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乡云南省梁河县是靠近缅甸的多民族地
区。老家叫孟连村，一半是汉人，一半是傣族。汉人
奉祖先规制，傣族行夷人传统，各行其是，数百年和
睦相处，可谓典型的“民族团结村”。

孟连村坐落于梁河县大盈江西岸的河西台地上，
和当地所有村寨一样，寨头有百年榕树，数十座土墙瓦
房相拥聚集。一条清澈小沟从村中潺潺流过，村外稻
田环绕，村中炊烟袅袅，静谧如画。白驹过隙，数十年
一晃而过，然而少年时代的家乡记忆——农村艰辛的
生活、淳厚的民风民俗、古朴的节庆仪式、亲和的人际
关系、诗意的田园风光、巧妙的生存技艺、采集渔猎的
奇趣乃至山茅野菜的酸辣苦甜等，却时常浮现脑际，恍
如梦境。

“乡愁是一首歌，乡愁是一杯酒”，这首“歌”、这
杯“酒”，于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世事难料，后来进
入学界，乡村研究成为了我致力的事业，那既是我兴
趣之所在，也是使命之所然，而其渊源却可追溯到故
乡的那方山水。

一

我的乡村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读研究
生之时。开始是以生态人类学理论为参照，调查研
究当代云南热带、亚热带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其
缘起及其经历，在我所著的一本专著的后记里有如
下记述：

我写刀耕火种，也许是与其有缘。我的少年时
代是在滇西的一个小镇度过的。那里的地望过去称
之为腾越，史家说，那是古代越人的故地。小镇很多
人家的家谱上写着，他们的祖先原是南京府人氏，系
明代三征麓川时随军迁到云南来的。而文献记载，
其时腾越还分布着“枕山栖谷，以便刀耕火种”的阿
昌和“居住高山，刀耕火种”的傈僳等民族。古代江
南汉族迁至腾越后，当然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
产技术，然而也向土著学会了刀耕火种，那里几年前
还能看到汉族独特的刀耕火种之法，就是一个明证。

那是森林消失之后传统刀耕火种的一种残余形
态。人们以锄或犁翻起长满杂草的土垡，将其垒成
一个个圆形土堆，内燃烈火，外覆土块，其状犹如蒸
笼里的馒头。

大约是在我九岁那年，学校组织郊游，期间有红
蓝两队争夺红旗的游戏。一面火红的旗帜高插于山
岗翠林之中，两队人员同时从山麓两侧向上冲去，率
先夺得红旗的队即为胜者。其时我年龄虽小，但不
甘示弱，与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奔跑在前。当接近红
旗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开阔地，地中垒着无数丝毫
看不出燃烧痕迹的土堆。眼见对方人员冒出山林向
红旗冲来，心中着急，干脆踏土堆直跑吧，于是一脚
踹入了土火堆。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是夺旗成泡
影，皮肉却大吃其苦，从此留下了一脚刀耕火种的斑
斑花纹。

后来离别了故乡，对于刀耕火种也便渐渐淡忘
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生态环境问题突显，
热带刀耕火种成为世界环境热点，相关新闻报道文
章连篇累牍。久违了的刀耕火种不再是脚上的疤痕
和中学时代的记忆了，突然令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山地民族为何不种水田要行刀耕火种？刀耕
火种是否是“原始陋习”？刀耕火种为何屡禁不止？
时代需要回答！

于是不顾艰险，以其为己任，一头扎进乡村，开
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十余年间，我走
遍了大半个云南的村村寨寨，许多村民伴我翻山越
岭、走村串寨，进行采访调查，大受其累。一些村寨
作为我深入观察体验的基地，我与农家同吃同住同
劳动，结下了深厚感情。

刀耕火种是什么？为何屡禁不止？通过研究，
我向社会和学界交出了答卷：当代刀耕火种是热带、
亚热带山地民族对森林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它是
一个以多种轮歇方式为基础，以村社制度体系为保
障，以万物有灵世界观及其仪式体系为调适机制，包
含土地认知、土地制度和管理、作物多样化及栽培技
术、作物轮作混作、粮林轮作等知识技术的复杂的人
类生态系统。在工业社会之前人少地广、远离市场
的偏远地区，刀耕火种的存在具有难以替代的合理
性。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在全球化、人口增长，资源
紧缺、重视环保、强调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刀耕火种以森林换取粮食所表现出的粗放、高耗、高
碳的生产形态，暴露了其适应的严重缺陷。不过，刀
耕火种是山地民族赖以生存的食粮生产方式，要改
变它就必须有新的生计形态。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不
具备生计改换的条件，所以“屡禁不止”。刀耕火种
退出历史舞台是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说
明经济问题只能按经济规律运行。

作为刀耕火种的研究成果，拙著主要有《云南刀
耕火种志》《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
刀耕火种研究》《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
的刀耕火种》《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等，以
及《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等中、英、日论文报告二十
余篇，其中多个被评为省部级优秀著作奖。

二

1989 年我调到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先后担任
筹备组副组长、副馆长，经常带领年轻馆员到田野调
查，收集文物和展品。从山地丘陵到河谷盆地，从热
带雨林到雪域高原，走过无数村寨。

在乡村调查过程中，各民族的农耕文化和畜牧
文化的多样性，时时给人以刺激和惊喜，每天都有新
的知识和收获。民族文物和展品的征集，涉及农耕、
服饰、艺术、节庆、饮食、宗教、礼仪、古籍、交通、建筑
等门类，每一个门类，又包含多个种类。民族文物和
展品的征集，既是博物馆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一项
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工作。随着工业社会的快
速发展，传统农耕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思想观念和生
活方式改变，相应的物质文化也随之变化和消失，如
果不及时征集收藏研究，今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1991 年 秋 天 ，澳 大 利 亚 学 者 唐 立（Christian
Daniels）来中国调查。唐立为科技史专家，曾参与李

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糖史”的写作。我们
在昆明见面，唐立认为中国榨糖机只有直立式双滚
轴榨糖机，我告诉他傣族有直立三滚轴榨糖机，唐立
非常肯定地表示不可能。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古代
文献从来就没有过直立三滚轴榨糖机的记载，二是
这种三滚轴榨糖机只存在于印度及其周边，属于印
度文化圈范畴。我不与他争辩，翻出在田野里拍摄
的三滚轴榨糖机的照片，唐立看了十分惊讶。我告
诉他那是在临沧地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孟定傣
族村寨拍摄的。

1989 年 10 月，我去滇西南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
县孟定镇调查。一天傍晚，调查随行的一位傣族大
哥不经意地说起河那边的甘蔗地里有一台榨糖
机。我听后立即提出要去看，其时天色已晚，傣族
大哥面有难色，但我决意要去。就这么一坚持，碰
上了珍贵资料，绘图拍照忙活了半天，自那以后再
也没有见过这种三滚轴榨糖机。让唐立更难以相
信的是，我告诉他傣族不仅有木制的直立三滚轴榨
糖机，而且还有水力驱动的卧式弧形齿双滚轴榨糖
木机。唐立说，水力驱动的卧式榨糖木机不仅未见
于中国古代文献，就是在亚洲其他曾经有过的地
区，也早已消亡无迹了。如果真的存在，无疑是一
个奇迹。

为证实我的说法，唐立次年又专程来云南调
查。我带他前往之前在西双版纳州调查的傣族村寨
去看，不料才短短两三年时间，该村的水力榨糖木机
已不见踪影，所见竟然是电动机械了。唐立十分失
望，我亦非常沮丧，幸而后来到别的村寨看到了水力
榨糖木机，这才证明了我之所言不虚。后来唐立在

他的著作中记述了这一新的发现，补充了历史文献
记载和前人研究的不足。

再有便是关于传统木犁的调查研究。国内研究
木犁的学者不少，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
一是木犁的起源，二是木犁的进化演变。关于木犁
的进化演变问题，国内多数学者都持这样的观点：木
犁的进化，最早是“耒”，继而演变为“耜”，后来进化
为直辕犁，最后演变为唐代江南的曲辕式“江东犁”，
至此定型，沿用至今。

我调查木犁，跑遍了云南及其周边地区，收集了
近两百份标本资料，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云南木犁
种类十分丰富，多样性十分突出，这是其他地区难以
相比的，云南可以说是一座活态的“木犁博物馆”。
第二，云南木犁，地域和民族特征十分显著。滇西北
的木犁与南亚和黄河中上游流域的木犁类似；滇池
地区的木犁与江南和中原的木犁有渊源关系；滇西
南的木犁与华南和东南亚的木犁同类；元江流域和
滇东南的木犁具有本土特色。地域和民族特征如此
明显，说明木犁类型多样性的形成乃是各民族对生
态和风土的文化适应和文化选择的结果，而非如某
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进化系列。第三，综观云
南各民族现实使用的二十余种类型的木犁，绝对分
不出谁比谁早、谁比谁晚，谁是谁的原始形态、谁是
谁的进化形态。所以，学界盛行的“直辕犁一定要向
曲辕犁演变，最后成为‘江东犁’”的“定论”，并不具
有普遍性，应该予以修正。

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期间，我主编了几种著
作，其中《云南物质文化》丛书影响最大，一度畅销。

《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为我所著，出版后在

日本、韩国、东南亚学界反响热烈，日本东京著名学
术出版社“第一書房”很快将其翻译，并在日本出
版。2011 年我受邀访问法国汉学中心，也是因为这
本书的原因。

三

1997年，有感于乡村传统文化急需保护、传承和
弘扬以及乡村振兴的需要，我策划了“云南民族文化
生态村建设”项目。什么是“民族文化生态村”？我
们的定义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场景中，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
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
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乡村
建设的一种新模式。

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意
在探索地域和民族民间文化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的新途径；从学术的角度看，是以人类学为核心的多
学科结合的应用研究的新课题；从现代化建设的角
度看，则可为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
战略提供参考。

199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云南民族文
化大省建设”发展战略，“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被列为
重点项目，我为项目负责人。项目第一批选择了五个
试点——腾冲县和顺乡（现腾冲市和顺镇）、景洪市基
诺乡巴卡小寨村、新平县腰街镇南碱村、石林彝族自治
县月湖村、丘北县普者黑仙人洞村。项目从1998年10
月开始至2008年10月分三期进行，历时10个春秋。

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通过 10 年建设，在各级

政府的领导下，在诸多社会组织的支持下，通过试
点村村民和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和顺属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位于县城西南4公
里的一个小盆地边缘，是著名的“侨乡”。村落依山
建筑，山涌清泉，河流环绕，田畴相望，风景如画。腾
冲县与缅甸山水相连，是古代中国西南与印度交通

“蜀身毒道”的要冲，两国边民自古交往密切。数百
年来，包括和顺人在内的腾冲人“穷走夷方急走场”，
每遇困顿厄难，即往缅甸谋生，富裕之后，则尽力支
持家乡建设。和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历史建筑精
粹，有不同于一般乡村的发达的教育和文化，很大程
度上是受惠于在海外艰苦创业的乡亲。

和顺现存寺庙宫观殿阁八大建筑群；宗族祠堂
八座；村中有建于 1924 年、为中国乡村最大的图书
馆——和顺图书馆；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故居纪
念馆以及乡贤寸绍春于 1921 年兴建的绍春公园。
和顺现存一千余幢汉式民居，其中经典的传统三坊
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四合院、多重院以及中西合
璧建筑尚存一百多幢。此外，还有文笔塔一座，石
拱桥六座，洗衣亭六座，闾门牌坊十六座，月台二十
四个等。以上仅为和顺的建筑文化遗产，其非物质
文化的积淀，也是一般村寨远远不能相比的，所以
和顺素有“极边第一村”的美誉。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数十年来和顺
曾多次遭到摧残。主村落中的七座标志性的高大石
牌坊被捣毁，宗祠的牌位、柱标等被拆除，宗祠、寺
观、民居的大量匾额、楹联、雕刻也遭到严重破坏，许
许多多珍贵文物被毁弃、焚烧。生态环境方面，部分
水域、湿地被填为水田，山林也频频开垦为农地，受
工厂污水、黑烟和居民生活垃圾的污染，昔日清澈的
河水变黑发臭。尤为遗憾的是，部分村民不再珍视
文化传统，盲目拆除传统民居，乱盖、乱建钢混结构
楼房，严重破坏了村落景观和生态环境。几经磨难，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和顺的情况始有转机。为了唤
起社会和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重振和顺人文
精神，再现侨乡历史光辉，我们将和顺选为第一批民
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试点。

项目组于 1999 年 12 月 10 日在和顺正式成立工
作站，省、县两地的项目组成员互相配合，做出很多
努力。我们对乡史、侨史、商贸史、环境史、建筑史、
抗战史、乡土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宗祠文化、
社团文化、饮食文化、楹联文化、民间艺术、婚姻家
庭、风俗习惯、文物古迹、教育、历史名人等方面进行
深入调查研究，并从该乡的各类建筑和文物古迹中，
筛选出九十余项。在悉心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中英
文的简要说明，提交政府有关部门，树碑立牌，制定
管理措施，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进行管理和保护。同
时，对具有代表性的寺院、宗祠、公共建筑和民居建
筑进行测绘，获得了大批宝贵的实测图，这为该乡建
筑文化遗产的研究、规划、保护、开发提供了详细资
料和科学依据。

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调研成果展览以及不
同形式的座谈会，以此加大文化遗产宣传。为了弘
扬和顺的建筑文化遗产，项目组借用该乡李氏家族
名为“弯楼子”的老宅和大量生活用具建立了“弯楼
子民居博物馆”。馆内除了复现弯楼子昔日的建筑
风貌和文化氛围之外，还设立了“悠久历史”“著名侨
乡”“建筑集萃”“极边名村”四个展示专题。该馆开
馆之后，吸引了大量中外游人前往参观。

最值得关注的是“和顺人写和顺”计划，我们组
织 12岁至 90岁村民数百人，参与撰写本乡的历史文
化，成果集结为《中国最具魅力名镇和顺研究丛书》
（乡土卷）（华侨卷）（人文卷）三卷本。出版之后，反
响热烈，海外的乡亲们都说“是实实在在为和顺办了
一件大好事”。随后在保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策划编
写出版了多本与和顺有关的书籍，为和顺古镇留下
了一笔珍贵的村落文化遗产资料。

2005 年，和顺在全国众多名村名镇的激烈竞争
中，斩获了“中国十大魅力名镇”、夺得“中国魅力名
镇展示 2005 年度大奖”。2024 年，和顺又获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再来说仙人洞村。仙人洞村位于云南省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为彝族撒尼人村寨。该村喀
斯特地貌典型，山峰不高，一座座形如石笋，拔地而
起，奇峭秀丽。山峰之间是宽阔的湖泊，湖面如绸似
缎，清流舒缓，菏苇摇曳，村子靠山临湖，景致十分优
美。然而，在1999年以前，仙人洞村却是一个非常贫
穷、脏乱的村寨。“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破烂不堪”，是
当时的真实写照。

针对仙人洞村的情况，我们和村民一起分析本
村文化和生态资源的特点，找准重点，确定目标，制
定长远发展目标和近期具体行动计划。通过理念培
育、能力建设、技能学习等培训，极大地提高了村民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性。建设期间，制定新的村
规民约和行为规范，大力整治环境，消除脏乱差现
象，绿化环境，建设绿美家园。发掘文化资源，恢复、
传承、活化、赋能传统文化。同时举办“篝火歌舞晚
会”“民族赛装会”“旅游节”“荷花节”“花脸节”“辣椒
节”“对歌节”等活动，并新建民宿旅馆，开发特色美
食，发展优质旅游业。

环境变得干净优美了，文化富于特点，游客量持
续上升，年接待数十万人，村民收入大增。建设民族
文化生态村之前，村民年均收入不过 300 余元，如今
上升到 4万余元，增长了 100多倍。年收入十几万元
的人家不在少数，部分人家年收入甚至超过百万。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仙人洞村不仅成为了小
康村，还斩获了“民族团结示范村”“国家级精神文明
村”等，作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榜样，发挥
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2008 年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结题，我也从
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退休，依然时时关心乡
村的建设和发展。2018年2月6日，我应邀参加基诺
族“特懋克”节日庆典，见到交往近 40年的基诺长老
和文化传承人，傍晚喝酒畅叙，写下小诗一首。兹录
于下，权当本文之结语吧：

农耕研究成往事，生态乡建有新篇；
乡村留得情谊在，入夜把酒忆华年。

乡
村
，
我
的
一
方
热
土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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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文
乡村研究成为了我致力的事业，

那既是我兴趣之所在，
也是使命之所然，

而其渊源却可追溯到故乡的那方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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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
问题战略研究创新基地特聘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中国
项目专家委员会成员等。参与领导建设云南民族博物馆，主持建设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和
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以及多个民族文化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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