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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西双版纳 以其具有多样化 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植物 种 类 而 著

称
。

该地区居住着体
、

哈尼
、

布朗
、

瑶
、

仇
、

基诺
、

拉枯
、

保僳
、

苗

族等少数 民族
,

他们在认识
、

管理
、

利用竹类资源方面的传统知识

是非常引人注 目的
。

这些传统知识有助于我们时该地区的传统文化
、

农村经 济和传统社会历 史发展的 了解
。

本文应用民族植 物 学的 方

法
,

研 究分析西双版纳傣族竹子传统利用经验
,

提 出 了该地区竹子

经 营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

关键词 西双版纳 ; 傣族 , 传统利用

一
、

引 言

西双版纳地处亚洲热带北缘
,

这里终年温热多雨
,

为热带季风气候
。

全年

有旱季
、

雨季之分
,

但旱季多雾
,

仍利于植物生长
。

年均温18 ~ 22 ℃
,

年降

雨量1 2 0 。~ 1 9 0 0 m m
,

年平均相对湿度85 %
,

自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

该地

区属 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
,

蕴藏着丰富的植物资源
,

而竹类植物就是其

中重要 的组 成 部分
。

东南亚特别是云南中部和南部是世界竹类起源的主要中心
。

而西双版纳

地处云南南部
,

竹林繁茂
,

竹种资源异常丰富
,

迄今为止
,

已记载的竹类多

本文于 1 99 0年 9 月收到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本文承裴盛基研究员
、

陈三阳副研究员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

谨此致谢
。



竹 子 研 究 汇 刊 1 0卷

达 18 属60 多种以上
。

当地竹子除种类异常丰富外
,

还有两大特色
: 一是以起

源古老大型丛生竹为主兼有少数藤本状竹类
,

充分反映出热带竹林的特色 ,

二是至今还保存有面积较大而价值很 高 的天 然 竹 林
,

如 黄 竹 林 (For m
.

D e n d r o e a la m u s m e m b r a n c e u s )
,

野 龙 竹 林 (F o r m
.

D e n d r o e a la m u s

s e m is e a n d e n s )
,

金平龙竹林 (F o r m
.

D e n d r o e a la m u s p e e u lia r is )
,

香糯

竹林 (Fo r m
.

C ePh lo st a e hy u m Pe r g r e ile )
,

沙罗单竹林 (F o r m
.

S e h iz o
-

st ac hy u m fu n g ho ni i) 等
。

西双版纳的竹林不仅对傣族的生产
、

生活 和 社

会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

而且对研究竹类的系统地位
,

区系地理以及生态 习性

等也具重要的价值
。

哪里有村寨
,

哪里就有优美挺拔的竹林
,

哪里有傣族
,

哪里就有竹子的栽培和利用
。 “

食者竹笋
,

庇者竹瓦
,

载者竹筏
,

羹者竹薪
,

衣者竹皮
,

书者竹纸
,

履者竹鞋⋯⋯
” ,

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这一佳语绝句
,

正

好像道出了版纳傣族人民和竹类的依存关系
。

本文主要依据民族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
,

探讨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竹

类资源与当地傣族的生产
、

生活
、

社会活动
、

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关系
,

总结

他们长期积累的富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有关竹类的经验和知识
,

这对于研究民

族文化和更好地利用竹类资源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二
、

竹子的传统利用

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都是分别聚居的
。

傣族居住于河谷盆地
,

哈尼
、

布

朗
、

瑶
、

侃
、

基诺等少数民族则散居山区
。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
、

独特

的风俗习惯和固有的生产方式
。

在竹子的认识和利用方面
,

也反映出了浓厚

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传统知识
。

尤其是居住于坝 区的傣族
,

不仅 具 有 广 泛

种植竹子的传统习俗
,

而且在他们的生产
、

生活
、

风俗等诸方面
,

与竹子都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他们住的是竹楼

,

睡的是竹席
,

坐的是竹椅
,

吃的是竹

笋
、

乘的是竹筏
,

戴的是竹笠
,

烧的是竹材 ; 还有日常用的竹筷
、

竹碗
、

竹

勺
、

竹饭盒
、

备箕
、

竹篓
、

筛子
、

竹掉
、

竹桶
、

竹篮
、

竹索
、

竹烟管
、

竹扇
、

竹箱
、

竹床等数以百计的竹制器品
。

可以说
,

离开竹子来谈论傣族的文化和

生活是不全面的
。

(一 ) 竹子与民族建筑

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
,

不仅具有热带丛林奇观
,

更有那一座座小巧玲珑
,

独具民族特色的傣家竹楼
,

点缀着版纳的绿水青山
,

吸引着众多 的 中外 游

客
。

用竹材建成的傣家竹楼充分体现 出轻盈
、

灵巧
、

别致
、

实用
,

极富地方

特色和民族风情
。

凡是到过那里的人们都对其有着无限眷念和留恋忘返的心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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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远古时的傣族先祖是栖身于山洞和树洞中
。

有个叫帕雅桑目蒂的能

人看到树叶能遮挡雨滴
,

即试着用树枝
、

茅草
、

树叶建成平顶草屋
,

但下大

雨时
,

房子漏雨而无法居住 ; 后来
,

他仿照狗蹲坐时前腿立地
,

坐在地上淋

雨
,

雨水顺狗身流到地上
,

而狗身下面滴水不漏而造成
“
杜玛些

”

(意为 狗 头

窝铺 )
。

但是一遇风雨交加时
,

雨点则从两边漂进而又难以居住
。

正当他苦思

溟想
,

不知如何建造新房时
,

天王帕雅英变成一只凤凰冒雨飞到他 的身旁
,

凤凰扬扬双翅
,

显示他屋脊要建成人字形
;
凤凰低头拖尾

,

暗示还要蒙住人

字形的两侧
;
凤凰又将脚立于地上而将身子高高托起

,

暗示住房分建成两层
。

就这样
,

帕雅桑目蒂根据天王的显示
,

利用竹子和茅草首先建起了傣家的高

脚竹楼
,

从而结束了傣族人民栖身山野树洞的历史
。

因此傣族人民又将竹楼

尊称为
“

帕雅桑目蒂的房子
” ,

逐渐演变
,

一直流传至今
。

傣族人民因地制宜
,

充分利用了本地丰富的竹类资源建造成高脚竹楼
,

体现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
。

竹楼由于居住层面离地几尺而保持屋内夏季通风

清凉
,

冬季透热温暖
,

以 及具有防水防潮防震和舒适卫生等优点
,

这对于版

纳热带地 区炎热多雨的气候
,

无疑是一大创造
。

但竹楼防火性差
、

防虫蛀性

较弱
,

还需加以改进处理
。

傣族人民建造竹楼具有非常丰富的技巧经验
。

首先
,

砍伐竹子必须在秋

冬季节
,

因为在此期砍伐的竹材虫不易蛀食 , 其次竹材必须经 过一 定 的 处

理
,

如竹材多要在江河中浸泡一定的时间
,

以增加其抗性
。

再次
,

必须根据

竹楼的不同部位来选择用竹
:
柱子和梁

,

须用大径级的竹子
,

如龙竹 (D e n d
-

r o e a la m u s g ig a n te u s M u n r o )
、

歪 脚 龙竹 (D
。

s in ie u s Ch ia e t J
.

L
。

S u n ) 等
;
竹楼板

、

竹墙壁须用坚硬防蛀
、

防腐性好的竹子
,

如黄竹 (D e n d
-

r o e a la m u s m e m b r a n e e u s M u n叻今
、

小叶龙竹 (D
.

ba r ba tu s H su e h e t

D
.

Z
。

L i)
、

长 舌 巨竹 (G ig a n to e h lo a lig u la ta G a m b le )
、

弯 钩 刺 竹

(B a m bu s a s in o s p in o s a Me C lu r e ) 等 ; 椽子
、

挂瓦条 用方竹 (C him o n o b
:

a m b u sa q u a n d r a n g u la s is (Fe盯 i) M a k in o )
、

条 竹 (T hy r s o s ta e hys

sia m e n s is G a m b le ) 黑毛 滇竹 (G ig a n t o eh lo a n ig r o e ilia ta (B u se )

K u rz
.

)等坚硬
、

秆壁较厚近实心的中小型竹子
,

等等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纯竹子建造的竹楼今天已难以见到
,

竹柱
、

竹地

板
、

竹隔板
、

竹梯等多被木制品代替
,

然而从美观
、

舒适
,

卫生清洁来说
,

竹楼板要优于木板
。

此外
,

傣家的临时性建筑
,

如野外的看棚
、

节日的凉棚

等仍完全用竹子建造
。

即使是全木材
、

土瓦建成的楼房
,

仍保持竹楼的形状

和古老的名字
,

因为
“

竹楼
”

这一既古老又亲切的名字
,

不仅记载了傣族人民

聪明智慧和富于创造精神的历史
,

而且反映出傣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特

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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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竹子与民族食物

西双版纳地 区
,

一到夏秋季节
,

雨水较多
,

蔬菜稀少
,

而一棵棵竹笋拔

地而起
,

傣族人民就大量采集
,

自用或到市场出售
。

对不同竹种的笋子
,

他

们有不同的制作方法和吃法
。

一般来说
,

傣族对竹笋的利用可分为三大类
。

鲜笋类
。

这又分为甜笋和苦笋
。

如版纳甜龙竹 (D e n d r o e a la m u s h a m
-

ilto n ii N e e s e t A r n
。

)
、

野 龙 竹 (D
.

s e m is e a n d e n s H s u e h e t D
.

2
.

L i)
、

沙罗单竹 (Se hiz o s ta ehy u m fu n g h o m ii Me C lu r e ) 等的笋子
,

不含

苦味
,

一般采后不经任何处理即清洗后直接炒食或煮食
,

味甘甜清脆
,

为蔬

菜之上乘
。

而龙竹
、

小叶龙竹
、

黄竹
、

黑毛 滇竹
、

泡竹 (Pse u d o s ta e hyu m

p o lymo
r p h u m M u n ro )

、

薄竹(L e p to e a n n a e hin e n s is (R e n d le ) Chia e t

H
.

L
.

F u n g )
,

一般是先经水煮除去苦味后才炒食
。

但是单穗大节竹 (In d
-

o s a s a s in g u lis p ie u la W e n )
,

当地称苦竹
,

为一例外
,

其笋味特苦而傣族

却又非常喜欢采集鲜用
,

在市场上其价格要高于其它类的竹笋
。

酸笋
,

是傣族非常喜欢食用的竹笋制品
,

它除单食外
,

还往往作为制作

其它菜肴的佐料
,

如酸笋烧鱼
、

酸笋炖鸡
、

酸笋炒牛肉是具有傣家传统风味

的佳肴
。

酸笋的制作方法是
:
其一是将鲜笋去壳切片

,

后放入水 中漂 洗 一

次
,

装入瓦罐中
,

加入适量冷开水即可
,

此种贮存时间不长
;
其二是将笋片

或笋丝漂洗浸泡几天变酸后
,

压干制成干酸笋备用
,

此种保存时间很
一

长
。

制

作酸笋多用龙竹
、

小叶龙竹
、

黄竹
、

歪脚龙竹等的笋子
。

干笋
,

是笋类制品中的一大宗产品
,

它的优点是长期备用或供应市场
,

保存和运输方便
,

适于外销
。

大多数竹笋均可制成此类笋制 品
。

一 般 方 法

是将鲜笋去壳切为两半
,

煮后剥成笋片
,

晒干即可
。

傣族群众 自 己 食 用 的

干笋往往采取一种特殊方法制成 ; 即把大型竹子 (如龙竹
、

小叶龙 竹
、

黄 竹

等 )的竹秆一节节砍下
,

制成一端具节的竹筒(即必须一端要 留下一个节 )
,

装

入干净的鲜笋丝
,

同时
,

选择大小刚好可以插入竹筒的木棍
,

直立埋入土中
,

然后将装有笋丝的竹筒倒下
,

使木棍顶端挤压进竹筒中
,

并在竹筒上压上重

物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水分渐渐压出
,

顺木棍流下
,

经过一段时 间后就制成

了干笋丝
。

如此制得的干笋丝其风味远比 日晒制成品为佳
。

干笋丝是版纳外

销的一大宗商品
,

一九七九年全州干笋丝收购量高达 1 1 2
.

5吨
。

云南盛产茶叶
,

而傣族特制的竹筒茶又是众多名茶中的一种
,

代表着民

族茶风味的一个品系
。

在西双版纳傣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是动海县 )
,

人们将新采的茶叶经 日晒或锅蒸后
,

就在竹帘上搓揉
,

然后装入竹筒中
,

捣

实压紧
,

并用竹叶堵住筒口
,

倒置 2 一 3 月后
,

即制得竹筒茶
。

市场上是将

竹筒劈开后保持筒状茶条出售
,

而傣家自用
,

则 是将茶叶取 出后
,

日晒
,

装

入瓦罐中
,

加上香油浸泡
,

作为炒食其它菜肴的佐料
,

风味独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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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傣族居住区
,

天然分布和广泛栽培着香 糯竹 (Ce p hal os ta c hy u c hy
-

u m Pe rg rc ile Mun ro ), 傣族群众用其竹筒烧制竹筒饭
,

来庆贺节日或 招

待贵客
。

制作方法是将 1 ~ 2 年生的香糯竹带节砍成竹筒
,

将淘好的糯米(加

入一定数量的青豆
、

花生
、

香肠等更佳 ) 塞入竹筒中 (约大半筒 )
,

灌适量的

水
,

浸泡七
、

八个小时后
,

再用香蕉叶或竹叶塞住筒口
,

然后放入炭火中或

在微火上烧烤
,

待筒 口 冒出蒸汽
,

十多分钟后将其取 出
,

劈开或锤裂竹筒
,

撕去竹片
,

自色竹膜包住的糯米饭就展现在眼前
,

吃起来香味浓郁
,

柔软可

口
,

更富民族风情
。

傣族人民经常采集一些植物的根或叶用竹筒(如龙竹
、

小叶龙竹
、

黄竹等

秆径大而秆壁厚的竹 )煮水代茶喝
,

清香可 口
。

此外
,

傣族人民食用的竹水
、

竹虫
、

竹蛆
、

竹实(竹籽 )
、

竹鼠等
,

也具

特殊的民族风味
。

(三 ) 竹子与民族园林

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一个喜爱观赏植物
,

善于美化环境
,

和具有丰富园林

经验的民族
。

他们往往在房屋四周的园圃中或村寨周围
,

培育着多种多样的

经济
、

观赏植物
。

其中竹类植物更广为栽植
。 “
竹林深处是傣家

” ,

只要有村

寨就有高大茂密的竹丛
,

种得最多的有
:

龙竹
、

歪脚龙竹
、

小叶龙竹
、

版纳

甜龙竹
、

花秆黄竹
、

弯钩刺yJ’
、

油筋竹 (B a m bu s a la p id e a M e Clu r e ) 等
,

不仅作为取材和打笋基地
,

而且对于美化村寨环境
,

防风固土
,

遮荫降热也

起着重要的作用
。

特别要提的是
,

傣族群众还常在村寨周围
、

缅寺
、

公园中

种植一些纯观赏 /rfJ
‘

子
,

如黄金间碧玉竹 (B a m b u sa v u lg a r is S eh r a d e r e x

W e n d la n d va r
.

s tr ia ta (L o dd
.

)G a m b le )
,

大佛肚竹 (B
.

v u lg a r is s

e h r a 3 e r e x W e n d la n d e v
。

W a m in (M eC lu r e ))
,

条竹(T hy r s o s ta ehy u m

s ia m e n s is G a m b le ) 等
,

使园林景色更富画意
。

在傣族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 “

大象跟着森林走
,

气候跟着竹子走
,

傣族

跟着流水走
” ,

表明森林
、

竹材和流水是傣族生活环境的三大特点
。

没 有 森

林
,

没有流水和大象
,

傣家就无法生存
,

在这中间他们又特别把竹林看成是

生态环境的主要维护者
。

傣族生活在竹林环境中
,

深知竹林对气候的作用和

影响
。

大面积郁郁葱葱的竹林在旱季可以凝聚大量的雾露
,

提高周围的水湿

条件
;
雨季由于茂密的林冠阻挡和大量枯落物对降水的吸收而又减少水流过

多和冲刷的作用
。

干热多风季节
,

林内平静潮湿
、

凉爽宜人
。

因而傣族喜爱

种植竹子
。

(四 ) 竹子与民族节日
、

宗教活动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是傣族最大而又最隆重的节日
。

在节日人们杀猪
、

杀

牛
,

吃酒
、

跳舞
、

放高升
、

划龙船等
,

男女青年也用丢包
、

泼水 等表 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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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无论是划龙舟比赛的澜沧江边
,

还是赶摆聚会的公园村寨里
,

高高的架

子上
,

靠放着一根根用长竹竿制作而成的
“

高升
”
(土火箭 )

,

燃放时竹竿冲天

升起
,

以示对节日的热烈祝贺
。

制作
“
高升

” ,

主要是用沙箩单竹
、

薄竹等节

间长而秆壁薄的竹子
,

内装火药
,

插上引火索等而制成
。

而夜晚放 的
“

孔 明

灯
”

(又称火灯 )
,

点燃后徐徐升入夜空
,

犹如轻气球一般
,

它是用秆壁 薄 而

质软的泡竹(Ce p h a lo s ta e hy u m fu e h s ia n u m G a m b le )等破蔑编织而成
。

至

于埋于地上喷射出浓烈火焰的
“

礼花
” ,

则是用大型竹秆
,

如龙竹
、

歪脚龙竹
、

小叶龙竹
、

黄竹等内装火药
、

引火索等制成
。

此外傣族的节 日庙会(一年一度

在某一村寨的缅寺中举行的民族宗教聚会 )
,

除放高升和礼花外
,

白天各家妇

女均用竹蔑编制成竹提篮
,

在其中用竹条挂上纸花
、

香皂
、

手 巾或 毛 巾
,

和

一定数量的人民币等物
,

送入缅寺中或挂在寺庙四周
,

场面亦颇为壮观
。

由

此可见
,

竹子也是傣族群众欢度自己节 日必不可少的传统用品
。

傣族对竹子的偏爱还体现在宗教活动中
。

他们信奉小乘佛教
,

在村寨中

建立佛塔寺院
,

按该教教规规定
,

建立寺院必须要有四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

(l) 一尊释伽牟尼像 ; (2 )一座佛塔
, (3) 五名或五名以上僧侣 ; (4) 若干特定

的寺院栽培植物
。

在这些寺院栽培植物中
,

一部分是
“

佛树
”
(即每代佛 的 象

征树种 )
,

一部分是果树
,

此外就是园林观赏植物
。

在版纳流传的《二十八代

佛诞生记})( 又译为《二十八代释伽牟尼 })) 这本手抄书中
,

记载有高榕 (Fi c us

a lt is s im a B I
.

)
,

菩堤树(F
.

r e lig io s a L
.

)
,

贝叶棕 (C o r yp h a u m b r a e u l
-

ife r L
.

)
,

弯钩刺竹(B a m bu sa s in o s p in o s a M eC lu r e )等二十二种佛树
。

古书记载
,

第十五代佛释伽牟尼原先是一个平民
,

在他当官升佛成萨版尤召

(傣语
,

即释伽牟尼 )时
,

是在弯钩刺竹下换穿黄披巾(升佛的象征物 )的
,

弯

钩刺竹从此就成了他升佛的证据而被尊为佛树
。

据称数千年传下的经书上就

记载了弯钩刺竹
,

表明竹类很早就在傣族地区分布
,

并与傣族人 民有着密切

的关系
。

当然
,

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
,

傣族新一代对弯钩刺竹作为佛树而敬

重 已不适用
,

但在今天来说
,

寺院种植的佛教礼仪植物仍被傣族群众所敬重
,

特别是最后一代佛树—菩堤树
,

更被敬重
,

在傣族地区
,

特别是东南亚的

傣族地区
,

砍伐一颗菩堤树就相当于杀死一名小和尚
。

在傣族传统的丧葬习俗中
,

竹制品的陪葬也是不可缺少的
。

在死人出殡

那天
,

悲痛的亲友总是要模仿竹楼的形式编制成一个小型竹楼
,

随死者送出

一同烧毁
,

寄托生者对逝者的良好祝愿
:
祝死者能升入天堂

,

并有稳固的居

住之所
,

不致到处游荡
。

当然
,

这种信仰渗透着封建迷信色彩
,

但 也说明了

傣族群众对竹楼怀有的深厚感情
,

竹楼代表了他们的幸福与安乐
。

此外
,

竹类植物有些还具一定的药用价值
,

在傣医药中早 已得到利用
。

如版纳甜龙竹的竹鞭是一剂补肾药 ; 在著名的傣医药手抄本医药书《挡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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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记述了条竹
、

泡竹
、

多种龙竹(D e n d r o e a la m u s s p p
.

)的药用验方
。

总之
,

竹类植物在西双版纳傣族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

如果从傣族人

民在 日常生活
、

生产活动中的用竹情况
,

那更是到处可见
,

数不胜数
。

本文

限于篇幅
,

不能一一列举
。

三
、

问题与建议

傣族与竹类的关系堪称
“

源远流长
” , “

密不可分
” 。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
、

人民生活的提高以 及外来的影响
,

昔 日的面貌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

而这也

反映在傣族与竹子的关系上
。

传统的观念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

必然会产生一

系列新的问题
,

对此我们还应有充分的认识并应及时予以解决
。

1
.

天然竹林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
版纳傣族地区沿澜沧江两岸和低 山 谷

地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黄竹林
,

以及面积虽不大但又多集中成片的天然香糯

竹
、

沙罗单竹
、

空竹
、

野龙竹
、

梨藤竹
、

滇竹
、

巨竹等所组成的纯林或竹木

混交林
。

这不但可以为人民提供大量的竹材
、

竹笋
,

而且也是国内少有宝贵

的竹种资源
。

傣族喜爱竹子对竹林很少破坏
,

但近年来随着农垦 事 业 的 发

展
,

在版纳低海拔土壤较好的地段
,

昔 日粗大挺拔青翠欲滴的天然竹林大都

被砍伐烧毁变成橡胶林 ; 在植胶线以上的山地竹林也常因刀耕火种而成片被

毁
。

此外
,

当地造纸厂不加选择和没有控制的成片乱砍
,

对目前残存的天然

竹林又造成很大的破坏
。

往者无法追究
,

但新的破坏必须尽快停止
,

有关领

导和事业部门必须总结过去的教训
,

要深刻认识竹类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优

势以及它对傣族群众的生活和风情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

竹林不是
“

杂罐
” ,

而是经济价值很高而又具有很强防护作用的特殊林种
。

今后应严格禁止再度

用烧垦竹林来发展其它经济作物
,

对天然竹林的采伐利用包括打笋也必须遵

循规程加以控制
,

以免一扫而光造成难以恢复的破坏
。

我们认为
,

自然优势

应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
,

竹类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势在必行
;
为了合理的利用

就必须保护好现有的竹类资源
,

并使利用立足于合理和永续的基础上
。

2
.

竹林培育与竹楼建筑
:

傣族喜爱竹子
,

家家户户都有栽培竹子 的 经

验
。

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

竹业生产 已在起步
,

目前的竹林无论从面积或

从产量计算都还难以满足大生产的需要
。

因此
,

除对天然竹林需要保护和必

要的改造外
,

人工竹林的选优和丰产竹林的营造也迫在眉睫
,

要大面积营造

首先要解决种苗问题
。

过去分株栽竹无论是在种苗数量上或搬运上都存在着

很大困难
,

因此应示范和推广更为简易的埋节或扦插次生枝的快 速 育 苗
_

方

法
。

一

竹子栽种后一般都缺少应有的经营措施
,

大都任其自然生长
,

因而产量

不高
。

实践证明集约经营的材用或笋用竹林其产量较粗放经营的竹林往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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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数倍
。

应按竹龄和疏密度进行择伐
,

挖除伐兜和培土施肥等
。

傣家竹楼
,

就地取材
,

既经济实用又富 民族色彩
。

近年来版纳首府景洪

一改往昔面貌
,

举目所见高楼大厦
,

过去村村寨寨的竹楼逐步舍弃竹材
,

而

代以土木结构
。

我们认为
,

在热带傣族地区
,

传统的竹楼建筑既富民族性又

具不可取代的优越性
,

应加以保留和改进
。

八十年代初云南省城建部门应邀

在苏黎世博览会上兴建了一座竹楼
,

曾轰动一 }时
,

一

博得欧州人的普遍赞誉
。

当然事物不可能一成不变
,

原有的竹楼亦应加以改进
,

但决不是简单的以土

木结构代替
,

而应逐步采用竹质胶合板
、

竹瓦棱板
、

竹拼花地板等优质竹制

品
。

傣族地区的宾馆饭店亦应以富于民族风情的新式竹楼为主
,

这样既节约
了木材

,

保护了森林
,

而使当地大量的竹材也得到更好的利用
。

3
.

竹产品加工与竹工艺品的发展
:

要变 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就必 须 建

立竹材和竹笋等加工业
,

并打开销售的途径
。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地丰

富的竹子资源
,

提高经济效益
,

为群众致富开劈一条新的门路
。

为了普遍推

广新式竹楼
,

应就地兴建一些竹胶合板
、

竹纤维板
、

竹拼花板等工厂
。

此外
,

版纳的大甜笋味美质优
,

外地很难吃到
,

因此还应大力发展优质笋用竹林
,

并进行保鲜加工
,

以打入国内外市场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发展
,

竹制工艺品也 日益受到人们的欢

迎和重视
。

傣族群众生活在
“

竹海
”

里
,

历来都有传统的编织 习惯和技巧
,

但

他们大都是自编自用或赠送亲友情人而少 出售
。

目前
,

昆明至景洪的航班 已

开通
,

中老泰三国也正计划打通景洪到老泰城市的澜沧江航道
,

前往版纳观

光旅游的中外人士将更多
,

因此竹制工艺品也有着美好的前景和 广 阔 的 市

场
。

建议结合民族传统和习惯设计以制作出更精巧
、

引人和实用的竹制 品来

繁荣市场
,

增加经济收入
。

4
.

建立竹种园与丰产竹林基地
:
在竹子最为丰富的版纳地区

,

收集当地

各个竹种
,

建立起一定规模的版纳热带竹种园
,

无疑具有极高的科学意义和

生产价值
。

竹种园建成后
,

将是国内珍贵竹种最多也是最重要的
“

竹种基 因

库
” 。

竹种园也将是一种富于热带风光和地方色彩的特殊公园
。

同时也是优良

竹种育苗和供应 的主要基地
。

随着利用竹为原料的造纸厂
、

胶合板厂
、

笋罐头厂
、

竹筷厂的兴建
,

必

须相应地营造专用竹林基地
。

竹林基地应选择适合竹种并制定各项经 营措施
,

以达到生产的目的
。

例如沙罗单竹
、

黄竹是造纸的最佳竹种
,

小叶龙竹则适

合制造各种胶合板
,

而甜龙竹则是国内少有的
、

产量很高
、

品质最优的笋用

竹
。

5
.

进一步研究傣族与竹子关系
:
傣族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

,

处处与

竹子发生着关系
,

我们对此已做了初步的探讨
,

但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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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远远不够深入
。

利用民族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少数民族与当地竹子

之 间的关系
,

无论在对傣族的研究上
,

还是对竹资源的开发上都是有意义 的
,

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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