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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
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
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共有84种145本。
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
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
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
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
《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
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
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
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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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贵州省布依族婚姻资料汇编　一、择偶　二、订婚　三、结婚　四、“坐家”和戴“假壳”  　五、
“赶表”　六、逃婚与抢亲　七、离婚　八、再醮与续弦　九、纳妾　十、入赘贵州省罗甸县平亭村
布依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　一、概况　二、经济情况　三、社会组织　四、
解放后的发展变化望谟县桑郎亭目历史调查资料　一、概况　二、亭目的来历、世系及分支　三、亭
目统治的组织机构　四、土地占有与阶级构成　五、亭目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农民的反
抗斗争安龙县龙山布依族解放前社会经济调查资料　一、一般情况　二、安龙的沿革　三、兵目统治
时期的经济和政治　四、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五、手工业　附录：李明贤告乡绅贺占鳌加派科租的
状纸镇宁县扁担山布依族解放前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调查资料  一、一般情况  二、解放前的社会经济  
三、扁担山地区布依族人民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镇宁县布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一、扁担山地区
　二、镇宁城关区玉京公社　三、镇宁六马地区的丢花包安龙县北乡公社布依族的婚姻  一、北乡简
况  二、布依族的婚姻册亨乃言公社乃言下寨解放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调查资料　一、乃言公社概况
　二、社会生产关系　三、社会生产力附录一：册亨县布依族的节日附录二：关于天主教传入册亨县
乃言的情况及其活动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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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贵州省布依族婚姻资料汇编　　一、择偶——婚姻的限制　　布依族青年男女婚姻的缔结，一般
是父母包办的。
在子女年幼时，父母就替他们留下婚事，一有了对象男方就主动请媒人说合。
子女自己的愿望是无从表达的，尤其是女子更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由“父母之命”缔结的婚姻，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基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主要受着下列一些封建关系、传统习惯和迷信禁忌的限制。
　　（一）同宗不婚　　布依族同宗不婚的限制很严。
因此，同姓大多不能开亲。
人们认为姓是氏族的标志，也是区别血缘关系的一个依据。
同姓表示同宗，故不能通婚。
有的虽然不同姓，但是传说在历史上有血缘或近亲关系的，也不能婚配。
如镇宁扁担山一带的卢、马两姓，安龙县鲁沟乡的余、贺、韦、陆四姓，都匀市的平庄赵、何、骆、
罗、杨、刘、孟、陆八姓也是互不开亲的。
有的虽然是同姓，但据说不是同宗，则可通婚。
如龙里县三元场地区的罗姓与贵定县盘江一带的罗姓可以通婚。
望谟县平绕地区的王姓与王姓土司家开亲，据说王姓土司在很早以前有一位女王招了一位李将军入赘
，李将军和女王结婚以后，即改为姓王，所以，实际上王土司家与当地王姓不同宗。
　　从以上情况看来，布依族中异姓之间或同姓之问能否婚配，是以同宗与否来决定，原则上是不同
宗才能婚配。
如果同宗开了亲，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二）亲上加亲、女大于男　　布依族中，流行着“姑舅表婚”或“侄女赶姑妈”的习俗，惠水
地区母舅还有娶外甥女为儿媳的优先权利。
人们喜欢“亲上加亲”的联姻，因此，配偶一般是先在亲戚中选择，如果亲戚中没有适当的对象，才
向外寻求。
在亲戚中找配偶首先要注意是否辈分相同，如果不同辈分进行婚配，就会受到阻拦和被讥为乱伦。
同时，不同辈分开亲，在亲戚间称呼上确实有困难。
　　布依族男女婚配的年龄，一般是女的比男的大两岁至五岁，或男女年龄相等，女的小于男的是很
少的。
这是由于布依族中流行着婚后新娘不立即“落夫家”和早婚的习俗，女的比男的大，她就成熟得早，
婚后就能早一点来夫家常住。
同时，布依族妇女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夫家总是希望增加一个较强的劳动力，所以老人们常这样说：
“大媳妇！
大媳妇！
早来当家有好处。
”　　（三）迷信　　选择配偶很注意生辰“八字”。
因此，在订婚前，先要请摩公或算命先生来合“八字”，不冲不克，才能订婚。
所谓冲克，系指属鸡的人不能和属狗的人成婚，俗谓“金鸡怕玉犬”；属于火命的人不能和带有水命
的人成婚，所谓“水火不能相容”⋯⋯迷信观念。
人们认为违背了这些迷信观念，必然是短命夫妻。
　　在镇宁扁担山一带的布依族中，还有这样一种迷信，即认为有少数人身上附有“读引”（译音）
。
据人们传说，“读引”是鬼怪，他的灵魂会化为蝴蝶。
带“读引”的人常把蝴蝶装在坛里，有时也会飞出来，如果被人弄死了，带“读引”的人也会死亡。
据说“读引”不害人，可是被认为带“读引”的人，是遭歧视的。
即或他有钱有势，一般人也不愿和他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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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门当户对　　在阶级社会里，布依族的婚姻也带上了阶级的烙印。
“门当户对”是婚配的原则。
地富只与地富开亲，与中农开亲的就很少。
富人常说：“宁愿要大人家的奴婢，不愿娶小人家的姑娘”。
当然，劳动人民也不愿“高攀”他们，认为富家女人好逸恶劳，不是劳动生产的能手。
　　虽然人们流传着“铁门对铁门，板门对板门”的俗语，不同阶级的人一般不通婚，但也有个别特
殊情况。
如由于贫苦人家的女儿聪明秀丽被迫嫁于富家。
另一方面，也有贫苦人家的男儿，由于英俊能干，被富家姑娘热恋着的。
　　在镇宁扁担山一带，有少数人被指为“读怀”。
传说“读怀”过去是“奴隶”，一般人都不和他们通婚。
如果娶了“读怀”的人做妻子，就会遭到家族、亲戚朋友的反对，甚至连亲兄弟也要断绝往来，有红
白喜事时不准他来参加。
所谓好人家的姑娘在“赶表”时和“读怀”的男青年有了感情而私自逃婚与他结合，其父母也就不认
她为自己的女儿了。
以后事过境迁，他的女儿即或回娘家探亲，所带来的礼物，还是不能拿去供奉祖宗。
这显然是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的。
　　（五）民族间的限制　　布依族人民长期以来就与汉、苗、仡佬等兄弟民族人民相处，在经济与
文化上交流频繁，联系密切，各兄弟民族并有共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情谊。
但布依族一般不与外族通婚，尤其是布依族聚居区和偏僻地区更是这样。
仅在与汉、苗族杂居地区有与外族通婚的，如都匀市墨冲区良亩乡。
可是在与外族通婚事例中，只见布依族小伙子娶外族姑娘，罕见布依族姑娘嫁给外族的。
　　民族间不通婚，是民族间存在着隔阂的一种表现，这种隔阂主要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
但各民族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和生活方式不同等，也是不通婚的重要因素。
在罗甸县平亭村布依族中认为汉族姑娘不会织布，不会种水田（当地汉族大都住在山上），言语不通
，娶来在一起生活很不方便。
在兴仁马路河地区还流行“鸡是鸡，鸭是鸭，鸡鸭不能相配”的俗语，反映了民族之间不通婚的历史
习惯。
　　二、订　婚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布依族的婚约，一般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
订立的。
　　由于父母包办婚姻，订婚的年龄是很早的。
惠水县么雪寨28家布依族中男女订婚年龄：1—5岁占18％；6—10岁占29％；11—15占10％；在15岁以
前订婚的共占了57％。
一般是家庭愈富有，订婚的年龄也愈早，甚至有“指腹为婚”的。
在父母为年幼子女包办订婚的情况下，造成了许多青年情侣的悲剧。
如镇宁县扁担山地区，在解放以前10年之间，就有5人因对包办婚姻不满而自杀。
　　婚姻的订立一般都需要媒人说合。
媒人不拘性别，大都是男方的至亲好友，年龄在中年以上，配偶健在，子女旺盛的。
人们认为替人作伐是办好事，等于修桥补路。
因此，媒人不受金钱报酬，为双方奔走。
如果双方是至亲好友，说合是比较容易的；如系彼此不熟悉的人家，奔走的次数就很多。
当媒人初次来向女方提亲时，女方为显示自己女儿的高贵，即或心中十分乐意接受，也要故意推却。
但经过媒人四五次探访，女方若表示不同意，那是真心拒绝联姻。
在说合中，如果女方泄漏了女儿的生辰八字，那是许诺之意。
安龙、册亨一带媒人去求亲时，必须带“走路糖”（红糖二三斤），女方收糖，表示许婚，女方退糖
，表示谢绝。
在婚姻说成后，男女双方要宴请媒人，并送鸡一只，酒一壶，表示谢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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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几种订婚形式　　在镇宁、关岭、普定等地区，配偶择定之后，即由男家通知女家订婚吉
日。
届时，男家亲友二人或母亲、嫂子和族中老妇一人携带公母鸡各一只，酒二斤或四斤和糖二斤前往女
家。
女家将鸡烹后，与糖酒一起敬祖。
敬祖后即以鸡酒宴请男家来宾，并请家族中二位老年人作陪。
至此订婚仪式就算结束。
在安龙县鲁沟和册亨一带，订婚时要由媒人送聘金给女家。
聘金多少视男家经济情况而定。
　　贵阳地区的布依族，女家认为自己的女儿订婚是一件大事，届时要宴请亲友，当众郑重表示自己
的女儿已许配终身。
如果订婚吉日女家经济有困难，宴客可在以后举行。
　　镇宁县扁担山一带，要在订婚后结婚前举行隆重的“拿八字”仪式。
那天，男家客人携带蜡烛一对、鞭炮一串、“鸾书”一套、席菜八碗、猪腿一只、猪肉一块、公母鸡
一对、酒12斤、糖两斤和银元若干（必须双数）送往女家。
客人到达后，女家举行祭祖仪式，将写好女儿生辰八字的鸾书、银元和糖放在祖位前，供奉饭菜，燃
烛鸣爆。
接着宴请男家来客，分数席就座，由女家请族邻作陪。
席间主人殷勤劝酒，来客皆大醉。
当男家客人告别，并取走鸾书时，男女双方代表须对饮一杯，出门时双方代表又要对饮一杯。
此外，男家来客中有一位专管钱礼的老者，他除了向女家祖位献银元外，还要送银币二三元给新娘的
舅父。
　　兴仁坉脚一带，有“背八字”的仪式：在那一天，女家用二尺红布或蓝布将女儿的八字包好，放
在祖宗灵位前面，男家特请一个聪明大胆的儿童去取得“背回”。
当儿童到女家去取时，女家要用水去浇他，他要尽可能避免水淋。
但在这一场合，往往是儿童被淋得满身湿透，引得在场人捧腹大笑。
儿童取得八字后，女家要送他一元二角钱和一升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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