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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泰族的传统婚育习俗及文化蕴含＊

□覃丽芳

［摘　要］　越南泰族传统的婚姻、生育等人生礼仪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礼仪的戒律中包含对

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一些戒律也蕴含科学道理并对遵守戒律的人起着保护作用。泰族的传统世居

环境是山区，文化传承能得到更好地保护，在婚姻、起名等习俗上还一定程度上保留母系社会的残

余，与该地区其他民族相比，女性社会地位也相对更高。在经济加速发展和外来文化不断侵蚀的社

会大背景下，泰族的传统婚育习俗也不断被改变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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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观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指着人类行为能力的基础、自我理解的观念以及用以传达人类

自我理解的表述方式。［１］（Ｐ２３～２７）人类学家通过人观来理解个人、社会与超自然的关系，如中国台湾学者黄应贵

教授就认为，人类学对研究对象“人观”的分析应从“个体”“自我”及“社会人”三者在社会文化中不同的结合

表现出发，将人观与社会的交换方式结合，进而探讨其的形成、发展与变迁。［２］

自黄应贵教授之后，人观渐次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同时，面对时下人对自身理解的种

种理论困境，人观命题也日益成为一个本根性的时代课题，被人们纳入审思的视域。［３］李笑频对此持认同态

度，也认为人类学人观研究中人－物、人－我、人－心三个维度宏观描述系统是一个简单而有序的描述系统，

此三元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人类学人观研究一种可靠的现实追求。［４］

人观概念的提出扩大了学界同仁的眼界，不少学者从人观的角度理解族群社会的生活礼仪，比如还格吉

从人观角度解读藏族民间对个人与神灵、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５］尤明慧认为，鄂伦春人的

人观体系是建立在特定时空中人与物的直接互动的基础上的；［６］叶建芳通过布努瑶的送魂仪式阐述人观与

秩序的联系；［７］台文泽从汉 水 流 域 幼 儿 养 育 的“寄 保”习 俗 解 读 生 命 从 幼 儿 到 成 年 的 转 换 过 程 中 透 露 的 人

观；［８］农辉锋［９］和董敬畏［１０］从家屋的视角剖析家屋空间文化与人观；蓝希瑜、朱琼玲从赣南畲族对“头牲”的

崇拜研究人观对个体和群体日常行为以及族群气质和个性塑造的影响。［１１］

从人观的角度理解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更有利于把握族群行为蕴含的文化符号。泰族是越南民族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中越跨境民族之一，从人观的角度理解越南泰族的传统婚育习俗体现的文化蕴含对推动中

越民心相通具 有 重 要 意 义。越 南 泰 族 的 人 口 数 量 仅 次 于 京 族 和 岱 族，在 全 国５４个 民 族 中 居 第 三。根 据

《２００９年越南人口与住房 总 调 查》公 布 的 数 据，２００９年 越 南 泰 族 总 人 口 为１　５５０　４２３人，占 全 国 总 人 口（８５

８４６　９９７人）的１．８１％，其中，城镇人口９９　７８１人，农村人口１　４５０　６４２人。［１２］（１３４）从地区分布看，越南从北到南

都有泰族人居住，但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和胡志明市以北的几个省份，西北地区的泰族分布 在 东 自 红 河 西

岸，西至越老边境，北自越中边境，南到沱江湖南端附近。［１３］（Ｐ７１）越南泰族人口超过一万人的省份包括：山罗

（５７２　４４１人）、义安（２９５　１３２人）、清化（２２５　３３６人）、奠边（１８６　２７０人）、莱州（１１９　８０５人）、安沛（５３　１０４人）、

和平（３１　３８６人）、多乐（１７　１３５人）、得农（１０　３１１人）等。［１２］（Ｐ１３７～２２４）越南泰族分为黑泰和白泰两个支系：黑泰

自称为傣担；白泰分为傣端和傣皓两个分支。黑泰和白泰的服饰、风俗礼仪略有区别，语言也有些微差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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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通。我们从调研中了解到，随着经济发展生活节凑加快以及城镇化推进的影响，泰族的传统习俗也逐渐

被改变，在全球化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改变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越南农村地区泰族的传统文化习

俗可以说还算保留得比较好。

越南国内非常重视对泰族的研究。１９８９年河内综合大学成立了越南泰学中心（Ｃｈｕｏｎｇ　ｔｒｉｎｈ　Ｔｈａｉ　ｈｏｃ

Ｖｉｅｔ　Ｎａｍ），该中心从１９９２年起不定期举办全国泰学研讨会。越南对泰族人生礼仪研究的著作包括：杜翠平

从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对越南岱、侬、泰民族婚姻习俗的异同进行比较；［１４］陈氏梅兰选取春罗省安州县泰族的

丧礼做研究；［１５］韦文边对义安省和清化省泰族地区的传统风俗习惯和节庆文化做了研究；［１６］武长江介绍了

清化省山区的泰族在照顾妇女儿童方面的习惯。［１７］中国国内对越南泰族的相关研究包括：范宏贵从民族迁

徙、语言等角度研究越南的泰族，［１８］记述越南泰族人婚仪提亲、定亲、婚礼的步骤；［１９］陈寿科从传统婚姻习俗

的角度研究越南泰族黑泰支系；［２０］刘稚介绍了越南泰族的分布和族称、民族源流和历史发展、文化和风俗习

惯等内容。［２１］从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对越南泰族的研究不多，对该民族文化习俗深层次探讨的成果较少。有

鉴于此，本文拟从越南泰族传统的婚姻、生育传统习俗的角度，探析这些传统习俗中体现的文化内涵，加深国

内学界对该跨境族群文化习俗的认知，以期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更好地促进中越边境地区

的交流与合作。笔者曾多次到河内就越南泰族问题与越南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院和越南泰学中心的专家座

谈，并收集相关越文资料，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完成本研究。

二、婚姻习俗
婚姻是人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将不同家庭的两个人组合成一个家庭，喜庆的活动必不可少。泰

族的自由恋爱程度较高，白泰入赘现象较少；黑泰的婚礼比较简单，在婚礼上有束发仪式，入赘现象普遍。按

照泰族的传统婚姻习俗，从提亲到正式婚礼可历时数年，经历多种仪式，正式婚礼后还有一个特别的“买姓”

仪式，此后新娘才真正成为夫家的人。

１．择偶。泰族未婚青年间往来非常自由，小伙子白天可以到女家找姑娘谈情说爱，或者将姑娘约到树林

约会，晚上家人都睡了，小伙子还可以唱山歌把姑娘邀出来。自由恋爱选定心仪的人后，需要通过媒人在双

方家庭间就婚姻进行沟通。

２．提亲。男女恋爱到一定程度后，男方需派媒人带礼物多次上门说亲后才最终就亲事达成一致。一般白

泰有合“八字”的习惯，黑泰没有合“八字”的习惯。男家请两名能说会道并熟悉各种规矩的媒婆到女方家提

亲，时间常选在农历四月、八月或十月。提亲一般要经过三个来回，第一次媒 婆 带 上 果 蔬、酒 肉 等 礼 物 到 女

家，与女家吃喝交谈，说明来意，并将礼物留在女家。女家一般不马上表态，若不同意，次日可将礼物退回男

家。若不退回则表示同意，媒婆可在一个星期至二十天内第二次到女家说媒。媒婆第二次到女家时须带上

两包槟榔，女方家长当面表态，并商定吉日，让男家正式上门定亲。正式定亲时，男家须带上酒、米和一对鸡

（公鸡、母鸡各一只），女家杀鸡备饭款待男家，并商定婚礼相关事宜。

３．“暖馆”。男女两家就亲事达成一致意见后，在选定的吉日，男家派媒人和准新郎的兄弟、朋友一起送

准新郎到女家居住，帮助女家干活，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男家抬着猪、鸡、鸭、鱼、四十斤谷子、四十至六十

斤酒等礼物以及准新郎自用的木箱、枕头、草席、衣服、被褥、刀具等到女家。一到女家，猪放在楼底下，其他

礼物送到楼上，被褥、枕头等经媒人征得女家同意后送到“馆室”（即客房）。［２０］（Ｐ１３）上门居住期间，准新郎和准

新娘还不能一起居住，准新郎被安排到女方家的“馆室”居住，因此，这段时间也称为“暖馆”，期限按旧规定通

常为１～３年。“暖馆”期间，男女双方还不是真正的夫妻，任意一方觉得对方不合适都可以废除婚约。有些

地方如果准新郎上门“暖馆”时未带被褥，还要到女家借用并举行送被褥仪式。

４．“同被”仪式。“暖馆”期限结束后，女家向男家告知“暖馆”结束，让男家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同被”（即

“圆房”）仪式。“同被”仪式主要在女家进行，男家选定吉日后，提前一两天送来猪肉、米、酒、一对手镯、一对

耳环等物品。女家指定的人用一根红线一头绑新娘的手腕，一头绑新郎的手腕，表示两人的结合。有些地方

５８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拿新娘和新郎平日穿的衣服各一件放到“同被”宴前，将衣服袖子相互缠绕起来，表示以后两人将同吃同睡。

然后，四个中年妇女帮忙把婚房的床铺好，女家和男家的媒人分别扶着新娘新郎进入洞房。

５．束发仪式。“同被”仪式后，男家的一位中年妇女帮新娘把头发束起来，插上发簪。按照习俗，束发意味

着少女时代的结束，新娘要哭泣，表示对结束单身的伤感。在越南顺州朝罗，束发仪式在“暖馆”即将结束时

进行，而且比“同被”仪式还隆重。黑泰普遍存在“束发”仪式，白泰则无该仪式。仪式结束并 在 女 家 吃 过 饭

后，新娘新郎和女方家人一起到男家拜见父母。男家杀猪备酒招待女家，并通宵达旦对歌。

６．上门。“同被”及束发仪式后，新郎还要在女家居住一段时间。越南西北泰族新郎婚后在女家居住的时

间为６～８年。如因男家人丁少或父母年迈等原因需要缩短在女家居住的年限，要以每少一年就给女家１０
担稻谷（每担大概３０公斤）、９斤盐和１两白银作为补偿，缩减的时间不能超过总时限的２／３。［１４］（Ｐ２００）因要价

太高，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在“上门”期满之前把妻子接走的。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军人和其他人员回乡娶妻

也得“缺席上门”，即婚后女子仍住娘家，丈夫可间或回来看望妻子。“上门”期满才得举行仪式把妻子接走或

送回自己家。［２０］（Ｐ１４）

７．谢恩宴。新郎在女家居住的期限结束前的一到两年内，男家及新婚夫妇要组织隆重的谢恩仪式，感谢

新娘父母的养育之恩。新郎要给岳母赠送礼物，其中包括手镯、布和一定数量的钱。谢恩宴当天晚上，人们

通宵达旦对歌作乐。有些地方须举行两次谢恩仪式。

８．正式婚礼。方言中也把正式婚礼叫做“吃大餐”。新郎在女家“上门”年限结束后，在男女双方家庭组织

正式而隆重的宴请仪式，并接新娘和孩子（如有）回夫家定居。这次婚宴才标志着两家正式结为亲家。婚宴

所需的猪、鸡、酒、槟榔等物品由男家提供。其中，一头猪杀来拜祭祖先，一头猪杀后放到竹筒里做成酸肉送

给女家舅舅及其他亲戚朋友。泰族婚礼中有一种特别的文化，新娘新郎除共同用餐外，还各持一根用竹枝做

成的吸管在同一个酒坛中吸酒喝。婚礼当天，双方媒人对山歌，山歌的内容包括讲述新娘新郎的生平，感谢

父母的养育，叮嘱新婚夫妇做人的道理，成家后要注意的事项等。婚宴后，新郎就可以把新娘接回家了。在

一些地方，要在天亮前接新娘出门。岳家会赠送非常多财物给新婚夫妇带回家，包括生活用品、家具、家畜家

禽等。请求接新娘回夫家、请求拿夫妻的物品、请新娘下楼梯等都要对歌。新娘的父母和亲姐姐一般不能在

送亲团队伍中。新娘到夫家后要给长辈送毛巾、布袋等礼物，长辈以贺礼回赠。

９．“买姓”仪式。正式婚礼后，新娘还不能视为夫家的正式成员。泰族不论男女，都有一个象征其魂魄所

在的“灵物”，男女“灵物”构成的内容有所不同，女性的“灵物”一般为小竹篮、竹扇子、弹花弓等。正 式 婚 礼

后，夫家选择良辰吉日，带上礼物到岳家祭拜祖先，将新娘的“灵物”迎请到夫家，并挂在女性灵物所在的屋檐

下，直至女子死后随棺安葬。在顺州地区，人们直接将新娘在娘家的“灵物”接回夫家，而在芒罗地区，人们新

做一个“灵物”接到夫家，旧的“灵物”仍然留在娘家。人们把这一仪式称为“买姓”仪式，该仪式后，新娘改随

夫姓，成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婚礼仪式到此才正式结束。

三、生育习俗
许多民族有“多子多孙多福”的传统观念，越南泰族也不例外。这一方面与家庭养老模式有关，另一方面

这也是古代医疗条件较差，儿童夭折率较高有关。从怀孕、生产到婴幼儿抚养，这些阶段生命是比较脆弱的，

因而，每个族群都会根据生活的经验，结合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形成生育习俗方面固有的礼仪。

１．妊娠。母体的饮食是孕育中的新生命所有营养的来源，妊娠期妇女的饮食需要谨慎对待。在越南泰族

人的观念中，新生儿的缺陷或遭受的灾难被认为与孕育期父母的行为息息相关。泰族妇女妊娠期间饮食有

诸多禁忌，如不吃鹅肉，避免胎儿脖子长；不吃太热的东西，避免新生儿秃顶；不吃青蛙肉，避免孩子爱哭；不

吃蛇肉，避免孩子舌头过长。孕妇吃鸡进补是普遍的习惯，但越南清化省和义安省泰族的哺乳期妇女却忌吃

鸡蛋，当地有句俗语叫做“鸭吃蛋，鸡食子”。［１６］孕妇及其丈夫不能去参加丧礼；不能拿放在自己身下的绳子打

结，否则孩子出生后会多灾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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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娩。按照越南泰族的传统，产妇要在灶火旁生孩子，因为民间观念认为，生孩子是不太“干净”的，灶

火有去秽除邪的作用。少部分泰族地区的产妇躺着分娩，如莱州省封土县，其余普遍采用站姿或坐姿分娩，

分娩时男人不得靠近，由接生婆辅助接生并帮忙剪脐带。山罗省孟罗地区的泰族在产妇临盆时要祭天，将米

饭、一只鸭、槟榔、几根牛骨、猪骨、一碟糯米饭、酒及少量钱放到平日里装衣服的方形竹篮里，从临盆一直供

到孩子顺利降生。如遇难产要请巫师来作法化解。在清化和义安省的泰族地区，孩子出生后，家人抱新生儿

假装撞在柱子上，然后将其举上举下三次，寓意小孩以后善于爬树采摘。泰族习惯用父母的旧衣服包裹新生

儿，认为这样孩子闻到父母熟悉的气息，能减少哭泣。对于胎盘，泰族人一般会将其装入竹筒里，拿到村里约

定俗成的地方挂在不容易滴汁液的树上，而且要让胎盘头部向着日出的方向，这样孩子日后才会有前途。

新生儿出生后，泰族人还要给孩子做“灵物”（ｔａｙ　ｈｏ）。人们把新生儿的脐带放到一个小竹篓里，如果是

男孩，还要加上一把小弹弓、扇子，绑紧后再用一块布包起来；如果是女孩，人们用绳子把脐带绑起来，加上弹

花弓、扇子、棉花等，用一块布包起来，然后放到小竹篓里。男孩的“灵物”被放到供桌至“馆室”间的屋檐下，

年长者的“灵物”更靠近“馆室”，依次排开。女孩的“灵物”被挂在供桌右边的屋檐下。泰族的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灵物”，因此，只需数“灵物”的数量便知道一个家庭里男女的人数。

泰族人认为，新生儿的魂魄容易被陌生人带走，因此，会在门口或高脚屋的楼梯口挂上醒目的标志（泰族

称之为“ｔａ　ｌｅｏ”，通常为一瓶水、一把稻草、一支树枝、一段未燃尽的柴棍等）来告诫外人不要进入。如果有谁

不小心误入产妇家中，要喝一口茶，或要给钱主家买酒肉供拜鬼神，留住婴儿的魂，或把身上值钱之物如银镯

子送给婴儿，甚至要把婴儿认作义子。

３．产后护理及婴儿喂养。泰族产妇及婴儿要用烧开过的草药水洗澡，并住在靠灶火的地方。产后一段时

间内，产妇需要卧床休息，遵守很多禁忌，类似于中国的“坐月子”，泰族称为“ｌａｍ　ｂｕｏｍ”。“ｌａｍ　ｂｕｏｍ”的期

限在清化、义安省一般为４～５天，西北山区一般为１０～１５天，也有些地方是一个月，期间维持灶火不断。泰

族人认为，灶火有驱邪除秽的作用，可以赶走对弱小的新生儿虎视眈眈的恶鬼。

按照传统习俗，泰族产妇产后三天要吃炒盐巴和竹筒糯米饭，从第四天开始换成竹筒糯米饭和姜炖鸡肉

（一般只吃两个鸡腿）。婴儿母乳喂养，一直喂到没有奶水为止，不人为戒奶。泰族人认为，戒奶是违背自然

规律的，所以有的孩子甚至在母亲产下弟弟妹妹后还跟着弟弟妹妹一起吃母乳。泰族妇女担心躺着哺乳会

使孩子窒息，普遍坐姿哺乳。

４．“离灶火”仪式。泰族在“ｌａｍ　ｂｕｏｍ”期满后，家庭组织隆重的“离灶火”仪式，亲朋好友也会带着鸡、蛋、

米、布（用来做尿布）一起来庆贺。产妇家里杀鸡祭拜灶神感谢灶神的庇护，祭拜家祖通报家庭添加新成员，

家庭富足者甚至杀猪、杀牛。清化、义安省的泰族地区，母亲抱着孩子走下高脚楼，请一个中年妇女帮婴儿剪

头发，并将头发分成 三 份，一 份 塞 到 香 蕉 树 上，一 份 埋 到 高 脚 屋 的 楼 梯 脚 下，一 份 放 到 正 在 孵 小 鸡 的 鸡 窝

里。［１４］（Ｐ２２２）离灶火仪式后，产妇恢复正常活动，并和新生儿一起搬回自己的房间居住，但饮食方面还需忌口。

５．取名仪式。泰族一般在满月的时候举行隆重的取名仪式，除亲朋好友参加外，还邀请巫师来给孩子祈

福。在越南西北地区的泰族，孩子的名字一般由孩子的外祖父、外祖母决定，如果外祖父、外祖母已去世，则

由母亲的兄弟姐妹来取名，体现了黑泰浓厚的母系社会残余色彩。而清化、义安地区孩子取名则由父亲的家

族成员决定。取名仪式上，大人抱着孩子走下高脚屋呈现给天神和土地神认识，如果是男孩，下楼时顺便带

上枪、弩；如果是女孩，顺便带上织布用的梭、装菜用的竹篮。取名仪式比“离灶火”仪式隆重，亲朋好友所带

的礼物也更多。

６．寄养。越南泰族地区盛行寄养习俗，以期通过与孩子命数相合的人或物的庇佑，克服孩子与父母命相

不合带来的苦难。孩子体弱多病，或算命认为孩子与父母之命不合，就要认“寄父”“寄母”。泰族地区，孩子

与父母生肖相同者被认为命不合。“寄父”“寄母”须有成年子女，八字与被寄养的孩子相合。在道公指导下

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和父亲或母亲一起，带着鸡、酒、肉、米、衣服、鞋子、帽子等到寄父或寄母家，祭其祖宗，

呈报自己及家祖姓名并说明缘由，然后与寄父或寄母家一起吃饭。饭后当即返回或住一天后返回。寄父或

７８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寄母送一把米、一只碗和一双筷子给寄儿女，让其回家一次性把米煮了用所送的碗 吃 完。以 后 每 当 重 要 节

日，寄儿女都要给寄父母送礼物。除给他人寄养外，还可以给水井、大石、大树等物体寄养，只要其与孩子的

命相合即可。

四、结果与讨论
族群行为方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传统习俗既体现历史的传承，也与时俱进，因

时代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衍生出新的内容。越南泰族的婚育传统礼仪体现了“个人”、“自我”、“社会人”之间

的关系，包含着原始生活条件下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也体现出这个族群地处山区，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

保留下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特性。从越南泰族的传统婚育习俗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越南泰族人认为，人一生都受神秘力量支配，谨慎遵循才能换取平安。越南泰族人坚信，人未出生

就已受神秘力量的规约，孕妇及其家属需要遵守戒律；孩子出生和成长过程中也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庇佑；男

女的结合需要命数相合相处才能长久。

第二，越南泰族婚姻自由程度较高，婚前有充分的接触了解，“暖馆”期间有悔婚机制而不用承受世俗社

会的道德指责。泰族的青年男女可以公开约会，双方心仪才开始提亲。定亲后，男方需要先到女方家里居住

一段时间，称之为“暖馆”，这段时间男女双方尚不能同居，只是为了彼此增进了解，如果任意 一 方 觉 得 不 合

适，均可无条件或以较低的补偿解除婚约。

第三，越南泰族社会女性地位较高，并体现母系社会残余的色彩。越南泰族妇女在社会不少方面享有男

女平等的地位，比如：女方能主动提出解除婚约。人类社会经历了母系社会才进入父系社会，越南泰族一些

地区传统婚姻习俗中，在“圆房”仪式后，丈夫需要到女家居住数年才举办正式婚姻将妻子接回男家生活，一

些地区由女方长辈或兄弟姐妹给孩子取名等习俗都透露着母系社会的色彩，但总体来说母系社会的色彩又

是碎片化的，越南泰族从总体上处于父系社会。

第四，对超自然力量敬畏的作用下形成的一些传统习俗也蕴含着科学道理。比如产妇和婴儿须在灶火

旁卧床休息，并维持灶火不断，虽然当地人认为是因灶火有驱邪的作用，但实际上，泰族人生活在山区，灶火

确实有利于产妇和婴儿防寒保暖。阻止陌生人进入新生儿家中，客观上能达到隔阻陌生人带来细菌和病菌

的途径。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生活习俗，但生活经验与对超自然力量敬畏相互作

用下形成的一些习俗礼仪却符合科学规律，确实起到对个体保护的作用。

在信息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以前的任何时代，教育和科学知识的习得使年轻人不再

坚守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教条；人们外出务工后更深入地接触异族文化也使他们对祖辈坚守的信念重新思考；

现代快生活节凑使得原有礼节中繁缛的部分必须得到简化，传统文化逐渐与新的观念和社会环境碰撞，旧礼

仪在传承的基础上会得到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　秦红增］　［专业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蓝肖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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