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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傳統文化不斷消失的今天，很多人文精神，在現
代社會發展無法抗拒的歷史進程中消亡。僅十年的時

間，是什麼原因，讓佤族民居的歷史文化迅速消失呢？帶㠥
這個問題，記者走進雲南省滄源佤族自治縣⋯⋯

村寨騰空搞部落旅遊
雲南省滄源縣翁丁村是人們熟悉的一個旅遊點，正在熱播

的，由中央電視台和國家旅遊局合作拍攝製作的，百集系列
專題片《邊疆行—遠方的家》第23集就介紹了這裡的風土人
情。翁丁村以「佤族原始群居部落」的特色，吸引㠥世界各
地前來參加一年一度佤族司崗里「摸你黑」狂歡節的客人。
為旅遊景點發展的需要，當地政府出資在離翁丁村3公里處
建蓋了一片鋼混結構的新居，準備讓村民搬出去住。翁丁村
就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旅遊村，而翁丁村的村民，也將從此
告別他們熟悉的草片屋，住上新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翁
丁村是幸運的，畢竟傳統的建築還得以保留，滄源的其他村
寨就沒那麼幸運了。

旅遊村傳習所成「絕作」
單甲鄉安也村是滄源縣較邊遠的佤族村寨，有7個自然

村，490戶人家，村民1,900人。2008年之前，這裡幾乎都是
茅草屋。據當地政府官員向記者透露，為了改善當地佤族民
眾的生活條件，政府從2000年開始實施了一系列工程，改造
草片屋，建新瓦房。
現在還在翁丁村草片屋中居住的村民李尼嘎，初中畢業就

開始向老輩人學習蓋草片屋了。翁丁村周圍的幾個自然村，
他都跑遍了，現在41歲的李尼嘎先後蓋了30多間草屋。李尼
嘎說，翁丁佤族旅遊村，有三大草屋建築，一是佤王府，二

是佤族文物陳列館，三是佤族文化傳習所，而傳習所正是他
親手設計建造的「絕作」。
記者此行到佤族村尋找草片屋，直到要離開的那天，在丁

萊村1組和7組的山樑上，才找到僅有的兩間茅草屋。住在7
組草屋裡的魏尼布勒，今年40歲了，家中有三個孩子，大的
兩個到山外打工，小的還在村小上學。明年，魏尼布勒家也
準備蓋新瓦房了，但幸運的是因他家的草屋離崖畫2號點
近，可供旅遊觀光，他家不用拆除。

草屋消失帶走傳統文化
佤族的草片屋，不僅僅是佤民世代居住的地方，更承載了

佤族傳統的文化。然而，漸漸消失的草片屋，也慢慢帶走了
佤族傳統的文化。
記者來到永和社區採訪發現，這裡除了年紀大的佤族還會

說佤話，青年人一般都不說或不會說佤話了。他們一律穿㠥
漢裝和扶貧機構捐贈的舊衣褲，普通又簡單。而佤族男人傳
統的對襟土布小馬褂、大襠褲不見了；佤族女人的緊身短
衣，黑紅相間的花紋筒裙也找不到了⋯⋯
看到鋼混結構的社區管委會辦公樓，看到社區改造的村民

新房，如果不是在佤山採訪，差不多會讓人誤為是在內地的
漢族人家。永和社區管委會幹事尼過說：「2003年，永和村
實施民房改造，蓋鋼混結構的房子，政府每戶補助5,000元；
蓋兩層樓房的，補助1.5萬元。永和社區有597戶人家，如今
都住上了新房。」嘎多離邊境線僅4公里，去年全村都住上
了新房。村民桑木嘎說，村民有從緬甸等地娶媳婦的習
慣，從外地娶來的媳婦，老人要為新人叫魂：滴酒、殺雞
看雞骨卦，但現在住在新房，連叫魂都沒有地方，佤族傳
統的風俗習慣都快消失了。」

走進傳統的佤族草片屋，記者的感受是，屋內的生活
條件確實比不上現代的房子，然而草片屋的結構、屋內
擺設、各房的功能設置等等其中承載的傳統文化內涵，
卻讓記者感到震驚。誰會想到一個民族的文化就這樣簡
單地依存在祖祖輩輩居住的房子裡，並且一代代地承
傳。從這個意義上說，草片屋的消失確實令人痛心。

村民：拆草房愧對祖宗
走訪新蓋的佤族村寨，村長和村民都說，還是會想念

草房子，懷念過去的生活。他們認為：「住草房是祖輩
留下的傳統，拆了草房子，很對不起老祖宗。」剛開
始，村民拆草房蓋新房的積極性並不高，後來上級發放
補助錢就規定了建房的時間，村民不想錯過政府的補
助，蓋新房的村民就多起來。
來到縣政府扶貧辦找資料，與尼布勒副主任見了

面，談話中得知，他過去在鄉下農科站當農業推廣科
技員時，經常住在佤族老鄉的草房裡，習慣了，感覺
也很好。他說：「到了縣上工作，國家有政策，要對

農村舊房進行改造，讓老百姓過上

好日子，出發點是好的。先為佤族群眾解決溫飽問
題，再考慮傳統民居文化遺產的價值問題。」
據了解，自2000年開始，滄源縣開始實施扶貧項目

「異地扶貧開發轉移安置」。縣委宣傳部幹事葉娜說：
「新瓦房結實耐用，不容易漏雨，不容易遭火災，是現
代人生活居住的好環境。」

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一直受到各級
政府的高度重視。北京中華民族園成立的時候，
就組織各民族在園中建蓋本民族最具特色的房
子，其中就有佤族的草片屋。
田尼嘎是巖帥鎮中學退休教師，北京中華民族

園成立時，他被選中上北京擔任建蓋佤寨草片房
的總指揮。他給我們講述了上北京蓋草片房的經
歷。

9集裝箱材料運北京
他首先介紹說，佤族建草房，蓋頂有三種方

式，一種是用草片蓋，一種是草把扭壓蓋，一種
是茅草平鋪蓋。而草頂下的建築構造又分兩種，
一種是雙排柱長橫樑槽子形，一種是馬屁股圓
形，普通民居大都採用馬屁股形的建築。
為在北京建好佤族園，滄源縣花大本錢，長

途跋涉將粗壯沉重的紅懋樹柱子及大大小小上
百根木樑、茅草片、犁耙、木臼、木鼓、籐蘿
等，裝了9個火車集裝箱運往京城，在中華民族
園建造了佔地數畝的佤寨。佤寨中有「迎客
房」、「木鼓房」、「糧倉」（兩間）、「前廳」
共五間草片房。

祭祀儀式 悄悄進行
田尼嘎說，蓋佤族草房的祭祀習俗，在都市不

小心就會被認為是迷信。動土那天，田尼嘎在佤
寨施工現場不聲不響地背㠥人們揭開了酒瓶蓋，
向地上滴了幾滴酒，心裡還默默地念了一段「蓋
新房」祈禱詞。幾個月後，佤寨建好了，也沒有
機會舉行祭祀，竣工那天，他又悄悄地滴了幾滴
酒，念了一段「賀新房」的祈禱詞，然後自豪地
收拾好工具、行裝，打道回佤山了。

對於如何保護佤族草片屋及它所承載的文化，專家
各抒己見。原滄源縣人大主任尼寶．饒茸定曾住過17
年的草房，對草房情有獨鍾。他激動地說：「佤族草
房，從來不需要電風扇，熱天不熱能通風，冷天不冷
有火塘，在小樓上住防潮，人不會得風濕病。且佤山
處於地震多發地帶，佤族草片房的柱子和樑，在建蓋
時都是用扣榫相互扣起有拉力，因此草房不易損壞，
人不易傷亡。」

古老村寨 古樸靈動
以傳統民居的重要性來講，保存草片屋是傳承佤族

文化最好的方式之一。縣文聯副主席伊蒙紅木說：「3
年前，我參與對護俄古老村寨的調查工作了解到，護
俄干欄式建築的草片房，比翁丁村落還古老，草房樓
梯是用一棵樹砍製而成的。家中的生活用具木盆、木
碗、木瓢、木桶等，都是從山裡找來的純天然的木頭
鑿製而成，體現出佤族的木文化。而且全村的糧倉都
集中建蓋在一起，形成一個『小人國』似的家園，糧
倉、小草房一座一座地蹲在山野裡，造型既古樸又靈
動。這種歷史悠久的、原生態的、無公害的村落，應
該受到國家的重點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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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文明
雲南省滄源佤族自治縣境內以東，距縣城30多公里處的滄源崖畫2號

點「村落圖」，據今已有3,000多年歷史。「村落圖」中記載了狩獵圍

堵、村路山道、魔巴祭祀和村落草屋等原始群居部落先民生活圖像，被

稱為「最大的崖廈，人類最早的居穴」。10年以前，「村落圖」中的草

片屋遍佈於雲南的千里佤山，世代生活在這裡的佤民，過㠥萬物有靈、

世外桃源的生活。可如今走進阿佤山，現代化鋼筋混凝土的房子，佔據

了一座座山樑；彩色的琉璃瓦頂，閃爍耀眼；「木鼓房」與現代化建築

格格不入；祭祀的「寨樁」已很少有人問津⋯⋯ ■文/圖：布饒依露

政府補助搬新居 村民心情矛盾
佤族草片屋 落戶中華民族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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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繪製的崖畫「村落圖」，
記載了狩獵圍獵、村道山道、祭
祀祈禱和村落草屋等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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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草片屋傳人田尼嘎在北京中
華民族園建設中的佤寨裡留影。

■佤族特
有的草片
屋外形古
樸、冬暖
夏涼。

■即將消失的佤族傳統草片屋。

專家：應受國家重點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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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老鄉住進了新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