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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
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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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多数不能以法律认可的方

式结婚ꎬ 他们婚姻的合法性大多不被承认ꎮ 但由于黑人奴隶有组建

家庭的强烈愿望ꎬ 且具备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组建家庭的客观因

素ꎬ 奴隶们在各种制约和限制下仍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ꎮ 黑人奴隶

在非洲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下ꎬ 适应了巴西奴隶制社会的现实环

境ꎬ 形成了部族内婚制、 种植园内婚制和外婚制等奴隶所特有的择

偶模式ꎬ 并在组建家庭的过程中形成了核心家庭、 单亲家庭和扩大

家庭等独特的家庭结构ꎮ 相较于美洲实行奴隶制的其他地区ꎬ 巴西

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稳定ꎬ 家庭关系中存在特殊的干亲关系ꎬ
尤以教父教母关系最为典型和独特ꎮ 黑人奴隶家庭组织模式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和特殊性ꎬ 不仅反映了奴隶制特殊历史条件下黑人奴隶

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妥协与适应ꎬ 而且体现了奴隶对非洲传统文化习

俗的沿袭和创新ꎮ 黑人奴隶家庭客观上延长了奴隶制在巴西的存续

时间ꎬ 同时对非洲黑人文化的代际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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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及其特点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ꎮ 古往今来ꎬ 对于各种肤色的人来说ꎬ 家庭

的重要性都是相似的ꎮ 家庭作为巴西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ꎬ 一直受西方学

者重视和关注ꎬ 尤其在奴隶制时期ꎬ 黑人奴隶这一受到压迫和虐待的特殊群

体是否存在家庭ꎬ 一直是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前ꎬ 西方历

史学家、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并无家庭生活可言ꎮ 然

而ꎬ 随着对巴西奴隶制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ꎬ 学者们依据种植园奴隶名单、
财产清单、 人口普查资料和教区的相关记录ꎬ 修正了过去有关巴西黑人奴隶

日常生活和具体处境的一系列观点ꎮ 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奴隶组建家庭尽管

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ꎬ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黑人奴隶能够建立家庭或与他

人共同组成大家庭ꎮ① 近年来ꎬ 多数黑人奴隶生活在家庭中并拥有一定的家庭

生活已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ꎮ②

相较于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ꎬ 国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匮乏ꎬ
尚有许多有待探究与思考的方面ꎮ 巴西作为近代黑人奴隶制存续时间最长、
蓄奴人口最多的地区ꎬ 这里的黑人奴隶组建家庭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奴隶家

庭的关系和功能、 奴隶的婚姻家庭伦理和奴隶家庭的稳定性等问题ꎬ 值得我

们进行探讨和开拓性研究ꎮ 鉴于此ꎬ 本文尝试通过梳理黑人奴隶家庭存在的

条件和择偶模式的具体形式ꎬ 对奴隶家庭的结构和特点进行分析ꎬ 深化对巴

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家庭问题的认识和理解ꎮ

一　 黑人奴隶家庭存在的条件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ꎬ 是由婚姻、 血缘或收养关系组成的ꎮ③ 家

庭的形成通常要经过婚姻形式中的法律程序ꎬ 即以法律认可的方式结婚才能

建立家庭ꎮ 然而ꎬ 在巴西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合法地组成家庭ꎬ 对于黑人奴隶

来说是非常困难的ꎮ
一方面ꎬ 多数奴隶主反对奴隶通过合法的方式结婚ꎮ 在奴隶制时期ꎬ 尽

管天主教会承认并认可黑人奴隶通过婚姻组建家庭ꎬ 但这意味着奴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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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得到教会的认可ꎬ 便受到教会的保护ꎬ 奴隶主不得随意拆散或卖掉奴隶

夫妻中的一方而致婚姻不能延续ꎬ 这其实是对奴隶主利益的一种限制和制

约ꎮ① 大多数情况下当奴隶们请求主人同意他们的婚事时ꎬ 主人会严禁其奴隶

依天主教习俗合法地结为夫妻ꎮ 因为在主人看来ꎬ 被教会认可的合法婚姻ꎬ
婚姻本身及婚生子女均有合法地位ꎬ 受到法律和教会的保护ꎮ 未经教会认可

的奴隶婚姻ꎬ 就是非法的ꎬ 可随意拆散ꎮ 即便奴隶有了夫妻之实ꎬ 奴隶主还

是可以将男女奴隶分别出售或转让ꎮ② 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ꎬ 为了防止黑人奴

隶和他们的子女以法律和教会规章为由反对随意拆散他们的家庭ꎬ 大多数奴

隶主都不会批准奴隶以合法的方式结婚ꎮ 学者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进行研究

后发现ꎬ 在 １８４１ 年、 １８４２ 年和 １８４７ 年ꎬ 整个里约热内卢的合法奴隶婚姻数

量仅为 １１ 桩③ꎬ 这充分说明在拥有数万奴隶的里约热内卢ꎬ 黑人以合法方式

结婚是非常困难的ꎮ
另一方面ꎬ 多数黑人奴隶并未按照法律认可的方式成婚ꎮ 由于文化差异

和语言障碍ꎬ 大多数通过奴隶贸易被贩卖到巴西的黑人奴隶从未真正皈依天

主教ꎬ 他们并不认同以天主教的方式结婚ꎮ 同时ꎬ 天主教神父出于宗教上的

狭隘以及对黑人奴隶的偏见和歧视ꎬ 普遍拒绝为奴隶们举行天主教的婚礼ꎮ
在整个里约热内卢的教区资料中ꎬ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被记录下来的奴隶婚姻只有

６７ 桩ꎬ 各个教区的奴隶婚姻记录数量基本都是个位数ꎬ 有的教区更是没有一

桩奴隶婚姻被记录下来ꎬ 这充分反映了教会对奴隶婚姻的漠视和阻挠ꎮ④

鉴于这种情况ꎬ 奴隶们更愿意按照非洲的仪式举办婚礼ꎬ 或者不举办婚

礼仪式直接生活在一起ꎮ 当然多数情况下ꎬ 黑人奴隶会依照自己的意愿ꎬ 以

非洲传统的婚礼仪俗举行庆祝活动ꎬ 并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们的婚姻获得人们

的认可ꎮ 但这种婚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不受法律认可ꎬ 没有相应的

法律地位ꎮ
因此ꎬ 仅以合法婚姻作为判定黑人奴隶家庭存续的必要条件ꎬ 极易片面

地认为奴隶婚姻和奴隶家庭是不存在的ꎮ⑤ 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ꎬ 是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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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产物ꎮ 在家庭中ꎬ 自然的血缘关系和世代关系是维系家庭存在的重要纽

带ꎬ 生育子女、 繁衍后代、 增加新的家庭成员ꎬ 也是在自然状况下发生的ꎮ
家庭的形成ꎬ 虽然要经过婚姻形式中的法律程序ꎬ 有人为因素ꎬ 但却是以自

然形成为条件的ꎮ① 因此ꎬ 除婚姻合法性因素外ꎬ 需要更加全面地对巴西黑人

奴隶建立家庭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ꎬ 才能客观地判断黑人奴隶家庭是

否真实存在ꎮ
首先ꎬ 黑人奴隶有组建家庭的强烈愿望ꎮ 黑人奴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ꎬ

与其他不同肤色民族的人们有着相同的情感诉求ꎬ 他们也对建立家庭充满了

渴望ꎮ 在传统非洲黑人文化中ꎬ 广义上的家庭和家族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ꎬ
是人与人之间彼此联系的纽带ꎮ 个人只有在家庭中才能获得群体归属感ꎬ 并

找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ꎮ 对于远离非洲故土、 漂泊无根的巴西黑人奴隶来

说ꎬ 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ꎬ 它使得黑人奴隶们在巴西陌生

的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的希望和意义ꎬ 并在奴隶制的艰难环境下得以抱团取暖ꎮ
因此ꎬ 从建立家庭的主体角度分析ꎬ 黑人奴隶有着组建家庭的现实意愿和具

体动机ꎬ 一定会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而努力ꎮ
其次ꎬ 黑人奴隶组建家庭具备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ꎮ 在社会学领域ꎬ 家

庭是通过血缘关系结成的以分享共同生活场域为最主要特征的初级社会群

体ꎮ② 基本的居所和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ꎬ 是建立家庭最重要的物质条件ꎮ 巴

西种植园的黑人奴隶大多集中住在主人安排的排房或主人房间门外的走廊地

板上③ꎬ 共同的居住空间使得男女黑人奴隶有了组建家庭的可能ꎮ 在一些小种

植园或建有围墙的区域ꎬ 奴隶被允许建造独立的棚屋ꎬ 这些按非洲传统建造

的屋舍使得黑人奴隶有了必要的家庭居所ꎮ 尽管这些棚屋只是简单的容身之

所ꎬ 空间小、 私密性差ꎬ 但就在这些屋舍中ꎬ 黑人奴隶传承和发展着非洲传

统的家庭模式和家庭观念ꎮ④

再次ꎬ 相当数量的女性黑人奴隶使得黑人奴隶组建家庭成为可能ꎮ 非洲

有重女轻男的文化传统ꎮ 在非洲许多地区ꎬ 女性除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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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外ꎬ 还是延续家族血脉、 维系家族关系的重要纽带ꎬ 在社会生活中有

着极高的地位ꎮ 黑人女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卖往美洲ꎮ① 而奴隶制早期美洲种

植园和矿山的生产又对精壮劳动力有着持续的需求ꎬ 这导致通过大西洋奴隶

贸易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多以男性为主ꎮ 这造成了奴隶在性别上男女比

例的严重失调ꎬ 男性约占奴隶总数的 ６５％ 以上ꎮ② 这使得一半以上的男性黑

人奴隶很难找到配偶ꎬ 很多黑人奴隶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娶妻生子ꎮ 到了奴

隶制后期ꎬ 奴隶贩子发现贩卖黑人女奴有利可图ꎬ 大量女性黑奴被贩卖到美

洲ꎮ③ 与此同时ꎬ 巴西土生女性黑人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黑人奴隶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ꎮ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种植园ꎬ 由于

其所拥有的奴隶人口基数大ꎬ 相应的女性黑人奴隶的数量也相对较多ꎬ 奴隶

大多能够找到合适的伴侣组建家庭ꎮ④

最后ꎬ 奴隶主态度和观念上的变化影响了奴隶家庭的建立ꎮ 奴隶主在不

同历史时期ꎬ 对于奴隶组建家庭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别ꎮ 在 １６—１７ 世纪ꎬ 黑

人奴隶间的婚姻常常不被奴隶主允许ꎬ 或者因被主人拆散而难以为继ꎮ⑤ 而奴

隶所生的孩子更是被奴隶主看作是一种负担ꎬ 因为从婴儿到可以用作生产的

劳动力ꎬ 需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ꎬ 从经济成本考虑ꎬ 不如直接购买从非洲贩

运而来的黑人奴隶更划算ꎮ 因此ꎬ 在 １７ 世纪到 １９ 世纪初大西洋奴隶贸易蓬

勃发展的时期ꎬ 奴隶主虽然无法彻底阻止奴隶间的结合ꎬ 但大多主观上不鼓

励奴隶结婚生育ꎮ 但 １９ 世纪中期后ꎬ 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ꎬ 为了保证

奴隶人口的稳定ꎬ 壮大种植园黑人奴隶的数量ꎬ 平衡种植园奴隶性别比例ꎬ
保障潜在的经济收益ꎬ 巴西的种植园主们普遍重视和鼓励奴隶们组成家庭ꎬ
并保证其家庭构成的稳定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黑人奴隶家庭的建立ꎮ

综上所述ꎬ 黑人奴隶组建家庭尽管受诸多因素共同影响ꎬ 但由于具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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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主观和客观条件ꎬ 因此在奴隶制时期巴西黑人奴隶群体中较为普遍地存

在着奴隶家庭ꎮ

二　 黑人奴隶的择偶模式

择偶是指社会成员结合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人条件选择异性作为丈

夫和妻子 (即生活伴侣) 的过程①ꎬ 它是一种生理的、 心理的、 社会的、 文

化的现象ꎮ 择偶动机和标准更多地为当时的政治、 经济状况以及社会风俗、
价值取向所制约ꎬ 被烙上时代的印记ꎮ② 在巴西奴隶制时期ꎬ 尽管黑人奴隶在

建立家庭时受到了种种限制和制约ꎬ 但在非洲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下ꎬ 奴隶

们积极适应着奴隶制社会的现实环境ꎬ 形成了奴隶所特有的择偶观念ꎮ
通常情况下ꎬ 黑人奴隶在选择结婚对象和性伴侣的时候ꎬ 受 “同类婚”

观念的影响ꎬ 趋向于与来自非洲同一文化群体的人结婚ꎮ 当然ꎬ 这种同一的

文化群体并不单局限于同一部族之内ꎬ 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广ꎬ 包括地域相近、
语言文化相通的人ꎮ 这种在婚姻伴侣的选择上对非洲文化属性和族群身份的

重视ꎬ 反映了奴隶对非洲传统黑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③ 斯威特在其研究

中指出ꎬ 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在择偶上所遵循的同类性原则是 “在美洲重建

非洲社会和文化的第一步”ꎮ④ 奴隶们在巴西奴隶制社会背景下ꎬ 形成了多种

不同的择偶模式ꎮ
(一) 部族内婚制

巴西黑人奴隶在择偶时ꎬ 更多地会选择与自己有着相同非洲文化背景的人

作为终身伴侣ꎮ⑤ 他们对伴侣的考量ꎬ 更为看重其部族背景和非洲出生地ꎮ⑥

通常情况下ꎬ 奴隶们愿意选择来自同一部族的人组成家庭ꎬ 当没有来自同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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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合适对象时ꎬ 来自非洲相近地区的其他部族的人也是理想的结婚对象ꎮ
在所有有记录可查的巴西黑人奴隶婚姻中ꎬ 绝大多数奴隶会在来自同一

非洲部族的异性中选择自己的另一半ꎮ 在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的黑人奴隶婚

姻中ꎬ 就明显存在着基于部族属性的内婚制模式ꎮ 例如在 １８ 世纪上半叶里约

热内卢登记结婚的 ２５３ 对非洲黑人奴隶的合法婚姻中ꎬ 绝大多数黑人奴隶都

选择了与同一族属的异性相结合ꎮ① 其中在里约热内卢沿海安格拉—多斯雷斯

(Ａｎｇｒａ ｄｏｓ Ｒｅｉｓ) 地区有记录的黑人奴隶婚姻中ꎬ ７５％的黑人奴隶婚姻有着共

同的非洲部族文化背景ꎮ② 在 １８ 世纪巴伊亚雷孔卡沃 (Ｒｅｃôｎｃａｖｏ) 地区的

１６０ 宗黑人奴隶婚姻中ꎬ ４１％ 的黑人奴隶选择了与来自非洲同一语族的人结

婚ꎮ③ 而在米纳斯吉拉斯的巴尔巴塞纳 (Ｂａｒｂａｃｅｎａ) 地区ꎬ １７２１—１７８１ 年的

４８８ 份婚姻记录中ꎬ 黑人奴隶的部族内婚率也很高ꎬ ９６％的奴隶会选择来自同

一民族或讲同种语言的人作为自己的伴侣ꎮ④

巴西黑人奴隶在择偶上所体现出的这种群体偏好源自非洲的部族内婚制

传统ꎮ 在非洲ꎬ 不同部族的人通常情况下会在同部族或同村庄中寻找伴侣ꎬ
实行部族内婚制ꎮ 黑人奴隶经由大西洋奴隶贸易被贩卖到巴西后ꎬ 沿袭了非

洲的内婚制ꎬ 但其内婚制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广泛ꎮ 奴隶的择偶范围已不再单

纯局限在同一部族之中ꎬ 来自共同文化区的黑人也是普遍被考虑的择偶对象ꎮ
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区域性部族内婚制使得黑人奴隶的非洲民族属性得以延

续ꎬ 而奴隶的部族归属和部族间的隔阂则逐渐变得模糊ꎮ 巴西黑人奴隶对择

偶对象的地区性偏好ꎬ 在来自上几内亚地区和米纳湾 (今贝宁) 地区的黑人

奴隶群体中尤为明显和突出ꎮ⑤ 据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 年的档案资料记录所示ꎬ 来自

上几内亚沿海地区的黑人女性有 ６５％的人选择与上几内亚地区的男子组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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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ꎬ 而来自上几内亚内陆地区的黑人女性也有 ６７％的人选择了与上几内亚地

区的男子结合ꎮ 来自米纳湾地区的黑人女性的择偶状况也与之类似ꎬ 超过

４２％的人选择了与来自同地区的黑人建立家庭ꎮ①

(二) 种植园内婚制

鉴于奴隶建立家庭需要得到主人的首肯ꎬ 并且奴隶们在所劳作的种植园

中终其一生所能接触到的异性数量有限ꎬ 因此可供选择的婚配对象并不多ꎬ
这就意味着奴隶们大多仅限从所在种植园的奴隶中选择伴侣ꎮ② 由于存在奴隶

在婚姻选择上的这些限制ꎬ 因此绝大多数奴隶会在同一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

群体中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ꎬ 这导致在巴西黑人奴隶群体中出现了种植园内

婚制这一特殊的择偶模式ꎮ
黑人奴隶种植园内婚制广泛存在于巴西各个地区的种植园中ꎮ 在米纳斯

吉拉斯的杜马托登特罗 (Ｃａｔａｓ Ａｌｔａｓ ｄｏ Ｍａｔｏ Ｄｅｎｔｒｏ) 地区ꎬ １７４２—１８３４ 年同

属一个主人的黑人奴隶间的结合占黑人奴隶婚姻总数的 ９８％ ꎮ③ 这种情况在

１７—１８ 世纪里约热内卢绝大多数奴隶家庭中也较为常见ꎮ④ 到了 １９ 世纪ꎬ 里

约热内卢沿海地区和圣保罗地区的奴隶结合也大多为种植园内婚制ꎮ⑤

由于绝大多数黑人奴隶只能在同一种植园中选择自己的伴侣ꎬ 因此奴隶

在择偶上受种植园规模和同一种植园中适龄婚配奴隶数量的限制ꎮ 一般来说ꎬ
种植园的规模与适婚奴隶的数量往往成正比ꎮ 从实际情况来看ꎬ 往往种植园

规模越大ꎬ 黑人奴隶的家庭数量越多ꎮ⑥ 在 １８—１９ 世纪米纳斯吉拉斯、 里约

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园保留的大量资料中ꎬ 可以清晰地看出奴隶们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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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中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要明显多于小种植园ꎮ 例如ꎬ 根据 １８２９ 年

圣保罗州人口普查和 １８７２ 年巴西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出ꎬ 圣保罗

坎皮纳斯 (Ｃａｍｐｉｎａｓ) 地区蓄奴规模超过 １０ 人的甘蔗或咖啡种植园中的奴隶

家庭数量ꎬ 是蓄奴规模小于 １０ 人种植园的两倍ꎮ① 另外ꎬ 在对 １７７５—１８５０ 年

圣保罗州 ２０ 万黑人奴隶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分析后ꎬ 能够发现随着种植园规

模的扩大ꎬ 奴隶家庭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多ꎮ 只有一个奴隶的小奴隶主ꎬ 他们

的男性奴隶记录成家率仅为 ６％ ꎬ 女性奴隶的记录成家率则更低ꎬ 仅为 ４％ ꎮ
反观拥有 ４０ 名奴隶以上的大奴隶主ꎬ 他们的男性奴隶记录成家率为 ２１％ ꎬ 女

性奴隶的记录成家率则高达 ３９％ ꎮ②

(三) 外婚制

与黑人奴隶在同一种植园或同一族群选择伴侣的内婚制相对应ꎬ 在巴西

城市地区和农村的小种植园中ꎬ 由于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较少ꎬ 奴隶很

难以同类性原则的择偶标准在同一奴隶群体内找到合适的对象ꎬ 因此部分黑

人奴隶会在种植园以外或其他族属的奴隶中寻找自己的伴侣ꎮ 而在这种情况

下ꎬ 黑人奴隶的择偶对象大多与自己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族群文化背景ꎮ
在巴西各地的文献资料中都有关于并非同一种植园的黑人奴隶组建家庭

的记录ꎬ 而且多数这类结合突破了奴隶与自由人身份地位的界限ꎮ 在 １８ 世纪

以及 １９ 世纪早期欧鲁普雷图维拉利卡 (Ｖｉｌａ Ｒｉｃａ) 的米内罗镇ꎬ 约有 ２０％的

黑人奴隶与释奴组成了家庭ꎮ③ 在 １７２６—１８２０ 年圣安娜德巴纳伊巴 (Ｓａｎｔａｎａ
ｄｅ Ｐａｒｎａíｂａ) 的边陲小镇保利斯塔ꎬ 总共 ５６９ 桩奴隶婚姻记录中ꎬ 除了 ７０％的

婚姻是黑人奴隶之间的结合外ꎬ 有 ５２ 桩为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的婚姻ꎬ 还有

１１７ 桩是奴隶与自由有色种人的结合ꎮ④ 在里约热内卢的蔗糖产区坎波斯多斯

戈伊塔卡塞斯 (Ｃａｍｐｏｓ ｄｏｓ Ｇｏｉｔａｃａｓｅｓ)ꎬ ４５０７ 桩奴隶婚姻中有 ６０ 桩为奴隶与自

由人的结合ꎬ 另有 １０２ 桩是奴隶和释奴之间的婚姻ꎮ 在这 ６０ 桩奴隶与自由人的

婚姻中ꎬ 多为女性黑人奴隶嫁给了自由平民 (占这类婚姻的 ７２％)ꎬ 而奴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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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奴的婚姻则多为男性黑奴娶了女性释奴 (占这类婚姻的 ６１％)ꎮ① 与黑人奴隶

结婚的自由人多为最贫穷的穆拉托人和印第安人ꎬ 鲜有白人会与黑人奴隶结婚ꎮ
自由人之所以会选择与奴隶组建家庭ꎬ 主要是受自由人的经济状况所决

定ꎮ 一般来说ꎬ 这些自由人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ꎬ 养活自己尚有难度ꎬ 供养

家庭则显得更加吃力ꎮ 但如果选择与奴隶组成家庭ꎬ 可以使他们无须供养另一

半ꎬ 因为奴隶的主人大多替他们承担了这笔花销ꎬ 这可以大大减轻其经济压力ꎮ
在这类家庭中ꎬ 由于奴隶主承担了奴隶家庭的一半花销ꎬ 因此奴隶夫妇无论自

由与否ꎬ 都对主人负有相应的义务ꎬ 夫妻双方都需要为主人劳动ꎮ②

此外ꎬ 非洲黑人奴隶与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之间的结合ꎬ 也是奴隶外婚制

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ꎮ 在巴西殖民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ꎬ 由于非洲黑人奴

隶与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之间在语言、 习俗和族群认同感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

差异ꎬ 导致这两个奴隶群体间极少存在相互通婚的现象ꎮ 最初非洲黑人与巴

西土生黑人的结合只出现在小种植园中ꎬ 因为小种植园主受经济实力所限ꎬ
购买的奴隶数量相对较少ꎬ 他们大多只购入男性黑奴直接从事生产劳动ꎬ 这

使得小种植园中自非洲贩运而来的黑人奴隶在性别比例上出现严重的不平衡ꎮ
与之相对ꎬ 巴西土生黑人的性别比更为均衡ꎬ 黑人女性也更多ꎬ 因此男性黑奴

只能选择巴西土生黑人女性作为结婚对象ꎮ 然而ꎬ 即便如此ꎬ 二者在文化上的

隔阂使得非洲黑人与巴西土生黑人的结合在奴隶婚姻总数中只占极少数ꎮ
当然ꎬ 在 “非洲—巴西土生” 黑人奴隶家庭中ꎬ 几乎没有黑人奴隶与肤

色较浅的穆拉托人 (黑白混血种人) 结合的情况ꎮ③ 因为在巴西的肤色等级

制下ꎬ 肤色较浅的穆拉托人在择偶时只会选择肤色浅的人作为自己的伴侣ꎬ

而不会垂青那些肤色黝黑或直接运自非洲的黑人ꎮ④这种依肤色等级选择伴侣

的择偶模式ꎬ 对巴西后来的种族融合和种族民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 如

今ꎬ 巴西社会仍然普遍存在以肤色深浅作为选择结婚对象最重要标准的现象ꎬ
其根源即是脱胎于奴隶制时期按不同肤色等级选择婚配对象的择偶模式ꎮ

综上ꎬ 巴西奴隶制时期ꎬ 黑人奴隶的择偶观念受文化、 社会、 经济、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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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ꎬ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择偶模式ꎮ

三　 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结构

学者们对巴西黑人奴隶日常生活的相关研究表明ꎬ 成年黑人奴隶及其子女

大多生活在家庭中ꎮ① 几乎所有的种植园资料中都记录了奴隶家庭的情况ꎬ 这

些记录中黑人奴隶的家庭结构在巴西有着其独特的表现形式ꎮ 奴隶制下的巴

西黑人奴隶家庭普遍存在三种类型的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单亲家庭和扩大

家庭ꎮ
(一) 核心家庭

在巴西奴隶人口中ꎬ 核心家庭是最常见的奴隶家庭类型ꎮ 在社会学与人

类学层面ꎬ 核心家庭通常是指由父、 母、 子女组成的家庭模式ꎮ② 在巴西黑人

奴隶的观念中ꎬ 由丈夫、 妻子和孩子共同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主要的奴隶家庭

形态ꎬ 奴隶父母带着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最为普遍ꎮ 在非洲黑人的传统观念中ꎬ
并没有婚后才能发生性关系的观念和禁忌ꎬ 因此黑人男女婚前发生性行为的现

象非常普遍ꎮ 多数研究表明ꎬ 在巴西黑人奴隶的恋爱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试婚阶

段ꎬ 许多奴隶 “夫妇” 会在有了 １ ~２ 个孩子后才最终按照非洲的传统婚礼仪俗

正式组建家庭ꎬ 他们在婚后大多与所生育子女共同组成核心家庭ꎮ③ 生活在核心

家庭的黑人奴隶大多将家庭成员限定在父母与子女的范围内ꎮ④

黑人奴隶核心家庭的数量和稳定性通常与所属奴隶主的经济实力直接相

关ꎮ 相较于经济实力有限的奴隶主ꎬ 大种植园主或大地产主所属的奴隶们更

容易长期维持核心家庭的存续ꎮ 在 １８ 世纪巴纳伊巴 (Ｐａｒｎａíｂａ) 地区规模最

大的 ３ 个庄园中ꎬ 有 ８８ ８％的黑人奴隶家庭符合核心家庭的评判标准ꎬ 生活

在这些核心家庭中的黑人奴隶占 ３ 个庄园黑人奴隶总数的 ７４％ ꎮ⑤ 在 １９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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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皮纳斯 (Ｃａｍｐｉｎａｓ) 地区的大种植园中ꎬ 奴隶的核心家庭构成也普遍较为

稳定ꎬ 大多数黑人小孩能够在双亲的抚育下长大ꎮ①

(二) 单亲家庭

除了核心家庭外ꎬ 单亲家庭是巴西黑人奴隶另一种常见的家庭结构ꎮ 通

常情况下ꎬ 这样的家庭只有母亲和子女ꎬ 没有父亲ꎮ 之所以在奴隶群体中会

大量产生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ꎬ 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ꎮ 其一ꎬ
由于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性黑奴死亡率高、 被出售或转让的可能性大ꎬ 因此

成年黑人男性奴隶在成为父亲后ꎬ 被奴隶主贩卖或转让而被迫离开原种植园

远赴异地ꎬ 从此与妻儿人各一方ꎬ 终生难得再见的并不在少数ꎮ 而那些不堪

劳役或身染疾病不幸亡故的男性黑奴ꎬ 则只能留下孤儿寡母独自生活ꎮ 其二ꎬ
奴隶子女的生父是白人男子ꎮ 以欧洲人的标准来看ꎬ 在 １９ 世纪前受天主教影

响下的拉美社会中ꎬ 很少有像巴西这样ꎬ 白人与黑人女奴发生婚外恋和生养

非婚生子女的比率如此之高的情况ꎮ 即便对于巴西白人精英阶层来说ꎬ 虽然

合法婚姻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ꎬ 但婚外恋和私生子也远多于其他

欧洲国家的殖民地ꎮ 在萨尔瓦多关于新生儿的教区资料记录中ꎬ １８３０—１８７４
年超过 ９０００ 名新生儿中有 ６２％的非婚生子女ꎬ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白人与黑

人奴隶的私生子ꎮ② 这些白人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子ꎬ 在奴隶制社会条件下作为

白人统治阶级无法公开承认的存在ꎬ 其社会阶级属性和地位较为模糊ꎮ③

显然ꎬ 造成后一类单亲家庭产生的主要原因无疑是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女

性奴隶的性剥削ꎮ 在巴西奴隶制社会ꎬ 由于白人奴隶主具有绝对的权威ꎬ 因

此他们与女性黑人奴隶强行发生性关系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ꎮ 弗雷尔曾将这

种不对等的性强制描述为 “葡萄牙人与黑人和印第安人进行融合的最直接方

式”④ꎮ 当白人男子意欲强行与女奴发生性关系时ꎬ 女奴无论愿意与否只能被

迫接受ꎮ 因为主人意图寻欢之时ꎬ 一切反抗都只会是徒劳ꎬ 如果因反抗致主

人扫兴或受伤ꎬ 甚至还可能招来严厉的报复和严酷的惩罚ꎬ 因此黑人女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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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屈从于这种令人厌恶的性关系ꎮ 女性黑人奴隶是这种不正当性关系中的主

要受害者ꎬ 她们只是白人奴隶主发泄欲望的工具ꎮ 尽管白人奴隶主会与她们

发生性关系ꎬ 甚至还跟她们有了孩子ꎬ 但真正娶了她们的却几乎没有ꎮ 因为

在巴西奴隶制社会ꎬ 跨种族跨阶级的婚姻是不被社会接纳的ꎮ① 因此ꎬ 对于在

这种畸形婚姻模式中饱受折磨的黑人女奴来说ꎬ 她们只是奴隶主召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玩物ꎬ 她们不可能得到正式的名分ꎬ 她们只能在人们的白眼和排

斥下独自抚养子女长大ꎮ②

(三) 扩大家庭

扩大家庭也是常见的黑人奴隶家庭结构ꎮ 扩大家庭通常是指核心家庭与

非直系亲属共同组成的家庭ꎮ③ 通常情况下ꎬ 黑人受非洲部族观念影响ꎬ 会把

亲缘关系看作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途径ꎮ 亲缘关系所涵盖的范围较为

广泛ꎬ 部族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与其他人沾亲带故ꎬ 因此来自同一族群的

人皆被视为兄弟ꎮ④ 黑人奴隶在来到巴西后ꎬ 也将这种广义上的大家族观念继

承和延续了下来ꎬ 并成为他们在奴隶制下维持社会群体感的一种重要手段ꎮ
在 １８７２ 年圣保罗巴纳纳尔 (Ｂａｎａｎａｌ) 地区的雷斯加特 (Ｒｅｓｇａｔｅ) 咖啡种植

园ꎬ ４３６ 名奴隶中将近 ９０％与他人存在亲属关系ꎮ⑤ 奴隶们通过婚姻ꎬ 建立了

不同家庭之间的联系ꎬ 促成了奴隶大家族体系的建立ꎮ
在奴隶大家族中ꎬ 各个家庭结成了相互联系的血亲关系ꎮ 在这些大家族

中奴隶们普遍遵循共同的婚姻禁忌ꎬ 例如禁止近亲结婚、 反对旁系血亲间的

结合等ꎮ 同时奴隶大家族中有着共同的子女命名规则、 财产继承制度ꎮ 新婚

夫妇是单独生活还是与其中一方的父母一起生活ꎬ 也需家族共同商议决定ꎮ
奴隶大家族还会通过相应的机制保障家庭关系的相对稳定ꎮ 作风败坏或不负

责任的个人会受到家族成员的谴责和强制ꎬ 促使其遵守道德、 承担对家庭的

相应义务ꎬ 强制的方式主要包括对其施加压力、 施以巫术或采用暴力手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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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屈服等ꎮ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奴隶大家族对奴隶家庭进行监督和约束的重

要作用ꎮ① 此外ꎬ 当出现上文所述黑人奴隶夫妻双方因一人生病、 死亡或被出

售而导致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出现时ꎬ 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通常会在抚

养婴儿和帮助料理家务方面给予他们较多的关怀和照拂ꎮ

四　 黑人奴隶家庭的独特性

在奴隶制度下ꎬ 巴西黑人奴隶一方面传承和延续着非洲的婚姻家庭传统ꎬ
另一方面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ꎬ 形成了与奴隶制社会相适应的特殊家庭生

活方式ꎮ 与实行奴隶制的美洲其他地区相比较ꎬ 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存在以

下两点独特之处ꎮ
(一) 黑人奴隶特有的干亲关系

在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关系中ꎬ 除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戚外ꎬ 还有

非血缘关系的干亲关系ꎬ 其中教父教母关系是最为典型的干亲关系ꎮ 尽管多

数奴隶婚姻不为教会所承认ꎬ 但每个奴隶新生儿都会被教会要求拥有教父或

教母ꎮ 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规定ꎬ 教父和教母对教导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ꎮ
教父教母与教子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亲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ꎮ 这种血缘关系之

外的教父教母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层可以互相支持和依靠的紧密联

系ꎮ② 它使得教父教母与孩子形成了一生的亲缘和联系ꎮ 教父教母既可以是孩

子的良师益友ꎬ 也可以在孩子亲生父母死后成为他们的继父母ꎮ 教父教母对

孩子的成长负有义务ꎬ 当孩子成为孤儿时ꎬ 教父教母有责任将他们纳入自己

的家庭进行抚养ꎮ 这种教父教母关系对于孩子的亲生父母也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ꎬ 孩子的教父教母与亲生父母间可以借此形成相互扶持、 互相帮助的非

血缘亲情关系ꎮ③

在巴西ꎬ 教父教母的选择有其独特之处ꎮ 奴隶父母在给孩子选择教父教

母时ꎬ 多以彼此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敬重为前提ꎬ 教父教母通常是孩子亲生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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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３７ －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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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至交或奴隶社群中德高望重的长者ꎮ 由于黑人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ꎬ
他们通常会倾向于让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作孩子的教父教母ꎬ 以寻求孩子

得到更好的抚养和保护ꎮ １８３８—１８８７ 年ꎬ 根据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一个种植

园中的 １９７０ 名黑人奴隶儿童的受洗资料显示ꎬ 有 ６９％的孩子的教父是自由有

色种人ꎬ 有 ６２％的孩子的教母有着自由人的身份ꎮ 一般来说ꎬ 教父教母是奴

隶的ꎬ 多与教子同在一个种植园ꎮ① 但教父教母若是自由人ꎬ 则无须与教子在

同一种植园ꎮ② 这种教父教母多为自由人的情况ꎬ 在巴伊亚地区较为常见ꎮ③

教父教母自由与否和是否来自同一个种植园ꎬ 在巴西不同地区有着很大的

差别: 与巴伊亚地区不同ꎬ １８１７—１８４２ 年在里约热内卢伊尼奥马 (Ｉｎｈａúｍａ) 教

区受洗的 １５５７ 名黑人儿童中ꎬ 他们的教父只有 １ / ３ 是自由人ꎬ 有 ６４％的教父

与教子来自同一种植园ꎬ 而自由人做教父的也大多是释奴ꎮ 教母有 ７８％ 是奴

隶ꎬ 其中 ７２％与教子来自同一种植园ꎮ④

尽管教父教母的情况在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ꎬ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ꎬ 就是

奴隶主基本不会成为奴隶的教父教母ꎮ 在巴西ꎬ 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以

及种族与文化的隔阂ꎬ 使得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通常不具有教父教母这种关系ꎮ
当然ꎬ 尽管奴隶主不能成为奴隶的教父教母ꎬ 但奴隶却可以是自由释奴子女的

教父或教母ꎮ 在米纳斯吉拉斯的一个教区ꎬ ９７９ 名拥有自由人身份的新生儿有教

父ꎬ 其中约有 ３５％的教父是奴隶ꎮ 另外ꎬ 拥有教母的 ９０７ 名新生儿中ꎬ 有超过

４３％的教母是奴隶ꎮ⑤ 由此可以看出ꎬ 奴隶与释奴间的友情并未因身份地位的

差异而有所改变ꎬ 而是进一步形成了以教父教母关系为特征的干亲关系ꎮ
教父教母关系是巴西黑人奴隶重要的亲缘关系ꎬ 一定程度上也是黑人奴

隶相互扶持、 互相帮助的扩大家庭的一种表现形式ꎬ 是巴西黑人奴隶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这种干亲关系加深了奴隶间的友谊ꎬ 增进了奴隶社群间日常

生活中的紧密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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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ａｒｔ Ｂ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ꎬ Ｓｕｇａ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ｈｉａꎬ １５５０－１８３５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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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稳定

通常情况下ꎬ 人们认为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也同北美和古巴等美洲蓄奴地

区的黑人奴隶家庭一样ꎬ 受家庭成员被出售或转让、 夫妻双方一人死亡和主人

强行拆散等因素共同影响ꎬ 黑人奴隶的家庭极易解体ꎮ 但学者们通过研究后发

现ꎬ 巴西多数地区的奴隶家庭结构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脆弱ꎮ 相反ꎬ 黑人

奴隶的家庭存续时间普遍都很长ꎮ 即便在奴隶死亡率最高的圣保罗坎皮纳斯地

区ꎬ １８７２ 年蓄奴规模在 １０ 人以上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中ꎬ 年龄在 ３５ ~ ４４ 岁的

黑人奴隶夫妻的平均婚龄也长达 １６ 年 ８ 个月ꎬ 而年龄在二三十岁的年轻黑人奴

隶中ꎬ 更是约有 ６０％的奴隶夫妻的平均婚龄为 １１ 年以上ꎮ 这些奴隶家庭的稳定

性令人惊讶ꎬ 多数核心家庭并未遭遇主人的强制拆散ꎬ 只是因奴隶夫妻中的一

方去世才最终走向解体ꎮ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塔泰斯 (Ｂａｔａｔａｉｓ) 地区ꎬ 这

里的奴隶家庭存续时间普遍也在 １０ 年以上ꎮ② 克莱因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 Ｋｌｅｉｎ) 指

出ꎬ 奴隶主去世对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影响并不大ꎬ 奴隶家庭的稳定性始终

很高ꎮ 老奴隶主去世后ꎬ 新奴隶主会尽量设法维持其治下黑人奴隶家庭的完整ꎬ
避免出现因分别继承而导致奴隶家庭成员的离散ꎮ １８５０—１８８８ 年巴塔泰斯的 １１２
个奴隶家庭中只有 ５ 个因财产继承而被拆散ꎮ １７９０—１８３５ 年里约热内卢的奴隶

家庭中ꎬ 只有 １９％的奴隶家庭因主人离世而导致家庭成员被分别继承ꎮ
一般来说ꎬ 大种植园中的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较之小种植园更高ꎬ 奴

隶家庭多数不会由主人强行拆散ꎮ 在这些奴隶家庭长大的孩子多数可以与父

母共同生活至接近成年ꎬ 这进一步突显了奴隶家庭所具有的稳定性ꎮ③

当然ꎬ 巴西黑人奴隶的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也是不争的事实ꎮ 马克思曾

说: “在奴隶输入国ꎬ 管理奴隶的格言是 ‘最有效的经济’ꎬ 就是在最短的时

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ꎮ 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ꎬ 种植园的

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ꎬ 正是在这些地方ꎬ 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④ꎮ 巴

西种植园的情况与马克思的论断相一致ꎬ 奴隶主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收回成

本并让资本增值ꎬ 往往视黑人奴隶的生命为草芥ꎬ 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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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黑人奴隶的死亡率常年保持在极高水平ꎮ 这也是必须持续进口黑人奴隶

以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原因ꎮ①

但奴隶的高死亡率却并未对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决定性的负面影

响ꎬ 其主要原因为以下三点: 首先ꎬ 从非洲被贩运来的黑人奴隶ꎬ 在到达巴

西后会直接被投入到种植园和矿山的生产劳动中ꎬ 在这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很快就因不适应严苛的工作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丧命ꎬ 根本没有机会组

建家庭ꎻ 其次ꎬ 有幸组建家庭的黑人奴隶大多适应了巴西的环境ꎬ 并在繁重

的劳动中得以幸存ꎬ 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技能使得他们在组建家庭后很少

因不堪劳苦而过早死去ꎻ 最后ꎬ 黑人奴隶所掌握技能及其在种植园中的身份

地位ꎬ 也影响了其组成家庭的可能性ꎮ 男性奴隶监工较之于普通奴隶ꎬ 拥有

家庭的概率普遍更高ꎮ② 这些奴隶的身份使得他们不致因残酷且严苛的奴役而

过早死去ꎬ 他们的家庭也多不会遭遇主人的强制拆散ꎮ
综上所述ꎬ 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来说较为稳定ꎮ 巴西黑人奴隶

整体上的高死亡率并未对奴隶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影响ꎮ 奴隶所属种植园蓄奴

规模越大ꎬ 奴隶被出售或转让而导致家庭被拆散的可能越小ꎮ 奴隶主离世后

的财产分割继承对奴隶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较少产生影响ꎮ

五　 结语

在巴西奴隶制社会ꎬ 黑人奴隶在结婚和组建家庭上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ꎬ
很难得到法律上的认可ꎬ 但即便如此ꎬ 家庭仍然是黑人奴隶日常生活的重要

部分ꎮ 黑人奴隶依照非洲的文化传统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ꎬ 并在奴隶制的特

殊社会条件下创造属于自己的择偶模式和家庭结构ꎮ 他们通过组建家庭构建

亲情和人际关系网ꎬ 形成了专属于黑人奴隶群体的特殊家庭组织模式ꎮ 这种

巴西黑人奴隶所特有的家庭既与非洲传统不同ꎬ 又与欧洲人的家庭模式有所

区别ꎮ 它一方面是黑人奴隶在继承和延续非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ꎬ 对

巴西奴隶制社会环境进行妥协和适应的产物ꎻ 另一方面又是在巴西奴隶制特

殊历史时期和人文环境下ꎬ 黑人奴隶对家庭组织模式所进行的创新ꎬ 这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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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及其特点　

庭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特殊性ꎮ
黑人奴隶家庭客观上延长了奴隶制在巴西的存续时间ꎮ 巴西黑人奴隶家

庭作为奴隶制时期社会的基本单元ꎬ 一方面便于奴隶主对黑人奴隶进行统治

和约束ꎬ 另一方面其所具有的生育和生产功能不仅对黑人奴隶人口的增殖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奴隶制经济再生产的需要ꎮ 这一

点在 １８０７ 年 ３ 月英国议会通过 «废除奴隶贸易法»、 宣布彻底禁止奴隶贸易

后尤为突出ꎮ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英国凭借强大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实力ꎬ 通过

缔结条约、 派遣海军武力清剿等手段ꎬ 强行取缔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西洋奴

隶贸易ꎮ① 迫于英国压力ꎬ 巴西也于 １８５０ 年宣布禁止奴隶贸易ꎬ 但直至 １８８８
年才彻底废除奴隶制ꎬ 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ꎮ 漫长的废奴

过程既是巴西国内政治社会势力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体现ꎬ 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环

境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但不可否认ꎬ 黑人奴隶家庭对黑人人口增殖的重要作用ꎬ
保证了黑人奴隶人口的相对稳定ꎬ 确保了奴隶制社会经济在失去非洲劳动力补

充的情况下得以继续运转ꎬ 对巴西奴隶制长时间的苟延残喘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黑人奴隶家庭是非洲黑人文化重要的传承媒介ꎮ 如前文所述ꎬ 黑人奴隶

在择偶时ꎬ 大多会选择来自非洲同一族群或同一地区的黑人作为伴侣ꎮ 这就

意味着黑人奴隶的结合通常发生在同一文化群体中ꎮ 通过这种结合ꎬ 黑人奴

隶能够将大洋彼岸的非洲文化传承给在巴西出生的下一代ꎮ 在家庭中ꎬ 父母

会给子女讲述非洲先祖的传说和家族的故事ꎬ 并将非洲的语言、 音乐、 舞蹈

和宗教习俗等教给他们ꎬ 使他们从小就对自己的非洲文化背景有着最直观的

感受ꎬ 进而理解非洲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ꎮ 在家庭氛

围的影响下ꎬ 黑人小孩深受其父母文化传统的熏陶ꎬ 继承了其父辈所带来的

非洲文化ꎮ② 这不仅使非洲黑人文化得以代际传播ꎬ 而且让非洲的文化传统历

经几个世纪奴隶制的摧残和打压ꎬ 始终固化于巴西黑人族群之中ꎬ 即便是巴

西土生黑人奴隶也保持了与祖先在文化上的一致性ꎮ 如今ꎬ 在巴西日常生活

和当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非洲文化元素ꎬ 追本溯源皆有赖于奴隶制时期黑人

奴隶家庭对非洲文化的传播和继承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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