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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俗”是某个地域、族群或国家里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总称，民俗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但民俗
的基本特征是超越世代、绵延不绝的社会与文化传承。
民俗学正是研究此类民间传承文化及民众生活方式与形态的一门社会人文学科。
在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字传统发达、族群众多、地域性的生活文化多有差异、各民族和
各地域的民众的民俗文化创造及其累积非常丰富的国度里，民俗学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它不
仅应该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能与国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和中国考古学等“国学”相提并
论的“新国学”之一，而且，还应成为中国人民在现时代实现“文化自觉”，继承民俗传统（包括“
移风易俗”的传统），发掘、发现和发展我们国家新的文化创造活力的一种基本途径。
现代民俗学自从1918年在北京大学起源以来，它在中国至今已经有了80多年的历史。
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民俗学恢复重建以来，它便逐渐走上了一条迅速和健康的发展之路，
迄今它已经在中国的社会及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里获得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适应和再创造，当然，还有整个社
会人文学科之知识体系的新的发展和进步，都促使中国民俗学面临许多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许多紧
迫的学术及实践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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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俗丛书》的策划、构想和编辑思路，大体上基于以下几个考虑：    一是“小题大做”。
相对于某些有失宏观浮泛的民俗学著述而言，本丛书的选题主要突出了“大题小作”的特色，即围绕
某个具体的问题展开深入的实证探讨，其目的乃是为了促成和推进严谨实证的民俗学的学风，提升中
国民俗学研究的专业水准。
    二是提倡“专题研究”。
本丛书的策划者、设计者及作者们大都倾向于认为，相对于通论性的概述介绍和和民俗事象的一般性
罗列及简单归纳而言，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应该逐渐被推进到“专题研究”和“地域研究”的新阶
段。
所谓“专题研究”，就是针对某些民俗事象，动员一切可能的方法及资料，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和深
入的追究，从而彻底深化研究者对某个或某类民俗事象的认识。
所谓“地域研究”，则是将某一特定地域的民间传承文化和民族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全
方位的实地调查、详细记录和分析研究。
显然，基于专题民俗研究和地域民俗研究而分别产生的“专题民俗志”和“地域民俗志”的成熟和大
量积累，有可能既是中国民俗学学术发展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中国民俗学学术成
果之表现形式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品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抢婚>>

书籍目录

一、抢婚风俗：一个似乎说不清的课题  （一）“婚姻”释义的困惑  （二）抢婚风俗争鸣录二、抢婚
风俗也该有个起源  （一）抢婚风俗的孕育  （二）两性完全颠倒的时代风雨  （三）抢婚风俗：成长于
贫瘠的土地三、重新构筑抢婚条件、特征和模式  （一）历史哺育出绘纭的抢婚条件  （二）抢婚、偷
亲、私奔及其他  （三）并非杂乱无章的抢婚风俗四、抢婚风俗种种  （一）试金石：暴力与交换原则  
（二）完全、部分、虚拟与消失的神韵五、抢婚：又一片万紫千红  （一）“抢姑娘”与“偷女婿”
的交响  （二）被抢女性的悲哀与抗争  （三）原始爱情的悲剧六、抢婚“化石”所引起的思考  （一）
无情历史女神凯旋车  （二）一块埋藏于地下的稀世珍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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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傣族的抢婚与纳西族的抢婚有着共同之处。
傣族抢婚“男方的人只须把带来的铜钱边逃边抛散在地面，追赶的人，也便边追边争着拾铜钱，终于
让男家胜利地抢着女郎归去”。
可见，两者的作用是相同的，表明男方的彩礼已经在抢婚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了。
扶此，抢劫婚暴力充分发挥遇到了彩礼的抑制，暴力的部分发挥——交换原则部分被否定型抢婚也成
为那些无力筹措高额聘礼男子达到完婚目的的手段。
第三种类型，暴力虚拟发挥——交换原则被部分否定型。
这种类型的抢婚在近代众多民族中曾广泛地存在过，即是属于被众多学者称之为“假装用抢婚暴力把
新娘从他的亲属手里抢过来”或“新娘及其所属人等，与新娘的家族，相互为‘模拟斗争’”①一类
的抢婚。
此类抢婚，因是以往的男子确实用暴力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的那类原生态抢劫婚的遗迹，从而
受到众多的学者的注意而把其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至今也没有人能对这种抢婚所造成的婚姻交换原则被部分否定予以较全面的回
答。
在谈到暴力虚拟发挥型抢婚发生的原因时，各类资料所涉及到的无外乎有以下几种：一是男女双方自
由恋爱建立感情后，但是女方父母执意不允而不能完婚者；二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建立感情后，由于
聘礼较多，男方一时无力筹措而以抢婚方式完成结婚；三是男女两家已同意联姻，或困于女家贫穷而
无钱陪嫁女儿，或困于聘请媒人的高额费用，或困于土司批准的刁难等原因而采取抢婚方式完成结婚
；四是男女双方已同意结婚，佯抢仅是男女结婚典礼中象征性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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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十多年来，民俗学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民俗学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有多部介绍普及民俗学基础知识的理论书籍问世，
而且以荟萃民俗事象为主的各类读物也屡见不鲜，尤其是有关民俗事象的探微考证文章更是充斥于报
刊与杂志。
这种现状，令人既喜又忧。
喜的是，在前辈专家学者的大力呼吁倡导下，民俗学终于以一门独立学科的姿态出现在学林之中，不
仅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在社会上也形成了“民俗热”。
如今，“民俗”和“民俗学”再不是陌生的名词而为人们所不知不晓。
忧的是，在这股“民俗热”浪潮的冲击下，作为专业民俗学工作者应该如何把握住自己，怎样才能够
立足于民俗学发展的当前计划和长远目标，切实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工作。
纵观近几年民俗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似乎有一种许多学科都向民俗学渗透的学术研究趋向。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民俗内容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多功能的特点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
为民俗学至今仍是一块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处女地，在这个领域里大有施展身手的余地。
多学科向民俗学领域的渗透给当前民俗学研究带来了生机，拓宽了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填补了民俗学
研究的诸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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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抢婚》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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