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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仪式泼水之因
———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彝族订婚仪式为例

杨绍玉

(南宁师范大学ꎬ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

摘　 要:订婚仪式中的泼水礼是彝族婚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ꎮ 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的彝族订婚

仪式为例ꎬ结合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ꎬ分析订婚仪式中泼水礼产生的原因ꎮ 在彝族订婚仪式中ꎬ以女性为

主导的泼水礼存在“结构”和“反结构”现象ꎮ 以仪式过程理论分析ꎬ证明女性群体泼男性群体这种现象在仪式中具有合理性ꎮ
但在分析仪式形成的起因时ꎬ不仅要从结构性张力的方面来探讨ꎬ还需要从水崇拜、戏谑行为和抗拒与接纳等社会结构之外

的原理进行解释ꎬ以探究彝族的订婚仪式阈限期所蕴含的深层意义ꎮ
关键词:彝族订婚仪式ꎻ泼水ꎻ结构与反结构ꎻ泼水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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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仪式ꎬ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ꎬ表演性的ꎬ由
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ꎮ 它可以是神

圣的ꎬ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ꎬ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

性的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

间ꎬ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

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ꎮ” [１] 仪式一

直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共同关注的问

题ꎮ 关于仪式理论的研究ꎬ由法国学者阿诺尔德
范热内普在 １９０９ 年开了先河ꎬ范热内普在«过渡礼

仪»这一书中ꎬ提出了“过渡礼仪”这一经典理论ꎬ范
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的完整模式包括阈限前(分隔礼

仪)—阈限(边缘礼仪)—阈限后(聚合礼仪)ꎮ 人类

学家维克多特纳在此基础上又继续发展了该理

论ꎬ其撰写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是系统阐

述该理论的经典之作ꎮ 他最关注仪式过程中的中

间阶段ꎬ即阈限阶段ꎮ 他认为ꎬ作为共同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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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一定的结构ꎬ即个体都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

定的位置ꎬ扮演一定的角色ꎬ结构是社会有序化的

基础ꎬ也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约束[２]９６ꎮ 特纳认为

结构和交融存在于所有文化中ꎬ也存在于社会的各

个时期和各个层面中ꎬ社会生活即是结构和交融辩

证统一的过程ꎬ仪式的过程被特纳总结为“结构—
反结构—结构”三段式理论ꎮ

彝族订婚仪式是一项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风

俗ꎬ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ꎬ并对订婚仪式进行相

关的阐述和描写ꎮ 阿巫布哈从婚姻缔结的过程ꎬ分
别从说媒、订婚、婚礼、回门来表达其基本内容ꎬ并
通过婚姻缔结过程基本内容来分析彝族婚姻文化

的内涵[３]ꎮ 徐俊生、王志等人通过尔苏藏族与凉山

彝族婚俗文化比较研究ꎬ叙写了彝族订婚仪式ꎬ迎
亲仪式和结婚仪式的异同[４]ꎮ 学者尔古阿木对甘

洛县挖古觉村的一位阿支姑娘的婚礼进行了描述ꎬ
叙述了在接亲时举行泼水和抹锅灰仪式ꎬ并指出泼

水是因为舍不得女儿出嫁ꎬ男方想娶走辛苦养大的

女儿也得接受一些考验[５]ꎮ 梁宏信和罗成芳则写

了贵州省花嘎乡联山村的泼水礼ꎬ他们是在接亲时

举行ꎬ并且只用一个人挡水ꎬ其余人方可通过ꎬ并指

出泼水是为了冲洗从路上跟随而来的鬼怪[６]ꎮ 在

订婚仪式的泼水礼中ꎬ为什么只能女方女性群体去

泼男性? 女方男性群体为什么不能参加呢? 泼水

的原因是什么呢? 上述这些问题在前人的研究中

笔者并未找到明确的答案ꎮ
本文选取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为田野调查点ꎮ

会理市是昆明、攀枝花、西昌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

连接点、交汇地ꎬ自古以来就是川西与滇西及南亚

商贸往来重地ꎬ为古丝绸南路必经要塞ꎬ素有“川滇

锁钥”之称ꎬ市内有汉、彝、藏、回、傣等 ２９ 个民族ꎬ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１６.７％[７]ꎮ 通安镇地处会理市

城东南部ꎬ隔金沙江与云南省禄劝县相望ꎬ总人口

约 １.７ 万余人ꎬ是汉族、彝族和少量其他少数民族杂

居地ꎮ 该地彝族一部分世居本土ꎬ一部分由滇黔两

省迁来ꎮ 彝族的婚俗ꎬ因地区不同而各有差异ꎬ但
都和奴隶制度相关联ꎬ实行同族内婚ꎬ等级内婚、家
支外婚、一夫一妻①的婚姻制度[８]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ꎬ笔者在通安镇坝心村做田野

调查ꎬ收集和整理出第一手资料ꎮ 文中未注明详细

出处的材料ꎬ皆源于对通安镇的田野调查ꎮ

二、订婚仪式过程

婚嫁是一项重要的人生通过礼仪ꎬ是个人和家

庭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ꎬ也是当地彝族特有的生活

文化展演形式ꎮ 订婚作为婚嫁仪式的序章ꎬ是标志

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开始ꎬ在彝族民众心中订

婚仪式与结婚仪式都具有重要的地位ꎮ 订婚仪式

的举行对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具有约束力ꎬ一旦订

婚仪式完成ꎬ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反悔ꎮ 在彝族的

传统习俗中ꎬ悔婚是表示对对方家族的不尊重ꎬ严
重的会引起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ꎮ 在订婚仪

式中泼水是彝族婚礼中最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化

活动ꎬ是一种迎宾礼仪ꎮ 它主要用来接待男方派来

的客人ꎬ也是对新人的祝福以及男女双方亲戚朋友

沟通的桥梁ꎮ 订婚仪式主要历经提议结亲、泼水迎

客、喝订婚酒三个过程:
(一)提议结亲

在举行订婚仪式之前ꎬ首先是通过媒人说合ꎮ
就算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ꎬ确定关系后都需要媒人

象征性说媒ꎬ媒人一般要请当地德高望重的中老年

男性ꎮ 说媒一般有两种形式ꎬ一种是男方家自己看

中了想要结亲的家庭ꎬ托媒人前去说媒ꎮ 一种是委

托媒人找合适的对象ꎬ说媒要讲究门当户对和年龄

相当的原则ꎮ 媒人在男女婚姻关系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ꎬ从说媒到确定关系的过程中始终参与ꎬ在彝

族习惯法中ꎬ媒人属于夫妻之间的见证者ꎮ 通过媒

人的撮合ꎬ男女双方开始正式往来ꎬ两个家庭之间

也相互了解ꎮ 在这之后ꎬ通过媒人拿到对方的生辰

八字ꎬ便要去算命ꎬ称为合八字ꎮ 将双方的八字请

有声望的先生翻书合婚ꎬ看双方属相是否冲突ꎮ 如

果双方的八字能合在一起ꎬ推得满意的结果ꎬ那才

可以提亲ꎮ 在合八字的过程中ꎬ有很多的讲究ꎬ男
女双方会有很多的忌讳②ꎮ 男女双方和家庭都同意

这门亲事ꎬ双方家长就开始议定“彩礼”ꎮ 在双方关

于彩礼意见不统一时ꎬ就需要媒人传话ꎬ在双方之

间相互协调ꎬ从而达成一致ꎮ 占卜在彝族的日常生

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ꎬ在婚姻过程中也一样ꎬ订婚

的日子和结婚的日子都必须由毕摩占卜ꎬ择吉日举

行订婚仪式ꎮ
(二)泼水迎客

在毕摩选出订婚的吉日之后ꎬ男女双方家庭则

开始准备具体的订婚事宜ꎮ 男方家按照选好的日

期前往女方家举行订婚仪式ꎬ订婚队伍由其本人、
叔叔、媒人、姐夫、老表等男性亲属ꎬ人数要为单数ꎬ
如七人或九人等ꎬ需要带礼金、白酒、红糖、喜糖等

礼品ꎮ 男方队伍到达女方家ꎬ会有人在门前阻拦ꎬ
等待他们的便是热情的泼水礼ꎮ 泼水的群体由女

方的女性长辈、姐姐妹妹以及女性朋友组成ꎬ其中

未婚女性的参与度更高ꎮ 女性朋友把各种各样的

９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３ 卷

桶和盆装满水ꎬ也会把水装在气球里ꎮ 将这些装满

水的工具藏在院子的各个角落ꎬ等待男方的到来ꎮ
男人们还未到院子门口ꎬ就能看到很多女性在门

口笑吟吟地迎接他们ꎬ这时候男人们都会停下来

休整一下ꎬ趁着女方的朋友亲戚们不备的情况下

冲进院内ꎮ 一般从院外就有人泼ꎬ冲进院内迎接

他们的是更多人的泼水ꎬ更有甚者拿着水管狂喷ꎬ
从院子外面到院内ꎬ前来订婚的男性都会被泼湿ꎮ
村民们说ꎬ如果男方身上被淋得越湿ꎬ则越代表有

诚意ꎮ
在男方的亲戚进入堂屋内落座后ꎬ由女方家的

哥哥或者叔叔为来客散烟ꎬ并寒暄ꎮ 媒人依次向女

方家介绍订婚队伍ꎬ客人介绍完后ꎬ女方家也依次

向客人家介绍女方的父母、叔叔、哥哥等亲属ꎬ女方

亲属朋友依次向客人敬酒ꎮ 酒是人际关系的黏合

剂ꎬ喝了酒就会被认同ꎬ喝酒后大家就成为一个整

体ꎮ 在相互劝酒敬酒的过程中ꎬ大家不断相识熟

知ꎬ这是促进男女双方亲戚交流的媒介ꎮ 通过这个

仪式和机会ꎬ彼此才有机会认识ꎬ关系也得到进一

步的升华ꎮ
(三)喝订婚酒

订婚当天ꎬ在女方家里举办ꎬ会邀请很多亲戚

和朋友ꎮ 因为彝族的家族意识强ꎬ所以在举行这样

盛大的仪式时ꎬ亲戚们都会前往参加这一典礼ꎬ共
同见证他们的幸福ꎮ 这一天ꎬ在亲戚朋友的帮助

下ꎬ女方要杀猪、杀羊来宴请宾客③ꎮ 猪和羊杀死

后ꎬ在宰猪肉时ꎬ猪头分两半ꎬ留一猪腿和脾脏ꎬ将
脾脏等拿去烧烤ꎮ 由一名长辈取出猪和羊的苦胆ꎬ
并观察苦胆是否正常ꎮ 将苦胆给众人观看ꎬ在这个

过程中说一些对新人祝福的话ꎬ是对他们的未来新

婚生活的美好祝愿ꎮ 若苦胆满且黄ꎬ胆汁明亮ꎬ象
征吉祥婚配ꎬ如果猪(羊)的苦胆呈黑色或不正常的

情况ꎬ那么两人的订婚仪式就要取消ꎬ证明两人不

能结婚ꎮ 这样取消婚约ꎬ不能代表某一方毁约ꎮ 以

动物的苦胆来衡量婚配的吉祥ꎬ这体现出彝族对神

灵的敬畏ꎮ 希望通过某种事物显示出神灵的意志ꎬ
并严格按照神灵的指示来行事ꎮ

猪的脾脏等烤好后ꎬ要摆到祖灵面前ꎬ邀请祖

先前来接受献祭的礼物ꎬ主家以十分虔诚的态度对

待神灵和祖先ꎮ 在祭祖之后ꎬ这些食物请客人吃ꎮ
将自己祖先食用后的食物分给男方的人吃ꎬ目的就

是为了形成一种血肉关系ꎬ从而在双方之间建立亲

属关系[９]３７３ꎮ 媒人告知女方长辈ꎬ彩礼带来了多少ꎬ
余下的彩礼什么时候给ꎮ 女方家拿出准备好的筛

子ꎬ在筛子上装一些烟ꎬ加上两杯倒好的酒ꎬ男方家

拿出准备好的彩礼钱放在筛子上ꎬ并将香烟发给在

场的人ꎮ 喝完订婚酒ꎬ即表示正式订婚ꎮ 亲戚们借

此机会团聚在一起ꎬ商量男女双方结婚的时间和准

备相关事宜ꎮ 有一句彝谚:“买卖可做戏ꎬ婚姻非儿

戏ꎮ”一旦订婚ꎬ双方都不能无故反悔ꎬ悔婚是对他

方家支的侮辱ꎬ娶媳妇是整个家族的事情ꎬ悔婚将

引起纠纷ꎬ毁约方必须加倍赔偿对方ꎮ 在男女双方

的家长喝完订婚酒之后ꎬ双方的关系和角色正式改

变ꎬ仪式的过程被提升到了社会组织结构的高度ꎮ
不仅仅是两个个体关系的确立ꎬ也是两个家庭及家

族的融合ꎮ
通过对订婚仪式的简要描述ꎬ并结合对通安镇

日常生活的观察ꎮ 笔者发现在订婚仪式的展演过

程中ꎬ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和社会地位会发生暂时性

的改变ꎬ特别是在泼水礼中ꎬ出现一种“反结构”的

现象ꎮ 传统彝族女性在泼水礼中转化为主导力量ꎮ
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对于参与仪式过程中的全部

群体而言ꎬ只存在于女方女性群体和男方男性群

体中ꎮ

三、以女性为主导的泼水礼

在过渡仪式的基础上分析订婚仪式ꎬ它存在

“阈限前—阈限—阈限后” 的三阶段仪式过程[２]ꎮ
以上述分析为例ꎬ提议结亲为整个订婚仪式的阈限

前阶段ꎬ泼水迎客为阈限阶段ꎬ喝订婚酒是阈限后

阶段ꎮ 在“过渡仪式”理论下探讨订婚仪式ꎬ可以看

出整个仪式是程序化的产物ꎮ 通过这些仪式过程ꎬ
展现出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ꎮ 特纳把仪式放在

其存在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ꎬ对促使仪式发生的原

动力进行讨论ꎬ认为结构性张力是产生仪式的原动

力ꎮ 他认为ꎬ由于社会具有结构ꎬ所以就有结构性

对立ꎬ从而不满和冲突ꎮ 这样的不满和冲突只能借

以仪式的桥梁进行宣泄ꎬ在仪式过程中以多种方式

表现出来ꎮ 处于底层的人想要试图抗争ꎬ以表示自

己的不满ꎬ处于上层的人们借以仪式的开展来释放

其压力ꎮ 在结构性社会中ꎬ通过仪式中身份的混

同、结构的短暂性倒置ꎬ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结构性

张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ꎮ 过渡仪式结束后ꎬ人
们重新调整行为ꎬ回到原本有序化但存在着矛盾冲

突的社会结构体中[４]ꎮ 如果日常生活处于社会结

构的位置和身份中ꎬ仪式过程的创造性便在于改变

了日常生活中的难以变更的差别ꎬ并承认生活中的

反结构ꎮ 在彝族订婚仪式的泼水礼中蕴含着这样

的结构变化ꎮ 泼水礼处于订婚仪式边缘阶段ꎬ也称

为阈限期ꎬ反映了特纳仪式结构理论的反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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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ꎮ 为什么在阈限期内只能以女性来主导这个过

程呢? 结合特纳的理论分析ꎬ可从日常生活的结构

和仪式中的反结构来阐释ꎮ
(一)日常社会结构

泼水礼作为彝族婚俗中的一部分ꎬ蕴含着悠久

的历史积淀ꎬ泼水礼的存在与传统彝族社会生活中

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ꎬ因此要结合彝族传统

社会中的现象来分析ꎮ 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彝族

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对

待ꎮ 首先体现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ꎮ 在传统社

会中ꎬ男女结婚之后ꎬ女性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ꎬ在
家庭生活中对男性有着严重的依附性ꎮ 随着社会

的变化ꎬ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改变ꎬ但在做重

要的决策时ꎬ还是以男性的意见为主ꎮ 其次是由于

彝区落后偏远ꎬ发展缓慢ꎬ家庭条件不好ꎮ 女孩在

家中肩负着做家务的重担ꎬ很小便开始帮助父母做

事ꎬ没有充分的条件学习和更多的时间去接受新思

想ꎬ直接导致了女性狭隘的视野ꎮ 最后ꎬ在彝族的

传统社会中ꎬ妇女所说的话是没有分量的ꎮ 正如彝

族民间俗语所说ꎬ“妇女不当谋士ꎬ火塘不搭桥梁”
“鸡啄的不是粮ꎬ妇女说的不成话” [１０]ꎬ社会上大部

分的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ꎮ 在家族中商量重要

事情时ꎬ也是以男性为主体进行商议ꎮ 彝族家支系

统是以父权制度为核心的ꎬ订婚、迎亲等均为家支

中的男性ꎬ商议具体结婚事项等以男性为主ꎮ 泼水

礼便透露出一种信息ꎬ妇女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ꎬ
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在一些方面要依附于男性ꎮ
仪式恰恰给了妇女获得地位补偿的机会ꎬ仪式也给

了妇女特殊的权利和能力ꎮ 在泼水礼中女性的象

征性反抗以及男性的接受体现出社会结构发生短

暂性改变ꎬ在男方男性群体和女方女性群体间体现

出特纳理论“阈限”阶段的反结构特征ꎮ
(二)仪式中的反结构

在订婚仪式中ꎬ仪式参与者主要分为女方女性

群体、女方男性群体和男方男性群体三类ꎮ 但是在

阈限阶段的泼水礼中反结构只存在于女方女性群

体和男方男性群体之中ꎮ 这样的情形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进行阐释ꎮ
一方面ꎬ是由于同性相斥ꎬ异性相吸ꎮ 这句话

可以从自然界的万有引力到磁铁的原理ꎬ再到电流

流动ꎬ然后是生物学的相关知识ꎬ再到道家所说的

阴阳调和ꎬ为什么异性相吸ꎬ其中包含着众多的文

化意蕴ꎮ 在泼水礼中ꎬ女方男性群体的“离场”ꎬ为
女性群体和男方男性群体的交流提供了文化空间ꎬ
避免了同性之间的肢体接触ꎬ进而避免男性群体之

间矛盾的产生和激化ꎮ 以女性为主体的泼水ꎬ男性
才会乐意去接受这样的仪式ꎮ 特纳在调查恩丹布
人的 Ｗｕｂｗａｎｇ′ｕ 仪式中指出ꎬ“人们越是强调性别
间的区别以及性别间的冲突ꎬ就越渴求发生性关
系ꎮ” [２]７６异性之间的打闹在订婚仪式中具有相互呼
应的作用ꎬ未婚男女之间的交流也在这样喜庆的日
子中显得自然贴切ꎮ

另一方面ꎬ是由于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反结
构ꎮ 在一些地位逆转的仪式中ꎬ存在男性的权威和
角色被女性所替代的情况ꎮ 马克斯格拉克曼曾
经对祖鲁人 Ｎｏｍｋｕｂｕｌｗａｎａ 典礼进行分析ꎬ在祖鲁人
举行典礼时ꎬ女人会被赋予主导型的角色ꎬ而男人
会被赋予从属性的角色[２]１８５ꎮ 在彝族订婚仪式泼水
礼中ꎬ同样存在这种地位逆转现象ꎮ 泼水礼改变了
平时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ꎬ在结构中处于较低地
位的女性群体在泼水中居于主导地位ꎬ在结构中处
于高位的男性群体象征性谦卑ꎮ 女性群体所表现
出来的跨越结构界限的交融ꎬ通过泼水礼中的互动
展现出来ꎬ这种交融肇始于强力ꎬ结束于爱ꎮ 虽然
是以泼水的方式来阻拦男性群体ꎬ却又蕴含着对男
性的祝福ꎬ以女方女性群体为主导的反抗性仪式ꎬ
男方男性群体都欣然接受ꎬ并认为被泼得越湿ꎬ则
收到的祝福越多ꎮ 冲突和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旋律ꎬ
在仪式中出现的冲突和平衡之间的辩证关系ꎬ也是
仪式过程中的戏剧化表现ꎮ 彝族人民通过这样的
方式ꎬ使喜庆的场合变得更加欢乐ꎬ快乐是可以相
互感染的ꎬ这样的仪式对于感染集体情绪有着重要
作用ꎮ 泼水礼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ꎬ创造性地改
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男性与女性的地位结构ꎬ在仪
式中短暂改变自己的角色ꎬ在喜庆的日子中狂欢ꎬ
达到娱乐和祝福的目的ꎮ 人们在泼水礼的狂欢中
获得了一种彼此“平等”的体验ꎬ他们可以感受到一
种同性群体的团结ꎬ这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
心力ꎬ维持和巩固社会秩序ꎮ

在泼水礼中的地位逆转有着特殊的力量ꎬ它将
社会结构和交融重新引入到正确的彼此关系之中ꎮ
在泼水礼结束后ꎬ人们并不是回到了原本的社会结
构ꎬ而是在交融过程中ꎬ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ꎮ 在
订婚仪式之前的两个家庭并不认识或熟悉ꎬ通过订
婚仪式中泼水礼的整合ꎬ为后续的喝订婚酒做铺
垫ꎬ使两个家庭结为姻亲ꎮ 在泼水礼后就将对方视
为自己一方的成员ꎬ只是还未通过喝订婚酒的形式
来完全确立ꎬ新的社会结构已经确立并将一直延续ꎮ

四、社会结构之外的仪式动力

泼水产生的原因在社会结构背景之外ꎬ还包括

１１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３ 卷

人们的文化信仰和禁忌方面的内容ꎬ可以从水崇

拜、戏谑行为和抗拒与接纳三个方面对泼水礼产生

的原因进行分析ꎮ
(一)水崇拜

水是万物之源ꎬ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的滋养ꎬ
因此水成为原始初民最崇拜的对象ꎮ 水的崇拜历

史悠久ꎬ影响深远ꎮ 泼水的隐喻意义则体现了彝族

先民对水的崇拜ꎬ彝人认为“人从水中出”ꎬ水是人

类生命的来源ꎬ彝文古籍«六祖史诗»:“凡人是水

儿ꎬ生成在水中” [１１]ꎮ «梅葛»中也有相关的叙述

“天上撒下三把雪ꎬ落地变成三代人ꎮ”«彝族氏族部

落史»:“六祖水中出ꎬ吾自从中来ꎮ” [１２] 这些都是彝

族先民对水崇拜的神话故事ꎬ水生成并延续人类的

生命ꎬ水在彝族原始的自然崇拜中便有了生命力和

生殖能力的意义象征ꎮ 在订婚仪式中的泼水礼中ꎬ
男性接受女性清水的洗礼ꎬ是对他们的祝福ꎬ以此

祝愿新人婚后能幸福美满ꎬ子孙后代如水源远流长ꎮ
彝族由于认为人源于水ꎮ 人一旦失去了魂ꎬ就

要到水沟边ꎬ或到用一碗水代表的江河、湖泊里去

唤魂、招魂、赎魂[１３]ꎮ 彝族在每年二月份有祭龙的

习俗ꎬ祭龙就是祭水ꎮ 他们在保护水源及水洁净的

同时ꎬ也要招龙、祭龙、敬龙ꎬ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彝

族人民对于水的崇敬ꎮ
(二)戏谑行为

泼水的活动可以概括为“戏谑行为”ꎮ 英国学

者布朗指出ꎬ“所谓戏谑关系是指两人之间的一种

关系ꎬ其中一方在社会习俗允许下ꎬ并在特定场合

要求下ꎬ可以嘲弄另一方或开另一方的玩笑ꎬ而另

一方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侵犯ꎮ” [１４] 经常反复的戏

谑常常表现或暗示社会分离是构成戏谑关系的主

要因素ꎮ 同时ꎬ对于戏谑所采取的无动于衷态度则

维持了社会关联ꎬ嘲弄带来的玩笑般的敌对阻止了

对方产生任何严肃的敌对情绪ꎮ 所以男方的男性

群体在面对女方的泼水行为时ꎬ是不能生气的ꎬ在
订婚仪式这样的仪式场合中ꎬ泼水是被允许的ꎬ并
带有祝福的含义ꎮ 冲突的行为可以因此获得一种

赐福ꎬ即社会整合ꎬ所以这样看似很不礼貌的行为

反而拉近了男女方亲戚之间的距离ꎮ 泼水礼中的

主体是女方的未婚姐妹朋友ꎬ她们主要是到了适婚

年纪却还未结婚的群体ꎬ通过泼水礼的桥梁ꎬ便会

与男方的群体相识ꎬ成为未婚男女双方沟通的媒

介ꎮ 两个家庭的亲戚也会通过这个机会ꎬ拉近与彼

此的距离ꎬ为后续的交流搭建更好的切入口ꎬ为喜

庆的日子增添了热闹的氛围ꎮ
(三)抗拒与接纳

泼水表现的是彝族人民对人、事物的一种抗拒

与接纳ꎮ 以泼水作为拦路工具在彝族婚俗中具有

重要的意义ꎬ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抗拒到熟悉接纳

的转变ꎮ 这种认同和接受的过程ꎬ给订婚和结婚增

加了娱乐的过程ꎬ拉近了双方家庭亲戚朋友的距

离ꎬ这也是泼水礼在彝族的传统婚俗文化中长盛不

衰的重要原因ꎮ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ꎬ泼水作为拦路

工具还具有深刻的社会隐喻功能ꎮ 亲戚们通过泼

水拦截客人ꎬ驱除客人身上可能会给主家带来的一

些“污染”ꎮ 泼水礼使主体和客体在订婚仪式中既

满足心理愉悦的需要ꎬ又为禁忌心理找到一个合理

的过关仪式ꎮ 所以在订婚仪式整个民俗活动过程

中ꎬ泼水礼只是一个切入点ꎬ拦路目标是为了更好

地在泼水礼之后进行文化情感的交流ꎮ 会理市小

黑箐乡对游客有拦门酒的欢迎仪式ꎬ“管你会喝不

会喝ꎬ都要喝”村民唱着歌曲拦住游客不让进

寨ꎬ需要喝过他们准备的酒之后方可进入ꎮ 是因为

他们认为外来游客身上带有对寨子不利的东西ꎬ以
酒代水ꎬ驱除不利的污秽ꎮ 既表示了热情的待客之

道ꎬ又为村民维护寨子的安全起到一种心理暗示ꎮ

五、结语

每一种仪式的传承和发展都有合理的因素ꎬ订
婚仪式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

的ꎬ它既是过去文化的积淀ꎬ也是人们对未来生活

的期盼ꎮ 在订婚仪式的泼水礼这一反结构的状态

中ꎬ暂时改变了彝族原有的男女地位的社会结构ꎬ
体现了女性对男性象征性反抗ꎮ 泼水礼所呈现出

的反结构现象ꎬ揭示出以女性群体为主导的原因ꎮ
对于仪式发生原动力ꎬ则与彝族人民的文化信仰和

禁忌方面密切相关ꎮ

注释:
①　 «会理县志»编于 ２０ 年代末ꎬ彝族奴隶社会存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ꎬ在新中国成立后已废除了一夫多妻制ꎮ 本文沿用

原著中的表述ꎮ
②　 以调查对象为例ꎬ杨某某ꎬ女ꎬ２４ 岁ꎬ本科学历ꎮ 在订婚算命时ꎬ就有很多需要避讳的地方ꎬ被告知结婚时不能穿黑色并带

有黑色的服装ꎮ 在结婚当天ꎬ需要用一只鸡在家里做法事ꎬ并进行献祭ꎮ 也要带一只鸡到男方家ꎬ当场宰杀献祭ꎬ以证明

嫁过去便成为男方家的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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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整齐、文采雅致、押韵和谐、朗朗上口ꎬ对诗歌创

作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双重规范ꎮ 此外ꎬ阿买妮强

调“诗要有主旨ꎬ无旨不成诗ꎮ 诗骨从旨来ꎬ有旨才

有风ꎬ有风才有题ꎬ有题才有肉ꎬ有肉才有血ꎮ 诗的

题和旨ꎬ血肉紧相连ꎮ 任谁写诗时ꎬ如不这样写ꎬ把
骨剔开了ꎬ专门来写肉ꎬ那么他的诗ꎬ写来不成体ꎬ
有肉没骨配ꎬ说诗不像诗ꎬ根就扎不起” [８]４８－４９ꎮ 这

里说明了诗歌主旨、风格、题材、内容、结构之间关系

密切ꎬ只有主旨深刻、风格鲜明、题材得当、内容翔实、
结构完整的文学作品ꎬ才能生机盎然ꎬ深扎文坛ꎮ

四、结语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借“根意象”阐述自

身对文艺创作问题的思考ꎬ推动了彝族古代文论的

发展ꎮ 从“根”的审美批评、生态整体批评及创作批

评功能出发ꎬ可以发现“根”意象彰显出了彝族先民

的生态审美思维与朴素健康的自然审美倾向ꎬ并作

为诗歌创作的标准和原则ꎬ切实规范着彝族古代诗

歌创造活动ꎮ 阿买妮借助“根”意象阐述了彝族古

代诗歌的自然美、生态美、整体美规范ꎻ讲明了诗歌

中意象描摹和意境构建的方法ꎻ规范了创作主体的

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ꎻ论说了诗歌作为艺术载体具

有承前启后的文艺功用ꎮ 她还借“根”引出了情感、
骨力、文采、主旨等因素对诗歌的重要性ꎮ 自此之

后ꎬ“根”意象在彝族古代文论中一脉相承ꎬ逐渐形

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根意象批评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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