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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夫家”:壮族女性走婚习俗的社会基础研究 

———基于滇东南X村女性“不落夫家”婚俗的考察

陶自祥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　基于对滇东南 X村壮族“不落夫家”婚俗的考察,以农民生活意义世界为切入点,从村庄社会基础

的视角,对壮族“不落夫家”婚俗从“不落”到“坐家”的衔接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壮族社会“不落夫家”婚
俗与早婚、传宗接代、夫妻感情磨合、人品和能力考验、社会舆论等构成的社会基础存在高度关联.它是壮族社

会婚姻的筛选机制,对规制个人婚姻行为、建立稳定家庭和维系地方婚姻秩序彰显了乡土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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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婚习俗是人类社会从群婚制到对偶制过渡的

一种婚姻形态.一提到走婚习俗,很多人必然先想

到滇西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走婚习俗.即众所周知

的摩梭人“阿夏婚”,指的是男方夜晚到女方家走访、
住宿,次晨回到自己家中.即便男女双方相爱生育

子女,子女也继承母系姓氏,由母系大家庭抚养.它

是一种男不娶、女不嫁的婚姻形态,男女各自居住在

原有的家庭中,由于是男方走而实现的婚姻,被称为

“走婚”,是一种典型的对偶婚.而在滇东南壮族地

区,也同样存在走婚习俗,但与滇西北摩梭人走婚习

俗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走婚主体有性别区分,摩
梭人走婚的行动方是男性,而滇东南壮族地区走婚

的行动方是女性.二是走婚的结局不同,摩梭人走

婚最终没有组建家庭,男女双方还是在原有家庭生

活,而壮族地区的走婚,要么女性怀孕就“坐家”,要
么双方感情不和,劳燕分飞.三是摩梭人走婚习俗

是群婚制向对偶婚制过渡,是男嫁女娶,男从女居的

婚姻形态,壮族女性走婚是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

过渡,是男娶女嫁,女从男居的婚姻形态.因此,本
文研究壮族的“不落夫家”走婚习俗与摩梭人走婚习

俗有着本质区别.所谓“不落夫家”在壮族社会俗称

“不坐家”,是指男女青年仪式性婚姻缔结———“办
酒”后女性在怀孕前都不常住男方家的一种婚姻习

俗.在壮族社会,男方家亲迎新娘到家后,新婚之夜

男女不能同居,是由伴娘或小姑与新娘同居,３天之

后由伴娘陪伴新娘回娘家居住.尽管“不落夫家”婚
姻习俗存在于很多少数民族社会之中,壮族社会的

“不落夫家”婚俗与其他少数民族“不落夫家”婚俗有

着一些相似之处,但基于壮族文化圈形塑出来“不落

夫家”的婚姻习俗凸显独特的民族性.
关于“不落夫家”婚俗的研究,有学者从婚姻史

角度,认为“女子走婚制是男娶女嫁婚的产物,是母

系制社会向父系制社会过渡阶段出现的一种婚姻形

态.”[１]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女性走婚是母权制的被

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２]有

学者从女性权力抗争角度研究,认为“父权确立致使

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地位中丧失了大部分权力,这在

壮族社会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女娶男嫁、男从女

居衍变成男娶女嫁、女从男居,因此当出现男娶女嫁

婚之后,就遭到母权制最强烈的抵抗,其最强烈的抵

抗就是女性走婚制”[３].“为了反抗父权制的冲击,
不甘心受制于男人的女子便在婚姻上以‘不坐家’的
形式相抵抗”[４].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本研究颇有启发,但是他们

的研究难以解释改革开放后,滇东南壮族地区为什

么还盛行婚后女性走婚的习俗? 难道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壮族社会还没有过渡到男娶女嫁的父系社会吗?
在笔者看来,婚后女性走婚习俗之所以仍然为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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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践行,因为它在壮族人民生活意义世界中有

着重要的地位,它所承载婚姻习俗的合理性元素已

内化为壮族人民的婚姻行为自觉.因此,本研究从

社会学的视角切入,把婚后女性走婚习俗置于壮族

村庄社会基础进行研究,旨在探讨女性走婚习俗与

其所嵌入村庄价值规范的内在关联.

　　一、壮族“不落夫家”婚俗的特征

　　所调查滇东南的 X村是壮族聚居的一个行政

村,６个自然村中,有４个是壮族聚居村,１个苗族

村,１个汉族村,总人口为２４００多人,其中壮族人口

为１８００人左右,约占全村总人口的７５％.改革开

放以前,X村依然践行着壮族传统的婚姻习俗,其中

“不落夫家”就是壮族婚俗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特征

之一.
在X村调研时发现,“不落夫家”婚姻习俗在壮

族社会践行时,呈现出２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婚后女

性“不落夫家”的时间自由度非常高,二是女性婚姻

自主权高.

１．“不落夫家”婚俗的时间弹性大

改革开放前后,在壮族地区依然盛行新婚之夜

夫妻不能同居,而由伴娘或年幼的小姑陪新娘过夜

的婚俗,结婚３天后的新人在男方长者的带领下去

新娘家“回门”,此时新娘就留在娘家继续生活劳动,
这就是壮族婚后女性“不落夫家”的习俗.在这一婚

后夫妻分居过程中,男女双方还是经常走访互动,如
农忙季节,丈夫会带妻子回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但
是即使妻子回来,有时还不一定住在男方家,而是寄

宿于女方亲戚家.逢年过节,男方也要到女方家送

礼,接触女方,以此相互了解来夯实感情.婚后女性

走婚过程中,女性走婚时间的自由度很高,其时间的

长短关键在于女方是否怀孕.如果女方怀孕了,男
方家就会立即把女方带回来,婚后女性走婚过程结

束,夫妻两人才真正组建家庭.据对２０世纪５０、６０
年代出生的人进行深度访谈,在被访谈的５０对夫妻

中,他们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结婚时,有４０对夫妻

即占总数的８０％的人是经历过婚后女性走婚的习

俗.婚后女性走婚的时间为３~８年的,只有３对,
仅占总数的６％,据访谈得知,这样长的走婚时间,
要么是妻子不喜欢丈夫,夫妻感情难以磨合,女性故

意拖延时间试图摆脱婚姻的束缚,要么是父母一方

强烈主导子女婚姻,对子女婚姻不满意,有悔婚的意

向.而走婚时间最短的为１年左右,这样的走婚现

象也只有１对,仅占总数的２％,其原因是子女和父

母对婚姻都比较满意;其他９２％的夫妻婚后女性走

婚时间基本是２年左右.

２．“不落夫家”女性婚姻自主权大

壮族社会婚后“不落夫家”的走婚习俗,实际上

就是婚姻缔结后,婚姻形态仅是经历仪式性婚姻阶

段,还没真正成为事实婚姻.换句话说,尽管夫妻已

经在村庄熟人社会举行“办酒”的结婚仪式,夫妻只

是“准夫妻”,还需要经历“不落夫家”的女性走婚的

感情磨合,才能实现“坐家”来组建家庭.“不落夫

家”期间,夫妻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村庄社会舆论

来监督.从男女婚姻自主权博弈来看,女性掌控婚

姻的自主权要高于男性,“不落夫家”期间,壮族女性

在婆家的地位相对高,婆家要把媳妇当成“客人”看
待.用当地百姓的话说:“来要请,去要送”,平常丈

夫也要时常去探望,不能冷落女方.壮族女性婚后

“不落夫家”期间的婚姻自主权高,很大程度是受制

于父母对子女婚姻包办.父母包办是希望女儿能找

到一个好丈夫、好婆家.而能否嫁到好丈夫则是靠

父母通过对女婿和婆家的检验来作为好坏评价的依

据,因此,“不落夫家”婚姻习俗就给女方父母提供了

这样一个考验女婿和婆家的机会.
由于传统婚姻缔结是依靠亲属网络资源或媒人

的介绍,女儿结婚前父母所获取的女婿信息难免存

在虚假性,父母由于缺乏对女婿的人品、能力等深入

了解,他们谨慎不懂事的女儿和女婿相处时会发生

“意外”,导致她终生后悔嫁错了丈夫.因此,“不落

夫家”初期,女方的家长就会相对严格掌控女儿与女

婿交往信息,让她在一定人际交往圈活动,保证让她

的行为不出轨,对得起夫家,赢得社会舆论的制高

点.同时,父母在女儿“不落夫家”期间,也会根据对

女婿的行为评价来做出自己的决定,只要识破女婿

存在各种缺点,就会睁只眼闭只眼让女儿扩大交往

圈或重新帮女儿物色他人,有意让女儿在日常生活

中逐渐认识新的对象.因此,这样的“不落夫家”婚
姻制度设计就为女性提供了掌控婚姻自主权的时

空.换言之,婚后壮族女性走婚习俗过程中,女方可

以根据自己的满意度或家长的态度来决定自己婚姻

去向.

　　二、壮族“不落夫家”的村庄社会
基础

　　就X村“不落夫家”婚俗盛行不衰而言,本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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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与早婚习俗、传宗接代、人品和能力考验、村庄

社会舆论和夫妻感情磨合等村落社会基础存在高度

关联.

１．“不落夫家”是壮族早婚危害的弥补

过去传统时代,壮族如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也
有早婚习俗,很多家庭在子女十四五岁时,父母就给

其订婚,甚者存在少数指腹为婚的陋俗.男女十四

五岁结婚时,不管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均尚未发育

成熟.从客观上来说,十四五岁的男女对夫妻生活

知识没有更多的了解,也没有强烈的要求,有的女性

甚至对夫妻生活会产生恐惧感.因此,早婚致使男

女双方暂不具备夫妻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的生理条

件.尤其对于女性来说,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结婚

之后不久,如果就生育儿女,这无疑对其身心会造成

巨大的伤害,那么“不落夫家”婚姻习俗的设计就提

供了一段缓冲时间来给女性从生理上、心理上做好

充分的准备.婚后“不落夫家”的婚姻习俗,就让初

婚的女性在身心承受能力上赢得了必要的时间,也
让女性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夫妻生活和生儿育女的基

本知识.换句话说,壮族社会婚后女子“不落夫家”
的婚姻习俗,实际上对早婚致使男女身心遭受伤害

起到弥补的作用.对早婚的女性而言,这样的婚后

女性“不落夫家”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壮族女性

“不落夫家”的婚姻习俗利于消解早婚给年轻夫妻身

心的危害,使早婚的夫妻有缓冲时间来“见习婚姻”.
壮族婚后女性“不落夫家”婚俗给男女提供了去实现

从“无知少年”到为人妻和为人父角色转换的成长

时间.

２．夫家传宗接代的价值诉求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关乎男方家庭,乃
至整个家族传宗接代的问题”[５].在我国宗族观念

下,每个男性都不是生物个体,而是从祖先“一杆插

到底”宗族绵延生命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背后有着

强大的宗族文化规制着他的行为.一个男性只有结

婚生子,他才不辜负自己生命两端的宗族性使命,即
要完成“过去的祖先→当下的我→未来的子孙”家族

绵延链接的使命.这样的宗族生命链条是一脉相承

的,每个男性如果不能结婚生子,就上对不起列祖列

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他就会成为宗族最后一代男

丁.同样,壮族社会结婚的目的也离不开完成“香火

延续”的逻辑.就男方而言,壮族社会结婚之后女性

走婚习俗,就给男方家庭有缓冲机会做出选择来完

成传宗接代的宗教性使命.在调查中,当地百姓告

诉我们,结婚之后,女性“不落夫家”期间,如果男女

双方经过一两年间断性接触和同居,女方不会怀孕,
那么男方家就会以各种理由向女方家提出悔婚,让
儿子再婚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但是按照地方价

值评判,男方家不论以任何理由提出悔婚,都是对女

性价值的一种歧视,甚至是一件带有侮辱性的事情.
因为传统时代,壮族地区女性离婚就意味着其一生

只能嫁给弱势男性群体,甚者一辈子难以再婚.那

么男方家主动放弃这一桩婚事,这是一种在熟人社

会对女性价值和女方家族的公开否定的行为.男方

家送给女方家的彩礼就一分都不能索回,而是以此

作为赔偿女方名义损失的代价.可见,“不落夫家”
婚姻习俗在壮族社会是一种如现代的“试婚”,但对

男性家庭来说,其“试婚”旨在试探女方是否具有生

育能力.这样的走婚习俗制度设计的基础是男方家

庭“香火延续”的宗族性价值诉求.

３．对女婿人品和能力的考验

从性别社会学视角来看,如前所述,壮族社会婚

后女性“不落夫家”走婚习俗,对男方家庭来说是验

证女方能否具备生育能力.那么对女方家庭而言,
则是考验女婿的人品问题.众所周知,在传统时代,
在壮族社会也盛行父母包办婚姻,而包办婚姻的本

质就是子女缔结婚姻的信息是被父母所掌握,婚姻

当事人是在不知晓信息的情况下服从.即婚姻当事

人在结婚前往往缺乏接触和了解对方的机会.男女

双方最终被撮合在一起,是通过亲属关系网和媒人

在双方父母之间传递信息而促成的.有的家庭为了

完成儿子结婚大事,会采取欺骗的手段,如给媒人多

的介绍费,让媒人在女方家长面前多为自家儿子说

好话,以此来掩盖自己儿子的缺点.这样的婚姻缔

结方式就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虚假信息的成分.那么

在婚后女性走婚时间里,女方家庭会通过各种交往

活动来检验媒人所介绍女婿情况的真实性,以此来

验证女婿的人品和能力等综合素质.在长达一两年

的相互了解过程中,女婿是否勤劳、是否尊老爱幼、
是否聪明能干,都会慢慢地浮出水面.如调查的 X
村,王某１９６０年出生,１９７６年结婚,就是在婚后妻

子走婚这段时间里,女方家长逐渐看出他是一个好

吃懒做的男人,女方家长就以女儿还不懂事,还需要

母亲继续教导女儿为由来拖延走婚的时间.在访谈

过程中,王某说妻子家看出自己年轻时好吃懒做,整
天游手好闲,就以各种理由来拖延走婚时间,让其女

儿不与自己接触,其目的是女方家在暗中准备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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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另找婆家.最后,妻子走婚５年,女方家长就提出

悔婚,全部退还他家送去的２０００多元彩礼.在熟

人社会,婚后女性走婚对女婿的人品考验具有“一锤

钉钉子”的效应,因为初婚就被女方家给王某贴上

“好吃懒做”的社会标签.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

社会人口流动极弱,壮族地区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熟人社会,其信息相对透明,X村的通婚圈基本就是

在１５公里范围内,王某被贴上“好吃懒做”的坏名声

很快就在熟人社会及其周边村寨传开,再也没有媒

人敢上门为他提亲,也没有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女儿

许给王某.随着王某年龄的不断增加,王某沦为今

天的光棍.

４．“不落夫家”规训男女行为

壮族结婚之后,第三天新娘就同陪伴的伙伴们

一起回娘家.每逢节日、男方家有红白喜事或农忙

季节,男方家就会派小姑或丈夫到女方家把新媳妇

接回小住,此时及以后新郎就可以与新娘同居.但

能否同居完全取决于新娘的意愿,如果新娘不同意

与丈夫同居,就想方设法找来同伴与自己同床,要么

寄宿到亲戚家.两人结婚之后,哪怕男方家有事情,
如果男方家不亲自去接新娘,她不会主动到男方家.
即使男方家人接新娘回来住,但女方住的时间也不

能太长.按照壮族的地方性规范,男方家不去接,新
娘主动来男方家常住,就会被熟人社会尤其是妇女

们在背后骂为“饿男人”,太想丈夫的女人.新娘这

样“主动”找丈夫的行为,不仅使自己遭受熟人社会

的“暗伤”,而且还会使娘家的社会面子扫地,女方家

族会遭受家风不好的社会舆论压力,出嫁的女儿不

懂规矩,主动找男人.这在传统时代相对封闭的熟

人社会里,女性在婚姻方面的主动行为被视为一种

丢脸的事情,她主动找丈夫的行为就使自己的家族

处于村庄舆论之下.可见,在壮族文化语境下,结婚

与同居不是同步进行,同居要滞后于结婚一步,可以

说结婚是两个人或两个家庭的私人性事情,而同居

则是一件具有村庄公共性的事情,后者受制于村庄

地方性价值规范的约束.由此可见,壮族社会婚后

女方主动找男人是“饿男人”成为“地方性知识”[６],
在壮族地区结婚同居是一种地方道德规范,如若结

婚就“坐家”,就是一种不礼貌,甚至是不知羞耻的

“下贱”行为.这样婚后女性不遵循“不落夫家”婚
俗,主动找丈夫,她将遭受熟人社会村庄舆论压力.
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既然自己都不能主动找丈夫,更
不能容忍女性有婚外情行为发生,这就规训壮族女

性结婚后就要对丈夫、对家庭承担社会道德责任,这
为壮族“坐家”后女性持家奠定了基础.

从男方的行为而言,在婚后妻子走婚期间,村庄

社会舆论也对男方行为起到规训作用.如果在生产

生活中,男方不注意自己的行为,经常与异性交往,
这样“越轨”的行为被女方家知道,那么后果也非常

严重.如果女方家本来对女婿有偏见或看法,那么

女方家长就会以此来为难男方家,要么在逢年过节

时故意刁难男方,让其以多送节日礼物向女方亲戚

赔礼道歉来警示男方注意自己的行为.女方家惩罚

女婿旨在向熟人社会展示女方家族有能力规训女婿

的不轨行为.假如男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问题

的严重性,继续放纵自己与异性交往,女方家会认为

女婿与异性的频繁交往,是瞧不起女方家族,是一种

在熟人社会公然贬损女方家族社会面子的事情.通

过一、二次逢年过节暗示性多送礼的惩罚,女婿还不

改邪归正,女方家就会拒绝让女儿回到丈夫家,女方

家长会认为女儿嫁给不尊重妻子,不热爱家庭和不

懂规矩的男人,注定女儿终身没有好日子过.因此,
“不落夫家”的女性走婚考验时间就会因女婿的不端

行为,由女方家长提出悔婚而中止,而不是因新娘怀

孕结束.

５．夫妻感情磨合客观需要

壮族社会虽然保持男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婚
事由父母操办的婚姻习俗,但并不是每个青年男女

都具有恋爱婚姻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在改革开放

之前,壮族地区实际上仍然是以父母包办子女婚姻

大事为主,青年男女依然难以摆脱“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传统婚姻缔结的束缚.由于普遍早婚和父母

包办婚姻,男女彼此之间缺乏充分的了解,尤其是结

婚前夫妻缺乏感情交流.因此,结婚之后,客观上夫

妻需要一段从再相知、再恋爱、情感磨合到相互信

任、夯实感情的时间.那么结婚之后“不落夫家”的
婚姻习俗,发挥了对早婚和父母包办婚姻缺乏理性、
感情用事的弥补作用.婚后女性“不落夫家”期间,
男女双方尽管不能双宿双飞,耳鬓厮磨,夫妻之间保

持若隐若现的距离,女方时常到男方家参加生活劳

动和各种活动,男方也会经常到女方家帮忙,夫妻之

间感情交流日趋频繁,感情由浅入深发展,夫妻感情

会经历冲突和磨合考验的过程.换句话说,壮族“不
落夫家”提供了婚后夫妻通过重新恋爱建立感情和

磨合感情的机会,这就是滇东南壮族地区“先结婚、
后恋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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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不落夫家”婚俗期间,夫妻感情磨合的时

间长短不一,因人而异.但是夫妻感情磨合是否顺

利取决于内外因素,内因是夫妻两人是否相爱,性格

是否能相互包容.外因是双方父母对自己子女婚姻

的满意度,如果有一方父母对儿媳妇或女婿有看法,
就会插手干涉,以各种借口和理由阻止夫妻有交流

的机会.因此,“不落夫家”夫妻感情磨合就会出现

２种结局:一是夫妻感情牢固,女子怀孕就“坐家”;
二是夫妻感情难以磨合,最后父母一方提出悔婚.
据调查,滇东南壮族地区 X村,在改革开放前后,婚
后经过“不落夫家”感情磨合组建的家庭要占９８％
以上,只有２％的夫妻因各种原因导致劳燕分飞.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滇东南壮族地区 X 村婚后

“不落夫家”女性走婚习俗的考察,从农民生活意义

世界切入来研究“不落夫家”女性走婚习俗的社会基

础,不难发现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不落夫家”婚姻习

俗之所以依然在滇东南壮族地区盛行,是因为它根

植于壮族社会文化之中,成为壮族人民婚姻筛选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不落夫家”女性走婚习俗

与早婚习俗、传宗接代、对婚姻当事人人品的考验和

村庄地方性价值评判体系等构成的村庄社会基础存

在高度关联.从广义的文化范畴而言,人类的婚姻

家庭属于“文化”范畴,它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某

种需要.这就是马凌诺斯基所说的:“特定婚姻制度

的功能在于满足特定社会和心理的需求”[７].
就“不落夫家”在壮族人民生活意义世界中而

言,传统时代“不落夫家”的女性走婚习俗,至少对婚

姻当事人、建立美好家庭和维系地方社会婚姻秩序

起了积极作用,符合地方性价值的要求.
首先,“不落夫家”给婚姻当事人带来了“二次抉

择”的机会.婚姻对社会而言是平凡小事,而对于个

人却是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婚姻和谐幸福与否,就
会影响婚姻当事人生命和生活质量.在壮族社会,
“不落夫家”的女性走婚习俗规避了早婚陋习对年轻

结婚的男女身心造成的伤害.这样走婚习俗的制度

设计给年轻男女提供了成长的缓冲时间,尤其就它

消解了早婚对女性的伤害而言显得非常重要.同

时,婚后“不落夫家”女性走婚习俗让男女双方均有

机会考验对方,从而“圆满”自己的人生.在传统时

代,男性圆满人生的渠道是通过结婚生子来实现传

宗接代的使命.那么男性是否娶到一个会生育的妻

子对于完成这样的宗教性使命就显得非常重要.如

果一个男性婚后难以完成家族“香火延续”的任务,
自己就会成为宗族的最后一代男丁.他不能完成祖

祖辈辈而去、子子孙孙而来的宗教性使命,致使自己

成为宗族的“绝代”.“无后”在传统社会是对祖先的

最大不孝.因此,壮族社会婚后“不落夫家”期间,男
方家主要考验女方是否具备生育能力,而女方家则

考验女婿的人品、能力等问题,以此来弥补婚姻包办

对女婿不深入了解的缺陷,从而判断女儿是否已经

找到好的男人和好的婆家.这样的一种“不落夫家”
婚姻习俗的设计使婚姻当事人及其两个家庭都有了

缓冲的时间去做出正确的“二次抉择”.如果男性在

这样的检验过程中,人品有问题,能力不行,就会被

熟人社会贴上“不是好男人”的社会标签,从此就被

排斥于婚姻市场,就会终身沦为光棍.
其次,“不落夫家”有利于建立和谐家庭.壮族

社会婚后“不落夫家”的女性走婚习俗,因为夫妻之

间经历“先结婚,后恋爱”的婚恋形式来完成夫妻感

情的磨合.经过这样的情感磨合之后,妻子“坐家”
生子所建立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和谐稳定.这在我们

调查的滇东南壮族地区 X村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

前后,此村的离婚率极低就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不落夫家”习俗对维系村庄社会婚姻秩

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壮族社会在“不落夫家”女性走

婚过程中,村庄社会舆论就规训婚后的男女婚姻行

为要按照地方性价值评判体系来行动.如果结婚的

男女在“不落夫家”期间,各自还经常与异性交往,那
么就会给自己带来终生难以再婚的严重后果.这样

的婚姻越轨行为不仅会提高男性打光棍的几率,还
会让整个家族社会面子扫地,“族风”不好也会连带

降低家族其他男性结婚的机会.同样,女性在走婚

期间主动找男子,也会被视为“不正经”的婚姻行为.
经历“不落夫家”女性走婚时间夫妻情感磨合,村庄

社会舆论规训男女婚姻行为,“坐家”之后夫妻之间,
尤其男性都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都会好好

经营自己的家庭.因此,传统时代壮族地区婚姻秩

序良好,很少出现婚外情乱象.由此可见,当地良好

的婚姻秩序与壮族“不落夫家”规训男女婚姻行为存

在高度关联.
简言之,壮族社会“不落夫家”女性走婚习俗之

所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仍然盛行,是因为与其

根植于壮族人民生活意义世界、与壮族早婚习俗、
“本体性价值”[８]追求、人品考验、婚姻筛选机制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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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社会舆论等村庄社会基础存在密切相关,从而内

化为壮族人民婚姻自觉习俗,并被壮族人民在婚姻

习俗中不断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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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ivingwiththehusband’sFamily”:ASocialFoundationResearch
aboutFemaleWalkingMarriageCustomsinZhuangNationality
———BasedonInvestigationinaSoutheasternVillageofYunnanProvince

TAOZIＧxiang
(CollegeoftheHumanities,YunnanNationalitiesUniversity,Kunmimg,Yunnan,６５０５００)

Abstract　ThisstudystartsfromanXvillageinsoutheasternYunnanprovincetoinvestigatethe
customsof“nolivingwiththehusband’sfamily”amongZhuangnationality．Thisstudysetsasastarting
pointthemeaningfulworldoffarmers’life,whichisthenregardedasasocialfoundationinthevillageto
beanalyzed．Alltheseareaimedtoanalyzetheconvergencemechanismfrom “noliving”to“lifeＧlonglivＧ
ing”intheZhuangnationality’scustomsof“nolivingwiththehusband’sfamily”．Finallyaconclusionis
reachedthatZhuangnationality’scustomsof“nolivingwiththehusband’sfamily”arehighlycorrelated
tothesocialfoundationconsistingofearlymarriage,procreation,couples’fittingtogethergradually,the
ordealofpersonalityandcapacities,andpublicopinions．ThecustomsareascreeningmarriagemechaＧ
nisminZhuangsociety,anddemonstrateitsreasonablenessinconstrainingindividualmarriagebehavＧ
iors,establishingstablefamiliesandmaintaininglocalmarriageorders．

Keywords　“nolivingwiththehusband’sfamily”;walkingmarriage;marriagecustoms;Zhuang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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