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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婚俗的民族学描述
（一）尔苏藏族婚俗的民族学描述

藏彝走廊东端的凉山州境内有一支自称尔苏

的藏族支系，简称尔苏藏族。尔苏藏族具有自己的

本土信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现象。随着一体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如今

尔苏藏族的传统文化在嬗变。尔苏藏族的婚俗受

到周边民族文化的涵化，吸纳了许多兄弟民族的文

化因子。当然也不乏一些远古的文化遗存。

1. 订婚仪式

尔苏藏族注重订婚仪式，其中与本土信仰相关

的仪式有拨水驱鬼、祭祀祈福、杀猪问卦、敬酒祈

福、议事求期、宴客祈福[1]。如今在尔苏藏族地区绝

大多数青年是自由恋爱的，只有少数人还依靠父母

和媒人来帮忙。求亲环节上首先男女双方私下确

定关系，然后禀告双方父母长辈，经父母长辈同意

后，女方确定要有多少彩礼、还需要什么条件，最后

双方确定举行订婚仪式的时间。尔苏藏族的婚姻

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以自由恋爱为主，辅之以媒

人说媒。藏族聚居区藏族的订婚仪式主要有三个

层次。首先是问酒，即男方备上厚礼，带上哈达到

女家问其父母及长辈可否将女儿许配给男方。然

后是订酒，男方再次备上厚礼带上哈达到女方家问

这婚缘是否板上钉钉。最后是圆酒，男方还得备礼

到女方家共同商量择日成亲。这三道关走完，婚事

才算定下来。尔苏人订婚，男方要带酒水和礼金到

女方家，借女方场地宴请女方家人和亲朋好友。尔

苏藏族在订婚时有泼水礼，订婚这一天，姑娘们埋

伏在屋外的道路两旁，大桶小盆都装满水，做好准

备工作。男方到达女方房屋附近后，派几个人打头

阵，快速冲进屋内，姑娘们尽力往男方代表身上泼

水，男方代表尽量躲水，有时男方代表也会从姑娘

们手里把水抢过来反泼她们。而最好的方法就是

快速冲进屋内，只要客人冲进屋内，就宣告泼水仪

式结束。因为尔苏人忌讳在室内泼水的。

2. 迎亲仪式

迎亲的仪式较多，首先是泼水驱鬼，这和订婚

仪式基本相同。行泼水礼后，给迎亲婚使敬怪味酒

和辣子烟。结婚泼水就是驱除附在迎亲婚使身上

的鬼邪。水泼得多表示鬼邪驱除得彻底。按照尔

苏藏族的习俗，新娘的姐妹们用冷水泼迎亲婚使，

表示姊妹情同手足不愿分离，阻止男方接走同伴的

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是祝福新婚夫妇恩恩爱爱白头

偕老。迎亲这天通夜唱歌，多为出嫁歌，有的称之

为哭嫁歌，大意是婚后远离父母，不能够为父母尽

孝，不愿意远离父母。过去还有买卖婚姻的因素存

在，妇女们以哭嫁歌的形式批判旧的婚姻习俗，控

诉买卖婚姻，歌声悲切凄惨。第二天黎明前，女方

主人家要请沙巴来剪纸，在墙上张贴剪纸以祈福。

图案大都是月亮和太阳，还有成排的手牵手的男

女，寓意着家族要人丁兴旺，祈求平安祥和。送亲

之前要唱留财神歌，女儿出嫁是家里劳动力的输

出，势必要影响家庭的生产力，是家庭里的大事，也

是家族内的大事，要唱留财神歌，留住财神是这个

家族共同的希望。这是格调高雅的尔苏藏族歌，是

尔苏藏族文化的核心之一。

3. 结婚仪式

结婚仪式是婚礼三部曲中礼节最多的活动。

祭祀神灵、祈求庇佑，祝愿平安祥和是婚姻仪式的

主题。在婚礼习俗中，每个环节都反映了尔苏藏族

的本土信仰。每一个环节都看得见他们对祖先和

山神爷的顶礼膜拜。尔苏藏人平时杀只鸡，煮块腊

肉都要首先敬先祖然后再开饭待客，何况是婚礼大

事。婚礼除了大宴宾客外，家里要举行若干次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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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神灵和先祖的活动。新娘刚到帐篷时要给天神

敬酒祈福、新娘入户后还要给先祖敬酒祝福。然后

给客人敬烟敬茶敬酒，“三敬”结束后立即开席就

餐。然后开展丰富多彩的婚礼仪式。其中尤以割

猪头游戏娱神娱人。古代尔苏人把商品经济思想

的萌芽状态植入婚俗仪式里。割猪头仪式活动以

买卖猪头肉为主要内容，不是等价交换的买卖游

戏，是尔苏藏族年轻人显示智慧展示能力的绝佳机

会。两个家族通过割猪头仪式进一步求得先祖认

可婚姻，这是祭祀游戏。割猪头仪式结束以后，把

剩余的猪头肉按照村子里本家住户数切成小块，依

次请各家各户前来接受敬酒和敬肉，既是感谢大家

对这门婚事的肯定和积极支持，又是借机会改善邻

居关系，与家族成员和睦相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

这个仪式，可以梳理平时不太明晰的亲戚关系，增

进家族凝聚力和亲属认同感。这是尔苏藏族注重

人与人之间和谐和家族与家族之间和睦的文化传

统的直接反映[2]。尔苏藏族崇尚以多神崇拜为主的

本土信仰，在他们看来脱嫁衣仪式以后，新娘子基

本上被确认是男方的人。但是要成为本土信仰意

义上的男方家族成员还必须通过杀鸡或杀猪举行

祭告先祖入族仪式。

（二）凉山彝族婚俗的民族学概括

凉山是彝族主要聚居地。凉山彝族婚俗有其

自身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一夫一妻制、同族内婚、等

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等。一

般男女在童年或幼年时就由父母亲以指婚的方式

代为择配。纳聘订婚以后，可以适时举行婚礼。除

幺儿外，婚后都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组成一夫一

妻制小家庭[3]。彝族婚礼，主要分三个阶段：一是定

亲行聘。二是迎亲结婚，三是回门坐家。节食和背

亲是彝族传统的婚礼仪式，此外还有泼水、抹锅灰、

摔跤、赛歌、摸亲、哭嫁等仪式。所谓坐家就是新娘

回门后留住娘家，丈夫经常两家来回走动，短则一

两年，长则三五年，直到女方怀孕才能结束坐家回

夫家[4]。有些彝族地区，还有换婚的习俗，两男子彼

此交换姐妹为妻。换婚也必须宴请宾客和举行跳

神驱鬼等活动。

二 尔苏藏族与凉山彝族婚俗对比研究
（一）婚姻制度比较

1. 凉山彝族的婚姻制度。凉山彝族婚姻制度因

受其传统等级制度观念影响，具有强烈等级色彩，实

行严格的内婚制，男女双方须属同一等级，才能谈婚

论嫁。不同等级的男女婚姻是不被家支等级集团所

承认的，甚至会遭到整个社会的排挤和家支内部的

处罚，这些处罚相当严格，最严重的处罚就是开除家

支。建国以前，凉山彝族处在奴隶制社会，有一夫多

妻制存在，实行一夫多妻的多是黑彝阶层的大户人

家，其他阶层多实行一夫一妻制。建国后根据我国

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在彝区已经取代一夫多妻

制，但在一些偏远的村庄，仍存在极个别的一夫多妻

家庭①。彝族婚姻习俗强调同族内婚的制度，异族通

婚是被严格禁止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

想观念的转变，已经有不少和其他民族通婚的个

案。除上述的婚姻制度特点外，彝族婚俗还有家支

外婚，姨表不婚，舅表优先婚等特点。

2. 尔苏藏族的婚姻制度。尔苏藏族实行一夫一

妻制，自由恋爱和媒人介绍是促成婚姻的主要形式。

过去尔苏藏族的婚姻制度也是严格保持本民族族内

婚姻，家族外婚姻，姨表不婚，舅表优先婚等特点。只

要是同姓同族，不管隔多少代也不容许通婚的。在这

个方面，即使现行的新婚姻法也是行不通的。

3. 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都相当重视聘礼。尔苏

藏族的彩礼聘金从几千元到一两万元不等，也有少

数聘礼达到七、八万元乃至十余万元的。但实际操

作中是有变数的。聘金额高，表示对父母养育之恩

的重视；一个厚重的聘礼体现了家支实力以及新娘

个人的综合素质。凉山彝族的聘金多数和女儿的教

育程度、容貌和家支实力相联系。受教育程度越高，

家支实力越强，聘礼就越厚重。聘礼是婚姻双方家

族内由于补偿劳动力的转移而产生的货币转移。是

婚姻支付的典型反映②。礼金和陪嫁都是家族认同

新家庭的必要方式。也是上辈家庭为新家庭提供婚

后生活保证的一部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尔苏藏

族和凉山彝族都十分重视聘礼和陪嫁。

（二）婚俗礼仪之异

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的结婚礼仪都是三大板

块。即订婚礼仪，结婚礼仪，婚后礼仪。在媒人促

媒成功后就要择吉日举行订婚仪式。过去订婚是

一般的婚礼环节，只需要说清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

方举行婚礼就行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提升，婚俗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发展和

提升。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娱乐休闲的需要，婚俗

文化被赋予了大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订婚被赋

予了一些娱人娱神的娱乐项目，所以订婚也就成为

最主要和意义最重大的礼仪之一。

1. 泼水。尔苏藏族的泼水，具有“驱鬼辟邪”的

作用，泼水就是驱除附在来宾身上的污秽，为准新

郎和新娘祈福。泼水礼是藏彝走廊上很多少数民

族都要举行的婚姻礼仪。是祝福未来家庭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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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安好，白头偕老，人财两旺的娱乐活动。泼水

结束后要借索要泼水酒为名，刁难迎亲婚使，要给

客人灌怪味酒和辣子烟③。然后婚使给先人敬酒祈

福。在彝族婚俗礼仪中，泼水仪式结束后，姑娘们

要抓锅底的烟灰，合上化油，借索要泼水酒和保卫

准新娘之机，涂在男方代表们的脸上。

2. 聘礼。大家在欢笑中进入主题开始依礼仪

论婚事。彝族订婚时女方家庭则会马上宰杀一头

猪，并做好烧烤，放在一个簸箕中，端到客人面前，

男方代表每人品尝一块，然后男方长者在簸箕中放

入聘金，端给女方代表，女方家长在点钱后高声宣

布所给聘金额。约定婚期后进入最后一项礼仪，就

是大宴宾客。尔苏藏族不同，由男方杀猪，一切都

是男方劳作，烧肉只敬神不发给人。他们一边喝酒

一边谈天说地，显示双方的阅历和见识。女方端上

一个大簸箕，里边放有一碗大米或其它粮食以及一

瓶酒，粮食碗里有一只杯子。男方长者要打开瓶

盖，斟满一杯白酒一饮而尽，然后拿出礼金一张一

张地摆给大家看，大家边看边附和着数钱。数完后

长者再自斟自饮一杯，把簸箕端给女主人家。这也

是过去订婚仪式上一坨一坨数银子的文化遗风。

所不同的是，彝族订婚礼上举办订婚宴的是女方，

而尔苏藏族则是男方举办订婚宴，借用女方的场地

举办订婚酒宴。

3. 抢亲。凉山彝族婚礼活动有“抢亲”的文化

遗存。婚礼上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抢亲，现今保留

下来的只是作为热情友好的抢婚游戏，是历史上曾

有暴力抢亲的文化遗存。由于新郎不迎亲，所以新

郎的本家兄弟带领十来个青年，带上酒水前往女方

家迎亲。迎亲队伍经受隆重的泼水礼仪后，要冲进

新娘的闺房，闺房里女伴们严阵以待，手上涂抹锅

烟灰，紧紧地看护着新娘，他们冲破防守去抢新

娘。女伴们不遗余力地将烟灰涂在迎亲婚使的脸

上、手上和脖子上，婚使们一面招架一面也用姑娘

涂在自己身上的烟灰膏涂抹她们的身上。这是一

场斗智斗勇的闹剧，直到迎亲婚使摸到新娘的衣

服，姑娘们才会停止嬉戏。姑娘们追打抹灰是要保

护新娘不被抢走之意。抢婚仪式结束后举行酒宴。

4. 送婚。彝族婚礼中女方家要派人送亲，送亲

队伍全是男性，也没有摆“路边饭”的习俗，这和尔

苏藏族不一样。路途中大家要轮流背新娘，现在有

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是到达目的地要进入男方

家前，一定要下车由人背着走。尔苏藏族在婚礼仪

式中，包括新娘从娘家出发和要到达夫家前，都有

一个请新娘子“吃饭”的路边饭仪式。请吃的食物

有白水煮鸡蛋、油煎两面黄豆腐片、老腊肉、大米饭

等。新娘子出嫁也是和彝族一样要节食的，这种象

征性的请吃只能由送婚使者代劳。出发时有多少

家请吃，到夫家前也必须有多少家请吃。这是尔苏

藏族过去远嫁产生的路上进餐甚至要露宿的文化

遗留。那时候新娘子在路途中是需要部分的走路

和过关隘等的，所以为了保证体力，是不能太节

食。后来的节食礼仪，应该是文化涵化的结果。路

边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展示家族势力。

5. 坐家。彝族婚后礼仪包括回门和坐家的礼

仪。婚礼期间新婚夫妇不得同居，婚礼结束后新郎

倌要把新娘送回娘家，即为回门。回门三天以后，

他要独自返回家里生产劳动，过一段时间后，新郎

亲自去或者另外派人去接新娘到婆家，这样来来往

往若干回合，通过多次来往，逐步产生好感，才能够

实现同居、坐家，有的婚后三五年还不一定能够同

居。夫妻同居时还要大打出手，一方坚守，一方进

攻，闹出很大的响动，这样才显妇女操守。

6. 入族。与凉山彝族相比较，尔苏藏族的婚礼

上会有祭祀祖先和山神、婚礼祝词、敬酒、摆喜宴、新

娘开面仪式、敬全猪仪式。还有对歌仪式、拼酒仪

式、脱衣服仪式、背水仪式。最后经过入族仪式，新

娘就成为新郎家的人了。尔苏藏族除了婚礼期间不

同房外，没有长时间的呼去唤来的走动过程。一旦

举行了告慰先祖的入族仪式，就是法定的男方家族

成员，婚后一年若没有怀孕迹象，会很没有面子。

（三）婚俗中的信仰

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的宗教核心都是万物有

灵论，在婚姻习俗中，处处体现着祖先崇拜，自然崇

拜的观念。尔苏藏族十分注重对山神和先祖顶礼

膜拜，是尔苏藏族重要事项必选动作[5]。在订婚仪

式上，女方会将男方带来的礼品和美酒一起敬献给

先祖。以求祖先的保佑。看卦也是向先祖和山神

征询婚事的重要途经。凉山彝族在订婚、结婚仪式

上也少不了对祖先的祭拜仪式。真正意义的祖先

崇拜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关系，即祖先与后代之

间客观存在的血缘联系[6]。彝族的祖先神具有守护

的属性，彝族相信祖先一直关注着家庭的发展，要

善待祖先，时时祭拜祖先灵魂，祖先就会庇护后世

子孙，因而血缘祖先崇拜在彝族众多崇拜形式中居

于中心地位④。彝族婚俗中还表现出如水、火等对

自然力量的崇拜。为驱邪除魔，人们在订婚结婚时

施行泼水仪式。在结婚日有举火把仪式。订婚、结

婚的主要仪式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多在火塘边完

成。彝族人认为火塘之火不灭，就象征着家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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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不断，火塘是家庭的象征，而且在人们有了家居
后，火塘又是家神的象征⑤。
（四）婚俗中的禁忌文化

1. 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内容，禁忌存在于各族
群之中，信仰万物有灵的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都
十分重视男女双方的属相。在谈婚论嫁时找彝族
毕莫或尔苏沙巴看他们的命相和测他们的未来。
如果属相相克就绝不会继续谈婚姻事宜。确定婚
姻关系后，即使生辰八字相符，只要年煞等三煞犯
忌，也是不行的。所以要选择一个没有相克相冲的
时候订婚，这样婚姻才会幸福美满。尔苏藏族在赞
美婚姻美满无暇时说：“盘以‘措’呢得以‘措’亚勒，
曼以‘尔’呢得以‘尔’亚勒。”“措”者“年煞”耶，“尔”
为“日煞”，表示所测日子不犯煞又不相冲。反映了
他们的本土信仰在婚礼习俗之中的作用。

2. 在背新娘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诸多禁忌。不
管是在凉山彝族还是尔苏藏族中，背新娘的迎亲婚
使和送亲婚使都有讲究。送亲婚使的属相要和新
娘的属相相生、迎亲婚使必须是属相相生的新郎胞
弟或族弟。但是在真正背新娘时，大家都会积极踊
跃争先恐后的。彝族新娘出嫁前有禁食的内容，彝
语称为“杂空”或“杂果”。杂空的时间一般从抢到
新娘为新娘梳洗打扮后开始，在很多地方，新娘会
在婚前一个月的就开始节食，每餐就吃少量诸如鸡
蛋等食物，临近婚期就不吃不喝，直到完成结婚仪

式为止。这个问题，主要是送婚路途不便于出恭解
溲。因为两个民族都认为出恭是羞于启齿的事情，
属于文化禁忌。

3. 在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中还存在普遍的鬼
神禁忌。认为送亲路上，新娘的身上可能依附着鬼
邪，所以新娘不能直接背进婆家，要在离婆家有一
定距离的地方搭建临时帐篷，施行敬神和驱鬼仪式
后，依照规定的方向背入婆家举行结婚仪式。这既
是多神崇拜的缘由，又是先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族以帐篷为屋的远古文化遗存。

三 结语
通过尔苏藏族与凉山彝族的婚俗比较研究，我

们发现，在形式上，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都要杀猪
宰羊祭祀先祖和山神爷；进行泼水仪式，而且都非
常重视订婚仪式；在婚礼过程上，尔苏藏族重视崇
拜神灵。凉山彝族有抢亲的仪式。在文化内涵方
面，婚俗的过程都是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古老的传
统，是他们古老而隆重的传统结婚仪式，有着深厚
的民俗文化内涵。现在婚俗中尔苏藏族和凉山彝
族都淡化了先祖崇拜的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的发
展，更加突出了娱乐的文化氛围，强化了弘扬民族
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理念，增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核心价值观。两个民族的婚俗向往光明、向往
祥和、向往和谐、祈求丰衣足食的思想，时刻影响着
彝族人民和尔苏藏族人民的幸福观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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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st of the Tibetan-Yi Corridor，the mutual cultural accultaration is obvious，for the reason of
the two nationalities getting well with others. The marriage customs in Tibetan of Ersu and Yi Nationalit of Liangshan
embody the state of cultural ferment. There i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ibetan of Ersu and Yi Nationalit of
Liangshan of their marriage system，marriage protocol and national faith by feild survey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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