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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紅河上瀞花腰俸的文化5当 代変迂

紅河上游花腰俸的文化与当代変迂

邦 　　 暁 云*

The Hua Yao Dai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Red  River  : 

Their Culture and its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Zheng Xiaoyun

　 中国に居住 しているタイ族 の人ロは、110万 人 あまりである。紅河(中 国では元 江

と呼ばれる)地 域は、タイ族が比較的集 中 し、独特 の文化 を持っている地域 である。中

国の紅河 流域 に居住 して いるタイ族 の人口は、およそ15万 人で あ り、中国のタイ族全

人 口の13パ ーセ ン トを占めて いる。その うち、紅河上流の新平県 と元江県の両地域 の

タイ族 の人口が最 も多 く、紅河流域 のタイ族全人 口の半分以上 を占めている。

　 花腰 タイは、そ もそ も紅河流域 に住んでいる一部のタイ族 に対 して他の民族 が与えた

称 呼で ある。 この地 域の女性が いつ も長 くてカ ラフルな布帯 を腰 に しめて いた ことか

ら、このよ うな名前が付 けられ たので ある。花腰タイは、い くつかの 自称の異なるサブ

エスニ ックグループに分 け られて いる0主 なものとして 、新平県 のタイ洒 、タイf、 タ

イ雅、そ して元江県 のタイ仲 、タイ未 、タイ雅、 タイ得 とタイ濾がある。

　 花腰 タイ独特の文化 的特徴 は、主 に4つ の側面 に現れて いる。

1)服 飾様式:女 性 は長 くてカ ラフルな帯 を腰 にしめる慣習が ある。 この慣 習は、さ

らに腰 帯の織 り、腰帯 の使用及 び腰帯 の意味合 いを含む関連文化を生み出 して いる。

2)居 住様式:紅 河上流の花腰タイは、自分 たちの建物 を 「土掌房」 と呼んで いる。そ

れは他 の地域のタイ族 の建築様式 とはかな り異な って いる。

3)祝 日:花 腰 タイ には 「赴花街」のよ うな独特の祝 日がある。

4)信 仰:花 腰 タイ は、他 のタイ族 と同じようにアニミズム的な原 始宗教を持ってい

るが、独 自の宗教観念 と祭祀活動 も持 って いる。

　 本論文の 目的は、現代 の社会環境 にお ける花腰 タイの文化的変化 を考察する ところに

ある。花腰タイの文化的変化 の特徴 は、伝統 を維持 しなが ら変化する ところにある0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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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服飾 、 「土 掌房 」のような伝統 的民居 、お歯黒や入れ墨 などの慣習が まだ残 って い

る。いまで も、多 くの若者の間に、お歯黒や入 れ墨 がみ られ る。タイ語 は依 然として 日

常生活 の中で重要 な言語 にな って いる。伝統的な祝 日もまだ残っている。一方で は、最

も典 型的で 、花腰 タイの特色 がよく出て いる 「赴花街」が復活 し、活性化 している。原

始 的宗教の主要な儀式 は、他 の地域のタイ族 のそれ と比べよ り完全な形で残されて いる。

　現在,花 腰 タイ の社会生活 には大きな変化が起きている。彼 らの経 済活動 は、自給 自

足の伝統 的様式か ら市場経済 の様式 に変わ っている。花腰 タイの文化 も、ます ます注 目

され、そ の知名度が高 くな りつつ ある。観光産業は この地域 にお いて、迅速 な発展 を成

し遂げて きた。人 口の流 動 も激 しくなってきて 、地元 の人々が出稼 ぎや ビジネス のため

に外 に出る ことが以前 より頻繁 にな って いる。

   Tai people, formally known as Dai nationality in China, number 1.1 

million. One of the greatest concentrations of Dai people is found on the 

reaches of the Red River, called the Yun Jing River in China. Here their 

ethnic culture is particularly to be found. The Dai people of the Red River 

number about 150,000, which is 13% of the total Dai population of China. 

Furthermore about half of those 150,000 live in Xin Ping and Yun Jing 

counties,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river. 

 Traditionally, the Dai people of the upper Red River were called Hua 

Yao Dai, or "Flower Waist" Dai, because of the long and colourful waistband 

which is an ethnic symbol of the women. The Hua Yao Dai comprise various 

sub-ethnic groups, such as Dai Ya, Dai Ka and Dai Sai in Xin Ping county, 

and Dai Ya, Dai Zhong, Dai Zhang and Dai De in Yun Jing county. 

   The Hua Yao Dai have various cultural features which distinguish them 

from other Dai. 

1) Ethnic finery, such as the women's waistband, which has a varied 

  cultural significance. 

2) Adobe hous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Dai people outside this 

  region. 

3) Festivals. Many of these are shared with the Han, but have their own 

  features. The Flower Fair Festival is peculiarly Hua Yao Dai. 

4) An Animist religion, similar to that of other Dai, but with certain dis-

  tinctive features.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Hua Yao Dai cultur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lthough traditional forms of dress and housing, tooth dying, tat-

tooing, ethnic language, festivals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 are preserved, 

there have been changes since the 1950s, due to modern edu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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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as well as greater contacts with other cultures. Tourism has 

expanded rapidly, as outsiders become attracted by the colourful culture, 
and this has led to greater mobility among the Hua Yao Dai people. 

There have been economic changes also. The goal of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has changed from fulfilling local needs to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place. Many cash crops such as sugar cane and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are now grown. This has led to increasing income and an im

proved standard of living, this changes also caused deeply influence on 

Hua Yao Dai culture. 

i 哥|拾:紅河流域的棒族 3 社金斐迂中的花腰侮文化

2 像族文化中的花腰棒特廣

1 引洽:虹河流域的僚族

居住在中間的僚族共有 110余方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地區，其中以西攻版納

侮族自治州'1 、德宏僚族景頗族自治州、 l拖洽地區最方集中。篠族除集中居住在一些地區

以外，順著大江大河迂徙定居是一小重要的特征。在中國境內僚族在大江大河的分布主

要集巾在獨公河、虹河兩祭大河兩岸的河谷地帶，其中虹河流域是保族居住較方集中、

文化強特的一↑重要區域。由于虹河流域的傳族有自己過特的文化特息，因此在僚族文

化巾有強特1fl'值，但是今天游于花腰僚的文化特廣研究和玖玖都逆很少。本文特通述証

河上游花腰僚勾其它地區的僚族的文化特庚的滑比研究，來主人浪花腰樺的文化俯值及其

在古代的斐迂勻未末的前景心

虹河是友源于云南有大理白族自治州茅草哨的一奈長河。沿京南方向詮鐵山、南洞、

南半、楚雄、新平、元江、証河、元陌、小!日、蒙自、金平、到河口出境，流鎧 12小晨，

在中困境內全長692公里 輯:方元泣，遊人越南后林方佐江九

“花腰棒"是其它民族財主要分布在紅河流域的傳族的一神的定俗成的輯:呼。主要

原因是連里的僚族服裝上有一神狐特的特征，那就是如女的腰帶是使用一奈長長的影色

布帶圍成的， 因此被其它民族形象地林:句“花腰僚..。

居住在中固境內紅河流域的僚族大約有15方人，人口約占中固僚族人口的百分之十

三左右，其中以虹河上游的新平、元江南小基(參見地園)最多，人口古虹河流域僚脹

的百分之五 l以上，花腰像也基本分布在述兩↑具境內。述一地區也是云南著名的山系.

--哀牢 111腹心地帶，山水相伴，是虹河流域僚族文化的中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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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南喊村

C 大沐浴村

D 小沐浴村

E 京峨現子

F 甘庄胡子

G 南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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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當新平甚元江甚區位示意間

地園 里直者調查泣的新平基元江甚花腰棒主要分布區



那 紅河f游花腰僚的文化勻言自代斐迂

在保族的店史上，由于成爭、自然女害或尋求更方富裕的土地而迂移是十分頻繁的，

而僚族迂移又具有明蠱的特鼠，那就是沿著大位大河而迂移，尋求水資海丰富的河谷地

帶定居，今天在虹河流坡的傳族基本都居住在海投1000米凶下的河谷地帶。傳族在証河

流域的分布勻棒族的朋史迂移有直接美系，因而今天在証洞流域的棒族支系繁多，并且

很多地區由于長期的封閉使傳族古老的耳俗能修保留至今。遠也就使得紅河流域僚族的

研究在傳族研究領域中其有重要的偷值。

紅河流域的僚族有不同的支系，并且有自輯:。自草本來自于居住的地方名林、肪史迂

移的特店、服裝的特戚、生活刁俗以及在迂移末之前所厲的支系的名林等。他們共同的

特鳥是單然不同文系的僚族都有自輯:而相互被區分均不同的支系，但首先都林呼自己方

僚。下面首先~1虹河上游的傳族支系遊行筒草的概述:

証河上游傳族較集中的新平基大多數倖族是花腰棒，主要的支系有白你方傳酒、僚

卡、保雅的三令支系。其中僚洒分布在新平基豆豆酒多、水塘多，“僚洒"因均主要居住

在莫洒一帶而得名，“洒"的意思是“沙"，“夏洒"在保清中是“沙雄上和街于"之意。

傳卡分布在漠沙多勻腰街多，白你勻其文化有美，“卡"在僚活中是“沒人"的意

思，也被其它民族乖拉克“沒僚，'，根掘伶世達一支偉人在肪史上曾勻汶族相融合。

傳雅分布在漠沙多，自林的含意是“眉史上大迂移中被遺下末的偉人，'，勻后史迂

移有美。

除了三+花腰傳支系外，新平逐有一支林方“偉折魚"的偉人，因均居住在平掌多

折魚村而得名九

元江基有僚湖、僚仲、僚卡、傳雅、僚郎、傳得、僚漲七神白你的支系。除棒油

(水僚)、僚郎(黑僚)外都被林方花腰僚。

傳仲居住在大水平、大北田、挖洞、那路、嘉枝村、大路新村、沙淘~等村子。“仲"

是大失之意，因此也被輯:1句“大失花腰僚"，原因是失上的裝備較大。

傳雅居住在西f1村、魯林村、新村、攻高、高坎等村子。棒雅的含意勾新平相同，

但當地人因方其失佈小也林其19 “小失花腰棒"。

傳得分布在整↑志峨現于， 得 傳活中京峨現于的意思。

僚據分布在整小甘庄現于。“漲"是傳活中甘庄墳子的意思。

傳卡分別居住在撮科、南司、南酒、熱水塘、西庄等村子。“卡"也就是沒族之意。

在中下游地區分別有僚端、傳動、僚尤、僚尤保、傳保、傳部、保亮等自你的文系。

其中傳端(白僚)分布于金平具的米河、藤奈江沿岸，送里是中固勻越南的交界地帶，

僚端勾越南白僚厲同一支系。僚湖勻西政版納僚族自輯:相同，文化土也相近，如他們愛

好裝金由、住房均杆桂式建斌等都勻西政版娟、德宏等地保族相同，主要分布于元陌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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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具等地。僚端、僚抽也被曳地人莉:3甘甜水僚"。

除僚端、僚勵之外其它支系僚族則被輯:方“早棒，'，分布于証?可中下游沿岸的妳勒、

伊西、小!日、建水等基。述些支系倖族則愛好染黑窗、居住用泥土鏡成的平頂、兩居或

三后的“士掌房"。由于傳族勻對地的葬脹、汶族、哈尼族等交儲崇居，述几小支系的

僚族在生戶、生活方式上勾當地民族己、沒有大的差別。主E河流域的大多數支系的僚族息

管自林不同，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差別，但都有僚族基本相同的文化特征，其中大多數被

乖拉克“花腰僚" 4)。

虹河流域是一↑民族余多、交錯奈居的地帶，其主要的民族有哈尼族、舞族、汲族、

白族、拉枯族、社族、苗族等。僚族在述一地帶人口不是最多的，以上游的新平、元、江

兩小基方例:新平基鼻族人口方 116416人，占息人口的 47.3% ;傳族人口方 38594人，

古且人口的15.8%:汶族人口方75816人，占忌人口的30.8%. 其它方哈尼、拉桔等民族

人口。在元江旱，哈尼族人口方65096人，占且人口的 38% ;轉族人口方 37196人，古

忌人口的2 1. 9% ;僚族人口方20051人，占且人口的 12%; 汲族人口方39334人，古忌人

口的23%叭。 在遠祥一↑民族余多的地區，文化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各民族文化之何

也有相互影吶九

2 僚族文化中的花腰僚特廣

作方棒族，不洽分布在哪里他們都有自己普遍的文化特盾，但是由于居住的地理那

境及防史妥展(如迂移，融合等)的不同，不同地區的傳族形成了不同的支系及地域文

化特征。今天的紅河流域的僚族也不例外，除了具有僚族共同的文化特征之外，也有自

己的文化特盾。

首先址我們未看看虹河流域僚族勻其它地區僚族共間的文化特征。棒族典型的文化

特征之一是逸捍平頂勻洞谷地帶作方居住的場所。背山面水是偉旅人現念中的最佳居住

場所。紅河流域僥族在遠-x見念上勻西攻版娟、德宏等地傳族是一致的，他們所進擇的

也是逛一流填海拔1000米以下的河谷平墳地區作方居住的場所，面封江水背靠青山，由

此也使得僚族的生戶生活勾其他居住在山區的民族有較大的區別。

第二，保族是司長~民族，不洽居住在哪里的傳族自古以末都以水稻神植方最重要的

r:~。位洞流域的僚族也是以神植水稻均生的，在房史上勾其它地區的傳族一祥，他們

主要神植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攻食用轎米。近年未由于需要提高根食F量以瀰足市

場和自己消費的需要，精米的神植已銓逐漸減少。

第三，染由、搜身是僚族最古老的耳俗，自古以來各神史籍在氾述僚脹吋都金把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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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勻紋身作方僚族典型的特征氾是下呆。述里的花腰僚染宙的主要是如女。人們以一神

名叫“臭藤果"的野草及崖硝均主要原料，加上未成熟的石榴等，搗碎放在芭蕉卅上，

每天晚上睡前包在齒面上，教日之后齒面就金交成黑色。再用木柴焦袖涂擦， i上齒面漸

漸友亮，成方蚵女美繭的一科林志。投身多設在手背上，團案有花、功物等，岡祥也是

美的一科掠志。

第四，共同的培盲，這里的僚族勻其它地區傳族一祥厲于同一培支，即社僚i吾支，

培育中有基本的共同要蒙，但由T不同的地域及不同的支系的影吶，培育有明星的支系

勻方盲特征。在虹河流域的僚族中，不同的傳族支系中語言有一定的差別。如在新平息

的三令支系的僚展中語言且能相遇，但有福音調及表遠方式的差別九

第五，反映一小民族蚵厲意棋最重要的是白你。勻其它地區的倖族一祥，証河流域

的傳族旦然分均不同的支系，但是在支系的前面人們都元一例外地林呼自己是棒，然后

才加上支系的名林。述一輯:呼自古就有，反映了不同支系的棒族人封條族述一大的民族

群体主人同勻蚵厲，遠是居住在云南各地的僚族都共有的一科試同特征。

以上所幸的几↑方面的特征是僚族共同文化特征中的一些重要內容 ， J軍管不能包容

全部共同的特征，但是風中已笙可以看到虹河流域的僚族勻其它地區的僚族有看共同的

文化特征。

除了注些共同的特征之外，由于不同的居住區的影啊，不同地區的傳族已形成了自

己強有的一些文化特鼠，遠在各↑地區的保族中都是很明星的。居住在虹河流域的花腰

僚人民由于內外社金耳境的影吶，在長期眉史友展中已形成很多自己餅明的文化特征，

同吋也有很多方面勻其它地區的僚族人民在文化上有很大差別。送神差別就是花腰偉人

民自己的文化特盾，玖玖送神差別M于主人俱紅河流域花腰棒的文化份值有重要的意文。

我們可以此以下方面來看花腰偉人民勻其它地區的傳族文化上不同之赴:

1，服飾文化。証河流域的大多數棒族人民之所以被你方花腰棒，一↑很重要原因

是因均達里的傳族如女刁慣于用一奈色彩摸紛的長腰帶系在腫|司，遠也形成了相夫的文

化，包括腰帶的編訊、使用以及它的內涵。而其它地區的傳族是沒有述一刁俗的。在西

政版納、德宏的傳族中，拍女11'1刁慣用餵制的腰帶，因此餵制的腰帶也岡祥具有勻花腰

僚的腰帶相同的很多文化內涵，它是一神用品，同吋又是財富勻身份的象征。

服怖文化方面的第二↑重要特廣是紅河流域的花腰棒喜愛在服裝上裝備很多餵制品，

有的蚵女全套服裝棍佈晶的裝怖童述四五公斤，這在其它地區僚族中是很少見的。

第三令特征是虹河流域的偉族人民普遍使用竹麓帽于，遠里不間的是其它地方的棒

族盎然也使用竹麓帽子，但是它的功能主要是遮間光，虫地的僚族扣女更多的是喜愛用

大圍巾包在失上。虹河流域的花腰僚人民把竹蔑帽子作方整体服備不可分割的一小部分，

455 



國立民族竿博物館研究報告 26卷 3 考

并且是對地不同支系服裝的象征之一。對地不同的僚族中竹麓帽子的造型也不同，被輯:

1句“為繳帽" (一科珍貴的野生磨菇)的竹蔑帽子不仗是當地僚族的濕則特征之一，并

且具有很多文化內涵，例如棒卡人在結婚肘，新娘子來到新郎家吋，新郎的母素要很庄

重地方新娘子戴上新的竹麓帽于，以此未表示一科新的身份勻新生活的卉始。

2，居住。虹河上流的花腰僚在居住文化方面勻其它地區有很大差別。當地的僚族

人民居住的是被林方‘土掌房 的屋子(照片 1)。遠科住房是用土時砌起末，一般是兩

展，平頂。遠祥的住房一般上居住人，同肘運有一小很大的外間台，可以晒來西、休息、

制作表其以及土陶器等，下后則用來燒飯、待客、堆放奈物等等。在紅河下游地區的僚

族，他們居住的房子也是一神獎型 但大多數具有一屋。在云南大多數地區的傳族住房

的美型都是被稱:方 于柱式 建筑的二是房，待統的干桂式建筑基本上都是用竹木建鏡

而成的，干和式建筑是眉代史籍中i己述條族的一↑重要的文化特征。

3，婚姻家庭。紅洞上游的花腰僚勻其它地區的棒族一祥，悲愛是自由的，在肪史

上由于達一帝的傳族居住于河谷熱匠，男女青年密愛和結婚都比較早，一般到了 16~ 、

17步，就可以借助各科11 日淡情說愛。遠里最典型的就是“起花街，在每年起花街的

日子喂，男女青年互相主人氓，淡情況愛，互相贈送札物，或早已在日常生活中有情有意，

借花街哲表明愛慕之意，待愛情的果安成熟吋定下終身。在上小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

花腰傳中早婚的現象很突出，男女青年十五六步就悲愛結婚，往往不懂得婚姻生活的內

容，迫也是造成花腰僚巾迂去商婚率較高的原因。揖老年人視，現年六十步以上的一代

人中四分之一的人都高迂婚。

在垃去，且然同方僚族，不同支系之間是不通婚的，通婚的大范圍限制在同一支系

之肉，同吋在同一支系中通婚大多數是一↑村子的人們通婚。在上令世紀五十年代以前，

且然青年人可以自由 ?f!.~愛，但是往往父母不同意也很准以成婚。同吋受到汲族文化的影

吶，包舟，甚至芙案婚姻的情況也很多，不少青年人在父母的包亦下被迫勻自己并不相

愛的人結婚，并往往辱致隨后的高婚。揖老人們回位，包亦婚姻勾花腰悔自由感愛的持

統并不相符，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才盛行起末的。在解放以后，隨著婚姻法的安施，包

5甘、婚姻改革，如今青年人的悲愛完全由自己做主。勻此同肘，如今也有很多青年人打破

了侍統的通婚限制，勾其它支系的人通婚. ~日在夏酒，僚雅勻僚卡通婚的近年就有30余

人，人數且然不多，但述表明人們的思想現念已有了改交。除了支系之間的通婚外，近

年來勻汲族、鼻族通婚也卉始多見，尤其是在城鎮中，青年人在通婚中受到侍統現念的

影吶越未越小。

花腰棒的婚姻模式是結婚之后到男方家庭居住，述其中一↑很大的特息是在錯了婚

之后新娘不耳上到新郎的家中居住。在行完婚札的各科程序之后，里洒等地的傍酒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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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到娘家居住，而棒雅在華行完結婚仗式后且然對天在男家居住，但也不勻新郎同宿，

而是由自己的女伴的陪鬧而宿，第三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在隨后的日子里，新娘要在

我忙、家中有事、近年泣哲等吋日才m男家去接迂呆住，每故只住二三日。述↑述種有

t乏有短，有的長遠一三年，有的二三小月，一直到新娘有了身孕才被接回男家長期居住。

述神不落夫家的婚姻刁俗在紅河上游的花腰僚中迂去普遍存在，但是近年來也已有了較

大的交化，大多數青年人在措婚后佼佼象征性地分卉居住几天，長的住一三小月便到男

方家長期居住了。有的青年人已完全放弄了遠神婚姻刁俗，如在腰街的一些僚卡人中，

不落夫家的刁俗目前已銓很少見，青年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家庭需要.元

洽是居住在男方家運是女方家都是可以的。

新的家庭有了孩子并且孩子長大之后，就有可能考慮勻父母分家居住。在迂去分家

的肘何一般視家庭的情況而定。如果家中需要有人照看老人或缺少旁功力，則分家的肘

間可能長一些。如果起有其它兄弟，則可能一二年后就分家，甚至更短一些。在八十年

代中期包F到戶以來，尤其是近几年，詮排主的因素財于分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均了荻

得宅基地、耕地，大多數青年人一結婚就勾父母分家居住，述祥就有可能此村子里荻得

宅基地或承包地的調整机金。

花腰棒通迂自由悲愛而組合成的家庭是平等的，男女攻方在家庭中都有良秀、杖利，

有伶統形成的男女在旁作上和社舍生活中的分工。一旦夫妻攻方不和，寓婚也是很自由

的，并且手縷很筒草，往往是政方一旦分卉居住，就算是寓婚了。垃去在高婚后年齡小

的子女由女方抗葬，年齡大的留在男方家。高婚后女方文才財F元杖提出要求，最多只能

要回自己的嫁妝。在新中固建立后隨著婚姻法的案施，高婚后的財F分配中女方也有座

有的杖利，可以通垃協商嶽得一份財戶。

在西政版納僚族的婚姻模式中，男女青年悲愛也是自由的。結婚之后是新郎上n到

新娘家居住，一般都要在女方家居住三年左右才能視情()tJA女方家分出來自立rJ戶。在

德宏偉族的婚姻模式中，道去家庭包亦婚姻的情況比較突出，男女攻方相愛之后運要得

到父母的說可才能結婚，很多青年人往往因方父母的于涉不能結婚。結婚之后把女嫁到

男方家庭中，勻男方家庭共同生活，高婚也不自由。而赴于西攻版納勾德宏之間的l惦洽

地區的傳族在婚姻模式上是兩者之間的一神道渡模式，婚姻有的是自由的，有的是父母

包5餌，在結婚之后有可能是新娘嫁到男方家庭生活，同祥也可以是新郎到新娘的家庭中

生活，几年之后再分家居住。

4，宗教信仰。虹河上游的花腰懷信仰的是方物有柔的原始宗教。逛一底是保族共

有的，人們主人均世何方物都有更魂，水有水夷、山有山夷、樹木有其夷、技作物也有其

吏。由此F生了人們財以各科英魂的祭把勻原始崇拜。神植水稻之前要祭扭，求神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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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我得好的收成，逛一春耕之前的祭把活功是每年的重大活功。收款之后也要祭把感謝

神吏。上山打猜之前祭祖，求山神保佑蜴給猜物，打到猜物后也要祭把感謝。每年村子

中最隆重的宗教活劫是祭寮神勾祭挖。

每小偉族的村賽都有神，在村子中都立有一換石失或有一換被人的主人定的石-!k1g棄

神石，有的村子也神植一棵大青欄作方寮神，遠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 u寮心"。不洽是

迂年逐是人的有病或出進門都要到寮神赴燒香祭租，祈求平安。在漠沙多的美至村，

每年祭寮神在大年初三。祭把之日全村成年男子一早就要上山打猜，不治打到什么劫物

都要用未作完個牲。同吋各家都要承猜、漓，用于祭扭。祭把吋4每個牲品供在黨神前.

然后村中長老帶領村中男人們行本L祭抱。如女們不能參加速一﹒活功。在祭紀之后，人的

集体吃喝，混笑，直到很晚才散。

每↑村子都有一棵大青樹，當地人精:1句先樹，是村子的中心，每年另一項最隆重的

祭祖活功就是祭祖大挖輯。每年春天全村人都要在樹下面遊行隆重的祭把活功，系猜宰

牛，輯:方祭主(照片2) .目的是求天神保佑風調雨順、五谷丰登。漠沙多的傳雅人每年

寂肪二月的第一↑屑牛日:是祭挖日。在此之前各家都要准各各科祭品，如竹繡的神器、

祭把用的食品等。在祭把當天的清晨，村中負責祭紀的主持者就將驅鬼用的竹神器插在

大挖持下，布置好祭括。村中每一家都出一↑人前未參加，但是如女不能參加。人們在

大挖樹下京燃香，搭起姓，美牛豪豬， ~寺靖、牛各令部位的肉供在神台上，在主持者的

帶領下行札祭紀。祈求先神保佑末年夙洞雨順，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在祭祖完之后，

參加祭把的人們便一道吃喝。述一天村中家家戶戶都承猜系璃，摟下丰盛的宴席，清逼

近的素戚朋友前未注令。

此外，花腰僚速有一些規模不大的祭把活功:祭鬼。如果有人生病人們也金說均是

魔鬼作怪，也要避行祭祖活功驅趕鬼神，一般是是一去羊，用羊失羊腳供在祭士云上。

祭祖先神:各家都在房內設有一小祖先的小神台，除了平日要供上水、飯外，年1古

或婚喪都要以酒肉祭之。

祭水神，家家戶戶堂屋里都有一↑小土台子，上面放一令陶缸，平日躍上仗用的水，

而在迂年吋要承公璃祭之 這祥述、江河吋才平安。

祭姓神:迂年日才在社台上舟、上香，供土酒、肉等祭把姓神，祈求社神保佑全家丰衣

足食。

祭太陌神，在漠沙條雅中 家家戶戶房子外都用木板搭一↑祭台，有的運要插上兩

根璃毛。在迂年吋要祭把太F日神，祈求它保佑人的風洞雨順。

祭谷神:每年收完谷子之后，都要在谷合的柱于上挂上几串谷穗，在谷堆上放上几

↑X.%蛋，由家中年紀最大的相女末祭紀谷神，因方人的試方谷神是女性。祭祖谷神是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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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谷神保結束年五谷丰登。

紅河流域大多數傍族在宗教信仰土勾其它的地區僚族的不同之赴是不信仰佛教，而

其他大多數地區的僚族信仰南伶上座部佛教，由于財佛教的信仰，使佛教文化繭人倖族

文化之中，成11僚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混在人生札伙方面.男于在一生中必

須要有几年的吋問到寺屆中出家對和筒，在社金生活中人的各科行方都受到儕教規矩的

限制.人的思想現念也受到佛教佮理的影吶。勻佛教相美的詮典、乞求、文字、歌舞、

哲日等等也都成方了僚族文化中的一小部分。虹河流域之外的傳族封佛教的信仰使逛商

小地區的傳脹之間在文化上呈現出了群明差別，遠)Á人們的現念上、社金行方、日常生

活、草木等等方面都且現出了因方宗教信仰不同而帶來的明星差別。但特別要指出的是，

在虹河流域的傳族中，尤其是在花腰健中注保留著的方物有吏的信仰在其它地區傳族中

大多數內容也同祥存在，除祭把的吋何不同外，內容基本都是一致的，如祭祖祖先、地

方神、寮神、谷神、水神、山神等。

5，可守日文化。紅河流域僚族的廿日勾其它地區僚族的哲目有明星不同。在虹河流

域以外大多數僚族中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哨，令日基本上都是)Á佛教11 日而來，如新年

就是佛盾的新年，也被其它民族鞘，11 “被水哲"，逛一↑哲日是傳族人民最隆重的背目。

其它隆重的前日也勻佛教有美系，如每年 7 月遭人佛教育期的“美川桔"，育期結束肘

的“卉n咕，等等。

註河流域的棒族人民哲日文化受到了汲族文化影哨，一年中主要的可7 日基本都勻汶

族的帶回相同，他們迂春智、端午1亨、中秋哲等等哲日，但令目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特長。

春可言，求民正月初一。新年的清晨，在通宵的鞭炮育中守夜的人們很早就要扭著水

桶拿看成燃的兩性香到村子中的水井拾挑新水，揖混堆拾到新年的第一挑水，堆在新的

一年中就最吉利。而在大年初一，男人們要負責平 H 由如女們負責的挑水、做飯、扭地

等活汁，社如女fr'J休息，做些自己喜愛的經活汁。

端午可言，每年次回丘月初五。遮天，各村的人們都要毒品靖、牛為等。述一天，男人

們上山去打猜，把女ff]一般下住去捕盔撈奸。

中秋令，表t百人月十五日。中秋布之夜，家家戶戶都要在屋頂間台上撞上一小盛浦

丰盛食物的竹蔑桌子，上面樓上千螃盔、鴨肉、精米耙耙等食物，全家人一道祭把月亮，

祭完后一起賞月 íx酒。

花街令。花街1)是對地僚族人最其有民族特色的哲日。花街可穹的吋|用各地勻各支系

有所不同。在元証墓，一年有兩坎，一坎是正月初七的熱水塘花街，一次是五月初七的

大水平花街。在新平甚，漠沙一帶的僚雅一年中述兩次，一故是在間正月十三的“小花

街"，一次是五月六日的“大花銜，，;在夏酒、水塘一帶的棒酒中，花街帝的肘間是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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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JJj初三的第一小厲牛的日子。

花街可言勻其它可言日相比更具有群余的尸逆參勻性。迂官之日，逼近的傳族群余就打

扮一新，尤其是年青的如女的更是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江集到îJl3的場所。遠里人

山人海，不仗有僚族群余，也有曳地其它民族的群余前未參句道咕。近年未漠沙、夏洒

等地大的花街參勻的人數都有三四方人。人們跳民族舞蹈、做英柔、吃牛肉湯娟、金朋

友、青年人淡情況愛，述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男女青年的相舍。男女青年在遠↑浩劫中

結交朋友，元數青年人的婚姻生活都是)Å花街哲卉始的。î1曰:連天男女青年都穿起自己

的民族盛裝，姑娘的成群結臥來到花街上，早已等候的男青年們便睜大自己的眼睛尋覓

中意的女孩。~姑娘們在樹葫下休息肘，男青年便上前勻自己看上的姑娘搭活，并贈送

小札物。如果姑娘有意，也金回贈自己做的于娟、花帶等，并勻他草狙到柯林中尋一小

安靜的地方相舍。姑娘特自己的隨身的小竹夢里的精米飯、炸嬉盈干、隨鴨蛋等拿出束

一鹿克素手喂捨小伙子吃，并互述愛慕之惰，相見恨晚之意，有的往往一次花街市就約

定了與身。送↑迂程就是逼近聞名的“吃映雪Jt反'。對地老人說，在現年五十步以上的

人中，百分之五十的夫妻都是通道花街哲說根或表述愛意，定下與身的，因方文化大革

命期間花衛哲被禁止，所以很多中年人都沒有這祥的銓肪。

花腰僚勻其它地區保族在哲日文化土的明星不同，反映了不同地區接受不同文化影

吶的程度。紅河流域的僚族受到沒族文化的影吶，而其它地區的傳族則受到佛教文化的

影吶。兩者之間所不同的是紅河流域的傳族明星反映出受到沒文化影咱的要蒙就是哲日，

在其他方面接受汶文化的要素并不多，而在信仰佛教的僚族人民中，文化中融人的佛教

文化非常「泛。

以上是紅河上游的花腰僚勻其它地區的傳族在文化上的差別。但是由于花腰僚也是

由多小支系坦成的，因此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差別，在眉史上甚至各支系之何不通婚，

至今里然有少數通婚者，但仍然不普遍。下面址我們通道几1'-側面來看遠神文系之間的

區別。

首先拍以女服裝先例。服飾是花腰棒文化中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居住在新平漠

沙的棒雅人(照片 3、 4、 5) 如女的主備是首先用一象寬釣兩寸的青布失帕格*友屋是

包住，再用一奈兩失有主E縷的青花布奈特一換紅象花布包扎在上面，扎成一令高聳的失

型。上身著元袖右襟內掛，前胸佈有成排的餵泡，衣領由一過是寬約兩寸嚷浦餵泡的布奈

沿脖子往后反搭而成。外衣方元領元襟的青色短衫，可以梅內掛的線佈露出。下面穿筒

裙，裙捏有五色花迎，遠里的傳族知女一次要~寄教奈裙子疊穿，一奈比一奈高，特里面

一鋒的花摟露出末。腰伺系上一奈花腰帶。身后用一抉樓瀰餵怖、讓瀰缸縷的布埃壘成

三角形間在腰上，用青色布包在腿上作方綁腿。外出吋主戴一頂竹帽，竹帽的特成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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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向上。

居住在夏洒多的傳酒如女(照片6) 中，未婚的少女失戴一頓懷浦餵泡的小國帽，已

婚如女特去友生吉T脂后，戴上一串串餵泡。上衣是用鋼鍛做成的，內衣方右襟克領元袖

短掛，左前方懷浦餵泡。外衣方元袖元領衣，用虹、祿、紫色調鍛制成。下看黑色筒裙，

楊端有各科囡案。腰|同系有一奈五色花布帶。用白布在小腿上打成綁腿。失上戴的竹帽

外沿向下。

除服佈逛一典型的特征外，各支系之間的文化也逐有一些不同赴。如在婚姻勻俗上，

在傳酒中，提素要由男方的母素素自去.而其它的支系則可以清自己的父母或族中有威

信的長者去口在漠抄的傳雅中，結婚迂程中新娘被接出家n吋是由自己的兄長此內房背

出來的，迎素的臥伍在途中要吃一次飯才能到新郎家。即使兩家人高得很近，也要錢道

到其它地方象征性地吃飯后才能前行道新郎家的川。到新郎家后，婆婆要抱牛草帶新娘

去喂牛，并給新娘戴上M.娘家帶來的新麓笠。其它支系的僚族人就設有送些耳{谷。

在新娘新郎人洞房之后，要有一令吃飯的攸式。新郎家人特一十裝有精米飯的瓶子

抬遊洞房，上面橫放著一把鋼刀， 1上新郎新娘狀兩迫拿飯吃，表示夫妻以此要在一起生

活了。但橫放在輒于土的銅刀也表示攻方如有背殼，手就金被砍斷。在僚酒中，人洞房

后也有吃飯的伙式 由主持者手持兩↑包有蛋黃的飯固，表示金蝕，址新郎新娘吃下，

意昧著夫妻幸福，但不放輛刀。

3 社金交迂中的花腰僚文化

今天的中固社金、經濟、文化都在丸速友展 ， h人而促使各民族的文化也避人較快的

生迂之中。社金b人封閉走向汗放，待統的控濟結拘在不斷地調整，外未文化封各民族伶

統文化戶生著神神深湛的影自由。封于居住在中固境內的各少數民族東說，今天的社金交

化是肪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在遠↑迂程中，兩于民族前史文化侍統、居住那墳、勻外

界的接融、人口數量的不同，民族文化在遠↑述種所受到了影吶也是不同的。

在花腰僚居住的虹河上游地區，社合奸、境的交化也是巨大的。神神影日向花腰條文化

的外部因素也在不斷地增多。以~代x1人的現念影吶最大的侍播~的安展方例，在新

平甚及元江品僚族居住區屯視的覆蓋率已迷到 98%以上， 90%以上的家庭調有屯視机，

人平均日看屯視1.7小肘，進捧1且看的前目排序前三位分別是也視閩、新聞、寺題片，送

些î1目都能使當地人看到外部的生活方式、新聞事件等，直接財人們的現念F生影吶。

再以掌校教育均例，自 1952年秋在漠沙舟、起第一所傳族小掌一一省立漠沙小掌以末，至

今在新平傳族地區已有4所中掌. 4所多中心小掌、 20余所村中心完小、 50余所村普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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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僚族小宇生的人掌率古庄人掌几童的 100%。教育的友展潛提高僚族的文化、掌刁

座用科芋技朮、接受外部文化及財外社舍、詮濟文化交往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才僚

族的友展影日向十分深述。

在遠小迂程中，傢族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在友生的斐化，汰生只述其中的斐迂的規律財

于民族文化保妒友展有重要的份值。在古代傳族文化的交迂中，以保持本民族文化方基

拙，吸收其它民族文化加以融合友展是一↑主要的特征8)，花腰傳文化的盪代斐迂度展

也基本上是遠祥一神模式。

1.今天位河流域棒族的文化交化的特底是在保留待統的基咄上的交化。今天來到

新平、元江等主要的花腰倖居住匠，仍然可以感賞到濃郁的民族侍筑。遠里注我們造捍

一些典型的文化要素未視察:

侍統服怖。不洽是在家里運是在哲假日的街道上，到姓的可以看到花腰棒如女失戴

侍統的竹獲“高執帽，'，腰!可帶著花竹宴，身穿綴爾親怖、五彩斑爛的伶統服裝。~然，

由于侍統服裝不方便旁作、制作笈奈等等原因，今天青年人普遍遍捍了穿商店里芙末的

衣服作方日常服裝，大多數青年人往往只在哲假日、札仗、使典期間才使用民族服裝，

但是老年蚵女則仍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穿著民族服裝。

居住。今天的花腰僚仍然保留著“土掌房"的持統民居，且然有不少富裕的家庭已

銓在重新建蓋新房子，但是造型勻格局仍然完整地保留著伶銳的風格。可以看出，持統

的建筑風格勻居住文化已銓凝固下末。今天由于控訴的愛展及求民收人的提高，越來越

多的傳族寂戶卉始建新居，在保留待統的建筑風格及居住格局的同吋，人們進摔了水泥、

控制時、裝怖用聳聽等新型建筑材料，使待銳的建筑得到了友展。

染窗、投身的刁俗。今天的花腰僚大多數中年以上人，尤其是拍女仍然保留染窗

(照片 7)、投身的刁俗。也有很多青年人也染窗、投身，反映出遠一有別于其它民族的

重要刁俗仍然作方當地僚族的伶統在代代侍承看。勻染齒刁俗有密切美系的嚼棋榔的耳

俗也仍然保存著，仍然是對地人的一科嗜好，遠神嗜好在今天的青年人中也普遍存在。

對外末的客人瞪上僚家的樓房吋，熱情好客的僚家人就全拿出棋榔果等東招待客人。

i吾言。今天已有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瑋迢莉，甚至到近外地工作，能啡汲清，但

是民族i吾吉仍然是花腰僚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活盲。

常日。侍銳的lJ日仍然保留著，春1)、端午1亨、中秋市旦然源于汶族，但已經本土

化，成方了對地花腰僚的待統哲日。述其中最典型的是其有花腰傢特色的“趕花街"。在

迂去花街市主要是男女青年1f1淡情況愛的集金，主要的內容是男女青年的交往活功，男

女約金、跳民族舞、財歌等。在瓦十年代，由于被主人均是男女之何的庸俗活功而被迫中

止。規模較大的漠沙嗔趕花街于1991年2月 27 日恢愛，其它地區的花街帝也于此前后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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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功，目前已成方一年中對地花腰棒最隆重的哲日。恢室后的花街哲除了保留了持統

的內容，如男女青年的釣金、跳民族舞蹈、財歌等外，由于當地政府有意J將它亦成代表

本地特色的前日，并以此來促遊旅游、詮質的支展，因此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內容。 2001

年2月 4日作者在新平甚漠沙續參勻花街哲現察到的情況是:今天的花衝哲己不是一↑群

食自友的廿日，對地政府財哲日活功遊行了精心組旗。在哲日虫天，前來參加令日的逼

近群俞述四方余人，首先在搭建起來的舞台上舉行了哲日大舍，并由几小僚族、舞族村

子中的男女青年、當地中小學生等遊行了侍統歌舞表演。約兩↑小吋的表演結束后，人

們便在場子上圍成一圈跳僚族舞。村子中，村民們搭起了一令棚子，架起了大湯鍋，出

售曳地出名的牛肉湯偶及神神食品，十分受玫迎，人的玩累了就相約束品嘗神神對地的

食品。一些外地的民間表演臥伍也不失吋机地前未表演，同吋也吸引了很多商人前未做

生意，出售各神日用品等。由于對地政府有意特花街哲作方促避三百地旅游~的項目來加

以ft.展，因此今天的花街令已狀迂去以青年人均主的前庚友展成了今天既有男女青年集

合娛系等待統內容，間H才又有商貿、旅游等現代內容的市目。

宗教。在今天的花腰僚中，待統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浩劫仍然保留著，但主要是財自

然的祭把活劫。速反映在每年仍然要避行兩次大的祭兌活功，第一次在我既 2 月厲牛和

厲虎的日子，第二次在厲司的日子。其次注有祭祖江神，每年春播神前的春耕祭祖等祭

把活功，送些活功的內容勻迂去相比基本沒有多少改斐。送些原始宗教中的祭把活功反

映了人勾自然之間的美系，是人們渴了藐得丰收、平安的良好愿望的反映。然而遠些活

功在文革中都曾銓被禁止，直到八十年代中才又得以恢裳，因此在現念上也有較大改交。

鬼神現念、尤其是人的生老病死相美的鬼神現念已銓漸漸淡化，大多數年桂人已徑不再

相信它，生老病死相信科芋，有病一般都到匡院治斤。向肘祭把活功的主持者大多是中

老年人，很多青年人并不財此有共趣。由于遠神祭把活功的精神內容的斐化，今天述神

伶銳的宗教祭把已銓民俗化.斐11一神民俗活功，每年的活功期何人們都金參勻，但同

吋原有的宗教精神內涵已銓淡化。革者在2001年2月參加里洒多僚洒的春耕札活功(照

片 8) 肘，現察到人們都以赴暫的熱情參加祭把活功， 在回迫插上松樹枝，并京燃香，

但女們下回避行春耕汗始的象征性旁作。但對向及人們美于持統春耕祭祖的有美鬼神的

內容肘，人ffJ一方面已不十分清楚，同吋也表示并不相信有神支存在，佼佼是把它看作

民族的一科侍統，并且表述自己的愿望，析求五谷丰登。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証河上游的送些寫自然的祭祖浩劫在整↑僚族地區屑于保存較

完整的。在其他傳族地區，尤其是信仰佛教的傳族地區，待銳的原始宗教且然也起存在

看，但是此內容到形式上都有已不能和花腰僚相比較了，較大的活劫如祭)È等都已鐘不

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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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造擇的是花腰僚文化中的一些典型要素，事宴上在花腰僚的社舍生活中持統

文化的要素保留要更多。今天的花腰悔人民仍然沐浴程自己祖先祖祖莘莘創造出、抗育

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待統文化之中。而能移被人們所代代保留著的文化，大多數都是人的

所汰同的精倍。

2. 詮濟生活友生了較大的斐化。花腰僚居住在亞熱帶河谷，自古以末以科植水稻

均主要的謀生方式，其它寂F品都是滿足自己需要的副血，事宴上稻作文化是花腰傢社

金文化的重要基咄。人們財自然的主人棋，包括利用土地資源、水質源、求作物生長的有

美知棋，以及祈求神吏保佑謀得五谷丰登的各神寂~祭中巳活劫、人們每天的生戶旁作等

等都勻水稻神植逛一最重要的生存基咄直接相美，遠神單一的徑1弄錯拘一直保持到80年

代中期。

花腰僚Í{~文化的虫代交化有兩小大的所段。第一小昕段是侍統水稻神植~的改良

勻友展。首先是神植水稻的梯田的建設，由于花腰棒居住區是紅河河谷地帶，并沒有大

面棋的平坦地帶，因此改造河谷建設水回就成了逸地表}fr_友展的一小美髓。在明清肘代，

隨著汶族人口的不斷迂入，僚族地區卉始了梯地的建設勻改造。在1932年后，新平、元

江等基僚族地區再吹遊行了相財較大的梯田建設熱潮(<<新平基志.民固)))。自 1951年

到 1970年間的二十年伺 花腰僚地區詮店了 50年代初及60年代“衣}fr_掌大賽"兩令改

造建設梯田的高潮，元江、新平等岳花腰偉地區的河谷、坡地、丘陵地帶基本都被改造

成了神植水稻的梯田。同吋逐修建了相美的灌溉系統，特衷牢山上的河流水引到了梯田

中。今天古人們來到花腰僚居住區肘，元不方村子四周屋后臺臺此山頂到江迎大片的梯

固的牡現所折服，花腰僚人民~寄自己居住的河谷地帶改造成了梯田屋蠱的人造景諷，并

且由于有衷牢山丰富的水資源的供捨，今天仍然保持著良好的生志系統，令人吸均現止。

梯田生志系統的建投是花腰偉人民在宣代依鋸當地自然那境特肩、遊行的一項重要創造，

它使對地的水稻生戶狀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同吋也成方花腰傢居住互不境的一+重

要特征。

{寺統科植ill'.友展的第二↑內容是推「了政季稻及忱良品神的神植。自 1952年起在花

腰棒地區卉始推「攻季稻科植，同肘引造了“淇端410"、“訕忱"等朵交水稻推「神植，

同吋推尸使用了化肥、表藹等，使水稽的f=量得到了較大的提高。水稻的窗戶量，/)\1952

年的200斤提高到了 1982年包F到戶前的平均900斤，目前也基本穩定在這-rr-出量。在

述一昕段表虫的改良提高了糗食的許壘，瀰足了人們的糗食需求，尤其是人口的增長九

第二↑大的交化是在80年代以后，隨著表村生F責任制的案施，社舍的卉放，花腰

傢族地區的rr-~錯拘友生了巨大的交化。逛一斐化主要反映在多神經蕾的支展以及F晶

由以漏足自己消費方主特向市場需求方主兩↑方面。由于花腰僚居住區是ilI熱帶的河谷

464 



那 紅河土游花腰僚的文化勻對代斐迂

地區，造合神植各神里熱帶次作物勻盔、清作物。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近年未述一地區

在保持水稻神植不減戶的情況下，親被友展神植熱帶水果和蔬菜，如水果甘東、萬枝、

香蕉、芒果等科植。在一些地區政府運幫助少數民族引造神植番蓊枝、台灣青蔥、早熟

忱廣葡萄等等忱廣水果。句此同日才祺披友展蔬菜神植，利用三旦地究候炎熱的忱勢親被友

展冬蔬菜的科植，大面軍只科植豆美、瓜業及蔬菜，如辣椒、茄于、黃瓜甜菜等等在冬季

早熟的忱庚蔬菜。尤其是在冬季述里的蔬菜供不座求，返銷省內外。以新平甚方例，

2000年我F品財外銷售額迷到 1776方元(新平善政府統汁披告. 2001) 。

隨著f=~結拘的洞整，以水果、蔬菜的神植均主要內容的新t=~的友展，給人民的

生活帶來了較大的改斐。一方面，人的的收入有很大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以腰街慎

的南喊村方例. 1998年全村271人，眾~且收入56方元，人均收入2157元，人均純收入

1627元。述一收人水平己詮等T西攻版納僚族地區中上收入水平的村于。另一小方面，

銓濟F~措拘的憫整也改斐了人們的思想、現念，增強了人們的商品銓濟意棋。不少村民

近年末都直接把衣戶品推銷到基外、省外，同吋也促使章地的次民掌刁新的生F知椒，

掌揖神植水果以及蔬菜的技能，遠一切都是在持統知訊結拘、生f=技能、相美的生活方

式勻生F方式之上新的友展。

F~結拘的淵整己使花腰棒地區的F~市場化，勻市場的美系十分鐘密，生戶的F

晶必須是市場所接受的許品，連科f=~勻花腰僚持統的自捨自足的t=~有安廣性的區別。

忌体而吉 • f=~錯拘的洞整增加了家民的收入，也促使當地在民的思想現念、費功技能

友生斐化，但同吋也帶來了明星的問題。遠主要是市場風隘的問題，今天外部市場干斐

方化，求F品且体上而吉赴于供大于求的收志，如對地有名的水果甘肅. 2001年一公斤

當地收胸仰格仗0.3元人民市，而在1998年一公斤曾迷到0.8元人民市。科植甘黨的成本

以仲、化肥等汁算每公斤已遠到 0.2元.遠祥述一↑甘黨的科植季常求民的收入就很有

限。其它如蔬菜的科植中也存在看同祥的肉題，肘常出現由于市場波功而滯銷的情況，

造成才損。在市場上有竟爭力的戶品必須是一些新F品，如 1998以未引神的台灣青惠，

就十分受市場攻迎。 市場中的起伏封于對地寂民來說特合成7的一令長期要面滑的現裳，

牧民霍達↑垃程中注缺少7f;友神植新品朴的技能及自主ft大市場的能力。

3，社金卉放大師境中的花腰棒文化。今天的中國社金那境的卉放程度是前所未有

的， i主就帶來了民族文化走向外部以及外部文化更多更快地避人民族文化中的机舍，加

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化。花腰棒文化也同祥赴于述一現玄之中。下面是几↑典型的方面:

第一，花腰僚文化受到外部越未越多的美注。由于花腰傳文化的強特性，近年未花

腰僚文化引起了外部的越未越大的共趣，知名度在不斷地提高。近年來花腰偉把女的困

片大量地出現在神抖扳刊上，岡肘也有大量財花腰傳)XI.情介紹的文章勾影視作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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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腰偉民族歌舞表演曾在全固性演出中荻得迂一等槳，多吹荻得省內獎項。 2001年由主在

者作方主要籌亦人的“新平花腰棒文化研究固隊金坎"在新平基吾卉. 8小國家的 120余

名學者及80余名新聞 i己者參加了新平肪史上封外交流規模最大的速改盛金，花腰僚文化

避一步引起了包括80余位外圍掌者在內的寺家及新聞記者的高度美注。隨著舍前全后的

實倩影吶，在圍內外一定范固內造成了花腰棒文化熱，很多固內外字者都主人均花腰僚特

成方固跡傳學研究的一小新熱京(那塔克教授，新平花腰僚文化研究固隊金杖，也結t司、

2001)。首先，此外部來說，遠科知名度的f大特使花腰僚地區受到更多的外來文化影

哨. ~每金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去到花腰僚地區避行旅游、研究、文化体瞌、做生意等。其

吹財于花腰侮文化的影咱也同祥巨大，它又才花腰偉人民的心理也戶生了影吶，持統的文

化在述其中有了更多的軍兵的机金。同肘由于花腰僚文化受到外郁的輯:道，強化了花腰

僚人民封自已文化的自信心。較前几年而言，今天伶銳的文化活功，包括女青年穿著民

族服裝的机金也已明星增多。花腰傳文化也持有更多走出去的机舍，新平具的花腰僚歌

舞在2001年就庄邀到澳大利里避行表演。

第二，旅游~在花腰僚地區友展較快。目前較方封閉的新平甚也因方高速公路的修

建而受得易于到述 ， h人昆明只需要二小小吋就可以到迷新平息域，較近去縮短了四五↑

小吋。元江甚迂去就因方昆洛合路的貫穿而易于到述，遠祥使花腰僚地區成方距高昆明

最近的熱帶夙景區。云南省旅游部叮已特漠抄的大沐浴村規划方民族生志旅游村，并投

入賢金加以建設，其它如夏洒等地的一些村子也規划均具級旅游卉貴品。由于近年來花

腰怯知名度的ft大，旅游~友展很快，新平暴上半年就吸引了近二方名旅游者，尤其是

在春哲、五一等重要的前日，新平、元江都是旅游者云集，在新平的漠沙等旅游地當地

的旅游設施已逼迫不能造座旅游較快友展的需要。

旅游血的較快友展封于對地的文化影咱也特是深湛的，民族文化往往格成方旅游商

品而狀持統的角色巾特換出末，述一方面是使侍統的文化有了新的友展机舍，如伶統的

紡車只、制陶、食物制作、歌舞等都在旅游~的友展中有了新友展机遇，很多出外打工的

青年人近一二年來也因此而回多多勻旅游卉炭。一些民族餐信也卉?去了， f寺統的迎宴刁

俗也成方了旅游項目。而在另一小方面，旅游血的友展也在沖古著持統文化，使侍統文

化商品化，人們的份值班也將受到影哨，這將是一令不可回避的事裳。 2001年生產者在夏

洒吋曾過到遠祥一件事:三且這者均一令身著侍統服裝的小女孩照了一張照片后，她的母

素耳上走上前未要求付給一元錢，遠萌宴址我很意外。

第三，人口流功加速。隨著花腰僚地區的封外卉放的加快，人口流功也在加速。首

先是外地人避人花腰傍地區旅游、控商，在此不佯述。有意文的是近年未花腰像中也有

很多人流功外出。今天的青年人普遍受迫教育，成均有知狀有文化的一代，能併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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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i文字，如上面提到的南喊村就有5名高中學~生. 21名初中學ill'.生，逛一水平勻西J，J..

版捕、德宏等僚族居住區已詮基本相同。他們具各外出的象件，勻此同吋在包戶到戶后

表村也出現了旁功力的多余，遠就促使很多青年人外出打工，做生意。今天的青年人都

希望出外打工，尤其是以女青年外出最多，因方女青年有更多的工作机舍，如到餐倍、

寞倌、旅游區做服多于民、或遊行歌舞表演等。在漠沙的大沐浴村，大多數女青年近年末

都外出到昆明及周Jtl城慎打垃工。花腰僚巾也出現了一批鎧商者. ~每本地的商品販到外

地，在外地長期居住做生意。目前人口流功的數量元法避行統汁，但又才花腰僚社金帶末

了渚多影日向:一是使對地多余的努功力得到了疏散，使一部分青年人有了就坐的机舍。

二是賺了一些錢，使家中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如一些做生意者賺錢建起了新房，一些

做小工的也丟了家用屯器回家。三是促使人們的現念友生斐化尤其是青年人在外面受

到的影吶最大，很多青年人已不愿意下地對求民，而一心只想著外出。在婚姻現念方面，

已很少受恃撓的約束，迂去女孩十八九步不錯婚就金受到人們的汶拾，而今天結婚的年

齡上升到了二十步以上，有的女孩二十四丘步也逆不愿結婚，并且不希望勻虫地人結婚。

這者在大沐浴村洞查吋曾向迂十名女青年，她的愿意勾本地人結婚述是嫁到外地，八↑

回答愿意嫁到外地，而全部人都表示勻何神民族結婚都可以，只要攻方愿意。在一些村

子，甚至運有一些青年人不結婚就同居，述已不是令別例子。在結婚后，今天的僚族汁

划生育工作容易卉展是逼近聞名的，大多數家庭都服瓜政府的汁划生育政策，生育1至2

↑孩子，超生的現象很少。述一些受化勾近年末的人口流功都有宜接美系。

汪

1) 本現研究的最初寞地問腎研究卉蛤于1988年3月 3 日到 19 日。隨后的研究分別是 1997年9月 .2000

年 11月、 2001年2月、 5月。

2) 參閱李架費等 (1983) 。

3) 折角悔不被你1'1花腰棒，在哲日上勾花腰棒一小很大的不間是折角棒有垃放水帝的刁俗，但句

區政版納等地信仰佛教的傳族不同的是折魚悔不信仰佛教。

4) 花腰僚在江河流域以外的其它地區也有。如西班版納的小動弄就有花腰倖村于。攝f害'1且迫里的

花腰僚是一百余年前)Á新平旱的漠沙迂去的。

5) 根括兩基第四故人u普查資料整理。

6) 在紅河上游地區，倖族勻當地更方古老的士著民族舞展就有很多文化上就有相同之娃，立日偉族

勻鼻族的祭挖不E吋伺上及內涵上基本是相同的。接族普遍居住的“土掌房"勻鼻族一致，“土掌

房"是靠脹典型的居住建筑，証河施域肉外的鼻族都基本相同，就較多數條展更早定居于江河

流域的鼻族來說，當地傳族在述一京土受鼻接文化的影咱是可能的。此外此肘清吋期對地僚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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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始掌司'lX族、哈尼族建造梯田，并形成相美的表耕文化，遠一成~地史有有記載。

7) 三十花腰偉支系的i吾言相遇，但i吾音有區別。棒雅培音調較鞋，棒卡、僚洒i吾音調較高(((新

平是民族志)))。

8) 傳族對代文化交迂的一令其例，參閱那曉云(1997)。

9) 以新平甚方例.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吋棒族人口方21.764人，而1990年第阻吹人U普查吋己

39，083人。在不斐的土地賢源中，要莽活的人口25年間增加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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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條爛的住房

照片2 僚甜可祭: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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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 倖雅如女紡鐵

照片4 盛裝一一棒雅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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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5 僚雅女童裝束

照片6 刺劈一一倖洒蚵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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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7 染齒的條滴如女

照片8 僚洒春耕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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