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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女童社会化进程中的传统性别文化影响浅析
`

龚丽娟

(西昌学院 教育系
,

四川 西昌 61 5022 )

【摘 要】在彝族文化发展过程中
,

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
,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文化
。

彝族性

别文化以婚姻制度为主要内容
,

并在财产分配
、

劳作文化中反映了女性的地位
、

权利
、

行为等
。

长期以

来
,

家庭教育作为彝族女童社会化的主要方式
,

按照社会规定的传统性别角色来塑造女性
。

解放后
,

学

校教育才在彝区兴盛起来
,

而接受完整学校教育的女童一直很少
。

传统性别文化制约着今天彝族女童的

社会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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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儿童社会化问题是众多因素交织

下的产物
,

它和该民族的文化传统
、

经济水平
、

社会制度甚至地理环境等密切相关
。

其中
,

民族

文化传统及其变迁
,

往往同时又是一种特定的性

别文化的发展史
。

彝族在中国是一个人口较多的民族
,

分布于

川
、

滇
、

黔
、

桂四省区
。

与其他民族一样
,

彝族

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阶段
,

不同的是

彝族没有按历史发展规律从奴隶社会进步到封建

社会
,

而是保留了 2。以〕年的奴隶制
,

直到 19 5 6

年民主改革后
,

才跨越式地一步进人社会主义社

会
。

这种特殊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彝族独特的传统

文化
,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文化
,

它们对彝族

女童社会化有很大的影响
。

一 性别文化解析

性别文化作为人类文化 的组成部分
,

是指
“

作为文化形态存在着的男女两性生存方式及所

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

它包括迄今为止整个人

类发展过程 中的性别意识
、

道德观念
、

理想追

求
、

价值标准
、

审美情趣
、

行为方式
、

风俗习惯

等
” 。 ①它是通过交际而习得的代代相传的关系系

统
。

人的性别文化观念不是天生就有的
,

是从一

个人诞生时开始
,

并延续到所在的特定的社会生活

中
。

婴儿出世以后
,

确定了其生理性别
,

在以后的

成长过程中
,

在家庭
、

学校
、

社会直接的或间接的

规范下
,

就发展成为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相应的性别

角色
。

性别文化包括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
。

在整个人

类文化发展过程中
,

一种是与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地

位相适应的性别文化
,

这种性别文化起源于人类社

会的初始阶段
,

与落后的生产力
、

低下的科学技术

水平相适应
。

这种性别文化没有明显的性别压迫和

性别统治意向
,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然的形态
。

另

一种是与男性地位高于女性地位相适应的性别文

化
,

这种文化贯穿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

它是在

生产力相对发展的基础上
,

随着社会三大分工的完

成而形成的
,

这种性别文化与阶级压迫
、

等级制度

相交织
,

以汉族文化为例
,

形成了男尊女卑
、

男主

女从以及三从四德
、

三纲五常等封建文化体系
。

当代提倡的性别文化是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的

共同发展
。

它不局限于孤立的女性解放
,

也不是男

女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

而是寻求在两性平等基础上

确立女性的独立自主地位
,

促进两性在人类进步
、

社会发展中平等受益健康和谐地共同发展
。

二 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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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彝族文化发展的过程 中
,

形成了以婚姻制

为主要内容的性别文化
,

并在财产分配制度
、

劳

作文化中
,

反映了女性的地位
、

权利等内容
。

(一 ) 婚姻制度的变迁

彝族的传统婚姻实行严格的同族内婚
、

等级

内婚
、

家支外婚
,

并长期形成姨表不婚
、

姑舅表

优先婚
、

转房婚
、

买卖婚姻等习俗
,

主张
: “

嫁

女父做主
,

礼钱兄来收
” , “

姑娘再美
,

不能自

许终身
” , “

姑娘十七岁
,

不能居家里
”

等
。

彝族婚姻制度的发展与其他民族一样
,

最初

奉行群婚
,

后来发展到对偶婚
,

到最终一夫一妻

制的确立
,

标志着妇女在父权制和母权制的斗争

中彻底失败
。

在这种只对女人贞操加以限制的婚

姻制度中
,

妻子属于丈夫家族的财产
。

彝族的买卖

婚由此产生 (嫁女的人家索要身价银子
,

或要求

送牛送羊 )
。

买卖婚又导致丧偶妇女的转房婚
,

而买不起的就去抢婚
。

妇女不满意买卖婚姻但又

无法改变自身命运
,

只好用
“

哭嫁
”

的方式去发

泄心中的不满
。

这一系列的婚姻现象
,

实际是父

权制战胜母权制的反映
。

由于妇女们不甘心失

败
,

就有了新婚之夜的夫妻较量
,

有不落夫家习

俗的产生
,

有戏弄娶亲人的种种恶作剧
。

彝族普遍实行姑舅表婚和姨表不通婚
。

彝谚

说
“

有女先向舅家嫁
,

有亲先攀舅家亲
” 。

姑家

的女儿要嫁别人
,

先得征得舅家的同意
,

且所得

聘礼要送一分给舅家
。

反过来
,

舅家有女也对姑

家有上述义务
。

这种婚俗制度是历史上族外群婚

的一种遗留
,

体现了对母权制的维护
。

姨表不通

婚是母系氏族外婚制的又一遗留
,

凉山彝族有一

种观念
: “

姨表兄妹犹如亲兄妹
,

差别只是没有

住在一起
。 ”

即把姨表兄妹也视为同胞兄妹
,

反

映在婚姻习俗上则表现为姨表不通婚
。

解放前
,

凉山彝族严格实行同族内婚和等级

内婚
。

只能在本民族内部缔结婚姻
,

彝谚语
“

黄

牛自是黄牛
,

水牛 自是水牛
”

正是指此
。

等级内

婚严格限制着统治等级的兹莫
、

诺合与被统治等

级的曲诺
、

阿加
、

呷西之间的婚姻
,

不同等级之

间不允许缔结婚姻关系
。

过去彝族还有抢婚习俗
,

男方求婚不成便通

过强抢的方式将 自己看上的女子抢回家
,

然后强

迫女方同意成婚
。 “

通过抢劫妇女来缔结婚姻家

庭
,

并作为一种社会惯例盛行起来
,

只能出现在

对偶婚向相对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

妻方居住向夫

方居住
、

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历史时期
,

不会更

早
。 ” ②抢婚正是彝族由原有的婚姻形式向一夫一

妻制过渡时期民间风俗的一种遗留
,

反映了男权向

女权的抗争
。

民改前
,

广大的彝族地区没有常设的统治机

构
,

其重要的社会组织是家支
。

通过家支维护等级

制
,

遵守习惯法
。

转房婚习俗便是家支制度的产

物
。

转房婚就是妇女丧偶后
、

尚在生育年龄
、

子女

又未成年者需转嫁给丈夫的兄弟或三代以内的长辈

或晚辈
,

即
“

兄死弟在
,

牛死厩在
” 。

这是由于彝

族社会认为妻子是属于丈夫家族的财产
,

即使丈夫

死了
,

但家族还有男子可以继承
。

在彝族看来
,

“

孤儿寡母应给予温暖
,

牛犊羔羊应给予照顾
” 。

转房婚是家支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
,

符合彝族

的传统道德
,

受习惯法保护
。

转房婚最大限度地维

护了家支的利益
,

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转房婚双方的

意愿
,

特别是丧偶妇女的意愿
。

从群婚发展到对偶婚
,

到最后一夫一妻制确

立
,

彝族婚姻制度的发展
,

反映了本民族社会发展

和文明进步的历程
。

在社会 日益发展的同时
,

女性

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却在逐步没落
。

群婚

制阶段
,

男女之间是一种原始的平等关系
。

对偶婚

的实行
,

出现了个体家庭的雏形
,

在家庭内部
,

财

产继承按照母系亲属计算
,

男性的财产归于母亲的

氏族
,

归他的姐妹所有
。

而抢婚作为对偶婚向一夫

一妻制过渡的一种习俗
,

实际上表达了男性希望通

过强制手段
,

改变从母居体制下对男性财产继承权

的剥夺
。

实行从父居
,

不仅确定了丈夫对妻子和子

女的所有权
,

而且保证了父系财产继承制度
,

转房

婚就是这种财产继承制度的反映
。

(二 ) 女性在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与劳动分工制

度下的地位

婚姻制度在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上反映了彝族

女性的地位
,

传统的财产继承制则使女性处于无产

无权的地位
,

从而不得不依附于男性
。

在我国彝族

地区
,

家产按父系继承
。

儿子成婚后除幼子外都与

父母分居
,

家产以兄弟人数加双亲平均分配
,

各得

一份
,

双亲去世
,

则其所得的那份财产由幼子继

承
。

幼子要负责奉养父母
,

父母死后
,

灵牌也由幼

子供奉
,

无继承人的可招婿或接子继承
。

同一家支

的成员如死后无子继承
,

其遗产称为
“

巩果
” ,

意

为绝业
,

应由男性亲属继承
,

如无亲属
,

则按亲疏

远近渐次由家支内成员继承
,

继承者要负责养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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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没有父母的财产继承权
,

只能在出嫁时

得到一些嫁妆
。

在这种父权制的家庭
,

父亲是家长
,

总揽家

中一切大权
,

决定着家庭的生产计划
、

财政开

支
、

造新房
、

娶媳妇
、

嫁女儿等大事
,

并代表家

庭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

而家庭主妇操持家务并不

完全脱离生产
,

丈夫下田作业
,

妻子也要追随帮

助
。

家中其它 日常事务也由妻子料理
。

如
:

砍

柴
、

磨土豆粉及玉米粉
、

背水
、

煮饭
、

饲养家

禽
、

收割农作物
、

贮藏农产品
、

织绣
、

缝补
、

教

养子女等
。

儿子一般长大后分担放牧
、

打柴等
,

或与父亲一并出工 ; 女儿则协助母亲做家务
,

有

时也下地干农活
。

由于这种分工
,

使女性对家庭

的贡献很不明显
,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也

就不如男性重要
。

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体现了父权制社会男性对

家庭财产的控制权
,

男性成为家庭财产的实际拥

有者
。

这样
,

女性不仅在家庭内部从属于男性
,

而且作为一个性别群体
,

服从于男性
。

男性通过

婚姻
、

财产继承等社会制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巩固

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

而且在有意或无意中塑造

了
“

男尊女卑
”

的性别文化
,

并且繁衍出各种
“

重男轻女
”

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

比如忽视

女性的教育
,

忽略女性的劳动价值等
,

用以确立

男性对女性的控制
。

民主改革后
,

国家提倡男女平等
,

而且建国

初期实行集体所有制
,

男女同工同酬
,

使女性的

地位有所提高
。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
,

土

地
、

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重归个体家庭
,

由于将

生产队的控制权部分或全部转移到了户主手中
,

无形中又恢复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
。

在改革开

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

勤劳的彝族妇女积极生

产
,

并且把自家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
,

改

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

使家庭逐步走上了勤劳致富

的道路
。

然而对家庭做出的重大贡献并没有使女

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应提升
,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

是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很难改变
。

三 彝族传统性别文化对女童社会化的

影响

在心理学中
,

所谓社会化是指
“

作为个体的

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
,

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

程
,

经由这一过程
,

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
,

社

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
,

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

善
” 。 ③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途径主要有家庭教育

、

学校教育
、

同伴群体
、

大众传媒等形式
。

童年时

期
,

儿童在父母的教养下初步形成自己独有的行为

模式 ; 少年和青年时期
,

在父母和学校的教育下学

习社会规范
,

并学会认识 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

等 ; 成年以后
,

个体社会化的主要表现是对新的行

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接受或抵制
。

在儿童社会化的

这三个阶段中
,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和作用
。

(一 ) 家庭教育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
,

孩子从

降生到完全独立进人社会
,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

在家庭中度过
,

家庭教育将家庭生活与教育活动融

合在一起
,

在儿童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 “

社会

化始于家庭
。

在家庭里孩子们学会认识他们是谁
,

他们能够和应该期望在生活中得到什么
,

应该怎样

对待别人等等
。

在许多方面家庭都是承担社会化任

务的理想场所 … …
” ④

彝族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

虽无私塾之类的教育

机构
,

但有自己的传统教育方式
。

子女教育的思想

与道德内容主要以彝族世代相传的谚语和训世簇言

诗 《玛木特伊》 为准
,

基本内容就是背诵家谱
,

熟

记祖先历史和业绩
,

从幼小时就要逐步明了社会习

惯法与道德准则
。

贵族儿童教育中
,

体育锻炼和武

器习用占重要地位
,

如狩猎
、

摔跤
、

骑马
、

习用刀

枪等
。

在平民百姓中
,

多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子女

进行经常的劝导和训诫
,

如讲述民间故事
、

引导儿

童敬重老人
、

遵守习俗礼仪
、

勤劳勇敢
、

诚实善

良
,

并注重传授各种生产和生活技能
。

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内容
,

有明显的角色分工
。

对女子的教育多由母亲负责
,

如刺绣
、

编织
、

炊事

和家务等
。

家庭为女童提供的学习内容是传统性别

文化所确定的
,

然后通过家庭教育塑造
、

维护和巩

固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
。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

这种

角色的塑造是通过母亲的言传身教一代又一代地传

递着
,

通过女性的自觉行为来维护社会对其不公正

的安排
。

这种代代复制的过程
,

使女性安于自身的

境遇
,

将操持家务和生儿育女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

内容
, “

会无意识地去维持现状
,

信奉持家教子的

传统观念
” 。 ⑤

(二 ) 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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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儿童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介
。

当儿童

人学后
,

学校的影响便取代家庭成为最重要的社

会化因素
。

学校长时间地对学生进行有目的
、

有

计划
、

有组织的各种知识和社会规范的系统教

育
,

对学生的社会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

由于历代反动政府的民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

策
,

许多彝人仇视官府
,

因而拒绝接受汉文化学

校教育
,

使彝族中受到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很少
,

这很少的一部分人中
,

当然鲜有女性
。

解放后
,

女性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

权利
,

为彝族女性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法

律和制度保障
。

但由于地处边远
,

自然条件恶

劣
,

生产力发展缓慢
,

教育基础薄弱
,

加上传统

观念的束缚
,

彝族女性教育至今仍然处于非常令

人担优的状况中
。

以凉山州为例
,

19 97 年学龄儿

童人学率为 92
.

54 % (其中
,

彝族男童 93
.

巧%
,

女童 69
.

55 % )
。

彝族女童的人学率比全州平均低

22
.

9 9%
。

19 89 至 199 2 年全州招收的彝族女童一

年级新生分别为 9 659 人
、

13084 人
、

13860 人
、

134 16 人
,

到 199 5 至 1 99 5 年坚持读满小学 6 年毕

业 的分别有 269 4 人
、

34 93 人
、

3 88 1 人
、

4 10 4

人
,

巩固率分别为 2 7
.

89%
、

2 6
.

7%
、

2 8
.

0%
、

30
.

95%
。 ⑤这就是说

,

虽然女童人学总数在逐年

增加
,

小学毕业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

但巩固率却

一直很低
,

有 7 0% 的彝族女童没有能接受完小学

阶段的教育就流失或辍学
,

大多数只读了一
、

二

年级后就回家的女童逐步成为新的文盲
。

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文化特征是制约彝族女性

教育的重要原因
,

尤其在贫困的山村地区
,

文化因素

和经济因素交织
,

使彝族女性在教育上更处于边缘

化的状态
。

女童是未来的母亲
。

母亲是孩子第一个最直接

最全面最具体的老师
,

在儿童社会化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

不仅影响孩子的一生
,

而且可能影响到

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前途
。

而彝族传统性别文化对女

性角色的定位是强调女性作为母亲的生儿育女价

值
,

作为重要劳动力的任劳任怨价值和作为家庭主

妇的勤劳能干的价值
。

女性社会地位低于男性
,

使

得家长们很容易忽视女童在学校教育方面的需求
。

很多家长认为女儿反正要嫁人
,

让她读书不划算
,

反而赔钱
,

还不如让她帮助家里干活或照顾弟妹一

一这种观念在封闭的山区很常见
。

这种情况下
,

彝

族女性教育的发展步履自然也就变得愈发的沉重
。

人的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儿童时期的社

会化是人一生社会化的关键
。

然而
,

由于传统性别

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

彝族女童在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这两种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中都处于弱势地位
。

近年来
,

彝族女童教育问题引起了各级党政
、

社会

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
。

一些社会团体
、

国际组

织建立了彝族女童教育专项基金
,

资助彝族女孩完

成学业
,

使彝族女童教育状况有所改善
。

但几乎没

有人关注传统性别文化对女童社会化的消极影响
,

而它对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

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关注它
、

研究它
、

发展它
,

给儿

童特别是女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性别文化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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