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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民到农民的心路历程
———裕固族生态移民过程的心理人类学考察

李 静，刘继杰
(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肃南裕固族的生态移民从最初实施到现在已经十年有余，移民的生计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根据在肃南
县双海子村和湖边子村裕固族村民中的调查，分析移民由“牧民”转向“农民”时内心世界所经历的变化与发展。总
体而言，裕固族移民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一个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基于对裕固族移民心理变化的分析，提出
了促进由“牧民”转为“农民”的生态移民更好适应新生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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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裕固族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长期放牧使

当地裕固族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都严重依赖于畜

牧业和畜牧产品，牧民的身份也逐渐成为民族认同

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地生

态环境的恶化，传统的牧业生产正失去赖以发展的

空间，牧业生产的基础被削弱，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无法得到满足。生活在明花区莲花乡的牧民，长期

生活在贫困线上，因此，政府决定将其就近搬迁到生

态环境相对较好的明海乡境内从事农业生产，并建

立了双海子生态移民村。
裕固族生态移民于 2000 年正式启动，第一批共

78 户 300 名牧民，他们一改过去的畜牧业生产方

式，拿起铁锹、锄头，做起农民。这个由“牧”转“农”
的历史性跨越至今已十年有余，客观生存条件的改

变要求其对新环境的适应，移民的内心世界也经历

了由最初的不适应到适应的历程。本文根据笔者于

2011 年 11 至 12 月在迁入地双海子村和迁出地之

一的莲花乡湖边子村进行的调查，梳理裕固族在移

民过程中的心理适应过程。被访者以双海子村、湖
边子村的裕固族为主体，涉及同村和周边地区的汉

族、藏族和蒙古族，包括农民、牧民以及部分教师、学
生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问卷调查的被访者均为在

双海子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裕固族村民。共发放问卷

1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13 份，有效率 94． 2%。其

中，男 性 占 52． 2%，女 性 占 47． 8% ; 20 － 29 岁 占

8． 8%，30 － 39 岁占 25． 7%，40 － 49 岁占 46%，50 －
59 岁占 14． 2%，60 岁以上 5． 3%。以下分析所用统

计数据和访谈资料均来自本次调查。
一、移民之初的心理历程

认知活动是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的开端和基础，

人们借助认知得以获取和加工外界信息，并对周围

的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认知活动受外部环境和生

活经验的制约，当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原有的认知

结果和生活经验在新的客观现实中可能已经不适

用，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客观存在并建立新的经验。
当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革时，这种再认知的过程往

往会导致人们的内心世界出现一些难以适应的情

况。在移民工程的开始阶段，面对全新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绝大多数裕固族移民都无法适应，“痛苦”
和“纠结”成为该阶段裕固族移民内心世界的重要

感受。
1.“去”与“留”的“挣扎”。双海子裕固族的原

居地———莲花乡曾是肃南有名的贫困乡，当地气候

干燥，多风沙，少降水。长期以来，牧民虽不为温饱

发愁，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等因素的制

约，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为了促使牧民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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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计划内移民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因此，向

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双海子村移民所具有的拉力是

明显的。然而移民初期迁入地的配套设施尚未完

善，更重要的是搬迁后他们要放弃世代从事的畜牧

业，从事完全陌生的农业，这使多数有搬迁想法的人

打起了退堂鼓，面对“搬”与“不搬”的问题犹豫不

决，多数人在最初“干脆不愿意搬”。根据对搬迁牧

民的调查显示，65． 5% 的被访者表示自己是在犹豫

之后才选择搬迁的，有 0． 9% 的被访者是迫于生活

的 压 力 不 得 不 搬 迁，毫 不 犹 豫 选 择 搬 迁 的 约

33． 6%。
“任何一个自我决定的行动，在其开始之前，都

有一个考察和深思熟虑的阶段，我们可以把这称为

‘情境定义’。事实上不仅具体的行动有赖于情境

定义，而且整个的生活谋略和个人人格都逐渐遵从

一系列这样的情境定义。”［1］另外，人的心理活动存

在不同的特点，面对客观事物时，其内心往往有不同

的解释、判断和选择，“给两个人以相同的刺激，但

他们 很 有 可 能 对 这 个 刺 激 产 生 完 全 不 同 的

反应。”［2］

有一种说法就是再好也不如自己的土
窝窝好，当时谁也不愿意走。县里乡里就
开始下来动员，然后就说你的草场也有，先
去种地适应一下，实在不行想回来就可以
回来。( 钟某，男，42 岁，农民)

我们刚开始来了八十几户 ( 实为 78
户) ，有二十几户都受不了回去了。刚来
那时候这里啥都没有，就是个沙，风大的
很。风刮的饭也吃不上，地里的活又累，就
想回去呢。……有些人看着没收入，然后
就往老家跑。( 安某，女，44 岁，商店老板，
农民)
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故土的留恋增加了村民们

的犹豫，为此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工作，在

反复动员之后，部分牧民终于同意搬迁。少量牧民

在搬迁之后，已经坚持到将土地开垦好，但仍因为受

不了农区的艰苦而选择回到牧区，回去之后因为草

场已被重新分配而断绝了生活来源，又重新回到双

海子村。牧民们在移民之初的这种不愿搬迁和反复

迁移的现象体现了其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挣扎，为了

追求美好的生活，他们选择了搬迁，现实情况和理想

的差距以及对故乡的眷恋又使他们犹豫不决，此时

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处在“挣扎”之中的。
2．从牧民到农民生计转变的“痛苦”。在迁出

之前，裕固族均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兼营少

量农饲生产。迁移到双海子村之后，原有的分散居

住模式被集中连片居住模式所代替，传统的游牧生

计经营方式在这里行不通，也不被允许，农耕成了他

们最初阶段唯一的选择。
我们牧业上有句话，在牧区找不到一

把好铁锹，在这个地方( 农区) 铁锹就是吃
饭的家伙。我们这个地方找个好兽医很容
易，找个好的种地的，农业上的能手不容
易，我的种地技术也一直不行。 ( 钟某，
男，45 岁，农民)
裕固族长期从事畜牧业，自幼的耳濡目染和实

践造就他们对牧业的精通，但他们几乎不接触农耕，

农业技能非常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如何耕种土地

并不了解，面临着“不会种地”的局面。另外，初期

的农田水利、道路交通以及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不

完善，很多工作都需要移民自己完成，这不仅加大了

他们适应的难度，而且增加了他们因生计方式转变

而带来的心理上的痛苦。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

客观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关联结构，人们依靠在

意识中对其作出反应进行思考并开展活动，即“对

这个世界的所有解释都建立在人们以前有关它的各

种经验储备基础之上，……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

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3］在现实世界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现有的知识”不足以为移民

解释社会事实提供足够的“参照图式”，他们必须重

新认识社会事实以储备足够的经验来应对。
如今双海子村的裕固族移民的生活已经有了较

大的起色，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都比在牧区改善了

很多，本不适应农耕生活的牧民逐渐找到了感觉，

76． 1%的被访者表示对现有的农耕生活经历了一个

由不能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19． 5% 表示自己从

最初就基本能够适应农耕生活，仍有 4． 4% 的被访

者认为自己一直无法适应。
3. 从牧民到农民身份认同的“迷茫”。在原有

生存环境下，裕固族牧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面

貌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在搬迁之后，那些曾被赋予

意义的身份认同符号发生改变甚或消失，草场被农

田取代，牲畜变成了庄稼，分散的居住格局转为集中

定居等，其中最大的转变莫过于生产活动由牧业到

农业的转变。这种身份符号的转变对许多牧民来说

往往难以接受，他们必须在与新环境的互动过程中

重新赋予其新的意义体系。这个“重新赋予”的过

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会导致一些牧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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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茫，对原有意义体系( 如故土、旧业等) 的怀念，

则会加重这种迷茫，增加认同新身份的难度。
在传统的裕固族民众心中，放牧和种地是区分

裕固族和汉族的重要标志，世代从事的牧业生产是

他们作为裕固族身份的象征，其对牧民身份的认同

远远超出了对新的农民身份的认同。在移民们开始

农耕生活之后，除少量一些曾经在牧区经营过农业

的人表示:“虽然累点，但还能习惯”之外，更多的人

发现自己对此很不适应，觉得自己“汉族不是汉族，

裕固族不是裕固族”，对新身份难以认同，移民的心

理过渡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

也是导致移民身份认同迷茫的重要原因。在迁入双

海子村之后，绝大多数家庭仍饲养有一定的牛、羊、
鸡等，集中定居后有限的空间则限制了饲养牲畜的

规模，有些家庭不得不放弃饲养牲畜，造成其与牧业

的“彻底决裂”，传统身份特征再一次消失。此外，

裕固族传统饮食中对畜产品的需求较大，定居点无

法饲养足够的牲畜，这方面的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

传统饮食习惯无法保障，这是难以接受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短期内的巨大变化导致了裕

固族移民原有身份特征消失，原有的被大家普遍接

受的认同标准被打破，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被削弱，

而新的认同尚未确立，二者之间的断裂使民族心理

中出现身份认同困难和迷茫的心理体验，成为移民

中必然存在的现象。
二、农民时代的心路历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逐渐从心理上接受农

业，以及由牧民到农民的生计方式和身份转变，适应

了现在的生活。然而，“在行动者控制的范围内，所

采取的手段一般说来不能被认为是随意挑选的，也

不应该被认为完全取决于行动的条件，而是必然在

某种意义上受一种独立的、明确的选择性因素的影

响。”［4］移民们适应新的社会情境的过程，受到各种

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他们在这种实际可能的范

围和限制条件中通过自己的行动，逐渐将自己的行

为取向与客观情境要求的规范和价值相适应。
1. 从“茫然”到“理性”。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

知结果直接影响其心理活动并决定其在社会生活中

的行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缺乏必要的知识，移

民们在双海子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初几年当中，很

多人的内心都是茫然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耕种眼

前的土地，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些

村民对此表现得无所适从。
要说 100 头羊里面有哪一个羊生病了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庄稼反正都绿着呢，
哪个地方缺个什么，还是看不到。一看今
天他们( 指附近的汉族农民) 头水( 即浇第
一遍水) 施的化肥是尿素，我们就跟着施
尿素，听说二水上他们施的氨，就统统施上
氨，汉族能知道庄稼需要尿素还是需要磷
肥，但我们就没办法。( 钟某，男，42 岁，农
民)

地里下了种子什么都种不出来，很多
人种上十几亩地都赔着呢，10 亩地的棉花
才卖了 1000 块钱。那时候不会种，像种棉
花，后来才知道要打药，不让它往高里长。
种了三四年后才知道该怎么种。( 安某，
女，44 岁，农民)
农耕知识的匮乏必然会导致产量和收入降低，

移民们在初期的损失是巨大的。经过若干年的摸

索，他们逐渐积累起一些农业生产知识，种起地来不

再手足无措。此外，当地汉族移民和外来人口不断

增加，其中多为经验丰富的农民，裕固族村民可以近

距离的观察和学习，施肥、选择作物的时候不再盲目

跟风，而是在理性思考和选择之后作出决定。
如今的村民在面对“是否愿意回到原居住地”

这样的问题时，只有 23． 9% 的被访者选择“愿意”，

69． 9%的人选择了“不愿意”。究其原因，“在这里

都扎下根了，不想回去了。”“老家的草场不好，草质

上不去，羊的体格小，质量也上不去。”另外，“老家

草场退化、土地盐碱化”现象严重，所 以“收 入 不

行。”“各方面都不如这里方便。”“在这住久了，回去

再不习惯了。”都是村民们经常提到的。愿意回迁

的村民则 是 因 为 牧 业“要 清 闲 些，没 有 农 区 这 么

累。”“现在搞退牧，国家也有补贴。”“老家那里的空

气也好些。”“还是不习惯种地”等。部分 50 多岁的

村民认为从事农业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随着

自己年事渐高，“种地就干不动了”，所以“目前这个

年龄还是想种地，再过几年还是想放牧”。约 6． 2%
的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更关心怎样在现有

条件下让生活过得更好。
人是理性的创造物，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能够

在面对诸种选择时进行思考和分析，并且根据理性

分析作出选择。移民从最初因为“不习惯”而表现

出的茫然与摇摆不定到当前面对种地和放牧时的理

性态度，这种由“茫然”到“理性”的转变，是建立在

对其接触到的事物充分了解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

的，这反过来也推动了村民们的心理适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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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被动”到“主动”。社会个体往往在特定

的情境之中，为了一定的目的，在主观意志的指导和

客观条件的限制之下，作出各种适应社会存在的行

为。移民在适应新的生计模式的过程中，其心理上

经历了从最初的无法适应与被动接受到积极适应与

主动参与的变化。
在移民最初的两年中，因为普遍不会种地，所以

在农作物的选择上村民们表现出很大的从众心理，

由此导致了当地的农作物在最初几年的相对单一。
由于被动的跟着他人选择农作物，自身也缺少相应

的种植经验，所以很多移民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

大量的投入之后，往往得不到相应的产出。诚如当

地村民所说: “裕固族是一个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民

族”。在经历了前期短暂的被动适应之后，村民们

开始了积极主动的探索，寻求发展道路的最大化。
2002 年( 移民第三年) ，当地开始尝试订单农业，村

民的收入有了较大改观，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部分

移民将土地流转，自己专门从事牧业或运输业等，在

取得这些收入的同时，土地出租所得的费用也构成

其收入。部分村民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以经营副业

或外出打工等手段增加收入。正因为村民们积极主

动的参与，所以这些移民的生活质量在相对较短的

时期内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移民工程对改善民生的

效果彰显。
从“被动”到“主动”的适应过程，体现了裕固族

的传统文化因外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之

后，其民族成员内心世界的变迁。村民们曾因为最

初一段时间“不知所措”而感到茫然，而在逐渐接受

与适应之后，便开始理性地对待这些新事物，并积极

主动地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种变迁是意识因素在

其行动中连续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实践循环往复

的安排过程而言，最深入地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

类行动者认识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5］，裕固

族移民在适应新事物的过程中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受

到这种意识的支配。
3. 从“断裂”到“重构”。“文化过程是动态的、

依赖于语境的。”［6］237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发生语

境具有丰富的背景，当语境背景改变时，文化的意义

也可能随之改变。移民之后的裕固族，一方面，新的

文化因素出现在其社会生活中，传统文化的一些成

分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基础，双方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断裂，移民因此需要努力适应现有的新文化环境; 另

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地型塑着当前的文化演进过程，

在适应新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对传统知识进行重构。

移民到双海子村的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变化主要

表现在宗教信仰日趋淡化、民族语言面临发展的困

境、传统民俗逐渐丧失等方面。
传统语言流失的现象在整个裕固族当中都比较

普遍。近年来，双海子村的村民和其他地区的裕固

族一样，逐渐意识到保护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这除

了表现在一些场合下自己注意使用裕固语之外，尤

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刻意要求子女学习和使用本民

族语言。
平时丫头 ( 女儿) 在学校的时候不怎

么说我们的语言，回来以后我们都让她说
裕固话呢，在学校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
说裕固话。我的想法就是想让她当个裕固
族的语言老师，丫头自己也有那个想法。
( 郭某，男，42 岁，农民)
又如在恢复宗教信仰方面，村主任向我们介绍:

因为很多村民反映没有宗教活动的场
所，所以村上今年( 2011 年) 筹集资金盖了
这个鄂博，请马蹄寺的活佛选址，又去塔尔
寺请了佛像和经文回来，每年农历七月十
五的时候举行集体的祭祀，平时村民们想
来的时候也可以来。要是以后发展旅游的
话这也是个景点。
这种对传统的重构并不是简单的恢复，他们在

恢复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加入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的成分。
三、结语

与移民之前相比，双海子村裕固族社会经受了

前所未有的、多向的、系统的社会转型。生计方式从

畜牧为主、农耕为辅，转变为农耕为主，畜牧、工商、
运输为辅。居住地的民族组成从裕固族占绝对多

数，转变为裕固族为主，汉、藏、蒙等民族共同组成，

而且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其主体地位日渐削弱。
语言从以裕固语为主、汉语方言为辅，转变为以汉语

方言为主、裕固语为辅。宗教信仰从藏传佛教、萨满

教和祖先崇拜相对淡化，转变为藏传佛教和萨满教

信仰更为淡化，仅祖先崇拜仍相对较浓，如此种种。
文化变迁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从社会层面来看，文化变迁可能会涉及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和生活管理的修正、废除和重建。从个

体层面来看，文化变迁可能会使一个人的文化框架

得 到 修 正，并 且 /或 者 使 其 他 解 释 框 架 得 到 发

展。”［6］267所以，上述种种变化导致的新旧文化的相

遇会促成移民的民族心理发生变化，如果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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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经验对移民加以适当的引导，将会促进其更

好地适应新的生活。
首先，保护和利用本土知识。生态移民带来的

一系列生计方式的变化使裕固族移民需要经历一个

重大的认知重构过程。在此期间移民固有的经验和

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认知新环境的基础。一方面，

他们往往根据原有的认知图式观察和体验新事物，

并以此为依据作出具体的决定。另一方面，本土知

识为移民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如一些移民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自己的放

牧经验，在新社区因地制宜开展牧业生产，这既提高

了其生活水平，也促使其更好的适应移民后的生活。
因此，注重对移民本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挖掘其中

的有利因素，将传统文化与现实有机的整合，在顺应

民族心理需要的范围内引导其发展，促使移民理性

面对现实，在积极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重构对民族

文化的认知，适应社会的发展。
其次，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切实执行。政府

部门制定的制度及其执行力度与移民的心理问题产

生有很大的相关性，政府制定的制度越完善，执行的

力度越高，移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出现问题的概率就

越小，其民族心理产生不适的概率也越小。随着肃

南县移民进程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移民政策中的

不合理性，如配套设施不完善，早期移民的人均耕地

低于后期移民，部分移民在迁出地的牧场得以保留，

另一部分则被重新分配给他人，移民后的产业发展

模式一度僵硬等。这些问题虽有一部分得到解决，

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但多数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引

起了相关移民的不满，在生产生活中出现消极的言

语和行为，适应现有生活的难度加大。如果政府职

能部门能够制定更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将其切实

的加以执行，势必能够为移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帮助，

移民的适应过程也会更加顺畅。
再次，关注移民的跨文化交往。生态移民还造

成这样一个事实，即移民的跨文化接触迅速增加。
在迁入双海子村之后，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增多成为

村民中普遍的心理体验，90． 3% 的被访者认为自己

和其他民族的接触较在牧区的时候增多。这种跨文

化接触不但体现在与外部文化的接触增加，而且包

括传统地方性知识出现的新变化，如随着与其他民

族交往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事物不断地

出现在其社会生活中，由于原有的裕固语中没有相

应表达方式，因此大量汉语借词，如苞谷、电视机、手
机、户口、医院、大学生、社会、法律等不断出现，这既

表现了在跨文化交往中，裕固语自身发展面临的困

境，也体现古老的裕固语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客观

现实对裕固民族文化认同及其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他们在面对自身地方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处理与

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要求我们构建一种

有效的文化能力模型，既能形成新的认知图式，有效

应对这种跨文化交往带来的文化变迁，又不至于使

其因文化差异的存在而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
最后，生态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裕固族生态

移民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在这个

社会整合的过程当中，自然环境、经济利益、政治权

利、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等诸方面综合作用，互相融

合。这当中，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整合无疑

是需要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两个方面。双海子村

不仅有裕固族，也有汉族、蒙古族、藏族等，移民使他

们杂居在一起，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交流碰撞，从而

他们需要经历逐渐适应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当地

通过社区建设，提升公共事务处理的合理性，提高不

同成员、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建立起以人际关系准

则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增强了不同民族

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维护了社区内部的稳定和

团结。因而，如何有效发挥移民系统内部的正能量，

促进移民迅速的融入迁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环

境之中，是生态移民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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