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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民俗文化中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分析
———以山西太原农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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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中歧视和压迫女性的内容却影响了社会的文

明程度和发展步伐。以山西太原农村为例，梳理当代农村女性从出生到去世各个阶段在民俗文化中的弱势地位及

影响，分析其原因既有由于风俗和生理，使婚姻对女性的牵制力大于男性，男性基于自卑心理之上的强权需求;又

有父权制社会下的封建强权风俗一直在压制女性，而女性则缺乏自觉意识和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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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文化的形成及其性别倾向

民俗是为适应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

的世代相传的民间生活风俗。民俗文化是民间人民

群众的风俗、文化、生活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
族、地区中生活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遵守的风

俗生活习惯，是相对于官方而言的民间普通人民群

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

文化现象。民俗文化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大众，是真

正的“草根文化”，是不需要专门学习，只需耳濡目

染就可深入人心的文化，也是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

行为模式或规范。
民俗文化的形成，一部分来自民间的生产生活

实践，如劳动民俗、祭祀民俗、节日民俗、生活方式与

习惯民俗等;还有一部分来自官方的主流制度、法

律、政策、伦理、道德、信仰等的制约和影响。如明清

时期普遍存在的贞节烈女就是在国家表彰、倡导、强
化下在民间受到了响应的结果。再如婚嫁民俗就是

受周朝贵族男娶女嫁从夫居制度的影响而形成。官

方的典章制度、教化礼乐，在强制执行下渐渐为民众

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反复演练、强化，进而形成集体

无意识，演化成风俗，并被百姓视为祖宗传下来的规

矩，天经地义，必须遵守，不许触犯与更改。如西周

男娶女嫁从夫居的婚姻制度在民间成为通行习俗以

来，已在汉族地区流行三千多年，直到现在依然没有

被彻底改变。由此可见，民俗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并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

约作用。因为民俗文化是基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习
惯、情感、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和集

体统一性，所以民俗文化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因

此，民俗也成为历代最高统治者制定国策的一个重

要参照物，“为政必先究风俗”。从这个角度讲，可

以说民俗文化中的一大部分来源于官方制度和意识

形态，同时也反过来为官方服务，成为统治者统治百

姓的一个没有明文规定却有极大强制力的工具
［1］。

风俗除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还有传承性。在

传承的过程中，面向过去的传统风俗和处于当下的

时尚新风有机调和共存，使民俗在传承中有所变化。
如婚姻从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现在的自由

恋爱;从过去的与公婆、弟妹一起居住的几世同堂到

现在小夫妻单过的小家庭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变化都是表层的、形式上的，男娶女嫁、女到男家

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其内在的价值观念依然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成为深藏于百姓观念、心理、思
维、情感、行为、语言中不可抗拒的力量。

二、女性在民俗文化中的弱势表现

人类社会以人为主体，而人类由男女两性构成。
风俗来源于人，服务于人并制约着人。人作为风俗

的酿制者、执行者、监督者却因性别的不同而在民俗

文化中处于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性别的不平等在

风俗中非常突出。作为最接近百姓生活的民俗，在

人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对人进行着严格的规范，而在

这个规范中，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下面以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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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农村为例，叙述当代农村女性从出生到去世各

个阶段在民俗文化中的弱势地位及影响。
(一)出生

传统文化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上祭祖先下传

后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处的“后”特指男孩，

而女孩不能算“后”。时至今日，此种生育观念依然

在中国农村深厚的土壤中执着地生长着，于是生男

孩成了全家人共同的期待。过去烧香拜佛、求送子

娘娘，如今科技发展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性别

鉴定，流女保男，甚至出生后是女孩就丢弃或送人。
由此造成了农村男女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也

给生育妇女造成了身心的伤害。女孩，在“出生”这

一人生的起点就因风俗中的重男轻女而与男孩有着

截然不同的命运。女孩即便有幸来到世上，也将从

此开始遭受与男孩完全不同的待遇
［2］。

(二)婚前

由于男婚女嫁、女从夫居的婚俗模式，使女孩的

未来变得既明晰又模糊。明晰的是迟早要嫁人，模

糊的是将来究竟归属于谁。这种既明晰又模糊的身

份，使女孩在家中处于暂时性和待确定性的位置。
因此，娘家会认为养女儿是为别人家养的，上不能祭

祖，下不能传后，还“赔钱”。所以女儿在娘家的待

遇与男孩差之千里。上学、吃、穿、用都要男孩优先。
女孩有干活、赚钱、孝敬父母的义务却没有家族中男

孩所享有的权利。如，如果父母有传家手艺，或传家

宝贝，一般传男不传女。女儿不可上家谱，不可以去

上坟、祭祖，不可以继承家产。
在家中的这种弱势地位使女孩从小就变得自

卑，并从此默认和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不公的生存

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女孩的成长和才能的发挥，也进

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3］。

(三)结婚

1． 订婚。男女双方在媒人的周旋之下，商量和

协调双方各自提出的条件，然后共同商定一个吉日

“订婚”。女方由家人陪同去男方家“认门”。男方

家会给女方“彩礼”钱和一件稍贵重的首饰。只要

订婚之后，男方就犹如付了定金一样，女方的自由开

始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男方会要求女方再不

可以出去打工，必须老实在家呆着。如果女方提出

解除婚约，需要把已付钱款全部退还。
2． 迎娶。迎娶前一天，男方需要去女方家商量

第二天的一些具体事宜，同时要带去烟酒等礼品，还

有一大块猪肉，被称作“离娘肉”。迎娶当日的零点

新娘要吃“岁数饺子”，新娘多少岁就要吃多少个。

这些饺子的制作者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必须是有

儿子的妇女。女方父母希望借此可给女儿带来福

气，使女儿在婆家生男孩，得以母因子贵。
婚车在真正出发前要先绕一个小圈返回新娘家

门口，让新娘再喝一口娘家的水，再次跟娘家辞行。
新娘一走，娘家变得冷冷清清。男方和女方在办喜

事时，贴得“喜”字也不相同。男方贴得是双喜，而

女方贴得是单喜。
到男方后，新娘要换掉娘家穿来的鞋后才可下

地。中午十二点婚庆仪式开始，新娘要认亲，改口称

公婆为“爸妈”，同时也能收到一份大红包。然后随

新郎敬酒来认识新郎家的亲戚。
3． 回门。第二天新娘要和丈夫回娘家并让新郎

认娘家的亲戚。但是新郎不改口称新娘的父母为父

母，而是还和婚前一样称“叔叔、婶婶”或“大爷、大

娘”。婆家要求新娘必须在天黑前回到婆家。从

此，新娘成了夫家的成员之一。新娘人生另一个新

的起点开始了。
从上述可以看出，整个嫁娶过程，实质就是一场

“交易”过 程。从 开 始 的“讨 价 还 价”到 一 手“交

钱”，一手“带人”。女性被以“物”的形式交换到了

男方。女性的人格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

且婚嫁还是一个“不公平的、单方受益的交易”。男

方利用惯习的做法和金钱就换来了女家养大成人具

有了劳动力的女儿做媳妇，并要求其完成传宗接代

的大事，甚至要求其从此隔断与娘家的联系，一心一

意做夫家的人。如迎娶前的“离娘肉”，新娘到婆家

要“换鞋”，要“改口”，就连回门都要求按点返回。
男方家皆大欢喜，女方家却人财两空。难怪女婚为

“嫁”，男婚为“娶”，是赤裸裸的“拿来主义”。出嫁

女在改变身份的同时也彻底失去了“自由”。整个

婚俗中所体现的都是对女性尊严的贬低、义务的强

加和权力的剥夺。
(四)婚后

下文分别从在婆家和在娘家两个方面来看已婚

女子在风俗中所占的地位和所处的境遇。
1． 婆家。女子婚后被要求的第一件头等大事就

是“生儿子”。“生儿子”不仅关系到男方家的“香

火”，更决定了女子在男方家的地位，就是所谓的

“母以子贵”。因此，不仅男方家人翘首祈盼，连女

子及娘家人也要默默祈祷。所有人对“生儿子”的

强烈期待给女性施加了极重的心理负担。
之后女性就要承担起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侍

奉公婆的担子，成为夫家忠实的、不要报酬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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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力;而且再苦再累也要无怨无悔。在家庭中，

夫为户主，妇为从属。一切出头露脸的事都要男子

出面。女子的很多权利、甚至是自由都被男方“买

断”，连回趟娘家都要申请、看人脸色，随便给娘家

金钱、物品更是不太可能。过大小节日不许离开婆

家半步。风俗中要求男子所承担的赡养父母的名

分，事实上也是由儿媳来完成的。
有人说，女人结婚是第二次“投胎”，但不同的

是这次“出生”的家庭与自己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虽然因为婚姻使女子成为夫家的正式成员，但是作

为没有任何血缘和感情基础的“半路人”，事实上从

没有得到婆家的真正认可。婆家仍视其为“外人”
“外姓人”，从始至终都怀着排斥和怀疑的态度。因

此婆家只能接受媳妇所做的贡献，但不能接受她的

任何“索取”。
2． 娘家。婚后的女子再也不是娘家的正式成员

了，连未婚前做女儿时的权利也失去了。回娘家成

了走亲戚，而且还不能随便回。比如，过中国的传统

节日春节，女儿是万万不可回娘家的，这不仅得不到

婆家的允许，更为娘家所不容。因为风俗中讲究，女

儿在娘家过年会给娘家人带来晦气。女儿在娘家没

有继承权，但是却有赡养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生

病、去世需要花钱时，儿女均摊，但是亲戚朋友给的

“吊礼”和父母离世后的财产、祭祀权均由儿子继

承，而与女儿无关。
(五)去世

女人去世后依然以“夫主妇从”的格局埋葬，在

男方家谱上也只能附列于夫旁。离婚后没有再婚或

者终身未婚的女性去世后，依然需要冥婚取得一定

地位。“女人无论现世或来世的身份只能依赖其婚

嫁————无论是正常的或冥婚————才能取得合法

性，取 得 家 族 和 房 的 成 员 资 格，而 男 人 不 需 要 这

些。”［3］

女子以婚姻为界可把一生划分为两个时期:之

前为“从父时期”，之后为“从夫时期”。从始到终、
从生到死，女子都处于依附于男性的地位，基本没有

独立的自我。在男女各占一半的人类社会，以男权

为主导的风俗、传统的父系家庭制度却始终把女性

压制于被统治的弱势和次等的地位。

三、女性在风俗中弱势地位的原因分析

1． 传统的风俗、女性的生理弱势和天赋的母性，

使婚姻对女性的牵制力大于男性，使女性的才能施

展受到限制，竞争力受到影响。以经济为基础的现

代社会，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自然不会有太高的社

会地位。直到今天，从西周时期就已开始的婚嫁方

式依然没有改变。虽然因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

荣，婚庆的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把新娘接到新

郎家并纳入男方家的亲属体系生活的实质从未改

变。从此新娘将要为人妻、为人母，生儿育女。由于

女性的生理弱势和天生的母性，生育了孩子以后的

女性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出去发展。再加上传统

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家务和侍奉公婆

的活基本全由女性承担，而女性家中所付出的劳动

和创造的价值又得不到社会甚至家人的认可，因为

这些劳动没有以“钱”的形式得到量化，因而被当作

没有经济能力需要依赖丈夫生活的“吃闲饭之人”。
在以经济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中，女性自然无法与男

性抗衡，不会有太高的地位和话语权
［2］。

2． 男性基于自卑心理之上的强权需求。男性虽

比女性有生理特点的优势，如有健壮的体魄、充足的

体力、强大的力量;也没有女性所承担的月经、怀孕、
生育、分娩、哺乳、育儿等麻烦。但从另一角度讲，这

也同时成为男性弱的一面。那就是，在人类的繁衍

过程中，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使得女性要承担绝大

部分的责任，同时也让所生育的下一代与母亲有着

绝对的亲密关系;而与父亲除了用亲子鉴定之外，似

乎找不到与父亲有关系的证据。这大概也是为什么

人类社会前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因吧。对此，男

性不免有些自卑而耿耿于怀。随着社会的发展，男

性逐渐显示出优势，也使男性出现了统治女性、从而

实现把控下一代的强权意识。从夫权制家庭制度

中，女性所生儿女必须随父姓可见一斑。
3． 由男性强权之下形成的父权制社会，及由此

形成的封建强权风俗一直在压制女性。在华夏民族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性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

期:母系时代，父系时代和父权制时代。在夏商之

前，人类社会为母系社会，以母系为中心进行生产和

生活。但是尊崇女性而不歧视男性。当母系氏族高

度发展，产品逐渐增加，因为产品的分配问题导致了

团体间的战争，男性的强势逐渐凸显。此时，男性要

求改变过去的女系传承为男性传承。夏商两代即为

父系氏族时代的发展时期。从此，男性的地位提升，

女性则成为父系家族人口生产、家务劳动的主要从

事者。到西周初年，以周礼的制定为标志，父权制建

立起来。性别特点出现了等级分化———男尊女卑，

女性的等级地位需随父、夫、子的地位而定。母系氏

族社会时天然的两性平等被彻底打破，以压制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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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点的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开始建立，一直延续至

今
［4］。由父权制度影响之下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思

想观念和社会风俗习惯也包含了很多的对女性的歧

视和压迫。例如:女性不可干预国事，否则上天会怨

怒;女色误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点。在民间社会

风俗中，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各个角度都

体现出男权制度的统治，和女性的弱势地位
［5］。

4． 几千年来，风俗在不断演变，但是父权制的本

质未变。虽然近现代社会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

是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风俗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如，家庭格局的演变，过去的几世

同堂的大家庭变成了以一对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
女性的地位也在小家庭内部部分地得到了提高，但

是父系继嗣、财产继承等父系家族制度的核心并没

有变化。特别是在农村，女孩、男孩的性别作用依然

正负分明:女儿要出嫁，男孩才是关系到家族、姓氏

存亡兴衰的关键。因此女孩、男孩分别受到的“特

殊待遇”依然如故。父权制以其极强的文化韧性在

人们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
早在 1928 年的民国时期，就有民法规定女性在

法律上有与男子同样的财产继承权。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民法》《婚姻法》等也废除了父系家长

制度，规定了女儿与儿子享有平等的家庭财产的继

承资格，以及同等的“扶养”或“赡养”义务。但是这

些法律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尤其是农村

女性的地位。原因是法律的强制性没有得到真正发

挥。如法律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或母姓，但社会的

现实是孩子基本上都随父姓，女性即使想让孩子随

自己的姓，也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这个

时候，法律的规定几乎不起作用。再如，法律规定女

孩和男孩拥有平等的继承权，但现实生活中父母财

产只要有男孩的家庭基本仍由男孩继承。但这并没

有被视为违法行为而受到法律制裁。法律对生活中

的惯常做法给予了默许。这也是女性弱势地位得不

到真正改变的原因之一
［3］。

5． 面对父权制度的压迫，女性缺乏自觉意识和

反抗精神。千年的传统浸润在生活的每一处，女孩

从小耳濡目染。生活中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主外

女主内的现实格局让女孩从小就形成了“男女有

别”的性别意识。再加上父母的教育、传统文化的

教化，使女孩从小就认同了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和

地位。法国作家西蒙·德·波娃(1908 － 1986) 在

其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第二性》(1949) 中提

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

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

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

体，产 生 出 这 居 间 于 男 性 与 无 性 中 的 所 谓“女

性”［6］。所以女性是从社会期待中知道了自己应该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从他人及社会的评价中找

到自己在男性价值系统中的位置。社会习惯以其无

所不在和“润物细无声”的力量统治着女性，甚至让

女性成为男权的坚决维护者。对男权的认同和维

护，缺乏自觉意识和反抗精神是女性在风俗中处于

弱势的又一大主要原因。
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其中不乏璀璨精

华，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

用。但是其中歧视和压迫女性的内容却影响了社会

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步伐，作为社会基础关系的男女

性别关系，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人类社会的和

谐快速发展将永远成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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