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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的习惯法史册记载较晚，要研究其婚姻习惯

法的特点，我们要从性质和内容上来分析。从性质上看，

综合鄂伦春的社会背景，它的婚姻习惯法具有从女真到

鄂伦春民族演变的继承性，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演变

的过渡周期较长，在固定族群区域内完成婚姻缔结的封

闭性。从内容上看，鄂伦春的婚姻缔结并不在于男女双

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对于性的开放使其具有开放性。

以下我们对各个特点进行具体分析。1

一、继承性

谈到继承性，我们首先要了解鄂伦春人的起源。鄂

伦春在元朝时期被称为林木中百姓，清初被称为树中人。
[2]“鄂伦春”这一名称最早记载于清朝康熙二十二年。[3]

因为并无确切史料记载鄂伦春族的起源，现今学者对鄂

伦春的起源之争主要有以下三种争论。源于肃慎，源于

室韦，或是肃慎和室韦在民族迁徙融合中发展出的鄂伦

春。本文中作者支持源于肃慎——女真说。鄂伦春人起源

于肃慎的结论是从语言、地域角度进行研究得出的。[4] 语

言是判断一个族群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鄂伦春族的语言

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北语支，这和源于肃慎

的女真到之后的满族，在词汇和基本语法都是相同的。

据《魏书·勿吉传》载，女真先民早期的婚俗为“从

妻居”“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

为夫妇”[5]，其早期仍旧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子地位极

高，因此在婚姻方面有要结婚前在妻子家长久居住，到生

下孩子后方回男方氏族，并才认定结为夫妻要求。而这一

婚姻习惯法在早期同样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鄂伦春族也有

体现。一直到解放时为止，鄂伦春的婚姻仍旧保持着这种

结婚前丈夫拜访妻子的方式。在《鄂伦春姓氏辨别并婚丧

礼俗及各理论》中有明确记载：“婚事初定，即以男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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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两匹不等于女家，即为定礼。昔时允后，男归女家，

生有孩童始行，同回男家，备酒诞客，亲友具来称庆。”[6]

二、性的开放性

鄂伦春族在性关系上分为婚前和婚后两个方面。由

于过去残留有群婚时代的习俗，男女性关系比较随便，

“姑娘在出嫁前与别人发生性关系，被男方家知道了也

不予追究，有的认为姑娘生了孩子是身体健康的表现，

因此仍欢喜愿意娶她。”[7] 在《鄂伦春族调查情况鄂伦春

族调查材料之一》中也有记载：“已婚男女双方中有任何

一方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反映虽不好但并不强烈。此

种象据了解是相当普遍存在的。”[8]

但在婚后的性关系上，学者们却产生了分歧。有一

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婚后发生与伴侣以外的性关系，鄂伦春

人是无所谓的态度，并不在意。这部分学者以赵复兴为代

表。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有相反的看法，以韩有峰、王为

华学者为代表，认为鄂伦春人对于婚外的性关系零容忍，

不仅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还要受到家族棍刑的处

罚，氏族内或辈分不等的男女之间处罚更加严重。[9] 高其

才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论》中关于刑事习惯法问题

里“通奸的处罚”章目中写到鄂伦春族“同一氏族的男女

发生不正当关系，处罚更重，甚至被绞死。”[10] 值得一提

的是，这两种说法对于婚后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为不

同辈分的同一氏族的人则不被允许这一看法倒是出奇的一

致，但这只是“出轨”对象可能性中极小的概率，除此之

外对于婚后与“外人”“陌生人”发生（通奸行为）性关

系鄂伦春人究竟是采取哪一种说法，又是如何看待的仍旧

未有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么问题分歧的根源则是婚内对氏

族外同一辈分的人（也可以看做狭义范围上的陌生人）发

生性关系到底是否被鄂伦春婚姻习惯法所保护？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这一问题无法再经过田野调查

给予考证。但本人观点则采取开放说。本人认为由于鄂

伦春长期处于母系氏族时期直到解放前才向父系氏族过

渡，对偶婚应是持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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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浦也曾提到过：“在鄂伦春解放以前曾经存在的风俗

中，对偶婚的遗迹还是比较明显的。”[11] 若我们从另一个

角度思考，汉民族从古代受宗法制影响，遵循着一夫一

妻多妾制，汉族女子的性是封闭的，受儒家思想根深蒂

固的影响下，女子在婚后与他人（不论氏族内外是否同

一辈分的人）发生性关系是被禁止且道德和法律层面都

是不被允许的。与此相反婚后男子的性却是开放的，不

被约束的，随处可逛的“官窑”。

三、控制性

尽管鄂伦春男女对性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但他们

的婚姻却恰恰相反，在建国以前他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

利，具有很强的控制性。最典型的的例子是“1928年逃

婚事件”，八对男女因逃婚在官府默许下被族内同胞抓捕

并被枪杀。鄂伦春人将“性”和“婚姻”分开来看，“阿

曼”“阿妮”对自己的儿女婚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这

一点倒和我国古代从西周时期开始便有的“父母之命”的

汉族婚姻颇有相似。我国学者以赵云孟为代表，对鄂伦春

婚姻控制性的存在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鄂伦春族在常年

的发展中受到了邻近汉族的影响，已有不少的封建色彩，

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变为男婚女嫁全由父母做主的这点

上。[12] 本文作者认为，建国前这种父母对儿女婚姻拥有绝

对的控制权现象，汉化是重要原因但也是表层原因，它的

根本原因要归咎于鄂伦春族自身的社会制度发展的缓慢，

家庭婚姻关系是按照社会规律形成和发展的，是随着社会

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从低级形式进到较高级形式

的。[13] 婚姻要与它对应的文明相适应，而鄂伦春人很长时

期都处于一个落后的氏族社会的形态中，因此他们的个人

家庭婚姻仍代表着氏族部落间的利益，正如摩尔根所说：

“选择妻子与其说是个人的事情，不如说是公众的或氏族

的事情，因此，它仍然处在父母的绝对控制之下。”[14]

四、惩罚性

通奸罪前文已经提到过，鄂伦春人对性具有开放性，

但对同一氏族的除外。在《鄂伦春族情况鄂伦春调查材料

之一》一书中，我国学者也记载下来了鄂伦春习惯法中对

同一氏族男女发生性关系明确的处理方法：“同一氏族男

女间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一次两次批评无效，第三次就可

以在氏族内把他勒死。”[15] 这一点与其他少数民族婚姻习

惯法中的通奸行为具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之处在于鄂伦春

人处罚时不仅挑通奸对象（同一氏族内），以及处罚手段

的残忍。我们可以形成对比，如基诺族对通奸行为的处罚

是罚当事人请吃饭，出两头猪，一百斤大米，五十斤酒。

独龙族通奸行为一经发现除赔偿外还要认错以及当众教育

批评。瑶族对于通奸者的惩处是罚款以及剥衣游行，土族

通奸被发现则由老人调结等。[16] 尽管也有如壮族，藏族等

对于通奸行为可以将人处死而无事，但这些少数民族人口

基数大并且存在时间久远，也有汉化被所处时代政策影响

的原因而存在这样的习惯法，但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无论

从封闭程度，文明程度，以及生产力发展程度它的社会背

景都与以上的少数民族中的“小族”相近，而相差不多的

背景下，鄂伦春的惩罚明显要更为残忍。

综上，鄂伦春族的婚姻习惯法在随着社会生活的不

断改变而产生出自己独特的特征和价值追求，在历史的

长河演变中婚姻习惯法存在着继承性、开放性、控制性、

惩罚性。而这种的习惯法的特征也会在其他的政治背景，

社会生活相似，地理环境相同的其他少数民族中的婚姻

习惯法特征也有影子可以捕捉。因此，研究鄂伦春族婚

姻习惯法不仅仅是对鄂伦春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发展有重

要意义，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法的历史演变仍有

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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