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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水文化变迁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兰村为例 

渊蕾 张新莲 薛志扬 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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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 烟台研究院，山东 烟台 264670） 

【摘 要】：侗族的水文化是侗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观念的更新，青年一代

对水的敬畏观念却逐渐弱化，导致水环境保护丧失了重要的文化基础，致使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水环境恶化的现象。

因此，应将水文化建设与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止少数民族文化断层与文化失忆，创造出一种科学的水文化，来进一

步引导少数民族村落在社会变迁影响中对水环境恶化的重视与防治。以贵州省黔东南苗兰村为例，分析少数民族水

文化变迁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从源头上为解决水环境问题提供有效手段。 

【关键词】：少数民族 水文化变迁 水环境污染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苗侗先民深谙此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养成了爱水、敬水、惜水、护水的传统

习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侗族水文化。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侗族的水文化也面临着

失忆的危机，当地的水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在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继承并发扬侗族的优秀传统水文化，对黔东

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苗兰村传统水文化 

人们在从事与水相关的活动中创造的以水为载体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就是水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文化中以水为轴心

的文化集合体。黔东南苗兰村为侗族村落，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水文化，这种传统的水文化对于苗兰村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有

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保护了苗兰村的生态环境。 

1.1水与村落选址 

据史料记载，苗兰寨址古为苗民居住，明代苗民迁出，侗族杨氏先祖六兄弟从广西迁来。我国古代建城理论中也有“依山

者甚多，亦须有水可通舟楫，而后可建”老子《道德经》也有言：“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侗族人也遵循这一选址原则，他们“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历来也都是逐水而迁，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定居点与水有密切联系。

苗兰村村落处于丘陵小盆地中，寨周围青山层叠，苗兰溪从寨中穿过，村内还有一口古井，水资源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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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与民俗信仰 

水和水神崇拜，不仅是人们对水观念的主要表征，而且是指导人们进行水务管理和社区生活的重要角色。古人认为有水存

在的地方就有水神，临江临河居住的人多祭祀河神、江神，临湖、临海居住的人则多崇拜湖神、海神，而身居内陆少水地方的

人则祭拜泉、井和池塘。而身居深山的侗族人信仰多神，他们认为水、古井都是受神灵保佑的，人类对水的态度会影响到神，

因此每年都会对水神、井神有定期的祭祀活动。祭祀既表达了侗族人对水神、井神的敬畏，也乞求神能为村民带来充足的水。

苗兰村内有一口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古井，对神灵的极度迷信使当地村民都十分信赖古井水质，不做任何净水处理就会直接饮用。

古代人最早是敬天地、畏鬼神，其中把水也神化了。 

1.3水与酒文化 

酒文化是侗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在侗族人的饮食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当地的酒多以自家种的糯米酿成，侗族人

热情好客，他们以酒为礼、以酒为乐，平时也会小酌两杯。苗兰村的米酒酿造历史悠久，酿造技术成熟，酿造过程中水是最为

重要的部分，该村村民认为只有村中古井的水才可以酿造出最为醇香可口的米酒。 

1.4水与侗歌文化 

自古以来，侗族人都以歌为乐，以歌为荣，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笔者通过实地访谈，从

歌师杨正利老人那里了解到，在侗歌里，水主要出现在于爱情有关的歌曲里，譬如像两个人之间隔着水，是一种阻碍，让两人

咫尺天涯，作为一种特别的情感意象。在侗剧中也是如此，“你愿意嫁给我，我愿意娶你，如果你欺骗我，就像水浇灭火一样。

“都是赋予爱情的元素。老人说，侗歌里的文化内涵特别丰富，都是从村民的日常生活衍生出来的。因此，如果能够让当地有

名的歌师填词作曲，通过侗歌的形式去宣传正确的用水习惯以及水源保护的重要性将会事半功倍，也更有利于村民理解认识。 

1.5水与侗族传统农业 

苗兰村所在的黔东南地区，历来水资源就十分丰富，加上深处山区，使得山居稻作成为侗族最基本的生活与生产形态。作

为稻作民族，黔东南苗族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必须保证水的供应，“稻饭鱼羹”都离不开水，正因为如此，苗族村寨一般都

要依山而建，傍水而居，依山建寨主要是为了能方便利用山体流下的泉水和雨水，这样，在河流干涸的时候，山泉和雨水就能

解决人畜饮水的燃眉之急。 

1.6水与侗族医药观 

独具特色的侗族医药文化，是受到侗族人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自古以来，侗医在临床治疗方面非常重视水的

作用，他们认为，地是水和土，天是一股气，而人类则是由水和土所养。所以水和气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一旦气和水二者失

去平衡，那么疾病就要降临。因此，侗医历来都颇为重视气和水之间的协同作用，经常在治疗过程中同时采用补气、补水的方

法。 

2 水文化变迁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起飞、转型到跨越的“惊人一跃”，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提升。但是现代化进程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威胁，各地的生态环境、传统文化、宗教习俗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由于

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干扰、有关自然资源的各种传统社会规范逐渐丧失，给各地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水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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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属于公共部分的领域，逐渐变得私人化。这也导致民间组织固有的权威和力量遭到了削

弱，更重要的是，村民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亲和”关系也随之改变，导致包括水观念、水环保等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自然观及

其实践模式也随之改变。现在很多地区的水资源管理权从村社转移到了政府手中，村民们对于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积极性也大

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苗兰村所处的大地构造单元为一级华南褶皱带，位于碎屑岩层组，因此山区土层薄，基岩容易出漏，

在暴雨冲刷力作用下，容易产生水土流失后的岩石裸露。 

第二，随着现代科学教育的普及、农业科技的进步、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以及现代传播手段的创新，使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及传统的稻作文化、水文化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而这一系列的改变也导致了传统水文化断层的产生。以侗歌为例，苗兰

村的青年儿童只有侗歌队中的寥寥几人会唱，而村寨中的歌师已逐渐老龄化，这使一些以侗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

险。除此之外，青年接受的是科学文化知识，这也使他们不太相信水神、井神的存在，对水的敬畏、崇敬等都已经较祖辈淡漠。

爱水、敬水、惜水、护水是传统水文化所推崇的，可如今这些优秀传统观念却逐渐丧失，使人们对待水环境更加为所欲为、不

受约束。当地村民们随意堆放生活垃圾的现象屡见不鲜，况且当地还是多雨的气候，垃圾废弃物中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很容易

在雨水的冲刷下，流入到水体中，从而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还有部分村民直接向河流中排放生活废水，这些未经处理的废水

含有非常多的洗涤剂、油污、含氮化合物以及含磷化合物，很容易会引起污水控制项目值的超标。此外，农民对化肥、农药的

使用时间、使用方法及使用数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导致我国化肥的使用效率较低，加上灌溉和降雨等淋溶作用，化肥

农药里的有毒化学物质很容易由农田迁移至自然水体中，会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农药污染。 

根据实地检测得到的结果(表 1)，结合对照农业相关水质指标情况，发现我们在苗兰村所选取的五个取样点中，均出现较为

明显的大肠杆菌超标情况。如果有大肠杆菌通过消化道进入体内，会引起腹泻、腹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出血性大肠炎，

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危害。 

表 1大肠杆菌检测结果 

取样点 古井 古井末梢 自来水储水处 自来水末梢 农田旁水井 

样本 1 13K 5K 19K 6K 1K 

样本 2 23K 9K 16K 6K 4K 

样本 3 11K 2K 20K 24K 2K 

样本 4 15K 1K 12K 2K 3K 

 

注：上表数据单位均为 MPN/100mL或 CFU/100mL.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指出，大肠菌群不得检出，即数据结果应为 0 

3 苗兰村水文化的当代价值 

水文化既是一种生态意识，也是一种民族习俗，更是一种社会规范，它对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水

文化推崇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水合一”，这跟汉文化所强调的主流思想“天人合一”不谋而合。可是，社会的变迁使水文化

也发生了变迁，使得人与水环境之间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这种不平衡最终也会威胁人类的自身发展。为了生态平衡和可持续

发展，需要继承并发扬传统水文化，彰显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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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结构的最高层面，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信仰与情感的凝聚，会对物质与制度层面产生强烈的反

作用。这种五行的精神文化是文化的内在灵魂，决定了一群人是此民族而非彼民族。水文化包含的保护水环境的社会规范与传

统制度，这些社会规范是通过人们不同的观念、宗教禁忌、传统习俗以及传统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对人们的行

为有着一定的约束作用，引导着人们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 

因此，在当代的水环境保护中，需要强化人类的水意识，重建水文化的地位和敬畏感。“水资源短缺表面上看来是水自身

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行为造成的。在水污染治理问题上，既要治标又要治本。采取各种科技手段治理水污染固然重要，但是

只有从人的思维活动中调整人与水的关系，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才是治本之策。只有提高人们节约用水的环保意识，才能够从

根源上解决水资源日渐匮乏的问题。所以，无论是村委还是学校，都应该加强对水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让优秀的传统水文化

能继续发扬光大。 

4 结语 

在看待少数民族传统水文化的问题上，要分清主次，虽然传统水文化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封建迷信的思想，可能会阻

碍对水的科学认知。但是，这些糟粕和不足终归是次要的，不能掩盖中华传统水文化的灿烂光芒。侗族水文化是侗族人智慧的

结晶，保护和传承这种爱水、惜水、护水等具有生态价值的水观念，对民族的生存、国家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一旦优秀的传统水文化被丢弃，就会永远消失，这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损失。 

水文化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开拓新视野，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水和谐的机制。这种机制要求我们要为水的未来着想，为水的现

代问题服务，弥补之前对水不科学的应用所带来的后患。对那些依然还在发挥功能的相关经验要积极进行重构和转换，积极与

新型水观念、现代科技相融合，这样才能把握住现代水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早日建成生态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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