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相伴 氏兹 
摄影／张帆、段其武等 

}直被的版图，定眼地球 

惊讶地发现，在一片荒 

日线上，就在我国的云 

：洲! 
‘

代，包括西双版纳在内 

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 

：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 

而造就了西双版纳莽 

， 很多人只知它神秘而 

印它是陆地上生物多样 

。 在那浩翰的林海中， 

孕育了众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虽然它 

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7％，却分布着 

地球上70％的生物物种。西双版纳土地面积 

足2万平方公里，仅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1／500，可是却分布有约5000种高等植物， 

占全国种类的 1／6，其植物种类之多，让人 

惊叹不已。 

西双版纳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傣族、哈尼族、布朗 

族、基诺族、瑶族、拉祜族等 l0多个世居 

的民族。数千年前，这些民族的祖先都生活 

在热带雨林中，以渔猎和采摘为生，后来因 

为农耕的发展而离开了森林，但他们的衣 

食住行、医药卫生、生产活动、文学艺术、 

宗教信仰等总是与热带雨林，以及其中的 

动植物资源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从而形成了独特多样的民族森林文化。 

正是这种独特多样的民族森林文化，在西 

双版纳热带雨林的保护上起到了直接和间 

接的作用，才使得这片回归线上的绿洲能 

够延续至今而不沉没。 
一 望无际的热带雨林，特有而丰富的热 

带植物资源，在解放初期曾紧紧拴住了我国 

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的心，在他的带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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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曾·飞禽，人的串息繁衍与森林休戚相关。 

在傣族民间就流传着“森林是父亲，大地是 

母亲”的谚语，在他们的心里，无所不有的 

森林如同父母一般重要。而从“保住山上常 

青树，沟底清水年年流”、“山上林茂，坝子 

水富”这些谚语中，则流露出傣族重视森 

林、爱护森林的情怀。 

西双版纳的傣族既信仰佛教，又信仰 

原始宗教。他们信仰的神，主要是部落神 

“色勐”和村社神 “色曼”。各地的 “色勐”、 

“色曼”都有一片作为安息地的林地，这片 

林地统称为 “龙林”。部落神的安息地叫做 

“勐龙林”，分布在傣族聚居的平坝边沿或 

平坝间的高土土丘上。村社神的安息地叫 

做 “寨龙林”，分布在傣族村寨附近。 

据有关专家调查，西双版纳的 “龙林” 

约有600余处，面积不少于 l0万公顷。这 

些 “龙林”大部分是风水林和水源林。由于 

有了“神”安息在山上的传说，山就成了“神 

山”，林也成了 “神林”，被人们当作 “神” 

来崇拜和保护。昔13的 “龙林”，任何人均 

不得随意进入采集和狩猎，“龙林”已成为 

不是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区。“龙林”的出现 

和受到保护，既与傣族先民质朴的护林意 

识有关，又带有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色彩。 

原始多神教的诞生，信徒们对自然的顶礼 

膜拜的崇敬与畏惧，使得西双版纳雨林民 

族的文化中又增添了宗教植物文化厚重的 

一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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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差不多每个傣族村寨都建有 

个佛寺都有一个用矮墙、竹篱 

庭院，面积大小不一，其中栽 

匕百种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 

供僧侣们享用外，还有与佛 

勺常用植物，以及作为书写经 

文载体的原料植物贝叶棕和构树。 

佛寺庭院栽植的植物种类固然可多可 

少，但佛教规定的“五树六花”是必不可少 

的。“五树”，即菩提树、高榕、铁力木、贝 

叶棕、糖棕；“六花”即荷花、文殊兰、黄 

姜花、缅桂花、鸡蛋花和地涌金莲。 

“五树”中的菩提树，相传是佛祖释迦 

牟尼为了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舍去王 

位继承，到处寻找人生的真谛，战胜各种邪 

恶诱惑，猛然觉悟，领悟真谛而成佛的树。 

所以佛教的经书都把菩提树当作佛树，这 

在佛寺的佛本生壁画中就有生动的描绘， 

而且在邻近信奉小乘佛教的国家老挝、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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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世纪90年代，西双版纳成立了宗 

勿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西双版纳植 

豆过与这些组织合作，在西双版纳全 

了龙山林与寺庙庭园植物恢复示范。 

寺的面积，各寺庙栽种的植物数量 

少者几十种，多者数百种，西双版纳 

命世界 

各地的傣族佛寺纷纷派僧侣前来西双版纳 

总佛寺示范点观光学习，并以此效仿。 

由于受传统质朴生态观和佛教文化的 

影响，西双版纳的傣族世代都倡导保护森 

林而不随意砍伐森林。当你今天走进西双 

版纳时，每一傣族村寨附近种植的铁刀木 

薪炭林也许会在你不经意间映入你的眼帘， 

而这恰恰是西双版纳傣族保护森林所表现 

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我国56个民族中，西双版纳的傣族 

是传统栽培薪炭林以作燃料的唯一民族。 

西双版纳是我国植物资源最富集之地，按 

理说，傣族在这片土地上休憩生存，在过去 

人烟稀少的时代，茫茫无际的雨林完全可 

以为他们提供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薪 

材作燃料，但居于密林的傣族，从不因为守 

着森林而滥伐天然林取薪材，而是种植铁 

刀木薪炭林来解决燃料问题。 

据考证，铁刀木不是西双版纳的乡土 

树种，它原产于东南亚，据说是随佛教的传 

入而引入的，傣族民间访问所得材料表明， 

它在西双版纳至少有四百年以上的种植历 

史。由于铁刀木生长迅速，燃烧性能好，傣 

族世世代代把它作为薪炭森种植。 

在西双版纳，为了教育人们保护森林， 

在傣族民间还流传有“背柴虫”的故事。“背 

柴虫”是雨林中的一种虫类，这种虫其形态 

让人看上去就以为是一只小虫在背着木柴 
一 样，沉重的木柴使得这种小虫行动极其 

费力。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森林对我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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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植物。在前面提到的饮食中，西双版纳 

的傣族就经常把各类药用植物做为菜肴生 

食，以预防和抵抗热带多发的各种疾病，而 

西双版纳的傣族之所以长寿，也许和药膳 

同功的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早期服饰在最初阶级只是为_r避 

寒遮羞。在云南这片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 

上，20世纪50年代时，还能见到在文献中 

记载的早期服饰，它是现代人制作的早期 

条、草叶作为衣料，用手工直接加工而成。 

火草和麻是很多民族利用的较早的服饰原 

料，就是在今天，西双版纳的傣、布朗、基 

诺等族中仍有以麻和火草制作衣服的。他 

1flail用这些材料手工制作服饰，款式多样， 

质地厚重，色彩鲜丽，极富民族特色，成为 

中华服饰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 

在西双版纳，在傣、布朗、基诺等民族 

中，至今还保留有用箭毒木这种植物制成 

的树皮衣。而每当节日之时，如在基诺族 

的 “特懋克”节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民族身着这种树皮衣或其他利用天然动植 

物为原料制作的各种服装及饰物来炊度自 

己的节 日。对于西双版纳的瑶族，人们习 

惯上称他们为 “蓝淀瑶”，那是因为这个民 

族种植蓝淀，染织青色白布，喜穿青布，而 

因故得名。 

傣族是西双版纳唯一具有传统文字的 

民族。在历史上其文字载体经历了由传说 

中的芭蕉叶到竹子，到佛教传人后的贝叶 

棕叶片，再到用构树树皮纤维所造的纸张。 

而仃些民族，由于他们没有文字，各种信息 

传递十分困难，因此就刨造了“树叶信”，却 

也能达到简单信息的转达 目的。如克木人 

是居住在西双版纳中老边境的少数民族， 

他f『】每逢一些重大活动时都要差人递送 

“树叶信”通知亲朋，而当接 “信”后，对 

方无论路有多远和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都 

要放下，按时赴约。 

芭蕉叶包树皮和烟草，外加槟榔一串 

是婚事的请帖；芭蕉叶包树皮、烟草加竦子 

是病危的通知；芭蕉叶包树皮、烟草和鸡 

毛，表示人已死，催去决别；芭蕉叶包树皮、 

烟草、鸡毛、竦椒、火炭是战争警报。此外 

在 “信”中或外面附有刻痕的竹片，则按刻 

痕数的要求，多少天内赶到。 

基诺族男女青年约会时也有借助十 

“树叶信”的，即在先约定的地方放树叶，情 

侣会根据树叶的种类和片数，知道约会的 

时间和地点。傣族青年男女在热恋后如有 

一 方变心时，愤怒的另一方有时也会用芭 

蕉叶包黑线或木炭以及竦椒，请人送给对 

方，表示一刀两断，黑线或木炭表示对方的 

心已黑，辣椒则指对方毒竦。 

对于 “树叶信”中各种植物的花、果、 

枝和根等均有它的含义，各民族或某些人 

群，他们都非常清楚，就像当代的密码一 

样，外人难以破译。 

透过西双版纳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雨林民族自古生于森 

林之中，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等与森林 

息．息相关，因此从他们的先民开始，就在自 

觉和不自觉中对森林产生了保护的举动， 

这在西双版纳的主体民族傣族身上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900公顷的园 

地上专门开辟建设了一个面积达60亩的民 

族森林文化园，围绕傣族的传统信仰与植 

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从药用植物、食用植 

物、宗教植物、包括 “龙山林”等内容对傣 

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全面展示和介绍。 

丰富多样的雨林民族文化深深吸引着 

众多来客，2003年 10月 “热带雨林民族文 

化博物馆”落成并对外开放，迄今已累计接 

待参观者共 l0多万人次，其中有 2万多人 

次是西双版纳当地的少数民族。 

从科学的角度讲，热带雨林是一座科 

学秘宫，其中有无数的奥妙等待人们去探 

知，但对于西双版纳的各雨林民族来说，热 

带雨林更像是一方宝库，他们世世代代正 

54 生命世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