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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版纳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地域认同

———以云南勐腊县易武镇为例

何连伟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景洪 ６６６１００）

摘要：清中叶至今，受茶马古道的影响，云南省红河地区的石屏汉人陆续迁入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镇。在与

当地少数民族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移出地的汉族文化被带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民族的影响下呈现出多

元文化共存的“边疆风格”。移民在移入过程中表现出了灵活的文化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与迁入的时间

密切相关，且内在深层次文化的适应慢于外在文化。近年来，普洱茶文化与经济的兴起加速了汉族移民的

文化适应和地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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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风格”（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ｔｙｌｅ）现象，是拉铁摩
尔关于中国边疆问题探讨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拉

铁摩尔把中国边疆看成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视窗，

并透过这一视窗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

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１］生活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

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云南红河地区石屏一

带的汉人民居有明显的“徽派风格”，而西双版纳易

武镇的民居风格也属于典型的徽派建筑模式。由此

可见，石屏汉人移民为西双版纳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汉

文化，同时又汲取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拉铁摩尔将

这一地带称为“贮存地”。在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

带，汉族移民既不固守农业或外来文明的单一模式，

也没有被移入地文化完全同化，而是把两者相结合，

形成了石屏汉族移民和西双版纳少数民族之间“茶马

贸易”的互补关系，在经济、文化上呈现了相互融合的



关系。拉铁摩尔从中国内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来考

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互动关系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

整“边疆过度地带”的概念。

一、历史的记忆：易武石屏汉族移民迁入史

“易武”为傣语，意思是美女蛇居住的地方，位

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西北，距勐腊县城约

１１０ｋｍ，是茶马古道的南方起点。２０１５年３月，经
云南省政府同意，勐腊县撤销易武乡，设立易武镇。

２００５年３月，因易武镇完整的汉式古建筑及其典型
的人文环境，被确定为云南省特色旅游小镇和历史

文化名镇。早在清朝时期，易武普洱茶就被列为敬

奉皇室的贡品。１９０３年，云南石屏人袁嘉谷考取
“经济特科状元”，助推了普洱茶的发展和壮大。易

武古镇在 １９世纪早期，就被誉为“茶马古道第一
镇”，也成为了中原汉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交

流与融合的中心。古镇至今保留有清光绪皇帝亲赐

的“瑞贡天朝”大匾、私塾学堂遗址、文庙建筑等历

史古迹。易武镇世居民族主要有傣、回、彝、瑶等１３
个民族，是集中原汉文化、茶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为

一体的历史文化名镇。

西双版纳地区的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气候温

暖，生态环境适宜普洱茶的生长，当石屏汉人来到这

块与迁出地有相似气候和海拔的易武时，便意识到

无限的商机，相约大量迁入，促进了易武的经济发展

和文化交流。由于石屏汉人大量的迁入，石屏汉人

移民成为推动当地普洱茶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

量，在与当地傣、回、彝、瑶等世居少数民族交往中，

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交通不便，与景洪、勐腊等地

方的交往又少，易武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次级群

体，被很多人视为“新石屏”。

石屏，现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易武

镇东北方向，陆路距离约４００ｋｍ。追溯历史，石屏
汉族的祖先是明初时从江南、中原迁徙而来。在石

屏站稳脚跟后，石屏汉族开始向外开拓，“走西头”

开发盐矿、银矿、茶业，“走个旧”开发锡业，向南组

建石屏商帮，辟茶马古道东线。石屏汉族移民的到

来，让普洱茶重现生机，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技术，

提高了茶叶产量、加工技术和销售技巧。清嘉庆、道

光年间，仅易武街就先后创办有车顺号、同庆号、同

昌号等２０多家茶庄。普洱茶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

中原儒家文化的传播。石屏汉人在易武兴建文庙、

创办学堂、修建四合院等，呈现出了一片经济和文化

繁荣的景象，易武普洱茶也随着马帮文化的兴起，到

达台湾、香港、西藏、印度等地。正是石屏汉人的大

量迁入，使汉文化融入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当

中，提高了易武地区的整体文化水平，通用语言由少

数民族语言逐渐转变为汉语方言石屏腔。

二、别有风情：石屏外来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

石屏外来的汉族移民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

中，在主动适应当地文化的同时，依然比较完整地保

留着移出地的汉族文化传统，创造出独特的文化面

貌，主要体现在语言、节庆文化、传统文化、饮食文

化、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

（一）语言

语言是一种凝聚的力量，是地域认同、文化适应

和感情的密码。移民的文化适应是从语言的适应开

始的。当大量的石屏汉族移民迁入易武聚集在一

起，保持了原有的汉族文化，形成一个次级群体，不

仅传承汉文化的精髓，而且带动当地傣、回、彝、瑶等

民族使用石屏方言。虽然现在很多石屏汉族移民后

裔已经是四代以上，经过了上百年的变迁，大多没有

到过祖籍地石屏，但目前石屏话仍是易武的通用语

言。走进易武镇，随处可以听到纯正的石屏方言，基

本保持着石屏话特有的语调、用词、语气等。究其原

因有二：第一，石屏汉族移民以村落聚居的方式居

住。由于交通不便和身处异民族地区，移民大多聚

居在一起，形成相对封闭的移民村落，为完整保留汉

族文化提供了平台。如易武镇麻黑村，由新中国成

立前的２４户石屏人发展到２０１３年的７４户３２８人，
村落居民以石屏后裔为主，石屏方言在社区和家庭

中世代相传。第二，这与当地拥有相当数量的石屏

汉族移民，且在经济、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实力有关。

石屏汉族移民的语言对当地的老百姓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很多祖籍不是移民的易武本地人也会学说石

屏话。这既是沟通的需要，也与其他民族希望借此

参与由石屏汉族移民主导的茶叶贸易有关。

（二）节庆文化

节庆文化是一个族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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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民族文化，也是一种民族风俗和民族习惯。

随着移民的迁入，易武镇石屏汉族移民逐渐形成了

以石屏汉文化为主，西双版纳原有民族节日为辅的

独特节庆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石屏汉族文化整体

得到了保留，不仅传统汉族节日的庆祝方式、习俗等

活动保留完好，同时也吸收融合了当地的一些文化

元素。易武石屏移民后裔过的节日，既有汉族传统

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也过彝族

的二月八、瑶族的盘王节、傣族的泼水节、哈尼族

（自称爱伲族）的嘎汤帕节等少数民族节日。汉族

移民还接纳了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喝酒的时

候加入傣族的喝酒令“多哥，水、水、水水水、水”。

总之，外来移民在传承汉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汲

取、适应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节庆文化成为石屏汉族

移民同当地少数民族交流和融合的载体。

（三）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来自江南、中原一带的汉族在石屏重教兴文，形

成了具有石屏特色的汉族传统文化，使石屏享有

“文献名邦”的美誉。随后石屏移民也将这种文化

带到了移民地易武，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其主要

表现在书法、绘画、楹联等方面。明清时期，石屏汉

人陆续迁入易武，主要从事与茶有关的贸易，同时也

积极兴办私塾学堂。易武镇是西双版纳地区开办私

塾学堂最早的乡镇之一。易武镇麻黑村８９岁的何
明忠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他

在当地私塾教书，并向当地村民传授汉族文化。目

前，何明忠是西双版纳州书法协会的会员，其书法技

艺来自祖辈的传承。何明忠的书法刚劲有力，体现

了普洱茶文化与传统书法的有机结合。何明忠以汉

族文化底蕴创作的符合地方特色的书法和对联，在

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在易武，由何明忠家

族世代经营的成兴昌号，是最早改进茶叶加工与包

装技术、制造制茶工具、完善制茶工序、共同创造

“七子饼茶”的茶庄之一。其茶叶包装上就有他先

祖的书法作品，现已申报 ＱＳ认证。使原产西南边
陲的茶叶被赋予文化的色彩，何先生只是其中一例。

在易武茶商中，茶叶的包装设计与书法绘画密不可

分。在村民厅堂、茶庄等地方，随处可见村民自己撰

写的书法绘画作品。普洱茶因为有了汉文化的融

入，书法、对联和绘画的烘托，才凸显出厚重的文化

内涵。在市场经济中，石屏外来移民的后裔们也由

不自觉变为自觉主动、积极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书

法、绘画、对联，打造普洱茶文化。石屏汉族文化在

这里得到了沉淀，也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

（四）饮食文化

提到石屏饮食文化，自然就会想到石屏豆腐、石

屏煎鱼、风吹豆豉、酱油等。在如今的易武镇，这些

食品依然是移民后裔的挚爱。石屏移民的食物取

材、做法、饮食特点也基本沿袭了石屏人传统，特别

是节日、婚庆、丧葬等的饮食基本保留着原有的风

貌，同时融入了一些当地的特色。以婚礼饮食为例，

石屏风俗中必备的菜肴，如鱼、大枣、酥肉、片笋等得

到保留，此外也融进了一些西双版纳原住民族的特

色菜肴，如剁牲、喃咪拼盘等。由此可见，石屏汉族

移民的饮食文化也在适应着社会的发展。

（五）茶叶技术、生产方式、劳动生产工具的相

互融合

石屏汉族移民迁入后，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

也积极参与生产方式的改进。经过访谈了解到，易

武镇麻黑村的何明忠先生祖籍石屏县宝秀镇，他的

家族像其他移民一样经历了马帮贩茶—移民—种

茶—制茶—贸易的完整历史。无数的石屏汉族先民

们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种茶、制茶技术和设备，在保证

原产地茶叶品质的同时，提高了茶叶的生产效率。

云南日报前总编辑孙官生出版的著作《走西头》中

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石屏人，就没有普洱茶的今

天。”［２］石屏移民将所产的普洱茶源源不断地由骡

马队运出，经普洱，到下关，过丽江，进四川，到达康

藏地区，甚至到达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至西

亚、西非红海海岸。易武之所以能成为六大茶山之

首，正是由于石屏汉族外来移民的参与。他们带来

的汉族文化和先进技术亦成为与原住少数民族融合

的重要筹码。

石屏汉族外来的移民在带来汉族文化的同时，

也积极吸收利用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模式、生产工

具，如打谷子用的弯棍、竹筐、慢轮陶器、织锦等。可

以看出，石屏外来移民能够多渠道汲取当地的优秀

文化，有助于加强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

融合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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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特性：石屏外来汉族移民的地域认同

西双版纳当地的傣、回、彝、瑶等民族与石屏汉

族移民之间综合心理感知及归属感、理念认知、赞成

和信任的程度，主要表现在社会互动频率与通婚程

度，以及石屏外来汉族移民对易武镇地域的认同。

（一）外来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互

动与通婚

地域认同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的互

动。但实际上，内在的文化适应是最难撼动的文化

要素之一。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

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

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３］。根据乡土中国传统

的移民社会特征，新移民主要是村民社会、地域、交

往和外部群体社会关系的认同，实质就是一种渗入。

石屏汉族移民大量迁入易武后，也经历了所有移民

要经历的过程，即从最初的被歧视，到逐渐与当地的

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交往和建立新的关系网络，再到

与当地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等深度交流。从帮工、经

商、开茶庄等经济参与，到在当地购买土地种植茶叶

的生产参与，石屏汉族移民逐渐融入进当地的文化。

石屏汉族移民虽然是外来者，由于移入的人数、规模

比较庞大，使得外来移民在易武成为一个主流群体，

在与易武当地民众交往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与当地

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同时避免了因歧视而产生的

冲突和心理压力。石屏汉族移民与当地的群众交往

中相互学习、经营茶叶建立的合作关系为后来的融

入很快扫清了障碍。

不同族群间通婚的比率是衡量外来移民认同程

度的主要指标。通婚是充分社会交往、实质性的渗

入和地域认同的标志之一，也是外来移民文化适应

的主要标志之一。调查显示：移民的第一代婚姻基

本是外来移民内部的婚姻方式，家谱也明确记载有

第一代移民不与当地人通婚的字眼；移民的第二代、

第三代渐渐被当地少数民族认同，开始出现小部分

通婚现象，如弟兄较多的男子，选择到傣族家里入

赘；到目前的第七代、第八代，民族关系协调，与当地

各民族相处融洽，通婚已成为常态。另外，由于边疆

少数民族可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这实际上极大

促进了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通婚。调查中有一户陈

姓石屏移民后裔，就将民族成分变更为彝族。其三

个儿子的婚姻也很自由，分别娶了不同民族的妻子：

大儿媳为是勐旺乡瑶族，二儿媳为勐海县拉祜族，三

儿媳为景讷坝傣族。他们的家庭关系都非常融洽。

（二）石屏外来汉族移民对西双版纳的地域认同

清中叶至今，石屏汉族移民在易武繁衍生息，逐

渐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近年来，随

着普洱茶文化的兴起，不管是外来移民还是当地居

民，普洱茶的销售和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原有的偏见

和歧视正在逐渐消失，这也加速了外来移民的地域

认同。在“你认为自己是石屏人还是西双版纳人？”

的项目问卷调查中，第四代和第五代的被调查者有

６０％认为自己是石屏人，而９６％的第七、第八代移
民后裔则认为自己是西双版纳人。可见，移民后裔

的代数越大，越认可自己是西双版纳人。问卷调查

数据还显示：六十岁以上的石屏移民后裔对石屏文

化、习俗、音乐等了解程度为７０％到８０％之间，第四
代、第五代的移民后裔对石屏的文化、习俗、音乐等

了解程度在５０％左右，现在的第七、第八代，除了能
说一口石屏方言外，对祖籍地文化了解程度降低至

２０％．另外，对于“您最喜欢居住的地方在哪里？”这
一选项，８６％的被访者表示喜欢居住在易武镇。从
时间段来看，石屏汉族移民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或

者更久以前自发移入，新中国成立后移民人数很少，

被调查者６５％的石屏汉族移民后裔都没有回过石
屏祖籍地，现已经基本认可自己是易武人。从实地

调查可以看出，石屏汉族移民已经基本认同迁入地

易武，迁入时间越长的外来移民与当地的各民族的

融入程度越高。

（三）易武镇各民族对外来石屏汉族移民的认同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民族认同领域具有空

间和精神结构方面的差异；移民加入了空间，但被排

斥在精神结构之外。移民史是伴随着移民的心酸和

泪水的史书。民国《石屏县志》四十卷《奕志》中载：

“夷人妇至思茅地，为人负茶至普洱”。普洱茶经济

在给石屏汉人移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因为经济发展也刺激了土匪这一特殊的群体。茶叶

贸易中要获得成功并非易事，首先要躲过“茶马古

道”沿途的瘴气，其次还要学会与土匪周旋。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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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访谈时老人们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的内容，即石屏

汉族商人客死他乡是一种常态，赶马的马锅头时常

会见到路边的白骨，因为交通不便也没有家人来寻

找。有的是病死，有的是被土匪抢劫所杀。没有人

统计过究竟有多少石屏商人在“走西头”中命丧匪

手。石屏汉族移民“走西头”，给普洱茶带来了新的

活力，但也谱就了一部移民生存发展的辛酸史。

易武镇麻黑村的何明忠先生告诉笔者，第一代

移民来到镇越（易武）后还没有住在现在的麻黑，而

是住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他们在购买、开垦

种植茶叶中，常常因为土地和水资源与原住民族傣

族、回族发生争斗，因战火搬家不下十次。当时的少

数民族对外来者的歧视和敌意比较深。很多石屏汉

族移民为了躲避战乱和各种骚扰于１９３２年才搬来
现在的麻黑村，共同抵御其他民族的骚扰。所以，现

在的麻黑村基本都是石屏汉族移民的后裔。新中国

成立，分得土地定居后，其他各民族才开始逐渐接受

外来移民的定居。借助普洱茶热，麻黑人的茶叶生

意越做越大，在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和当地各民族的

交流也日益频繁，通婚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同时当地

人也积极向外来移民学习先进的种茶、制茶和卖茶

的理念与经验。问卷调查显示，９５％的当地居民认
为石屏移民是易武人。从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和相

互任亲家（当地人称“老根”）可以看出，普洱茶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双版纳各世居民族对外来者

的地域认同。

四、讨论

石屏汉族移民与当地世居民族间的矛盾凸现出

边疆特性。从清中叶移民迁入西双版纳开始，石屏

汉族带入的文化与当地傣、回、彝、瑶等１３个少数民
族的文化开始共存、共生并发生碰撞。移民文化对

当地原住民文化来说也是一个刺激的过程。在与当

地少数民族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移出地的汉族文

化被带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民族的影响下呈现出

多元文化共存的“边疆风格”。

石屏汉族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适应和民族认

同，是随着时间的深入逐渐变化的。原住民对外来

者的偏见在短期很难消除，但普洱茶经济的快速发

展带动了深层次的变迁。石屏汉族移民和茶马古道

有着密切联系。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快慢和程度与

迁入的时间长短有紧密相关，且内在的深层次的文

化适应要比外在文化适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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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观表现在其倡导成人应保护儿

童的原始性人格、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和守护儿童

纯真的内心世界。同时，沈从文还倡导教育应顺应

儿童天性、遵循自然主义教育原则。另外，沈从文在

他的儿童小说中用优美灵动的文字刻画出许多典型

人物，在现代文学的园地里添加了更多年轻的身影，

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儿童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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