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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 自然分类法，考察了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结果表明，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包含 5个类别： 

(1)婚前核心家庭 的成员；(2)婚后核心家庭的成员；(3)表亲与叔伯亲长辈及同辈；(4)孙辈及旁系或姻亲子侄； 

(5)同辈的姻亲兄弟姐妹。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有两个维度：(1)婚前 的亲属亲密程度；(2)婚后的亲属亲密程 

度。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既与傣族亲属词的特性有关，也与傣族的婚姻家庭形态、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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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刖 置 

亲属是跟自己有血统或婚姻关系的人。亲属关 

系是个体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任何 

语言中，都有表示亲属称谓的词，称为亲属词。亲属 

词是个体最先获得的词类之一。亲属词的理解与使 

用涉及个体对亲属关系的各个要素的认知。 

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较早地研究 了亲属词。 

Lounsbury调查了美洲印第安部落森加纳语言的亲 

属词，并作了结构分析。他将 15个亲属词列人了一 

张有4个语义成分的表格中，4个语义成分是辈分、 

对象性别、父系／母系、性别一致／非u J。石安石描写 

英语23个亲属词只使用了4个语义成分：辈分、近 

亲 乍、姻亲／非、性别。汉语的亲属词比英语复杂。 

石安石从50多个亲属词中分离出8个语义成分：辈 

分，近，亲／非，姻亲／非，姻亲／非(1对0)、性别(n)、性 

别(1)、4~／幼(1对0)、 幼(1对2) J。贾彦德分 

析了63个汉语亲属词，他先将亲属关系分层，每一层 

中又分出配偶、生育、同胞和长幼4种关系，再加上对 

象性别作为标准 J。这些研究从语义学角度考察亲 

属词的组织，并未考虑亲属词的心理意义。 

张积家和陈俊从概念结构的角度探讨亲属词。 

他们选取了138个汉语亲属词，让大学生评定亲属 

词的亲密程度。138个亲属词按照亲密程度抽取了 

5个因素：(1)远亲。包括与个体有三层或三层以上 

关系的亲属，如父母的姑、舅、姨及其配偶；(2)姻 

亲。包括妻族和夫族，加上姐夫、妹夫、儿媳、女婿、 

孙媳妇、孙女婿等。(3)表亲和叔伯亲。包括父母 

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4)近亲。包括夫、妻、兄、 

弟、姐、妹、子、女，加上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 

孙子、孙女、外孙和外孙女。(5)养亲，包括养父母、 

继父母和养子女。亲属关系分层理论能够较好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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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被 

试头脑中的亲属词组织，但是，评定结果并不严格地 

同分类学的组织一致 J。张积家和陈俊选取了 62 

个汉语亲属词让大学生自由分类，并作多维标度分 

析。结果表明，汉语亲属词的概念结构与语义学分 

类有一致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汉语亲属词 

的语义空间有两个维度：(1)亲属的亲密程度；(2) 

姻亲／jE姻亲。62个亲属词被分为 5类 ：(1)近亲。 

包括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儿子、女儿、 

丈夫、妻子；(2)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包括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孙子、孙女、外孙和外孙女；(3)养 

亲。包括养父、养母、养子、养女、继父、继母；(4)表 

亲和叔伯亲。包括舅舅、舅母、伯父、伯母、叔父、婶 

婶、姨夫、姨妈、姑父、姑姑、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 

堂姐妹、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5)姻亲。包括 

岳父、岳母、妻兄、妻弟、妻姐、妻妹、大伯哥、小叔子、 

大姑姐、小姑子、姐夫、妹夫、嫂子、弟媳、女婿、媳妇、 

连襟、妯娌、内侄和内侄女 j。张积家与和秀梅又 

运用自由分类法对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进行研 

究，发现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有 6个类别：(1) 

父母 ；(2)与父母同辈的长辈；(3)兄弟姐妹；(4)同 

辈姻亲兄弟姐妹；(5)媳妇与女婿；(6)祖父母、子 

孙、旁系或姻亲子侄。纳西族亲属词的语义空间有 

两个维度：(1)同辈／异辈；(2)照顾者／被照顾者l6]。 

张积家和李斐考察了汉语儿童亲属词概念结构的发 

展。结果发现：(1)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亲属词概 

念结构的维度也在变化。低年级小学生出现了“性 

别”和“辈分”维度，高年级小学生出现了“辈分”和 

“成人／儿童”维度，初 中生出现了“亲属的亲密程 

度”和“辈分”维度，高中学生出现了“亲属的亲密程 

度”和“姻亲／非姻亲”维度。(2)亲属词的概念结构 

受儿童性别和生活经验影响。(3)个体概念结构的 

发展和人类概念结构的进化类似 。张积家和林 

娜以568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影响不同专业的 

汉族大学生亲属词典型性评定的因素。结果表明： 

(1)亲属词典型性的评定与亲属词的熟悉性、亲属 

的联系频率、亲属的亲密程度、亲属与自身的相似性 

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姻亲 乍姻亲、亲属关系层 

数有显著的负相关。(2)不同专业的学生亲属词典 

型性评定的预测因素不同。汉语亲属词的典型性评 

定既受亲属词的语义特征影响，也受个体的生活经 

验和学科背景影响 J。上述研究证明，亲属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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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受亲属词的特性影响，个体的知识经验、文化目 

标和语境都可能产生影响。这些研究完善了概念结 

构的理论，显示出社会认知与自然认知的相异性。 

我国是一个拥有 56个民族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亲属制度，因而语言中的亲属 

词也各不相同。研究不同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 

有助于揭示亲属制度和语言对亲属关系认知的影 

响，也有助于揭示不同民族的社会认知的独特性，从 

而有助于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 

傣族是云南省南部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人 口约有 

107万。在我国，傣族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自治州、 

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以及孟连、金平等县，在缅 

甸、老挝及泰国北部都有分布。傣族是一个以水稻 

种植为主的农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及生活方 

式。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有独特的文化 

风俗和人文环境。国内一些学者对傣族亲属词进行 

了研究。例如，周庆生从社交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 

角度研究了傣族亲属称谓变体，描述了傣族亲属称 

谓的引称、对称、排行称、释称、从佛称、从俗称、从妻 

称、从夫称、从孩称、父母称、亲称、泛称和等级称等 

13种用法 J。他还通过对傣语亲属称谓等级称的 

分析，指出傣族社会的等级制度对亲属称谓等级称 

的制约和影响 引̈。张江华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了壮 

傣称谓的共同特点：(1)壮傣民族都将相对年龄作 

为亲属分类的重要标志，尤其反映在自我这一代。 

兄弟姐妹之间先区分同胞与自我的相对年龄，其次 

才区分被称谓者的性别。(2)自我的下二代与旁系 

的下一代称谓相同，即“辈分斜行”，孙子与侄子共 

同一个称谓  ̈。但是，已有研究都是只是从语言学 

及民族学角度对傣族亲属词进行描述，并未研究傣 

族同胞头脑中亲属词的概念组织；只关注傣族的等 

级制度、家庭婚姻制度和文化对亲属称谓的影响，未 

分析亲属称谓词对亲属关系认知的影响。傣族有着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亲属称谓上有与其他民族 

不同的特点。这种不同的亲属称谓，是否导致傣族 

同胞对亲属关系认知的不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就为语言影响认知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二、方 法 

(一)被试 

景洪市的傣族高中学生83名。其中，男生24 

名，女生59名，平均年龄 17．6O岁。 



 

(二)材料 

为了便于和其他民族比较，仍然采用张积家和 

陈俊使用过的 62个亲属词。其中，属于近亲的有 

1O个：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儿子、女 

儿、丈夫、妻子；属于姻亲的有20个：岳父、岳母、妻 

兄、妻弟、妻姐、妻妹、大伯哥、小叔子、大姑姐、小姑 

子、姐夫、妹夫、嫂子、弟媳、女婿、媳妇、连襟、妯娌、 

内侄、内侄女；属于表亲和叔伯亲的有 l8个：舅舅、 

舅母、伯父、伯母、叔父、婶婶、姨夫、姨妈、姑父、姑 

姑、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堂姐妹、侄子、侄女、外 

甥、外甥女；属于二层关系直系亲属的有8个：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属于养亲 

的有6个：养父、养母、养子、养女、继父、继母。亲属 

关系的最低层数为1，最高层数为3。由于各地区的 

傣族亲属称谓不完全统一，而且研究表明，词的分类 

主要受母语影响 J，所以材料采用汉语的形式呈现。 

(三)程序 

要求被试对写有亲属词的卡片分类。分类时不 

可以相互讨论，要求在 15分钟之内完成。主试记下 

分类结果。然后，将分类结果输入记事本 ，通过程序 

将每个被试的结果转换成 62×62的相异矩阵。相 

异矩阵的构建遵循下述原则：如果两个词分在一类， 

就在两个词的交叉点上记作0，否则就记作1。通过 

计算机程序将 62个被试的结果叠加，再利用 SPSS 

(13．O)中的多维标度法(Multi—Dimemsional Scal— 

ing，MDS)进行分析，以确定傣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 

组织维度和聚类情况。在得到傣族亲属词的相异矩 

阵以后，用 Non—metric MDS统计分式，在 SAS 

PROC MDS程序中处理，得到傣族亲属词概念结构 

不同维度的解、压力值以及各个亲属词在不同维度 

中的坐标值。在多维标度法中，RSQ是多维标度资 

料的变异数能够被对应距离解释的比率；压力值 

(Stress值)代表结构图与输入资料之间的适配度。 

压力值与适配度之间的关系为：大于0．2，不好；O．1— 

0．2，还好；0．05—0．10，好；0．025—0．05，非常好；0．oo 
一 0．025，完全适配 引。分层聚类分析法是目前应用 

较多的聚类方法。在求出初始的距离矩阵以后，定义 

类与类之间的距离。每次合并得出一个新类，按照类 

间的距离求出新类与其他各类之间的距离，形成一个 

新的距离矩阵，进一步合并相似类型。类与类之间的 

距离定义有多种，选择最大距离法(Furthest Neigh— 

bor)作为类间距离对亲属词进行合并 H J。 

三、结果与分析 

(一)傣族被试对亲属词的分类情况 

傣族被试将亲属词分为2类、3类的最多，平均 

分类数为4．63。分析表明，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 

应该采用二维度解，Stress=0．17，RSQ=0．86，表明 

语义空间结构图与原始数据拟合得还好。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表明，傣族亲属词语义空间两个维度 

的解相关很低而且不显著，r=一0．012，P>0．05，说 

明彼此相互独立。亲属词的语义空间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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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1：婚前的亲属亲密程度 

图 1 傣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语义空间 

由图1可见，傣族被试亲属词的语义空间包括 

两个维度：(1)婚前的亲属亲密程度；横轴由右至 

左 ，右边的亲属在婚前亲密程度高，越往左，亲属的 

亲密程度越低；(2)婚后的亲属亲密程度。纵轴从 

上到下，上边的亲属在婚后亲密程度高，越往下，亲 

属的亲密程度越低。 

聚类分析的结果如图2所示。62个亲属词被 

分成两大类，五个子类。五个子类分别为：(1)婚前 

的核心家庭成员，包括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 

妹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0个词；(2)婚后的核 

心家庭成员，包括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岳母、岳 

父、媳妇、女婿、继父、继母、养父、养母、养子、养女 

l4个词；(3)表亲与叔伯亲长辈及同辈，包括伯父、 

伯母、叔父、婶婶、姑父、姑姑、舅舅、舅母、姨夫、姨 

妈、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 14个词；(4)孙 

辈以及旁系或姻亲子侄，包括孙子、孙女、外孙、外孙 

女、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内侄、内侄女 lO个词； 

(3)同辈的姻亲兄弟姐妹，包括妻兄、妻弟、妻姐、妻 

妹、姐夫、妹夫、嫂子、弟媳、连襟、妯娌、大伯哥、小叔 

子、大姑姐、小姑子 l4个词。由图2可知，在傣族亲 

属词的低级聚类中有性别对称的特点，如爷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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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爸爸对奶奶／外婆／妈妈，姐姐／妹妹对／哥哥／弟 

弟，等等。 

比较 

图2 傣族亲属词分类树型图 

(二)与汉族、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和分类 

我们将傣族高中生和汉族大学生、纳西族大学 

生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和分类作了比较，结果见表 1。 

从表 l可见，傣族高中生和汉族大学生、纳西族 

大学生亲属词语义空间的维度不同：(1)在傣族亲 

属词的语义空间中没有出现“姻亲 乍姻亲”维度， 

也没有出现“同辈／异辈”维度和“照顾者／被照顾 

者”维度。(2)傣族亲属词语义空间的两个维度都 

属于亲属的亲密程度维度，只不过一个是婚前的，一 

个是婚后的。傣族高中生亲属词的分类也与汉族大 

学生和纳西族大学生不同：(1)近亲、养亲、表亲和 

叔伯亲、二层关系直系亲属、照顾者、被照顾者在傣 

族亲属词的语义空间中都未聚成独立的类，而是根 

据婚前／婚后分散在不同的类当中；除了同辈姻亲以 

外，不同辈分的人也没有聚成不同的类。(2)姻亲 

在傣族亲属词语义空间中也未聚成独立的类，只是 

在婚后的核心家庭与非核心家庭中有了一定程度的 

区分。 

四、讨 论 

傣族高中生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和分类既与汉族 

大学生不同，也与纳西族大学生不一致。这既与傣 

族亲属词的特性有关，也与傣族的家庭婚姻制度、生 

产和生活方式有关。正因为傣族有独特的亲属称谓 

制度、家庭婚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才决定了傣族 

高中生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和分类既与汉族大学生不 

同，也与纳西族大学生不同，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傣族亲属称谓制度的性质 

人类学家对亲属制度有不同的分类。摩尔根认 

为，人类的亲属制度有两类 ：一类为类别式，只将亲 

属区分为若干类别，不加以说明。不计亲疏远近，凡 

是属于同一类别的人即以同一亲属称谓称之；二为 

说明式，对亲属或者用基本称谓来说明，或者将基本 

称谓结合起来说明-】 。罗维认为，亲属关系可以分 

为4种类型：(1)世辈型，把旁系亲属称谓依辈分全 

表 1 傣族和汉族、纳西族亲属词概念结构和分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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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纳入直系亲属称谓中。(2)二分合并型，把旁系 

亲属称谓一分为二，与父母同性别的一半纳入直系 

亲属称谓中，如父之兄弟与父同称为“父”，母之姐 

妹与母同称为“母”；与父母异性别的一半纳入旁系 

亲属称谓中，如父之姐妹或母之兄弟与父或母的称 

谓不同。(3)二分旁系型，将旁系亲属称谓一分为 

二，但都和直系亲属称谓有区别。如汉族人将父之 

兄弟称为“伯”或“叔”，父之姐妹称为“姑”，与“父” 

不同；将母之兄弟称为“舅”，母之姐妹称为“姨”，与 

“母”不同。(4)直系型，把直系亲属称谓和旁系亲 

属称谓分别异称，但旁系同辈亲属称谓不复区 

别 。Murdock归纳出六型分类法。六种类型是： 

(1)奥玛哈式：由北美奥玛哈印第安人部落而得名， 

特点是父系社会，将亲属分成父系和母系两大类，父 

与父之兄弟共用同一称呼，但在母系亲属中，母、母 

之姊妹、母之兄弟之女使用同一称呼。母系亲属中 

任何一辈男性成员称呼也一样。由于父方亲属是个 

体所在的集团，集团内的关系密切，有必要区分；母 

方集团对于个体来说不重要，没必要区分。(2)克 

罗式：由另一印第安人部落而得名，是奥玛哈式亲属 

称谓制的镜像。两种称渭制分类原则一致但分类相 

反。实行这种称谓制的是母系社会，母方的亲属绝 

不混淆辈分，父方的亲属则不分辈分。父、父之兄 

弟、父之姊妹之子称谓相同，父之姊妹、父之姊妹之 

女称谓相同。(3)易洛魁式：由北美易洛魁的印第 

安部落得名。区分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对他们的 

称谓不同。但是，母之兄弟之女和父之姊妹之女称 

谓相同，母之兄弟之子和父之姊妹之子称谓亦相同。 

(4)夏威夷式：这是最简单、使用亲属称呼最少的一 

种称谓制。只有两种分类：辈分和性别。所有的同 

辈分、同性别的亲属均使用同～称谓。在父母辈中， 

所有的男性亲属的称谓均同于生父，所有的女性亲 

属的称谓皆同于生母。采用这种亲属称谓的社会， 
一 般是核心家庭的地位不显著，淹没于大亲属集团 

之中，核心家庭成员与其他亲属的重要性相等。 

(5)爱斯基摩式：因北美爱斯基摩部落而得名，盛行 

于欧美国家。特点是区分核心家庭以内的亲属与以 

外的亲属。核心家庭内部，亲属称谓是描述性的，父 

母、兄弟、姐妹、子女各有专名；核心家庭以外，亲属 

称谓是概括的，父方亲属与母方亲属的称谓并无区 

别。这种称谓制使得核心家庭在亲属系统中占有突 

出地位。(6)苏丹式：流行于从中东至中国，特点是 

有高度的描述性，不同的亲属赋以不同的称谓L1 。 

根据上述标准，可以对汉族、纳西族的亲属称谓 

制做出明确的归类：根据两分法，汉族亲属称谓制属 

于说明式，纳西族亲属称谓制属于类别式；根据四分 

法，汉族亲属称谓制属于二分旁系型，纳西族亲属称 

谓制属于世辈型；根据六分法，汉族亲属称谓制属于 

苏丹式，纳西族亲属称谓制属于夏威夷式。然而，傣 

族亲属称谓制情况比较复杂，很难明确地将它归入 

到某一类中去。 

首先，傣族的亲属称谓制有类别式(世辈型、夏 

威夷式)的特点。在傣族平民的亲属称谓中，祖父 

与外祖父，祖母与外祖母，姑父、舅父、姨父与伯父、 

叔父，表兄弟、妻兄弟与兄弟，均放在同一称呼中。 

在景洪地区，傣族同胞把父母的哥哥和姐夫都称为 

“波奄”；把父母的姐姐和嫂子都称为“咩奄”。但 

是，这种类别式也不严格。例如，长辈对晚辈的称呼 

除了儿女以外，侄、内侄、外甥、孙、外孙等一律都称 

做“澜”，“澜”后面加“映”表示女性，加“再”表示男 

性，即辈分斜行。在勐海等地，一个家族中如果没有 

长辈男子只有同辈人时，便推兄长为族长，此时，他 

的弟弟、弟媳、侄、孙等都称他为“伊布”(祖父)，称 

他的妻子为“伊亚”(祖母)。与此同时，傣族亲属称 

谓制也有描述式的特点。在傣族亲属称谓中，父母、 

兄弟、姐妹、子女、夫妻各有专名。实际上，傣族亲属 

称谓制重视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内部，亲属称谓 

是描述性的；在核心家庭以外 ，亲属称谓是概括性 

的，父方亲属与母方亲属并无明显区别。按照这一 

特点，傣族亲属称谓制可以粗略地划归为六分法中 

的爱斯基摩式。 

其次，傣族亲属称谓制中存在着贵族与平民的 

区别。傣族在 l2世纪初便进入了封建社会，社会等 

级制度森严。第一等级即最高领主及其直系亲属称 

做“孟”，第二等级即最高领主的旁系亲属称做 

“翁”，第三等级是“孟”、“翁”两级官人的远房子 

孙，称做“召庄”，第四、五等级是平民。贵族“翁”级 

与平民在祖辈亲属分类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对父系 

祖辈亲属，如“祖父、祖父的兄弟和祖母的兄弟”，平 

民一律称做“依布”，“翁”级则将祖父和祖父的兄弟 

称做“依布”，将祖母的兄弟称做“布达”。对“祖母、 

祖父之姐妹”和“祖母之姐妹”，“翁”级分别称“依 

亚”和“亚耐”，平民则只称“依亚”。因此，对父系祖 

辈亲属，平民的分类简单而“翁”级的分类复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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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祖辈亲属，如“外祖父、外祖父的兄弟和外祖母 

的兄弟”，贵族“翁”级不加以区分，一律称“玻陶”， 

平民却对外祖父和外祖父之兄弟称“玻陶”，对外祖 

母之兄弟称“依达”。对“外祖母、外祖父的姐妹和 

外祖母的姐妹”，贵族“翁”级一律称“咪堆”，平民则 

称“外祖母、外祖父的姐妹”为“咪陶”，称外祖母的 

姐妹为“依耐”。因此，对母系祖辈亲属，贵族“翁” 

级的分类简单而平民的分类复杂 引。对傣族平民 

而言，母系亲属重于父系亲属。对母亲的兄和弟，傣 

语称为“布”(大伯)和“奥”(叔父)。因此，贵族 

“翁”级的亲属称谓具有奥玛哈式的特点，平民的亲 

属称谓则具有克罗式的特点。 

(二)傣族亲属称谓制度产生的原因 

恩格斯指出：“父亲、子女、兄弟、姐妹等称谓， 

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 

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 

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lLl 亲属称谓 

制度反映了社会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反映了社会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傣族的亲属称谓制所以有上述特 

点，与傣族的家庭婚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 

会制度密切相关。 
’  

核心家庭在傣族亲属称谓中占有突出地位。这 
一 特点与傣族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2O世纪 5O 

年代民主改革以前，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早已经进 

入了封建领主制社会。封建领主占有少部分土地， 

大部分土地通过保存农村公社特征的村寨作为“寨 

公田”由村寨共同管理和使用。村寨将“寨公田”分 

给农民租种，这就使封建负担转嫁到每一个农民身 

上。傣族传统上家庭规模普遍较小，平均每户的人 

口在二代或三代左右，一代或四代以上的家庭很少。 

因此，农业生产劳动以小家庭为单位，子女长大成人 

以后，无论男女都在结婚以后另立新户，分到与大家 

相等的一份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出一份负担。因此， 

傣族的家庭不发达被认为与土地制度有关。定期或 

不定期地分配土地的制度使傣族家庭的规模保持在 

4人左右。2O世纪 6O一7O年代，傣族有过“人民公 

社”化的集体生产方式。但是，80年代以后，又实行 

分田到户。因此，在傣族农村，一家一户的生产仍然 

是主要的生产形式，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男女在 

生产中都是主要劳动力。所以，以核心家庭为单位 

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傣族对核心家庭成员的格外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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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贵族与平民亲属称谓的差异与贵族的宗法 

制和平民的“从妻居”习惯有关。历史上，傣族的贵 

族集团实行“宗法制”，特点是重父系，轻母系；重儿 

子，轻女儿；重嫡长，轻庶次；重从夫居，轻从妻居。 

这种制度反映在亲属称谓上，就表现为父系亲属的 

分类比母系亲属的分类更为重要和更为复杂。傣族 

的平民大多实行婚后“从妻居”。在结婚以后，丈夫 

来到妻子父母家上门入赘。在传统上，从结婚那天 

算起，先在女方家里住3年，然后经女方家里同意， 

携妻子回自家住 3年，如此往复，直到继承一方的财 

产，建立新家庭为止。虽然现在这种情况有了相当 

大的改变，但是，“从妻居”在农村仍然占有相当的 

比例。据董印红对西双版纳地区两个村落——曼井 

保村、曼倒村的调查，曼井保村(距城区5公里)从 

妻居的 比例 20—3O岁为 29．2％，31—40岁为 

62．3％，41—50岁占65％，51岁以上占69．8％；曼 

倒村(距城区40公里)从妻居的比例20—3O岁为 

63．3％，31—40岁为 72．4％，41—50岁占66．7％， 

5l岁以上占73．1％ j。由于从妻居，所以，傣族平 

民的亲属称谓中就表现出重母系的特点，这突出了 

男方对母系亲属的义务和责任，具有整合两个出生 

之家人际关系的功能。 

(三)傣族的亲属词分类与亲属称谓制度 

在本研究中，傣族被试对亲属词的分类真实地 

反映了傣族亲属称谓制的特点。 

1．反映了傣族同胞对核心家庭的重视。傣族被 

试把亲属词分为两大类，五个子类。婚前核心家庭 

成员构成一大类，其余 4类(婚后核心家庭成员、表 

亲与叔伯亲的长辈及同辈、孙辈以及旁系或姻亲子 

侄、姻亲同辈的兄弟姐妹)构成一大类。这表明，傣 

族同胞仍然习惯予按核心家庭成员／非核心家庭成 

员把亲属归类。核心家庭的亲属长期生活在一起， 

相互之间就更为亲密。傣族亲属词的语义空间的两 

个维度(婚前亲属亲密程度和婚后亲属亲密程度) 

正反映了这种观念。由于被试尚未结婚，婚前的核 

心家庭成员就显得更为重要，单独构成了一大类。 

2．反映了傣族同胞对于婚姻关系的重视。傣族 

亲属词语义空间的两个维度都属于亲密程度维度，区 

别只在于婚前和婚后。这非常独特。它意味着：婚姻 

关系在傣族的亲属关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婚姻是为一定社会制度承认的男女两性的结 

合，以此确定夫妻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父母子女的权 



利和义务。婚姻既是生物本能的表现，又是社会关 

系的体现。它既体现了两性结合的自然形式，又反 

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反映了人们的交往和联系形 

式。傣族青年婚恋 自由，一般到了少年期，便被允许 

利用各种集会场合交友。据《镇越县志》记载：“摆 

夷尚早婚，大抵十四五岁之子女，即可娶嫁，合配不 

论行辈，不避血统，主婚不由父母，求婚不假媒妁，彼 

此有情，只需互敬酒一盅。男子则用肉一块，酒一壶 

到女家，只见父母，即为定婚，亦无开八字红庚之举 
⋯ ⋯

。”结婚时举行拴线仪式，拴线意味着将一对新 

人的心拴在一起。如一方死亡，要办理离婚手续，一 

般是生者用一根棉线绑在死者的棺材上，葬礼时由 
一 老人将线割断，表示生者与死者断绝夫妻关系。 

傣族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如果出现了双方不和， 

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离婚，手续也十分简单。离婚 

在社会上也不遭歧视。离婚以后，双方还可以成为 

好朋友悖̈ 。傣族大多为核心家庭，由一对己婚夫妻 

及未婚子女组成。夫妻是家庭的中心，婚姻是维系 

家庭关系的纽带。 

但是，傣族同胞对婚姻关系的重视更主要的是 

由于傣族同胞的婚后从妻居习惯。由于实行从妻 

居，傣族的男青年在婚前和婚后就隶属于不同的家 

庭，成为新家庭的成员，加入到一个新的经济和情感 

的共同体之中。婚姻成为一个人生的界标，将傣族 

男青年的婚前生活与婚后生活严格区分开来。亲属 

关系在结婚之后需要重新组织。 

3．反映了傣族淡漠的辈分和}生别意识。在傣族 

的亲属词分类中，无论辈分大小，均按照婚前／婚后 

的亲密程度来分类。而且，把孙辈跟旁系或姻亲子 

侄分在同一类。这表明，傣族同胞的辈分意识并不 

明显。这一特点是由傣族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据 

考证，傣族本无姓氏，自明朝以来，均以官职称谓为 

姓。随着官职世袭，逐步转化为官姓和百姓姓氏 J。 

傣族的一般平民百姓均无姓氏。因而，也就没有宗 

法观念，传宗接代的意识非常淡漠，辈分的观念因而 

也就十分淡漠。辈分意识的淡漠也受傣族亲属词的 

特性影响。在傣族的亲属词中，存在着辈分斜行的 

规则。同辈的族长和族长妻亦可以用祖父母的称 

呼。这种混淆辈分的称谓也使辈分难以成为概念组 

织的维度。傣族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傣族的 

平民在生育子女以后，子女常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 

起。他们接触到的外祖父母辈亲属成员显然多于祖 

父母辈亲属成员，因而更多地受到外祖父母辈亲属 

的影响。而且，在传统上，入赘的女婿常被视为劳动 

力。重活脏活由他干，家里担子由他挑。傣族的平 

民甚至更喜欢生姑娘，因为姑娘可以招婿上门，家里 

就增加了劳动力 J。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按性别 

来划分亲属的情况。但是，傣族亲属词的低级聚类 

中有男女对称的特点，这显然是由于亲属词的影响。 

对同一辈分的亲属，傣族通常在类名后边加上性别 

词素，如“澜映”(女)和“澜再”(男)。 

4．反映了傣族对亲属共同生活的重视。由图 1 

可见，对傣族同胞而言，同一亲属在婚前婚后的亲密 

程度不同。例如，在婚前的核心家庭中，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是最 

为亲近的亲属；而在婚后的核心家庭中，丈夫、妻子、 

儿子、女儿、岳母、岳父、媳妇、女婿是最为亲近的亲 

属。“媳妇”的亲密程度很高可能是由于“媳妇”在 

汉语中可以指自己的妻子，也可以指儿子的妻子。 

傣族被试将岳父、岳母也分到婚后的核心家庭中。 

这显然与傣族婚后从妻居有关。傣族有离婚、再婚 

自由的习俗，早恋早婚的也较多。恋爱的时间一般 

较短，感情也就不够稳固，离婚也相对容易。因为离 

婚、再婚的自由，在一些核心家庭中，往往会有出自 

几个不同父亲或不同母亲的子女。因此，在傣族被试 

分类中，养亲(包括继父、继母、养父、养母、养子、养 

女)也被归入到婚后的核心家庭成员中。这反映了傣 

族在亲属词分类时对亲属之间共同生活的重视。 

总之，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既受亲属词特性影 

响，还受傣族的家庭婚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影响。 

要解释亲属词的概念系统，必须将词汇自身的特点和 

知识经验以及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本研究未 

考虑年龄对于傣族亲属词分类的影响。不同年龄的 

傣族同胞的亲属词分类也可能有差异。这将是今后 

研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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