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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彝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中
,

蕴含着热爱 自然
、

保护 自然
、

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
、

与环境相适应
、

节制欲望
、

适

度消费等生态保护观
。

这些生态保护观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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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一种没有成 .2 人与动植物同源意识反映在彝族传统的生殖

文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

它直接贯穿于彝族老百 崇拜中
。

彝族地区普遍流行对竹
、

杉树或栗树的崇

姓的生产
、

生活 的各个方面
,

起着教育和规范的作 拜
,

有彝族从竹而生的传说
。

对竹子充满了崇拜
,

用
,

在彝族人民的理念中
,

这些教育和规范甚至是 不仅可 以用来做姓
,

还与彝族传统习俗联系在了一

法律强制和经济手段都达不到的
。

它既是彝族人 起
。

竹子属于草本植物
,

是常绿多年生植物
,

质地

民智慧的结晶
,

也是彝族人民精神生活 的重要内 坚硬
,

既可人菜
,

很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

又可制作各

容
,

是我国伦理思想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种器物
,

比如竹编
、

竹刻
、

竹笛等
,

还可做建筑材料
,

一
、

凉山彝族生态道德观的主要思想内容 因其长直且冬季依旧翠绿
,

素有
“

四君子
”

(梅兰竹

(一 )人与动植物 同源 菊 )之一和
“

岁寒三友
”

(梅松竹 )之一的美称
。

在凉

在凉山彝族的传统信仰中
,

很早就有了对自然 山彝族传统习俗里
,

竹子不仅可 以制作器物
,

还进

的崇拜
。

在他们眼里
,

花草树木
、

飞鸟禽兽都是神 人了他们的精神伦理生活之中
。

在古代它还成为

圣不可侵犯的
,

这说明了他们对世界万物朴素的认 彝族人民的图腾之一
,

并将之与生殖崇拜紧紧地联

识
。

系在了一起
。

《后汉书
·

西南夷列传》记载
: “

夜郎者
,

1
.

人与动植物同源意识反映在彝族的姓氏中
。

初
,

有女子烷于遁水
,

有三节大竹流人足间
。

闻其

在彝族古老的氏族系谱中
,

一般在第一代祖先的名 中有号声
,

剖竹视之
,

得一男儿
,

… …
。 ” 「1] “

竹流人足

字之前
,

大多会冠以一种动物
、

植物或 自然物的名 间
”

指女子与
“

竹
”

生
“

男儿
” ,

实隐指男女交合生

称
。

大多数彝族姓氏和动植物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人
。

这种对竹的生殖崇拜反映了彝族生态道德观

和含义
,

以取名的方式不一而定
。

如
:
阿杜— 狐 中的人与动植物的同源意识

。

狸 ; 日

— 豹子 ; 阿渣— 喜鹊 ;威史— 红猪 ; 阿 .3 人与动植物同源意识反映在彝族的生态文化

黑— 鼠 ;马— 竹子 ;则— 海椒 ;等等
。

以
“

马
”

中
。

在凉山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第四章《雪

与
“

竹子
”

的关系为例
: “

马 ( M a3 3 )
” ,

有两种说法
。

子十二支》中也提到了人与动植物同源
,

认为人和

一支姓
“

马
”

的
,

据说是因为用马樱花治疗受孕
,

彝 动植物都是雪族的子孙
: “

结冰来做骨
,

下雪来做

语称马樱树为
“

马
”

或
“

砾马
” ,

故而得姓 ;另一支姓 肉
,

吹风来做气
,

下雨来做血
,

星星做眼睛
,

变成雪
“

马
”

的
,

据说罗罗宣慰司家住地周围夏夜蛙鸣扰 族的种类
” 。

《雪子十二支》说
,

雪族子孙十二种
,

有

人
,

土司不能安寝
,

于是让其晚上拿竹竿驱蛙
,

竹子 血的有六种
:
分别是

“

蛙
、

蛇
、

鹰
、

熊
、

猴
、

人类
” ,

无血

在彝语中称为
“

马
” ,

故而得姓
。

在凉山彝族姓氏传 的也有六种
:
分别是

“

黑头草
、

柏杨
、

针叶树
、

水晶

统习俗里
,

还有用猛兽名为男名
,

用花草名为女名 草
、

灯芯草
、

蔓藤
” 。 「2]

彝族 自称
“

罗罗
” ,

罗意为虎
,

的情况
,

而且这种现象还 比较普遍
。

男名如拉龙
、

即虎族之意
,

人由虎变
,

人死经火葬变为虎
。

《梅葛》
日使

、

俄切等
,

分别指虎
、

豹子
、

熊等
,

有辟邪
、

镇鬼 说
,

虎尸解创万物
,

如虎油作云彩
、

虎气成雾气
、

虎

之意 ;女名如史娓
、

俄娓
、

里娓等
,

分别指金花
、

菜 肚作大海
、

虎血作海水
、

大肠变大江
、

硬毛变树林
、

花
、

春花之意
,

有美貌
、

秀丽之寓意
。

这些姓氏的传 软毛变成草
、

细毛作秧草
、

骨髓变金子等等
。

既然

统习俗无不透出彝族人民传统伦理道德中人与动 人与动植物同源
,

那么
,

它们在自然界中都享有同

植物同源的理念
。

等权利
,

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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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与动植物都有灵魂并享有相 同的生存权

彝族人崇拜动植物
、

自然物和祖先
,

彝族认为
,

天地万物
、

日月山川都有灵魂
,

灵魂是生命的基础
,

有生命的动植物都有灵魂 ;动植物像人一样
,

有感

情世界
,

也即有形似的精神生 活
。

如人们过春节

时
,

植物也过春节
,

所以
,

春节前老人便叮嘱孩子们

带刀上 山不可随便砍树
,

因为树枝被砍伤了
,

也就

像人体四肢受了伤一样
,

它们就不能回祖宗那里去

过年 ;如果受伤的树的灵魂未能回到祖宗那里过个

好年
,

那么砍树者就在道德上负责
。

换言之
,

人有

灵魂
,

动植物也有灵魂
,

故人与动植物都是平等的
,

在自然界具有平等的的生存权
。

凉山彝族传统观点认为野兽
、

畜牲
、

禽鸟
、

昆虫

等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不能掠杀
,

要保护它们
、

爱

护它们
。

在彝族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中就有
“

放牧无

粗放
,

粗放无牛羊
” 、 “

莫猎禽与兽
,

禽兽若猎尽
,

人

类也临危 ;瘦熊不能杀
,

杀熊杉林怒 ;肥鹿不能猎
,

猎鹿杉木怒月丈雁不能射
,

射雁天公怒
” 。 4[]

(三 )人和动植物相互依存
、

相互保护

彝族认为
,

人类要首先尊重动物
、

植物和水源
,

才会得到它们的保护
。

如彝族洪水神话就讲
,

远古

洪水泛滥时期
,

洪水淹没人类和万物
,

有两兄妹因

心地善 良而得到葫芦相救
,

幸存下来
,

重新繁衍人

类
。

马樱树也是彝族的保护神
,

马樱树茂盛
,

人丁

兴旺
,

反之
,

人丁衰落
。

这些神话传说所表达的生

态观
,

就是人和动植物是相互依存
、

相互保护的
,

谁

也离不开谁
。

在凉山彝族的环保意识里
,

他们认为
“

有树能储水
,

树枯水会干 ;树木做石枕
,

石头垫树

脚 ;森林遭火灾
,

蚂蚁难生存 ;原野起野火
,

云雀难

欢叫 ;杉林被火烧
,

樟鹿无处存 ;堰塘被击溃
,

鱼儿

遭 日晒
” 。 日l

二
、

凉山彝族生态道德观的实践

生态道德观的重要意义在于实践
,

彝族保护生

态的行为规范正是生态道德观的具体表现
。

在人

与自然关系上
,

彝族哲学里有
“

万物有灵
”

的思想
。

为生存之需
,

彝人从 自然界中索要
,

但不过度攫

取
。

彝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

而西

方传统文化则强调人与 自然的对立
,

主张征服 自

然
。

西方世界在改造 自然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
,

在工业革命期间
,

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空前

提高
,

西方世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超过了全世界

总生产的 80 % 以上
。

但时至今 日
,

过度的生产
,

已

经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

人与 自然之间的紧张

关系是目前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

实际上
,

我们

既需要索取于 自然
,

也需要与自然界保持友好和谐

的关系
。

(一 )传统习俗中的生态保护观

凉山彝族很多村落传统经济是农业和畜牧业
,

农业经营旱地和旱作物
,

农田分固定耕地和轮体地

两种
,

轮体地可归为火烧地
,

即民族学上所谓的
“

刀

耕火种
”

地
。

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耕作方式
,

从理

论上讲
,

它对生态破坏是很大的
,

但 由于彝族遵循

生态道德观
,

从各个方面保护生态
,

所以
,

很多彝族

生态环境都具有 良好的态势
,

森林茂盛
,

水资源丰

富
,

禽兽繁多
。

其生态保护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

1
.

对森林的保护
。

彝族长辈教育晚辈们不能随

便乱砍村子周围的树
,

因为它具有两种功能
:
一是

封风保暖
,

庄稼免遭暴风雨肆虐
,

村人也处在一个

避风港 ;二是村人的兴衰与村子周围树林的兴败有

联系
。 “

屋后有柏树
,

羊群聚拢来
。 ” 日l
为了全村人的

共同利益
,

确保寨丁兴旺
,

五谷丰登
,

任何人都不允

许在村子周围的树林里砍木
,

也不得放火
,

否则就

会受到谴责和严惩
。

临近春节小孩不能随便砍幼

树
,

很多彝族家庭的父母这样教育孩子
:
春节快到

了
,

人要过节
,

家人团聚
,

树也要回到它们的祖先发

源地那里去过节
,

如果砍伤了树枝
,

它们就走不回

去了
,

多可怜啊
。

所以
,

过去的孩子们都养成了不

随便砍幼树的良好习惯
。

2
.

对动物的保护
。

凉山彝族过去有狩猎的习

俗
,

但并不是什么动物
、

任何季节都捕杀
,

不打候鸟

如布谷鸟等 ;不捕石蛙
,

认为石蛙是守水的
,

没有它

的保护
,

水就会变干涸
。

在兽类动物中
,

有的动物

如鹿子和兔子是主要捕杀对象
,

但它们在怀孕和产

仔期间是禁止狩猎的
,

这样才合乎道德
,

这种规定

有利于动物的繁殖增生
。

这种对动物的禁忌
,

虽然

是从宗教的角度来保护生命物体的
,

但客观上却保

护了彝族地区许多珍贵的兽类
、

鸟类和鱼类的生

长
,

保持了生物的多样性
,

维持了生物界的正常生

物链
,

维持了自然生态的平衡
。

3
.

对水资源 的保护
。

具体表现为
:
不往水井

(池 )里投放污物
,

不在水井边洗衣服和屠杀家畜 ;

不在河边小便
,

更不允许在河边大便
。 “

房前有水

流
,

鱼儿成群游
。 ” 日 l

上述彝族对森林
、

动物和水资源保护的具体措

施
,

反映了彝族传统习俗中的生态道德观思想
,

在

今天对保护生态环境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二 )保护生态平衡
,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彝族人民把人与 自然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
,

认为人与 自然相辅相成
,

共生共死
。

彝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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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认为人类的存亡与 自然的发展总是生死与共的
,

人应该与大自然保持协调一致
。

与大 自然相协调
,

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性
,

这个观点在彝族人民的生

产生活禁忌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

比如在生产上 的

禁忌有
: “

火 日不播种
” 、 “

枯焦 日不播种
” 。

牧民根

据季节游牧
,

夏季禁忌迁徙
,

是因为夏季是牧草生

长的季节
,

随便搬迁会践踏牧草生长
。

对动物的禁

忌
,

如不在动物繁衍期和交配期捕猎
,

不做灭绝性

的猎杀等都是不干扰动物的正常生长繁衍
。

彝民

族人民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 自然
,

这种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诸多宗教禁忌
、

世俗禁

忌
,

在客观上体现了彝民族人民保持自然和谐完整

的生态意识
。 「5]

崇拜神灵的彝族人
,

在对自然的敬畏过程中
,

自

觉地维护和保护了自然生态
,

其宗教意识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

彝族传统的生态观认为
“

杉

树护竹林
,

竹头不沾露 ;竹子护杉树
,

杉根不进风
” ;

“

大山若和谐
,

不起风和雨 ;原野若和谐
,

牛羊会兴旺 ;

江河若和谐
,

鱼虾会兴旺 ;社会若和谐
,

人类会兴

旺
。 ” 日l
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生态危机

,

保护生态就是

保护人类自己
。

凉山彝族地区在经济全球化和西部

大开发的背景下
,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和挑

战
,

也面临着怎样保护生态环境新的考验
。

如何保护

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
,

我们要从凉山彝族人民传统的

生态道德观中汲取精华
,

发掘
、

整理并有意识地利用

彝族传统生态伦理道德观
、

传统习俗以及传统文化中

的生态智慧
,

使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

使凉

山彝区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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