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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 

王清华 

【摘 要】: 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自20 世纪80 年代始，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使很多家庭成为留守家庭，

甚至成为“空巢”，家庭养老突成严峻问题。这个危机引起了哈尼族社会的极大焦虑，也引起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

极大关注。应发现哈尼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再造，利用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所带来的契机，激活传统伦理

观，恢复传统农业，提升梯田农业产品价值，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才能恢复哈尼族传统养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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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王思训说: 哈尼族“上下相接皆有礼”
①
，道出了哈尼族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哈尼族邻里关系、

村寨关系、与其他民族及更广阔的人际关系中，更集中地体现在血浓于水的哈尼族家庭关系中。它维系了哈尼族和睦融洽的家

庭生活和世世代代的生存繁衍，维系了红河哈尼梯田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哈尼族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中，老年生活或养老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少有哺育、老有所养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天经

地义的。然而，自20 世纪80 年代始，由于红河南岸哈尼族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使很多家庭只有老少留守，甚至成为“空巢”，

这不仅极大地破损了哈尼族家庭结构和秩序，威胁着梯田农业的正常进行，而且使哈尼族家庭养老突成严峻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农村普遍面临的问题。对此，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曾提出对策和建议，诸如“农村养老保险”“农

村养老院”“社会多样化养老”“集体养老”“制定养老法”等。
②1
 因为这些措施强调的都是外力，有的收效甚微，有的根本

无法实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在对哈尼族家庭长期调查的基础上，以发现传统、激活传统为理念，对哈尼族家庭及

养老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给中国农村养老问题提供案例参考。 

一、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养老方式 

云南红河南岸的哈尼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具有强烈内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在家庭中表现为上下相接，亲情融

融，生死相依。 

( 一) 哈尼族的传统家庭 

哈尼族在家庭观念上，奉行着“树大分枝”的原则。哈尼族男子一经结婚生子，一般都要与父母分家，建立独立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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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最小的儿子留在父母身边，继承父母的那一份田产和祖宅。因此，哈尼族家庭尽管树大分枝，但主干仍存。分出若

干小家庭后，最后小儿子仍然和父母组成一个较大家庭，小儿子一旦生子，这个家庭就成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以后还可能成为

四代五代同堂的大家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个别地区，哈尼族社会还存在着大家族制度。例如哀牢山区红河县垤玛一带哈尼族是长期保持大

家族制的典型地区，他们的生产由父亲或长子负责，家务由母亲和长媳安排，实行大家族整体经济，统一生产粮食和饲养家禽、

家畜，统一安排全家族成员的消费，不存在小家庭的独立经济。这一地区的哈尼族总喜欢同家族人紧靠在一起修建住房。如果

大家族人口自然增殖后仍不分家，就在原房址侧边扩建同样规模和格局的房屋，这就避免因住房好坏不一而造成成员之间的不

和，这实际上是原始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
①2
 

在哈尼族传统社会中，小家庭、大家庭、大家族的内部都是融洽和睦的。每一个人在家庭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和职责，都认

真地履行着尊长护幼、“上下相接皆有礼”这一原则。 

在哈尼族家庭中父亲的地位最高，其职责是负责安排全家的劳动生产，管理经济收支。一个父亲，他必须为家庭的前途、

儿女的成长负全责。他的为人、他一辈子的劳动必须为儿女们作表率，他积累的知识和从事梯田劳作的技艺必须在儿女成年前

全部传授给他们，一句话，他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哈尼族的规矩，为子女作出榜样。当然，与家庭有关的一切大事也由他主宰。 

母亲，在哈尼族社会中是受到人们崇敬的，特别是经过艰辛的生活，从媳妇熬成婆婆的老年母亲更受到极大的尊重。在社

会上，她们和男性长者( 父亲) 一样是勤劳、智慧的象征。在家庭中，她们是生活的当然权威，她们指导媳妇管理家政、纺纱

织布、染布缝衣、培养儿孙。对于家庭的和睦、健康和发展，她们负有重大的责任，与此相关的一切大事，她们都亲自到场，

亲自动手。例如，盖房子是哈尼族家庭的大事，此事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安定和兴旺发展。男人们选定地基后，家庭中的老母亲、

老婆婆要亲手用丝线量其方圆，然后才能破土动工。有的地区的哈尼族住宅的房顶是用山茅草覆盖，第一把草也必须由老母亲

来割，据说只有这样，神灵才会保佑其家庭安居乐业。在梯田农业生产方面，开秧门这天，这家的母亲先拔出第一捆秧，这捆

秧被称为“母亲秧”。栽秧前，这位母亲拿着这第一捆秧，绕田一周后，等候在旁的穿着崭新衣服的媳妇、女儿就蜂拥下田栽

插。哈尼族认为，此“秧”如同“出嫁的新娘”，它的成活、成长，不仅意味着农业丰收，而且意味着子孙满堂。 

哈尼族母亲每天必须早起，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火做早饭和煮猪食，如果她还是一位婆婆的话，这件事情就由媳妇与她

一起干。饭做好后，老公、儿子和媳妇先吃，她去喂猪。同时将孙儿孙女从床上叫起来穿戴。饭后，是学生的孙儿去学堂，其

他孙儿就跟她到附近的山中摘猪菜。回来后，她有时到菜园里弄弄蔬菜，有时在屋子的晒台上织织布，抱抱孙子。在干这些细

碎活计的过程中，给孙儿们讲故事是她的天然职责。在哀牢山中，家庭的老祖母是儿童们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很多哈尼族的风

情传说、历史掌故、生活习俗、农业知识，主要是由她传授给新的一代。哈尼族的儿歌，数量难以尽数，内容包罗万象，代代

延续不衰，得力于老祖母们的传袭。 

总之在哀牢山，哈尼族的母亲、婆婆的一天是奉献的一天，哈尼族的母亲、婆婆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对于社会细胞——

家庭的奉献，使哈尼族母亲获得了全家、全社会的尊敬。 

儿子在哈尼族社会和家庭中是宝贵的。“养儿防老”是哈尼族的观念，但并不是完全为“养老”而设。儿子的重要不仅因

为他将是哈尼族梯田农业的劳动者，更因为是父系制家庭财产和血缘的继承者。作为大的儿子，生育儿女后，他分家另过，成

为一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成为一个父亲，这时他必须负起家庭的责任、父亲的责任。作为小的儿子，他与父母、子女一起生

活，将逐步成为这个三代同堂大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家庭的支柱，他有侍候父母、养育儿女、继承祖宅田产、管理家政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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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利。 

女儿在哈尼族家庭中是倍受疼爱的。尽管过去哈尼族社会重男轻女，但在家庭中女儿依然宝贵，家庭所有成员对其仍然是

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而无一丝歧视。哈尼族女儿自小就参加生产劳动。在童年时期就帮助母亲洗菜、背水、煮饭、做家务。

同时，学习纺纱织布、缝制衣物，并伙同寨中女伴上山背柴。在农业生产中，女儿也是重要的劳动者，拔秧、栽秧、薅秧、收

割、背谷入仓等是她们的主要农活。另外，大的女儿帮母亲领带弟弟妹妹是其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儿媳，在哈尼族家庭中是个重要角色。在分家另过的小家庭中，她是当然的妻子、主妇和母亲，管理着家政。在几代同堂

的家庭，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她和丈夫具有家庭的支柱性质，而她在家中更是举足轻重。哈尼族人常说: “大树离不开根，

家庭离不开女人。”哈尼族家庭大权归男人，而实际上家庭的财产、家务、消费等一般都由女人掌管，而这个掌管“财政大权”

的大多就是儿媳妇。一个好媳妇从农田里的活计，到挑花绣朵、背水做饭、伺候公婆、哺育后代都得是把好手。对于好媳妇，

哈尼人称为“聪葵然咪”，意为聪明、贤慧、能干的女人。新媳妇进入夫家，不仅成为这个家庭中的掌家人，而且为这个家庭

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劳动力。家里有个好媳妇，是一家人的莫大的幸运和幸福。她不仅为父系制的哈尼族家庭生儿育女、传宗

接代、延续香火，而且给家庭带来生机和温暖。 

当然作为一个家庭，必然还有兄弟姐妹之间、嫂叔之间、姑嫂之间、连襟之间、妯娌之间、同辈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

妹、异辈的外祖父母与外孙等等一系列家庭亲戚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意义上的家庭，它的家庭关系主

要是横向的夫妻关系和纵向的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及祖孙关系。 

( 二) 哈尼族的养老方式 

哈尼族人的一生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似乎不存在养老之说，养老对哈尼族而言是从梯田劳动转为家庭劳动而已。 

一个哈尼族男人，一旦有了儿子，他的梯田农业劳动技艺和生活经验就有了传人，他的家庭血缘和财产就有了继承者，他

死后有人抬头( 哈尼族男人死时，儿子要抬他的头入棺) ，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个有儿子的人，心理舒坦平衡，在社会上

也就扬眉吐气了。一旦他有了孙子成了祖父，可以说他的一生已经基本成功，可以心安理得地安度晚年了。哈尼族男人有了孙

子，一满 50 岁，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他不用再到梯田里干农活了( 除非他自己仍然愿意下田) ，而是在家里休息，做些家务: 

喂猪、种菜园、带孙儿。其中，带孙儿是他晚年的一大乐事和义务。哈尼族祖父对孙子有着特殊的感情，哈尼族说这叫“隔代

亲”。祖父对孙子爱护有加，处处顺从。平时，儿女们留给父亲的好食物，他总是又留给了孙子，晚上睡觉，他总是和孙子同

床。哈尼族孙子对祖父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孙辈的心目中，祖父母不仅是自己的亲人，而且是爱的源泉和智慧、神灵的化身。 

这就是哈尼族人传统的晚年生活。这种生活是劳动的生活，亲情的生活，自然而然的老有所养的生活。这也就是哈尼族的

养老方式。这种方式是和哈尼族传统家庭结构和关系紧密结合一体的。 

二、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养老面临的危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始，随着地域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哈尼族，特别是青年一代哈尼族的劳动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内地和边疆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农业和非农的差别，特别是内含其中的劳动价值的差别，改变了哈尼族年轻一代的世

界观、人生观，乃至审美观的走向，使青壮年劳力大量外出打工。用哈尼族青年的话说: “全家干梯田一年的收入，还不如我

在城里打工两个月的收入。”据调查，红河县农村 95% 以上的中青年在外打工;据哀牢山区各地反映，更普遍的情况是村寨中有

1 /3 的人在外打工，他们基本都是中青年。村寨人口本来是由老年人、中青年和少年儿童组成，但中青年的外出打工，实际上

使村寨和家庭缺失了一代人( 或可说是两代人: 中年和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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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中青年人口外流造成了哈尼族社会的极大危机: 一是梯田农业后继无人，二是文化传承后继无人，再就是传统家庭的

破损，出现“空巢”现象。于是传统家庭生活变异，其传统的自然的变梯田农业劳动为家庭家务劳动的老年生活也发生变化，

老有所养的哈尼族家庭养老方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于家庭失去了劳动力，很多老年人又重新回到了梯田劳动中。元阳县洞

浦村的朱小和就是一例。朱小和一家 6 口，女儿在城里工作已嫁人，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家中只剩他、老伴和一个两岁的孙女。

朱家有田 3. 5 亩，2013 年笔者到朱小和家拜访时，家中只有老伴，76 岁的朱小和还在田里干活。按照哈尼族传统，朱小和应

在 26 年前就“退休”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开始养老。然而，由于儿女外出打工，家中缺失了年轻一代劳动力，朱小和只得继续

承担梯田劳动。实际上，他失去了哈尼族亲情相融的养老生活。朱小和所处的情况在哀牢山区哈尼族社会中已很普遍，农忙时

节很多老人在梯田里干犁地、铲埂这样的强劳力活，可以说哈尼族家庭正在失去传统的代代相袭的养老方式。 

三、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的恢复与发展 

这个危机引起了哈尼族社会的极大焦虑，也引起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曾采取过诸如免除农业税、农业补贴、老

年人补贴、“低保”乃至“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政策措施，但都没有改变家庭破损老人失养的现状。其实，历

史上哈尼族有着良好的家庭制度和养老方式，在采用了大量现代方式，使用外部力量努力改善这一状况的今天，我们应当努力

发现传统，激活传统以服务于今天。 

( 一) 发现传统: 支持文化自觉 

哈尼族强烈的家庭观念使哈尼族较早地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到来，20 世纪90 年代就有人反映说青壮年越来越多地离开村寨

到城里打工的现象，于是，这些先知先觉者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危机，在家庭中采取的措施是兄弟姐妹几个必须有一个在家，其

余的可以出去打工。例如，元阳县全福庄村的卢朝贵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全村青壮年几乎都到城里打工时，他的大儿子卢

金华被留在家中娶妻生子，二儿子卢生和女儿卢丽则到城里打工。如今，卢家不但像所有外出打工的人家一样盖起了大房子，

而且一家三代居住在一起，大儿子继承了农业生产，大儿媳管家，两个孙子由老伴马木娓带，二儿子和小女儿在梯田旅游公司

从事旅游服务，60 多岁的卢朝贵则在农村从事着他年轻时候就喜欢的民族文化事业。他的家庭既保持了传统，又进入了现代生

活。一家人其乐融融，没有人为养老操心。 

这个典型情况说明只有实现家庭的完整，家庭养老才能恢复和实现。其实，哀牢山区的绝大多数哈尼族人家都有条件这样

做的。要鼓励这样的做法。这就是发现传统、继承传统、发展传统。 

( 二) 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机遇 

2013 年6 月22 日，“红河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给予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其养老方式以恢复和发展的契机。 

1. 激活传统伦理观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哈尼族来说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其中最大的意义就是对哈尼族文化价值肯定和劳动价值的

世界性肯定。这对哈尼族梯田的文化传承将带来根本性改变，同时将使梯田的劳动产品得到升值，当哈尼族梯田劳动收入达到

和超过在外打工的收入时，哈尼族外流的中青年劳动力将回归故土。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在出现。再以朱小和家为例，2014 年，朱小和的儿子朱勇从城里打工回来，表示不再外出打工，要在

家里种田了。问起原因他说，父母老了需要人管，其实外面打工也不容易，常常想家日子难过。虽然他不喜欢种田，但是家里

的田不能闲着总得有人种。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朱勇这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向往城里的生活，但千

百年积淀的传统伦理观却还坚固地扎根脑中，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在现阶段外出的哈尼族青年大多外出，但当问及家乡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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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打算时，回答都是共同的: “如果我老了，我愿意回到我们家的田边上，守着我们家的田，不愁吃穿。”这是哈尼族传统的

价值观及伦理观的展现，是对梯田农业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眷念。哈尼族青年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祖先传下来的文化财富，

他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流露出对传统的赞美。正是传统造就了今天的哈尼族。我们应当激活哈尼族传统的“上下相接皆有礼”

的人际关系原则和传之千年的传统伦理观。今天，哈尼族青年正在回归故里，这是“红河哈尼梯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所带来

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哈尼梯田正在恢复活力和哈尼族传统家庭得到恢复的一线曙光，也是趋势。对于此，要大张旗鼓地鼓励。 

2. 恢复发展哈尼梯田传统农业 

哈尼梯田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哈尼族梯田农业是山地农耕的杰作，是山区传统农业的最高典范。 

红河南岸地区自古就是无公害优质稻米、亚热带经济作物、热带亚热带水果的重要产区。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此地

和全国一样一直在推广化肥化、农药化等科技，产量虽大幅增长，但污染随之。我们应当在此地恢复其传统农业，建立无公害

农业食品生产地。这不仅使其农产品在现代社会价值倍增，而且也为其旅游业的兴起奠定基础。 

2013 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制定《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规划( 2013 － 2017) 》( 征求意见稿) ，提出在红

河南岸积极培育壮大山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六个百万亩”( 即培育橡胶带、梯田红米带、香料产业带、水果产业带、

棕榈产业带、商品林产业带各百万亩) 。“六个百万亩”的提出是针对红河南部山区扶贫综合开发的重要措施，但在笔者看来

更应是对恢复和发展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绿色农业生产地的重要措施。特别是“百万亩红米”( 六个百万亩之一) 更是意味着红

河南岸哀牢山区将全面恢复哈尼梯田的传统种植。红米种植的全面恢复，就是对哈尼族传统农业的恢复，就是对哈尼族传统农

业的肯定，而哈尼族传统家庭就是建立在梯田传统农业之上的。 

哈尼山区的综合开发，将巩固绿色农业，将优化产业结构，将接受更多的农业就业，将使更多的中青年回归故里。 

3. 提升传统梯田产品价值 

《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规划( 2013 －2017) 》: “依托绿春、金平、河口、元阳、屏边等地海拔在 800 － 1600 米

之间适宜区，发展红河牌稻系列产品，到 2017 年建成梯田红米产业带 92 万亩。”
①3
哈尼梯田主产红米，长期享誉滇南。 

2013 年，依托哈尼梯田这一世界级品牌优势，元阳、红河、绿春、金平都在重点发展建立哈尼梯田特色稻生产基地。按照

“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基地”的种植生产模式，元阳县建立了哈尼梯田有机红米专业合作社，带动 3360 户社员种植哈尼梯

田特色稻 2. 35 万亩，总产量达 0. 94 万吨，实现产值 8640 万元，与以往种植的品种相比每亩增收 800—1000 元以上，取得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年，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与北京中信集团总公司、云南世博集团分别签订销售订单，与养慕中

国组委会合作开发了系列中国高端家庭食用米——哈尼梯田原生态红米( 原基因、原产地、原生态、原手工、原营养) ，实现

大企业间联销联售，市场前景十分广阔。2013 年 12 月，红河哈尼梯田红米以其不可复制的独特品质，荣登中央电视台第七频

道“2013 年度中国十大魅力农产品”光荣榜，成为唯一入选的大米品牌。
①4
 

                                                        
3
 ①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们政府:《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规划( 2013—2017) 》( 征求意见稿) ，2013 年。 

 
4
 ① 让红米“走红”国内外市场——红米产业发展成果及展示，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city /2014 － 06 /06 /c 

_126582980.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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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梯田红米价值一路飙升，在元阳县市场上卖到1 公斤8 块钱，而杂交稻只能卖3 块钱

左右。在广州市场上，传统的“梯田红米”卖到1 公斤30 元。梯田红米的市场价格体现了梯田农业的价值。红米是梯田的主产，

梯田的其他农副产品还很多，如梯田养鱼、梯田林业都是梯田的大产业，它们的价值也像红米一样正在提升，这正是对梯田劳

动和劳动价值的肯定。很显然，恢复梯田多样化生产和梯田农产品价值的提升，将吸引更多外出打工的哈尼族中青年回归故里

从事传统的梯田农业，这对于哈尼族传统家庭的恢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4.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自古以来，哀牢山哈尼族地区一直从事着传统的梯田农业。2013 年 6 月 22 日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梯田旅

游业迅速兴起，这是哈尼族破天荒的一个新产业，这一产业不仅促进了梯田产业发展和产品的升值，而且带动了哀牢山哈尼族

旅游服务行业的大发展。短短几年，在哈尼族村寨中兴起了各式各样的客栈、旅店、饭馆、农家乐，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

很多进入了旅游行业。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业促使哈尼族其他文化的产业出现和发展。例如，最近几年，哈尼族村寨的各种文

艺团体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到 2016 年 3 月止，仅元阳县就有乡村文艺队 352 个。哈尼族诗歌( 哈巴、阿欺枯、阿米车) ，

哈尼族舞蹈( 乐作舞、棕扇舞、鋩鼓舞等) ，音乐( 多声部合唱) 等文艺，不仅在梯田旅游的景点演出，而且走出深山登上了

世界的舞台。2015 年 5 月 1 日，哈尼族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哈尼哈巴》《哈尼多声部: 劳动生产歌》《乐作舞》《棕扇舞》

登上了意大利米兰世界博览会的国际大舞台。这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现代闪光，这是哈尼族传统文化和文艺的魅力。这一现象

说明旅游业激发了哈尼族传统文化的复活，文化产业也悄然在梯田农业中成长。传统梯田农业之上的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大

量的服务性人员。而且这些产业的经济效益深深地吸引着当地人和外出打工的哈尼族青壮年，随着旅游业和其他文化产业的发

展，将有大量的外出者回归故里。 

总之，发现并支持哈尼族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坚守，鼓励并激活哈尼族传统伦理的活力，利用“世界遗产”对哈尼族劳动价

值、文化价值的肯定和所带来的旅游业及文化产业兴起之机，稳定和回归流失的人口，就必将恢复和发展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养

老方式。哈尼族的家庭有着强大的伦理支撑，它是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而且，当今红河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又给予哈

尼族社会发展以新的定位与动力。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哈尼族家庭及养老问题的理念是: 发现传统，激活传统，将传统的活力

融入现代生活和发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