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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婚俗提升到人类文明的镜像的高度，通过婚俗这一特定的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别具特色的
解渎。
作者从生物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有效经验，多角度地透视中国婚俗的诸多
不为人所熟悉的面相，并就近代以后中国婚俗文化的沿革作了完整而清晰的勾勒以及科学合理的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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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宗豪 1949年生，浙江奉化人。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会
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信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世界经济伦理学会会员。

    近年来，着重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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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婚姻习俗也包含着法的观念和制度。
从最原始的婚姻禁忌到后来颇具典章形态的婚姻法典、婚姻制度，以及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对婚姻行
为的惩罚都存在于婚俗之中。
结婚要有媒人搭桥，不能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童养媳、寡妇再醮都有种种规范和要求，
这些规范和要求实际上便是一种婚俗道德。
婚姻又是一种经济行为，从中国人的婚姻动机、“门当户对”的婚姻交换理论、买卖婚、婚姻收彩礼
等，可见一斑。
婚姻又具有政治的特点，“合二姓之好”的婚姻目的，等级制与男尊女卑，不同民族的“和亲”，不
同政治集团的“联姻”，显然都是一种政治婚姻。
婚姻的礼仪更是纷繁多姿，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绚丽多彩的婚礼服，迎亲诗歌，婚礼歌舞，为我们谱
写了光彩夺目的婚姻艺术的篇章。
透过中国人合八字习俗、喜的习俗、闹新房与兴旺发家等习俗，可发现积淀于其间的一种民族文化心
理。
    可见，在中国人中流行的婚姻习俗虽然是大量的琐细的行为，但它展现、囊括了一切文化样式，或
者说，婚姻习俗创造了它自己的文化形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婚俗文化。
这种婚俗文化既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又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一种特殊形态。
    2．婚俗的神圣性与相对性    生活于特定地域的人们对婚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在婚姻关系的
演进中，通过形式化的方式，形成了该地域(该民族、该部落或部族)的婚俗。
    婚俗一旦形成，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人们的推崇，把它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准则，并以它来评
价和制约人们的婚姻行为。
于是，婚俗在人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
谁若违背了它，就要受到谴责、惩罚。
据《史记》载：春秋时太史敫的女儿与齐襄王私通，后来被封为王后。
倘若放在现代社会，这位风流女性，不知将赢得多少赞叹和艳羡。
她与齐襄王的私情，定不免成为风流佳话。
然而在当时，情况却截然不同。
尽管女儿做了“国母”，可太史敫还是老羞成怒，破口大骂：“女不取媒，因而自嫁，非吾种也，汗
吾世。
”①    在历史的演变中，婚姻习俗不仅以观念的形态存在、延续，并通过语言文字承传给下一代。
就个体生活史来看，婴儿落地伊始，社群的婚俗便开始塑造他日后的婚姻经验和行为。
到咿呀学语时，他便接受蕴涵于语言中的婚俗，成了他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开始恋爱
时，社群的婚俗便是他的婚姻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婚俗的承传、延续，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没有受到剧烈的冲击或根本性的变革时，一般不会轻易改变。
这样，婚俗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人们则往往会把这种相对稳定性当作神圣的而不可更改。
    电影《寡妇村》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福建惠安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落夫家”②的婚俗，便是一个
典型。
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县的6个乡还把古老的“不落夫家”的婚俗视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婚姻准则
。
这6个乡的妇女，一两岁时就已订婚，甚至指腹为婚。
到了十二三岁，女孩子就糊里糊涂地嫁给不相识的人。
结婚后只住夫家三两天就得回娘家；即使这三两天佳期里也难得和丈夫同居。
此后只有逢年过节或农忙时才得回夫家住一宿，去时是傍晚，还要用块乌巾遮脸，晚上熄灯后才可去
掉，第二天天一亮就得跑回娘家。
由于夫妻长期隔绝，以至结婚多年相遇互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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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妇女回夫家，觉得人言可畏，婚俗不可触犯，也不敢和丈夫同房。
因此，她们极难怀孕，而当地旧俗，不等到生男育女不得长住夫家。
在这种婚俗约束下，夫妻毫无乐趣可言，家庭关系遭到破坏。
男的不少流于荡检逾闲，酗酒狭邪；女的许多发生心理变态，搞同性恋，结成“金兰会”、“长住娘
家妇女会”，相约结伴自尽。
仅小蚱一乡，平均每年有54人非正常死亡。
患癔病的也很多，净峰乡一民兵营15个女民兵，有13个已婚的患癔病。
①    我们只要不把婚俗的神圣性绝对化，就会承认婚俗所具有的另一面——相对性。
对某一地区的人来讲，恪守某一种婚俗似乎是极端严格的、不可疏忽的，可是换一个地方则是另一回
事。
此处所好者，往往为彼处所忌者。
婚俗必然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不妨让我们再把视线投向改革开放热潮中的福建惠安县。
1985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惠安县的妇女不仅是农活的主力军，而且成了乡
村厂里的排头兵、城镇市上的娘子军。
如今，投身商品生产的妇女劳动力达10万人，占商品生产总劳力的68％，而生产总值占60％，以上。
全县参加外贸出口生产的妇女达7万多人。
她们种花生、芦笋；养对虾、青蟹；织毛片、面巾；制衣衫、拖鞋；搞石料加工；雕木石艺品。
1988年全县外贸出口收购值达3800多万元，两年增长一倍多。
经济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改变，在婚姻上也出现了新的观念，逐步形成了新的婚俗。
1989年，全县有22对青年宣布解除父母包办的婚约，984对原订早婚者推迟婚期。
在黄圹乡工作的小康是陋俗较严重的小蚱乡人，她顶着强大的压力，解除“娃娃亲”的婚约，与志同
道合的心上人结为秦晋之好。
    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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