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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前后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
的抗争与调适
!

尹旦萍

摘
!

要!在&以歌定情'的土家族传统社会#女性掌握着婚姻自主权$改土归流后#朝廷流

官强行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受到严

重冲击$但是#土家族女性一方面竭力与封建婚姻制度抗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封建

婚姻制度$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以接受部分汉族封建婚姻制度为妥协#坚守了土家族女性

的部分婚姻自主权$土家族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意识对当今中国的女权运动具有启迪

意义$

关键词!土家族女性%改土归流%婚姻自主权

土家族是至今生活在湘鄂渝黔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在土家族社会#女性享

有较高的威望#并掌握着人生重要关口的抉择主权$这种女性权利在土家族被改土归

流!后曾受到剧烈冲击$但是#通过土家族女性的顽强抗争#她们的权利仍得到一定程度

的保留$本文以婚姻自主权为分析视角#以改土归流为时间节点#阐释土家族女性在捍卫

婚姻自主权上所传递出来的权利意识#并揭示其对当前中国女权运动的启迪$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改土归流前#土家族文化以代际的口耳相授为

传承方式#以歌谣"传说等为表现形式%改土归流后#逐渐开始有正史记载$因此#本文以

土家族歌谣"传说和改土归流后的地方志为主要分析文本$

一"&以歌定情'时代土家族女性的婚姻自主权

土家族是一个有着多神崇拜传统的民族$在多神崇拜体系中#女神崇拜占据重要内

容$土家族女神崇拜有三类!一类是始祖女神#即土家族的大母神"生命的诞生之源#或开

天辟地的女神#如卵玉"佘婆"德济娘娘的传说%一类是生产女神#专管土家族的狩猎"农

耕"纺织等生产活动的女神#如梅山神"火畲神"五谷神"西郎卡普神的传说%三类是生殖女

神#即土家族造人的神或保护小孩的神#如依窝阿巴神"茶婆婆"苡禾娘娘等传说"

$民间

信仰构成信众的一种世界观#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构成信众的人生观#以解释人之

生死#人与人的关系#

$土家族的女神崇拜也渗透进土家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奠定了

土家族人社会性别关系的基调#即女性在土家族的发源"生产"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

"

#

清雍正年间#为了防止少数民族叛乱#加强对边疆的统治#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朝廷在西南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
"

厅
"

州
"

县
#

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

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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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土家族繁衍生息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女性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中享有较高的地位$

除了女神崇拜的民间信仰外#在土家族的物质生产中#女性也充当了重要角色$史载&农家妇女#纺

绩室中#

$

饷野外$负篓于背#上山斧薪#下田薅草'

!

$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在物质

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土家族女性在物质生产中的重要角色#决定了女

性在土家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土家族女性的这种地位#直接体现在其婚俗文化中$土家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几千

年的岁月长河中创造积累了别具一格的"以歌定情的婚俗文化$史载!&土民以歌声为奸淫之媒'

"

#土

家族人往往以歌为媒#结下终身之好#如土家族情歌所唱!&莫把山歌不值钱#山歌还是巧姻缘$姻缘原

是山歌起#没有山歌不团圆$'&豆腐开浆靠石膏#纸糊灯笼靠篾条#新打木桶靠竹筲#土家成媒靠歌

谣$'

#

在以歌定情的婚俗文化背景中#女性在婚姻决策中具有鲜明的主体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够积极主动地表达感情$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鄂西土家族传统情歌)所搜集的
&&!

首情

歌中#明显由女性吟唱的有
$&'

首#占
%$./(̀

%没有明显性别特征"可由男女两性共同吟唱的有
)'

首#

占
!".(/̀

%由男性吟唱的有
$!%

首#占
&(.&#̀

$这一数据表明#土家族女性以主体的身分积极参与了

情歌的创作$福柯认为#话语活动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因此控制话语便成为掌握权力的一种重要

方式$

$女性在情歌文化创作中的话语权#反映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权$

二是在婚姻关系中具有较大的自由$(永顺府志)记载!雍正八年永顺知府袁承宠在(详革土司积弊

略)中#描述了改土归流前&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声为奸淫之媒#

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的现象&

$土家族情歌唱道!&远望姐儿穿身黄#手上戒指排成行$一不是娘家

陪嫁你#二不是婆家攒私房#陪嫁你#攒私房#一个戒指一个郎'

'

#歌词反映了已婚土家族女性在婚外与

其他男性进行自由交往的现象$在对现有婚姻不满的情况下#土家族女性甚至以逃走的极端方式解除

婚姻!&旧日土民妇女#以夫家贫寒#或以口角细故#背夫逃回$而女家父兄不加训诫#以女为是#收留经

年累月#纵其所为#甚至背义毁盟#妄称改嫁'

(

$

三是在婚姻居住方式上具有决定权$恩格斯通过对家庭起源的考察#发现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婚姻

居住方式都是&从妻居'%而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男性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生育有确凿无疑的

生父的子女'#&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需要妻子迁到自己的氏族公社来居住#变

从妻居为从夫居$因此#与&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和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相伴而生的#

是从妻居向从夫居的退让$这说明社会性别关系是决定婚姻居住方式的重要自变量$土家族地区以从

妻居为主要特征的招婿婚姻较普遍$乾隆(鹤峰州志)载#朝廷派往鹤峰的第一任知州毛竣德颁发的文

告中称!&旧日土民无子#即以婿为子$今凡有招婿养老之家#如无子孙#仍按律于同宗应继者#立一人为

嗣#家产均分#不得以有婿不必另立#绝其宗祀$'

*文告不仅肯定了改土归流前土家族招婿婚姻的存在#

还透露出招婿的地位相当于儿子#可单独继承家产$至于招婿婚姻的数量或比例#正史中没有相关记

录#只有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考察资料$

$'#/

年#湖北省民族事务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对恩施州境内

巴东县的土家族风俗进行考察#其间约村中熟悉土家族历史和文化的老人介绍民族习俗#访谈记载有!

&在婚姻方面#本姓结婚的多#上门的多$'

+,-这说明招婿婚姻在土家族社会较为普遍$土家族地区招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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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盛行#是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生动反映$

二"改土归流后女性对婚姻自主权的坚守与抗争

清雍正十一年*

$(&&

年-#朝廷开始对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朝廷流官全方位地在土家族地区

强行推行主体民族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在对土家族制度进行汉族化改造的过程中#流官尤以

&人伦之首'的婚姻作为优先关注事项#如在改土归流后鹤峰第一任知州毛峻德所颁文告中#&晓谕婚姻

类礼节'篇幅最大$在文告中#毛峻德对土家族女性以歌择偶"男女自由交往的风俗进行了尖锐地批评!

&乃州属向来土俗55男女交谈#毫无避忌#诲盗诲淫'#&旧日民间女子#缘土弁任意取进学戏#男女混

杂#廉耻罔顾#因相沿成俗'#&此种恶习#可耻可恨'$文告宣布&今已归流'#&端自此始#合亟出示晓谕'#

明确要求&至于选婿#祖父母"父母主持之#不必问女子意否$一语聘定#终身莫改'#&主婚由本生父母及

祖父母#两者俱无#从伯叔父母#姑兄姊内家长一人主婚#此定制也'#&如有议婚者#请凭媒妁'#&两姓男

女年纪相当#又无亲属服制#而男女父母情愿结姻者#必先央媒妁将男女有无废疾及乞养过继#通知明

白#然后行聘定礼$'

!根据文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代了女性的婚姻自主权#成为土家族地区新

的婚姻制度$

面对相沿千年自由择偶的婚姻自主权被剥夺#土家族女性顽强抗争$虽然目前在正史中没有发现

相关的记载#但在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中#女性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捍卫婚姻自主权的主题却比比皆是#

&媒婆堂屋踏成坑#后生屋外踩成坪$百张利嘴说不动#一首山歌定了情$'&姐儿今年十七八#刚长成人

未出嫁$媒人踏破铁门槛#不是赶来就是骂#姐儿要自己找婆家6'

"这些情歌反映了土家族女性抵制封

建规条"要求自由择偶的鲜明态度$

不仅如此#她们面对封建家法和朝廷官法的双重桎梏#坚强地捍卫爱情和婚姻自主权!&十指尖尖手

攀墙#眼泪汪汪告诉郎#昨日为你遭毒打#浑身上下都是伤#舍得皮肉舍不得郎'#&衙门链子九尺九#锁郎

颈项锁妹手#哪怕官家王法大#出了衙门手牵手#生生死死永不丢'

#

#表达了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殊死

搏斗的勇气$即便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封建包办婚姻低头#土家族女性也没有放弃反抗#&姐在屋

里打嫁妆#叫声情哥你莫慌$妈家带把铁扫帚#嫁到婆家一扫光#扫光婆家再嫁郎$'

$

&扫光婆家再嫁

郎'形象地刻画了土家族女性爱恨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对婚姻自主权的不懈追求$

此外#土家族女性还利用&哭嫁'这一女性文化现象来痛斥包办婚姻$在包办婚姻制度下#土家族女

性对男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对未来婚姻生活因未知而产生茫然与恐惧$但是#顾及到血缘亲情#她们不

便直接埋怨父母#只好对父母倾诉自己的苦衷!&今朝女儿要出嫁#狂风吹我去天涯$乘龙快婿他姓啥1

姓牛1 姓马1 55究竟何处是我家1 房屋是草还是瓦1 小吗1 大吗1 55你的女婿高吗矮1 瓜不瓜1

55男女陌生共一榻#未曾见面说过话#我害怕6'

&而媒人在包办婚姻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土家族女

性于是将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满腔怒火#渲泄为对媒人的辛辣谩骂和恶毒诅咒!&苦李开花球上球#背时媒

人想猪头$豌豆开花夹对夹#背时媒人想鞋?$背时媒人是条狗#这头吃完那头走$'&对门坡上栽斗子#

背时媒人死独子%对门山上种韭菜#背时媒人绝九代$'

'通过对媒人开展猛烈的语言攻击#土家族女性

表达了对包办婚姻的强烈抗议和对婚姻自主权的顽强守卫#平衡了婚姻自主权被掠夺"在婚姻大事中失

语的失望与愤懑$

通过这些抗争#土家族女性追求纯真爱情和婚姻自主权#积极做自己命运主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有力

地张扬#表现出了与封建礼教熏染下的柔弱女子泾渭分明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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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家族女性以妥协捍卫部分婚姻自主权的调适

虽然土家族女性对朝廷流官的婚姻制度改革极度不满并强烈抗拒#但在政权的威严和法律的强制

下#汉族婚姻制度逐渐在土家族地区推行开来$毛峻德在&为晓谕婚姻礼节事'文告中#有大量关于违反

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惩戒措施#如&如有不遵#按律法究'#&敢有故违#一经访闻#或被告发#罪坐主婚#男

女离异'#&违者#一经告发#分别究处'#&或女子无耻#口称不愿#不妨依法决罚'#&嗣后妇女有背夫逃归

者#事发除将妇女按律杖一百#听夫去留外#其纵容之父兄#定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并枷号示众'

!

$在

强大的封建政权及其法律强制力面前#土家族女性的抗争是微弱的#生活中的她们不得不调适对婚姻自

主权的态度#屈从政权从而认可并遵守中央政权推行的婚姻制度$如在土家族传统中#女性婚姻自主权

较少受到伦理规条的束缚#在婚姻关系内#女性都可自由与其他男性交往#更不用说在丈夫死亡的特定

情况下$但是#在改土归流后的每一本地方志中#都辟专卷记录本地列女#如(恩施县志)就用了近
!"

页

记录清朝当地的贞妇节女"

$这说明土家族女性已开始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自己的婚姻行为$

但是#土家族女性从来没有放弃把持婚姻自主权的努力$在与政权力量的博弈中#她们在逐步接受

封建纲常伦理的同时#也顽强地保留一定的土家族女性传统权力$以订婚礼仪为例#改土归流前#土家

族青年男女以歌为媒#如果双方有意#便互相交往#最后请示父母#得到土老司许可#便可到土王庙祭拜

成婚#没有复杂的仪式$在改土归流后各地的土家族地方志中#对结婚仪式有一些描述#但对结婚仪式

前的订婚礼仪没有记载$近年来#有一些本土学者深入民间广泛搜集整理#描绘了土家族订婚礼仪#其

中流行较广的程序包括!*

$

-问水#男方私下查访中意的姑娘%*

!

-请媒#物色合适的媒人%*

&

-试媒#媒人

去女方提亲%*

%

-看人家#若女方有意#母亲择日带着女儿到男方考察情况%*

#

-订婚插香#女方通过前面

的一系列考察#同意婚事后#男方备香"烛插在女方的神翕上燃祭#一是强调这是当着祖宗说的话#具有

神圣性#不得随意更改%二是感谢祖先#认女方的祖先为自己的祖先$*

)

-放火炮#这是正式的订婚仪式$

男方父母"男当事人及媒人选择吉日#带上礼物到女方#

$汉族封建社会的婚姻礼仪包括以下程序!*

$

-

纳采#男家请媒氏向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后#男家备礼前去求婚%*

!

-问名#男家请媒氏请问女方的姓

氏和生年月日%*

&

-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

%

-纳征#男家将聘礼送给女

家%*

#

-请期#男家纳征之后#择定婚期#备礼告女家#求其同意%*

)

-亲迎#夫婿亲至女家迎娶$

$对比改

土归流后的土家族订婚仪式与汉族封建社会的订婚仪式#发现&问水'"&请媒'"&试媒'与&纳采'的文化

功能基本相似#&放火炮'与&纳吉'"&纳征'的文化功能基本相似#显然这些是流官强行推行的汉族封建

社会订婚礼仪的成分$

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土家族订婚礼仪中发现土家族女性传统权利的踪迹#这主要表现为!

$.

&看人家'程序体现了女性在订婚中仍保留了一定的主动权%

!.

&订婚插香'仪式中男方拜认女方祖先为自己祖先#传达出对女方的高度尊重和成为女方宗族成

员的深刻喻意#这一喻意明显打上了土家族女性权力的烙印$

&.

土家族的婚姻礼仪中有抢床的仪式$新郎新娘拜天地后#直奔新房#抢先坐在婚床上#谁先坐上

婚床#喻示着谁就是&当家人'#在今后的夫妻权力中占优势&

$这一婚俗中#新娘是以平等的身分"积极

的态度与新郎争夺未来家庭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土家族女性以情歌"哭嫁歌等草根文化为载体#将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对婚姻自由

的追逐"对包办婚姻的抗议以口承文化的形式传承下来#塑造了与封建社会广大女性逆来顺受"忍辱负

重形象截然不同的土家族女性主体精神和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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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旦萍!改土归流前后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抗争与调适

可见#在清王朝强大的政权威力下#土家族女性不得不有所屈从#将婚姻自主权部分让渡给了&父母

之命'和&媒妁之言'#但同时又因强烈的权利意识#坚守了部分婚姻自主权#通过博弈最终形成了朝廷流

官和自己都能接受的婚姻主权分配方式#完成了婚姻主权的调整$在此过程中#土家族女性对政权的妥

协与其说是退让#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在不可违抗的外力下为自身主权赢得生存空间的消极策略$

改土归流前后#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经历了上述抗争与调适的过程$虽然土家族女性坚守的婚

姻自主权与当代婚姻家庭伦理有相悖之处#但这一过程所传达出的强烈女权意识和捍卫精神#对于推进

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女性高扬的主体意识奠定了她们在婚姻自主权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改土归流

后#面对国家政权对婚姻自主权的强劲打压#她们不畏强权#积极抗争#在与强大力量的较量中自觉调

适#最终坚守住了部分婚姻自主权$这种主体意识塑造的不屈不挠"积极抗争"坚韧刚毅的土家族女性

人格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了汉族传统文化男尊女卑的性别定位#为女性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形成了土

家族社会&重男不轻女'的性别观念$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例#学术界高度一致地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

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重男轻女的性别文化箝制下的选择性堕女婴!

$在外地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

的情况下#土家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

!""$

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生婴儿男女性别

比为
$"(j$""

#

!""%

年这一比例为
$"'j$""

"

$土家族女性主体性与其社会地位间的内在联系启示我

们#要想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女性自身一定要树立起主体意识#靠自己努力奋斗和抗争#而不是靠政府

或他人的帮助和赐予$没有女性群体自身的参与和斗争#女性的解放"男女平等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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