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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吾尔族农村女性早婚率高, 会导致早育和高离婚率等一系列后果, 这些都会影响到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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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婚年龄是结婚事件中最重要的社会人口
特征之一, 是缔结婚姻的最基本条件, 也是婚

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的最好体现。

结婚男女必须达到发育成熟的年龄, 即婚姻以

性成熟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 初婚年龄又受

制于各种社会因素, 如法定婚龄、传统风俗、

宗教和女性的文化素质等。

维吾尔族的法定婚龄是女 18 岁, 男 20

岁。初婚年龄低于法定年龄即为早婚。通常,

人们主要关注女性的初婚年龄, 因为婚姻与生

育密切相关。早婚的直接结果就是早育
[ 1]
, 早

育会延长妇女生育期造成多育, 而且会缩短代

际间隔, 增加人口压力, 不利于人口数量的减

少和质量的提高。此外, 早婚会导致高辍学

率、低非农就业率、低收入、低婚姻满意率和

高离婚率等
[ 2]
, 这些都会影响到她们的幸福感

和生活质量。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农村

维吾尔族占维吾尔族总人口的 80�56% [ 3]
。早

婚早育在维吾尔族农村仍占一定比例。因此,

笔者希望结合前人的研究, 用田野调查得来的

第一手资料, 从外部客观因素和内部人文因素

两方面, 探讨现阶段影响农村维吾尔族女性初

婚年龄的因素, 最后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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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数据与前人的研究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在全

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中, 维吾尔族女性

的平均初婚年龄最低 ( 19�4岁) , 15~ 17岁的

女性人口中, 有过婚姻史的维吾尔族女性占

7�58%, 15~ 19岁的已婚男性占同龄男性人口

的 4�64%,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女

1�09%, 男 1�8%)
[ 4]
。由于各方面原因, 我们

很难得到分民族女性初婚年龄的真实统计数

据, 但从一些抽样调查和 �田野� 调查报告中

可见一斑。

据1984年对墨玉县 110名 14岁以下少女

的调查统计, 未婚者仅占 34�5% [5]
。1983 年

喀什农村中 472人的平均初婚年龄, 男性为

20�1岁, 女性为 15�6岁[ 6]
。对和田市法院离

婚案和巴什拉斯奎村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即使

是 1990年以后不到法定年龄就结婚的初婚女

性仍占25% (男性为 8% )
[ 7]
。

1999年, 笔者对库车县牙哈乡的 304个样

本进行了调查, 发现在被调查者中 36�1% 的
已婚女性早婚, 在高年龄组 ( 50岁以上) 中,

则高达 41�36%, 其中最低初婚年龄仅为 12

岁。在低年龄组中, 早婚率相对减少。

一些学者对早婚的原因进行过探讨, 张立

红认为 �一些农户靠吃返销粮勉强维持温饱,

早早让姑娘出嫁, 无疑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的

一条捷径�[ 8] ; 曹红认为是父母义务、养儿防

老的观念和宗教文化等因素导致早婚的
[ 9]
; 在

维吾尔族民俗中表现为对初婚少女贞操极为重

视
[ 10]

; 维吾尔族学者如巴赫提亚�巴吾东认
为, 之所以早婚, 是由于新疆的气候原因导致

人成熟得较早, 加上伊斯兰教要求男子行割礼

后即要承担宗教义务, 因此维吾尔族社区普遍

把男女的婚育年龄安排在 15岁左右
[11]
。这一

解释在维吾尔族农村中很有代表性。

以上研究不是站在客位的角度进行推断,

就是站在主位立场人云亦云, 而对早婚的原因

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因此, 笔者希望从主

客位两方面加以探讨。

二、影响初婚年龄的因素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民间流行的对早婚的解

释, 对此进行证实或证伪, 同时分析成因。在

笔者访谈时, 当地人首先从宗教和生理方面加

以解释 (如巴赫提亚�巴吾东所说) , 同时强

调, 如果父母忽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各种需

求, 就会为社区不稳定埋下一个隐患, 甚至会

�惹出 �乱子� , 让一家丢尽 �面子� �。这里所
谓的 �乱子� 指的是男子越轨甚至犯罪和少女
失去贞洁, 其中少女 �贞洁� 是最被看重的。

由民间解释可知, 人们认为男女发育早客

观上为早婚提供了生理条件, 同时宗教义务、

少女的贞洁和家族的 �面子� (即家族名声)

等人文因素为早婚提供了心理支持。

(一) 内部人文因素

从主位的角度, 即维吾尔族民间对早婚的

解释来看, 我们可以从宗教义务与父母责任、

�处女� 情结与父权制和社区情理中的 �面子�
观等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1�宗教义务和父母责任
伊斯兰教反对禁欲, �古兰经� 里规定,

每个穆斯林必须履行宗教义务, 其中男女婚配

以延续后代是最重要的宗教义务之一。

�古兰经� 中说 �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 并且从他

们俩创造出许多男人和女人。� (4: 1)
[12]
。并用

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众人, �你们的妻子好比

是你 们 的田 地, 你 们 可 以 随 意 耕 种。�
( 2: 223)

[ 13]
。这说明伊斯兰教非常重视婚姻。

这种追求现世的宗教强调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对实际生活的指导具有可操作性, 甚至把人们

的行为规范具体到每一个细节。

要想完成婚姻和生育的义务, 靠那些经济

上还没有自立的年轻人自己是无法做到的, 他

们只有在父母、亲友的帮助下才能完婚。当地

人普遍认为, 父母对子女具有命名、抚养、教

育和嫁娶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具有养老的义

务。�养儿防老� 的思想观念使作父母的希望

在有生之年早日看到儿女成家生子, 在完成义

务的同时共享天伦之乐。

同时, 在父母责任掩盖下包办婚姻以父母

决定, 儿女点头的方式出现, 把儿女联姻看作

家族建交的最好方式和提高家族地位的捷径,

也促使双方作出早婚的选择。一旦女孩初潮来

临, 又完成了义务教育返乡务农或就业, 父母

们就开始着手考虑儿女的婚嫁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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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维吾尔族俗话所说 �姑娘大了嫁人�、
�姑娘嫁给丈夫好, 嫁不出去死了好�。小小年
龄就有人上门提亲会被人羡慕

[ 14]
。上门提亲

者越多, 越说明这家的家教严、家族口碑不

错, 因为只有这种家庭的女孩才被看好。

2� �处女� 情结与父权制
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一样都看重女性的贞

洁。�古兰经� 中就要求女性 �要保持贞操。�

( 24: 33)
[ 15]
。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 �处女� 情结是延续
数千年的父权 � 夫权性别制度的产物。这种社

会性别制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它把以生理性

别为依据的社会分工模式化、固定化, 通过各

种方式强化性别差异, 创造社会性别禁忌。其

中 �交换女人� 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一个重要方
面, 它以婚姻的形式表现出来

[ 16]
。男人是交

换者, 而作为被交换者的女人主要是为取悦男

性, 因此女性的价值往往依男性的评判标准来

衡量, 其衡量标准之一即为女子是否 �贞洁�,

或是否为 �处女�。这种 �处女� 情结往往通
过经济手段或民俗表达式来强化。

通常情况下, 在维吾尔族农村社区中, 初

婚和再婚的花费以及婚礼的复杂程度相差很

大, 与那些再婚者相比, 整个婚姻花费少则相

差几倍, 多则相差十几倍。而那些多次再婚

者, 往往连婚宴等重要程序都省去了。无论男

性结过几次婚, 只要他娶的是初婚女性, 就要

按照娶 �处女� 的方式操办 (即婚姻花费多,

婚礼程序复杂)。为了检验新娘是不是 � 处

女�, 自己的婚姻花费是否合适, 民间至今都

保留有相应的婚俗。尽管各地的表达方式有所

不同, 但殊途同归。

在和田地区的墨玉县, �嫂子� (男方家的

一位女亲属) 临离开洞房时交给新娘一块白色

的布, 告诉她干什么用, 第二天来索取, 作为

新娘为贞女的证据出示给新郎的母亲看。如果

上面没有血迹, 不能证明是处女, 那么第二天

新娘的父母来新郎家时,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

�多斯提汗� (就餐单子) 上面必有一个较小、

较厚一点的 中间是掏了一个洞的, 并在洞孔

里穿着一根红萝卜或羊腿骨之类的东西。这种

暗示性行为, 是民间长期流行的 �贞洁� 崇拜
心理的民俗表现。如果真是这样, 女方就得退

还彩礼的一部分或男方不再补彩礼不足的部

分。如果女家议婚时对彩礼要求过高, 丝毫不

让步, 使男家心里早憋着气的话, 男家甚至会

因此而退婚, 使正在进行的婚礼 �流产�。对

于女方来说, 这当然是很难堪的事。一旦发生

这样的事, 被退回娘家的女子其身价一落千

丈, 当地会无人向她求婚, 她只能嫁到外地很

远的地方
[ 17]
。

同样笔者在 2004年访谈中得知, 在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尉犁县, 婚礼第二天一大早

�嫂子� 收回白色方巾默默退去。当双方一些
重要的女亲属来吃早饭 (见证新娘是否是 �处

女�) 时, 如果端上来的抓饭上插有一根胡萝

卜, 那就说明新娘不是处女。轻则彩礼被部分

索回, 新娘在婆家从此抬不起头; 重则新娘当

天会被送回家, 婚约迅速被解除, 女方将无条

件地把所有彩礼和婚礼费用退还男方。

然而, 如果六七十岁的老翁娶 15岁左右

的处女, 被认为是 � 能增福寿的美满婚姻�,
会引来不少人的羡慕和赞叹

[ 18]
。笔者从牙哈

乡的调查发现, 夫妻年龄差在低年龄组相差较

小, 一般在 2~ 5岁; 高年龄组中为 5~ 10岁,

最多相差 41 岁, 而且老少婚占有一定比例,

其中隐藏于老少婚背后的往往是经济利益。

访谈中, 不少男性都喜欢强调自己娶过几

个 �处女�, 甚至以此为资本进行炫耀。一些

老人还能举出一些 �受骗上当� 的例子, 即花

着娶 �黄花闺女� 的钱却娶了个 � 二手货�,
多年来对此仍耿耿于怀, 记忆犹新。这些事例

都说明农村的维吾尔族男性有着浓厚的 �处
女� 情结。

正因为如此, 一般家庭对女孩管教甚严,

她们不能单独出门, 更不能跟异性交往。人们

认为没出嫁的女孩年龄越大, 失贞的危险性就

越大。这种担心直至少女出嫁后才会结束, 因

此有些家庭甚至在小学毕业后就让女孩辍学结

婚。可以说失贞恐惧是导致女性早婚的最直接

因素。

3�社区情理中的 �面子� 观
维吾尔族聚居的农村属于典型的乡土社

会, 制约人们行为规范的主要不是靠法律等制

度化因素, 而是靠一些非制度化因素, 如社区

情理、传统美德等。所谓 �社区情理� 是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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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

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

�面子� 必须在 �社区情理� 中才能生效, 即

当地的维吾尔族是通过社区舆论强化面子观

念, 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符合社区情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所谓 �面子�
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

或威望
[ 19]
。

维吾尔族农村社区多分布在沙漠孤岛 � � �

绿洲上, 人们安土重迁, 习惯于生活在世居之

地。由于一直遵循 �有女不远嫁� 的社区规
范, 至今难以杜绝近亲结婚, 因此维吾尔族农

村通婚范围狭小, 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人们由

于血亲和姻亲关系彼此相识、了解以至知根知

底。在这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中, 人们希

望拥有更多的亲情、关爱、归属感等以增加安

全感。同时, 人们十分顾忌自己的行为, 担心

不被他人接受。大家都试图在社区范围内显示

自己做人的成就 (如盖好房、攀高亲、关系网

大等) , 以树立家庭和家族的威望, 而这种成

就必须得到社区中他人的承认 (舆论上) , 由

此产生了比较和竞争
[ 20]
。一旦家庭和家族的

地位逐渐确立, 在社区里不仅能得到更多的情

感支持, 而且能得到话语权、资源占有权甚至

支配权。争 �面子� 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在社区
情理中通过各种方式不断确立和提高个人与家

族地位或威望的过程。

在这些社区中, 如果初婚女性被认定为

�非处女� 甚至被退婚, 很快会为人所知, 长

期成为他人耻笑的把柄。社区舆论尤其会谴责

女孩的父母对女孩疏于管教。不仅女孩的父

母, 连一些近亲属都会轻则为此长期抬不起头

来, 重则会影响到家族内其他女孩的婚姻。这

在当地人看来是最 �丢面子� 的事。
在对待初婚问题上, 维吾尔族农村的社区

情理是: 适龄男女的父母有义务为儿女操办婚

事: 少女贞洁十分重要, 如果少女被认为 �失
贞�, 她的家族在社区中通过多年努力建立起

来的威望和地位会在瞬间崩溃 � � � 丢 �面子�。
这一记忆在一代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慢慢消退,

更需要家族几代成员的努力才得以弥补, �面

子� 才得以挽回。因此, 在宗教义务、�处女�
情结和社区情理的综合作用下, 少女出嫁越

早, �失贞� 的危险就越小, 父母和亲友就越

能早日松口气, 家族也越有面子。

(二) 外部客观因素

从客位角度上, 笔者认为有 4个客观因素

影响着维吾尔族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 社会经

济因素、受教育时间、生理条件和婚姻登记

方式。

1�社会经济因素
纵观历史, 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 人

们为生存所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策略会有所不

同, 其中经济因素往往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疆南部 90% 以上的人生活在占总面积

4�2%的绿洲上, 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200

人以上, 与沿海人口稠密省区的人口平均密度

相当
[21]
。由于水资源匮乏, 农业技术落后造

成生产率低下, 土地供养力十分有限。多少世

纪以来, 这里的维吾尔族为生计奔波, 却常常

食不果腹。过去没有避孕条件, 生育孩数多,

存活率低。尽管如此, 有限的地力也难以养活

幸存的人口。人们希望女孩早点结婚, 可以尽

早通过彩礼获得经济收益, 同时缓解食物短缺

的压力。早婚会成为首选的家庭策略。同时,

人地矛盾突出使得一些农户为早日得到按人头

分配的土地, 也希望早为儿子娶妻生子。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人们的温饱问题

得以解决。随着市场经济的层层推进, 人们的

经济意识逐渐得到强化, 结婚费用也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涨, 买卖婚姻又逐渐

盛行起来。其中一些家长凭女儿姣好的相貌和

年龄优势, 索要高昂的彩礼。

2�受教育时间
从 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 新疆维

吾尔族在业人口分职业的性别构成是, 15~ 19

岁组的在业人口中, 女性多于男性, 尤其从事

第一产业 (农林牧副渔业) 的女性多于男性,

维吾尔族农村普遍存在女孩退学就业的现

象
[22]
。尽管与全国其他民族相比, 15~ 19岁

的女性退学就业的比例大, 但跟过去相比, 维

吾尔族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大大推迟了。

文革前后的青少年男女只读到小学毕业

( 5~ 6年, 多为 12~ 14岁) , 这无形中为早婚

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我国 20世纪 80年代末开

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完成义务教育后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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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到15~ 17岁, 婚龄被推迟了3~ 4年。

可以说, 在客观上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对初

婚年龄起决定作用。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延长,

维吾尔族青年的文化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心理

会日趋成熟, 他们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和一套

较成熟的择偶标准, 能够通过自由恋爱缔结姻

缘, 提高婚姻质量。

3�生理条件
据1999年新疆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对

乌鲁木齐市一些小学的调查统计表明, 维吾尔

族女性乳房发育高峰年龄为 10~ 13岁, 最早

发育年龄为 8岁, 月经初潮在 12~ 14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13岁零 4个月 ( 13�3岁) , 最早开

始于 10岁
[23]
。这是改革开放 20年间, 人们的

生活得到改善后, 身体发育也有所提前的结

果。根据生活水平的城乡差距推算, 80 年代

以前, 农村维吾尔族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只会

比13�3岁晚。那么 �由于气候原因人成熟得
较早�。即性成熟早的说法遭到了质疑。

在笔者所调查的牙哈乡, 90年代以前结

婚的女性 ( 243位) 中, 月经初潮最早的是 12

岁, 最晚的是 17 岁, 平均初潮年龄为 14�3
岁。其中不少女性的初潮是在婚后一年甚至两

年内才来临的。这说明初婚时人们更看重年

龄, 而不完全是生理上的成熟。

以上数据和事例说明, 在维吾尔族民间流

行的从生理角度对女性早婚所作的解释是没有

科学依据的, 充其量是为女性早婚寻找借口。

4�婚姻登记方式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办

理身份证, 而且, 登记结婚不用持户口本, 由

男女所在村开具年龄和非近亲证明, 即可到乡

政府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由于维吾尔族社区大

家彼此熟识, 又看重人情和关系, 因此, 为成

全婚姻谎报年龄而开具假证明为当地大多数人

所认可, 一直难以杜绝。这种管理和实际操作

上的疏漏客观上为早婚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 维吾尔族农村女性的

平均初婚年龄偏低是有深厚背景的。在这些社

区中, 社区情理通过舆论强化人们的 �面子�
观念, 维持着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在父权制

观念的作用下, �处女� 情结使得养女儿的家
庭有着强烈的 �失贞� 恐惧, 宗教义务、父母

责任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 使得女性的初婚年

龄比法定结婚年龄提前。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客

观上对推迟女性初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生

理发育提早使得婚龄提前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

据的。

从实际操作层面上, 笔者认为针对以上影

响因素, 有效提高女性的初婚年龄可以从三方

面入手: 第一, 延长女性受教育的时间, 变九

年义务教育为12年, 或者九年义务教育之后,

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比如缝纫、制作手工艺

品、烹饪、种植蔬菜大棚和园艺等。第二, 国

家干部根据当地实际作大量认真细致的前期工

作, 通过阿訇等宗教人士由浅入深地对教民进

行晚婚晚育的宣教, 营造一种和谐有序的社区

氛围, 逐步修正传统的社区情理, 让人们更加

科学地对待婚姻和生育。第三, 加强婚姻登记

管理制度, 当地公安局户籍管理人员应该及时

为居民办理户口和身份证, 必要时上门服务。

设法堵住漏洞, 保证男女到法定年龄后成婚。

看来, 只有重视女性初婚年龄, 把住婚姻

登记关, 尤其是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 才能从

根本上避免早婚引发的早育等后果, 真正做到

减少人口数量, 最终达到提高维吾尔族生活质

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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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西部地区, 物质资本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 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束缚逐渐显著;

中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相对稀缺, 经济增长点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本上, 人力资本的贡

献相对较弱。因此, 东部地区应该重点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增加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吸收

先进技术, 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 而中西部各省市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充分进行物质资本投

资, 引进国外及东部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加快工业化进程, 同时, 普及基础教育, 增加教育

投入, 以实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步发展的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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