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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的村落文化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10-20 期数：580 阅读：268次

  众所周知的傣家竹楼，至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从竹质结构建筑、木质结构建筑到砖混结构建

筑的变化。早年那种竹柱、竹梁、竹门、竹墙的竹楼已不多见，如今的竹楼已经以木材、水泥、

砖瓦、铝制建筑材料为主，出现了钢混结构，瓷砖贴面的现代建筑，但“竹楼”这个名称却依然

响亮。事实证明傣家竹楼的改造，在提高了当地傣族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还使表现于民居上的

民族文化得到弘扬，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中外游人流连于傣家的村村寨寨，给当地人民带来可

观的经济收入。 

 
 
 

傣族的村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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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居住空间往往是人们思维的反映。房屋和村寨的布局反映着该社会群体对世界的深刻

理解，体现着他们对自然和宇宙的看法。 

 
      傣族秉承其祖先的居住特征，大都滨水而居：一种是居住在河流两岸的谷地，另一种是背山

面水。傣族在居住环境上的这种选择，正是基于长期与自然共存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因其是以

种植水稻为生的民族，必须要有充足的水源才能保证生产的需要。所以水是傣族建寨的第一条

件；其次，要有山林，因为有了山林的涵养，水源才能长流不涸；第三要有可以开垦良田的平

坝。这样，傣族生态观念中的几大要素尽皆具备，建立村寨就必须小心保护这些基本要素。 

 
      那么如何建立村寨？傣族人采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装点自然”的方式建立人们居

住的空间。 



勐心是一个勐生命的标志 

 
      傣语将“寨”称呼为“曼”。一座傣族村寨，一定有几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是位于村寨周

围丘陵和山地上的“龙林”，意为“寨神林”。这里是村寨保护神的居住地，保护着村寨的平

安。二是坟林，多位于村寨的左右两侧，这里是人们去世之后安息的所在。三是佛寺，位于村寨

入口或者村寨中地理位置较高的地方，那里在人们心目中是傣族的象征，是他们精神的绿洲所

在。四是每家每户的竹楼，这种建筑被人们称为干栏式建筑，很早就见于古代史籍中，是一种古

老的建筑形式，十分适合傣族所居住的热带地区，通风凉爽。五是位于寨脚的大片水田，这是傣

族人生计的来源。 

 
      一般情况下，傣族村子有纵横两条主干道，这两条道路通向寨外的地方是寨门的位置，寨门

的形式非常简单，仅为用木桩或者竹子作为标志，有些甚至没有实际形式上的门，但是人人都知

道寨门的位置所在。傣族人与自然合一的观念甚至使人们将村寨视为一个具有人格化的居住空

间，有头有脚，有心脏和灵魂。傣族建寨要先立寨心，这是村寨的心脏和灵魂所在，没有寨心的

村寨是不存在的。寨心处一般要立一块石头，或者立一根木桩，桩顶端多呈塔尖状，一般位于村

寨中主干道的旁边。寨心有些类似于中原上古时代的“社”，但我们还不能说傣族的寨心是上古

时代“社”的遗存。竖立寨心或者修缮寨心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寨心是全寨的灵魂，是神

圣的所在，那是寨子存在的标志——生命的标志，它使全寨人的意志凝聚在一起，象征着团结，

全寨人都敬重它。本寨的成员迁出村寨和外寨的人迁入村寨必须要祭祀寨心，意为求得寨心的同

意方可迁出和迁入。既然人们视寨心为寨子的灵魂所在，那么献祭寨心就成为村寨每年一度的重

要活动，傣语称为“海宰曼”。这一天全寨停止生产，封寨门，禁止人们出入。祭礼由寨子头人

主持，波莫（即村寨的巫师）祝告，每户家长都要到场。波莫祝告的主要内容是祈求寨心护佑全

寨人平安，寨子繁荣昌盛。 

 
      每一座村寨还要确定寨头和寨脚。确定寨头和寨脚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地势的走向来确

定，头高脚低；另一种是按照方位确定，北方为头，南方为脚。 

 
      村寨还有寨神，这是一个村寨的保护神，寨神，傣语为“色曼”；寨神居住在村寨的“龙

林”中，每年要定期祭祀两次。 

 



      当村寨日渐增多，居住在同一区域的各个村寨就组成了集合体——勐。勐是傣族古代的一种

行政区划，类似于古代西周的方国，汉语中没有相应的称呼。和村寨一样，勐也是一个人格化的

存在，也有勐心，那同样是一个勐的生命标志。在哪里建勐，首先要安置勐心。勐心多以塔为标

志。但是勐心并非勐的中心，通常勐心是最早在该地区建立的村寨。一般情况下，勐心是不能移

动的。 

 
      这样的村落布局和勐的布局使人为的建筑与自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了人与自然成为一

体的建筑格局，体现着傣族人独特的自然生态观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切与人一样

都有灵魂与生命，都有神灵的主宰，人与自然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两者是可以相互信赖与交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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