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一 野嘶 ／髟 ， 

西双版纳野生植物的物候期与少数民族的“食文化” 

蛳 堡查墨 
(中科 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 园 666303) 

西双版纳位于祖国南部边睡，地处热带北缘。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这里森 

林茂密、气候温和、风光旖旎、资源丰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有傣、哈尼、布朗、拉祜、瑶、 

基诺等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 里的少数民族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习俗下，采 

摘野菜、野果、草药、饲料和捕鱼、狩猎等来补充自己的生活来源。在这过程中形成独特的 

文化、生活模式。在长期利用野生植物中，正确地掌握了食用野生植物的物候期，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科学性与传统经验统一的 “食文化”。 

一  滇南食用野生檀物资潦简 况 

滇南誉称 “植物王国上的王冠”，仅高等植物计约5000多种 (含栽培种)，占全国1／6。 

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当地少数 民族提供了充足食物来源 少数民族长期利用具有文化特征的种 

类共有220余种，可以利用种类达lOOO种以上 (其中包括食用、药用，纤维、香料、染料 淀 

粉、油脂、野生水果、饮料等)。有15o多种植物被食用}其中香料植物44种，淀粉 植物约 

39种，野生水果8O余种，其它有1O余种。这些植物中有的为一种多用途。 

=、食用野生檀物民俗科用 

长期的采摘中，当地少数民族根据野生植物生长、开花，结果等不同阶段发育期，有季 

节性，有规律的进行野外采集。有 “生 长季节吃野菜，开花季节食时在，果熟季节满山转， 
一 年四季吃在外”的特点。我们在进行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和保护中，能较多地与少数民族接 

触交往，亲身看到，i尝到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食用植物。其分类如下： 

1．果实 (种子)类 t 

槟榔青，八角香兰、野八角、 山鸡椒、假海桐、藤黄、山李子、术奶果、余甘子，毛荔 

枝、悬钩子、竹节树、野柿、猕猴桃、野茄、栲、蒲桄、五叶茶等130多种。 

2茎叶 (全草)类t 

细毛樟、香椿、清香木，野芹、鱼腥草、臭莱、芜荽、水芹、草八角，吉龙草、香芽、 

树头菜、滑板菜、厚皮榕、蕨菜、龙葵、木瓜榕、旋花茄、目光花、酸苔菜、多种竹笋。 

3．根 (茎)皮类： 

肉桂、麻根、植 棕、茴香砂仁、姜黄、野姜、红球萎、余甘子、多种薯蓣 (翅茎薯蓣、 

五叶薯蓣、毛褐苞薯蓣)等 

4．花 类t 

云南石梓、火烧花、染饭花、白花等。 

三、滇南檀物物候在民族食文化中的应用 

植物的可食性与植物的生长、开花、结果、休眠等发育节律关系极为密切 为获取更多 

食用植物，就应正确掌握野生植物物候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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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的干热季 2～5月，此时平均日照数每天达6．5小时，是当地植 物 生长的高峰 

期。也是采集各类野生植物叶苷为荣的大好季节。 由于热带植物多样性，物候期的不同，故 

同类植物一年四吞可以采集为食。如千季的苦1々 (Pleioblastus amaru$)的笋、湿季 的毛 

滇竹 (Oxytenanthera nigrociliata)、歪脚龙 竹 (Dendrocalamus sinicus)等。植物 

生长期多伴随现蕾开花是热带植物物假一个特点。所以当地食花植物多在 3～4月，如云南石 

梓等。有些食花植物一年内多次开花，因此一年内可多次采集食之。如火烧花。就果实采集 

而言，当地少数民族都知道果实生长期的特点，即长短不一、问果现象、全年有果等。一般 

种类果熟期同-亚 热 带、温带时间大致相同，多在4～ g月。随之商来许多种类植物进入休眠 

期。热带植物休眠期不明显。落叶或半落叶多集中于干季。此时淀粉植物能 够 贮 存 大量淀 

毫奇，放当地淀粉植物的采收多在干季11月～次年 5月，如槽 棕、多种薯蓣 (见表1)。 

食用植物的部位，必须根据不同的发育阶段进行有效采集。热带植物生物学特性较为特 

殊，在传统的采集中，其物候期就被机械的运用了。生长期多采集叶芽、嫩叶作菜，现蕾开 

花多以花作各种食料}幼果、果熟期采集野生水果、香料，停长休眠期采收淀粉为食等。形 

成了民族植物学或人文植物学 (Ethnobotang)与植物物候学相联系。民族植物食文化同当 

地野生植物物候期有机的结合了。 

四、食用檀鞠开发与保护问囊 

随社会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西双版纳野生植物 利 用 得 到进一步发 

展。在这一地区食用野生植物在商品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其优点在于：弥补该地区干季栽 

培蔬菜、水果的短缺，某些野生植物无论在营养成分及色、香、昧上远远超过人工栽培食用 

植物。许多农贸市场一年四季都有野生食用植物出售，而且往往供不应求。以当地各市镇几 

年内新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傣味餐厅食谱统计，每天有近20种以上野生植物为 主食或配料被 

食用。食客几乎是吃时啧啧称道，食后流连忘返，可见其在该地 “食文化”中占有多么重要 

的地位。 

滇南植物资源蕴藏量大，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里，民族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 
一 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值得注意的是，随市场经济观念进一步加深，更多的野生植物成为市 

场经济商品。为图谋利，不顾其更新，采取 “杀鸡取卵 等方法肆加采摘，严重破坏资源。 

以木质化草本植物刺通草为倒，在其抽梢生长期间，几乎所有植株遭受 “灭顶之灾”，生长 

顶端全被砍去。假海桐果熟期则颗粒未收。更为甚者，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粮食树” 一 幢 

棕，因过度采收其髓心淀粉，现在其分布区内成龄株已寥寥无几。为此希望有关部门采取必 

要措施，杜绝破坏资源，做到保护植物、利用资源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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