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是基础，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生存

之本，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既是

核心问题又是焦点问题。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农

村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他们的生存条件、

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内地农民相差较大，生产

的农产品除了自给以外就不会有更多的农产品进

入市场，解决温饱问题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然 而 ， 一 些 铺 张 浪 费 的 攀 比 习 俗 却 值 得 令 人 深

思。本文拟从民俗文化，主要是丧葬文化对彝族

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 厚葬习俗对彝族经济发展的负面影

响

彝族的厚葬习俗由来已久，在彝族地区厚葬

习俗不单十分普遍，而且十分盛行，其结果破坏

了经济基础，使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

调查：居住在金阳县和布拖县交界的对坪一带彝

族比布家曾有叫洪铁、瓦铁的两兄弟，由于在他

们父母去世办丧时，前后献牲达一百多头牛，还

有数百只羊和猪。在彝族的家族中地位显赫的家

支其厚葬的习俗是很隆重的，就连家支不算富裕

的人家厚葬习俗也可见一斑。又如：!""" 年，沈

泽旭的爷爷去世时，其父辈四兄弟共宰杀了 !# 头

牛，$% 只羊来祭祀。那时他们的家庭连温饱都还

没有解决，三个叔叔家的经济状况更差。在其爷

爷的办丧中给家庭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直至

今年沈泽旭的父辈们还在还那次所欠的帐。&’’!
年，住在盐源县双河乡小保子村五组的阿说阿呷的

母亲病逝时，共杀了 !& 头牛，$’ 只羊，( 头猪。

本来他们是没有能力承受这么大的经济压力。可为

了面子，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把别家的

牛 、 羊 、 猪 借 来 办 丧 事 。 此 次 阿 说 阿 呷 就 欠 了

!(’’’ 元人民币，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这种厚

葬习俗在彝族地区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从这些例证

不难看到，厚葬习俗宰杀牛、羊、猪几百只，少的

也是几十只。如果我们按现在的市场价格每一头牛

按 &(’’ 元，一只羊按 $’’ 元，一头猪按 #(’ 元计

算，家庭经济富裕的人家办理一次丧葬，瞬间消耗

掉的牛、羊、猪累计人民币为 &) 万多；而一般普

通家庭在丧葬期间消耗的牛、羊、猪平均按 !’ 只

计算，转化为人民币累计为 $ 万多。从这些统计中

可以发现：有钱人在办理丧葬瞬间消耗的费用 &)
万多，而一般的人家在办理丧葬时消耗 $ 万以上，

这种做法对本不富裕的彝族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

影响。有许多人家由于给父母、长辈大办丧葬而债

台高筑，贫穷人家更是一贫如洗。众所周知，财富

的积累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我们彝族地区经济

本来就欠发达。高山和二半山地区，每一个农民每

年生产的农产品，在风调雨顺的条件下也只能解决

温饱问题，剩余的农产品寥寥无几，很难有财富的

积累。一头牛从牛犊长到壮牛，至少要 $ * (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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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由此而积累的财富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

通过对盐源县阿萨乡河坝村一组 #$$% 年几户人家

农产品收入情况的调查，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创造

的财富如下表：

沈精龙 & 人 # 人 小学

沈精权 & 人 # 人 小学

沈龙解 & 人 # 人 文盲

马克底 ’ 人 # 人 文盲

人口户名 劳动力 文化程度 种类

玉米

洋芋

荞麦

燕麦

豆子

玉米

洋芋

荞麦

燕麦

豆子

玉米

洋芋

荞麦

燕麦

豆子

玉米

洋芋

荞麦

燕麦

豆子

数量

(#$$
(&$$$
%$$
(&$
%$$
($$$
#)$$$
!$$

)$$
&$$
%$$$
%$$
($$
#$$
&$$
%$$
)$$

%$$

单价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金额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无

#(+$ 元 #$$ 元

小计 利润

上表清楚地表明，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辛苦所创造的财

富 最 多 不 超 过 )$$$ 元 ， 最 少 只 有 ($$$ 元 左 右 ， 平 均 按

#$$$ 元计，一个普通人家在丧葬期间瞬间消耗掉的财富至

少要十到十五年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有名望的家支瞬间消

耗掉的财富甚至一辈子也难以积累。彝族的丧葬习俗延续至

今历史是悠久的，是彝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上

表不难看出这种丧葬习俗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

的。我们认为在彝族丧葬习俗的执行过程中，应根据自己的

势力而定，否则对一个家支或一个家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

二 厚葬习俗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在彝族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世俗

观念已经难以革除。在人们的眼中只有实行厚葬的习俗才是

第一位的，因此而赢得人民的尊重和赞扬。谁宰杀的牛羊最

多谁就可以获得最高的名誉，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

雄。反之不厚葬自己的亲人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

不但自己本身没有面子甚至自己的家族也都感到脸上无光。

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使许多过着饥寒

交迫、连糊口都难的家庭，为了不受别

人的歧视，能够受到世人的尊重 ，为了

一点点的脸面，哪怕是负债累累，也要

想尽一切办法在葬礼中杀牛宰羊。由此

导致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

!" 厚葬习俗破坏了农村经济发展的

基础。在广大的彝族地区，经济基础十

分脆弱，衡量每家每户富有的标志就是

占有牛和羊的多少，占有的越多则表明

这个家庭就越富。可是在厚葬的过程中

牛和羊瞬间就被消耗掉了，造成了富者

也变为穷者，穷人则更是穷上加穷。由

此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是直接导

致农村经济不能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也

是限制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要想

使农村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必须改变这

种厚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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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杀耕牛影响了农业生产。广大的彝区由

于 在 山 高 路 陡 的 高 山 和 二 半 山 上 ， 交 通 十 分 不

便，根本没有机械化做业的能力，牛是主要的农

业生产力，耕地收获全靠牛来进行。一旦大量地

宰杀牛，农业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据调查：雷

波县卡哈洛区元宝山乡打古村，#!!$ 年，办老人

丧事五起，宰食耕牛六十多只，全村 #!!% 年的春

耕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该年度粮食总产量比往

年减产 #&"""" 斤左右。

#" 厚葬是贫困之首因。凉山州 #% 个县市，

有 #" 个县被国务院指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全州彝

族 人 口 #!’ 万 ， 占 总 人 口 的 ()* %+ 。 贫 困 程 度

深，而且面积之大是全国最为典型的。党和政府

为了使彝族尽快摆脱贫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直接投资人均达到万元以上，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扶贫工作，如形象扶贫工程，百乡扶贫工

程等，但是这些工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彝族农

村的生存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关键是扶

贫必须先扶智，才能把输血机制变为造血机制，

才能使自身强大起来。这就如同给你一条鱼，不

如教给你钓鱼的方法，一条鱼只能饱餐一顿，掌

握 了 钓 鱼 方 法 就 会 享 用 终 身 。 国 家 给 你 再 多 的

钱，哪怕是一座金山银山也有用完的时候。关键

是要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

足，并且能够有勇气和这些不足展开斗争，才能

使自己真正的解放出来，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

强，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厚葬习俗的束缚，从而摆

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

三 解决厚葬习俗的办法和对策

厚葬习俗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宗教根源和社

会根源，以厚重的文化基础作为背景。千百年来

已经形成定式，并且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要想

改变是十分困难的，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

的，必须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抓起：

$" 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

平。这是解决厚葬习俗的根本性措施。当前彝族

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很低， “普九”的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在高山和二半山地区失学儿童还占有相

当比例，没有文化的人群在农村还占有相当的比

重。只有从整体上提高文化程度，才能改变目前

这种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种厚葬习俗所带

来的弊病，尤其是对经济所带来的破坏。从整体上

看彝族的教育教学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凉山州的

#% 个县市和交通条件较好的乡镇教育教学水平比

较高。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尤其是二半山和高山地

区教育教学水平很低。众所周知 ," - !"+ 的彝族

居住在高山和二半山上。他们的教育不能从根本上

得到解决的话，厚葬习俗的解决也无从谈起。虽然

党和政府下大力气解决彝族的教育问题，例如，目

前实行的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教育、寄宿制教育、

民族中学教育，这些教育也只能解决少数人受教育

的问题，而面对高山和二半山上的人群仍然是杯水

车薪。

!" 生态移民，建设移民新村。只有把高山和

二半山的村民搬到条件较好的，相对较平的地区，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彝族的生活问题和教育问题。由

于历史的原因，彝族已居住在高山和二半山，就形

成了随耕地而分散的现象。在坡度大于 ’" 度的山

地，山高路陡适合耕种的面积十分狭小，以户为单

位的生存方式是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在这样的

环境下，没有路、没有水 （吃水要到山下去背，有

些地方背水往返一次就需要几个小时）、没有电，

政府不可能专门为一户人家修一条路上山，也不可

能把电引到山上来，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让高山和二

半山的人搬迁到条件好的平坝地区集中居住，才能

彻底改变彝族的生存环境。彝区水、电、路、教

育、医疗等问题才能彻底得到解决。这是一项利国

利民，更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民心工程，又有利于生

态环境的保护，减少水土流失，减少泥石流和塌方

现象，也是解决厚葬习俗的基础工程。当然此项工

程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够得以进行。这事

关民族生存的大事，一定会引起政府和各界人士的

关心和共鸣。

#" 加大各级政府的管理力度，出台相应的法

规和政策。从源头上治理厚葬习俗的不良风气，大

张旗鼓地宣传从简办丧事的社会新风尚，大力宣传

和表扬从简办丧事的个人。首先领导干部要率先垂

范，严于律己，要带头从简办理丧事，只有这样才

能给社会树立一种良好的榜样，厚葬的习俗才会得

到有效的遏制。

%" 加强宣传工作。要想尽一切办法，调动知

名人士的作用，利用他们在彝族当中的崇高威信和

社会地位，来宣传厚葬习俗对经济所产生的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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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宣传工作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彝族有

许多家支，每个家支都有威望的人士，请他们站

出来进行宣讲，作用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 要充分利用彝族民间的各种研究学会。例

如：毕摩研究学会、彝族民俗研究学会、彝族民

间文艺家协会等。这些学会的成员对彝族过去的

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都有深刻的研究，让

他们站在彝族发展的历史高度，对厚葬习俗进行

深入的研究和剖析，用有理有据的、深入浅出的

论证，才能使人们心悦诚服，从而引导人们能够

从简办理丧事 。

#" 宣传科学知识。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

电视、电影、广播等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弘扬社会

正气，大力宣传科学知识，把科学普及工作做到千

家万户，提高村民掌握科学知识的能力，大力宣传

唯物主义的知识，提倡易风易俗，从简办理丧事的

原则，杜绝厚葬风俗习惯，特别是使广大村民认识

到这种厚葬习俗，只能给每一个家庭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对死去的人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再也不能

有活人为死人而终身受穷的做法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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