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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和谐生态观探析
　   西双版纳是镶嵌在祖国西南边疆的绿宝石，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傣
族纯朴的自然生态伦理观产生于其原始的精神生活，反映了傣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这种人与自然的依存观念体现在道德心态上，就是热爱大自然赏赐给自己的一切。虽然傣
族纯朴的自然生态伦理观不够系统，但其自发的生态保护措施，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并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傣族源于古代的百越族群，是云南的世居民族之一。据傣文文献记载，公元前8世纪
前后，部分境外傣族先民不断迁入西双版纳境内，并与当地居民逐步融合，成为西双版纳
傣族的主体。南北朝至唐中期，西双版纳境内已形成12个傣族部落。此后，宋元明清历代
都有部分傣族先民分别从景谷、孟连等地迁至西双版纳。在汉文史籍中，早在公元1世纪
就有关于傣族先民的明确记载。汉代称傣族为“滇越”、“掸”，唐代称其为“金
齿”、“银齿”、“黑齿”、“茫蛮”、“白衣”，宋代沿用了“金齿”、“白衣”之
称，元明则称其为“白夷”或“夷”，清代以后多称“摆夷”。在西双版纳，因居住地域
和文化方面的某些差异，傣族又分别被称为“水摆夷”、“旱摆夷”和“花摆夷”等等。
上述称呼都是他称，傣族一直自称为“傣”。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正式
定名为“傣族”。

 
　　据傣文史书记载，西双版纳傣族历史上曾经历过3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称为“滇
腊沙哈”，意为橄榄时期，那时人类刚进入氏族公社，处于蒙昧时代；第二个时期称
为“滇米腊沙哈”，即农耕时期，处于农村公社阶段；第三个时期称为“米腊沙哈”，这
时“有主子，有佛寺，有负担”，进入了阶级社会。傣文史籍《泐西双邦》记载，大约在
南北朝时期至唐中期，西双版纳傣族建立了部落联盟政权。据《泐史》记载，1180年，帕
雅真建立景陇王国，实行君主专制的封建领主经济制度。元明清时期设置的土司，其实就
是上至宣慰使，下至各“勐”（意为“小坝子”，旧时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单
位）的大小领主。傣族社会虽然出现了高踞于村社之上的专制君主，但并没有彻底破坏村
社制度，也没有实行奴隶占有制，使广大村社成员沦为家庭奴隶。君主对村社成员的掠
夺，不是直接占有村社成员本人，而是让村社成员为其耕种私田，并将本质上属于被领主
占有的各村寨的田地，以“寨公田”的形式，平均分配给村民社员，使之在原村社制度下
进行个体生产，向领主、土司上缴贡赋。社会的生产方式，仍然以农村公社独立小生产者
的个体耕作为主。同时，傣族社会还保留着农村公社原有的某些民主性质的制度，最主要
的是寨内生产、宗教、民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召开村社民众会议解决。新中国成立
后，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在西双版纳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傣族人民
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

 
　　傣族的生态文化观是西双版纳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包括
生态哲学观、生态宗教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生活观、生态审美观等。傣族认为，人类与
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依赖于自然。傣
族世代流传的许多谚语都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天地间谷
子至高无上。”“毁林富三年，山秃穷几代。”“有树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
粮，有粮才有人。”这种朴素的生态观，铸就了傣族敬畏自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爱
护自然的心理和文化特征，使其能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与自然和谐相处，西双版
纳这片热带雨林也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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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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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有30余个大小不等的自然勐，每个勐都有“垄社勐”（勐神林）；有600多
个傣族村寨，每个村寨都有“垄社曼”（寨神林）。“垄林”即“垄社勐”和“垄社
曼”，是勐神、寨神居住的地方。垄林内的一切动植物、土地、水源都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严禁砍伐、采集、狩猎、开垦，即使是风吹下来的枯枝干叶、熟透的果子也不能拣，
而是任其腐烂。为了乞求寨神、勐神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人们每年还要以猪、牛作
牺牲，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表面上看，垄林是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的产物，实质上它是傣族人民纯朴的自然生态伦
理观的体现。首先，垄林是傣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在傣族的语言或意识中，虽然没有自
然保护区这个专用名称，但在祖先崇拜思想的庇护下，傣族垄林内的森林植被得到了长期
的保护。千百年来，人们自觉遵守禁忌，没有砍伐、开垦、狩猎等事件发生。1958年以
前，西双版纳有垄林1000多处，总面积约10万公顷，占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1/3强。其
次，垄林是绿色水库。作为垄林的热带森林，具有较好的保土保水能力。1958年以前，西
双版纳垄林密布，雨量充沛，水源丰富。那时只有引水工程，没有蓄水工程，只有鱼塘，
没有水库，傣族群众就靠垄林中流出的溪水河流，筑坝挖渠，灌溉农田。再次，垄林在傣
族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处于首要环节，它既起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制造有机肥料的作
用，同时又是植物多样性的储存库、农作物病虫害天敌的繁殖基地；它既具有调节地方性
小气候的功能，又是抵御风灾、火灾、寒流冻害的自然屏障。

 
　　傣族生态观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庭院绿化意识。傣族认为，没有花果树木的家
不是家。他们居住的庭院虽然面积不大，但院内种植的植物种类却很多，有水果、蔬菜、
香料、染料、观叶植物、药用植物、食笋竹类等等。此外，他们还喜欢在庭院前的道路两
旁栽种椰子树和槟榔树，在寨子中间种植菩提树、榕树，使整个寨子成为一片绿色的园
林。据史料记载，傣族群众早在4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铁刀木，发展薪炭林。冬春季节，
人们砍下铁刀木的枝条作柴烧，留下树桩自然萌发，年年如此。铁刀木越砍越旺盛，种植
一片铁刀木薪炭林，一般可以连续砍伐几百年。值得注意的是，西双版纳生态环境良好，
拥有大面积的热带森林，但人们仍然坚持栽种铁刀木薪炭林以为燃料，这充分说明，热爱
森林、保护家园的生态观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傣族群众的心中。

 
　　水是生命的源泉。西双版纳傣族傍水而居，耕种水田，人们敬水、爱水、饮水、用水
祭祀并传达祝福。傣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十分珍惜水资源，严格保护水资源。为了规范水资
源的管理，西双版纳地区早在1778年颁布的《议事庭长修水利令》即明文规定：“大家应
该一起疏通渠道，使水能顺畅地流进大家的田里。”对无故不参加修筑沟渠者，要处以各
种惩罚，即便是贵族子女也不例外。

 
　　今天的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达到67.7%，有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达
402万亩。在这片仅占全国1/500的国土上，有756种野生动物，占全国野生动物种类总数
的1/4，其中被列为国家Ⅰ、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达129种；有高等植物7000余种，
占全国植物种类总数的1/5，其中珍稀植物341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植物58种。
正因为有了这些自然优势，199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生物
多样性保护圈，2004年被国家批准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005年被评为“中国最美
十大森林”之一，并获得了“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物种基因库”和“森林生态
博物馆”的美誉。西双版纳秀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世人所瞩目。在1.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都是绿色的海洋。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
遗产，更是以傣族为主体的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保护森林、热爱
大自然、追求和谐幸福美好生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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