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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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刘怡涛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昆明　65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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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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e studied the traditional uses of plant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by the Nu people in north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 northwestern Yunnan , through the approaches of ethnobiology ,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lant ec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 people t raditionally use plants for food ,

herbal medicine , ornament , religious worship , and culture. Most of the plants are used for individu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some for exchanging with other nationalities or selling at local markets.

Indigenous Nu people have been depending on plants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Traditionally , wild plant resourc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u people communities. Up to

now , herbal plants are still the main medicine used by the Nu people. Fifty2four species of edible
plants , 53 species of medicinal plants , 54 species of ornamental plants , and 51 species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plants f requently used by Nu people were lis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 raditional culture up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ocal plant divers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anagement of plant diversity is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 necessity and feasi2
bility to utilize indigenous cultural diversity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China are

discussed and proposed. In addition , we suggest that the indigenous resource management knowledge

and culture diversity should be conserved and extensively studied.
Key words : plant diversity , indigenous knowledge , cultural diversi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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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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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2 ; Long &

Wang , 1995 ) 、植 物 信 仰 或 禁 忌 的 调 查 研 究

(Changkija , 1996) 、神圣植物 ( sacred plants) 的民族

植物学研究 ( Upadhye et al . , 1997 ; Viswanathan ,

1997)及以文化为背景的生物多样性利用和管理的

研究等 ( Pei , 1985 ; 许再富 , 刘宏茂 , 1995 ; 杨昌岩

等 , 1995 ; 龙春林等 , 1999a , 1999b , 1999c ; 刘爱忠

等 , 2000 ; 龙春林等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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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genous people) ,我国

95 %以上的怒族人居住在怒江州 (陶天麟 ,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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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1 ; 段伶 , 1991 ; 陶天麟 ,

1997) 。怒江州贡山县是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怒族有

6000 多人 ,占总人口的 18. 4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概况编写组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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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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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民族生物学 (ethnobiology) (裴

盛基 , 龙春林 , 1998)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2
pology) ( Etkin , 1993 ; 汪宁生 , 1996 ; Rao , 1996)和

植物 生 态 学 ( plant ecology ) ( Hedberg , 1993 ;

Begosst , 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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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 tax2
onomy) 、关键人物访谈法 (key2informant interview) 、

半结构访谈法 ( semi2st ructured interview) 和参与式

方法的应用 (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 PRA )

(Lipp , 1989 ; Aba & Brito , 1996 ; 龙春林 , 王洁如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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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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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er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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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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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er z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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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5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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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800 m) ,向上依次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1900～2600 m)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 (2600～2900

m) 、冷杉林 ( 2900～ 3400 m) 及高山灌丛与草甸

(3300 m 以上) (刘伦辉等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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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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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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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utt uynia c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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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生长在高山上的竹叶菜 ( M aianthem um f us2
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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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种 (表 1) 。

除高等植物外 ,怒族还采集近 20 种菌类供家庭

消费或出售 , 主要种类有 : 银耳 ( T romella f uci2
f orm is ) 、木耳 ( A uricularia auricula ) 、黑皱木耳

( A uricularia moelleri) 、皱极木耳 ( A uricularia ru2
gosissi m a) 、珊瑚菌 ( Ram aria i nvalii ) 、鸡 油 菌

( Cantharell us cibari us) 、云南鸡油菌 ( Cantharell us

yunnanensis) 、牛肝菌 ( Bolet us spp . ) 、侧耳 ( Pleuro2
t us spp . ) 、红菇 ( R ussura spp . )等。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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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icrorhiz a scrophulariif 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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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44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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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左右的阳坡

生长最好。每年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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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tis te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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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3000 m 的阴湿林下 ,每年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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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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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ria co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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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26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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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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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corus tatari now ii) 、

车前 ( Plantago erosa) 、漆树 (也称“干漆”, Tox ico2
dendron vernicif l uum )等 (表 2) 。

413 　怒族的观赏植物

每年的农历 3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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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hododendron spp . )为主 ,兼有一些花大且

色彩艳丽的兰花、百合花 ( L ili um spp . )等 (表 3) 。

从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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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ym bi di um gongshanense) 、独龙

江杜鹃 ( Rhododendron keletic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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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怒族采集的重要野生食用植物
Table 1 　Important wild edible plants collected by the Nu people

物 种
Species

食用部位
Parts used

食 用 方 法
Cooking methods

贡山猕猴桃 A ctinidia kungshanensis 成熟果实 Fruits 生食

疏毛猕猴桃 A . pilosula 成熟果实 Fruits 生食

紫果猕猴桃 A . purpurea 成熟果实 Fruits 生食

苋菜 A m aranthus t ricolor 嫩叶、种子 Young leaves , seeds 嫩叶炒食、种子蒸熟食

磨芋 A morphopallus konjac 块茎 Tubers 加草木灰磨制成“豆腐”

马蹄 A ngiopteris esculenta 根、茎 Roots & stems 提取淀粉代粮

刺葱木 A ralia chinensis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炒食

粉花羊蹄甲 B auhinia variegata var. candida 花 Flowers 用水漂后炒食或制成干菜

假通草 B rassaiopsis ciliate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炒食

水蕨菜 Callipteris escultenta 嫩叶 Young leaves 炒食

荠菜 Capsella bursa2past roris 全草 Whole plant 煮食、野菜

碎米荠 Cardamine hi rsute 全草 Whole plant 煮食、野菜

大百合 Cardiocrinum giganteum 鳞茎 Bulbs 加工后蒸熟代粮或作蔬菜

董棕 Caryota urens 髓心 Marrow 加工后烤食、代粮

云南方竹 Chimonobambusa yunnanensis 笋 Shoots 炒食或制成干菜

野芋 Colocasia esculenta 块茎 Tubers 煮食或蒸食、代粮
鸡嗉子果 Dendrobenthamia capitata 成熟果实 Fruits 生食
福贡龙竹 Dendrocalam us f ugongensis 笋 Shoots 煮食或加工后做汤、野菜
参薯 Dioscorea alata 块根 Root tubers 煮或蒸熟后代粮
黄独 D. bulbif era 块茎 Tubers 加工后煮食或蒸食、代粮
粘山药 D. hemsleyi 块根 Root tubers 煮或蒸熟后代粮
五叶薯蓣 D. pentaphylla 块茎 Tubers 煮食或蒸食、代粮
多依果 Docynia indica 成熟果实 Fruits 生食或切片晒干
斜依箭竹 Fargesia declivis 笋 Shoots 煮食或加工后做汤、野菜
空心箭竹 F. edulis 笋 Shoots 炒食或制成干菜
弩刀箭竹 F. praecipua 笋 Shoots 煮食或加工后做汤、野菜
大果榕 Ficus auriculata 成熟果实 Fruits 生食
鼠菊草 Ganphalium of f ine 嫩茎叶、花 Young leaves & stems , flowers 炒食或掺玉米面代粮
油瓜 Hodgsonia m acrocarpa 种子 Seeds 榨油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全草 Whole plant 凉拌或炒食
小花八角 Illicium micranthum 果、嫩叶尖 Fruits , young leaves 煮食或作调料
野八角 I. simonsii 果、嫩叶尖 Fruits , young leaves 煮食或作调料
野核桃 J uglans cathayensis 种仁 Seeds 生食或烤食、野果
香菌 L entinus edodes 全株 Whole plant 煮食或炒肉、野菜
川百合 L ilium davidii 鳞茎 Bulbs 煮食或蒸食、代粮
三桠乌药 L indera obtusiloba 种子 Seeds 榨油
竹叶菜 M aianthem um f uscum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炒食或制成干菜
管花鹿药 M . henryi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煮食、野菜
长柱鹿药 M . oleraceum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煮食或作汤、常用野菜
紫花鹿药 M . purpureum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煮食或作汤、常用野菜
窄瓣鹿药 M . tatsiense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煮食、野菜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果实 Fruits 生食或腌制
饭蕨 Pteridium revolutum 根茎 Rhizomes 提取淀粉代粮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煮食
辣蓼 P. hydropiper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煮食
粉葛 Pueraria edulis 块根 Root tubers 生食或提取淀粉代粮
大白花杜鹃 Rhododendron decorum 花 Flowers 用水漂后炒食或制成干菜
黄镳子 R ubus obcordatus 成熟果实 Fruits 生食
野慈姑 S agittaria t rif olia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煮食
鼻涕果 S aurauia napaulensis 果 Fruits 生食、野果
少花龙葵 Solanum photeinocarpum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炒食
香椿 Toona sinensis 嫩茎、叶 Young stems & leaves 凉拌或炒食
刺通草 T revesia palm ata 果及嫩茎、叶 Fruit & young stems & leaves 炒食
珍珠荚迷 V iburnum f oetidum 果 Fruits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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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怒族常用的药用植物
Table 2 　Medicinal plants commonly used by the Nu people

物种
Species

药用部位
Parts used

主 要 功 效
Medicinal uses

乌敛莓叶五加 Acanthopanax cissif oli us 根、皮 Roots & barks 风湿、骨折

吴茱萸叶五加 A . evodiaef oli us 根、皮 Roots & barks 祛风、强筋骨、祛瘀血

五加 A . gracilistyl us 根、皮及茎 Roots , barks & stems 水肿、阳隧、腰痛

康定五加 A . lasiogyne 根 Roots 风湿、小儿筋骨痿软

白勒 A . t rif oliat us 根、茎、叶 Roots , stems & leaves 风湿麻木、咳嗽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根茎 Rhizomes 健胃镇痛 ,开窍豁痰

象头花 A risaema f ranchetianum 块茎 Tubers 颈淋巴结核、无名肿毒

羊齿天门冬 Asparagus f ilici nus 块根 Root tubers 肺痨久咳、骨蒸潮热

老鸦糊 Callicarpa gi raldii 全草 Whole plant 内出血、血尿

大百合 Cardiocrinum giganteum 果实 Fruits 清热、化痰、止咳

苞花臭牡丹 Clerodendrum bracteat um 根 Roots 消肿

黄连 Coptis teeta 根茎 Rhizomes 泻火解毒、燥湿杀虫

鸡嗉子果 Cornus capitata 果实 Fruits 清热解毒、利尿、杀虫

短蕊万寿竹 Disporum bodinieri 根 Roots 食欲不振、筋骨疼痛

黄独 Dioscorea bulbif era 块茎 Tubers 可催吐、解诸药毒

薯莨 D. ci rrhosa 块茎 Tubers 血瘀气滞、月经不调

叉蕊薯蓣 D. collettii 块茎 Tubers 泌尿系统感染、乳糜尿

薯蓣 D. oppoita 块茎 Tubers 消化不良、遗精、无名肿毒

黄山药 D. panthaica 根茎 Rhizomes 清热解毒、九子疡

贝母 Fritillaria ci rrhosa 鳞茎 Bulbs 润肺散结、止咳化痰

常春藤 Hedera nepalensis var. sinensis 茎、叶 Stems & leaves 风湿性关节炎、肝炎、头晕
白亮独活 Heracleum candicans 根 Roots 咳嗽、妇科病、牙痛
北清香藤 Jasminum lanceolarium 全草 Whole plant 气管炎、腮腺炎、牙痛
核桃 J uglans regia 种仁、叶 Seeds & leaves 种仁补肾 ,润肺、肠
短片藁本 L igusticum brachylobum 根 Roots 外感、头痛脑昏
藁本 L . sinense 根、茎 Roots & stems 妇人疝瘕、寒湿腹痛
异叶梁王茶 Metapanax davidii 根 Roots 风湿骨痛、跌打损伤
掌叶梁王茶 M . delavayi 茎、皮 Stems & barks 喉炎
肾蕨 Nephrolepis cordif olia 全草 Whole plant 清热、利湿、消肿、解毒
假百合 Notholi rion bulbilif erum 鳞茎 Bulbs 心胃气痛、胸闷、咳嗽
竹节参 Panax japonicus 根茎 Rhizomes 经闭、肺结核咯血
长柱重楼 Paris f orrestii 根状茎 Rhizomes 无名肿痛、蛇虫蛟伤
毛叶重楼 P. mai rei 根状茎 Rhizomes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多叶重楼 P. polyphylla 全草 Whole plant 肿毒、散血
滇重楼 P. poylyphylla var. yunnanensis 根茎 Rhizomes 利小便、止血止痛
皱叶重楼 P. rugosa 全草 Whole plant 无名肿毒、腮腺炎
黑籽重楼 P. thibetica 根状茎 Rhizomes 心腹痛、白带
五叶参 Pentapanax leschenaultia 根皮、茎皮 Root barks & stem barks 气管炎、膀胱炎、疮毒
怒江冷水花 Pilea salwinensis 全草 Whole plant 骨折、胃癌
车前 Plantago erosa 全草、种子 Whole plant & seeds 清热明目、利尿祛痰
卷叶黄精 Polygonat um ci rrhif olia 根茎 Rhizomes 补中益气、润肺祛痰
点花黄精 P. punctat um 根状茎 Rhizomes 肺结核、风湿疼痛
火炭母草 Polygonum chinensis 全草 Whole plant 清热解毒、利尿、凉血
茯苓 Poria cocos 菌核 Fungus pit 利尿、健脾胃、安神
石韦 Pyrrosia li ngua 全草或叶 Whole plant or leaves 利水通淋、清肺泻热
吉祥草 Reineckia carnea 全草 Whole plant 咳嗽、吐血、哮喘
川滇变豆菜 S anicula ast rantiif olia 全草 Whole plant 祛风湿、利筋骨
叉柱岩菖蒲 Tof ieldia divergens 全草 Whole plant 小便不利、疝气
小窃衣 Torilis japonica 果实 Fruits 腹泻、活血消肿
漆树 Toxicodendron vernicif l uum 树脂 Resin 破淤、消积、杀虫
黄花油点草 Tricyrtis maculata 全草 Whole plant 烦躁不安、活血化瘀
延龄草 Trilli um tschonoskii 根茎 Rhizomes 外伤出血、眩晕、高血压
橙花开口箭 Tupist ra aurantiaca 根状茎 Rhizomes 腰腿痛、跌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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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怒族庭园栽种及农地中保留的常见观赏植物
Table 3 　Common cultivated ornamental plants in the home2
garden and retained in farming lands by the Nu people

物 种
Species

生 活 型
Life form

大百合 Cardiocrinum gigante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长叶兰 Cymbidium erythrae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蕙兰 C. f aber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多花兰 C. f loribund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朵朵香 C. goeringi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贡山凤兰 C. gongshanense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虎头兰 C. hookerian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黄蝉兰 C. i ridioides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寒兰 C. kanran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兔耳兰 C. lancif oli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莎草兰 C. elegans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碧玉兰 C. low in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豆瓣兰 C. w ilsoni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黄花杓兰 Cypripedium f lav 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野百合 L ilium brow i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川百合 L . davidi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宝兴百合 L . duchart re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怒江百合 L . henrici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尖被百合 L . lophophor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紫斑百合 L . nepalense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紫花百合 L . souliei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尖果洼瓣花 L loydia oxycarpa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西藏洼瓣花 L . tibetica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宿鳞杜鹃 Rhododendron aperantum 矮小灌木 Shrublets
瘤枝杜鹃 R. asperulum 灌木 Shrub
窄叶杜鹃 R. araiophyllum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夺目杜鹃 R. arizelum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矮柱杜鹃 R. brachyanthum 小灌木 Shrub
毛喉杜鹃 R. cephalanthum 小灌木 Shrub
绢毛杜鹃 R. chaetom allum 灌木 Shrub
纯黄杜鹃 R. chrysodoron 小灌木 Shrub

香花白杜鹃 R. ciliipes
灌木 ,花具香味 Shrub with fragrant
flowers

橙黄杜鹃 R. cit rinif lorum 矮小灌木 Shrub
革叶杜鹃 R. coriaceum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光蕊杜鹃 R. coryanum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长粗毛杜鹃 R. cringerum 灌木 Shrub
大白花杜鹃 R. decorum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马缨花 R. delavayi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附生杜鹃 R. dendricola 灌木 Shrub
杂色杜鹃 R. eclecteum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泡泡叶杜鹃 R. edgworthii
灌木 ,通常附生 Shrubs , normally epi2
phytic

滇西杜鹃 R. euchroum 矮小灌木 Small shrub
华丽杜鹃 R. eudox um 灌木 Shrub
绵毛杜鹃 R. f loccigerum 灌木 Shrub

紫背杜鹃 R. f orrestii 匍匐状矮小灌木 Creeping shrublets

贡山杜鹃 R. gongshanense 灌木 Shrub
亮鳞杜鹃 R. heliolepis 灌木 Shrub

独龙江杜鹃 R. keleticum 匍匐小灌木 Creeping shrublets

星毛杜鹃 R. kyaw i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侧花杜鹃 R. laterif lorum 灌木 Shrub
蜡叶杜鹃 R. lukiangense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大萼杜鹃 R. megacalyx 灌木或小乔木 Shrub or arbor
一朵花杜鹃 R. monanthum 小灌木 Shrublets
大树杜鹃 R. protistum 小乔木或乔木 Arbor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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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年前 ,喇嘛教开始传入

贡山。19 世纪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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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7) 。正因为如此 ,丙中洛的怒胞所信奉的宗教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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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yper2
icum ural um ) 常被扦插在屋前空地上 ,以祭天神。

莎草科的山稗子 ( Carex bac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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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i2
m a w allich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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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5 　讨论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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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怒族的文化、宗教植物
Table 4 　The plants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use by the Nu

people

物 种
Species

赋 予 意 义
Reasons for worship

菖蒲 A corus calam us 震慑植物 ,用于制鬼避邪

多星韭 A llium w allichii 传言植物 , 用于求婚

五裂点地梅 A ndrosace geraniif olia 表意植物 ,表示和睦相处

茶梨 A nneslea f ragrans 香源植物 ,勾通鬼神 ,求福免灾

牡蒿 A rtemisia japonica 洁净植物 ,用于驱邪除净

鞍叶羊蹄甲 B auhinia brachycarpa 驱除禳解植物 ,用于驱妖除魔

松风草 Boenninghausenia albif lora 礼仪植物 ,用于年节送礼

三褶虾脊兰 Calanthe t riplicata 表意植物 ,表示暗恋对方

山稗子 Carex baccans 洁净植物 ,用于驱邪除净

高山栲 Castanopsis delavayi 驱除禳解植物 ,用于驱妖除魔

冬海棠 Cerasus cerasoides 礼仪植物 ,用于开业送礼

香桂 Cinnamom um subavenium 神树 ,祭祀天神

贝母兰 Coelogyne barbata 表意植物 ,表示暗恋对方

竹节草 Com melina dif f usa 表意植物 ,表示和睦相处

马桑 Coriaria nepalensis 洁净植物 ,用于驱邪除净

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a 吉祥植物 ,用于祝福老人

虎头兰 Cymbidium hookerianum 传言植物 , 用于求婚

云南常山 Dichroa yunnanensis 礼仪植物 ,用于开业送礼

吴茱萸 Evodia rutaecarpa 传言植物 , 用于求婚

棱子吴萸 E. subt rigonosperm a 神树 ,祭祀天神

鼠曲草 Gnaphalium af f ine 礼仪植物 ,用于年节送礼

异蕊一笼鸡 Gutz laf f ia lyi 驱除禳解植物 ,用于驱妖除魔

姜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表意植物 ,用于和睦相处

五风藤 Holboellia latif olia 表意植物 ,用于祝福对方健康

刺叶冬青 Ilex bioritzensis 吉祥植物 ,用于祝福老人

野八角 Illicium simonsii 香源植物 ,勾通鬼神 ,求福免灾

云南鸢尾 I ris f orrestii 传言植物 , 用于求婚

鸡血藤 Kadsura interior 表意植物 ,用于祝福对方健康

怒江红杉 L arix speciosa 震慑植物 ,用于制鬼避邪

扁球羊耳蒜 L iparis elliptica 表意植物 ,表示暗恋对方

清香木姜子 L itsea euosm a 神树 ,祭祀天神
鸡冠滇丁香 L uculia yunnanensis 香源植物 ,勾通鬼神 ,求福免灾
忽地笑 L ycoris aurea 传言植物 , 用于求婚
珍珠花 L yonia ovalif olia 洁净植物 ,用于驱邪除净
喀西沼兰 M alaxis khasiana 表意植物 ,表示暗恋对方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 礼仪植物 ,用于年节送礼
清香木 Pistacia weinm annif olia 香源植物 ,勾通鬼神 ,求福免灾
华山松 Pinus arm andii 吉祥植物 ,用于祝福老人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洁净植物 ,用于驱邪除净
响叶杨 Populus yatungensis 驱除禳解植物 ,用于驱妖除魔
齿叶报春 Prim ula serratif olia 表意植物 ,表示和睦相处
香茶菜 Rabodsia lophanthoides 礼仪植物 ,用于年节送礼
吉祥草 Reineckia carnea 吉祥植物 ,用于祝福老人
万年青 Rohdea japonica 吉祥植物 ,用于祝福老人
茅莓 R ubus parvif olius 震慑植物 ,用于制鬼避邪
怒江柳 S alix nujiangensis 震慑植物 ,用于制鬼避邪
多脉水冬哥 S aurauia polyneura 礼仪植物 ,用于开业送礼
穗序鹅掌柴 Schef f lera delavayi 礼仪植物 ,用于年节送礼
银木荷 Schim a argentea 吉祥植物 ,用于祝福老人
绶草 S pi ranthes sinensis 表意植物 ,表示暗恋对方
大籽山香圆 Turpinia m acrosperm a 神树 ,祭祀天神

挥更大的作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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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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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l nus nep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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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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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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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al diversity) 。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

样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 Sinha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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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zpe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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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2
cultural diversity) 的术语 (Dasmann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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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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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