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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诺族是国务院 年确认的我国第 个民族
,

至今仍依赖于轮歇农业即刀耕火种为

生
,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是他们主要经济形式
。

除在轮歇地内栽培少数几种作物外
,

基诺族的菜

肴绝大部分采 自其周围的林地
、

山野
。

本文记述了基诺族的传统食用植物 种
,

其 中野菜类

种
、

野生水果类 种
、

栽培植物 种
。

在野生蔬菜 中
,

采集量最大的是植物的嫩茎叶
,

约

占总消耗量的
。

妇女是野生食用植物的主要采集和加工者
,

她们通常具有极其丰富的食用

植物知识
。

笋类和菌类资源丰富
,

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前景
。

食用花类是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的

重要组成成分
。

除春季外
,

基诺族采集野菜无明显季节之分
。

在栽培植物中
,

有 种为本地区特

有
,

其中 种则仅为基诺族所栽培
。

传统食用植物是基诺族食物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
,

它已融人

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
。

文末附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名录
,

包括当地名
、

拉丁名
、

中文名和食用

部位
。

关健词 基诺族
,

传统食用植物
,

民族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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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族是国务院 年正式确认的我国第 个民族
,

人 口 万 千
,

是我国最小的少数民族之一
,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

基诺族信奉“ 万物有灵 ”的原始宗教
,

崇拜包括植物
、

动物
、

山林在内的许多

自然现象
。

传统的社会结构为氏族长老制
,

最年长者是氏族内部的最高权力者 〕。

本世纪 年代以

前
,

基诺族尚处于父系氏族即原始家庭公社的后期
。

基诺族在西双版纳萦衍生息 了上千年
,

是滇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之一
。

轮歇农业即刀耕火种是他们的

重要生产方式
,

森林或轮歇地则是基诺族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

采集
、

狩猎活动在基诺族生活中占有不可

·

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 目 孙
,

一 一 收稿
, 一 一 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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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的地位
,

是基诺族最主要的维生素和蛋 白质来源
。

基诺乡是基诺族的主要聚居地
,

它位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的基诺山
。

基诺乡现有 个行政村

个 自然村
,

约 户
,

余人
,

其中 为基诺族
。

基诺山旧称饮乐山
,

海拔高度在 至

之间
,

生物资源丰富
,

主要植被类型有热带雨林
、

常绿阔叶林等
。

研究方法
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贯穿着本项研究的始终

。

从选点
、

调查
、

访谈
、

实地采集到分析
、

研究
,

都

应用 了民族植物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此外
,

景观生态学
、

半结构调查 一 、

人类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方法也用于研究工作的不 同时期
。

野外工作 除遵循民族植物学和

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原理外
,

还采用 了“提问法 ” ,

即“ 法 表
。

表 “提问法 ”所涉及的范围纲要

提 可 翅 举 例
何物 什么植物可以吃 你采野菜的什么部位
何地 在什么地方可以采到野磨芋 哪里野菜最多

何人 谁种植 管理作物 你家谁采的野菜最多
何时 水蔗菜什么时候采 芋头什么时候种植

为什么 为什么要种植大黄瓜 采竹笋时为什么要保留一些
全家每年能拣 采 几背篓野芒果

多少 你家每餐一般要吃多少个小米辣

本项研究持续时间约 个月
,

作者先后 次深入基诺山区
,

与基诺族同胞劳动
、

生活在一起
,

共访

问基诺族村民 人
,

其中头人或有资历的老人 人
,

村干部 人
,

妇女 人
。

初步获得了关于基诺族

传统食用植物的第一手资料
。

勤劳的基诺族人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食用植物的知识
,

他们的 日常生活和社

会活动无不闪烁着传统知识的智慧光芒
。

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
从附录中可以看出

,

包括 种人工栽培的食用植物在内
,

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达 种和变种
。

其

中野菜是最大的一个类群
,

达 种
,

野生水果为 种
。

除种子植物外
,

尚有菌类 种
,

藏类植物

种
。

表 荃诺族传统食用植物分类表

分分类标准准 分 类 格 局 种致
用途途 粮食食 代粮粮 蔬菜菜 水果果 其它它

栽培或野生生 栽培培 野生生 逸生生

生 境境 轮歇地地 森林林 路边边 水体体

系统位置置 菌类类 蔗类类 有花类类

食用部位位 全株株 地上茎茎 块茎 根根 鱿鱿
花花 果果

竹才才
栽培植物

基诺族现有栽培植物 种
,

除棉花
、

橡胶
、

砂仁等几种经济作物外
,

其余均为食用植物
,

且大部分

为传统食用植物
,

包括粮食作物
、

代粮植物
、

蔬菜及调味品
、

水果
、

油料作物和嗜好品 咀嚼料
、

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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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表 及附录
。

基诺族栽培食用植物颇具特色
,

最显著的特点是 自发地进行野生植物的家化
。

已确认包括云南菠萝

密 稗
,

树皮供咀嚼槟榔
,

据悉有健身护齿之功效
、

余甘子 尸人夕
,

果

可食
、

数种磨芋 砷口神 印
,

嫩茎叶
、

块茎供食用或换物 等在内的 种植物为基诺族有意

识助化的野生食用植物
。

另有几种如版纳黄瓜 阴 六 叮
,

亦称黄瓜
,

基

诺族重要传统蔬菜和水果
、

冬瓜 尸
,

蔬菜
、

臭菜
, ,

嫩茎叶为蔬

菜 等可能从西双版纳傣族或其它山地民族 中引种
、

也可能是基诺族 自发地将这些植物从他们附近的 山

野引人其庭园或轮歇地中
,

从而成为传统栽培的食用植物
。

在所有栽培的食用植物中
,

至少已确定 种

或变种 为西双版纳 地区所特有
,

它们是版纳 黄瓜 馆
〔 〕、

彼落磨芋 通 砷 夕 〔 〕以及菜磨芋 暂定名 才
,

而后两种

仅见于基诺山部分地区
,

为基诺族所独有的栽培植物
。

基诺族传统栽培的食用植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便于栽培
、

管理和耐储存
、

易于搬运
。

如上面提到的版

纳 黄 瓜
、

冬 瓜
、

磨 芋 通。 神。砷 及 芋 头
、

蓑 衣 包

尸
、

硬核 刃 阴 馆 等
,

均适合粗放管理
,

更便于从栽种

地运回村寨
,

也特别容易储藏
,

有些甚至可以留在轮歇地里直到次年的收获季节
,

因此
,

可根据需要随

时采收
。

除主要粮食
、

油料作物和木本植物外
,

基诺族的大部分栽培植物
、

尤其是一年生作物通常是随意植

于轮歇地或庭园内的
,

与旱稻或别的植物间作或套种
,

由于优越的湿热条件 其产量和质量都基本得到

保证
,

而且省工省力
。

野生植物

历史上
,

基诺族除在轮歇地内栽培部分粮食
、

油料作物和少量蔬菜外
,

依靠采集野生食用植物补足

日常消费
。

因此
,

野生食用植物是基诺族必不可少的维生素和其它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之一
。

据对他们

的食谱调查表明
,

野菜的 日常消耗量大于栽培蔬菜的消耗量
,

在远离集市的村寨
,

这种比例更加突出
。

即使在今天
,

基诺族食用水果仍然依赖于野生果树
,

如野芒果
、

毛荔枝等
。

食用花类是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的重要组成成分
,

共计 种
,

其 中采集量最大的是变色羊蹄 甲
, ,

它是基诺族春末夏初时餐桌上的佳肴
。

基诺地区食花现象的普遍性
,

使基诺族成

为食花文化的创造者之一 囚
。

根据对基诺族部分野菜采集数量调查的分析表明
,

茎叶
、

尤其是嫩茎叶是基诺族最主要的采集对

象
,

约 占全部野采采集量的
。

这些野菜的很大一部来 自轮歇地 包括生产期和休闲期
,

其次是林

缘
、

林下
、

路边
、

水体
。

一般说来
,

农忙时多采 自轮歇地
、

路边
,

农闲时则多采 自林地
。

大部分野生食用植物在基诺山地区可全年生长
,

地下部分的营养生长在春
、

夏季最为旺盛
,

夏
、

秋

季多为生殖生长
,

而秋
、

冬季则是块茎
、

块根类成熟的季节
。

基诺族采集野生食用植物无明显的季节之

分
,

除春季采集较多的营养体特别是嫩茎叶外
,

各个季节总的采集量基本无很大变化
。

这与植物在基诺

山一带的 自然生长规律基本相符合
。

基诺族采集和加工野生食用植物的方法
,

随着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野菜
、

野果一般是基诺族村

民在轮歇地
、

茶园劳动或打猎时的副产物
,

随手所得
,

现采现吃
,

基本上不需要专门采集的工具
。

大规

模的采集活动一般在农 闲或采集物生长旺盛期进行
,

例如竹笋
、

木耳
、

野芒果的采集
。

采集大型竹笋时

需要砍 刀等工具
,

山药则需要要使用锄头方可获得
。

野菜的烹饪方法较简单
,

不外炒
、

煮
、

烧 种
,

但

基诺族根据长期积累的丰富的使用植物经验
,

知晓所采集的食用植物的特性
,

进行合理配制或处理后烹

饪
。

例如
,

磨芋 砷。砷 的叶及叶柄如果单独炒食就有麻味
,

若加酸乔菜 尸口

掀
尸 炒食就除去了麻叶 衰衣包 尸 川

,

的块茎在饥荒时可代粮
,

有微毒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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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族在蒸食前要先用 沸水余过去毒
。

当采回的野菜量很大时
,

要经过加工处理
,

然后晒 烤 干
,

储存

备用
,

例如竹笋切成丝 片 后用沸水漂洗
,

然后或晒成笋丝保存
,

或装人坛内腌渍成酸笋储藏
。

野生食用植物资源
,

尤其是野菜资源在基诺山一带非常丰富
,

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笋类和菌类
,

分

别为 种和 巧 种
。

采集量最大的也就是这两类资源
,

平均每户每年可分别采 和
,

就整个基

诺乡而言
,

年平均采集量可分别达到 吨和 吨
。

实际资源量要高出这一数目 估计分别可达

吨和 吨
。

在市场经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基诺山地区
,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

人们

的采集活动也基本上以满足家庭需要为 目的
,

每年有很大一部分野生可食植物 自生 自灭
,

因此食用植物

资源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前景
。

讨论
劳动力分配

在基诺族社会 中
,

除粮食作物的栽培和管理是 由男性劳力完成外
,

对很大部分食用植物的管理
、

采

集和加工等一系列的活动
,

几乎由妇女完成
。

每个基诺族妇女都通晓多种野生植物
、

尤其是食用植物的

知识
,

这些世代相传的知识包括了植物的种类
、

生长环境
、

可食用的部位和品质
、

采收季节和采集
、

加

工方法等等
。

因此
,

开 展基诺族的食用植物研究工作
,

应把妇女作为关键调查人
。

此外
,

有劳动能力的

老人
、

小孩也参与食用植物的部分管理
、

采集和加工活动
。

基诺族庭园

基诺族庭园的历 史介不悠久
,

最长的也不过百余年
,

但其价值已不容忽视
。

自发的庭园经济
,

是基

诺族 日常生活资料的一 个重要补充
。

据观察
,

基诺族庭园 中所栽培的植物
,

大部分为食用植物
,

且多为

果树
,

而不 同于其它地区 以蔬菜或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庭园 〔 〕。

庭园是基诺族定居定耕的必要条件之

一
,

随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
,

它将在基诺族的社会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葫芦 —基诺族植物崇拜的代表

葫芦 是葫芦科的一种习见植物
,

它在基诺族 日常生活中具有特定的含义
。

传

说洪荒时代
,

一对兄妹躲过洪水唯一境存下来
,

他们结合但没有后代
,

求天仙帮忙
,

天仙送他们 颗葫

芦籽种下
,

死 了两颗
,

剩下的一裸结了一个葫芦
,

基诺族及其它民族的祖先就是从这个葫芦里出来的
。

因此
,

基诺族视葫芦为崇拜的对象
,

他们种植葫芦
,

食用葫芦
,

以葫芦制作各种生活器皿
,

既是对祖先

的崇敬
,

也使得这一种植传统世代流传
。

致谢 承蒙李延辉教授
、

王慷林先生
、

杨祝良先生确定部分植物种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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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名录

中文名

鱼腥草
辣根

假人参
奶浆草
攀枝花

木薯

三叶薯孩
山药

薯孩
蓑衣包

黄精
卷叶黄精
野 山姜
豆薯
滇磨芋

放落磨芋

菜磨芋

西盟磨芋
芋头

紫芋

基 诺 名

,

拉 名

一

食用邵位

根状茎

地下茎

肉质根
,

果
肉质根
根

块根
块茎

块茎

块茎

块茎

根茎

根茎
,

嫩茎

根茎

块根

块茎
,

嫩叶

块茎
,

嫩叶
块茎

,

嫩叶

块茎
,

嫩叶

块茎
,

叶柄

块茎
,

叶柄

刺芋
龙葵
香茅草
铁线莲
刺觅

皱果觅

革命菜
草拨菜
香椿

野芭蕉

树头菜
水芹菜
芫姿
刺芫要
秋海棠

秋海棠
细苦菜

木瓜榕
高榕

滑板菜

赤苍藤

臭菜

海金沙
菜藏

毛蔗
戴菜
铁角蔗

酸模叶要
香墓
罗勒
毛罗勒
牛繁缕

,

五

一 ,

一

一

】

,

嫩茎叶

嫩茎叶

叶

嫩茎叶
嫩茎叶
嫩茎叶

嫩茎叶
嫩叶
嫩茎叶

假茎心
,

花

嫩茎叶

全株

全株

全株

嫩叶
嫩叶

全株

嫩叶
嫩叶
嫩茎叶

嫩茎叶

嫩叶
嫩叶
嫩叶

嫩叶
嫩叶

嫩叶
嫩茎叶

嫩茎叶

嫩茎叶

嫩茎叶

嫩茎叶

示基诺族栽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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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酸藤子

水灵果

酥酱草

董棕

鱼尾葵

省藤

野花椒

苏铁

甜菜

水香菜

棕叶芦

蛇葡萄

旱烟

斑果藤

长叶榆

云南菠萝蜜

基 诺 名 拉 丁 名

一

】

食用部位

嫩茎叶

嫩茎叶

嫩茎叶

茎髓
,

幼叶

茎髓
,

幼叶

嫩茎心
,

果

嫩叶

幼叶

嫩叶

嫩茎叶

嫩茎心

嫩茎叶

叶

叶
,

果

树皮

树皮

笋笋笋笋竹笋笋大泡竹

细饱竹

苦竹

麻竹

甜竹

滇竹

小苦竹

认

云南石梓

密蒙花

大白花

木莲

纤牡丹

猫尾木

黄刺毒

臭牡丹

贞桐

可爱花

山牵牛

木蝴蝶

火烧花

、

嫩叶

、

茎髓

、

果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果果果果

果果果果果

蒲葵

刺茄

野茄

茄子

槟榔青

葫芦

香瓜

版纳黄瓜

冬瓜

丝瓜

南瓜

番茄

嫩茎叶
、

果

茎叶
、

花
、

果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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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三梗果

余甘子

龙果

杜英

藤黄

云树

鸡素果

旱天果

番石榴

米碎叶

袖子

黄果

桔子

番木瓜

芭蕉

香蕉

野荔枝

毛荔枝

芒果

森林芒

野芒果

桃子

青果

多依果

羊奶果

野板栗

马灯树

千张纸

乌相

大乌饱

酸角

构树

白勒

刺五加

钝叶樟

铁屎米

小米辣

黄桅子

酸扁果

豌豆

扁豆

基 诺 名 拉 丁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

四

,

父

食用部位

果

嫩茎
、

皮
、

果

嫩叶
、

花
、

果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嫩果

果

果花果果果果

果果果

五

豆英

豆英

神黄豆

假苹婆

梗稻

糯稻

玉米

荞麦

黄豆

芝麻

苏子

歹
】 优

种子

假种皮

种子

种子

种子

种子

种子

种子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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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花生

渭公硬核

基 诺 名 拉 丁 名 食用部位

种子

种仁

鸡棕

蚂蚁堆

火炭菌

辣菌

胭脂菌

扫帚菌

半个菌

奶浆菌

马皮泡

牛舌菌

柏参

八大柴

侧耳

木耳

木耳

】】】

,

」 一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