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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感悟锡伯族婚礼文化 
◆李英杰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9） 

 
摘要：婚礼作为锡伯人民重要的人生生活礼仪，是当地民俗文化的特色

体现，同时也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变迁，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同时又极

具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本文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
锡伯族婚礼文化为调查对象，从亲身参与和体验中了解锡伯族婚礼仪式

与活动的过程，从当地民间生活中感悟锡伯族独特的民俗与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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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有句俗语：“春天的清风和煦，秋末的婚礼热闹”，因
此在这秋末的国庆假期期间，笔者有幸参加了三场锡伯族的婚
礼，为了更加深入挖掘锡伯族的婚礼仪式及舞蹈，笔者又访谈了
一对结婚 70 年的富秀昌夫妻，并采用音频和视频记录方法收集
第一手资料。在此次田野调查中笔者亲身感受到了锡伯族婚礼习
俗上的独特性以及在婚礼当中婚礼舞蹈的风采。 

一、日常生活中的体验 
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要把自身置身于日常生活中，理解

他者的理解，强调感同身受。从“微观”的日常生活中解读“宏
观”的制度结构和文化。① 婚礼是锡伯族社会秩序的文化阐释，
它根植于日常生活，是锡伯族文化的真实表达，是一种在长期的
生活积淀中形成的制度、规则。 

利用国庆假期，笔者与同伴一行六人赴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
治县开展了为期 6 天的田野，此次笔者田野的内容关于锡伯族婚
俗文化与婚礼舞蹈，由于行程的仓促前期其实没有特别充足的准
备，怀揣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到达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简单
的收拾了一下后，同行的丹丹姐提议去拜访当地的非遗传承人顾
玉苓老师，初次见顾老师，印象特别深刻，老师 60 有余，带着
一副黑框眼镜，身体健壮也很健谈，顾老师的妻子贺阿姨当时在
收拾房间，开心的和我们说明天儿子放假回家所以要好好收拾一
下房间，大家唠家常一样慢慢熟悉和亲近，本来对于突然的拜访
笔者还担心是否欠妥，然而顾老师和贺阿姨的热情和自然的亲近
感把笔者初次田野的局促不安与拘束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交
谈中顾老师了解到我是第一次来察县并想了解锡伯族的传统婚
俗文化于是邀请我参加第二天亲戚的婚礼，亲身体验一下锡伯族
的婚礼仪式，顾老师还回忆以前结婚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
乐在其中，那时候的聘礼根据双方的经济条件来定，条件好一点
的会送自行车、缝纫机，条件差一点的会送毛泽东语录或者毛泽
东画像，在交流中顾老师耐心的回答我们所提的所有问题，聊到
尽情之处还会弹起冬布尔与贺阿姨欢乐的跳起锡伯族的贝伦，让
我们学习之余又切身的感受到了锡伯族人民昂扬向上的性格。 

经过顾玉苓老师的介绍笔者也有幸认识了结婚 70 年的富秀
昌夫妇，富秀昌老师已经 80 多岁，但是却非常健朗，说话幽默
又风趣，第一次去家里拜访就带我们“参观”了他用摩托载回来
的两麻袋西瓜，还给我们观看了老师亲自参演的小戏《大西迁》，
老师坐在沙发上声音洪亮，精神抖擞，聊到锡伯族的秧歌和阿克
索伦时老师会即性跳起并同我们耐心的讲解动作的要领丝毫不
会含糊，富老师还回忆说他是 1949 年结的婚当时 14 岁，到现在
结婚已经有 70 个年头了，富老师的妻子身体也非常健康，虽然
普通话不是很好，但还是很热情的把她的旗袍拿出来给我们看，
每一件旗袍都规规整整的放在柜子里一尘不染格外精心，可以看
出老人对本民族服饰的喜爱和看重。 

初进锡伯族人家，虽然与当地人素不相识，但还是能感受到
锡伯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与顾玉苓老师、富秀昌老师的交流采访
中了解到，锡伯族的婚礼要都举行三天，第一天为阿吉萨林，即
女方家的小宴,通常在小宴的前一天上午，男家就要把婚礼所需
的食物送到女家，第二天女方举办婚宴，也即是女方家举行出嫁
仪式，以前多在家中举行，现在一般都在酒店宴请女方家的亲朋
好友，新郎新娘在岳父的带领下给长辈亲戚敬酒，再出嫁仪式结
束后的当天晚上在女方家举行“打丁巴”活动，这是女方出嫁仪
式中的最独具特色的活动，但是在这种活动在现代的锡伯族婚礼

中越来越少见。第三天是安巴萨林，即男方家大宴，举办盛大的
婚礼。从早上的接亲仪式、闯门仪式、到中午的婚礼宴请仪式、
都极为讲究。 

二、置身婚礼活动中 
在此次田野所参加的婚礼当中，笔者发现锡伯族婚礼中的

“打丁巴”活动独具特色，在朋友的带领下，笔者也有幸到锡伯
族的新娘家参与到了传统婚礼中“打定巴”的过程：傍晚时，新
郎和迎亲爹（奥父）、迎亲娘（奥母）等多名能歌善舞者组成“丁
巴”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新娘家，丁巴队到女方家后，先给长
辈们请安、敬酒，而后在奥父奥母的带领下，男女双方的朋友站
成两队，对舞、对歌，男方家选派的十几名能唱会道的丁巴队主
动表演各类节目，弹奏冬布尔，拉起手风琴，跳起锡伯族的贝伦
舞，哈萨克族的黑走马，以博得女方家宾客们的欢心，女方家压
阵的年轻人起哄、找岔，活动达到高潮后，双方开始用锡伯语即
性对歌、对舞。新娘方与新郎方即兴对唱，载歌载舞，互不认输，
赢得大家的哄堂大笑，场面热闹其乐融融。打丁巴结束后，女方
用锡伯族饭菜招待男方好友，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打丁巴无疑是
整个仪式中最重要、最热闹的一个环节，两家人在这样的一个场
面中互相了解，进而拉近两家人的距离，同时也为新郎新娘消除
紧张的情绪，让两位新人从内心中真正感受到大家的祝福以及对
方的努力。“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笔者认为打丁巴类似于汉族
婚礼过程中的“闯门”，目的在于狂欢而不在于输赢，“与所有的
交流一样，口头表演是情境化的——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植根
于由文化所规定的背景或事件中，这些背景或事件为行动、阐释
和评价确立了富有意义的语境。”② 因此在婚礼这样的语境中，
锡伯族民俗文化作为表演的载体，也从中体现。 

在整个“打丁巴”的过程中，有歌既有舞，作为能歌善舞的
锡伯族人民，舞蹈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音乐响起，不论男女老少，
都会融入其中，人们跳起贝伦、黑走马，村民们将这场婚礼视为
自己家的事情,亲身参与到“打丁巴”的过程中，在歌、乐、舞
中体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打丁巴”这一活动，再次
建构了村民对于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正如涂尔干所说的：“正是
在集体活动中个人才能感受到一种来自集体的情感和力量。”总
而言之，婚礼仪式和活动是锡伯族民俗文化的体现，通过对于锡
伯族文化符号的呈现来唤醒村民的集体记忆，又借助集体记忆来
强化村民的民族认同感。 

 
参考文献： 
哈里.F.沃尔科特，田野工作的艺术[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11. 
 
注释： 
①赖立里，张慧：《如何触碰生活的质感——日常生活研究

方法论的四个面向》，《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1 期。 
②［美］理查德•鲍曼著，杨利慧、安德明译《作为表演的

口头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118 页。 
 
作者简介：李英杰（1994-），女，汉族，河北人，新疆艺

术学院舞蹈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疆舞蹈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