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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双江布朗族的婚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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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双江布朗族的婚姻习俗 
 

                                                                  陈开心 
 

      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内东南部澜沧江、小黑江一侧的河谷中，居住着

１．２万多布朗族同胞。虽然各地布朗族的婚俗有些差异，但一般都有串姑娘、说媒、过礼、吃

定酒、迎亲、回门等礼节。 

 

串姑娘 

      串姑娘就是男青年到女青年家去串玩，这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开始。每到春暖花开的季

节，小伙子们就在夜间三五成群地相约来到姑娘家门前，弹起牛腿弦，唱起《开门调》：“姑

娘，请开门，我们来找你串玩，你欢迎不欢迎？”姑娘一边回唱一边开门。男青年进门后又唱

《凳子调》：“姑娘，来摆板凳，金子、银子做的板凳不要摆，请把硬木板凳摆出来。”姑娘边

摆，边唱：“我家什么也没有，只有烧一杯清水请你们喝。”男子又唱《烧火调》：“姑娘，点

起明子来，把屋子照得亮亮的，让我们看得见你美丽的容颜！”姑娘答唱：“我哪里是美丽的

花！我是一只苦果，只怕你瞧不上。”男子接唱：“姑娘，你说哪里话，就算是苦果子，以后也

会变甜！我们有勤劳的双手，会把生活来改变。日子会越过越好的！”对唱谈笑之中，若双方有

意，便互赠信物。男子一般送给姑娘一条白棉布手巾，姑娘送给男子一条拴弦子的线织带子。  
      在串姑娘的过程中，当小伙子们来叫门时，如果没有意中人，姑娘可以不理，但她的父母必

须出来迎接，否则会被视为失礼。小伙子进门后得不到姑娘的招待，也不须久留，可以自动离

去。  
      如果一群男子在某一姑娘家中，又有小伙子来，先到的必须热情招待后来者，否则也被视为

失礼，甚至会引起误会。  

说媒 



      男女双方有意结合的时候，由男方出面请自己的舅父或其他亲戚做媒人，到姑娘家去说亲。  
      媒人第一次说亲，要带上男子带上酒，到姑娘家说明来意。第二次，媒人再带上男子带上酒

到姑娘家时，姑娘家要邀请主要的亲戚来听取意见。媒人说些谦虚、热情的话，主要内容是对姑

娘家表示仰慕，请求把姑娘许给男子。如果女方父母、亲戚一致同意，媒人再选择时机带上米

花、芭蕉等礼品送到姑娘家。  

吃定酒 

      姑娘家答应将姑娘许给男子后，男子要请陪郎做伴到姑娘家替老人烧茶、煮猪食，接受老人

考察。经过一段时间，女方父母满意了，这才商量吃“定酒”的日子。所谓“吃定酒”就是男子

家借姑娘家的锅灶蒸一甑糯米饭，再做一些美味佳肴，请姑娘家的亲戚朋友聚餐。 

过礼 迎亲 回门 

      吃过定酒后，媒人按照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请人择定成婚的大喜日子。迎亲头天要“过

礼”：男方杀一头猪，分一半连同其他礼物送到女方家。媒人要先后３次到姑娘家拜见寨中年长

者，在姑娘家念“吉利”（祝福的话，是一种朗诵诗）。到晚上  还要点着松明，到男方家背来

一甑糯米饭，８只老鼠干巴，送到姑娘家去。  
      在正式迎亲的日子，有的地方男女两家先暗中交换碗筷。天黑时，新郎点着松明迎接新娘到

家。  
      刚进家的新郎新娘要在堂屋里举行隆重的拜堂仪式，拜天、拜地、拜父母、拜长辈。拜堂时

必须行跪拜礼。迎亲的当晚，邻近村寨都来祝贺，男女老少吹起笙笛唱起歌，一直到天明。  
      迎亲的第二天，新婚夫妇要回姑娘家一趟，叫做“回门”。当天日落之前，夫妇俩必须赶回

男方家，称为“赶日头”。如果新郎新娘家相隔很远，次日不回门，待７天后由丈夫陪同，回娘

家住一夜。  
      如今，这些习俗逐渐从繁就简，新事新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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