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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傈僳族风俗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张永华，付建红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

【摘 要】除学校教育的影响之外，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家庭与社会中，在传统文化的

熏陶下，获取知识和能力以适应该群体的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过程。傈僳族在汉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

同化下，依旧保留着本民族古老而纯朴的风俗，他们世代沿袭，并潜移默化地“模塑”下一代——— 神秘

的宗教崇拜，奠定了儿童的灵魂信仰；怪异的民族禁忌，规范了儿童的人际行为；奇丽的民族艺术，建

构了儿童的种族意识；独特的传统节日，开辟了儿童的精神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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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发展是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取得社会

生活资格、获取社会生存技能的“进化”过程。

在不同的文化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表现出不同

的方式与内涵。除学校教育的影响之外，儿童的

社会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家庭与社会中，在传统

文化的熏陶下，获取知识和能力以适应该群体的

社 会 文 化 与 自 然 环 境 的 过 程 。 对 于 每 一 个 体 来

说，儿童期的社会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

必须的——— 从个体的角度看：个体出生后，他必

须熟悉一定社会的生活、生存方式，“内化”该

社会的道德意识、行为准则，学习各种必备的能

力与技能，才能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

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民族只有持续不断地准备

新一代去填补老一代的退伍与死亡产生的空缺，

社 会 才 能 得 以 进 步 ， 即 儿 童 只 有 通 过 社 会 性 发

展 ， 社 会 自 身 才 能 得 以 发 展 与 “再 生 产 ” 。 由

此 可 见 ， 任 何 民 族 的 儿 童 的 社 会 性 发 展 过 程 ，

实 际 上 是 该 种 族 社 会 文 化 的 传 承 过 程 ， 它 是 在

一 定 地 域 民 族 文 化 与 其 他 亚 文 化 的 长 期 荫 庇

下 ， 人 们 共 同 活 动 的 结 果 。 本 文 所 讨 论 的 傈 僳

族 风 俗 对 该 民 族 儿 童 社 会 性 发 展 的 意 义 也 正 在

于此。

一、傈僳族及其风俗

傈僳族在唐代称为“栗粟”。公元八世纪，

傈僳族的先民们居住在金沙江两岸。十六世纪中叶

开始进入怒江地区。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大批傈

僳族迁入云南德宏、临沧、耿马等地，部分沿金沙

江南下进入绿劝、大姚等地繁衍生息。目前除主要

聚居区云南的怒江外，其余分布在丽江、迪庆、大

理、保山、德宏、楚雄、临沧以及四川的盐源、盐

边、木里、德昌等地。根据 0&&& 年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傈僳族人口数为 $’+!"0。傈僳族拥

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

支；原有结构不完整的文字，经 "!%. 年的创制，

形成了现在通用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并

在怒江等地推行。

傈僳族在汉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同化下，依旧

保留着本民族古老而纯朴的风俗。他们信奉原始宗

教，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他们有自己的习

俗、禁忌和传统节日；他们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艺

术。傈僳族均居住在偏远落后的高山与河谷，他们

长期从事山地农耕，由于生产技术简单，管理手段

落后，使得他们必须为求生存而努力，因此他们没

有更高的物质与精神追求，人们总是安于现状、恪

守习惯，对祖先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不愿作过多地

改变；闲暇之余，他们喜欢串寨喝酒、唱歌跳舞及

狩猎，甚至对各种鬼神的祭祀活动，也成了他们调

剂精神的一种主要方式。千百年来，傈僳族儿童在

这种“纯净”的民族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将传统社

会的需求，内化为模塑自我个性的目标，以此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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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与生存的需要，也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原

有社会结构的持续运转。

二、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社会性发展是指儿童在与他人关系中表现出来

的行为模式、情感和观念以及这些方面随着年龄而

发生的变化。 # $ % 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过程又称为儿

童社会化。美国心理学者哈里斯（&’()*+ ,)-+ ./01
0)2 ）认为，社会化是儿童被其所在社会接纳的过

程，是儿童通过学习逐渐成为一个有明确行为、语

言、技能，恰当信念和态度的社会成员的过程。 # " %

在这一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儿童只能在父母的社

会中“建构自己”与“发现自己”，并在同辈团体

中发展自己。社会性发展过程是个体持续一生的经

验积累与信念形成的过程，它需要完成两大任务：

3 $ 4个体要掌握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 3 " 4个体必须

具备按规范行动的品质。在这个进程中，儿童“吸

取”周围文化和亚文化群的价值观、风俗、习惯，

“消化”知识、语言、社会行为规则、价值观、交

往技能等，从而使自己与社会融为一体，并以社会

允许的方式行动，从一个生物性的个体“进化”为

社会性的个体。

个体总是生活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人归根

结底是文化的塑造物，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物的

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存在。在任何一个民族

文化中，都存在亚文化、主文化和强势文化。主文

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它为民族大多

数成员认可；而亚文化通常体现的是民族成员自身

形成的价值观。 # 5 % 这二者的区别，通常会给人一

种错觉：主文化是强大的和重要的，而亚文化是弱

小的和次要的，但主文化不一定是强势文化。决定

何种文化更为重要和强大，主要是看其实际影响力

的大小，有时那些亚文化的力量足以使得主文化显

得软弱和苍白。 # 6 % 对民族文化自身多元属性的理

解，将为我们认识儿童社会性发展展现出新的价

值。现今的儿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所遭遇的困惑

和接受的信息是不同的，对于成长和发展中的儿童

来说，他们面临的与其说是学习现成的社会主流文

化，还不如说是与成人一起共同建设的新社会文

化。多元化的文化以及社会的多元化，要求对价值

观、道德、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多元文化中的含义

有更深的理解。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必须摆脱

多少带有居高临下意味的“主文化”和“亚文化”

的二元思维模式，而通过相互交流与碰撞的多元文

化展开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认识。傈僳族群居和杂

居在相对封闭的横断山山麓，他们以自然经济为

主，而且拥有独立的民族语言文字，其民族的强势

文化带来的民族成员间的互动对民族成员、尤其儿

童的价值观的广泛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傈僳族风俗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意

义

个体的社会化是在社会中进行的，需要经过

“ 社 会 教 化 ” 和 “个 体 内 化 ” 的 途 径 。 美 国 的

7·奥格本认为，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接受世代积

累的文化遗产，以保持社会文化的延续过程。8·

米德认为，社会化是人不断地把别人态度内化，并

学习按照社会上一般人的期待来判断和调节自己的

行为的过程。 # 9 % 风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

礼仪、习惯等的总和，民族风俗是儿童社会性发展

中的重要信息与特殊符号，它潜移默化地左右着儿

童的社会性发展。傈僳族的风俗，古老而纯朴，具

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性，对该民族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有着不可磨灭的功效。

!、神秘的宗教崇拜，奠定了儿童的灵魂信仰

傈僳族信奉多神，崇拜自然，仅信仰的“鬼

灵”就有白加尼（天鬼）、海夸尼（家鬼）等 5:
余种。他们认为，鬼灵主宰着这个世界，降福祸于

人间，所以，人们在开荒、盖屋、狩猎等活动之前，

必须请巫师卜卦问吉凶。猎人认为，山神和猎神是

保礻右 自己狩猎丰收的鬼灵，出猎前，必须请巫师

“尼扒”、“东巴”或德高望重的老猎人主持祭山神和

猎神的仪式，并杀牲献酒，祈求鬼灵保礻右，并用竹签、

鸡骨卜卦，求问吉凶。到了狩猎地点要鸣枪或吹牛

角号向山神表示谢意，请山神归位。途中每遇岔口，

猎人都要吹牛角号以示谢神。傈僳族的宗教崇拜是

对虚无的精神帝国的敬奉与顺从，它为儿童的社会

性发展提供了灵魂支柱与精神信仰; 并在维系社会

关系、传承民族文化、参与社会教化、丰富民众生活

等方面起着不可缺少的调剂作用。

"、怪异的民族禁忌，规范了儿童的人际行为

禁忌带有“实践经验”与“天赋法则”的原始

神秘性，它在约束个体、规范群体等方面有着重要

的意义。傈僳族有不少的禁忌。诸如：月圆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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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上种；七、八月间，怕触怒山神，忌织麻、砍树

与抛石入塘；认为蜘蛛是教人织布的，忌打死蜘

蛛；认为山上的湖泊都是龙王的海域，忌在湖旁喧

哗与投掷石棒；村里死人，忌吃辣椒、生姜和葱，

因为只有与死者有仇的人才会故意吃辣椒；不能与

外人吵架、哭闹与打骂畜禽，尤其新年忌吵嘴、做

客、出远门等；家人出门忌哭啼、扫地；忌用扫帚

赶牲畜；忌在人群中放响屁、说脏话；晚辈忌在长

者面前吸烟；路遇长者要主动立于路下方；黄昏时

出入须随手关门以免鬼趁机而入；忌客人从前门直

走到后门，认为死人出殡才这样；忌在别人家里吹

口哨；孝子不能进别人家屋；忌横跨火塘神台；忌

念“尼扒”所念之经。凡此种种，均为儿童的社会

性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与行为规范。

!、奇丽的民族艺术，建构了儿童的种族意识

美有熏陶，心有感悟。傈僳族人民能歌善舞，

凡遇结婚、盖房或收获时节，总要尽情歌舞。他们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大量富于民族特色和

生活感染力的诗歌曲调，内容可分为生产调、盖房

调、收获调、逃婚调等。曲调有的高亢激昂，有的

低沉感伤。演唱时，往往配以琵琶、四弦、口弦

等。舞蹈的动作矫健有力，生动活泼，节奏性强。

傈僳族民间流传着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作品。傈僳

族服饰有的绚丽多彩，有的典雅大方，根据的颜色

可分为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傈僳族民族艺术

强调与升华民族精神，这些民族艺术唤醒了个体获

得超越形象世界的更丰富、更深厚的审美体验和审

美感悟，并感发、激励、净化了族人的心灵。绮丽

的傈僳族人文艺术，蕴涵了特定的民族意识和价值

取向，它为儿童从自然走向社会提供了生动形象

的、心领神会的、喜闻乐见的视听言语与思维符

号，它传承了民族文化，增强了民族自信，弘扬了

民族精神。

"、独特的传统节日，开辟了儿童的精神乐园

构成民族界限的不是山脉，也不是河流，而是

揉进了个性的种族文化。傈僳族有许多传统的节

日，主要有：澡塘会、收获节、过年节、刀杆节，

但以“刀杆节”最为奇特。相传在明朝，外族入侵

云南，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御敌。他依靠当地

的傈僳族民众很快驱逐了入侵者。二月初八，王骥

奉旨回京，不幸中途遇害。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和当

时牺牲的抗战将士，傈僳族将这一天作为“刀杆节”，

由此沿袭，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传统的民族体育活

动。活动第一天“下火海”，即用柴烧成一大堆火炭，

表演者赤脚踏火炭；“打火滚”，即在火炭上翻滚；“洗

火脸”，即捧起火炭洗脸；最后“拉火链”，即把烧烫

的铁链子拿在手里互相传递，表演完毕群众一起跳

舞。第二天“上刀山”，把 "# 把磨得锋利的长

刀，横绑在两根高四丈的木杆上，做成刀梯，勇敢

者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进行爬梯表演。“刀杆节”

是傈僳族人民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团结合作的精

神展示，它既是对参赛者体力与意志的考验，更是

对参与者心灵的冲击与灵魂的震撼。傈僳族儿童正

是在这类惊奇、紧张的活动中，在勇敢者的熏陶与

感染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坚韧、勇敢、团结、积

极进取的个体意识和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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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Z[ 页 7主义国家积累的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道

德教育经验进行研究，加以借鉴，拿来为我所用。

当然，开放不能放任自流，学生的认识水平有限，

学生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时，

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区分、辨别、评价社会各种现

象，以增强学生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