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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佤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培育的民族，在佤族人际伦理、群己伦理、族际伦理、国家伦理等伦理

生态中蕴含着深厚的社会伦理精神。这些社会伦理精神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民族地区平安社会建设、

提升边疆治理水平、促进平安中国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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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人口 100 多万，集中分布在中缅边境地区。加强佤族社会伦理精神的研究对于推进平安社会治理，促进平安中国建设，

维护中缅边境的稳定，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佤族传统社会伦理精神的主要内涵 

佤族是一个重视社会伦理精神培育的民族，在佤族的人际伦理、群己伦理、族际伦理、国家伦理等伦理生态中蕴含着深厚

的社会伦理精神。 

(一）孝敬相爱的人际伦理 

主要表现为： 

“孝敬是礼”。佤族格言“格拉那格拉扬”（意为“孝敬是礼”）充分地反映了他们以“孝”为核心的敬老伦理观念和孝

道伦理规范，这种“孝道”伦理沉淀于佤族心理之中。即便是路途偶遇，青年人也须侍立一侧让老人先行，或扶送一段。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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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伦理对增强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平安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相爱是礼”。这既体现在对群体内儿童的养育中，也反映在对群体外弱势者的关爱态度和行为两个方面。对内，佤族格

言“格拉莫格拉宏”(意为“相爱是礼”）①主要体现在养育儿童身上，对他们重对儿童的爱护与养育。在养育儿童的过程中，

不仅强调要让孩子时时感到长辈关爱的温暖，而且要让他们参加长辈的各种活动以接受熏陶，传承这种伦理精神。对外，则表

现为对弱势中的陌生人的关爱。例如澜沧佤族有这样的习俗：“不能让过路人（陌生人）睡在门外，要把他（她）请进家来，

否则，将被社会视为是良心不好的家庭”②,《待客习俗的传说》也充分说明了这种精神。③ 

(二） 重群爱寨的社区伦理 

重视群体意识是佤族传统会伦理道德的重要特点之一。佤族“重群”主要是从家族和村寨的范围来说的，血缘关系是连接

群体成员的重要纽带，由此而形成了家族、村寨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由于每个村寨都是相对独立的整体(集体），人们的

生活、生产和其他活动无法脱离村寨而进行。因此，佤族人爱护和重视自己的村寨，任何违反群体性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习惯

法惩罚；对外关系中，佤族人团结性很强，寨中任何人对外发生的重要关系，都会被视为全寨人的事。 

(三） 同宗同源司岗里的族际伦理 

佤族先民在与汉族、傣族、拉祜族等其他兄弟民族的接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族际伦理，即视其他民族为共同出自“司

岗里”的兄弟，奉行民族和睦的原则。神话是一个民族变形的历史记忆，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说“出司岗的时候，族与族

和谐相处”④。《葫芦的传说》则叙述了佤族等民族都是从葫芦里出来的神话。这种族际伦理既是佤族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伦理

原则，也是佤族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的重要纽带。 

(四）桿卫主权的国家伦理 

自明清以来，佤族人民自觉担负起抵御外族入侵，桿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责。 

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 年），佤族女英雄西娥里率佤族群众抗击缅甸东吁王朝对临沧耿马的入侵以及佤族人民积极配合清

王朝把侵入到中国境内的木梳王朝军队赶出国境，捍卫了祖国疆土的完整。 

1900年以佤族同胞为首的各族人民反对《中英续议滇缅条款》等不平等条约、自发抗英的“勐懂黄果事件”；1936年，17

个佤族部落举行“剽牛盟誓”，发表了《告祖国同胞书》：“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

头颅可碎，此心不渝”⑤2；抗日战争期间，阿瓦山区各族人民组建了“耿沧支队”“阿佤山游击队”“班洪自卫支队”等多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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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抗日武装，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末，国际敌对势力仍然试图拉拢班老地区头人并诱使我边

境佤族群众搬迁到境外，以建立所谓的“佤族国”，遭到以保洪忠等为代表的佤族人民坚决反对……在抵抗侵略过程中，尤其

是在近现代抗英和抵抗日寇的斗争过程中，佤族人民体现出崇髙的国家伦理精神。 

二、佤族传统社会伦理精神的现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①挖掘和弘扬佤族传统社会伦理精神具有强烈的

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需要 

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旧的价值观的“失范”和“庸俗化”，面对这一挑战，需要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兴国之魂来凝聚各族人民的价值共识。在佤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佤族传统文化沃土，因

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②。 

将佤族传统社会伦理精神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将佤族重家、护族、爱国等社会伦理精神置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下，融入佤族家庭、家教、家风之中涵养新时代家风并发挥佤族社会伦理精神的导向功能、支撑功

能、凝聚功能和激励功能，对传承和升华佤族优良传统，促进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牢固地扎根于边境多民族地区，消解民族虚无

主义思潮对边疆稳定的消极影响，“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包括佤族在内的西南边疆各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保

障国家文化安全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 有助于促进边境民族社区平安建设 

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汇成国风。佤族民风、社会组织等社会伦理的本质中存在着固有的生态价值，是活的意义的善，

对于建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现代农村社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平安

社区的建设中，需要充分发挥佤族传统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作用，努力做到“一个村寨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

在共建共享中打造让每个边民诗意栖息的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西南边境的长治久安，促进平安中国建设。 

(三） 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与民族宗教矛盾复杂、热点问题众多的‘世界动荡之狐’有

着较髙的空间吻合性”③。3缅甸是“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合作走廊上的重要国家，对于畅通我国新构建的能源通道，实现中

缅“互联互通”，助推人心归聚意义重大。而佤族对于密切中缅跨境民族之间人文交流，促进中缅边境民族之间的民心相通发

挥着重要作用，其族际伦理精神对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跨境民族关系，向国际社会展示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

图景，“并育而不相害”，真正做到“美美与共”，对传承中緬“胞波情谊”，培育“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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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的丝路精神，建立一种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可共享的价值观，为促进中缅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互信与对接，

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①,要发挥佤族传统社会伦理文化的特性，以民族伦理文化之交流来超越民族之

间的历史隔阂，通过包括跨境佤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互鉴来超越文明冲突，实现不同国家的文明共存来超越文明优越，

推动中緬两国人文交流，增信释疑，进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防范和化解边境民族地区“文明冲突”的风险，培

育和谐的族际、宗教关系，实现各跨境民族的“和平跨距”，促进中缅跨境民族对“一带一路”由认知、认同到共享、践行，

消除缅甸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促进“一带一路”的文明之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康德曾精辟地指出：“德性就是力量。”②求解“边疆和谐治理难题”，凝聚包括佤族在内的跨境民族认同，仍需继续发挥

包括佤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社会伦理精神之德性功能，创造性挖掘和转换其社会伦理精神之价值，以促进平安中国建设，推动

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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