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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背景下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变迁研究
何文海

（西昌学院科技处，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综合观念、制度、礼仪、行为等方面视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其置于凉山彝族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进行

观照。基于现有婚姻文化研究成果，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凉山彝族婚姻文化的变迁脉络与变迁内容，分析变迁中出

现的积极趋势与负面问题，形成对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及其变迁的整体性认识，为凉山涉及婚姻文化的移风易俗治理实践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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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ition

HE　Wenhai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00，China）

Abstract:Taking a holistic perspective，this research considers the marriage culture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 
as an organic whole，integrating ideas，systems，rituals，and behaviors，and placing it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 for observation.Based on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marriage cul⁃
ture，particular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and con⁃
t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riage culture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analyzing the positive trends and 
negative issues that have emerge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This paper form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prac⁃
tices of marriage culture in Liangshan.
Keywords:social transition；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marriage culture；transformation

一、相关研究回顾

凉山彝族婚姻中的彩礼①居高不下甚至越涨越

高的趋势已经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引发

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地方各级政府在“移风易俗”

的名义下发动彝族家支头人、民间“德古”②协会、基

层村社组织等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综合

来看，以政府为主导，彝族群众为主体的治理举措

的推进落实，有效遏制了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中彩礼

问题的畸形化、极端化趋势，促进了彝族群众婚姻

观念与行为的改进，强化了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与各

民族婚姻文化的交融互鉴。同时，也应该看到高额

彩礼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彝族群众的生产

生活，现有治理实践还需不断加以改进。正确认识

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及其变迁，根本解决高额彩

礼等负面问题，需要基于“整体主义”立场，把婚姻

文化置于凉山彝族社会文化整体背景中进行考察。

从历史视角加深对其现实状况的理解。基于此，本

文结合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凉山彝族传统社会转

型的背景，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凉山彝族

传统婚姻文化的变迁脉络，解析变迁中出现的积极

趋势与负面问题，以期形成对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

化及其变迁的整体性认识，为凉山地区涉及婚姻文

化的移风易俗实践提供参考。现有彝族婚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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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概况描述式研究和问题探讨

式研究两个部分。

概况性描述式研究彝族传统婚姻文化除了在

20世纪 80年代后陆续发表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五

套丛书中的大量介绍之外，《凉山夷家》《凉山罗彝

考察报告》《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当代凉山彝族的

社会和家庭》《凉山彝族礼俗》《凉山彝族风俗》等学

术著作对凉山彝族的传统婚姻观念、婚姻制度、婚

姻礼俗，以及与婚姻相关的社会组织等进行了比较

详细的静态、横切、概括的描述与探讨。

问题探讨式研究彝族婚姻文化主要包括现代

化进程中彝族婚姻观念与制度变迁问题、彝族婚姻

文化的遗产价值问题、彝族传统婚姻习惯法与《婚

姻法》的调适问题、彝族婚姻中的经济问题等主题。

现代化进程中彝族婚姻观念与制度变迁问题方面，

张朴［1］梳理了以跨民族婚姻为代表的婚姻选择引起

的凉山彝族通婚范围的新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

马林英［2］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彝族传统文化正朝

着现代、开放的方向进行重构。冯琳［3］等认为在社

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当代凉山的彝族婚姻习俗

变迁既体现了彝族群众的传统文化认同，也体现了

他们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全海燕［4］探讨了彝族传统

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并自我调适的问

题。张海洋［5］等对 20 世纪凉山彝族地区婚姻改革

进行研究，强调民族文化中的积极价值与民众主体

性，以及传统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包容性。王卓［6］等
分析了凉山彝族婚姻制度中民族内婚、等级内婚等

的变迁新趋势。关于彝族婚姻文化的遗产价值问

题，王美英［7］等从“非遗”视角，梳理剖析了凉山彝族

“哭嫁歌”的内涵与社会文化价值。彝族传统婚姻

习惯法与《婚姻法》的调适问题方面，曾青［8］认为不

应当对民族习惯法的延续性及其在处理彝族婚姻

纠纷中的作用视而不见。曲比阿果［9］指出应该以

“社会良性发展”为原则，从法律、文化观念和社会

关系等角度对凉山彝族的婚姻文化及其变迁进行

积极干预与引导，她的研究还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

该村和凉山彝区婚姻家庭文化观念变迁中的共性

和个性问题［10］。于君刚［11］探讨了凉山彝族婚姻习

惯法文化和现代中国传统法律精神之间的融合问

题。李绍明［12］等认为，应该结合彝区实际制定贯彻

《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冯敏［13］剖析了“身价钱”这

一彝族婚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探讨了其负面

影响。蒋平［14］等建议通过给予公共政策支持的做

法，解决形式变异的“买卖婚”的普遍存在给彝族青

年造成的困境。王卓［15］等分析了造成高额“身价

钱”问题的原因，指出其加速了凉山彝族传统等级

身份体系的解构。

综上，现有研究成果在理论和方法上为深入研

究凉山彝族婚姻文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学术遗产，

但存在整体主义观念薄弱的问题。不少研究往往

将彝族婚姻文化的组成要素孤立起来看待，忽视了

婚姻文化中的观念、制度、礼仪，也忽略了彝族婚姻

文化背后的彝族社会文化整体及其所处的时代语

境，因而难以对彝族婚姻文化变迁的本质作出深刻

的分析，难以形成凉山彝族婚姻文化及其变迁的完

整、系统的认识。

二、凉山彝族社会的发展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对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发展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深刻影响。在凉山彝族地区，各“兹莫”③统治区

和“诺伙”统治区不再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取而

代之的是从县到社的各级行政组织。国家权力开

始深入凉山彝族基层社会，成为地方社会发展转型

的主导力量。1956年凉山彝族地区实行的“民主改

革”是由国家主导的对凉山彝族社会影响最大的变

革之一，是国家“现代性”建构中实现制度均质化的

重要实践。民主改革终结了凉山彝族地区“兹莫”

治理、流官治理与“诺伙”治理等并存的局面，将县

级以下的凉山彝族基层社会完全纳入国家行政体

系，完成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民主

改革后，彝族民众的人身隶属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从过去建立在血缘家支④基础之上的人身依附

关系，变成了村社、社团等新型人身关系。总之，中

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物化及意识形态的国家符号

实践，促使包括上层人士在内的绝大多数彝族民众

增强了国家概念和身份的国家归属感。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上。在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

（权）（公）社分离等改革得到全面落实，基层社会的

自主性增强，这些“地方性”的回归对凉山彝族社会

而言，既有补充或协助国家开展地方治理的积极意

义，又有阻碍凉山彝族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影

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凉山彝族地区进一步融

入周边区域乃至国家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经济的

飞速发展与社会的急剧变革带动了凉山彝族人口

的大规模、大范围流动。人群的持续流动带来的结

果是凉山彝族地区的封闭性与孤立性特征迅速消

解。总体上看，凉山彝族地区的人口流动具有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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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点，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彝族人口出于定居、务

工、求学、就业、经商等各种原因来到多民族互嵌式

社区居住生活，另一方面流入凉山彝族腹心地区的

外来人口也与日俱增。人口的双向流动促进了彝

族人口与各民族人口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

日益加深，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鉴。对外联

系的加强与发展转型的加快，赋予凉山彝族社会越

来越多“现代性”的同时，并未完全改变凉山彝族社

会长期保留的“地方性”。这种传统与现代并置，新

旧观念与行为并存的状态使得新时期凉山彝族社

会具有突出的“杂糅性”特征。这种“杂糅性”特征

是理解包括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文

化及其变迁的重要视角，也是解决凉山彝族社会发

展转型中出现的高额彩礼等问题的“整体性”背景。

三、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变迁中的两面性

（一）变迁中的积极趋势

社会和文化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彼此区分

又紧密联系。永恒的“变迁”是社会和文化的共性，

没有静止不前的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凉

山彝族社会文化也是活态变动的，只是由于发展的

滞后性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决定了文化变迁的缓

慢性和相对“静态性”。1956 年开始的民主改革推

动了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的急剧变革。社会的巨变

引发了包括婚姻文化在内的彝族传统文化的极速

变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基层社会自主性的增

强导致凉山彝族婚姻文化有了新的变迁。二十一

世纪以来，凉山彝族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融入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加大了对凉山彝族地区

的投入与帮扶力度。在此背景下，凉山彝族社会各

领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了转型变革，带动彝族

传统文化发生了全方位、持续性的变迁。凉山彝族

传统婚姻文化，在新时期的变迁中出现的积极趋势

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在各民族之间及本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交

往交流交融增多，彝族人口大规模流动增速，人口

分布范围扩大等因素推动下，出现了跨族婚姻、跨

支系婚姻、跨地域婚姻、跨国婚姻数量不断上升的

情况，这既表现为彝族与汉族、藏族等民族之间的

族际通婚，又表现为彝族内部不同支系、不同区域

的通婚，也有一些跨国婚姻。以凉山州冕宁县漫水

湾镇安呷地自然村为例，该村使用语言为彝语北部

方言什扎次方言。以前这个全为彝族人口的村庄

是民族内婚，二十一世纪以来开始出现族际通婚。

现在这个村的彝族人口既与汉族、藏族等民族通

婚，又与凉山州内义诺、所地、田坝等彝语北部方言

次方言区，以及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支系通婚，并

出现了突破旧有等级观念的“诺伙”与“曲伙”通婚

的案例。通婚范围的扩大既是凉山经济社会发展

的结果，也从文化角度推动了民族融合，推动了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微观个案。

二是凉山彝族婚姻礼仪逐渐多元开放，不断主

动吸纳现代文明要素和兄弟民族婚姻文化要素。

一方面，现在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彝族青年在自

由恋爱的基础上自主结婚的数量越来越多，而婚前

拍摄民族性与现代性兼具的婚纱照已成为受广大

彝族青年追捧的项目。以西昌市为例，原来所有的

婚纱摄影公司几乎是西式或汉式婚纱摄影，一些彝

族青年想拍民族特色的婚纱照都得自带服装，而且

受场景、道具、理念等制约，几乎拍不出体现彝族婚

姻文化内涵的婚纱照。近些年来，不少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彝族青年选择回乡创业，其中一些就办起了

彝汉兼容、中西并包的婚纱摄影公司，受到各族青

年的青睐，不仅赢得了市场，也助推了各民族婚姻

文化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现在新式的彝族婚礼

仪式一般都同时贯穿着传统与现代两条主线，体现

出彝汉、中西婚礼要素兼收并蓄的特点。传统方

面，彝族传统婚礼中婚前、婚礼、婚后礼仪的核心要

素依然得到了较好传承，同时已不合时宜且繁琐复

杂的礼仪要素被省略，婚礼的时长也被缩短，做到

了简约而不失民族特色。现代方面，现在的彝族婚

礼也发请柬、办酒席，有伴郎伴娘，有婚礼主持和男

女双方代表发言、文艺表演等环节，有的婚礼还邀

请婚庆公司进行策划、组织，这些变化既增加了婚

礼的欢乐喜庆气氛，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越

来越受到欢迎。

三是彝族群众有关婚姻的法治意识、健康意识

有所提高，不合法不健康不文明的观念和行为逐渐

被摒弃，选择用法律手段而不是传统习惯处理婚姻

问题的案例也逐渐增多。近些年，凉山彝族地区的

普法力度逐年增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成效也有了显

著提升。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大多数的彝族群众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知晓度和遵守度有所

提高。当婚姻出现问题，需要解决纠纷时，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是

在一些依然使用民间习惯法的边远地区，法律也已

成为处理婚姻纠纷的主要依据。而伴随优生意识

和健康意识的增加，彝族青年男女主动“婚检”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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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增多，对优生起到了保障作用，有效遏制了

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提高了婚姻家庭的生

活质量。

四是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凉

山彝族婚俗作为民俗类的“非遗”项目被纳入各级

非遗名录中，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传承。二十一世纪

初，我国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以来，彝族

婚俗因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并存，具有程

序性、集体参与性、综合性等特征而受到重视。在

各级政府推动下，凉山彝族婚俗进入国家“非遗”名

录体系中，先后入选凉山州第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我

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具体的

非遗实践过程中，彝族婚俗中富含价值的主要内容

和礼仪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传承。

（二）旧传统中消极因素的延续

凉山彝族传统文化有较强的延续性。就婚姻

文化而言，甚至在经过了民主改革至改革开放之间

一系列社会变迁后，旧婚姻文化中许多消极因素仍

然在延续，即使在制度层面、公共空间中被禁止，但

在观念层面和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到了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旧婚姻文化中的消极要素借基

层社会自主性增强、彝族传统社会文化的“地方性”

回归所获得的空间，出现了反弹，使政府于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主导实施的婚姻改革的部分成果被

消解。旧婚姻文化要素的延续或反弹主要体现在

等级内婚、包办婚姻、姑舅表优先婚、转房制与彩礼

等几个方面。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凉山彝族社会的

等级制在制度层面被取缔，传统婚姻制度中等级内

婚制也一度被突破，跨等级婚姻经历了从绝对禁止

到出现松动，数量上从少到多的变化。但是，由于

传统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大多数彝族民众在婚姻

选择实践中依然遵守等级内婚制。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后，等级内婚制一度出现了反弹。这种凉山彝

族传统婚姻文化中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现

代婚姻自主观念格格不入的等级内婚观念至今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彝族民众的婚姻选择。其次，在

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婚姻改革后，凉山彝族旧

婚姻制度中的包办婚姻、姑舅表优先婚等现象至今

没有完全消失。再次，在部分婚姻改革试点地区一

度被取消的彩礼习俗一直没能完全消除，也一直存

在于彝族民众的婚姻实践中，并时而出现反弹。二

十一世纪以来，高额彩礼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

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乃

至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

四、结语

凉山彝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构成了彝族传

统婚姻文化变迁的背景和动力来源，同时，婚姻文

化作为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其

变迁对凉山彝族社会发展转型产生了复杂影响。

在社会急剧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凉山彝族婚姻文化

诸多方面的变迁在加速。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具有

突出的两面性特征，既出现了各民族之间及本民族

内部不同支系交往交流交融增多；婚姻礼仪又越来

越具开放性，主动吸纳现代文明要素和兄弟民族婚

姻文化要素；法律观念与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婚俗

文化“非遗”化等积极趋势，也还存在传统婚姻观

念、婚姻制度中的消极要素尚未完全消除甚至出现

反弹的现象，而且还出现了彩礼居高不下并在政府

力推移风易俗，明确设定上限后进行“暗箱操作”⑤

的新问题。基于上述对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及

其变迁的“整体性”梳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治

理实践应当紧扣凉山彝族社会发展转型的新趋势

新特点，采取持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夯实彝族婚

姻文化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促进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努力创新宣传教育

形式，引导彝族民众从观念、制度等层面自觉摒弃

传统婚姻文化中“不合时宜”的内容；提升彝族优秀

婚姻文化要素的创新发展与转化利用水平；日益完

善法治建设，为婚姻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彩礼问题的

治理工作提供法律保障；着力激发彝族群众参与移

风易俗的内生动力与主体作用等系统性、综合性、

协同性举措，加大正面引导力度，推动凉山彝族传

统婚姻文化沿着积极健康的轨道发展变迁。

注释：

① 彩礼：又称“聘礼”，彝语称“乌让者”或“尼普”，指凉山彝族地区缔结婚姻的双方中男方支付给女方的聘金。

② 德古：彝语音译，意为“善于辞令的尊者”，是凉山彝族社会自然形成的权威和纠纷调解者。

③ 兹莫：和下文中的“诺伙”“曲伙”均为彝语音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凉山彝族奴隶占有制社会中的人群等级分

类概念，传统上不同等级只能内部通婚，彼此之间不能通婚。

④ 家支：彝语称“此威”，是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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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2022年凉山州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凉山州治理高价彩礼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导则》规定婚嫁彩礼最高不得超过 10万

元后，出现了部分家庭表面上响应政策要求实际上还在坚持高额彩礼的“暗箱操作”现象，即在订婚仪式上由男方向女方

交付低于10万元的彩礼，再私下交付超出限定标准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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