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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的叙事》

作者简介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过：“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如何，要看它对待女性的态度”。的确，通过女性能
清晰地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文明程度，只有男、女两性共同的进步才是全民族真正的进步
。对女性的关注，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女性的关注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女性的研究仍然还很薄弱。因而，作为对中
国少数民族女性的研究，本课题具有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同时，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探究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来看，境内山地占总面积的70％以上，全州1市16个县中，贫困县达12
个之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凉山彝区的发展曾经历了千年封闭自成一体，尽管在民主改革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方面的状况都获得了改善和提高。然而，以居住在高山和二半山贫困地区
为主体的凉山彝族女性，她们今天的生存境遇仍亟待更多的关注。从民族传统文化来看，凉山彝族拥
有独具特色、自成一体而又影响深远的民族文化。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四川凉山彝族女性研究”
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更多试图围绕这一选题展开深入地探讨。希冀通过本篇论文，将置于国家发
展、民族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的凉山彝族女性真实地呈现，从而引起更多人来关注凉山彝族女性的生
存境遇。 本研究以社会性别视角为切入点，以女性生命史为主线，比较全面、真实地呈现了凉山彝族
女性生命历程各阶段所面临的境遇与抉择，进而运用了解释人类学的方法探求当地人主位意义的阐释
。同时，笔者在研究中，将人类学的描述性特点与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进行深描阐释和理论
分析。将纵观的追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与平面的现状描述结合起来；将微观凉山彝族女性个体与宏观
彝族女性群体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笔者实地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将凉山彝族女性作为研究
的主体，综合运用国内外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知识，结合社会学、女性学、文化学、民俗学等
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来探究“凉山彝族女性”这一主题。 全文共由六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包括本篇论文的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研究的设计与写作等内容。 
第一章“凉山彝族文化生态系统”。民族学指导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原则之一是整体论。整体论认为一
种文化里的所有要素相互关联，我们研究任何文化要素，都不能离开它所附着的整体。这正是笔者开
篇着重笔墨于凉山彝族文化生态系统勾勒的意义所在。只有在水中观鱼，才看得到活生生的鱼儿，只
有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中理解他／她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理解。这正是笔者在本研究中所追求的
，故深描凉山彝族的文化特质，在文化全景之下探求当地人主位意义的阐释与理解是贯穿全文的宗旨
。 第二章“出生成长”。在个体出生以及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来自文化、家庭、传统教育、学校
教育的影响与塑造，本章将凉山彝族文化背景之下女性成长过程的每个环节分别展开一一呈现。以第
一节出生礼仪为起点，依次为幼年养育、性别期待、传统教育、学校教育。力图抓住各个环节特点，
从而剖析在女性成长过程中对其个体发展与性别角色形成造成影响的因素。 第三章“恋爱婚姻”。本
章分为恋爱、婚姻两部分，第一部分以青春期为起点，包括了传统的女性成年礼仪式、赋予女性青春
期以成年的意义与身份、女性对新身份的认同、社交活动中的约束与宽容。论述涵盖了这一年龄阶段
凉山彝族女性的特征与其多姿多彩的文化；在婚姻部分的论述中，以婚姻的边界为起点，追溯了传统
文化中婚姻缔结的规则与现状。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认为婚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是人生幸福的基础
，故以婚权的归属来探究婚姻场域中的权力规则，而寻求当地人对此主位意义的阐释才是笔者的初衷
。国家颁布的婚姻法五十年来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施行，为婚姻自主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在婚姻法的实
施中尽管国家法律与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相融性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两者都作出了相应的
调适，女性也更善于主动地用国家法律捍卫自己的婚权。 第四章“婚后生活”。本章尝试用全方位的
视角呈现凉山彝族文化背景中的女性。先从凉山彝族女性生活空间的场景入手，对凉山彝族文化背景
下的夫妻、分工、生育几个不同层面的场域进行描述和分析；再以女性生命中时间的伸延为线索，通
过个案深描女性的生命历程，展示女性生活关注的重心以及女性对周遭世界的理解。而在本章末节通
过对凉山彝人生命中最后的礼仪、同时也是最隆重的礼仪——葬礼进行田野考察，探究在凉山彝人的
亲属体系中女性的位置所在。 结语。凉山彝族女性群体是多元复杂的，笔者认为影响凉山彝族女性生
存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主要从文化的规约、国家的力量两方面论述；笔者进行本研究的目的，希望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减小各种人为的阻碍女性发展的因素，加快步伐完善有利于凉山彝族女性发展的制
度与环境。同时，为处于相同境遇的女性提供观照，从而使她们在人生历程中做出更多能动的抉择。 
笔者在研究中尝试运用女性人类学的写作方法，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坦然呈现自身研究的知识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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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人类学的“深描”呈现当前凉山彝族女性生存境遇，在文本的叙述中没有绝对性与权威性的论
断，只有水到渠成的结语。阅读者的个人经验决定了对相同文本具有千万种解读，但有一点始终是笔
者所祈愿，那就是希冀本研究能够为不同背景的学者、政府决策者、女性、男性提供相应的观照，为
深爱着的凉山更添美好。最后，值得欣慰的是本研究为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女性人类学研究做出了中国
本土化的尝试，也为方兴未艾的彝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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