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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题组对米林县南部珞巴民族 乡 三个 自 然村 中的珞巴族家庭进行入户 调研 将所获

取的一手材料进行整理 、分析 、并与 己有研究成果进行对比 ，
可以看 出如今的珞巴族妇女在政

治 、
经济 、 家庭 、社会等方 面的地位有着极为 显著的改善和提升 。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调查对象的基本状况

一

）
民族

： 本次调查地点是林芝地区

米林县南伊珞 巴 民族 自 治乡 个行政村即

南伊村 、琼林村和才召村。 本调查年龄组在

岁 岁 之间 。 每个村共有女性

人
，
其中珞 巴族 占 ，藏族 占 ， 门

巴族 占 。 本调查仅限于珞巴族女性 ，

排除藏族 、 门巴族及在各省市学 习的学生和

出差的工作人员
，
另外长期在山上挖虫草的

女性亦除外 ，
在村里 的 名妇女接受了调

査 。

’

二
）年龄结构 本文对此次调查者年龄

共分为七组 ，其中 岁组人数相对其他

组人数较多 ，
约 占 其次是 岁

人 口 占 ；
岁 组 人 口 占

；
岁 以上 占 ；

岁 占

； 岁 占 岁以下 。

三
）婚姻状况 ：此次调查的婚姻情况为

“

己婚 、未婚 、离婚 、再婚 、丧偶
”

五种以上
，
全

部被调查者在这五种婚姻情况中所 占 比例分

别为 、 、 、 、 。

四
） 家庭情况 ： 此次调查的 户家庭

平均人 口数 人 ，最低人 口数为 人 ，最多为

人 。 被访者中 的女性是户 主并有

收入来源 是农民 。 年平均收人在 万

元及 以上 比 例为 元 占

，
元占

元占 ， 低于 元的 比例为 。

五
） 物质 生活状况 、住房状况 ： 受访对

收稿 日 期

项 目基金 本文 系 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
“

珞 巴族妇女性别 角 色与 社会地位 变 迁
”

（ 项 目 编 号 ： 阶段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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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家庭当中拥有各种家用电器的百分比例如

下 ：铁炉子 、 电视机 、手机 、

、摩托车 、拖拉机 、汽车

、 冰 箱 、 洗 衣 机 、 电 脑

、缝纫机 、太阳能 。 住房情

况比例 的家庭参与新农村房屋建设并

拥有新房 ，
该新房 的经费 由政府 出资 ；

家庭属 自 建房居住者 家庭的

房屋构建经费完全 由 政府 出 资建设
，
目 前

的家庭通电 、通水 。

二 、妇女的社会地位现状分析

民主改革 以来 ，
珞巴族妇女打碎了昔 日

束缚 ，摆脱了身上的重重枷锁 ，不再被人歧

视 、虐待和买卖 ，
她们同男人一样 ，

既是国家

的主人
，
又是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 在构建和

谐社会的今天 ，
珞 巴妇女参与政治 、经济活

动有了更广阔 的天地。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

发展 ，妇女地位的变化是显著的 ，
主要表现

为 ：

一

）政治地位 ：妇女的法律地位既是衡

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也是妇女获得

一定社会地位的保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
在本土内不分民族、职业 、家庭出身 、

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 、居住期限
，
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 、 文化教育权

利 、劳动权利 、财产权利 、人身权利 、婚姻家庭

权利 。 妇女都有权依照上述法定权利
，
维护

自 己的合法权益 。

自西藏民主改革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整

个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 ，
珞巴妇女无论在政

治或经济方面 ，都能以平等身份与男子一起

参加会议及活动 。 调査显示 的妇女

积极参与乡 和村级活动包括乡 、村级干部的

选举 的妇女认为应该参加村里的各

项活动
；
另外 的妇女积极参加农业技

术培训 ；
的妇女认为非常同意女性从

政 的珞巴女性认为应该拥有家庭财

产继承权
，

的妇女认为婚后应该具有财

产继 承 权 ，
认 为 婚 姻 有 自 主权

，

认为女性受教育是非常重要 ，

认为女性受教育后对女性就业有信心 。 其

次 ，
在南伊乡 调查的 个珞 巴族家庭 中调

查发现 妇女是户 主 ，
的女性

是从事专业技术的人员
，

的女性为从

事商业服务 的人员 ， 的女性在党政机

关工作 。

二
）拥有接受教育 的权利 ： 女性社会地

位特别是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 ，
与女性本

身的文化素质有着莫大的关系 。 教育对于女

性解放起着关键的作用 ，通过接受教育 ，
可以

显著提高智力水平和道德素质 。 可以说 ， 接

受教育是女性发展的基础和地位提升的前提

条件
，
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

一个标志 。 民

主改革前
，
珞 巴族没有一个学校包括私塾学

校
，
不管男女老少都未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他

她 们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家庭行为规范 、

劳动技能等传统常识 。 民主改革后 ，
珞巴族

与其他民族一样有同等受教育权利特别是女

性受教育程度有 了很大改观 ，
人学率不断提

高 文盲率不断降低 ，
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断提

高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比例越来越多 。 此次

调査 岁之间受教育情况分为
“

文盲 、

小学 、初 中 、高 中 、大专 、大学 、研究生及 以

上
”

共七种等级 ，
结果显示 ，

在各级受教育

水平中人数最多的是小学文化程度 ，所 占 比

重为 其次为本科生 ，
占

，
初中

① 资料来源 中国妇女 网 。

② 资料来源 中国妇女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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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 的女性人数 占 ， 大专生 占

，
研究生 占 ，

文盲和 半文盲 比重 占

。 珞巴族女性受教育程度跟其他地

方一样 与年龄关系很大 基本上是年龄越

表

截至 年底
，
南伊乡 岁儿童

人 岁 儿童 人 上小学人数

人
，其中女生 ，

初中包括县中学和内地初 、

高中学生 人 ， 其 中女生 人
，
大学生

人
，其中女生 人。 如今珞巴族有学校培养

了一大批的优秀的珞巴人才 ，妇女们也愿意

把小孩送到学校接受文化。 特别是年轻的核

心家庭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 ，
认为国家对

少数民族有特殊的优惠政策 例如 ，
十二年义

务教育 对学生的三包政策 ， 高考有分数上的

优惠使得较多的珞 巴青少年考上 内地初中 、

高 中及大学就读等 ，
女性人学率大大提高 。

调查发现 女性认为过去 世纪 、

年代 ）男孩受教育重要 ，仅 的女性

认为男女教育都重要 而如今 的妇女

认为子女教育非常重要 ， 妇女认为无所

大其受教育程度越低 ，
相反年龄越小受教育

程度越高 ，
当 然这也是 由 时代条件决定 的

见表 。

单位

谓 。 的妇女认为过去妇女地位低下谈

不上受教育 ，
社会不重视女儿教育都是传统

思想引起的 ， 认为女孩迟早要嫁人不需

受教育 。 妇女认为女孩受教育后对就

业有信心
，

妇女认为较有信心 ，
而

女性认为没有信心 。 妇女认为男女性

受教育是平等的
，

妇女认为不同家庭受教

育程度也有差异性。

三
）
妇女的经济地位 ： 妇女参与经济活

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妇女获得了经济独

立 ，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 调查显示 ：
在南伊乡

调査的 个珞巴家庭中发现 妇女是

户主
， 的女性是专业技术人员 ，

的女性为从事商业服务人员 的女性在

党政机关工作 ，她们的绝大多数收人来源与

年均如表 、 、 所示 。

路巴族妇女受教育程度

龄段

敎育程度
岁 岁 岁 岁 岁 岁 比例％

文盲与半文盲

没有上过学但认字

小学

初 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数据来源 ：
本次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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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妇女主要的收入来源

单位％

从事的职业 人数 比例％

农业

牧业

林业

做买卖

副业

外出打工

做工艺产品

旅游

其他

缺失

参与旅游活动

在外打工

全职太太

公务员

数据来 源 ：
本次田野调查 。

数据来源 ：本次田 野调查 。

表 家庭的年均收入

单位％

数据 来源 ：本次田野调查 。

表

过去和现在妇女从事的主要活动对比

三
、妇女的婚姻 、家庭地位现状分析

由于信息化和社会城市化过程家庭中的

男女角色也发生 了 巨大的变化
， 传统的家庭

的角色减少了 ，
与丈夫共同承担和管理家庭

的经济和重大决策的问题 ，
从而提高了在家

庭 中的地位 ，
也促进 了男女平等 。 民主改革

之前 珞巴族家庭 中女性承担着繁重的家务

劳动和生产劳动 ，
照顾老人与小孩等 ，

即便这

样在家庭决策方面和劳动分工上女性没有一

点发言权和平等权 ，
财产继承权最终均归男

子所有 ， 而且在婚姻方面禁止与外族通婚特

别是忌讳与藏族人结婚 ，
认为是珞巴族完全

不能忍受的行为 ， 与外族结婚的妇女不仅在

氏族中被轻视 ，
甚至家里人觉得丢尽整个家

族的脸面 该妇女在氏族等级制度中降为最

低等级 。 因此
，
女性在家庭 中没有决策和发

言权
，
此外婚姻也没有 自 由

，
地位非常低下 。

此次调查资料显示 的妇女认为过去

在家庭中女性受到歧视 ，
的妇女认为

不能与异族通婚
，

的妇女认为不能与

藏族通婚 的认为离婚和丧偶的妇女

为低贱的氏族 的妇女认为不能生育

的女性在氏族社会和家庭中会受到歧视和不

公正的待遇 。 而如今
，
在这一方面又大大的

改观特别是婚姻上父母尊重孩子 自 由恋爱的

权利 ，
允许与异族通婚 ， 目前在南伊乡通婚的

家庭有 户 ，其中与藏族通婚的有 户
，
与

门 巴族通婚的 户
，
与汉族通婚的有 户 。

主要的活动 过去 （
％ 现在 ％

农业

林业

买卖药材

年均收人 人数 比例％

元以下

元

元

元

元以上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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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女性在家庭婚姻 中的今昔地位对比

单位 ：
％

各项 民主改革之前 ％ 民主改革之后 ％

婚姻决定权 父母制定 ）

夫妻关系不平等

对丧偶妇女的歧视

对离婚妇女歧视

不能与异族通婚

没有家庭财产继承权

对没有生育能力妇女的歧视

小孩随父的姓

数据来源 ：本次田野调查 。

对于能够反映珞巴族妇女地位的另一重

大方面是家庭决策权和掌握经济大权。 我们

从调查中发现 ，其家庭决策权 由妻子及夫妻

共同决定的占大部分比例 ，分别为 和

； 同时也有 的家庭经济大权均由

妻子掌握 ， 仅有 的家庭 由 丈夫掌握家庭

的经济大权 ，
的家庭是由 夫妻共同管

表 家庭成员主要从事家务活动

单位 ％

总户数 丈夫 自 己 共同 女儿 儿子 老人 其他 缺失

家里活动主要靠谁

百分比％

数 来源 ：本次田野调查 。

表 家庭决策情况

单位 ％

总户数 丈夫 自 己 共同 女儿 儿子 老人 其他 缺失

家庭决策权

百分比％

数据来源 ： 本次田野调查 。

理家庭经济 。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妇女既是家

里的主要家务的承担者 ，
同时也是该家庭的

主要决策者和掌握经济大权的管理者 。 由此

反映出现代珞 巴族妇女 的家庭地位不仅提

升
，
而且有些家庭妇女地位有 了质 的飞越

见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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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家庭中掌握经济大权

单位

表

过去和现在妇女从事劳动强度的对比

总户 数 丈夫 自 己 共同 女儿 儿子 老人 其他 缺失

家里钱财支配权

百分比％

数据来源 ：本次田野调查 。

表 生孩子在哪里较好

过去和现在体力劳动 人数 比例％

增加

减少

没有变化

不知道

其他

缺失

单位％

觉得孩子生在哪里较好 人数 百分比％

家里

在医院

在牲畜圈栏里

无所谓

缺失

：
本次田野调查

过去在珞巴族的社会里妇女只是传宗接

代的工具 ，
多生男孩成为妇女的份内职责 ，

而

生育几个孩子
，
生育间隔以及不生育采取什

么样的避孕措施等没有任何的抉择权 。 而如

今珞巴族妇女对于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 女性地位提升也伴随着生育率的降低 。

许多研究表明 ，女性的教育 、就业和生育率有

负相关关系 。 妇女地位之所 以会影响生育

率
，
在于两性在权利和地位方面的差异所产

生的不同生育意愿 。 本次调查显示 无论珞

巴男性还是女性都希望家庭有 个孩子 （

一

男一女 ） 占 ，希望有两个男孩 占 ，希

望有两个女儿占 。 过去
，
由 于医疗条件

的限制 以上妇女生育小孩基本在家生

育 ，
这对妇女与新生儿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

风险 ，而现在基本上在医院生育并享受一定

优惠政策 （ 见表 。

四 、结论

在反映妇女地位提高 的各项指标中 ，
家

庭地位的指标值是最高的 。 女性的家庭地位

和责任与角 色的变化 ，
最重要的是在于女性

对于 自身角色的定位。 在承传和发展民族优

良文化传统 的同时确立现代 、文明 、开放 、 民

主和法治的新观念 ，
确立 自信 、 自 强 、 自立 、 自

主的新意识 ，
从而使女性在家庭中 的地位和

责任与社会经济现代化同步 。 同样 ，
珞巴族

妇女也与其他民族妇女所期望的一样 ： 真正

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 走出家庭和心灵

的束缚。 其表现在 ：

从恋爱和婚姻角度来看
，
现代珞巴族青

年男女是平等 自 由恋爱 ，
女子不受制于男子

，

不禁与异族通婚 ，
也不会考虑经济的原 因或

家庭的压力 ，
具有婚姻 自主权

，
对婚姻状况具

有较大的满意度 ，
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大事也

基本上持理解的态度 ，
这与 民主改革之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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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

其次
，
从家庭生产活动来看

，
妇女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
，
她们在家庭经济生活 中的地

位也无法取代 。 主要表现在妇女对财产的继

承权 ，
她们希望有 自 己独立的经济收入 ，

对于

家庭事务有主动参与的决策权 ，
与丈夫一起

决定家中大小事务和支配家 中的经济大权

对财产拥有继承的权利 。

再次 ，
从受教育水平来看 ，

女性受教育的

总体趋势为随年龄变化而文盲率减少 。 从生

育意愿看 珞 巴妇女有近半数人希望要两个

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 ，
这表明女性的生

育观念不受劳动生产对男性劳动力的高需求

的限制 。

最后
，从社会性别观念看 以上珞

巴妇女认为男女平等 ，
认为男女受教

育的权利平等
，

认为 当今社会男女 的

地位关系基本平等 ，
认为希望 自 己 的

今后的生活是家庭和事业两兼顾 。

总体来看 ，
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 ，
特别是女性所受教育水平

是女性本身主体地位的提升 。 经过 多年

的社会 、经济发展 ，
珞巴妇女在政治 、经济 、教

育 、婚姻和家庭等各方面拥有较好社会地位 ，

她们更加希望 自 己不再是围着三尺锅台转的

家庭主妇 ，而是在政治上享有与男人同样的

权利
，
成为社会的主人 ，贡献着她们的聪明才

智 ，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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