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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的命名，是因为贵州的少数民族大都聚居在境内的六座山、六条江的
地域。
所谓“六山”，系指贵州境内的雷公山、大小麻山、武陵山、乌蒙山、云雾山、月亮山；“六水”，
系指贵州境内的都柳江、清水江、乌江、阳河、北盘江、南盘江。
“六山六水”是贵州省“民族研究工作者对我省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的一个带学术性的地理概念”，“
六山六水”区域面积广大，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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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由婚，是由男女双方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结合。
由于包办婚给男女双方带来痛苦，以前常发生抗婚的事，主要表现于私奔。
男女青年在集会、节日、赶场、放牧、农作等活动中由认识到爱慕，约于晚间到避人处结伴唱情歌，
这是板底一带彝家允许的一种青年们娱乐和恋爱方式。
他们说：彝家谈恋爱是自由的，结婚是不自由的。
林中晚间唱情歌，多由男方主动邀请，如女方有意，便约几个女伴前往。
你来我往，时间一久，自然产生了爱情，而这些青年男女，很小就已订婚，要退婚是万不可能，因此
只好与自己相好的情人私奔，远走他乡，也有因此而完满结合于异乡僻境的。
但在当时那样的社会中，仅只凤毛麟角而已，绝大多数私奔的都在父母及订婚的男方的威逼下拆散了
，或双双成了自由婚姻的殉葬品。
取材于板底民间传说《米谷籍娄啥》中一对青年跳人烈火，化为星星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在板底，像这样不同经历、不同结局的爱情就有几对青年的传说，都有声有色，颇为动人。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王姓青年与姓文（已与付家订婚）的姑娘，相约跑到赫章去，后被王家和付家设
法追回，打了一顿后，这对情侣终被拆散。
　　新中国成立后，自由婚姻成了普遍形式，即使是已经订过婚的，也勇敢提出退婚而另觅自己心爱
的人。
即便是由父母包办的，也多要征求青年们自己的意见，方可定亲。
　　抢亲婚俗对象有两类，一是年轻姑娘，二是寡妇。
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还未成亲的，常被作为抢亲对象。
彝族姑娘结婚年龄是十六岁左右，板底有句俗话说：姑娘长到十六岁，不嫁是娘家的错，不是婆家的
错。
十六岁过后仍未嫁，就会被人抢去，成亲后再给女方父母一点钱并赔礼认亲。
　　寡妇的再婚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其夫的兄弟“填房”，一种就是抢亲。
妇女丧偶后，如无兄弟和族兄弟填房，就成了抢亲的对象。
如年轻的寡妇没有儿子，抢亲的人自己或请人给她的公公（原夫之父）说通，给多少钱商定好后，便
可于晚间约人去抢回成亲。
也有不征得公婆同意而抢的，抢去后给一点钱托人去讲合就行了。
如寡妇生有儿子，公婆一般不许往外嫁，家境一般的人家，托人去说不通也就算了。
但遇稍有势力的，或豪强霸道的，就不顾其公婆同意不同意，约集人强行抢去，原夫家亦有势力，则
常因抢亲发生械斗，原夫家输了，任其成亲，原夫家赢了，则又将其抢回。
因此，这一妇女又可能再次被抢，抢来抢去，最后此妇女被最强的抢去成婚了事。
新中国成立后，抢亲已经绝迹。
姑娘们可以择对象，寡妇再婚亦较自由。
　　抢亲的人，都有一些背景。
或者有势力，不论姑娘和寡妇都可抢，或者已有老婆不生孩子或没有男孩子，就考虑抢寡妇来生孩子
，传宗接代，因此形成一夫多妻。
　　已婚妇女死了丈夫，再嫁给夫的兄或弟俗称为“填房”。
在板底彝族中，死了丈夫的妇女，其夫的兄弟可优先填房，如无兄弟或无适当者填房，比如年龄差距
太大，就由叔伯兄弟填房。
如几者俱无，方可外嫁他人。
从前，其夫的亲兄弟填房，不管这兄弟已婚未婚，均可优先。
因此，在有些家庭中，也形成了一夫多妻制。
至今，仍有填房的事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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