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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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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墨 

 
 
      在横断山脉雅砻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的道孚、雅江两县，有一条走婚大峡谷，扎坝人、丹巴

人在保持古老神秘的母系氏族“走婚部落”的同时，也保留了了许多古老的文化遗风。比如，迄

今仍流行的多种走婚习俗：爬房子、钻帐篷、顶毪衫、抢手帕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沉淀在

横断山脉高原中人文历史的厚重，同时也可以发现这里民族文化的独特。 

      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是少有的保有本民族文化不间断的民族，这充分说明了中

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性中，各民族诸多不同的文化不仅

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闪光点。 

      现在，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如何继续保持、维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当务之急，成为文

化学者的责任所在。文化学者们尽职尽力地挖掘、弘扬各地的民俗与文化，让人们了解不同的文

化，呼吁大家参与保护文化。当我们感受到那种神秘的气息与质朴的景物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彷

佛被拽回到远古的历史画页中，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人类淳朴原始的人性和文化。在震惊和兴奋之

余，我们是否应该忧虑和犹豫：把发现“走婚部落”的事件公之于众对保护这独特的文化是否有

益？  

      文化就像水一样，极具流动性，是很容易变迁的，当文化发生碰撞时，弱势文化会被荡涤

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比起周边文化来说是一种弱势文化，是在自然的庇护下才得以保存

下来，如扎坝的“呷依婚”、泸沽湖的“阿注、阿夏婚”。他们之所以集中在雅砻江、大渡河、

怒江流域，这和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这里地处封闭的深山峡谷，和外界交流几乎隔

绝，以传统的交通方式很难进入，不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否则周边的汉、藏文化对于他们

皆是强势文化，很容易使他们“向风慕化”。而现代发达的交通，让“天堑变通途”，人们几乎

可以到达的任何地方，再没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了。道孚县旅游局局长杨

文武说：现在扎坝依旧保存着完整的走婚习俗，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的交通不便和从外面

进入人员少，而随着此后当地交通的改善和当地人文化知识的提高，年青一代正慢慢开始拒绝

“走婚”。再有的例子就是，当泸沽湖奇特的走婚习俗被外界知晓后，引来了世界各地大量的游

客。现代信息与文化的传播最后直接伤害了这种习俗，致使这种被学者和专家称为“婚姻活化

石”的走婚习俗近乎名存实亡。 

      我听说，在雅砻江要修建大型水电站，若干年后电站建成，这个“走婚大峡谷”即便不被水

淹没，那时这一个“母系氏族社会婚姻活化石”也有可能彻底消亡。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就

来自于市场经济。全球化过程带给我们的决不仅仅是欢愉和谐，同时也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对

于某些文化，尤其是弱势的民族文化，则是生与死的抉择。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提倡多



元化、多样性，民族文化更应该多元。但要做到多元化，太难了。从进化论（无论是生物进化论

还是宇宙进化论）的立场来看，全球化应该是受到欢迎的。而且，不论你欢迎不欢迎，它都是必

然要到来的，无法反对，也无法回避。文化变迁也是如此。保护民族文化、保持文化多元性，在

这时彷佛变成了“全球化”的一个悖论。我们的灵魂在这个“悖论”中彷徨、挣扎、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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