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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花腰彝的生活——云南石屏麻栗树村60年变迁调查》笔者谷家荣等从历史人类学视野下来关注云南
麻栗树村的变迁，倒是想改变中国学者的“普适性关怀”，试图从村庄内部结构来发现和思考问题，
让人类学观察更加贴近中国农民的生活，从中提炼出属于中国人类学的理论。
概言之，本研究就是要通过村落社区调查和村庄民族志的书写，为我国人类学研究积累更为丰富的田
野素材，然后，在充分占有这些田野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能够真正反映中国农村的一般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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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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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麻栗树村周围的植被较好。
自古以来，村民对乱伐者都进行严处重罚。
据村中老人们介绍，早在清代，该村就制定了严格的森林管理制度，负责守护林地的人称为“保其”
（类似伪国民政府时期的保甲长）。
“保其”负责林场的日常管理、监督和审批。
村民起房盖屋若需用材，必须得到“保其”的审批条，然后才能到指定的地点伐木。
否则，乱砍一棵树，无论其大小，均罚三升米。
此传统一直延续至建国初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村曾出现过一段乱砍滥伐的时期，大面积林木被毁。
后期，经处罚和教育以后，这些不良行为便得到了有效的制止。
至今，践行国家政策，麻栗树村民把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紧落实，村前寨后都长满
了茂林青松，尤其是村寨南面的龙树林和北面的“姑娘山”，林保林育最好。
两地的植被均以南亚松、水沙树为主，占该村林地面积的90％以上。
其他杂木树，诸如：黄栗树、柏栗树、麻栗树、椿树、水冬瓜树、黑果树、粘尖角树等仅占10％左右
的比例。
此外，野姜、野蒜、野韭菜、蕨类、藤类等在林中也很丰富。
　　麻栗树村庄四方各有四棵古树。
村庄西北面（过去村庄规模较小时位于西面）有一棵高约25米、需三人才能围抱的麻栗树。
祖辈将其定为寨神树，取名“西车则启”（意为房子只能盖在它的脚下），要求后辈子孙建房立屋均
不能超过。
麻栗树村乾隆年间祖先从龙车迁到时彝语叫“阿崖斗漏”（意译为野山药）的地方奠居，这个地方因
野山药多而得名。
而汉语“麻栗树”则是在开山造田中把开挖的土堆成一堆堆的小山包，不知不觉就长出一棵麻栗树，
随后这棵麻栗树逐年长大，供人们乘凉。
没几年麻栗树越长越大，麻栗树下的民房越来越多，后来人们就取汉语名为麻栗树村。
现在麻栗树老树也枯死，只剩下个需五六个大人才围绕得过来的老树桩。
没有人去动它，麻栗树人都非常尊敬它，它是麻栗树人存在的依据。
村庄东南面是一棵粗1.2米，高35米的玉阑树。
该树叶茂，两三公里之外就能见其雄壮英姿，麻栗树村民都以之为傲，视其为秀美山寨的重要标志。
村庄南面是一棵高30米、直径约1.6米的龙习树。
村民将其定为吉祥树，象征麻栗树村民世代添丁多福。
该树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麻栗树村旁就有几棵，生长于哪朝哪代当地人都不知道。
直条的树3～4人才能围过来，冲天的树干近有60米高，旺盛的树枝树叶风吹而来摇摇摆摆。
成片的树荫给劳作累了的人们带来一股清凉的气息。
“龙习树”，坐车或走路进麻栗树时，在村口会看见这棵龙习树，树高丈余，树身粗壮，需三四个大
人才围得起来，树叶繁茂，四季常春。
其树下是麻栗树人乘凉、休息、娱乐的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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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连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211
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少数
民族农村30年变迁的民族志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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