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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西双版纳的傣族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土地资源管理内涵,并就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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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已关系到人类

生存和发展,国际社会正在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

展的途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作为当地生态环境相互

协调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技术保障
[ 1- 3]

,成为解决这些

严重问题的重要途径
[4- 9]
。

西双版纳是我国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森林覆

盖率接近 70%,林地是各少数民族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

由于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进而引起了森林的迅速减少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 10- 17]

。

最近几年该地区的大规模毁林、种植橡胶趋势更是引起了学

术界和社会的极大关注。

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面积仅占整个地区土地面积的

12%,其他土地大多处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场所之中,林

地成为最易遭受干扰和破坏的区域
[10]
。但受傣族等少数民

族传统保护的森林,如龙山林 (神山林或坟山林 )就起到了保

护生物多样性及周边环境的积极作用
[ 9, 11- 18]

,因此,研究西

双版纳各少数民族对土地资源的传统管理,特别是对林地的

管理,对于合理保护和利用当地土地资源,实现当地社区可

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要民族,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典型的

示范作用。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者对傣族的植物资源管理

的传统进行了研究
[15- 18]

,如陈剑等在傣族的一个村寨,选择

神山林、水源林和庭院等资源进行了研究
[ 19]

,但目前还没有

系统的关于傣族传统土地资源管理的研究。笔者从森林、水

田、轮歇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对其传统土地资源管理进行了

探讨。

1 研究地点和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概况文献已有描

述,在此不赘述
[10, 15, 19]

。选择位于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勐仑

片区缓冲地带的曼打鸠进行定点研究,该点是该区域内最大

而且建立最早的村寨。跑点调查的曼俄、曼浓、曼散等都是

临近保护区的傣族村寨。这些地区在地理分布和傣族文化

上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性。

曼打鸠村隶属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曼

边办事处,位于小腊公路 56 km处,邻罗梭江而居, 2006年村

中共有人口 543人, 其中 98%为傣族;该村共有水田 19. 3

hm
2
,橡胶地 156. 8 hm

2
,轮歇地 16. 0 hm

2
,集体林面积 166. 9

hm
2
,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研究。查阅和收集了与傣族历史文化、生产生

活、植物和动物等有关的各种文献,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

1. 2. 2 实地调查。定点和跑点相结合,运用了生态学、植物

学和人类学的部分研究方法,包括野外调查、样方分析、参与

式访谈 ( Participatory RuralAppraisa,l PRA )和证据标本的采

集和鉴定等。

2 傣族对土地资源管理的传统文化知识
傣族是农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们懂得

了森林与农业以及森林和水源的关系,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自

然资源管理的原住民知识,并将其纳入到整个社区管理体系

中,用乡规民约和宗教来规范所有人的社会行为,为当地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社

会基础。由于长期以来傣族在当地处于统治地位,其对自然

资源的管理深深影响了其他少数民族。

根据土地的特征和用途,傣族将整个社区土地划分为村

寨、森林、轮歇地、水田等 4种基本类型,在村寨长老、村长、

各氏族族长的共同商议下,对整个社区的土地进行林 ) 寨 )

地 ) 田分片区划,对重要森林资源由社区统一管理,反映了

傣族传统公有制的管理制度,体现了这些人对森林、水源、农

业等系统较深的认识,反映了持续利用的原则 (图 1)。

傣族的生态观认为选择寨址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即应

有森林、河水、水田才能定居,才能安居乐业。以水田为主、

山地为辅是传统傣族人生计的主要来源。对于这两者,傣族

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现在,随着橡胶种植面积的不断增

加,传统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基本消失,而水田则朝着更加

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2. 1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森林管理  经过历史积累和实践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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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傣族村寨 -曼打鸠土地利用现状

F ig. 1 Land utilization status of a Dai village

索,傣族形成了一套森林资源的管理体系,根据传统信仰以

及森林的特征,将森林的管理方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绝对

保护的,包括龙山林、水源林、风景林;另一类是可以利用的,

包括社区用材林、竹林、薪炭林、庭院和寺庙植物庭园。决定

管理方式的主要因素有宗教信仰、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

傣族先民信仰原始多神教,认为神是万能的,世间一切事务

都由神控制。森林与傣家人关系密切,自然也就成为其宗教

信仰的组成部分。后来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受到了傣族

全民的信仰。佛教提倡保护原有植物,傣族居民在此基础上

又大量引入了佛教信仰植物
[ 20]
。两者相互影响, 对社区森

林的传统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

2. 1. 1 绝对保护的森林。

2. 1. 1. 1 龙山林。龙山林充满原始多神教的遗迹,傣族崇

拜神灵,其祖先认为龙山是神居住的地方,该地的动植物都

是神的伴侣,人死后灵魂是永存的,因此,建寨后第一件事就

是挑选茂密并靠近水源的森林作为龙山林 (坟山林 ),作为神

的居所,并安葬亡者。而在龙山林内,傣族又将其划分成 4

块,依次埋葬年老死者、中年死者、年幼死者和外来人口,傣

族将生长最差的一块林地划分给寨子里的外来人口,而且外

来人口还要每人交一定金额的埋葬金。傣族认为龙山林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捕猎、采集、砍伐都是不允许的,而且一旦

被捕猎的动物逃入龙山林,人们就认为被捕猎的动物是神而

要放弃捕猎。对于龙山林,村寨的人平时几乎不得入内,不

能在其中种植作物,捡拾树木、枝条和森林小产品,对其态度

必须恭敬,否则人会撞鬼得病;此外,还有较严格的习惯法对

其保护,违者受到严厉的处罚。

除崇拜龙山外,傣族还崇拜龙树,村民有敬奉龙树、保护

龙树不受破坏的习惯。傣族把很多苍天大树当成 /神树 0而

敬畏,如具有独木成林现象的高榕树 ( Ficus altissmi a),在傣

族中有 /榕树上附有神灵 0的说法。有的神树还被作为 /寨

心 0所供奉,认为其是一个村寨的灵魂。傣族的节日或重大

活动一般都以神树为各种神来进行祭神仪式。

2. 1. 1. 2 风景林。傣族村寨现存的风景林树木的数量很
少,当地人称 /曼西里 0,这既是风景林,又是 /寨神 0树。这

些树几乎全部是菩提树,环绕着整个村寨,但并非原生,而是

村民移栽的。由于菩提树是佛祖成佛的树,村民们都相信其

有神力, /叫魂 0都在树下进行,并认为是相当洁净的;村民对

其实行严格的保护,违者被认为是会遭到报应。该树林虽然

在 20世纪 60年代曾被砍掉一部分,造成一定的破坏,但目

前大部分仍保留完好,所以又成为装饰村寨的一道亮景。

2. 1. 1. 3 水源林。傣族建寨后为了保护水源,将水源源头以

及上游划为水源林加以保护。水源林的主要功能是保证村

寨用水,特别是生活用水的洁净和生产用水的充沛。水源林

在所有保护林中的面积最大。这些大面积的成片森林是当

地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所以也是主要的狩猎区。除棺材

木外,绝对禁止在这些水源林砍伐任何树木。这些水源林中

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是目前西双版纳热带林中保存最完好

最为典型的热带山地雨林之一
[ 15]
。但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由于在水源林中大量种植砂仁,水源林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表 1)。更为严重的是,近 10年的用材使水源林遭到极

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不断有当地社区或其他社区的村民偷

砍树木,而且社区间经常为此产生纠纷
[ 21- 22]

。

表 1 原始水源林与种植砂仁水源林样地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betw een prim ary water forest and planting

amonmum villosum water forest

类别
原始水源林

Prim ary water resources fores t

砂仁地

Amonmum vil losum site

可利用物种数

Availab le species

numbers

82 38

保护物种数

Protect ive species

numbers

国家二级保护 2种, 三级

保护 7种

国家二级保护 1种,三

级保护 4种

物种总数

Total species

numbers

143 70

物种丰富度

R ichness degree

0. 667 8 0. 592 5

2. 1. 2 可以利用的森林。

2. 1. 2. 1 寺庙庭园。傣族是二元宗教信仰的民族,除信仰

傣族的原始宗教外,还把南传上座佛教作为全民族的信仰,

一般每个村寨都建有佛寺和佛塔,每个寺庙周围都有一个庭

园用于栽培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植物。在西双版纳,这样的庭

院有 400个左右,主要植物有菩提树 (F icus relig iosa )、贝叶棕

(Corypha umbraculif era)、菠萝蜜 (A rtocarpus teterophylla )、铁

力木 (M usu s ferrea)等。修缮庙宇、进行宗教活动所需要的木

材或其他林产品,由村寨提供。村中有四位老人专门负责安

排砍伐或采集寺庙所需物品,而且他们还要对寺庙的和尚进

行监督。

2. 1. 2. 2 社区用材林。社区用材林为社区内居民共用的建

筑、薪炭、围篱等各种生活、生产用材之地。这类森林一般选

在离村寨比较近但非蓄养水源的地方,并以村寨为单位区划

各自的用材林。村民可较自由的在村寨管辖的用材林内砍

伐建筑木材、薪柴和围篱木材等,但这些只能自己消费,不能

用于任何形式的商品交换。近年来,由于只砍不种,一些需

求量大的树种越来越不能满足村民需要,需要到其他地方购

买。因此,近几年村委会在老人的建议下,要求村民砍伐要

经过村长和老人批准。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社区将部分用材林分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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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鼓励种植橡胶,仅在曼打鸠就有近 133. 3 hm
2
橡胶林来自

于原来的用材林。而在 1998年由于推广种植西番莲,又砍

掉了很多大树,这也是造成用材林面临危机的一个原因。

2. 1. 2. 3 薪炭林。傣家人在家中用柴燃火塘,常年不熄。

根据对老人的访谈,平均每户每年大概要消耗木材 10 m
3
以

上,薪柴除了靠在橡胶林或农田附近等地方采捡风倒、因腐

之木外,主要来自薪炭林。傣族一般在村寨周围或道路两旁

种植铁刀木,因其萌发力强、生长快、发热值高很受欢迎。但

近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村寨开始使用电或煤气,

很少再砍伐薪柴,从而使铁刀木迅速生长,导致其密度过大,

引起薪炭林大面积死亡。最近,西双版纳开始大规模的砍伐

薪炭林以种植经济作物,从而引起了薪炭林结构的变化。

2. 1. 2. 4 竹林。西双版纳有竹类 18属 100余种,约占中国

竹类的 1 /5,云南的 1 /2,是世界同等面积中竹种资源最为丰

富的地区
[23]

,这与傣族对竹子的喜爱有很大关系。在村寨

外围以及龙山林和水源林内一般都有一定面积的天然或人

工栽培竹林, 种类有黄竹林 (Form. D. peculiaris)、沙罗单竹

(Form. S ch izostachyum funghomii)等。除了国家保护,在龙山

林和水源林内的竹林,均受到社区的严格保护,不得随便砍

伐。另外,在自家庭园和自留山地中农户都广泛种植竹林,

主要种类有版纳甜竹 (D endrocalamus hamilionii Nees etA rn.

ex M unro)、龙竹 (D. g igan teu sWall ex M unro)等。

2. 1. 2. 5 庭院植物。家庭庭园分布在村民房屋的周围,主

要用于种植村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物资, 如蔬菜、水果、药材

等。一般每个庭园栽培的经济植物有 20~ 30种,主要有香

蕉、番木等果树,以及厚皮榕 (F icus cu llosa )、香葱 (A llium as-

calonicum)、芫荽 (Coriandrum satiarum )等蔬菜。景洪的傣族

就有种植 5树 6花之说,即栽种贝叶树、菩提树、大青树、椰

子树、槟榔树和玉兰花、鸡蛋花、荷花、野姜花、凤凰花、缅桂

花。这些庭园植物不仅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来源,也构成了

社区森林的一部分。

2. 2 水田管理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具有种植水稻的悠久

历史和丰富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稻作文化。这一

文化体系以适宜稻作农耕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稻作生

计方式为核心,以相应的资源管理制度、农耕礼俗、精神信仰

和优长互补的山坝民族关系为调适器,以傣族人民的智慧和

创造性为动力,保证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数千年来自然生态

和人文生态的平衡和谐,以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民族文

化的长盛不衰。由于稻作文化的发达,傣族历史上很早就形

成了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习惯法,对妨碍和危害稻作农业

发展的行为予以规范和制止。

傣族习惯根据水田的水肥条件来划分为一、二、三等田。

傣族拥有一整套的水田耕作方法。以前,傣族从不在田中施

用人粪,认为用之肥田,长出来的粮食用来祭神便会触犯神

灵,所谓种 /卫生田 0。而水田的肥力是靠长期休闲,不实行

轮作的方式来维持的。每年 5~ 10月种植水稻,其余时间都

任其自然抛荒,热带高温多雨的气候使田中杂草丛生,次年

犁田时沤为绿肥;而水稻收获时将上部割去,下部翻到田中

作绿肥;休闲期时水牛、黄牛等又会进入田中,经过牛群的反

复踩踏将野草、谷茬和牛粪踏入田土之中,为水田提供了充

足的养料。

水稻的耕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灌溉条件,可以说水是稻

作的生命,而西双版纳地区的降水分布并不均衡,所以傣族

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缮,曼打鸠就是典型地区之一。曼打鸠的

水田分成两片,靠近勐仑镇的水田主要依靠南仑河和会来

河,而靠近村寨的这一片水田则依靠会巴湾河和波能咚河

灌溉。

傣族传统的水田耕作实行的是每年只种一季,冬天将水

放干,实行土地休闲的耕作制,这样有利于土壤的肥力恢复。

近年来,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很多傣族村寨改变水田只种一

季便休闲的传统,转向 /水稻 +经济作物 0的轮作。即在每年

收获水稻以后,放干水田中的水,种植西瓜、辣椒等见效快的

经济作物,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

这种轮作是靠大量施用化肥和投入劳动力来实现的,为

避免土地的板结,保证水稻的生产,曼打鸠人在亲戚之间实

行土地的轮流耕种,以避免土地的过度使用。尽管土壤在变

硬,但下一季种水稻时,不再施用化肥,曼打鸠人觉得还比较

划算。

2. 3 轮歇地  在刀耕火种时期,傣族在轮歇地上砍倒灌木

和茅草,晒干后放火烧地,再直接点种,即放火烧地后再 /挖

犁插种 0。轮歇地根据可耕地数量、远近位置、土壤肥力因
素, 3~ 10多年轮歇一次。比如在曼打鸠村寨,轮歇地是 7年

一轮,现在地少人多,变成 3年一轮。每年耕种的第一道程

序是砍树,若是大树林地,播种前一年的 11月砍;若是小树

林地,播种当年的 1月砍。砍倒的树在地里晒干, 4月烧成

灰, 5月雨水来就播种。村民认为,烧山以后土发泡 10 cm,

就是好土,可望丰收。根据作物的不同来利用土地,一般旱

谷地种 1年即抛荒轮歇,包谷地则年年耕种。

长久以来, 傣族利用刀耕火种为轮歇地进行天然 /施

肥 0,改善了土壤结构。从 1975年开始,政府就提出禁止砍

伐森林,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种植橡胶,山地逐渐被橡胶林

所覆盖。刀耕火种在傣族村寨已经基本消失,有很多村民将

其改为橡胶地,或以混农林的模式种植其他经济植物,比如

/橡胶+玉米 0, /橡胶+西番莲 0等。如在曼打鸠村寨,轮歇

地就被用来种植菠萝、西番莲和橡胶等,村民直接称其为 /水
果地 0。

3 乡规民约的监督和惩治

上千年来,西双版纳的社区森林一直茂密繁盛,这仅靠

传统信仰来制约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悠久的生活实践中,傣

族在对自然资源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严谨有效的

社区法规。

据资料记载,很早以前西双版纳傣族各村寨中就设有专

管山林的山官,名曰 /召腾 0,其主要职责就是保护山区的原

始森林和 /龙山 0、/龙树 0等,严禁滥砍乱伐。此外封建领主

还通过加重税收等手段来限制民众新开荒地,以保护森林,

其中,最严厉的惩罚是为了保护佛树制定的 /砍伐菩提树要

判处死刑,其子女罚为寺奴 0的规章。

现在虽然一些规定已不合时宜,但一些基本的乡规民约

仍然被社区所遵守,而且又有些灵活的改动。如凡建房需砍

伐木材者,须经村长同意,数量较大者要村长向村中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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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偷砍乱伐者视轻重处以罚款到没收土地的惩罚,而这

些罚款由村中长老掌管,用于每年召开两次的讨论修改乡规

民约的全村大会。

4 传统管理方式面临的挑战

随着社会演进速度的加快、边疆地区的逐步开放,以及

经济、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各地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也不断发生着变迁。受汉族和各种新兴文化的影响,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逐步淡化和消失的趋势。

4. 1 人口不断增长加剧了资源的破坏  由于经济相对落

后,有很多村寨至今还以木材为主要能源,这使原有的生态

系统受到威胁,加之新增人口需要有新的田地种植作物,最

终导致毁林开荒的数量空前加大。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本来

应作为水源林的地方也被开垦种上了农作物。

4. 2 对自然的畏惧和崇拜大大削减,资源破坏加剧  傣族
对自然界十分尊敬和崇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到相对

简单的、朴素的 /万物有灵 0思想的支配。但随着科学文化的
普及,傣族人不再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充满畏惧和崇敬,于

是大规模地开发利用乃至浪费自然资源的情况便发生了,盗

砍盗伐现象时有发生。

4. 3 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迫切要求加剧了对资源过

分开发  随着视野的逐步拓宽和社会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变得十分强烈,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原有的一些有利

于环境保护的习俗日益让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自从

1948年种植橡胶成功后,全州便开始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林,

其代价就是原生的自然森林被砍伐,在一些村寨中,傣族村

民甚至有一段时间抛弃了年年种植专门用于烧柴的 /铁刀

木 0的优良传统,转而毁林种植橡胶。

5 建议

傣族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一套古朴、生态的土地

资源管理方式,在当前经济、文化的冲击下,一方面,应充分

发挥其原有优势;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大自然,帮助其认识到可持续利用

资源的重要性。

( 1)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当地的居民为了保护生态环

境,牺牲部分经济及教育利益,对此,当地政府应承担起比其

他地区更重的负担,建立补偿机制对当地居民进行适当生态

补偿。

( 2)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充分利用地方自治。在推广

执行法律法规中,应该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各种习

俗、习惯,大力提倡保护环境和科学利用资源的思想,并在其

中灌输现代生态理念和法制观念,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 3)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资源管理文化的研究,吸取其

朴素的生态观念,结合现代生态理论,运用现代科学对不合

理的利用方式加以改造,对混农林、庭院种植等科学利用方

式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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