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布依族婚俗研究调查报告布依族婚俗研究调查报告布依族婚俗研究调查报告布依族婚俗研究调查报告    

————————以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洛省村的以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洛省村的以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洛省村的以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洛省村的实地实地实地实地调查为例调查为例调查为例调查为例 

 

贾  敏 

 

导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 个民族各具特色。不同民族之间在语言、

文字、服饰、饮食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研究少数民族的风

俗习惯对我国的民族研究及文化传承意义重大。为此，笔者对布依族婚俗进行了

专项调查。以实地研究的方法，从布依族青年恋爱、订婚、结婚等过程中不同的

风俗习惯入手，探究了布依族的婚姻习俗。并对布依族婚俗的过去、现状及未来

发展作了详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少数民族深受汉族文化影响，有逐步被汉化

的趋势。布依族的婚俗正从过去的传统、复杂、感性变得更趋向现代、简单、理

性。 

方法 

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洛省村村民为总体，采用多阶段

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具体做法是：先以洛省村的八个组的名单为抽样框

（八个组分别是：洛省一、 洛省二组、 纳相一组、 纳相二组、 浪改组、 纳

岩组、 落艾组、喜乐组），随机抽取一个组。这个组就是笔者进行实地研究的基

地。最后抽到的是洛省二组，由于在调查中也有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对象是从

洛省二组中 80 户人家中随机抽取的 50 户。  

2，资料收集方法 

此次调查主要采取实地研究方法收集资料。从 2010 年 1 月 27 日开始，作

者就与同伴一起前往丫他镇洛省村进行实地研究，吃住都与村民一样。亲身体验

布依族生活，实地了解当地的婚姻习俗。此外，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也采用了

结构式访问中的当面访问来收集资料。问卷设计比较简单，问题包括您多少岁结

婚、您和恋人之间是否有定情信物、结婚时您印象最深的仪式是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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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整理与分析 

全部问卷资料由调查员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由笔者利用

Excel 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主要为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实地研究收

集的资料主要由笔者及同伴进行核实、整理，最后进行归类。 

 

结果与分析 

一，布依族传统的婚俗习惯 

通过本次调查，布依族的传统婚俗习惯可以从一对恋人由相识到结婚的几个

过程来详细了解： 

首先，男女双方相识后，如果双方都有意，则可以自由恋爱，但是一般情

况下都对双方的父母隐瞒，尤其是女方家。谈恋爱可以说是躲躲藏藏，并且见面

约会的时间有一定限制。只能在农闲、赶集或者逢年过节才能见到意中人。等到

了适婚年龄，男方若有意，则第一次会请两名妇女去女方家拜访，并带上红糖、

如果糖被收下，则表示女方同意提亲。第二次由两名男性带着 100 多斤的猪肉、

100 多斤的米酒、还有糍粑发给女方家的亲戚。女方家则请客吃饭。双方对生辰

八字，若不合则吹；若八字相合，则可以结合。第三次，男方请两名媒人去女方

家通知酒期，送礼金、带 1 只鸡、十多斤肉、酒、一包糖（礼金的多少由女方家

决定，要多少给多少，不过一般女方家也不会为难男方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

多的 100 多元，少的几十，此外，还看男方家境而定）。经历前面两次后，第三

次就是订婚。定完婚后就等待时期结婚。 

结婚的一般程序： 

1，结婚前一天，在女方家办出嫁酒席，主要招待亲戚。在那天男方家要送一头

猪给女方家，女方一般求要男方带去 200 多斤肉、300 多斤酒，不够喊补，多余

的则不退。有些人家带不足的，男方请去的媒人还不能吃饭。同时，这一天要确

定好女方的出门时间。 

一般下午左右，男方带着一个伴娘、伴郎在女方家门口候着。看吉时进门。

进门后，新郎和伴郎跪下拜岳父母、家神、和一些长辈。此时不用敬酒和敬茶。

拜完后，新郎就接新娘走了。走之前，新娘也不对父母行礼，走时只带自己的一

个伴娘和嫁妆（嫁妆一般包括：柜子，木箱子，2 床被子，枕头，蚊帐，布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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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西的门帘……）。在布依族地区，一般都是山路，由于路途陡峭，所以新郎

不背新娘，新娘自己走。不管天气如何，新娘的伴娘要给新娘打伞，走在路上时，

一般也不吹喇叭。 

到男方家以后，新娘在晚上 12 点之前都不能进门。一直要等到晚上 12 点以

后的吉时，不管多晚。 

2，结婚当天，吉时到时，新娘进门。然后开始拜堂，父母坐在家神前面，一对

男的先拜（伴郎和新郎），然后一对女的先拜（新娘和伴娘）。接着，新娘和伴娘

就进新房。从此时起，新娘就只能呆在屋里，哪也不能去，吃喝拉撒都在屋内。 

天亮后，屋外开始摆酒席，男方家用酒、茶招待前来庆贺的人。新郎必须亲

自招待客人，向客人敬酒喝酒。此时院子里会响起热闹的喇叭声，以渲染气氛。

一般人家只摆两次酒席，早上 11 点至 12 点是午饭，下午 3 点到 5 点是晚饭。来

的亲戚大多是同村或者邻村的。做菜的一般是家族里的男性，女性的工作主要是

蒸饭、洗菜、添饭等。在农村，办事人家的家族亲戚中每家至少要出一个劳动力。 

中午吃过午饭后，要做的关键事情之一就是挂礼。收礼时，会写字的人一个，

数钱的人一个。写字的一般请写字好的先生，数钱的一般是自家信得过的亲戚。

所挂的礼金一般是用红纸抱着的，写上名字，称呼。关系比较近的亲戚除了红包

还带红布、毯子、小猪、猪肉等。80 年代的时候，礼金一般最多的十块，最少

的五角。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礼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此外，女方办出嫁酒

的那天，也收礼金。除了钱以外，还会收到毯子、布、盆、放有被子的柜子等。 

那个时候，一般酒席上的菜挺简单，主要有：猪肉、豆腐、白豆腐、汤、粉

丝、花生、辣椒水，也叫“下水”。米饭是尽量吃，男性喝酒多，只有少数女性

喝酒。 

下午吃完晚饭后，新娘就可以出屋子了。但是不能走出家门。也不能去别家，

只能呆在自己家里。酒席一般四点多就散了。当天，新郎不能与新娘同房，要陪

家里的亲戚，招呼他们。 

3，婚后第一天，男方家族的女性帮男方家做糍粑，做去给女方家的亲戚。新娘

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 

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候，男方还要喊家族里的人和同村人来吃饭，新娘新郎

一起进酒，新郎倒酒，新娘端酒盘，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先放酒，后放茶，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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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的人顺手给新娘钱，随意给，少的给几毛、多的给一块两块。把钱放在茶盘和

杯子里。同时，新娘也要把平日里做的布鞋送给男方家的长辈们。这个过程叫“三

交酒”。 

4，婚后第二天，新郎新娘要回门，即回娘家。不过，在回门之前，新娘要给男

方家的所有亲戚都挑水，有多少亲戚就挑多少担水，伴娘在傍边帮忙。挑完以后，

新娘新郎、伴娘、伴郎、还有一些抬东西的男性一起去新娘家。带上十多斤肉、

十多斤酒以及喜糖给女方亲戚。女方家则叫家族里的亲戚来吃饭、分糖。 

走完以上过程后，一个完整的婚礼仪式才真正完成。 

5，结婚以后，逢年过节（三月半、七月半、春节）时，男方带着糖、粽粑（过

年时）、花糯米（三月三）送给女方家。布依族婚俗有个特点，就是虽然男女双

方已经结婚，但是夫妻双方并不同居。一般是女方住女方家，男方住男方家。过

年过节时女方就去男方家，但如果双方不愿意则不勉强。当男方家里活忙时，女

方要回去帮忙。 

此时，如果女方悔婚，则要赔偿男方：退礼金，赔礼金。礼金数量的多少主

要取决于男方的要求。若不悔婚，一直到女方怀孕有孩子，才能回男方家住，从

此之后就一直居住在男方家。 

二，布依族婚俗的现状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了快速的发展。由于

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自然资源等条件相异，它们的发展亦不同步。

同样都是布依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各具特色。经济发展好的少数民族地区，

基于与外界联系较多，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例如，贵州省黔西南州就是一个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在兴义市，也有很多布依族，但是由于兴义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周边很多布依族已被汉化，有的根本不穿布依族衣服，很多都已不会说布依族语，

更有甚者，除了户口本上写着是布依族之外，在其身上找不出任何一处布依族的

特征，他们甚至连布依族的基本节日、基本习俗都不知晓。以本次调查的贵州省

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的洛省村为例，其经济发展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

于地理环境封闭，与外界联系不紧密，该村的布依族文化并未被完全汉化。传统

的布依族婚俗依然对居民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洛省村的婚俗

不可避免地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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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布依族结婚的仪式较以前相比，变得更加简单和直接。男方中意某

位女子后，不用像以前那样三番五次到女方家去拜访，可直接请上媒人，带着礼

物到女方家提亲，现在的礼物也不像以前那样局限在酒、肉、糖之类，而有更多

的选择。可带老人需要的补品、水果、家电等等。如果女方家也同意，那么就可

以定下婚约。到结婚的时候，大部分的风俗习惯都是基于传统的风俗习惯之上的，

也包括上述结婚时的各种步骤，只是现在简化了很多，对于仪式的要求也没有那

么严谨。例如新娘进门的吉时，现在很多人家都是在 12 点之前就把新娘迎进门

了，新娘也可以出来走动，并且可以向客人敬酒。除此之外，现在新娘和新郎结

婚以后，一般都是直接住在新郎家，不用等待怀孕才可进门。 

另一方面，布依族的婚俗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符理性。如今，虽然在结婚

过程中也需要核对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但是现在的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对其深

信不疑，很多家庭的组合并非完全是八字相合的。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更倾向于

自由恋爱，更加重视自己的选择。若是两情相悦，无论生辰八字合不合，都会坚

持在一起。从这一层面上看，布依族的婚俗是趋于理性和科学的。另外，在以前，

布依族人在回门的早上，新娘是要给男方家的所有家族亲戚挑水的，对于女性来

说，这的确是一种体力折磨。而现在，依旧保留这一风俗的人已经很少了，新娘

们可以不用干这么重的体力活……这些方面都足以说明布依族的婚俗是在向科

学和理性靠近。 

三，布依族婚俗的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对洛省村的调查可知，布依族地区的经济正在加速发展，其婚俗也日趋

大众化。正在与汉族的结婚习俗相接轨。总体说来，其发展趋势有以下两点： 

1，布依族婚俗日渐简化。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个特征（自我认同性、传承

性、对外适应性
1
）来看，布依族人由于受到外在文化的影响，有一部分已对其

文化失去自我认同。年轻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他们赶时髦，追求与社会同步发展。

结婚时拍婚纱照、旅游度蜜月、戴戒指等等，已经不再接受传统的布依族婚俗。

这不仅使得布依族婚俗变得更加简单，也使得布依族文化的传承受到影响。布依

族在中国只是 56 个民族中的一员，其力量还不足以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与

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布依族的对外适应性也略显出来。布依族人希望可以吸收其

                                                        
1 http://202.201.48.18/mzjy/line/line_L2_051202.htm 名族专业在线——专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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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繁荣自己的文化，使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也就是布依族

婚俗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布依族婚俗日趋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这个“现实”

与上述的布依族婚俗变得科学和理性是同义的。即是说，布依族在结婚仪式上，

更加重视实质的东西，而不像以前那么重视形式，变得更加合理。第二，这里的

“现实”主要从人的主观情感来看，过去由于大家的经济条件相差无几，在同一

个村里，无论是嫁女儿还是娶媳妇，都是双方情投意合或者双方家长“情投意合”。

那个时候更加看重对方的人品。而在市场经济大肆扩张的当代，经济的飞速发展

拉大了人们的贫富差距，经济理性的思想也到处影响着人们的心灵。现代人嫁女

娶妻虽然也重视对方的人品，但是有时更看重对方的家境。这些使得布依族的婚

俗不像过去那么真诚和纯朴。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实地考察所收集资料的分析，对布依族传统婚俗的发展、变化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在此研究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娃娃亲。很多地区都有给小孩定娃娃亲的风俗，本次调查中的娃娃亲可

以举个例子说明：王家的父母看上李家的小孩，李家也对王家的孩子比较满意。

双方父母达成一致，定娃娃亲。一般在孩子 13、14 岁左右就定亲，定亲以后，

等男方家经济宽裕到可以娶媳妇时，若孩子也到了结婚年龄，就为孩子们举行婚

礼。双方若其中一方悔婚，则要相应赔偿对方。这就是布依族中的娃娃亲。娃娃

亲是布依族的传统婚俗，风俗习惯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受到保护，但是有

的风俗，比如说娃娃亲，违背了自由恋爱的精神。类似这样的、与现代社会所倡

导的理念不同的风俗，是应该保留、传承还是应该摒弃？ 

2，从大的方面来看，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处于地理环境较封闭的地段。少

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历史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珍贵部分。但是，不可而否认的

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就必须与外面的世界接轨，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

就可能因此发生冲突，在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中，该如何选择、该如

何权衡利弊，都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布依族婚俗是日渐变化的，没有一个精确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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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来界定其传统与现代的转变。在本论文中，笔者划分传统与现代的界线是改革

开放的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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