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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地处中国西南横断山脉向南延伸的帚

状山地,没有气势宏大的高山峡谷, 却有由坝子(或

沟谷)与低山山地相间排列构成的地貌格局[ 1]。贯

穿在总面积 119223 @ 10
4
km

2
的坝子与山地之间的

是2762条大小河流, 河网密度达 0. 633km#km
- 2
。

除澜沧江、罗梭江等干流和主要支流外,这些河流多

是一些均宽不到 20 m 的小河和小溪[ 6]。因常年流

水构成的特殊生境,河溪是野生动植物比较集中的

地段, 也是当地居民生活生产活动最密集的场所。

河溪利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如航运、水能发电, 而

使用面最广的还在乡村。西双版纳的傣族在两千多

年前就开始种水稻[ 7] , 因为澜沧江及其主要支流水

位低不能提供灌溉便利反而常形成洪灾, 稻田农业

中更多的是河溪直接灌溉, 或者修建简单的沟渠引

小河小溪水于稻田[ 10]。资料表明, 1950 年西双版

纳的 470条沟渠基本都是一头接着河溪, 一头通向

稻田。随着汉族或汉族耕作传统的引入, 西双版纳

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修建了越来越多的水利

工程, 到 1993 年, 有灌溉沟渠 3717 条、水库 135

座[ 10]。本文就 7种民族 25个村寨的调查结果, 讨

论河溪(均宽不到 20 m 的小河和小溪
[ 6]

)在快速发

展的农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不同民族文化背

景下的河溪利用方式的差异,以及近期的发展趋势。

1  研究方法

在跨西双版纳全境覆盖热带亚热带气候的西北

东南一线上,选择包括傣族等 7个民族的村寨进行

实地调查。历史上,西双版纳主要是傣族傍水而居,

20世纪 50年代以后, 政府号召山居民族搬迁到沟

谷地区发展水稻种植, 在沟谷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傍

水而居的居民
[ 5]
。因此, 本文的 25个村寨都分布在

河溪附近。调查以村寨为基本单位, 记述村民利用

河溪的各种活动(表 1)。根据国家保护和发展政策

及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与村民一道分析在 20 世纪

70年代、调查期间和 20 年以后的 3个时段上河溪

生态学杂志  2002, 21( 3) : 29~ 32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利用各种方式的历史渊源,在生活生产中的作用, 最 后整理分析河溪利用的发展趋势。
表 1  25个村寨(含橡胶农场)利用河溪的 9种方式

T ab. 1  Models of small st ream use exist ing in the 25 villages studied

村寨  所属政区 民族

河溪(含河岸)利用方式

捕捞
 

养殖
 

耕种
 
修渠坝

 
引自
来水

建水库
 

更改
水道

修连
环坝

修小
水电

小计
 

南么河 景洪市大渡岗乡 布朗族 K K 2

昆罕小寨 景洪市大渡岗乡 布朗族 K K 2

昆罕大寨 景洪市大渡岗乡 布朗族 K K 2

景伞 景洪市勐养镇 布朗族 K K K K 4

昆养 景洪市勐养镇 布朗族 K K K 3

曼浓 景洪市大渡岗乡 傣族 K K K K 4

曼峨 勐腊县勐仑镇 傣族 K K K K K 5

城子 勐腊县勐仑镇 傣族 K K K K K 5

曼安 勐腊县勐仑镇 傣族 K K K 3

曼旦 勐腊县勐仑镇 傣族 K K K K K K 6

上曼粉 勐腊县勐满镇 傣族 K K K K K 5

曼么新寨 景洪市勐罕镇 哈尼族 K K K K K 5

大卡老寨 景洪市基诺乡 哈尼族 K K 2

上中良 勐腊县勐满镇 哈尼族 K K K K K K 6

麻栎树 景洪市大渡岗乡 汉族 K K K K 4

大渡岗农场 2 大渡岗农场 汉族 K K K K K 5

勐醒农场 5 勐醒农场 汉族 K K K K K 5

跳坝河 景洪市勐养镇 基诺族 K K K K 4

新田坝 景洪市勐养镇 基诺族 K K K K 4

芹菜塘 景洪市勐养镇 基诺族 K K K 3

巴卡小寨 景洪市基诺乡 基诺族 K K K K 4

新龙山 景洪市勐养镇 基诺族 K K K K K 5

南平 勐腊县勐满镇 瑶族 K K K K 4

江边 景洪市勐养镇 彝族 K K 2

大河边 景洪市勐养镇 彝族 K K 2

合计 18 9 25 15 17 5 4 2 1

2  结果与分析

2. 1  村民利用河溪的主要方式

以 25个村寨的调查为主结合更多村寨的情况,

西双版纳农村的河溪利用方式有以下 6种。

第一,在河溪里捕捞鱼虾和饲养鹅鸭。捕捞鱼

虾是一种传统的河溪利用方式,目前,这种方式更为

多样化。主要形式有: ¹ 渔坝捕鱼。在鱼类回游产

籽的河段上,用竹木拦截河溪的一半,在另一半上用

结实的竹片建一渡槽状渔笼, 鱼到渔坝处戏水而误

入鱼笼被捉,或者在较宽的河道上建上端敞开下端

窄而系一网笼的拦鱼坝, 让鱼游入网笼; º 鱼笼捕

鱼。将自制鱼笼安置在水湾里,定时收笼得鱼,或者

用鱼笼随机地罩在浅水中伸手到笼里摸鱼虾; » 撒

网捕鱼。一些村寨用鱼船在平缓宽敞的江面上或者

水库里撒网捕鱼; ¼截流捕捞。雨季过后,河溪水流

减小,人们将水道一分为二,截流, 捕捞鱼、蛙类、虾、

螃蟹、其它节肢动物的成虫或幼虫; ½电器捕捞。市

场上流行一种专制捕鱼器能将鱼虾击昏而捕之。

除了捕捞外, 有 36%的村寨在河溪里放养鹅

鸭。有的散放几只或几十只,有的则在河溪中修建

围栏规模化地放养鹅鸭,多的达千只。

第二,在河溪上修建水库, 雨季防洪旱季供水,

并养鱼。在 25个村寨中有 5个村寨有水库,其中 3

座水库为村寨灌溉、饮水所用。曼旦水库和上中良

水库却是政府部门为解决地方上工农业用水修建

的,淹没了曼旦的 33ha 良田、使上曼粉和上中良旱

季缺水。但是,村民在水库养鱼逐渐成为主要的经

济来源。曼旦村有腌制酸鱼的传统, 1998年捕到商

品鱼 17~ 18t ,其中销售酸鱼 12~ 13t , 收入约 15万

元人民币[ 2]。

第三,在河溪上修建水坝,引流水入沟渠或自来

水系统, 解决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有 80%的村寨

没有水库,生活生产用水均直接源于小溪。河溪灌

溉十分普遍, 有 60%的村寨在河溪上修建比较坚固

的堤坝将溪流引入灌溉沟渠。有 68%的村寨在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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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的小溪上筑坝修建自来水系统解决村寨饮用水

(其它村寨使用井水)。自来水系统的用材有两种,

其一, 用竹筒制成涧槽, 全长 300~ 500m,见于自然

景观没有遭到破坏、环境没有污染的村寨; 其二, 金

属水管外加 3~ 4个沉淀池,全长 1000~ 3000m, 见

于周围环境已经遭到破坏、村寨附近水土已经出现

污染的村寨。

第四,修建连环坝,将天然小溪改变为塘坝养殖

和蔬菜种植园系统。在种植橡胶的农场, 整个山体

都被劈为胶林, 河溪旱季干涸雨季洪涝,人们就沿着

河道修建连环塘坝养鱼或者养水葫芦等青饲料, 塘

坝之间被平整为园地种植蔬菜。这是很精细的河溪

利用,有蓄水和减缓水土流失的作用。

第五,沿着河溪两侧种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

将河岸景观彻底改变为耕地景观。河溪及两侧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水源, 25个村寨都不同程度

地在河溪两侧种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

第六,改造河溪水道,开垦农田。人们在比较平

缓的地段以修建护堤或沟渠的方式更改河溪水道,

变天然河溪为人工控制河溪, 增添耕作面积。

此外, 深山中的少数村寨, 难与地方电网连接,

便利用河溪发电照明。缺乏自来水时, 河溪是浆洗

的场所。除汉族外, 河溪还是村民排便泄污的地方。

显然,在西双版纳农村生活生产中,河溪仍然扮

演着重要角色。

2. 2  民族文化背景与河溪利用方式

从表 1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利用河溪的方式

是很不同的。仅一个村寨而言, 彝族利用河溪的方

式为 2种,占 22%, 布朗族的 2~ 4 种( 29%) , 汉族

的 4~ 5种( 52%) ,傣族的 3~ 6种( 52%)。若把同

一民族各村寨利用河溪的方式累加起来, 可以发现

彝族( 33% )、瑶族( 44%)利用河溪的方式较简单, 而

汉族( 78%)、哈尼族( 78%)的更为复杂。说明山居

民族尽管移居河溪边,对河溪的利用还处于捕捞、耕

种、筑引水堤坝等初级状态,而长期傍水而居的民族

利用河溪的方式更为多样化。在河溪利用中, 新近

移居河溪边的民族各村寨间因各自寻找适宜的方式

而呈现多样化, 长期傍水而居的民族已经形成了本

民族较为一致的方式。汉族一个村寨或多个村寨都

表现为多样化的河溪利用方式, 主要是他们为新近

移民沿用汉族农耕传统的结果。

2. 3  河溪利用与村寨可持续发展

河溪利用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问题。河溪为区

域中的廊道体系[ 9] , 区域的水土和生物资源沿着这

一廊道呈梯度分布。在调查的 25个村寨以及西双

版纳的更多村寨中, 人们利用这种资源梯度分布来

生息繁衍,过着以自给自足为基础并不时发展商品

生产的生活,橡胶、水稻、蔬菜等种植业是其主要的

经济来源。在河溪上修水坝、灌溉水渠、改造水道开

垦农田等活动,是利用河溪和改造河溪的主要方面,

而直接利用河溪水资源、在河溪里捕捞和利用河溪

发展养殖业, 仅仅是传统生活习惯的延续和家居生

活的补充。不宜用经济杠杆去衡量河溪利用方式的

优劣。能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方式(如有一定规模

的鹅鸭养殖)因破坏洁净环境而得不到普遍接受,难

以用纳入经济核算的方式(如鱼笼捕捞)却因居民的

喜爱而倍受欢迎。

一个村寨或一个地区河溪利用多种方式并存,

是以促进村寨环境稳定为基础的村寨可持续发展途

径。天然河溪与人工灌溉沟渠(包括水库和塘坝)将

村寨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连为以水为核心的整体,

实现了雨季少洪涝旱季有水用的良性生产生活环

境。例如,以种橡胶为业的农场年年遭受着旱季缺

水雨季洪涝的苦楚, 农场工人将天然小溪改变为连

环塘坝进行养殖和蔬菜种植。再如, 景洪市大渡岗

乡的曼浓村,修建水库以前夏季水患一直困扰村民,

之后,水患被控制了,旱季有充足的水资源,水稻收

割后人们在田地里发展冬季经济作物, 实现了生活

用水的免费供给, 使村寨的经济和社区面貌稳定持

续发展, 多年来一直成为附近村寨发展的典范。近

年,村寨又开展了自觉的种树活动,以营建和谐安宁

的/生态村寨0。
劳动力过剩是目前农村存在的普遍问题,而在

所调查的 25个村寨里,象曼浓村这样解决了水资源

问题的村寨,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

雇用外来劳动力。农闲季节,或农活间歇时,村民愿

意到河溪里捕捞鱼虾, 既消遣又获渔。

2. 4  河溪利用方式的变化

在与村民讨论的基础上, 获得西双版纳河溪利

用方式的变化和近期发展趋势(表 2)。用鱼笼捕

鱼、耕种河溪两侧土地、修建堤坝将河溪水引入农田

等方式,是很早就存在或是生产不可缺少的,或属于

一种民族习俗,可以长期发展; 筑坝、用渔船撒网捕

鱼等,虽然是早有的传统,但因强度捕捞, 未来 20年

内会逐渐衰退;随着地方环境保护行动的加强和居

民环境意识的提高,截流和电器捕捞将会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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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水电也将因国家农村电网的发展而消失; 改

造河溪水道开垦农田等方式也将因生产的发展而消

失,在河溪上养殖鹅鸭成为一种传统而保存, 但难以

形成规模化;修建水库、连环坝、引自来水等将因生

产发展的需要而得到巩固。总之, 西双版纳具体的

河溪利用方式,有其兴衰过程, 能否得到长期发展,

取决于两点,是否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是否具

备相应环境条件和为居民所接受。
表 2  基于 25个村寨(含橡胶农场)的河溪利用方式的变化趋势

T ab. 2  Tren ds of small st ream use exist ing in the 25 villages studied

年代
 

捕 捞方 式

渔坝 鱼笼 撒网 截流 电器

养殖
 

耕种
 

修渠坝
 

引自
来水

建水库
 

更改
水道

修连
环坝

修小
水电

1970. s p p p w X w p p w w w w w

2000* p p p p w p p p p p p p p r

2020. s r p r p X r p p p p r X p X

  注: p 盛行; w兴起; r 衰退; X不存在; * 1999- 2001年间.

3  讨  论

水问题关系到地区的持续发展, 在区域层次上

讨论大江大河水问题的同时, 还要从最基层了解当

地居民正在以什么方式利用水资源,寻求有效的管

理和建设途径。例如,在人类活动影响下,黄河流域

出现了人为季节性河流, 激发人们探讨人类活动影

响下的河流演变机理[ 3]。美国的代表性观点是, 在

人类利用给河溪管理带来的巨大挑战中, 最应该关

心的是筑坝、改道、农林业和建筑等问题
[ 9]
。Pet ts

认为人类对江河的利用是围绕筑坝这一主线发展

的,到 20世纪 90 年代, 筑坝已呈下降趋势, 受关注

的焦点是江河沿岸的居住变化、土地利用对河岸景

观的影响、污染物扩散等等[ 8]。

傍水而居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化的一个侧面, 近

数十年,越来越多的山居民族和外来民族也向河溪

靠拢, 开垦河溪两侧土地
[ 5]
。本文研究发现, 人们

居住在河溪附近,从多个侧面利用河溪以促进由水

连结的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 实现村寨环境的维护

和可持续发展。村民利用河溪, 并不完全是经济利

益的驱使,人们更注重洪旱调节、社区面貌的改善和

传统生活习惯的延续。作者认为,河溪利用方式的

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和具备相应的环境条件。不同的河溪利用方式无疑

对河溪景观结构和物种组成产生影响, 这是将来要

详细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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