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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观视角下传统民俗的传播与民族认同塑造
———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俗为研究个案

吴依霏,沈霓含,黄家茵,闻　娱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美国学者JamesW．Carey的“传播的仪式观”为核心框架,把人类民俗的传播视为一种仪式活动,从

理论和实践上对畲族婚俗的文化表演、象征性符号互动、集体记忆三个维度对人类的仪式行为进行探究.结果表

明:仪式是一种模式化的象征性活动,人们凭借这个过程共享集体记忆、情感与信仰.进一步研究发现莪山畲族乡

的婚礼仪式中一系列象征性符号意义的交流与共享建构了一种“想象共同体”,同时认为正是仪式中的符号互动传

播促进了民俗的传承与个体的民族认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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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人类学中,“仪式”这个概念显著地影响

了人类学家对文化与自身的内在关系的理解.詹姆

斯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他强调传播不是位

移,而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

起的神圣典礼”[１]２８.他认为,仪式中个体的信仰共

享才是传播的实质.仪式的运作方式通过符号来传

达信息,侧重于人们参与仪式的符号互动体验.从

仪式观的视角出发,传播是人们以仪式参与者的身

份,通过符号的展演来创建一个有共同信仰和共同

秩序、能够对人类行为做出解释的文化场域.在这

个文化场域中,人们对符号进行接收、解码以及传

播,最终形成了具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体”,并且这个

场域映射出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简而言之,传播

的仪式观与文化视野下的人类学有着契合之处.
婚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富有魅力的一种社

会文化现象,仪式是其表现载体.它反映了不同民

族的社会生活方式、民族认同感、民族生活价值观

等,不仅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构成各民族日

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近几年有关婚俗传播

的学术研究,基于传播的仪式观视角分析婚俗的相

关研究较少,主要包括三个主题:一是对婚礼仪式过

程的人类学考察与解读,例如王兰[２]以人类学理论

对蒙古族婚俗中订婚、迎亲等一系列的仪式内容进

行探究;二是基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探究其

历史发展变迁,例如刘丽娟[３]以黔中仡佬族的婚俗

为考察对象探究其变迁缘由及特征;三是研究婚俗

中的服饰、舞蹈、音乐等的文化内涵,例如刘翔[４]基

于陕西关中民间婚俗分析了其婚俗服饰的发展状况

和其中包含的历史人文内涵,陈琛[５]对新疆柯尔克

孜族人婚俗舞蹈的动作、传说等进行考察,并对其传

承与保护进行了探讨,赵书峰[６]以瑶族婚俗音乐作

为考察对象,针对其中的文化隐喻阐发思考.从传

播的仪式观角度来看,婚俗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是一

个通过符号互动而不断传播的过程.在浙江省桐庐

县莪山畲族乡的调研中,笔者发现该地的婚俗文化

颇有特色,并且其传承现状较为乐观.新人在婚礼

仪式上通过一系列符号的表演与传播,对当地传统

婚俗文化的延续以及对当地畲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以传播的仪式观作为研究视

角,将婚礼仪式视为一场富有寓意的婚俗文化传播

仪式,以浙江省桐庐县畲族聚居地———莪山畲族乡

为例,通过考察畲族婚俗仪式的过程、具体特征及其

深刻内涵等,探究仪式传播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作

用,以及婚俗仪式传播与想象共同体建构、民族认同

塑造之间的关系,以此深化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民

俗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一、婚礼是一场文化传播的仪式活动

婚礼作为群体性的社会人文活动,它通过符号

的展演和特定的仪式规则进行婚俗文化的传播.婚

礼仪式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即象征性与表演性,其中

象征性经由表演性呈现出来.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

符号、具有指代性的动作及其意义构成了仪式整体,
它是一种模式化的象征性活动,人们凭借这个过程

共享民族记忆、情感与信仰.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

礼为例,首先,莪山畲族乡婚礼以对歌、特定的器具

服饰为媒介和符号进行了丰富的意义表征,婚礼中

的人物、器物、声乐等仪式化要素都贯穿着整个婚礼

的始终;其次,莪山畲族乡的婚礼规则赋予了仪式参

与者包括新人、伴郎以及亲戚长辈等不同角色自愿

地进入到这场婚礼中“表演”的权利,也即是仪式参

与者在共同的场域下开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体间

文化交流活动.人们经由恰当的行为方式进行角色

表演和意义共享,共同完成这一场婚俗文化传播的

“文化表演”仪式.
(一)仪式的传播手段(工具)
米尔顿辛格在«当一个伟大传统现代化之时»

一书中提出“文化表演”和“文化中介”的概念,他认

为“文化表演”包括人类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交流,
“文化表演”正是由“文化中介”组成的———交流的符

码不仅是语言,还有那些非语言媒介如器物等.[７]

传播通过对象征符的创造、认知与运用,构建了

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模式.人们在仪式中倾注了自

己的情感、观念、思想等,传播是仪式参与者为了展

示符号元素而进行的“表演”行为,而符号的表达不

仅仅只有一种形式.仪式的流程完备依附于参与仪

式表演的道具、歌声乐曲、肢体动作等传播工具,这
些传播工具对于仪式中文化表演的开展和符号意义

的共享不可或缺.在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中,传播者

把语言性质的对歌以及非语言性质的特定器物与行

为动作转化为声音符号、道具符号和动作符号,并注

入了婚俗文化元素并使其服务于婚礼仪式.所有的

仪式参与者在这个文化场域中各自扮演着文化角

色,展现了仪式的文化趣味性与戏剧性.
在结婚之前,莪山畲族乡的青年便以“缘歌”来

寻得意中人,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山歌表情达意,并用

对歌的方式考验对方的才情.在新郎娶亲之前,新
娘须以哭腔唱歌,诉说自己对父母、兄弟姐妹的依依

惜别之情,俗称“哭嫁”.新娘哭唱得饱含真情实感

还能博个好彩头,当地畲民认为新娘哭得越悲情则

意味着未来生活越幸福美满,即以悲衬喜.在婚礼

宴席上,还有个颇为有趣的环节,俗称为“调新郎”,
即新郎须把酒菜逐个唱出来,餐具、酒和菜肴才会随

之上桌;待客人尽兴而归,新郎也需将酒菜名、餐具

名一样一样地唱出来,厨师相应地收拾新郎所唱之

物.在闹洞房环节,青年们也会用山歌表达对新人

的祝福之意,唱着闹房歌和祝贺歌,祝福新郎新娘和

和美美.可以把对歌视为富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象

征性符号,歌曲所表征给仪式参与者的是蕴含在其

背后的莪山畲民单纯朴实又重感情的民族品质.莪

山畲民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也祝福着一对对新人

走向幸福.这种质朴的情感叙事方式受到莪山畲民

的认可和喜爱,对歌激发了莪山畲民共同的地域文

化心理.
除了对歌这一声音符号,莪山畲族乡的新娘出

嫁时还运用特定的道具符号进行“文化表演”.结婚

当天新娘要梳扎“凤凰”头,身着“凤凰”装以示吉祥

如意.凤凰头是在梳着凤凰髻的基础上戴上凤冠形

成的,将头发以螺旋状盘绕于脑后就梳好了“凤凰

髻”,然后佩戴上由珠串、银盖、银钗、银花、银片组成

的尖角凤冠.凤凰装形似凤凰绚丽的羽翼,其色彩

鲜艳斑斓而不错杂,上面绣着凤凰和牡丹的花案.
接着给新娘戴上项圈、手镯等银质饰品以及铜制圆

镜,再为其盖上两侧穿着桂圆的红盖头,新娘便梳妆

打扮完成.笔者把器具看成是一种“文化中介”,莪
山畲族乡的婚俗文化传播仪式正是借助凤凰头饰、
凤凰装、圆镜、五果、龙凤喜烛、桂圆、五谷种子、红
蛋、红布袋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道具为媒介进行

传统文化的仪式化表达,莪山畲民通过这些符合本

民族审美心理的器具来表征婚礼仪式中的一系列意

义,也经由这些器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民族文化.
尤其是雕刻着各类纹饰的银质饰品,它们是中华传

统雕刻技艺与畲族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彰显着畲民

淳朴、神秘的民族色彩.这些器具的存在构成了莪

山畲民在婚礼仪式中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
莪山畲民还充分运用动作符号为婚礼仪式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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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色彩.新娘被接到夫家之前需要带上自家的

三口米饭,即新娘先将木筷递给背后的兄长,兄长再

把木筷穿过新娘胳肢窝摆到餐桌,之后新娘便从准

备好的米饭里咬三口饭并吐到手绢上,由兄长把手

绢叠好让新娘将其带到男方家里,这寓意新人婚后

将获得农畜丰收.在婚礼中,新人须各自拽住彩绳

的一头,相对而立,在宾客的注视下拜堂成亲,接着

一同前往炉灶,新娘托举竹筒让新郎向炉膛内吹气,
使灶内燃起熊熊火焰,这一举动寄予了夫妻对今后

生活红火美满的美好愿景.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

的突出表现形式,与人们的生活内容有着深刻而本

质的联系.莪山畲族乡婚礼仪式中的动作符号富有

生活气息,它们与畲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兼具人

文性与社会性,真实反映出莪山畲民生产劳动的激

情以及祈愿通过劳动收获美好生活的精神世界,独
具农家本色.

莪山畲民的婚礼流程所涉及的符号元素可以分

为三类,分别是:作为声音符号的对歌歌曲、道具符

号中的器具和服饰、动作符号中的肢体行为.莪山

畲族乡婚礼仪式的象征性表达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

的符号展演而组成了多方位的婚俗文化意义的符号

阐释系统.一场仪式中,虽然每个象征性符号所展

现的具体意义不同,但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各式各

样的符号对莪山畲族乡婚俗文化的意义阐释主要呈

现在“和、美、福、旺”的象征性表达上.传播塑造了

文化符号的形态与内涵,文化又影响着传播的过程.
传播过程中所渗透的视听符号系统均为文化产物,
而传播的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表达与象征,因此传播

与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简而言之,婚礼仪式是婚俗

符号意义与婚俗文化的动态传播系统,仪式中所展

现的象征性符号向仪式参与者诠释着民族文化与地

域文化.
(二)仪式的规则

表演者和观众的角色由一场仪式中的规则所设

定.仪式的开展是井然有序的,参与仪式的个体都

能在仪式场域中感受到仪式本身携带的框架,仪式

中涉及到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等均包含在这个框

架的范畴内,对仪式参与者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另

外,个体通过身体实践等方式回应着仪式的规范.
传播的仪式观强调人们对仪式行为的参与过程,以
此来表明、确认和维持正在进行而且已经存在的社

会过程的基本秩序.凯瑞曾阐述仪式的目的在于

“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

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１]７.可以看出,仪式的

规则能够为符号和意义的表达建立一个富有条理的

氛围,并恰如其分地规范参与者的角色及其行为,协
调仪式中一系列符号表征的进展节奏.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流程极为注重礼仪和繁文缛

节.从定亲和迎亲方面的流程来看,畲民恋爱充满

浪漫色彩,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两人私定终身后便告

知父母,托媒说亲.待到正式定亲,女方的舅母、姨
母、姑母家便会留她“做表姐”,即请女方在家中做

客,女方以对歌形式向亲人依依惜别.迎亲当天,娶
亲队伍在半路上会被女方的姐妹以杉刺挡住去路,
以讨要媒人的红包.进入女方家厅堂后,娶亲队伍

需将丰盛的聘礼罗列在桌上,向众人展示.接着,女
方会邀请他们清洗脚部并换上崭新的布鞋,称作“脱
鞋礼”.午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环节是伴郎举行“借
锅”仪式,这在莪山畲族乡被称为“赤郎借锅”,意为

伴郎以唱山歌的方式向女方借用炊具款待宾客.赤

郎唱到哪个炊具,姑嫂们就得把先前收好的炊具摆

出,只要有一个炊具漏唱了,赤郎就得重新唱借.等

到炊具借齐后,赤郎要屠宰一只家禽,并且不能让血

落地,如若溅下几滴则相应地要被罚酒几碗,姑嫂们

经常趁机捣蛋,以活跃娱乐氛围.
在傍晚过后的婚宴上,待到酒过三巡,新娘须在

嫂子唱的“敬酒歌”中向客人纷纷敬酒,同时宾客要

将红包置于杯内赠予新娘.婚宴落幕后,男方和女

方各派出自己选好的“歌手”打擂台,双方彻夜对歌,
将婚宴当日的气氛推向最高潮.成亲后的第三日,
新人要一同前去探访新娘的父母,俗称“请回门”.
当日,新郎与丈人小酌,同时新郎须唱酒令,岳母则

要表示对女婿的关心,将精心准备好的“饭心饭”即
含馅料的米饭赠予女婿.女婿也将红包回馈岳父

母,以示敬意.基于人情往来,新郎也会请新娘的弟

兄们来家中做客,称作“接回门”.宴席中,亲家舅要

挑战将藏在糯米饭里的小物件在不能洒米的情况下

夹出来,否则将会被罚唱歌.“回门”之后,整场婚礼

就圆满结束了.
婚礼的流程仪式充分诠释了仪式的规则性,所

有的流程都是约定俗成的,新人与亲朋好友共同遵

循这个仪式的规则,以便顺利地走完婚礼流程,所有

人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按照规则来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仪式需要建构一个行为关系规范才得以顺利

进行.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中,处处彰显着模式化

的言行规范,并且每一条婚礼步骤都承载了不同的

文化寓意.这些富有文化趣味性的婚礼规则作为婚

礼仪式中的核心内容,构建了以模式化的肢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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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婚俗文化的意义交流系统,一是包含婚礼符号

意义的婚俗文化传播,二是承载莪山畲民族文化要

素的传播,仪式的规则成为一场仪式中独特的叙述

方式.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中,模式化的动作如“做
表姐”、“哭嫁”、“借锅”、“回门”等作为规则的符号化

呈现方式,协调与规范了莪山畲民在这场仪式中的

行为方式,也唤醒了他们在婚礼仪式中的集体意

识———对缔结婚姻之事的重视与祝福.在符号意义

化的婚俗“文化表演”中,人们通过观看和参与一套

模式化的婚礼仪式,间接或直接地对仪式中所传达

的象征性符号进行解读,并将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

仪式规则的协调,构成有秩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

体是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体,它包含着仪式

参与者的“文化表演”、仪式的规则与集体的架构.
除此之外,仪式所遵照的程序是文化的一部分,仪式

的有序开展需要借助文化的维系与协调作用的发

挥.

二、婚礼仪式中的象征性互动与集体记忆

凯瑞将人类的社会行动比作由一连串符号构成

的文本[１]４２,对这个文本的认知离不开对符号意义

表征的解读.美国心理学家布鲁默基于米德的象征

性互动理论而阐释了“意义、社会互动、解释”这三个

关键词,他提出象征性互动是以象征符为媒介的社

会互动关系,其本质是“互动”,即人们借助符号进行

表达与交流.[８]仪式是一个充满了多种象征符号的

意义体系,莪山畲族乡的婚俗文化通过仪式这种具

有感染力的手段进行意义表述、传递和共享,庞大的

象征性符号系统如动作、声乐、器物等在特定情境下

以隐喻的方式被婚礼参与者所接收、理解和阐释,这
其中包含对符号的解码过程.仪式“场域”里,人们

通过婚俗文化符号的象征性互动,继而带来集体记

忆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仪式的象征性社会互动中,传者通过象征符

来释放符码,受者根据接收到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

进行意义解读,继而反馈、共享他们所得的意义表

征.婚礼作为一种媒介仪式,因其具有联结、参与、
分享的特点而使得仪式的参与者能够产生共同的文

化心理,并在这场婚礼仪式中潜移默化地接收和传

播某些象征性符号的意义.基于此,莪山畲族乡的

居民个体在婚礼仪式中的互动传播具有三个鲜明的

特征.
首先,具有历史性的族群成员作为符号展演的

主体,既是符号的缔造者又是符号的传播者.文化

具有历史性,并非所有仪式参与者都能够准确解读

畲族婚礼中的符号体系,而具有着一定阅历的畲民

能够在观看符号展演的过程中将其表征意义与本民

族历史因素相结合,从而做出更深层次的符码解读.
婚礼仪式中的各类象征符号所包含的文化表意,一
方面是民俗的传播,另一方面是莪山畲族乡本土历

史文化元素的传承.在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中,新娘

作为婚礼仪式中最突出的文化表演者,以一系列装

束创造出契合畲族历史文化传播的情境.新娘出嫁

时梳着“凤凰头”并在红盖头两侧挂上桂圆串,新娘

通过这个带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装扮向在场的其他人

传达了特殊的符号寓意,接着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解

读凤凰头、桂圆串这些婚俗符号分别具有的“吉祥和

谐”和“早生贵子”的表意,而更深层次地,具有历史

性的畲族群体的成员能够进一步解读出“凤凰头”所
蕴含的民族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重要意义.“凤
凰头”与“凤凰装”均承载着畲族灿烂的历史文化,新
娘在婚礼仪式这场文化表演中经由一系列符号的组

合,将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向观演者传播,进而推动

文化传承.畲族新娘在成婚时须以“凤凰装束”的习

俗示人,这不单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民俗瑰宝,更
是畲族文明的细致呈现.

当然,参与仪式的畲民都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

的个体,任何符号意义的表征都是不同人在主动或

被动的情况下进行解码的产物,因此符号的释义并

非始终一致,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人

在文化背景上的个体差异,仪式参与者对同一符号

的解码不尽相同.比方说,“凤凰头冠”是中国古代

新娘出嫁必戴的头饰,寓意是能享受贵妃、娘娘般的

福气.由于如今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了古时候的贵

妃、娘娘,莪山畲族乡的新娘沿袭下来的这一传统头

饰的寓意有了很大的改变,俨然变成了吉祥与夫妻

和谐的象征,但也有部分畲民认为“凤凰头”这一符

号寓意着新娘走向荣华富贵.
其次,莪山畲民在婚礼仪式中运用一系列的器

物符号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意义,同时又通过符号来

理解别人的行为意义.人们往往运用特定的器物和

行为来表示吉祥以及辟邪,其中,器物的外观形状及

其包含的特质经由人们的类比联想使其具备概念上

的辟邪驱魔的护身功用.在器物方面,例如迎亲时

夫家须派人一路护卫着新娘前往新郎家,新娘有时

会于胸前挂上圆镜以驱鬼邪.在畲民的传统观念看

来,镜子有类似于“照妖”的效果,它能够使妖怪现原

形,当鬼怪被镜子照到自身的影像时便会死去.类

４６３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似地,在新人床上布置的几盏灯火也具有辟邪的表

征,因为畲民认为鬼怪惧怕火光,火可以消灭妖魔邪

气,消除新人内心的忧虑,寓意着新人能够拥有吉祥

平安的生活环境.
在行为方面,比如当嫁妆送到女方家后,赤郎须

杀一只男方家带来的雄鸡用以抵挡煞气,公鸡因勇

猛强悍的特征被畲民赋予驱邪的象征意义.此外,
畲民之所以通过“哭嫁”来成亲,是因为民间传说办

喜事会引发鬼怪的嫉妒,新娘作为婚礼中最美丽的

人物,极有可能遭受邪气侵害.新娘为了平安出嫁,
她便需要做出与喜庆氛围不契合的举动,以悲泣迷

惑鬼魅来躲过一劫.莪山畲族乡新婚之夜还有着整

夜对歌到天亮的习俗,对歌是畲民之间传递信息的

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歌中忌讳唱不吉利的歌曲,
而彻夜对歌这一行为符号象征着辟邪.在莪山畲民

的潜意识里,魔鬼喜欢于黑夜出没但又惧怕热闹嘈

杂的场景,而新人与宾客的彻夜对歌正是在一片欢

声笑语中度过漫漫长夜,故能够驱赶邪魔,为新人带

来吉祥.
虽然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鬼邪,但通过富有驱

邪意味的对歌方式,“仪式中那些被认为具有无比威

力的辟邪物以及极富象征性的行为举动都给人们留

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人们误认为这些仪式活

动真的会产生神奇的驱邪作用.”[９]仪式中的象征符

一方面包含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刺激着

参与者的情绪,象征符所表达出的观念与情绪的综

合使仪式强化了它所要表达的内涵.人们渴求驱魔

除邪的共同心理愿望借助器物符号和行为符号进行

表达,同时符号与意义的交织使人们形成对同一符

号的相似或相同的解码,进而婚礼仪式的所有参与

者便能够以放松的心态融入到这场仪式中.
最后,符号表征的完整阐释依托于特定的情境,

同时这个情境也塑造了仪式参与者的集体记忆.莫

里斯哈布瓦赫[１０]认为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
式性的英雄壮举形式出现,并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

歌中出现.而保罗康纳顿[１１]认为,一个社会通过

举行仪式保存和重现记忆.有关过去的意向和记忆

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

维持的.事实上,集体记忆跳脱不开情境,情境指人

们身处的环境和场景,包括时间、地点、人的行为和

角色等.集体记忆需要依托于各种符号的影响才得

以产生,正是这些情境构成仪式参与者的记忆框架

与塑造着他们的民族情感,而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

又维系着他们的共同信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仪式与其他传播媒介如图像、文字等相比具有塑造

集体记忆上的特殊性.畲族婚礼仪式不仅传播信

息,还借助一系列符号塑造了丰富而具体的情境.
情境将历史与现实相勾连,使集体记忆被唤起和不

断再现,并且推动着畲民在参与仪式中逐渐产生或

者强化对本民族传统的正面情感如自信感、自豪感,
具备积极的情绪是畲民认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基

础;仪式中一个个符号被赋予了情境中的特定含义,
相反,任何符号唯有在一定的情境当中才能切实地

表达出其表征意义.庞大的符号系统需要仪式参与

者的共同关注与解码,在畲族婚礼仪式的符号解码

过程中,畲民通过与在场其他人的互动交流达成信

息共享、情感共鸣,使自己与群体相互联结,在这个

过程中,个体增强了与他人之间的契合度并感受到

一种群体性的、民族性的心理归属;仪式作为一种象

征意义的结合体,具有强化价值准则的功能.[１２]畲
族婚礼仪式是符号的集合体,其中蕴含着畲民共同

认可的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仪式通过一系列符号

的文化表演引发畲民对本民族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

的集体认同.
莪山畲族乡婚礼仪式成为畲民创造集体记忆与

民族情感进而发生信仰共享的媒介情境,仪式的参

与者通过接收、解码和传递一系列的婚俗文化符号

来深化自己对本民族、本地域传统民俗的理解与归

属感,这也可以视为一种信息反馈.当这些婚俗文

化符号的表征渗透到每个仪式参与者的内心时,便
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和自觉遵守的社会

观念,最终人们达成了信仰的共通与共享,这又使他

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

中,一对新人作为首要的象征性符号的输出方,向人

们展示了婚礼中涉及到的一系列器物、服饰、用具、
声乐、流程规则等,而受者由于与新人的民族背景、
自身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程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不

明显,因此对于婚礼仪式中呈现出来的象征性符号

组合往往欣然接受,并且将其内涵传播给他人.
从莪山畲民在参与婚礼仪式中对本民族婚俗文

化的接受心态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处于一种娱乐化

的情境中———例如新人及其亲朋好友在婚礼中要接

受一关又一关的“考验”,不能顺利通过“考验”者就

要罚唱歌.仪式的参与者在仪式的场域中旁观或者

是直接参与这种“文化表演”,这种具有趣味性的仪

式环节构建了一种轻松融洽的、偏向感性的传受互

动模式,塑造了愉悦嘻耍的民俗交流情境,让婚礼仪

式在模式化的规则与传统民俗的天平中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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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礼仪式中的想象共同体与民族认同塑造

(一)仪式的共享:文化根源的认同和维系

美国学者安德森指出,通过仪式性的媒介接收

活动,如同时观看某一媒介事件,人们可以获得共同

的文化感受,以及对拥有相同体验的其他社会成员

的感知,这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１３]可以说,仪式

不但呈现和阐述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还包含着个体

的情感与价值观表达.人类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想

象的世界凭借仪式中一系列象征符而彼此交融,想
象的共同体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情感的社会文化存

在,它由仪式的参与者共同确认,并且它激发了人们

的民族认同感.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莪山畲族乡的婚俗文

化传播仪式恰恰建构了或者是存在于一种“想象共

同体”中,具体表现为群体基于共同生活习惯、历史、
思想等方面而约定俗成的社会关系,并且维系着想

象的共同体的纽带是他们之间共同的文化根源.莪

山畲民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婚礼仪式便是交流

分享本民族文化的平台之一,但婚礼仪式仅仅是在

表层上将群体联结起来,真正激发他们对民族价值

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的是婚礼仪式中一系列象征性

符号意义的交流与共享.
仪式本身就是传播信仰与意义的媒介[１４].笔

者认为,婚礼仪式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性展现,
它作为婚俗文化传播的形式载体,促使人们在象征

性互动的神圣场域中感受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价
值观、情感等,获得精神体验与慰藉.其中关于莪山

畲族乡婚俗文化的视觉性符号或听觉性符号,譬如

带着鲜明民族色彩的“凤凰头”装扮、混合着质朴乡

音和浓郁情趣的对歌等等,都迅速地唤起婚礼仪式

参与者的情感归属与共同信仰.仪式是具体的,而
信仰则是抽象的,仪式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作为

一种载体在潜移默化中向世人传播了无形的文化信

仰,即文化信仰是隐含于仪式中的思想价值观念.
婚礼仪式通过喜闻乐见的象征性符号传播成为仪式

参与者信仰的表达与分享的场域,莪山畲民所生活

的现实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在仪式符号、仪式表演、仪
式规则、仪式氛围下互相融合,同时人们主动或被动

地解码和传递符号的表征意义而凝聚在一起,建构

和维系了共同体的文化信仰.正如凯瑞所说:“在参

加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什么新的

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

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１]２８因此,莪山畲

族乡的婚礼仪式可看作是参与者进行民族认同的确

认的文化场域,也是思想价值观即共同信仰分享的

一个生动过程.一系列的婚俗符号作为传统文化中

的一部分,构成莪山畲民彼此间相同的文化根源,并
通过仪式的共享和传播使民族认同得以确认和维

系.
(二)共同信仰的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塑造

对于婚俗文化,其仪式传播的过程是“传统文化

符号被创造、理解和应用、改编于现实生活的过程,
以塑造、完善受众的文化观、价值观和生活观为目

的”[１５].在婚俗文化的传播中,各种有意义的象征

符被解码与运用,人们基于此拥有和巩固了共同的

信仰观念.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仪式中,畲民将族源神话融

入到服饰媒介,新娘身穿的“凤凰装”从侧面展现了

畲族的起源及其神圣的图腾信仰.图腾不仅是一个

民族精神与文明的表达,更是一个民族永久的集体

记忆.畲族信奉盘瓠,认为盘瓠是畲族的始祖.盘

瓠是春秋时代一位在战火中破敌立功的英雄人物,
相传他受赐与公主成婚,公主身穿凤凰装嫁给盘瓠,
盘瓠与公主所生的后代把劳动工具“黎”、“篓”(雷)、
“篮”(蓝)、“盘”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便是畲族姓氏的

起源.共同祖先认同与世系记忆通常被视为民族概

念的核心内涵,它对民族认同的形成和社会的承继

具有重要意义.[１６]图腾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象

征符号,它能够帮助人们对自身的族群归属产生清

晰的认知,即唤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凤凰

装以生动形象的视觉表现形式追忆畲族的祖先盘

瓠,并含蓄地包含着姓氏起源传说,从而唤起了莪山

畲民的历史记忆,同时畲民把自身的情感、祈望和价

值观寄托于图腾中,传达了畲民的共同信仰,进而畲

民彼此间产生内心共鸣,认同和维护了民族内部的

血缘关系.图腾崇拜不仅包含着畲民对祖先和民族

姓氏的追溯,还蕴含着对祖先的英雄崇拜情结,这在

畲族的社会延续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集体记忆产生于一个族群的生产生活并附着于

客观世界而再现,为族群所共享.莪山畲民的集体

记忆不单由服饰中蕴含的祖先神话故事以及姓氏起

源传说所组成,还有着关于生产生活的部分.对歌

贯穿着新人缔结姻缘过程始末,对歌的内容按照题

材可划分为叙事歌(包括神话传说等)、杂歌(包含爱

情、劳动生活、伦理道德等内容)和仪式歌(包含婚仪

歌、纪祖歌等),其中杂歌在婚礼前后使用得最为频

繁.莪山畲族乡的新人在相遇相知、迎亲娶亲、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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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过程中都需要杂歌的助兴,杂歌中的劳动歌与缘

歌(即情歌)均是畲族姑娘在山间劳动时偶遇心仪的

小伙子而编唱的传统歌曲,一般由姑娘主唱,小伙子

根据姑娘唱的词义对唱,表达劳作丰收与谈情说爱

的意味.传统民歌作为畲族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积淀

下来的口头文学,它不仅是一种集结了畲民智慧的

文化表达形式,还是畲民生产生活的缩影,其中蕴含

着畲民历史以来上山劳作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畲民

对劳动的赞美、热爱之情.它以声音符号的形式在

新人缔结婚姻的始末不断地再现与传播,集体记忆

在传统民歌的传唱中被进一步强化.
从族群的集体记忆及其符号的传播,再到其被

内化认同,带有莪山畲族乡当地文化内涵的象征性

符号存在于婚礼仪式当中,它们共同烘托了民族共

同情感,民俗的传播意义随之升华.婚礼仪式不单

单是婚俗文化的呈现形式,它还使莪山畲民聚集在

一起,构建了一个集体记忆共享的公共空间.人们

不仅共享符号的意义,还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来加深

自己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理解.
仪式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显示现实,还能缔造

现实.婚俗文化的传播是莪山畲民建立、联结和改

造现实的过程,人们通过象征符对客观存在的社会

现实进行创造、认识和解释来建构了社会关系,主要

体现在人们在一个时空场域里对共同信仰的维系.
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人的主观性在社会关系的建

构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共同信仰又作为一种文化的

力量,在塑造人类的现实行为中产生影响.不同的

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而对仪式活动中的符

号产生不同的意义解读,同时又在与其他仪式参与

者共享自己对象征符的认知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

完全被自我与他人所接纳的观念与信仰.“当仪式

表演节目张扬出的各种观念与人们已有的信仰相吻

合时,就成功地促使人们做出与信仰制造者目的相

一致的解读.”[１７]在这个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中,人
们会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引发思考,从而

渐渐地产生一种认同感.
人们不仅创造现实,还维系着他们所创造的一

切.整个婚礼仪式中,无不透露着莪山畲民对生产

生活的热爱,畲民用仪式的方式传播和维持着他们

所创造的符号意义.婚礼中的声音符号、动作符号

和器具符号对于畲族文化的传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从作为口语媒介的“缘歌”来看,它是一个融合

了畲族文化的叙事文本.畲族青年在遇到意中人时

需要以唱歌形式吸引对方,大部分缘歌是以山间劳

作中的某一事物为依托来表达男女间的真情实感,
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文化生活形式在畲民生产

劳动的山间流传,传承了畲民辛勤劳动的文化传统

和以歌定情的民族习俗.
从作为身体媒介的动作符号来看,婚礼仪式中

拦路、留风水、脱草鞋、拜灶神、借镬、杀鸡、拜堂、安
床、回门等环节均发源于畲族传统文化.例如,赤郎

到了新娘家要向灶神行“拱手礼”,即双手抱拳将身

子略向前弯以示尊敬,还要以歌高唱来借炊具,待炊

具借齐全后须亲自宰杀家禽以招待宾客等,均彰显

了畲民对神明的敬仰以及盛情的待客之道,人们通

过这些动作符号表达了共同的心愿,即希望在灶神

的庇佑下让家人健康与平安.再例如,男方家须在

结婚前请“亲家伯”(即男方派出的歌手)到女方家说

亲,女家姑娘们须对亲家伯故意刁难,倘若亲家伯未

能巧妙应对,则会被姑娘们以灶灰抹脸并赶出女方

家并要求男方家另换人前来说亲.刁难亲家伯这一

动作符号包含了畲民丰富的生活内容:首先,亲家伯

须唱功了得,到了女方家要与众多前来刁难的姑娘

们对歌,这传承了畲民历史传统中以唱山歌交流思

想情感的风俗;其次,姑娘们以灶灰抹亲家伯的脸,
实际上意在警告男方在结婚后不许欺负女方,蕴含

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且灶灰象征着炊事,体现了畲

民对炊事劳动的热爱传统.莪山畲族乡的婚礼还多

方面凸显了畲族传统美德中的孝道,如新娘出嫁前

要逐一拜访亲戚长辈并以对歌形式依依惜别、当新

郎吃完岳母递上的“饭中饭”须把红包放进碗里以表

达对岳母的感恩之情,等等.此外,该婚礼仪式中也

充满着畲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情绪,如夫家要找一

位儿孙满堂的“大姐”来“安床”,安床的同时要说吉

祥话.畲民在婚礼中遵循一系列的仪式规范,旨在

通过身体实践,以有形的方式呈现支撑畲族群体的

形而上学.畲民在婚礼仪式中以其自身的身体动作

传承畲族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传统风俗,并且个体在

这个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巩固了有关畲族传统文化的

记忆.
从器具符号来看,比如新娘的凤冠通常就地取

材,以山竹为原料制作,并配以带有象形类字符纹的

银质饰品.畲民结合历史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以
纹理图案为载体表现出自然风光景象,这些纹饰一

方面蕴含着畲民在山间劳作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

包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长期的历史

变迁中,畲族新娘的凤凰装束坚守并世代传承了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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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起源的传说、山间劳作的生活习俗、图腾信仰等民

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对畲族历史的叙事以及畲民对

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表达.
仪式寄托了人们的个人愿望、生活态度以及社

会情绪,仪式参与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原有信仰观念

对仪式中的一系列符号进行解码,当这些符号所携

带和传递出来的集体记忆、习俗、价值体系等与自己

产生心理趋同时,那么这些反映出民族精神与风俗

习惯的符号便成为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介质.婚礼

中一系列的媒介工具激发了畲民对本民族历史文化

的情感依附,人们通过婚礼仪式的符号感受历史文

化的传承并获得心理上的强烈认同.仪式所强化的

不仅是参与者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个体与

民族缔结了更为深层次的羁绊.婚礼仪式中展现的

婚俗文化在本质上是民俗凭借一系列符号表征“使
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种种想象落实到实处,以重建

想象的共同体”[１８],继而,民族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共

同体中被不断地接受、认同和延续,强化了个体的民

族认同感.

四、结　语

仪式是象征符的集结体,又是一系列正式的、具
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

动.[１９]它作为符号与意义交织的模式化社会行为,
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又兼具文化表征的功能.同

时,仪式所突出的是参与者彼此间进行符号意义的

交流、共享文化信仰的过程,其中涉及的符号元素又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密切关联,能够反映出人们

的社会实践.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仪式是以共同信仰为根基的

具有民俗传播意义的活动,它以动作符号、声音符号

和道具符号抽象化地表达了畲民的生活观念与传统

习俗,但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琐细.在仪

式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共享和交换都为共同体成

员对文化探寻根源、提升自我民族意识提供了可

能.[２０]事实上,仪式包含着个体对符号表意的认知,
而符号附着和联结着深厚的社会关系,在畲民这个

共同的身份下,符号意义的共享使世代传承的思想

文化观念、信仰以及情感得以建构和维系,并联结为

一个具有意义的想象共同体,从而塑造和强化了民

族认同,这也是参加婚礼仪式对于莪山畲民的根本

意义所在.另外,在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

景下,我国需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民俗的保护力度,谨
防我国传统文化“失根”.为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相关部门要善于利用各类民间仪式,促进各地更好

地传承民俗,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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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Keywords: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marriagecustom;collectivememory;imaginedcommunity;

national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陈丽琼)

９６３第４期 吴依霏等:仪式观视角下传统民俗的传播与民族认同塑造———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俗为研究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