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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指导下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
以云南布朗山布朗族为例

张晓琼 李成武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趋势和社会主义模式
,

使布朗山布朗族传统杜会

文化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
,

而非现代化影响的自我发展结果
。

这种国家主导下

的计划性变迁
,

是布朗山布朗族 50 年来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因
。

它在导致布朗族社会文化发生变迁 的

同时
,

也由于缺乏对布朗族传统文化的足够了解而使其变迁 的计划和目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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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趋势和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国家政权在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主导作

用
,

使新中国建立前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也纳人了向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的变迁过程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指导下
,

这些民族社会经过 50 余年的变迁与

发展
,

实现了社会性质与社会制度的跨越
,

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

少

数民族社会实现了历史的进步与民族的繁荣
,

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现代化发展

的成功体现
,

同时也是党的民族发展政策的结果
。

同时也应该看到
,

由于各民族在纳人社会主

义模式和现代化发展时的起点各不相同
,

发展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异
,

因此在国家指导下的变迁

过程也存在着将社会主义模式和现代化发展与这些民族原有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进行对接

的问题
。

在本文中
,

笔者试以云南西双版纳布朗山布朗族建国以来社会政治和生计方式的变迁

历程为分析案例
,

对国家指导下的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加以探讨
,

以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开始的新一轮民族社会的发展进程
。

一
、

布朗山布朗族的社会概况

中国布朗族是世居云南的少数民族
,

据 2000 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统计
,

中国布朗族总人 口

为 9 18 82 人
,

其中有 8 6 4 01 人属于农村人 口
,

[‘了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特
、

少 民族
,

主要分布在

云南省的临沧
、

西双版纳
、

思茅
、

保山等地
。

其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动海县是布朗族最为

聚居的地区
,

据 20 00 年统计
,

布朗族人口共有 30 09 0 人
,

其中 1 1337 人聚居在布朗山布朗族

乡
,

是全国布朗族最为集中的地方
,

也是全国唯一的单一布朗族民族乡
,

其余 5 万多人散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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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
、

思茅
、

保山的 20 余个县市
。

云南各地的布朗族社会发展状况极不平衡
,

其中聚居于西

双版纳沿边一线的布朗族发展较为缓慢
,

布朗山布朗族乡是典型的
“

边
、

少
、

穷
”

山区乡
,

被

列为云南省 506 个扶贫攻坚乡
、

8 个民族特困乡之一
,

1 999 年又被国家扶贫办列为全国少
、

小

民族综合开发乡
。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
,

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在新中国建立后
,

社会文化变迁中所

遇到的问题
、

出现的矛盾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

因此
,

本文选取布朗山乡作为研究对象

和分析案例
。

布朗山乡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勋海县东南部
,

地处东经 100
。 、

北纬 21
。

之间
,

总

面积 1 0 16
.

34 平方公里
,

约占勋海县总面积的 18
.

44 %
。

全乡辖动昂
、

章家
、

兴童
、

曼因
、

结

良
、

曼果
、

班章 7 个村民委员会
,

51 个村民小组
。

据 2 002 年统计
,

全乡年末总户数 35 00 户
,

17 022 人
,

其 中布朗族 1 1 170 人
,

占全乡人 口总数 的 65
.

62 % ; 其他 民族 5852 人
,

占

3 4
.

38 %
。

人 口密度为 17 人 / 平方公里
。

¹

布朗山乡地势东北高
、

西南低
,

山峦起伏连绵
,

沟谷纵横交错
,

地理环境错综复杂
,

平均

海拔 1216 米
,

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
,

阳光充足
,

雨量充沛
,

平均年降雨量达到 1374 毫

米
,

年平均气温 18 ℃一 21 ℃
,

全年基本无霜或有霜期很短
。

一年分为干湿两季
。

由于夏秋季

受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控制
,

冬季受来自印度半岛的干暖西风气流控制
,

加之北部有哀牢

山和无量山的屏障作用
,

布朗山形成了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
,

四季如春
”

的气候特点
。

同

时
,

由于处于绝对高度多在 10 00 一22 00 米的中山山地
,

相对高差 500 一 100 0 米
,

布朗山又形

成了明显的立体气候
。

布朗山的土壤类型主要为砖红壤性红壤和黄壤两种
,

适合种植水稻
、

早

谷
、

玉米
、

豆类及茶
、

甘蔗等粮食和经济作物
。

布朗山全乡由于地处山区
,

土地资源
、

森林资

源
、

草场资源 比较丰富
。

全乡有林地 106 万亩
,

有宽广的自然草场
,

发展畜牧业前景十分广

阔
。

在布朗山乡的群山之中
,

错落着勋昂等六个 500 亩以上的小平坝
,

是水稻的主要种植区
。

布朗山乡 9 7 %是山地
,

因此从事山地农业
,

种植旱稻是布朗山乡农业经济的主要方面
。

资源丰富
、

地域辽阔的布朗山由于地势偏僻
、

交通闭塞
、

山高坡陡而制约了居住在山上的

布朗族与外界的交往
,

同时也形成了布朗族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新中国建立前后
,

布朗山

布朗族仍以早地劳作为主
,

其耕作方式主要是刀耕火种
、

轮歇耕作
。

生产工具主要有砍刀
、

斧

头以及二寸宽
、

四寸长的小铁锄和带齿弯镰
。

板锄虽已流人
,

但使用不多
。

在铁质农具普遍使

用的同时
,

木矛
、

竹矛等工具在生产中仍占有重要位置
。

二
、

布朗族社会的变迁历程

(一 ) 传统社会政治的变迁

布朗山布朗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曾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

段
。

新中国建立前夕
,

布朗族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
。

在农

村公社中
,

氏族组织嘎滚仍然继续起着一定的作用
,

血缘纽带还没有完全被废弛
。

从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所记载的群婚和对偶婚残余
、

布朗族社会的生产力和

¹ 布朗山布朗族乡政府
:
《布朗山布朗族乡工作情况汇报》2(X) 2年

,

其中总人 口数与总户数与上年统计

出人较大
,

主要由于原属布朗山乡曼桑村委会的曼丙村民小组 (布朗族村寨 ) 划归打洛镇管辖
,

而辖地面积

尚未界定
,

故沿用原测量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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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状况
,

到至今仍然保存的亲属称谓
、

妻方居住婚
、

母子联名制和妇女财产继承权
、

男

性血缘氏族的存在
、

严格的村社领域界限
、

头人制度和村社群众大会等等
,

都清晰地表明了布

朗山布朗族村社政治的历史变迁轨迹
。

圈

由于西双版纳布朗族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独立的本民族政权
,

因此与统治民族傣族和不同

朝代的中央政权的关系成为其社会发展的另一历史轨迹
。

据傣文历史文献 《勒史》记载
,

公元

11 80 年傣族首领帕雅真统一各部后
,

即把包括布朗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纳入了 自己的统治范围
,

同时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
, “

拥天朝皇帝为共主
” 。

元朝以武力平定西双版纳后
,

建车里军民总

管府
,

委任当地首领塞赛为总管
,

佩金虎符
,

开始了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
。

此后历代封建王朝

沿袭了这一制度
,

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
,

中央政权对西双版纳的统治基本上都是通过傣族封建

领主来实现
,

傣族封建领主制成为整个西双版纳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
,

这一制度 自然也渗透

到在其统治之下的布朗族社会
。

傣族封建领主通过封委或认可布朗族村寨头人实现其政治统治

和经济剥削
,

布朗族村社内部则依然保持其固有的社会形态
,

沿着相对独立的道路发展直至新

中国建立
。

具体而言
,

在布朗族村社内部
,

每个村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
,

由数个至十余个不同血缘的家族或派生家族所组成
,

其规模大者 300 余户
,

小者 10 余户
,

一

般为 100 户左右
。

在外部
,

村社之间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而互不统属的政治单位
,

各村社之间

有着严格的领域界限
,

这种界限大都依照 自然地势
,

以山岭
、

溪流或森林来划分
。

村社成员大

都有共同维护村社疆域的义务
,

村社间不能互相侵犯
,

否则将引起纠纷
,

轻则罚款
,

重则械

斗
。

村社成员在辖区范围内有砍种土地
、

放牧牲畜
、

捕猎野兽
、

建筑竹楼
、

砍伐柴草等权利
,

村社由此成为全体成员赖以生存的实体
,

因而对村社成员具有强大的内聚力
。

村社成员也共同

负担对土司
、

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贡纳
、

劳役和派款等
。

由此可见
,

布朗族的村社组织
,

作为一

个政治经济共同体
,

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职能
,

是布朗族社会的基本社会

政治制度
。

因此
,

迄解放前夕
,

布朗族社会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傣族封建领主制下的农村公社
。

195 3 年 1 月 23 日
,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 (19 5 5 年区改州 ) 成立
,

辖区划设为 12 个版纳
,

在勋海县境内设 5 个版纳和格朗和
、

布朗山两个自治区
。

1 954 年 3 月 21 日
,

第一届布朗山区

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

新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新的政治制度在布朗山的建立
,

同时也开始了布

朗族社会在国家指导下的变迁历程
。

19 56 年
,

中共云南省委根据党中央边疆民族地区工作
“

慎重稳进
”

的指导方针
,

结合云南省的实际
,

制定了山区后进少数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的政策
,

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是
“

在党的领导下
,

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

依靠贫苦农民
,

团

结一切劳动人民
,

团结和改造与群众有联系的民族头人
,

通过互相合作
,

逐步消灭原始落后因

素
,

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 。

据此确定西双版纳坝区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区
,

山区少数民族

地区为直接过渡 区
,

布朗山区被选择为直接过渡地区进行试点工作
,

明确宣布布朗山区不进行

土地改革
,

不废除原有债务
,

决定今后土地谁开垦的谁使用
,

集体开垦的共同使用 ; 债务的处

理由双方当事人协商
,

本着团结互助
、

互让的精神解决
。

这些措施及时地解除了民族上层的思

想顾虑
,

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

对顺利过渡起到了重要作用
。

同年 3 月和 4 月
,

布朗山区组织了

两个互助组
。

5 月
,

在两个互助组的基础上
,

建立了布朗山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

嘎锵响

昂 (意为坚强 ) 合作社
。

到 1958 年底
,

布朗山全区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

互助组
、

合作社的出现
,

不仅使村社的土地
、

耕畜
、

农具等生产资料的掌控逐渐脱离了村

社传统权威的控制
,

而且村社公共事务也逐渐为新的组织所掌握
,

这就使互助组
、

合作社不仅

成为村社经济活动的重要组织
,

而且也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组织
。

直接过渡政策的实施和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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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运动的兴起
,

使布朗山区逐渐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为新政权的巩固

和体制内权威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

但随后开始的合作化
、 “

大跃进
” 、 “

民主革命
” 、

¹ 人民

公社化运动直至
“

文化大革命
”

等历次社会
、

政治运动
,

严重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边疆工作
“

慎

重稳进
”

的指导方针
,

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

使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
。

195 8 年底
,

在合作化尚未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情况下
,

全国掀起了
“

大跃进
”

和人民公社

的热潮
,

布朗山区在全国形势的冲击和影响下
,

也开始大办公社
、

办食堂
、 “

大跃进
” 。

接连不

断的社会革命
,

给布朗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

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到了破

坏
,

群众思想极为混乱与恐慌
,

整村整寨的群众外流出境
,

境外国民党残军乘机袭击边防哨

卡
,

策动原伪保长
、

反动头人发动暴乱
,

边境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

1959 年
,

布朗山区工委

经过认真总结
,

展开了纠偏工作
,

撤掉了食堂
,

摘掉了公社帽子
,

恢复了区
、

乡
、

村设置
,

调

整了生产关系
,

局面逐步稳定下来
。

然而
,

不久后开始的
“

文化大革命
”

所引发的动乱也涉及了布朗山
。

1967 年初
,

在上海
“

一月风暴
”

的影响下
,

布朗山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被造反派夺权
,

混乱局面蔓延到农村
。

19 69 年 4 月以后
,

当地驻军奉命
“

支左
” ,

对布朗山区实行全面军事接管
,

布朗山区更名为
“

五一公社
” ,

并开展了建设政治边防运动
,

第一次把土司
、

头人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

从

19 69 年至 1984 年
,

在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
,

布朗山一直处于人民公社体制下
。

由于人民公社

是一个集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文化为一体的组织体系
,

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双重功

效
,

因此又是农村基层社区组织
。

这套组织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
,

农村

公共资源的支配权集中于自上而下
、

具有高度组织化程度与纪律性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

实行党

对农村的一元化领导
。

通过这套组织体系
,

形成了农村公共资源由下向上集中
,

由行政向党组

织集中
,

由此使执政党的领导权一直延伸到了农村的最基层
。

因此
,

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
,

使

国家体制内权威最终在布朗山布朗族村社组织中得以确立
。

传统的村社权威如头人
、

家族首

领
、

宗教领袖
、

村社精英等在猛烈的政治社会运动的冲击下迅速退出了村社政治经济社会的活

动舞台
,

被国家政权确立的正式权威所取代
,

布朗族传统的生活方式
、

文化习俗
、

伦理道德和

价值观念等等也在人民公社的高度政治化治理下遭到了冲击
,

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

发生了

程度不等的变迁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人民公社对农村资源和

生产经营的控制
,

把生产资源的使用权和生产经营权直接赋予了农民
,

从而使人民公社制度失

去了存在的基础
。

于是从 198 3年开始
,

乡镇政府代替了人民公社
。

布朗山公社也在 1984 年撤

¹ 动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 《动海县志
·

大事记》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第 12 页记载
: 19 58

年 8 月
,

动海县在二线地区即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区农村开展
“
民主补课

” ,

对地富进行清算
、

挖底财 ; 在一线

地区即直接过渡区开展
“
民主革命

” ,

进行阶级划分
,

又新划出地主 328 户
、

富农 289 户
、

高利贷 6 户
,

使全

县地主
、

富农总户数达 1626 户
,

占农户总数的 9
.

n % ,

扩大了打击面
。

又据动海县史志办公室编写的 《中井
动海县党史大事记 ( 1947 一 199 8) 》记载 : 19 59 年 6 月

,

动海县委在直接过渡区开展错划纠正阶级工作
, 8 月

在直接过渡区巴达
、

布朗山
、

动混
、

动满全面开展工作
。

通过纠正错划阶级
,

提高了党的威信
,

争取外逃群

众回国 176 人
,

其中直接过渡区的有 164 人
。

另据动海县档案馆馆藏第 30 7 号档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

步兵第十团二营对张家乡新乃 (应为兴因)
、

香广两寨外逃之情况调查报告》记载
: 1958 一 1% 1年新乃外逃总户

数共46 户
,

总人数共 20 5 人
,

其中地主 1 户 4 人
,

富农 5 户 18 人
,

其余为中农 (含富裕中农 )
、

贫农
。

1% 1年

两寨外逃群众归国情况为
:
归国总户数 49 户

,

总人数 24 9 人
,

其中地主 6 户 16 人
,

富裕中农 10 户 56 人
,

其余

为中农和贫农
。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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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

恢复了布朗山区
、

乡
、

村的建制
。

1 987 年撤区建乡
,

乡政府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
,

乡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公所 (行政村) 对乡以下的村社行使管理权
。

村公所管辖下的自然村设立

村民自治组织
—

村民委员会
,

逐步形成了
“

乡政村治
”

的政治格局
。

20 0 0 年
,

布朗山村村

公所正式改为村民委员会
,

村民委员会代替了乡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公所
,

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的

自治组织
,

各自然村设立村民小组
。

体制内权威对基层农村的管理权和控制权有所收缩
,

但国

家政权及体制内权威对农村基层的控制依然十分牢固
。

从以上布朗山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
,

布朗山布朗族社会 自解放前夕原始社会

末期的农村公社经过直接过渡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
,

从此进入了与全中国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行列
。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实行的全面新政
,

布朗族社会的传统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退

出了在乡村政治和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
、

群众组织和新型社

区组织等
,

其原有社会的
“

自治
”

状态被打破
,

其制度文化随之发生了变迁
。

传统的村社政治和

管理制度在先后经历了合作化和公社化等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化的改造后
,

最终通过人民公社政

社合一的体制大大增加了国家对乡村社区的直接影响
,

有力地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聚合
。

这是布朗

族社会开始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
。

然而过于急进的变迁进程
,

使布朗族社会在变迁

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

对随后开始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

这是当地至今

依然较为贫困与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
。

(二 ) 传统生计方式与刀耕火种文化体系的变迁

布朗山地处高温高湿的南亚热带气候
,

植物生长很快尤其是次生阔叶林速生快长的特点
,

使得这里形成了茂密的森林
,

生活于这一生态环境中的布朗族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创造出一整套

既能满足生存需要又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农业生态系统
—

刀耕火种文化体系
。

纯粹形态的刀耕火种是一茬轮歇制刀耕火种
,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云南从事刀耕火种的大

部分民族都以这种刀耕火种为主
,

山地民族称其为
“

懒火地
” 。

此类刀耕火种在技术上有这样

几个特征
:
一是实行严格规划指导下的轮垦

。

村寨把土地规划为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区
,

全

体村民每年集中开垦一个或数个小区
,

每个小区只种一季作物
,

年年更换新区
,

实行较长周期

的有序循环轮垦制
。

二是免耕
。

以刀和斧砍伐树木
,

烧后便采取点播方式播种
,

不使用锄头和

犁耕作土地
。

这就有效地保护了地中的树桩不受损伤
,

砍种一年抛荒后
,

地中的树桩便蓬勃发

枝
,

七八年后便可恢复成林 ; 同时具有保肥的意义
,

地里的树木焚烧之后
,

作为肥料的灰分覆

盖于表土
,

雨水降临
,

灰分渗人土中
,

利于作物吸收 ; 还有利于防止杂草虫害和水土流失
。

所

以此类刀耕火种一般都具有省力
、

草少
、

水土流失少
、

树木恢复快
、

粮食产量高等多种优点
。

三是间作和混作
。

除主要种植粮食作物旱谷和玉米外
,

各族人民还在同一块土地中间种
、

混种

上不同科
、

属
、

种的 20 多种其他作物
,

如粟
、

高粱
、

黄豆
、

饭豆
、

四季豆
、

茄子
、

辣椒
、

南

瓜
、

青菜
、

萝 卜
、

向日葵
、

苏子
、

薄荷等等
。

这样
,

一块土地上的庄稼高矮相间
,

直立
、

蔓生

互依
,

上层
、

中间
、

地上
、

地下应有尽有
,

形成充分利用地力和阳光
、

多种作物组成的垂直群

体结构
,

为山地民族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

粮食
、

蔬菜
、

油料以及制作水酒的原料
,

所以山地民族尊称其为
“

命根子
”

和
“

百宝地
” 。

百宝地不仅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

亩产通常都

在 3 50 一 4 50 公斤之间 ; 而且还具有荫蔽土地
,

防止暴雨山洪冲刷土壤
、

保持水土的生态效益
。

据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调查资料记载
,

一般来说
,

一个中等布朗族劳动力种 1 挑种 ¹ 的早

¹ 旱地每挑种相当于 2
.

5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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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地
,

从砍地到收获需要工时 93 天
,

一个男劳动力在正常情况下每年能种 2 挑种的旱谷地
,

如果风调雨顺
,

一年可收人 24 一 30 挑稻谷 (约为 12 00 一 1 500 斤 )
,

除去本人食用及穿衣等基

本费用外
,

还能提供约 4 00 一 600 斤的剩余谷子
,

基本可维持一个人的生计
。

以布朗山章家寨

为例
,

该寨的旱谷生产基本上全部采取刀耕火种
、

一茬轮歇耕作的方法进行
。

章家寨当时种植

的土地共有 31 片
,

共计 38 20 挑种面积
,

而每年实际种植面积最低为 303 挑种
,

最高为 724 挑

种
,

仅占全部耕地的 8 % 一 19 %
,

原因是每年都要轮歇丢荒
,

过七八年树木长大后又砍倒烧

光
,

因此每年实际种植面积比例不大
。

新中国建立前
,

章家寨只有 500 多人
,

每年砍种四五百

挑种面积早地
,

在正常年景下足够维持一年的生计且略有盈余
。

布朗族传统上不喜种水田
,

更愿意在较为凉爽的中山地带种植旱地
。

水稻种植进人布朗族

社会的历史很短
,

只有 50 余年
,

新中国建立前只有大约 15 挑种的水田面积
。

大面积水稻种植

的出现
,

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普遍建立
,

村社氏族

土地所有制彻底崩溃
,

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
,

发动农民开荒扩种
。

1 956 年底
,

为了发动布朗族群众改变传统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
,

走固定耕地的道路
,

同时也为了保证刚建

立的合作社当年就增产
,

以显示合作社的优越性
,

布朗山区工委决定重开勋昂坝子过去傣族种

过后来被废弃的水田
。

经过工作队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宣传发动
,

布朗山各村寨都陆续办起

了互助组
、

合作社
,

开始兴修水利开田种水稻
,

全区水田面积迅速增长
。

1954 年建立区人民

政府时
,

全区只有水田 2 15 亩
,

旱稻地全部是刀耕火种
。

到 19 64 年时
,

全区已有水 田 5200

亩
,

旱地 60 %多已用锄头挖种
。

在开荒扩种的热潮中
,

耕地大量增加
,

森林锐减
,

刀耕火种

地下降到 39
.

9 %
,

平均每人有耕地 2
.

7 亩
。

布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在布朗山具有了普遍

意义
。

到 2000 年末
,

全乡共有耕地 52 336 亩
,

其中水田 14 230 亩
,

旱地 38 106 亩
。

在开挖水田
、

扩大耕地的同时
,

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组织山区农民改造坡地
,

开挖出数以千

计的平整台地
,

力图固定耕地
,

彻底改变刀耕火种的传统生计方式
。

但由于对当地的自然生态

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
,

这种坡地改台地的努力大多流于失败
。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
首先是

草害的影响严重
,

经实地调查
,

在 1 平方米的多年轮作地上
,

大约有杂草 200 一 300 株
,

不烧

地则难以大量根除 ; 其次是山地不施肥
,

地力难以恢复 ; 再次是固定耕地改变了多种作物轮作

的方法而导致地力进一步退化
,

其结果是付出极大代价而建成的大量台地
,

都因技术不配套
、

地力退化
、

草害严重而丢荒
,

剩下的仅有茶叶台地
。

此外
,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

大多数地处山区
、

山高坡陡
、

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村寨
,

难

以推行水田种植
,

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
。

例如章家寨到 19 64 年也只有水田

1 8
.

5 挑种
,

旱地仍有 17 49
.

5 挑种
,

其中 14 41 挑种是刀耕火种地
,

占全乡早地的 82
.

5 % ; 兴

奄乡同期也只有水田 183 挑种
,

旱稻 930 挑种
,

其中 707 挑种是刀耕火种地
。

这两个乡在

1% 4 年人均 口粮田只有八九挑种左右
,

群众生活仍比较困难
。

[3] 直到现在
,

这两个村仍以刀耕

火种早地为主
,

水田的耕种数量有限
。

据 2001 年农业汇总统计报表反映
,

章家村有田 275 亩
,

其中保水田只有 90 亩
,

二水田 63 亩
,

122 亩是雷响田 ; ¹ 有地 (轮歇地 ) 2773 亩
,

基本上采

用刀耕火种方式耕种
。

兴奄村也只有水田 800 亩
,

轮歇地 1076 亩
。

在 7 个村中
,

占耕地绝大

多数的仍是轮歇地
,

只是随着人 口的激增
,

布朗山的轮歇地现今都只能采取轮作轮歇的方式耕

¹ 保水田是指有稳定水源
,

能保持足够用水的水田 ; 二水田是指位于保水田下游
,

依赖保水田盈余水源

的水田 ; 雷响田是指没有稳定的水源
,

用水只能依靠打雷下雨的田地
。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 5 年第 2 期

种了
,

而且轮作的年距越来越短
,

一般只有三五年
,

地力日渐衰竭
,

土地的边际效用 日益降

低
,

收成也受到影响
,

一些村寨至今依然没有解决吃饭问题
。

贫困仍是这些村寨的群众和当地

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布朗山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增长与粮食产量的提高是以大量砍伐森林为代价的
。

随着耕地的

迅速增加
,

森林随之迅速锐减
,

布朗族传统的水源林
、

风景林和龙树林都遭到了破坏
,

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
、

相互依存的传统生态观念和意识也有了很大改变
,

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前提下对

自然生态和资源的利用与管理传统
,

逐渐为盲目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和行为所取代
,

以

至于必须以政府行为对之进行遏制与监控
。

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也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而逐渐

走 向了衰落
。

对于布朗山而言
,

刀耕火种农业的衰落并不自然意味着传统农业的终结和现代农业时代的

来临
,

占全乡人 口 99
.

9 %的农村人 口中的相当一部分
,

至今仍依赖刀耕火种农业生存和繁衍
。

国家
“

退耕还林
”

政策实施以后
,

轮歇地面积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
。

由于退耕还林
、

还牧而使

土地与人 口 的矛盾再次凸现
,

刀耕火种农耕系统的危机将直接对布朗族的生存带来威胁
。

适合

当地生态环境的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
,

已成为布朗族传统生计方式变迁的关键问题
。

从以上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历程可 以看出
,

新中国建立后布朗族社会政治与

生计文化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
,

而非现代化影响的自我发展的结果
。

三
、

简 短 的 结 论

5 0 余年来
,

布朗族社会在国家指导下的变迁与发展
,

使布朗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

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生活环境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

实现了布朗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

这是

我们在考察建国后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变迁所首先要肯定的
。

但与此同时
,

国家指导下的布朗族传统社会的变迁
,

由于变迁方式的急进与快速
,

使布朗

族传统社会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

也造成了布朗族传统社会在变迁过程中缺少相应的适应
、

分

化阶段
,

过于迅速的变迁历程和较为激烈的变迁方式
,

使得布朗族在变迁的进程中更多的是接

受
,

缺少吸收
、

适应的过程
,

因而由于国家计划变迁所导人的新的社会
、

政治管理模式和生计

方式
、

信仰系统等等文化因素
,

与原有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碰撞冲突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

表现
,

因此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置人文化的对接和整合出现障碍
,

以至于

因为不能完全接受变迁而使变迁结果在布朗族社会中造成了一定程度和部分群体中的排拒现

象
。

布朗族社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社体制外权威的重现
、

传统生计方式的留存
、

传统宗教

信仰的恢复和信教群众的热情高涨等等现象的出现
,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布朗

族社会文化变迁进程的曲折性
。

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变迁进程所引发的布朗族社会文化变迁
,

也造成了国家由于对布朗族传

统文化系统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研究
,

而使其变迁的计划和变迁的目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

对于变迁指导者来说
, “

或许最重要的是
,

忽略了当地文化的模式
” 。

囚

因此如何通过了解
、

研究布朗族传统文化
,

使之与现代文化的传播与汲取产生主动的对接
,

从

而实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自觉
、

主动调适
,

已经成为布朗族社会以及其他民族社会实现新一

轮变迁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

总结国家指导下的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与文化 50 余年来的变迁与发展的经验
,

检讨在这一
·

7 4
·



国家指导下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将有益于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民族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

同时也有

益于 民族社会在变迁与发展的过程中
,

逐渐培养民族文化的理性与客观态度
,

激发民族文化的

自觉发展
,

使文化变迁真正成为民族社会与现代文化和社会有机结合的推动力
。

〔参 引 文 献 1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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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 2 年版
,

第 2 66 页
。

【2〕颜思久
:

《布朗族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第 42 页
。

〔3] 布朗山区委编印 《布朗山区委关于消灭刀耕火种
、

固定耕地
、

发展生产的宣传提纲》 (1965 年 1一 2 月 )
,

动海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

〔4〕[美 ] 克莱德
·

伍兹著
,

施维达
、

胡华生译 《文化变迁)
,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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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国史札记 ]

第一居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 国家最 高权 力机关

李 格

一种颇为流行说法认为
,

在 19 54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前
,

以第一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最高权力
。

这种说法
,

实际是片面摘取和曲解了 《共同纲领》的

原意
。

《共同纲领》有关规定如下
: “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
,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

选举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

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 ”

川这个规定的完整意思是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
,

由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

全

体会议在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

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
,

即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

董必武对此曾做过说明
: “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
,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

选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

并付之

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虽然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

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之后
,

后者即为行使全国最高权力的机关
。 ”
[2] 19 54 年 12 月

,

周恩

来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讲得更明确
: “

就过去五年说
,

作为代行政权机关作用的只是

第一届全体会议
,

几天会就散了
,

权力已授给中央人民政府
。”
[s]

因此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
,

便成为 19 54 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

〔参 引 文 献 1

【l]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 2 年版
,

第 4 页
。

[ 2 ] (董必武选集》
,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第 247
、

250 页
。

【3] 《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
,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 93 年版
,

第 1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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