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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既有约定下黄道吉日的选择已不符合时代的需求，

逐渐被当代康定青年摒弃，而多选择在节假日进行，这

也意味着在时代变迁下，现实因素被更多地考虑，婚俗

文化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现象。

（2）彩礼与嫁妆

旧 时 的 婚 嫁 重 门 第 轻 彩 礼 ， 等 级 制 度 取 消 后 ， 当

地人受生活水平和其他族群（主要是汉族）礼俗的共同

影响，逐渐对彩礼有了一定要求。最早的彩礼主要为猪

膘 、 泡 酒 、 土 布 ， 也 有 直 接 送 藏 洋 元 的 ， 嫁 妆 为 陪 奁

（牛羊、粮食、土地）、家具、服饰被褥等，至今均已

被现金替代。此外，以前的女孩都会将亲手制作的代表

着女方为人品格和持家之技的当地传统刺绣作为必不可

少的陪奁之一，如今，这门手艺在青年女子中已基本绝

迹。

（3）婚礼场地

旧 时 康 定 市 的 婚 礼 都 在 自 家 院 子 举 办 ， 场 地 狭 小

无法一次性容纳下所有宾客，因而一般以流水席形式进

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更乐

意将婚礼场地置于酒店或由婚庆公司全包。酒店场地较

大，可一次性容纳所有客人。婚庆公司提供的场地相对

狭小简陋，因而仍多为流水席形式。

（4）婚礼持续时间

旧 时 由 于 交 通 、 场 地 等 限 制 ， 婚 礼 一 般 会 持 续 三

天。第一天和第三天分别称“请半客”“谢半客”，参

与者为亲朋好友，主要是为婚礼仪式做好准备以及扫尾

工 作 ， 婚 礼 仪 式 安 排 在 第 二 天 ， 称 “ 正 宴 ” 。 现 在 因

各 种 因 素 ， 婚 礼 时 间 缩 减 为 两 天 ， 仪 式 前 一 天 “ 请 半

客”，“正席”和“谢半客”一天完成。

（5）婚姻禁忌

旧时的康定人十分看重生肖和属相，认为生辰八字

相克或相冲的婚姻不会幸福，甚至不会长久，但这一原

则并不十分严格，请僧人或咒师做法事即可化解。当代

康定青年男女更是不受这一原则限制，年轻人择偶标准

更多地放在年龄是否相当、品行是否端正以及为人处事

能力等等，生辰八字已不在考虑范围内。

4、婚姻功能的变化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 婚 姻 所 具 有 的 社 会 属 性 也 在 不

断改变。旧时的康定婚姻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繁育后

代的功能。“传宗接代”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婚育意识，

传统家庭对婚姻的结缔更多地聚焦在繁衍后代方面。现

在的婚姻，生儿育女虽仍是婚姻的主要功能，但夫妻之

间相互的精神支持和情感给予也被摆上了同等重要的位

置。

二 是 婚 姻 的 工 具 特 征 。 民 主 改 革 前 ， 上 层 阶 级 的

婚姻以政治联姻为目的，婚姻具有典型的工具特征。而

现在，青年男女的婚姻关系首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其

次，对对方的经济基础也有一定要求，最后，两性之间

文化水平的相当、观念思想的融合度是婚姻是否长久的

重要指标。

康定市婚俗文化的变迁特征

1、变迁具有历史性与连续性特点

汉 族 自 元 代 进 入 康 定 后 ， 与 藏 族 间 产 生 了 广 泛 的

交融。到民国初期，康定及其以东地区已成为汉族聚居

区，而当地藏族由于多年与汉族杂居，他们在坚守藏文

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藏汉

之间文化上的碰撞，风俗习惯间的相互影响，使得两个

族群的婚俗文化都发生了一定改变。然而，各个民族的

婚俗文化在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始终保持着自身文化的

核心内涵和特征。笔者通过对康定市婚俗情况的调查，

发现各个民族的婚俗特色在聚居区域依然留存完好，虽

形式上有所发展，但核心意义保持不变。

2、变迁兼具主动性与选择性

从康定市的婚俗内容、程序以及观念的具体变迁事

项来看，其与汉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藏族作为当地原生民族，婚俗的变迁与其对汉文化

吸收的主动性已是不言而喻。具体而言，传统藏族婚俗

中的族内婚、等级制内婚、娃娃婚的逐渐消失，藏汉通

婚现象的增多，藏族婚礼中“六礼”的融入，究其原因

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当地藏族为满足族群发展

的需要，主动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两族文化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的结果。

同时，藏族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并不是全盘接

受，而是有所选择的。从近些年的藏族婚礼来看，献哈

达、吉祥老人祈福，新人绕转白塔的民族特色行为仍然

保留着。如此一来，藏族婚俗中的部分糟粕被抛弃，取

而代之的是与族群发展相适应的部分他族婚俗，而传统

藏族婚俗的部分存在，又使得族群边界依旧清晰，从而

保持着自身族群性的维系。

3、“族群”意识与“文化自觉”意识依然存在

族 群 边 界 理 论 的 开 创 者 弗 雷 德 里 克 · 巴 特 认 为 ：

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接受，并不会导致族群民

族特征的丧失……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为适应生活生

态环境，出于族群利益或价值的考虑，族群的存在方式

及文化特征有所差异而已。通过对康定市不同片区婚俗

情况的田野考察，各民族成员自觉保持族群认同，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