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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化多样性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傣族与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进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傣族民族森林文化,如傣族传统的生态观、宗教信仰等。本文从铁刀木文化、贝
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 4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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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people and forests affected each other, and then unique ethnic forest culture has been created, such as Dai. s tra-

ditional ecology concept and relig ious belief.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Dia. s ethnic fo rest cultrue of Xishuangbanna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succ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t ecosystem, species and genetic lev 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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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人

们的物质生活之中,也蕴涵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之中, 由此出现了生物文化多样性[ 1]、民族森林文

化、绿色文化等名词与术语。文化塑造着环境,不仅

决定着个人或集体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而且

改变着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2]。文

化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从事生

物多样性科学研究的学者所认识和接受[ 1, 3]。文化

多样性还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

而更加丰富了生物多样性的内涵[ 1, 3, 4]。傣族的传

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认识、利用与保护动植物以及

生态系统的知识与实践, 因而也就成为傣族与当地

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社会

基础和技术保障[ 4] ,为植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巨大

贡献[ 5, 6]。

1  铁刀木文化与热带森林保护

铁刀木( Cassia siamea)原产于泰国,具有生长

快、萌生力强、木材耐腐抗虫、燃烧值高等特点。在

泰国,当地原居民利用其花作为野生蔬菜,但没有发

展其作为特定的薪材。铁刀木引入西双版纳后, 傣

族栽培这种植物作为特定的薪材,积累了丰富的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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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管理经验,并形成他们独特的铁刀木文化。傣族

也是我国 56个民族中唯一栽培 1种植物作薪材的

民族, 栽培面积达 1 万 hm2 以上。在栽培时, 傣族

采用混农林的方式进行, 如在种植旱稻和其他农作

物时,把铁刀木种子与其他种子混播,当铁刀木种子

萌发后保留一定数量的幼苗,同时管理和收获其他

作物,种植 3~ 4 a后,铁刀木长高, 其他作物不再种

植,进而成为铁刀木林。第 5年开始,傣族对其进行

第一次/头状0作业,即在离地0. 5~ 1. 5 m 处将铁刀

木断头而作为薪材,由于铁刀木萌芽力强,当年就能

萌发 2~ 3枝,以后每隔 3~ 5 a, 用同样方法砍伐萌

枝,其萌枝不断增加, 薪材量也不断增加。待砍伐

10次以上,即树龄达 30 a左右时,一般有萌枝 20个

左右,每公顷有萌枝 3 000 个左右, 薪材量达 1 200

m3左右,如以每 4 a 砍伐 1次, 平均每年增加薪材

300 m
3
左右。根据傣族的生活习惯, 可以解决 30

户人家全年的燃料, 而铁刀木的生长可达 100 a 以

上。每个傣族家庭都栽种 3~ 4小片铁刀木林, 每年

轮番砍伐,满足生活需要。由于种植有专门的薪材,

傣族不需在热带森林中砍伐,这样有力地保护了该

地区的热带森林, 这也是西双版纳能保留较大面积

热带森林的重要原因之一。铁刀木都种在傣族村寨

的周围,与热带森林、水田、家庭庭院等一起组成了

传统/森林 ) 铁刀木林 ) 家庭庭院 ) 水田0农业生态
系统,从而更加突出了傣族的民族特色,使得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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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

贝叶是指贝叶棕 ( Cp ryp ha umbracul if er a) 的

叶片,通过传统的处理方法用于刻写经文,形成了傣

族独特的贝叶经和贝叶文化, 并成为傣族文化的精

华之所在。在西双版纳目前还保留有 50 000 多册

贝叶经。贝叶文化就是傣族的佛教文化。傣族先民

信俸原始多神教,后来全民信奉小乘佛教,但二者相

互影响、共同存在,并都与植物多样性有密切关系。

传统上一个村寨必须有一个缅寺。根据佛教的

规定, 建一个缅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释迦牟尼像、

不少于 5个和尚和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植物。为了种

植这些植物,每一个缅寺周围有一个寺庙庭园。据

研究, 与宗教有关的植物有 91种
[ 6]

,这些植物可分

为以下几类:

佛教礼仪植物 ) ) ) 佛主植物是重要的佛教礼仪

植物,根据佛经记载,作为佛祖的释迦牟尼是第二十

八代佛,在他之前还有二十七位佛,每一代佛都成佛

于特定的树下, 这在保存于西双版纳勐海县蒙混佛

寺的手抄本傣沥文经书/二十八代佛出世记0中有记

述
[ 7]
。根据研究和鉴定,共有 21种植物是佛主的成

道树, 如高榕( Ficus al tissima)、菩提树( Ficus rel i-

giosa)、毛野桐 ( Mallotus barbatus )、柚木 ( T ectona

grandis)等。其他也还有许多有特殊用途的植物,

如菠萝蜜( A r tocarp us tetrophlly )的木材用于寺庙

中菩萨、神器的雕刻, 铁力木( Musus f er rea)种子中

的油是寺庙中的灯油, 贝叶棕的叶子用于经文的载

体等。

赕佛活动植物 ) ) ) 在西双版纳每年有十多次宗

教活动,都是围绕赕佛。赕佛活动需要一些植物, 包

括赕佛的鲜花, 如莲花 ( Nelumbo nucif era )、睡莲

( Ny mphaea tet ragona)、文殊兰( Cr inum asiat icum )

和黄姜花 ( H edychium coronerium )等, 水果主要是

槟榔( A reca cathecu )、香蕉( M usanana)和芭蕉( M .

sap ientum )等,除植物直接用于赕佛之外, 许多赕佛

的物品需要用植物进行处理, 如赕佛物品中的食物

染色要用红木( Bix a orellana) ; 袈裟、布料要用草棉

( Gossyp ium ber baceum )手工织成, 而且要用巴戟天

( M orinda angutif ol ia)和栀枝花 ( Gardenia j asm i-

noides)等植物所含的色素染上黄色或橙红花。

庭园美化植物 ) ) ) 除上述植物外, 庭园中还栽

培许多观赏植物以美化佛寺环境, 如叶子花

( Bouganivil lea specr abilis )、美人蕉 ( Canna indi-

ca)、变叶木( Codioeum var iegatum )等。

综上所述,佛寺庭园种植了一些与佛教有关的

植物,其中许多是国家的重点保护植物,如铁力木、

云南石梓( Gmel ina arborea )、柚木等。由于傣族人

民对/小乘佛教0的信仰, 佛寺庭园就成了被傣族老

少自觉保护的/佛教植物园0,这为西双版纳地区植

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依靠民族传统文

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一例。

3  龙山文化林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保
护

傣族的先民信奉原始多神教, 龙山林是原始多

神教的遗迹。他们认为龙山是神居住的地方,是神

圣而不可侵犯的, 在龙山中的任何采集、砍伐、开垦、

打猎等都是严格禁止的。传统上每个村寨有一个龙

山。对于傣族人民的这种信仰, 邻近地区的其它民

族也同样尊重, 不随意进入龙山。这样龙山就像小

的自然保护区为西双版纳地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做

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分布在海拔 800~ 900 m 低山

上的热带干性季节性雨林及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原始

森林,仅存在于一些村寨附近的/ 龙山0。尽管/龙

山0林零散分布于西双版纳,而且每个/龙山0的面积
也不大, 还是保存了许多植物种类。根据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的学者对城子龙山、曼俄龙山、曼勒龙

山、曼养广龙山中的样方进行调查,发现每个样方内

有高等植物 100 种以上, 其物种数量与多样性指数

与自然保护区相同面积样方内的植物种数量及多样

性指数相近[ 10] ,而且在/龙山0林中有 11种是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如大叶木兰( M agnol i henryi )、箭毒

木( A ntiaris toxicaria )等, 还有些是西双版纳的特

有种, 如车里扑 ( Polyanthia chel iensis )、勐仑琼楠

( bei lschmiedia brachythyrsa) 等。西双版纳星罗棋

布的/龙山0林,如/踏步石0一样分布于各自然保护

区之间,这样有利于保护区之间物种基因的交流,进

而提高整个保护系统的保护效果。

4  傣族的稻作文化与稻种基因资源多
样性保护

村社生物遗传资源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不仅

在于它能够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 更重要的是

为新的更优良品种的培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种质资

源,现在大多数的种质资源都保存在当地社区, 保存

在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发展中国家的 1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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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物的基因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在美国当年的

贸易额就超过 500亿元。这表明民族文化对遗传多

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9]。

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边缘或沼泽地, 有 3 种

野生稻, 即疣粒野生稻( Ory z a gr anulata )、药用野

生稻 ( O. of f icinal is )、普通野生稻 ( O. ruf i-

p ogon)。傣族是华厦民族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 据

有关资料记载有 3 000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傣族人民选育和保存了丰富的稻种资源。

据景洪县 6个区 1962年的初步普查,全县已知名的

水、旱稻品种 144个,其中增产大、运用广的有 61个

品种[ 10]。在这些丰富的稻种资源中,各具有优良的

经济性状,其中有穗大粒多、抗逆力强的高产糯稻;

有可作营养补品的紫糯稻; 有价值高、可作优质米

线、卷粉的籼粳稻; 有可水栽可旱植的/毫丕囡0; 有

茎干坚硬、极抗倒伏的/毫腊猛兴0; 有水稻、旱稻和

早、中、晚稻品种, 这是农业生产中最宝贵的财

富
[ 10]
。

5  小结

长期生活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人民依靠该地

区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

如傣族传统的生态观、宗教信仰,这些传统文化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使傣族

与这里的热带森林以及其中的动、植物和谐相处, 走

向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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