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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目前共有5 2万余人
。

这里的傣族人民大部分自称
“
勒

” ,

除此之外与西双版纳傣族相同的
“
傣油

” 还广泛地分布于思茅
、

缅甸东北部及泰国北部等地

区
。

千百年来傣族人民在西双版纳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

创造了璀灿的民族文化
,

很

多方面成为这个民族的精髓与象征
。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

傣族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

面临着新的选择
。

这种选择关系到傣族的未来发展
。

本文拟研究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

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的变迁
,

对傣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作一些新的探讨
。

一
、

近四十年来傣族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
,

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领主制社会
,

而后开始

进入了较快的变革时期
。

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

一是社会制度的改变
。

随着

50 年代初民主改革的进行
,

全国统一的政权体制取代 了地方封建统治的政权体制
。

1 9 5 3年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成立
,

结束了自12 世纪初傣族第一世
“ 召片领

”

叭真建立
“
景龙金殿国

”

以来长达 8个世纪的地方封建统治
。

自此之后这
,

一地 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都与全国更紧密

地融为一体
。

第二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建设
。

在本世纪50 年代以前
,

西双版纳地区交通闭塞
,

民

族工业及现代教育设施
、

传播设施等几乎为空白
。

通过几十年的建设
,

这种状况 已有了较大

的改变
。

在傣族居住区
,

公路的通达率 已在 95 %以上
,

几乎每个村寨都办起了小学
,

义务教

育得以普及
。

电视
、

广播的覆盖面积也达傣族居住区的90 % 以上
。

这一切都大大加快了傣族

地区的社会经济交往及文化的传播
。

第三是文化传播
。

通过教育的普及
,

电影
、

电视
、

书刊

及社会交往
,

傣族人民了解到了更多的异文化及外部的大千世界
,

封闭的传统思想观念受到

了冲击与挑战
,

进而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

这在青年一代中表现得更为强烈
。

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促使傣族社会发生骤变
。

在这种进程中
,

傣族传统的社会文

化
,

包括宗教
、

婚姻
、

家庭
、

生活方式
、

人际关系
、

社会风俗等等方面也在发生着较大的变

化
。

这其中有的方面与现代化的潮流格格不入而被扬弃
,

有的保留下来
,

有的则融汇了新的

因素而获得了发展
。

下面是几个主要方面的变化
:

第一
,

宗教方面
。

傣族人民信仰小乘佛教
,

同时也保留着对原始宗教中鬼神的崇拜
。

在

50 年代初
,

西双版纳地区的大多数村寨都有佛寺
、

佛爷
。

据 1 9 5 5年的统计
,

仅动龙
、

勋罕
、

勋

棍
、

景真
、

勋遮
、

勋宽等勋的 23 0个自然村便有佛寺 1 83 个
,

占这些 自然村的 79 %
。

动族儿童

自 7 岁起便要入佛寺做几年小和尚
,

才能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

自1 9 5 8年
“
大跃进

” 开始
,

傣

族的宗教信仰活动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

佛爷
、

和尚也被迫大量还俗
。

到 19 6 6年
“

文化大革命
”

以后
,

傣族的宗教信仰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

一般宗教活动都被禁止
,

不少佛寺被拆毁
、

佛像

被推倒
,

宗教人员 95 %以上还俗
。

直至 1 9 7 9年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
,

傣族的宗教活动才



义开始得以较快地恢复
。

入寺院的和尚 19 8 1年全西双版纳州为 6 5 5人
, 1 9 8 2年猛增至 4 3 6 5人

,

1 9 8 6年达 6。。。余人
,

寺院增至 44 7座
。

傣族人民也可以自由地把子女送入佛寺做小和尚
,

举行

各种
“
败

”
(对佛的奉献 ) 及宗教节 日活动

。

这其中可以看到
:

尽管经历 了几次较大的冲击
,

但是傣族人民信仰佛主的信念并未改变
。

在 1 9 8 0年至 19 8 3年佛教信仰 自由得 以恢复的几年中
,

从宗教活动到参与人数都以惊人的数 目增长
,

甚至一些小学校因男童退学进寺院当小和尚而

成为
“
女子小学

” 。

这一切正是长期压制所带来的后果
。

经过几年的迅猛发展后
,

近年来信

教热有所降温
,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

毕竟 已很难再回复到原有的模式中去了
。

这其中有两

个很重要的因素
:

一是现年 25 岁以上的青年人由于前些年宗教活动被禁止而未曾出家
、

接受

佛寺的熏陶
,

宗教观念较淡
; 二是社会环境的改变促使人们观念的变化

,

人们看到将来要走

出农村
、

参加工作等都需要读书有文化
,

对于居住于城镇周围有被招工机会的傣族农户更是

如此
;
其三是道德观上的变化

,

过去儿童进佛寺做和尚
,

目的之一在于培养儿童的一种传统

道德规范
。

今天则不同
,

很多傣族人认为
: “

过去当过和尚的青年人比没当过的人懂礼貌
,

现在读过书的小孩比不读书的懂得事
、

有知识
,

进过学校的青年懂傣文
,

又学会了汉文
,

还

是进学校好
” 。 ①这种变化正是近年来宗教观念淡化的实质所在

。

因此很多傣族家庭已不 再

强调一定要让 自己的孩子到佛寺中当一段时间的和尚
,

甚至反对孩子当和尚而要让其读书
。

如景洪的曼龙匡寨
,

现年 18 岁左右的青年有近 30 人
,

但佛寺中仅有 2 个小和尚
,

大多数人都

未进佛寺
。

曼 占宰寨 18 岁左右的青年人有 50 余人
,

仅有 10 人当和尚
。

该寨波岩容有 2 个小孩
,

他本人表示不准他们去当和尚
。

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
:

虽然傣族是全民信教
,

但笔者在几十个

傣族村寨的观察表明
,

今天宗教活动的主体已变成老年人
,

对年青人的吸引力 已很弱
。

因此
,

宗教观念的淡化已是今天傣族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明显的
、

又属必然的趋势
。

宗教观念的淡化

也必然地要影响到傣族的信教活动
。

今天傣族宗教信仰的变迁有其自身的思想认同
,

而 6
、

70 年

代不能 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却属于被迫
,

这两者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

而作为有思想认同为基

础的变化其影响将更为长远
、

深刻
。

第二
,

婚姻家庭方面
。

传统社会中傣族婚姻的特征是
: 1

.

由于在傣族封建制度下人民被

划分
“
傣动

” 、 “
滚很召

”
等不同的社会等级

,

因而婚姻也打上了这种等级的烙印
,

通婚受

到等级的限制
,

一般各阶层之间互不通婚
,

尤其是封建贵族阶层是不与其它阶层通婚的
。

在

平民阶层中
,

等级较高的
“
傣勋

”
阶层也不与

“
领因

”
等地位较低的阶层 通婚

。 2
.

婚 姻 具

有封闭性
.

除了通婚的等级限制外
,

傣族还盛行寨内婚
,

通婚的范围多在本村寨内
,

很少与

其它村寨的人通婚
。

其次也存在着民族的限制
,

不与居住在四邻的基诺
、

哈尼
、

布朗乃至汉

族人通婚
。

至本世纪 40 年代才出现与汉族的少量联姻者
。 3

.

婚恋 自由
。

在傣族社 会 中婚 姻

及恋爱基本上是自由的
,

青年人可以自己选择配偶
,

但也必须遵守一些传统的限制
。 4

.

离婚

率较高
,

婚姻不稳定
。

由于性爱的自由
,

离婚较为普遍
,

手续也简单
。

双方决定离婚又经老

人调解无效即可自行解除婚姻关系
。

再婚不受人歧视
,

甚至有的人离婚
、

再婚达七
、

八次之

多
。

自5 0年代以来
,

傣族传统婚姻中的这些特征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首先是封建等级的

婚姻制度 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消除而解体
,

通婚的社会等级 已经不存在
。

尽管在老一

辈人的观念中
,

尤其是过去等级较高的村寨的人们中
,

等级婚姻的影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

① 1 987年笔者在曼占宰村座淡笔录
。



但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
,

爱情才是衡量婚姻的价值标准
。

因此过去互不通婚的等级今天 己普

遍通婚
,

甚至过去的贵族后代
,

在择偶上也没有社会等级的约束
。

其次
,

婚姻的封闭性也已

改变
,

寨外通婚如今已成为很普遍的事
。

如景洪县的曼飞龙寨
,

1 9 8 1年以前与其它村寨通婚

者只有 2 人
,

但 1 9 8 1年至今已达 18 人
。

目前傣族除了与汉族通婚者大大增多外
,

与历史上不

通婚的民族如基诺族
、

哈尼族通婚也不鲜见
。

通婚的地域范围也空前扩大
。

据不完全统计
,

景

洪县 自1 98 1年以来 已有近 40 名傣族少女嫁到他省
。

再其次离婚率普遍降低
,

婚姻较过去稳定
。

5 0年代以来
,

民间的很多陈规陋习被革除了
,

尤其是传统社会中很多压制与歧视妇女的习俗

被废除
,

傣族的家庭关系更加和谐
。

同时在 6
、

70 年代离婚被认定为一种陋俗
,

离婚者甚至可

能受到生产队的处分
。

因此近 30 年来傣族社会中的离婚率大为降低
。

在曼飞龙寨 19 8 6年的调

查表明
: 全村 2 98 名妇女 中有 41 人离过婚

,

其中31 人是 60 年代以前离婚的
,

在 60 年代及 70 年

代这 20 年中仅有 10 人离婚
。

近年来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外部环境的影响
,

离婚率又开始明

显回升
。

今天
,

傣族青年恋爱自由的传统仍然保存着
,

但是择偶的价值观念 己有了较大的变化
。

勤劳
、

为人憨厚的品质 已不为青年人所看重
。

男青年看重女方的相貌及家庭条件
,

而女青年

则喜欢男青年有公职
、

经济条件好
、

有文化
、

读过书
,

是汉族更佳
。

傣族的家庭基本保持着传统的模式
。

结婚以后男到女家
“
上门

” ,

待 3 年后才能视情况

搬回男方家或是自立门户
。

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

钱财由当家妇女掌管
,

家庭较为和睦
。

家庭规模较小
,

基本上是夫妇构成的核心家庭
,

扩散型家庭较少
。

据曼龙扣
、

曼飞龙两个村

的调查
,

平均家庭规模为 5
。
3人

。

第三
,

傣族妇女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地位
。

傣族妇女的文化特征及地位与整个傣族的传统

文化密切相联
,

从而构成了傣族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传统社会中傣族妇女有以下文化

特征
: 1

。

在恋爱婚姻方面
,

妇女有一定的 自主权
,

恋爱时可以自主择偶
,

而婚后如果夫妻不

和睦妇女也可主动提出离婚
,

这与汉族社会中饱受封建制度摧残的妇女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 2

.

在家庭经济方面
,

妇女起着重要的作用
,

并且有较高的地位
。

家庭的收入按人划分
,

女性不论年龄大小都可分得一份
,

离婚时可以带走
。

她们积私房钱
,

养自己的家畜
。

尤其是

一个家庭的收支钱财由妇女管理
,

这都反映了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与一定的独立性
。 3

.

与汉族及许多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傣族妇女是集市商品交易的主要承担者
,

她们出售蔬菜
、

食品

及手工制品
,

甚至向土司交纳谷子及到市场上出售谷子也由妇女承担
。 4

.

在社会生活中
,

妇

女没有接受教育
、

参与政治活动及决定社会事务的权利
,

在宗教活动中也处于从属地位
,

这

又造成了男女在政治
、

文化及思维能力发展上的不平等
。

5
.

注重礼仪教养
。

傣族妇女爱美好

洁
,

每日洗澡更衣
。

性情温柔
,

讲究礼节
,

是传统社会中衡量妇女品质的一个重要尺度
,

如

从坐着的客人或长辈前走过必须躬身楼裙而不能直身挺胸而过
。

由上面这些特征可以看出
:

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具有亦受尊重亦受歧视的双重文化特征
。

在经济与婚姻家庭中妇女有较高

的自主性
,

而在政治
、

宗教等社会生活中又是受歧视的
。

5 0年代以来
,

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及社会变迁
,

傣族妇女在很多方面都已发生了变

化
。

首先是妇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
,

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机会
,

使妇女的思想文化素质都得

到 了提高
。

目前在傣族聚居 的村寨小学中
,

女童入学率已达 90 %以上
。

景洪县的曼飞龙村现

年 25 岁以下的女青年中
,

95 %的人受过小学教育
,

15 人受过初
、

高中教育
,

而男青年中由于

受宗教活动的影响
,

受过初中教育的仅有 2人
。

这就出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
女青年的

,

48
,



汉文水平超过了男青年
,

并且在学校中也学会了傣文
。

这一变化不仅引起了妇女心理上的变

化
,

对于妇女劳动就业
,

参加公职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其次
,

在传统社会中妇女没有与男

子平等的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
,

而今很多傣族妇女走 出了农村
,

不少人成为县
、

乡
、

村级国

家干部
。

在勋龙乡政府 1 9 8 7年就有傣族女干部 13 人
。

此外不少妇女到城市中从事商业
、

文艺
、

教育等职业
。

再其次
,

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
,

导致了妇女观念 的深刻变化
,

对于旧的习俗形

成了较大的冲击
,

过去一些歧视妇女的旧习俗
,

如妇女要侍候男人喝酒
,

不能比男人早睡
,

甚至妇女的枕头不能比男人高
,

男人不摸女人的衣物
,

以至妇女产后数日就要下水洗自己的

东西等等
,

都有了较大的改变
。

这种变化对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

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都

有着积极的意义
。

与此同时
,

妇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
,

其传统文化特征的很多方面仍然保留着
。

第四
,

生活方式方面
。

西双版纳傣族的生活方式自50 年代以来有两次较大的变化
。

在 1 9 8 0

年以前的这 20 余年中
,

由于经济制度的变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
,

傣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变化
。

首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所带来的劳动集体化改变了傣族传统的分散

的小农生产方式
。

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自行安排生产与生活
,

一切都进入了高度集体化的模

式之中
。

男女老少都要统一下地劳动
、

统一收工
,

方能计分得酬
,

而除此之外属于自己的时

间甚少
。

其次由于政治的影响
,

傣族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很多内容都被禁
_

山
,

从宗教信仰活动

到青年人恋爱过程中的丢包
、

对唱山歌
、

月下纺线
,

传统曲调的演唱
、

舞蹈
,

乃至于传统的

节 日活动
,

这一切都被看成需要革除的封建货色
,

生活方式十分单一
,

情调低沉
。

进入 80 年代
,

是傣族生活方式变迁中最为激烈
、

有生机的时期
。

自19 7 9年开始
,

西双版

纳地区逐步推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

直至 19 8 4年基本全面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 制
,

土地

又逐步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承包经营
,

农民们逐步摆脱 了集体生产形式
,

转向自行安排生

产
。

这一时期劳动效率也大为提高
,

例如每季谷秧的栽插在集体时期需要一个月左右
,

而 目

前只需要一周左右
。

农民们也由此而获得 了享受其它生活内容与情趣的时间与自由
。

这一时

期生活方式变化有三大特点
: 1

.

传统生活方式的很多内容得以恢复
。

人们可以自由地举行或

参加各种宗教活动
。

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

宗教生活是晚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

村寨

中又可以时常听到民间歌手
“
赞哈

” 的演唱
,

月光下又可以看到少女坐在大榕树下燃起簧火

纺线
。

老年人不再下地劳动
,

而是在家看管小孩
,

好其所好
,

安度晚年
。 2

。

传统的生活方式

中融进了大量新的内容
。

从人际交往来看
,

由于交通发达
,

劳作时间 自行安排
,

近年来傣族

农民的社会交往空前扩大
,

走村串寨逛县城
,

乃至于到绚甸
、

老挝
、

泰国走亲戚 也 十 分 频

繁
。

青年人所选择的配偶往往在数十里
、

甚至百里以外
。

从文娱生活来看
,

电影
、

电视
、

录

像已在傣族农村普及
,

为农民所喜好
,

不少村寨中的青年人还热衷于跳交谊舞
,

在城镇的舞

厅中到处可见身穿艳丽傣装的傣家少女
。

就消费生活而言
,

建新房
,

购置新家俱
、

电视机
、

录音机等家用电器
,

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
,

这一切使傣族农民的生活增加了大量新

的内容
。

以傣族女青年为例
:
在过去谁穿件好看的衣裙则可能遭到众人的议论

,

而 今 天 追

求时髦的穿装打扮 已成热潮
。 3

.

生活方式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青老两代人 之 间 的差

异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

由于生活方式的单一而难以显现出两代人之间过大的差别
,

而今天

这种差别随着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已显得十分明显
。

老年人在思想上及生活规范中过多地遵守

传统
,

除操持家务
、

做些传统的手工活计外
,

更多的时间花在宗教活动中
。

青年人除了劳作

之外
,

则热衷于交际
、

各种文娱活动
、

打扮
、

学习等
,

对于宗教活动等并不感兴趣
。



以上简要概述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中几个重要方面 05年代以来的变迁情况
。

尽管作

为傣族的整个社会文化而言
,

这几点还难以全面概括
,

如儿童教养及人的社会化问题
、

语言文

字的社会功能转化间题等等
。

但在以上几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 40 年来傣族社会变化变迁

的基本线索
: 从传统的多元到强制性的单一

,

这一段时期从 50 年代中期直至 70 年代末
。

80 年

代 以来又从单一转向新的多元
。

这 10 年是傣族社会又一次激烈变革的时期
,

也是西傣社会文

化选择性地恢复传统
,

融汇现代文化的时期
,

对于其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 的影响
。

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

探寻变迁的规律
,

对于西傣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二
、

变迁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50 年代以来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变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统文化与外部社会
、

政治环

境既对立又融汇的过程
。

传统文化在其社会变迁中是一个既深沉
、

稳定但又十分活跃的因素
。

因而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将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产生着影响的因素
。

在西双版纳傣

族社会文化近 40 年的变迁中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

第一
,

长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未使傣族的传统文化消失
。

在 6
、

70 年代这 20 年中
,

傣族固

有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激烈的冲击
,

而这种冲击往往就是针对其传统文化的很多方 面而来的
,

试图改变原有的很多文化现象
,

如宗教信仰
、

生活方式等
。

但是尽管经历了长达 20 余年的变

革
,

青年一代也在这种变革中成长起来
,

进入到 80 年代后
,

傣族的传统文化又再次恢复
,

原有

的服饰
、

语言
、

道德规范等仍旧保持着
,

青年一代也认同这种传统
。

值得注意的是
:

同样经

历了 20 余年的变迁
,

与傣族为邻的哈尼
、

基诺
、

布朗等族的传统文化则较之于傣族较多地消失

了
,

相反在接受汉文化方面较之于傣族快
。

这表明傣族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

这种稳

定性来自于傣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体系
,

致使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变迁中也能得以沿袭
,

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依旧起着较大的作用
,

同时也具有对异

文化的排斥性
。

第二
,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吸收融汇进了大量现代文明的内容
,

使傣族的传统文化获得

新的生机
。

例如在傣族地区 已较为普及的电影
、

电视
、

广播等
,

不仅是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

缺少的部分
,

同时也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及眼界
。

今天人们的住房尽管建筑材料已 由竹木转向

用砖瓦
,

但其风格仍然保留着传统式样
。

最为典型的是曼景兰村旅游饮食业的兴起
,

此村紧

靠景洪县城
,

到 目前为止
,

该村的农民已经办起了 15 家傣族风味餐馆
,

傣家传统的食品
,

每

天都吸引着大批中外游客
,

成为到景洪旅游必到之处
,

同时还带动了作为旅游纪念品的传统

手工艺品的开发
。

通过对当代傣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考察
,

我们发现其传统社会文化很多方面与现代社会发

展并不相悖
,

相反还能成为傣族现代发展 的良好基础
。

傣族的生育率变化及生育观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

近几年来傣族的生育率已经明显下降
,

一对夫妻一般只生育两至三胎
,

并且对女

婴没有歧视观念
。

据 1 9 8 5年对大励龙乡的统计
,

傣族出生率为 2
.

3 %
,

而哈尼
、

拉枯
、

布朗族

的出生率分别为 2
.

5%
、

4
.

1%
、

2
.

8%
,

生 5 胎也很普遍
,

均高于傣族
。

由于这种自觉的 变

化
,

使得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傣族中较容易开展并收到实效
。

这种变化除了今天傣族妇女的

生育愿望能够得到尊重等原因外
,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方面
。

首先西双

版纳傣族传统的婚俗中
,

结婚后男到女家居住
,

三年后视情况才可搬出
,

如需要亦可留下
。

这



样
,

就无需顾虑家中无劳力或无子女照顾年迈的老人
。

其次是农村公村人们互帮 互 助 的 遗

风
。

不论是建房
、

耕作或有其它较大的劳作
,

总是村邻相互帮助
,

子女多少作为劳动力的优

势来讲也不是绝对的
。

再其次傣族社会中瞻养老人是一种社会公德
,

老年人子女少也能得到

亲戚及乡邻的照顾
。

由于这些原因
,

傣族社会中多子女对于获得劳动力优势
、

赡养老人
、

继

承家产等的意义都不大
。

而在汉族农村中
,

多胎生育尤其是生男儿与这几点都有紧密的关系
。

因此今天随着社会 的变迁
,

傣族妇女希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而少生育
,

同时人们

也普遍认识到子女多的家庭难以过上富裕的日子
,

促成了西傣社会中生育率的下降与生育观

的转变
。

再如今天仍然保留着的傣族妇女装束
,

尽管传统的特点未改变
,

但花色
、

用料已打破了

过去单调的格调
,

工业生产的五光十彩
、

质地上乘的面料取代了传统手工机织的土布
,

使傣

族妇女的装束变得艳丽夺 目
,

别具风格
,

为其它民族所赞美
。

这种变与不变之间有这样的因

素
:

一是傣族妇女传统的心理约束
,

不愿改变自己的民族优越感
,

而去屈就其他民族
。

二是

审美意识
。

傣族妇女装束的特点是紧身
、

束腰
,

能显现出妇女的身段
,

有优雅飘逸的视感
,

加之制做面料的多变
,

更具艳丽夺目的美感
。

傣族社会文化 的变迁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

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于寻找与现代文明的

衔接点
,

这其中不适应现代发展的因素将自然被扬弃
。

回避或强行改变传统来求发展的做法

都难以获得好的效果
。

这在傣族 6
、

70 年代的社会变迁中已有验证
。

在未来的社会变迁中
,

傣族传统的社会文化仍将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但同时也

将会一次次面临新的危机
。

这种危机源于异文化的冲击及国家政治
、

经济
、

文化 发 展 的 影

响
。

如傣族的语言
、

文字
,

在今天的社会交往
、

经济活动
、

就业等方面已显得狭窄
。

不通汉

语
,

不懂汉文
,

对于就业
、

求学
、

获得新的知识
、

乃至于看电影电视都是不利的
。

因此傣族

人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 “
傣语傣文过不了澜沧江

” 。

因为澜沧江之外就不是傣族的主要聚居地

了
。

然而 目前这种危机与 6
、

70 年代傣族社会文化在强行压制之下所出现的危机有着本质的区

别
,

因为这往往可能是获得新的发展 的前奏
,

亦如宗教观念的淡化及青老两代人生活方式的

明显分化一样
,

是现代社会变革中不可回避的现象
。

这是西傣社会文化正常的发展
。

而在 6
、

70 年代用于摧毁傣族社会文化的东西中
,

有很多本身就是汉族封建的意识及政治上的不 良因

素
,

在这种前提下丧失传统文化会使一个民族步入发展的误区
。

在今天既不应人为地抑制传

统文化的发展
,

但对其消极的方面也不能任其复苏
,

如打双胞胎
、

赶琵琶鬼等陋俗应坚决从

傣族的社会文化中扬弃
。

重要的是加快现代文明在西傣地 区的传播与建设
,

加快西傣地区对

外开放的进程
,

以此来促使傣族社会产生进一步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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