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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157 married people of Lahu from Lincang, adopting the Enrich Marital In-
ventor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early married people had certain proportion in married Lahu 
people. Both early married people and other married people’s quality of marriage was low. Ther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arly married people and other married people in their marital 
satisfaction, character compatibility, communication of the couple, the way of resolving conflict, 
economic arrang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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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婚姻质量问卷》，对临沧市某乡的157名已婚拉祜族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拉祜族人的

早婚现象在已婚者中占有一定比例。早婚者和非早婚者的婚姻质量都不高，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

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以及与亲友的关系等方面评价显著低于非早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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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祜族人的早婚现象及原因 

早婚是指不符合国家《婚姻法》规定的男 22 岁、女 20 岁的结婚年龄，即男女双方没有达到法定结

婚年龄，身体未发育成熟而过早结婚的行为。拉祜族是中国的跨界民族，主要聚居在澜沧江两岸的临沧

和普洱地区。在拉祜族的传统婚姻中，经历串婚、订婚、结婚、从妻居等过程，男子一般在十五六岁，

女子一般在十二三岁可以结婚。依当地风俗，男女同居即可算结婚，所以拉祜族早婚现象比较突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按照国家《婚姻法》的规定办理结婚手续，拉祜族人早婚的突出问题有所缓解，但还

是存在结婚偏早，尤其是女孩十四岁以下就结婚的现象。当地政府考虑到拉祜族人的传统和需求，将婚

姻年龄规定为男方不得低于 20 岁，女方不得低于 18 岁。但目前，拉祜族的早婚现象依然是普遍的(王泽，

2014)。 
对拉祜族人早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婚原因及解决策略方面。比如，拉祜族人早婚的主要原因可

分为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两个方面，而相应的解决策略主要为加大教育重要性宣传，营造良好社会风

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鼓励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教育等(曾泓霖，唐丽，2015)。拉

祜族人对于婚姻不太注重，早婚现象突出的原因是：早婚早孕的传统婚嫁风俗浓重；妇女流失；教育

落后；地域封闭导致思想落后。而当前拉祜族族人正经历着第三次家庭变迁，这次变迁，使得未婚男

女在婚姻对象的选择面更加广泛；婚龄结构更合理；优生优育；组建家庭的原因不再以养育后代为中

心而是源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小康社会的到来……社会和家庭的变迁将使拉祜族人的早婚问题得到

解决(王泽，2014)。一项对傣族、拉祜族和景颇族 3 个民族的调查指出早婚原因是：传统场域里自成体

系的生理文化与生育文化使早婚成为地域内的共识；越来越“难管理”的年轻人与越来越“期望提前

变老”的“老人”互相作用，促使支持早婚的社会因素长期存在；劳动力与养老所需；不断增值或增

加的彩礼促使年轻人早婚意愿强烈；适婚年龄性别失衡，初婚年龄差的加大带来了女方早婚与跨境婚

姻中的早婚(伍琼华，张睿莲，2015)。 
早婚是否意味着低质量的婚姻生活？如果从早婚风俗流传时日长久来看，早婚有其合理之处，似乎

并不一定给早婚者带来损害，但是目前很少有研究考察早婚者的婚姻质量。婚姻质量是表示人们对自身

一段婚姻好坏的评价，可从宏观、客体以及婚姻主体的角度解释(卢淑华，文国峰，1999)。从婚姻主体的

角度而言，婚姻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对自己婚姻的评价和心理感受。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考察

拉祜族人的早婚情况，并通过拉祜族人早婚与非早婚夫妻的婚姻质量进行对比，分析拉祜族人早婚者的

婚姻质量，以促进人们对拉祜族人家庭婚姻问题的深入了解。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临沧市某乡的 157 名拉祜族已婚者。其中男性为 92 人，占调查人数的 58.6%，女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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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人，占 41.4%；文化水平为小学的有 113 人，占 71.9%，初中水平的为 42 人，占 26.75%，高中水平

的有 2 人，占 1.8%；年经济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有 19 人，占 12.1%，在 5000~7000 元的有 127 人，占

80.9%，在 7000 元以上的有 11 人，占总人数的 7.0%。 

2.2. 调查所使用的问卷 

采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Olson 等教授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ENRICH)》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1999)，该量表共计 124 个条目，内容包括过分理想化、婚姻满意度等 12 个因子，每个条目均采用 5 级

评分制，选项为“确实是这样”、“可能是这样”、“不同意也不反对”、“可能不是这样”、“确实

不是这样”。婚姻质量问卷(ENRICH)中条目一致性系数为 0.74，重测信度为 0.87，其判别婚姻满意与不

满意的准确性(判别效度)为 85%~90%。与其它婚姻问卷相比，它的信、效度检验具有样本容量大，控制

了背景因素干扰，多维度，夫妇双方评估等特点。该套量表的统计指标主要为总分和因子分：1) 总分，

将 124 条各个条目的得分相加，即为总分，得分越高提示婚姻质量越好；2) 因子分：共有 12 个因子，

每一个因子着重反映被试的婚姻某一方面的情况，将该因子所含条目的得分相加，即为因子分。根据本

研究的需要，以及被试的特殊性，本研究在 12 个因子中抽取了其中经济安排、性格相容性、婚姻满意度、

与亲友的关系、夫妻交流、解决冲突方式六个因子研究拉祜族人的婚姻质量。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临沧市某乡拉祜族人的早婚状况 

共有 157 名拉祜族已婚者参加了调查。其中，早婚人数有 48 人，占总人数的 30.6%。从表 1 中可以

看出，拉祜族人早婚者中，男性有 29 人，女性 19 人，分别占早婚总人数的 60.4%、39.6%，早婚男性的

人数高于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可以看出拉祜族人非早婚者要比早婚者接受更多的教育，拉祜族人早

婚者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的人数分别为 43 人、4 人，占早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91.5%、8.5%。从已

有的数据上看，早婚的拉祜族人多数在接受过小学或者初中教育后就不再继续读书，而非早婚的拉祜族

人可能会选择继续读高中或者大学；在经济收入上，拉祜族早婚者在 5000 元以下或者 5000~7000 元中所

占的比例比非早婚者拉祜族稍高，早婚者在该两组中人数分别为 9 人和 39 人，在早婚者中所占比例分别

为 18.7%和 81.3%。但年收入为 7000 元以上的则非早婚者更多，早婚者在年收入 7000 元以上的为 0 人，

非早婚者有 11 人，占总人数的 7%，可以初步推断非早婚者的经济收入情况比早婚者拉祜族更好。 
 

Table 1. The early married condition of a Lahu village 
表 1. 某拉祜族乡的早婚状况 

  早婚者 非早婚者 合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29 60.4% 63 57.8% 92 58.6% 

女性 19 39.6% 46 42.2% 65 41.4% 

文化程度 

小学 43 91.5% 70 63.6% 113 71.9% 

初中 4 8.5% 38 34.5% 42 26.8% 

高中及以上 0 0 2 1.8% 2 1.2% 

年经济 
收入 

5000 元以下 9 18.7% 10 9.2% 19 12.1% 

5000 ~ 7000 元 39 81.3% 88 80.7% 127 80.9% 

7000 元以上 0 0 11 10.1% 1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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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性别、文化程度及经济收入上的比例是否一致，对表 1 数据进

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性别上的比例没有显著的不一致，χ2 = 0.24, p = 
0.63 > 0.05。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文化程度的人数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 12.75, p = 12.75 < 0.01，
初中文化的非早婚者人数明显多于初中文化的早婚者，说明，非早婚者的文化程度高。拉祜族人早婚者

与非早婚者在不同经济收入的人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 7.37, p < 0.05，非早婚者的经济收入在 5000
元之上的人数明显多于早婚者。 

3.2. 拉祜族人的婚姻质量 

目前婚姻质量问卷的常模来自美国，但研究者发现，中国稳定婚姻者的评分十分接近常模(汪向东，

王希林，马弘，1999)。表 2 表明，拉祜族人的早婚及非早婚者的各因子的评分都低于常模，拉祜族人的

婚姻质量得分不高。 
表 3 呈现了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

经济安排及与亲友的关系等 6 个因子的得分，以及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

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以及与亲友的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

异。早婚者对婚姻的满意度显著低于非早婚者；在性格相容性上，早婚者对配偶行为方式的满意度显著

低于非早婚者；对配偶发出与接收信息的方式的评价明显高于早婚者，非早婚者对夫妻交流方式与交流

量的满意度高于早婚者；在解决冲突的方式上的质量明显高于早婚者；在经济安排的质量上，拉祜族人

非早婚者明显高于早婚者；在与亲友的关系上的质量，拉祜族人非早婚者显著高于早婚者。 
 

Table 2. Lahu early marriage quality and the norm of the contrast (M ± SD) 
表 2. 拉祜族人早婚者的婚姻质量与常模的对比(M ± SD) 

 
早婚者 非早婚者 常模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婚姻满意度 26.28 ± 6.09 24.89 ± 4.50 27.45 ± 5.15 28.02 ± 4.73 37.31 ± 6.45 37.04 ± 7.03 

性格相容性 27.24 ± 6.63 26.84 ± 6.13 30.11 ± 6.39 30.96 ± 5.41 34.58 ± 5.96 34.43 ± 6.35 

夫妻交流 25.46 ± 6.60 27.11 ± 6.74 28.11 ± 4.45 29.00 ± 4.54 34.90 ± 6.05 34.10 ± 6.94 

解决冲突 27.83 ± 6.70 27.37 ± 5.43 29.16 ± 4.44 30.30 ± 4.84 34.05 ± 5.84 33.85 ± 6.43 

经济安排 23.79 ± 6.70 26.05 ± 5.15 27.56 ± 4.74 28.11 ± 4.55 37.16 ± 6.33 37.65 ± 6.78 

与亲友关系 26.24 ± 5.48 25.74 ± 5.55 30.86 ± 7.16 30.95 ± 5.09 37.52 ± 5.63 38.55 ± 5.90 

 
Table 3. The scores and t test results in the six scores of Lahu (M ± SD) 
表 3. 拉祜族人在六个因子上的得分及 t 检验结果(M ± SD) 

 早婚者 非早婚者   

 M ± SD M ± SD t p 

婚姻满意度 25.46 ± 5.27 27.71 ± 4.98 −2.556 0.012 

性格相容性 27.08 ± 6.37 30.45 ± 6.00 −3.167 0.002 

夫妻交流 26.13 ± 6.63 28.49 ± 4.51 −2.581 0.011 

解决冲突的方式 27.65 ± 6.17 29.61 ± 4.63 −2.199 0.029 

经济安排 24.69 ± 6.18 27.80 ± 4.67 −3.462 0.001 

与亲友关系 26.04 ± 5.45 30.70 ± 6.36 −4.407 0.000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8131


张特效 等 
 

 

DOI: 10.12677/ap.2017.78131 1049 心理学进展 
 

4. 结语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临沧市某乡 157 名拉祜族已婚者中，早婚人数有 48 人，百分比占总人数

30.6%，约占调查人数的 1/3。早婚男性有 29 人，女性 19 人，分别占早婚总人数的 60.4%、39.6%，早婚

男性的人数高于女性 20.8 个百分点。超过 90%的早婚者受教育的程度为小学，高于小学文化程度的非早

婚者 28 个百分点。与澜沧县的相关研究结果对比，临沧某乡的拉祜族早婚比例并不高。澜沧县拉祜族早

婚现象普遍，女方在十二到十五就已经与人同居(事实婚姻)，即早婚，这种现象占总结婚人数的 80%(王
泽，2014)。 

临沧市某乡拉祜族早婚现象虽然存在，但不如对拉祜族其他群体的研究结果突出，这与当地政府对

合法婚姻年龄及优势的宣传和教育有关。通过走访当地拉祜族人家了解，近年当地政府大力扶贫、投资

烟草、油菜等政策，以及当地政府大力开发旅游业，当地居民正走向小康社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拉祜族人自身的婚姻观有所转变，当地拉祜族人早婚行为逐渐在减少。某乡是云南省拉祜族聚集的一个

少数民族村寨，村寨处于山谷中，村民将屋舍建于山坡上，其屋舍由当地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并

统一规划，按拉祜族原始屋舍设计修建。政府为了方便管理，在某乡村实行“小社长”制，即根据村民

聚集的情况，将聚集在一起的拉祜族居民分为一个社，每个社大概十几户人家，有自己的小社长，小社

长直接管理。小社长是当地居民，负责内部管理。基础管理由他们自己内部进行自我管理，小社长的直

接上级是村支书，村支书也是当地居民。村支书受政府书记的管理，负责召开小社长大会，协助各种工

作的开展，当地人十分相信政府。在政府的引领下，当地拉祜族人民较好地保存了积极的传统文化与风

俗习惯，而早婚这样对拉祜族现代化具有一定消极性干扰的习俗，对当地群众的影响力正在慢慢减少。 
本研究从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与亲友的关系、解决冲突的方式、夫妻交流和经济安排这些方

面调查了拉祜族已婚者的婚姻质量。总体上看来，无论早婚者还是非早婚者，157 名已婚拉祜族人在这 6
个方面的得分都不高，这也许是因为《婚姻质量问卷》虽然经多个研究证明可在中国人群中使用，但拉

祜族人，尤其是女性的文化程度低，汉语语言沟通存在困难，对问卷的理解可能存在问题，导致她们/他
们对自己婚姻质量的评价不高。 

研究发现，早婚者和非早婚者对自己的婚姻质量的评价都不太好，两类已婚者对婚姻的满意度、性

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以及与亲友的关系上的质量存在显著的不同。以往的

研究认为，早婚青年过早成家，很难适应角色的转变，难以处理好与双方亲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

经济压力。早婚妇女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很难处理好新环境下婆媳之间和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带

来的压力(柯玲，王雪梅，2013)。“结婚太早，不懂过日子，家就维持不下去。”(冯雪红，2011)可见，

早婚早育带来的经济压力让早婚者在对其家庭经济状态的评价并不满意，以至于早婚夫妻间在经济安排

上存在分歧。早婚者缺乏经验，和亲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当冲突出现时，早婚者对配偶的解决方式感

到不满意；夫妻间的交流存在一定的缺陷(高回松，2001)；在结婚之前，早婚夫妻间接触时间很短，对彼

此了解较少，这可能也是导致夫妻交流不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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