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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传统生态知识：当代民族语言调查的价值取向＊

□肖自辉

［摘　要］　传统生态知识是各民族和族群长期同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有关生态

环境的认知和经验，它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医药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传统生

态知识，通过口头言语传播和传承。围绕传统生态知识进行民族语言调查既可获得鲜活语料，又能

挖掘和建构语言蕴含的族群的实践经验智慧。传统生态知识的语言承载和表达有生态词、俗语、口

传语篇等。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应摆脱惯常的词句条目对译式询问工作模式，改变重语言形式、轻内

容知识的通病，通过实地参加族群生产生活，深度接触族群能人、技艺人和非遗传承人，开展广泛的

学习访问、话题交流、实际体验，围绕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来调查记录语言。这是提升民族语言调查

理论层次和应用水平的需要，也应成为新时代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者新的学术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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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十年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记录为民族语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语言

生活的发展变化，当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记录的目标，已经不只是采集语言形式样本，重要的是挖掘、汇集和

整理丰富的语言表达及其内容和知识。忽略内容知识的语言调查记录是僵化的、缺乏生命力的，难以促进当

代语言调查记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面向传统生态知识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语言

调查模式，是当代民族语言田野调查思想观和方法论的转向。

一、传统生态知识概念、特性和价值
“传统知识”这个术语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提出，它指人们通过经验积累以及与自然环境互动而

获得的知识、技能、实践，包括语言、命名、分类系统、资源利用、精神、仪式和世界观等的文化综合体。② 传统

知识包含以下几类知识：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学知识，包括药物和医治方法的医疗知识，与生

物多样性有关的知识，以音乐、舞蹈、歌曲、手工艺品、外观设计、故事和艺术品等形式体现的民间文学艺术表

达，名称、地理标志、徽标等语言要素和未固定的文化遗产，等等。传统知识由特定地域原住民和土著创造和

保持，也称为土著知识或本土知识。

传统生态知识也称传统环境知识，是基于经验观察及其与环境互动而积累的跟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系

统，包括动植物知识，地理环境知识，气象和气候知识，至关生存的传统技术，如狩猎、捕鱼、采集、农业和畜牧

业技术，等等。［１］传统生态知识体现了自然环境生态关系，特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人伦社会关系，以及特定族

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国际上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侧重生物、环境和生态，将传统知识定义为对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持续利用直接或间接产生作用的知识、创造和实践。传统知识的主体是传统生态知识。

同其他任何知识体系一样，传统生态知识也是在特定文化群体、时间、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它有

几个特点：（１）人文性。传统生态知识往往由经验丰富、能力强的人总结并传授。（２）系统性。传统生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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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相互关联、自足和完整。（３）先验性。传统生态知识往往从经验和实践中获得和形成。（４）地 域 性。

传统生态知识内容反映特定民族生存环境、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５）口传性。大多数传统生态知识无书面

资料，以口头语言为载体而传承传播。

传统这个词“有时被解释为与现代或科学现象相反，或者表示为简单、原始，不合时代或非理性”，［２］但事

实上，传统生态知识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国际科学理事会（ＩＣＳＵ）关于“传统知识与科学的关系”报告

指出，科学和传统知识之间存在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传统知识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发挥作用，未来

也是如此。传统生态知识有三方面突出价值：

（１）生态价值。传统生态知识对保护生态环境有参考价值。例如，不少民族将某些动植物甚至微生物、

昆虫、作物病虫视为神灵的宗教习俗，认为生物和人一样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他们常常在田地中种植某些特

殊植物以驱虫防病，减少或消除作物虫害。传统生态知识对于修复被破坏的环境也能提供方法路径。例如，

大量动植物和环境相生相克知识，知道被破坏的水土和植被环境适合哪些动植物，就可以种 植 和 引 入 动 植

物，恢复当地生态。传统生态知识能帮助确定哪些生态群落局限在某个区域，哪些生态群落处于危急状态，

为评估特定地区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群落保护状态提供参考。例如，加拿大北方地区 政 府 就 规 定，在 当 地 开

矿、办厂务必经过环境评估，而在环境评估中必须将当地传统生态知识纳入环境评估和资源管理的内容。［３］

（２）医药价值。许多动植物具有药用价值。土著和本土族群与特定环境 长 期 相 处，对 本 土 动 植 物 的 接

触、了解和利用比动植物学家更广泛和真切，他们发现、认识、阐明和创新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其中包含动

植物药用性能知识，他们有更多机会体验、尝试和利用药用资源。许多民族的土郎中和巫医都掌握了某种专

门的传统生态知识，如当地动植物知识和药物知识，用当地自然原料配制药物。除了药物本身，传统生态知

识还有助于弄清药物的作用机理。生物药学家为寻找有重要价值的药用成分，都得向民间求助，请他们帮助

鉴定有助于药物产品开发的植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例如，美国旧金山萨满制药公司，成功发掘了有重要价值

的药物，就是充分利用了原住民生态知识在热带地区搜集药用植物。

（３）经济价值。传统生态知识在现代商业中有重要价值。例如，传统生态知识中关于动植物的认识，对

新药物、食物、化妆品、杀虫剂的研发提供有价值信息，进而可以制造成产品而形成产业。传统依山、傍水、沿

岩的就地势地貌建筑知识，启发了现代住宅建设并促进旅游开发；土著作物选种、栽培、防范病虫害知识，对

现代农业有重要启示。独特手工技艺知识可转化为工艺品，有的可以作为徽章、标志及产品商标使用，经济

价值潜力巨大。传统生态知识的持有人和精通者，在社会中会有更多的机遇，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总之，传统生态知识是维持土著和本土族群生存的资源，是人类认识自然的钥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

知识创新的源泉。传统生态知识的流失将是人类知识文明的重大损失。正因此，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都明确将传统知识列入保护内容。［４］

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及其语言表达
（一）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内容构成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内容丰富，是族群生存发展的智慧和能力基础，它们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狩猎、捕鱼、采集，农业和畜牧业，食物准备、保存和分配，水的地理、收集和储存，抵御疾病和伤害，解释气象

和气候，制作服装和工具，建造和维护住房，陆地和海洋定位导航，管理社会与自然的生态关系，适应环境／社

会变化，等等。传统生态知识不仅是关于环境和社会运作的知识，还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行为指导。传统生态

知识具体可分为两大类（见表１）：（１）概念性知识。关于与生态相关的事物性质、形态、作用以及事物关系的

知识，即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具体包括动植物知识、景观地形知识、土壤知识、气候知识等等。（２）实践技能

知识。运用已有的认知体现和经验，通过反复实践而形成的生存技能知识，即关于“怎么做”的知识，具体包

括农林牧渔知识、矿业知识、食物制作处理知识、传统医药知识、民间工艺知识、建筑知识等等。

两类传统生态知识来源广泛，有的是各民族在当地环境长期生存而积累的经验教训，有的是个体对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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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和环境的实证观察所得，有的是从他人经验通过叙述、教学、对话等方式建构和创造。有的知识精确、具

体和系统；有的则可能不确定，有待进一步体验和总结。

表１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构成

类型 领域 具体内容

概
念
性
知
识

动物知识
（１）动物名称；（２）动 物 特 征（如 形 态、习 性、生 命 周 期 特 征、产 地）；（３）动 物 功 用（如 观 赏
用、民俗用、畜牧用、食 用、药 用、建 筑 用、能 源 用、商 业 用、技 术 用、护 卫 用、运 输 用、养 殖
用、维持环境用，等等）；（４）人与动物关系（饲养、保护、猎捕）

植物知识
（１）植物名称；（２）植物特 征（如 形 态、特 征、生 命 周 期 特 征、产 地）；（３）植 物 功 用（如 食 用、
药用、役用、能源用、商业用、观赏用、技术用、民俗用、维持环境用，等等）；（４）人 与 植 物 关
系（种植、保护、砍伐）

动植物关系知识 （１）动物之间的关系；（２）植物之间的关系；（３）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关系

地形景观知识
（１）地形、地貌、景观名称；（２）地 形、景 观 的 特 性，如 海 拔、形 态、宜 居、动 植 物 适 应 性；（３）
地名、俗名，包括命名理据、特征；（４）地形景观的文化意义

土壤知识
（１）土壤名称；（２）土壤的性状；（３）土壤的作物适宜性；（４）土壤利用（建筑、制作、种植、医
药、民俗等）

气象知识
（１）气候要素，如气温、降水、风、雪、日照、雷电；（２）季节性周期及其指示性特征；（３）季 节
性活动情况；（４）人与气候关 系，如：传 统 农 业、林 业、畜 牧、渔 业 与 气 候 关 系；气 候 与 生 活
习俗关系；民间气候气象预测知识

技
能
性
知
识

农业知识
（１）作物栽培和种植；（２）田间管理，如耕田、培肥、除草、浇水、灭虫、抗灾等；（３）农 产 品 收
割、储存和加工；（４）农业工具制作和用途

林业知识
（１）林木采种、育苗、栽培；（２）造 林 和 林 木 保 育；（３）树 林、森 林 保 护 和 管 理；（４）林 产 品 采
集和加工、用途

畜牧业知识 （１）家禽饲养；（２）放牧方式；（３）狩猎方式；（４）畜牧工具；（５）肉食加工处理

渔业知识
（１）内陆水生动物养殖；（２）内陆水生动物捕捞；（３）海洋水生动物养殖；（４）海洋水生动物
不牢；（５）水产处置

矿业知识 （１）矿产勘查；（２）矿产开采；（３）矿产处理和加工；（４）矿产利用

食物制作、处置知识 （１）食材获取；（２）食物制作和加工；（３）食物保健；（４）炊具种类和用法

传统医药知识
（１）药物采集；（２）传统诊疗术；（３）药物炮制技术；（４）传统制剂方法；（５）养生方法；（６）驱
蚊驱鼠方法；（７）传统防病防疫方法

民间工艺知识 （１）工艺名称和来源；（２）工艺流程；（３）工艺工具；（４）工艺传承习制

建筑知识
（１）建筑名称和类别；（２）基本结构与造型；（３）建筑施工的 流 程；（４）庭 院 设 计 和 装 饰；（５）
村庄规划；（６）环境和建筑风水和禁忌

传统生态知识在民族地区并不均衡。族群成员如果缺乏某种环境或现象的经验，那么这方面的传统生

态知识就可能缺乏或不丰富。例如，山地族群就缺乏渔业的传统生态知识，可能只有一些推测猜想或听闻知

识。传统生态知识不是永恒不变的，所有社会都随时间推移而经历环境或文化变迁，融合新的认识和经验。

（二）传统生态知识的语言表达形式

大多数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是群体和个人历史经验累积的结果，植根于生产、生活、交际、信仰、价值

观、仪式、制度、文化、思维、环境之中，而且多数无文字记载，依靠口头传承和传播，以词汇、俗语、口头文学话

语反映和留存在语言形式和意义系统之中。

１．传统生态知识词汇。任何民族的多数传统生态知识都会通过认知思维而形成概念，用本民族语言创

造的词汇和词义将知识点定型下来。传统生态知识词汇主要有两类，一是名物类词 汇，是 对 自 然 环 境 的 标

定、记号，记载着族群的独特生态信息，如人名、地名、族名、气象名、动植物名、生产工具名、食物名、建筑名、

风俗名等等。二是谓词类词汇，主要针对自然环境，即针对名物的意念、意向和动作，人的观念的行为，如：跟

农林畜牧业活动，水生动物养殖、捕捞，矿产的开采、处理加工，食物的制作、加工，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建筑施

工，工艺活动等相关的动作行为词，以及反映自然环境内生态关系、人伦关系的词，等等。

传统生态知识词汇反映客观事物的分类、属性、功用，因此不同民族往往有不同的专业词汇系统，如达斡

１０２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尔族曾经有繁荣的渔业生产活动，有许多丰富、细腻的渔业词汇，如鲫鱼、鳇鱼、细鳞鱼、狗鱼、串丁鱼等鱼类

名称，鱼粉、烤鱼、鱼松、生鱼片等鱼加工品名称，大网、小鱼网、袋子网、老母猪网、拖网、直杆等渔具名称。［５］

傈僳语称败酱草为" 轮荒地草" ，因为该草在火烧过后长势更好。这类词汇常常体现不同民族对生态环境的

直接认知。２．传统生态知识俗语。俗语包括谚语、成语、俗话、歇后语、顺口溜等等。传统生态知识在语言中

还表现为传授生产劳动知识以及与生产劳动有关的气候天象变化和草木鸟兽等自然界知识的俗语和现成用

语。俗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喻义明了，不少属于承载着各民族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体验。例

如，土家族在农业生产中观察动植物现象创造了有关物候学知识的谚语，“阳雀叫在清明前，热气腾腾好种

田。布谷，布谷，日夜种谷。穷人莫听富人哄，桐子开花就出种。石榴开花小麦黄，收了小麦种高粱……”［６］

苗、傣、壮等民族也有“娘壮儿肥，秧壮谷多”等作物生长知识的农谚；维吾尔族“油坊（土法榨油机）靠马力，磨

坊凭好水”等关于榨油和磨坊工艺的谚语，侗族“老树保村，老人管寨”等森林观谚语，等等。

３．传统生态知识口传文学语篇。传统生态知识语篇有两类，一是蕴含传统生态知识的故事、歌谣、传说

等口传文学；二是传统生态知识的口头叙述。（１）蕴含传统生态知识的故事、歌谣、传说等口传文学。许多族

群的传统生态知识无法通过书面载体实现传播，因而刺激了口头传统艺术的发展。例如，苗族从古到今都把

学歌记俗放在生活首位，利用歌谣记录和传承各种传统生态知识。其他不少民族地区也有诸如二十四节气

歌等气候知识的歌谣。（２）传统生态知识的口头叙述。口头叙述是指当地族群，尤其是经验丰富的本族能人

以及有专门技能的师傅，通过叙述工艺、工序、操作、经验记忆来传承和传播传统生态知识。例如，本地作物

或庄稼种植过程，某种技艺或工艺的操作流程（如制陶、织锦、扎染、造纸、制席、补锅），本地器械制作程序（如

竹器、马车、弓箭、土枪、箍桶、神器），本地或本族某种疾病的土法医治（包括药物制作），本地特色食品制作和

烹饪，本地猎物的捕获，房屋建筑，等等。口述是通过语言对传统生态知识的直观展示和讲解，是民族地区传

统生态知识在语言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围绕传统生态知识开展民族语言调查记录
目前，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的惯常方法是，先编制语音、词汇和语法调查表，再按设计好的词句条目按

图索骥地进行“对齐式”口头询问来收集语料。这种方式仅适合音位、词汇和语法等语言基本结构特点的摸

底，而不适合一种语言的系统记录，因为它存在以下严重缺陷。首先，调查表词条覆盖面有限，甚至基本概念

也不能做到周全，许多少数民族特有的环境生态、风俗禁忌、宗教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概念无法预设。其

次，条目问答式获得的语料难以体现活态性，许多重要实态现象可能遗漏，因为调查是在非自然语境下进行，

发音人不能自然发挥言语能力，反而会因调查人员提示偏差而出现潜在讹误。调查词句表以汉语列条目是

基于设计者设想，汉语概念和表达在民族语言中当有相应概念或表达，这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调查过程中

如果缺乏娴熟的引导技巧和知识敏感，得到的语料往往会残缺甚至大谬。条目对译式调查无法获得词句蕴

含的族群本土知识和文化意义。例如，问了一些亲属称谓词并不等于记录了该语言族群的家族谱系和血缘

伦理知识。记录了一些房屋、家具和建筑词，不代表记录了该语言族群的生态环境和风水起居知识。

因此，国外有学者采取更灵活的调查方法。早期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不强调单独调查词表，而从语篇抽取

词语做成词表。欧洲一些语言调查者则主要口头交谈和图画询问，少用词句条目表。［７］面向传统生态知识的

民族语言调查，也是不受制于机械词表和句表，而是将语言、知识、交际融合在一起，体现语料的知识性、实态

性、本土性和实用性。它的特点是：（１）基于传统生态知识进行调查，获取广泛和真实的活态语料。传统生态

知识需要多人汇集和辨析，言语样本更丰富和全面。（２）传统生态知识是民族智慧结晶，本身有广泛价值，语

料不仅有语言学价值，对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都有利用价值。（３）通过传统生态知识的留存可以

了解语言活力。语言衰变往往体现为语言中传统知识词汇和表达的流失。加拿大非政府组织" 语界" 研究人

员建立了传统生态知识计量和评估模型，并在若干社区跟踪监测代际传统生态知识传承，［８］发现了语言－生

物－文化相关性。传统生态知识流失可能伴随生态环境的衰变、文化的衰落，导致语言活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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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调查实践？基本原则是：参与族群生活，广泛交流访谈，面向知识经验，

不拘语料形式。

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者应有恒心驻扎民族社区，广泛参加族群生活，接触社区群众，而不是以完成课题和

撰写论著为导向，走马观花收集快餐式语言资料。调查者要以饱满的热情、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区语

言生活。要充分认识到，调查传统生态知识的过程是劳动体验过程，是学习新知识经验的过程。调查的目标

是传统生态知识，工作进程以学习和获得本土知识为导向，调查者应培养对社群知识经验的敏感，而不是头

脑里想着只获取某些语音、构词、形式和语法样本－－这是现在多数语言调研者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应

努力消除这种惯势影响，实现从单纯语言形式的敏感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敏感的转向。

传统生态知识调查操作，可采用下面的方法：

１．随机询问法。初到民族社区时不熟悉当地情况，应住下来体验和观察生活，对社区的事物或事件，只

要不触犯当地习俗禁忌，都可询问和记录。这种不带问题意识，不事先设定固定对象的随机交谈，可快速了

解族群社情。

２．集体聊天法。召集一些群众就当地生态环境等话题聊天，场所和时间不限。话题可由调查人预先准

备，聊天时提示引导，例如，调查人希望了解当地养蜂知识，可请几个养蜂户一起围绕这个话题聊天。期间调

查人员可以提问，将养蜂、蜂蜜、蜜蜂等方方面面知识都问到。集体聊天话题也可以由群众根据个人兴趣和

知识经验选题。调查人不是提问者，而是中介人、辅助者、协调人、观察人，以及轻松氛围的营造者。集体聊

天法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聊天人员有广泛代表性；二是人数以３～５人为宜；三是聊天是自由随意的，有权

威讲述，也有争议和怀疑，传统生态知识是通过聊天谈话根据各人见识、记忆、经验来完整地建构的。

３．个体跟踪法。重点关注民族社区本土知识能人，如长老、巫师、土郎中、生产能手、手艺人以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如有可能，拜师学艺，跟他们询问和学习。在跟随过程中，详细记录本土知识能人叙述和展

示的内容。在经得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录制和拍摄，必要时还可以采集实物样本或标本。

４．音像引导法。搜集相关图片、音频、视频或直接在社区录音拍摄搜集材料。例如，拍摄动物、植物、食

物、建筑、地理景观、工艺品等；采录鸟叫、狼嚎、虫鸣等当地动物声音；采录手工艺制作、食品制作和处理、工

具制造、种植作物、建筑施工过程，等等。通过这些材料引导人们讲解、口述本土传统生态知识。例如，用蛇

的图片引导本土知识能人说出名称、形态、交配、孵化、冬眠等生活习性。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了解传统生态

知识的传承情况。例如挑选近几十张本土动植物图片，选老中青三代人对图片识别、解说，从而了解和评估

当地族群对传统动植物知识的传承情况。

５．地图引导法。利用当地地图（卫星图或地形图），引导当地人口述本土自然地理环境现象。例如，可指

着地图某个区域询问“这块区域有多少山峰，高度大概多少？”“这个山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等

来获取当地目前的地形地貌知识，或通过询问“这条河很早以前就有吗？”等来了解当地的地 形 地 貌 变 化 情

况；也可以通过询问“这块地区有无矿产，有什么矿产？”等来获取当地的矿业知识；还可以通过询问“这块区

域哪些动物较多？”“这些动物迁移的方向和路径情况如何？”等来获取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知识和动物迁徙知

识。

除上述方法以外，实际调查操作中调查者应根据民族社区人员、环境和语言生活实际状况，寻求和创新

更多有效的方法。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面临流失和失传的严重危机。一方面，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另一方

面，传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导致传统生态现象濒危或消亡，现代科技应用也取代了许多传统技艺。虽然有的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者做了一些传统生态知识的调查研究，但还远远不够，传统生态知识的调查研究依然显得

紧迫。应将传统生态知识的调查记录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的工作常态和必备内容，只有这

样，才能保存各民族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建立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库，探索开展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开发、

利用和创新，使之惠及各民族群众和当代社会。?
［责任编辑　黄世杰］　［专业编辑　韦树关］　［责任校对　石彬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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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自辉面向传统生态知识：当代民族语言调查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