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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的川北大地震离我们渐行渐远。目前抢险救灾仍在继续，灾区人民

抚平地震伤痛需要更长的时日，但灾区重建已经上升为当务之急。又随着奥运会一天天

邻近，由灾区人民在全国支援下接过恢复生活和重建家园的重任也顺理成章。在此背景

下，中国学界还能做些什么？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应该做些什么？ 

本文认为，我们应该以只争朝夕的姿态积极致力于灾区各民族居民的家园重建、文

化抢救、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同时又以长计议的科学精神，在系统评估当地

的自然和民族文化生态的基础上，研讨在当地恢复和重建长久和谐的人地关系和民族关

系的前景。结合这两点，我们建议这次的灾后重建规划应该把建立川康自然生态和民族

文化保护区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 

川北地震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都极为敏感的地带：天府之国成都平原

的西北侧。它的西、南两边是横断山脉，那是青藏和云贵两大高原的结合部，也是中国

和亚洲两座自然水塔的夹角处。它的北面又是青藏高原与秦岭形成的夹角，也是中国两

大母亲河即长江黄河上游流域的分水处。整个中国腹地的水源，多半要从这个地带里流

出。这里因此还是古代中国治水英雄备出的地方。它是大禹的家乡，是李冰父子建设过

都江堰的地方。光从水源地是国家民族的命脉所系这一点上讲，我们也应该把这一地区

列为国家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保护区。况且，这里还是禀性灵异的大熊猫的栖息之

地，还是青城山、都江堰、九寨沟等国际金牌旅游胜地密集之处。 

历史文化上，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走廊，是童恩正先生指出的半月形畜牧文化

带或今日中国民族学界热烈研讨的藏彝走廊中南段东缘，是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写过

《华夏边缘》和《羌在藏汉之间》的地方。这里保持了中国最丰富的民族和地方文化多

样性，也保持了极为和谐的民族文化关系。虽然清代改土归流激进时期，这里有过剧烈

的官民冲突，但民间民族关系一直很好，因此才出了“跑马溜溜的山，康定溜溜的城”

这样的和谐民歌。 

这里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长征时跟前面的凉山和后面的甘南，跟中国许多

彝、藏、回等少数民族建立了密切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对于中国后来制订民族政策和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产生过重要作用。这里还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胡耀邦同

志生前主持过工作的地方。他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中国政府执政为民，中国军

警作为人民子弟在危难之际冲锋在前的典范。这种典范作用鼓舞了全中国抢险救灾的斗

志，也激发全人类在重大自然灾难面前共同谱写了一曲人权和人道高于一切的时代壮

歌。  

川北还是中国古老的羌族家园和今天的藏族羌族自治地方。这次地震全面地重创了

羌族文化核心区，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提出了警示。羌族藏

族在川北这块山地里跟山水打了数千年交道，深知这里是地震和地质灾害多发区。他们

的文化传统中因此才多神明且多禁忌。我们以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缺乏和技术低

下，因此才那样疑神疑鬼。但这次举全国之力抢险救灾在当地遇到的地理和气候困难，

使我们认识到他们灌小心翼翼地敬畏自然也有深意存焉。试想吃了几十年地震饭而最后

告诉我们“地震在本质上不可预测”，试想几千个人地毯式搜寻都找不到一架失事飞机

的地方，当地人的办法差在哪里？ 

但羌族和藏族在这种环境里也不是无所作为。例如他们的建筑，包括著名的碉楼和笮桥

（即索桥）比起现代建筑就更有防震抗震特质。这里的古代水利工程，包括李冰父子修

建都江堰用的“深淘滩低做堰”之法，都即能避免高坝造成过多的土地淹没和工程移

民，又能在地震之际发挥减灾功效。相比之下，现代人在当地建设的公路、水电、矿山

和制造业则无一不在地震中险象环生。我们不能说现代建设项目都就会引发地震，但在

生态脆弱地区修建过多过高过大的建设项目，总是更容易在无灾的时候酿成蝴蝶效应，

在有灾的时候把灾害放大。试问如果不是早年毁林伐木和采矿开山过多，当地的山体即

使滑坡又怎么能有那么多伤人的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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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我们确认川北震区具有民族文化、政治历和自然生态三重要性，因而具

有建立综合保护区的条件和必要性。至于紧迫的灾区重建规划，我们提出三个恢复重建

意见： 

第一是帮助当地各民族居民重建社会地位，包括重建他们作为家乡主人翁的地位，

也包括重建他们作为民族自治地方主体民族的地位。当地人的家园多半毁于地震，很多

家庭残缺，很多人一时不知所措，还有一些人至今不知所终。但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

说话做事越要有分寸感，越要注意维护和重建他们的主人地位，警惕一些不负责任甚至

是乘人之危的话语和传言，防止把地震灾害造成当地人的dislocation变成一种

disposition。 

首先要警惕的就是易地安置灾民的传言。我们都知道人非草木，更非砖石。人的文

化知识、社会尊严与其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是母子相依不可分

割的关系。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失去当地民族及其文化的保护，就会更容易受到外人侵

害。这一点已经被我们学校研究长江黄河源头的研究生论文案例所证实。同理，一个社

区或民族非自愿地迁离其生态家园，也会更容易地沦于弱势。例如，他们的地方知识会

贬值，他们的社会结构和亲属邻里关系会瓦解，他们的语言方言和宗教仪式会无法延续

和传承，甚至会灭绝。既然如此，我们在这个危机时刻就更要注意从维护原住民和少数

民族权益及其文化传承的角度防止不负责任的移民建议。中国近年因为生态、扶贫和水

电水利建设搞出来非志愿移麻烦已经不少，万万不能再打这个主意。其实制止这种话语

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坚决地对主张移民的人实行自愿移民，谁先提出移民的主意就先

移谁，结果必然是皆大欢喜。 

其次是防止主流社会传播收养地震孤儿的话语。人类有非常复杂的亲属关系，中国

人更是连皇帝都有几个要饭的亲戚。地震有可能把当地人的房屋震垮家庭震碎，但不可

能象瓦解现代建筑一样瓦解人类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因此，正常的人类社会一般没有孤

儿，原住民社会应该没有孤儿，川北的少数民族社区更是如此。真正的孤儿只能出现在

社会现代性导致亲属关系和社会组织功能衰退，世道人心不古的地方。这也就是说，我

们在大难临头时要做的是帮助当地人的亲属承担起养育亲属的孩子和老人的责任和义

务，而不要按照城市人自我中心的一厢情愿，轻意提出收养孤儿收养。我们要帮助当地

人加强自己的社区和社会组织功能，而不能乘人之危加重当地人的弱势性和让他们的文

化丧失功能。 

我们还要防止炒作对灾民做心理咨询的话题。心理咨询在人生的特定时刻和特殊社

会形态里，例如在我们这种个体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当然有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

以已度人，认为当地人也跟我们一样一有困难就会有心理咨询的需求。当地人住在横断

山地震带上，地震虽然不是家常便饭，但他们见过的生死之类的事情都比我们多，因而

也有相对丰富的传统文化装备。例如，因此他们信的神明比我们多，心里也比我们宽

敞。何况他们确实还有房子要盖，还有亲人要埋，还有庄稼要收，还有神明要拜。事实

上，我们知道很多失去亲人的当地人的第一反应都不是倾诉，而是用拼命劳作即履行职

责来医治创伤。“化悲痛为力量”在我们可能是一句话，在他们则是灾后求生的真谛。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灾民就否认他们的主体能动性。 

二是重建当地各民族的文化的权威地位。当地人生活在一个生态脆弱地带，早就发

展出了适合这种环境的民族和地方文化，包括神明多、禁忌多，崇拜自然万物和众生平

等及生命无常。近代以来，我们一面用科学技术不计后果地在那里砍伐森林，开发资源

和做建设项目，一方面贬低当地各民族的文化。结果，当地的自然和文化景观都被深度

改变，这才引起各类灾难层出不穷，水体滑坡，泥石流成了家常便饭。面对这些灾难，

我们又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要责备受害者，直至提出易地移民安置的绝户建议。长

此以往，我们才会断送祖宗基业和国家民族命脉，包括水脉。因此，恢复和重建当地民

族文化的地位也不仅是为了抗震救灾，而且是为了拯救我们自身、祖先和子孙后代。因

此我们主张要帮助灾民重建家园，首先要重建人的社会地位和当地民族文化的权威地

位。只有恢复这些历史经验和民族文化的地位，让今天的人对于自然神明先人和原住民

的知识增加一些敬畏，让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重归于好，国家民族才会跟这个地方

一起长治久安。 

第三是根据当地人的文化脉络恢复家园这个概念的内涵。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家在

帮助各民族重建家园的时刻，通过快速的民族文化评估，迅速构建出当地人“家园”概

念的丰富内涵，把当地各民族的亲属关系、社区结构、民族民间科学，包括风水、神

明、祖先、自然与居地的选择和居所的建设结合起来，以此帮助当地人重建家园。 

有了人就有了一切。但人不是白板，而是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载体。这些文化软件

支撑着他们的生活，养育着他们的神明、祖先和自然，而且还要养育他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相信经过上述恢复的家园这个概念虽小，但其内涵之丰富，将远远超过全能政府和

万能金钱的构建能力。因此，真正的家园重建最终只能出于当地人社区的传统，出于当

地的人心和人手。那我们就有理由再次强调：我们要尽早地把这个责任和权能还给当地

人，积极地配合他们做好两件事：一是配合他们用本民族民间的传统仪式，尽快完成对

眼前这种灾难状态的转换和超越。二是让他们尽快把自身的能量投入到家乡重建中。这

不仅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身心，而且有利自然保护和民族文化抢救和保护。同时，国家民

委应该做好协调，引导各种非政府组织参与当地羌族的家乡重建。我们感觉在NGO在重

建微观家园方面经验要丰富。因此，总的思路应该是外地人的硬件，本地人的软件，羌

族的核心文化。一旦当地人找回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尊严，就会恢复能力。他们毕竟

有自己的日子要过，自己的亲人要埋，自己的神明要拜，自己的庄稼要收，自己的房子

要盖。我们相信劳动创造了人，也相信他们最终能化悲痛为力量，象他们的祖先一样继

承投入到生活中去。 

天地之大德曰生，曰创，曰化。人无分男女老幼，只有把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投入创

造性的劳动，才能最好地重振意志，开始生活。在这点上，过多地替他们做事情未必

好，过多地代替他们的脑子来想事儿肯定坏。这不是主张大家不去帮助他们，而是想让

大家记住：当地人虽然遭了灾，但他们还是自己家园的主人，还有自己的责任心、荣誉

感和能动性。我们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志配合他们履行自己对于亲人、亡灵、祖先、神

明、家乡和神明的责任。生活的最根本道理永远最好的心理咨询。劳动和创造这包扎生

命裂痕的最好绷带。 

当地需要建立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保护区。如果这次地震能够起到

这方面的推动作用，能够恢复和重建当地人的地位，重建当地文化的地位，进而在中国

主流社会建立起尊重自然和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意识，那么这次地震就能跟1976年唐

山地震带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成为不幸中的万幸，足以告慰地震中死难的各民族同

胞，同时也使当地人灾民的身心得到最大的抚慰和修复。'怨无大小，皆生于爱；物无

美恶，过则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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