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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民族地区的毒品及吸毒问题是民族社会学的重要课题，由吸毒和贩毒而引发的各种疾病、贫困、暴力和犯罪等问题,已经成

为民族地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陇川县章凤镇吕保村吸毒状况的个案社会学调查,阐述了吸毒人群的特征,吸毒的原因和危

害;分析了预防吸毒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消除贫困,提高人口素质,加大社会控制力度和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陇川县吕保村 吸毒问题 对策措施 

  

    位于滇西的边陲小县—陇川的毒品与艾滋病的蔓延，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注意。为此笔者于2006年2月参加由在昆景颇族大学

生联谊会组织的“禁毒防艾”三下乡活动。对章凤镇景颇寨吕保村的吸毒家庭做了入户调查。调查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

吕保村距章凤县城仅6公里，距缅甸也仅有11公里。据调查，上世纪末吕保村总共有71户328人，到2005年初只有66户286人，减5户42

人。有吸毒家庭23户60人，吸毒人员占全村人口的20.98%。吸毒家庭的生活状况是否是人们想象中的家徒四壁、田地荒芜？还是遭遇劫

难后，人们又找到了重生的希望？ 

  

一一一一        吸毒人群特征吸毒人群特征吸毒人群特征吸毒人群特征调调调调查查查查 

    ㈠.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调查结果显示，吸毒人员均为男性，按年龄结构来分，25岁以下的占11.1%，25岁—40岁的占61.1%，40岁

以上的占22.2%。年龄段大多集中在25岁至40岁。由此可以看出，吸毒的男性正值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生活的顶梁柱。关于

吸毒人员的吸毒史，有20.5%是5年以下；50%的人是5—10年；10年以上的人占到了31.8%。 

    ㈡.职业和教育程度。吸毒人员均为吕保村农民，大都从事甘蔗和水稻的种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从教育程度看，文盲占

33.33%；小学文化占66.67%。据调查结果显示，吸食毒品前对毒品知识不了解的占34.09%，了解一些的占18.18%，了解的占47.73%。清

楚毒品吸食后会上瘾的也仅有一半左右，这也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人不知道毒品的危害性。 

    ㈢.家庭婚姻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吕保村16户吸毒家庭中，7户已婚；3户未婚；4户存在分居情况（妇女在未离婚的情况下远嫁他

乡）;2户离婚。据陇川县妇联统计，截止2004年6月，全县已有304名妇女因丈夫吸毒或吸毒死亡而含泪远嫁他乡。陇川县大部分女青年

选择到城里打工或远嫁外地，导致大部分村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出现男性大龄未婚青年。 

    ㈣.家庭收入状况。对吕保村村民的毛收入调查结果显示，年均毛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1户，1000元—2000元的有5户，2000元—3000

元的有4户，3000—4000元的有1户，4000元以上的有3户。村民以种植甘蔗和水稻为主。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甘蔗，收获的粮食大都自

给，很少到市场上出售。其中年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家庭，遇到青黄不接时，主要靠亲朋好友的接济和到集市上卖野菜换取柴米油盐

来维持生活。 

    ㈤.毒资来源。对吕保村16户吸毒家庭调查显示，有7户存在通过变卖粮食来获取毒资。其他都表示是通过自己劳动来换取毒资。据

调查盗卖山区西南桦的83%为吸毒人员所为，他们将木材偷运至木材加工厂后换取毒资，又回到山林中继续偷盗木材。由于城市绿化过程

对山区珍贵树种的巨大需求也加剧了挖掘树种的活动，一棵小榕树可卖50—70元不等。许多吸毒人员砍伐树木以便获得附在树上的药

材、花卉和树皮，这样使许多珍贵树种濒临灭绝。吸毒需要大量的毒资，除了劳动收入、变卖家庭财产外，吸毒人员把木材资源作为换

取毒资的重要来源，成为破坏陇川县自然资源的一个群体之一。 

  

二二二二        吸毒的原因及危害吸毒的原因及危害吸毒的原因及危害吸毒的原因及危害 

                ㈠㈠㈠㈠吸毒的原因吸毒的原因吸毒的原因吸毒的原因 

    1.经济因素 

    陇川县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贫困县。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4%，且大部分农业人口居住于山区，交通信息闭

塞，农民市场观念淡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想通过农业致富，但缺乏资金和技术。在毒品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加

之毒品获取渠道容易，很多人便铤而走险。走私贩将******偷运进入云南西南边境的章凤、瑞丽、畹町等口岸后,每克价是40元;贩运到

昆明价格就升到100元左右;而再贩运到成都、兰州、北京等地卖给吸毒者时,每克价就高达500元左右"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

了当时英国评论家托·约·登宁的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

危险"⑵毒贩们进行毒品生产和走私贩运的现实,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和托·约·登宁上述论断的无比正确性。 

    2.历史因素 

    “1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把罂粟带进‘金三角’，强制推行鸦片种植，罂粟种植区在‘金三角’迅速扩大并根植于各民族的生活，

成为山民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1995年陇川县大部分山区还种植着鸦片，景颇山区都种满了鸦片。”⑶后来在党和政府的铲烟禁烟

政策下才得以消除。调查中，仅吕保村的吸毒人员有10年以上吸毒史的人占到了31.8%，充分证明了鸦片种植在陇川县的悠久历史。 

    3.教育因素 

    同期在宛岗强制戒毒所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吸毒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文盲占54.6%，小学文化占20.5%，初中文化占15.9%。由此可

见吸毒人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另外，禁毒教育没有纳入到小学教育的范畴，到中学才有相关内容。据相关资料显示，陇川县按现在的



办学条件，每年只能招收高中生300人，而每年有初中毕业生3000人。大量初中毕业后闲置在家，当地传统上没有外出打工的习惯。因为

家里田地较多，只要辛勤劳动一般饿不到肚子。如果社会风气不好，青年人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 极易走上吸食毒品的不归路。 

    4.医疗卫生条件差，群众看病（大病）就医难。 

农村家庭卫生习惯较差，人畜混居，人畜饮用水源交叉，容易滋生各类疾病。由于交通不便，导致山区群众看病难，乡镇医院医疗设备

较差，加之医务人员专业水平低，也给患病群众看病带来较大的困难。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获悉大多数小病都通过草药或民间的土方来

治疗。调查中有一道题涉及毒品的上瘾路径问题，回答“当药用后成瘾”的占22.7%，这类吸毒人员年龄大部分在40岁以上，至少有10年

以上的吸毒史。由此可见，当地传统上有吸食鸦片代药品的习俗。农村基本上没有洗澡、沐浴设施，大都在河里洗澡，很多人不知道毒

品的危害性，劳作疲劳后会吸食鸦片来解乏，久而久之便染上毒瘾。 

  

    5.家庭教育方式存在缺陷 

    “民族家庭教育具有直观性、随意性、广泛性等特点，它有助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亲善的关系，家庭教育的功能

是任何一种学校教育都难以替代的。”⑷但家庭教育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农村家庭中的父母文化水平都较低，特别是到了初中阶

段，父母往往忽视对孩子的教育，把教育功能移交给学校。如果学校教育跟不上，孩子极易学坏。如今，“家庭……更多地也失去了其

基本的传统功能和引导功能，如抚养和教育，保护、照料和指点等功能”，“也失去了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家庭中的每位成员越来

越多地受到家庭以外的力量社会的直接作用，其教育功能主要移交给学校。⑸ 

    6.同龄群体的影响 

    从人际互动的角度来说，同龄群体对个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群体规范和价值往往被个人当作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

系，从而成为个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由于在同龄群体中个体可以摆脱像家庭或学校环境中那些社会权威的约束，因此他们可

以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讨论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从而形成较为明晰的群体亚文化意识。对吕保村吸毒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因朋

友影响染上毒瘾的占43.18%。 

    7.文化信仰方面的考虑 

    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景颇族信仰断层的产生，可能是导致这一族群吸毒人员偏高的原因之一。“‘直过期’是新中国

成立之后，在云南边疆地区使经济落后的景颇、傈僳、佤、布朗、基诺等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殊时期。”（6）在这一历史过

程中，我们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以当时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去认识分析少数民族及这些地区，尤其用自己认为的社会主义思想

的先进性，去与这些地区的人们的思想落后性做比较。由于认为这些地区的社会形态，分别还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

会等社会形态，并未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也只是相应地处于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抑或是封建农奴制社会思想的水平上，同

样也还未达到社会主义思想上。 

    与此相适应的我们的革命改造的实践活动，主要是通过成立互助合作社、消灭剥削和限制杀生祭鬼等方式来进行。客观结果就使这

些民族的传统观念、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许多原有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和改变。陇川县朋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文革时期，朋新最早与传统决裂，村民砸毁自家鬼房，表明不再杀生祭鬼，互助合作也搞得如火如荼。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朋

新是陇川县毒品问题最严重的村寨之一。据统计自1991年—1999年，村里无人结婚，1999年至今只有13对结婚。村里办的丧事多于喜

事，只有妇女和老人为那些因吸毒死亡的黑发人送行。 

    文化的内涵是极为复杂的，叶剑南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文化的发展，认为可以才三个方面来分析，即文化传递、文化运行和文化创

新。“文化传递主要是教育和传播，两者一个重在传递知识、规范；一个重在传递信息、理念和生活方式；前者传递对象主要是青少

年，后者则向每一个社会成员。”（7） 

                ㈡㈡㈡㈡吸毒的危害吸毒的危害吸毒的危害吸毒的危害 

    1.诱发社会治安案件，影响社会和谐。 

    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县刑事案件中，吸毒人员作案占50.8%，抓获的各类犯罪嫌疑人中，吸毒人员占35.5%，重刑犯中大多数是贩毒

案件；治安案件系吸毒人员作案的占查处案件的82.1%。在吕保村吸毒家庭的调查中，田地由自家种植的有14户，但家庭成员染上毒瘾后

从不帮忙做家里的农活的有6户。因劳动力不足，无力耕种租给别人种的有5户，男性劳动力成为瘾君子后，很多繁重的农村体力活就落

在了妇女的肩上，是导致家庭婚姻破裂，妇女远嫁山东、河南的直接影响因素之一。 

    2.阻碍民族村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村民由于缺乏安全的生产环境，不敢进行科技改良和再生产的投入，使农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导致发展缓慢；吸毒人员因为吸毒

耗光自家的财物和生产资料，同时也波及整个村寨，造成吸毒人员家庭和村寨经济的贫困。另外，高额的毒资消耗使吸毒家庭生活难以

为继，成为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地下高利贷的牺牲品，陷入精神和经济崩溃的边缘。 

    3.艾滋病孤儿遗留问题 

    母亲的出走、远嫁，父亲的死亡带来的是一连串孤儿抚养、老人养老等社会问题。据统计，全县现有孤儿244人，其中单亲孤儿215

人，双亲孤儿19人。其中就朋新一队全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孤儿就有11人，其中单亲孤儿9人（男3人，女6人）

双亲孤儿2人（男女各1人）。大部分孤儿与家里的老人一起生活，由于家庭经济贫困，无力承担孤儿的教育、医疗等费用。对孤儿身心

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三三三三        面面面面临临临临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 

                ㈠㈠㈠㈠地理地理地理地理区区区区位位位位 

     陇川县有着50多公里的边境线，毗邻缅甸北部克钦邦毒源地。克钦邦贩毒集团为毒品暴利驱动，不仅种植、生产毒品而且大量向陇

川贩运，走私毒品。陇川成为云南的缉毒的前沿和毒品的重灾区。为此，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加强与‘金三角’地区周边国家多层

次禁毒国际合作。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帮助的努力下，‘金三角’毒源地的罂粟种植面积已由1998年的195万亩减至2003年的110万亩。根

据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国际合作处的资料显示：一年有30多家企业加入用其他产品替代种植毒品的“替代发展计划”在缅甸、老挝两国开

展替代种植62万亩，项目涉及橡胶、龙眼、橘子、核桃、水稻、玉米、养殖等。     

     云南省一名研究缅甸毒品问题的学者表示：毒品问题对于金三角而言，并不是简单的“种与不种”的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是

介于缅甸政府、地方武装、国家生活和当地农民等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因素。 

                ㈡传统㈡传统㈡传统㈡传统文化的保文化的保文化的保文化的保护护护护与与与与继继继继承承承承 

    吸毒不利于景颇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一方面，吸毒不但让人丧失理智，造成社会道德滑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建设。所以应将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禁毒相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吴明在其《世情百态——“世纪末”心态剖

析》一书中写道：“随着社会和人的现代化，现代人的精神贫困已成为症结。它的表现是多层次的，首先是人的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继

而表现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匮乏。它在表层次消费，在深层却是现代人精神支柱的缺失。”另外，林毓在《中国意误码的危机》一书中了

也写道：“人们在社会弄中没有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实的社会环境又使人淡化了信念、信仰。这一恶疾抑制了现代人格

的健康成长，导致了‘糟践自己与潇洒贬值’、‘玩迷信’、处处寻求“刺激”等一系列‘世纪末’心态和行为的出现。”（8） 

    景颇族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合理的成分，如勤劳致富、自强、自立等精神。用丰富的民族文化，来抵御歪门邪道思想的侵蚀。如



今，但由于市场经济已开始发挥作用，他们以自然资源的廉价出售，滥采滥伐使生态环境遭损坏为代价，来努力跟上经济大潮的步伐。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自然资源受到破坏，而且他们民族自己内在的精神财富也受到了损伤，比如传统的自立、自强、自信、自尊等民

族精神，自己民族原有的促进性、开拓性等优秀品质等丧失了许多，纯朴民风的保留与不断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无疑也加剧

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匮乏，导致“处处寻求刺激，糟践自己”或是吸毒等行为的出现。 

  

四四四四        相相相相关对关对关对关对策策策策 

                ㈠㈠㈠㈠消除消除消除消除贫贫贫贫困困困困 

    要实现农村经济较快、较好的发展，首先必须扫除“毒瘤”。陇川县山区面积占77。5%，年均降雨量1600毫米，很适宜种植甘蔗、

麻竹和发展养殖业等。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毒品的贩卖和吸食。陇川县自2003年开始

种植麻竹，在响应中央退耕还林的同时，也提高了村民的收入。县里还组织相关人员到广东参观学习麻竹种植技术和干笋加工技术，形

成两方市场的互补和互惠。此外，陇川县最大的制糖企业，景罕糖业集团的改造、扩建厂房，不但增加了日产甘蔗吨数，还引进了台湾

的新品种，如台糖10号、台糖20号等，使农民增产，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㈡㈡㈡㈡提高人口素提高人口素提高人口素提高人口素质质质质 

    1.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青少年是毒品滥用的主要年龄层，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发现，从小学阶段起，就已经有人

在吸毒。作为教师和家长，当发现社会上有人吸毒时，就要警惕自已的学生或子女不要被毒品所诱惑。除了正面向他们进行禁毒教育，

师长们还应做有心人，学会观察青少年的行为变化特征，以及早识别他们是否具有吸毒倾向。 

    2. 发展职业教育。陇川县有一所职业高级中学，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边疆少数民族表所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地方经济建

设提供有技能的人和，也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㈢㈢㈢㈢加大社加大社加大社加大社会会会会控制力度控制力度控制力度控制力度 

    1.法律手段。建立健全缉毒和禁毒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每个村委会建立层层禁毒工作机构，实行禁毒工作目标责任制切实加强各级

党政对禁毒工作的领导。在毒品种植、加工、走私、贩运等若干环节和方面，有政法、海关、边防等专门部门实施打击；在毒品吸食、

戒治和戒后管理方面，有政府、政法、医疗等与社区有效协助和组织落实；在防毒拒毒的预防教育方面，有教育、工商、宣传、新闻等

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在禁毒工作的人员、经费保障方面，有人事和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等。 

     2.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一方面，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制定以禁毒戒吸为主的村规民约，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禁毒以及

生产发展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互助工作，对因吸毒没有劳动能力的村民给与必要的关心和帮助，让他们走出边缘群体，感受

到集体的温暖。大力倡导村民小与村民小组，村与村，乡与乡之间签订互防互治协议，构建禁毒网络。 

    3.进行综合治理。第一，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在行政方面，建立无毒村、无毒乡、无毒镇、无毒区、无毒县等；在场所方面，

建立无毒公园、无毒旅社（宾馆）、无毒学校、无毒家庭；印制大量统一标志放置于各种场所，像新加坡机场一样设立警示牌。各重要

场所均可放置印有“预先警告：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贩毒50克以上判处死刑；吸毒者强制送戒毒所，复吸毒者送劳动教养。”等内容的

警示牌。第二，加强戒毒措施，营造思想无负担,精神无压抑感,安心戒毒治疗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严格规范患者、陪护及探视亲友行为

的完备的制度,也要有对患者健康高度负责,发扬社会主义医德医风,在治疗、护理和管理工作等方面,监督和严格规范工作人员行为的完

备制度。 

  

  

                ㈣㈣㈣㈣加加加加强强强强边边边边疆精神文明建疆精神文明建疆精神文明建疆精神文明建设设设设，弘，弘，弘，弘扬扬扬扬优优优优秀民族秀民族秀民族秀民族传统传统传统传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鉴于优秀的民族文化能让人们远离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我们应借鉴日本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

的经验。 

    ⑴民族文化的保护首先要先本民族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珍重与保护的自觉意识，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才能有效地使民族文化得到

保护与发展。政府所做的工作目的不在于包办一切，更不能取代民族文化发展的民众角色，而在于积极倡导各民族人民珍重与保护、发

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目前，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还没有主动地参与，

甚至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落后而要放弃民族文化。因此必须加强倡导工作，唤起各民族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珍重与保护意识。 

    ⑵民族文化保护必须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日本在保护民族文化的工作中，法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是实践验证了的。立法

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一方面是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了法律，对于保护民族文化与如何保护就有了依据。 

    ⑶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难以面面俱到，选择并发展民族文化中那些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方面，加以重点保护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策略。选择一个民族中几项有代表性的项目重点加以保护与发展，使之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志与象征，这样也就树立起一个个民族文化的

品牌，可以使民族文化通过一些标志性项目的发展及品牌效应的带动得到全面的发展。陇川县全力打造中国目瑙纵歌之乡，举办目脑纵

歌节带动全县各产业的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致富的机会和门路，给深受毒品、艾滋病危害的陇川各族人民看到了希望。 

  

五五五五        小小小小结结结结 

    本文通过对陇川县吕保村吸毒状况的社会学个案调查，来反映陇川县毒品的现状及未来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其中，关于吸毒成因方

面，文化信仰断层与景颇族吸毒人群偏高的关联性是一个新的视角。并相应地在应采取的措施中提出了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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