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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

摘要 简要介绍民族植物学的性质
、

研究现况及其在经济
、

生态
、

环境和学术上的应用情况
。

民族植

物学的社会价值通过其在增强民族 自信心
、

伦理学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作用得 以论证
。

民族植物学

的文化价值具体而生动
,

体现于种种直接的植物文化现象 如植物礼仪文化
、

食花文化
、

树叶信
、

草

药文化等 和宗教行为 如植物 图腾
、

树神崇拜
、

神林崇拜等
。

通过对民族植物学的经济
、

生态价值

和社会
、

文化价值的分析
,

作者相信
,

民族植物学对于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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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的性质

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
,

人类生活与植物一直紧

密相联
。

这种
“

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 ”大多存在于民间传统知识和 民族文化中
,

很大

程度上还不为人 们所 了解
,

民族植物学 就是在认识和研究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产

生的

展 〔 ,

。

自 年正式提 出这 一学科的近 百年来
,

民族植物学在世界各地得到不 同程度的发

民族植物学的性质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科学 〔 〕,

它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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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认识和利用
,

以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植物及其环境的影响
。

因此
,

它的研究对象不

仅是植物与植物环境
、

人群与社会 包括古代人
、

现代人
,

原始部族和文 明社会
,

而且更重要

的是他们之间的各种关 系以及这些关系所产生的结果
。

这样
,

当研究某一地 区的民族植物学

时
,

其在经济
、

文化上有价值或意义的所有植物都在研究之列
,

例如食用植物 野 生蔬菜
、

饮

料植物和嗜好品等
,

建筑用的植物材料
,

药用植物
,

具有文化和宗教意义的植物
,

植物 图腾

与禁忌
,

文化
、

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特定植物
,

以及 民俗
、

乡规民约涉及的植物 而 当研究这些
“

民族植物
”

时
,

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
、

民族文化和人类行为与植物之间的关 系也成为重要

的研究内容
。

民族植物学涉及的学科范围包括植物学 植物分类学
、

人类学
、

社会学
、

生态学
、

药物学
、

语言学
、

植物化学
、

伦理学
、

历史学
、

考古学等
,

有时还要利用其他学科领域的原理和方法
。

所

以
,

民族植物学融合了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
,

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
。

民族植物学形成和发展它的分支学科
,

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区域 民族植物学
、

民间分类学
、

民族饮食学
、

民族考古学等
。

民族植物学还有许多相关学科
,

如 民族生物学
、

经济植物学
、

民族

生态学
、

民族动物学
、

民族昆虫学及民族天文学等
,

涉及人与 自然界许多方面的关系
。

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与美 国
、

法 国
、

英国
、

墨西哥
、

巴西
、

南非和印度等国家相 比
,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 究起步较

晚
,

但 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

并愈来愈为国际 民族植物学界所瞩 目
。

应该说
,

具有悠久 民族文化传统 的中华 民族
,

对 民族植物学 的贡献如 传统 中草药
、

各种

有关植物的传统文化
,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

我 国 个 民族 传统利用的植物在 种 以上
,

而不 同民族
、

不同地 区
、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 又 各有殊异
,

从而构成了一幅多

样化的中国民族植物学 图谱
,

它与我国辽 阔的幅员
、

丰富的植物区系和绚丽 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起
,

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基石
。

西 双 版纳傣族 自治州是 我 国民族植物学 的发源地
。 “

民族 植物学
”

一词 在我 国 出现始于

年
〔‘〕,

而系统地开展研究工作
,

则从 年代中期开始
。

年 月 日
,

我国第一个专门研

究机构 一 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
,

特别是 年 月在昆明

召开的第二届国际 民族生物学大会
,

促进 了

中国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
,

也确定了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

民族植物 学的应用

与其他学科相 比
,

民族植物学 尚处于 发展
、

壮大阶段
,

但 已显示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

与它

的学科性质相符合
,

民族植物学的应用价值也表现在 自然与社会
、

物质与精神方面
。

经济意义

应用 民族植物学于植物资源的开 发与保护
,

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

首先
,

在寻找新资源

时
,

民族植物学 的方法较之其他方法简单
、

快捷
。

因为许多植物早 已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
,

并

已经过 了数百年乃 至上千年 的实践检验
,

其类别
、

作用或功效都可从 民间传统知识中获得
,

只要辅以现代分析手段
,

就可达到寻找新资源的 目的
。

例如
,

麻醉药的发现
,

几乎都是通过 民

族植物学的方法 其次
,

由于这类资源直接来源于 民间
,

容 易为人们接受和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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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

环境意义

各民族对其居住的植物环境的认识具有鲜 明的地 区性和实用性
,

有些 已发展形成了特殊

的适合当地持续发展的传统农业生态 系统
。

例如
,

云南西双版纳地 区傣族的由村寨
、

庭 园
、

农

田
、

神山
、

人工薪炭林和 自然植被等构成的系统
,

阿克人 哈尼族 的由村寨
、

人工藤竹林
、

村外

风景林
、

轮歇地和村社保护林等构成的系统
,

通过 民族植物学和 民族生态学 的研究
,

证明它

们都是持久的农业生态系统
。

这些 系统可以在许多 自然条件相同的地 区推广应用
,

起到维护

生态环境
、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

历史
、

考古意义

通过 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

可以推断古代人利用植物 的一些情况
,

也可弄清人类活动对当

时环境的影响
,

以及植物在 民族文化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和地位等
。

美国民族植物学家通过对

烟草的考古分析和研究
,

揭示 了烟草对印第安人乃 至欧洲各阶层人们的 日常和文化生活以及

经济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 〕。

学术
、

科研意义

由于 民族植物学是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
,

所以
,

它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同

时
,

也对其他学 科具有辅助及相互印证的作用
。

栽培植物 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
,

民族植物学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

它

对玉米
、

菜豆
、

南瓜
、

腰果
、

西瓜
、

笋瓜
、

葫芦
、

刀 豆
、

小米
、

向 日葵
、

觉菜
、

高粱等作物的民间叫法

进行 了语言分析
,

并通过考古鉴定
、

农业技术
、

园艺学和药典等多途径的研究
,

弄清了它 们的

起源和传播途径 〔 〕。

在植物分类学方面
,

民族植物学也可以起辅助 作用
。

例如
,

由于分类学家对某一类群植

物进行分类研究的时间和条件极为有限
,

会疏漏一些种的存在或因缺乏某些证据而使同一物

种多次重复 如竹子的分类
,

通过 民族植物学的调查分析
,

可以澄清一些学术疑点
。

民族植物学的社会及 文化价值

民族植物的社 会及文化价值是这一学科价值的另一主要方面
。

目前
,

这方面的研究仅散

见于少量的调查报告和 民族文献 中
。

社会价值

与其他学科一样
,

民族植物学是服务于人类社 会的
。

其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民族 自我承认价值 任何 民族都有被得到承认的愿望
,

少数民族尤其然
。

虽然每个民

族都有其存在的伦理学基础
,

但要真正得到承认还需有实据来证明
。

民族植物学在促进 民族

自我认识和 民族相互了解等方面业 已做出或将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

各民族的祖先 创造 了灿烂的古代文 明
,

成 为我们今天奋发向上 的动力
。

渺渺 长河
,

浩浩

烟波
,

许多优秀的经验和知识被湮没于 习以为常的传统和琐碎的 日常生活中
。

从各民族对植

物的传统利用中挖掘出优秀
、

合理的部分
,

是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目的之一
。

当这些优秀经验和

知识被发掘
,

并为社会服 务时
,

就增强了这些 民族的 自信心和 自豪感
,

从而促进 民族之间的

相互 了解和尊重
。

傣 医药是我国四大 民族 医药之一
,

它的得以承认与 民族药物学 民族植物学的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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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是有紧密联系的
。

现在傣族人不仅能享受本 民族传统医药带来的好处
,

而且真正激发

了民族 自豪感
,

增强 了民族 自信心
,

因为勤劳智慧的傣族人也象其他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

族一样
,

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伦理 学价值 植物作为 自然界的生灵
,

与人类一样享有生存和受到保护的权利
。

民族

植物学 的伦理学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是 民族传统的植物知识和经验的伦理价值
,

其二

是 民族
“

植物文化
”

的存在价值
。

人类知识和经验 的多样性是社会文化
、

经济发展的基础
,

尊重千百年来不同少数 民族所

积累的经验是现代人的基本道德
,

也是知识的生存天赋
,

而这一伦理无疑将依赖于 民族植物

学及其相关的学科
。

‘

民族文化同样应受到尊重
,

它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作 为民族文化的基本成

分
,

尤其是人类早期文明的象征
,

植物文化至今仍具有勃勃生机
,

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植物

的保护和利用
,

对于人类文化的充实和发展
,

具有持久
、

稳定的意 义
。

知识 产权 民族 民间传统知识源于 氏族社会的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果
,

其知识产权

是怎样的呢 首先
,

它是属于某一特定 氏族或 民族的
,

他们是这一知识财富的拥有者
。

这对于

发展中国家的氏族社会尤为重要
, “

文 明社会
”

或
“

文 明氏族
”
在掳夺他们 自然资源的同时

,

也

分享 了他们丰富的传统知识
,

文 明社会理所 当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

包括 帮助 他们发展 生

产
,

提高生活水平
。

另一方面
,

传统的植物知识具有社会性
,

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果是为社会

服务的
。

既然这种知识产权具有双重性
,

政府及企业在利用民族植物学 的研究成果 时
,

应考

虑传统社会的发展
。

文化价值

民族植物学的文化价值较之社会价值有着更具体的表现形式
,

并与宗教有紧密联系
。

直接文化价值 在开展 民族植物学调查的过程 中
,

可能发现各种各样的植物文化现

象
,

如礼仪植物
、

食用植物
、

药用植物等
,

它们已渗透到民族文化中
,

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这一现象可称为
“

绿色文化
” 。

许多民间传统 习俗和礼仪都必 须有植物参与
,

这些植物往往都是特定的种类
。

例如
,

云

南 大理 白族
“

三 月街
”

的礼仪植物是松树 枷璐 。阴 和柳树 名砚盘 ,

白族
“

秧歌

会
”

的礼仪植物是盛开的桃树 脚朋邵 衅 花枝 〔 〕 云南楚雄彝族的葬丧礼仪植物是一

种栋树 幼必
,

。。 而酉 双 版 纳傣族 的佛 教 礼仪 植物 则 多达 种
,

其 中如 贝叶棕 〔肠 ”如

咖 汀臼 。 、

菩提树印如绍 喇聊。如 和红木 俪 , 曲 等 〔 ,是佛教经典记载的重要宗

教字仪植物
。

观赏植物
、

妆饰植物在 民族 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

前者种类繁多
,

组成了多样化的

观赏植物群
,

后者则通常具有特定的含义
,

种类相对较少
。

西双版纳傣族的观赏植物达 余

种或变种
,

其中许多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的 。

例如
,

香露莞树 潞 骊如哪 是傣族

庭园习见观赏植物
,

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
,

即表示该庭 园的主人家中必有少女或少妇
,

其傣

文 音译 为 一 或
,

意 为
“
少女花

” 。

妆饰植物 的特点一般是花大而美

丽
,

芳香持久
,

易于栽培等
。

基诺族妇女四
、

五月间喜欢将黄桅子 。 的加卿、
· ,

基

诺名为 或 花作为耳饰 西双版纳爱泥 哈尼族一支 妇女则终年佩带有香味的跳蚤

草 械 , 。 ,

香露莞 爱 泥语 为 花 则常被 用 作头饰
。

低 族 妇女 以 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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俪 圈作为饰物
,

并用 以表示婚姻状况和年龄等
。

类似的例子在华中
、

华南和西南其

他少数民族中也较多
。

树叶信 植物信 是植物文化最生动的表现形式之一
,

很可能这是人类语言文字产生前的

一种间接交流方式
。

景颇族的树叶信是 已知的树叶信中最复杂
、

最能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
。

树

叶信常用于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
,

也用于表示 氏族部落之 间和个 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和

解
。

黔西南苗族也使用类似的无字情书
,

把不同的植物的各个部分按不同的方式排列在
“
五色

饭 ”上以表达不同含义
。

云南白族在古代就有用树叶信传递国家公文的记载
。

现在的墨勒人 白

族的一支 社会中仍存有这一遗风
,

尤用于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
。

饮食文化方面
,

植物更是必不可少
。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盛行的食花文化 〔‘ , ,

在很大程度

反应了人们对植物界的深刻认识
。

我国侗族地 区流行的
“

虫茶 ”是侗族先 民们认识和利用植物

与昆虫并使两者和谐统一的典范〔‘。〕。

用植物给米饭染色在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 日常

文化生活中普遍存在
,

如上面提到的五色饭
、

江南一带的乌饭 以及傣族的黄糯米饭
。

融入 民族 传统文 化 中的植 物 通常具有科学 的 内涵
。

例如
,

端午 节 门框上 悬挂 的艾篙

俪 邵卿 和葛蒲 、

汕
,

有杀菌
、

驱蚊
、

熏香之功效
。

贵州布依族夏至前

后将磨芋 咖刃加 右招 肋 尸。 以及 尹。 叶片悬于正 门两侧
,

祈求凉

爽的天气和风调雨顺的好光景
,

同样也起到杀菌
、

驱蚊的作用
。

应用 民族植物学对种种植物文化现象进行识别与研究
,

对于更好的研究
、

继承和发展 民

族传统文化
,

为市场经济服务
,

将起到积极作用
。

宗教价 值 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一种普遍现象
,

即庙宇和历史名胜周 围的植物

一般能得到重视和保护
,

这是植物与宗教相联系的典型例子
。

大多数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

的原始宗教
,

有的还把植物视为其祖先或图腾
。

其他民族 包括汉族 都有对植物的禁忌现象
。

此外
,

植物在巫医和巫术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许多民族都将植物作为 氏族的图腾
。

例如
,

马缨花 口的冠更之七耐
创为’ 是云南楚雄昙

华 山一带里淮氏族崇拜的图腾
,

因为他们相信 彝族 的祖先是依赖于马缨花而生存下来的

同时
,

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情况
,

应将相应的植物作为图腾来崇拜
。

许多民族视葫芦 加尹二必

二。 的果实为 图腾
,

包括拉枯
、

基诺
、

低
、

彝和阿克人 哈尼族 等
,

这些 民族的民间

传说 中几乎有近乎雷同的故事 其祖先都因藏于葫芦中逃避了洪水而幸存
。

神树 龙树 或树神崇拜是包括汉族在 内的许多民族 中最普遍的植物信仰现象
,

而且其在

世界宗教史上也 占据着重要位置 〔 , 。

欧洲雅利人安的各氏族都崇拜树神 古罗马城中的一株

山茱英 , 认 被认为是最神圣的东西 西非所有部族视高大的木棉树

臼勿州八砚 口泛 为神灵 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

欧洲的神树崇拜痕迹依然存在
。

在我

国
,

几乎每个 民族都崇拜神树或树神
。

例如
,

每个苗族聚居地的村 口 都有一株神树
,

受到绝对

保 护 云南 白族 崇拜 的神树种类有 滇朴 ‘以之 , 、

黄连 木 护沽勿血
。
沁

、

合欢 必比级 以咖
、

栗树“乞戚。 刃翎
、

大青树仔
,

如绍 勿 少 一

等 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 德昂
、

布朗
、

傣 多把菩堤树
、

贝叶棕作为神树
。

山林或神林崇拜是植物 崇拜的又 一普遍现象
。

其 中既包含 了原始 自然观 即万物有灵
,

又包含了原始生态观的思想
。

神林崇拜通常通过宗教形式或乡规 民约而表现
。

充满原始生态观

的山林崇拜十分有效地保护 了生态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
,

是远古时代持久农业生态系统的决定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卷

性因素之一
,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仍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

在云南楚雄昙华山彝族聚居区
,

每村都有一座
“
神林

” ,

林内严禁采集
、

伐木
、

放牧和狩猎
。

西双版纳傣族每个村寨都有一座
“

神

山 ” 亦称
“

龙山
” ,

是傣族地区的重要地面生态景观
,

山内一草一木都严加保护
,

被认为是云

南热带地 区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区和物种流动的
“

跳脚石
” 。

位于楚雄市以西 处的紫

溪山
,

是滇中地 区仅有保存尚完好的一片自然林
,

这与当地的反映原始 自然观和生态观的乡

规民约是紧密相联的
。

结 语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 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科学
。

每个 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

实践中
,

都获得 了关于他们周 围环境和赖以生存的植物的种种知识与经验
,

民族植物学研究

这些知识与经验
,

揭示其经济
、

环境和社会
、

文化价值
。

民族植物学研究
、

总结 民族优秀的传统

植物 知识与经验
,

对增强民族 自信心
、

促进 民族 间的相互 了解和尊重
,

对寻求保护植物与森

林的有效途径
,

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

民族植物学涉及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

对文化多样性和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作出应有的贡献
。

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
、

奇特多样的地域差异和绚丽 多彩的民族文化
,

决定 了民族植物学

研究的广阔前景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 日益频繁
,

我国 民间许多有用 的

或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传统植物知识正在消亡
,

因此
,

为抢救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

广泛

开展 民族植物学的调查和研究已势在必行
。

通过宣传普及
、

专业培训和系统性的研究
,

逐步在

中国各民族 中开展 民族植物学 的编 目
、

整理和开发应用研究工作
,

必将使我 国
“

民族植物
”

的

知识宝库大放异彩
,

为人类社会的文 明与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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