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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茂兰自然保护区的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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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基于对荔波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少数民族居住地的实地调查 , 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化表

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区生物的多样性 , 以及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关系 , 认为社区共管措施是保护和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 保护茂兰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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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investigationontheminorityvillagesinMaolanNationalNatureReserve, thispaperan-

alyzedtheculturediversityandbio-diversityinthisarea, aswella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Itsuggested

thatthecommunityco-managementbeaneffectivemanagementmodelfortheprotectionanddevelopmentofboth

theminoritycultureandthebio-diversityinMaolannature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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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兰自然保护区
[ 1]
位于贵州省南部荔波县境

内 , 包括理化 、 洞塘 、 翁昂 、 永康 4个乡 , 及高

望 、洞多 、 板寨 、瑶所 、 塘边 、 瑶兰 、 莫干及洞长

等自然村寨。在境内碳酸岩石构成的裸岩山地中 ,

遍生连片的喀斯特原生林 , 面积达 2000hm
2
以上 、

覆盖率达 90%以上。有汉 、布依 、 水 、 瑶 、 壮等民

族 , 少数民族人口达 7400人 、 占保护区总人口的

92.50%, 人口密度 37.6人 /km
2
。其中以布依和水

族为多 , 瑶族仅居住在瑶寨 、洞穴等地 , 壮族零星

散居于一些村寨内。人均耕地 620.31m
2
、 人均粮食

684.3kg、人均收入 840.2元 , 日常能源以薪柴为

主 , 群众经济水平较低 、 生活困难
[ 2]
。国际喀斯特

地貌对比 (IGCP299)
[ 3]
专家组确认茂兰喀斯特森

林是目前世界上极少幸存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 。

在遍及全世界的喀斯特荒漠中 , 尚有如此生机盎

然 、风光迷人的绿洲存在 , 其中的民族文化 、 生物

多样性和人 -地关系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

1　研究方法

采用现有资料收集和少数民族村寨走访相结

合 , 收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 、 采集 、 狩猎 、 婚嫁

等领域的文化特色 , 整理 、分析其和生物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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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2　分析与讨论

2.1　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在茂兰自然保护区 , 我们走访了 4个典型村

寨 , 类型包括了从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村寨 , 到目

前经济发展得最好的村寨 。其少数民族文化的衰退

程度也随经济发展程度的递增而加剧 。

1.尧古布依村寨 。尧古寨是自然保护区设立项

目点中较早的一个 , 至今算是发展得较为完善的村

寨之一 。此村已经有一部分的旅游开发 , 旅游季节

会进行一些游客的接待工作 , 尧古是我们走访的第

一站 , 有着 “中国布依灵符之地” 的美称 。四周群

山环绕 , 沟谷纵横 , 地形相对高差较大 , 海拔变幅

540 ～ 900m。尧古的居民皆为布依族 , 布依族有着

历史悠久的风俗文化 , 如特别的 “春节 ” 记法 ,

“祭神扫寨扫家” 等节日幽远而古朴 。在我们采访

中得知 , 这些节日已经很少有村民会去庆祝了 , 甚

至有些节日名称连族人自己都不知道 。

观察到的文化现象包括:布依灵符是一种吉祥

信物 , 每年周边四乡八邻的人们都会争相购买;村

寨的入口有一口水井 , 抚摸井水有平安之意;寨子

里保留着六七十米长的青石板路 , 夹在两旁典型的

布依族传统的 “杆栏式房屋” 中间。

2.拉桥水族村寨 。拉桥村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资助下实施的 “少数民族社区参与喀斯特

森林湿地资源保护” 一期项目的成员 , 从 2002年 1

月 1日至 7月 31日 , 先后开展了儿童助学 , 修建

抽水泵 、沼气池 , 养鸡 , 种植经济植物 , 妇女织布

等内容 。

水族同样拥有着绚烂的文化 , 水族人的无领长

衫 、青布长裤 、 彩色围腰以及银项圈 、银耳环 、 银

头饰等精致且别具内涵。水族的端午节和卯节 , 又

让人像是置身于他乡异国 。水族还有很多神秘的习

俗 , 如石棺葬 、 端节 、洗澡节 、 神山祭祖等 。而马

尾绣 、 水棋 、水书更是水族极富意义的物质文化。

一些传统文化已经被封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水族文化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己的文字———水

书 , 被誉为象形文字的 “活化石”。它记载了水族

古代天文 、 地理 、 宗教 、 民俗 、 伦理 、 哲学 、 美

学 、法学等文化信息。是水族人出行做事的指南 ,

更是千万代水族人智慧的结晶 。

3.板寨瑶族村寨。板寨中的瑶族人是古老的长

衫族人 , 这里目前还不是保护区的项目示范点 , 生

活相对比较原始 , 比其他的寨子生活状况差许多 。

寨子建在半山腰 , 走入瑶寨要经过一条用石头铺成

的崎岖山路 , 因为有泉水 , 石路显得很滑并不好

走。寨子里的房子大多还是用稻草和竹席建造的原

始房屋 , 有些难以遮风挡雨。

瑶族也有很多的特色文化 , 他们制造了 “石碑

律” 和 “打猎舞 ”, 但在这个生活仍比较原始的寨

子也很难看到了 。因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热爱打

猎的瑶族人也不能再去山里打猎了 。寨子里的人们

还有一部分人戴着自己民族简易的服饰。在我们的

采访中了解到 , 因为制作那些精致的民族盛装需要

的时间太长 , 人们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 , 以致现在

这方面的技艺已经退化 , 大部分人都没有掌握此项

技艺了 。

4.尧所壮族村寨。尧所是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大

的村子 , 这里居住的村民相对较多 , 居民主要包括

壮族和汉族 。这里也是自然保护区最早实行项目规

划的村庄 , 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裕 , 村子里已经看不

到原始的土房或石板房 , 都是两层楼左右的砖房 ,

家家都有电视 、 冰箱等电器。少数民族的文化现象

已经很难捕捉到了。我们到达这个村时正好是中

午 , 村民们有的聚在一起打麻将 , 有的看电视 , 休

闲娱乐的方式已经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 。

村民们除外出打工 , 还在种植甘蔗 、板栗 、果

树等经济作物。这里的村民汉化程度比较高 。村民

并没有那种为了赚钱而急切打工的心理 , 而是满足

于现状 。

2.2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茂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1285 hm
2
、 其中核心

区 5872hm
2
、平均森林覆盖率为 83%、在核心区达

92%。植被的主要类型包括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针叶阔叶混交林 、竹林 、 灌木林 、 藤刺灌丛和灌草

丛。共有维管束植物 154科 514属 1203种 , 中国特

有属 15个 、 茂兰喀斯特森林特有种 24个。有木本

植物 103科 361属 883种 、 占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73.40%, 其中乔木 85科 265属 485种 、灌木 24科

55属 221种 、 草本植物以兰科最大达 32属 85种 。

有兽类 8目 24科 41属 59种 , 其东洋界类占绝对优

势 、达 81.36%, 其次是古北界类 , 有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 2种 、二级保护动物 9种 。有鸟类 15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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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137种 , 其中留鸟 87种 、 夏候鸟 30种 、冬候鸟

8种 、 旅鸟 12种 , 在该区繁殖的鸟类达 114种 、 占

总数的 83.20%, 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6种 。有爬

行类动物 3目 10科 27属 43种 , 两栖类动物 2目 6

科 17属 32种 , 有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2种 。有鱼

类 4目 12科 43种 , 其中 5种列为国家保护种类 。

2.3　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关系

茂兰自然保护区森林实测样地活立木蓄积变幅

12.5 ～ 175.0m
3
/hm

2
、 平均蓄积 74.22m

3
/hm

2
, 森

林在生境防护和研究方面的价值较大。森林样地的

径级分布中 , DBH<10cm的株数占 80.00%、 >

21cm的株数占 3.10%。山脊部位的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38年生时的胸径仅 5.2cm、 平均生长量

仅 0.1368cm/a;165年生广东松 (Pinuskwangtun-

gensis)的胸径为 32cm、 平均生长量仅 0.1939cm/

a;175年生短叶黄杉 (Pseudotsugabrevifolia)的胸

径 35cm、平均生长量仅 0.2000cm/a。林木生长速

度较为缓慢 。在喀斯特森林内部 , 土壤剖面呈 A-

D或 A-AB-D型 , 以初始期石灰土占绝对优势 ,

土层厚度一般为 20 ～ 30cm, 表层为黑色 , 腐殖质

量达 15%;发育期石灰土为 30 ～ 50cm, 表层为黑

棕色 , 腐殖质仍达 2.5%。与一般的林木生长土壤

相比 , 喀斯特林木生长的环境极其严酷。

在相对恶劣的喀斯特生态环境中繁育着较为原

始的森林 , 世代居住其内的少数民族在外界经济繁

荣 、生活富裕的诱因中甘愿清贫 , 守住一方森林 ,

维系着喀斯特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 其中有着深厚的

民族文化底蕴。如瑶族远在殷周之前就生活在茂兰

自然保护区 , 有敬雷神 、 寨神 、山神 , 拜树神 、 土

地神的传统 。其中树神由瑶族起祖头人确定 , 树神

之下常搭建小瓦房 、 以便人们敬神时烧香化纸 , 相

传树神可戏弄鬼神 、 避邪驱恶 , 过年过节时拜祀 ,

可求族人平安顺利。妇女生育需木材搭桥 , 妇女儿

童远行要插草标以防邪鬼恶魔染身 。布依族中有竹

崇拜的 “六月六 ”、 “打保符 ” 等节日 。瑶族人喜

好狩猎有悠久的历史 , 主要在春播和秋收后 。携带

猎枪主要为防身之用 、 偶尔也打些小动物回家下

酒 。瑶族婚嫁崇尚简朴 、 不与异族通婚。丧葬以洞

葬为主 , 洞葬和土葬相结合 , 其葬地必是保存完好

的原始森林 。采集是瑶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

一 , 包含了衣 、 食 、 住 、 行等各方面 , 其中对某些

经济价值较高植物的粗放可持续经营已有数百年历

史。布依族除水稻 、 玉米和少量黄豆外 , 大量的食

用植物采自森林和山野 , 在茂兰有传统食用植物

153种 , 其中野菜类 87种 、 水果类 66种 , 采集量

最大的是蕨类 、 竹笋 、菌类 、 摩芋和山药等 。

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与茂兰自然保护区的自然

地理条件密切相关 , 也与生产力水平 、社会经济状

况相联系。其简约纯朴的民风隐含着朴素的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 瑶人所强调的森林犹如母亲的

乳汁 、 是瑶人得以生存的唯一依托的观念是他们竭

力保护森林 、有节制地利用森林和其它动物资源的

缘故 , 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森林资源的积极效果;

敬山神 、树神和狩猎中对某些动物的保护 , 客观上

起到了保护茂兰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较少的开垦和

积极的野外采集策略补充食物及生活必需品 , 减轻

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和水土流失 , 维系了茂兰的生

物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茂兰生物多样

性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茂兰

少数民族文化维护和发展的基础。

2.4　社区共管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文化 、 保育茂兰

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

目前我国的部分自然保护区实行了社区与自然

保护区共管的模式 , 在这种模式下 , 组织保护区的

原住居民自觉提高对于自己所生存环境的重要性认

识 , 自觉 、 自主地采取行动来保护周边的环境 。共

管模式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居民参与到保护区的管理

中 , 让居民发掘其主人翁精神。而自然保护区同时

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 , 为居民寻求更多的改善生计

之路 , 让居民在保护自己家园的同时 , 自身的生活

需求也逐渐得到满足 , 形成居民与保护区和谐共

处。

在实际操作上 , 鼓励当地居民合理利用资源发

展经济 , 或是将保护区内一些岗位提供给当地居

民 , 如聘当地居民为护林员等 。不过 , 仅是靠这两

个方面所能改善的范围和程度太小 。而面对不断丧

失的少数民族文化 , 似乎还需要寻找更多更宽更新

颖的路子 , 使整个自然保护区的精神与物质同发

展 , 文化与生态环境共保护。对于怎样建立自然保

护区与社区共管 ,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在

我们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 , 建立起村民们的自我参与意识。重振少

数民族文化 , 有外力的推动是必要的 , 但这之前 ,

最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居民的意识问题 。先要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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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居民的自我参与意识调动起来 , 不要再持

“事不关己 , 高高挂起 ” 的观望态度。要认识到自

己所生活的社区应该由自己来负责 , 自己的问题应

该由自己主动去发现并想办法解决 , 在 “上面” 下

放了什么政策规定时 , 有主动配合协作的意识 。

当然 , 从政府部门的方面也需要做出努力。原

始的仅靠威严来限制一些居民的破坏保护区植被的

行为 、 或是强制性地要求少数民族居民们穿着自己

民族服装接待游客等行为 , 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保护

区的环境好 , 为了保留少数民族的文化服饰 , 实质

是治标不治本。深入群众 , 与群众搞好关系 , 建立

居民们对社区 、 对自然保护区的归属感 , 促使居民

们主动关心周边的环境。逐渐将参与决策权力的下

放 , 进行村寨调查 、 制定政策都是召集当地居民 ,

以开会的形式或者入户交流后才做出决定 , 真正做

到社区的发展项目由居民集体讨论共同决定。

第二 , 增强少数民族居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

识 , 自觉去发掘和保护。我们在与少数民族居民交

谈时问及他们为了 “随大流” 而舍弃自己文化的原

因时 , 一部分就是因为怕外边人笑话或是指指点

点 , 而他们到外地打工 , 本族语言的口音常遭人笑

话 , 且有时还因为贫穷和纯朴常被其他人欺负。这

使得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受挫 , 久而久之开始有些刻

意地掩饰自己身上的本族特征了 。要保存和发展他

们自己曾经创造出来的文化 , 没有这个主体本身是

不可能实现的 , 需要从内部采取一定手段建立少数

民族居民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心和归属感 。

当然 , 这方面也需要从外界着手。通过加大对

少数民族相关文化的宣传 , 以及对少数民族居民生

活方式的介绍等方式 , 让外界的人了解少数民族 ,

倡导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

第三 , 政府部门根据相关政策 , 设计一些能够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并同时促进当地文化发展的措

施 。政府为社区及自然保护区提供后备保证 , 政府

可提供资金支持修建道路 、 购买机器设备 、 联系对

外经济渠道等。有关政府部门 , 作为少数民族社区

发展的宏观调控者 , 更需要从整体局势上规划少数

民族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策略 。探寻更多能够将少数

民族文化价值化的途径 , 将文化与现代的经济建设

方式相结合 。不要为了发展当地经济 , 而完完全全

地照搬汉族的生产方式 , 也不能为了留存原有文

化 , 完完全全保持原有的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所以

经济与文化两方面一定要兼顾 , 不能顾此失彼。

具体来说 , 有步骤地开发生态旅游 , 带动当地

文化工艺品的发展;或是发掘各种民族文化产业 ,

收集少数民族的制药秘方等 , 经科学研制开发 , 转

变成可成批量销售的商品等形式。

第四 , 要联结多方资源 , 向社会各界有能力帮

助解决文化多样性保留的专家 、 学者等人士争取各

方面的建议和支持。茂兰的美丽风景和多彩人文是

具有巨大魅力的 , 应该要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

性的难题作为课题提出来 , 加以一定的宣传 , 邀请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学者 、 专家或其他有志人士来此

出谋划策。从不同角度入手 、 收集各方意见 , 尽量

综合全面地总结出一条使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

共存 、 和谐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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