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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三个 民族村土地利用及 

生产生活方式变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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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对 自然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人与自然的平衡及环境保护问题 目前已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本文以土地 

利用方式变化为切入口，对民族地区农耕条件下的环境破坏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一个实例。调查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向 

市场化及农业结构性调整的转型，民众生活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农耕技术 明显提高。但 由于市场因素等的驱 动，土地利 

用方式和作物种类的单一化随之发生，造成了生物多样性和各民族传统农耕方式、传统文化多样性的明显丧失。中国西南是 

世界著名的生物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座宝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自然与文化环境的保护应放在优先地位给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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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意味着 

人们对土地索取方式的变化及土地产品结构的变 

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这种变 

化对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和深刻 

的。2001年8月由云南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 

究会组织，我们对云南西双版纳的三个少数民族村 

子即景洪市勐龙镇曼光(傣族村)、曼蚌(布朗族村) 

和曼戈龙下寨(哈尼族村)做了一次这方面的调查。 

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弄清三个自然村土地利用方 

式的历史变化及其社会原因以及对当地村民生产生 

活的影响。我们采用问卷、访谈、开座谈会、查阅历 

史资料等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实地调查。调查结 

果报告如下，供专家们研究。 
一

、 曼蚌村调查 

(一)地理、历史简况 

曼蚌村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的东南 

面，距镇政府驻地 2公里，北纬 21&ordm；34，东经 

100&ordm；42。村子坐落在一个小山脚下，两旁各 

是一座平缓的山梁，分别是国营东风农场五分场三 

队和四队的橡胶林地；村前是一块平展的土地，全部 

开垦成了水田。村民系布朗族。曼蚌村原来是在距 

现址约2公里的背后的山梁上，据村里老人讲述，到 

解放前后全村发展到 l0至 l3户 ，先后分两批搬到 

了现在的居住地。搬村原因是他们的田都在山脚 

下，距离远，每天回来去干活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 

搬到了田边。 

曼蚌村现有 29户 149人，耕地面积 128亩，其 

中水田100亩，人均耕地面积0．9亩，此外有橡胶林 

125亩。由于山后和两旁是农场，村前距离 0．5公 

里是曼秀村，因此曼蚌村被挤压在狭小的空间内，没 

有一点扩展余地。 

曼蚌村的历史显然不足百年，建村时猛龙坝已 

有成熟的水稻耕作体系。曼蚌村民在山上老寨时主 

要耕作两种田地：在村寨周围他们用轮歇方式种植 

旱谷，同时到山脚下开垦水田。当时山地的粗放耕 

作方式与水田的精耕细作技术同时存在。到解放前 

后，他们主动放弃了山谷地，搬到山脚下主要经营水 

田。他们的水田原来比现在多，解放前由于交不起 

地租，将一部分田卖给了曼秀村，导致了现在人口增 

加水田过少的局面。旱地于 1956年被农场占了一 

些，原来老寨周围的旱地变由附近的哈尼族耕种。 

因此，到包产到户时，村里已经只剩下水田、几十亩 

胶林和山后的50余亩集体林了。 

过去，曼蚌村村民以传统方式耕种土地．旱地农 

耕工具有砍刀，锄头、竹箩等，水田主要采用牛耕。 

在生产和生活中竹制品的普遍使用是其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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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场的进入，当时的合作社也于 1964年左右开 

始栽种橡胶。树苗和技术 由农场提供，7至 8年后 

割胶，胶水卖给农场 ，所得钱按工分分给社员。农村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两年，即约于 1984年，合 

作社的橡胶树分到各家各户 ，每人 5棵。因数量少， 

没什么经济收入，村 民大 多不愿认 真管理。1997 

年，村民将村后的集体林山自主砍伐，种了5O亩橡 

胶。每个村民 lO棵胶树 ，各户 自己管理。他们请了 
一 名农场技术员到村里，向村民讲授橡胶的栽种、割 

胶等技术。显然他们将橡胶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 

考虑只是这几年的事 ，这是受外村 的影响和经济利 

益驱动下出现的。因此曼蚌村的土地现在主要被分 

成两块：100亩水 田和 125亩橡胶林 。全村现有 7 

个鱼塘 ，都是 0．1至 0．2亩的小塘子。他们普遍在 

房前屋后栽水果。这几年，大多数村 民都从水 田中 

划出2分左右的地常年种植蔬菜到市场上卖，蔬菜 
一 年可以种 2至 4轮。由于田地少 ，村中约 25％的 

村民不能做到粮食 自给，因此他们常去租种农场或 

邻村的田来解决粮食不足。村民很注意精耕细作， 

化肥、农药、除草剂等近几年都已普遍使用。此外， 

随着农场和村民将许多森林种成橡胶 ，耕牛没有放 

牧场所。因此 ，1997年前后 ，村民将耕牛陆续卖掉 ， 

他们多用卖得的钱购买水田耕作机。目前曼蚌村 已 

无一头牛，耕作方式从牛耕变为机耕。卖牛的另外 
一 个原因是村民认为放牛太浪费时间，牛耕时间很 

短，但要一年四季放牛，不合算。 

(--)多种经营及村民生活 

曼蚌村村民除千方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外，还 

从事力所能及 的多种经营活动。A、他们经济收入 

的主要来源是蔬菜、生猪、橡胶和鸡(这些也是全猛 

龙镇农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猪饲料主要是田间 

地头和橡胶幼林里栽种的芭蕉树、红薯藤、木薯等， 

约50％的户数还买饲料喂猪。猪、鸡、鱼、蔬菜、水 

果等绝大部分到市场上出售。猛龙镇是景洪市乃至 

整个西双版纳经济 比较活跃的乡镇 ，餐饮业尤其发 

达，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烧烤食品在全西双版纳 

都很有名，这就刺激了鸡、猪、鱼等饲养业的兴起。 

曼蚌村距猛龙镇仅两公里，因此具有地理优势。B、 

烧柴主要靠橡胶树枝来解决。C、从总体看，全村的 

劳动力是富余的，但村民没有外出打工的习惯，这可 

能与他们的文化观有关，除了插秧和收割季节外他 

们过着比较休闲的生活。D、他们还有用小竹筒捕 

膳鱼的传统习惯。E、村民人均年有粮约400公斤， 

人均纯收入约 800元，在曼秀村委会 9个 自然村 中 

收入水平最低。 

(三)土地利用历史变化特点： 

(1)土地面积从大到小 

在老寨时 ，曼蚌村村民在山上种轮歇地 ，在山脚 

种水稻 ，林地 、荒地多，开垦余地大。解放后 由于多 

种原因，曼蚌村的耕地面积 日益减少 ，把其压缩到了 

目前的狭小地带。 

(2)原始森林从多到无 

据村里的老人说 ，他们在老寨时周围有许多森 

林 ，山脚的水田和新寨都是砍伐树林开垦、建盖起来 

的。经过本村村民、外村人和农场的不断开垦 ，曼蚌 

村已经没有可以扩大开垦的空间了。 

(3)胶林从无到有 

曼蚌村栽种橡胶始于 1964 年 ，到 1980年仅有 

胶园面积 14亩 ，1990年发展到 65．3亩 ，2000年达 

到 125亩的极限。 

(4)耕作从粗放到精细 

村民耕种水田一直都精耕细作，但轮歇地则是 
一 种粗放的耕作方式。随着旱地面积的减少，人口 

的增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日益成为解决粮食和经 

济收入的必由之路。到目前，村民在非常有限的土 

地上精耕细作的思想已根深蒂固。 

(5)作物套种、复种意识加强 

旱地作物套种是曼蚌村村民的传统习惯，由于 

土地变得极其珍贵，现在他们的套种意识更强了。 

作物主要套种方式有：芝麻、红薯、辣椒、和芋头套 

种；红薯和芝麻套种；姜、咖啡和木瓜套种；橡胶、玉 

米、木薯和芭蕉套种；甘蔗、青菜和空心菜套种等。 

复种主要是在菜地里一年轮种 2至4次各类蔬菜。 

菜地种二到三年后土质变瘦，需要放干另一块水田 

来栽蔬菜。此外，冬季把水田放干种植蔬菜、辣椒、 

西瓜等的方法近几年也时兴起来，而且有进一步发 

展的趋势。 

由于各方面的综合影响，曼蚌村好象突然从平 

静中醒悟过来 ，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经营于 1997年 

前后迅速涌现，对耕地的利用方式已从传统的解决 

粮食和蔬菜自给的思想变成在这块十分有限的土地 

上既吃饱肚又拿到钱，结果是土地利用率的空前提 

高。以出售农副产品为主要渠道，他们的经济、从而 

他们的生活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然而 

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来源到 目前还没有摆脱对土地的 

极端依赖。 

二、曼光村调查 

(一)地理 、历史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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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光村位于勐龙镇政府驻地约 5公里处，村庄 

和所属土地都在坝区内。曼光村的历史相对久远。 

据一些村民说，曼光村的历史已有一千余年，有些村 

民说曼光村是由原来的四个小村寨扩大连成一片形 

成的。但村里 101岁的岩恩老人认为，这些传说都 

没有文字记载，不足为凭。他回忆说，30年代曼光 

村仅有十余户约 5O一6o人，位于现在村庄的西南 

角，还不到现在村庄面积的四分之一，5O年代人口 

发展到五十多户，村庄占地约是现在面积的三分之 
一

。 到2OOO年底，全村人口为 151户728人。解放 

前，曼光村属于土司直辖领地，故社会经济受土司政 

权影响深远。目前，村里小乘佛教的氛围十分浓厚。 

(二)当前村民生产生活状况 

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曼光村的社会 

经济和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这从农户 

的生产生活现状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当前村民的经 

济以农作物栽种为主，多种经营为辅。生活水平明 

显改善，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太明显。 

(1)农作物经营情况 

曼光村 1979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田地 

到组，有的2至 3户一组 ，有的5至 6户一组。1987 

年又以承包户为单位重新分配了一次，2000年第三 

次承包，按国家政策所承包土地30年不变。 

A、1983年全村有橡胶地680亩，当年按人口多 

少全部分到户，一次性分定，之后无论人口增减，胶 

林面积也不再变动。B、水田在 2000年承包时按每 

人 8．6分平分到户。菜地几乎都是各户划出少许 

水田种的，所占面积属于水田范围。C、果树多种在 

房屋前后，品种包括芒果、柚子、李子、荔枝、木瓜等， 

果实一部分自食，一部分出售。D、今年全村水田被 

南阿河淹没 150亩，被淹原因一是今年雨水太多，二 

是南阿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带下大量泥沙，三是坝 

区的南阿河河床上长了许多草，河沙淤积，使河床与 

水田几乎在同一水平面，水势稍大就往两边的田里 

泛滥。E、几乎每户都有 l至 2棚竹子，主要是 自 

用。F、村民在水田、菜地和橡胶林里使用农药、化 

肥已十分普及，这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另 
一 方面可能会对土壤质量产生深刻影响。G、大部 

分村民到冬季还放干约 5分左右的水田种蔬菜，产 

品主要是出售，部分村民在水田中种一季稻谷、一季 

西瓜。H、有50％左右村民每年出售约 500公斤谷 

子，少量家庭则卖谷达一千公斤以上。I、有 80％的 

农户栽秧要请工，每季 3至 8人不等，每人每天 20 

元，并供吃两餐饭。村民换工现象很少。 

(2)多种经营情况 

A、曼光村 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养猪和鸡。 

2001年上半年村里闹鸡瘟，约 50％的家庭死了20 

至30只鸡 养猪．-+般是买小猪卖大猪，每年可卖2 

至3次，每次 2至 5}头，最多的家庭卖到过 l5头一 

次。B、有三户做牛生意，其方法是到别的乡镇或到 

缅甸北部买牛赶回村中，在有人到村中买牛时售出， 

每次每头可获利 2oo至 300元。牛主要销往泰国， 

当前勐龙镇一带贩牛生意很活跃。C、全村有个体 

小百货店 9个。村里每天都有人卖零星蔬菜和鲜 

肉。 

(三)生产生活设施配备情况 

A、村里耕 田机 摩托车、电视、水井都已经普 

及，日常用水都是从自家庭院里 l0余米深井中抽 

取，有的用电抽，有的用手摇。这些家庭水井都是 

9o年代以后才挖的。：B、目前全村共有卡车 3辆 ，微 

型车4辆，三分之一的农户都有拖拉机。C、8O年代 

中期以后极大部分村民都重新盖了房子，主要是改 

木柱为砖柱，现在的住房是砖柱、木板墙、瓦顶杆栏 

式房。据村民说，这些新房子面积是原来的两倍以 

上。进入9o年代，他们又将原来家院的竹篱笆围墙 

改成砖墙。D、村里现有的一座沼气池是由镇政府 

倡导下建起来的。由于烧柴较充足(他们主要烧橡 

胶枝和更新下来的老橡胶树)，加之傣族喜食烧烤 

食品(他们的宗教祭祀也只能用柴火烧煮的食物作 

祭品)，故沼气的推广阻力较大。E、少量农户已开 

始购小型脱谷机，这可能会成为继耕田机之后村民 

普遍购买的一种田间作业机械。 

(四)土地利用的历史变化及原因 

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曼光村人口只有十余户 

5O至6o人，土地多，人口少，当时只有北角靠近南 

阿河的部分开成了水田，并在附近种植旱谷、玉米、 

花生等旱地作物；村庄四周普遍都是灌木林，有不少 

大树，最多的是竹子，所开垦的土地土质肥沃，粮食 

产量高。据村中老人形容，当时是可以干一年吃三 

年。到40年代国民党兵大量进村并长期驻扎，由于 

社会不稳定，有不少 民搬迁到了其它地方，有的直 

接搬到缅甸北部(一部分人解放后搬回来了)，因 

此，人口和土地都出瑰了些变动。解放后，1958年 

农场进入村寨周围，政府把附近的灌木林地划给了 

农场，也划了一部分村民的旱地。进入合作社时期， 

村里开垦出大片的水田，到包产到户时，除了保留的 

集体林外，可耕之地都B经全部开垦出来。同时，在 

合作社时期，各社队也募求种植橡胶，实行联产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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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时曼光村共有橡胶地 680亩，这个面积目前 

几乎没有改变，只是部分村民更新了老树。因此，当 

前曼光村的土地利用类型分成了六类 ：水田628亩， 

胶林地680亩，菜地约3O亩，集体灌木林 250亩，鱼 

塘约 3O亩，村庄、道路 占地约 150亩。土地变化的 

基本顺序是灌木林变成水田和旱地，灌木林和旱地 

变成橡胶林地，部分旱地变成水田和村庄用地，其结 

果是最初的灌木林和旱地在几十年间几乎被消灭， 

变成了今天的水田和胶林地。 

三、曼戈龙下寨调查 

(一)地理历史简况 

曼戈龙 下寨位 于勐龙镇政 府驻地北部 ，北 纬 

20&ordm；36&supl；东经 lOO&ordm；44&supl；海 拔 

66O米。曼戈龙下寨在解放前后数次搬迁。他们原 

来居住在现在曼戈龙村东部的一座山梁上，后来搬 

到山顶，过了约一代人，他们又搬回到原住的山梁 

上，认为那是他们祖先的驻地。1964年他们离开山 

梁，一部分人搬到西北山上，另一部分人搬到西南梁 

子上，1967年西北 山上的一支搬到山下 ，创建了曼 

戈龙上寨，走向西南梁子的一支则创建了曼戈龙下 

寨。 

解放前曼戈龙村民受土司政策和民族歧视政策 

等的影响，在山上不断迁徒，不敢搬到山下来。当时 

他们主要以种旱谷、玉米、黄豆等作物为主，每年给 

山下的土司象征性地交付少量的黄豆等作物产品。 

他们在社会内部维系着最玛(村寨总头 目)、批然 

(宗教首领)、朗杰(铁匠)三者为首的传统组织形 

式。解放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曼戈龙一带，动员 

曼戈龙村民迁到山下，但他们由于历史上受土司政 

权的压迫，不敢搬下来，直到 1967年经多次做工作， 

才迁到现在的寨址。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军事氛围 

中，1958年农场进人该地后也是行政及军事化的管 

理方式，加之文化大革命中破除迷信等风气的左右， 

曼戈龙下寨的哈尼族传统节日几近无存，他们对三 

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等十分重视，三八妇女节活动 

可以通宵达旦。因而曼戈龙下寨的文化“政治化” 

的氛围浓重。该村的老人们回忆说，原来他们的本 

族传统节日活动很丰富，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后现在 

都丢光了。改革开放后政府宣传可以恢复本民族传 

统习俗，但村民已习惯于既存的方式。这种文化的 

变异影响到曼戈龙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 

他们的经济生活与周围农场几乎一样，而与曼蚌、曼 

光两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状况表现出明显差 

异。 

(--)土地利用情况 r 

曼戈龙下寨的土地利用基本情况是：将所属土 

地划分为六类，即轮歇地、国有林、集体林、划给各户 

种橡胶用的闲地、合作社留下的胶林以及水田。① 

轮歇地分两大块，作为轮歇种植之用，每块每人分地 

2亩，耕种方法是：第一轮全村以户为单位在第一块 

区划内种地，五年后又共同种第二块，这样第一块与 

第二块之问相互轮歇。后来有些农户在轮歇地里种 

了橡胶。近年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水沟经常被冲跨 

等原因，村里对轮歇地的使用重新作了规定：第二块 

轮歇地作为水源林，不许再耕种；第一块仍然种旱谷 

的，限三年内退耕，他们可以改种果树或橡胶。②国 

有林 1000亩，在中缅边境线五公里范围内，村民不 

得进去砍伐。③集体林 40o亩，主要用于全村公益 

事业砍伐。④用于种橡胶l的闲地每人3亩，这是将 

原来的一些轮歇地和灌木林划出来分给私人种橡胶 

的，作为统一规划，当时要求每户必须在三年内栽种 

完毕。⑤合作社时栽种 橡胶 150亩，分配时以劳 

动力为标准，每个全劳力 棵，半劳力 l1棵。这些 

胶树目前大部分都已经更新。 

(三)村民生产生活状况 

A、该村目前土地充足，水田、胶林面积都多于 

邻近村寨，不少农户还有 置的轮歇地，他们大多表 

示准备在轮歇地里种橡胶或水果。B、水田人均约 1 

亩，是周围村寨中人均水Ell面积最多的村，而且全部 

可以种双季，因此该村目前稻谷富余，全村80％以 

上的农户都卖粮食，也普遍用大米喂猪。C、水果树 

种类有芭蕉、柚子、荔枝、龙眼等，其中芭蕉最多，主 

要是为了用芭蕉树喂猪。全村除个别家庭外，很少 

卖水果。D、全村有十余个大小鱼塘，但管理都比较 

粗放，据村民说卖鱼数量彳奠少。E、极大部分家庭菜 

地种植方法粗放，他们或栽点果树、佐料、或种猪饲 

料，几乎所有的家庭都经常买蔬菜吃。有外村村民 

每天早上来村里卖蔬菜、鲜肉。F、由于水田，胶林 

面积大，劳动力出现季节性短缺，故栽秧、打谷等时 

节有 30％左右的农户请工，他们一般是整片包给外 

村人栽种水田或给胶林砍草。但农忙时最经常的方 

法是换工，即村民之间相互帮忙，只供吃，不付工钱。 

9o％以上的村民都有换工现象。 

(四)多种经营情况 

A、曼戈龙下寨主要种植橡胶和水田，养殖业只 

有养猪引起了他们的重视1o在养猪户中，70％以上 

都养母猪卖小猪或既卖大猪、又卖小猪，仅卖大猪的 

农户占少数。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哈尼族有老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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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母猪祭祀韵 习俗，因此 ，养母 猪是尊老的一种方 

式，极大部分家庭都养着一至二头母猪。B、大部分 

家庭都说近两年都没有卖过鸡鸭。村里还时常闹鸡 

瘟 ，养殖鸡鸭数量都很少。C、村中原来普遍养牛， 

现在仅剩一户，现有 lO余头。八十年代禁止养牛， 

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种了大片的橡胶，牛群没地方放 

养，而放到胶林地里又会踩死、吃掉小橡胶树，因此， 

村里强行禁止养牛。但现在胶林都长大 了，加之勐 

龙一带贩牛很活跃 ，故养牛可能会重新盛行起来。 

曼戈龙村委会主任说 ，该村委会所属各村寨近几年 

的主要发展项 目第一是水果林木，第二就是养牛。 

他说，曼戈龙地处山区，土地相对宽余，在胶林和果 

林里放牛也是完全可以的。D、曼戈龙下寨劳动力 

外出现象普遍，外出打工者主要是青年人。 

(五)生产生活设施 

A、曼戈龙下寨贫富分化较明显，如住房方面， 

目前砖混楼房和传统草屋各占四分之一，瓦顶杆栏 

房约占四分之二，它们代表了本村经济社会的两次 

跨越模式：草顶落地房是他们在山上时的居住方式， 

杆栏式瓦房却是 7O年代建盖的样式，而砖混房是 

8O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的，其中楼房都是近几年 

盖的。同时，拖拉机、摩托车也大多集中在盖有砖混 

房的农户家中。这种变化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橡胶业 

的发展。橡胶树、橡胶收入在这些农户中也相对较 

多。B、耕 田机主要是条件较好 的家庭购买 ，其他农 

户出资由有农机的农户耕、犁。C、极大部分村民家 

中还配置有传统织布机，但近几年使用率锐减，原因 
一 是耕地地力下降，棉花产量很低；二是纺织比较费 

时费工 ；三是从山上迁下来后气候变化明显，民族服 

装比较厚，适宜在凉爽的地方穿，现在他们的村寨海 

拔仅600余米，气候炎热，不适穿民族服装，故村民 

日常都穿汉装，只有过节、娱乐时穿民族服装。 

(六)土地利用方式及生产生活的变迁 

几十年来，曼戈龙下寨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生产方面，他们在山上时使 

用的是本村铁匠打制的刀锄，开垦能力低。村寨周 

围有大片的灌木林，鹿子、猴子、竹鼠、穿山甲及各种 

鸟类等大小野生动物生活于其中。因为几乎没有枪 

枝，村民打猎不会给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毁灭性破 

坏。当时野菜也十分丰富，因此，村民几乎不专门种 

菜。60年代村寨搬到山下后，他们仍然习惯于种旱 

谷，还时常到山上拿野菜吃，而不注重菜地。当前曼 

戈龙村民土地利用的总体方式是：l、确保水田并精 

耕细作，粮食自给有余。2、尽可能扩大橡胶面积以 

增加经济收入，他们甚至在 1000多米海拔的山上也 

种了橡胶，积极性异常高涨，但高海拔地区的橡胶没 

有成功。3、留好轮歇地作进一步发展之用。4、冬季 

种少量菜地，但割胶季节都是买菜吃。因此土地利 

用的特点是：注重量的扩大，轻视精耕细作，他们的 

经济增长主要是土地充足带来的，而不是因为技术 

含量的提高。由于他们的生活具有“暴富”的特点， 

尤其在 1996年至 1997年橡胶价格高，曼戈龙下寨 

年人均纯收入一度达到 1500余元，使他们觉得钱来 

得容易。日常消费明显缺乏计划性，村民们普遍说， 

他们最苦恼的事是不会节约。例如周围村寨都是蔬 

菜基本上做到自给，曼戈龙村民则基本上是买菜吃。 

轻视种菜一方面是由于割胶等劳动量太大，不暇顾 

及，但另一方面是缺乏精耕细作意识和节俭意识的 

表现。 

四、土地利用方式的历史变化及社会原因分析 

此次我们调查的三个民族村 ，土地 的利用发生 

了三次大的变化 ，显示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以原 

始森林、灌木林为主的阶段，大量开发橡胶、水田的 

阶段和土地利用进入饱和阶段 。 

第一阶段在 2O世纪5O年代中期以前。5O年 

代该区域居住人口数是目前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 

当时人少地多，不论是傣族、哈尼族还是布朗族都在 

坝区和山区的轮歇地里种植旱谷、玉米、黄豆、花生 

等作物。由于轮歇期在 5年以上，热带植物生长迅 

速 ，也由于人 口少 ，工具简陋 ，开辟 的土地面积小 ，故 

该区域的植被主要是原生林和灌木林，开垦能力不 

足以对自然生态造成大的伤害。生产生活处于自给 

自足的状况。 

第二阶段是土地大规模被开发的阶段。这一阶 

段主要是6o年代到7O年代。土地的开发队伍主要 

包括：1)农场的进入直接导致了人 口的增加，尤其 

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场土 

地的人均占有量明显高于附近村寨，因此农场的进 

入成为改变当地土地利用方式的一个主要因素；2) 

60年代农场种植橡胶以后，对当地群众也起到了带 

动作用。六七十年代，猛龙镇也成立了九个橡胶种 

植队，搞乡镇企业，同时发动合作社社员种橡胶，开 

发了大片土地；3)合作社时期，我们调查的三个村 

都开垦出了现有的大部分水田，其中曼戈龙下寨的 

水田几乎都是那个时期开挖出来的；4)曼戈龙下寨 

从山上搬到山下，对坝区开发力度 的增大和山区开 

发力度的减弱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由于几股力量的联合开发，到7O年代末，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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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集体林外 ，坝区的土地 已经基本上成为耕地或胶 

林 ，山区则还有部分轮歇地和森林。这些集体林和 

轮歇地中的大部分在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也被村 

民自主改种成了橡胶。 

第三阶段是土地利用进入饱和期。坝 区在 80 

年代初、山区则到 90年代中期先后进入了这一阶 

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人们已无法扩大耕地面 

积 ，能用的土地都已充分利用 ，土地的增值主要靠提 

高科技含量来实现。因此化肥、农药、杂交谷种等逐 

步普及，同时人们开始建造水库、水坝、田问公路等， 

逐渐向规范化农业发展。 

土地利用方式的历史变化 ，是植物从多样走向 

单一以及野生动物大量消亡 的过程。在经济上，逐 

步从自给自足向受市场控制转变；在生活上，这是村 

民从贫困逐步走向温饱再向小康发展的过程。由于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从村民的普遍态度看 ，这些变化 

他们是乐于接受的。但同时也反映出村民看重眼前 

利益的特点。 

土地利用方式的这种历史变化，就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 

(1)政策因素。这突出地表现在农场的创建、合 

作社集体垦荒、村民搬迁开垦等方面。这是土地利 

用方式变化规模如此之大 ，速度如此之快 的最主要 

原因。橡胶的引种也与此有关。(2)人 口因素。随 

着人口的增多，对耕地的需求自然增加，从 20世纪 

初到现在，本区域人 口增长了近三倍，从而增强了对 

土地的开发力度。(3)经济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农 

村包产到户以后。在 80年代初 ，政府为了鼓励种橡 

胶，向村民提供无息贷款，但他们都不愿意种。但到 

了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进入9o年代，随着橡胶价 

格的上涨，村民对橡胶种植 的兴趣 日浓，90年代初 

期进入了村民种植橡胶的高峰期。他们或更新老胶 

树，或千方百计扩大种植面积，目前未开割的橡胶树 

大多是那段时间用集体林、轮歇地开发出来的。 

五、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对村民生活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归结起来主要有：1)经济生活方式从 自给 

自足的封闭状态变成与外界息息相关 ，谷物价格、禽 

畜价格，尤其是橡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 

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2)生产的主要 目标从粮 

食转向经济 ，促进了以橡胶 和养猪为龙头的经济发 

展支柱项 目。作为劳动工具的耕牛一度退出了该区 

域的历史舞台，代之以机械化耕作，但养牛可能会作 

为另一个经济发展支柱重新被当地人所重视 ，许多 

当地人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好项 目。因此牛群 

可能在这一地 区以新 的历史角色重新兴盛起来。 

3)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住房、饮食、 

生活设施等各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这是 

广大群众对这些变化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根源。4) 

这种以土地利用变化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对当地社会文化 、人们思想意识 的变迁也产生 日益 

明显的影响，例如以前当地各民族普遍遵守的妇女 

做家务的习俗现都彻底改变了。由于割胶、收胶等 

劳动方式的介入，他们传统的生产生活节律被彻底 

打破 ，家务与户外劳动由谁去做的明显界线也 已经 

打破 ，现在是家务活谁有时间谁做。村 民说这在以 

前是不行的。 

六、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负面影响 

目前，三个民族村的土地除村庄、道路及零星菜 

地、鱼塘等外，几乎所有成片土地都用作种植水田或 

橡胶。这两种单一作物栽种面积的扩大，是以牺牲 

大片原始森林和灌木林为代价的，与此同时生活于 

其中的众多野生动物种类也失去了家园。由于胶林 

面积是水田面积的几倍(大部分胶林为农场所有)， 

因此这种破坏性尤其反映在胶林的迅速扩大上。有 

什么样的生产方式 ，就有与之相适应 的生活习惯和 

文化习俗 ，伴随生产方式的单一化 ，生活方式及文化 

习俗的单一化趋势也逐步显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破坏随着土地利用方式的单一 

化而同时发生。这种为了经济利益而营造 的单调 

“人工 自然界”或“人工环境”对于以动植物王国和 

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著称的西双版纳实际上是一个潜 

在的威胁 ；而对于全球越来越明显的“人工 自然界” 

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后果更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 吴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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