是没有缘分的男女，抢
夺一番后，就会自动放手。一阵嬉闹后，小伙子和姑娘们围成一个圆圈，欢快地起舞。
一直跳到夜色降临，有情者便悄悄离开人群躲到大树下或草丛中，姑娘开始试着为小伙
子装烟筒，称之为“吃火草烟”。小伙子如果接过了烟筒，就表示同意对歌，姑娘边点
烟边唱，小伙子答唱。如果双方唱得情投意合，就开始互相表达爱慕之情，如果感情进
一步发展，还可以互相赠送礼物定情。到关系基本确定以后，男方再托人去说亲，如果
女方家同意，就可以择吉日完婚。也有的青年在对歌时虽已情投意合，但为慎重起见在
歌场散了以后还要多方打听，直到第二年或下一次集会上，再来歌场定亲。 白族西南地
区文化比较发达的白族，与彝族同为羌人的后裔。它的婚恋习俗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影
响比较多，在制度上推行一夫一妻制和父母包办婚姻，还提倡女子三从四德和为丈夫守
节等。但在民间风俗中，本民族的传统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婚姻不能自主，
白族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却照样进行。 白族青年有自由寻求爱情的合法场所。农历七月
至九月举行的“石宝山会”，既是宗教节日，又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正当场合。每到
一年的这一天，各地区的白族群众都要聚会于宝石山，举行祭祀活动。 青年男女则聚会
到一起，举行以白族情歌为主的对歌会。有时对歌的男女双方旗鼓相当，往往要连唱几
天。在对歌中，男女青年加深了了解，会使一些原来素不相识的青年成为知心的伴侣。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白族人民还有另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叫做“绕三灵”，这也是青



年们寻求爱情的大型节日。“绕三灵”又叫“绕山林”、“绕桑林 ”等，是农闲时的一
种春游活动，也是栽种水稻前的祈祷仪式。这一活动相传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节日持
续三天时间。在这期间，身着盛装的人们手执霸王鞭和八角鼓会于城隍庙，一路上载歌
载舞，开始各种活动。晚上的时候，男女青年们便会隐藏到树丛中，互相对歌，寻找知
音，一直唱到黎明到来。有一首白族民歌对“绕三灵”盛会是这样唱的：“四月里来绕
三灵，一绕绕到大理城，绕到东门唱一调，绕到西门停一停。绕到桥旁歇一歇，绕到喜
洲谈谈情。绕到庙头才住下，一夜唱到大天明。”这首民歌把绕三灵会的大致内容都概
括了。 白族人民中最著名的民间娱乐节日是蝴蝶会。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前后，大理地
区苍山云弄峰下，数也数不清的彩蝶纷纷到这里来聚会，五彩纷呈，形成一大奇观。这
时各地方的人都拥到这里来观赏奇景，同时也成了年青人聚会唱歌定情的好时机。电影
《五朵金花》中的金花和男青年阿鹏就是在三月街的一次相逢后，到蝴蝶泉来相会进而
相约的。他们以对歌的方式进行基本的了解，然后双方约定明年再相会蝴蝶泉边。“山
盟海誓先莫讲，相会在明年。”这部电影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了白族人民的恋爱风俗。
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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