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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地区土家族婚礼仪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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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法学院,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土家族最原始的婚礼仪式已经无法考证,但自清朝“改土归流”以来,土家族形成了既有本民族特色

又满足封建伦理要求的独特婚礼仪式文化。1949 年前,土家族婚礼仪式繁杂冗长,具有鲜明的历史环境印记。1949

年后,受到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土家族婚礼仪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往后的社会变化对土家族婚礼仪式都产生着

巨大影响。尽管土家族婚礼仪式的形式、内容有了诸多变化,但其核心观念并没有被淘汰并得到了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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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土家族是一个形成历史悠久的民族,1956年 10月,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根据 2010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数为 8353912人。 

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研读相关文献材料,结合相关田野调查和影像资料,研究土家族婚礼仪式的变迁,

对于了解社会发展对于土家族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连重庆市黔江区,北邻重庆市万州区,南面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接壤,东连湖北省的神

农架林区,宜昌市。恩施州于 1983年 8月 19日建州,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有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回族、蒙

古族、彝族、纳西族、壮族等 29个民族,其面积 24111平方千米,人口 394万,其中汉族约占 45%,土家族约占 46%,苗族约占 6.5%。 

2 传统的土家族婚礼仪式 

2.1独特的婚前仪式 

大体来说,各民族的择偶方式不外乎两大类:封闭式择偶与开放式择偶。封闭式择偶多发生在封建家长制和买卖婚姻形态之

下,子女的婚姻完全由家长的个人意志决定。开放式择偶指凡已达到成婚年龄的男女青年,都可以自由地选择配偶,选择配偶主要

有两种方法,即女儿会和问水。清雍正 13年(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女儿会”被禁止,但是却促成了一种被称为“问水”

的婚前仪式以择偶。 

2.2独特的正式婚礼仪式 

在决定结婚后,恩施土家族会有一种特有的婚礼习俗,即哭嫁。哭嫁一般在婚期的前几周或者一个月左右开始,此时,女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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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开始哭泣,女方家周围的女儿妇人以及女方的女性亲戚也会参与其中。恩施土家族的正式婚礼一般为三天。第一天,女方会

对女儿“开脸”,举办“戴花酒”,“戴花酒”的当晚,女方会“陪十姊妹”,即宴请未婚女子九人或数人配女儿喝酒唱歌;男方

会“插花披红”,举行“冠礼”,第二天,女方会发亲,此时仍旧会祭奠祖先。女方举办“戴花酒”当天,男方则前往女方接亲。迎

亲队伍进了女方家中后,会开始焚香祭祖。祭祖过后,男方还会先后进行“换鸡”、“陈坛”、“谢厨”等小仪式,各县市不同亦

有区别。当迎亲队伍归来后,便正式圆亲了。 

2.3独特的婚后仪式 

在正式成亲后,女儿便是男方家的人了,婚礼第三天,男儿便会带上女儿拜祭祖庙,女儿便会携同男儿回归娘家,称之为回门。 

3 1949 年后到改革开放的变迁与坚守 

(1)婚前仪式开始淡化。 

受到《婚姻法》的影响,人们追求婚姻自由。恩施土家族传统的择偶方式是以“过水”为主的,并由此产生了诸如吃“发脚

杯酒”、打“团圆伞”等婚姻仪式。此时期的“媒人”主要是联系沟通男女双方,处理一些“彩礼”、“陪嫁”和婚礼仪式要求

的事宜。 

(2)封建迷信因素开始淡化。 

在恩施土家族的传统婚礼仪式中,在正式婚礼前,男方一般还会前往女方家中,进行“定魂插香”的仪式。由于“破四旧”政

策的影响,类似于“定魂插香”、婚后祭拜祖庙的仪式都逐渐消失在恩施土家族的婚礼仪式之中。 

(3)婚礼不再包含成人礼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对中国公民的法定适婚年龄进行了明文规定,此时,传统婚礼仪式中男方举行的“戴花酒”逐渐消

失,女方的“开脸”虽被保留但其内涵仅是一种类似于当代化妆的程序。 

4 改革开放至 2000 年的变迁与坚守 

(1)“打嫁妆”、织“西兰卡普”等仪式开始淡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恩施土家族的物质精神产品消费相对被动且匮乏,筹备婚礼所必须的产品大多由男女双方自给自足。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男方会直接购买彩礼,而女方则不再自己手工打造嫁妆。 

(2)“哭嫁”开始淡化。 

改革开放后,现代工业文明对恩施土家族产生巨大影响,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快,意识形态趋向以现代为荣,此时“哭嫁”

仪式不再为年轻人所接受。 

(3)服饰发生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恩施土家族的服饰已经开始变化,但是还是保持着相应的民族特色,男子穿琵琶襟上衣,缠青丝头帕;妇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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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襟大褂,滚两三道花边,衣袖比较宽大,下面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改革开放后,在恩施婚礼仪式中,则表现为以西装为主的穿佩

风格。 

5 2000 年至 2018 年的变迁与坚守 

(1)形式多元化。 

恩施地区特殊的地形地势导致交通十分不便,与外交流闭塞,所以并没有太多改变的动力。2000年以来,由于与外界交流的加

强,人们受现代教育程度的提升,恩施地区土家族婚礼仪式的形式亦日渐多元化。 

(2)程序简洁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彭荣德《土家女儿做新娘》中就详细的整理了关于土家族婚礼仪式共有 79 个环节;萧红恩在《土家族

仪典文华哲学研究》中整理了土家族婚礼仪式共有 83个环节,而在当代则可以简单概括为:迎亲-换礼-过门-拜堂-开席。 

(3)内容丰富化。 

笔者就此对 53 岁经历了自己结婚、子女结婚并作为婚庆餐宴工作者从业十多年的郭某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恩施地区土家

族婚礼仪式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例如:2000年以前,婚礼菜席上一般是“四盘八碗”,2000年以后一般就是“四锅十二菜”了。 

(4)仪具现代化。 

仪式的进行和完成是需要仪具的,本文主要指在婚礼仪式进行过程中使用的物质载体。笔者在研究中观察到,2000 年以来,

彩礼主要是礼金若干,辅之以饮食产品为主的礼品。2000 年以前人们结婚的彩礼就是“一方一肘”(猪肉)、米、酒、盐、烟,嫁

妆就是高足矮足(两种高矮家具)、盆、被子、铺盖;首饰这些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2000年以前,人们结婚一般很少买很多金银手

饰,但是现在金银首饰是必须品。 

6 结束语 

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论断,首先恩施土家族的婚礼仪式的各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恩施土家族紧

跟时代发展、积极与外界社会联系和交流的表现。其次恩施土家族婚礼仪式的变化仅仅是外在的变化,其依旧保持着本民族文化

的内核,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仪式成分被恩施土家族所抛弃,有利于恩施土家族发展的文化得到了坚守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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