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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动海县的哈尼族多分布于动海
、

动遮和勋混等坝子周围的山区和半山区
,

1 9 8 6

年共有 5 3 9 1 4人
,

占全县总人口 25 4 85 3人的 21
.

15 %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当地的传统文化
,

至今仍牢固地存在于其社会成员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
,

深刻地影响着当地哈尼族的社会

生活
,

尤以婚姻家庭为甚
。

这一问题通过《婚姻法》在当地的实施与习惯法的矛盾表现了出来
。

习惯法与婚姻法的矛盾
,

首先表现为结婚登记与不登记的冲突
。

婚姻法要求结离婚的男

女双方办理合法规定的手续
,

其婚姻的缔结或离异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

根据对动海

县各民族婚姻登记情况的调查
,

该县除 50 %左右的傣族男女青年结婚时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登记羊续外
,

其他少数民族都很少履行法律手续
。

哈尼族在这方面比较突出
。

他们按传统的

方式举行结婚仪式后
,

其婚姻即得社会的承认
,

夫妻间的权利义务 即告产生
。

据对勋冈乡的

丫口
、

南岭
、

打洛乡的帕亮
、

贺光
、

曼陆等村寨近几年结婚的 87 对年青夫妇的调查
,

竟没有

一对履行过结婚登记手续
。

格朗和是动海县的一个哈尼族乡
,

该乡南糯山村公所所属各村寨

1 9 8 1年—
1 9 8 6年共有 1 20 余对男女青年结婚

,

都未依照 《婚姻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

其它

村公所的情况与此相似
。

其次是婚龄方面的冲突
。

婚姻法规定
,

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分别年满 22 和 20 周岁方能结

婚
。

这一规定在动海哈尼族地区也未得到有效的实施
。

上述动冈的 Y 口
、

南 岭
、

打
`

洛 的 帕

亮
、

贺光
、

曼陆等村寨的87 对己婚哈尼族男女青年中
,

结婚时达到法定婚龄的只有两对
,

占

总数的2
.

3%
,

其中最低年龄是 13 岁
。

格朗和南糯山村公所各村寨 1 20 余对夫妇
,

结婚时达到

法定婚龄的只有39 对
,

占总数的3 0
.

7%
,

其中最小的一对分别为 1 7
、

13 岁
。

第三是一夫一妻与各别多妻的冲突
。

我国 《婚姻法》 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
,

说明凡属我

国公民无论任何人不得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偶 , 已婚男女在配偶死亡前或与配偶离婚

前不得再结婚
。

为了严格实行一未一妻制
, 《婚姻法》 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重婚

,

构成重婚

罪的
,

要依照刑法规定
,

追究刑事责任
。

一夫多妻的情况在西双版纳地区哈尼族的历史上也

并不普遍
,

甚至被认为不符合传统法规
。

但是
,

有一种情况却例外
,

即在无子女的情况下可

以纳小
,

或在有了 7 个女儿之后尚未生子的情况下
,

可以再娶
。

解放后这一习惯法规被一直

延续下来
。

据不完全统计
,

上述的这类重婚案 自1 9 5 0年到 1 9 8 5年
,

勋海县共发生 80 起
,

其中

哈尼族最多
,

共计达 75 起
,

占全县重婚总数的96 %
。

第四是对待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冲突
。

《婚姻法》 规定
,

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

为
,

使儿童的人身权利有了法律保障 ; 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
,

使儿童的身心得到

健康成长
。

由于受习惯法的影响
,

动海哈尼族地区时至今日
,

杀死双胞胎和生有 6 趾或其他

一 83
,



肌休不健全婴儿的事时有发生
。

婚姻法规定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男女平等
。

它表现为男女在婚姻家庭生

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

承担平等的义务
,

即男女双方在结婚上
、

离婚上
,

夫妻在人身关系
、

财产关系上
,

父母在教育抚养子女间题上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
。

然而在勋海县的哈尼族

地区
,

女儿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权利
,

男不到妻家落户的习惯仍然影响很大
,

即使在较为发

达的格朗和乡苏湖村公所所属的 13 个自然村 (共 5 34 户 )
,

迄今为止
,

经过创
“ 五好

”
家庭活

动
,

宣传婚姻法之后
,

也仅有 10 对夫妻男方到女方家上门的例子
。

女方父母与女儿
、

女婿共

同生活的仅有 7 对
。

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不平等还表现在饮食居住
、

待人接物
、

离婚
、

继承等

方面
。

例如
,

妇女一旦出嫁就无权提出离婚
,

男方提出离婚则妇女只得服从 , 家庭的世系宗

谱只有男性才能继承
,

所以
,

人们总是千方百计要生育儿子来继承宗谱
。

由于妇女地位的低

下
,

许多妇女一旦有机会
,

就想离开当地转到别的地方
。

根据对该县 5个妇女外流重点区的

调查
,

1 9 8。

—
1 9 8 6年五个区共有外流妇女 31 7人

,

其中格朗和哈尼族乡就有 1 14 人
,

占五个

区外流总人数的 34 %
。

第五是限制亲属间婚姻关系方面的冲突
。

《婚姻法》 规定
,

男方和女方不是直系血亲和

3 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的才能结婚
。

动海哈尼族则奉行 7代之内不得通婚的规则
。

这一规则目

前在当地不但对年长的人
,

而且对年轻一代的约束都是相当严厉的
。
1 9 8 6年西定乡东暖新寨一

对男女青年并非 3 代以内的直系或旁系血亲
,

但因不符合隔 7代的规矩
,

所以他们要求结婚

的愿望受到亲属及村人的反对
。

他们几经努力
,

未能奏效
,

最终男女双方互相抱在一起
,

引

爆炸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

据不完全统计
,

西定乡近 1 0年来
,

类似的恶性案件 共 发 生 了 4

起
。

第六是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方面的冲突
。

新婚姻法 已经颁布并施行 8年了
,

但是在边疆民

族地区
,

用婚姻法来处理婚姻家庭关系或调解家庭纠纷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

动海哈尼族地

区也如此
。

以上事实说明
,

由于受习惯法的影响
,

《婚姻法》 在动海哈尼族地区尚未得到有效的实

施
,

而勋海哈尼族地区在 《婚姻法》 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几个方面的冲突
,

实质上是历史传

统
一

与现实的冲突
,

是传统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的冲突
。

如何解决历史
一

与现实
,

传统习惯法与

现实法律的相互适应问题
,

是事关当地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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