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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黎贡山怒族对植物传统利用的初步研究

刀志灵! 龙春林" ! 刘怡涛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 ()#"#*）

摘要：采用民族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广泛调查和研究了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地区怒族对植物的传统利用

形式。结果表明：怒族对植物的传统利用主要表 现 在 食 用、药 用、观 赏、宗 教 崇 拜 和 文 化 利 用 等 方 面。讨 论 了 怒 族

的传统文化在当地植物多样性利用和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并探讨了在植物多样性管理中传统管理和现代管理之

间的关系以及在我国利用文化多样性进行自然生态 环 境 保 护 的 可 能 性、必 要 性 和 可 行 性。此 外，面 对 优 秀 的 传 统

文化知识和文化多样性逐渐消失的现实，作者建议加以拯救和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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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 言

我国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

对自然环境尤其是当地的生物资源的依赖性与利用

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民族的文

化，而且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保护与管理产生着深

刻的影响（ 张新时，%’’)）。近年来，不同民族 对 植

物资源利用 的 传 统 知 识 在 学 术 界 引 起 了 广 泛 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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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报道，如对植物的传

统利 用（ 食 用、药 用 等 ）（ 裴 盛 基，$%&!；’()* +
,-)*，$%%. ）、植 物 信 仰 或 禁 忌 的 调 查 研 究

（/0-)*123-，$%%4）、神圣植物（ 5-6789 :;-)<5）的民族

植物 学 研 究（ =:-90>8 &) ./0 ，$%%?；@25A-)-<0-)，

$%%?）及以文化为背景的生物多样性利用和管理的

研究等（B82，$%&.；许再富，刘宏茂，$%%.；杨昌岩

等，$%%.；龙春林等，$%%%-，$%%%C，$%%%6；刘爱忠

等，!DDD；龙春林等，!DDD）。

怒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怒江高黎

贡山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 2)92*8)(E5 :8(:;8），我国

%.F 以上的怒族人居住在怒江州（ 陶 天 麟，$%%?）。

但长期以来，对怒族的研究大多限于民族学方面，把

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结合起来的研究极少

（ 云南省编 辑 委 员 会，$%&$；段 伶，$%%$；陶 天 麟，

$%%?）。怒江州 贡 山 县 是 独 龙 族 怒 族 自 治 县，怒 族

有 4DDD 多人，占 总 人 口 的 $&G HF（ 贡 山 独 龙 族、怒

族自治县概况编 写 组，$%&4）。尽 管 当 地 怒 族 和 藏

族杂居并且相互通婚，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方

面都相互影响，但怒族仍然保持着本身的明显特征。

贡山的怒族 对 当 地 丰 富 的 植 物 资 源 利 用 已 有 $DDD
多年的历史，他们的衣食住行无不与当地的植物多

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植物资源，特别是食用植物、

药用植物同贡山怒族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也是他

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研究贡山怒族植物资

源的利用和管理，可以深入了解怒族的经济、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对当地怒族弘扬传统文化、发

展当地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从植物

资源的利用形式入手，力图把怒族的经济、社会、文

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结合起来，通过研究贡山怒族在

这些方面的发展变化和相互影响，以求对贡山怒族

进行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通过总结贡山怒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技术知识，发现他们在植物资源

方面的管理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将

有利于促进当地植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使当地

社区达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经济、文化和社会的

协调发展。

!"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民族生物学（ 8<0)(C2(;(*>）（ 裴

盛基，龙春林，$%%&）、文化人类学（ 6E;<E7-; -)<07(I
:(;(*>）（J<12)，$%%"；汪宁生，$%%4；K-(，$%%4）和

植 物 生 态 学（ :;-)< 86(;(*> ）（ L89C87*， $%%"；

M8*(55<，$%%4）的方 法，并 进 行 了 广 泛 的 野 外 调 查、

民间访谈和室内的整理分析。在多次野外调查中，

定点和跑点相结合，着重采用植物分类学（ :;-)< <-NI
()(O>）、关键人物访谈 法（ 18>I2)P(7O-)< 2)<87Q28A）、

半结构 访 谈 法（ 58O2I5<7E6<E789 2)<87Q28A）和 参 与 式

方 法 的 应 用（ :-7<262:-<(7> 7E7-; -::7-25-;， BKR ）

（’2::，$%&%；RC- + M72<(，$%%4；龙春林，王洁如，

$%%4），对植 物 传 统 利 用 的 现 状 做 了 详 细 的 考 察 和

访问，并采集相关的凭证标本（ Q(E6087）和参阅馆藏

标本。在室内工作中，结合跨学科的文献研究，着重

凭证标本的鉴定、植物传统利用的方式、目的及其文

化内涵的 编 目（ ,-;;87，$%%"），并 就 传 统 文 化 对 当

地植物资源、植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分析。

#" 研究地区

为了使本研究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性，选择了

位于 贡 山 县 高 黎 贡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缓 冲 带

（CEPP87 S()8）的丙中洛乡作为定点研究地区。该地

区地处怒江大峡谷中上游地带，东部为碧罗雪山，西

部为高黎贡山，属 典 型 的 立 体 气 候，从 海 拔 $HDD T
.$DD O 地带上容纳了暖性、温性及寒温性的各种植

被类型。主 要 的 自 然 植 被 从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开 始

（$HDD T $&DD O），向上依次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DD T !4DD O）、铁 杉 针 阔 叶 混 交 林（!4DD T !%DD
O）、冷 杉 林（!%DD T "HDD O）及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甸

（""DD O 以上）（ 刘伦辉等，!DDD）。这 些 地 区 有 着

悠久的怒族居住历史和丰富的植物文化积淀，在地

理分布和传 统 怒 族 文 化 上 有 一 定 的 普 遍 性 和 代 表

性。

$" 研究结果

怒族对植 物 的 传 统 利 用 主 要 在 食 用、药 用、观

赏、文化、宗教等方面。

$% &" 怒族的食用植物

怒族大多生活在依山傍水的河流冲积扇地带，

家家户户都有水田、轮歇地和菜园地，栽种着适于当

地气候和生境的多种作物、蔬菜和果树。此外，他们

还依靠采集 野 生 植 物（ 森 林 小 产 品）补 足 日 常 消 费

和调节膳食，包括水生、块茎和叶茎类食用植物，以

及食用菌类、竹笋和野果等。采集所获的野生食用

植物是怒族不可缺少的食物来源，仅有少数在集市

销售，成为家庭的副业收入。野菜的采集活动一年

四季都 可 进 行，如 田 边 地 头 的 鱼 腥 草（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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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高山上的竹叶菜（’%(%)&*+,-, .-/0
!-,），嫩竹 笋 也 是 主 要 的 采 集 对 象。 在 野 外 调 查

中，我们记录和采集了怒族村寨附近的野生常见食

用植物共 $% 种（ 表 &）。

除高等植物外，怒族还采集近 "’ 种菌类供家庭

消费 或 出 售，主 要 种 类 有：银 耳（ 1#",+22% .-!(."#0
,(/）、木耳（ 3-#(!-2%#(% %-#(!-2%）、黑 皱 木 耳（ 3-#(!-0
2%#(% ,"+22+#(）、皱 极 木 耳（ 3-#(!-2%#(% #-4"/(//(,%）、

珊瑚菌（5%,%#(% ()6%2((）、鸡油菌（7%)&*%#+22-/ !(8%#0
(-/）、云南鸡油菌（7%)&*%#+22-/ 9-))%)+)/(/）、牛肝菌

（:"2+&-/ ())* ）、侧耳（;2+-#"&-/ ())* ）、红菇（5-//-#%
())* ）等。

!" #$ 怒族的药用植物

怒江是药材王国桂冠上的宝石，由于怒族的生

存环境极为艰苦，怒胞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

累了一定的传统医药知识，尤其是通过生产实践和

文化积淀、文化交流逐渐认识了许多药用植物。怒

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其文字极为简单，因此他们长

期积累的战胜病魔的经验和知识主要是通过言传口

授的方式流传下来。通过调查，怒族尚未形成较为

完善的医药体系，许多药物仅靠单方使用，少量发展

了复方。但是，怒族长期利用当地草药为人畜治病，

积累了丰富的药用植物知识，有些药物还用来同外

界进行交换，以换取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品。植物传

统草药至今 仍 是 怒 族 聚 居 区 居 民 所 使 用 的 主 要 药

物，并有少数药用植物被人工栽培。

胡黄 莲（ ;(!#"#*(<% /!#"=*-2%#((.2"#%），是 怒 族 常

用于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换的一种重要药材。在怒江

丙中洛一带，它大多生于海拔 !+’’ , %%’’ - 被雪水

冲刷过的土地和高山流石滩上，在土壤肥沃、湿度较

大、腐殖质深厚、天 然 郁 闭 度 为 $’. 左 右 的 阳 坡 生

长最好。每年的 / , 0 月，怒 族 人 便 上 山 采 挖 胡 黄

莲，制成干品后供交换或家庭用。怒族用它的根茎

入药，有清热燥湿、杀虫、消疳的功能，用于治疗小儿

疳积、目赤、潮热、黄疸、痢疾、痔疮等病症。

黄连（7"=&(/ &++&%），亦 称 云 黄 连，是 怒 族（ 同 时

也是高黎贡 山 北 部 地 区）最 重 要 的 野 生 药 材 之 一。

黄连是怒族用来治疗痢疾、目疾赤病等多种病痛的

常用药物，可谓每家必备。野生黄连在丙中洛一带

分布于海拔 &0’’ , !’’’ - 的 阴 湿 林 下，每 年 && ,
&" 月，是怒胞上山采挖野生黄连的时候。黄连采回

后，在日光下晒干或火塘上烘干，供自用和换取生产

生活物资。大约 $’ 年前，怒族人从附近兄弟民族那

里学会了人工栽培黄连，目前，很多怒族的庭园里都

栽有黄连，以备急用。由于过度采集致使野生资源

减少，贡山县各民族栽培黄连的面积和数量越来越

多。

茯苓（;"#(% !"!"/），为多孔菌科真菌，也是怒族

采集利用和以物换物的一种名贵药材。茯苓生长在

海拔 &$’’ , "+’’ - 山坡上的松树林下，怒族既用它

作为治疗疾病的常用药，又用它作为强身健体的保

健品。除了采集野生茯苓外，怒族人也人工栽培少

量茯苓。

除上述 ! 种药用植物外，怒族还采集利用其他

药用植物，常 见 种 类 有 石 菖 蒲（ 3!"#-/ &%&%#()">((）、

车前（;2%)&%4" +#"/%）、漆树（ 也称“ 干漆”，1"?(!"$+)0
$#") 6+#)(!(.2--,）等（ 表 "）。

!" %$ 怒族的观赏植物

每年的农历 ! 月 &$ 日，为怒族的传统佳节———

“ 鲜花节”（ 又名“ 仙女节”、“ 山母节”）。这一天，怒

族同胞都要采集庭院种植的最漂亮的鲜花带到仙女

洞，并摆放在洞中央，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供

其他人观赏。即便家里没有正在盛开的鲜花，怒族

人也会到大山里去采挖一束鲜花，作为最珍贵的礼

物献给自己的节日。晚上，围着鲜花载歌载舞。这

一仪式结束后，他们又将鲜花插在竹制篾兜里以便

长期观赏。在最近的一次实地调查中，我们有幸参

加并目睹了整个鲜花节的全过程，并记录了他们平

时栽种在家里供观赏的鲜花。怒族的观赏植物主要

以杜鹃（5*"$"$+)$#") ())* ）为主，兼有一些花大 且

色彩艳丽的兰花、百合花（@(2(-, ())* ）等（ 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怒族庭院中栽培的观赏植物

和田边地头上保留下来的观赏植物，反映了他们对

当地植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知识，具有十分鲜明的

特色。从形态上看，怒族的观赏植物大都具有大型

花朵，为喇 叭 状（ 杜 鹃、大 百 合、百 合 ）或 花 形 奇 特

（ 兰花类）。从颜色上看，以白色为主，兼有红色、黄

色等。从 气 味 上 看，以 清 香 型 为 主，香 味 浓 郁 者 很

少。从来源上看，大多来自附近山野，且有不少为当

地特有 种，如 贡 山 凤 兰（ 79,8($(-, 4")4/*%)+)/+）、

独 龙 江 杜 鹃（ 5*"$"$+)$#") A+2+&(!-,）等。 由 此 可

见，怒族文化的发展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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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怒族采集的重要野生食用植物
&’()* %$ +,-./0’10 23)4 *43()* -)’105 6.))*60*4 (7 08* 9: -*.-)*

物 种

;-*63*5
食用部位

<’/05 :5*4
食 用 方 法

=..>31? ,*08.45

贡山猕猴桃 .,)"-"$"/ 01-2(3/-&-("( 成熟果实 @/:305 生食

疏毛猕猴桃 .4 5"6#(16/ 成熟果实 @/:305 生食

紫果猕猴桃 .4 51’51’&/ 成熟果实 @/:305 生食

苋菜 .7/’/-)31( )’",#6#’ 嫩叶、种子 A.:1? )*’B*5，5**45 嫩叶炒食、种子蒸熟食

磨芋 .7#’53#5/661( 0#-8/, 块茎 &:(*/5 加草木灰磨制成“ 豆腐”

马蹄 .-2"#5)&’"( &(,16&-)/ 根、茎 C..05 D 50*,5 提取淀粉代粮

刺葱木 .’/6"/ ,3"-&-("( 嫩茎、叶 A.:1? 50*,5 D )*’B*5 炒食

粉花羊蹄甲 !/13"-"/ %/’"&2/)/ B’/E ,/-$"$/ 花 @).2*/5 用水漂后炒食或制成干菜

假通草 !’/((/"#5("( ,"6"/)& 嫩茎、叶 A.:1? 50*,5 D )*’B*5 炒食

水蕨菜 9/66"5)&’"( &(,16)&-)/ 嫩叶 A.:1? )*’B*5 炒食

荠菜 9/5(&66/ :1’(/;5/()’#’"( 全草 F8.)* -)’10 煮食、野菜

碎米荠 9/’$/7"-& 3"’(1)& 全草 F8.)* -)’10 煮食、野菜

大百合 9/’$"#,’"-17 2"2/-)&17 鳞茎 G:)(5 加工后蒸熟代粮或作蔬菜

董棕 9/’*#)/ 1’&-( 髓心 H’//.2 加工后烤食、代粮

云南方竹 93"7#-#:/7:1(/ *1--/-&-("( 笋 ;8..05 炒食或制成干菜

野芋 9#6#,/("/ &(,16&-)/ 块茎 &:(*/5 煮食或蒸食、代粮

鸡嗉子果 <&-$’#:&-)3/7"/ ,/5")/)/ 成熟果实 @/:305 生食

福贡龙竹 <&-$’#,/6/71( =12#-2&-("( 笋 ;8..05 煮食或加工后做汤、野菜

参薯 <"#(,#’&/ /6/)/ 块根 C..0 0:(*/5 煮或蒸熟后代粮

黄独 <4 :16:"=&’/ 块茎 &:(*/5 加工后煮食或蒸食、代粮

粘山药 <4 3&7(6&*" 块根 C..0 0:(*/5 煮或蒸熟后代粮

五叶薯蓣 <4 5&-)/53*66/ 块茎 &:(*/5 煮食或蒸食、代粮

多依果 <#,*-"/ "-$",/ 成熟果实 @/:305 生食或切片晒干

斜依箭竹 >/’2&("/ $&,6"%"( 笋 ;8..05 煮食或加工后做汤、野菜

空心箭竹 >4 &$16"( 笋 ;8..05 炒食或制成干菜

弩刀箭竹 >4 5’/&,"51/ 笋 ;8..05 煮食或加工后做汤、野菜

大果榕 >",1( /1’",16/)/ 成熟果实 @/:305 生食

鼠菊草 ?/-53/6"17 #=="-& 嫩茎叶、花 A.:1? )*’B*5 D 50*,5，I).2*/5 炒食或掺玉米面代粮

油瓜 @#$2(#-"/ 7/,’#,/’5/ 种子 ;**45 榨油

鱼腥草 @#1))1*-"/ ,#’$/)/ 全草 F8.)* -)’10 凉拌或炒食

小花八角 A66","17 7",’/-)317 果、嫩叶尖 @/:305，7.:1? )*’B*5 煮食或作调料

野八角 A4 ("7#-("" 果、嫩叶尖 @/:305，7.:1? )*’B*5 煮食或作调料

野核桃 B126/-( ,/)3/*&-("( 种仁 ;**45 生食或烤食、野果

香菌 C&-)"-1( &$#$&( 全株 F8.)* -)’10 煮食或炒肉、野菜

川百合 C"6"17 $/%"$"" 鳞茎 G:)(5 煮食或蒸食、代粮

三桠乌药 C"-$&’/ #:)1("6#:/ 种子 ;**45 榨油

竹叶菜 D/"/-)3&717 =1(,17 嫩茎、叶 A.:1? 50*,5 D )*’B*5 炒食或制成干菜

管花鹿药 D4 3&-’*" 嫩茎、叶 A.:1? 50*,5 D )*’B*5 煮食、野菜

长柱鹿药 D4 #6&’/,&17 嫩茎、叶 A.:1? 50*,5 D )*’B*5 煮食或作汤、常用野菜

紫花鹿药 D4 51’51’&17 嫩茎、叶 A.:1? 50*,5 D )*’B*5 煮食或作汤、常用野菜

窄瓣鹿药 D4 )/)("&-(& 嫩茎、叶 A.:1? 50*,5 D )*’B*5 煮食、野菜

余甘子 E3*66/-)31( &7:6",/ 果实 @/:305 生食或腌制

饭蕨 E)&’"$"17 ’&%#61)17 根茎 C83J.,*5 提取淀粉代粮

火炭母 E#6*2#-17 ,3"-&-(& 嫩茎、叶 A.:1? 50*,5 D )*’B*5 煮食

辣蓼 E4 3*$’#5"5&’ 嫩茎、叶 A.:1? 50*,5 D )*’B*5 煮食

粉葛 E1&’/’"/ &$16"( 块根 C..0 0:(*/5 生食或提取淀粉代粮

大白花杜鹃 F3#$#$&-$’#- $&,#’17 花 @).2*/5 用水漂后炒食或制成干菜

黄镳子 F1:1( #:,#’$/)1( 成熟果实 @/:305 生食

野慈姑 +/2"))/’"/ )’"=#6"/ 嫩茎、叶 A.:1? 50*,5 D )*’B*5 煮食

鼻涕果 +/1’/1"/ -/5/16&-("( 果 @/:305 生食、野果

少花龙葵 +#6/-17 53#)&"-#,/’517 嫩茎、叶 A.:1? 50*,5 D )*’B*5 炒食

香椿 G##-/ ("-&-("( 嫩茎、叶 A.:1? 50*,5 D )*’B*5 凉拌或炒食

刺通草 G’&%&("/ 5/67/)/ 果及嫩茎、叶 @/:30 D 7.:1? 50*,5 D )*’B*5 炒食

珍珠荚迷 H":1’-17 =#&)"$17 果 @/:305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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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怒族常用的药用植物
%&’() "$ *)+,-,.&( /(&.01 -2332.(4 51)+ ’4 06) 75 /)2/()

物种

8/)-,)1
药用部位

9&:01 51)+
主 要 功 效

*)+,-,.&( 51)1

乌敛莓叶五加 !"#$%&’(#$#) "*++*,’-*.+ 根、皮 ;2201 < ’&:=1 风湿、骨折

吴茱萸叶五加 !/ 01’2*#0,’-*.+ 根、皮 ;2201 < ’&:=1 祛风、强筋骨、祛瘀血

五加 !/ 34#"*-*+%5-.+ 根、皮及茎 ;2201，’&:=1 < 10)31 水肿、阳隧、腰痛

康定五加 !/ -#+*’35$0 根 ;2201 风湿、小儿筋骨痿软

白勒 !/ %4*,’-*#%.+ 根、茎、叶 ;2201，10)31 < ()&>)1 风湿麻木、咳嗽

石菖蒲 !"’4.+ %#%#4*$’6** 根茎 ;6,?23)1 健胃镇痛，开窍豁痰

象头花 !4*+#07# ,4#$"&0%*#$.7 块茎 %5’):1 颈淋巴结核、无名肿毒

羊齿天门冬 !+(#4#3.+ ,*-*"*$.+ 块根 ;220 05’):1 肺痨久咳、骨蒸潮热

老鸦糊 8#--*"#4(# 3*4#-2** 全草 @62() /(&.0 内出血、血尿

大百合 8#42*’"4*$.7 3*3#$%0.7 果实 A:5,01 清热、化痰、止咳

苞花臭牡丹 8-04’20$24.7 94#"%0#%.7 根 ;2201 消肿

黄连 8’(%*+ %00%# 根茎 ;6,?23)1 泻火解毒、燥湿杀虫

鸡嗉子果 8’4$.+ "#(*%#%# 果实 A:5,01 清热解毒、利尿、杀虫

短蕊万寿竹 :*+(’4.7 9’2*$*04* 根 ;2201 食欲不振、筋骨疼痛

黄独 :*’+"’40# 9.-9*,04# 块茎 %5’):1 可催吐、解诸药毒

薯莨 :/ "*44&’+# 块茎 %5’):1 血瘀气滞、月经不调

叉蕊薯蓣 :/ "’--0%%** 块茎 %5’):1 泌尿系统感染、乳糜尿

薯蓣 :/ ’((’*%# 块茎 %5’):1 消化不良、遗精、无名肿毒

黄山药 :/ (#$%&#*"# 根茎 ;6,?23)1 清热解毒、九子疡

贝母 ;4*%*--#4*# "*44&’+# 鳞茎 B5(’1 润肺散结、止咳化痰

常春藤 <0204# $0(#-0$+*+ >&:C +*$0$+*+ 茎、叶 80)31 < ()&>)1 风湿性关节炎、肝炎、头晕

白亮独活 <04#"-0.7 "#$2*"#$+ 根 ;2201 咳嗽、妇科病、牙痛

北清香藤 =#+7*$.7 -#$"0’-#4*.7 全草 @62() /(&.0 气管炎、腮腺炎、牙痛

核桃 =.3-#$+ 403*# 种仁、叶 8))+1 < ()&>)1 种仁补肾，润肺、肠

短片藁本 >*3.+%*".7 94#"&5-’9.7 根 ;2201 外感、头痛脑昏

藁本 >/ +*$0$+0 根、茎 ;2201 < 10)31 妇人疝瘕、寒湿腹痛

异叶梁王茶 ?0%#(#$#) 2#1*2** 根 ;2201 风湿骨痛、跌打损伤

掌叶梁王茶 ?/ 20-#1#5* 茎、皮 80)31 < ’&:=1 喉炎

肾蕨 @0(&4’-0(*+ "’42*,’-*# 全草 @62() /(&.0 清热、利湿、消肿、解毒

假百合 @’%&’-*4*’$ 9.-9*-*,04.7 鳞茎 B5(’1 心胃气痛、胸闷、咳嗽

竹节参 A#$#) B#(’$*".+ 根茎 ;6,?23)1 经闭、肺结核咯血

长柱重楼 A#4*+ ,’440+%** 根状茎 ;6,?23)1 无名肿痛、蛇虫蛟伤

毛叶重楼 A/ 7#*40* 根状茎 ;6,?23)1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多叶重楼 A/ (’-5(&5--# 全草 @62() /(&.0 肿毒、散血

滇重楼 A/ (’5-5(&5--# >&:C 5.$$#$0$+*+ 根茎 ;6,?23)1 利小便、止血止痛

皱叶重楼 A/ 4.3’+# 全草 @62() /(&.0 无名肿毒、腮腺炎

黑籽重楼 A/ %&*90%*"# 根状茎 ;6,?23)1 心腹痛、白带

五叶参 A0$%#(#$#) -0+"&0$#.-%*# 根皮、茎皮 ;220 ’&:=1 < 10)3 ’&:=1 气管炎、膀胱炎、疮毒

怒江冷水花 A*-0# +#-6*$0$+*+ 全草 @62() /(&.0 骨折、胃癌

车前 A-#$%#3’ 04’+# 全草、种子 @62() /(&.0 < 1))+1 清热明目、利尿祛痰

卷叶黄精 A’-53’$#%.7 "*44&*,’-*# 根茎 ;6,?23)1 补中益气、润肺祛痰

点花黄精 A/ (.$"%#%.7 根状茎 ;6,?23)1 肺结核、风湿疼痛

火炭母草 A’-53’$.7 "&*$0$+*+ 全草 @62() /(&.0 清热解毒、利尿、凉血

茯苓 A’4*# "’"’+ 菌核 A5.D51 /,0 利尿、健脾胃、安神

石韦 A544’+*# -*$3.# 全草或叶 @62() /(&.0 2: ()&>)1 利水通淋、清肺泻热

吉祥草 C0*$0"D*# "#4$0# 全草 @62() /(&.0 咳嗽、吐血、哮喘

川滇变豆菜 E#$*".-# #+%4#$%**,’-*# 全草 @62() /(&.0 祛风湿、利筋骨

叉柱岩菖蒲 F’,*0-2*# 2*10430$+ 全草 @62() /(&.0 小便不利、疝气

小窃衣 F’4*-*+ B#(’$*"# 果实 A:5,01 腹泻、活血消肿

漆树 F’)*"’20$24’$ 104$*"*,-..7 树脂 ;)1,. 破淤、消积、杀虫

黄花油点草 F4*"54%*+ 7#".-#%# 全草 @62() /(&.0 烦躁不安、活血化瘀

延龄草 F4*--*.7 %+"&’$’+D** 根茎 ;6,?23)1 外伤出血、眩晕、高血压

橙花开口箭 F.(*+%4# #.4#$%*#"# 根状茎 ;6,?23)1 腰腿痛、跌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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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怒族庭园栽种及农地中保留的常见观赏植物

&’()* "$ +,--,. /0)123’1*4 ,5.’-*.1’) 6)’.17 2. 18* 8,-*9’5:
4*. ’.4 5*1’2.*4 2. ;’5-2.9 )’.47 (< 18* =0 6*,6)*

物 种

>6*/2*7
生 活 型

?2;* ;,5-

大百合 ./’$"#,’"-01 2"2/-)&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长叶兰 .*13"$"01 &’*)4’/&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蕙兰 .5 6/3&’" 多年生草本 @*5*..2’) 8*5(
多花兰 .5 67#’"30-$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朵朵香 .5 2#&’"-2"" 多年生草本 @*5*..2’) 8*5(
贡山凤兰 .5 2#-2(4/-&-(& 多年生草本 @*5*..2’) 8*5(
虎头兰 .5 4##8&’"/-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黄蝉兰 .5 "’"$"#"$&( 多年生草本 @*5*..2’) 8*5(
寒兰 .5 8/-’/- 多年生草本 @*5*..2’) 8*5(
兔耳兰 .5 7/-,"6#7"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莎草兰 .5 &7&2/-( 多年生草本 @*5*..2’) 8*5(
碧玉兰 .5 7#9"-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豆瓣兰 .5 9"7(#-"" 多年生草本 @*5*..2’) 8*5(
黄花杓兰 .*:’":&$"01 67/%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野百合 ;"7"01 3’#9"" 多年生草本 @*5*..2’) 8*5(
川百合 ;5 $/%"$"" 多年生草本 @*5*..2’) 8*5(
宝兴百合 ;5 $0,4/’)’&" 多年生草本 @*5*..2’) 8*5(
怒江百合 ;5 4&-’","" 多年生草本 @*5*..2’) 8*5(
尖被百合 ;5 7#:4#:4#’01 多年生草本 @*5*..2’) 8*5(
紫斑百合 ;5 -&:/7&-(& 多年生草本 @*5*..2’) 8*5(
紫花百合 ;5 (#07"&" 多年生草本 @*5*..2’) 8*5(
尖果洼瓣花 ;7#*$"/ #<*,/’:/ 多年生草本 @*5*..2’) 8*5(
西藏洼瓣花 ;5 )"3&)",/ 多年生草本 @*5*..2’) 8*5(
宿鳞杜鹃 =4#$#$&-$’#- /:&’/-)01 矮小灌木 >850()*17
瘤枝杜鹃 =5 /(:&’0701 灌木 >850(
窄叶杜鹃 =5 /’/"#:4*7701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夺目杜鹃 =5 /’">&701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矮柱杜鹃 =5 3’/,4*/-)401 小灌木 >850(
毛喉杜鹃 =5 ,&:4/7/-)401 小灌木 >850(
绢毛杜鹃 =5 ,4/&)#1/7701 灌木 >850(
纯黄杜鹃 =5 ,4’*(#$#’#- 小灌木 >850(

香花白杜鹃 =5 ,"7"":&( 灌 木，花 具 香 味 >850( A218 ;5’:
95’.1 ;),A*57

橙黄杜鹃 =5 ,")’"-"67#’01 矮小灌木 >850(
革叶杜鹃 =5 ,#’"/,&01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光蕊杜鹃 =5 ,#’*/-01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长粗毛杜鹃 =5 ,’"-2&’01 灌木 >850(
大白花杜鹃 =5 $&,#’01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马缨花 =5 $&7/%/*"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附生杜鹃 =5 $&-$’",#7/ 灌木 >850(
杂色杜鹃 =5 &,7&,)&01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泡泡叶杜鹃 =5 &$29#’)4"" 灌木，通 常 附 生 >850(7，.,5-’))<
*6268<12/

滇西杜鹃 =5 &0,4’#01 矮小灌木 >-’)) 7850(
华丽杜鹃 =5 &0$#<01 灌木 >850(
绵毛杜鹃 =5 67#,,"2&’01 灌木 >850(

紫背杜鹃 =5 6#’’&()"" 匍 匐 状 矮 小 灌 木 +5**62.9
7850()*17

贡山杜鹃 =5 2#-2(4/-&-(& 灌木 >850(
亮鳞杜鹃 =5 4&7"#7&:"( 灌木 >850(

独龙江杜鹃 =5 8&7&)",01 匍匐小灌木 +5**62.9 7850()*17

星毛杜鹃 =5 8*/9"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侧花杜鹃 =5 7/)&’"67#’01 灌木 >850(
蜡叶杜鹃 =5 708"/-2&-(&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大萼杜鹃 =5 1&2/,/7*< 灌木或小乔木 >850( ,5 ’5(,5
一朵花杜鹃 =5 1#-/-)401 小灌木 >850()*17
大树杜鹃 =5 :’#)"()01 小乔木或乔木 B5(,5

#$ #" 怒族的文化、宗教植物

怒族没有统一的宗教。早期的怒族虽然信奉原

始宗教，但原始宗教不但未能将怒族各支系统一起

来，反而使得各支系所信仰的原始宗教在内容上表

现出较大的差异。约在 "CC 年前，喇嘛教开 始 传 入

贡山。%D 世纪末 !C 世纪初，天主教、基督教相继传

入 怒 江，并 在 怒 族 中 找 到 了 相 应 的 信 徒（ 陶 天 麟，

%DDE）。正因为 如 此，丙 中 洛 的 怒 胞 所 信 奉 的 宗 教

达 F 种之多。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信仰，也就有不

同的图腾崇拜。怒胞选择了不同的植物赋予其不同

的文化及宗教意义。例如金丝桃科的芒种花（?*:&@
’",01 0’/701）常 被 扦 插 在 屋 前 空 地 上，以 祭 天 神。

莎草科的山稗子（./’&< 3/,,/-(）被怒胞用来燃烧以

驱邪除秽。而房前屋头挂山茶科植物红木荷（ +,4"@
1/ 9/77",4""）则表示吉祥如意。在野外调查中，还记

录和采集了其他的文化、宗教植物（ 表 F）。

%" 讨论

%$ &" 怒族传统的植物多样性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合

理性与局限性

怒族传统的植物多样性利用和管理是以道德的

平等、宗教的信仰、习惯法的约束、头人的管理为主

要特点，而主要的管理是以头人的协调为主进行的。

除了宗教的畏惧使人们不敢肆意破坏大自然而得罪

神灵，从而约束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外，其余的管理主

要是为了确保人与人之间在利用植物资源上的关系

尽可能平等，尽可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总的说

来，这种管理体现的是：人是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去利

用植物资源的，以求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但不能由此

而引起村内或村间、族内或族间的矛盾。在人的生

活要求很低，而资源又较多的时侯，可以通过土地轮

耕的方式实现人与植物的平衡，因为在怒江流域低

海拔气候暖湿的地方，森林天然更新速度较快，通过

轮歇方式，人们可以长期持续利用森林。随着人口

增多，轮歇年限缩短，森林恢复能力下降，这种管理

体系必定导致森林的全面破坏，最后人们也不得不

去寻找新的森林，去破坏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另外，由于怒族医药发展尚未完善，对药用植物

的利用效益较低，往往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需

要对怒族医药作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发掘优秀的

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使其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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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怒族的文化、宗教植物
%&’() * $ %+) ,(&-./ 012 34(.42&( &-5 2)(67614/ 4/) ’8 .+) 94
,)1,()

物 种

:,)36)/
赋 予 意 义

;)&/1-/ 012 <12/+6,

菖蒲 !"#$%& "’(’)%& 震慑植物，用于制鬼避邪

多星韭 !((*%) +’((*",** 传言植物，用于求婚

五裂点地梅 !-.$#&’"/ 0/$’-**1#(*’ 表意植物，表示和睦相处

茶梨 !--/&(/’ 1$’0$’-& 香源植物，勾通鬼神，求福免灾

牡蒿 !$2/)*&*’ 3’4#-*"’ 洁净植物，用于驱邪除净

鞍叶羊蹄甲 5’%,*-*’ 6$’",7"’$4’ 驱除禳解植物，用于驱妖除魔

松风草 5#/--*-0,’%&/-*’ ’(6*1(#$’ 礼仪植物，用于年节送礼

三褶虾脊兰 8’(’-2,/ 2$*4(*"’2’ 表意植物，表示暗恋对方

山稗子 8’$/9 6’""’-& 洁净植物，用于驱邪除净

高山栲 8’&2’-#4&*& ./(’:’7* 驱除禳解植物，用于驱妖除魔

冬海棠 8/$’&%& "/$’&#*./& 礼仪植物，用于开业送礼

香桂 8*--’)#)%) &%6’:/-*%) 神树，祭祀天神

贝母兰 8#/(#07-/ 6’$6’2’ 表意植物，表示暗恋对方

竹节草 8#))/(*-’ .*11%&’ 表意植物，表示和睦相处

马桑 8#$*’$*’ -/4’(/-&*& 洁净植物，用于驱邪除净

青冈 87"(#6’(’-#4&*& 0(’%"’ 吉祥植物，用于祝福老人

虎头兰 87)6*.*%) ,##;/$*’-%) 传言植物，用于求婚

云南常山 <*",$#’ 7%--’-/-&*& 礼仪植物，用于开业送礼

吴茱萸 =:#.*’ $%2’/"’$4’ 传言植物，用于求婚

棱子吴萸 => &%62$*0#-#&4/$)’ 神树，祭祀天神

鼠曲草 ?-’4,’(*%) ’11*-/ 礼仪植物，用于年节送礼

异蕊一笼鸡 ?%2@(’11*’ (7* 驱除禳解植物，用于驱妖除魔

姜花 A/.7",*%) "#$#-’$*%) 表意植物，用于和睦相处

五风藤 A#(6#/((*’ (’2*1#(*’ 表意植物，用于祝福对方健康

刺叶冬青 B(/9 6*#$*2@/-&*& 吉祥植物，用于祝福老人

野八角 B((*"*%) &*)#-&** 香源植物，勾通鬼神，求福免灾

云南鸢尾 B$*& 1#$$/&2** 传言植物，用于求婚

鸡血藤 C’.&%$’ *-2/$*#$ 表意植物，用于祝福对方健康

怒江红杉 D’$*9 &4/"*#&’ 震慑植物，用于制鬼避邪

扁球羊耳蒜 D*4’$*& /((*42*"’ 表意植物，表示暗恋对方

清香木姜子 D*2&/’ /%#&)’ 神树，祭祀天神

鸡冠滇丁香 D%"%(*’ 7%--’-/-&*& 香源植物，勾通鬼神，求福免灾

忽地笑 D7"#$*& ’%$/’ 传言植物，用于求婚

珍珠花 D7#-*’ #:’(*1#(*’ 洁净植物，用于驱邪除净

喀西沼兰 E’(’9*& ;,’&*’-’ 表意植物，表示暗恋对方

沿阶草 F4,*#4#0#- 6#.*-*/$* 礼仪植物，用于年节送礼

清香木 G*&2’"*’ +/*-)’--*1#(*’ 香源植物，勾通鬼神，求福免灾

华山松 G*-%& ’$)’-.** 吉祥植物，用于祝福老人

侧柏 G(’27"(’.%& #$*/-2’(*& 洁净植物，用于驱邪除净

响叶杨 G#4%(%& 7’2%-0/-&*& 驱除禳解植物，用于驱妖除魔

齿叶报春 G$*)%(’ &/$$’2*1#(*’ 表意植物，表示和睦相处

香茶菜 H’6#.&*’ (#4,’-2,#*./& 礼仪植物，用于年节送礼

吉祥草 H/*-/";*’ "’$-/’ 吉祥植物，用于祝福老人

万年青 H#,./’ 3’4#-*"’ 吉祥植物，用于祝福老人

茅莓 H%6%& 4’$:*1#(*%& 震慑植物，用于制鬼避邪

怒江柳 I’(*9 -%3*’-0/-&*& 震慑植物，用于制鬼避邪

多脉水冬哥 I’%$’%*’ 4#(7-/%$’ 礼仪植物，用于开业送礼

穗序鹅掌柴 I",/11(/$’ ./(’:’7* 礼仪植物，用于年节送礼

银木荷 I",*)’ ’$0/-2/’ 吉祥植物，用于祝福老人

绶草 I4*$’-2,/& &*-/-&*& 表意植物，表示暗恋对方

大籽山香圆 J%$4*-*’ )’"$#&4/$)’ 神树，祭祀天神

挥更大的作用。

#$ %" 怒族传统的植物多样性利用和管理方式中存

在着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

怒族自古以来就是从事刀耕火种轮歇栽培、采

集和狩猎的山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较完整的民族

传统农耕文化。在古朴的传统农耕文化中，蕴含着

丰富的对 植 物 多 样 性 管 理 和 利 用 的 科 学 内 涵。 例

如，怒族并不是对任何森林都进行刀耕火种轮歇栽

培的，他们总喜欢选择树木不太粗大、土层深厚、水

湿条件好的地方进行农耕生产，而其他地方的森林

则被世代保存下来，供砍伐木材建屋和砍伐薪柴取

火，也可以去狩猎、去采集各种类型的森林小产品。

这种对环境和植物多样性的分类利用与管理，其实

己经考虑到了生态关系，从而不会造成对居住地全

部森林的毁坏，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宗教信仰中的保护意识就更加明显了，比如不

能随意砍伐大树，否则树神会怪罪。狩到猎物后，头

脚要献鬼、献 猎 神，以 求 其 保 佑 今 后 还 可 以 狩 到 猎

物。在这种观念里，怒族并非将动物赶尽杀绝，而是

希望能够永续利用。他们每年都要祭祀山神，过去

还在家里供奉着山神，向山神祈祷，以保佑他们的生

产、生活能和顺美满，除去宗教的色彩，这其实是反

映了他们内心深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望和意识。

此外，怒族早已发现了一些朴素的生态常识，比

如他们已经发现，森林繁茂的地方，水也多，且流得

平稳，不会泛滥，所以他们认为森林中储存有水，可

以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 &" 怒族传统的植物多样性利用和管理观念正在

发展变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森林重要性认识的提

高，怒族群众对植物多样性利用与管理的观念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刀耕火种轮歇栽培的生产方

式已逐年减少，他们已逐渐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局限

性。部分怒 族 已 经 在 轮 歇 地 中 栽 种 速 生 的 冬 瓜 树

（!(-%& -/4’(/-&*&），以使森林得到快速恢 复，进 行 事

实上的土地 肥 力 恢 复、退 耕 还 林 和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这些变化体现了怒族对森林与自身关系的新认识，

这种变化应该得到外界社会的关注与鼓励。同时，

进一步发掘优秀民族传统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还给

他们，应受到科学工作者和政府的重视。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 建议

不同的生存 环 境（ 尤 其 是 生 物 环 境）造 就 了 全

世界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这就是

文化多样性（ &’()’*+( ,-./*0-)1）。文化多样性和生物

多样性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整 体（ 2-34+，%556）。 文 化 塑

造着环境，不仅决定着个人或集体对自然资源的利

用和管理，而且改变着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7*-89/，%556）。在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管理中，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其重要性已越来越被从事生物多样性科学的研究者

所认识 和 接 受，并 且 还 出 现 了“ 生 物 文 化 多 样 性 ”

（:-;&’()’*+( ,-./*0-)1）的 术 语（ <+0=+33，%55>），进

一步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人类在长期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如何做

到和自然的和平共处、和谐统一，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这些经 验 在 民 间 传 统 文 化 上 都 有 充 分 的 反 映。

我国民族众 多，历 史 悠 久，各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相 当 丰

富，因此，利 用 文 化 的 多 样 性 来 为 植 物 多 样 性 的 利

用、管理和保护服务完全成为可能。

此外，不同民族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由于所处的

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其宗教文化信仰的内容和方式

也各不相同，特别在那些地理上封闭、文化相对落后

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从这一点来说，利用传

统知识和文化信仰来增强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是

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合理途径之一。

再者，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往往是生物多样性和

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保护当地的植物多样

性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为此，无论从文化上、生态

上、长远利益上都会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理解和支

持。由此可见，充分利用文化多样性服务于现代自

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然而，在近 ?@ 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主流文化

的影响，民族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部分，包括对自

然环境资源管理的传统知识、对植物多样性保护的

优良传统、对植物资源持续利用的经验，正随着民族

传统文化的 消 失 而 消 失，这 种 消 失 是 不 可 逆 转 的。

如何有效地进行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已是一个刻

不容缓的议题。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应该动员社

会各界的有关力量，立即着手拯救，尽可能广泛、全

面而深入地收集和研究民族文化中与植物多样性有

关的部分，并进行编目和存储，以便应用于将来的植

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之中。

最后，不论是民族传统文化或是文化多样性，其

在植物多样性的利用、保护和管理中的应用都属于

传统管理的范畴。这种管理模式是在生产力比较低

下，为满足较低社会经济需求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

成的。今天，其中的很多内容仍然发挥着较好的作

用，比如少数民族中头人的协调，公平、平等的道德

观念，对自然的宗教祭祀，这些都有利于约束人们的

行为，解决相互间的纠纷。然而时代不同了，特别是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和市场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相对落后的

少数民族地区。现在的少数民族不可能象过去那样

依赖族群，依赖整个村子的集体力量而生存，他们已

经有了较强的平等独立地参与社会、参与市场的意

识和能力，也有了更高的经济文化需求。在这种新

的时代背景下，对作为一种资源的森林，单靠传统观

念、习俗进行管理，约束力就不那么强了，而需要最

具公平、公正特点的法律的管理、政策的管理，也需

要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做到更科学合理的利

用与管理。所以，无论是当地土著居民自己，还是林

业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都应把土著居民的

传统观念、习俗与现代的科技知识（ 比如造林、节能

等科技知识）、法律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对植物多样

性的利用和保护进行最有效的管理。

致 $ 谢 $ 本所李恒研究员在植物凭证标本的鉴定过

程中给予极大的帮助，贡山县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贡山 管 理 局 的 李 向 前 先 生 参 加 部 分 野 外 工

作，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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