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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界是文化产生的土壤,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5论语6中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

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0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空间,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研究文化,

必须从孕育、滋养文化的地理环境入手,探明文化产生的自然前提。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讲, /凡是超越本能,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文化。0 更简单明了地说,文化即自然的人化。文化

包括两个层次 ) ) )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文化特性在物质产品上打下的深刻印记, 表现

为人们创造的与生产和生产相关的物质产品,如工具、建筑等,或是在自然界原本存在的物质,经过人

们的想象、变形,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内涵, 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志趣的某种具体有形的物质; 精神文化

包括制度文化和思维文化,表现为政治、法律、信仰、世界观、风俗等, 是文化的思想基础。

生育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构造模式, 是人们在生育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物质

形态、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制度规范,包括人们在婚姻、家庭、生育、节育等活动中形成或运用的有形物

质产品及无形的精神产品 ) ) ) 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
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造就了不同民族的生育文化模式, 在历史发

展的长河中,经过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承、冲突与嬗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育文化。本文以云南为例,

研究地理环境对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2  地理环境对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形成的影响

综观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它们无不表现出对生殖的顶礼膜拜和对子女数量强烈的追求。如

在白族,鱼被当作女性生命之门和/始祖母0的象征,妇女的服装上处处可见鱼崇拜的痕迹:少女戴鱼

尾帽, 妇女上衣、袖口、衣襟上缀着象征鱼鳞的银白色泡子, 围腰、裤脚边、鞋上绣有鱼纹图案等; 鱼同

样也是水族先民最崇奉的动物,它被当作男孩的象征,在迎新时,男方要用罩鱼笼和金刚藤叶代替鱼

作为信物送到女方家;新娘过门时,陪伴她的也必须有两条小鱼。迎新、过门离不开鱼,是期冀婚后生

育儿子,传承香火。这一文化的形成, 一方面与云南少数民族所处的经济形态有关,在历史上相当长

的时期,许多民族/巢居山中, 刀耕火种0,他们仅凭借简陋的生产工具向大自然索取生存所需,生产能

力的低下, 直接导致少数民族对劳动力 ) ) ) 尤其是男性劳动力的渴求;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恶劣的自

然环境的压迫。历史上, 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为逃避周围大民族的剥削和歧视,曾一次次被迫放弃艰辛

开垦和建设的家园, 远离良好的生存环境,走向大山,躲入森林, 在荒山野林、人迹罕至之处,寻觅他们

得以栖息之地。如居住在云南昭通乌蒙山区的苗族, 他们的祖先胜共工、战黄帝、受禹征讨、遭周难、

沦奴于楚、避逃武陵、投靠比诺(部落) ,明朝时期进入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区。乌蒙山区地势环境险

恶,十倍蜀道, /山势磅礴,莽莽森森,山形陡峭,通天绝地,峡谷深处, 河流湍急0,只有在这/牛叩头,马

博颊0的险山恶水,他们才能躲避涂炭和灭族之灾。居住在地势险恶的荒山绝岭,再加上气候/阴雾细
雨,凌冻冰雪0、毒虫猛兽、天灾疾病等,少数民族可谓生活在/生存的极限边缘0。面对这样的生活环
境,向大自然的抗争能力又相对低下, 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中, 他们始终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 /人实际
上是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状态之中0,这种人与自然的/不能关系0, 造成他们心理上的长期压抑和深深
的痛苦,为了解脱这种恐惧和痛苦,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祈求超自然的力量,拯救民族于危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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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 ) ) 种的繁衍来加速人口的发展, 以保证自我的生存和整个民族的壮大。于

是,渴望添口增丁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

3  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文化变迁的地理机制

3. 1  自然地理背景
云南处于青藏高原和东部平原、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 是东亚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中南半岛的自

然结合部, 西南季风与东南季风的交汇点。云南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虽位居低纬, 但地势

较高, 全省地势北高南低, 呈三级阶梯式下降: 滇西北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 地势最高, 平均海拔

4000~ 5000米,以高山峡谷地貌为主,为第一阶梯;云南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 2000米,为第二阶梯;云

南南部、东南部及西南部的边缘地带, 以中低山、宽谷盆地为主,属第三级阶梯, 滇南元江等大河谷地

地势最低,平均海拔 500米左右,最低处海拔仅76. 4米。在这三级台阶中, 大小山脉布满其间, 河谷平

原和山间盆地 ) ) ) 通称/坝子0,散布于群山之中, 构成区域性的立体垂直地形。这两种立体垂直的地

形结构组合在一起, 使云南看上去如同一座由无数小塔叠置而成的巨形塔山。立体的地形、立体的气

候与立体的物产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的生态圈, 从南至北, 由低到高,从海拔 76 4米到 6740米, 约 8

个纬度范围、910公里长的地带内,出现了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带 7

个气候带, 土壤、植被也出现同样的变化规律,相当于从海南岛至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自然地带都在云

南出现,使云南成为中国自然地带变化的一个缩影。多样的地形、多样的气候、多样的物产,加上多样

的地表分割,便是云南文化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这种垂直变化、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格局不仅为类

型多样、立体分布的气候、植被、土壤、物产格局奠定了基础, 也深刻影响了人口的生产、生产方式,从

而对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云南思茅地区,受气候、植被、土壤垂直地带性作用, 各少数民族

人口的分布呈现垂直分布 ) ) ) 傣族主要居住于坝区及河谷盆地,拉祜族、佤族主要居住于山区, 彝族、

哈尼族主要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 这种分布格局, 在当地少数民族流传的洪水葫芦神话也有所反映:

洪水泛滥,有兄妹俩得到仙人指点,躲到一个大葫芦里,在洪水中漂了 3年, 洪水过后, 兄妹俩无人可

娶可嫁,通过滚石磨结成夫妻,妹妹生下一个葫芦,从里面走出了拉祜人、卡多人、汉人、傣族。各民族

分东西时,拉祜人得到一把铁铲,所以他们以掏山茅野菜为主, 只能住在山头; 傣族分得一把刀、一粒

木棉子,所以他们一直在找坝子开田种棉纺布; 卡多人则用锄头在半山腰种庄稼过日子;而汉人分得

了书,从此便可以不事劳作。这则神话说明,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

文化实质上反映了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所打下的深刻烙印。

3. 2  人文地理特征
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受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等因素制约,云南少数民族文

化呈现出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特点。

3. 2. 1  开放性
首先, 云南处于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的黄河、长江流域与印度文明大放异彩的南亚次大陆之间

的过渡地带,作为亚洲的次高地, 它从地势上阻隔了东亚大陆与印度次大陆的联系, 进而从文明上分

开了中国轴心与印度轴心;其次, 从文化圈域来看, 云南是中原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南半岛文化交汇

的三岔路口和冲积地带, 不可避免地成为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多元文化地区。

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南

亚国家为近邻, 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的链环, 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门户。

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将云南各民族与中原、南亚、东南亚联系起来, 构成若干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

廊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因而云南既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远古人类发祥地, 又成为世所罕见的多种民

族和多元文化汇聚地。云南与东南亚/江河同源, 山脉同缘0,属于同一个地理单元:云南是红河、湄公

河等东南亚著名江河的上游地带, 中南半岛东部和中部的广大山地, 均系云南横断山脉向南延伸的亲

缘山地,最长的一条一直伸展成为马来半岛的骨干,它与东南亚地理上的亲缘关系导致了双方民族、

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从民族源流来看,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民族都可以在云南众

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直至现在, 在云南与缅、老、越三国 4060公里的共同边界上,

仍有壮、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景颇、傈僳、拉祜 怒、阿昌、独龙、佤、布朗、德昂等 16个民族与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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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民族比邻而居。

3. 2. 2  封闭性
云南深居内陆,远离海洋, 山高谷深, 江河众多, 地形崎岖破碎, 山地、丘陵、峡谷、河谷、平原和山

间盆地相互交错,关山险岭, 其 95%的国土为山地高原,仅有 5%为平地, 而且平地都是狭小、孤立、星

罗棋布地分散在群山之中的/坝子0,据统计, 全省 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就有 1440多个,平均每个坝

子仅有 17平方公里。云南独特的地势地貌与生态环境, 造就了云南人文环境的另一特点 ) ) ) 封闭
性。由于地形起伏巨大以及地表切割严重,云南被山川、河谷分割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立体

的小型自然生态区。所以,云南多样的文化地理特征是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呈现的,所谓的/多样0是
缺乏交流的、相对封闭的多样性。由于山峦叠嶂,地形复杂, 坝子周围高低不等的山脉成为阻隔各民

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 人们的生产生活大多以坝子为中心,各个坝子之间的相互交往受到极

大的限制, 各民族之间人口迁移发生频率较低, 各坝子居民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 各民族之间及民族

内部的文化联系和沟通因地域而受到限制, 从而难以发生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嬗

变,使较大规模和较大范围内的文化聚集与定向积淀十分不易, 形成一种内向的封闭性,在这样/隔山
喊得应,望山走死马0的区域里滋生并成长的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自然而然地就表现为/百里不同
俗0,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事象。

3. 3  人口分布与迁移对文化传播与扩散的影响
31311  人口分布的影响

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虽然也有相对集中性, 如滇西北主要居住着藏族、纳西族,滇西主要居住着

白族、彝族,滇南主要居住着傣族、哈尼族、壮族,但总体分布格局不象北方少数民族那样呈单一民族、

大范围水平分布,而是与坝子分布的零碎分散相一致, 多民族交叉立体分布,交错杂居,人口分布大体

上是以坝子为核心、以坝子边缘山地为外围,形成一个个相对孤立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基本上没有

形成大范围的民族聚居, 只有小范围的相对集中, 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格局, 一方

面使得各民族内部的文化传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必然加强和周边民族的联系, 与其他民族

频繁交流, 进行文化互动,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发生变迁,最终形成一个个和相邻民族有密切联系的

文化景观。如苗族普遍盛行祖先崇拜 ) ) ) 蚩尤,以消灾、降福、求子和聚财, 但后来在与汉族长期交流

中,蚩尤崇拜逐渐淡化,祖先崇拜演变为在火塘柴尾处供奉家神,在堂屋的神龛上供奉具有深刻中原

文化烙印的祖宗牌位。

31312  人口迁移的影响
任何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无不随着人的活动而展开, 少数民族生育文化的传播也是以其地理环

境为初始条件进行, 人口迁移等因素,对文化的各个层面 ) ) ) 工具器物、生活方式、制度规范等施加影
响。

自远古开始,云南的民族迁徙流动几乎从未停止过。云南外来民族就其族属渊源来说,基本上来

自于北部的氐羌、东部地区的百越、苗瑶和南方的百濮四个血脉各异的族源。氐羌族群自甘青高原沿

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族群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 百濮族群自东南亚溯澜沧江

北上,苗瑶族群从东北部进入,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从族

源及语系角度看,云南有 4大族群文化,即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 ) ) 彝、白、怒、哈尼、纳西、傈僳、拉祜、
基诺、景颇、阿昌、独龙等民族源于氐羌族源;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 ) ) 壮、侗、水、仫佬、毛南、布依、傣等
民族源于百越族源;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 ) ) ) 苗、瑶等民族源于苗瑶族源;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 ) ) 佤、
布朗、德昂等民族源于百濮族源。

自战国楚顷襄王时庄 进入云南,开中原汉民族进入云南之先河。在 20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

内地汉族通过军屯、民屯、商屯、征战、经商、宦游、逃难和被流放等多种途径,绵延不断地进入云南,带

来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汉文化传统。秦朝时曾迁徙 50 万罪徒到岭南与百越人杂居; 元朝是移

民、屯垦最为显著的时期,在云南多处建立了民屯;明代大批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 首先在云南形成星

罗棋布的屯田据点, 沿交通线又将这些分散的据点串连起来;清康、雍、乾、嘉时期改土归流后,汉族移

民从屯田据点和交通沿线向东南部、南部、西南部边疆的推移和扩展,汉族人口分布逐渐遍及全省,最

终完成了汉族移民在云南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扩展过程与分布格局,把云南从一个民族众多但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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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主体民族的地区变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 随着汉民族人口在云南分布的全面

扩展,中原文化开始在云南居主导地位,使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打上了深刻的中原文化烙印。作为这

一历史时期主流文化,在/以夏变夷0的文化同化政策下,中原文化全面改造、整合了各民族文化, 纳西

族、白族等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结构的震荡, 走向了精英文化仿汉化, 在中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

儒家伦理道德礼仪, 被云南各少数民族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如始于周代、从议婚到定婚过程的

六礼 ) ) )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至今仍在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彝族中流行, 男孩女孩成

年礼 ) ) ) /冠礼0和/笄礼0,在内地汉族地区已消失,而在云南永宁纳西族却依然留存:少男少女 13岁

以前均穿长衫, 到 13岁举行 /穿裤0(男)、/穿裙0(女)成年礼,成年后, 他们可以去结交异性。白族奉

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0,婚姻由父母包办,男女青年即使是自由恋爱,最终仍须经过传统的汉族婚俗

程序方可成婚。白族男女成立家庭后, 通常不得退婚或离婚,媳妇过了门,生为男家的人, 死为男家的

鬼,丈夫去世也得守寡扶持子女,开门立户沿袭香火。过去在白族聚居区随处可见贞节牌坊, 随时可

听到节妇、烈女的故事。据清5鹤庆州志6载, 元明清以来,仅鹤庆就有/节妇0522人, /烈女040人, /孝
女014人, /贞女024人。

各民族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先后进入云南,自然便使云南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伏羲、女娲兄妹

婚型神话,不是汉族所独有,苗族、瑶族、水族都有名字相同、情节相似的此类神话, 都以血缘兄妹婚姻

为背景, 并且汉族以外的各民族此类神话都含有洪水神话的痕迹。苗族古歌/ 瓠王0就叙述了兄妹
成婚的情形:天降大雨,只有伏羲、女娲兄妹留在世上,伏羲要和女娲成婚,继传人种, 女娲不允, 认为

兄妹不当婚配, 但禁不住伏羲再三求婚,兄妹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瑶族、水族的神话也大同小异, 只是

增加了二人乃受太白仙人或天神之命,又以石磨、隔山梳头为卜, 不得已婚配这一情节。葫芦生人神

话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它最早出自印度,后经蜀身毒道,传入我国,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由于各民族所处生态环境不同, 对葫芦的功能利用不同, 葫芦神话的流传与保存也不一致,

有的民族将葫芦生人神话与洪水神话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富有特色的再生神话, 有的民族则仍保留

了独立的葫芦生人神话。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不断的迁移流动中,云南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流同源而又源

流交错的文化特征: 以藏缅语族为主的西部各民族,由于接近古代印度文明的源地, 多受印度文化的

影响; 以苗瑶语族为主的东北各民族, 则多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并且它的许多神话传说也影响了中原

文化,如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父子连名制、对祖先 瓠的图腾崇拜;东南部的壮侗语族各族,在受到中

原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保留了独特的文化, 诸如/不落夫家0等母系氏族遗风。因此, 云南少数民族生

育文化既有自我发展的成分, 同时也是多种文化融汇的结果。

3. 4  文化传播与扩散机制
3. 4. 1  文化传播与扩散方式

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过程,各种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的交汇、传播与

扩散,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化传播和扩散是随人口和物品的流动及思想的交流而进行的, 主要

有两种方式:扩展传播和迁移传播。扩展传播是某种文化不断向周围辐射扩大其影响范围的过程,指

某种文化在空间上通过相邻地区的公众的接触,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随着接受这种文化的

人越来越多,其空间分布也就越来越广; 迁移传播是是指具有某种思想、技术的个人或集团从一个地

区迁移到另一地区, 从而把这种思想或技术带到新的地区的传播方式。文化的迁移传播往往是跳跃

式的,历史时期文化的迁移扩散大多是通过由于战争、经济开发或其他政治活动引起的大量移民来完

成的,如果说扩展传播是潜移默化、和风细雨式的文化演变方式,那么迁移传播相对而言则是迅速的、

急风骤雨般的。

在均质空间,如中原地区, 一马平川,鲜有大的地形、地势变化, 文化的空间扩散范围和强度呈距

离衰减和时间衰减规律, 即离文化源地越近或越接近文化起源的时间,那么这种文化被接受的程度越

高,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和借用也就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处也就越多。随着时间的延长和距离

的增加,文化的空间传播范围和强度不断减小,影响越来越弱,成强弩之末; 但在非均质空间, 如山区,

文化的传播和扩散除了受距离和时间的影响外,还要受其他自然或人文屏障 ) ) ) 如地形、气候、水文、
语言等的影响, 从而使多种文化在发生混合和融合的同时, 也能保持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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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边境山河相间、形势险峻,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南北向和西北 ) ) ) 东南向的巨大山脉,

与此同时, 发源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大江大河,又顺沿上述巨大山脉之间的山间谷地奔腾而下,

分别注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借助山脉、河流走向,中原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之间的交流有较大的便利,

这一条条从云南高原奔腾而下的河流, 携带着古代民族的文化因子进入东南亚,孕育了中南半岛国家

灿烂的文化;而对于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而言, 山河却构成了文化传播天然的屏障, 使得中原文化与

南亚次大陆以及西亚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一条连接南亚的古老的国

际通道 ) ) ) /蜀身毒道0, 它起自我国的四川, 经过云南、缅甸, 直抵印度(汉时称身毒) , 是古代西南地

区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进行交流的唯一通道, 但由于地形险恶,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 也没有

兴盛过。因此, 尽管云南地处印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处,但它的文化底蕴却来自中原, 澎湃汹涌

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在这里变成了涓涓细流,在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中, 只是间或有传说、神

话流传下来;而云南与中原地区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 却尽享地利之便,深厚的中原文化、原汁原

味的土著文化以及中南半岛文化得以在这里水乳交融。

31412  文化传播与扩散的人文特点
任何文化传播到新的环境,为其他民族所借用和包容, 不仅取决于文化传播的空间、距离、地形等

限制,而且还取决于接受、借用文化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传统、理念和价值标准,取决于当地文化

的特点。因为文化传播的接受一方,并非是一块/白板0, 而是具有一定的固有的模式,它们在接受外

来文化的时候, 往往以已有的模式对外来文化加以衡量,从本身文化定势出发, 对外来文化的解读、诠

释。尽管侗族、壮族与汉族长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他们的生育文化却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迄今为

止,依然保持了/不落夫家0的家庭婚姻形式。壮族的青年女子举行婚礼后,并不马上到夫家去居住,

而是长居娘家, 经过短则一两年, 长则七、八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直到怀孕临产, 才回到夫家长住。

/不落夫家0实际上是母系社会主要婚姻形式 ) ) ) 对偶婚的演化,它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中,双

方进行反复较量与斗争在婚姻家庭形态的反映。由于壮族等民族的母系社会解体较晚,妇女担负耕

织和家政的重任, /男多逸而女服劳, 春秋田作及赶圩贸易皆妇女为主0,她们在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
地位,迫使男子不得不在婚姻上采取折衷、妥协办法,即女子婚后暂居母家, 待有了身孕才迁到夫家定

居。从/不落夫家0到/以育确婚0, 反映了父系社会对家庭的嗣传和财产继承的维系和追求。
总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绝不是语言、宗教、传统道德、生活方式、思维特征等的简单拼合,而

是在一定地理因素的影响甚至制约下, 由各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综合体。

作为区域内地理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形成、分布及其物质、文化生活,诸如民族传统、风俗

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居住形式及生产活动等,无不与这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研究

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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