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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经济发展面

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

来越迫切。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

人类的行为方式应该符合自然规律，在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发展、

重大项目建设中都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一、生态文明面临的危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

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哈尼族

作为山地农耕民族，千百年来世代依山势凭借短柄锄头和砍刀奋力

开垦梯田，其生产劳动属“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人类开始对自

然进行探索、初步开发的阶段，历时几千年，对自然造成了一些伤

害，但多数情况下，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毁灭性伤害，大自

然可以自行修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

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

行报复”。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丰富的物质产品，

但是，人类在创造和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饱尝了高增长带来的

苦果：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劣、气候变化、灾

害频发等等。针对这些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自毁恶果，促使人们重

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类行为的准则。

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经济发展面

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

来越迫切。近几年，包括云南在内的连年干旱导致水资源锐减，许

多江河断流，湖泊枯竭，人畜饮水困难已经屡见不鲜；全国多年来

平均缺水量 536 亿立方米，有 2/3 的城市缺水，110 坐城市严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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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耕地逼近 18 亿亩红线，一些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

灰霾天气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全国水田

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 37%、沙化土地面积占 18%，90% 的草原不同

程度退化，地面沉陷面积扩大，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频频

发生，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究其种种原因，都是

人为因素所致，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另一

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生态文明的理念没有牢固

树立，生态不文明的做法还普遍存在。

对国土空间的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带

来和造成了森林破坏、湿地萎缩、河湖干涸、水土流失、地面沉

降、沙漠化、石漠化和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种灾害频发

等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的问题，只有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

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

人类的需求既包括物质需求，如对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

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

生态产品的需求。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推

进生态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

中，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肆意开发，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削弱

了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不是自

然的奴隶，人类也不是自然的上帝。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中，人

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行为方式应该符合自然规律，在生产

力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都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

二、哈尼族竜林的文化要义

哈尼族以农耕为主，因此，宗教信仰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崇拜，

村寨后面葱郁的山林就是哈尼族图腾祭祀、保寨平安、祈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的神圣之地——竜林。多年来，笔者参与过墨江境内许多

哈尼族村寨的祭竜活动，也寻访过哈尼族摩批。通过调查和研究，

对哈尼族的竜林有朴素的基本文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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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尼族竜林

哈尼族流传千百年传统的要建寨、先立神的说法，即树立“甫

玛阿波”（竜神）。为了民族的安危、村寨的平安和诸事顺利，建

寨时先要立的神就是竜神（即寨神），而寨神往往立在新建寨背后

一片葱郁的森林中，选择一棵粗壮且枝叶茂盛的树作为竜树（即寨

神树）。

墨江县碧溪乡那雷 1 哈尼族豪尼人祭竜已有 450 年左右历史。 
据健在的寨子摩批 2 讲：“凡哈尼族居住的地方，户数达到几十户

的寨子都要树立竜神，一片山林为竜林（呼玛），设一棵竜树（呼

玛阿自）。”竜树是一种吉祥的现象，竜和水是分不开的，人们的

生活、生产也时刻离不开水，因此竜就是通过对竜神的祭拜，来保

护竜林（其实是水源林），让水源不枯，有潺潺长流水能灌溉梯

田。由此，那雷哈尼人的祭竜是很隆重的，对竜神的敬仰到了顶礼

膜拜的程度。

自建立起竜神，那雷哈尼人把寨子周围的山林都保护起来，规

定谁也不许在竜林乱砍乱伐。泉水潺潺不绝，就连缤纷小草也流出

甘美泉水来，层层梯田汪洋荡漾，构成和谐共存的自然生态圈。

哈尼族地方竜神的建立，竜林的保护，都大同小异，那雷的竜

神建立较为传统和典型。那雷哈尼人有 450 多年的祭竜历史，在周

围村寨里，以那雷竜神为长，分接出去的小竜有南科、小竹溪、章

差、者替等。避寨子举行祭竜活动，往往都在那雷寨子之后，以表

尊长之礼。 

（二）哈尼族竜林祭祀

哈尼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传统观念认为天地间存在着

强有力的天神（木玛阿匹）、地神（米擦阿玛）和竜神（甫玛阿

布）等神灵。在哈尼族社会里，认为竜神（甫玛阿布）是保人畜平

安、粮食丰收的最大保护神，所以在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中 , 以祭

竜最为庄严而隆重。

1 那雷：村寨名，地处中国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碧溪村碧溪古镇
旁，距离墨江县城 9公里，为哈尼族豪尼人聚集的村寨。

2 摩批：哈尼语，哈尼族民间通晓传统文化和主持祭祀礼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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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的祭竜活动都在各自村寨的竜林里进行，一般为期三至

五日，具体时间各不相同，有的在农历二、三月间，有的在农历十

月间，但不论定在哪个月，祭竜日子都必须在属龙或属牛、马、

猪、狗日进行。

由于哈尼族的祭竜是庄严隆重的祭祀活动，由此产生了与此相

关的许多事项。

竜神树：一般是选择生命力旺盛，生长茂盛的株栗树、万年青

树、灯塔树或柏枝树等。往往哈尼人在安村立寨的同时，在寨子上

方（背后山）选好“神树林”，并且在林中选定一棵最粗壮的长青

树做“神树”，“神树”前用石板搭祭台，周围砌土坯墙卫护。哈

尼人最崇敬“神树”，认为“神树”是哈尼人的保护神。“神树

林”是保护神居住的地方，自然就是最神圣、最圣洁的地方。平时

严防牲畜进入“神树林”，严禁伤害林中的树木。“神树”或“神

树林”，哈尼话叫“夫玛”，祭祀“神树”叫“夫玛突”。“夫”

义“村寨”，“玛”义女性、雌性、母亲、大，“夫玛”义为“村

寨的母亲”。“夫玛突”义为“祭祀村寨的女神、寨神”。一般，

哈尼族忌讳村人任意进入竜林 , 更是严禁砍伐竜林，即便是自然掉

下的枯枝败叶，也不能随意拣回家里去烧。至今，仍有很多哈尼村

寨的竜林一片葱郁，林中枯枝败叶任其化作腐质土，滋养竜林中的

草木生长。

竜头：哈尼族的祭竜活动由竜头主持（不一定是寨中摩批）。

哈尼族白宏人称竜头为“执莫朱巴”，哈尼族豪尼人称竜头为“夫

疋”，一般任期一届为三年。

竜头是根据寨子里姓氏最多的人家，按照寨子户数多少，挑选

出三家或五家至七家（单户而已）的鸡卦来看卦确定竜头候选人。

能否当任竜头，需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夫妻正常配偶，不讨小纳

妾，并且双双健在。不吹赌嫖娼，不吃不过刀的肉，不吃没有胡子

的肉，不钻风倒下。不满五十岁不得当选。全家各代表正常发育生

长，有儿有女，不残废，勤劳致富，不做过罗别（贼），历代没有

非正常死亡，最好为四代同堂；第二，在寨子群众中要有一定威

望，能说会道，主持公道正义，有大公无私精神；第三，要会传唱

哈尼族的民间传统古歌（哈叭卡、收致卡），如创世歌、祭祀歌、

叫魂歌、讨福歌等。

推选竜头时看的代表各姓氏的鸡卦，是平常杀鸡时留下来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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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过的，统一由值班坐批（摩批）集中主持，放入大缸中掺水搅

乱混淆在一起。过一个时辰后，把水倒干净，再撒上若干米粒，由

坐批背诵口诀，背毕，即行占卦。占卦中，谁家鸡卦出了怪箴就落

选，谁家鸡卦得了“四平头”3 就由谁家男户主担任本届竜头。

竜笆：是哈尼族祭竜时所使用的神圣物品。在开天辟地的史前

时代，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水位退落后，哈尼族忠实的动物伙伴

“阿克”——狗，为人们衔来了谷种。谷种受潮了，怎么办呢？是

神灵授意用竜笆——炕笆把谷种烘干。在哈尼族安家盖好房屋后的

一件大事是立火塘，同时火塘上挂炕笆，火塘和竜笆安好后不能移

动。除火塘、竜笆，哈尼族的竜笆还有门罩。门罩是用几厘米宽、

一厘米厚、长两米左右的竹片编成，一般高两米、宽一米半左右，

安插在家门前五米开外的地方。门罩多用于家住寨边、门开朝西方

路口的人家，其功能是避鬼。而哈尼族举行全寨性祭竜（甫玛突）

时，往往多要用尖刀草编织成粗大的草绳，在寨子进口处两边栽上

竹杆，把尖刀草拴在竹杆上，两边再挂上用小竹片编成光芒四射的

太阳形状，它是鬼怪害怕的避邪物。哈尼族寨边拴了尖刀草绳和挂

出竜笆，即告诉外人寨子里正举行祭竜活动，外寨人不得擅自闯

入，否则视为侵犯。

在祭竜这一天，竜笆除在寨门口统一设置外，在进竜林的路口

和竜树下都要拴尖刀草编织的绳索和挂上用竹片编成的器物设置竜

笆。作用是把不干净的东西阻挡在寨外、竜林外等，起到驱邪避鬼

的目的。

竜笆门：哈尼族居住的村寨一般都有竜笆门。千百年来，哈尼

族祖先说下，大地是鬼神共同的家园，而不同之处是神灵住在竜林

和天上，鬼怪住在荒郊野坝箐沟里，人是住在寨子里，人和鬼的分

局界限就是竜笆门。有了竜笆门，鬼神就不会也不敢闯进寨子里，

寨子里的人畜才能平安地过日子。所以，哈尼族很重视竜笆门这个

人与鬼分界线的建筑。特别是在哈尼族举行祭竜祭祀时，鬼怪容易

作祟，阻挠人与神灵之间的和睦关系。为了防止鬼怪的挑拨离间，

给寨子人畜带来灾难，于是哈尼人在每年农历二、三月间举行祭竜

时，都用尖刀草编粗大的绳索，拴在寨门口，并插上竜笆，在进竜

3 四平头：用鸡卦看相的一种卦象名称，一般一对鸡卦分左边为人边，右边
为神边，每对鸡卦有上下左右对称的四签卦象即为四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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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路上同样要设竜笆门，以此来阻止鬼怪作祟，驱邪避鬼，保佑

全寨人安康。因此，各地哈尼族都要在祭竜之时插（挂）竜笆，以

及置竜笆门，形成了哈尼族祭祀活动中附着丰富哈尼文化意义的 
事项。

祭竜活动：哈尼族的祭竜活动，一般为期三天。在祭竜前三

天，竜头召集本届当东的各户主开会，商讨祭竜事宜 , 做好物资准

备。祭竜当日（一般选择农历二月、三月或十月属龙、牛、狗、猪

等），一大早家家都准备祭祀竜神用的糯米粑粑、黄饭花染过的糯

米饭、鸡蛋、石榴花、香、纸钱等祀品，当东的各家男主人在摩批

的带领下，早晨就到竜林里，在竜林四周砍来“香芝麻稞”和竹叶

扎成扫帚打扫卫生，平整地基道路，在道路口用草绳高高拴起来。

在草绳正中，插上用竹篾编成八角形，滴上鸡血、沾上鸡毛的“小

竜笆”，拴了草绳、插了竜笆的道路口意为“竜笆门”。寨子里各

家各户，也在祭竜日上午用竹篾做个小“竜笆”，插在自家大门

上，以求驱邪避灾。

照片 1

给竜树栓挂竜笆

进入竜林，要开“竜笆门”，入林的人群跟随着身穿白长衫

子，裹着白布包头，身挂长刀的竜头，一手提着白公鸡，一手提着

四方小篾凳，走到竜笆门，念咒语 :“这里是圣洁之地，不干净的

不要进门，好吃懒做的不要进门，违法乱纪的不要进门”。于是，

人们结队在“竜笆门”旁边用桶和盆放置的花椒水漱口、洗一把

手，祈求吉祥如意。之后，人群便跟随竜头鱼贯入林。竜头走到

竜树脚下， 将四方小篾凳敬重地放在竜树脚下，请竜神就坐。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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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抽出长刀，人们七手八脚地按分工动起手来，烧火的、担水

的、杀鸡的，协助竜头杀猪的等等，各行其职。

	 照片 2	 照片 3

	 祭竜活动中进献水井	 向竜神树祭献

人们把猪、鸡等祭祀牲口弄干净后，加一个血碗，在竜神树

( 寨神 ) 前铺干净枝叶，把猪摆成卧爬状，并在猪头前摆放一碗净

水、三酒、一碗菜、插有株栗树花的一碗糯米饭和一碗白米饭，竜

头向竜树神行礼，进行生祭，祈求吉祥。

此同时，各家各户把杀好的鸡，用筛子抬到竜树下，交给竜

头，统一进行生食祭祀。祭祀时，点燃香火，烧纸钱，竜头口中念

念有词，参加祭祀人，全体在竜树下叩拜磕头，竜头把身边准备好

的白株栗树花一一插一束在各家献祭的糯米饭里。生食祭毕，各家

抬来的鸡抬回家祭祖宗，以示竜神赐给各家祖宗食用，祖宗才得享

用快乐。

	 照片 4	 照片 5

	 摩批为祭品插上野花	 竜树前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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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寨人集体凑钱买的猪、鸡、蔬菜等，经宰杀，洗净切好后，

由本届当东的人在竜树前的草坪里垒灶支锅，按本民族喜食的口

味，烹出八碗以上的美味佳肴 , 摆在松毛、绿叶铺就的“桌席”

上。下午四、五点钟，竜头敲响铓锣、牛皮鼓，当东的燃放鞭炮、

火枪 , 请竜神吃饭。铓鼓声、鞭炮声、火枪声也是召集全寨各户男

主人到竜林吃祭竜饭的信号。

开始吃祭竜饭前，寨子人在竜树前的松毛绿叶“桌席”前八人

一桌团团围坐下来，每桌最先端上一盆肥中夹瘦的切片猪肉，把这

些猪肉平均分配到各人携带的大碗里带回家，叫做包福禄。这是竜

神赐福给各家各户的福气，带回家后，光敬献祖先，然后重新做熟

后，全家人个个都要吃到一点，这样，在这一年里全家人人有福有

禄、平安大吉、诸事顺利。

当东的人把各种菜肴摆上桌席，大家倒上自烤的包谷酒，盛宴

就开始了。竜头所在的那桌饭菜摆在竜神树下，意为竜神座位。还

需邀请一些年长者与竜头同席作伴，但上座的人都必须一夫一妻

者，还要在群众中有些威信，能传唱一些哈尼族的传统古歌。

在竜林里，大家喝酒、吃肉，竜头、摩批和本寨德高望众的长

兴们围坐在一起，传唱哈尼古歌，谈寨中的生产、生活，神采飞

扬，红光满而，所有参加祭竜吃饭的人，个个神情愉悦，说着唱

着，整个竜林沉浸在一派喜气洋洋之中。

哈尼族的“昂玛突”( 即“普玛突”义“祭寨神”)，从原始意

义上讲，属于村寨祭祀活动。但随着哈尼族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其宗教意义逐渐淡化，被赋予了许多新内容，逐渐演化成具有很强

的文化整合功能的节日庆典活动。的确如此，现今在墨江哈尼族村

寨举行祭竜活动，不再是神秘封闭的宗教祭祀活动，甚至还邀请外

寨人员结伴参加，妇女可以到竜林参加祭祀，并在竜林进行民族传

统歌舞表演，如联珠镇的癸能大寨和勐簸寨子的祭竜，都已向外人

开放，也解除了对妇女的禁忌，可以说是移风易俗的新风尚体现。 
如果在“昂玛突”节到哈尼山寨，很远处就能够听到古朴雄

浑，催人奋进的锣鼓声。那具有生命力的强烈的节奏，穿透云雾，

震撼山谷，荡人心魄。令人情不自禁加快脚步，想去看个究竟。进

入哈尼山寨会看到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神采飞扬地引吭高歌

和翩翩起舞。还可以看到许多神情庄重的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聆

听哈尼歌手吟唱哈尼族的传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风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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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生产和生活经验……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包。演唱如运诸

掌，抑扬顿挫。听者如痴如醉，心旷神怡。整个哈尼山寨是歌的海

洋，舞的世界，一派节日气氛。哈尼族世世代代崇拜竜神，祭祀竜

神以祈求竜神的保佑和庇护。祭竜这一传统宗教祭祀活动，时至今

日，它在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田园和家

园以及传承哈尼族文化等方面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至今，我们用

科学和辩证发展的观点对其进行审视，并加以继承和弘扬，不断丰

富其科学内涵，必将为促进发展哈尼文化起到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哈尼族竜林文化彰显的生态文明

（一）哈尼族竜林生态保护的现实意义

哈尼族主要分布在哀牢山、无量山和三江流域的半山区。这一

广袤的地域，海拔高差为 800-2000 米，气候温和而湿润，雨量充

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多种植物生长。由于哈尼族居于半山区，尤

其村寨严格选择在山峦环合、古木怀抱的山凹坡地上，所以村寨里

终年有丁冬的清泉供给人畜用水。摩天连云的梯田里，四季灌溉着

喧哗的溪水，正是哀牢、无量两大山系“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

优越自然环境条件。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它不仅能提供木材以及药材、水果、食品、纤维、化工原料、兽皮

毛等各种非木材产品，还为人类提供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氧气，同时

具有净化环境、调节水分等的功能；森林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还具有

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旱涝灾害和改善农田小气候的作用。

哈尼山乡素有绿色宝库之称，雄伟矗立的哀牢山和无量山两大

山系，遍布着国家森林木材的生产基地和自然保护区。这里原始森

林和次生林遮天蔽日，随处可见，其中优势树种有云南松、思茅

松、油杉、桅木等数十种。深邃幽静的大森林里，成群的老虎、云

豹、岩羊、鹿子等数十种异兽在出没；林间枝头上，孔雀、锦鸡、

白鹇等上百种珍禽在飞翔；奔腾的红河、把边江、澜沧江中潺潺的

溪流和宁静的龙潭里，豚、鲤、鲫、龟、虾等大量繁殖。这些丰富

的动植物资源 , 为生活在高山纵谷间的哈尼族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和

生活资源。

哈尼族遵循“要种田在山下，要生娃在山腰”的祖训，在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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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海拔 800-2000 米的气候温和的半山地带，选择向阳、开阔的山

梁上建立新寨。一般标准是：村寨四周必须有山包、寨头的山包上

必须有茂密的森林，以此作为寨神林（即竜林），供祭祀村寨守护

神用。哈尼族大多划定寨子背后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作为竜神栖居

之所，这片林子即是竜林，竜林内的一切动植物、土地、水源都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严禁砍伐、采集、狩猎、开垦，即使风吹下来的

枯树枝、干树叶，也不能动。为祈求竜神保寨平安、人畜安康、五

谷丰登，哈尼族年年要到竜林里对竜神定期举行祭祀。

竜林是哈尼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在两山三江的哈尼族村寨

里，每个寨子都有各自保护的竜林。面积从十亩、数十亩到百千亩

不等，林木苍翠挺拔，山林郁郁葱葱，竜神树掩映摇曳。可以说，

竜林是用之不竭的天然绿水库，是哈尼族耕作梯田灌溉的直接水源

来源。

在哈尼族山乡，首先映人眼帘的就是古老村落前沿那些鳞次栉

比的梯田 , 顺着山势的蜿蜒，层层叠叠。从远远山脚箐低直挂到山

颠云天，加之远近山色，田边村旁棕榈树、凤尾竹的衬托，犹如一

幅幅构思奇巧而壮丽的图画，构成哈尼山乡特有的风光；整座山的

梯田，从山却最低处一直向最高处搏击、波卷、涌荡了上来，那数

不清的层层叠叠、重重迭迭、满山荡漾、流光溢彩，每一层都是一

道细碎精致的涟漪，每一迭都是一片清净如鳞的波纹。此刻，天光

飘荡在层层水波之上，金色的碎片缀满山林——一种令人震撼的东

西，拽住了人的心房。

哈尼族梯田农业，就是充分利用亚热带山区垂直立体分布和与

之相适应的植被立体性分布特点，构建而成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

哈尼族对高山森林的保护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这是梯田农业的命

根。哈尼族人畜饮水和梯田用水都来自于高山森林。哈尼族将森林

分为水源林、村寨林和竜林。哀牢山哈尼族一年数次的大规模奠祭

山和一年一度的“甫玛突”都有借助神灵保护森林的意义。

很多哈尼族村寨的周围，都有成片成片郁郁葱葱的山林，先民

们迁徙到三江五河的高山纵谷间，凭借森林环境“楼木而巢”、

“橡粟为食”，利用森林植被的屏障得以生存繁衍。森林使人们拥

有了栖身之所、生活之源，因此哈尼人热爱、尊敬森林，与其结下

不解之缘。他们把森林看成是全寨人的保护神，是美好、幸福和希

望的象征。并以“甫玛突”( 祭竜神 ) 的原始祭祀活动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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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保护森林，保证水源不枯，梯田得到灌溉。

云南社科院王清华研究员在其著作《梯田文化论》中，这样记

述哈尼族竜林对生态事项的积极影响。哈尼族认为：有山就有水，

有水就聚人；水来自于山，山靠林养良。很显然，这是哈尼族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亦是对哀牢山自然环境中森林与水的关系

的正确认识。哀牢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梯田之水源于森林

的事实，使从事梯田农业的哈尼族对森林永远怀着浑浑的敬意和无

限的崇拜之情。哈尼族每个村寨的旁边都有一片丛林，视为神树

林，哈尼语称为“普麻俄波”，“普麻”即寨子，“俄波”即“一

片树林”、“萌发之根”。“普麻俄波”全意为建寨的神林，象征

护寨神灵，喻意生活于此的哈尼人能像“普麻俄波”一样生命强

壮、兴盛勃发。同时，“普麻俄波”亦有“丛林即村寨”、“丛林

大寨子”之意，隐含着丛林就是家的意思。这实际上表明着神树林

与哈尼族远古的丛林生活及迁徙定居哀牢山的丛林曾是哈尼先民的

“家”和巨大的自然庇护所。大森林给哈尼族先民提供了遮雨避

风、动植物食物等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需求 , 同时大森林的生

动活泼、变幻莫测和阴森恐怖的气氛又造成先民们对其怀有巨大的

神秘感和畏惧感。大森林施以恩惠，又投以威吓，在先民们的原始

思维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神灵。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和发展起

来，使哈尼族对大森林这个庇护所和保护神既感激不尽，又崇敬不

已。正因为对大森林庇护所和保护神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崇拜，

哈尼族“无论搬到哪里 , 最要紧的事就是在立寨附近的山林中认定

一棵标直锥栗‘树’，如果没有，便要从别处挖迁过来。‘林’中

不许放牧，更不许砍伐，甚至女人都严禁进入。”这表明大森林庇

护所血脉不断，神灵仍然保佑哈尼族。尽管多样具体的植物崇拜

已经淡化，但整体的森林崇拜，仍以神树林 ( 竜林 ) 的方式延续了 
下来。

王清华研究员认为：“哈尼族的神树林一般有四处：一是在能

够同时眺望几个村寨的山头上，选一片茂密树林，作为这一地区的

总管树林（各地神林不同）；二是上述的村寨旁的神林‘普麻俄

波’，为一村一寨神树林；三是村寨下方的神林‘即主主波’，是

镇压恶兽，严禁其危害禽畜的丛林；四是位于距村寨的半公里路程

的山道旁的‘咪刹刹波’，它是人与野鬼分界的丛林。哈尼族村寨

的这四种神树林，囊括了所在区域的水源林和村寨林；哈尼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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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神树林实际上就是哀牢山森林的主要部分。哈尼族对神树林

的崇拜、祭祀、严加保护和对人们的种种限制，一方面使人心安

定，生产生活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则有效地保护了森林和水资源，

使梯田农业得以顺利地发展 4。”

墨江哈尼族百治县位于哀牢山中下段，北回归线穿县城而过。

三江五河（即把边江、阿墨江、 泅南江、他郎河、布竜河、坝干

河、那卡河、杩木河）纵横交织着这片土地，使其山势陡峻、山高

谷深，重岩叠嶂、峰峦起伏。又因地处低纬度山地，北回归线以南

占三分之二，为亚热带气候类型。太阳高度角大，辐射较强。在特

定的自然环境影响下，给森林的起源、生长、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江河两岸亚热带季风雨林覆盖。山中部为思茅松占领，林中有

虎、豹、鹿、猴等珍稀动物也经常出现，这些丰富的森林资源，为

生活在“太阳转身的地方——墨江”的哈尼族提供了无比丰饶的生

活生产资源，这里是哈尼族用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在群山间退

出来的美丽富饶且崭新的诺玛阿美。

总而言之，哈尼族的竜林是哈尼人民用神性倾注生命力量保护

下来的良好自然生态圈。几百年来，哈尼族以原始崇拜、顶礼膜

拜，对自然无限敬仰的人性意识，保护与平衡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关系。我们从哈尼族祭竜的虔诚祭祀礼仪中，解读出来的不是荒

诞和愚昧，而是哈尼族在保护森林、保护自然、保护生态方面所表

现出来的文化礼仪。在哈尼族山区，往往形成“江河——森林——

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系统。”在这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中，森林（很多哈尼族

村寨的竜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江河之水的来源，也是

梯田灌溉之水的根本保证，还是保寨平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

寨神（竜神）的栖居之所。因此，哈尼族的建寨先立神（竜神），

年年不断地对竜神进行祭祀，对竜林倍加保护，就是哈尼族保护自

己，使得自己能够在天地间潇洒生活的最朴素的真实思想反映。对

竜林的崇敬和倍加保护，形成了“自然本位”和“天人合一”的哈

尼族古朴的哲学观念。由此可见，哈尼族敬奉天地，善待大自然，

实际上是古朴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朴素反映。世代对竜林进行保

护具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并由此而生发的传统民族文化事项也是

4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第 1版），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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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

四、结语

墨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立体地貌、立体气候和与之相适应

的立体分布植物群落，构成了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的优良自然

生态系统。这样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给神奇浪漫的墨江自然生命系

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繁衍条件，使墨江成为“植物王国”，而

且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 10 多种民族提供了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生存空间，特别是生活在这里的哈尼族，大自然为他们提供了

无比丰富的物质资源。在以山地农耕为主的辛勤劳作过程中，哈尼

人又演绎了丰富多彩和蕴含深厚而神奇浪漫的哈尼文化。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

统。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为哈尼族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

保障。保护环境、维持系统的稳定成为哈尼族世代的与自然和谐相

存的美好传统。其森林生态系统的两大功能对哈尼族的影响最为 
突显：

1. 涵养水源的功能。森林通过对天然降水和地表径流的截流和

吸收，能调节地表水的时空分布，涵养水源，被称为天然的“绿色

水库”。这在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中尤为重要，墨江三江五河流

域的不透水岩石层，使森林涵养的水源在山区随处出露，形成众多

的泉眼，有效地调节了地表水的时空分布，保证了系统对水源的 
需求。

2. 减少地表径流侵蚀，保护土壤的功能。森林通过对地表水的

截流，增加了地表水的土壤渗入时间，减少了地表径流，使地表径

流对土壤的冲刷作用减弱，通过减少地表径流和截留径流所带的泥

沙，保护了土壤，减少了水土流失，从而维持和保护了生态环境，

使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保持稳定。

竜林是哈尼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在墨江三江五河流域的哈尼

族村寨里，每个寨子都有各自保护的竜林。面积从十亩、数十亩到

百千亩不等，林木苍翠挺拔，山林郁郁葱葱，竜神树掩映摇曳。可

以说，竜林是用之不竭的天然绿色水库，是哈尼族所耕作的梯田灌

溉的直接水源来源。可以这样自豪地说：哈尼族祭祀竜神、保护

竜林是绿色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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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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