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研究民俗对生态环境发展的意义
彝族主要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内，居住

地以山地为主，绝大多数为高寒山区和二半山区，

约占聚居地总面积的70%以上。丘陵、平坝、盆地

仅占5%～6%。山地多为高山和中山，相对高度一

般在1000~2500米，多为高山耸立，峡谷纵深，山川

相涧的高山峡谷区。由于彝族地区地形大多呈高

山峡谷，陡坡不平的缘故，彝区耕地被山川河流分

割为零星块状，随耕地而搬迁，造成居住地由耕地

分散而分散。在高山和二半山区的零星耕地进行

耕种，严重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加大了水土流失

和泥石流的形成。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在

彝族居住区时有发生。例如1996年美姑县的柳红

乡下属的一个村，由于山体滑坡全部被摧毁。由于

彝族居住区域地理环境十分险恶，多数人生活在高

山峡谷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

保护环境就成了生存的第一要素。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俗对环境的影响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彝族的民俗习惯内容十分丰富，它涉及

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物质民俗（包括居住民

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生产民俗、交通运输民

俗）；社会民俗（包括节日民俗、岁时民俗）；礼仪民

俗（包括诞生礼仪、成年礼仪、婚姻礼仪、丧葬礼

仪）；精神民俗（包括巫术及其民俗、宗教、信仰民

俗、民间禁忌）；口承语言民俗，包括民间文学传承

（神话、故事、歌谣、叙事诗、言语等）、民间艺术传承

等，其中居住民俗、饮食民俗、生产民俗、交通民俗 、

婚丧民俗对生态环境的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影

响。我们要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民俗形成的基本

特点、历史背景、文化特点、地域特征，从而做出正

确的判断。

当前我国农村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农村建设已经迈开了步伐，特别是随着国家对农

业投入的不断加大，农村的经济也得到了大幅度的

发展。在这发展的关键时刻，作为西部地区少数民

族之一的彝族，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

地区的差距，实现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创造一个

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安定祥和、生活富裕的局面是

十分重要的，因此研究彝族民俗的形成特点以及对

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把民俗和环境两者紧密结合起

来，探讨地理—民俗—环保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

实现彝族的民俗文化为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

展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民俗描述与研究
民俗描述与研究是指对具体民俗现象的观察

和记录。民俗，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文化行为。

用文字作符号，将民间传承的民俗文化现象，原原

本本地记录和描述下来，是相当困难的。民俗学研

究，历来十分强调“田野作业”，它强调对民俗现象

的考查与描述，这是民俗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

功。目前所出版的有关彝族民俗志和民俗学丛书

已经不少，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但这些著作往往在民俗的考查与描述中，存在

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多数民俗

调查者对具体民俗的记录，还停留在宏观描述的阶

段，缺乏对民俗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也就是

说，表层的描述已作了不少，深层的细节描述和心

理刻化，特别是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论述却显得稍

为不足。这不仅涉及到民俗学描述的科学性，也涉

及到民俗考查、描述的技术和技巧问题。民俗，从

来都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它所包含的层面是

极其丰富的，既有物质的因素，也有精神的因素。

物质的因素是表层的，精神的因素则是深层的。民

俗考查不仅要注意到这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而且

要将这种联系精细地描述出来。比如：我们对居住

民俗的考查与描述，以往大都集中在民居样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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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上，如蒙古包、傣家竹楼、吊脚楼、四合院

等。实际上，民居习俗所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从

微观考察与描述的角度它应包括：居住地周围的自

然环境（土质、气候、水利），各类资源，生产状况

（农、林、牧、副 渔各业），交通设施等。住宅的布局、

结构（必要时要绘出平面或立体图），住宅内房间的

分配、位置、名称，供何人使用（区别不同身份）。火

塘和灶的位置，有无特别的意义，有无灶神。名称、

制作、使用。住宅的修建（材料、过程）和仪式。房

屋建筑的类型。这些要素还只是考察要目，具体的

考察可能还要细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把握

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民俗文化的整体，才能将表层

与深层的描述与研究结合起来。民俗学的田野作

业，尚处于一种自发的、盲目的状态中，许多考察者

都缺乏基本的训练。他们仍然习惯于使用传统的

社会调查方法，如问题调查法，而忽视田野调查的

独特技术和方法。这必然影响考察的效率和质

量。又如：历史地理研究法，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民俗的传承和传播研究

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类

型，是否也可以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将其作

类型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民俗学与环

保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需要民俗学研究

者去尝试和探讨。民俗的类型研究，不仅可以帮助

我们弄清某一民俗现象的原始形态、原始流传地、

它的历史演变发展、地域关系对民俗形成所产生的

影响，有助于横向地研究彝族民俗，并扩大与其他

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传播。

三 彝族民俗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
彝族的民俗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彝族

民俗是彝族心理素质和外向性的综合表征，是长期

适应环境和与大自然做斗争的结果，是彝族强悍生

存能力的具体体现。研究彝族的民俗文化，就必须

研究彝俗文化所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地理环境

因素对民俗形成原因，因为地理环境和地势是决定

民俗形成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地理

条件必定形成什么样的民俗。由于彝族长期生活

在我国西南的高山地带，其饮、食、住、行、游等明显

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饮食民俗：坨坨肉，大小凉山彝家的传统美

肴。一般选用彝寨特有的山地小猪，约十五公斤左

右，放血宰杀。彝族人以为小猪发育尚未成熟是圣

洁的，以之待客表示对客人的尊敬。

彝族的建筑：彝族的村寨多建立在条件较好的

山谷中、平缓的山坡上或平坦的坝子上，规模从三、

五户到百户不等，以小规模的居多。

彝族的葬俗：彝族葬式，古代有山洞葬、树葬、陶

器葬等，以火葬和土葬最为普遍。火葬时需停尸三、

五天，火化地点多选在村外的墓地，火化用的柴需专

人到专门的山林中砍伐，火化用的柴堆，要用柴块交

叉放成井字型，男子放置9层，女子放置7层，将尸体

放置在柴堆最上层，死者的头要向着东方，头、脚同

时燃着，一次烧成灰为吉，忌讳中途添柴或重新燃

火；宰羊设祭，要选公绵羊，忌母羊和阉羊。

彝族的农耕民俗：彝族80%都居住在高山上和

二半山上，山高坡陡，可耕种的土地极为稀少，仅有

的一点耕地面积都是呈菱形和条状分布，只有彝族

把农作物种到了山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耕地面积狭

小每一块耕地面积只够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生存，不

得已而为之，彝族只有分散的居住在高山上，这不

仅是地理原因造成的，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彝族的交通民俗：由于彝族生活在高山地区和

二半山上，交通十分闭塞，有的地方连路都没有，只

有一些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所有的生活用品必须

靠人扛马驮才能够运到山顶，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

要想改变就必须改变观念。

分析以上罗列的彝族民俗特点可以明显看出

其形成过程和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在某种意义上

讲，民俗对环境的建设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

农耕民俗把耕地种到了山顶上，这势必加大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加大水土流失的面积，从而使生态环

境向着不利于人类生存方向发展。在广大的彝区，

特别是到了雨季：洪水泛滥、山洪暴发、山体滑坡、

泥石流横行，这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同

时也直接影响到彝族的生存。在此，我们必须要认

真的反思，不能把民俗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好

像是和生存环境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是非常片面的

也是很危险的，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彝族民俗对环境

的影响和危害，以及如何使彝族的民俗风情在环境

的建设中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特别是对我们彝族的

生存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我们必须保护好环

境，使有限的资源达到可持续利用，为我们的子孙

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而不是荒山秃岭。

如今，在大力倡导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

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重新进

行深入的思考。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人

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

前提命题。人类与自然关系是共生、共赢、共荣，而

不是征服、改造、索取。因此，我们要克服目光短

浅、急功近利思想，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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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要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对自然抱有一种

敬畏的心情，努力为失去平衡支点的自然界做些

“亡羊补牢”式的修补或调整；就是要求人类适应顺

应自然，利用自然自身固有的运动规律，更好地创

造美好的生活。

凉山是一个资源大州，水利资源富甲天下、光

热资源得天独厚、矿产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是

整个四川经济发展的后劲所在。在大力倡导树立

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对传统

的人与自然关系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不仅关系到凉山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也关系着整个西南地区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是“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所在。因此，要从

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不断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积极发展生

态经济，把环保的理念贯穿到工业、农业、旅游、交

通、教育、民俗等各项社会事业中去，才能彻底克服

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状态，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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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customs research which serv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new topic. Among mastered
information，the study on folk customs mostly is from religious，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It is a new idea to
combine folk custom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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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 some regions where the Yi nationality live in compact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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