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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安多民族女性意识的觉醒
——基于阿坝州地区调查研究

薛忠莹　汪　淩　张　颖　俄果伍机　潘　玥

（宜宾学院　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女性问题一直以来都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女性权益及社会地位也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析的综合概念，而安多妇女是“少

数民族”和“妇女”双重角色的统一体，安多族是一个几乎全民有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体，由此对于其妇女的定位往往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贯

穿到人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影响到安多妇女的生活状态。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安多女性意识的觉醒历程，就四川省阿坝州安多地区

展开调查，通过安多妇女在家庭，社会，教育等领域的探究分析女性意识觉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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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men’s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historic and complex, and women’s rights and social status are also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

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concept. Anduo women are the unity of the dual rol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women”, and Anduo ethnic group 

is a minority group that almost all people believe in. Therefore, the orientation of their women often penetrates into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people 

through different ways, This in turn affect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Anduo women. In this context, based on the awakening process of Anduo women’s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on Anduo area in Aba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awakening process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Anduo women in family, society, 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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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意识，是指妇女尊重自己的意愿，追求情感和精神的统一，

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地位，扭转以前父系社会对妇女的定位和排

挤。纵观历史，对妇女的意识没有明确的定义或解释。王泉在《〈无

性别的神〉的女性意识书写及其启示》中写道 ：“女性意识的觉醒

不会凭空出现，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妇女意识

的觉醒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从安多妇女的角度出发，追溯了

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下妇女意识觉醒的路径，以及传统与现代交汇

时所发生的渐变到最终融合的过程给安多女性自身带来的更多可能

性。

此次调研地点我们选择在安多民族聚居地——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安多民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

四川省西北部，平均海拔在 3500~4000 米之间，地形为典型高原，

分布着多处安多民族聚居地，安多族是一个重要分支，古代是一个

马背上的迁徙民族，面对阿坝州安多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安

多民族保持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生

存，通过发挥着自己无穷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民族特色的农牧业文化。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然条件，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制约。这种偏僻、封闭、落后的自然条件和

社会条件影响了和正在影响着阿坝州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

展。在此地区生活的安多族女性的生活状况就是一定的自然、社会

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的产物，同时，由于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发展，

安多民族的生活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所以在思考安多女性权益

保护及社会地位等时，我们要坚持一种联系的观点，把一个地方独

特的文化现象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中加于分析，只有这样，我们研

究才更具有科学性。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在现代文明及社会

发展情况下安多民族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1 追求“男女平等”的爱情婚姻观

在爱情中，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相互成就。当社会

在爱情和婚姻中接受“男女平等”的概念时，安多民族女性必须从

自己做起，勇敢地实现个人的才能，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改造自己，

为社会带来贡献。根据我们深入安多民族地区走访、调查研究得知 :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安多民族女性以更加独立自主的姿态

投入到自己的婚姻中，并不作为丈夫的附属品，而是双方互为依靠。

在择偶权方面，安多民族女性与汉族女性有所不同，古往今来，

安多女性相对享有较大自由恋爱度和婚姻自主权利。她们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来择偶，在恋爱期间无论双方发生何种波折或是几易对象，

父母不会过多干涉，这是在安多民族自己特定的文化观念下形成的

对恋爱、婚姻的认识。一般而言，等女子成年后，会为安多民族女

孩举行成人礼仪式，通过仪式来表明女孩已经成人，有意者可以追

求女孩并向其父母提出结婚 ；另一层意思是指可以参加“拉伊”对

唱会，拥有和异性交往的机会。由于这样的传统，安多民族婚姻不

像汉族社会一样拥有明确的社会约束性，因“情感”而孕育孩子的

母亲经常由于丈夫或恋人的离开，而独自承担养育孩子的重任。这

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缘由所形成的现象，在以前，这些情感婚姻生活

不美满的安多民族女性，常常独自带着几个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

几乎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了照顾家庭上，在每日繁杂的劳动

中失去自我。而现在随着教育、法制等观念的普及，更多的安多女

性重新找回自我意识，越来越重视自我尊重以及家庭中的平等关系，

对于情感婚姻不顺利的安多女性也并没有选择自怨自艾，而是视之

为生活的当然，凭着勤劳善良、忍辱负重，将她们最温柔的情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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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孩子们，表现出自然浓厚的母亲对孩子的关怀 ；对于正常婚姻

中的女性，在夫妻之间以及家庭中的地位较之前有了较大提升，甚

至可以在家庭决策中取得主导决策的权利。

2 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拼图”

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下产生的文化，安多民族女性具有自身

的特殊性是一种必然性。在传统的游牧经济中，男人和女人的角色

被严格划分。“男主外、女主内”是最基本的分工原则。妇女负责

家庭生产和一般家务，耕种和畜牧，以及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和孩

子等事物。男人负责放牧、对外贸易、商品交易、狩猎、战争等活

动，这些任务对女人所负责的事情更加困难和危险。但我们可以通

过实际考察，可以发现，在现在社会中，女性在家庭领域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从而，现代安多民族女性的家庭地位是较高的。尤其，

在广大的牧区，女性作为整个牧区社会和家庭中主要的生产者，家

庭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安多牧区，在婚前女性的家务活绝对多于她的兄弟，从懂

事起便充当母亲的助手，替母亲操持家务及生产劳动。传统的安多

民族女性都是在家庭中能够独当一面 , 能够独自承担经济生产 , 以

相夫教子、孝顺公婆的形象示人。在外人面前 , 妻子要给自己丈夫

充足的面子 , 不能有违背丈夫意愿的地方 , 在家里 , 能够干好份内

的家务劳动 , 收拾屋子、打扫卫生、洗衣做饭 , 同时还要照顾好家

中丈夫、孩子、老人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各个方面。总之 , 传

统的安多民族女性都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的形象 , 勤劳善良，而

劳动形式单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妇女解放浪潮 , 诞生了一个新的群体 : 职业

女性 , 女性的新形象也就此出现。我国法律规定 , 女性享有和男性

同等的受教育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参与社

会活动、参与政治工作 , 通过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社会进

步同样对安多民族女性的生活改变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

女性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 , 外出工作 , 改善原本的经济状况 , 提

高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 男性不再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安

多民族女性从事买卖的、外出打工的、公务员等比例大幅增长，与

过去相比，安多民族女性的劳动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其进入市场

进入公共行业的比例大幅增长，很多以往传统的劳动都能用机器替

代，越来越多的人不在拘泥于家务。由此，安多民族女性的地位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同男性平等享有各种权利，社会参与度

大大提升，女性在社会发展和职业发展方面也实现了很大的突破，

社会地位及家庭地位都有了质的飞跃，在各行各业书写着“半边天”

的力量。当然，在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变迁之间，安多民族女性还在

找寻更长远的发展之路。

3 重视教育以重新找到自我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教育

是一种社会行为，妇女作为占据半数人口的群体，接受各级教育都

将获得一定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而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必要

条件，教育也就成为了关键因素。现在随着教育思想普及，越来越

多的安多民族女性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

以往安多民族地区当地人对于女孩的评价标准通常是 : 听话、

懂事、能干、孝顺等 , 女性能够操持家务 , 抚养孩子 , 照顾家庭才

是最为重要的 , 继而成为合格的家庭妇女。直到女童入学率大幅度

提高 , 教育改变了女孩们的生活 , 女性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 , 可以

和男性一样拥有事业 , 对于女童的评价体系才更加多元化。由此，

安多民族中，职业女性的出现和女童教育权的落实密切相关。有大

量学者认为，安多民族教育大致可分为三种 ：寺院教育、私塾教育

及官办教育。传统安多民族社会并没有公共教育的体系 , 教育功能

由寺院承担 , 只有男孩子才有资格去寺院出家 , 获得接受教育的权

利 , 女性即使出家也没有办法接受和男性僧人一样规范化、制度化

的寺院教育 , 女性被排除在教育的门外。除此之外，从安多地区教

育发展历史看，还存在私塾教育和官办教育的形式，虽然其目的并

非为了提高安多人民的文化素质，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学校本身

的设立和发展在客观上为文化的交流沟通以及后来安多民族学校的

设立起到了积极作用并给予了很大推动。

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也即一种文化下形成的观念。是属于

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记忆，是社会对两性地位在各个领域中的一种

价值观念。在社会组成部分的变迁过程中，这种价值观念的变迁是

最慢的社会构成要素，因而不改变这种传统的教育观念，也同样谈

不上从根本上提高女性的地位。而现在随着教育系统的完善，九年

义务教育的普及，安多民族社会的现代化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不

管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群众立场看，都从中获益匪浅。现安多民族

地区已基本建成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小学、中专等地方民族教育

体系，这让安多民族女童与男童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对于安多

民族女性在思想上的觉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改变传统性别观念，都需要有

个过程。但是，如果社会和家庭还以此而继续漠视对基础教育的投

入和改善女性的教育地位，就很难保证不再陷入女童入学难——女

性地位低的恶性循环，由此，安多民族地区女性教育问题仍然还需

进一步推进与努力。

4 结语

总的来说，安多民族妇女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妇女一样，由

于母系社会的瓦解而处于不利地位。在旧社会，社会经济方面的限

制是安多民族女性解放路上的主要问题，但是如今，精神因素是阻

碍妇女实现自信和独立的瓶颈。随着妇女解放浪潮、教育和新媒体

的发展，安多民族妇女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传统的性别观念和价

值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样一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实际

上已经达到了平衡。我们都希望每一位安多民族妇女都能像央格说

的那样，“让男人和女人都在感受到幸福和快乐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女性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

一个人格独立的个体，对自己的生存境遇有清醒的认识，在履行一

个个体义务的同时，追求自己生而为人应有的权利。”通过梳理安

多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变迁的动态过程可以看到社

会进步因素的影响都对安多民族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这种变迁最具革命性转变的要素来自于国家层面和地方社会

共同推动的性别解放运动 , 笔者希望通过对安多民族女性生活现状

及未来发展作进一步观察，以期更深刻地揭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对当下安多民族女性更好地实现人格独立和自我价值所具有的深远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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