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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田野调查法、文献资料法 , 对云南新平花腰傣的狩猎习俗作了较具体的论述, 分析其理性的成分 , 并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 , 提
出狩猎与动物保护的观点 , 以有效地保护和开发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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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腰傣”是对分布在云南红河流域傣族的一种约定俗

成的称呼, 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傣族服装上有一种特征, 就是

妇女的腰上有一条长长的彩色布带, 因此被其他民族形象地

称为“花腰傣”[ 1] 。居住在中国境内红河流域的傣族大约有

15 万人, 约占中国傣族人口的13 % 左右, 其中以红河上流的

新平、元江2 县最多, 人口占红河流域傣族的50 % 以上。这

一地区也是云南著名的山系———哀牢山的腹心地带, 山水相

伴, 是红河流域傣族文化的中心区域。

云南新平县的花腰傣主要生活在漠沙、戛洒、腰街、水塘一

带, 因地处哀牢山中段东麓的红河低热河谷地区, 冬春干旱, 夏

秋多雨, 雨热同季, 高温高湿, 在哀牢山区, 植被保存完好, 生态

保持完整。相传, 在汉唐时期, 新平漠沙、戛洒一带的大部分地

方仍为原始密林, 有豹、野猪、蟒蛇等动物出没。狩猎, 是人类

古老的一种生产方式, 也是原始社会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新

平花腰傣和相邻的彝族、哈尼族等民族一样, 保留着远古先辈

承传下来的那些富有特色和成效的狩猎方式, 保留着充满原始

气息而又符合民族伦理道德的生产风俗。

1  新平花腰傣的狩猎习俗

1 .1 撵麂子 撵麂子是花腰傣传统的集体围猎活动之一 ,

俗称撵山。其过程分3 个阶段: 出发前的祭猎神、上山后的

分工围猎、获猎后的分配喜庆[ 2] 。

花腰傣居住的红河上游东西两岸, 山岭叠嶂, 灌丛绵绵 ,

经常出没狗熊、鹿、野猪、刺猬等动物, 尤其以麂子的数量较

多。每逢农闲季节, 傣家村寨常组织青壮年小伙子出山撵麂

子。出发前, 猎手们除了要擦亮各自的火药枪、翻晒火药、磨

好腰刀外, 还要从村寨中捉一只鸡, 杀鸡献祭供奉于村边一

棵大树下的猎神。祭神仪式由组织狩猎活动的长者主持, 献

祭时, 宰杀鸡, 将鸡血洒于猎神神位前 , 主祭者口念祭文。祭

毕, 众人扛起火枪, 领上猎狗, 背上长刀 , 上山围猎。猎手们

把出猎的成功, 寄希望于猎神、山神和寨神的保佑。在出山

的路上, 不许大声说话和唱歌, 更不能遇见怀有身孕的妇女 ,

只能手按着火枪轻手轻脚地低头走路。到达目的地后 , 猎首

察看好地形, 根据每位猎手的体力、枪法情况 , 分工把守猎物

经常出没的口子, 围成特定的狩猎圈, 枪口对着猎物可能出

现的地方。围猎场布好后, 猎首根据山形 , 选定一个口子, 将

猎犬放入林中, 此时, 十几名撵山的小伙子吹响牛角 , 用树枝

拍打着树丛, 山林中飘出阵阵“哦啊! 哦啊!”的叫喊声, 随着

猎犬“汪汪汪”的欢叫, 麂子等猎物从草丛中窜出, 惊慌逃命。

猎物逃到哪里, 哪里的猎手就开枪射击 , 或放猎狗咬。这时 ,

有的麂子被一枪命中倒地, 而有的麂子却要直到撵得筋疲力

尽, 被猎狗咬住。获猎后, 众猎手聚到猎物捉获处。猎首拔

下猎物身上的几撮毛, 点燃一堆火, 将猎物的毛烧于火中, 跪

地敬祭山神赐予猎物。祭毕, 指挥众人把猎物抬下山来。捕

猎归来的路上, 猎手一路上边吹牛角边朝天放枪, 以示高兴。

到了村寨边, 也不停地放枪、吹牛角, 以告知四乡八寨的人

们, 他们捕猎归来。

分配猎物时, 褪尽皮毛后, 先要砍下猎物的头脚献祭猎

神, 并割下一只大腿 , 奖赏给第一个击倒或擒获猎物的人。

其余的肉、肠、肚等 , 平均分配给参加狩猎的人们。有的村

寨, 会撵山的猎狗也可分得一份。只要山上猎物还没有从地

上抬起 , 即使未参加狩猎撵山活动的路遇者也可分到一份。

除了集体围猎外, 有的人独自上山或几个猎手约伙上

山, 这叫“转山”或出山打麂子。出山打麂子多数在夜间出

动, 带上火枪、锅、米、头灯等 , 来到特定的山域后, 守在麂子

等猎物经常过路的地方, 猎物一出现, 即刻瞄准射击。有的

猎手头戴特制电筒, 在密林中四处寻猎 , 一旦用头灯照到猎

物, 基本可以得手 , 有的猎手还用芦苇根制成口哨, 潜入林中

吹奏引诱麂子, 待麂子闪现的一瞬间, 举枪射杀。据说, 这种

吹哨诱猎的办法在猎物发情期效果最佳。即使一人进山狩

猎, 人们都会遵守猎规 , 即获猎后, 凡在山上见者要分给一

份。据说只有这样, 以后上山才能获猎, 若见者不分而独食 ,

以后山神、猎神就不会再赐给他猎物。

1 .2 捕野猪、打刺猬 野猪和刺猬常对傣家的农作物造成

很大的危害, 因此 , 人们常约伙捕野猪、打刺猬。捕获野猪的

方法很多, 有设陷阱、支暗扣、下铁夹等[ 3] 。陷阱一般设在野

猪常涉足的地方, 挖近2 m 深的土坑, 坑底支上锋利的竹签 ,

坑口铺上树叶、洒上土作伪装。一旦野猪路过, 就掉入陷阱

内被捕获。支扣子是用一根细小的钢绳制作成活扣, 拴在野

猪常过路的地方, 只要野猪的头一钻进扣内即被拴住, 越挣

越紧, 直到被拴死。铁夹是一种形似口齿的铁器, 有张合的

钳齿和松紧机关, 若装在野猪常出没的路口, 一旦野猪踩踏

到机关板, 张口的铁夹会猛然夹住野猪的脚, 使之无法挣脱。

这时, 猎手就可用猎枪或木棒将野猪击毙。刺猬喜食甘薯和

玉米, 哪块地上有刺猬出没时, 猎手们常邀约捕打, 每位猎手

除了身背猎枪外, 还要手提一根木棍。一般刺猬藏躲于地边

的岩洞或草丛内, 一旦惊动窜出 , 只要用木棒击中其头部, 即

可击昏倒地。

1 .3  捕火雀  捕火雀是花腰傣传统的狩猎活动之一。火雀

是一种季节性候鸟, 到了秋末冬初晚稻成熟时 , 红河上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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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沙、戛洒一带 , 便飞来一群群火雀, 常落脚于田间的芒果

树、酸角树和大榕树上, 飞入成熟的稻田啄食谷物, 给庄稼造

成很大的危害, 人们为了保住收成 , 便想法防治火雀。捕火

雀的方式一般有2 种 , 一种是用“条子”粘住, 一种就是用火

药枪打。傣家人常从树上取来一种粘性极强的寄生植物的

果浆, 将其捣碎后裹于一根粗若手指, 长二三尺的木棍上, 俗

称“条子”。黄昏时分, 将“条子”拴在火雀常栖息的芒果树、

大榕树上, 一旦火雀飞下落脚时, 凡落在“条子”上的火雀就

再也飞不起来了, 守候的猎手瞄准时机 , 拎着布袋爬上树去 ,

不慌不忙地从“条子”上取下火雀, 装入布袋。有经验的“支

火雀”猎手 , 常把一只活火雀的眼睛缝起来拴在支有“条子”

的附近作诱子, 当其他的火雀听到这只火雀不停地叫唤, 便

从远处一只接一只飞来向同伴靠拢。除“支条子”外, 捕火雀

的另一方法就是用火药枪打。每当火雀从远方飞来傣家坝

子时, 肩扛火药枪的猎手们早晚守候在火雀常落脚的田间大

树下, 火雀只要落脚于有守候的大树上 , 树下的火枪便放响 ,

中弹的火雀纷纷落入田中, 成为猎手囊中之物 , 枪法准的猎

手甚至能把飞行的火雀打下来。七八个猎手分散站在火雀

经常飞越的地方, 让打出去的沙子弹在空中形成火力网, 一

旦有一群火雀飞过来, 众猎手瞄准齐放火枪, 倾刻间 , 一群火

雀便纷纷落下来, 那壮观的场面不亚于一场火枪战[ 4] 。

2  新平花腰傣狩猎习俗的评析

在新平花腰傣聚居的村寨, 人们多年来延续着“男耕女

织”的田园生活, 农闲季节 , 男子狩猎捉鱼, 女子纺纱织衣, 他

们生产协作 , 生活互助, 团结共处, 和睦相居, 创造了源远流

长的民族文化。花腰傣狩猎习俗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 ,

远古先民为了生存, 向大自然获取食物时, 以采集野生果实、

猎杀动物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在哀牢山的深山老林中 ,

或在红河两岸,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飞禽走兽成群结队。大

自然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傣家的先人们从事狩猎活动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

狩猎是花腰傣人获得动物蛋白的主要方式。在过去漫

长的岁月里 , 客观上由于花腰傣狩猎工具简陋、狩猎手段落

后; 主观上由于世代沉积下来的狩猎文化及狩猎禁忌, 使人

们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了适度狩猎和利用野生动物的规则 ,

这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如保护幼畜、忌讳猎

杀怀孕的动物; 一般农忙季节不打猎, 到狩猎季节才上山狩

猎。由于春夏季节 , 多数动物都处在怀孕期或哺乳期, 是动

物种群数量增长的关键时期, 人们立秋后才开山狩猎的习

惯, 有效地保护了动物的繁殖和生长, 从不同程度上防止了

过度狩猎的发生, 使大多数的野生动物资源长期处于可持续

利用状态。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花腰傣的

生产、生活范围不断扩大 ,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逐渐缩小, 而人

们对野生动物的需求量急剧增加, 加上现代狩猎工具的使

用, 提高了捕杀野生动物的效率, 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严重

威胁。1981 年, 云南省政府把哀牢山列为重要的自然保护

区;1986 年3 月20 日, 经云南省政府批准建立哀牢山自然保

护区;1988 年5 月9 日, 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 随着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出台 , 枪支管

理的加强以及保护区管理人员辛勤的工作, 使禁止狩猎的措

施得到有效的执行。

捕火雀是花腰傣古老的狩猎活动之一。哀牢山一线的

东坡, 是进入云南境内的侯鸟的迁徙路线, 是我国鸟类迁徙

的重要通道。在侯鸟迁徙季节, 人们在月黑、有雾、并伴有西

南风的夜晚 , 利用侯鸟在高山丫口处比较集中、飞行高度比

较低的特点 , 在这些地方燃起篝火引诱、用竹竿或棍子捕打

路过的侯鸟。这样捕捉侯鸟的方式, 对鸟类资源造成了极大

的破坏。1982 年, 云南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向“打雀点”所

属县、区发布了有关保护鸟类的通知和宣传, 并设立了保护

鸟类的观察宣传站, 严格禁止猎鸟活动。以往的捕鸟“能手”

如今成为护鸟积极分子, 趁候鸟经过之机大量捕杀的情形慢

慢绝迹。这些侯鸟迁徙经过的路线, 已成为鸟类研究的理想

场所[ 5] 。

3  狩猎与动物保护

美国动物学家J·A·贝利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 在一个有

限的生活环境中, 从长期来看, 如果野生动物的死亡数量总

是相当于繁殖成活的动物数量, 动物种群的数量就会长期保

持不变[ 6] 。他把因饥饿、营养不良、狩猎、意外事故、捕食、暴

露和疾病等造成的死亡叫正常死亡。他在研究中还发现, 野

生动物正常死亡有非常强的适应性, 而且在各种因素导致的

死亡中具有很强的补偿性, 通过补偿死亡, 使得各种类型的

死亡率虽然变动较大, 但动物种群的总死亡率却基本不变。

因此, 适度的狩猎可替代饥饿等因素造成的自然死亡, 而不

影响动物种群在下一个繁殖季节的种群数量, 从而提出理智

利用野生动物的口号。同时J·A·贝利也强调, 过度狩猎、投

放毒药及其他灾难性事件属非正常死亡, 野生动物对此缺乏

适应性, 非正常死亡可造成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 ,

即使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也不能使动物种群免

于绝灭的危险。

长期以来 , 新平花腰傣生活的社区群众都有集体打猎的

社会习俗, 基本上户户有猎枪, 村村有猎手 , 保护区建立以

后, 实行全面禁猎 , 当地政府收缴了猎枪。同时, 国家一系列

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再加上“天保工

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以及保护区建设、管理水平的提

高, 使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长足的改善, 原有的野生动

物栖地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优化 , 使野生动物的种类得到增

加, 种群数量也逐步扩大。目前, 野生动物危害庄稼己成为

影响保护区群众生产生活的大问题, 在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的

南达村、金厂村等尤为突出 , 危害庄稼的野生动物主要是野

猪和黑熊。从种子播种到作物成熟期间, 庄稼随时会遭到野

生动物的危害。严重的年份, 要进行几次播种才能完成庄稼

的真正收割。使作物产量减少, 社区居民负担加重。

为了减轻野生动物危害庄稼造成的损失, 保护区管理局

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向各级人民政府反映野生动物危害庄

稼的问题, 要求给予保护区周边社区群众必要的补偿; 二是

利用“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有利时机, 争取退耕还林指

标, 对保护区周边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耕地实行退耕还林 ,

并按照国家退耕还林政策, 给予社区群众补贴 ; 三是按照因

地制宜的原则, 种植受野生动物危害较轻的作物, 以减少社

区群众的损失; 四是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 对经常危害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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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生动物进行适量捕杀[ 7] 。

4  科学合理地开发动物资源

在当今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 保护和开发新平

花腰傣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精华, 使这些丰富、精美的传

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生活、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转换社会生产

结构、转变人们的思想意识、经济价值观念, 以自己特有的文

化遗产和艺术, 激发民族意识与经济观念, 对于加速花腰傣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狩猎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活动, 当时作为获取肉食和毛皮

的手段, 而如今狩猎分为职业狩猎和休闲娱乐型( 或运动型)

狩猎两大类别。职业狩猎是为了取得皮毛和肉食, 主要为了

谋生; 休闲娱乐型狩猎的目的在于健身, 满足广大狩猎运动

员狩猎运动的需求。休闲娱乐型( 或运动型) 狩猎既可增长

人们的知识、锻炼人的意志和耐力, 又能得到经济实惠, 使人

们得到尽兴娱乐和精神享受, 它是勇敢者的运动。

由于野生动物狩猎涉及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

境问题 , 防止其过度利用 , 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控制

野生动物狩猎的主要方法有2 种: 一是通过法律手段, 控制

濒危动物的非法捕杀和市场上非法贸易, 从宏观上寻找持续

贸易和狩猎的途径; 二是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 寻找持续狩

猎的方法[ 8] 。就红河流域花腰傣的狩猎习俗而言 , 要处理好

动物保护与狩猎习俗的关系, 不能一味强调保护动物而全面

禁猎。全面禁猎就意味着花腰傣狩猎习俗的永久消失 , 而适

度狩猎不仅不会造成动物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 还能保持动

物种群的持续增长。问题是如何狩猎为适度? 按照保护生

物学原理, 如果动物种群达到一定规模, 而猎捕数量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 特别是有针对性地猎捕对种群繁衍不具贡献能

力的老龄雄性野生动物 , 不足以对种群发展造成影响, 对野

生动物有益而无损。目前, 在我国开展的国际狩猎的经验值

得借鉴。

国际狩猎是在认真保护、科学管理的基础上, 有计划地

通过国际猎人交纳一定费用后猎杀狩猎场内不超过合理猎

取量的、已不参与种内繁殖活动的某种野生动物老年个体的

一种旅游活动。国际狩猎的猎杀动物已定基本价 , 必须在指

定的区域和时间进行, 对捕猎个体和数量作了严格规定, 并

有导猎人员的指导, 而时间必须是在野生动物的发情期和繁

殖期之外进行。同时 , 在狩猎中还要遵循“打公不打母、打老

不打小”的原则, 所要猎杀的不能是正当壮年的野生动物[ 9] 。

我国的国际狩猎是在保持种群数量、维护种群结构的前提

下, 在规定时间、地点和限定种类、数量、方式下进行的猎捕

活动, 通过科学测算, 对病、老个体合理猎捕加以利用。

通过我国一些较早开展国际狩猎活动猎场的实践 , 认为

狩猎活动能够极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 引起各

级领导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及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视; 缓解西

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经费紧缺的困难 ; 提升狩猎

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锤炼一支成熟、干练的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和国际狩猎接待队伍; 也是贯彻执行国家对野生动物管

理实行的“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方

针的一个有效途径[ 10] 。

红河流域的新平花腰傣聚居区有极其丰富的狩猎资源 ,

有千百年来形成的花腰傣特有的狩猎文化, 以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合理开发利用, 不仅可为现代都市人提供一个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同时也可为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建设提供

更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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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况3 风门开启适当 , 炉膛空气过剩系数合理, 在炉膛宽

度方向风速分布均匀, 燃料燃烧速度适中, 在炉膛宽度方向

温度分布均匀。

3  结论与讨论

( 1) 秸秆成型燃料热风炉燃烧, 在 αpy = 1 .6 炉膛温度在

炉膛垂直方向、深度方向、宽度方向分布均匀 , 燃料燃烧速

度快 , 燃料燃烧完全, 燃烧效率高。

( 2) 对燃烧设备炉膛进行试验得出炉膛中温度分布规

律, 从而为新燃烧设备炉膛设计及旧燃烧设备炉膛的改造,

合理组织经济燃烧提供一定指导。

( 3) 从试验看热风炉燃烧靠近四边壁炉温低, 而炉膛四

角的炉温更低 , 燃烧有死角存在 , 炉膛四角形状应加以改

造, 炉膛的形状应尽量使气流充满, 以保证炉膛容积得到充

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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